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精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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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以
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最新演讲稿模板范文大全，希望能够帮
助到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一

在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为了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历史、读懂
历史,更好地完成历史课程的学习,教师常引用历史故事来完
成教学,下面这些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几篇经典传奇历史故事。

元末明初，日本正处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
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
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历史上称
为“倭寇”。明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设置，倭寇未能酿
成大患。

正统以后，随着明朝政治的腐败，海防松弛，倭寇祸害越来
越严重。

倭寇的滔天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被激愤的
中国人民纷纷组织起来，进行抗倭的自卫斗争。这其中，就
包括了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与其他明军配合，
多次打败倭寇。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
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
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
倭寇时常出没、遭受倭患最严重的地方。



当时，明朝将士大多是没有战斗力的老弱病残，军队装备也
破旧不堪，士兵的盔甲都是用纸片缀成的，行军打仗连营帐
也没有，只好在路边的旅馆里投宿。军粮奇缺，使得将士们
长期吃不饱肚子。这样一来，谁还愿打仗?一个冬天一过，戚
继光手下的人都跑得差不多了。

从小生长在军人之家的戚继光对这些了解得一清二楚，他一
直在想改编军队，建立一支勇猛善战的新军。

他曾多次向上司提出招兵、练兵的建议，但没得到应有的重
视，直到1559年，上司才准许他作一次选兵、练兵的尝试。

戚继光认为，身体壮实，皮肤像泥土一样黝黑的农民、渔人
才是最理想的士兵;相反，那些眼神轻灵，细皮嫩肉的市井刁
滑之徒是决不可以征招的。

一次，戚继光骑马路过一个渔村，正好那里发生了一场械斗，
一方是五大三粗的矿工，一边是黑如泥鳅的渔民，鱼叉、棍
棒上下翻飞，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没有一个求饶的。
戚继光勒住马缰，正想上前阻拦，忽然灵机一动：这不是选
兵的最好机会吗?那些械斗的矿工、渔民见来了个大官，一起
围上来向他告状，七嘴八舌，乱纷纷的。

戚继光这才得知，他们是为争夺从倭寇手中夺回的战利品而
发生争执的，一方说那堆衣物是倭寇从他们那里抢的，一方
说是从他们渔船上掳的。

争论不下，只好动武了。

戚继光听了，不禁哈哈大笑：“你们哪，都不想想，万一倭
寇真的打过来，这样东西一样都不存在了，你们还争什么呢?
眼下，应该万众一心，对付倭寇呀!”戚继光趁机向大家说起
倭寇在沿海的兽行，激起在场人的愤慨。有个叫犟伢的年轻
人，拨开众人走到戚继光的面前，大声道：“将军，让我参



加你们的队伍吧，我要跟着你去杀尽倭寇!”话音刚落，又有
几个小伙子站了出来，“将军，收下我吧!”“还有我，收下
我吧!”一只只手臂高高地举起，一声声呼喊动人心魄，戚继
光更是激动万分，当场收下参加械斗的上百个年轻后生，把
他们带回军中，五人为一伍，五伍为一甲，五甲为一队，并
按照他自己设计的“鸳鸯阵”进行训练。

这天，戚继光乘船到大海上巡视，见远处的海面上有只小船，
忽起忽落，随波漂流。戚继光感到惊诧，难道这是一艘无人
驾驶的船?船长说：“戚将军，靠上去看看。”戚继光把手一
摆：“且慢!”他吃过一次亏，有一回，他乘船出海，也碰到
这样一只飘在水中的无人怪船，刚要往上靠，那船“轰”地
一声爆炸了。

现在，可得小心谨慎为好。

戚继光派一名水手上前去打探，那水手泅到怪船边伸头一瞅，
惊得全身直起鸡皮疙瘩，只见甲板上躺着好几具尸体，男男
女女，赤身露体，从肤色衣着来看，都是沿海一带的渔民。
那水手壮着胆子爬上船舷，不料，在船仓里竟发现几具倭寇
的尸体。

