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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内容概要

《中小学生典故必读》内容简介：严格来说，典故是诗文中经常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的词语。这
些故事和词语千百年来经过人们一再提炼、加工、概括和引用，逐渐成为一种删繁就简、有特定内涵
的语言材料。但《中小学生典故必读》的典故是广义上的典故。它除了历史典故、成语典故外，还特
别精选了节日民俗典故、城市掌故、老字号典故、食文化掌故、文化艺术和文物典故、中外名人掌故
，以及数学典故等。故事的选择遵循知识性、经典性与可读性，使读者们感受轻松获得知识的愉悦体
验。
最好的故事包含了最朴素、最深刻的道理。《中小学生典故必读》最大的特色与亮点在于，在每个故
事的后面，作者将这些故事中的观点、道理、启发、感想等悉心诠释给大家，帮助中小学生在阅读中
不仅积累素材，还能发散思路、展开联想，从而提高作文和口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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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书籍目录

一月 岁月长河中的浪花——历史典故
1月1日 当局者迷
1月2日 二桃杀三士
1月3日 风吹草动
1月4日 冯唐易老
1月5日 日近长安远
1月6日 孺子牛
1月7日 孺子可教
1月8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1月9日 三寸不烂之舌
1月10日 三生有幸
1月11日 书裙
1月12日 苏武牧羊
1月13日 苏门长啸
1月14日 推敲
1月15日 玩火者自焚
1月16日 望帝啼鹃
1月17日 王霸惭于
1月18日 网开三面
1月19日 忘年交
1月20日 五车书
1月21日 “桃李”
1月22日 鲤鱼跳龙门
1月23日 晏殊信誉的树立
1月24日 立木为信与烽火戏诸侯的对比
1月25日 因失信而丧生
1月26日 季布“一诺千金”
1月27日 季札挂剑
1月28～31日 休息
二月 三国中的典故
2月1日 识时务者为俊杰
2月2日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月3日 手不释卷
2月4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2月5日 身在曹营心在汉
2月6日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2月7日 小巫见大巫
二－三月 智慧的果实——成语典故
2月8日 沧海桑田
2月9日 草菅人命
2月10日 车胤囊萤
2月11日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2月12日 乘风破浪
2月13日 唇亡齿寒
2月14日 从善如渡
2月15日 重蹈覆擞
2月16日 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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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2月17日 出类拔苹
2月18日 大义灭亲
2月19日 遭听逮说
2月20日 得过且过
2月21日 得胧望蜀
2月22日 得心应手
2月23日 东山再起
2月24日 东施效晕
2月25日 独当一面
2月26日 对牛弹琴
2月27日 风声鹤唳
2月28日 奉公守法
三月
3月1日 焚书坑儒
3月2日 负荆请罪
3月3日 赴汤蹈火
3月4日 覆水难收
3月5日 干夫所指
3月6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3月7日 黔驴技穷
3月8日 强弩之末
3月9日 倾城倾国
3月10日 请君人瓮
3月11日 穷兵黩武
3月12日 秋毫无犯
3月13日 曲高和寡
3月14日 趋炎耐势
3月15日 人杰地灵
3月16日 人琴俱亡
3月17日 人盲可瞿
3月18日 任人唯贤
3月19日 忍辱负重
3月20日 如鱼得水
3月21日 人木三分
3月22日 熟能生巧
3月23日 水漓石穿
3月24日 事半功倍
3月25日 双管齐下
3月26日 投笔从戎
3月27日 退避三舍
2月28日 奉公守法
3月29日 望门投止
3月31日① 未雨绸缨
3月31日② 僵首畏尾
3月31日③ 文君当垆
3月31日④ 闻鸡起舞
3月31日⑤ 卧薪尝胆
3月31日⑥ 一鸣惊人
