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 中国古代经典励志
故事有哪些(实用8篇)

通过模仿范文范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参考一些优秀的岗位职责范文，可以帮助您更好地理解和识
别自己岗位上的职责。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一

【穷当益坚】

马援(前14-后49)是汉代一位有名的将领。他幼年父母双亡，
由其兄马况抚养成人。他从小胸怀大志，眼光高远，深为其
兄器重。王莽时期，马援在军队里当个小军官。一次上司派
他率队押送一些犯人，在途中，马援看到犯人们哭得挺悲哀，
不由动了侧隐之心，便把犯人们都放了。私放犯人是大罪，
马援只得逃亡到北方的边境上，躲避朝廷的追捕。

碰巧时间没多长，赶上朝廷大赦，马援也得以免罪。之后，
他就在那里经营畜牧业和农业。他心胸宽广，乐于助人，为
人忠厚而有远见，没几年功夫，来归附他的人竟有好几百。
他常对身边的人们说:做人不能因为贫穷潦倒而丧失志气，不
能因为年纪老迈而颓唐，“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

不几年，马援有了几千头牛、羊和马匹，几万斛粮食，家产
多得花不完用不尽，但他不为物累，仍旧和从前一样，过着
简朴的生活。他曾感慨地对人说:财产之所以可贵，在于能够
帮忙人;要不然，做个守财奴有什么意思呢“之后，怀着高远
志向的马援果然把财产分给了他的本家和亲友，自己空身外
出投军谋事，后归附了汉光武帝刘秀，为国家立了很多功劳。

【苏武牧羊】



卫律见苏武不屈服，只得向单于报告。单于见苏武很有气节，
十分钦佩，更想招降他。于是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里，
不给饮食，苏武只得嚼雪止渴，用毡毛充饥。之后单于又将
苏武移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逼迫他牧羊。北海在今苏联
境内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苏武到了北海，匈奴停止
了对他的食物供应，他只得觅野鼠掘草根充饥。在这荒漠上，
除了丛生的野草，就是漫天的风雪，终年见不到一个人影。
苏武抱着代表汉廷的旄节牧羊，无论坐卧行走都拿着汉节。
岁月一天天流逝，节杆上缀的三重旄牛尾都落尽了。

十九年过去了，苏武历尽艰辛，最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出
使还是壮年，及至归国，头发胡须全白了。岁月改变了他的
容颜，却改变不了他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司马迁】

支撑一个人前行的动力不是成功，而是通往成功道路中的那
些信念。一些名人的出现都是不平凡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因此，大家想要成功需要经历很多的坎
坷。下面为大家介绍有关司马迁忍辱负重的励志故事，朋友
们能够收藏本文。

司马迁遵从父亲遗嘱，立志要写成一部能够“藏之名山，传
之后人”的史书。就在他着手写这部史书的第七年，发生了
李陵案。贰师将军李陵同匈奴一次战争中，因寡不敌众，战
败投降。司马迁为李陵辩白，触怒汉武帝，被捕入狱，遭受
残酷的“腐刑”。

受刑之后，曾因屈辱痛苦打算自杀，可想到自己写史书的理
想尚未完成。于是忍辱奋起，前后共历时18年，最后写成
《史记》。这部伟大著作共526500字。开创我国纪传体通史
的先河，史料丰富而翔实，历来受人们推崇。鲁迅曾以极概
括的语言高度评价《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原先，司马迁的祖上好几辈都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也是汉



朝的太史令。司马迁十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到了长安，从
小就读了不少书籍。

为了搜集史料，开阔眼界，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就游历祖
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看了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
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他到过
曲阜，考察孔子讲学的遗址;他到过汉高祖的故乡，听取沛县
父老讲述刘邦起兵的状况……这种游览和考察，使司马迁获
得了超多的知识，又从民间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给司
马迁的写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以后，司马迁当了汉武帝的侍从官，又跟随皇帝巡行各地，
还奉命到巴、蜀、昆明一带视察。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承
父亲的职务，做了太史令，他阅读和搜集的史料就更多了。
在他正准备着手写作的时候，就为了替李陵辩护得罪武帝，
下了监狱，受了刑。他痛苦地想:这是我自己的过错呀。

