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 传统文化经典小
故事中国传统文化励志故事(模板8篇)

经典作品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们能够引导我们思
考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写总结的时候，要注重自省和自评，
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正的方向和办法。经典作品是不可
多得的文化瑰宝，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部必读之作，
让我们一起来分享阅读的快乐吧。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一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很多经典的小故事都会给人
带来励志的能量。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传统文化经
典小故事，欢迎阅读！

陶侃是东晋人，在广州做官当时的广州地区，生产落后，人
口不多。陶侃在那里没有多少公事可办，生活很清闲。但陶
侃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为了锻炼身体和磨练意志，就
叫人将一百多块砖放在院子里。每天一早，陶侃就把砖搬运
到外面去，到了晚上，又把砖搬进屋子里。天天如此，从不
间断。

家里人觉得奇怪，就问陶侃为什么要这样做。陶侃回
答：“我将来是要报效国家做大事的，如果生活过于舒适，
将来怎么能担当重任，为国家效力呢?”过了几年，陶侃终于
被调回中原，被皇帝重用。陶侃回到中原以后，尽管公务繁
忙，可是在广州养成的搬砖习惯一直没有放弃，以此来磨练
自己的意志。

他常对人说：“大禹是圣人，还十分珍惜时间。至于普通人
则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怎么能够天天玩乐?活着的时候对人
没有益处，死了也不被后人记起，这是自己毁灭自己啊!”



徐霞客6岁去私塾读书，他天资聪明，最喜爱读游记，经常能
在父亲的书柜里找到许多好看的书，便废寝忘食地读。

有一天，徐霞客从书中看到别人游历五湖四海的事迹之后，
不以为然地说：“哈哈，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早晨面对大海，
晚上面对苍松。游八州，登五岳，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哼，
我以后不但要涉足九州，亲登五岳，还要去游历海外呢!”

徐霞客从22岁开始出游，经过三十多年的艰苦跋涉，凭借一
双脚走遍了16个省的山川。一路上他不怕险阻，登险峰、涉
危洞，对地质、植物、气候进行了实地考察，取得了巨大的
成就。

他所著的《徐霞客游记》把他游历的所见所闻真实地记录了
下来，为后人的研究工作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百里奚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他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就
胸怀大志，想到外面闯荡一番，但是他舍不得妻子和孩子，
所以迟迟拿不定主意。

妻子看出了他的心思，就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本应该趁
年轻时去外面闯荡，你这样舍不得家庭，怎么能成就一番事
业?”百里奚听妻子这样说，感觉很惭愧，于是下决心出去闯
荡。

第二天，妻子把家中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了为他送行。可是
柴房里却没柴了，于是妻子就把门闩拆下来烧了。百里奚告
别了妻儿，开始闯荡。他到过很多地方，虽然他很有才学，
但是由于没有人举荐，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

很快，20xx年过去了，百里奚还是没有取得什么成就。

此时，秦穆公听说他很有才能，在和他一番交谈之后了解到
百里奚确实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便封他为相，此时的百里奚



已经七十多岁了。

百里奚尽心辅佐秦穆公，为秦国的强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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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二

战国时期，魏惠王任命庞涓为大将，大举进攻赵国，围攻赵
国的都城邯郸。赵成侯知道国力难以抵住魏军，就把中山之
地献给了齐国，求齐国派兵解围。齐王即拜田忌为大将，孙
膑为军师，率兵救赵。孙膑献计说：“魏国攻打赵国，一定
把精锐部队统统派出去了，而国内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
不妨扬言攻打大梁，魏军听闻后一定会撤下邯郸外围的兵力，
回头救大梁，我们在中途袭击魏兵，定可大获全胜。”田忌
用了孙膑的计策。庞涓听到齐国进攻大梁的消息后，马上撤
下包围邯郸的兵去救大梁，谁知魏军在桂陵遭到齐军截击，
被杀得不得不撤回大梁，赵国之围得解。

文档为doc格式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三

神话故事最初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是个体精神成
长的母乳文化。那么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神话故事有哪些
呢？以下是本站小编精心整理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神话故事，
希望能够帮到你!

