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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内容分中国史和世界史两部分,按照古代史、近代史

和现代史的顺序,结合新材料、新史观、新成果从多个视角对人

教版高中历史必修教材各章节进行分析、解读、拓展、总结,强

化了重点,突破了难点,搭建了知识间过渡和联系的桥梁,对历

史教材的内涵性和外延性进行梳理和整合。 旨在使学生的史

学视野得以拓宽,阅读理解能力得以提升,整体知识体系得以

构建,评判思维能力得以培养,全面提升学生的史学素养和应

试能力。
本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用正确的史学观、多元化的视角,

来分析史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培养学生客观、思辨、全

面、理性认识历史事物的能力,提升学生历史学科的学科素养,
培养学生合理科学的历史评判方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在二十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生涯中,我经历了历史教材的几次大变动。 尤其是 2004
年以来,新版高中历史教材以专题形式呈现,知识体系内在联系不够强,阶段性通史形式

上被肢解,新史学观大量渗透在教材中,诸多的变化给跟不上节奏的教学辅助材料带来

更多使用上的困惑和迷茫。
同时,近年来高考文综试卷的历史试题,又出现以下特点:史料信息来源广,命题视

角多且新,知识内涵挖掘深,知识外延拓展宽,知识不再局限于书本且高于书本,知识表

现更多的是变化性、动态性,试题难度大、灵活度高,试题命制技巧性强。 这让高中历史

教师都难以驾驭,更别说学生们了。 高考历史试题成为高三文科师生心中挥之不去

的痛。
多次的碰壁,深刻的反思,使我认识到自己把教材知识理解片面了、狭隘了、固化了,

把鲜活的、动态的、思辨的、多视角的、多元史观的历史知识教“死冶了、教“僵化冶了、教
“呆板冶了。 这既违背了教材,更背离了高考,致使历史教学走入“歧途冶。 当今的历史知

识不再是单纯性的、结论性的、固化性的、突变性的、质变性的,它更多的是普遍性的、过
程性的、生成性的、渐变性的和量变性的。 只有把握住这些特点,才能把历史知识讲

“活冶,还原新教材的本来面目,符合当今高考的要求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真正把握历

史学科的真谛和高考的方向。
如何将正确的认识融入到教学中,去年高三备考中,我就着手进行了尝试。 开始时

印成导学案,随后在同行友人的建议下,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自己多年的积累,按
历史教材的章节进行归类整理。 具体做法是按课节对重点考点知识的内涵、外延、影响、
评价、知识之间的联系等,参照高考的考查方式,从多个视角分析知识,用大量的史料证

明结论,潜心挖掘知识间的有机联系,注重理顺知识的发展变化,使学生感知知识的生成

过程,准确思辨地把握知识的内涵外延,能够更具体、更全面地分析知识。
2015 年 11 月,在南阳市高中历史人教版教材培训会上,我将自己的做法和思路给老

师们讲解了一天,深受同行的好评。 12 月把初稿印成内部资料,供南阳一中高三学生和

市内部分学校高三学生试用,反响不错。 同时在 2016 年的高三备考中,我不断研究全国

各地名校的高三历史最新模拟试题,对其中有价值的史实、知识、视角,进行归纳、整理、
感悟、总结,融入到书稿中,力求使历史认知不断地动态化、思辨化、多角度化、鲜活化、多
元史观化,符合历史学科高考的要求。 经过 2016 年高考的检验,学生们普遍反应 2016 年

的历史高考备考针对性、时效性很强。 高考后,我又对 2016 年的全国卷高考历史真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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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仔细研究,深感亲切和熟悉,自己平时分析讲解的重点难点知识、瞄准的重要知识板

块、研究的高考命题特点、总结的解题方法与技巧都真真切切地体现在试题中。
经过对高考试题的认真研究,我又把 2016 年高考试题的一些视角和史料也融进到

自己的书稿中。 经过多轮次的审稿、校对、整理、优化,使之趋于完善。 修订版遵循思路

清晰、整理科学、通俗易懂、史论结合、突出重点考点、学以致用、实用性强原则,同时加入

阶段性通史的整体分析和解读,努力还原历史知识的过程性、生成性、多元性、思辨性、多
视角性、整体性,并慎重地将书名定为“多视角解读冶,付梓以供各位同人和高三的莘莘学