四月～五月 谈古论今话风流——名人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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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4月1日 蛙叫与鸡鸣
4月2日 臣劝君学
4月3日 我是—个不中用的人
4月4日 白壁无理
4月5日 “三余”与“三上”
4月6日 吃“蒜汁”
4月7日 夜贴对联
4月8日 卖扇
4月9日 锦帐内的三年
4月10日 面壁石
4月11日 剪须为药
4月12日 居之易不易？
4月13日 锦囊
4月14日 警枕苦读
4月15日 “一家哭”与“一路哭”
4月16日 划粥
4月17日 怕后生笑
4月18日 属对联
4月19日 破案
4月20日 废话招打
4月21日 门对千棵竹
4月22日 蛙声十里出山泉
4月23日 乌纱白扇俨然官
4月24日 横行到几许
4月25日 戒烟
4月26日 公仆
4月27日 徐特立的诗歌
4月28日 辣椒的作用
4月29日 三口烟的抗议
4月30日 改许
五月
5月1日 自传
5月2日 怎得见雁飞？
5月3日 不认家人
5月4日 讲《西游记》
5月5日 扔掉人旁不做官
5月6日 这才是我的好妻子
5月7日 反唇相讥
5月8日 比中头名状元更光彩
5月9日 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
5月10日 聋子大哥
5月11日 因为我是中国人
5月12日 腹稿
5月13日 龚贤拒画
五月 浓浓回味情——节日与民俗典故
5月14日 “年”的故事
5月15日 门神、春联的由来
5月16日 祭灶的由来
5月17日 年夜饭吃食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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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5月18日 春节守岁的由来
5月19日 腊八节的由来
5月20日 元宵节的由来
5月21日 清明节的由来
5月22日 柳节与柳俗
5月23日 端午节的由来
5月24日 七夕节的由来
5月25日 中秋节的由来
5月26日 重阳节的传说
5月27日 讲古
5月28—31日 休息
六月（1） 记忆中的繁华——城市典故
6月1日 刘伯温智修北京城
6月2日 故宫角楼的传说
6月3日 灶君庙的铁狮子
6月4日 捏面人的来历
6月5日 “沪”韵来历
6月6日 上海的老弄堂名、路名
6月7日 老虎宙
6月8日 大理风花雪月的传误
6月9日 寒山寺与枫桥
6月10日 姑苏的由来
6月11日 茶祖宗
6月12日 臭秦桧
6月13日 飞来峰
6月14日 摩舶题匪
6月15日 吴山第一泉
6月16日 沈阳“斗姆宫”
6月17日 酒泉地名的来历
6月18日 重庆名称的由来
6月19日 布袋和尚的传说
六月（Ⅱ） 穿越时空的经典——老字号典故
6月20日 都一处
6月21日 持不理
6月22日 清致儒雅的荣宝斋
6月23日 同仁堂轶事
6月24日 一条板凳起家的东来顺
6月25日 “以全聚德”的挂炉烤鸭
6月26日 有关六味斋的历史
6月27～30日 休息
七月一八月 民以食为天——饮食典故
7月1日 味精的故事
7月2日 “八大碗”的由来
7月3日 宋艘鱼
7月4日 油炸侩
7月5日 麻婆豆腐
7月6日 四川毛血旺
7月7日 陈年糟蛋
7月8日 跷脚牛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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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7月9日 “三哥龟头”火锅
7月10日 “叫花鸡”的传说
7月11日 王安石佑双喜字肉
7月12日 鱼头豆腐的来历
7月13日 热干面的诞生
7月14日 东坡肉
7月15日 诸葛亮爱民创馒头
7月16日 吕洞宾与绍兴香糕
7月17日 少林八宝酥
7月18日 羊眼包子的来历
7月19日 汤团
7月20日 宋五嫂鱼羹
7月21日 干炸响铃
7月22日 猫耳朵
7月23日 孙中山的四物汤
7月24日 才女唐瑰与名吃“三不粘”
7月25日 天下第一菜
7月26日 “盘龙糕”的传说
7月27日 伏辕与烤肉
7月28日 乾隆与茶
7月29日 康熙和玉米粥
7月30日 “醋”的来历
7月31日 董小宛的“诗菜”
八月
8月1日 昭君蝎名桃花鱼
8月2日 谭元春与红烧木琴鱼
8月3日 冰糖葫芦传奇
8月4日 韦陟逼出葫芦鸡
八月 花底听雨声——文化艺术及文物典故
8月5日 楚河汉界——象棋
8月6日 东坡作画——扇子
8月7日 高山流水
8月8日 国宝景泰蓝
8月9日 国粹明珠——京剧
8月10日 姜子牙与筷子
8月11日 梨园弟子
8月12日 无字碑——碑
8月13日 治病榨杏
8月14日 思乡檀柳
8月15日 写诗护树
8月16日 蒙恬造笔——毛笔
