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历史故事演讲稿 历史成语故事(汇
总6篇)

要写好演讲稿，首先必须要了解听众对象，了解他们的心理、
愿望和要求是什么，使演讲有针对性，能解决实际问题。好
的演讲稿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我们要好好写一篇演讲
稿那么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演讲稿怎么写才比较好，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一

[释义]一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形容有志报国之士奋发图强；
也比喻抓紧时间不懈努力。鸡：鸡鸣报晓。

[辨形]鸡；不能写作“机”。

[近义]发奋图强，自强不息。

[反义]苟且偷安，自暴自弃。

[成语故事]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
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
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
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
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
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
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
有人推荐他去做官司，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志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
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



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
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
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
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
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
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
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并、冀、
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二

历史就是过去出现过、发生过的人和事,具有时间久远、不可
重现的特点,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历史真实故事。

公元前120xx年(元朔二年)春，匈奴左贤王部进犯上谷、渔阳。
韩安国率700人出战，负伤败阵，退守壁垒不出，匈奴骑兵掳
掠千余人及牲畜而去。“是时虏言当入东方”，汉武帝刘彻
命韩安国部向东移驻右北平(治平刚，今辽宁凌源西南)，以
阻挡匈奴向东方深入，同时决定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
作战方针，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急速出兵云中(治今内
蒙古托克托东北)，突袭匈奴防守薄弱的河南地。

卫青、李息率部出塞后，从云中向西大迂回。两部先沿黄河
北岸(左岸)西进，在秦长城的掩蔽之下迅速推进至高阙塞(今
内蒙古杭锦后旗黄河西北)，切断驻守河南地的匈奴白羊、楼
烦二王与匈奴腹地的联系。然后南下，完成对河套及其以南
地区的迂回包抄，突然掩袭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并一举击
溃之。匈奴二王率少数亲兵逃遁。汉军歼敌数千人，俘
获“伏听者3071人及牛羊百余万头，收复了河南地全部土地，
穿行千余里到达陇西，”全甲兵而还“。



汉匈河南之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规模亦不为大，但它
在汉匈战争史上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西汉王朝收复河南
地，使得汉朝的北部边防线更往北推移至黄河沿岸，为长安
增添一道屏障，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匈奴对关中地区的
直接威胁，这不仅仅有利于京都地区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也
有利于西汉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加强。

战后，汉武帝下令在河南地设置武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古包
头西)与朔方郡(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中大夫主父偃
上书，”盛言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筑城以逐匈奴，内
省转输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汉武帝便停止正在进
行的通西南的筑路工程，”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城)“，又
招募内地居民10万至朔方实边，并修缮秦代的旧长城及沿河
要塞，把河南地建成一个可以向东、西、北三面出击匈奴的
军事基地。昔日匈奴刺向汉朝背后的利刃，于是迅速转变为
汉军指向匈奴前胸的长戟。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
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
王昂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
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
中最强大的胶西王昂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
而治之。胶西王昂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
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
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
赵王遂、胶西王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
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
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
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
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
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
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年)，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



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
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
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
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开
山铸钱、煮海为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
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
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
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
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
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
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
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决心以武力平叛，以轻兵断绝叛军粮道，三个月即平定
了叛乱。

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
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
谍和游军深入肴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
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
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
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
屯荥阳，监视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建议景
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
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
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
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
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
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
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
苏洪泽境)，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

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



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
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
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
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
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
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
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
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
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
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
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
寄攻之不下。

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
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
杀。

吴楚七国之乱在三个月内全部平息，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受到
致命打击。景帝趁势收夺各诸侯国的支郡，边郡归朝廷所有，
同时取消了王国自行任命官吏和征收赋税的特权，削减了王
国的属官，王国的丞相改称为相，国相还负有监察王的使命，
规定诸侯王不得治理民政，只能“衣食租税”，即按朝廷规
定的数额收取该国的租税作为俸禄，王国的地位已与汉郡无
异。

七国之乱的平定和诸侯王权力的削弱，沉重地打击了分裂割
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刘邦实行诸侯王制度时所产
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
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



的条件。

七国之乱反应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七国
之乱的平定标志着王国势力威胁基本清除，大大加强了汉朝
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统一，也在一定程度常推进了社会经
济的复苏和发展。

，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统一了匈奴各部，逐渐强盛起来。
楚汉相争时，由于无暇北顾，冒顿单于利用兵强马壮的优势，
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中国北部的统治。

西汉王朝在经过汉文帝、汉景帝两代的“文景之治”后，经
济上积累了巨额财富。汉景帝时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政治上
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使汉匈双国的力量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决定废除屈辱的
“和亲”政策，转而对匈奴实施军事打击。为此汉武帝进行
了积极的部署和安排：委派李广等名将带兵镇守边郡要塞，
征调士卒巩固边防，同时采取措施鼓励养马。公元前138
年(建元三年)，汉武帝派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希望联合大
月氏，夹击匈奴。经过经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努力，西
汉抗击匈奴侵扰的条件已经成熟。