古时候，祝家庄有个姓祝的地主，人称祝员外，他有一个姑
娘叫祝英台，她生得聪明又美丽，不但会绣花剪凤，还喜欢
写字读书。她长到十五六岁了，就一心想到外地的学馆里去
读书。但由于古时候女子不能进学堂读书，祝英台只好日日
倚在窗栏上，望着大街上身背着书箱来来往往的读书人，心



里羡慕极了。可是怎么办呢?英台灵机一动和丫鬟商量出一个
好主意：假扮成男孩子的模样去求学。于是祝英台打扮成一
个公子模样，丫鬟打扮成书童，俩人互相看了看，还挺像的，
不禁高兴地笑起来。她俩走进厅堂，正在喝茶的父亲居然没
有认出他们来，祝英台一看连父亲也瞒过了，别提多高兴了，
于是卸装露出真相，使父亲大为惊讶，嗔怪女儿调皮没有规
矩。祝英台趁机向父亲说了要外出求学的想法。父亲
说：“自古以来哪有女子外出求学的?即使是假扮成男的，在
外生活也有许多不方便。”可是祝英台坚决要去，祝员外夫
妇开始不同意，但经不住英台撒娇哀求，只好答应了。

第二天一清早，天刚蒙蒙亮，祝英台假扮成男子，样子十分
英俊潇洒，丫鬟扮作书童挑着书箱，辞别父母，带着书箱，
兴高采烈地出发去杭州了。她们走了一程，觉着热了，就来
到路旁小亭子里休息。这时，路上走来一个书生和一个书童，
也到亭子来歇脚，他们互相问候，祝英台才知道这位书生叫
梁山伯，也是到学馆求学的。祝英台和梁山伯谈得十分投机，
两人在亭子里就结拜成兄弟，梁山伯比祝英台大两岁，于是
祝英台称梁山伯为兄，梁山伯称祝英台为弟，随后高高兴兴
一同上路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来到学馆，拜见了老师。老师
见到这两位聪明英俊的少年来求学，很是高兴。老师把他俩
安排在同一张课桌上学习。梁山伯对祝英台像对自己的亲弟
弟一样，十分关心爱护，两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成了最要
好的朋友。

祝英台和梁山伯同住一个房间，祝英台为了不让梁山伯发现
她是女的，她就把两个书箱隔在俩人的床位中间，书箱上还
放上满满一盆水，她告诉梁山伯睡觉时要老实，要是乱滚乱
动，把盆里的水弄洒了，她可要告诉老师重重地罚他。所以
梁山伯总是规规矩矩，从不乱动，一直没有发现祝英台是个
女孩子。

春去秋来，一晃三年过去了，学年期满，该是打点行装，拜
别老师，返回家乡的时候了。同窗共烛整三载，梁山伯为人



诚恳热情，学习勤奋，祝英台已经深深爱上了她的梁兄，而
梁山伯虽不知祝英台是女生，但也对她十分倾慕。祝英台将
启程回家的时候，梁山伯一定要亲自送她。他二人一路上相
依相随，总是不愿意分手。祝英台要向梁山伯表露自己的爱
情，又不便直说，只好打着许多比方来启发梁山伯。他们看
到河里有一对鹅，祝英台就唱道：前面来到一条河，河里游
着一对鹅，公鹅就在前面游，母鹅后面叫哥哥。老实厚道的
梁山伯没有听懂她的意思，继续往前走。祝英台又唱了好几
首比喻男女爱情的歌，梁山伯还是没有明白。祝英台开玩笑
说：“你真是一只呆头鹅!”祝英台又指着池塘里的一对鸳鸯
唱道：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英台若是红妆女，
梁兄啊，你愿不愿意“配鸳鸯”?梁山伯叹了一口气说：“可
惜你不是女红妆啊!”祝英台见梁山伯还是不明白，便
说：“我家有个九妹，我和她是双胞胎，长得和我一模一样，
我愿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梁山伯本来很
爱祝英台的才貌，一听说九妹和她生得一模一样，就高兴地
答应了。梁山伯送了祝英台好远，二人才恋恋不舍地分手，
临别的时候，祝英台和梁山伯约定在七月七日到祝家提亲。

几个月后，梁山伯前往祝家拜访，结果令他又惊又喜。原来
这时，他见到的祝英台，已不再是那个清秀的小书生，而是
一位年轻美貌的大姑娘。可祝员外哪会看得上这穷书生呢，
他早已把女儿许配给了有钱人家的少爷马公子。梁山伯听了
这个消息后，又是吃惊，又是难过，心都碎了，俩人就抱头
痛哭起来，他们互相发誓，无论谁也不能破坏他们之间深厚
的爱情，两个人要永远在一起。他们的哭声被祝英台的父亲
听见了，祝员外怒气冲冲地跑上楼来，把梁山伯赶出家门，
将祝英台严加看管起来。

