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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吗？下面我给
大家整理了一些优秀范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我们一起
来看一看吧。

春秋战国故事汇手抄报篇一

历史内容丰富,知识繁多而复杂,是一个记忆性很强的科目,有
好的记忆方法,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下面是本站小编为
大家整理的春秋战国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

公元前270 年，秦国穰侯魏冉正要发兵攻打齐国的时候，秦
昭襄王接到一封信，上书人说有紧急事要亲见秦王。

秦昭囊王即位后，因为太极都被太后和魏冉操纵了，很不得
志而郁郁寡欢，很想得到有识之士的帮助，来摆脱太后和魏
冉的控制，所以立即答应在离宫召见这位上书的人。

当秦昭襄王按的乘车到离宫去的时候，半路上有一个大汉挡
着不肯避让。

“大王来了!”秦王的侍从大声吆喝着。

“什么，秦国还有大王吗?我只听说秦国有太后、穰侯，从没
听说有什么大王呀!”挡道的大汉高声叫嚷着。这几句话被车
内的秦昭襄王听见了，知道这位大汉不是等闲之辈，赶忙下
车，扶起大汉，好言好语一问，才知道此人就是上书的范
雎(?—前255年)。

秦昭襄王把范雎请到离宫里，让左右退出，诚恳地请教治国



之策，不论太后、穰侯，还是自己的失误，都可以直说。

范雎刚才不肯让道，是用来试探秦王诚意的，现在看见大王
确实至诚至恳，就一针见血地说：“秦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征
服诸侯，可是20xx年来并没有什么进展，这不能不说是掌握
秦国大权的太后和穰侯不愿真心为秦国出力，而大王在策略
上也有失偏颇呀!”

秦昭襄王点点头，谦虚地问道：“先生说的都是实话，请你
详细地分析给我听听好吗?”

范雎说：“太后和穰侯专权的事，我们以后再细谈。这次单
说大王失策的事。眼下穰侯不是正要出兵攻打齐国吗?可是齐
国离秦国很远，中间隔着韩、魏两国。大王即使把齐国打败
了，也没法把齐国和秦国连接起来，齐国还有得而复失的危
险。最好的策略是远交近攻，把齐国暂时团结起来，先把临
近的韩国、魏国拿到手，再发兵攻齐，齐国就容易攻下
了。”

秦昭襄王十分赞赏范雎制定的远交近攻的策略，就拜他为客
卿。几年后，又撤了穰侯的职，剥夺了太后参政的权力，于
是正式任命范雎为丞相。从此，秦昭襄王如鱼得水。倾力推
行范雎的远交近攻的方针，击破了其余六国的合纵势力，扩
大了疆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
面都做好了准备。

战国时，齐王拜孟尝君为相国。孟尝君比以前更有钱了，养
的门客最多达3000人。他为了养活这些门客，就向他的封地
薛城的百姓放高利贷。

一年以后，由于薛城的收成不好，贷款的人都还不起利息。
孟尝君就出了个通告，问食客道：“有谁熟悉会计工作，能
替我到薛城去收债?”



有个叫冯谖的门客在通告上签上名字，说自己能去。孟尝君
高兴地接见了他，叫总管把合同契据给冯谖装载在车子上，
让他到薛城去收帐。

冯谖临行前问孟尝君：“债收齐后，买些什么东西回来?”

孟尝君答道：“看我家里缺少的买吧!”

冯谖驱车到了薛城，那里的劳苦百姓听说来收利息了，一个
个叫苦连天。

冯谖就假托孟尝君的命令，把契据当众烧掉，说是把那些钱
赏赐给百姓了，老百姓感动得都高呼万岁。

冯谖回来后，孟尝君问他：“买了些什么回来?”

冯谖答道：“你说过：”看我家里缺少的买吧。‘我想，你
宫中堆满了珍珠宝贝，畜栏里养满了良犬骏马，堂下站满绝
色美人，你家里所缺少的只有’义‘，所以我就替你买了’义
‘回来。“孟尝君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冯谖说：“借你
钱的，大多是穷人，眼下利上滚利，他们越来越穷，即使等
着跟他讨债十年，也讨不到，再逼他们的话，他们就会逃走。
烧掉无用的借据，主动放弃不可得的空帐，就会让您的封地
的人民亲近您，拥护您，我认为收回民心比收回利息更有用
啊!”

