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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感(汇总8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欢迎大家分享阅读。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一

书是人类文明的长生果。因为有书，才让我们懂得了更多的
知识，才让我们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才让我们的生活变
得充实而有意义，把我们带到无限广阔的海洋。

《中国历史典故》是我最喜欢的经典图书。它记录了106个历
史故事，他讲述了106个经典事迹，它散发了历史的种种真实
情况，向后人传递着《邯单学步》有个燕国寿陵人，他很愚
味，但他很想学会一身本领，想到隐居山村的师傅学艺。那
路途遥远，他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他看见什么学什么，始终
不能做好一件事，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他看到小孩子
走路那么活泼，就要学，他看到老人走路那么稳重，也想学，
他看到妇女走路那样摇摆多姿，也想学。在这样眼花缭乱的
情景下，他真不知道要学哪个。不过半月，他连走路也不会
了。《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
会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的优点丢掉。

是呀！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不坚信自己的成
果，而去学别人，最后把好成绩给搞糟了。在一片树林里，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在树上看见了一只知了，它一动不动，
我便用手指着它，说：“快看！那里有一只知了！”爸爸说：
“这只知了是死的，看什么看。”我一脸迷惑，说：“不可
能，一定是活的，你看它还在树干上呢。”我随手捡起一片
树叶向知了打去，知了竟然没有动，我再仔细看，还是没动，



我就信了爸爸的话，伸手去抓知了了。没想到知了一下子飞
走了，吓了我一大跳，还差点瘫软在地上。那以后我就不再
轻易相信眼睛看到的，而是学会《典故》中的道理，多用头
脑考虑问题，不让假象蒙蔽双眼。

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一本经典的好书，带领我们领略人生
的真谛，承载了人生灵魂的全部美丽。我很喜欢这本书！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二

《中国历史故事》是我很多人的启蒙书。下面是本站小编精
心为你整理中国历史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历史上，借用一句名言的祖先：寻找海市蜃楼的基础，这种
无知的行为吗?历史作为一个过去的过去的事情，挥之不去的
瞬间跟踪辩论基调追索权逐渐流光掩饰留下的痕迹从痕迹，
历史遗址的发掘其现代意义，可以说是不可忽视的。历史的
车轮永远是一个国王，一个党，一个国家保持国王多么伟大
的成就，如何文成武德;党是卓越的系统中国历史故事读后
感;国家如何如何好，灿烂的文明，历史是公证，如无私，并
没有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宽容和庇护。因此，不断地思考历史
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性的命题和议题值得探讨和解决所有已
知的人。

唐代魏征直谏太宗说

罗曾说

当然，历史的意义不仅是为了避免和学习，中国历史故事读
后感我今天是司空见惯的重复这个论点，在基准建立的历史
意义在我们心中。从历史中寻找意义，无论什么样的角度看
历史，什么样的结论，即使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和遗漏记



录本结论不能阻止我们的初衷。宽视角-把握历史层面的人作
为一种社会责任。

今天，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读了一本书《林汉达中国历史故
事集》。这是一部优秀的历史读物，也是一部精彩的故事读
物，看完后真令人回味无穷啊!

《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由林汉达爷爷编写，本书讲了五
个系列：《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
《东汉故事》、《三国故事》。这本书里面的人物描写十分
生动形象：有一鸣惊人的楚庄王，也有主张合纵抗秦的苏秦，
还有力大无穷的西楚霸王项羽，以及三顾茅庐的刘备。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春秋时期的故事。周幽王整天吃喝玩乐，
并且不管诸候的感受点燃烽火，千金买一笑，他才惹来了杀
身之祸。郑国的公孙子都内心狠毒，竟放暗箭杀害了颖考叔，
大家千万不能学他啊。还有那卫国国君卫懿公，为了养仙鹤
对老百姓的生死不管不问，最后亡了国。楚庄王看起来对朝
政不管不问，实际上在暗中观察，机会到了的时候来了个一
鸣惊人。齐国大夫晏子思维敏捷，能言善答，楚灵王三次想
侮辱他，结果他全部驳了回去，还反将一军让楚灵王很难堪。

我们应该学习楚庄王的一鸣惊人和晏子的思维敏捷，能言善
答。我们不能学习周幽王，公子孙都和卫懿公，公孙子都心
狠手辣，周幽王和卫懿公不务正业而惹上杀身之祸。通过这
些故事，那些正直的人物是值得我们学习，对于那些亡国之
君和阿谀的小人要以他们为前车之鉴，不要重蹈覆辙。

读了这本书后，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一些历史和典故，丰
富了我的知识，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如果你还想知道《林汉达中国历史故事集》的其它故事和详
细内容，就也来读一读吧。