梁山伯回到家后，伤心极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觉
得万念俱灰，一病不起，没多久就死去了。临死之前，他告
诉家里的人，他死后要把他埋在从祝家通往马家去的路边。

听到梁山伯去世的消息，一直在与父母抗争以反对包办婚姻



的祝英台反而突然变得异常镇静。她套上红衣红裙，走进了
迎亲的花轿。迎亲的队伍一路敲锣打鼓，好不热闹!花轿抬到
半路上，忽然来了一阵大风，吹得抬轿人走不动了。这时丫
鬟告诉祝英台，前面就是梁山伯的坟墓，只见祝英台走出轿
来，脱去红装，一身素服，缓缓地走到坟前，跪下来放声大
哭，霎时间电闪雷鸣，雷声大作，“轰”的一声，坟墓忽然
裂开一条大缝，祝英台似乎又见到了她的梁兄那温柔的面庞，
她微笑着纵身跳了进去。接着又是一声巨响，坟墓合上了，
这时风消云散，雨过天晴，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各种野花
在风中轻柔地摇曳，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飞出来，在
阳光下自由地翩翩起舞。

后来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变的，至今人
们还把这种黑花纹、翠绿斑点、尾翼上有两根长长飘带的大
蛱蝶，叫做梁山伯祝英台呢。

传说峨眉山中，有条白蛇经过千年修炼终于要化仙了，但王
母娘娘提醒说她刚修炼时曾经被一个牧童救了一命，成仙之
前要报牧童的恩。于是白素贞在妹妹小青的陪同下，化身成
两个美丽女子，来到人间寻恩人报恩，经过千辛万苦，终于
在杭州的断桥边找到了恩人，他已经经过几世的轮回，今世
他是一个学药的秀才，从小孤苦，由钱塘的姐姐抚养长大。

于是，白娘子便要报许仙一世的恩情，她与许仙在断桥一见
钟情，成为结发夫妻。她是个贤惠的女子，对许仙敬重有佳，
许仙在药堂学药，她在家里里外外操持家务。几年后，在白
娘子的帮助下，许仙在杭州城里开了一间药店“保和堂”。
她悬壶济世，乐善好施，被人们成为“白娘子”。

她为了许仙，受尽磨难。蛇是不能喝雄黄酒的，尤其在热天
的时候。但是为了许仙高兴，她不忍看官人失望的脸色，在
端午节冒险喝下雄黄酒，却因为身怀六甲，法力失效而变回
原形。许仙经不住吓，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死在床前。白
娘子为救许仙，冒着生命危险，下地狱，斗钟馗，上仙山，



偷灵芝，最终，上天为之动容。南极仙翁破例赠草，救回许
仙。

但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捉妖拿怪来修行的千年老龟法海
发现了白蛇。为使自己尽快成仙，他要降服白娘子。他为了
靠近白素贞，化身成金山寺的和尚，为了抓住白娘子，他不
惜帮助奸佞，坏事做尽，但每次都被白娘子化险为夷。法海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趁龙王爷生日，许仙上金山寺进香，
谎言欺骗善良的许仙，将其软禁，逼迫白娘子现身。

白娘子为救许仙，求法海放人，法海竞逼迫身怀六甲的白娘
子以膝为腿，跪着上山。千难万难，金山寺台阶千千万，白
娘子的衣服磨破了，膝盖跪肿了，最终上了山，法海却信口
开河，并且打伤了小青。最终法海惹怒了白娘子，白娘子一
气之下，水漫金山寺，但她已有孕在身，斗不过法海，只得
与小青回到杭州。白娘子与小青重到断桥，正在含悲发愁，
与逃出金山寺来杭州寻妻的许仙相遇。小青恨许仙轻信法海，
举剑就砍。白娘子对丈夫又怨又爱，竭力劝阻。许仙悔恨辜
负白娘子深情厚爱，连连赔罪，夫妻俩言归于好。

法海却不肯善罢甘休，竟从镇江赶到杭州，趁白娘子生了儿
子身体虚弱，用金钵罩住她，又把她镇压到雷峰塔底，扬言：
白娘子若想脱身，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硬生生的
拆散了许仙夫妻，白娘子母子。小青斗不过法海，只得只身
逃回峨眉山中刻苦修炼，武功法力大有长进，重来西湖营救
白娘子。白素贞的儿子文曲星许梦蛟在许仙抚养下长大成人，
赴京应考高中状元，到雷峰塔前向母亲报捷。