水手把戚继光叫上船，戚继光仔细一看，发现船仓里的一只
木箱里装满了三角脑袋的毒蛇，有的爬到箱子外，吐着通红
的舌头，瞪着绿荧荧的眼睛。

戚继光沉思片刻，说：“一定是倭寇在翻仓时，把渔民们从
蛇岛上捉来的毒蛇翻出来……”水手指着仓底一位大胡子尸
体问：“那他怎么会自杀的呢?”戚继光顺着水手指的方向一
看，那个大胡子倭寇竟然用枪把自己脑门打了个洞。他百思
而不解。那个水手还在喃喃自语：“怪事，他自己怎么向自
己开枪呢?”戚继光俯身细看，顿时明白了，指指缠着枪板机
的一条蛇道：“肯定是这条蛇缠住了倭寇手中的枪，尾巴抠
动了扳机，所以……”众人大眼瞪小眼，不得不佩服戚继光



分析得在理。戚继光顿了一息，又道：“看看，连蛇都不想
倭寇进入大明的疆土，愿与他们同归于尽，我们怎么能袖手
旁观呢?”这风趣的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接着，戚继光分析道：“别看这一带风平浪静，肯定有大批
倭寇在活动。”他叫人把这艘无人的船拖回港湾隐蔽起来，
日后自有用处。

果然，不出三天，一支二千多人的倭寇队伍驾着铁船从日本
渡海进入台州海面。

听说倭寇来了，而且来了这么多人，那些刚招募来的新兵中，
有几个吓得脸色发白，有的竟把刚发下来的盔甲丢下，连夜
逃跑了。

戚继光一边派人去调援军，一边把八百多个士兵排在海岸上，
严阵以待。一直等到海面上出现倭寇贼船的桅杆尖梢时，戚
继光把胳臂一抡，几个士兵心领神会，跑到海湾边拖出一只
船来。还是那只无人的怪船，船上的尸体早就被海风吹得干
巴巴的，甲板上的血凝成一块块血茄。威继光往高处一站，
大声说：“来来来，都来看看这艘船!”队伍动荡起来，后面
的往前挤，前面的往前拥。戚继光摆着手，道：“别挤，别
挤，都能看到!”将士们看到那一具具尸体，一片唏嘘。

忽然，人群中有人大叫一声：“天哪，这是我家的船!”众人
马上让开一道缝，让那人挤了过来，戚继光定神一看，是犟
伢子，他哭喊着奔过来要往上扑，被戚继光一把拉住。只听
海风伴着犟伢子那撕心裂腑的呼喊：“爹呀，娘呀，大哥，
二哥，你们死得好惨呀!”人们这才知道，犟伢子的父母前些
天出海打鱼，没想到竟遇上了倭寇。他跺着脚，哭啊，喊啊，
哭声揪着每个人的心，不少人也跟着啜泣起来。

戚继光再三安慰，他还是不停地哭。



戚继光辉剑往海上一指：“别哭了，倭寇已经到了眼皮底下
了，我们只有狠狠地打，把这伙强盗赶回大海去!”士兵们个
个摩拳擦掌地喊着：“杀尽倭寇!”“为父兄报仇!”戚继光
看大家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又大声道：“以往作战我们是
以多胜少，今天却是以少敌众，还有不少兄弟刚刚入伍不久，
我只要求大家做好三件事，第一不要争割倭寇的首级!二不要
贪恋敌人的辎重，三不要轻易杀害胁从。如果打败了敌人，
缴获的一切战利品全赏赐给大家，如果敌人还没打败，都争
着去枪财物，那就别怪我无情!”将士们纷纷应道：“放心吧，
一切听从大帅的指挥!”“我们不会给大帅丢脸的!”船上的
倭寇见海岸上刀枪林立，旌旗招展，大吃一惊。他们不敢从
正面登陆，偷偷地绕道从另一处爬了上来。戚继光早有所料，
派兵从小路包抄过去，他命令士兵们每人手执松枝一束，伪
装成一片松林，在山林边埋伏下来。

倭寇的船泊岸了，他们争先恐后地往岸上爬，戈矛闪闪，你
推我拥，长蛇般的队伍透逸行进，长达数里。隐蔽在坡上的
士兵们一动也不动，远远望去，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见漫山
青松，郁郁葱葱。

