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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历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

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赴后继，绵延百代。中国历

史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伟人巨匠和英雄豪杰。 

鲁讯先生曾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

国历史可谓博大精深，流光溢彩，每个中华儿女无不为拥有这份丰厚

而珍贵的历史遗产感到无比自豪。中华历史是我们民族物质财富与精

神财富的总和，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结晶，是我们灵魂的生发与归

依，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本源。它滋养了我们的心灵，激发着我们的创

造力，并孕育着我们民族的未来。传承中华历史即是在延续我们民族

的灵魂。在 21 世纪的今天，新一代的中国人更需要从中国悠久的历

史中汲取营养，提高人文素质，树立文化自信。 

历史泛指世间所有事物的发展演变过程，一般专指我们人类社会

与文明的演变情形。简单地说，就是对我们人类社会过去事实的记载。

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然而，在记载历史或研究历

史的过程中却往往随着人的主观意识而变化、发展和完善，甚至也有

歪曲和捏造的成分。特别是近年来受电影、电视戏说历史的影响，许

多真实的历史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这就给我们广大读者造成了许多错

觉或误解，以为历史就是电影、电视演的那样，让我们难以正确地把

握历史的脉搏，除了具有娱乐的特点，就没有了历史的功用了。 

当一个民族或者我们一个人，能够从历史中不断汲取力量、不断

思考、不断创新、不断反省时，那就具有强大的进步力量和智慧了。

我们广大读者非常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辉煌历史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丰富宝藏，

显示了我们民族文明智慧的无穷魅力，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无比自豪。 



 

 

我们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

站在世界历史的潮头，独领时代的风骚。因此，我们学习民族的历史，

同时也要放眼世界，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到我们民族的价值和不

足，以找到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诚如伟人所说，不了解自己历史的

民族是一个失败的民族。历史有助于我们树立自尊心、自信心、自豪

感，有助于我们建立民族的责任感。 

因此，我们在参考了大量权威性历史著作的基础上，将中国悠久

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资料经过提炼，横向分割，纵向发展，纵横交错，

全面而系统地阐述相应领域的历史发展进程，内容涵盖中国宫廷历、

政治历、军事历、科技历、文化历等领域，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知识

性和可读性，不仅是广大读者学习中国历史知识的最佳读物，也是各

级图书馆珍藏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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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战史 

商汤灭夏 

少康以后，夏朝的江山的确稳固了一段时间，但是好景不长，到

了孔甲当王的时候，整天荒淫无度，孔甲还特别迷信，致使诸侯大都

不听从朝廷的号令。孔甲之后，政治日益腐败，内乱不止，国势日弱。 

就这样，夏朝的江山颠颠簸簸，延续了一段时间，到了夏朝第十

七代王履癸的时候，江山已经摇摇欲坠，这履癸就是夏朝的最后一个

国君桀。 

桀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暴君，他长得粗野无比，而且力大超人，

心中毫无点墨，当上夏朝的君王后，桀整天不思国家大事，而是想着

自己怎样享乐。他派了许多大臣在全国选美女来为他享用。诸侯们也

摸到这位大王的习性。 

有一次，桀攻打有施国。眼看着有施国的城池就要丢了，这时，

有施国将国中最漂亮的妹喜献给桀，桀一看妹喜，当即就带着将士们

回宫。有施国以一女而保了平安。 

桀自从得了妹喜之后，整天和她厮守在一起，对她百般宠爱，招

来国内最优秀的工匠，为她建立一座宫殿，这座宫殿是当时京城的最

高建筑，高耸入云，似乎要倒下了，人们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倾宫。

倾宫的内部装潢也华丽无比。他就在这样的地方和妹喜嬉戏游乐，欣

赏歌舞，大臣们要进宫报告事情，一律被挡在宫外。 

桀别出心裁，在倾宫的边上挖上一条河，河里全部注满了酒，他

把这条河叫做酒池，在酒池旁边还垒了一座完全靠肉堆积而成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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桀的荒淫无度，让忠臣贤士寒心。大臣关龙逢规劝桀应以国事为

重，桀竟将他赶走，不久便将他杀了。而奸臣于莘、赵梁投桀所好，

为他尽情享乐出谋划策。 

桀丝毫不管百姓的死活，老百姓都挣扎在水深火热中。无数的财

富都填进了这个暴君的欲望之口，而这个暴君杀人如儿戏，老百姓是

敢怒而不敢言。人民实在无路可走，有的人对着太阳指桑骂槐道：

“你这个可恶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啊。” 