小青和许梦蛟、许仙在雷峰塔下重逢。许梦蛟为救母亲，苦
跪雷峰塔，疏导西湖水，最终，雷锋塔倒，母子团聚。

法海则因为作恶多端，法力大减，再也抵挡不住含恨苦修的
小青蛇，最终被小青逼到西湖旁边，跳进湖里寻求庇护。最
后，他看见螃蟹的肚脐下有一丝缝隙，便一头钻了进去。螃



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和尚就被关在里面了。

一头钻了进去。螃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和尚就被关在里面了。

法海和尚被关在螃蟹肚子里，从此再也不敢出来。原先，螃
蟹是直着走路的，自从肚子里钻进了那横行霸道的法海和尚，
就再也直走不得，只好横着爬行了。直到今天，我们吃螃蟹
的时候，揭开它的背壳，还能在里面找到这个躲着的秃头和
尚呢!

刘三姐是天上的歌仙。相传唐代，在罗城与宜山交界的天洞
之滨，有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有一位叫刘三姐的壮族姑娘，
她自幼父母双亡，靠哥刘二抚养长大，兄妹二人以打柴、捕
鱼为生，相依为命。三姐勤劳聪明，纺纱织布是巧手，而且
长得宛如出水芙蓉一般，容貌绝伦。刘三姐喜欢唱山歌，她
的山歌远近闻名，故远近歌手经常聚集其村，争相与她对歌、
学歌。

刘三姐心地善良，嫉恶如仇，但她一个弱女子，帮不了什么
忙。所以刘三姐看到有不平的事，就用山歌唱出穷人的心声
和不平。她常常因此得罪土豪劣绅。当地有个财主莫怀仁欺
压百姓，贪其美貌，欲占为妾，遭到她的拒绝和奚落，莫怀
仁的臭名远扬，因此莫怀仁对刘三姐恨之入骨。

莫怀仁企图禁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理屈词穷。他又请
来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等弄得丑态百出，大
败而归。莫怀仁恼羞成怒，不惜耗费家财去勾结官府，咬ya
切齿把刘三姐置于死地而后快。为免遭毒手，三姐揩同哥哥
在众乡亲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顺流沿天河直下龙江后
入柳江，辗转来到柳州，在小龙潭村边的立鱼峰东麓小岩洞
居住。

来到柳州以后，三姐那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怕三姐又唱歌再
招惹是非，便想方设法来阻止。一天，他从河边捡回一块又



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角在石
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若穿不过去就不准你出去唱
歌!”接着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补充道：“为兄说一不二，绝
无戏言。”三姐看着哥哥的满脸愠色，哪里还敢像往常那样
据理争辩，拾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忖道：“我又不是神仙，
手帕角怎能穿得过去?”她下意识地试穿，并唱道：哥发癫，
拿块石头给妹穿，软布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

“管你是凡人也好，神仙也好，为兄一言既出，绝不更改!”
哥哥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让她唱歌了。

谁料三姐凄切婉转的歌声直上霄汉，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耳
里，七仙女非常感动，恐三姐从此歌断失传，于是施展法术，
从发上取下一根头发簪甩袖向凡间刘三姐手中的石块射去，
不偏不歪，把石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无意中见手帕穿
过石头，心中暗喜，张开甜润的嗓子：“哎……穿呀穿，柔
能克刚好心欢，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从此，
刘三姐的歌声又萦绕回鱼峰山顶、树梢，慕名来学歌的对歌
的连续不断。

后来，三姐在柳州的踪迹被莫怀仁侦知，他又用重金买通官
府，派出众多官兵将立鱼峰团团围住，来势汹汹，要乡亲们
交出三姐，不然就把乡亲们杀掉，三姐不忍心使乡亲流血和
受牵连，毅然上山跳入小龙潭中。

正当刘三姐纵身一跳的时候，顿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随
着一道红光，一条金色的大鲤鱼从小龙潭中冲出，把三姐驮
住，飞上云霄。刘三姐就这样骑着鱼上天，到天宫成了歌仙，
而她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为纪念她在柳州传唱的功
绩，人们在立鱼峰的三姐岩里，塑了一尊她的石像，一直供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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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小时候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巧言妙答，大家都夸他是
奇童。4岁时，他已能背诵许多诗赋，并且懂得礼节，父母亲
非常喜爱他。

一日，父亲买了一些梨子，特地拣了一个最大的梨子给孔融，
孔融摇摇头，却另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最小，
应该吃小的梨，你那个梨就给哥哥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
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弟弟比我小,我也应该让
给他.”孔融让梨的故事，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流传下
来，成了许多父母教育子女的好例子。