历史，套用宋神宗的一句名言：“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历史的意义便是在此了。然而，历史又是一个极不易说破的
词。就算历史学家，触及历史的本源时也是相当谨慎的。那
么现在我来说历史的意义，是不是属于寻找海市蜃楼的根基
那种的无知行径呢?我想，历史都列为过往的陈迹余音了，当
下的我们循迹辩音追索渐渐被流光掩盖的遗踪，从历史废墟
的蛛丝马迹里探求当代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能被偏废。历史
的车轮从来不为任何一个君王、一个党派，一个民族而停留
过，一个君王有多么大的功绩，多么的文成武德;一个党派有
何等优越的制度;一个民族有何等优良的血统，多么的文明灿
烂，历史都是如公证的无私的，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的宽容
和庇护。因而不断思索历史的意义作为一个永久的命题和课
题值得所有有知的人去探求与解决。

大唐盛世时魏征直谏太宗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
史不说话，她的沉默正是她的价值。善于反思的人或民族在
历史的兴亡更替当中领悟中兴的规则，使国家与民族以后的
历史朝良性发展，避免使之步入危亡的境地，而纳入自我的
掌握之中。大唐的开元盛世离不开对大隋炀帝的借鉴与批判
的深入。历史的重演的特性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持
久地困扰并困惑着后来人。无数的史书历数当朝或前朝得失，
一为记载一个国度的发生史，第二恐怕就是要为后来的执政
者和人民留存一个参照的完整线索。有时历史正当被人所淡
忘，聪明而执着的人跳出来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的确横向比照中外历史以及对当国的纵线考察，发现历史居
然有惊人的相似。

当然历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避免和借鉴，而我今天便是老
生常谈地重复这样的论调，目的在于树立历史的这层意义在
我们心中的标杆。从历史中找寻相关的意义，不论我们何种
角度去看待历史，得出怎么样的结论，哪怕是肤浅甚至的错
漏屡现的结论亦不能阻挡我们初衷。广视角多-维度地去把握
历史，应该也是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人责任所在吧。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三

1、白云苍狗

唐太宗大历初年，王季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与王
季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妻子背离而去
的不幸，作《可叹》一诗抒慨，首四句道：“天上浮云似白
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
有。”诗以天上浮云翻覆苍黄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
常。

2、青梅竹马

3、绿叶成荫

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之邀，前
去作客。在湖州遇一少女，其时年末及竿，心颇爱悦之，临
别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连年游宦，直至十四年后，被
任为湖州刺史，方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嫁三年，
并已生二子。杜牧惆怅不已，作《叹花》诗以寄慨。诗
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
绿叶成荫子满枝。”

后人遂以“绿叶成荫”喻女子已出嫁，并生有子女。宋诗人
欧阳修亦有类似经历，曾有诗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
应恨我来迟。”用语不同，而实运化杜牧“绿叶成荫”的诗
意。典见《丽情集》，《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4、镜花水月

镜中花，水中月，世人常以喻虚幻不可求得之物，但诗家常
用以比喻朦胧空灵的意境。如宋严羽以佛论诗，主张妙悟，
他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明谢臻



论诗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
迹可也。”以“镜花水月”比喻诗歌中不可言传的妙境。

5、闲云孤鹤

五代时诗僧贯休，七岁出家，苦节峻行，颇负诗名。吴越钱
缪称王后，贯休以诗投偈。诗云：“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
辛苦踏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寒霜十四州。莱子衣裳
功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
侯!”额联尤为佳绝。但钱缪见后，令其改“十四州”为“四
十州”。乃可相见。贯休不从，道：“州亦难改，诗亦难改。

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后因以“闲云孤鹤”喻来去自
由，不受羁绊。

6、咏絮才高

东晋政治家谢安在雪天合家聚谈，与儿女讨论文义。正值户
外雪越下越大，谢安兴致勃发，就指着外面的飞雪问：“白
雪纷纷何所似?”谢安的.侄子谢朗随口说：“撒盐空中差可
拟。”侄女谢道韫接着道：“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后
大加赞赏，夸奖侄女才思不凡。谢道韫是东晋有名的才女。

柳絮随风飞扬，壮似飞雪，用以比喻纷飞的白雪，恰切而形
象，故世人誉妇女有诗才为“咏絮才”。

7、无弦琴

晋代诗人陶渊明，虽不善琴，却置“无弦琴”一具，每逢酒
酣意适之时，便抚琴以为寄托。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作《论琴
贴》，自谓曾先后得琴三具，一张比一张名贵。但“官愈昌，
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当其任夷陵县令时，日与青山绿水
为邻，故琴不佳而意自适;官至舍人，学士以后，奔走于尘土
之间，名利场上，思绪昏乱，即弹奏名琴，也索然无趣了。



