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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博大精深，而成语正是其中最精练的表达方式，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故事本身。
成语是人类智慧与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与结晶，它能够形象、生动、精练地表达人的思想及人世间
深刻的道理。
本书正是出于这个目的，用历史知识和成语的双线索来改变少儿、青少年学习的枯燥形式，用日常经
常用到的有趣成语故事和知名的历史事件、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来丰富历史知识。
　　将成语故事放到历史事件中去看其形成的脉络，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到成语故事中去还原其
本来的面目，这样交叉进行的双线索，让读者在阅读成语故事的同时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历史的发展过
程。
本书的历史脉络从远古的开天辟地开始，直写到鸦片战争前的大清王朝。
文字由浅入浑，并把每个朝代最有代表性的内容浓缩到各章节的标题中，使读者一目了然。
　　本书同其他同类别的图书的不同之处在于，在讲述中国各个朝代的主要成语故事的同时，还以中
国历代成语故事的形式来讲述中国历史，将故事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结合。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有许多老师参与了协助编写和审较工作，他们是：张凯敏、李勇、谢景然
、陈志杰、任颖、任仲奇、闫武、任志杰、庄晖、杨绍华、刘丹、张晓锋、穆学军、张学会、帛红美
、宝红玉、郝春霞、梁顺利等。
在封面上不能为以上各位老师一一署名，只能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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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适合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同学阅读，更适合对历史知识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注重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相结合，是一本用历代成语故事连接起来的中国简明小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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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远古英雄时代（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开天辟地　害群之马　越俎代庖　过门不入　克勤
克俭夏“家天下”先（约公元前21世纪——前17世纪初）　戮力同心殷商——青铜时代（约公元前17
世纪初——前11世纪）　网开三面　一窍不通　土崩瓦解　令行禁止　恶贯满盈西周——礼乐文明（
约公元前11世纪——前771年）　爱屋及乌　覆水难收　功亏一篑　归马放牛　同心同德　太公钓鱼，
愿者上钩　玩物丧志　未雨绸缪　夜以继日　道路以目　忧心如焚东周之——春秋五霸争天下（公元
前770——前476年）　怙恶不悛　志在四方　秦晋之好　兵不厌诈　退避三舍　风马牛不相及　视死
如归　魑魅魍魉　尔虞我诈　倒行逆施　卧薪尝胆　匹夫之勇　一鸣惊人　箪食飘饮　升堂入室　安
居乐业东周之——战国七雄定乾坤（公元前475——前221年）秦朝——短暂铸就辉煌（公元前221——
前206年）西汉——大风起兮风云飞扬（公元前206——前25年）东汉——河洛大地呈苍茫三国——三
国演绎世代传（公元220——280年）西晋——司马奢靡五十载（公元265——317年）东晋——五胡十
六国并存（公元317——420年）南北朝－大分裂造就民族大融合（公元420——589年）隋朝——垂杨
暮鸦待盛世（公元581——618年）盛唐气象——大唐盛世三百年（公元618——907年）五代十国——
兵戎相见再分裂（公元907——960年）宋朝VS辽、金——“斜阳嘉树”VS“绝域雄风”（公元960—
—1234年）元朝——大漠天骄一统华夏（公元1206——1368年）明朝——宦官专权　资本萌芽（公
元1368——1644年）清朝——封建帝制从此终（公元1616——19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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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远古英雄时代（约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远古时代导读：　　在有正式的文字记载
之前，我国历史上还有一段漫长的远古时期。
这段时期包括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母系氏族，以及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并不算短的传说时代（有关三
皇五帝的传说），直到最后建立夏朝。
这个时期的时间跨度在我国历史上最长，从大约170万年前到公元前21世纪。
　　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人是由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
需要指出的是，在“从猿到人”的过程中，劳动起了重要的作用，传统意义上而言，是否能够制造和
使用工具是人和动物的区别。
人类最初使用的工具是打制工具，人类制造和使用打制工具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旧石器时代。
早期猿人包括云南的元谋人、陕西的蓝田人，以及发展到后期已经开始使用粗制石器的北京人，这些
是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发端，但这一时期的猿人仍然过着极为艰难的原始生活，打制石器的特点是往往
非常简单，粗厚笨重，并且一器多用。
由于工具的简单粗糙限制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只能居住在山洞中，依靠艰苦而且收获不稳定的打
猎勉强维持生活。
在旧石器时代生活的人们已经学会了用火，原古人类可能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接触到野火，采集到火种
，后来就学会了诸如钻木取火等人工制造火源的方法。
用火对猿人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能够吃到熟食的猿人们智力和体力都比以前发展得更快了。
　　距今1万年前，出现了磨制石器，磨制石器较打制石器而言是一个进步，它比打制石器更精细也
更适用了。
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的这段历史时期被称为新石器时代。
随着气候的变暖，人类渐渐从山洞移向平原。
为了适应新环境，人们选择了邻近水源的地方聚族而居，并建造了房屋，发明了陶器，还出现了原始
农业，开始了定居生活。
磨制和钻孔技术的普及使各种石质工具的制作趋于规范、定型，更适合于各种不同的用途。
人们的食物结构也相对固定下来，南方多种植水稻、北方多种植粟稷。
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实际上是从简单获取自然物的生活方式向耕种生产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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