8月17日 墨池——墨
8月19日 贵妃捧砚——砚
8月20日 攒山举鼎——鼎
8月21日 故人已桑黄鹤去黄鹤楼
8月22日 倒展——鞋
8月23日 余音绕粱——曲阜孔庙
8月24日 一鼓作气——鼓
8月25日 金龟换酒——金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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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8月26日 孔方兄——钱币
8月27日 佰唆救赵——虎符
8月28日 卞和与和氏璧
8月29日 昭君出塞——昆琶
8月30～31日 休息
九月 科学之花——数学典故
9月1日 不会考试的数学家埃尔米特
9月2日“代数学之父”丢番田
9月3日 古希腊数学
9月4日 华罗庚的故事
9月5日 不是洗澡堂
9月6日 蝴蠊效应
9月7日 四色莆想
9月8日 罗马敷宇投有
9月9日 鸡兔同笼
9月10日 “无理数”的由来
九月一十二月 来自异域的精彩——外国典故
9月11日 他想靠几何学发财呢！
9月12日 笑与哭
9月13日 贫穷与富有
9月14日 磕鸡蛋
9月15日 马夫的本领
9月16日 这不是先生写的！
9月17日 猫洞
9月18日 天文学家与薪金
9月19日 刷鞋与吃饭
9月20日 这能充饥么？
9月21日 拮据
9月22日 名片
9月23日 给小孩子看的书
9月24日 反讥
9月25日 教子惜时
9月26日 反击
9月27日 《夜莺颂歌》
9月28日 怪兽
9月29日 《云雀》的诞生
9月30日 白窗帘
十月
10月1日 抄菜单
10月2日 你是我的学生了
10月3日 真实总是有趣的
10月4日 特殊的“座位”
10月5日 “外壳”
10月6日 记住了
10月7日 艺术家与科学家
10月8日 “最高原则”
10月9日 诗与火
10月10日 我很荣幸
10月11日 绝妙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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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10月12日 小说与酒
10月13日 睁眼瞎马
1O月14日 自行车运动
10月15日 鳄鱼
10月16日 水手
10月17日 照片镜子
10月18日 衣服上的名曲
10月19日 我也是一样
10月20日 意外的收获
10月21日 从后排到前排
10月22日 大家都要相信他
1O月23日 知识与王冠
10月24日 上天发怒的惊恐
10月25日 地球仍在转动
10月26日 后母娘的词汇
1O月27日 园艺匠的误会
10月28日 预言
10月29日 “美德分类表”
10月30日 贫穷的乐师
十一月
11月1日 专心的安培
11月2日 误会——醒悟
11月3日 进入角色
11月4日 判断
11月5日 他的价值
11月6日 震动世界的人
11月7日 贝多芬只有一个
11月8日 同样赔不起
11月9日 心上的石头落了地
11月10日 习惯
11月11日 向普希金致敬
11月12日 手稿的价值
11月13日 帽乎？头乎？
11月14日 奇特的求爱信
11月15日 失踪的新郎
11月16日 《一个傻瓜》
11月17日 “斗犬”
11月18日 迟了两年半了
11月19日 “叫虫”
11月20日 第16次投稿
11月21日 为了让你看清我
11月22日 妄加攻击是可笑的
11月23日 名字的威力
11月24日 “？”与“！”
11月25日 是你疯了
11月26日 请寄胸腔来
11月27日 听到了
11月28日 “发明大王”的好奇心
11月29日 成功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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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11月30日 昆虫迷的故事
十二月
12月1日 第三张板凳
12月2日 生活的公式
12月3日 荣誉与玩具
12月4日 作家与鱼
12月5日 慈悲的眼睛
12月6日 “给”与“拿”
12月7日 那该多么可怕呀！
12月8日 劳动和运动
12月9日 这真是出喜剧
12月10日 件宝
12月11日 体坛“老孩子”
12月12日 夏洛克
12月13日 小红帽
12月14日 狮子求婚
12月15日 哈姆雷特
12月16日 黑色幽默
12月17日 潘多拉魔盒
12月18日 条条道路通罗马
12月19日 蒙娜丽莎的微笑
12月20日 天上不会掉馅饼（PIEIN THE SKY）
12月21日 马拉松的由来
12月22～30日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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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章节摘录