于是，他把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开始，一向到汉武帝太始二年
(公元前95年)为止的这段时期的历史，编写成一百三十篇、
五十二万字的巨大着作《史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
对古代一些着名人物的事迹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对于农民
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给予高度的评价;对被压迫的下层人
物往往表示同情的态度。他还把古代文献中过于艰深的文字
改写成当时比较浅近的文字。人物描述和情节描述，形象鲜
明，语言生动活泼。因此，《史记》既是一部伟大的历史着
作，又是一部杰出的文学着作，司马迁依靠自己的信念，创
造了奇迹。

【诸葛亮教子】

诸葛亮(181—234)是西蜀的丞相，他以神机妙算而闻名。他
为子孙的打算，也是算计得比较久远的。他在给哥哥诸葛瑾
的信中曾特意说到他的儿子诸葛瞻：“瞻今已八岁，聪慧可
爱，嫌其早成，恐不为正器耳。”



诸葛亮担心的是：聪明过早外露，容易自满自足，反而成不
了大器。所以他给诸葛瞻起的名字叫做“思远”。他给外甥
的信也说：“志当存高远。”这都表明他希望后代有远大的
理想和志向。

怎样才能有远大的志向呢?诸葛亮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了两个
条件：一个叫静，一个叫俭。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
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
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
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

他认为人要有才，就要刻苦学习，要学习就要有志气。还要
心静，心不静就不能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
精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才是涵养道德的主要条件。

他在给外甥的信中进一步指出：要坚持自己的远大志
向，“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这就是说，要
不考虑一时的得失，不贪图生活上的享受，广交师友，不计
较个人的恩怨，这样做了，“虽有淹留”也许一时不成
功，“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学习之中有乐趣，也一
定会有用的。怕的是“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
默默束于情”。受追求世俗的物质生活和情欲的影响，失去
坚强的信心那就会“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可见，诸葛亮让子孙生活俭朴，是为了使他们更有出息，其
眼光不能不说“超俗”远大!

【少年李白】

李白的父亲是位商人，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相当富裕。相传，
李白小时候在四川象耳山读书。有一天逃学下山，经过一条
小山涧，见到一位老奶奶在山洞旁磨铁棒。李白觉得很奇怪，
走上前询问，老奶奶回答说要用铁棒磨针。一根粗铁棒要磨
成一根细小的针谈何容易，但老奶奶信心十足，她说：“只



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从此以后李白就打消逃学念头，
下功夫读书了。他既学文又习武，专门学习剑术。决心要做
一个满腔侠义的“游侠”。

李白幼年时候记忆力特别好。诸子百家，佛经道书，无不过
目成诵。据说他五岁就会诵写“六甲”，十岁能读诸子百家
的书，懂得了不少天文、地理、历史、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
此外，他还学会了弹琴，唱歌，舞蹈。

一天，李白家中来了一位客人，风流儒雅，气概不凡，是当
时很有名气的文人，这次是到蜀中来做官的。在长安，他早
就听说李白的诗名，这次来到蜀中还未上任就前来拜访了。
家人带他来到一条河边的柳树荫下，只见一个年幼的书生，
头戴纶巾，佩一把宝剑，正在吟诗，同样是风流倜傥，卓越
不群，诗人对这少年的喜欢之情油然而生。他又看了看少年
李白的诗稿，先是吃惊，后是赞叹，最后竟是击节拊掌了，
他说：“小家伙的文辞简直可以和司马相如平分秋色啊!好好
写吧，中国第二个屈原就要横空出世了。”

