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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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更替 

夏 

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

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

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

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 23或前 22世纪(一说公

元前 2l世纪)至公元前 17世纪，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

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 

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其遗迹 

夏部族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夏王朝的统治中

心地带，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豫西)与山西省南部(晋南)，东至河

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

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

区。嵩山古名崇山。先秦与汉代及以后的人们，在考证和追述夏人的

活动区域时，多将其与崇山及周围地区相联系。如称夏禹为“崇

禹”，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在现今河南豫西地区还有一些关

于夏代都城遗址或其他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有“禹都

阳城”(今登封告成镇附近)，“启都阳翟”(今禹县境内)，太康、

羿、桀所居之斟寻阝(今巩县境内)，“帝杼居原”(今济源县境内)，

等等。其中多数是可信的。故有关夏代文献记载与传说的地望，应是

研究夏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近年来，为探索夏文化，在河南豫西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与

发掘工作。在东周和汉代阳城之西约半公里处的“王城岗”(今登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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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告成镇附近)，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

址。在城内已发掘出和城墙同时期的大型房屋夯土基础，以及基础下

面填埋有殉人的奠基坑、窖穴与城门等遗迹。根据两个城垣的部分城

墙曾被龙山文化晚期窖穴挖破的地层关系，证明这两个城的修筑时

代，应是略早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另从城内奠基坑和

窖穴中出土木炭的碳 14测定年代看，约在公元前 23至前 20世纪之

间的夏代早期纪年之内。而且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处的

地理位置，也正与文献记载及传说中的夏代阳城所在地望吻合。此

外，凡是与夏代都城遗址所在地望有关的地方，都发现有豫西龙山文

化中期、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恐非偶然巧合。河南境内的龙

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很可能与夏文化有关。 

另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山西晋南的汾、浍水流域，也是夏族祖先

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夏王朝建国后也曾迁都于此。因而后人在考

证中，多把汾水以东的今翼城附近称为“夏墟”。据《世本》，“夏

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近年来文物考

古工作者，在晋南与夏代传说有关的地方，也调查发现和发掘了许多

处龙山文化中晚期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此，山西南部地区

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应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王权的变革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

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

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

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

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

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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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

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

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

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据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

(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

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

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

(今河南禹县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

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

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

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

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

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

较强大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

“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

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

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寻阝，杀掉了夏后相。夏后

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

作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

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

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寻阝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



4 

 

康又命其子杼灭掉子梔，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

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

“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

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 

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

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

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

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

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

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

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

死而国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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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中国历史上继夏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 17世

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 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

前 11世纪商纣王被周武王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

王，历时六百年左右。 

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其农业比较发达，已用多种

谷类酿酒。手工业已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和白陶、釉陶，交换也逐渐

扩大，并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早期城市。其强盛时期的疆域东到大海，

西到今陕西东部，北达今河北北部，南至长江，为当时世界上的文明

大国。 

起源和发展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它最早活动于东

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

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

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尚书序》记载：“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据

王国维称，契居番，昭明迁砥石又迁于商，相土东迁泰山下又迁商

丘，上甲微迁于殷又迁至商丘，成汤灭夏定督亳，是为八迁。后来又

有过五次迁徙，所谓“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即仲丁迁于嗷，河直

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南庚迁于奄，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

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

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商人的屡次迁徙，或许由于受异族的

压迫，或许由于水旱之灾，或许由于扩张土地到更肥沃的地区，并不

一定表示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范围大概在今河南、河北、山

西、山东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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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自汤开始，至纣灭亡，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商王世系，

据《史记·殷本纪》载，结合甲骨文考察，除去个别有误，基本可

信。在成汤以前，从契至成汤，凡传十四世。《国语·周语》说：

“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即所谓商族的“先公”时期。这在

《史记·殷本纪》和甲骨文中也有记载。 

商自成汤建国，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经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

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

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

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

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二十四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

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

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

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

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

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

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 

阶级关系 

王权商代的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自称“余一人”、“一

人”，享有绝对权力。商代王位的继承法为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制

并用，凡子即王位者其父即为直系。商祭中，直系先王及配偶有资格

列入祀典，而无旁系先王的配偶。到商代后期更有“大示”(直系先

王的庙主)及“小示”(旁系先王的庙主)，之分别，祭祀“大示”的

宗庙为“大宗”，祭祀“小示”的宗庙为“小宗”。这种家族中祭祀

上的差别，正是商代宗法制度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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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辞中商王亲属称谓有祖、妣、父、母、兄、弟，且有“多

