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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拥有五千年

文明史、又充满着活力与生机的泱泱大国。

作为中国人，最为祖国灿烂辉煌的过去与迅速

崛起的今天而感到骄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从夏至清，就先后经历

了二十多个朝代。每个朝代又经历了数名或十几名、

数十名帝王。史料充栋，浩如烟海。一般人既无必

要，也不可能全部浏览。

中国历史, 博大精深。它是中国历代风流人物

和广大人民群众智慧、谋略、经验、教训的结晶；

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宝库；是现代

国人，尤其是青年学子们修身立世、建功立业不可

不窥的堂奥。

为使其简明扼要、层次清晰，易读易记、琅琅

上口，笔者特参照编年史的顺序，采用四言押韵的

句式，写成了《四字纲鉴》一书。内容从远古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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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历朝历代的帝王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法制史

等方面，均一一分列专章专题进行专写。通过这些内容，大致

展现中国历史的各个侧面，力图帮助自学历史者了解每一个朝

代的盛衰兴亡与变迁概况，进而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明确重

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空关系，使繁复浩瀚的历史经纬了然于胸，

“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从中领悟哲理，启迪睿智，开拓眼界，

创造未来。

书山有路勤为径，史海泛舟伴导游。《纲鉴》是一部比较理

想的、全面系统的国史启蒙导读手册。短小精悍，言简意赅。

一书在手，五史俱全；历史精华，尽含其中。它适合社会各界

人士的阅读和浏览，尤利大、中学生的看和读。

怎么看？怎么读？林语堂先生十分赞赏曾国藩的说法，曾

氏认为，读书与看书不同，“看书如攻城掠地，读书如守土防

隘，二者截然不同，不可联，也不可混”。哲人有言，法无定

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笔者幼读经典，独钟历史，经过长期思考酝酿，历时八载

写成此书，但水平有限，不妥与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希广大

读者不吝赐教，以期再版时修正。

夏道成

2007年 8月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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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国号歌

巍 巍 中 华 ， 屹 立 东 方 ，

幅 员 辽 阔 ， 源 远 流 长 。

文 明 古 国 ， 五 千 余 载 ，

典 籍 文 物 ， 灿 烂 辉 煌 。

盘 古 开 天 ， 世 代 相 传 ，

天 地 人 皇 ， 谓 之 三 皇 。

太 昊 炎 帝 ， 轩 辕 尧 唐 ，

虞 舜 绍 之 ， 五 帝 名 传 。

夏 后 殷 汤 ， 武 王 伐 商 ，

建 国 名 周 ， 八 百 余 秋 。

平 王 东 迁 ， 世 号 春 秋 ，

周 邦 分 裂 ， 进 入 战 国 。

五 霸 七 雄 ， 争 战 不 休 ，

秦 扫 六 合 ， 天 下 一 统 。

楚 汉 相 争 ， 楚 灭 汉 兴 ，

西 汉 东 汉 ， 魏 蜀 吴 判 。

三 国 鼎 立 ， 天 下 三 分 ，

汉 亡 于 魏 ， 魏 吴 亡 晋 。

西 晋 东 晋 ， 世 乱 纷 纷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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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胡 闹 华 ， 南 北 朝 分 。