正当夏朝日益腐败、气势日渐削弱之时，在黄河下游，有一个诸

侯国渐渐地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商。商的国王叫汤，汤贤良无比，他

以仁义治国，以礼貌待人，百姓都说遇到了一个明君，周围的诸侯国

也都和他相处和睦。 

汤的势力日益强大，同时，他加紧以仁德宽厚的政策收揽人心。

一天，汤到国都外郊游历，忽然看见一个人四面张着罗网，跪在地下

祈祷说：“天上和地上的猎物，都快快进我的罗网。”汤听后走到那

人的面前，说：“你的意思不就是一网打尽吗?”那人点头称是，于

是汤就命令他重新祈祷，让他说：“想往左的、就往左，想往右的，

就往右，不听从命令的，才进入我的罗网。”汤与捕鸟人的故事很快

传开了，人们知道他对飞禽都这么善良，都称赞他是仁慈的国君。 

桀有一天知道有一个诸侯王居然比自己贤良，而且大多数诸侯都

听他的，他有些害怕了，就命令赶快把汤抓来，囚禁在夏台，就是今

天河南努县这个地方。汤的大臣伊尹这时正在辅佐汤，见到商国无君，

心急如焚，就生了一计，派人到国内去广搜财宝，挑选美女，派了一

个巧舌如簧的使者到夏都去。 

那使者到了夏都，用许多金银财宝买通了桀的一个佞臣赵梁，赵

梁一见到这些财宝，马上心就动了，就答应引见。第二天赵梁带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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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使者来到桀的面前，向他呈献上一队美女，外加上许多金银财宝，

于是桀就把汤给放了。 

汤一回到自己的国家，就着手准备灭夏，他训练军队，准备粮草，

打通各个诸侯国的关节，尽力形成一种共同讨伐桀的态势。但是当时

有一个叫葛国的诸侯国不听汤的建议，而且明显要跟汤作对，所以汤

就选择了这个小国先下手。两军刚一交锋，小小的葛国就被打败了。 

汤利用各种不同的借口，先后灭了豕、顾等小国，又灭了较强大

的昆吾国。这时汤的国力就更加强大了，具备了和夏分庭抗礼的能力。 

在讨伐桀之前，伊尹给汤献上一计，要汤不要向夏进贡，看看桀

到底会怎样反应。这一年汤没有像往年一样，向夏进贡大量的物品，

桀知道此事后，以为汤要造反，马上派大兵要攻打汤。这正给早就准

备灭夏的商汤提供了机会。 

汤见桀已完全陷于孤立，立即动员自己的所有力量讨伐桀，出兵

前，举行了誓师大会，汤作了一篇《汤誓》，在大会上宣读，汤说：

“众兵士，我率你们去攻打夏桀，我不是发动兵乱，而是因为夏桀的

罪太多了，现在上天命令我去惩罚他啊!”在众人的一片欢呼声中，

汤统帅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夏都开去。汤的大军攻势凶猛，势如破竹，

直逼夏朝国都。 

汤和桀的军队在鸣条相遇，其地在今天河南封丘以东，夏桀大败。

于是桀带着妹喜和金银财宝一起向南方逃去。汤乘胜攻打了偏向夏的

一个小国，最后也大获全胜。 

桀带领人马一直逃到南巢，就是今天安徽巢湖以西这个地方。汤

的大军也追到那里，最后将桀生擒活捉。汤并没有杀了桀，而是把他

囚禁在南畅，桀不到三年就死在这个地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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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自大禹传子、夏启废禅让登上王位，至夏桀败亡，其间历经

17代王位，400余年，最终在深刻的内外矛盾中灭亡。 

汤在消灭了夏桀，推翻了夏朝统治之后，定都于亳，建立了商王

朝。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了奴隶制商王朝统治时期。 

周武王伐纣 

周武王时期，周朝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周武王拜太公望为师，

并且要他的兄弟周公旦、召公睪(音ｓｈì)做他的助手，继续整顿内

政，扩充兵力，准备讨伐商纣。 

第二年，周武王把军队开到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地方，举行一

次检阅，有八百多个小国诸侯，不约而同地来到盟津会师。大家都向

武王提出，要他带领大家伐商。但是武王认为时机未到，检阅结束后

又回到丰京。 

这时候，纣的暴政越来越残酷了。商朝的贵族王子比干和箕子、

微子非常担心，苦苦地劝说他别这样胡闹下去。纣不但不听，反而毫

无人性地把叔父比干杀了，还叫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

说要看看比干的心是什么颜色的。从此，纣王周围的大臣再也没有敢

进谏的了。贤臣箕子装作发疯，总算免了一死，被罚做奴隶，囚禁起

来。微子看见商朝已经没有希望，就离开别都朝歌出走了。朝中的大

臣太师疵和少师强带了商朝的祭器乐器，纷纷投靠周武王。 

公元前 1027 年(一说公之前 1057年)正月，武王听到探子的报告，

知道纣已经到了众叛亲离的地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发兵五万，

请精通兵法的太公望做元帅，周公旦、毕公高辅佐，渡过黄河东进。

到了盟津，八百诸侯又重新会师在一起。周武王在盟津举行一次誓师

大会，宣布了纣残害人民的罪状，鼓励大家同心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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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王进军的路上，一天，有两个老人挡住了大军去路，要见武

