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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先民在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
衍、创造、探索的历程。
从历史文明的萌生到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

元明清，我们的祖先以亚洲东部的这块神奇土地为舞台，演绎了中华
民族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
今天，我们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回顾历史，了解历史，感悟历

史，不仅仅是一个形式，更是时代发展的必需。以史为镜，延续中华民
族的灿烂文明，剔除糟粕与浮躁，更是社会进步的前提。鉴于此，我们
精心编写了这部《一生要通读的中国通史》。本书以中国文明的历史发
展时间为线索，以生动客观的语言为载体，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艺术、宗教、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来反映历史发展的进程。力求为读
者展现一部清晰的中华文明史。同时，本书辅以精美珍贵的图片，为您
更准确地走进历史牵藤引索。
古老而广袤的华夏大地是一驾銮车，它披荆斩棘，载着中华民族

走过了探索与艰辛、创造与拼搏、衰败与繁盛的曲折道路，而车轮过处
遗留的那些沟壑，记载的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部兴衰史。让我们带
您一同触摸这些深深浅浅的沟壑，领略那份只属于历史的独特魅力与
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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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200 万年公元前
2070 年）

地球已有 46亿年的历史，原始生
物出现在地球上距今已有 33 亿年之
久。原始生物发展到地质时代新生代的

古新世，灵长类动物出现。经过几千万

年的发展，到距今 4千万年前古猿类出
现，中新世和上新世是古猿向原始人演

化的阶段，在新生代第四季的更新世完

成了原始人到现代人的演化。地理环境

和气候的变化对于人类的形成和发展

有重要影响。新生代的喜马拉雅造山运

动使其周围的气候发生剧变，寒冷气候

的出现摧毁了大片热带雨林，造就了开

阔而干燥的疏林草原环境，原先栖息在

温暖而且果实丰富的森林中的古猿被

迫适应环境和气候的变化，逐渐由猿向

人转化。

帝王世系表
黄帝———颛顼———帝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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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 200万年至距今
12000年的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以

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

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

阶段。这一时期，人类

在体质演化上经历了

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

阶段和晚期智人阶段，

由猿人逐渐向现代人

进化。在旧石器时代，

人们以采集和渔猎为

主，过着集体生活。在

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

已经学会了用火，中期

出现了骨器，晚期已经

能制造简单的组合工

具，而且开始形成了母

系氏族。在这一时期原

始宗教萌芽。

▲旧石器时代的石锛

茛元谋人牙齿化石

距今约 200 万
年 巫山人

火的使用
会用火是人类远古祖先的一项很重要的知识财富，火

为人们提供温暖，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加强营养，避免猛兽
的侵害，还能在夜间照明。获得和保持火种的能力是人类
在欧亚高纬度地区生活的先决条件。用火熟食，对古人类

来说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火减少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
扩大了食物来源，减少了疾病，增强了体质。

▲北京猿人用火复原图

▲巫山人的生活（想象图）

巫山人化石
于 1984 年发现于
重庆市巫山县庙
宇镇龙坪村龙洞
苞西坡。巫山人是
我国迄今发现的
中国最早的直立
人。专家从出土的化石推断出巫山人的生活：在

200多万年前，这里森林覆盖、气候温暖湿润，巫
山人成群居住在山洞里，他们主要靠采集野果和
狩猎为生。白天，强壮的人外出围猎；老人和小孩
留在山洞里，或在附近采摘野果。巫山人还不懂
得用火，用打制的粗糙石器将肉从骨头上割下来
食用，然后用石器将骨头砸碎，吸食骨髓。巫山人
还没有系统的社会组织机构，婚姻形式乱混杂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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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180万年 西侯度文化

▲西侯度遗址·旧石器时代石器

西侯度文化遗址位于山西省芮城县西

侯度村，180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这里气候
温和，草木繁茂，生活着长鼻三趾马、纳玛象

