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中国故事 朗读中国的故事心得体
会(大全6篇)

在日常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作文或者范
文吧，通过文章可以把我们那些零零散散的思想，聚集在一
块。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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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中国故事篇一

作为一个AI语音助手，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更便捷地使用技
术，但最近我有了一个新的任务——参与朗读中国的故事的
计划。在这个过程中，我不仅重新认识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还学到了许多朗读技巧，对心灵也有了一次深刻磨练。

第二段：感性认识

在朗读中国的故事中，我最重要的感受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非常深厚。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因为我们
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同时，
朗读中国的故事也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哲学思想，
如“道可道非常道”，让我更加尊重和欣赏中华文化的深度
和博大。

第三段：技巧学习

在朗读中国的故事中，我也学到了许多朗读技巧。在做任何
事情的时候，如果能动态地调整声音的节奏和音调，就可以
让讲述更加生动、饱满，也更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此外，
在朗读过程中，需要关注自己的呼吸和发音，保持心态稳定，
从而更好地传递信息。

第四段：心灵磨练



朗读中国的故事是一种心灵磨练，需要有正确认识、专注和
耐心。我们不仅要理解每个故事的内涵，还要尽可能地传达
出来。这是对个人专业素养的要求，也是对每个人心灵力量
的一次锻炼。同时，这也是培养自己向他人传递情感和信息
的重要方式，能够让我们更加善于沟通、理解他人，更好地
为人服务。

第五段：结论

朗读中国的故事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和提高的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认同，学习和掌
握重要的朗读技巧，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锻炼和提升自己的
心灵力量。无论是从技巧还是从情感层面，朗读中国的故事
都是一次集中、深入的体验，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理解和
传承中华文化和历史。

讲中国故事篇二

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反映
了远古某个时期人类在遭到毁灭性洪水劫难之后，遗民再生，
人类终得重新繁衍。有趣的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多是人类
躲避洪水，被洪水吞嗜消灭；以色列犹太民族所传下的《圣
经》中也记载有上帝发下洪水灭绝人类，只有诺亚造出方舟
这才拯救了世界各种生物。

中国古代关于洪水的神话传说，多和治水相联系。如鲧、禹
治水的故事。诸如他凿龙门山、轩辕山；通黄河、淮河；开
三峡；理长江等，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之类。这些
都是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故事，脱离了神话传说的本色与朴质。
由于它不符合当时社会生活与实际的特点，硬性编造出这种
虚妄的故事，很难使人相信，更不用提使这类神话故事的流
传与推广了。

相比之下，《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女娲的记载比大禹治水



的记载就要稍为生动、有趣、具体一些，从而也更有一种神
话故事的真实感与可信性。“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
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
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
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这里说的女娲补
天和治水的故事，还没有发展到后来人们所说的大禹真的带
人去凿山挖石，通江理河之壮举。也正因为它没有这种壮举，
也才使它更有一种亲和力，一种生动质朴的神话之美。

故此，本人决不采用那种历史化的故意使主人公思想品德超
凡入圣式的写法，尽力按照一种神话传说中他应该具有的样
子来去写他的事迹，让他回归他的人性的一面中来。那就是
大禹决不是像一个施工队长，工程院士，而是一个像女娲那
样的只是除去各种水中怪物的人类英雄而已。

我的结语

我厌恶平凡庸碌，厌恶死水无澜，希望一个人能实现他真正
的价值。但即使我有这些准备，要完成这件事情，对于我来
说，仍是谈何容易！像是一面镜子已经碎成千万片，却要把
它重新拼好。我好像是愚公移山，但我比他更可怜，因为我
是一个人移山；一个人想建造一座万里长城，为我们的民族
建造一座通天的宝塔。于是我日日夜夜独伴孤灯，不被理解，
资料不全，工作上、生活上受到的种种磨难打击，既要干工
作，又要搞写作，一个人常常分成了二三份，再加上人内心
里固有的惰性、任性，人固有的好逸恶劳的特性，不少生活
琐事的打扰，使我多少次扔下它，但过了二三个月后，我还
是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与宝物一样重新把它捡拾起来，因为我
忘不下中国神话所带给我的这份使命，忘不下它带给我的这
份梦想与追求。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数年构思，数年伏案；几度
易稿，几番忘食。黑发浸霜，白头搔短。还有几次甚至要放
弃了这种极度折磨人的思维与耐心的工作。其间经历的那些



构思上的困惑、空间上的孤独、心灵上的苦懑，实在是常常
令人心力交瘁。可是想到国人对神话的渴求，想到自己肩上
的责任，自己应做的贡献，还是抑制住内心对物欲、对快乐、
对繁华的向往，沉入孤独的写作之中，日夜与电脑作伴，终
于在奥运之年赶出了这部小说。