李白自小志趣远大，禀性高洁。当时的读书人要想求取功名，
都去参加进士考试。李白想，大丈夫在世，要做就做个国家
栋梁，否则就一辈子只当一个平民百姓。他常常自比谢安，
相信总有一天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少年时代的诗歌留下来不多，比较早的一篇是《访戴天
山道士不遇》。说的是有一天李白到深山的道观中去寻访一
位道士。时值初春季节，桃花正带露开放，飞瀑流泉，野竹
小鹿，山中景色确实美不胜收。然而道士却始终没有回来，
从早晨到下午，一直见不到人影，他只好悻悻而归了。回到
家后愈想愈觉得那道士真是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人，再也
按捺不住诗兴。

于是展纸挥笔-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示了
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自然
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不料，
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产生了
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沈周让
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师沈周
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简短的古代励志故事

1、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
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
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
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
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2、厉归真学画虎

五代画虎名家厉归真从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虎，但是由
于没有见过真的老虎，总把老虎画成病猫，于是他决心进入
深山老林，探访真的老虎，经历了千辛万苦，在猎户伯伯的
帮助下，终于见到了真的老虎，通过大量的写生临摹，其的



画虎技法突飞猛进，笔下的老虎栩栩如生，几可乱真。从此
以后，他又用大半生的时间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见识了更
多的飞禽猛兽，终于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3、沈括上山看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当读到这句诗时，
沈括的的眉头凝成了一个结，“为什么我们这里花都开败了，
山上的桃花才开始盛开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沈括约了
几个小伙伴上山实地考察一番，四月的山上，咋暖还寒，凉
风袭来，冻得人瑟瑟发抖，沈括矛茅塞顿开，原来山上的温
度比山下要低很多，因此花季才来得比山下来得晚呀。凭借
着这种求索精神和实证方法，长大以后的沈括写出了梦溪笔
谈。

4、徐霞客志在天下

有一天，江边发生了一件怪事，很多人在打捞落水的石狮，
却怎么也找不着。这时，一个叫徐霞客的小孩说，只要溯江
而上，就能找到石狮。果然石狮找到了，大家都赞誉这个聪
颖的小孩。原来他就是长大后成为伟大地理学家、旅行家的
徐霞客。

5、华佗拜师学艺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
是我国古代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很有
效的全身麻醉药，比西方的麻醉药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
佗对世界医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
神医，华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获得了渊博
的医学和高超的医术。

6、古代名人王充读书励志故事



王充是我国东汉初年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的杰出的
思想家,《论衡》是王充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历一部不朽的
无神论著作。

王充少年时代，父亲就去世了。王充竭尽全力奉养母亲，后
来到了京城，进太学学习，拜当时着名的学者班彪做老师。
他喜欢广泛地阅读，善于抓关键问题，因而进步很快。

王充读书非常专心，理解能力和记忆能力又很强，所以只要
读上一遍，就能记住书的主要内容，甚至能够背诵某些精彩
的章节。但是，家庭穷困，买不起很多书，为了满足如饥似
渴的求知欲，王充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当时的洛阳街上有不
少书铺，王充便决定把书铺当做他的“图书馆”，每天吃过
早饭后，他就带上干粮，到书铺里去阅读出售的书籍。不分
春夏秋冬，不论晴天雨天，他读了一册又一册书，跑了一家
又一家书家书铺。就这样，他终于读遍了诸子百家的重要着
作，掌握了书中的基本精神。

王充由于出身贫苦，因而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基
本上是从劳苦人民实际生活的情况出发的。他在读遍了诸子
百家的主要着作之后，对于某些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
的说教深感不满，下决心给予严厉的批判。于是便集中精力
独立思考，着手写书。为了不耽误时间、不打断思路，他在
住宅的门上、窗上、炉子上、柱子上甚至厕所里，都安放了
笔、纸，想一点，写一点，走到哪里，写到哪里。经过长时
期的努力，他终于写成了充满着批判精神、闪耀着唯物主义
光辉的《论衡》。