孔融小时候，不仅学勤奋，而且善于思考。父亲外出拜客总
是带着他去。10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洛阳。正逢洛阳太守
李膺大府内走。这时守门人忙把拉，问道：“你是哪家小孩，
到一边玩去!”孔融严肃地回答说：“请你们进去通报，山东
孔融来访。”守门人见他一本正经，也不知是什么来头?笑着
问：“小公子，可有红贴?”孔融说：“我家和你家主人世代
交往，又有师生之谊，无需红贴，只管通报。”守门人怕慢
待贵客，只好进去通报。这时李膺正和许多文人雅士交谈，
听了通报，一时想不起这位孔融和自己家庭是什么关系，只
好哈哈：“请进!”小孔融兴冲冲走进大厅，一边向主人问候，
一边拱手招呼各位来宾，态度不亢不卑。李膺一边让座，一
边打量着这位俊才少年，心里好生奇怪：这小孩从未见过面，
而他为何自称通家呢?于是，李膺问道：“小公子，你说我们
两家世代交情，我怎么想不起来啊!”孔融微笑着说：“520xx
年前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孔子姓孔，老子姓李，说明孔、
李两家520xx年就有师生之谊。今你姓李，我姓孔，也是师生
关系，我们两家不是累世通家吗!”

孔融语出惊人，在座客人无不暗暗称奇。太守李膺不禁哈哈



大笑起来：“小公子真神童也。”唯有太中大夫陈韪不以为
然，冷冷地说：“小时候聪明的人，长大后未必有作为。”
面对挑战，孔融笑着说：“这样说来，先生小时候一定很聪
明。”这一巧妙对答，弄得陈韪面红耳赤无言回对，暗暗坐
在一旁生气。孔融则目不斜视，装着大人模样，一本正经地
喝着茶，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
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
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
李白感叹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
意思?”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
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老婆婆，您在
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
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
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
过学。每天的学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东汉时候，有个人名叫孙敬，是著名的政治家。开始由于知
识浅薄得不到重用，连家里人都看不起他，使他大受刺激，
下决心认真钻研，经常关起门，独自一人不停地读书。每天
从早到晚读书，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书时间长，劳累了，还
不休息。时间久了，疲倦得直打瞌睡。他怕影响自己的读书
学，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
他就找一根绳子，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
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就会把头皮扯痛
了，马上就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这就是孙敬“悬梁”的
故事。

战国时期，有一个人名叫苏秦，也是出名的政治家。在年轻
时，由于学问不多不深，曾到好多地方做事，都不受重视。
回家后，家人对他也很冷淡，瞧不起他。这对他的刺激很大。
所以，他下定决心，发奋读书。他常常读书到深夜，很疲倦，
常打盹，直想睡觉。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方法，准备一把锥子，
一打瞌睡，就用锥子往自己的大腿上刺一下。这样，猛然间
感到疼痛，使自己清醒起来，再坚持读书。这就是苏秦“刺
股”的故事。

战国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
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

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
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
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门
下有一个叫毛遂的人，走上前来，向平原君自我推荐
说：“我听说先生将要到楚国去签订‘合纵’盟约，约定与
门下食客二十人一同前往，而且不到外边去寻找。现在还少
一个人，希望先生就以我凑足人数出发吧!”平原君说：“先
生来到我门下到现在有几年了?”毛遂说：“到现在有三年了。



”平原君说：“贤能的士人处在世界上，好比锥子处在囊中，
它的尖梢立即就要显现出来。现在，处在我赵胜的门下已经
三年了，左右的人们对你没有称道的话，我也没有听到这样
的赞语，这是因为你没有什么才能的缘故。先生不能一道前
往，先生请留下!”毛遂说：“我不过今天才请求进到囊中罢
了。如果我早就处在囊中的话，我就会象禾穗的尖芒那样，
整个锋芒都会挺露出来，不单单仅是尖梢露出来而已。”平
原君终于与毛遂一道前往楚国。那十九个人互相用目光示意
嘲笑他却都没有说出来。

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
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
叫起来：“出兵的事，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
为何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
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
道：“赶快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吗?”毛遂见楚王发
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
说：“如今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
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捕援赵有
利楚国的道理，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
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
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
感叹地说：“毛先生一至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