　　一月 岁月长河中的浪花——历史典故　　1月1日 当局者迷　　典故来源：《新唐书?元澹传》：
当局者迷，傍观者必审，何所谓疑而不申列？　　故事：唐朝的大臣魏光上书唐玄宗，要求把唐初名
相魏征整理修订过的《类礼》（即《礼记》）列为经书，也就是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玄宗当即表示
同意，并命元澹等人仔细校阅一下，再加上注解。　　不料，右丞相张说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
现在的《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本子，使用到现在近千年。再说，东汉的郑玄也已加了注解，已经
成为经书，有什么必要改用魏征整理修订的本子呢？玄宗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便改变主意。但是元
澹认为，本子应该改换一下。为此，他写了一篇题为《释疑》的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　　《释疑
》是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先是客人问：“《礼记》这部经典著作，戴圣编纂、郑玄加注的本
子与魏征修订的本子相比，究竟哪个更好？”　　主人回答说：“戴圣编纂的本子从西汉起到现在经
过了许多人的修订、注解，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魏征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而重新整理的，谁会想到
那些墨守成规的人会反对呢？”　　客人听后点点头，说：“是啊，就像下棋一样，下的人反倒糊涂
，旁观者却看得很清楚。”　　人生感悟　　在生活中，身为其事的人反而糊涂。“旁观者清”是因
为他不为“当局者”的名利、得失等所困扰，换了一个角度，能更全面地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这个道理。　　二桃杀三士　　典故来源：《宴子春秋?谏下二》：公孙接
、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闻。⋯⋯晏子见公曰：“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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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典故必读》

精彩书评

1、一月 岁月长河中的浪花——历史典故　　1月1日 当局者迷　　典故来源：《新唐书?元澹传》：当
局者迷，傍观者必审，何所谓疑而不申列？　　故事：唐朝的大臣魏光上书唐玄宗，要求把唐初名相
魏征整理修订过的《类礼》（即《礼记》）列为经书，也就是作为儒家的经典著作。玄宗当即表示同
意，并命元澹等人仔细校阅一下，再加上注解。　　不料，右丞相张说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现
在的《礼记》是西汉戴圣编纂的本子，使用到现在近千年。再说，东汉的郑玄也已加了注解，已经成
为经书，有什么必要改用魏征整理修订的本子呢？玄宗觉得他说得也有道理，便改变主意。但是元澹
认为，本子应该改换一下。为此，他写了一篇题为《释疑》的文章，表明自己的观点。　　《释疑》
是采用主客对话的形式写成的。先是客人问：“《礼记》这部经典著作，戴圣编纂、郑玄加注的本子
与魏征修订的本子相比，究竟哪个更好？”　　主人回答说：“戴圣编纂的本子从西汉起到现在经过
了许多人的修订、注解，相互矛盾的地方很多，魏征正是考虑到这些因素而重新整理的，谁会想到那
些墨守成规的人会反对呢？”　　客人听后点点头，说：“是啊，就像下棋一样，下的人反倒糊涂，
旁观者却看得很清楚。”　　人生感悟　　在生活中，身为其事的人反而糊涂。“旁观者清”是因为
他不为“当局者”的名利、得失等所困扰，换了一个角度，能更全面地看问题。“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也是这个道理。　　二桃杀三士　　典故来源：《宴子春秋.谏下二》：公孙接、
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闻。⋯⋯晏子见公曰：“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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