盂尝君无可奈何地拱拱手说：“先生的目光真是远大呀。”

后来齐王听信谗言，解除了孟尝君的职位。除冯谖外，
那3000食客全部散离了。孟尝君只得回到自己的封地薛城。
在离薛城百里远的地方，薛城的百姓纷纷来迎接他。孟尝君
对冯谖说：“先生替我买的‘义’，今天终于看到了。”

冯谖说：“狡兔准备了三个洞穴，方能免于一死。您至少也



得有三个安身的地方，才能高枕无忧。”

不久，冯谖来到秦国去游说。他对秦昭襄王说：“齐国能这
样强盛，全靠相国孟尝君。现在齐王罢了他的官。如果秦国
能重用孟尝君，他一定能给大王出力，那么秦国就会更加强
盛。”秦王就派了10辆车子，准备黄金20xx两，去迎接孟尝
君。

冯谖回到齐国，对齐王说：“臣下听说秦王准备了10辆车
子、20xx两黄金，要来迎接孟尝君去秦国。如果孟尝君去了西
秦，就使秦国如虎添翼，更加强盛了。大王还是抢在秦国使
者之前，去薛城请他回来恢复他的职位，增加他的封邑，那
么就能挫败秦国的阴谋。“齐王派人到边境去打探消息，证
实了冯谖的话，就立即按照冯谖的话去恢复了孟尝君的宰相
职位。

这时，冯谖又提醒孟尝君说：“请您向齐王要一部分祭器，
在薛城建立宗庙，那么您的地位就会稳固了。”宗庙在薛城
建好后，冯谖对主人说：“三个洞穴都已凿好了，您可以高
枕无忧了。”

此后，孟尝君在齐国当了几十年相国，没有受到丝毫的祸患。

薛公田婴是齐威王的小儿子，曾在齐国当宰相。他有个儿子
叫田文，是农历五月初五生的，田婴认为这个出生日子是不
吉利的，就对田文的母亲说：“扔了!不要养他!”但田文的
母亲偷偷地将他哺养。

一天，田婴看见田文，就大骂妻子道：“谁让你养大他的?”

田文的妈妈吓得不敢讲话。

田文向父亲叩头后问：“父亲大人，您为什么不让养五月初
五出生的孩子?”



田婴说：“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会长到大门那么高，将来
对我们父母不利。”

田文问父亲：“人的命运是由天支配的呢，还是由大门支配
的?”

“这……这……”父亲被问住了。

田文又接着说：“人的命运，如果由天支配的话，父亲何必
忧愁呢?如果由大门支配的话，可以把大门开高些，谁能长得
那么高呢?”

过了些日子，田文问父亲说：“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田婴答：“孙子。”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

“玄孙。

田文追问：“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

田婴答：“这我就不知道了。”

田文紧接着说：“您在齐国受重视，当了宰相，历经三位君
王，齐国的疆域并没变大，但是，您私人的财富却积累了万
金，幕僚之中一个贤人都没有。您后宫的人身穿绉纱细绫，
可是一般才士，连粗服也穿不上;您的仆妾有剩余的饭粱肉食，
而一般才士，竟连糟糠都吃不饱。现在您还尽力地积蓄贮藏，
想把它留给您方才所说的那不知道的孙子、玄孙和玄孙的孙
子，却忘掉国家的政事一天比一天地败坏了，我真觉得好奇
怪呢。”

田婴听了，觉得儿子十分明事理，将来一定是有用之才。从
此之后，开始喜欢他了。后来，田婴派他主持家事，接待宾



客，田文的名声也逐渐传开了。田婴死后，田文继承父亲做
了薛公，他就是孟尝君。

春秋战国故事汇手抄报篇二

秦武王是秦国末期着名的君王，虽说他在位只有短短的四年，
但他的雄心壮志与远大抱负，却不逊于任何一代有作为的秦
国先君，乃至他的异母弟弟秦昭襄王和统一六国的秦始皇。
但是，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的他，却由于一时的逞能与卖弄，
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性命，险些改写一统天下的秦国历史。

秦武王生而有神力，从小就喜欢与勇士们做有关力气方面的
游戏。乌获、任鄙二将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因为作战英勇而倍
受宠爱，秦武王即位后，对二人更是宠爱有加。