公元前134年(元光元年)，匈奴派使者向汉武帝请求和亲，汉
武帝命群臣商议对策。

而御史大夫韩安国则以匈奴兵强马壮为由劝汉武帝接受和亲，
群臣大多赞同韩安国的观点。汉武帝最终采纳韩安国的建议，
与匈奴和亲。

王恢把聂壹的主意奏告给汉武帝，武帝为此诏命群臣商议。
御史大夫韩安国反对这个建议，他认为高祖刘邦之英武圣明，
尚且被匈奴围于平城达七日之久，何况兵马一动，天下骚动，



胜负难料，不可轻率出兵。王恢是燕人，曾长期在边郡为官，
熟谙匈奴情况，在商议中他向汉武帝进言：“战国初年，代
国虽小，北有强胡的侵扰，南有中原大国的威胁，君臣尚能
同仇敌忾，奋勇抗击外侵;匈奴虽强，也不敢轻易侵扰代国。
如今大汉强盛，海内一统，陛下威名远扬，然而匈奴却侵扰
不止，每次与汉和亲，不过数年即违背约定，正是因为没有
坚决抗击的缘故!”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

汉武帝最终采纳王恢的建议，准备设计伏击匈奴。

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农历六月，汉武帝派遣精兵30万，命
护军将军韩安国、骁骑将军李广、轻车将军公孙贺率主力部
队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将屯将军王恢与材官将军李息
率3万多人出代郡(今河北省蔚县东北)，准备从侧翼袭击匈奴
的辎重并断其退路，一举全歼匈奴主力。汉武帝同时派遣商
人聂壹前往匈奴诱敌。

聂壹以出塞经商为名，见匈奴军臣单于。聂壹欺骗军臣单于
说，他有手下数百人，能斩杀马邑县令，举城而降，牲畜财
物可尽归匈奴，但匈奴一定要派大军前来接应，以防汉兵。
军臣单于贪图马邑城的财物，亲率10万大军进入武州塞(今山
西省左云县)，并派使者随聂壹先入马邑，等斩杀马邑县令后
进兵。聂壹随后返至马邑与县令密谋，杀死一名囚犯，割下
首级悬挂在城门之上，伪装为县令头颅，欺骗匈奴使者。

军臣单于得到使者的报告后，率领大军向马邑方向进军。大
军来到距马邑百余里的地方，发现沿途有牲畜，却无人放牧，
引起了军臣单于的怀疑。匈奴在此时攻下一边防小亭，俘获
了汉雁门尉史。在威胁下，尉史将汉军的计谋全部说出。军
臣单于听后大惊之后继而大喜，说道：“我得到尉史不上汉
天子的当，真是上天所赐”。于是封尉史为“天王”，下令
立即撤军。

王恢、李息率领的3万大军已出代郡，准备袭击匈奴的辎重，



在得知匈奴退兵后，非常惊奇。王恢自思自己的军队敌不过
匈奴大军.只好退还。韩安国等率领大军分驻马邑境内埋伏，
但好几天不见动静，遂改变原先的作战方案，率军出击，结
果一无所获。

“马邑之围”失败后，汉武帝以王恢提出战争却临阵脱逃，
将王恢下狱。廷尉判处王恢畏敌观望死刑。王恢虽买通田蚡
通过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求情，但仍无法平息汉武帝的愤怒，
王恢被迫自杀谢罪。

“马邑之围”之后，匈奴拒绝与西汉朝和亲，在边境拦路劫
掠，或者出兵四处袭击汉朝边郡，以报复马邑之围，数量多
的数不过来。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三

又过了一天，安禄山再次找来黄幡卓为自己解梦，说自己梦
见大殿窗框倒立。黄幡卓解译为“革故从新”。

两次解梦，黄幡卓的言外之意都是说“当另立天下”。于是，
安禄山借机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玄宗要严惩黄幡卓，黄幡卓说
道：“臣当时身不由己，出于无奈。不过臣心里十分明白，
安禄山不会有好结果。臣把梦重新解析一下：衣袖至阶者，
出手不得也;窗框倒立者，糊不得也。‘糊’与‘胡’音同，
安禄山系胡人，暗示他不可能得到天下也。”唐玄宗听后觉
得也十分合情合理，于是便赦免了他的死罪。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四

历史故事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取材于真实发生的人物或事件,以



情节的连贯曲折,语言的生动形象,为我们还原出真实的历史
情景。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带来的历史故事_含历史故事的成
语，希望对您有帮助!

