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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可以把握中国社

会治乱兴替的内在规律，洞悉修齐治平的永恒智慧。

然而，中华上下五千年，人物事件众多，神话与传说并存，

正史与野史交错，头绪繁多，内容庞杂。方方面面的内容

如果未经梳理就杂乱无章地堆积在一起，往往会使读者一头

雾水。除了典籍和史料所承载的历史之外，文物、遗址、古

迹、艺术作品等，也同样反映着历史的真实。如何把这些东

西有机地组织在一起，让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够清晰地了解历

史，进而洞悉历史的真实和智慧，无疑成为编辑出版《中国

通史》（少年彩图版）一书的缘起。

《中国通史》（少年彩图版）按照不同的历史分期，通

过科学的体例、模式来整合讲述中国历史。全书以历史编年

为经，以各个时代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为

纬，经纬交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中外交往、艺

术、思想、科技、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全书共分10卷，

精心选取了600余则故事，2000余幅图片，生动、真实、客

观、全面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精彩瞬间和丰富内涵。

每一个故事都蕴含了或高亢激昂或哀婉悲壮的场景，

不断唤起人们内心尘封已久的记忆，促使人们与中国历史

再次进行亲密接触，深入探寻历史中所蕴藏的民族智慧和

民族精神。正文中随机穿插的花絮、专题和附录，有机

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知识信息更为密集，从而营造

出一种全息的知识镜像。通过文字，可以感受历史镜像；

而通过图片，则可以直观解读历史。图片与文字相得益

彰，全景式再现五千年文明的华美画卷，展现中国历史

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使广大青少年读者深刻感

受中国文化的底蕴，从而产生思想上的震撼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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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西
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他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

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王室衰微，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同时，社

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

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

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

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

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

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

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

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

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山戎；联合其他国家制止

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

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

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

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

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

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

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

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

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

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

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殷玮璋教授



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

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

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

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

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

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

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

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

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

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

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

争霸的“弭兵之会”。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

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

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

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

其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

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他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

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为了

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

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

时，楚国则联越制吴，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

差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做盟主。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

差急忙回归，向越求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

霸主。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

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动荡、大改组，几百个小国逐

渐归并为七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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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轮铜盘·春秋

春秋晚期，高15.8厘米，口径26厘米。1957年江

苏武进淹城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敞口，卷

唇，浅腹，矮圈足下的三轮均能转动。

引狼入室

周宣王死后，大臣们遵其遗嘱，立太子宫涅为天子，即周幽王。

周幽王即位后，立申侯之女为后，立宜臼为太子。但是，这个周幽王并

不像周宣王那样励精图治，而是荒废朝政，只知道吃喝玩乐，沉迷于女

色，过起了荒淫无度的生活。周朝的一个诸侯国褒国给他献上了一个绝

色美女褒姒，幽王更是一天都不肯离褒姒半步。褒姒入宫后不久就给幽

王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伯服。幽王就废了申后及太子宜臼，把褒姒立为

后，立伯服为太子。褒姒虽被立为王后，但从未开颜一笑。这可急坏了

幽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烽火戏诸侯。

申后的父亲申侯得知幽王废申后立褒姒之事后心生怨恨，结果有

人报告给幽王。幽王听了大怒，下令削去申侯之爵，并命石父为将，

准备攻打申国。申侯听说后大惊道：“我申国国小兵微，怎能抵挡得

住呢？”想来想去申侯决定向犬戎借

兵，他怕犬戎不借兵给他，就许诺

说：如果日后攻破镐京，府库金帛任

凭搬取。戎主遂发兵一万五千，申侯

亦起本国之兵相助，浩浩荡荡杀奔镐

京，将镐京围了个水泄不通。幽王听

报大惊，忙令人点起烽烟报警，无奈

各诸侯国以为幽王又在戏弄他们，竟

没派一兵一卒前往。镐京遂被犬戎攻

破，幽王被杀，城中财富被掠无数。

周平王迁都
时间：前770

周平王将国都由镐京（今陕西西安镐京村附近）迁往洛阳（今洛阳

东北），无意间，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01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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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决议迁都