【心得·启迪】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二

诺贝尔财产万贯，名扬四海，却一生没有结婚。诺贝尔并不
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在他年轻之时，曾经有过珍珠般的爱情。



他与一位美丽的姑娘相亲相爱，山盟海誓，情谊深长。他那
动人的爱情诗句，真实地记录了这对鸳鸯的眷恋之情：她举
起深情的目光向我凝望，--倾诉纯洁无私的钟情汪汪，我们
并不是由自私的动机而结合，父母不曾给我们提过户对门当。
她为什么要爱?爱是她的天性，犹如芬芳是玫瑰的馥香。我沉
沦在干旱沙漠中的生命，从此获得了幸福和期望。怀着圣洁
的祝愿，得到那可爱的姑娘。结为倾心相印的情侣，永不辜
负她热爱美好生活的理想。

但是，正当他们处在缠绵情海中的时候，死神夺走了女郎的
生命。诺贝尔挥泪写诗，痛悼情人：这样本可以相安无事，
只准备共尝婚后的甘苦，然而命里不曾这样注定，她终于嫁
给了坟墓……失去恋人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在无限的悲痛
中，诺贝尔在寻求正确的路灯：我不再和众人分享欢乐，也
不再有女郎牵动心肠;专心攻读“自然”这本书，一页一页从
中采掘宝藏。诺贝尔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一直怀着对已故
恋人纯真的爱情，没有被任何女郎“牵动心肠”，终身没有
结婚。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三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
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
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
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
的志向。

《叶天士拜师谦学》

叶天士自恃医术高明，看不起同行薛雪。有一次，叶天士的
母亲病了，他束手无策，多亏薛雪不计前嫌，治好了他母亲
的病。从此，叶天士明白了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的道理。于
是他寻访天下名医，虚心求教，终于成了真正的江南第一名
医。



《李清照少女填词》

宋代女诗人李清照才思敏捷，一生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她
个性爽直、自由、不羁一格，从小就表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这个故事讲述的就是她触景生情，即兴填词的故事。

《张三丰创太极》

《诸葛亮喂鸡》

诸葛亮，字孔明，东汉三国时期徐州琅琊郡阳都县人，是我
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你看过《三国演义》，
肯定不会忘记诸葛亮。至今，诸葛亮的智慧一直被后人所传
颂，许多人甚至把他当作了智慧的化身。可是你知道吗，在
诸葛亮的小时候，为了上学，发生过一些故事，好玩极了!

《玄奘苦学佛法》

玄奖是唐代一位高僧，为了求取佛经原文，玄奘从贞观三年
八月离开长安，万里跋涉，西行取经，终于到达印度，历时
十七年，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佛教和人类进步、世界文
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岳飞学艺》

民族英雄岳飞生逢乱世，自幼家贫，在乡邻的资助下，拜陕
西名师周桐习武学艺，期间，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
萌发了学艺报国的志向，克服了骄傲自满的情绪。寒暑冬夏，
苦练不缀，在名师周桐的悉心指导下，终于练成了岳家抢，
并率领王贵，汤显等伙伴，加入到了抗金救国的爱国洪流中。

《杨禄禅陈家沟学艺》

杨禄禅受到乡里恶霸的欺负，他不甘心受辱。一个人离开了



家，到陈家沟拜师学艺。拳师陈长兴从不把拳法传外人，杨
禄禅也不例外。不过，杨禄禅的执着精神终于感动了陈长兴，
终于学到了拳法，惩治了恶霸，也开创了杨式太极拳。

南宋末年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少年时生活困苦，在好心人
的帮助下才有机会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学误会是
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明了
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树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
的志向。

