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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
孔融让梨、孟母三迁的知晓
率最高

伊河路小学，同学们回答踊跃：“我
知道孔融让梨！”“我知道孟母三迁！”

在调查的20名各年级小学生中，“孔
融让梨”、“孟母三迁”这两个故事知晓率
最高，达到100%。

有11名同学还知道“三顾茅庐”、“千
里送鹅毛”。“车胤囊萤”、“管鲍之交”
这两个故事，分别只有一名同学知道，其
余的故事均无人知晓。

孩子们称，大部分放假时间在家都
是学习生字词和古诗词，对这些故事，家
长和老师总认为是“课外读物”，很少能
读到。

对小学生来说，大部分知道的都是
一些浅显易懂、广为流传的故事，并且为
家长讲述，而非正统学习。

中学生
百分之百了解的故事只有4个

在郑州市第十九中学，有部分同学
表示学习古文能增加知识，了解更多的
历史，对学习历史有一定的帮助，作为兴
趣的话也愿意去看。但是除了课本要求
的必考古文外，对传统道德故事也都停
留在基础水平。

20名同学中了解典故的比小学生多
了两个“三顾茅庐”“千里送鹅毛”；“车胤
囊萤”“管鲍之交”“许衡不食无主之梨”
有 13 人知道；“曾子避席”“王恭身无长
物”“张良拜师”有 9 人知道；仅有两人知
道“程门立雪”。

中学生普遍反映，平日学习压力较
重，所接触到的均为课本范围的知识，学
校对道德知识教育并没有提及，也并
不重视。在课本里，不是必考的内容
都不会被了解，更不用说课本没有的
知识了。

读者
14个传统故事没听过

昨日，20位市民也接受了调查。
20名市民中，全部了解的故事也仅有

“孔融让梨”“孟母三迁”“三顾茅庐”“千里
送鹅毛”4个，其余的故事几乎没人了解。

市民表示，大部分知道的传统故事
还是那些流传较多的典故，也是小时候
听到的，离开学校后也很难再去接触学
习，不知道这些传统文化能去那里学习，
并表示很茫然。

对此 18 个传统道德故事，半数以上
一无知晓。

“孔融让梨”大家都不陌生，“曾子避席”“车胤囊萤”呢？

中国人应知的18个传统道德故事
你都知道吗？
本报随机调查发现，知晓率不到一半
中国古代经典诗文是先人智慧的结
晶，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中国经典古
诗词和散文主要是对“人伦道德”的教
育。古人说“传道、授业、解惑”，排在
第一位的就是传道，人伦道德的教育
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然而这些传统
道德故事，你都知道吗？
昨日，我们找了18个传统道德故事，
走访一所小学、一所中学和部分市民，
展开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道德故事认
知度的小调查。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见习记者 谢源茹

万米高空，前往塔吉克斯坦的专机起飞后，习近平主席就来到后舱看望工作人员，同大家一一握手。一位记者说：
“习大大好！您前天在北师大说语文不能‘去中国化’，反响很热烈。”习近平很有感触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
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

孔融让梨 孔融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他年幼
时，每次和哥哥一起吃梨总是拿一个最小的。父亲问他原
因，他说：“我是弟弟，年龄最小，应该吃小的。”后来，“孔融
让梨”成为团结友爱的典范。

曾子避席 曾子是孔子的弟子，有一次孔子要向他
传授高深的理论，曾子本来坐着，听了便从席子上站起来，
走到席子外面站立，表达了他对老师的充分尊重。

三顾茅庐 东汉末年，刘备为求诸葛亮出山辅佐自
己，三次到其住处请他，最后才等到诸葛亮。“三顾茅庐”后
来成为形容求贤若渴的著名典故。

程门立雪 宋代时，程颐的学生杨时、游酢某次一同
前往程颐家求教问题。来到老师家时却发现程颐睡着
了。他们不忍打搅，就静静地侍立门外等候。当时天寒大
雪，当老师醒来时他们的脚下已积雪一尺深。“程门立雪”
后来成为广为流传的尊师典范。