子参考。
自己的不断成长,离不开李锋老师的指导和栽培,本人对此不胜感激! 同时,本书在

成书过程中,又融入了南阳一中张海纪、张廷超、孟昭黎、季春雷、李旭、王娟、王英春、徐
卿、刘文献、凡斤斤、张小卫、孙雅丽、丁爽、徐恒、秦九恒、刘磊等多位历史老师的建议,从
某种程度上,也是南中历史教师团队的校本成果,同时也离不开校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本人学识有限,书中不妥之处,敬请业内同人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修改完善。

马学彬

2016 年 8 月于南阳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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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摇 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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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 中国古代史多视角解读

一、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多视角解读

1. 商代继统法

商之继统法,以弟继为主,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传子;嫡长子继承制未确立,但宗法

制已经萌发;商朝是王权与神权相结合,商人的王权具有神秘色彩;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

单位是氏族;在商代,商王和许多邦国首领都称“王冶,不过,商王不仅是本国君长,他还是

邦国的盟主;王权受神权、世俗习惯、本部贵族和方国势力的制约。
商朝实行内外服制度:内服是指王畿以内地区,即由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外服是商

国周围的大小方国,其首领为侯、伯。 商朝内外服之间没有建立隶属关系。
商人的宗教观念是万物有灵论。

2. 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

(1)殷制度论。 王国维认为,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自殷以前,天子、诸侯

君臣之分未定也。 ……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王国维说:“商人兄弟相及。 凡一帝之子,无(论)嫡庶长幼皆为未来的储贰,故自开

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冶这说明商代具备了初步的宗法秩序。
(2)周制度论。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论述了古代王权的演变情况。 他认为,夏

商时期的天子与诸侯没有君臣关系,天子只是诸侯的盟主而已……而西周新封的诸侯多

是王室至亲或功臣,天子的地位因此而至尊,由诸侯之长变为其君,并通过宗法礼乐制确

定了与诸侯的君臣关系。 上述分析说明西周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形态演进强化了王权。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说:“然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爷,乃传子

法之精髓,当时虽未必有此语,固已用此意矣。 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 任

天者定,任人者争。冶这表明宗法传子有利于社会稳定。
西周与商朝政治制度不同的是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西周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形

态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王权。

3. 西周的宗法制

(1)总体认识。 在宗法系统里,诸侯、卿大夫具有大宗与小宗之分;在全体贵族内部,
举国上下形成了以周天子为中心、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按血

缘亲疏不同来进行分封授权的等级森严的体制,实现了政权与族权、政权与神权最紧密



的结合;宗法制是贵族的氏族组织法,体现了贵族政治、血缘政治、地方分权、世官制(世
卿世禄);周代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其规定的继承条件的先后顺序是“子—
嫡—长冶。

(2)嫡长子继承方式得到认同。 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有 3 个嫡子,但他想传位给

贤能的小儿子季历。 季历深感为难,他的大哥太伯、二哥虞仲主动避逃荆蛮后,季历方才

继位。 这反映了嫡长子继承方式已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
(3)贵族的氏族组织法。 荀子说:“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

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

泽狭也。冶这最能说明宗法制是贵族的氏族组织法。
(4)山东省简称的由来。 我国山东半岛地区被称为“齐鲁之邦冶,其来源于西周的分

封制,但山东的简称是鲁,而不是齐。 与宗法制的正统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5)演变形成国家意识。 严复在其所译的《社会通诠》序言中说:“异哉! 吾中国之

社会也。 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级,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

国家。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藉,由唐、虞以讫于周,中间二千余年,皆
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亦于此时最备。 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

社会之制度典籍也。冶该材料核心内容是宗法制度应演变形成国家意识。
(6)形象比喻。 费孝通说:“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的同

心圆波的性质……以‘己爷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
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

愈远,也愈推愈薄。冶
(7)存在争议。 丁山先生在《宗法考源》中说:“宗法之起,不始周公制礼,盖兴于宗

庙制度……宗法者,辨先祖宗昭穆亲疏之法也。冶而王国维先生指出,“殷以前无嫡庶之

制冶,“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冶。 对以上材料的正确理解是关于宗法制的起源目

前仍存在着争议。
(8)宗法制的影响。 导致了中国出现“家国同构冶的“家天下冶观念,“家国同构冶是指

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形成“父权统制,男尊女卑冶的观念;形成

了一个个自治的乡土社会;西周的宗法制前应该加三个限定,即父权血缘贵族宗法制,因
为当时的妇女和普通百姓无宗法权。

4. 宗法制在封建社会时代的演变:总体上宗法制度衰而未亡

(1)宗法制的衰落或影响削弱。 西周以来继承制度规定:传嫡不传庶,传长不传贤。
而清朝皇位继承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曾先后出现汗位推选制、嫡长子皇位继承制、秘密建