《陈平忍辱苦读书》

陈平西汉名相，少时家贫，与哥哥相依为命，为了秉承父命，
光耀门庭，不事生产，闭门读书，却为大嫂所不容，为了消
弭兄嫂的矛盾，面对一再羞辱，隐忍不发，随着大嫂的变本
加厉，终于忍无可忍，出走离家，欲浪迹天涯，被哥哥追回
后，又不计前嫌，阻兄休嫂，在当地传为美谈。终有一老着，
慕名前来，免费收徒授课，学成后，辅佐刘邦，成就了一番
霸业。

《陆羽弃佛从文》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养长大。
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喜欢吟读诗书。
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
难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育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钻
研茶艺的过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
了复杂的冲茶的技巧，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
陆羽最终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面前时，禅师终
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要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流传的
《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少年包拯学断案》



包拯包青天，自幼聪颖，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
与知县交往密切，包拯从小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的断案知
识，尤其在焚庙杀僧一案中，包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
茧抽丝，排查出犯罪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真相，
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努力学习律法刑理知识，
为长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础。

《万斯同闭门苦读》

清朝初期的著名学者、史学家万斯同参与编撰了我国重要史书
《二十四史》。但万斯同小的时候也是一个顽皮的孩子。万
斯同由于贪玩，在宾客们面前丢了面子，从而遭到了宾客们
的批评。万斯同恼怒之下，掀翻了宾客们的桌子，被父亲关
到了书屋里。万斯同从生气、厌恶读书，到闭门思过，并从
《茶经》中受到启发，开始用心读书。转眼一年多过去了，
万斯同在书屋中读了很多书，父亲原谅了儿子，而万斯同也
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万斯同经过长期的勤学苦读，终于
成为一位通晓历史遍览群书的著名学者，并参与了《二十四
史》之《明史》的编修工作。

《唐伯虎潜心学画》

唐伯虎是明朝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
示了超人的才华。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
自然更加刻苦勤奋，掌握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赞。
不料，由于沈周的称赞，这次使一向谦虚的唐伯虎也渐渐地
产生了自满的情绪，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
沈周让唐伯虎去开窗户，唐伯虎发现自己手下的窗户竟是老
师沈周的一幅画，唐伯虎非常惭愧，从此潜心学画。

《林则徐对联立志》

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
天资聪慧，两次机会下，作了两幅对联，这两幅对联表达了



林则徐的远大志向。林则徐不仅敢于立志，而且读书刻苦，
长大后成就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世的敬仰。

《王献之依缸习字》

王献之，字子敬，是东晋大书法家书——圣王羲之的第七个
儿子。他自己也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献之三四岁的时候，
母亲就教他背诗诵诗，到五六岁的时候，就能够出口成章，
顺口吟出几句诗来。和他的哥哥王凝之相比，越发显得机警
聪敏，而且还特别喜欢习字。王献之家有一只大水缸，本片
的故事，正与这个大水缸密不可分!

《朱元璋放牛读书》

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从小连私塾都没有念过，但是他聪颖
过人，勤学好问，终于成为建立明朝的开国皇帝。

《柳公权戒骄成名》

柳公权从小就显示出在书法方面的过人天赋，他写的字远近
闻名。他也因此有些骄傲。不过，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没有
手的老人，竟然发现老人用脚写的字比用他手写的还好。从
此，他时时把“戒骄”记在心中，勤奋练字，虚心学习，终
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匡衡凿壁偷光》

西汉时期，有一个特别有学问的人，叫匡衡，匡衡小的时候
家境贫寒，为了读书，他凿通了邻居文不识家的墙，借着偷
来一缕烛光读书，终于感动了邻居文不识，在大家的帮助下，
小匡衡学有所成。在汉元帝的时候，由大司马、车骑将军史
高推荐，匡衡被封郎中，迁博士。

《屈原洞中苦读》



这个故事讲述了，屈原小时侯不顾长辈的反对，不论刮风下
雨，天寒地冻，躲到山洞里偷读《诗经》。经过整整三年，
他熟读了《诗经》305篇，从这些民歌民谣中吸收了丰富的营
养，终于成为一位伟大诗人。