申侯入镐京后，安排筵席款待戎主，又敛聚金银、布匹10车为

赠，指望戎主心满意足地离开。谁料戎主见好不收，终日饮酒作乐，

并无还军归国之意。申侯没有办法，写了秘密书信，派人送给卫侯姬

和、晋侯姬仇，请他们帮忙撵走犬戎；又遣人到郑国报郑太子掘突，

说其父已被犬戎所杀，让掘突起兵复仇。

卫、晋、郑几路军马出其不意，将犬戎杀得落花流水，犬戎的残

兵败将逃回本国。申侯大摆筵席，款待四路诸侯，迎太子宜臼继位，

即周平王。

犬戎自从到镐京抢掠一番，熟识了中原的道路，虽被四国诸侯驱

逐出城，但其主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失。此后，戎主心怀怨恨，不断派

兵侵扰周朝西部的疆域，渐渐逼近镐京。因为镐京上次遭到犬戎的洗

劫，宫殿有一半都被焚毁，到处都是颓墙败栋，光景非常凄惨。而周

朝此时已是府库空虚，无力修复宫室。于是，周平王渐渐有了迁都的

想法，并征求文武百官的意见。

满朝文武都担心犬戎的骚扰，十分赞同平王的想法，只有卫武公

不同意。卫武公认为，镐京是周立国的地方，地势险要，而洛阳地区

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根本不适合立都。但平王迁都的决心已定，卫

武公反复劝说均无效。

前770年，平王在晋文侯和郑武公的拥护下东迁洛阳。

春秋开端

周王室东迁标志西周时代的结束。周天子的直辖领地本来是邦畿

千里，有西部以镐京为核心的宗周，以及东部以洛邑为核心的成周。

平王东迁，完全放弃了宗周的部分，定都东部的洛邑，史称东周。

周王室东迁后，仍然占据着今陕西东部和河南中部地区，但这些

领土逐渐被秦、虢等国吞没，后来所能控制的范围仅限于洛邑周围。

周天子已失去号令诸侯的权力，各地诸侯也不再定期向周天子述职和

纳贡，王室收入锐减，反过来周王室经常向诸侯求助财物，昔日的王

者尊严和威望荡然无存，与普通小国无异。西周时“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的局面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取代，全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

态。中国历史进入了战乱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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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内乱

周室初立之时，武王分封，把大功

臣姜太公封在临淄建立齐国，成为疆域

辽阔的大诸侯国。自姜太公以来，齐国

王位几经更迭，倒也国泰民安。但自从

传到齐襄公手中，齐国的国势已经到了

岌岌可危的地步。襄公自恃齐国强大，

对外穷兵黩武，四处征讨；对内横征暴

敛、滥杀无辜，荒淫无度。

前686年，齐国大夫连称趁襄公出

游打猎受伤之机，起兵讨伐昏君，将襄

公斩杀于寝宫之内。齐国无君，一片混

乱。当时齐襄公有两个儿子，但都不在

国内，公子纠在鲁国，公子小白在莒国

(今山东莒县周边一带)。当他们听到齐国

国乱无君，都想抢先回国，继承王位。

因为莒国离齐国近，这对公子纠很

不利。于是公子纠的老师管仲带30名精

兵，快马先回齐国，想要为公子纠抢得

先机。在半路上，他们追上了公子小白

的队伍。

时间：春秋早期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了霸业，使人不得不佩服管仲的才华。而人们

在佩服管仲那超人才华的同时，也不由得敬佩齐桓公那不计前嫌、虚怀

若谷的博大胸襟。

02 齐桓公慧眼识管仲

管仲箭射小白

管仲见到小白一行，突然心中有了

个主意，便上前施礼道：“公子一向可

好？您这是要去哪呀？”小白说：“我

回齐国给我父亲奔丧。”管仲说：“公

子纠是您的兄长，理应由他主持丧事，

公子不应该做兄长做的事情。”这时，

小白的老师鲍叔牙说：“我们各为其

主，你不必多说。”管仲见护送小白回

国的莒国士兵对自己怒目而视，自知寡

不敌众，于是佯装告退，没走几步，突

然转身搭箭，瞄准小白，箭像闪电一般

直窜小白心窝。小白大喊一声，口吐鲜

血倒在车上。

鲍叔牙没料到管仲会搭箭射小白，

一下子竟然呆住了，等他回过神来，管

仲早不见踪影了。鲍叔牙赶快过来救

小白，谁知小白命不该绝，管仲那一箭

不偏不倚正射在小白的衣钩上。当时小

白反应神速，怕管仲再射第二箭，便咬

破舌尖喷血诈死。鲍叔牙见小白安然无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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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首龙纹铜方 ·春秋

