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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宋代〕

bāo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
zú

卒葬之；以故其

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
zhǒnɡ

冢也。距其院东五

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
pū

仆道，

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

者，盖音
miù

谬也。

褒禅山也称为华山。唐代和尚慧褒当初在这里筑室居住，死后又

葬在那里；因为这个缘故，后人就称此山为褒禅山。现在人们所说的

慧空禅院，就是慧褒弟子在其墓旁盖的屋舍。距离那禅院东边五里，

是人们所说的华阳洞，因为它在华山南面而这样命名。距离山洞一百

多步，有一座石碑倒在路旁，上面的文字已被剥蚀、损坏近乎磨灭，

只有从勉强能认得出的地方还可以辨识出“花山”的字样。如今将“华”

读为“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音上的错误。

其下平
kuànɡ

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

五六里，有穴
yǎo

窈然，入之
shèn

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

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
dài

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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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
suì

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

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

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
jiù

咎

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由此向下的那个山洞平坦而空阔，有一股山泉从旁边涌出，在这

里游览、题记的人很多，这就叫做“前洞”。经由山路向上五六里，

有个洞穴，一派幽深的样子，进去便感到寒气逼人，探究它的深度，

就是那些喜欢游险的人也未能走到尽头——这是人们所说的“后洞”。

我与四个人打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困难，而所见到的景

象也就更加奇妙。有个懈怠而想退出的伙伴说：“再不出去，火把就

要熄灭了。”于是，只好都跟他退出来。我们走进去的深度，比起那

些喜欢游险的人来，大概还不足十分之一，然而看看左右的石壁，来

此而题记的人已经很少了。洞内更深的地方，大概来到的游人就更少

了。当决定从洞内退出时，我的体力还足够前进，火把还能够继续照

明。我们出洞以后，就有人埋怨那主张退出的人，我也后悔跟他出来，

而未能极尽游洞的乐趣。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

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

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
ɡuī

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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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

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
huò

惑而无物以相之，

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
jī

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

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对于这件事我有所感慨。古人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

兽，往往有所得益，是因为他们探究、思考深邃而且广泛。平坦而又

近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多；危险而又远的地方，前来游览的人便

少。但是世上奇妙雄伟、珍异奇特、非同寻常的景观，常常在那险阻、

僻远少有人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达的。虽然有

了志气，也不盲从别人而停止，但是体力不足的，也不能到达。有了

志气与体力，也不盲从别人、有所懈怠，但到了那幽深昏暗而使人感

到模糊迷惑的地方却没有必要的物件来支持，也不能到达。可是，力

量足以达到目的而未能达到，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在自己来说

也是有所悔恨的；尽了自己的主观努力而未能达到，便可以无所悔恨，

这难道谁还能讥笑吗？这就是我这次游山的收获。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
miù

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

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我对于那座倒地的石碑，又感叹古代刻写的文献未能存留，后世

讹传而无人弄清其真相的事，怎么能说得完呢？这就是学者不可不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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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思考并谨慎地援用资料的缘故。

四人者：庐陵萧君
ɡuī

圭君玉，长乐王回深
fǔ

父，余弟安国平
fǔ

父、安上

纯
fǔ

父。

同游的四个人是：庐陵人萧君圭，字君玉；长乐人王回，字深甫；

我的弟弟王安国，字平甫；王安上，字纯甫。

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至和元年七月，临川人王安石记。

（合计 628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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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篇：

创作背景：

至和元年（公元 1054 年）4 月，王安石在任舒州通判三年期满辞职

回家探亲途中，与两位好友及两名弟弟一同游览了褒禅山，后写下千

古名篇《游褒禅山记》。

舒州在哪里？

王安石的工作地点：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

褒禅山的位置：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距离舒州约 230 公里（现

在开车大约 2.5 小时）。

王安石是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距离舒州约 400 公里

思考题：在北宋年代，从舒州到褒禅山需要多长时间

王安石是做什么的？——通判大揭秘

通判的职责：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纪委书记！

监督地方官员

和知州（市长）一起管理州政

为什么重要：皇帝怕地方官权力太大，用通判“盯梢”。

趣味类比：知州是班主任，通判就是“班主任的监督员”！

大宋四百军州是什么？

赵匡胤-“一根棍棒等身齐，打四百座军州都姓赵”（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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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和州：相当于现在的“市”或“地区”。

州（如舒州）：普通市级单位

军（如荆门军）：边境或军事要地，类似“军区市”

