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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上下五千年》以历史编年为经，以每一时

代最具代表性的政治、经济、民族、艺术、社会生活

和民俗风情为纬，纵横捭阖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上起原

始社会、下至清亡的历史进程。在编写过程中，我们

力图将繁冗、艰深的历史梳理得更加简洁、清晰。通

过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社会

变迁、战争风云、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剪接成一部异

彩纷呈的历史巨片。

在这里，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优美、细腻

的笔触中呼之欲出；一个个生动的历史瞬间通过珍贵

的图片得以真实再现。但是，谁也无法奢望一本图书

可以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示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

毕竟煌煌中华五千年厚重的历史积淀是书籍无法承载

的。我们只是希望书中细腻灵动的文字叙述能够让你

回眸战国的刀光剑影、西汉的鼓角争鸣；栩栩如生的

文物图片可以让你感受隋唐的盛世雄风、两宋的经济

繁荣；历经时光流转的建筑实景图片可以让你领略魏

晋的舞榭风流、南北朝的石窟艺韵。除了可以让你在

图文间梦回前朝外，我们还希望历史中的智慧能够启

迪你今天的生活。因为历史原本就是先贤们遗落的钥

匙，可以带领我们开启一道道现实的困惑之门。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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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禅让

禅让是一种帝位传承的方式，它和子继父位

不同，谁的品德好，有才干，谁就可以继承帝位。

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人们对贤明君主的渴求和

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

尧
、舜以及后来的禹，都是在黄帝后先后涌

现出的著名的部落联盟首领。据说尧很善

于治理天下，他命令羲、和二人掌管天地，派羲

仲、羲叔、和仲、和叔分别掌管东、南、西、北

四方。他还制定了历法，规定一年为 366 日，分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使农牧业、渔猎业都

能根据季节安排生产。尧从16岁开始治理天下，

在位 70 年。到 86 岁那年，他觉得自己年老力衰，

想要找一个人来接替他管理天下，于是便找重臣

“四岳”商量，“四岳”一致向他推荐舜。

舜又称虞舜、有虞氏，传说中他的出身并不

高贵，父亲是一个盲人，被称为瞽叟，“瞽”就

是瞎眼的意思。瞽叟第一个妻子生下舜后就死了，

他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下舜的弟弟象。象是个好

吃懒做而又骄横无礼的人。但瞽叟和舜的继母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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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宠爱小儿子象，厌恶舜。

全家人都将舜视为眼

中钉、肉中刺，舜却

一直以德报怨，孝敬父

母，善待兄弟。舜高尚的

品行赢得了周边百姓的尊

敬和爱戴。舜曾去历山耕

田，又去雷泽打渔，去

河滨做陶器，他走到哪里，

百姓们就跟到哪里，很快使

那些地方都变成了都市。

尧听了“四岳”的介绍，

非常高兴，就赏赐给舜一套

新衣服、一张琴和一群牛羊，

还派人为他建筑粮仓。尧还

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

英嫁给了舜，让她们随时考查舜的品行，及时向

他汇报。 

舜的继母和弟弟看到他得了这么多好处，又

羡慕又嫉妒，便和瞽叟一起密谋，千方百计想置

舜于死地。瞽叟先是叫舜去修补粮仓的顶。正当

舜在粮仓顶上涂泥加草、用心修补时，象却偷偷

跑来把梯子搬走，并在仓廪下面放火，想要烧死

◆透雕龙形玉佩
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
遗址出土。玉佩呈乳
白色，玉质光滑。龙
体蟠曲，头顶作高耸
华丽的角状装饰，形
神兼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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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幸亏这个阴谋早

已被娥皇和女英识破

了，她们事先叫舜带

了两顶斗笠。舜看到

下面火起，赶快一只

手举一顶斗笠，好像

张开翅膀一样随风飘

落到地上，毫发无损。

瞽叟和象一计不成，

又施一计。过了几天，

瞽叟又叫舜去挖井。

当舜下到井底后，他

们就迅速地把地面上

的土石扔下去，将井

填没。父子俩满以为

舜这次一定必死无

疑，没想到舜在井底

下开了一条孔道，安

全地钻了出来。象以

为舜已经死了，不禁

得意忘形，就跑到舜

住的房子里，操起琴

弹奏起来。就在这时，

◆明·文徵明·湘君湘夫人
图（局部）
相传娥皇即湘君，女英即湘
夫人。图中人物作唐妆，高
髻长裙，形象纤秀，有飘飘
御风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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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突然出现在门口。象大吃一惊，但马上假惺惺

