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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故事提要

本书是《二十六史故事》周代卷的下册，讲述了东周春秋

战国时期发生的三十多个历史故事。

周朝有西周、东周之分，约在公元前１１００年，武王伐纣，

在镐京建立了周朝，这就是西周。三百多年后，周平王于公

元前７７０年，把王都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的历史。东周大

致可分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春秋大约过渡了三百年左右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４７６

年），《史记》将这一年定为战国七雄历史的开端，从这年到公

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期间

各国混战不止，战国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时，虽然还是打着周朝的名号，但东周天子已不能

号令天下。周朝分封的数百个诸侯国，到了春秋时只剩一百

多个，其中比较大的有齐、晋、楚、秦、鲁、卫、燕、宋、陈、郑、

吴、越等十几个“国家”。由于人人都想称王称霸，互相兼并

的战争连年发生。兼并的结果，诸侯国中胜者为王，出现了

史书所说的“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

王、宋襄公。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有史可查的约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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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国。大国有秦、魏、赵、韩、齐、楚、燕，即所谓的“战国七

雄”。此外还有东南的越国；小一些的有周、宋、卫、中山、鲁、

滕、邹等国。当时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

北面有林胡、楼烦、东胡和仪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大中

华民族处于一盘散沙之中。

七国的疆域情况大约这样，秦的国土包括今陕西关中北

部和甘肃的东南部，魏约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中部、东北

部。赵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

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韩约占有今河南中西部和山西东

南部。齐约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苏、浙

江等省的一部分。燕约占有河北北部和辽宁、吉林的一

部分。

“七雄”形成，各国把主要精力用在内部整顿上。各国统

治者招才纳贤，励精图治。李悝、吴起、商鞅等人因改革变法

而在这个时期得到重用。

战国的特点是一个“战”字，直打得“国无宁日，岁无宁

日" 七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而“邦

无定交，土无定主”的混战局面，在这段时期表现得极为突

出。各国君王为保持自己的生存和扩大本国的势力竞相称

王，一方面继续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图强；另一方面在外交上

频繁争取他国，搞“合纵”和“连横”，国与国的关系矛盾百出，

十分复杂。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铁器的应用，同时也大大推动了手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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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发展。战国时期的冶金、青铜器制作、纺织品生产、盐

业生产、漆器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闭塞的奴隶制经济崩

溃以后，农业和手工业之间明显开始分工，特别是商业的兴

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社

会动荡、战乱频繁，各式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政治上，

有齐桓公、秦穆公那样雄心勃勃的霸主；有管仲、晏婴那样足

智多谋的政治家；有曹刿、孙武那样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军

事家；当然还有晋灵公那样荒淫无道的昏君和无数不值一提

的酒囊饭袋。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伟人辈出的时代，哲学、文学、史学

等学术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由于商周以来的传统权

威和观念被推翻了，新的统一的统治思想尚未确立，那时候，

孔、墨弟子充满天下，以后又产生了道、法、阴阳、名、兵、农、

纵横等各家。各国统治者对各家的“道”采取“兼而礼之”的

宽容态度，使当时的思想界“百家争鸣”，充满了自由宽松的

气氛。诸子百家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他们畅所欲言，议

论风发，相互驳难又相互吸收，《论语》《老子》《孟子》《庄子》

《荀子》《韩非子》《孙子》等大量著作相继涌现，对后来中国长

期的封建政治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极

其宝贵的文化遗产。直至今天，我们仍能从他们的真知灼见

中得到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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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东迁春秋始

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在诸侯拥奉下即位，就是周平王，

他一生最大的事情，就是把都城迁到了洛邑。

周平王为什么要迁都呢？

戎兵退后，宜臼看到昔日的宫室十之七八残毁，伤心不

已。后来，戎人又不断入侵，他心中更加担忧。

一日朝毕，周平王对群臣说道：“国中府库空虚，被毁的

宫室至今颓墙残栋，无力修造；近日戎人又侵扰不止，朝野不

得安宁。长此下去，周室如何复兴？”