独眼龙吉野三郎也来了，这些倭寇都是他领来的。他四下一
看，见没什么动静，便吆喝着叫大队伍往前进发。等倭寇的
队伍过了一半，山崖后传来一阵海螺声，隐蔽的士兵们一起
丢下松枝，居高临下地发起了进攻：倾刻间，喊杀声、火炮
声，刀枪的撞突声震撼山谷;倭寇见中了埋伏，一个个嗷嗷怪
叫，拼死应战。

紧接着，戚继光把令旗一举，把队伍排列成前后左右都能应
战的“鸳鸯阵”，虽然这些新兵对戚家军的“鸳鸯阵”还不
大熟悉，但这已足使倭寇望而生畏，敌人的阵势顿时大乱，
纷纷四散逃命。戚继光见敌军渍散，便将事先做好的白旗往
山上一擂，叫部下高喊：“有投奔旗下者，可免一死!”随着
这一声呼叫，数百名倭寇奔得旗下，丢下武器，请求饶命。
吉野三郎离开队伍，践跌撞撞地往前跑，一头栽进山谷，被



乱石砸死。

二千多名倭寇，很快就被歼灭。

台州百姓听说戚继光又打了个大胜仗，便敲锣打鼓迎接戚继
光率领的戚家军。

这以后，戚继光又带领新兵在福建、广东打了几个大胜仗，
把倭寇打得焦头烂额，闻风丧胆。就连日本岛上的人一提起
戚继光都把舌头直伸：“戚家军，了不起!了不起!”后来，
倭寇很少再到中国沿海来逞强了。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又花了两年多时间整顿内部，发展生
产，扩大兵力。公元1620xx年，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和将
士誓师，宣布跟明朝有七件事结下了冤仇，叫做“七大恨”。
第一条就是明朝无故挑衅，害死了他的祖父和父亲。为了报
仇雪恨，决定起兵征伐明朝。

第二天，努尔哈赤亲自率领2万人马进攻抚顺。他先写信给抚
顺明军守将，劝他投降。守将李永芳一看后金军来势凶猛，
没有抵抗就投降了，后金军俘获了人口、牲畜30万。明朝的
辽东巡抚派兵救援抚顺，也被后金军在半路上打垮。努尔哈
赤命令毁了抚顺城，带着大批战利品回到赫图阿拉。

消息传到北京，明神宗大怒，决定派杨镐为辽东经略，讨伐
后金。杨镐经过一番紧张的调兵遣将，才集中了10万人马。
公元1620xx年，杨镐分兵四路，由四个总兵官率领，进攻赫
图阿拉。中路左翼是山海关总兵杜松;中路右翼是辽东总兵李
如柏;北路是开原总兵马林;南路是辽阳总兵刘铤。为了扩大
声势，号称47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

经过侦察，努尔哈赤得知杜松率领的中路左翼是明军主力，
已经从抚顺出发打了过来，他就集中兵力，先对付杜松。



杜松是一员身经百战的名将。从抚顺出发的时候，天正下着
大雪，杜松想抢头功，不管气候恶劣，急急忙忙冒雪行军。
他先攻占了萨尔浒(今辽宁抚顺东)山口;接着分兵两路，把一
半兵力留在萨尔浒扎营，自己带了另一部精兵攻打后，金的
界藩城(今新宾西北)。

努尔哈赤一看杜松分散兵力，心里暗暗高兴，集中八旗的兵
力，一口气攻下萨尔浒明军大营，截断了杜松后路。接着，
又急行军援救界藩。正在攻打界藩的明军，听到后路被抄，
军心动摇。驻守在界藩的后金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地压下来，
把杜松军杀得七零八落。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赶到，把明军团
团围住。杜松左右冲杀想要突围，突然一箭飞来，正射中他
的头部，杜松从马上栽下来死去。部下明军被杀得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一路人马先覆灭了。

北路的马林从开原(今辽宁开原)出兵，刚刚到离开萨尔浒40
里的地方，得到杜松兵败的消息，吓得急忙转攻为守，就地
依山，扎下营垒，挖了三层壕沟，准备防守。努尔哈赤率领
八旗兵力从界藩马不停蹄地赶来，攻破明军营垒。马林没命
地逃奔，才回到开原，第二路明军又被打散了。

