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砚台的典故 中秋知识典故心得体会
(通用6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范文
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
看吧

砚台的典故篇一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也是一个与家人团聚相
互祝福的日子。而中秋节背后隐藏着许多寓意深远的典故，
这些典故带给了我很多的启示与理解。今天，我想分享一些
我对中秋节典故的心得体会。

首先，让我们来谈谈著名的典故——嫦娥奔月。据说远古时
期，人们都有火、祸、疫的灾难。后羿射下了九个太阳后，
引起了太玄之祸，玉皇大帝赏赐给嫦娥仙药，因为这样可以
让嫦娥拥有高强度的拯救天下的力量。嫦娥善良而聪慧，她
决定将仙药交给人间，但她又不忍心看到世间不幸，于是她
决定自己去环游世界，帮助人们摆脱灾祸。直到有一天，她
在广寒宫看到了一个人类的夫妻跪在地上祈祷，希望能得到
仙药拯救他们家人的灾难。嫦娥动了恻隐之心，她决定给他
们仙药，让他们自行处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心与慈悲
相互联系，当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时，我们也能同时帮助
自己。嫦娥的行为是无私的，她并没有指望别人回报她，而
是出于对人们的同情而行动。这个故事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指
导原则：善良与慈悲应该是人与人相互交往的重要基石。

其次，让我们来谈谈玉兔捣药的典故。在这个故事中，我们
看到了一只非凡的玉兔，它身体散发着耀眼的光芒，能够随
着心灵之感觉飞到月亮上。玉兔之所以被尊为仙兽，是因为



它拥有古老的仙力所赋予的恩赐。根据中国古代的传说故事，
玉兔经常捣药，用心灵的力量制作出具有强大功效的圣药，
并且将它们奉献给需要帮助的人们。这使我想到我们自己的
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内心中的那只玉兔，通过付出和投
入，我们能够创造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都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制造出改
变世界的力量。这个故事对我的启示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无
限的潜力，只要我们发挥出来！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吴刚裁月的典故。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个关于坚持和追求的故事。吴刚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
他曾帮助过很多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但是，吴刚
一直感到不满足，他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赞美和尊重。于是，
他决定独自上山种桂树，希望这样能赢得更多的赞美。但是，
每次他种下桂树后，桂树到了第二天早上就消失了，当他转
过身去看剩下的树苗时，他发现桂树又重新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才明白，桂树是神在考验他是否真的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
的目标。这个故事给我的启示是：当我们追求一项目标时，
我们应该具备坚韧不拔的决心和毅力。只要我们坚守初心，
努力追求，我们终将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

最后，让我们来谈谈李白和杜甫的典故。这个典故描绘了两
位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在月亮下的相聚和离别的故事。两
位诗人在中秋节的月夜下相遇，互相向对方赠送了自己最婉
转动人的诗篇。他们分享了彼此的梦想和对现实的思考，相
互倾听和鼓励。然而，当月亮升高，黑暗笼罩大地时，他们
不得不分别，并期许将来的再次相见。这个故事给我的启示
是：无论是师友还是朋友，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都需
要向他们寻求支持和鼓励。虽然我们经历着离别和分别，但
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当我们再次相聚时，我们将更强大，更
有韧劲。

在总结中秋节的这些典故时，我对自己有了更深的理解。这
些典故教会了我慈悲、付出、坚持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的重



要性。我会努力将这些经验融入自己的生活中，用行动去证
明中秋节的真正意义。无论我们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能够体
验到这些美好的品质，并将其传承下去，让中秋节的寓意和
价值得以永久传承。

砚台的典故篇二

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重要节日之一，也是中国人民的团圆
日。与此同时，中秋节也是一个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
厚的历史传统的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久违
的家人团聚的温暖，品尝到香甜的月饼和玩赏明亮的皓月。
然而，中秋节的起源和典故则更是让这个节日充满了神秘和
魅力。

第一段：中秋节的起源和传说

据传说，中秋节最早源于中国上古时代的帝王朝代。据传中
秋节是由帝尧时代开始，流传至今。那时我国百姓在这一天
总会彼此互相赠送礼物。在这一天里一般人都有一块虎头的
红丝线。如有人于中秋夜里因一时忘情给别人戴上，则两人
就会心灵相通、相知相愿。后来，到了中秋节，夜晚的明月
更加让这个节日多了一份美感。