江淹，字文通，他年轻的时候，就成为一个鼎鼎有名的文学
家，他的诗和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的评价。可是，当他年纪
渐渐大了以后，他的文章不但没有以前写得好了，而且退步
不少。他的诗写出来平淡无奇;而且提笔吟哦好久，依旧写不
出一个字来，偶尔灵感来了;诗写出来了，但文句枯涩，内容
平淡得一无可取。于是就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乘船停在禅
灵寺的河边，梦见一个自称叫张景阳的人;向他讨还一匹绸缎，
他就从怀中拘出几尺绸缎还他。因此，他的文章以后便不精
采了。又有人传说;有一次江淹在冶亭中睡午觉;梦见一个自
称郭璞的人，走到他的身边，向他索笔，对他说：“文通兄，
我有一支笔在你那儿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可以还给我了
吧!”江淹听了，就顺手从怀里取出一支五色笔来还他。据说
从此以后，江淹就文思枯竭，再也写不出什么好的文章了。

东晋时期后秦在北边迅速崛起，后秦皇帝苻坚不顾许多大臣
们的坚决反对，亲自统率六十余万大军逼近淝水，号称百万
雄狮，想以秋风扫落叶的态势一举消灭东晋。东晋宰相谢安
命令谢石谢玄统兵八万在淝水对岸安营扎寨，准备迎敌。谢
玄抵达前线后，立即给苻坚写信挑战。信中开诚布公地
说：“将军既犯我疆土，而在河边列阵，显然不想速战速决。
真打算决战，请把兵营后移，让我军过河，一决雌雄，岂不
爽快。”苻坚自恃兵强马壮，下令往后退。谢玄亲率八千精
锐骑兵强行渡河。谁知道军令一下，后秦军兵马秩序大乱，
立刻失去了控制。苻坚在混战中被冷箭射伤，后秦兵军马互
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此时晋军乘胜北伐，很快就收复了
北方大片失地。这时朝廷官员中有人妒忌谢安立下的汗马功
劳，以镇守淮阴为借口调回了他的军队。谢玄眼看收复国土
的大业转瞬之间变成沤浮泡影，不禁忧心忡忡，没有过多久
就与世长辞了。



谷永，字子云，长安(在今陕西西安市)人，汉成帝时担任过
光禄大夫、大司农等职。

汉成帝二十岁做皇帝，到四十多岁还没有孩子。他听信方士
的话，热衷于祭祀鬼神。许多向汉成帝上书谈论祭祀鬼神或
谈论仙道的人，都轻而易举地得到高官厚禄。成帝听信他们
的话，在长安郊外的上林苑大搞祭祀，祈求上天赐福，花了
很大的费用，但并没有什么效验。

汉成帝认为谷水说得很有道理，便听从了他的意见。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五

宋王于是大怒，把派去的人屈杀了。接着又派人去察看齐军
的情况，派去的人的报告同前面那个人的一样，宋王又大怒，
把第二个人也屈杀了。

他的`哥哥说：“如果报告实情，你又将先于死者死，先于亡
者亡。”

于是，宋王赏赐给这个人许多钱。

后来，齐军大兵压境，宋王抵敌不住，就自己跳到车中，慌
忙逃命去了。而那个被派去的人则跑到了别的国家，过起了
非常富裕的生活。

哲理点拨：作为一个领导，千万不能像宋王那样，一定要听
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样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如果单听一方
面的话，不但自己糊涂，事情也会弄得很糟。

历史故事演讲稿篇六

这个讲的是清代有名的民族好汉林则。林则徐小时候就天资



聪明，两次机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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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成绩了一番大事业，受到了后代的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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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弭兄嫂的抵触，面对一再耻辱，哑忍不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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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了一番
霸业。

唐朝著名学者陆羽，从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抚育长大。
陆羽虽身在庙中，却不愿终日诵经念佛，而是爱好吟读诗书。
陆羽执意下山求学，遭到了禅师的反对。禅师为了给陆羽出
困难，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教导他，便叫他学习冲茶。在研
究茶艺的进程中，陆羽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婆婆，不仅学会
了庞杂的冲茶的技能，更学会了不少读书和做人的道理。当
陆羽终极将一杯热气腾腾的苦丁茶端到禅师眼前时，禅师终
于答应了他下山读书的请求。后来，陆羽撰写了广为传播的
《茶经》，把祖国的茶艺文化发扬光大！

包拯包青天，自幼伶俐，勤学好问，尤喜推理断案，其家父
与知县来往亲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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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依据现场的蛛丝马迹，剥
茧抽丝，排查出犯法嫌疑人后，又假扮阎王，审清事实本相，
协助知县缉拿凶手，为民除害。他尽力律法刑理知识，为长
大以后断案如神，为民伸冤，打下了深厚的知识基本。

唐伯虎是明朝有名的画家和文学家，小的时候在画画方面显
示了超人的才干。唐伯虎拜师，拜在大画家沈周门下，学习
自然更加刻苦勤恳，控制绘画技艺很快，深受沈周的称颂。
不料，由于沈周的夸奖，这次使一向谦逊的唐伯虎也渐渐地
发生了骄傲的情感，沈周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一次吃饭，



沈周让唐伯虎往开窗户，唐伯虎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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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末年有名的民族好汉文天祥少年时生涯困苦，在好心人
的辅助下才有机遇读书。一次，文天祥被有钱的同窗误解是
小偷，他据理力争，不许别人蹂躏自己的尊严，终于证实了
自己的清白，而且通过这件事，更加建立了文天祥金榜题名
的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