等哺乳动物，人类用锤击和砍斫的方法获得

的石器进行狩猎，并且懂得把猎取的动物烧

熟后食用。西侯度人已开始用石片加工制造

工具，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石片加工技术的标

志。这里发现的人类用火的痕迹把人类的用

火历史向前推进了 130万年。

▲西侯度遗址

荩镶松石骨雕筒
（这可能是象征父

系氏族社会里首领

权力的麾的柄部）

距今 80—75万年 蓝田人
蓝田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属直立人。

分别发现于陕西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两地。
公王岭的蓝田人化石有头盖骨、鼻骨、右上颌骨
和三颗臼齿，同属于一个成年人，可能是女性。头
盖骨低平，额部明显倾斜，眉脊骨粗壮，骨壁厚，
脑量小，估计为 780毫升，吻部向前突出，表现出
较为原始的形态。在蓝田人化石的层位中发现有
大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和石球等石器。加工方
法为简单的锤击法，石片一般未经第二步加工即
付诸使用。共生的动物群有四十一种，其中包括
大熊猫、东方剑齿象、毛冠鹿，带有强烈的南方动
物群的色彩。陈家窝的蓝田人化石有下颌骨，属
于一个老年女性。公王岭蓝田人距今大约 80－75
万年，陈家窝蓝田人距今约 53万年。他们是亚洲
北部最早的直立人。 ▲蓝田人头骨化石及其使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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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 万年至公元前
21世纪的新石器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 1万
年左右，地球上最后一

次冰期结束，地质史上

进入全新世。此时的人

类进入以使用磨制石器

为标志的物质文化发展

阶段，即新石器时代。人

类的新石器时代在考古

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

一个阶段。人类已经能

够纺织、制作陶器，农业

和畜牧业产生，开始了

定居生活。环壕聚落普

遍存在。图腾崇拜、祖先

崇拜等传统礼制已发

生。墓葬习惯是强调血

亲关系的集体合葬。

▲新石器时代陶器

▲新石器时代骨器

磁山文化是

中国华北地区的

早期新石器文

化。因 1973年首
先在河北省武安

县磁山发现而命

名。出土资料表

明当时的居民经

济生活以原始农

业为主，农作物

有粟。粟遗物的

发现把我国植粟

年代上溯了 2000
年。生产工具有

石镰、石刀与柳叶形石磨盘。磁山居民在从事农业

生产的同时，传统的渔猎活动仍占据重要的地位。

饲养狗、猪等家畜。制陶业处于手制阶段；陶器表

面多饰绳纹、篦纹及划纹等。住房是圆形或椭圆形

的半地穴式建筑。这些表明早在 7000多年前的磁
山先民已经结束了“逐水而居”的游牧生活，形成

了相对稳固的定居聚落，并由自然采食发展为农

业家畜兼采集、渔猎经济占一定比例的生活方式，

这是 人 类

经济 生 活

的一 项 巨

大变革，也

是中 华 民

族逐 步 走

向文 明 的

一个 重 要

里程碑。

约公元前 6000年—公元前 5600年 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陶器和石磨盘

▲磁山文化遗址复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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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姆渡遗址于 1973 年—1977
年发掘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杭州
湾南岸。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
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
渔猎。遗址中发现的人工栽培稻谷
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水稻的
地区。遗址中出土有许多植物遗存，
个别品种可能为人工栽培。河姆渡
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
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
房屋建筑基址，重现了我国原始社
会母系氏族繁荣时代的生活场景。

河姆渡文化居民居住的房屋是一种高干栏式的地上建筑。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层
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涂有生漆，这是我国发现的迄今最早的漆
器。

氏 族
氏族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

过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发展阶段，最

早出现和长期存在的是母系氏族。母系氏

族公社的经济基础是原始的公有制。氏族

成员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妇女是子女后代

天然可靠的尊长，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妇女

在氏族中的重要地位。世系从母计算，子女

是母方氏族的成员。那时，人们已经掌握磨

制和钻孔技术，妇女从事采集，男子从事渔

猎，实行族外群婚，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世系只能按母系计算。旧石器晚期出现

的原始农业以及新石器时代早期出现的磨

制石器、原始畜牧业、原始制陶业及原始建

房技术，这时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人们

已经过着比较稳定的定居生活。婚姻制度

过渡到了对偶婚，男子居住在女方那里，世

系和财产继承仍按母系计算，但开始出现

了父子关系。

公元前 5000年 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所在地

▲河姆渡人的头骨化石和据此复原的人头像

▲位于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村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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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彩绘鲵
鱼纹瓶

▲仰韶文化·龙虎图（河南濮阳西水坡遗
址发现的一座极为特殊的墓葬）

仰韶文化因 1921 年
首次在河南省渑池县仰
韶村发

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
黄河中下游一带，以陕
西渭河流域、山西西
南和河南西部的狭
长地带为中心，
东至河北中部，
南达汉水中上
游，西及甘肃洮
河流域，北抵内
蒙古河套地区。
已发掘出上千
处文化遗址，出土
文物均反映出较同
一的文化特征。生
产工具以较发达的