《王十朋苦学书法》

王十朋从小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可是书法却不如人意。于
是，他痛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终于，宝印叔叔的指点
下，他终于悟到了书法真谛，成为一名大书法家和文学家。

《司马光警枕励志》

司马光是个贪玩贪睡的孩子，为此他没少受先生的责罚和同
伴的嘲笑，在先生的谆谆教诲下，他决心改掉贪睡的坏毛病，
为了早早起床，他睡觉前喝了满满一肚子水，结果早上没有
被憋醒，却尿了床，于是聪明的司马光用园木头作了一个警
枕，早上一翻身，头滑落在床板上，自然惊醒，从此他天天
早早地起床读书，坚持不懈，终于成为了一个学识渊博的，
写出了《资治通鉴》的大文豪。

《王羲之吃墨》

被后人称为“书圣”的王羲之，小的时候是一个呆头呆脑的
孩子，每天都带着自己心爱的小鹅悠悠逛逛。王羲之每天刻
苦练字，却被老师卫夫人称作是死字，王羲之很是苦恼，在
小鹅的启发下，王羲之在书房写成了金光灿灿的“之”字，
但却误将馒头沾墨汁吃到了嘴里，留下了王羲之吃墨的故事。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四

华佗，字元化，东汉末年、三国时期沛国(今安徽亳县)人，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
很有效的全身，比西方的要早一千六百年左右，华佗对世界



医学的贡献非常巨大。不要以为华佗一生下来就是神医，华
佗小时候学医，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获得了渊博的医学和
高超的医术。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五

饥民.不食嗟来之食-德育名人小故事

《礼记?檀弓下》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齐国闹饥荒，
粮食颗粒不收，许多百姓离乡背井逃往他乡。当时有个叫黔
敖的富人在饥民来往密集的地方施舍食物。

一天，有一个饥民从旁走过，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不由朝施
舍食物的黔敖看了一眼。黔敖说：”喂!过来，给你饭
吃!“那饥民听了，很是生气，说：”我是人，不是动物。我
正是因为不吃'嗟来'之食，才到这个地步。“这个宁死不
吃”嗟来之食“的故事流传了千百年，可见人们是非常赞赏
人穷志不短的。

颜躅.安步当车-德育名人小故事

战国时，齐国有个隐士名叫颜躅，他颇有才能，不愿从政，
甘愿过自由自在的隐居生活。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他是一
位很有学问的人。齐宣王为了搜罗人才，派人把颜躅请了来，
要委以官职。颜躅不便违命，只得进宫朝见宣王。

颜躅听了这番话，感到齐宣王是在利诱自己，便严肃地回答
说：”谢谢。我不要什么荣华富贵，我愿'晚食以当肉，安步
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清静贞正以自娱'!“”晚食以当
肉“是说，我虽然穷得吃不起肉，但我推迟吃饭时间，等饿
极了再进食，就和吃肉的滋味一样了，”安步以当车“是说，
我虽然穷得没有车子坐，但我步行时把脚步放慢些.放平稳些，
就和坐车差不多舒服了;”无罪以当贵“是说，我虽然是个平
民百姓，但我只要清白正直，不做坏事，就是一个很高贵的



人了;”清静贞正以自娱“是说，我一身清白，自由自在地过
着隐居生活，自己就感到无限欢乐了。

颜躅的这番话，说得齐宣王目瞪口呆，无言以对。

庾信.披裘负薪-德育名人小故事

穷到了夏天也换不起衣服：终日披裘打柴为生，也不去拾取
路边造金，这确实表现了一利：高尚的品格和情操。这种人，
虽在生活上拮据困苦，一贫如洗，其精神世界却是丰富而充
实的。延陵季子以俗人之见劝其拾取遗金，受到严词批驳是
在情理之中的。披裘公的美德是劳动者的美德，因而理所当
然地要为后人所赞叹景仰和发扬光大。