话说齐国有个名叫孟贲的人，单字说，也是凭借力大的缘故
而闻名于乡里。他的力气大到什么程度呢——“水行不避蛟
龙，陆行不避虎狼，发怒吐气，声响动天”。一次外出打柴，
他看见两只公牛正在打斗，二话没说，上前一手握住一只牛
的牛角，愣是硬生生地把两只牛给分开了。其中一只牛见此
人有偌大的力气，当时也就服软了，匍匐在地，而另外一只
牛则有点桀骜不驯，两只牛角不住地晃动，大有要抵死孟贲
的意思。孟贲当时就怒了，后果很严重。他用左手按住牛头，
右手就去拔牛角，瞬间牛角被拔出，牛血喷出丈余高，那牛
也立马倒地而死。

人们都害怕他的蛮力，都不敢与他发生争执。没过多久，他
就听说秦武王正在招募天下间的勇士，他认为自己终于有用
武之地了，于是就前往秦国投奔秦武王。从齐国到秦国要经
过黄河，过黄河当然要坐船而渡，然而此时岸上等待坐船的
人很多，按照当地人的规矩，应该排队登船(这一点今人应该
好好学学)。然而孟贲来晚了，而他又不是讲规矩的人。于是，
他把前面的人都拉扯到自己的后面，抬脚就要登船。



当然有些人会看不惯，既而气愤，既而拿船桨打他的头，一
边打一边说：“你以为你是孟贲啊，不排队就登船?!”看来
他的名气还真是不小，都传到黄河沿岸了。孟贲二话没说，
扭头就用双眼瞪他，顿时怒发直立，眼睛大有瞪裂之势。只
见他大吼一声，河中瞬间波涛汹涌，先前登上船的人，都随
着船体的摇动而站立不稳，纷纷掉入河中。为了早日见到秦
王，孟贲也不与他们过多的计较，他把船桨插在岸上，站在
船上用脚猛地一蹬，船儿瞬间已到十余米外，转眼间已经到
了河对岸。

很快，他来到咸阳城，求见秦武王。秦武王经过测试，知道
他也是个名不虚传的人物，于是也拜为大官，与乌获、任鄙
一起受宠。

前面说过，秦武王是个很有抱负的人，他耻于与六国为伍。
见六国都设有相国一职，他便把秦秦国的相国一职，改称为
丞相，且设左右丞相各一人，以甘茂为左丞相，樗里疾为右
丞相。秦武王素知甘茂、樗里疾都是博古通今、头脑极其聪
明之人，于是借一机会单独问二人道：“由于我出生在偏远
的西戎，从未有目睹过中原的强盛之势。如果你能让我得到
三川所在的地区，能够一游巩、洛之间，那么，我就是死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能灭掉周王室，得
到应有的威望，那么我就是死了也值得!

最后，秦武王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攻打韩国(此韩国非今之
韩国)，樗里疾则表示反对，因为到韩国的路途不光遥远而且
艰险，劳师费财，还不一定能有收获，万一赵、魏二国再从
背后偷袭，那后果不堪设想。秦武王转过身来看看甘茂，甘
茂则自请入魏，让魏王不但不偷袭秦军，而且还会让魏国出
兵助秦。武王当即大喜，给了甘茂很多财物，让其出使魏国。
魏国答应出兵助秦。

不久，秦武王让甘茂率军十万伐韩。后来有增兵五万，使乌
获前往协助甘茂。秦、魏两军大战于宜阳城下，乌获手持铁



戟一双，重一百八十斤，独入韩军，身后军士所向披靡，没
有敢抵挡的魏军。甘茂与大将向寿各率一军，乘势并进。韩
兵大败，斩首七万有余。乌获一跃登城，手攀城墙外沿，没
想到这是个豆腐渣工程，没有禁得起乌获的巨大臂力，顿时
坍塌下去，可怜乌获将军，被摔得粉身碎骨。秦兵受其感染，
很快便拔下宜阳。韩王惊恐之下，只得让出三川之地。三川
之地到手了，第一个愿望也完成了。

接下来该游玩于巩、洛之间了，于是，秦武王引任鄙、孟贲
一班勇士和大队人马起程，直入周王室所在地——雒阳。

周郝王遣使到郊外迎接，礼节极其隆重。秦武王拒绝了周王
的召见，他急于要见几件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么让他急不可
耐呢?原来是象征着王权的——九鼎。他早就让人打听清楚了，
九鼎就放在周王室太庙的一侧。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来到
周太庙所在地。走进侧室，果然见到九个宝鼎一字排列，相
当整齐、壮观。这九鼎是当年大禹王收取九州的贡金，各铸
成一鼎，上面记载有本州的山川人物，以及贡赋田士之数，
足耳都有龙文，又称之为“九龙神鼎”。后来夏朝灭亡，九
鼎落于商朝，为商朝的镇国之重器。等到周武王攻克殷商，
就把九鼎迁到了雒邑。当年迁移之时，用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人、马、车、船，能用的都用上了，宛似九座小铁山，
都不知道它们到底有多重。