坐镜沈阳的杨镐，正在等待各路明军的捷报，哪想到一连两
天接到的竟是两路人马覆灭的坏消息，把他惊得目瞪口呆。
他这才知道努尔哈赤厉害，连忙派快马传令另外两路明军立
刻停止进军。

中路右翼的辽东总兵李如柏本来胆小，行动也特别迟缓，接
到杨镐命令，急忙撤退。山上巡逻的二十来名后金哨兵远远
望见明军撤退，大声鼓噪，明军兵士以为后面有大批追兵，
争先恐后地逃跑，自相践踏，也死了不少。

剩下的一路是南路军刘铤。杨镐发出停止进军命令的时候，
刘铤军已经深入到后金军阵地，各路明军失败的情况，他一
点也不知道。刘铤是明军中出名的猛将，他使用一把120斤的



大刀，运转如飞，外号叫“刘大刀”。刘铤军军令严明，武
器火药也多。进入后金阵地以后，连破几个营寨。

努尔哈赤知道刘铤骁勇，不能光靠拼硬仗。他选了一个投降
过来的明兵，叫他冒充杜松部下，送信给刘铤，说杜松军已
经到赫图阿拉城下，只等刘铤军去会师攻城。

刘铤没接到杨镐命令，不知道杜松军已经覆灭，信以为真，
他怕让杜松独得头功，下令火速进军。这一带道路险狭，兵
马不能够并列，只好改为单列进军。刘铤带兵走了一阵，忽
然杀声四起，漫山遍谷都是后金伏兵，向明军杀来。刘铤正
在着急，努尔哈赤又派一支后金兵穿着明军衣甲，打着明军
旗帜，装扮成杜松军前来接应。刘铤毫不怀疑，把人马带进
假明军的包围圈里。后金军里应外合，四面夹击，明军阵势
大乱。刘铤虽然勇敢，挥舞大刀，杀退了一些后金兵，但是
毕竟寡不敌众，他左右两臂都受了重伤，终于倒下。

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只有5天时间，杨镐率领的十万明军
损失了一大半，文武将官死了三百多人。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
“萨尔浒之战”。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大伤元气，后金步步进逼，过了两年，
努尔哈赤又率领八旗大军，接连攻占了辽东重要据点沈阳和
辽阳。

公元1620xx年3月，努尔哈赤把后金都城迁到沈阳，把沈阳
称为盛京。打那以后，后金就成了明朝最大的威胁。

景泰九年(1457年)正月二十三日，北京城阴霾着天。

于谦鲜血淋漓的头颅挂在了崇文门外。

这颗头颅曾经保卫了这个城市，挽救了这个帝国。如今却依
然被无情挂在了城门口。



从这一天开始，大明帝国开始无可挽救地走向没落。

明太祖在位的时候，吸取了历史上宦官专权引起国家混乱的
教训，立下一条规矩，不让宦官过问国家政事。他把这条规
矩写在大铁牌上，挂在宫里，想要他的子孙世世代代遵守。
但是到明成祖的时候，这条规矩就给废除了。

明成祖从他侄儿手里夺得皇位，怕大臣反对他，特别信任身
边的宦官，在他迁都北京以后，就在东安门外设立“东厂”，
专门刺探大臣和百姓当中有没有谋反嫌疑的人。他怕外面的
大臣靠不住，让亲信太监做东厂提督。这样，宦官的权力渐
渐大起来。到了明宣宗的时候，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
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这一来，宦官的权力更大了。有
一年，皇宫招收一批太监。蔚州(今河北蔚县)地方的一个流
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
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
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
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
教太子朱祁镇读书。

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
祁镇挺喜欢他。

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这就是明英宗。
王振当上司礼监，帮助明英宗批阅奏章。明英宗一味追求玩
乐，根本不问国事。王振趁机把朝廷军政大权抓在手里。朝
廷大员谁敢得罪王振，不是被撤职，就是充军。一些王公贵
戚都讨王振的好，称呼他“翁父”。王振的权力可算顶了天
了。