第二段：传统中秋节的习俗和文化内涵

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有着丰富的习俗和文化内涵。
在这一天，人们会赏月、吃月饼、赏月和赏月艾。这些习俗
典故是深厚而又独特的。赏月是中秋节的重要活动之一，人
们会聚集在一起，一边赏月一边谈笑风生。吃月饼是中秋节
的重要传统，月饼圆满寓意团圆，象征着祈福平安。赏月艾
则是一种除旧迎新的习俗，在院子里则种上一小块艾草，然
后在中秋节开始前把艾草烧掉，象征着消灾香火。

第三段：中秋典故的内涵和意义



中秋节有着许多的典故，这些典故不仅“源远流长”，而且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典故
莫过于“嫦娥奔月”。据说，后羿得了不死药后，受妖精富
兰克林威尔士的挑唆，抢夺了后羿的不死药，后羿担心不死
药落入妖精手里会带来世间灾祸，急忙喝了不死药，然后飞
升到了月宫嫦娥成为月亮宫的仙女。这个故事不仅寓意着背
人背后奸计，更展现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更是表达了中
华民族勾人s勇敢，坚韧不拔的精神。

第四段：中秋节对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秋节不仅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中秋节代表着家庭的团聚、友情
的坚定和爱的升华。在这一天，人们可以感受到深深的亲情
和友情，许下美好的祝福。同时，中秋节也是中国文化的一
个重要符号，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平等友爱和家庭的重要性。

第五段：我对中秋节的体会和感悟

中秋节是我国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传统节日，它让
人们更加感受到亲情、友情和爱情的重要性。在这个节日里，
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智慧。同时，中秋节
也是家庭团聚的时间，无论离家求学还是远在他乡打拼的人
都能在中秋节找到一份家的温暖和依靠。对于我来说，中秋
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也是一个寄托思念的日子。每年的中
秋节，我会思念远离家乡的亲人，把他们的思念寄托在那皎
洁的月光下。

中秋节是中国人民心心念念的传统节日，它不仅代表了家的
温暖和团聚，更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这
个特别的日子里，人们可以融入到浓郁的传统文化中，感受
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和智慧。无论是传说中的繁星和皓月，还
是赏月和赏月饼的习俗，中秋节都饱含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追求。对我来说，中秋节更是让我懂得了家庭的重要性和



团结的力量。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会感谢亲人的陪伴，
珍惜当下的幸福，并向着自己的梦想勇敢迈进。中秋节给了
我思考和感悟的空间，让我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价值和追求的
道路。

砚台的典故篇三

是比喻事情发展到最后，真相或本意显露了出来。故事源自
战国的秦始皇与荆轲。

《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
’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战国末期，秦国实力强盛，攻灭了韩、赵两国后，又向燕国
进军。为此，燕太子丹决定派人去行刺秦王，以扭转局势。

那么图穷匕见的主人公是谁呢?太子丹物色到一位勇士，名叫
荆轲，此人就是图穷匕见的主人公。他擅长剑术，是行刺秦
王的最好人选。为了使荆轲能接近秦王，特地为他准备了两
样秦王急于想获得的东西：一是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将领樊
於期的头颅，二是燕国督亢地区(今河北涿县东)的地图，表
示燕国愿将这块地方献给秦国。这两样东西分别放在匣子里。
行刺秦王的匕首，就放在卷着的地图的最里面。此外，还为
荆轲配了一名助手，此人叫秦武阳。临行时，太子丹和荆轲
的好友高渐离身穿丧服，将荆轲送到易水边。高渐离为他们
弹奏了《易水寒》。

秦王得知燕国派人来献两样他最需要的东西，非常高兴。在
都城咸阳宫内隆重接见。荆轲捧着装有樊於期头颅的匣子走
在前面，秦武阳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跟在后面。