王恭身无长物 王恭是东晋时的名士。他从会稽当
官后回家，同族的一个长辈看他坐在一张竹席上，说，你从
东边回来，应该有不少这种东西，可不可以给我一张。王
恭将席子送给他，自己之后却只能坐草席了。那人听说后
非常惊讶，对王恭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很多的竹席。王
恭则回答，我为人平日从来没有多余的东西。

李士谦乐善好施 李士谦是北朝魏齐时人，他家中十
分富有。有一年他把几千石粮食借给乡亲，但当年灾荒，
借粮的人无力偿还，他便将借契全部烧掉。第二年庄稼丰
收，借粮的人来还粮，他仍然坚决拒收。这也成为乐于助
人的典范。

张良拜师 张良在成为刘邦军师以前，有一天在桥上
散步，碰到一个老人故意把鞋子掉到桥下，让张良把鞋捡
起来给他穿上。张良照做后，老人高兴地称他孺子可教，
并给他一本《太公兵法》。张良仔细研读，终于成为一代军
师。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尊敬老人的典故。

崔枢还珠 崔枢是唐代人，他赶考时曾和一个商人住
在一起。后来商人得了重病去世，送给他一颗价值万贯的
珠宝。崔枢埋葬了商人，却没有收下珠宝，而是将其一同
埋进坟墓。他的不贪钱财后来被传为美谈

千里送鹅毛 唐朝时，云南一少数民族的首领派特
使缅伯高向太宗贡献天鹅。在路上，缅伯高不小心让天
鹅飞走了，只剩几根鹅毛。到长安后，缅伯高拜见唐太
宗，奉上鹅毛并附诗“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这个典
故比喻礼物单薄，情意却异常浓厚。

车胤囊萤 车胤是晋朝人，自幼聪颖好学却家境贫
寒，常无油点灯。于是他夏夜就捕捉萤火虫，用以照明夜
读，学识与日俱增，成为知名学者。“车胤囊萤”也成为勤
奋学习的典故。

荀巨伯舍身救友 荀巨伯是东汉桓帝时的贤士。一
次他去探望病重的朋友，恰逢胡兵围攻城。他不肯独自逃
跑，甘愿用自己的生命代替朋友的生命。胡兵大受感动，率
军撤回，全城都得救了。荀巨伯对友情的忠诚也流传千古。

管鲍之交 春秋时，鲍叔牙是齐桓公的谋士，他的好
友管仲曾经在齐桓公敌人的门下做事，失败后被俘虏。
齐桓公让鲍叔牙做相国，他反倒大力推荐管仲。最终管
仲做了相国，鲍叔牙则成了他的手下，这段友谊在历史上
传为美谈。

许衡不食无主之梨 许衡是元代理学家。有一次他
在盛夏时走路，十分口渴，遇到路边有一棵梨树，别人都
争着摘梨吃，唯有许衡独自端坐。有人问他，他说，梨树
没有主人，我的心却有主人。别人所遗失的东西，即使有
丝毫不合乎道义也不能接受。

晏子朝驽马 春秋时，齐国国相晏子上朝总是乘弊
车驽马。齐景公多次派人送给他豪华大车，他都谢绝了，
认为自己管理百官，应该从自己做起，勤俭节约，为百官
和百姓作出表率。

范式张劭交友重诚信 东汉时，张劭和范式一同住
太学里读书，是很好的朋友。学成离别时，两人约定两年
后的中秋节中午在张劭家再见。两年后中秋，张劭杀鸡
备饭，正午时范式果然从数千里外赶来。两人交友诚信
的典故也由此流传。

缇萦救父 西汉时，官吏淳于意被判肉刑，被押送上
京。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坚持一路随父亲进京，为救父亲向
汉文帝上书，最终令汉文帝废除肉刑，成为著名的孝顺典故。

赵柔卖犁 赵柔是北魏人，一次他上街去卖犁。有个
人要买赵柔的犁，赵柔要价二十匹绢。另一人见他要价太低，
于是要出三十匹绢来买。赵柔却说，与人交易，一言便定，其
可以利动心。后来，赵柔还是把犁卖给了第一个人。

孟母三迁 孟子幼年时，家附近的环境不好，其母为
了更好地教育孩子多次迁居。“孟母三迁”
后成为父母用心良苦培育孩子的典故。

■新闻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