北宋行政区划结构：

路（类似省）：全国分 23 路（如福建路、河北路）

府/州/军（类似市）：路下面管着 400 多个府、州、军

县（和现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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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的名字

第一站：王安石游记里的“华山”

位置：安徽含山县褒禅山中的“华山”（原名“
huā

华山”，现在叫褒禅山）。

特点：华阳洞像地下迷宫，洞中有河，钟乳石千奇百怪。

文化故事：王安石在这里写下《游褒禅山记》，教我们“坚持到底才

能看到最美的风景”！

第二站：西岳
huà

华山（太华山）

位置：陕西省渭南市，中国五岳之一！

特点：悬崖像刀削的一样，爬山要抓铁链！

神话传说：宝莲灯故事中，沉香劈山救母的地方就是华山！

趣味对比：

王安石华山：高约 200 米（比上海东方明珠（468 米）矮一半）。

西岳华山：主峰 2154 米（相当于 700 层楼高！）

华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中华”“华夏”中的“华”字就源于华山，因

此此地有着“华夏之根”之称；而在古代社会，华山还是祭祀神山，秦

始皇、汉武帝、武则天、唐玄宗等帝王在此曾进行过大规模祭祀活动。

思考题：为什么以上四位帝王会选择华山来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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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华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之一，华山的西玄洞为“第四洞天”，

全山共拥有 72 个半悬空洞、20 余座道观，有陈抟、郝大通、贺元希

等道教高人，流传着“劈山救母”“吹萧引凤”等道教神话传说，留下了

诗歌、碑记等 1200 余篇，摩岩石刻多达千余处。 1982 年，华山成

为“首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2004 年，成为“中华十大名山”。

思考题：古代名人在山上写字刻字被称为摩崖石刻，我们要是在山上

石头上写字刻字会怎么样？

第三站：华山的“弟弟”——少华山

位置：陕西渭南市，和华山是邻居！

身高差：少华山主峰 1664 米（比华山矮一个“东方明珠”）。

古人觉得两座山像兄弟，高的叫“太华山”（大哥），矮的叫“少华山”

（小弟）。

冷知识：少华山和华山之间隔着一条深沟，像被巨人用斧头劈开！

华山名字的误会：中国有 11 座山叫“华山”，王安石去的只是其中一

座哦！

思考题：你知道哪些城市有“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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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佛教僧人的称呼

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提到的褒禅山，曾有位慧褒禅师隐居修行。

1. 浮屠（佛陀的小名，偶尔指僧人）

意思：原本是梵语“佛陀”的翻译（就是佛祖），但古人有时也用它来

代指“佛塔”或“僧人”。

——这里的“浮图”就是指“僧人慧褒”。

思考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的浮屠是什么意思

2. 和尚（老师级僧人）

意思：对男性僧人的尊称，一般指修行多年、能教导别人的僧人。

小例子：

如果慧褒禅师在寺庙里教小和尚念经，大家会叫他“和尚”。

不是所有僧人都能叫“和尚”，只有资深的才行哦！

3. 高僧（超级厉害的僧人）

意思：修行特别厉害、品德崇高的僧人，就像“学霸级老师”。

4. 沙弥（小学生僧人）

意思：刚出家的小男孩（7-20 岁），还没毕业的小和尚。

小例子：

寺庙里帮忙扫落叶、挑水的小和尚就是“沙弥”。

5. 比丘（正式毕业的僧人）

意思：成年男性僧人，受过“毕业考试”（具足戒），能独立修行。



10

小例子：

如果沙弥长大并通过考试，就升级为“比丘”。

冷知识：比丘要遵守 250 条戒律，比如不能吃肉、不能结婚。

趣味对比：

沙弥≈“小学僧”，比丘≈“大学僧”

称呼 身份 相当于学校里的 王安石故事中的角色

浮屠 佛祖或僧人 校长/老师 慧褒禅师

和尚 资深教导型僧人 班主任 慧褒禅师

高僧 德高望重的修行者 特级教师 慧褒禅师

沙弥 小和尚（未成年） 小学生 寺庙里的小帮手

比丘 正式僧人（成年） 大学生 慧褒的弟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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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褒是谁？

关于慧褒禅师的师承，现存历史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唐代佛教史料

（如《景德传灯录》）对其师徒关系未有直接记录，但可从以下角度

推测他的佛法渊源：

时代背景

慧褒禅师主要活动于唐太宗至高宗时期（7 世纪中叶），这一时期禅

宗尚未形成南北宗的明显分野。

思考题：慧褒禅师生活在唐太宗到唐高宗时代，你还知道这个时代还

有哪位高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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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斯特地貌和其他地貌