这个时候，我国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强大起来。公元1449年，
瓦剌首领也先派三千名使者到北京，进贡马匹，要求赏金。
王振发现也先谎报人数，削减了赏金和马价。也先为他的儿
子向明朝求婚，也被王振拒绝。这一来激怒了也先，也先率



领瓦剌骑兵进攻大同。守大同的明将出兵抵抗，被瓦剌军打
得大败。

边境的官员向朝廷告急，明英宗慌忙召集大臣商量怎么对付。
大同离开王振家乡蔚州不远，王振在蔚州有大批田产，他怕
蔚州被瓦剌军侵占，竭力主张英宗带兵亲征。邝埜和于谦认
为朝廷没充分准备，不能亲征。明英宗是个没主见的人，王
振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不管大臣劝谏，就冒冒失失决定亲
征。

明英宗叫他弟弟郕王朱祁钰和于谦留守北京，自己跟王振、
邝埜等官员一百多人，带领50万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
向大同赶去。

这次出兵，本来从没好好准备，军队纪律涣散。一路上又遇
到大风暴雨，没有走几天，粮食就接济不上，兵士们又饿又
冷，还没有碰上瓦剌兵，已经叫苦连天。到了大同附近，兵
士们看到郊外的田野里，到处都横着明军兵士的尸体，更加
人心惶惶。有个大臣发现士气低落，劝英宗退兵，被王振臭
骂一顿，还罚跪了一天。

过了几天，明军前锋在大同城边被瓦剌军杀得全军覆没，各
路明军纷纷溃退下来。到了这时候，王振感到情况危急，才
下令退兵回北京。退兵本来是越快越好，但是王振却想到他
老家蔚州去摆摆威风，劝英宗到蔚州去住几天。几十万将士
离开大同，往蔚州方向跑了40里地。王振又转念一想，这么
多的兵马到蔚州，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岂不要遭到损失，又匆
匆忙忙下命令往回走。这样一折腾，拖延了撤兵的时间，被
瓦剌的追兵赶上了。

明军一面抵抗，一面败退，一直退到土木堡(在今河北怀来
东)。那时候，太阳刚刚下山，有人劝英宗趁天没黑，再赶一
阵，进了怀来城(今河北怀来)再休息，瓦剌军赶来，也可以
坚守。可是王振却因为装运他财产的几千辆车子还没到，硬



要大军在土木堡停下来。土木堡名称叫做堡，其实没有什么
城堡可守。明军大队人马赶了几天路，口渴得像火烧，但是
土木堡没有水源。离开土木堡十五里的地方有条河，已经被
瓦剌军占领了。兵士们就地挖井，挖了两丈深，也没找到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瓦剌军赶到土木堡，把明军紧紧包围
起来。明英宗知道没法突围，只好派人向也先求和。也先一
打听，明英宗带的明军人数还不少，要打硬仗，自己也要遭
到损失，就假装答应议和，停止进攻。

明英宗和王振信以为真，十分高兴，下命令让兵士到附近找
水喝。兵士们争先恐后跳出壕沟往河边跑，乱成一团，将领
们要制止也制止不了。

这时候，早就埋伏好的瓦剌军兵士从四面八方冲杀过来，个
个抡起长刀，大声吆喝着：“投降的不杀!”明军兵士一听，
纷纷丢盔弃甲，狂奔乱逃。瓦剌军紧紧追赶，被杀的和被乱
兵踩死的，不计其数。邝埜也在混乱中被杀死。

明英宗和王振带着一批禁军，几次想突围都没冲出去。平时
作威作福的王振，这时候却吓得直发抖。禁军将领樊忠，早
就恨透了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贼，气愤地说：“我为天下百姓
杀死你这个奸贼。”说着，抡起手里的大铁锤，朝着王振脑
门一锤砸去，结果了王振的性命。樊忠自己冲向瓦剌军，拼
杀了一阵，中枪倒下。

明英宗眼看脱逃没有希望，只好跳下马来，盘着腿坐在地上
等死。瓦剌兵赶上来，俘虏了明英宗。历史上把这次事件称作
“土木之变”。

有了明英宗这块护身符，瓦剌军的信心更足，野心更大，中
原的金银财宝已满足不了他们，他们把目光放到了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瓦剌军长驱直入，朝北京杀来。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二