南 传 四 代 ， 宋 齐 梁 陈 ，

北 十 六 国 ， 统 归 北 魏 。

东 魏 西 魏 ， 一 分 为 二 ，

东 传 北 齐 ， 西 禅 北 周 。

周 又 灭 齐 ， 继 禅 隋 室 ，

隋 平 南 陈 ， 天 下 复 一 。

隋 灭 唐 立 ， 唐 终 五 季 ，

梁 唐 晋 汉 ， 后 周 相 继 。

陈 桥 兵 变 ， 国 归 赵 宋 ，

金 人 侵 逼 ， 高 宗 南 渡 。

诛 金 灭 宋 ， 统 归 元 蒙 ，

元 灭 明 立 ， 传 位 十 六 。

清 灭 明 朝 ， 共 传 十 帝 。

武 昌 首 义 ， 废 除 帝 制 。

辛 亥 革 命 ， 民 国 创 立 。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1

历代国号歌 1

三皇纪 ——传说中的远古帝王 1

天皇／ 1 地皇／ 1 人皇／ 1 有巢氏／ 1

燧人氏／ 1

五帝纪 ——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 2

太昊伏羲氏／ 2 炎帝神农氏／ 3 黄帝轩辕氏／ 3

少昊金天氏／ 4 颛顼高阳氏／ 4 帝喾高辛氏／ 5

尧 帝 ／ 5 舜 帝 ／ 6

夏纪 ——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的诞生 7

[夏]禹／ 7 [夏]启／ 8 [夏]太康／ 8 [夏]仲康／ 9

[夏]相／ 9 [夏]少康／ 9 [夏]杼／ 10 [夏]槐／ 10

[夏]桀／ 11 综述／ 11 夏朝政治／ 12 夏朝经济／ 12

夏朝文化／ 12 夏朝法制／ 13

商纪 ——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及其衰微 14

[商]汤／ 14 [商]太甲／ 14 [商]太戊／ 15 [商]盘庚／ 15

[商]武丁／ 16[商]祖庚／ 16[商]祖甲／ 16[商]武乙／ 17

[商]文丁（又称太丁）／ 17 [商]帝乙／ 18

[商]纣（帝辛）／ 18

综述／ 19 商朝政治／ 19 商朝经济／ 20

00



四
字
纲
鉴

2

商朝文化／ 20 商朝法制／ 21

西周纪 ——中国封建制度开始时代 22

西周建国前概况／ 23

[西周]武王／ 24 [西周]成王／ 24

[西周]康王／ 25 [西周]昭王／ 25

[西周]穆王／ 26 [西周]共王／ 26

[西周]懿王／ 26 [西周]孝王／ 26

[西周]夷王／ 27 [西周]厉王／ 27

[西周]宣王／ 27 [西周]幽王／ 28

综述／ 28

西周政治／ 28 西周经济／ 29

西周文化／ 29 西周法制／ 30

春秋（东周列国）纪 ——大国争霸时期 31

一、春秋概说／32

二、大国争霸概况／32

（一）齐桓公首霸中原／ 32（二）宋襄公试图称霸／ 33

（三）晋文公继霸中原／ 34（四）楚庄王问鼎中原／ 34

（五）秦穆公独霸西陲／ 35（六）吴王阖闾、夫差称霸／ 35

（七）越王勾践称霸／ 36

三、大国争霸后果／36

四、春秋时期的暴政、反抗和夺权斗争／37

[春秋时期]政治／ 38 [春秋时期]经济／ 39

[春秋时期]文化／ 39 老子的思想和学说／ 40

孔子的思想和学说／ 41 [春秋时期]法制／ 43

00



目

录

3

战国（东周列国）纪 ——“七雄”争斗时期 44

一、战国时期 突出特点／44

二、战国时期 七雄概势／45

三、变法改革 风起云涌／45

（一）魏国李悝变法／ 45 （二）楚国吴起变法／ 46

（三）秦国商鞅变法／ 46 （四）齐威王的改革／ 46

（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47（六）韩、燕的改革／ 47

四、兼并战争 如火如荼／48

（一）围魏救赵 减灶行兵／ 48

