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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编成语故事366》

前言

　　中国成语源远流长，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集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强烈的文学色彩于一体。它不
仅语言精练、意味隽永，更是中国古人思想的结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该系列书选取常用成
语400个，涵盖了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同时做了适度拓展。它以斐然的文采生动地讲述故事，融
入汉语知识，钩沉中国历史，指点成语出处，辨析成语含义，延展相关的文学常识，使人们。在快乐
阅读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中国成语蔚为大观，承载深厚。在本书的
编写中一定会有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期完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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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编成语故事366(1)》以斐然的文采生动地讲述成语故事，融入汉语知识，钩沉中国历史，指点成
语出处，辨析成语含义，延展相关的文学常识，使人们在快乐阅读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精编成语故事366》共4本，彩色印刷，每本独立成书。全套数共收入成语400个，涵
盖了中小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同时做了适度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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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J　　既往不咎　　据说孔门弟子有七十二贤，孔子的学生中，有几个是性格和才能比较突出的。
《论语》里，就记述了许多个性鲜明、品质优异、才能突出的人。比如，孔子最欣赏的颜回，他身居
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然而自得其乐，清贫好学。比如，子路性格爽直，为人勇武，信守承诺，忠
于职守，以擅长“政事”著称。再比如，有一个弟子叫宰我，名予，字子我，他则以口才出众博得孔
子的欣赏。　　有一次，鲁哀公向宰我询问关于土地庙祭祀的事，宰我介绍说：“夏朝土地庙的神牌
，是用松木制成的，商朝的是以柏木制成的，我们周朝的是用栗木制成的。”　　鲁哀公有点不明白
，他想：不同朝代的土地庙，祭祀的神牌所用木料不同，这只是偶然吧，没有什么特别意味吧？　　
宰我接着说：“使用栗木会使祭祀的人战栗。”　　孔子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认为宰我最后的解释并
无根据，纯属巧言令色，便说道：“已经完成的事就不要去说它，已经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建议。一
样地，既往不咎，已经过去的过失，就不要再追究了。”　　以上是《论语》里描述的“既往不咎”
的来历。历史上还有一个“既往不咎”的典故，是发生在唐朝的故事。　　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
国内还存留着一些割据势力。大将李靖奉命前去进攻占据长江中游的萧铣。李靖率领的军队受到萧铣
军队的阻击，无法前进。在这个关头，唐高祖李渊怪罪李靖，于是想杀了他。幸亏有其他人说情，劝
说唐高祖对李靖手下留情，好让李靖有机会将功补过，如果把他杀了，固然能解对李靖无法成功完成
使命的一时之十艮，可是大唐也将失去一员大将啊！唐高祖听从了这个劝告，决定不杀李靖，李靖这
才好不容易死里逃生。　　不久，李靖消灭了前来侵扰的军队。唐高祖李渊特意在慰问李靖的诏书上
写道：“‘既往不咎’，我早已把那些旧事忘掉了。”后来，李靖还是消灭了萧铣。　　恍然大悟·
释义　　指对以往的错误不再追究和责怪。既：已经。往：以往。咎：责怪。　　追本溯源·出处　
　春秋·孔子等《论语·八佾》：“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艰难险阻　　春秋时，
楚国主将子玉率军围攻宋国，宋国向晋国求救。　　此时晋文公在位。晋文公名重耳，与周王室同宗
，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春秋五霸之一。因其父晋献公立幼子为嗣，曾流亡国外十九年，在秦援
助下回国即位。晋文公共在位九年，在赵衰、狐偃、狐毛、贾佗、先轸、魏武子、介之推等人的辅佐
下，实行“通商宽农”、“明贤良”、“赏功劳”等政策，整顿内政，发展农业、手工业，加强军队
，国力大增，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在流亡途中，重耳曾到过宋国。宋襄公款待
了他，并送他二十辆马车。后来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则拒绝接待他。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接待他
，并问他以后打算如何报答楚国。重耳回答：“万一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我愿意命令军队撤
退三舍（即九十里）。”子玉建议楚成王马上杀死重耳，以免给自己留下后患，但是楚成王没有采纳
他的意见。最后，重耳到了秦国，秦穆公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五个女子许配给他，其中有秦穆公的
亲生女儿。后来秦穆公又护送重耳回到了晋国。　　接到宋国的求救请求，晋文公出兵攻占了晋、宋
之间的曹、卫两个楚国的盟国，并和齐、秦两国结成联盟，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见此情形，楚成王
命令子玉撤离宋国，并告诫说：“不要再同晋国的军队周旋了。晋文公在国外流亡了十九年，所有的
艰难险阻，他都经历过。你要知难而退。”子玉不听，结果被晋国军队打败，自己也只能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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