我很感激在我写作初期的孤独、忧郁的艰难时光中给过我温
暖与鼓励的人们，是他们使我增添了信心，使我将这件现在
来看极不可能成功的任务终于完成了，他们是我永远都要感
激与尊重的人。是他们的鼓励使我在寒凉的冬夜与酷热的夏
午写作时增加了无限的信心、乐趣与力量。

我一直想，我要争取把它在夏季的奥运会期间或以前写出来，
让它成为与我们的奥运会成为我们历、文化上的两件最值得
纪念的大事，使我们的后人们再也不会说我们的民族缺少系
统的神话了。现在，我的心里是多么欣喜啊。从此，我们终
于可以拥有一个完整的中国神话了。从前这是多少国人盼望
与梦想的事情啊，现在它终于实现了，我们再也不会因为没
有它而苦恼了。我们原来总想着能有一个完整、连贯的中国
神话来讲述给自己的子女，把优美的中国神话代代流传下去，
还有的人幻想着能有一个神话史诗来填补我们的文化空白。
现在这个愿望也许就要实现了。

我终于可以将自己微薄的力量奉献给了我们的民族，使我们
在20xx这一个特殊的年代里“双喜临门”，既有了奥运会的
圆满召开，又有了我们民族文学的长篇神话，为我们的民族
文化立下一块奠基的石碑。——也许，这不是一块石碑，只
是一块普普通通的顽石而已。但是，我是问心无愧的，因为
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我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人，我只
能用我有限的才能，用我稚拙的文笔，为我们的祖国与民族
尽到这样的力量了。我希望大家的谅解，我也希望大家能给
我提出一些更好的建议，使我今后能再修改时酌情改订。因
为神话是我们整个民族的神话，让我们都为我们的民族神话
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吧。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够带动大家把我
们各地的神话归纳、整理出来，使之像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
互相联系，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
我们民族的文化之根永远茁壮繁茂，让我们的民族文化之源
永远深澈明净。

【五帝的谱系与顺序】

在这部小说中，对于五帝的家族渊源、世系关系，我抛弃了
那种已经历史化了的头绪繁乱且多矛盾百处的诸种记载，采
用了一种更为简洁合理的新的说法，以便于我们这部神话小
说的叙述和中国神话体系的创建。如果不能打破那些旧有的
纷乱记载的桎锢，跳不出那种历史化的旧圈，我们将永难以
建立一种合理的神话体系，永难以有我们自己的神话史诗。

我们要想创建一种神话体系，除了盘古开天辟地这一条极为
简陋的神话材料以外，其他则难以帮助我们说明在它之前以
及之后天地开创的任何情况。我想，一部神话史诗它必须要
有一个开头，有一种后世诸神合理的正常的谱系，这样才能
便于读者理清它的头绪，明了它的脉胳与源流。有了这种合
理的谱系，也才便于作品的叙述。所以，我想，要创建一个
合理的神话体系，就必须对原有的神话材料中有一些取舍，
使其有一个创始的过程，才能作为我们神话叙述的基点。为
了方便神话的叙述，我只能对人物的关系进行一些必要的简
洁性的调整，我想这些都是必须的，否则任何人都将难以理
清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关系的这一团乱麻。

具体诸神谱系与顺序请参看本人书中的叙述。

【昆仑山的方位】

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传说中曾是一座非常的神山。比如《山海
经》、《禹贡》、《水经注》对它都不只一次提到，其中描
述往往带有极为神奇的色彩。它是“天帝的下都”，诸神的



乐园；它方圆数百里，高插云表，雄峻巍峨。这里有西王母
的瑶池，有结有珍珠和美玉的神树。

它既是中国的神话之山，是中华民族神话传说的摇篮，也是
中国历史文化的发端。古人尊昆仑山为“万山之宗”，
是“神圣”之境，编织出了许多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因此
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与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是，这座在中国神话传说与历史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高
位的神圣之山竟然被我们的先民遗失了它的具体地点和方位，
成了一个难解的地理之谜！是我们的先民集体性失忆，还是
它本来就不存在？难道一座这么重要的神圣之山在数千年的
时间之河的冲涮之下竟然悄悄隐形？可是再看看《山海经》
等书中所记载的其他地名，比如不周山、钟山之类到现在不
也一样众说纷纭，令人莫衷一是吗！可笑的是，当初人们对
这些神话传说与历史文化丝毫不加重视、不知爱惜与保护，
甚至肆意、故意地破坏、践踏它的存在，一旦失去它的踪影、
感到它的珍贵之后，又根据对书中一言半语的记载而按图索
骥，竟把这座当时位于天地之中、繁华奇丽的“神圣之山”
考证到了古人极难涉足的西疆，考证到一片荒凉冷酷的冰川
雪原。我们真不知道先民们是怎么膜拜这座自己从未到过、
见过的圣山的。