共2页，当前第2页12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五

历史故事即生动又有趣,符合现代初中生的心理状态,而且也
更符合现代初中思维发展的需要,同时,巧妙地讲解历史故事
也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最后,讲故事的题材也进一步符合历
史课程的需要。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整理的中国经典的传统
文化故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陆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茶叶专家，人称“茶圣”。相传他曾
经为了写《茶经》而到四川三峡一带考察。一路上，他遇到
山就上山采茶，遇到河就到河边品尝水的滋味，然后分别记
下这些茶叶和水质的特点和区别。他回家时，行李中的全是
一路记载的笔记和收集的资料。

后来，陆羽从南京来到浙江，在山间隐居，专心写书。这期
间，他经常到山上四处寻找、采摘茶叶或品尝山泉，每次都
是天要黑了才回来。不了解他的人都叫他“楚狂”。正是对
茶道的热爱加上勤奋好学，陆羽写出了我国茶叶史上的经典
之作《茶经》。

古人说：“做任何事情，知道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
它的人不如以它为乐的人。”陆羽之所以能成为“茶圣”，
正是因为他对茶道的热爱和乐此不疲的态度。服刑人员在学
习知识的过程中，就需要有这种痴迷的钻研精神，它将成为
你学习之路上精益求精、攻克难关的致胜法宝。一旦你付出
了，就一定会有收获，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沈括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从小就喜欢学习，喜
欢思考。有一次，他读白居易的诗。当读到“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时，他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我们这
里花都谢了，山上的桃花才刚刚开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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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还
有些冷。沈括几经寻找后，终于发现了几处桃林，满树的桃
花开得正艳。原来山上的温度比山下要低，因此花期才比山
下来得迟。

正是凭着这种求索精神，沈括后来写出了我国古代著名的百
科全书——《梦溪笔谈》。

沈括为了解开疑惑，毅然决定实地考察，正是凭着这种认真
求索的精神，他不仅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并且后来成为了北
宋时著名的科学家。服刑人员在学习中一样会遇到许多不明



白的地方，应该像沈括那样认真执著，付诸实践，才能彻底
地解开迷惑，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

】郭泰是东汉时期的大学者，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当时
有很多人向他求教。有一个叫魏照的年青人，也拜郭泰为师。
在向郭泰讨教几次之后，他就把行李也搬了过来，要住在郭
泰的家里。郭泰很奇怪，就问他：“别人都是早上来晚上走，
你为什么要住在我这里?”魏照诚恳地说：“我很佩服您的学
识和为人。现在有知识的老师很容易找，但能传授做人道理
的却不多。而您正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希望能时刻伴随您的
左右，朝夕学习。”郭泰听了很受感动，就留下了魏照，从
此更加用心地教导他。后来，魏照也成为了大学者。

我们除了要虚心学习文化知识外，还要悉心学习为人处世的
道理，做一个真正品学兼优的人。魏照拜师的目的，不正是
为了德学兼备、完善自我吗?在如今竞争异常激烈的社会中，
要想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就要学会做人做事之道。成功的机
会是均等的，只要找到了为人处世的方式，才能使我们的人
生更加精彩。

萨都刺是元朝的著名诗人。一次他在山上游玩，天突然下起
了雨，就只好到附近的寺庙里避雨。这时，寺庙的晚钟响了，
声音宏亮而悠扬。萨都刺灵感突发，写出了两句诗：“地湿
厌闻天竺雨，月明来听景阳钟。”这两句诗意境空阔，很快
在当地传扬开来，大家纷纷称赞。不料一位老者听了，
说：“也不怎么样嘛。”

萨都刺听说后，马上找到那位老者请教。老者说：“这两句
诗里，上句有个‘闻’字，下句有个‘听’字，都是一个意
思，不如把‘闻’改成‘看’字。”萨都刺觉得非常有道理，
于是拜老者为师，此后经常找他谈论诗句。

再高明的学者也会有疏漏的地方，因此，即使成就很高的人，
也要不断地向他人学习，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进步。孔子曾



说：“我不是生下来就知道很多知识的，只不过喜欢读书并
不耻下问而已。”著名诗人萨都刺的故事，再一次告诫服刑
人员，无论对待何种形式的学习，都要以勤奋钻研、虚心求
教的态度去践行。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六

传说峨眉山中，有条白蛇经过千年修炼终于要化仙了，但王
母娘娘提醒说她刚修炼时曾经被一个牧童救了一命，成仙之
前要报牧童的恩。于是白素贞在妹妹小青的陪同下，化身成
两个美丽女子，来到人间寻恩人报恩，经过千辛万苦，终于
在杭州的断桥边找到了恩人，他已经经过几世的轮回，今世
他是一个学药的秀才，从小孤苦，由钱塘的姐姐抚养长大。

