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 邯郸成语
故事会心得体会(模板9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
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质范文，
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一

邯郸成语故事会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通过参与这个活动，
我不仅了解到许多有关成语的故事，还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下面，我将分享一些我的心得体会。

首先，邯郸成语故事会让我对成语的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在过去，我常常把成语当作词语的组合来记忆。然而，在故
事会上，我发现每个成语都有它们独特的来源和背后的故事。
例如，我们都知道成语“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但是在
故事会上，我听到了这个成语背后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的
是一个人过分殷勤只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恶意。这使我意识到
成语不仅仅是表达某种情感或情景的词汇，更是对人们为何
要使用这个成语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其次，邯郸成语故事会使我更加了解了邯郸的历史和文化。
邯郸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城市，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
遗产。在成语故事会上，讲解员向我们介绍了邯郸地区的一
些历史事件和名人故事，这些故事与成语紧密相关。通过了
解邯郸的历史和文化，我深深感受到邯郸成语的独特魅力和
深厚底蕴。

第三，邯郸成语故事会培养了我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在故
事会上，我不仅仅是被动地听取知识，还可以参与到互动的
游戏和问答环节中。这种经验不仅使我更深入地学习到了成



语的知识，还增加了我的参与感和学习的乐趣。我发现自己
对成语的学习变得更加主动和积极，也希望深入了解更多的
成语故事，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

另外，邯郸成语故事会也让我认识到成语的应用价值。成语
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它们承载了智慧和经验的积累。通过学
习成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中文，并且能够更好地
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使用成
语来形容某种情感或情景，成语成为了我们沟通交流的重要
工具。因此，通过邯郸成语故事会的学习，我意识到成语不
仅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能够丰富我们语言表达能力的宝
贵资源。

最后，邯郸成语故事会让我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广博和深邃。
通过学习成语的故事，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成语不仅仅是汉语
中的词汇，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成语中蕴含了
对人生智慧和道德观念的思考，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真善美
的追求。这让我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更深的敬意，也更加想要
了解和传承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

通过参与邯郸成语故事会，我不仅仅学到了更多关于成语的
知识，还收获了一份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我深深感受到邯郸
成语的魅力和渊源，也对中国文化的广博和深邃有了更为深
刻的认识。通过积极学习和运用成语，我希望能够更好地表
达自己，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中国文化的精髓。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二

公元前659年季友立公子姬申为国君，即为鲁僖公。同年，季
友迫使莒国将鲁国乱臣庆父交还鲁国。由于季友对鲁国王室
忠心耿耿，为维护鲁国的安定做出了贡献，僖公便把汶水北
面的土地及费这个地方赐给了季友，并命季氏世代为上卿。
从此，费地成为季氏的私邑。从此季友的子孙被称为季孙氏。



季孙氏以颛臾国靠近费邑，以后会给子孙造成威胁为借口，
要出兵伐颛臾。颛臾在商代即是方国，故址在今平邑县柏林
乡，至今平邑镇东还有颛臾村。

周成王时颛臾成为鲁国附庸。颛臾地处鲁国首都曲阜和季氏
采邑费城之间，周王室曾授权其祭祀少皋和蒙山，季氏要对
这样一个处在鲁国疆域之内的附庸国大动干戈，这使孔子十
分反感。他说，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季孙氏当时只是一个卿大夫，是不能擅
自征伐的。

季孙氏家臣子路和费邑宰冉求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师孔子。
孔子讲了一番季氏不应伐颛臾的道理，最后说：“吾恐季孙
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一语点破了季氏伐颛
臾的真正原因。

萧墙，指宫室内当门的小墙或屏风。“萧墙之内”暗指鲁君。
当时，季孙氏把持鲁国朝政，担心一旦鲁君起兵收回主权，
颛臾会凭借地利帮助鲁君，便想先下手为强，消灭颛臾。所
以孔子说，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鲁君(萧墙之内)。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三

邯郸成语故事会是一场令人难忘的文化盛宴，通过对成语的
解读和故事的讲述，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深刻的理
解和认识。我参加了这场文化活动，并在其中收获了许多体
会。