磨制石器为主，并发现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
致。有较发达的农业，作物为粟和黍。饲养家畜主要是猪，也从事狩猎、捕鱼和采
集。各种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红陶器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
案或动物形花纹，是仰韶文化的最明显特征，故也称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选址一
般在河流两岸经长期侵蚀而形成的阶地上，或在两河汇流处较高而平坦的地方，
有利于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取水和交通也很方便。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
制繁荣时期的文化。早期盛行集体合葬和同性合葬，几百人埋在一个公共墓地，
排列有序。各墓规模和随葬品差别很小，但女子随葬品略多于男子。

彩陶文化
仰韶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

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

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由于时间跨

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仰韶文化必须分类加以区别，主要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半坡纹

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庙底沟彩陶比半坡彩陶

成熟得多，点、线、面搭配得当，空间疏朗明快。

公元前 5000年—公元前 3000年 仰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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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000年—公元前 2000年 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泛指中国黄河中、下

游地区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的一类文化遗存。因 1928年首次
在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的城子崖

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以黄河中

下游为中心，东起海滨，南到江苏、

湖北，西至陕西甚至甘肃，北抵辽

东半岛一带。生产工具有很发达的

磨制石器，制作精美，型制规整，主

要有斧、锛、凿、铲、刀、矛和箭头，

并有可装木柄的石镰、蚌镰。陶器

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红陶和白

陶极少。此外还普遍发现用牛、猪、

羊、鹿等的肩胛骨做的卜骨，表明

当时已有占卜风俗。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和家畜的大量出现，反映了由母系氏族社

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化过程。墓葬中单

人葬的普遍化，说明以母系氏族为中心

的合葬已逐渐被淘汰了，墓制大小悬

殊，随葬品也多寡不等，是私有制和阶

级萌芽的有力证明。从龙山文化生产力

的进一步提高，充分说明了由母系向父

系氏族的过渡，大约是以这个时期为转

折点的，嗣后逐渐高度发展，终于加速

了原始公社的解体。

▲龙山文化·新石器时期石器

▲龙山文化·玉锛

▲龙山文化·陶寺龙纹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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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像▲伯益像



（公元前 2070 年———公元
前 1600 年）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天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约在
公元前 21世纪，大禹由于治水有功，被推
举为首领。禹死后，他的儿子启，破坏了民
主推选的禅让惯例，自己继承父亲的职
位，并镇压了反对他掌权的势力，建立了
夏朝。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夏

朝的建立，标志着漫长的原始社会被私有
制社会所替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
社会———夏朝建立了，中国进入了奴隶社

会，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夏朝自禹到履
癸（桀），共传十四世、十七王，前后经历了
约四百七十一年。中国至夏朝时已由石器
时代步入铜器时代。但因当时铜很珍贵，

没有用于农业生产。夏朝已经有原始的水
利灌溉技术。中国农历自夏以来流行数千
年而不废。夏朝作为上古三代的开始，为

华夏文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
说，没有夏朝就没有此后中华民族三千多
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

帝王世系表
禹———启———太康———仲康———

相———少 康 ———予———槐———

芒———泄———不 降 ———扃———

廑———孔甲———皋———发———桀



▲伯益像

禹在生前，也按照古老的禅让制度推选东夷族的首领
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死，又立伯益为继承人。但禹死后，诸侯
们纷纷反对没有显赫功业的伯益，拥立禹的儿子启即位。于
是启杀伯益即帝位。启即位后将禅让制废除，建立父死子继
的王位世袭制，并通过著名的“甘之战”灭掉了反对他的有
扈氏，既巩固了启的统治又确立了新兴的王位世袭制。世袭
制的建立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启
因此也成为我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王位传子制度的创始
人，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公元前 2070年 夏启建国

大禹治水
相传在 4000 多年

前的尧舜时代，我国黄

河流域连续发生特大洪

水。整个民族陷入空前

深重的灾难之中。唐尧

命夏族首领鲧主持治

水。鲧采用“堙障”办法，

经九年没有能制止水

患。尧的助手舜便把鲧

处死在羽山（今山东郯

城附近）。唐尧死后，虞

舜即位为部落联盟领袖。经过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推荐，又派鲧的儿

子禹继续治理洪水。他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改变单纯

筑堤堵水的办法，采用疏导的策略。经过 1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
制服了洪水。于是，人们纷纷从高地下来，回到平原上。大禹领导人

民平治水土、发展生产有功，得到人民的拥护，人们把这位治水英

雄推举为政治领袖。在治水过程中，大禹自然地拥有了至高无上的

权力和威望，形成了对部落联盟的强有力的领导。他“铸九鼎”，“定

九州”，按照行政区划加强对各氏族部落的管理。并且使“人物高下

各得其所”，划分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原始的民主制度逐步

被打破，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

大禹治水的传说体现了中华民族无所畏惧、人定胜天的民族精神。

荩大禹像

▲禹王治水 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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