秦武阳在上台阶时，紧张得双手颤抖，脸色变白。荆轲赶紧
作了解释，并按秦王的要求，接过秦武阳手里装有地图的匣
子，当场打开，取出地图，双手捧给秦王。秦王慢慢展开卷



着的地图，细细观看。快展到尽头时，突然露出一把匕首。
荆轲见匕首露现，左手抓住秦王衣袖，右手举起匕首便刺。

但是，荆轲并未刺中秦王。秦王急忙拔剑自卫，却又一时拔
不出来。于是两人绕着柱子转。卫兵因没有秦王命令，不敢
擅自上前。

就在这紧张的时刻，秦王的侍臣突然将医袋抽打荆轲，并提
醒秦王把剑推到背后拔出。秦王顿时醒悟过来，迅速拔出剑
来，一剑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倒地后，将匕首投向秦王。
结果未中，被拥上来的卫兵杀死。

砚台的典故篇四

退避三舍：春秋时期，晋国内乱，晋献公的儿子重耳逃到楚
国。楚成王收留并款待他，他许诺如晋楚发生战争晋军将退
避三舍（一舍为三十里）。后来重耳在秦穆公的帮助下重回
晋国执政。晋国支持宋国与楚国发生矛盾，两军在城濮相遇，
重耳退避三舍，诱敌深入而大胜。

一鸣惊人：相传楚庄王（另一说为齐威王）临政三年终日作
乐，不理朝政。一臣下对庄王说：“听说国中有一只大鸟，
三年不飞，三年不鸣，是怎么回事？”庄王说：“此鸟不飞
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然后整顿朝政，
富国强兵，短短数年形成大治局面。

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并俘虏了越王勾践。勾
践给夫差喂了三年的马，受尽折磨，回国后立志报仇复国，
请范蠡帮助训练军队，任用有贤能的人，自己亲自参加劳动
并坚持睡在柴草上，每次饭前均要尝一个苦胆，后来终于灭
掉吴国。

老马识途：春秋时期，齐桓公应燕国请求，带兵打败了山戎
国的侵犯；山戎国国王密卢逃到孤竹国请求救兵，管仲跟随



齐桓公打败了孤竹国的援兵。在回国途中，因假向导引入迷
谷，使齐军受困。管仲建议用一匹老马带路而化险为夷。

负荆请罪：战国时，赵国有两位重臣廉颇与蔺相如，因蔺相
如多次立功，赵王封他为相国，廉颇不服气，认为自己的武
功盖过他的嘴。蔺相如为了国家，对廉颇多次避让，廉颇得
知他的良苦用心后惭愧不已，便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门请
罪，从此两人和好，成为同生共死的交情。

纸上谈兵：战国时，战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饱读兵书，能
健谈用兵之道，连父亲也难不倒他，自认为是天下无敌。赵
奢认为他是纸上谈兵不知交通。后来赵奢死了，赵括顶替廉
颇带兵，蔺相如等人极力反对，赵王坚持，赵括在长平之战
中损兵４０万。

三令五申：孙武流寓于吴，吴王想试试孙武的军事才能，就
将１８０名年轻宫女交给孙武操练。孙武将宫女分作两队，
让吴王的宠姬当队长。孙武向宫女们交代了口令之后击鼓传
令，宫女们一阵哄笑，队伍乱成一片。孙武再一次下达命令，
宫女们只觉得好玩，根本不听命令。孙武说号令既然已经明
白又不听令，这是头领之罪，下令将两名队长处死。吴王急
忙叫人传令不能斩杀王妃，孙武仍然杀了两个王妃。然后，
孙武重新操练宫女，这回没人敢不听号令了。

胡服骑射：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决心变革图强。武灵王
见胡人（少数民族）身着窄袖短褂便服，骑着战马，边跑边
射箭，行动迅疾，十分灵活，便决定向胡人学习，改革士兵
服装，发展骑兵。不到一年功夫，赵国拥有一支强大的骑兵，
经过南征北战，赵国成了当时有数的强国之一。

窃符救赵：战国时，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都城邯郸。赵国向
魏国求救，魏国派兵前去救赵。秦国听说魏国派兵救赵一事，
派人去魏国威胁魏王，魏王屈服于秦国，下令让前去救赵的
魏兵按兵不动。赵王向魏国公子信陵君写信求救。信陵君曾