秦武王周览了一回，赞不绝口!鼎的腹部刻分别有荆、梁、雍、
豫、徐、扬、青、兖、冀等九字，秦武王指着“雍”字鼎叹
道：“这个雍鼎，说的就是我们秦国!我要把它带回咸阳。”
于是转身问守鼎的官吏曰：“此鼎可曾有人能举起来么?”小
吏叩首答道：“自从有这个鼎以来，从来都未有人能举得动
它。听人说每个鼎都有千余斤之重，谁能举得起来啊?”武王
于是有转身问任鄙、孟贲：“你们二人力大无穷，能举得动
这个鼎么?”任鄙不光是个勇士，而且还是个聪明人。他知武
王依仗着自己的力气，喜欢争强好胜，于是乃推脱道：“小
人只可举动百余斤的东西，这个鼎太重了，小人举它不动能



胜。”但是孟贲却是个愣头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用在他
的身上一点都不为过。只见他把袖子一卷，上前说道：“小
人来试试，若不能举得动，大王也不能怪罪!”

于是，孟贲将腰带束紧，用两个铁臂紧紧抓住鼎耳，大喝一
声：“起!只见那“雍鼎”离起地面约有半尺，但很快又落回
原地。由于用力过猛，孟贲眼珠迸出，鲜血直流。秦武王笑
道：“爱卿果然力大。既然爱卿都能举起此鼎，难道我还不
如你么!”

这时，任鄙进谏道：“大王乃万乘之躯，不可轻易尝试!”武
王笑而不听。当即解下锦袍玉带，束缚腰身。任任鄙上前抓
住他的衣袖再次劝谏。秦武王曰：“你自己没本事，难道是
妒忌我?”鄙遂被说的顿时无语。

秦武王大步向前，心中想道：“孟贲只能稍稍举起，我偏要
举着它走动几步，那是方才能显现出我的王威!”于是，他猛
的吸一口气，用尽生平神力，同样大喝声：“起!”那鼎也离
地半尺。刚要转身走几步，不觉体力已经耗尽，大鼎从手中
不觉落下，秦武王来不及收脚，大鼎已经重重地砸在他的右
脚上，只听一声闷响，将右脚胫骨压个粉碎。武王大叫一声：
“疼啊!”登时昏死在地。

随从人员慌忙将他扶回住处。鲜血很快染红了整个床第，秦
武王疼痛难忍，捱到下半夜就呜呼哀哉了!真真的中了他那句
话——‘今如果你能让我得到三川所在的地区，能够一游巩、
洛之间，那么，我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今日果然
死于雒阳。

其实，秦武王的结局完全可以是很美好滴，只因为他太争强
好胜，以至于因此而命丧黄泉。你问我孟贲的下场啊，他几
天后就被公议处死，连带着灭三族!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做人不能说不能争强好胜，但要看是什么事，
有没有必要去争那个强、好那个胜。有时候学学任鄙，稍微



收敛一下个性，考虑下事情的后果，也许事情的结局会是另
一种样子!

春秋战国小故事《赵氏孤儿》的故事起源

赵氏孤儿就是历史上的赵武，说到赵武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你一定知道春秋五霸中的晋文公重耳，赵武的曾祖父赵
衰是辅佐晋文公当上国君的重臣。用《史记》的话来评价赵
衰就是：“文公所以返国及霸，多赵衰计策。”所以，重耳
做了国君后，功劳最大的赵衰被封为了晋国卿大夫，并在朝
堂之上代理晋国国政。

赵衰生子赵盾。赵盾在晋襄公死后，立太子夷皋为国君，也
就是晋灵公。这位晋灵公可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残忍好
杀，赵盾屡次进谏，晋灵公都不听，但是他在心底是害怕赵
盾的，所以想暗中将其除掉。