第一段：邯郸成语故事会的开场让人印象深刻。整个活动在
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人简要介绍了成语的起源和意
义，让我对成语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每一个成语
都是我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它们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
史背景。在成语故事会上，我们将接触到的成语一个个呈现
在眼前，更加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第二段：参加邯郸成语故事会，我发现成语与现实生活密切
相关。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解，我不仅听到了故事的情节和高
潮，更是深入理解了成语蕴含的思想和道理。例如，成
语“百步穿杨”是从一则关于射箭竞赛的故事中演化而来，
它告诉我们，只有勤奋训练和不懈努力，才能取得优异的成
绩。成语不仅是中国古代文人墨客的智慧结晶，更是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可以借鉴和应用的智慧之光。

第三段：邯郸成语故事会让我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奥和思
维的独特。中国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融合了众多的思想和
观念。而成语作为中国特有的表达方式，将深刻的思想和哲
学理念以简洁有力的形式表达出来。通过研究和学习成语，
不仅能提高我们的语言修养和表达能力，更可以领略到中国
文化的独特魅力。

第四段：成语故事会不仅是学术上的盛会，更是一场对个人
修养的熏陶。在邯郸成语故事会中，不仅有讲解成语的学者，
还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分享他们与成语相关的故事和体会。
与他人的交流和分享让我受益匪浅，不仅增加了对成语的理
解和运用，更开阔了我的眼界，拓宽了我的思维。通过与他
人的互动，我深刻体会到成语的伟大和智慧，也明白了成语
对于我们个人修养的重要性。

第五段：邯郸成语故事会结束后，我对成语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更加全面的理解。成语不仅是一
种语言现象，更是中国文化精髓的体现。通过学习成语，我
明白了成语蕴含的宝贵思想和道德底线，明白了成语在我们
的生活中的普遍适用性和重要性。参加邯郸成语故事会，让
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更加爱国心。作为
一名受教育者，我要不断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努力做到
“识字、平安、讲文化”，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
传承贡献自己的力量。

总结：邯郸成语故事会是一场让人难忘的文化盛宴。通过对



成语的解读和故事的讲述，我对成语的重要性和深刻内涵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成语不仅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更是中国文化的深奥和思维的独特体现。参加邯郸成语故事
会，让我受益匪浅，增强了对成语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提
高了个人修养。我要不断学习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
民族的繁荣和中华文明的传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四

公元前354年，赵国进攻卫国，迫使卫国屈服于它。魏惠王十
分恼火(因卫国原来是魏国的属国)，于是拨五百战车以庞涓
为将，直奔赵国都城邯郸。赵国本就小国，根本抵挡不利啊
魏国的进攻，只得向齐国求救。

齐国大臣邹忌主张不救，因为这样会消耗本国的实力。但大
臣段干纶认为，如果魏国打败赵国，魏国的势力会更加强大，
进而对齐国造成威胁，因此极力主张支援赵国。齐王采纳了
段干纶的建议，以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出兵八万救赵。

孙膑在分析形势后，认为魏国军队很强大，如果与魏军正面
交锋会造成齐国的较大损失，所以应该避实就虚，趁着魏国
精锐部队在外，魏国国都大梁防务空虚的机会，攻打它的国
都，迫使魏军回救大梁，赵国的危险就会自然消解。

田忌采纳了军师孙膑的建议，为给敌军制造齐国部队弱小的
假象，故意派无能的军官带兵进攻魏国的军事重镇平陵，结
果齐军大败。魏国大将庞涓以为齐军不堪一击，于是加紧对
赵国的进攻，丝毫没有想到齐军会攻打魏国的国都大梁。

与此同时，孙膑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进逼魏国国都大梁。庞涓
闻讯，迅猛从攻打赵国的前线往回撤军，长途跋涉去保卫国
都。因为兵困马乏，又陷入孙膑的包围圈中，结果魏军被打
得落花流水。



成语“围魏救赵”由此而来，亦是《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之
一。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五

小时候，我听过许多有趣的成语故事，这些故事中有智慧，
有道理，也常常让我感悟颇深。现在我已经是五年级的学生
了，再次接触到这些成语故事，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这些
故事向我们展示了中华文化的魅力和智慧，它们让我更加亲
近祖国，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