为魏王的宠妃如姬报了杀父之仇，信陵君请求如姬从魏王那
里盗出了兵符，从而夺取了兵权，率领几万精兵，奔赴邯郸，
打败了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砚台的典故篇五

【释义】四面都是楚人的歌声。后用来比喻四面受敌;处于孤
立无援的处境。

【语出】梁启超《中国国会制度私议》：“殆陷于四面楚歌
之中;反恃解释条文以持其说。”

【人物】项羽(今江苏宿迁人)和刘邦(今属江苏丰县人)原来
约定以鸿沟(在今河南荣县境贾鲁河)东西边作为界限，互不
侵犯。后来刘邦听从张良和陈平的规劝，觉得应该趁项羽衰
弱的时候消灭他，就又和韩信、彭越、刘贾会合兵力追击正
在向东开往彭城(即今江苏徐州)的项羽部队。终于布置了几
层兵力，把项羽紧紧围在垓下(在今安徽灵璧县东南)。这时，
项羽兵少缺粮，夜里又听见四面围住他的军队都唱起楚地的
民歌：“难道刘邦已经得到了楚地了吗?为什么他的部队里面
楚人这么多呢?”心里已丧失了斗志，骑上马带了仅剩的八百
名骑兵，从南突围逃走。边逃边打，到乌江畔自刎而死。

【释义】去掉旧的看法，用新眼光看待。

【语出】宋朝杨万里《送乡僧德璘监寺缘化结夏归天童山》：
“一别璘公十二年;故当刮目为相看。”

【人物】吕蒙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没有机会读书，后来跟着
姐夫打帐很勇敢，得到了孙权的赏识。有一次。孙权很认真
地对吕蒙说：“你现在是国家的栋梁，要好好读书啊”。吕
蒙嘻皮笑脸的回答说：“我现在整天打仗，忙得很呢，哪里
有时间读书啊。” 孙权很严肃：“我这个当国王的要比你还
忙吧?我读了那么多书还嫌不够用，现在还抽空读许多史书和



兵书，很有好处啊。你看现在曹操这么老了，还很好学呢，
你可不要把我的话当玩笑啊。”后来吕蒙下定决心，一有空
就读书，学识长见得很快。有一次，当时的大知识分子鲁肃
和吕蒙一起讨论国家大事，鲁肃常常被吕蒙问得不知道该怎
么回答。鲁肃很高兴地轻轻地拍拍吕蒙的背说：“以前我以
为你这个大老粗只是在军事方面有本事，现在才知道你学问
很好啊，看法独到，你再也不是以前吴下(吴国)的那个阿蒙
了!” 吕蒙很自信地笑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
怎么能用老眼光看我呢。”

【释义】先前态度傲慢，后来恭敬有礼。形容前后态度截然
不同。

【语出】吴承恩《西游记》：“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
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

【人物】苏秦周游列国，向各国国君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无一个国君欣赏他。苏秦只好垂头丧气，穿着旧衣破鞋回
到家乡洛阳。家人见他如此落魄，都不给他好脸色，苏秦的
嫂子不给做饭，还狠狠训斥了他一顿。

这件事大大刺激了苏秦，经过一年的苦心揣摩，苏秦掌握了
当时的政治形势，在周游列国时说服了当时的齐、楚、燕、
韩、赵、魏六国“合纵抗秦，并被封为“纵约长”，做了六
国的丞相。苏秦衣锦还乡后，他的亲人一改往日的态度，
都“四拜自跪而谢”，其嫂更是“蛇行匍匐”。面对此景，
苏秦对嫂子说了这句话“嫂子为什么之前那么傲慢，而现在
又那么恭敬呢?”