王。有人认出来，这两人本来是孤竹国(在今河北卢龙)国王的两个儿

子，哥哥叫伯夷，弟弟叫叔齐。孤竹国王钟爱叔齐，想把王位传给他，

伯夷知道父王的心意，主动离开孤竹；叔齐不愿接受哥哥让给他的王

位，也躲了起来。在周文王在世的时候，他们两人一起投奔周国，定

居下来。这回听到武王伐纣，就赶来阻止。 

周武王接见他们时，两人拉住武王的马缰绳说：“纣王是天子，

你是个臣子。臣子怎能讨伐天子，这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啊。” 

武王左右将士听了这些话，非常生气。有的把剑拔出来，想杀他

们。太公望知道这两人不过是两个书呆子，吩咐左右将士不要为难他

们，把他们拉开。哪知道这两个人太固执，不再吃周国的粮食，竟躲

到首阳山(在今山西永济西南)上，绝食自杀。 

周武王的讨纣大军士气旺盛，一路上势如破竹，仅仅经过 6 天行

军，于 2 月初四拂晓就打到距离朝歌仅仅七十华里的牧野(今河南淇

县西南)。 

纣听到这个消息，只好仓促部署防御。但此时商军主力还在东南

地区，无法立即调回，立刻拼凑了十七万人马。他想，武王的兵力不

过五万人，十七万人还打不过五万吗?于是商纣王亲自率领，开赴牧

野迎战周师。 

可是，那十七万商军有一大半是临时武装起来的奴隶和从东夷抓

来的俘虏。他们平日受尽纣的压迫和虐待，早就对纣恨透了，谁也不

想为纣卖命。在牧野战场上，当周军勇猛进攻的时候，他们就掉转矛

头，纷纷倒戈，大批奴隶配合周军一起攻打商军。十七万商军，一下

子就土崩瓦解。太公望指挥周军，趁势追击，一直追到商都朝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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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逃回朝歌，眼看大势已去，纣王下令手下人把所有的金银财

宝堆到鹿台上。当夜，就躲进鹿台，放了一把火，跳到火堆里自焚而

死。 

周武王率大军威严雄壮地进入朝歌城。商朝老百姓扶老携幼站在

道路两旁欢迎周军。武王命令南宫适把鹿台里的还未烧毁的金银珠宝

拿出来，分发给老百姓，还叫他打开钜桥大粮仓，让群众前来领取粮

食。朝歌城里欢声四起，人们到处都谈论武王的好处和纣王的残暴。

武王还叫毕公高释放被商纣王关起的奴隶、罪人以及从各地掠夺的女

子，让他们获得自由。 

周武王灭了商朝，结束了殷商王朝 600 年统治，把国都从丰邑搬

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建立了周王朝。 

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从周武王起，把自己的亲属和功臣分封各

地，建立诸侯国，太公望被封在齐国，他的弟弟周公旦被封在鲁国，

召公睪被封在燕国。据说从武王到他的儿子成王，一共封了七十多个

诸侯国。 

齐桓公中原称霸 

国家的强盛与否与一国之主是否英明有直接关系。齐桓公自从作

了国君之后，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一心一意为国奉公，将齐国

百姓从水深火热中一点点拯救出来。 

齐桓公是位很有胸襟的国君。当年他中了管仲一箭，险些没命，

可是为了国家能够强大起来，他不计前嫌任用管仲作身边的近臣。一

次他没有听从管仲的劝告，执意要攻打鲁国，结果被曹刿打得大败。

他后悔没有听管仲的话，便找到管仲向他认错。管仲深受感动，决定

忠心辅佐齐桓公，齐桓公也开始信任管仲，并拜他为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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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作了相国后，又向齐桓公推荐了一些人才，根据管仲的意思，

齐桓公对他们一一量才而用。齐国的有识之士一天天多起来。齐国的

百姓一天天富起来，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日胜一日。他曾对众臣说：

“国家大事，均由管仲决定，无论何事，先禀告管仲，再禀告我。” 

由于桓公的支持，管仲对齐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管仲把国家改成 21 个乡，其中 6 个乡主要从事工商业，免