这是春秋早期鲁国的蒸饭器皿。 在

周代盛行，显示了春秋早期周文化在

此地区的巨大影响。

恙，也放下了心。另一边，管仲并不知道小白诈死，回报公子纠说：

“小白已被我一箭射死了，齐国的王位非您莫属。”于是，公子纠和

追随自己的人们酌酒庆贺，却不知小白早已到了齐国，登了王位，这

就是齐桓公。

再说公子纠一行，不紧不慢地进入齐国境内，突然得到消息说小

白已即位为王，知道事情有变，于是又匆匆

忙忙地回到了鲁国。

管仲被执

齐桓公登上王位后，心里担心公子纠回到

鲁国后有管仲辅佐，日后必成为后患，于是找鲍

叔牙商量对策。鲍叔牙说：“臣可以领兵驻扎在

鲁、齐边界的汶阳（今山东泰安西南），再派使

者到鲁国讨还公子纠。公子纠已对鲁国没有任何

用处了，鲁君也不会再为他与齐结仇，必将公子

纠的首级拱手送来，公子纠是您的兄弟，借他人之

手铲除掉，既可以免除后患，您又不失仁义。”齐

桓公一听有理，便命鲍叔牙全权处理此事。

其实，齐桓公并不知道，杀掉公子纠固然是

一个目的，鲍叔牙的真正目的，却是将自己的好

友管仲救回来，因为自幼与管仲相识的鲍叔牙，

最清楚管仲的能力。

齐国大军在汶阳驻扎后，鲍叔牙就派大将隰朋出使鲁国，并让他

带给鲁君一封信。鲁庄公看罢，知道齐国来使的目的，果然如鲍叔牙

所料，毫不犹豫地派人取了公子纠的首级，并缚住管仲一并交给了隰

朋。隰朋带着管仲回到齐国，鲍叔牙早已等候多时。鲍叔牙和管仲见

面非常亲切，两人闲谈一会，鲍叔牙就将要把管仲推荐给齐桓公的想

法告诉了管仲。管仲听了叹气道：“我本辅佐公子纠，却无力让公子

纠继承王位，又没有勇气随公子纠而死，已失去了做臣子的气节。现

在我要是去辅佐公子小白，公子纠定会耻笑我于地下。”鲍叔牙说：

“你过去不是常常说，想成就大事的人就不能计较小的耻辱，想建立

功勋的人就不能拘泥于小节吗？公子小白胸怀坦荡，志向高远，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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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拜相·春秋

的辅佐下，必能大有作为，称霸于天

下。你的功劳也将被后人所传颂。”管

仲见鲍叔牙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便让鲍

叔牙去说情。

鲍叔牙荐管仲

第二天，鲍叔牙拜见齐桓公，却是

先吊唁后恭贺。齐桓公很奇怪，就问：

“卿为何事吊唁？”鲍叔牙说：“公子

纠是您的兄长，但为了国家社稷不得不

杀了他，所以我先吊唁。”齐桓公又

问：“那贺的又是什么呢？”鲍叔牙

说：“现在管仲回到了齐国，您

得到了一个贤德的人，所以我祝

贺您。”

齐桓公听到管仲两个字，顿

时火冒三丈，咬牙切齿地说：“管

仲昔日拿箭射我，我恨不得杀了

他，又怎么会重用他？”鲍叔牙

说：“做臣子的，各为其主。当

初管仲向您射箭，就是在尽他作为

公子纠臣子的责任。如果大王重用

他，他则成为您的臣子，以后定当

尽全力为您箭射天下。”齐桓公让

鲍叔牙先退下，说他再考虑一下。

后来齐桓公想拜鲍叔牙为

上卿，让他处理朝政。鲍叔牙却

说：“大王对我的器重，我感激

不尽。我虽然能谨慎行事、遵礼

守法，对您也忠心耿耿，但我只

能做一个好臣子。我没有管理朝政、治

理国家的才能。”齐桓公又问：“那治

理国家的才能是什么呢？”鲍叔牙接着

说：“治国的才能，是外抚四夷，内稳

军心，能使国家安定，君享无疆之福，

名垂青史，我没有这样的能力。”齐桓

公听了又问道：“那我国现在有这样的

能人吗？”鲍叔牙说：“有，此人就是

管仲，无论对内对外，我都不如他。如

果您连管仲这样的人才都不用，我也没

什么脸面担当要职了。”