因云：“乃知在人不在琴，若心自适，无玄也可。”

8、秉烛夜游

《古代十九首》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之句。曹丕为魏王世子时，与吴质交好。建安
二十二年大疫，一时文人如徐趕，刘桢，陈琳，王粲等均痢
疾死亡，曹丕应作书与吴质，劝其惜时自娱。书中有“古人
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之句，后人遂以“秉烛夜游”喻及
时行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即用曹丕原语，只省
一“思”字。

以后又引申出秉烛看花。如唐白居易《惜牡丹花》“明朝风
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花下醉》“客散酒
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宋苏轼《海棠》“只恐夜深
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均袭此意。

9、人面桃花

唐诗人崔护，资质甚美，清明独游长安南庄，至一村户，见
花木丛萃，寂无人声。因渴极，叩门求浆。良久始有一女子
应门，捧杯水让坐。女子独倚庭前桃花斜河，姿态楚楚动人;
凝睇相对，似有无限深情。崔护以言挑之，不应。彼此注目
久之。崔辞行，女子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次年清明，崔
护追忆此事，情不可邂，又往探访，唯见门院如故，扁锁无
人。惆怅之余，乃题诗于门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后代诗文中常以“人面桃花”喻男子邂逅一女子，来后不复
再见的惆怅心情。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四

暑假我读了《中国历史故事集》，这本书是林汉达先生编写



的。这是一部连续的.历史故事集，从周朝东迁一直讲到晋朝
统一全国为止，前后一千零五十年。主要取材于《春秋》、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告诉我
很多典故历史，让我学会很多成语的由来。

比如《暗箭伤人》故事讲了子都因为嫉妒颍考叔比他聪明能
干，在一次战争中偷偷地向颍考叔放了一枝冷箭，结果颍考
叔没死在敌人手中，却被自己人射死。但由于内心的不安，
最终子都受不了就自杀了。还有《煮豆燃萁》讲三国时曹丕
为了夺权要杀他的弟弟曹植，限曹植七步之内做出一首诗，
否则决不宽容。结果曹植刚走了两三步就随口念出一首诗来：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有名的《七步诗》就是这样得来的。还有《三顾茅庐》、
《七擒孟获》等等，都是我喜欢看的。

这本书不但丰富了我的课外生活，让我了解了许多历史故事，
还增加了知识，学会做人道理，让我受益匪浅。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五

《中国历史典故》是我最喜欢的经典图书。它记录了106个历
史故事，他讲述了106个经典事迹，它散发了历史的种种真实
情况，向后人传递着《邯单学步》有个燕国寿陵人，他很愚
味，但他很想学会一身本领，想到隐居山村的师傅学艺。那
路途遥远，他实在走不动了，于是他看见什么学什么，始终
不能做好一件事，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他看到小孩子



走路那么活泼，就要学，他看到老人走路那么稳重，也想学，
他看到妇女走路那样摇摆多姿，也想学。在这样眼花缭乱的
情景下，他真不知道要学哪个。不过半月，他连走路也不会
了。《邯郸学步》比喻生搬硬套机械地模仿别人，不但学不
会别人的长处，反而把自己的优点丢掉。

是呀！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他们不坚信自己的成
果，而去学别人，最后把好成绩给搞糟了。在一片树林里，
阳光明媚空气清新，我在树上看见了一只知了，它一动不动，
我便用手指着它，说：“快看！那里有一只知了！”爸爸说：
“这只知了是死的，看什么看。”我一脸迷惑，说：“不可
能，一定是活的，你看它还在树干上呢。”我随手捡起一片
树叶向知了打去，知了竟然没有动，我再仔细看，还是没动，
我就信了爸爸的话，伸手去抓知了了。没想到知了一下子飞
走了，吓了我一大跳，还差点瘫软在地上。那以后我就不再
轻易相信眼睛看到的，而是学会《典故》中的道理，多用头
脑考虑问题，不让假象蒙蔽双眼。

书籍是人类的营养品，一本经典的好书，带领我们领略人生
的真谛，承载了人生灵魂的全部美丽。我很喜欢这本书！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六

出处《癸辛杂识》（续集下）：“谚云：‘虎生三子，必有
一彪。’”

原文：谚云：“虎生三子，必有一彪。”彪最犷恶，能食虎
子也。予闻猎人云，凡虎将三子渡水，虑先往则子为彪所食，
则必先负彪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次至，则复挈彪还；还则
又挈一子往焉。最后始挈以去。盖极意关防，惟恐食其子也。