褒禅山的秘密王国——喀斯特地貌

位置：安徽含山县褒禅山（王安石探险的地方）

地貌特点：

地下迷宫：华阳洞里有无数溶洞，像被水精灵雕刻的石头宫殿！

钟乳石冰淇淋：洞顶滴下的水珠，经过千年变成“石头冰柱”（钟乳石

和石笋）。

王安石金句：“世之奇伟瑰怪，常在于险远”——最美的风景要勇敢探

索才能看到！

地球妈妈的七种“皮肤”——常见地貌

丹霞地貌（红色城堡）

特点：红石头山像被火烧过，山顶平平的像蛋糕！

代表地：广东丹霞山（《西游记》火焰山取景地）、甘肃张掖（彩虹

山）。

雅丹地貌（魔鬼迷宫）

特点：风爷爷用沙子当刻刀，把土堆雕成骆驼、战舰！

代表地：新疆魔鬼城（晚上风声像鬼叫）、敦煌玉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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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地貌（千沟万壑）

特点：泥土被雨水冲出无数裂缝，像老爷爷脸上的皱纹！

代表地：陕西黄土高原（住窑洞的地方）、黄河壶口瀑布。

冰川地貌（冰河世纪）---你还在哪里看到过这个词？

特点：冰巨人留下的 U 型山谷、冰斗湖（像巨人喝水的碗）！

代表地：四川海螺沟（冰川与森林共存）、西藏米堆冰川。

火山地貌（地球的烟花）

特点：火山喷发后留下的锥形山、岩浆冷却的黑色岩石！

代表地：吉林长白山天池（火山口湖）、黑龙江五大连池。

沙漠地貌（金色海洋）

特点：风把沙子堆成月牙形沙丘，像凝固的海浪！

代表地：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最大）、宁夏沙坡头（可以滑沙）。

海岸地貌（海浪雕刻师）

特点：海浪把石头咬成拱门、礁石上布满贝壳化石！

代表地：台湾野柳地质公园（女王头石像）、海南三亚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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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类型 形成原因 代表地 趣味比喻

喀 斯 特 地

貌

水溶解石灰

岩
广西桂林、安徽褒禅山 地下水晶宫

丹霞地貌
红色砂岩风

化
广东丹霞山 火焰蛋糕山

雅丹地貌 风蚀土堆 新疆魔鬼城 沙漠战舰舰队

黄土地貌
雨水冲刷黄

土
陕西黄土高原 大地的皱纹

冰川地貌
冰川移动雕

刻
西藏米堆冰川 冰巨人的玩具

火山地貌 火山喷发 吉林长白山 地球的烟花坑

沙漠地貌
风力堆积沙

子
新疆塔克拉玛干 金色凝固海浪

海岸地貌
海浪侵蚀岩

石
台湾野柳

海浪雕刻的艺术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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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其人

王安石简介（1021-1086 年）

一、政治生涯与变法

1. 官位与谥号

科举出身：庆历二年（1042 年）进士及第，授扬州签判，历任地方

与中央官职。

宰执高位：熙宁二年（1069 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次年拜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总揽新法），主导熙宁变法（1069-1076 年）。

封爵：元丰年间被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故世称“王荆公”）。

谥号：南宋高宗时追谥“文”，故全称“王文公”。

宋朝制度 政事堂 五位正副宰相 生老病死苦

王安石是参知政事 那就是参知政事最大

王安石是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那就是宰相最大

2. 变法（新法）内容

经济改革：

青苗法：国家在青黄不接时贷款给农民，抑制高利贷盘剥。

免役法（募役法）：改差役为职业化雇役，市场化解决民间劳力不均。

（以前是免费给官府干活）

均输法：调剂各地物资运输，降低中央采购成本，打击垄断商人。

市易法：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平抑物价，类似国家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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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与教育：

保甲法：民兵制与户籍联保，加强地方治安与国防后备力量。

保马法：鼓励民间养战马，军事动员预备役。

改革科举：提升实务科目比例，裁剪诗赋在选拔中的权重。

争议：新法虽目标在富国强兵，但执行中受官僚腐败与政策僵化影响

加剧民间负担，尤其受保守地主阶级（如司马光、苏轼等）强烈反对。

3. 政敌

保守派领袖：司马光、文彦博、富弼等儒家正统人士批评新法违背“祖

宗之法”与儒家伦理。（《宋史》卷九十一志第四十四·六月戊申，

命司马光都大提举修二股工役（就是管理修黄河）。吕公著言："朝

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乃罢光行。）

新法集团内部矛盾：吕惠卿作为副手曾倒戈攻击，展现改革派内部分

裂。

二、文学成就

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逻辑严密，长于析理，如《答司马谏议书》（与

司马光的绝交书，顺便宣传新法）《读孟尝君传》，反驳旧党观点。

诗歌改革：“王荆公体”雄奇刚劲，生新瘦硬，《泊船瓜州》中“春风

又绿江南岸”代表其炼字功力。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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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经学与哲学：