第二段：阐述学习成语故事的收获

通过听成语故事，我学会了很多道理。比如说，“螳臂挡
车”告诉我们不要自不量力；“画饼充饥”告诉我们不能浪
费；“守株待兔”告诉我们不能贪图不义之财；“井底之
蛙”告诉我们要拓宽自己的视野。这些成语故事里面的经验
教训，不仅是古人们辛苦探索的结果，也是我们今天需要传
承和发扬的精神财富。

第三段：谈谈自己的成语故事喜好

我最喜欢的成语故事是《井底之蛙》，这个寓言故事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故事中的青蛙固守井底，只知道这个小小
的空间，最终死在里面；而那些见多识广的青蛙则能够远视
田野、近观花卉，成为真正的大青蛙。正是这个寓言故事，
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要只看到自己眼前的东西，要多观
察多思考，开阔自己的视野，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第四段：谈谈成语故事的互动性

学习成语故事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输入，还需要我们主动思考，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通过想象，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成
语故事中所蕴含的道理。比如说，当我们想象一只螳螂挡住



了一只车，那种弱小但坚韧的力量，就能够更好地贴切我们
现实生活中的场景。通过想象和互动，我们能够更好地领会
成语故事中的道理，带来更多的心灵感悟。

第五段：结尾总结，对成语故事的期望

学习成语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应对语文考试，更是为了理解
中华文化，从而实现自我价值。我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在成语
故事中汲取营养，磨砺自我的思考力和表达能力，成为一个
自信、有爱心、懂事理的人。我也希望更多的小伙伴能够了
解成语故事的深刻内涵，通过其中的故事，让自己变得更加
聪明、独立和自信，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六

我是一名五年级的学生，最近我们班上开始听成语故事。我
一开始对此并不感兴趣，觉得成语很难懂，也不知道有什么
用处。但是，在老师的介绍下，我开始认真听故事，逐渐感
受到成语背后所传递的智慧和丰富文化内涵。

第二段：分析成语故事的益处

听成语故事的益处不仅在于让我们熟悉和理解成语的含义，
更在于帮助我们提高语言表达和思考能力。一些成语故事涵
盖着人生哲理和道德准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
和人生观。而且，成语既有时间的古老感，又具有现代的生
命力，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结合点，能够让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文化根源。

第三段：分享听过的具有印象的成语故事

在课上，我们听了很多具有印象的成语故事，比如《一箭双
雕》、《画龙点睛》、《除恶务尽》等等。这些故事有的给
我们带来感慨和启示，有的让我们感受到智慧和机智，还有



的故事教导我们“宁可负荆请罪，不能苟且偷生”的精神。
通过这些成语故事的学习，我们不仅扩充了词汇量，同时也
悟出了其中蕴含的人生道理。

第四段：归纳总结成语故事的启示

成语故事中的背后藏着许多人生智慧，也会在我们生活中为
我们指明方向。比如，《画龙点睛》告诉我们在困境中寻找
突破口，抓住关键点去化解问题；《一箭双雕》则教导我们
追求更高的目标，不断超越自己；《除恶务尽》则强调了每
个人的责任心和正义感。这些成语故事，正是在用生动形象
的故事情节，阐述了人生哲理和道德准则，为我们指明去路，
启示我们做人的方向。

第五段：结尾总结，表达个人收获

通过这段时间的成语故事学习，我感觉受益匪浅。我不仅认
识了很多新的成语，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人生智慧。成语故
事的学习，不仅是对我们语文知识的强化，更是我们人生经
验和智慧的积累。我充分感受到成语故事的魅力，也意识到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相信，在我们学习成语故事的
路程中，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文化底蕴，也会
让我们领略到更多的智慧与美好。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七

经典成语故事集锦（5篇）1
【典故】唐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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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释读】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一定会成功的，功
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在学业上能认真、努力、
有恒心，成绩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经典成语故事集锦（5篇）2