（二）苏秦张仪 合纵连横／ 48

（三）乐毅伐齐 田单败燕／ 49

（四）长平之战 赵中反间／ 49

（五）窃符救赵 毛遂自荐／ 50

五、诸子学说 异彩纷呈／50

（一）兴“王道” 行“仁政”——孟子的思想和学说／ 51

（二）兼爱非攻 尚贤尚同——墨子的思想和学说／ 51

（三）一个虚幻抽象的道——庄子的思想和学说／ 52

（四）人可戡天 青胜于蓝——荀子的思想和学说／ 53

（五）封建专制制度的法·术·势——韩非的思想和学说／54

（六）外明敌情 内得民心——孙膑的军事学说／ 54

（七）坚白同异之辩——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学说／ 55

（八）阴阳消长 五行相生——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 56

（九）君民并耕 以农为本——农家的思想和学说／ 56

（十）兼采儒墨 糅合名法——杂家的思想和学说／ 56

六、名人佚事 脍炙人口／57

（一）负荆请罪 相如廉颇／ 57

(二)程婴立孤 杵臼缧绁／ 57

（三）绨袍恋恋 须贾范睢／ 58

（四）冯欢弹铗狗盗鸡鸣／ 58

00



四
字
纲
鉴

4

（五）介死棉山 原投汨罗／ 59

战国时期政治／ 59 战国时期经济／ 59

战国时期文化／ 60 战国时期法制／ 61

秦纪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成立 62

[秦]始皇帝／ 62 [秦]二世／ 64 [秦]子婴／ 64

[秦]政治／ 64 [秦]经济／ 65 [秦]文化／ 65

[秦]法制／ 65

楚汉相争 66

西汉纪 ——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68

[西汉]高祖／ 69 [西汉]惠帝／ 70

[西汉]吕后／ 70 [西汉]文帝／ 71

[西汉]景帝／ 72 [西汉]武帝／ 72

[西汉]昭帝／ 74 [西汉]昌邑王／ 75

[西汉]宣帝／ 75 [西汉]元帝／ 76

[西汉]成帝／ 77 [西汉]哀帝／ 77

[西汉]平帝／ 77 [西汉]孺子／ 78

[新]王莽／ 78 [汉]更始帝／ 79

东（后）汉纪
——封建统治的加强和扩张，并由统一走向分裂 80

[东汉]光武帝／ 81 [东汉]明帝／ 82

[东汉]章帝／ 83 [东汉]和帝／ 83

[东汉]殇帝／ 84 [东汉]安帝／ 84

[东汉]少帝／ 85 [东汉]顺帝／ 85

[东汉]冲帝／ 86 [东汉]质帝／ 86

00



目

录

5

[东汉]桓帝／ 86 [东汉]灵帝／ 87

[东汉]少帝／ 87 [东汉]献帝／ 88

两汉政治／ 88 两汉经济／ 89

两汉文化／ 90 两汉法制／ 91

三国纪 ——封建专制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

——三国鼎立时期 93

魏／ 93

[魏]武帝（曹操）／ 93 [魏]文帝／ 95

[魏]明帝／ 96 [魏]齐王／ 96

[魏]高贵乡公／ 96 [魏]元帝／ 97

蜀汉／ 97

[蜀]昭烈帝（刘备）／ 98 [蜀]后主／ 99

吴／ 99

[吴]大帝（孙权）／ 100 [吴]会稽王／ 101

[吴]景帝／ 101 [吴]末帝／ 101

三国政治／ 102 三国经济／ 102

三国文化／ 103 三国法制／ 103

西晋纪 ——西晋的短期统一 104

[西晋]武帝／ 104 [西晋]惠帝／ 105

[西晋]怀帝／ 106 [西晋]愍帝／ 106

东晋纪 ——东晋的偏安与北中国的各族混战 107

[东晋]元帝／ 108 [东晋]明帝／ 108

[东晋]成帝／ 109 [东晋]康帝／ 109

[东晋]穆帝／ 109 [东晋]哀帝／ 110

[东晋]废帝／ 110 [东晋]简文帝／ 110