《三经新义》（《周礼》《尚书》《诗经》官方注解），配合教育改

革，以实用主义思路解经。

“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体现其变革哲学，挑战汉唐

经学权威。

三、生活习惯与个性

节俭清廉：不事奢华，服垢不浣，日常饮食简朴，常著旧衣，虽身居

高位而不营私财。

性格坚毅：被称“拗相公”，不屈于舆论压力，坚持己见到固执程度，

甚至在变法失利后仍有专著辩驳批评。

学者气质：退居江宁半山园后，致力于校订《字说》，探讨文字源流，

直至逝世。

四、后人评价

北宋当代：变法争议巨大，新法因党争多次废立，哲宗时全面恢复，

徽宗朝作"崇宁新政"以继承。

南宋至元：理学崛起后，多将北宋亡国归咎于党争与新法，《宋史》

列为“奸臣”。但陆九渊、朱熹等经朱子学批评后也承认其个人品格高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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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梁启超《王荆公》全面翻案，视其为中国古代重大改革家，

称他是夏商周三朝以来唯一的完人。

历史学者黄仁宇通过《中国大历史》强调其经济理性主义与近代性特

征。

当下视角：王安石变法被视为 11 世纪国家能力改革的重要尝试，但

基层执行力不足与文化保守性导致反弹，成为治理难题之镜鉴。

总结

王安石作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其拼合经济统制主义与儒家理想主

义的变法路径，深刻形塑了北宋中后期的政治轨迹，同时也是其个人

才学与时代局限共同作用的产物。尽管饱受争议，其在文学与思想史

上的创新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现代社会变革中常被作为历史参照点

加以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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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变法

一、古代时期

管仲改革（春秋时期，齐国）

背景：管仲辅佐齐桓公，推行“相地而衰征”，按土地质量征税。

成效：促进农业生产，齐国成为春秋首霸。

李悝变法（战国时期，魏国）

核心：颁布《法经》，废除世卿世禄，推行“尽地力之教”，鼓励农耕。

意义：魏国率先强盛，开启战国变法浪潮。

商鞅变法（战国时期，秦国）

措施：废除井田制，奖励军功，推行郡县，连坐法，统一度量衡。

影响：秦国由此崛起，奠定统一基础，影响后世法制。

汉武新政（汉朝）

经济：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五铢钱）。

政治：推恩令削弱诸侯，察举制选官。

王莽改制（新朝）

内容：土地国有（王田制）、废除奴婢、五均六筦（工商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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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理想主义脱离现实，加剧社会矛盾。

二、中古至近代

宇文泰的苏绰改革（西魏）

历史分期：北周奠基者推行均田制、精简官僚、强化府兵。

作用：为隋唐统一开创制度基础。

王安石变法（北宋，熙宁变法）

经济：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等，强化国家调控。

困境：执行中的官僚腐败与民间反弹，新旧党争激烈。

张居正改革（明朝，万历新政）

核心：一条鞭法合并赋役，考成法考核官员绩效。

结果：短暂振兴明朝财政，死后被反攻倒算。

戊戌变法（清朝，1898 年）

内容：设立京师大学堂，废除八股，裁撤冗官，鼓励实业。

命运：慈禧发动戊戌政变，仅维持百日，六君子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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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篇

伍子胥逃亡故事

第一幕：奇怪的婚礼

很久很久以前，楚国有个国王叫楚平王，他老了以后变得很糊涂。他

手下有个坏心眼的大臣叫费无忌，一心想当宰相。

有一天，楚平王想和秦国交朋友，就让自己儿子太子建娶秦国公主孟

嬴。可费无忌偷偷对国王说：“孟嬴是天下最美的姑娘！您应该自己

娶她呀！”