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

南朝时，宋国有个名将叫宗悫。他从小就有胆量，少年时就
练了一身武艺，既有见识又勇敢。他哥哥宗泌结婚那天，半
夜里，有十几个强盗趁贺客刚散之机，突然来打劫。宗悫毫
不畏惧，挺身而起，击退了强盗。

他少年时所讲的”乘长风破万里浪“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
地表现了有为少年的远大志向，成为激励人们立志奋进的不
朽名言。

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德育名人小故事

“

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范缜.卖论取官我不为-德育名人小故事

南朝的时候佛教盛行，齐国的竟陵王萧子良和后来梁国的武



帝萧衍，都带头宣传佛教，萧子良亲自给僧众送饭送水，萧
衍称帝后，也宣布只有佛教才是正道，要求王公百官全都信
佛。他们都妄图用佛教迷信来麻醉人民，维持其统治地位。
当时，有个名叫范缜(约450-515)的人，是位有名的无神论思
想家。他坚决反对佛教迷信，亲自写了《神灭论》一书，宣
传唯物论的道理，把形体比作刀刃，把精神比作刀刃的锋利，
以此来说明精神不能离开形体。他还揭露佛教迷信是虚妄不
实的，佛教宣扬的”天堂“、”地狱“，都是为了愚弄百姓。

《神灭论》问世后，在思想界引起不小震动，急坏了竟陵王
萧子良。于是，他找来了全国最有名的和尚，以及他手下能
说会道的宾客，当面和范缜辩论。他们向范缜提出了许多责
难，都被范缜不慌不忙地一一反驳回去了。辩论进行了好长
时间，那些和尚和宾客们始终没有找出一条象样的理由来证
明真有鬼神存在，反倒一个个被范缜驳得哑口无言，前来观
看辩论的人越来越佩服范缜，认为范缜讲得是对的。

公开辩论难不倒范缜，萧子良便派了一个名叫王融的人到范
缜家里，企图私下收买他。王融对范缜说：”您坚持神不存
在的理论，是和名教相违背的。您的才干如此超人，若是不
这样固执，是不愁做到中书郎这样的大官的。“听到企图以
高官厚禄收买他，范缜不由得哈哈大笑，说：”如果我卖论
取官的话，恐怕早已做了更大的官了，何止区区一个中书郎
呢!但是，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卖论取官我不为!“王融见
范缜说得如此决断，只好灰溜溜地告辞而去了。

后来，萧衍做了皇帝，想继续用高压手段压服范缜，但不论
他采用什么手段，范缜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无神论主涨。

介子推和寒食节-德育名人小故事

原来，介子推在和重耳一块回到晋国都城绛都后，只朝见过
一次重耳，以后便托病在家，编织草鞋，伺候老母。重耳封
赏功臣时，别人都整天缠着重耳争赏赐，介子推却躲得远远



的。他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曾劝他去见做了国君的重耳，
介子推厌恶争功夺禄，他对母亲说：”晋文公得晋，是上天
的意思。现在有的人争权夺利，真不知羞耻。我不敢贪天之
功为已有，既不想官，又不想利，去见他干什么呢?我甘愿终
身编织草鞋，奉养老母。“母亲见儿子态度这样坚决，品德
这样高尚，便不再说什么了。母子二人商量了一下，介子推
便背着老母亲上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境内)，发誓终身隐居
此地，再不出山。

后来，重耳经人提醒，想起了介子推，就派人四处寻找。得
悉介子推在绵山隐居后，又亲自带人上绵山寻找。许多人找
了好几天也没发现一点儿踪影。于是，有人建议用放火烧山
的办法把介子推引出来，重耳采纳了这个建议，下令放火烧
山。但介子推和他母亲始终没有出来。火灭后才发现他们母
子二人死在一棵大树下，重耳十分伤感，下令在绵山为介子
推建立祠庙，并传旨：把绵山之田收来的钱粮，统统作为介
子推的供祭之用。