大意：彪的性格很彪悍，会吃自己的同胞。老虎带着三个孩
子过河，必定先把彪背到对岸，然后带第二个过去，同时在
把彪提回去，然后带第三个老虎到对岸，最后才把彪带过去。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七

1、白云苍狗

唐太宗大历初年，王季友在豫章郡幕府任职。诗人杜甫与王
季友有交，怜悯他博学多才却仕途失意，又遭妻子背离而去
的不幸，作《可叹》一诗抒慨，首四句道：“天上浮云似白
衣，斯须改变如苍狗。古往今来共一时，人生万事无不
有。”诗以天上浮云翻覆苍黄的.变化，比喻人生荣枯沉浮无
常。

2、青梅竹马

3、绿叶成荫

唐代诗人杜牧，在宣城任幕僚时，曾应湖州崔刺史之邀，前
去作客。在湖州遇一少女，其时年末及竿，心颇爱悦之，临
别相约十年后与她成婚。此后连年游宦，直至十四年后，被
任为湖州刺史，方重临旧地，而当年相约的少女已嫁三年，
并已生二子。杜牧惆怅不已，作《叹花》诗以寄慨。诗
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花时。狂风落尽深红色，
绿叶成荫子满枝。”

后人遂以“绿叶成荫”喻女子已出嫁，并生有子女。宋诗人
欧阳修亦有类似经历，曾有诗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
应恨我来迟。”用语不同，而实运化杜牧“绿叶成荫”的诗
意。典见《丽情集》，《唐诗纪事》，《唐才子传》。

4、镜花水月

镜中花，水中月，世人常以喻虚幻不可求得之物，但诗家常
用以比喻朦胧空灵的意境。如宋严羽以佛论诗，主张妙悟，
他说;“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
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又明谢臻



论诗云：“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
迹可也。”以“镜花水月”比喻诗歌中不可言传的妙境。

5、闲云孤鹤

五代时诗僧贯休，七岁出家，苦节峻行，颇负诗名。吴越钱
缪称王后，贯休以诗投偈。诗云：“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
辛苦踏林丘。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寒霜十四州。莱子衣裳
功锦窄，谢公篇咏绮霞羞。他年名上凌烟阁，岂羡当年万户
侯!”额联尤为佳绝。但钱缪见后，令其改“十四州”为“四
十州”。乃可相见。贯休不从，道：“州亦难改，诗亦难改。

然闲云孤鹤，何天而不可飞?”后因以“闲云孤鹤”喻来去自
由，不受羁绊。

6、咏絮才高

东晋政治家谢安在雪天合家聚谈，与儿女讨论文义。正值户
外雪越下越大，谢安兴致勃发，就指着外面的飞雪问：“白
雪纷纷何所似?”谢安的侄子谢朗随口说：“撒盐空中差可拟。
”侄女谢道韫接着道：“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听后大加
赞赏，夸奖侄女才思不凡。谢道韫是东晋有名的才女。

柳絮随风飞扬，壮似飞雪，用以比喻纷飞的白雪，恰切而形
象，故世人誉妇女有诗才为“咏絮才”。

7、无弦琴

晋代诗人陶渊明，虽不善琴，却置“无弦琴”一具，每逢酒
酣意适之时，便抚琴以为寄托。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作《论琴
贴》，自谓曾先后得琴三具，一张比一张名贵。但“官愈昌，
琴愈贵，而意愈不乐。”当其任夷陵县令时，日与青山绿水
为邻，故琴不佳而意自适;官至舍人，学士以后，奔走于尘土
之间，名利场上，思绪昏乱，即弹奏名琴，也索然无趣了。



因云：“乃知在人不在琴，若心自适，无玄也可。”

8、章台柳

唐代诗人韩羽是大历十才子之一，居京时得一姬柳氏，才色
双全。后韩羽为淄清节度使侯希逸幕僚。时值安史之乱，他
不敢携柳氏赴任。分别三年，未能团聚，因寄词柳氏
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
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也有和词云：“杨柳枝，芳菲节，
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她因
自己貌美独居，恐有意外，就出家为尼。不久被番将沙吒利
劫去，后赖虞侯将许俊用计救出，始得团圆。