这位寿陵少年不愁吃不愁穿，论长相也算得上中等人材，可
他就是缺乏自信心，经常无缘无故地感到事事不如人，低人
一等――衣服是人家的好，饭菜是人家的香，站相坐相也是
人家高雅。他见什么学什么，学一样丢一样，虽然花样翻新，
却始终不能做好一件事，不知道自己该是什么模样。



家里的.人劝他改一改这个毛病，他以为是家里人管得太多。

亲戚、邻居们，说他是狗熊掰棒子，他也根本听不进去。日
久天长，他竟怀疑自己该不该这样走路，越看越觉得自己走
路的姿势太笨，太丑了。

有一天，他在路上碰到几个人说说笑笑，只听得有人说邯郸
人走路姿势那叫美。他一听，对上了心病，急忙走上前去，
想打听个明白。不料想，那几个人看见他，一阵大笑之后扬
长而去。

邯郸人走路的姿势究竟怎样美呢？他怎么也想象不出来。这
成了他的心病。终于有一天，他瞒着家人，跑到遥远的邯郸
学走路去了。

一到邯郸，他感到处处新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看到小孩
走路，他觉得活泼、美，学；看见老人走路，他觉得稳重，
学；看到妇女走路，摇摆多姿，学。就这样，不过半月光景，
他连走路也不会了，路费也花光了，只好爬着回去了。

【释读】故事出自《庄子秋水》。成语“邯郸学步”，比喻
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反而
会把自己的优点和本领也丢掉。

经典成语故事集锦（5篇）3

忽然，他灵机一动，毫不犹豫的卷起裤管就往水田里跳，开
始把每一棵秧苗拉高一点。傍晚，农夫好不容易才完成他自
以为聪明的杰作，得意洋洋的跑回家，迫不及待的告诉他太
太说：“告诉你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今天想到一个好点子，
让咱们田里的稻苗长高了不少。”农夫太太半信半疑，就叫
儿子到田里去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子听到家里的稻子长
高了，兴奋地飞也似的跑到田里去看。这时，他发现稻苗是
长高了，但是却一棵棵低垂着，眼看着就要枯萎了。



【释读】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可以学宋国农夫的作法，
一切事情都有它的顺序，如果一心只想早点完成就破坏它的
次序，到头来不仅不能提早完成，反而一事无成。

经典成语故事集锦（5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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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读】故事出自《晋书祖逖传》。成语“闻鸡起舞”，形
容发奋有为，也比喻有志之士，及时振作。

经典成语故事集锦（5篇）5

等到齐宣王死了，齐泯王接替王位。他和齐宣王不同，不喜
欢听大家一起吹竽，而是喜欢叫吹竽的人一个一个地来吹给
他听。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只好逃之夭夭，不敢再冒充
吹竽人了。

【释读】西方谚语说，你可以在某时欺骗某一些人，却不能
一直欺骗所有的人。南郭先生不会吹竽硬装做会吹竽，终有
露出马脚之时。



这个故事也说明南郭先生不善于运用良好的学习条件。在齐
宣王300人的吹竽队里，与其他299名乐师相处，学习资源还
算丰富。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满足于滥竽充数，自欺欺
人，只能落个逃之夭夭的下场。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八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之一，创世女神女娲化生万物，每天至少
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2]，开世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
母[3-6]。她是古老相传的大母神。

颉造字是中国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之一。仓颉，称苍颉，复姓
侯刚，[1] 号史皇氏，轩辕黄帝史官，曾把流传于先民中的
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
作用，他根据野兽的脚印研究出了汉字，为中华民族的繁衍
和昌盛作出了不朽的功绩。但普遍认为汉字由仓颉一人创造
只是传说，不过他可能是汉字的整理者，被后人尊为“造字
圣人”。

精卫填海

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古代的汉族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
上古大洪水传说。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
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
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
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
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
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
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
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神话中因偷食大羿自西王母处所求得的不死药而奔月成仙，