祖”、“多妣”、“多父”、“多母”之称。先王的配偶称妻、妾、

母、爽，与商王有血缘亲族关系的有“王族”、“多子族”。这些宗

族同商王形成亲疏不同的宗法关系，他们构成“百姓”的主体，而为

首的是商王自己。 

官制商王以下的统治机构，分“内服”“外服”，即王畿内与畿

外之地方两种。《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

伯”，结合卜辞的记载，商代的官制在畿内大致有：负责政务的尹、

多尹、臣。臣又有王臣、小臣、小众人臣、管理耕籍的小籍臣、管理

山林的小丘臣、管理车马的马小臣等等。武官有多马、多亚、多菔、

多射、多犬、五族戍等等。史官有作册、多卜、多工、巫、祝、吏等

等。王畿外为商代之“四土”，这些地区散布着许多“服王事”的方

国及部落，为商代的侯、伯。卜辞及文献中有攸侯、杞侯、周侯、犬

侯、先侯、侯虎、侯告及宋伯、祉伯、易伯等等，他们不仅要臣服于

商王，还向商纳贡，负担劳役及奉命征伐。有关商代官制的材料不

多，尚需进一步探讨。 

军队商代军队以师为单位，卜辞有“王作三师，右、中、左”。

“三师”为军队的基本组织形式，大概相当于后世的三军。虽然每师

的具体人数尚未见有记载，但从商代的征伐战争规模可知一二。征招

兵员有时几百人，甚至上千人，战争时间有的长达几个月，杀敌亦有

千百人。另外，商王的大规模田猎活动也相当于一次出征，并通过狩

猎训练军队。 

商代军队包括车兵及步兵，作战方式普遍使用车战。考古发掘中

发现不少商代车马坑，殷墟小屯 C20号墓中出有一车四马三人以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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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的三套兵器，可知一兵车载三人。小屯宗庙遗址前的祭祀坑中

还发现象征军队阵式的葬坑，包括两个方阵。一阵为步兵，有三百人

左右另一阵有兵车五辆。部分列左、中、右三组，与卜辞记载相符。

车战中，射手以弓箭为武器，墓葬里还有大批青铜兵器如戈、矛、

镞、钺及胄等。 

平民和奴隶商代的平民和奴隶由众、刍、羌、仆、奚、妾等不同

身份的人组成。卜辞有众、众人，是商代的自由平民。他们从事农业

生产劳动，有战事时还被征参加作战。商代奴隶的来源是俘虏，卜辞

中有“获羌”，即从羌方俘获来的奴隶。又说“多羌获鹿”，可知羌

人用于农田劳动及狩猎活动。奚、妾大概为女奴隶。奴隶的另一个来

源是罪犯，《说文》中之“像罪人之在屋下执事者”，即为来自罪犯

的奴隶。 

人殉和人祭商代的奴隶，不仅要从事各种劳役，而且可以任意遭

杀戮，甚至用以殉葬或祭祀祖先，其数量很大。殷墟侯家庄大墓中的

殉葬者，约四百人，仅武官村大墓中就有殉葬者近百人。其中有被反

绑及砍下头的殉人。殷墟还发现有很多人祭的遗迹，在一批排葬坑及

散葬坑中，有被杀的无头人骨架及人头骨。此外，宫殿建筑、宗庙以

至一般居室的基址中，也都发现有人祭遗址。卜辞中亦有大量杀人祭

祀的记载，其中最多、次杀祭者达五百人。人祭的手段包括砍头、肢

解、焚烧等。被杀者多为俘虏，其中又以羌的数量最多，此外还有仆

及少数的妾等。 

刑罚商代的刑罚有伐(砍头)、扑、墨(即黥刑)、劓(用刀割鼻)、

宫(宫刑)、刖(用刀或锯割去腿)等，后世的五刑在商代即已有之。卜

辞中有不少关于刖刑的记载，一次受刑者达数十人及百人。殷墟曾发

掘出戴梏的男女陶俑，男俑双手梏在背后，女俑双手梏在胸前。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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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卒”字，就是刑具的象形字“孰”宇，即人跪地手戴梏形，

“圉”字，即方框中之人跪地戴梏，意为牢狱还有王命小臣“作

圉”，即建造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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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约始于公元前 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 771年周

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

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

故称西周。 

西周的兴亡 

周人的兴起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

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

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

不宙，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

(今陕西旬邑西)，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宣父

时，因受薰粥、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

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在那里兴

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后被周人

追称太王。 

古公卒，少子季历即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

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

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

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

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

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

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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