后人就名韩羽寄柳氏词的词调为“章台柳”。“章台柳”亦
被用为可任人攀折之路，柳墙花而专指妓xx女之类的人物。

9、人面桃花

唐诗人崔护，资质甚美，清明独游长安南庄，至一村户，见
花木丛萃，寂无人声。因渴极，叩门求浆。良久始有一女子
应门，捧杯水让坐。女子独倚庭前桃花斜河，姿态楚楚动人;
凝睇相对，似有无限深情。崔护以言挑之，不应。彼此注目
久之。崔辞行，女子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次年清明，崔
护追忆此事，情不可邂，又往探访，唯见门院如故，扁锁无
人。惆怅之余，乃题诗于门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
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后代诗文中常以“人面桃花”喻男子邂逅一女子，来后不复
再见的惆怅心情。

10、秉烛夜游

《古代十九首》有“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年忧。昼短苦夜长，
何不秉烛游”之句。曹丕为魏王世子时，与吴质交好。建安



二十二年大疫，一时文人如徐趕，刘桢，陈琳，王粲等均痢
疾死亡，曹丕应作书与吴质，劝其惜时自娱。书中有“古人
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之句，后人遂以“秉烛夜游”喻及
时行乐。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中即用曹丕原语，只省
一“思”字。

以后又引申出秉烛看花。如唐白居易《惜牡丹花》“明朝风
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花下醉》“客散酒
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宋苏轼《海棠》“只恐夜深
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均袭此意。

听中国历史故事篇八

1、秦晋之好

春秋时，秦晋两国曾多次通婚。晋献公曾将女儿嫁给秦穆公。
后献公妃子骊姬为乱，迫害献公之子申生、重耳。重耳流亡
在外十九年，流亡到秦国时，秦穆公将自己的女儿文赢并同
宗四女嫁给了重耳。公元前636年，穆公帮助晋国流亡公子重
耳回国做了国君，成就了“秦晋之好”。

2、楚王问鼎

《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庄王曾率兵北伐至洛水，向周王朝
炫耀武力，周定王不得不派王孙满前去犒劳楚军，而楚庄王
竟骄横地向王孙满询问周朝传国之宝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
满回答说“在德不在鼎”。鼎是古代国家的权利的象征，楚
庄公问鼎之轻重，有取代周室之意，“问鼎中原”源于此。

3、炎黄子孙

大约四千多年前，轩辕黄帝联合炎帝战胜九黎族蚩尤，蚩尤
俘虏被称为“黎民”，之后黄帝打败炎帝族，成为中原地区
的部落联盟首领。后人将黄帝誉为华夏族的祖先，因为黄帝



和炎帝是近亲，二族又融合在一起，所以中华民族又称为炎
黄子孙。

4、周公吐哺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第四子，武王的弟弟，因其采邑在
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他曾两次辅佐武王伐纣，武王崩，
又辅佐成王摄政，制礼乐，天下大治。据说他“一沐三捉发，
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成为礼贤下士、求才若渴的典范。

5、管鲍之交

指春秋时期，齐国齐桓公的两位贤臣管仲和鲍叔牙之交。鲍
叔牙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公子小白成为齐桓公后，
公子纠死，管仲被囚禁了起来。鲍叔牙向齐桓公推荐了管仲。
后管仲在齐国为相掌政，助齐桓公成为霸主。管仲曾说“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6、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春秋五霸指春秋时期五次诸侯会盟的盟主齐桓公、晋文公、
宋襄公、秦穆公、楚庄公，一说指齐桓公，晋襄公，楚庄公，
武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七雄指战国时期的七个最强的诸
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

7、合纵连横

自秦孝公起，强大的秦国便有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在纵横家
苏秦的游说主张下，齐、楚、燕、韩、赵、魏六国结成联盟，
“合纵”抗秦，秦谋士张仪则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用“连
横”瓦解联盟，为秦国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8、车同轨、书同文



秦王嬴政先后灭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统一了中国，
自称“始皇帝”。秦始皇采用丞相李斯的`建议，“书同文，
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为抵御匈奴，修筑了西起临洮
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另一方面又焚书坑儒，大兴土木。

9、鸿门宴

指公元前2，于秦朝都城咸阳郊外的鸿门(今陕西省西安市临
潼区新丰镇鸿门堡村)举行的一次宴会，参与者包括当时两支
抗秦军的领袖项羽及刘邦。项羽在宴会上欲杀刘邦，但刘邦
成功逃遁而去。这次宴会在秦末农民战争及楚汉战争皆发生
重要影响，被后人常用“鸿门宴”一词比喻不怀好意的宴会。

10、霸王别姬

刘邦趁项羽出兵之际，自汉中出击攻占了项羽都城彭城，项
羽回攻，大败汉军。范增不允刘邦求和，刘邦离间项、范，
又以划分楚河汉界为权宜之计，后用韩信十面埋伏之计将项
羽围困在垓下，项羽爱妾虞姬唱罢“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
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拔剑自刎。项羽退至乌江，
在乌江边拔剑自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