故事第一次被文字记载是在《左传·宣公二年》里的“晋灵
公不君”，晋灵公和大臣赵盾之间发生了冲突，晋灵公派刺
客刺杀赵盾，还好赵盾仁爱待人，人缘极好，早有人给他通
风报信。赵盾逃跑了，可还没出国境，就传来了晋灵公被杀
的消息，赵盾之弟赵穿杀了晋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晋
成公。赵盾复职，而弑君的这笔帐也落在了赵盾的头上。

赵盾死后，他的儿子赵朔承袭了爵位。晋景公三年，赵朔作
为晋国的大将率兵救援郑国，并在与河上与楚庄王大战一场，
因为这场战争，赵朔娶了晋成公的女儿赵庄姬做了夫人。

而在《左传·鲁成公八年》里，出现晋灭赵氏家族的记载，
庄姬与赵朔及其弟赵婴陷入三角恋情，赵氏家族出面干预，
后庄姬向晋侯进谗，与赵家有仇的大臣趁机介入，借机清除
了赵氏家族。赵朔的儿子赵武被庄姬藏在宫中，长成后重返
于朝。



晋景公年间，“奸臣”屠岸贾欲除忠烈名门赵氏，声称当初
他人杀掉晋灵公与赵盾有关，率兵灭门。惟一漏网的是已有
身孕的赵朔之妻庄姬。屠岸贾穷追不舍，欲斩尽杀绝。庄姬
产下赵氏孤儿赵武后，将其藏在裆下逃过一劫。

后来，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与程婴商议救孤，程婴用买来的
一个婴儿与之掉包，并与公孙演了一出双簧。屠岸贾率师追
赶而来，程婴佯装欲以千金出卖赵氏孤儿，并领着屠岸贾找
到了隐匿山中的公孙杵臼和婴儿，二人被杀。

程婴带着赵武远走他乡，忍辱负重苦等，终于等来了晋景公
下发的赵氏平反令。赵武杀掉屠岸贾，为赵家报了仇，而程
婴也自杀以报老友。

不过，在《春秋》、《国语》中也有对赵氏一门被灭门的零
星记载，但均未涉及到“追杀孤儿”这一情节。

对于司马迁所着“赵氏孤儿”故事的来源，有史学家分析，
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不仅查阅史料还走访各地，故事中
的许多细节可能是由民间的各种传说组合而成。

自司马迁将“赵氏孤儿”的故事成型后，在民间流传最广的
是元代纪君祥的杂剧《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
报仇》)。

在司马迁的基础上，纪君祥强化了几个戏剧冲突——首先，
程婴的身份被确定为民间医生，并用自己的儿子替换赵武，
增强了感染力;第二，程婴带着赵武故意投奔屠岸贾，这大概是
“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最早的一个版本;第三，
赵武长大后，程婴以连环画的形式把事件来龙去脉告知赵武，
让赵武杀掉“大奸臣”屠岸贾，报了血海深仇。

春秋战国小故事甘罗十二岁出使



战国时，秦王派遣大臣蔡泽去燕国拆散燕国和赵国的联盟。
燕王听信蔡泽的话，叫太子丹去秦国做人质，又请秦王派一
个大臣来燕国当相国。

吕不韦大声斥责道：“走开!我亲自请他，他都不肯去，难道
他会听小孩子的话?”

甘罗不服气地说：“从前项橐7岁的时候，就当孔子的老师，
现在我已经12岁了。我要是请不动他，您再骂我也不晚哪!”

吕不韦说：“那么，你就去试试吧。”

甘罗见了张唐问：“将军的功劳与武安君白起比谁大?”

张唐说：“武安君南边打败了强大的楚国，北边打败了燕国
和赵国，每战必胜，每攻必取，不知打了多少回胜仗，夺到
了多少座城池，我哪儿比得上他呐?”甘罗又问：“那么文信
侯的权力跟应侯范雎的权力比起来，哪个大呐?”张唐
说：“当然是文信侯的权力大。”

张唐慌忙叫人整理行装，准备出发。

甘罗对吕不韦说：“张唐已准备出发去燕国，可他还有点怕
赵国，请丞相借给我五辆车子，让我上赵国替他疏通疏
通。”

不几天甘罗到了赵国。赵襄王到城外迎接秦国派来的外交官。
甘罗问：“燕太子丹上秦国做人质，大王知道吗?”

赵王说：“知道。”

甘罗又问：“张唐去燕国当相国，大王知道吗?”