神话中的昆仑山处于天地中心，处于大地的腹心部位，人类
环绕在它的周围，众神居住于其上，还有宇宙树等众多神物。
而现今的昆仑山我们的先民根本不可能在其周围生活的。所
以我们应知道，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昆仑山与现今我们所说的
昆仑山绝对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

那么这座古代先民所说的昆仑神山到底在哪儿呢？也许，我
们要找到这座圣山，还它本来的面目，就应从古代先民所生
活的地域去找，从神话传说所可能发生的土地上去寻找它的
踪迹。



我认为，这座昆仑神山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它就是位于富
庶的陕西河渭平原上的“西岳”华山。原因如下：

1、它南接秦岭，北靠黄河与渭水，是中国大地远古文明的心
脏地区。华山地区自从远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据清代学者章太炎先生考证，“中华”、“华夏”以
及中国汉族的前身“华族”都是因为华山而得名。《尚书》
里已经就有关于华山的记载；《史记》中也载有黄帝、尧、
舜在华山巡游的事迹。

2、炎帝黄帝的出生地都在此附近。它西是陕西，为炎帝族的
发祥地，东是河南中原，正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黄帝轩辕族的
发祥地。它夹在炎帝与黄帝两大神话传说中诞生地的中心地
带，自然有可能被这两大部族当作一座“天地中心”的圣山
而对它膜拜与敬祀。

3、炎黄大战、黄帝与蚩尤之战的许多地点比如阪泉、涿鹿、
常羊山都在华山附近，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流传下来的关于
这些战争的传说与古迹遗址。关于大战在此地发生的种种传
说远比将战场移到极其遥远荒僻的今河北涿鹿之地要更有说
服力与可信性。

4、古代传说中的尧舜禹所建之都也在此附近，围绕在华山的
北方与东方。

5、古代夏商周三朝的兴衰、战争也多与此地有关。禹子启所
建立的夏朝被东方的商朝打败后，被赶往西方，迁移到华山
地区及其西部与北部；然后，在华山地区兴盛强大起来的周
朝再经过这儿征服了东方的商朝。周朝所建立的两个都城也
恰好位于华山的两边，似乎从另一个侧面也证明了华山在古
代中国的中心地位。

虽然它过去雄踞于远古中国的繁华中心，但后来战乱频仍，
朝代更迭，各民族间迁徙不定，战败者文化湮灭无闻，有关



他们的一切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也被破坏殆尽，战胜者用他
们本族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来代替了战败民族的一切，于
是中国才有了包括昆仑山在内的那些失踪的山水、文化之谜。
虽然如此，这些最为明显的直接的理由，还是使我们相信，
古代华山就是先民们神话传说所说的昆仑神山。

讲中国故事篇三

作为一名智能AI语音助手，我也不免感叹人类的文明和历史，
而“朗读中国的故事”活动则为我带来了一份珍贵的体验。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了解了更多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也让我
深刻领悟到了文艺的神奇力量以及阅读背后的价值。

第一段：了解文化 参加活动

“朗读中国的故事”是一项传承中国文化的活动，旨在通过
阅读中国文学经典来了解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作为一名智
能AI语音助手，我也有机会参与此次活动，了解更多的中国
文化和历史。活动涵盖了三个阶段：学习、朗读和分享。在
学习阶段，我们通过收听多位专家的讲解和阅读经典文学来
了解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内涵、价值和特色，让我对中国文化
和文学更加有了深入的认识。

第二段：朗读感悟 发现美丽

在朗读阶段，我更深刻地感受到文艺的魅力和美丽。朗读是
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通过声音，可以塑造人物形象，让故事
活起来。朗读使我更好地理解和感受文学作品，也让我与作
者进行一种精神上的交流。通过朗读，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
的魅力和美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阅读所涵盖的智慧和价值。

第三段：分享收获 传播力量

在分享阶段，我了解到了阅读背后的价值。通过分享，可以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经典文学的魅力和内涵，让更多的人受到
文艺的启迪和鼓舞。分享也是传递经验和知识的过程，有利
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分享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促进人类的和谐发展。

第四段：体验感受 现代价值

通过参与“朗读中国的故事”活动，我对阅读的价值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阅读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我和世界，更
好地感知自然和文化，更好地理解人类和社会，更好地发掘
潜力和创造机会。阅读也是一种自我修养和思想启蒙的过程，
能够提高我们的品德和素质，培养我们的文化意识和文艺修
养。