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孝道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今天
小编在这分享一些关于孝的历史故事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
氏，史称虞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
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
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填井，舜掘地
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
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
锄草。帝尧听说舜非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
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
承人。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
为诸侯。

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
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
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
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0xx年，
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
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
景之治"。

郯子，春秋时期人。父母年老，患眼疾，需饮鹿乳疗治。他
便披鹿皮进入深山，钻进鹿群中，挤取鹿乳，供奉双亲。一
次取乳时，看见猎人正要射杀一只麂鹿，郯子急忙掀起鹿皮
现身走出，将挤取鹿乳为双亲医病的实情告知猎人，猎人敬
他孝顺，以鹿乳相赠，护送他出山。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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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四

成语大多来源于生活,历史故事更是其重要的源头。而人物,
往往是成语故事中的重要因素。下面是本站小编为您带来的
励志历史故事大全，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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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五

读历史故事，可以让我们反观内心。那么读完这些故事，你
有哪些见解，不放写下来吧。下面是本站小编为你精心整理
的历史故事读书笔记，希望你喜欢。

《凿壁借光》包括了两则短小的故事。第一则是匡衡勤奋好
学，可他家里却没有蜡烛照明，邻居家的烛光又照不到他家。
因为匡衡求学心迫切，就在自家墙上打了个洞，可以借助从
邻居家引出来的微弱烛光来看书，于是匡衡高兴的拿书照着
烛的亮光便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第二则是说，同乡有一个
大户人家叫文不识，家里有很多好书，对书“求贤若渴”的
匡衡听说了，就去给他辛勤劳作做义工。主人很奇怪，就问
他为什么“而不求偿”?匡衡说：“我希望能换取您的书通读
一遍。”主人因此深受感动，便把书借给他读。由于匡衡勤
奋刻苦认真求学，终于成了一位大文学家。

这篇短文通过匡衡“穿壁引光而读书”，“无偿帮佣求书
读”两则故事说明匡衡对读书的无比渴求，对学习的无比热
爱。这两则故事都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人只要有一颗爱读
书，读好书的心，加上认真、刻苦、勤奋，就一定能取得好
成绩。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说：晏
子相齐、风流才子司马相如、周武王伐纣等故事。这些故事
有的充分体现了古代人民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
贵，还有的是讲一些尔虞我诈的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
的要数《女纺织家黄道婆》这个故事了。

黄道婆善良、好学、诚实的品格，让我钦佩。她家境贫穷，
父母养不活她，就把她卖给别人当童养媳。黄道婆整天都要
干活，还要被公婆打骂，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因为她的勇
敢，她终于逃出了公婆家，到处去流浪。有一天，黄道婆偷



偷地上了一条船，跟着船一起来到了海口市。她和当地居民
一起学纺织。但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家乡，过了三十多年，黄
道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乌泥泾镇。她把自己学到的纺织技术
传给了镇上的妇女，从而生产出了大批的“乌泥泾被”。当
时，“乌泥泾被”闻名全国。

这个故事让我有很大的感触。从书中，我知道了黄道婆，了
解了黄道婆为了家乡的发展，她无私奉献、自强不息。她真
是我学习的好榜样。

《中国历史故事》是我的启蒙书，是我“不说话的老师”，
是它帮助我打开了知识的大门，是它让我知道了中国悠久的
历史文化。

这本书的内容很吸引人，里面有许多历史故事，比如说：晏
子使楚、风流才子马相如、三保太监下西洋等故事。这些故
事有得充分体现了古人的足智多谋，有的表现了友谊的珍贵，
还有的讲一些不忘国耻的故事。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
是“孟母搬家”。

小的时候也背过“昔孟母，择邻处”，但是不明白其中含义。
今天，我终于懂了。书中说的是孟子小时候很调皮，他妈妈
对他非常严格。为了让他有个好的环境，能够专心读书，搬
了好几次家。慢慢的，孟子开始变得懂事了，爱看书，也有
礼貌了。孟母还教育孟子“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才能
成为有用的人，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孟子长大后，成为了
天下文明的大师。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妈妈，我妈妈也为了我能专心读书，放弃
了很好的工作，细心在家教导我，教育我。她像一位辛勤的
园丁，不厌其烦的教我一遍又一遍。妈妈还说，自己没上过
大学，只是没爸爸好，以后就要看我的了。我就有一个小小
的心愿栽种在了我的心中。“不能辜负妈妈的期望”。我现
在渐渐长大了，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用好的成绩来回报