居住在月宫之中。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是中国汉族古代传说，后羿射日的故事发生在山西
省屯留县，故事内容大致为古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人们难
耐高温。后羿向天皇要箭，射掉了九个太阳，剩下现在的一
个太阳，使温度适宜人们居住。神话传说“后羿”是“嫦
娥”的丈夫。后羿在的时候，天上有十个太阳，烧得草木，
庄稼枯焦，后羿为了救百姓，一连射下九个太阳，从此地上
气候适宜，万物得以生长。他又射杀死了猛兽毒蛇，为民除
害。民间因而奉他为“箭神”。

夏朝

战国

左伯桃与羊角哀

人名。战国时燕人，生卒年不详。与左伯桃为友，闻楚王善
待士，同赴楚，值雨雪粮少，伯桃遂并衣食与哀，入树中死，
哀独行仕楚，显名当世，启树发伯桃尸改葬之，后亦自杀。

秦

强马对弱马的成语故事篇九

吕不韦出身阳翟富商，经常往来于各地做买卖。一次到赵国
的都城邯郸去做买卖，遇到碰到在赵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
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但是因为讨厌异人的母亲夏
姬，因此异人被送到赵国当人质。赵国由于与秦国交战因此
十分轻视异人。为此其处境有些困窘。吕不韦却从商人角度
看到了他身上的价值。认为奇货可居，是稀有的值得投
资“货物”，获取以便有朝一日赚取名利，也就是一个政治
交易。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异人取得王位
继承权。异人自然非常高兴，并表示有朝一日成为国君，必



将与吕不韦共享天下。

于是，吕不韦立即带了大量财宝去到秦国求见太子安国君十
分宠爱华阳夫人。吕不韦竭尽全能说服没有儿子的她（生过
一个，死掉了）认异人为自己亲生儿子，并通过她要求安国
君派人将异人接回秦国，改名子楚。此后，安国君答应华阳
夫人要求立子楚为太子。几年后，秦昭王去世，安国君做了
国君，即秦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时一年后死去，子楚如愿以
偿，继任国君，称为秦庄襄王。

秦庄襄王。当了秦王之后，为报答吕不韦的思德，封吕不韦
为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庄襄王在位
仅三年便病死了，由他十三岁的儿子政（赵姬所生）接王位，
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行政大权全操
在吕不韦的手中。

在那个年代，商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通常都被人们瞧不起。
吕不韦虽然做了宰相，但文武百官都清楚他的过去，既看不
起他，也不服他。吕不韦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必须
想办法来提高自己的声望。

当时养士之风甚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
平原君以及齐国的孟尝君，这四君子以其礼贤下士、广纳贤
才并以此互相夸耀、竞争而闻名于各诸侯国。当时，各诸侯
国中秦国实力最为雄厚，吕不韦心想：自己身为强大秦国的
相国，但门下的宾客反而不如四君子多，委实令人羞愧。于
是他派人四处招纳士人，并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后来他门
下的宾客多达三千人。

有一天，吕不韦召集门客进行商议，看看如何能提高他的威
望。有的门客建议吕不韦统兵出征，灭掉几个国家，立下赫
赫战功，以此来树立威信。有人立即反对说：“这办法有百
害无一利，即使把仗打胜了，回来也升不了官，因为没有比
丞相还高的职务了。重要的是战争风险大大，谁也没有必胜



的把握，万一战争失利，结果会适得其反。”他接着问其它：
“还有其它的好办法吗？”

过了一会儿，有一位门客说：“我们大家都清楚，孔子是个
大学问家，他著有《春秋》；孙子很会打仗，他写了《孙子
兵法》。我想，如果我们也效仿前人，著书一部，既可以提
高自己的地位，又可以为后人做些贡献。”

吕不韦听了很高兴，就立即组织他的门客开始这项工作。他
再分门别类，编成“八览”、“六论”、“十二纪”三个部
分，共计20多万字。吕不韦自以为这部书包罗天地万物古今
之事，故得意地取名为《吕氏春秋》。

后来，吕不韦将《吕氏春秋》公布于咸阳的城门旁，并将千
金悬挂于书的上面，广邀各诸侯国的游士宾客前来评阅。吕
不韦许诺：如果有人能在书中增加一个字或减去一个字，就
奖赏给他一千金。“一字千金”由此而来。

“一字千金”后来形容诗文的价值极高，以表示对文辞的赞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