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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成语是在中华民族社会发展、人际交往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积累起来的一种特有的语言文字表达
方式。
它作为古人智慧的结晶，与唐诗、宋词一样经过历史的洗礼，成为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遗产中弥足珍
贵的组成部分。
    成语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见证，更是集丰富的历史知识与浓郁的文学色
彩为一体的民族文化瑰宝。
在每个成语的背后，都蕴藏着与众不同的渊源。
有的来源于古代历史事件，有的来源于古代诗文，还有的来源于民间俗语或谚语⋯⋯长久以来，成语
已深为人们所喜闻乐见，成为人们语言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宝库中的精华。
在本书中，我们精选了二百七十多条成语佳作，其中涉及历史知识、民俗风情、生活哲理等各个领域
，既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又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故事情节完整生动，让小读者重新回到那一
个个引人人胜的历史场景中去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每条成语由故事内容、出处、词义、释义四部分组成。
    亲爱的小读者，如果你想开拓视野、活跃思维、增长见识，那就赶快翻开《中国成语故事》吧，让
我们一同去成语的海洋中遨游，去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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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屋及乌安贫乐道安居乐业按兵不动安然无恙百闻不如一见百折不挠半途而废班门弄斧抱薪救火杯弓
蛇影背水一战逼上梁山鞭长莫及兵不厌诈宾至如归病人膏肓不觉技痒不可救药不寒而栗不入虎穴，焉
得虎子不自量力不遗余力不学无术不识庐山真面目别开生面沧海一粟城下之盟程门立雪草菅人命车水
马龙才高八斗乘风破浪赤膊上阵初出茅庐唇亡齿寒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天而降出类拔萃寸草春晖打草惊?
大公无私大逆不道倒行逆施得陇望蜀得意忘形东山再起东窗事发东施效颦大义灭亲独当一面对症下药
多行不义必自毙多多益善对牛弹琴断章取义耳闻不如目见尔虞我诈废寝忘食非驴非马飞蛾扑火分庭抗
礼奉公守法负荆请罪覆巢无完卵覆水难收风雨同舟飞黄腾达风烛残年各得其所割席分坐各自为政刮目
相待肝肠寸断高朋满座高山流水高枕无忧改过自新瓜田李下刚愎自用功亏一篑顾全大?过河拆桥管中窥
豹邯郸学步汗流浃背华而不实囫囵吞枣汗牛充栋河东狮吼后生可畏后起之秀后来居上后顾之忧画饼充
饥家徒四壁见异思迁渐入佳境机不可失江郎才尽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解铃还须系铃人近水楼台揭竿
而起惊弓之鸟嗟来之食金石为开九牛一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鸡鸣狗盗脚踏实地家喻户晓空中楼阁口
若悬河口蜜腹剑脍炙人口困兽犹斗快刀斩乱麻开卷有益老当益壮乐此不疲?极生悲乐不思蜀乐不可支利
令智昏梁上君子两败俱伤两袖清风量力而行临渴掘井老马识途路不拾遗鹿死谁手落井下石落花流水力
不从心毛遂自荐马革裹尸买椟还珠芒刺在背民以食为天名落孙山盲人摸象门庭若市门可罗雀面面俱到
迷途知反名列前茅明察秋毫满城风雨模棱两可难兄难弟南辕北辙弄巧成拙呕心沥血抛砖引玉攀龙附凤
扑朔迷离匹夫之勇旁若无人破釜沉舟破镜重圆盘根错节巧取豪夺气壮山河取而代之巧夺天工骑虎难下
请君入瓮千虑一得千钧一发千里送鹅毛千军万马千变万化前车之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前功尽弃骑驴觅
驴清规戒律杞人忧天趋炎附势起死回生人吾彀中人言可畏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面桃花人人自危忍辱
负重如火如荼如鱼得水如坐针毡如释重负入木三分胜败乃兵家常事上行下效杀人不眨眼蜀犬吠日数典
忘祖生死存亡四面楚歌四分五裂四海为家声东击?神出鬼没水滴石穿水深火热水落石出死灰复燃司马昭
之心，路人皆知三令五申三人成虎_二顾茅庐势如破竹善始善终世外桃源束之高阁司空见惯守株待兔
声名狼藉事半功倍手不释卷神机妙算熟能生巧同甘共苦同病相怜同心同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投笔从
戎投鞭断流叹为观止天花乱坠天衣无缝挺身而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闻鸡起舞妄自尊大忘年之交亡羊
补牢望梅止渴未雨绸缪围魏救赵闻一知十卧薪尝胆乌合之众无价之宝无可奈何小时了了先发制人休戚
相关悬梁刺股先斩后奏笑里藏刀心腹之患先礼后兵胸有成竹一饭千金一事无成一身是胆一日千里一钱
不值一箭双雕一不做，二不休一毛不拔一木难支以卵击石疑神疑鬼迎刃而解欲速则不达有恃无恐掩耳
盗铃因地制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众志成城走马观花指鹿为马专心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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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觉技痒】　　【出处】《风俗通·声音》：“渐离变名易姓，为人佣保⋯⋯闻其家堂筑，技
痒不能出。
”　　【词义】易：更改　技痒：遇到机会时特别想施展　　【释义】形容有某种专长的人，一有机
会就要表现一番。
　　战国时期，燕国有个击筑（乐器）高手名为高渐离，因为荆轲刺杀秦王未能得手而受到牵连，迫