我亲爱的妈妈。

历史故事演讲稿分钟篇六

魏伯阳，东汉著名的炼丹理论家，被世界公认为留有着作的
一位最早的炼丹家，魏伯阳的历史故事也是各种各样。以下
是本站小编为你整理的魏伯阳的历史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魏伯阳修真潜默，养志虚无，博瞻文词，精通纬候，恬淡守
素，惟道是从。视轩冕，如秕糠。乃从阴长生得受金丹大道，
后与弟子三人入山炼神丹。丹成，知弟子中有守道未笃者，
乃以丹喂白犬，白犬暂死，自己也服丹暂死，以试弟子，独
有一虞姓弟子说：“吾师非凡人也，服丹而死，将无有意
耶”，也服丹暂死，余二弟子不肯服食而出山去。二人去后，
魏伯阳即起，将所服丹纳死弟子及白犬口中，都活了过来，
一起仙去。因逢人入山伐木，乃作书与乡里，寄谢二弟子，
二人方乃懊悔不已。

魏伯阳生活在东汉大兴谶纬之风的京畿之地，又是黄老道从
东汉宫廷信仰转入民间信仰的特殊历史时期，大约从汉安帝
到汉桓帝(公元107——167年)这一时期及其前后。

也接受了流传民间的黄老道的黄老宗教观点，更接受了民间
流传的神仙丹术思想，因此，他不愿做官，酷爱道术，到处
寻师访友，求术问道。据说，他曾云游到长白山，遇到了一
位道行高深的真人，传授给他合炼神丹的秘诀，他得到了丹书
《龙虎经》潜行钻研，深得其妙。

魏伯阳回到洛阳以后，就隐居山林，修真养性。经过多年养
炼，功成圆满。由于他的学识渊博，百家皆通，尤其对大易、
黄老、炉丹学说，更是精益求精。他在继承古代《龙虎经》
炼丹的基础上，亲自反复实践，融会贯通，达到了当时炼丹



水平的最高峰。

魏伯阳在炼制神丹的时候，带了三个弟子。大丹炼成后，魏
伯阳看到其中有两个弟子用心不诚，就心生一计来考验他们。
他先拿出一粒丹药喂了白狗，白狗吃了就立即倒地而死。弟
子们面面相觑，随即又把目光不约而同的集中到师傅魏伯阳
身上。魏伯阳看着他们微微一笑，就拿出一粒丹药呑服而下，
接着倒地而死。另一位弟子深知师傅不会是骗人，也呑服一
粒，就地倒下而死。另两位弟子，暗自庆幸，没有服用丹药，
也不敛葬师傅师兄的遗体，就卷起包裹下山而去。二人走后，
魏伯阳方才起身，重新拿出真正的丹药，给弟子和白狗服下，
于是一同成仙而去。

魏伯阳一行，在山路上飘然而行，遇到一位打柴樵夫，就托
他捎信给故乡的亲友，一时传遍乡邻。原来出走的那两位弟
子，后来见到了魏伯阳的这封信，却捶胸跺足，真是后悔不
迭。这是一个流传下来的传说。

炼丹的基本程序是，先将八石合成“六一泥”;用1/3水
银，2/3铅放在铁器内加热，制成“玄黄”;用赤土作釜，内
外涂上三分厚的六一泥，晒十日，让其里外干透，叫赤土釜，
其容量有八升至一斗。把丹砂放入釜中，用六一泥封固，用
马粪、糠作燃料，烧三十六日经三次大变，就炼成了“金液
还丹”。这就是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一书中所介绍的大
体情况。

魏伯阳早年在长白山云游时，获古人所撰《龙虎经》;又在往
来京都洛阳和故乡密县之间，得到《三十六水法》、《太清
金液神丹经》、《黄帝九鼎神丹经》等“火记六百篇”，这
些丹经是古人炼丹经验的结集，是古人在人类人体生命科学
研究方面的智慧结晶，是东汉时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化学、冶
炼学发展的里程碑。魏伯阳接受了古人和当时人的炼丹理论
之后，开始了实验养炼，又经历了相当长的、无数次的反复
实践，获得了真实的经验。