赵王说：“也听说了。”



甘罗说：“大王既然都听说了，就应当明白贵国所处的地位。
燕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是燕国对秦国信任的表现;张唐去燕
国当相国，是秦国对燕国放心的标志。秦燕两国友好，就是
为了夹击贵国，以扩展敝国河间一带地方。您还不如将靠近
河间的五座城割让给秦国，我回去求求秦王，不让张唐去燕
国，并送还燕太子，跟他们断绝友好关系，咱们两国结成友
好邻邦。如此强大的赵国去收拾那样弱小的燕国，您所得到
的哪里仅仅是失去的五座城呢?”

赵王立即割让5座城给秦国。于是秦国送回了燕太子丹，后来
赵国攻打燕国，取得了上谷一带30座城池，把其中的11座让
给了秦国。不久秦王封12岁的甘罗为上卿。

春秋战国故事汇手抄报篇三

毛遂（公元前285年-公元前228年），战国时期赵国人，今河
北省鸡泽县毛官营村人，身为赵公子平原君赵胜的门客，居
平原君处三年未得展露锋芒。公元前257年，他自荐出使楚国，
促成楚、赵合纵，声威大振，并获得了“三寸之舌，强于百
万之师”的美誉。毛遂墓墓冢高大，被永年列为“平干八
景”之一，称之为“毛遂高峰”。由政府拨款重新修砌了墓
冢，竖起“毛遂之墓”的新墓碑。2008年11月，经中国毛氏
研究会最终认定，毛遂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第22世祖。中国毛
氏研究会会长毛炳汉诗曰：“鸡泽毛遂一荐名，毛亨毛苌传
诗经；后人数迁到韶山，孕育伟人毛泽东”。毛遂自荐。公
元前257年，秦昭王派兵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孝成王派平原
君去楚国求援，临行前，平原君准备挑选二十名文武门客随
同前往，已选中十九人，尚缺一人。这时，门客毛遂自告奋
勇，愿与平原君同往。平原君问：“毛先生至赵国几
年？“毛遂答：“三年“。平原君又问“先生若为圣贤之辈，
三年未曾被人称诵，是先生无才能也。“毛遂答：吾乃囊中
之锥，未曾露锋芒，今日得出囊中，方能脱颖而出。平原君
心悦诚服，率毛遂等二十人前往楚国。至楚国后，平原君赞
颂毛说：“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将毛遂视为上客。毛遂自荐后
不久，燕国趁赵国大战方停、元气大伤之际，派遣大将栗腹
攻打赵国。派谁挂帅迎敌呢？赵王立即想到了刚刚立下奇功
的毛遂。得知此事，毛遂急如星火地跑到赵王那里，请求赵
王不要任命自己做统帅。毛遂说：不是我怕死，是我德薄能
低，不堪此任，我能做马前卒，但绝对做不了指挥千军万马
的统帅。然而，不管毛遂如何推辞，赵王执意任命他为统帅。
毛遂虽然身先士卒、殚精竭虑，他统领的军队还是被燕军打
得落花流水。战事惨败，毛遂觉得没有脸面再见赵人，于是
避开众人，到山林里拔剑自刎。

春秋战国故事汇手抄报篇四

卫灵公——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卫灵公，春秋时期
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姬姓，名元。其生于“韩宣子为政聘
于诸侯之岁”(即昭公二年，前540年)，卒于哀公二年(前493
年)，寿47岁。

初，因卫襄公夫人宣姜无子，嬖人(爱，爱也)婤姶生絷与元，
而絷“恶疾”，不良于行，故孔成子与史朝借梦废长立幼，
昭公七年卫襄公卒，元登基，是为灵公，在位42年。卫灵公
虽限于国势未能称霸，但其所作所为丝毫不逊于齐桓晋文楚
庄秦穆那些霸主们，为一代诸侯之佼佼者。据《孔子家
语·贤君第十三》载，在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
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评价不谓
不高。但孔子因不见用于灵公，故一时激愤“谓卫灵公之无
道”，后人不察其义，妄为注解，遂将卫灵公抹黑。

春秋战国故事汇手抄报篇五



人们对历史的印记很大程度上是从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而来
的,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有关春秋战国故事。

吕尚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遇到一个值得自己辅佐的明君。
当他得知周国的西伯昌勤政爱民，胸有大志后，不远几千里，
从东海之滨来到渭水的边上，盖了一间茅屋，每天在渭水北
面的兹泉垂钓。

这一天，西伯昌要出去打猎，出城之前，他先占了一卦，以
便知道这次打猎能获得一些什么。谁知，卦辞上竟写
道：“您的收获不是龙，也不是螭，不是虎，也不是罴，而
是一个能辅佐您成就霸业的贤能之人。”

西伯昌大喜，赶紧带人直入深山。

果然，在渭水边上，他看见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翁，那老翁
神闲气定，正襟危坐，手里举着长长的鱼竿，不为外物所动。

这也许就是卦辞上所说的贤能之人吧?