见到鲍叔牙郑重其事的神态，齐桓

公心中明白，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鲍

叔牙是不会故意欺骗自己的，管仲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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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难得的人才。鲍叔牙见齐桓公有些心动，就接着说：“您要用管

仲，必须拜他为相，而拜他为相，必须举行隆重的仪式，不能草率行

事。因为宰相之位仅次于国君，如果您简单宣布一下就算了事，我想

大臣、百姓就会轻看了新宰相，而轻视宰相，就等于轻视您。”

管仲拜相

齐桓公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便全盘采纳了鲍叔牙的建议。等

到管仲到达临淄的时候，桓公挑选吉日，亲自去接管仲，与他同车入

宫，在宫中正式拜管仲为相。管仲也正式进入角色，帮助齐桓公治国

安邦。他对齐桓公说：“要想得到民心，必须使老百姓富裕起来。只

有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裕，国库才会充盈。”于是，管仲建议齐

桓公兴修水利、开垦荒地，使人民少受自然灾害的侵害，安心耕种；

鼓励百姓发展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和徭役。管仲还向齐桓公推荐

了五个有才能的人，分别担任负责礼仪的大司行、负责管农业的大司

农、负责军事的大司法、负责法度的大司理和负责劝谏的大司谏，掌

管这五个重要的国家部门。

在管仲的精心治理下，齐国渐渐恢复了元气，开始复兴。齐桓公也

更加信任管仲，尊拜他为“仲父”，并对文武大臣说：“今后无论什么

国家大事，要先禀报仲父，再禀报我，凡大事由仲父全权作主。”

在军事上，管仲还提出了寓兵于民的方法，即把百姓编成组，这

些军队太平时务农、耕种、收获，闲时以围猎代替操练，齐国开始流

行尚武之风。人与人、家与家互相帮助。在政治上，管仲立号令、定

刑罚、重禄赏，君臣、百姓不分贫贱都要遵守法规。如果犯了法，一

律追究。但在处罚的程度上，管仲不提倡残酷的刑罚，规定“死罪不

杀，刑罚不罚，用盔甲兵器来赎罪”。臣民犯了罪，只要按犯罪程度

缴纳一定的财富，就可免罪。

过了几年，齐国在管仲的治理下，完成了从乱到治、从贫到富的

大改变，民心齐整，国家富强，一个强大的齐国已在中原悄然崛起。

后来，经过多年的战场杀伐和政治的纵横捭阖，齐桓公终于成为“春

秋五霸”中第一位称霸的国君，管仲可以说是功不可没。齐桓公不计

前嫌，大胆起用人才的胆识与胸襟，也的确令人钦佩。这对从敌对到

赤诚相待的两个人，历来被人们视为君臣相知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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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前684

鲁庄公取信于民，使得弱小的鲁国可以与强大的齐国一战；曹刿抓

住有利时机，后发制人，使得鲁军赢得长勺（鲁地，今山东莱芜东北）

之战。面对强大的对手，盲目与其一决高下是莽夫所为，应当寻找对手

弱点，寻找可以利用的机会，以求胜利。

03 曹刿论战

自告奋勇

鲁庄公十年（前684）春天，齐国大军开始进入鲁国境内，鲁庄公准

备迎战。鲁国人曹刿（一说曹沫）请求进见鲁庄公，有人劝曹刿，国家大

事自有国君和大臣们决定，你何必参与。曹刿说：“这些大人物目光短

浅，不能深谋远虑，如果鲁国战败，我们这些百姓也要遭殃。”于是入宫

进见鲁庄公。

曹刿问鲁庄公：“齐强鲁弱，您依靠什么和齐国作战？”庄公说：

“衣食我从不敢独自享用，一定把它分给别人。”曹刿说：“这都是小

恩小惠，而且您也仅仅是分给大臣们，不能遍及百姓，靠这个不会得

到百姓的拥戴。”庄公说：“祭祀用的牛羊、玉帛之类，我从不虚报，

对神明一向敬重。”曹刿回答说：“这是小信用，还不能使神信任您，

神是不会保佑您的。”庄公说：“对于大小的诉讼案件，我虽不能一一

明察，但一定诚心诚意来尽力秉公处理。”曹刿回答说：“这是您作

为国君忠于职守的一种表现，百姓也会因此为国君效命，我们鲁国可

以凭这个条件与齐国一争高下。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请您作战的时

候也带上我一起出征。”于是，曹刿跟随鲁国军队进至长勺，与齐军

在阵前对峙。

决战长勺

两军对垒，布阵完毕后，鲁庄公准备传令擂鼓，希望靠先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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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方阵、圆阵示意图