【释义】刘备曾三次到诸葛亮的茅庐拜请诸葛亮出来辅佐自
已打天下。比喻诚心诚意，一再邀请、拜访有专长的贤人。

【语出】马致远《荐福碑》：“我信着半间儿草舍;再谁承望
三顾茅庐。”



【人物】汉末，曹操坐据朝廷，孙权拥兵东吴，汉宗室刘
备(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听说诸葛亮(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
很有学识才能，就和关羽、张飞带着礼物到隆中(今河南南阳
城西，一说为湖北襄阳城西南)卧龙岗去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
恰巧诸葛亮这天出去了，刘备只得失望地转回去。不久，刘
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
外闲游去了。他们第三次访诸葛亮。到时，诸葛亮正在睡觉。
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彼此坐下谈
话。诸葛亮见到刘备有志替国家做事，而且诚恳地请他帮助，
就出来全力帮助刘备建立蜀汉皇朝。

【释义】指年轻人可培养。

【语出】西汉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父以足受，笑而
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返，曰：''''''''孺
子可教矣。’”

【人物】张良，字子房。他原是韩国的公子，姓姬，颍川城父
(今河南省宝丰县李庄乡古城村)人。因行刺秦始皇未遂，逃
到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隐匿，才改名为张良。

有一天，张良在桥上散步遇到一个穿褐色衣服的老人(黄石公，
隐士)。那老人的一只鞋掉在桥下，看到张良走来，便叫
道：“你替我去把鞋拣起来!”张良便下桥把鞋捡了起来。那
老人又对张良说：“来!给我穿上!”张良便恭敬地替老人穿
上鞋。老人站起身，一句感谢的话也没说，转身走了。

张良愣愣地望着老人的背影，猜想这老人一定很有来历。果
然，那老人走了里把路，返身回来，说：“你这小伙子很有
出息，值得我指教。”后来老人交给张良一部《太公兵法》
说：“你要下苦功钻研这部书。钻研透了，以后可以做帝王
的老师。”后来，张良研读《太公兵法》很有成效，成了汉
高祖刘邦手下的重要谋士，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释义】在墙上凿开一个小孔，偷借邻家的灯光读书。形容
在艰苦的条件下仍坚持刻苦学习。

【语出】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
烛;邻舍有烛而炽不逮;衡乃穿壁引光;以书映光而读书。”

【人物】西汉时候，有个农民的孩子，叫匡衡。他小时候很
想读书，可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买不起书，只好借书
来读。有一天晚上，匡衡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
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匡衡想了一个
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
的光亮也大了，他就凑着透进来的灯光，读起书来。匡衡就
是这样刻苦地学习，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释义】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志气和身体更壮。

【语出】《后汉书马援传》：“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
壮。”

【人物】东汉名将马援，扶风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市窦马村)
人。从小就胸怀大志，他打算到边疆去发展畜牧业。马援长
大以后，当了扶风郡的督邮。有一次，郡太守派他送犯人到
长安。半路上，他觉得犯人怪可怜的，不忍心把他送去受刑，
就把他放走了，为此丢了官，逃亡到北朝郡搞起畜牧业和农
业生产，成了一个大畜牧主和地主，把自己积攒的财产、牛
羊，都分送给他的兄弟、朋友。他常说：“做个大丈夫，总
要''''''''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才行”。就是说，越穷困，
志向越要坚定;越年老，志气越要壮盛。后来，马援成了东汉
有名的将领，开国功臣之一，为光武帝立下了很多战功。

【释义】指读书人放弃文化工作参军入伍。

【语出】《后汉书班超传》。



【人物】班超是东汉一个很有名气的将军，他从小就很用功，
对未来也充满了理想。有一天，他正在抄写文件的时候，突
然觉得很闷便丢下笔说：“大丈夫应该像傅介子、张骞那样，
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怎么可以在这种抄抄写写的小事中浪费
生命呢!”

后来，他当上一名军官，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得到胜利。接
着，他建议和西域各国来往，以便共同对付匈奴。朝廷采取
他的建议，就派他带着数十人出使西域。在西域的三十多年
中，他靠着智慧和胆量，度过各式各样的危机。班超一生总
共到过五十多个国家，和这些国家保持和平，也同时宣扬了
汉朝的国威。

【释义】原指残害灭绝各种生物。后指不知爱惜物品;随意毁
坏糟蹋。

【语出】《尚书武成》：“今商王受无道;暴殄天物;害虐烝
民。”

【人物】三人(宝钗、李纨、探春)只是取笑之谈，说了笑了
一回，便仍谈正事。探春因又接说道：“咱们这园子只算比
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
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
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
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
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
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红楼梦》第
五十六回)