西伯昌慢慢走过去，不由大吃一惊：白发老翁钓鱼的鱼钩竟
然是直的!

他禁不住好奇，问道：“老先生，别人钓鱼，鱼钩都是弯的，
为什么您的鱼钩是直的呢?”

白发老翁笑了，说：“我哪里是在钓鱼，我是在钓天下的明
君呀!”

西伯昌也在石头上坐下，和白发老翁攀谈起来。他们言语相
投，竟有相见恨晚之感。

西伯昌说：“我祖父在世的时候曾说过，将来会有一个了不
起的人帮助我把周族兴盛起来，现在看来，这个人就是您



呀!”

西伯昌马上请吕尚和他一起回去，让他担当自己的军师。

因为吕尚是西伯昌的祖父所盼望的人，所以，人们又尊称他
为太公望。

太公望果然不负西伯昌所托，他一面提倡生产，一面训练兵
马，周族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

很快，西伯昌和平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成功地讨伐了
崇、密项、犬夷等国。在一个叫丰的地方筑起了城墙，建立
了都城，几年下来，天下的诸侯已经有三分之二愿意归附周
国，听候西伯昌，也就是周文王的调遣。

周文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周武王继位，吕尚又辅佐周武王，
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

周武王平定天下之后，把太公望封在齐国的营丘，也就是今
天的山东省淄博市东北。太公望到了那里之后，打败了夷族
莱国，稳定了齐国的局势，在他的治理下，齐国一点点强大
起来。

据说，吕尚去世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多岁了。

周公，即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为人忠厚，孝敬长辈，
遇事不惊，办事稳妥，很受他父亲周文王的器重，更受众人
的尊敬。周文王去世之后，周武王继位，他又积极主动地帮
助哥哥操持政事，任劳任怨，从来也不懈怠。

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把他封到了曲阜，所以人们又称他
为鲁周公。

周公旦虽然有了自己的封地，但朝庭离不开他，所以，他一



直留在都城，与另一个弟弟召公奭一起辅佐周武王。

商朝虽然灭亡了，但留下了许多的贵族和奴隶主，这些人在
社会上还很有势力。为了安抚他们，周武王不得不把纣王的
儿子武庚封为殷侯。为了监视武庚，周公旦向武王建议，把
武王的弟弟管叔鲜封在管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郑州市，
再把武王的另一个弟弟蔡叔度封在上蔡，也就是今天的河南
省上蔡县一带，以防武庚作乱。

周公旦还向周武王建议，释放被纣王关起来的大臣箕子，隆
重祭奠被商纣王杀死的忠臣比干，褒奖对建立周朝有功的商
族贤人商容。这些措施促使商朝的遗民渐渐亲近周朝，缓解
了他们与朝庭的对立情绪。

周武王病逝，太子诵继位，这就是周成王。周成王登基时，
才十三岁，不能处理国家大事，加之天下初定，政权还不稳
固，周公旦就辅助成王，主动替周成王承担起行使政治权力，
主持国事的重任。

如此一来，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就猜忌起来，制造谣言说周
公旦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还说，早晚有一天，周公旦会
杀死成王，自己取而代之。流言一经散布，许多人被欺骗了，
就连周公旦的弟弟召公奭对其也有所怀疑。

纣王的儿子武庚受到周朝的监控，心里十分不满，他巴不得
周朝乱起来，自己好趁机东山再起，恢复殷朝。他和管叔鲜、
蔡叔度串通一气，联络一批殷商的旧贵族，同时煽动东夷的
几个部落，搞起叛乱来。

形势非常危急，周公旦虽然很伤心，但还是以大局为重，他
找来自己的弟弟召公奭，和他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表明
自己的清白，消除召公奭的误解。他说：“周朝能够建国，
靠的就是我们齐心协力;想让周朝延续下去，靠的依然是齐心
协力。如果我们互相猜忌，互相抵毁，甚至为了个人的利益