于是，白娘子便要报许仙一世的恩情，她与许仙在断桥一见
钟情，成为结发夫妻。她是个贤惠的女子，对许仙敬重有佳，
许仙在药堂学药，她在家里里外外操持家务。几年后，在白
娘子的帮助下，许仙在杭州城里开了一间药店“保和堂”。
她悬壶济世，乐善好施，被人们成为“白娘子”。

她为了许仙，受尽磨难。蛇是不能喝雄黄酒的，尤其在热天
的时候。但是为了许仙高兴，她不忍看官人失望的脸色，在
端午节冒险喝下雄黄酒，却因为身怀六甲，法力失效而变回
原形。许仙经不住吓，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死在床前。白
娘子为救许仙，冒着生命危险，下地狱，斗钟馗，上仙山，
偷灵芝，最终，上天为之动容。南极仙翁破例赠草，救回许
仙。

但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以捉妖拿怪来修行的千年老龟法海
发现了白蛇。为使自己尽快成仙，他要降服白娘子。他为了
靠近白素贞，化身成金山寺的和尚，为了抓住白娘子，他不
惜帮助奸佞，坏事做尽，但每次都被白娘子化险为夷。法海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趁龙王爷生日，许仙上金山寺进香，



谎言欺骗善良的许仙，将其软禁，逼迫白娘子现身。

白娘子为救许仙，求法海放人，法海竞逼迫身怀六甲的白娘
子以膝为腿，跪着上山。千难万难，金山寺台阶千千万，白
娘子的衣服磨破了，膝盖跪肿了，最终上了山，法海却信口
开河，并且打伤了小青。最终法海惹怒了白娘子，白娘子一
气之下，水漫金山寺，但她已有孕在身，斗不过法海，只得
与小青回到杭州。白娘子与小青重到断桥，正在含悲发愁，
与逃出金山寺来杭州寻妻的许仙相遇。小青恨许仙轻信法海，
举剑就砍。白娘子对丈夫又怨又爱，竭力劝阻。许仙悔恨辜
负白娘子深情厚爱，连连赔罪，夫妻俩言归于好。

法海却不肯善罢甘休，竟从镇江赶到杭州，趁白娘子生了儿
子身体虚弱，用金钵罩住她，又把她镇压到雷峰塔底，扬言：
白娘子若想脱身，除非“雷峰塔倒，西湖水干。”硬生生的
拆散了许仙夫妻，白娘子母子。小青斗不过法海，只得只身
逃回峨眉山中刻苦修炼，武功法力大有长进，重来西湖营救
白娘子。白素贞的儿子文曲星许梦蛟在许仙抚养下长大成人，
赴京应考高中状元，到雷峰塔前向母亲报捷。

小青和许梦蛟、许仙在雷峰塔下重逢。许梦蛟为救母亲，苦
跪雷峰塔，疏导西湖水，最终，雷锋塔倒，母子团聚。

法海则因为作恶多端，法力大减，再也抵挡不住含恨苦修的
小青蛇，最终被小青逼到西湖旁边，跳进湖里寻求庇护。最
后，他看见螃蟹的肚脐下有一丝缝隙，便一头钻了进去。螃
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和尚就被关在里面了。

一头钻了进去。螃蟹把肚脐一缩，法海和尚就被关在里面了。

法海和尚被关在螃蟹肚子里，从此再也不敢出来。原先，螃
蟹是直着走路的，自从肚子里钻进了那横行霸道的法海和尚，
就再也直走不得，只好横着爬行了。直到今天，我们吃螃蟹
的时候，揭开它的背壳，还能在里面找到这个躲着的秃头和



尚呢!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七

刘三姐是天上的歌仙。相传唐代，在罗城与宜山交界的天洞
之滨，有个美丽的小山村，村中有一位叫刘三姐的壮族姑娘，
她自幼父母双亡，靠哥刘二抚养长大，兄妹二人以打柴、捕
鱼为生，相依为命。三姐勤劳聪明，纺纱织布是巧手，而且
长得宛如出水芙蓉一般，容貌绝伦。刘三姐喜欢唱山歌，她
的山歌远近闻名，故远近歌手经常聚集其村，争相与她对歌、
学歌。