楚平王一听心动了，他骗秦国使者说：“我们楚国有个规矩，新娘要

先见公公！”结果孟嬴一进宫就被扣下，国王让一个齐国侍女假扮公

主嫁给了太子建。

第二幕：逃亡大冒险

一年后，孟嬴生了个儿子，秘密终于藏不住了！楚平王害怕儿子报复，

就派太子建去边疆。坏大臣费无忌又诬告太子建造反，连他的老师伍

奢一家也被抓了。

伍奢的小儿子伍子胥机警地逃走了，他决定：“我一定要为爸爸和哥

哥报仇！”他先逃到宋国找到太子建，可宋国在打仗，他们又逃到郑

国。没想到太子建偷偷和晋国勾结想打郑国，结果被郑国国王发现，

太子建被杀，伍子胥只能继续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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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幕：昭关一夜白头

伍子胥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逃到吴楚交界的昭关。城墙上贴满他的

画像，守关士兵检查严格，根本过不去！

这时，山里的神医东皋公认出了他，悄悄收留他们。伍子胥急得团团

转：“我等不及了！我要去吴国搬救兵！”东皋公却说：“别急，我在

等一个和你长得像的朋友。”

神奇的一夜：第二天早上，东皋公突然大笑：“你的头发全白了！这

下没人能认出你啦！”原来伍子胥愁得一夜白头！东皋公让朋友皇甫

讷假扮伍子胥吸引士兵，真伍子胥扮成老头顺利过关。

第四幕：渔夫爷爷的礼物

过了昭关，伍子胥被大江拦住。一个老渔夫主动撑船送他们过河。伍

子胥感激地送上宝剑：“这是我祖传的宝剑，送给您！”

老渔夫摇摇头：“如果我要钱，早就告发你领赏金啦！”说完把船凿沉，

永远保守秘密。

故事总结

伍子胥后来帮助吴国强大，终于为家人报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1.遇到不公平要勇敢面对

2.真正的朋友会在危难时帮助你

3.智慧和冷静比蛮力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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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棋招法：子胥过关

招法：1、马二进四 车 3 平 6

2、车二进八 车 6 进 1

3、车二平六 士 4 进 5

4、炮七平五 红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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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楚争霸故事

第一幕：藏在烤鱼里的秘密武器

伍子胥逃到吴国后，遇到了一位叫公子光的王子。公子光气呼呼地说：

“我爷爷定下规矩，王位应该兄弟轮流坐！可叔叔抢了王位传给他儿

子（吴王僚），这不公平！”

（从前有个吴王叫寿梦，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诸樊，往下依次是馀

祭、馀眛、季扎，这其中，幼子季扎最为贤德，颇得老爹赏识，并想

将王位传给他。然而，或许是因为前有三位兄长，或许是他本就无意

为王，总之，季扎拒绝了老爹的美意。寿梦没办法，只得立了长子诸

樊。然后希望长子死后传给次子，再传给三子，再传到老四身上。但

是老三死后老四依然不肯当吴王，于是吴国大臣拥立了老三的孩子，

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僚）

伍子胥眼睛一亮：“我帮你夺回王位！但需要一位勇士……”他找来

一个叫专诸的人，他烤鱼的手艺天下第一！

神奇计划：他们把一把小剑藏进鱼肚子（鱼肠剑）。专诸端着烤鱼献

给吴王僚时，突然拔出剑！吴王僚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专诸就完成

了任务——但自己也被抓住了。

第二幕：断臂英雄要离

公子光当上国王（吴王阖闾）后，发现吴王僚的儿子庆忌逃跑了！庆

忌力气大得能徒手撕虎豹，还扬言要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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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个瘦小的武士要离站出来：“让我去！我假装被国王砍断手

臂，庆忌就会相信我！”

苦肉计：要离“背叛”吴国投靠庆忌，天天陪他练兵。有一天庆忌弯

腰看地图，要离突然用长矛刺穿了他！庆忌临死前反而笑着说：“你

是个真勇士！”

第三幕：三千越甲可吞吴

伍子胥终于等到机会！他和兵圣孙武训练出超级军队，像猛虎一样攻

入楚国。

复仇时刻：伍子胥找到楚平王的坟墓，狠狠鞭打棺材（告诉孩子这是

古代人的复仇方式，现在不可取哦）。但打完他又哭了：“就算报仇

了，爸爸和哥哥也回不来了……”

仇恨就像火，烧了敌人也会烧伤自己。

故事尾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吴国越来越强大，却忘了背后的危险——越王勾践假装投降，每天睡

柴火、尝苦胆（卧薪尝胆）。

后来勾践突然反攻，吴国被打败了……（告诉孩子：胜利时不能骄傲！）

故事总结

1.智慧比武力重要：专诸用烤鱼智取，要离用苦肉计

2.真正的强大是保护别人：伍子胥从复仇者变成建设者

3.历史是连环画：每个胜利者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失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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