储制、懿旨确立嗣君等四种模式。 战国以前,“百姓冶是对贵族的总称;战国以后,“百姓冶
成为民众的通称。

(2)宗法制危及皇权尊崇。 周公旦在周初确立周王为天下共主,称“天子冶,又以天子

为大宗,其同姓诸侯为小宗,从而形成“宗法制冶。 周公旦备受儒家推崇,但汉代礼学家却

竭力将天子排除在宗法体系之外。 出现这种变化是因为宗法制危及皇权尊崇。
(3)传统宗法观念影响。 从夏朝开始,中国古代政治就形成“一姓王朝冶,君位由异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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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即表示朝代的变更。
中国古代社会有“出妇之道冶:女儿出嫁后,娘家的户口、土地、生活用品一律清除,不

能继承娘家财产;改姓氏,不在传统伦理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中,若一个家族因罪连

坐,嫁出去的姑娘也不必受牵连。 对以上现象理解最准确的是宗法观念根深蒂固。
(4)社会发展的需求。 《周礼》规定:只有王侯卿士才有资格修建家庙,普通庶民没有

资格修建,只能路祭。 到明代时,皇帝诏令允许民间“联宗立庙冶,民间建立宗祠才获得了

合法地位。 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需求。
(5)宗法精神为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宗法制度逐渐在社会演化中脱离国家表面政

治生活,但已经维持了将近一千年的宗法社会的深层结构并没有就此趋于消亡,这其中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崇尚周礼的孔子,因为宗法精神为儒家政治思想之主要成分,宗法

制度衰而未亡的现象表明儒学思想取材于宗法观念并加以完善。

5. 西周制度

(1)西周制度总体认识。 周代在承继制度上确立了嫡庶长幼差别,开始确立嫡长子
继承制;宗法制没有皇帝专制,分封制下君主权力受到贵族的限制;分封制以血缘关系为

纽带保持贵族色彩,是“共主冶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地方分权体制指地方有较大自主

权;王权无力伸至诸侯所治理的共同体内部,中央王国有资格但无手段控制或管理自身

直辖领土之外的任何一片较大地区;西周执政力主要得益于礼乐教化;西周贵族实行集

体统治的基本方式;通过血缘姻亲关系与地缘结合以强化王权;体现了政治规范与道德

制约的功能;宗法制与分封制、政权与族权互为表里;制度创新是西周稳定的核心;推动

了中原文明的扩展;在西周时期,普通百姓即庶民和奴隶没有宗法权、祭祀权,也没有姓

氏权。
(2)西周贵族实行集体统治。 《左传》有云:“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 成

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冶材料表明西周贵族实

行集体统治的基本方式。
(3)伦理政治勃兴。 殷商贵族笃信“天命冶主宰一切,并永远庇佑其统治,祭祀占卜居

于政治意识的主流。 而西周宣扬“敬德保民冶“明德慎刑冶才能得到“天命冶的眷顾。 这一

变化表明了伦理政治的勃兴。
(4)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载:“盖诸侯之于天子,犹

后世诸侯之于盟主……逮克殷 (商) 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
甥舅……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冶由此可见,西周时期

国家政权逐渐由松散趋向严密。
(5)感知西周到战国中国社会由地方分权向中央集权过渡。 西周时期,“‘宗爷原先

握有的那些权渐渐于无形中转移给了‘君爷,而成为‘君有合族之道爷。 君权并吞了宗权,
于是形成君不见宗的‘有君无宗状态爷冶。 对此理解正确的是,要扩充以君权为中心的宗

法封建制。

6. 西周的分封制

(1)解读周初分封制示意图。 周初所封诸侯多集中于王畿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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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地区,而在统治中心渭河流域则几乎没有封侯情况。 其主要目的是监督商族残余势

力;分封商代贵族微子启,利用商代贵族可以更好地管理商代遗民,有利于稳定西周政

局;姬姓诸侯国分布大体与当时的主要农业区吻合;营建陪都洛邑起到拱卫都城镐京的

作用;商周时期的“王冶是各部落拥戴的“共主冶,形成的是家(卿)—国(诸侯)—天下的政

治体系。

(2)五等爵位。 西周在开国分封的过程中,形成了五等爵位,即公、侯、伯、子、男。 对

上述现象认识正确的是,他们都是替周天子司牧一方的诸侯。 可见,五等爵位都属于诸

侯。 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等;周代使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西周