除摇役、兵役。15 个乡兵农合一，平时耕种，闲时练兵，如有战争，

立即集合成强大的军队。 

在经济上，实行实物税制，就是按土地的好坏分等征税。这样不

但减轻了百姓的负担，还提高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管仲曾经做过生意，有一定的经商经验，他利用齐国有利的地理

条件，积极提倡发展鱼盐业，实行鱼盐出口免税，鼓励当地人民进行

贸易活动。另外加强对货币的管理。此外，加强对货物的调控，保持

物价总体平衡。既满足了不同地区的需要，又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在人才的选拔上，管仲采取“三选制”。各乡把文武全才、品学

兼优的人推举到国家，这是第一选。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些初步选中的

人进行考核，选出优秀者推荐给国君，这是第二选。国君对优秀者再

亲自审核，合格者任命为上卿的助手，这是第三选。这样，不但使真

正有才学的人有了用武之地，还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 

为了加强国君的权力，管仲建议国君掌握生、杀、富、贵、贫、

贱这六大权利，同时实行对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的政策。通过一系列

改革，齐国政治得到巩固，军事得到加强，经济也空前繁荣，渐渐成

为实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齐国强大后，齐桓公想作中原霸主的心愿一天天强烈起来。这期

间，国外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是天子周庄王去世，周僖王即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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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宋国发生了内乱，国君宋闵公被杀，公子游即位后又被闵公的弟

弟公子御说借兵杀死……利用这个机会，管仲向齐桓公出了个可以称

霸中原的主意。齐桓公高兴地照办了。 

周庄王名义上是各诸侯国的首领，实际已名存实亡，所以在他去

世时，没有一个来吊丧的。周僖王即位后，也没有来贺喜的。周僖王

感到很不是滋味。正在这时有人来报：“齐国派使臣带许多贡物来祝

贺新天子即位。”周僖王喜出望外，立即接见。 

席间，齐使向僖王奏明：宋国内乱不止，影响很坏。至今国君还

没有定下来。希望天子下令，选一个诸侯国牵头，召集其他诸侯国，

商定一下宋国的国君，以便平息宋国内乱。 

周僖王原本也想找个机会提高一下自己的威望。如今齐使的请求

大大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于是连连答应，并立即写了一道“由齐侯出

面邀请诸侯商讨宋国君位”的命令交给齐使。齐使圆满地完成了出使

任务，这一切都在管仲的计划之中。 

齐桓公接到周天子的命令，当即让管仲写召集会议的通知给各国

送去。同时又到北杏去布置会场。 

管仲就借着齐桓公刚即位，需要诸侯确认这个机会，让齐桓公打

着天王的旗号，会合诸侯，当上霸主。 

会期到了，原定的十几个国家只到了邾、宋、陈、蔡四国。齐桓

公对管仲说：“诸侯没有来齐，改个日期吧!”管仲说：第一次会合

诸侯，不能失了信用。三人成众，已经来了四国可以开会了。” 

会议开始了，主题是商定宋国的国君，当然不能跑题。于是规定

公子御说为宋国国君，五国一致同意，主要问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

齐桓公接着说：“现在王室衰微，为了扶助王室，共创大业，需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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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领头人，请诸侯考虑一下人选。”齐桓公实际在告诉大家选一位

盟主。 

论理，宋国的资格比较老，是公爵国，也就是一等诸侯国。但是

由于内乱不断，国力被折腾得软弱不堪，已经没有能力当选了。齐国

虽然是侯爵国——二等诸侯国，但国力强是有目共睹的，陈国的国君

陈宣公卖了个顺水人情，说：“既然本次会议是齐侯召集的，那就选

他为盟主吧。”众人附和。正中齐桓公下怀，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推

选。他率领大家先向台上虚设的天王的座位行了礼，又同到会的四国

签订了扶助王室，抵御外侮，平定内乱，帮助弱国的盟约，同时商定，

如有违约者，共同讨伐。 

对盟约的内容，各国诸侯都表示同意。接着管仲走上台来，对大

家说：“鲁、卫、郑、曹四国，不听天王命令，不来参加大会，这是

对天王的不忠，应该兴师问罪。”齐桓公接着说：“敝国力量不足，

请各位多帮助。” 

公元前 681年，齐桓公登上中原霸主的位置。 

秦王政灭六国 

秦王政消灭了嫪毐（làoǎi）和吕不韦两大势力，掌握了秦国的

全部政权的时候，秦国已成为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了。他所统治的地

方，不仅囊括了西半部的大半个中国，还深入到中原地区。像韩、魏

两国，实际上已经处于秦国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国兼并六国的客观条

件已经成熟了。 

公元前 230 年，秦王政觉得一切都准备好了，便开始向东方六国

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很快，弱小的韩国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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