卫武公道：“修造宫室，耗费巨资，百姓必嗟怨，而且戎人

入城，又要付之一炬。先王定都镐京，又营洛邑，只因洛邑为

天下之中，又有山川之险，即便于诸侯朝贡，又能阻遏外敌入

寇。如今那里宫室完备，省得劳民修造。”群臣听了个个赞

同，平王也觉得这是便民之策，就命祝史作文，说明迁都缘

由，宣告于民。

公元前７７０年，在诸侯的护卫下，平王把王都迁到洛邑，

历史上称之为“平王东迁”，这次迁都主要依靠秦、郑、卫、晋

四国的力量。

平王迁都的时候并没有带走丰京和镐京的民众。周王

１



东
周
卷

朝原有的军事力量已经瓦解，他在诸侯维护下迁到洛邑，名

义上保住了周王朝，但由于力量贫弱，已经不能对诸侯发号

施令了，反而需要在政治上、经济上依附于强大的诸侯。

周王室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的衰落是相互伴随，互为因

果的。周王室所辖的关中平原由于地势较高，一遇旱灾，就

造成收成锐减乃至人民逃亡，削弱了军事力量。而军事的失

败迫使统治者四处搜寻伤员，又反过来破坏了农业经济，造

成恶性循环。

周王室的主要威胁是游牧部落，对付这种威胁，光有军

事力量还不行，必须同时具有强盛的国势。因为与游牧部落

作战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游牧部落除马匹等没有什么需要

保卫，他们被打败不过是撤退而已，并不损失什么。而农业

民族则完全不同，他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园土地，这些既不能

放弃又无法带着走，只有保护这一种方法。所以说，与游牧

部落对峙，必须依靠强盛韵国势作为威慑力量，一旦国家的

整体实力衰弱就很容易被游牧部落攻破。

平王东迁之前，周天子是“天下宗主”。王畿要比诸侯的

领土广大，人口众多，战斗力也强。诸侯对天子奉命唯谨，其

不服从者，则以六师伐之，周天子不喜欢的人，就抓来杀了。

各国诸侯对周王室朝见、贡献等又多，从来不敢缺少。

后来，由于统治者生活奢侈，政治腐败，又在天灾兵祸的

逼迫下，生产衰退，经济破产，因而武力也衰弱了。

但是在此期间，东方各诸侯国的经济，却获得逐步的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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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兴盛。

这样一来，周天子就对诸侯逐渐丧失了“共主”的威权。

说完了平王迁都时的军事和经济上的概况，又该说说当

初周为何会将都城建在镐京的原因了。平王因为戎人的入

侵而迁都了，那么当初的周统治者又为何会将都城迁在镐京

呢？难道他们没考虑到这种情况吗？

丰京位于渭水支流丰水的西岸，而镐京位于丰水的

东岸。

历史上，周族的先人曾由豳地迁到岐山县后的周原。到

了周文王的时候，才把开发的重心放到了周原东边的渭水

平原。

这是因为，周原地势比较高，而渭水平原地势较低，因而

更加肥沃。

这时，周文王选择了丰地作为营建京都的地址。

丰位于关中平原最开阔的中部地区，临近关中地区，是

东西往来的水陆交通线，土地肥沃而又濒临丰河，利于灌溉。

丰京建成之后，武王又开始营建镐京。这是由于丰城濒

于丰水，占有地利，但也有可能遭受水害。

丰水在渭水以南的各条支流中，是数得上的大川，曾有

过泛滥。

而镐京不但地势比丰京稍高，而且离丰水也远些，这就

更安全了。

镐京建成之后，一直是西周的都城，同时丰京也没有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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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两个城市各有各的功用，不过，镐京更为繁华些。

那么，平王迁都时又为什么要依靠秦、郑、卫、晋四个诸

侯国，而不找别的诸侯国呢？

周平王抵达镐京前后，一些诸侯也陆续赶到了镐京，最

早赶来的是秦襄公，他是在平王之前就率军队到达镐京的。

当时犬戎还没走开多远。

秦人的军队，为保护周王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为秦

人并不是姬姓的侯国，以前周王室对秦人很不信任。随着周

王室的衰落，秦这一附庸在西周统治者眼中的地位才越来越

高，而且秦的力量也强大了，这次周王室有难，秦军首先赶

到，表现出对周王朝的忠诚。

卫国的卫武公也很快带着大军赶来援救。卫是姬姓

封国。

和卫武公差不多同时来的是郑武公，由于郑桓公被犬戎

杀死，郑武公率领大军来此，是为父报仇。

晋国晋侯也随后赶到，帮助维持了秩序。

因为这四个诸侯国先后赶来救援，表现出他们的忠诚，

所以平王才在他们的护送下进行了东迁。

当周平王在秦、郑、卫、晋四国诸侯军队的护卫下，沿着

宽阔但又多年失修的大道缓缓行走的时候，镐京一带的百姓

都含泪相送，依依不舍。

从此以后，各路诸侯面前展示的是不同的路程。

秦襄公因救援有功，刚刚被封为诸侯，这个姗姗来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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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毕竟使他有了名义上的立国之本，预示着秦国将有一个