刘三姐心地善良，嫉恶如仇，但她一个弱女子，帮不了什么
忙。所以刘三姐看到有不平的事，就用山歌唱出穷人的心声
和不平。她常常因此得罪土豪劣绅。当地有个财主莫怀仁欺
压百姓，贪其美貌，欲占为妾，遭到她的拒绝和奚落，莫怀
仁的臭名远扬，因此莫怀仁对刘三姐恨之入骨。

莫怀仁企图禁歌，又被刘三姐用山歌驳得理屈词穷。他又请
来三个秀才与刘三姐对歌，又被刘三姐等弄得丑态百出，大
败而归。莫怀仁恼羞成怒，不惜耗费家财去勾结官府，咬ya
切齿把刘三姐置于死地而后快。为免遭毒手，三姐揩同哥哥
在众乡亲的帮助下，趁天黑乘竹筏，顺流沿天河直下龙江后
入柳江，辗转来到柳州，在小龙潭村边的立鱼峰东麓小岩洞
居住。

来到柳州以后，三姐那忠厚老实的哥哥刘二怕三姐又唱歌再
招惹是非，便想方设法来阻止。一天，他从河边捡回一块又
圆又厚的鹅卵石丢给三姐，说：“三妹，用你的手帕角在石
头中间钻个洞，把手帕穿过去!若穿不过去就不准你出去唱
歌!”接着铁青着脸一字一顿地补充道：“为兄说一不二，绝
无戏言。”三姐看着哥哥的满脸愠色，哪里还敢像往常那样
据理争辩，拾起丢在面前的石头，暗忖道：“我又不是神仙，
手帕角怎能穿得过去?”她下意识地试穿，并唱道：哥发癫，



拿块石头给妹穿，软布穿石怎得过?除非凡妹变神仙!”

“管你是凡人也好，神仙也好，为兄一言既出，绝不更改!”
哥哥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不让她唱歌了。

谁料三姐凄切婉转的歌声直上霄汉，传到了天宫七仙女的耳
里，七仙女非常感动，恐三姐从此歌断失传，于是施展法术，
从发上取下一根头发簪甩袖向凡间刘三姐手中的石块射去，
不偏不歪，把石头穿了一个圆圆的洞。三姐无意中见手帕穿
过石头，心中暗喜，张开甜润的嗓子：“哎……穿呀穿，柔
能克刚好心欢，歌似滔滔柳江水，源远流长永不断!”从此，
刘三姐的歌声又萦绕回鱼峰山顶、树梢，慕名来学歌的对歌
的连续不断。

后来，三姐在柳州的踪迹被莫怀仁侦知，他又用重金买通官
府，派出众多官兵将立鱼峰团团围住，来势汹汹，要乡亲们
交出三姐，不然就把乡亲们杀掉，三姐不忍心使乡亲流血和
受牵连，毅然上山跳入小龙潭中。

正当刘三姐纵身一跳的时候，顿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随
着一道红光，一条金色的大鲤鱼从小龙潭中冲出，把三姐驮
住，飞上云霄。刘三姐就这样骑着鱼上天，到天宫成了歌仙，
而她的山歌，人们仍世代传唱着。为纪念她在柳州传唱的功
绩，人们在立鱼峰的三姐岩里，塑了一尊她的石像，一直供
奉。

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典故篇八

春秋时代，晋国宫廷发生内乱。晋国太子重耳的同父异母兄
弟和后母骊姬想除掉他，夺其王位。为了逃避他们的迫害，
晋国太子重耳流亡在外，还有忠臣介子推等人。

有一日，他们在大山中迷路，粮断援绝。介子推于是割下自
己大腿的肉，煮成汤，解重耳之饥，重耳十分感动。



十九年后，重耳返回晋国，成为一国之君，史称晋文公。当
时，他为褒扬群臣辅佐之功，对他们论功行赏，唯独忘了介
子推。介子推乃品格高尚之人，并不去邀功请赏，而是悄悄
回到家乡，带着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懊悔之下，派人请
介子推出山。介子推执意不出。后来，晋文公欲烧山逼介子
推出来受赏，结果却意外烧死了介子推和他的母亲。

晋文公十分悲痛，为表悼念之情，下令将二人埋在大柳树下，
并把绵山改称为“介山”。同时规定每年这一天，禁止生火，
只吃冷食，纪念介子推。这就是“寒食节”。

当时，人们纷纷携带食品往介子推坟墓上扫墓祭祀，纪念他，
于是又形成寒食节扫墓。寒食节和清明节本来属于两个节日，
由于日子相近，到了唐代，这两个节日就合二为一了。于是，
就出现清明扫墓的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