魏伯阳面对自己的炼丹成果，产生了极度矛盾的思想：这些
成果完全公之于世，不法之徒会借此欺世盗利，自己将受到
天的谴责;这些经验完全是秘而不宣吧，那无疑会失传，将是
终生十分遗憾的事。有违良知。就这样，在想写而又不完全
写明、想传而不泄露天机的思想矛盾状态下，用自己高深的
文学修养，精湛的文字表达能力，将他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世
了，这就是今天流传的丹经之祖《周易参同契》，被后世尊为
“万古丹经王”。

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是仿照东汉出现的纬书之名《易
纬参同契》。“周易”本为书名，“周”是指周代，“易”
是取变化多端之义，表示《周易》的特点。“参”是古
文“三”字，“同”是相通的意思，“契”是“书”的意思。
“参同契”是三道公同的经典。三道即是大易、黄老与炉火。

魏伯阳写成《周易参同契》以后，先后秘密地传授给两个人，
一个是青州的徐从事，一个是洛阳市长淳于叔通。徐从事的
名字己不可考，“从事”可能是官职名。他是《周易参同契》
的第一位注释者，由于不愿扬名显姓，因此在注释本上也隐
去了自己的姓名。淳于叔通名斟，叔通是他的名字。他爱好
道术，擅长占卜。汉桓帝的时候，曾担任过节徐州县令、洛
阳市长等职，后来弃官归隐，养性修真去了。《周易参同契》
就是通过他们两人而流传下来的。

晋代葛洪的《抱朴子内篇·遐览》提到的《魏伯阳内篇》是否
《周易参同契》的异名?不得而知。至唐代，《周易参同契》
始有着录和注疏。五代时蜀地的彭晓，南宋的朱熹，都有注
本传世。此后注家蠭起，引起学者重视。不过，都是从丹学
角度去研究的。

1932年，广州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吴鲁强将《周易参同契》
译成英文，引起世界学术界重视，苏联的《苏联大百科全书》
和《普通化学教程》都对此书作了介绍;英国李约瑟博士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三部分专题探讨《周易参同契》



的科学内容，更引起国外学术界的注目。

此后，“出口转内销”，《周易参同契》才引起中国大陆科
技界、宗教界、气功界、哲学界的广泛注意，“万古丹经
王”才被传播开来。

据《神仙传》说，魏伯阳曾带领三个弟子入山炼神丹。

他知道两个弟子心不诚，乃设计考验他们，在神丹炼成那天
就试探他们说： 金丹虽成，应该试试它灵不灵。我们先给狗
尝，狗吃了能飞天，人就可以服用，如果狗吃了死掉了，人
就不可服用。 说完就扔一粒令人暂死的毒丹给狗吃，狗立即
就死了。魏伯阳转过身来对弟子说： 这丹恐怕炼不成了，拿
它来喂狗，狗吃了就死，恐怕人吃了像狗一样，怎么办· 弟
子问他： 师父你吃不吃· 魏伯阳回答说： 我离家背井入山
炼丹，就是想求得长生不死，今日修仙不成，我还有什么脸
面回去·死生原来没有什么不同，我就服用吧。 说完便服丹
死去。弟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 出来炼丹，是想求得
长生不死，而服用了神丹反而马上死掉，不知该怎样好· 其
中一个弟子说： 师父并非凡人，他服丹而死，必有深意。
于是也跟着服丹而死。

另外两个弟子看见这一幕，就互相讨论说： 炼丹为的是求长
生，而今服用了仙丹反而死了，炼丹还有什么用·倒不如不
炼丹不服丹，回去还可以活几十年。 于是决定不服用，两人
一起出山，为死去的魏伯阳和另一位弟子买棺材。谁知他们
一走开，魏伯阳复活了，再用神丹救醒虞姓弟子和白狗。

于是，魏伯阳留下一封信便带着弟子、牵着白狗一同游仙去
了。另外两个弟子见信后懊悔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