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

沈子。
(3)宗族内部权力再分配或封国宗亲化。 周公东征以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冶,诸

如“文之昭冶“武之穆冶 “周公之胤冶等分封在全国各地。 据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

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冶。 这说明周初大规模分封诸侯实际是宗族内部权力的再分配。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记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冶这说明西周时期封国的宗亲化。

(4)分封制具有制度性保障。 《国语·鲁语上》曰:“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

朝(规定每五年要派使臣觐见天子四次,诸侯亲自朝见天子一次)。 终则讲于会,以正班

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由荒怠。冶这主要表明“先王制诸

侯冶具有制度性保障。
(5)分封制效果。 周人经过克殷之战和周公三年东征,消灭了许多地方势力,造成了

广大地区的权力真空,周得以“制五等之封,凡千百七十三国冶。 这说明分封制稳定了西

周的统治范围。
(6)封国鲁国地位显赫。 西周初年,周公旦长子伯禽就封于鲁国。 《史记·鲁周公世

家》说:“鲁有天子之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冶由此可知,鲁国在西周的地位较为显赫。
(7)受封别子可另立新宗。 对于西周的分封制,《礼记·大传》中有一补充记载:“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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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庶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祢:诸弟)者为小宗。冶据此推断当时受封别子可以另立

新宗。
(8)封君是区域的世袭统治者。 张荫麟在《中国史纲》一书中指出:“严格说封建的

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

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冶
(9)隐含分裂割据的因素。 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说:“政治与血缘的结合,看似

牢不可破,其实不然。 既然周天子授土授民给诸侯叫作‘建国爷,诸侯授土授民给卿、大夫

叫作‘立家爷,因此对于士、庶民而言,就有‘国爷与‘家爷的对立,他们把自己的宗族称为

‘家爷,只知效忠于‘家爷,而不知效忠于‘国爷。冶材料表明分封制隐含着国家分裂割据的

因素。

7. 礼乐制度

(1)礼乐。 礼乐是统治阶级为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所制定的一些规则和仪式。 “礼冶
是表示等级差别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乐冶是表示等级差别的乐舞。 《礼记》记载: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冶秩序与和谐是礼乐文明的主旨。 礼乐制度目的

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从而有利于加强周王的权力,有利于形成天下一家的文化心理。
《乐记》记载:“乐者为同,礼者为异。 同则相亲,异则相敬。 乐胜则流,礼胜则离。 合

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 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冶据此,礼乐的主要

社会功能是规范“和而不同冶的秩序,说明礼乐着眼于维护社会等级。
“九宾之礼冶原是周天子专门用来接待天下诸侯的重典。 周朝有八百个诸侯国,周天

子按其亲疏,分别赐给各诸侯王不同的爵位,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各诸侯国内的

官职又分为卿、大夫、士三等,诸侯国国君则自称为“孤冶。 这里的“公、侯、伯、子、男、孤、
卿、大夫、士冶合起来称为“九仪冶或称“九宾冶。 周天子朝会“九宾冶时所用的礼节,就叫

“九宾之礼冶。
西周社会的运转,所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刑和礼。 礼的应用范围只限于贵族,刑

的应用范围是普通百姓。 《周礼》说过:“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冶
(2)礼玉。 周代从神治走向德治,玉器亦成为礼制和最高伦理的载体。 璧、圭、琮、

璜、璋谓之“五瑞冶,苍璧、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作为“六器冶以礼天地四方。
由于玉的纹理、色泽、声音、硬度、质感表现出特有的莹泽、舒扬和坚而韧、温而润的

自然属性,玉还用以象征君子应该具备的仁、义、智、勇、洁等美德,使讲究人格修养的君

子“于玉比德冶“无故玉不去身冶,追求“佩玉之度冶 “佩环之身冶的和谐举止和华美声貌。
佩玉纳入了人生前死后礼的行为规范。

玉在战国以前曾经是礼的载体,史书有“诸侯即位,天子赐之命圭为瑞冶,“公执恒圭,
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冶等记载,还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冶的说法。 对此

理解正确的是玉器被“道德化冶“人格化冶,有利于维护等级秩序。
(3)儒学渊源。 钱穆先生评价说:“周公摄政七年,而始归政于成王。冶体现了西周执

政力主要得益于礼乐教化,进而可以得出最早的儒学渊源为“周孔之道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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