人击败齐军。曹刿见状赶忙加以劝止，建议相对弱小的鲁军宜坚守阵

地，以逸待劳，鲁庄公听从了曹刿的建议，暂时按兵不动。

齐军兵力占优，自然全力出击，一连两次擂鼓，凭借优势兵力向

鲁军全线进攻，但是鲁军不为所动，严守阵地，使得齐军无机可乘，两

次进攻都无功而返。这时曹刿认为时机已到，建议庄公果断进行反击。

庄公于是下令擂鼓，鲁军士气大振，全线反击。此时齐军经过前两次徒

劳无功的进攻已经士气低落，招架不住鲁军迅猛地冲击，全线溃退。鲁

庄公见到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发起追击，又被曹刿所劝阻。曹刿下车仔

细察看齐军后退留下的车辙，又登车远望齐军的旗帜，这才建议鲁庄公

可以实施追击。于是鲁军一路追杀，将齐军逐出了鲁国边境。

一鼓作气

战争结束后，鲁庄公向曹刿询问战斗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

“在兵力上齐强鲁弱，因此我们只有凭借高昂的士气与齐军对敌。作

战之时，第一次擂鼓冲锋正是士兵士气旺盛之时，与齐军正面对决我

方会吃亏。第二次擂鼓进攻，齐军的士气因受挫已大不如前。而到了第

三次击鼓冲锋，齐军士气便丧失殆尽。此时我军擂鼓，正好士气大振，

再加上前两次成功防御了齐军的进攻，也增强了将士们的信心，这时实

施反击，自然就能够一举打败齐军。此外，齐国毕竟是实力强大，兵力

充足，难保不会在两军对阵的时候分兵埋伏。

因此我才下车观察齐军，见他们车辙紊乱，旌

旗歪斜，如果是诈败不会有如此景象，因此才

请主公大胆追击。”

长勺之战是齐桓公争霸斗争史上一次少有

的挫折，也是鲁、齐长期斗争中鲁国的一次罕

见的胜利。鲁国的获胜一方面是由于鲁庄公平

日“取信于民”，深得民心，同时又能够听从

曹刿这样一个布衣百姓的正确意见；另一方面

是由于曹刿准确地把握敌我双方的优劣，抓住

有利时机，进行坚决的反攻，从而保证了战争

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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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湖北随州熊家老湾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通高32厘米，

盖为四棱形纽，面起扉棱四道。侧饰半环形小耳，鼓腹及前背均

饰扉棱。

时间：春秋早期

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天性，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沉迷于个

人爱好，不管本职工作，则与卫懿公好鹤亡国没有什么区别了。

04 爱鹤亡国的卫懿公

懿公爱鹤

卫国是春秋时中原北部的一个大国，都城是朝歌（今河南淇

县）。朝歌曾经是商朝的都城，商纣王死后，周天子把商朝的遗民迁

去了宋国，把朝歌封给了卫国。

周惠王九年（前668），卫懿公即位为卫国的国君。卫懿公在位的

时候，什么国家大事也不管，他只喜欢一样——养鹤。平心而论，鹤

这种鸟确实是讨人喜欢，姿态优雅，能鸣善舞，作为一个国君，喜欢

鹤就养几只原本也没有什么，可这位卫懿公却把鹤养出了格。

卫懿公爱鹤出了名，而且凡是给他献鹤的人都有重赏，于是卫国

国内以及周边国家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就纷纷向卫懿公献鹤，弄得整个

王宫内到处是鹤。卫懿公还给所养的这些鹤分了三六九等，根据等级

给它们相应的品位俸禄，最好的鹤被封为大夫，次一些的也给予士

的俸禄。

一个国家一下子多了这么多吃俸禄的“鹤大夫”，

养鹤的人也都得到了很高的俸禄，百姓的赋税也就越来

越高。百姓中有冻饿贫穷的，卫懿公一概不管，钱都拿去

养鹤了，哪还有钱体恤百姓呢？卫懿公要是出游，这些

鹤也都轮班跟随。卫懿公给随他出巡的鹤准备了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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