高飞远举的未来。

晋侯和郑侯的国家也都备有一段兴旺时期。

卫国虽然在西周初年封国时被视为一个大国，但此后不

再能有什么作为了。

在这支向着东方的洛邑缓缓而行的队伍中，周平王及整

个周王室的命运更为暗淡，他今后只能听凭诸侯的摆布了。

至此，延续了六百多年的西周王朝，带着他的辉煌和困

顿，被翻到了过去的一页，进入了东周列国混战时期，至此，

中原大地也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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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将箭射周天王

西周末，东周初期，郑桓公、郑武公和郑庄公祖孙三代都

为周王室立过大功，是周朝的卿士，在朝廷执掌大权。当郑

庄公寤生担任卿士的时候，由于郑国国内不太安定，很长时

间没去朝廷上任，于是周王室便对郑国有了看法。

一天，虢（ｇｕó）公忌父来洛阳朝见，与周平王谈得很是投

机。周平王说道：“郑伯好长时间不来上任了，我想让你接替

他管理朝政，望勿推辞！”

“不，这可不行啊！”虢公深知郑伯的厉害，不敢答应。

郑庄公人虽不在洛阳，可在京城里有着不少耳目，对朝

廷的一举一动，都能了如指掌。听说天王要免他的职，便马

上赶到京城。郑庄公来到朝廷见了周平王，来了个先发制

人：“天王，只因自感能力浅薄，我今天特前来卸职！”

尽管周平王心里不满郑庄公，却又不敢当面说。此刻听

郑庄公要卸职，他倒反而着了慌，马上好言安慰他。

郑庄公瞪着两眼，紧紧盯住周平王，似笑非笑，冷冷地说

道：“与虢公相比，我差之甚远哪，这卿士是该他来接替！”

听郑庄公提及虢公忌父，周平王的脸“唰”地一下变得通

红。他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我知道你国中事忙，只是想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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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公代你几天，等你来了再让给你。你千万不要多心啊！”

周平王越是解释，郑庄公越是不饶：“既然天王已有了安

排，还是准许我卸职为好！”

周平王急得无法可想，最后只好说道：“你这样信不过

我，我让太子到郑国去做人质，你总可以放心了吧？”

满朝的大臣，既要顾全天王的面子，又不能罪郑庄公，正

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天王说要送太子去做人质，于是说

道：“依我们之见，天王不派太子去郑国，不能消除郑伯的怀

疑；要是只让太子去做人质，天下没有这个道理，不如君臣交

换人质，一方派太子去郑国学习，一方把郑公子送到朝廷做

抵押，这样岂不两全其美？”

周平王连声说好，郑庄公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从此，周

平王的太子狐住在郑国，郑公子忽住在洛阳。

公元前７２０年（周平王五十一年），周平王死了，由郑庄

公和周公黑肩共同管理朝政。他们让郑公子忽回到郑国，太

子狐回到洛阳即位。然而，狐悲伤过度，不久便死了。于是

又立狐的儿子为天王，这就是周桓王。

周桓王恨透了郑庄公，暗地里便和周公黑肩商量：“虢公

办事认真，待人懂礼，让他替代郑庄公，你意如何？”

周公黑肩说：“郑庄公很厉害，这事儿一定得三思而行，

不可草率从事。”

周桓王说：“我决不能受他的控制，我的主意已定，就这

么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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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朝，周桓王对郑庄公说：“你是老天王的大臣，

我使用不了你，请自便吧！”

郑庄公听罢，顿时怒火中烧，说道：“我早就该走了，谢谢

您的恩典！”说完，愤然离去。

郑庄公驾车回国，公子忽率领文武百官出城迎接。郑庄

公说：“桓王忘恩负义！我被免职了！”文武百官听了个个义

愤填膺，有的马上要求出兵，废黜桓王。大夫祭仲说：“我有

个主意，我率一支军队到周朝边境上去割麦子，我们就有话

说了。如果天王不说什么，主公再去朝见他不晚。”郑庄公沉

思良久，于是就同意了。

第二天，祭仲率兵到了温邑（今河南省温县西南）向温大

夫商借粮食。没有天王的命令，温大夫哪里肯借。于是，祭

仲命令士兵自己动手割麦子，不一会儿一大片麦子便割得一

干二净。温大夫自知郑国强大，眼巴巴地望着郑兵满载

而归。

秋天，祭仲又率兵来到成周（今河南省洛阳东北）地方

“借”粮，将成周郊外谷田割得精光。

温邑大夫和成周守将把情况奏知周桓王，桓王一听，勃

然大怒，马上就要兴兵问罪。周公黑肩急忙劝阻，说是千万

不能因小失大，周桓王这才按兵未动。

郑庄公见周桓王没有动静，倒觉得不安起来，和臣下们

商议要入朝去见桓王。就在这时，齐国约会订盟，卫国州吁

作乱攻郑，宋殇公也帮助卫国攻打郑国。郑庄公知道，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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