发动叛乱，那就是对周朝子民的犯罪。”

召公奭被他诚恳的话语感动了，消除了误会，兄弟二人重新
合作。

周公旦解决了内部矛盾之后，毅然调动大军，亲自东征。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周公旦下令给太公望，“东到大海，西
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凡有不服周朝统治的，太
公望都有权征讨。这样，太公望平定了淮夷、徐戎等部落的
叛乱，有力地控制住了东方。

东方稳定之后，周公旦可以全力对付武庚了。他用了三年的
时间，终于平定了武庚的叛乱。武庚被杀了，蔡叔度被流放
了，管叔鲜觉得没脸去见哥哥和侄子，就上吊自杀了。

七年时间过去了，周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完全能够独立处理
国家大事了。周公旦把政权交给成王，自己也不像代行天子
之职的时候那样坐在上边，面对群臣，而是站到班中，和其
他大臣一样，对成王十分尊敬。

周公旦还制订了周朝的一套典章制度，用以帮助周成王管理
天下。

周成王对自己的这位无私奉献的叔叔也极为尊重，遇事就与
他商量，向他请教，虚心接受他的建议。周公旦去世了，成
王以安葬周武王的规格安葬了他，并把他葬在离王宫不远的
地方，希望他一直在身边陪伴着自己。

春秋时期，吴国先打败了越国，越王勾践负辱在吴，卧薪尝
胆，终于取得了吴王的信任，被放回越国。勾践牢记教训，
一面继续讨好吴王，贡奉古木修筑姑苏台，选送绝代佳人西
施给吴王，巧施美人计;一方面富国强兵，暗自铸造精良兵器。



勾践为使自己有一把盖世无双的宝剑，特意挑选了当时最好
的工匠郑勤来为他铸造。郑勤和他的儿子郑刚凝聚平生心血，
整整用了七七四十九天时间，终于锻铸出一对雌雄剑。

那天深夜，郑勤按照越王的吩咐，刻好“越王勾践自作用
剑”八个字后，便对他儿子说：“我明日早朝，将雌剑献给
越王，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性命难保，或许连你也要受到株
连，你赶快带着这把雄剑，连夜投奔楚国去吧。”说完父子
俩抱头痛哭，洒泪而别。

翌日早期，越王勾践传郑勤献剑。郑勤递上剑，越王将剑拔
出剑鞘，只见光芒四射，耀眼夺目，越王顿时喜形于色，众
大臣也赞不绝口。

勾践为了炫耀一番，手执宝剑，对着十八般兵器，初试锋芒，
果然削铁如泥，锋利无比，越王得意之余，心想：郑勤若再
造出如此好剑，我勾践岂能称雄于世?想到此，他陡然声色俱
厉，命武士将郑勤推出午门斩了，并通缉全国捉拿郑刚。

郑刚听说父亲被越王杀害，悲痛欲绝，又见到处有通缉自己
的告示，感到身佩宝剑易于暴露，只好将宝剑埋藏在雁荡山
中，并乔装打扮成一渔女，日夜兼程逃出越国，只身投奔楚
国去了。

郑刚来到楚国后，把从小随父亲学到的冶炼手艺，精心传授
给楚人。很快使楚国的冶炼业得到发展和提高，与越齐名不
相上下。郑刚从而为楚王所赏识，被封为冶炼吏。这时，楚
国进一步广征役卒，大造精良兵器，一时国威大振。之后，
楚王亲率数十万大军去讨伐越国。

楚军英勇善战，只杀得越兵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很快就攻
破越都，直逼王宫。越王见大势已去，只好用那把雌剑自刎
而死。



恰巧楚王一步走来，连忙从地上拣起了越王剑。楚王久闻此
剑盖世无双，真是梦寐以求，本想留作自用，但又觉得它已
不是吉利之物，便灵机一动，把它赏给了一位立了战功的武
官。

后来，这位武官病亡，越王剑就成了他的殉葬品。再说郑刚
定居楚国后，虽然被楚王封为冶炼吏，但他怕再引起杀身之
祸，一直到死，都没敢透露自己的身世，更闭口不谈铸造雌
雄剑之事。所以，那柄被埋藏在雁荡山中的雄剑，一直下落
不明。

现在，那把刻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雌剑，终被人们从
江陵的一座楚墓中发掘出来，成为举世闻名的珍贵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