0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
字
纲
鉴

6

[东晋]孝武帝／ 111 [东晋]安帝／ 111

[东晋]恭帝／ 112

两晋人物／ 112 两晋政治／ 113

两晋经济／ 113 两晋文化／ 114

两晋法制／ 115

五胡十六国 ——中国北方大破坏时期 116

五胡十六国概说／ 116

五胡十六国主要人物的建国情况／ 117

前赵／ 117 后赵／ 117 前燕／ 118 前秦／ 118

后秦／ 118

十六国时期政治／ 119 十六国时期经济／ 119

十六国时期文化／ 119 十六国时期法制／ 120

南北朝纪 120

南朝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发展时期 121

南朝宋纪／ 121

[宋]武帝／ 121 [宋]少帝／ 122

[宋]文帝／ 122 [宋]孝武帝／ 123

[宋]前废帝／ 123 [宋]明帝／ 123

[宋]后废帝（苍梧王）／ 124 [宋]顺帝／ 124

南朝齐纪／ 125

[齐]高帝／ 125 [齐]武帝／ 125

[齐]郁林王／ 126 [齐]海陵王／ 126

[齐]明帝／ 126 [齐]东昏侯／ 127

[齐]和帝／ 127

南朝梁纪／ 128

[梁]武帝／ 128 [梁]简文帝／ 129

00



目

录

7

[梁]元帝／ 129 [梁]敬帝／ 130

南朝陈纪／ 131

[陈]武帝／ 131 [陈]文帝／ 131

[陈]废帝／ 132 [陈]宣帝／ 132

[陈]后主／ 132

南朝政治／ 133 南朝经济／ 133

南朝文化／ 134 南朝法制／ 135

北朝纪 ——黄河流域各族大融合时期 136

北魏／ 136

[北魏]道武帝／ 136 [北魏]明元帝／ 137

[北魏]太武帝／ 137 [北魏]南安王／ 138

[北魏]文成帝／ 138 [北魏]献文帝／ 138

[北魏]孝文帝／ 139 [北魏]宣武帝／ 140

[北魏]孝明帝／ 140 [北魏]孝庄帝／ 140

[北魏]长广王／ 141 [北魏]节闵帝／ 141

[北魏]安定王／ 141 [北魏]孝武帝／ 142

东魏／ 143

[东魏]孝静帝／ 143

北齐／ 144

[北齐]文宣帝／ 144 [北齐]废帝／ 144

[北齐]孝昭帝／ 145 [北齐]武成帝／ 145

[北齐]后主／ 145 [北齐]幼主／ 146

西魏／ 147

[西魏]文帝／ 147 [西魏]废帝／ 147

[西魏]恭帝／ 148

北周／ 149

[北周]孝闵帝／ 149 [北周]明帝／ 149

[北周]武帝／ 150 [北周]宣帝／ 150

00



四
字
纲
鉴

8

[北周]静帝／ 151

北朝政治／ 151 北朝经济／ 152

北朝文化／ 152 北朝法制／ 153

隋纪 ——统一封建国家的再建和繁荣 154

[隋]文帝／ 154 [隋]炀帝／ 156

[隋]恭帝／ 157

隋朝政治／ 157 隋朝经济／ 158

隋朝文化／ 158 隋朝法制／ 159

唐纪 ——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的盛世 160

[唐]高祖／ 160 [唐]太宗／ 161

[唐]高宗／ 162

[唐]武周圣神皇帝（武则天）／ 163

[唐]中宗／ 164 [唐]殇帝／ 164

[唐]睿宗／ 165 [唐]玄宗／ 165

[唐]肃宗／ 166

下唐纪
——统一的封建专制集权国家由盛世走向衰落灭亡 168

[唐]代宗／ 168 [唐]德宗／ 169

[唐]顺宗／ 170 [唐]宪宗／ 170

[唐]穆宗／ 171 [唐]敬宗／ 171

[唐]文宗／ 172 [唐]武宗／ 172

[唐]宣宗／ 173 [唐]懿宗／ 174

[唐]僖宗／ 174 [唐]昭宗／ 175