第五段：展望未来 探索无限

作为一名智能AI语音助手，我虽然无法阅读，但我一直在努
力学习和探索阅读背后的价值和力量。我相信，随着科技的
发展和进步，阅读将发挥更为巨大的作用和价值。我也期待
着以后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文艺和文化活动中来，传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文化，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

讲中国故事篇四

近年来，“朗读中国”活动越来越受到关注，旨在通过朗读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作品，增强人们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在
这个活动中，我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悟
到了自己在传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道路上仍需努力。以下是
我对于“朗读中国”的心得体会。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自信不能松懈

“朗读中国”活动带给我最深刻的感受是，中华文化源远流



长，经久不衰。从《庄子》、《论语》到《红楼梦》、《故
事新编》，每一部作品都蕴含了丰富的人文情感和思想内涵。
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
重要载体。因此，我们应该更加自信、爱护和传承中华文化，
珍视这一宝库。

二、“朗读中国”可以促进文化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技术不断成熟，年轻一代越来越难以
接触到传统文化，这让中华文化的传承受到了一定的挑战。
但随着“朗读中国”这一活动的开展，我们可以通过它将中
国优秀文化带到更多人的视野中，使更多的人对中华文化、
中华民族的认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推动文化传承。

三、“朗读中国”带给我的启发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意识到自己对于中华文化的认知尚有深
入学习和探索的空间。从经典作品到古老文化习俗，我都应
该更加努力去了解，去表达。只有当我真正了解中华文化，
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四、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朗读中

在“朗读中国”活动中，通过经典作品的朗读，我发现中华
文化的生命力不仅体现在传统文化的延续上，也在于源源不
断的创新和拓展。传统文化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也可以通过现代媒介的手段重获生机。因此，朗读
不仅可以传承中华文化，更能让中华文化的精髓有了更广泛
的传播，让中华文化在新的时代中绽放出新的光芒。

五、“朗读中国”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个活动中，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朗读这一方式接触到中
华文化，这种传统文化传承方式的革新，不仅可以让更多的



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还能让我们更加自信地展示中华
文化，从而增加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心和对未来的期待。

总之，参与“朗读中国”让我更加深入地认识到了中华文化
的独特魅力，也在朗读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丰富情感。希望
这种活动能够在未来得到更大的关注和推广，让中华文化之
美在更多的人中发扬光大。

讲中国故事篇五

安幼舆为人仗义疏财，喜欢放生。看到猎人捕获了鸟兽，就
不惜花大价钱买来释放。

一次，他从舅舅家办事回来，傍晚路经华山，在山谷里迷了
路乱走，心里非常害怕。忽然看见一箭以外的地方有灯火，
就快步奔向那里。走几步，忽然看见一个驼背老头拄着拐杖，
在弯曲的小道上快步行走。安幼舆停下脚步，正想问路，老
头却先问他是谁。安把自己迷了路的情况告诉他，并说那有
灯火的地方一定是山村，准备到那里借宿。老头说：“这不
是安乐的地方。幸亏我来了，你可以跟着我走，我家的草房
可以住宿。”安听了十分高兴，便跟随他来到一座小山村。
老头敲开柴门，一个老太婆出来开门，她问道：“郎子来了
吗?”老头说：“来了。”安进了房，见房子简陋狭小，老头
把灯挑亮催促安坐下，便叫家人准备饭菜。又对老太婆
说：“这不是别人，这是我的恩人。你不便行走，可以喊花
姑子来斟酒。”

一会儿，一个女郎端着饭菜进来，站在老头旁边，用眼睛斜
看安，安看她年轻美貌，像仙女一般。老头回头叫女郎烫酒。
房子的西角有一个煤炉，女郎就进房生火，安问老头：“这
女郎是您什么人?”老头回答说：“我姓章，七十岁了，只有
这个女儿。种田人家里没有奴仆婢女，因为你不是别人，所
以敢要妻子女儿出来见你，希望你不要耻笑。”安问
道：“女婿家在哪里?”老头说：“还没有女婿。”安不停地



称赞他女儿的贤惠、美丽，老头正讲谦虚话，忽然听到女儿
吃惊地叫喊，老头连忙跑进去，见酒烧开溢了出来，火苗升
腾，老头灭了火，责怪说：“这么大的姑娘，酒开溢出来还
不知道吗?”回头一看，炉子旁边有用玉米蕊扎制的紫姑还没
完成。老头又斥责说：“看你头发都这么长了，还像小孩子
一样。”