烧山那天，正是农历清明节前一天。后来，老百姓为了思念
介子推，每年清明节前一天都禁烟止火，只吃冷食。久而久
之，相沿成俗，这就是”寒食节“的由来。

苏武牧羊

卫律见苏武不屈服，只得向单于报告。单于见苏武很有气节，
十分钦佩，更想招降他。于是把苏武囚禁在一个大地窖里，
不给饮食，苏武只得嚼雪止渴，用毡毛充饥。后来单于又将
苏武移到北海荒无人烟的地方，逼迫他牧羊。北海在今苏联
境内的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苏武到了北海，匈奴停止
了对他的食物供应，他只得觅野鼠掘草根充饥。在这荒漠上，
除了丛生的野草，就是漫天的风雪，终年见不到一个人影。
苏武抱着代表汉廷的旄节牧羊，无论坐卧行走都拿着汉节。
岁月一天天流逝，节杆上缀的三重旄牛尾都落尽了。



十九年过去了，苏武历尽艰辛，终于回到自己的祖国。他出
使还是壮年，及至归国，头发胡须全白了。岁月改变了他的
容颜，却改变不了他忠于祖国的赤子之心。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六

晋代孙康由于没钱买灯油，晚上不能看书，只能早早睡觉。
他觉得让时间这样白白跑掉，十分可惜。

一天半夜，他从睡梦中醒来，把头侧向窗户时，发现窗缝里
透进一丝光亮。原先，那是大雪映出来的，能够利用它来看
书。于是他倦意顿失，立即穿好衣服，取出书籍，来到屋外。
宽阔的大地上映出的雪光，比屋里要亮多了。孙康不顾寒冷，
立即看起书来，手脚冻僵了，就起身跑一跑，同时搓搓手指。
此后，每逢有雪的晚上，他就不放过这个好机会，孜孜不倦
地读书。这种苦学的精神，促使他的学识突飞猛进，成为饱
学之士。之后，他当了一个大官。

晋代时，车胤从小好学不倦，但因家境贫困，父亲无法为他
带给良好的学习环境。为了维持温饱，没有剩余的钱买灯油
供他晚上读书。为此，他只能利用这个时间背诵诗文。夏天
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院子里背一篇文章，忽然见许多萤火虫
在低空中飞舞。一闪一闪的光点，在黑暗中显得有些耀眼。
他想，如果把许多萤火虫集中在一齐，不就成为一盏灯了吗？
于是，他去找了一只白绢口袋，随即抓了几十只萤火虫放在
里面，再扎住袋口，把它吊起来。虽然不怎样明亮，但可勉
强用来看书了。从此，只要有萤火虫，他就去抓一把来当作
灯用。由于他勤学苦练，之后最后做了职位很高的官。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七

历史上醇香悠远的曹植七步成诗的故事。曹植在文学上的成
就极高，他的的确确配得上谢灵运"才高八斗"的评价，他青
年时期的诗，多以宴饮游乐为主要内容，后来创作的诗文则



以抒忧发愤为主，最著名的有《洛神赋》、《赠白马王彪》、
《求自实表》等。

曹植，字子建。他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把五言体
诗歌推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著名诗人谢灵运曾说："天下
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今天下共分一斗"。
如此也可看出他的才华。曹植是曹操的第三子，小时侯随军
奔波，直到13岁才在邺城安定下来。此后他与当时著名文学
家王粲、徐擀，沉琳、刘桢等人写诗作赋，名声很快就传播
开了。在曹操的几个儿子中，曹植是最有才华的，曹操也因
此想"废长立幼"，立曹植为太子。

古代励志故事及感悟篇八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省公安市）人，从小家里
一贫如洗，但读书却非常用功，车胤囊萤照读的故事，在历
史上被传为美谈，激励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囊萤照
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从我们要给大家讲的这个有趣的故事，
你一定会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