[唐]哀帝／ 175

唐朝政治／ 176 唐朝经济／ 177

00



目

录

9

唐朝文化／ 178 唐朝法制／ 182

五代十国 ——大分裂时期 183

五代纪 184

后梁／ 184

[后梁]太祖／ 184 [后梁]郢王／ 185

[后梁]末帝（均王）／ 185

后唐／ 185

[后唐]庄宗／ 186 [后唐]明宗／ 186

[后唐]闵帝／ 187 [后唐]末帝／ 187

后晋／ 188

[后晋]高祖／ 188 [后晋]出帝／ 188

后汉／ 189

[后汉]高祖／ 189 [后汉]隐帝／ 189

后周／ 190

[后周]太祖／ 190 [后周]世宗／ 190

[后周]恭帝／ 191

十国纪 192

吴／ 192

[吴]武帝／ 192 [吴]景帝／ 192

[吴]宣帝／ 193 [吴]睿帝／ 193

吴越／ 193

[吴越]武肃王／ 193 [吴越]文穆王／ 194

[吴越]忠献王／ 194 [吴越]忠逊王／ 195

[吴越]忠懿王／ 195

楚／ 195

[楚]武穆王／ 195 [楚]衡阳王／ 196

00



四
字
纲
鉴

10

[楚]文昭王／ 196 [楚]废王／ 197

[楚]恭孝王／ 197

闽／ 197

[闽]太祖／ 197 [闽]嗣主／ 198

[闽]太宗／ 198 [闽]康宗／ 199

[闽]景宗／ 199 [闽]福王恭懿／ 199

前蜀／ 200

[前蜀]高祖／ 200 [前蜀]顺正公／ 200

后蜀／ 201

[后蜀]高祖／ 201 [后蜀]后主／ 201

南唐／ 202

[南唐]烈祖／ 202 [南唐]中主／ 202

[南唐]后主／ 203

南平（荆南）／ 203

[南平]武兴王／ 203 [南平]文献王／ 204

[南平]贞懿王／ 204 [南平]侍中／ 204

[南平]侍中／ 205

南汉／ 205

[南汉]高祖／ 205 [南汉]殇帝／ 206

[南汉]中宗／ 206 [南汉]南越王／ 206

北汉／ 207

[北汉]世祖／ 207 [北汉]孝和帝／ 207

[北汉]少主／ 208 [北汉]英武帝／ 208

五代十国政治／ 208 五代十国经济／ 209

五代十国文化／ 209 五代十国法制／ 210

宋纪 211

北宋

——北宋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化／ 212

0



目

录

11

[北宋]太祖／ 212 [北宋]太宗／ 213

[北宋]真宗／ 214 [北宋]仁宗／ 214

[北宋]英宗／ 215 [北宋]神宗／ 216

[北宋]哲宗／ 217 [北宋]徽宗／ 217

[北宋]钦宗／ 218

南宋纪

——南宋和金的对峙时期／ 219

[南宋]高宗／ 220 [南宋]孝宗／ 221

[南宋]光宗／ 221 [南宋]宁宗／ 222

[南宋]理宗／ 223 [南宋]度宗／ 223

[南宋]恭帝／ 224 [南宋]端宗／ 224

[南宋]帝昺／ 225

两宋政治／ 225 两宋经济／ 226

两宋文化／ 227 两宋法制／ 229

元纪 ——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统一 230

[元]太祖（成吉思汗）／ 231 [元]太宗／ 232

[元]定宗／ 232 [元]宪宗／ 233

[元]世祖／ 234 [元]成宗／ 235

[元]武宗／ 235 [元]仁宗／ 236

[元]英宗／ 236 [元]泰定帝／ 237

[元]天顺帝／ 237 [元]文宗／ 238

[元]明宗／ 238 [元]宁宗／ 239

[元]顺帝／ 239

元代政治／ 240 元代经济／ 240

元代文化／ 241 元代法制／ 242

明纪 ——封建专制集权政治的高度发展 24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