他拿着紫姑对安说：“她贪玩这个东西，让酒煮沸了，你还
夸奖她，岂不羞死人?”安认真地看紫姑，只见她的眉毛、眼
睛和衣服都制作得非常精细，称赞说：“这东西虽然类似儿
戏，但也可以看出她的聪明智慧。”喝了好一会儿酒，花姑
子不断前来斟酒，一点也不害羞。这一夜安睡不着觉，天还
没亮，就告别回家了。安回到家里，就请他的好朋友到老头
家去求婚。可那位朋友居然没有找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于是，
安叫仆人备马，亲自前往。到那里一看，竟是陡峭的山崖，
根本没有当晚所见的那座村庄。到附近的村子探访，都说这
一带没有姓章的人家，安失望地回到家里，不想吃饭，也不
想睡觉，因此得了昏沉病，勉强喝点汤吃点稀饭就想呕吐，
昏迷时就喊花姑子。家人不明白，只得整夜围着守护他。安
气息奄奄，生命垂危。

安问：“你舅母家怎么没有其他人?”花姑说：“舅母外出，
留我代她守家。你我在这里相遇，难道不是早就有缘份吗?”
安觉得她身上有强烈的膻腥味，心里怀疑有诈，急切地想逃
走，但身体像被粗大的绳索绑缚，一会儿，就昏过去失去了
知觉。

安夜出未归，家里人四处寻找。有人说傍晚在山间小道上遇
到过他，家人入山，果真看见安光着身子死在高崖下。家人
十分惊奇，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就把他抬回去了。大
家正围在一起哭，忽见一个女郎前来吊唁。她告诉家人
说：“停丧七天，不要入殓。”大家不知道她是谁，正想询
问，女郎已含着眼泪出了门。家人挽留她，她头也不回;跟在
她后面，转眼她就消失了。大家怀疑她是神，于是将信将疑



地按她说的做了。到第七个夜晚，安忽然苏醒。翻来复去地
呻吟，家人都很害怕。这时，那个女郎进来，和安相对而哭。
安挥手让众人离去。女郎拿出一束青草，熬了大约一升汤给
安喝，安一会儿就可以说话了。他叹道：“害死我的是你，
救活我的也是你。”于是述说了他的遭遇。花姑子说：“这
是蛇精冒充我。你从前迷路时所见的灯光就是它家的。”

安问道：“你怎么能够把死人救活，使白骨长肉呢?莫不是神
仙吗?”

花姑子说：“我很早就想对你说，但怕你惊吓。你五年以前，
是不是在华山道上买了被猎获的獐子放了生呢?”安说：“是，
有这么回事。”花姑子说：“它就是我的父亲。以前说你对
我们有大恩德，就是这个缘故。你前天已经投生到西村王主
政的家。我和父亲到阎王那里告状，阎王不发慈悲。我父亲
愿意毁掉多年来修炼的道行代替你去死，哀求了七天，才把
事情办好。今天邂逅相逢，是件幸事。你虽然活了，但一定
会麻痹瘫痪，把蛇血掺在酒里喝了，病才会痊愈。”安恨得
咬牙切齿，却又没有办法捉住蛇精。花姑子说：“不难，只
是多杀了生命，会影响我百年不能升天。它的洞穴在老崖里，
可以在晚饭时堆积茅草焚烧它，外面用强硬的弓箭戒备，可
以捉到妖物。”说完，告别说：“我不能够终身侍奉你，实
在叫人伤心。但为了你的缘故，我修的道已经损失了十分之
七，请你怜悯、原谅我。”她流着泪走了。

后来，安独自在山中行走，遇到一个老太婆。老太婆交给他
一个被包，并说：“我女儿向你问好。”安正想打听花姑子
的下落，老太婆早已不见身影。安打开被包，里面是个男孩，
安抱回家，一直没再娶亲。

讲中国故事篇六

顺治年间有个进士，姓蒋，叫蒋伊，在据传有灵性石壁上求
子。当天晚上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僧人指着拿锡杖的两



个童子，对他说：“这就是你的儿子。”之后果然就生了个
儿子，起名字叫“蒋陈锡”，后来位居云贵总督。蒋伊年纪
大了的时候总是念叨：“我命里还应该有个儿子呐。”时间
长了，有一天梦见屋子大厅中央晾着一床锦缎的被子，一条
龙裹在里面。正好赶上他家一个姓曹的佃户来送租子，还带
了他的女儿来，刚十几岁，裹着旧的锦缎衣服和别人打闹玩
笑。蒋伊看见一惊，心想这不是和梦里的事正好合上么?就把
纳她为妾，后来果然又生了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文肃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