地说：“我正在想念哥哥，所以弹琴以寄托思念

之情。你回来可真是太好了。”舜宽容地笑了笑，

并未揭穿这个阴谋，而且从此对父亲、兄弟更加

照顾和爱护。

尧考查舜很长时间，先后交给他很多工作，

舜都能圆满地完成，又听说舜这样宽宏大量，于

是决定让舜做自己的辅佐官和继承人。尧退位后，

舜成为天下的共主。传说瞽叟夫妻和象最终也被

舜感化了，一家人过着幸福和睦的生活。舜把象

封到一个叫有鼻的地方做诸侯，还发明了象棋来

教化他。

舜一生辛劳，比起尧来，他似乎更关心民间

疾苦，经常游历四方，为百姓排忧解难。舜年老

后，和帝尧一样为了继承人的事情忧心忡忡，因

为他的儿子商均也和帝尧的儿子丹朱一样的不成

器。最终他选中治水有功的大禹做他的继承人。

这种传位以德不以亲的做法，称作“禅让”。

但考古发掘表明，尧、舜、禹的时代很可能已经

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迈入了阶级社会，而且

就算仍处于原始社会，连猴群产生猴王都难免经

过一番争斗，禅让的传说实在太过理想化了。对

此，后世也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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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宫之乱

启取代伯益继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

变革。禅让制从此被世袭制取代，中国历史上的

第一个王朝——夏，就这样建立了。

在
禹王时代，经过大禹的励精图治和四处

征伐，君王的权力越来越大，诸侯的贡

品也越来越多，这个王位比尧、舜时代的王位

要诱人得多了。而这个时候，禹的儿子启已经

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过人。禹越发觉得不该把

苦心经营的天下就这样禅让出去。打破禅让制、

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王位的念头，就这样在禹的

脑海中渐渐形成了。

禹表面上不动声色，积极物色新的继承人。

起先，他选中了以公正无私而闻名的法官皋陶，

可是皋陶身体不好，早早就去世了。接着禹又选

中了皋陶的儿子伯益。

禹一方面让伯益辅助自己治理国家，另一

方面却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启的培养上。他让

启学习治国方略，广泛地与各路诸侯接触，又逐

渐将朝中所有管事的官员都换成了启的亲信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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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经过几年的精心布置，启的势力渐渐超过了

伯益。对这一切，伯益却毫无察觉。

伯益被指定为继承人后，过了大约 10 年，

禹已是风烛残年。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却

仍然放心不下国家的政务，同时也想要重温一下

从前的帝王风光，便出巡东南，在会稽山（今浙

江绍兴东南）上再次召开诸侯大会。诸侯大会刚

开完，禹就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人们

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会稽山。

禹去世的消息传开，举国悲恸。伯益以继承

人的身份为禹守了 3 年丧。按照尧、舜时代的惯

例，继承人守丧 3 年期满后，再隐居一段时间以

表示谦恭，就可以继承王位。伯益于是在守丧期

满后便避居起来，准备过一段日子后即位。谁想

到没几天就有消息传来，诸侯们早就抛开他，纷

纷去朝见启了。

这使伯益惊愕万分。由于毫无准备，他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本该属于自己的王位就这么被启夺

走了。他想要抗争一下，却发现自己的力量根本

不足以和启对抗。这个时候，诸侯们还纷纷说，

启是个贤能而英明的人，伯益虽然辅佐过禹，但

是时间很短，而且表现出的才能也远不及启，天

下应该归有能力的人掌管，应该由启来继承帝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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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益是个识时务的人，

看着纷纷去归附启的诸侯，

他意识到再不有所表示，

不要说王位得不到，连自

己的性命恐怕也有危险了。

于是，伯益便主动站出来，

向天下人宣告：自己的能

力比不上启，愿意将王位

让给启，请启继位为王。

启对于王位本就是势

在必得的，他本来的打算

是假如伯益不服，就动用

暴力除掉他。现在见伯

益主动出来让位，他自

然也十分高兴，假装谦

让了一下，就风风光光

地即位了。而伯益则心

灰意冷地到箕山脚下隐居去了。

不过，启虽然顺利地得到了帝位，要坐稳

它却也并非一帆风顺。他和父亲禹虽然拉拢了

不少诸侯，但仍有人对于他得到帝位的方式很

不满，其中闹得最凶的就是有扈氏部落。有扈

氏认为启继承王位是玩弄权谋的结果，违反了

◆夏·玉铲
玉铲是礼器的一种。该器
从山东泰安大汶口夏墓出
土，是墓主的主要陪葬品
之一，说明墓主在当时具
有相当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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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让制，也违背了通行的道德标准，于是打出

了反对启的旗帜。启率领军队前往讨伐有扈氏，

在甘（今陕西户县南）地发生了一次大的战争。

战前，启在誓师大会上指责有扈氏轻侮五行，

怠慢遗弃天子任命的三卿，因此上天要断绝他

的国命，而启则是奉行上天的命令对他加以惩

罚。经过几番激烈的大战，启攻灭了有扈氏，

地位得到了巩固。有扈氏是旧传统的维护者，

史书说他“知义而不知宜”，启的胜利反映了当

时社会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平定叛乱之后，为了让天下人都看到有扈

氏的下场，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同时也为了

进一步笼络诸侯、树立自己的威信，启便学父

亲的样子，在钧台（今河南禹州）召开了一次

规模空前的诸侯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钧

台之享”。

通过平定有扈氏的叛乱和举行“钧台之享”，

启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此后，他又采

取了许多巩固统治的措施，如将天下分为九州，

派遣官员去治理；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军队，以维

护统治；宣布取消禅让制，而以世袭制代替。这

种种措施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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