【释义】正面迷惑敌人，而从侧翼进行突然袭击战略;也比喻
男女私通。多比喻暗中进行活动;常跟“明修栈道”连用。

【人物】《三国演义》第六十九回：“臣已算定今番诸葛亮
必效韩信暗渡陈仓之计。”



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褒城)。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
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
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入蜀的栈道，表
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
击。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
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
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
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
中宝地。一个“明修”，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
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砚台的典故篇六

秦国发兵攻打赵国，在长平(今山西省高平县)摆开了战场。
担赵军抵挡不住秦兵，连连溃败。怎么办呢？赵王召来大臣
楼昌和虞卿商议对策。赵王说：

“长平战事，我们不胜，新近又战死一员都尉。我想再增派
军队往长平去抵挡秦兵，你们的看法如何？”

楼昌说：“再增派军队也没用。不如派大使到秦国去求和。
不然，我们的军队将会彻底被秦兵消灭。”

但虞卿不同意楼昌的见解。他说：

“我看现在不必去求和。主张求和的人，总是强调“不求和，
必破”。其实，未必是这样。大王，你说，秦国攻打我们是
不是一定要消灭我们军队呢？”

赵王说：“是啊！秦国不遗余力，看来是定要消灭我们的部
队才甘心啊！”

虞卿说：“就按大王说的，秦国要消灭我们军队，我们应该
去求和，现在也不能派大使到秦国去。请听我的话，先派使



者带着宝物去赠送给楚国和魏国。楚王和魏王要是得到了赵
国赠送的宝物，便一定会高兴地接纳我们的使者。一旦我们
的使者进入楚国和魏国，秦王必定会怀疑天下人要联合起来
对秦，因而感到惶恐。那时，和谈就好进行了。”

可是赵王不以为然，终于没有接受虞卿的意见。

不久，赵王派郑朱为特使，到秦国去求和。郑朱走后，赵王
又召来虞卿，问道：“我已派郑朱到秦国去和谈，您对这件
事有什么看法呀？”

虞卿回答说：

“和谈不会成功。但这样一来，赵国的军队很可能为秦国所
破灭。这是因为，郑朱是我们赵国的一位显贵的人物。他到
了秦国，秦王以及应侯范睢一定会借机宣扬他们的胜利。天
下的诸侯也一定向秦国祝贺。而楚、魏两国以为我们跟秦和
谈了，也不会派兵来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和秦国和谈，秦
国的条件一定会很高。如果我们应允，秦国是一定不肯让步
的。所以我说，和谈不一定能成功。”

果然，郑朱一到秦国，秦王和应侯范睢便借郑朱的到来向天
下扬言说他们攻打赵国取得了胜利。还说，秦国终于不肯与
赵国和谈。

随之，长平之战爆发，赵国溃不成军，赵国的京都邯郸也被
秦兵包围了。

结果，赵王割了六县送给秦国作为求和条件，秦兵才解除了
对邯郸的围攻。事后，虞卿问赵王说：

“秦兵不围困邯郸了。您以为是秦兵疲倦了才撤退的呢？还
是他们的力量能持续下去，因割了六县给他们才撤退的
呢？”



赵王说：

“秦国部队攻打我们是不遗余力的，我看也许是因为兵卒疲
倦才撤退的。”

虞卿说：“是的，秦国以它的力量击他所不能取得的，结果，
搞得疲惫不堪而退兵。可是您又以它的力量所不能得到的奉
送给它，这无疑是帮助对方来攻击自己啊”我看明年秦国还
会再来攻打我们的。到那个时候，哈哈，我们也许就可能无
可救药了。”

虞卿一席话，引起了赵王的'深思。

后来，赵王又把虞卿的一席话说给一个名子叫做赵郝的臣子
去听。对于虞卿的话，那赵郝很不以为然，说道：

“虞卿说的真是那么一回事吗？六座县城不过像弹丸之地。
现在不割让给秦国的话，秦国可能明年还要来攻打我们赵国，
到那时候恐怕还得割让土地去求和呀！”

听了赵郝的话，赵王更不知道如何是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