不得已逃离家乡，改名换姓后来到一个名为宋子（今河北赵县北）的偏僻小村躲藏起来。
　　高渐离在村子的一户人家当佣工，日子久了，他感到十分苦闷。
有一次，主人家来了客人，吃饭时有击筑表演，高渐离听到后，就忍不住评论起来。
听到高渐离的评论非同一般，主人便叫他当众表演，没想到高渐离技艺高超，不同凡响，同时也引起
了众人的怀疑。
于是，高渐离取出藏在箱子里的乐器，换上旧时服装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大家又惊又喜，主人非但没有怪罪，反而将他当贵客来招待。
　　“不觉技痒”就是从这里来的，又叫“技痒难忍”。
　　【不可救药】　　【出处】《诗经·大雅》：“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　　【词义】药：用药　　【释义】不可救药比喻病重无去用药救治，也比喻事物发展到无法挽救
的地步。
　　周厉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
他在位期间生活奢侈，残忍无道，人民深受其害，不但老百姓骂他，连一些大臣也对他很不满意。
　　有一位叫凡伯的大臣，郑重地劝告厉王不要滥施酷刑，残害百姓，周厉王对凡伯的话一点也听不
进去，那些帮厉王办坏事的人反而嘲笑凡伯。
气愤之余凡伯写了一首劝谏诗，讽刺厉王的暴行，警告那些坏官。
诗中说：你们讥笑我老了，说了这些不该说的话，而你们却把有关国家忧患的事当作儿戏，旧的忧患
还没来得及防止，新的忧患又出现了，忧患的事积得多了，就会像熊熊大火，越烧越旺，到时候就“
不可救药”了。
　　后来，老百姓忍无可忍，终于造反了，把周厉王赶到了很远的地方。
　　“不可救药”在这里指周厉王暴虐无道，如同患重病一样，到了不能医治的地步。
　　【不寒而栗】　　【出处】《史记·酷吏列传》：“是以皆报杀四百余人，其后郡中不寒而栗。
”　　【词义】栗：打哆嗦　　【释义】不寒冷却发抖，形容内心极度恐惧。
　　汉武帝时，由一个叫义纵的酷吏性情十分残，经常杀人不眨眼。
据说他到南阳刚一上任，就借故杀了属下宁成全家，使南阳地区的下级官吏和一般的老百姓十分震惊
，个个谈“义纵”而色变。
　　公元一百一十九年，义纵调任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南）做太守，到了定襄不久，就听说有
的犯人越狱逃走，有的官吏收受犯人及犯人家属的贿赂。
义纵大为恼怒，立即封闭了定襄监狱，把狱中所有轻、重犯人二百余人都处以死刑。
随后又把探望的家属、亲友二百余人也以“为囚犯私自解脱枷镣”的罪名，全部杀死了。
消息传出后，当地的老百姓个个胆战心惊。
从此，定襄城里的人一提起义纵的名字就会不由自主地发抖。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出处】《后汉书·班超传》超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　　【词义】穴：动物的窝　　【释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比喻不冒风险，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班超是东汉时期有名的大将，他作为东汉的使者，曾在西域生活了三十年，帮助西域各族摆脱匈
奴的束缚和奴役，为东汉王朝开发西域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公元七十三年，班超受大将窦固派遣，第一次出使西域。
班超一行三十六人首先来到鄯善国（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罗布淖尔西北），与鄯善国国王商谈建立友
好邦交之事。
起初，鄯善国国王对他们非常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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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班超发现鄯善国国王的态度突然变得冷淡起来。
班超心中疑惑，向侍者一打听，才知道三天前匈奴也派来了使者，匈奴使者对鄯善国国王说了许多汉
朝的坏话，因此，鄯善国国王对建立邦交之事犹豫不决。
　　面对十分险恶的形势，班超立即召集将士商讨对策。
他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当今之计只有连夜消灭匈奴使者，才能断了鄯善国国王投靠匈奴的念头。
”　　当天夜里，班超率领三十五个壮士，悄悄摸进匈奴使者的营地，顺风放起一把大火。
匈奴人从梦中惊醒，吓得四散奔逃。
班超和三十五名壮士英勇奋战，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全歼匈奴一百余人。
　　班超的果敢行动震惊了整个鄯善国。
鄯善国国王见班超如此英勇，马上表示愿意同汉朝建立邦交关系，永远与汉朝和睦相处。
　　【不自量力】　　【出处】《左传·隐公十一年》：“不度德，不量力。
”　　【词义】度：衡量　　【释义】不能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
　　春秋时期，在如今河南境内有两个诸侯国，一个是郑国，一个是息国。
　　公元前七百一十二年，息国和郑国为了一点儿小事发生了争执。
息国国王难以咽下心中的怨气，便召集群臣商量，要对郑国动武。
这两个诸侯国虽然都很小，但息国的人力和物力比郑国要少得多，军力也弱得多。
朝中大臣各执己见，议论纷纷。
一些大臣认为为了一点儿小事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实在不值得。
况且息郑两国都是同姓诸侯，关系相处得一直不错。
另一些大臣则认为郑国粮草宽裕，人丁兴旺，两国比较起来，息国实力不如郑国，一旦动武，息国必
定吃亏。
而且郑国国内人心鼓舞，内外团结，不宜进攻。
息国国王听不进大臣们的意见，一意孤行，起兵攻郑，结果大败而归。
后来息国被强大的楚国所灭。
　　人们都说息国没有正确估量自己的实力，贸然出兵才导致惨败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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