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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禹治水 华夏纪元 

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那么，中华民族的文明起源于哪里呢？ 

“中华文明”又被称为“华夏文明”，黄帝和炎帝的时候，华夏族占据了中原的地域，

开始创造华夏文明。 

 

 

大禹治水，铸鼎九州 

那时候的中国还分为很多部落，部落的首领都采取禅让制，什么是禅让制呢？比如说，

黄帝年老了不能胜任首领的工作了，他就从族人里挑选德才兼备的人颛臾来做首领，颛臾

老了就把首领的位置让给喾，首领的位置就这样在优秀的人手里传递着。这是中国最古老

的传位形式，被称为“禅让制”。 

尧帝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水灾，尧帝就召集首领们开会，希望大家能推举

一个懂得治水的人来治理水患。尧说：“黄河的水总是泛滥，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有能力的人

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讨论了半天实在是没有人选。最后，有一个人提议说：“让鲧试试吧，

虽然他不是个治水专家，但是这个人认真负责，说不定能把水患治理好。”尧帝实在没有办

法，就说：“那就让鲧试试吧。”鲧用了九年的时间，采用筑堤坝的方法来治水，但是，他并

没有取得成功。他把人们居住和生产的地方用土埂围起来，可是，当洪水到来的时候，水

的压力冲垮土埂和堤坝，所以，鲧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传说鲧为了让堤坝可以拦住洪水，

还跑到天庭去偷一种土，这种土能让堤坝遇到洪水就自己不停地长高。最后，整件事情让

天庭知道了，他因为偷盗仙土而触怒了天神，被烧死了。 

后来，舜帝做了首领，他任命鲧的儿子禹来担任治水的官员，舜帝说：“你的父亲

治水没有成功，现在你长大了，你觉得你能治理洪水吗？”禹回答说：“我父亲用了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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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力都没有治好洪水，说明他的方法是错的。我尊敬我的父亲，因为他非常负责，但

是我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才能制服洪水，才能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灵。”这时候的禹刚刚

结婚不久，为了治水，他离开了新婚的妻子和刚刚组建的家庭。 

禹先从实地考察入手，摸清了发洪水的原因，他认为父亲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洪水

不能用土埂来堵，而是应该挖河渠来疏通，让黄河的水找到进入大海的通道。于是，禹

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带领大家疏通河道，慢慢的，河道都通畅了，也挖得更深了，而且，

本来没有河道的地方也建起了河道，它们连接成网络，给汹涌的黄河提供了奔腾入海的

通道，黄河流域也因为水源重组而变得土地肥沃，百姓的生命财产也得到了保障。 

禹在治水的十几年里，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都没有时间进去，每次他路过家门都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的家，直到再也看不见。他为了治水，身先士卒，跟所有的人一起常年劳

作。那时候的生产力非常低下，人们没有测量的工具，没有科学经验作为指导，一切工

程都进行得非常缓慢，禹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换来了治水的成

功，把黄河从凶狠的恶魔变成了温柔的母亲河。 

由于禹治水有功，而且品德高尚，尧帝封禹为“大禹”，后来，尧帝把首领的位置让

给了禹。禹做了首领之后，他命人收集各地的金属，建造了九只当时非常贵重的金属鼎，

放到国境旁，象征他统治下的“九州”。在大禹的统治下，华夏族开始兴盛起来。 

读故事长知识............................................>> 

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道理。这两个词都是什么意

思呢？ 

因势利导： 

因：沿着，顺着。势：趋势。这个词的意思是说顺着事情发展的规律来进行引导和

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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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制宜： 

制：规定。宜：适当的。这个词的意思是指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制定策略。 

大禹治水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了解了洪水的特点，采取因势利导的方式，

让洪水能有渠道流入大海，而且，他在不同的地理条件下采用不同的治水方法，取得了

成效。而禹的父亲鲧，虽然非常努力、艰辛地治水，但是没有认真思索过为什么洪水会

一再泛滥，而是一味采取围堵的方法，所以一再失败。这个故事是说，在我们遇到问题

时不要急于在第一时间解决它，我们要迅速地想一想它为什么会发生，现在的具体情况

是怎样的，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解决，而不是一味地蛮干。 

 知识加油站............................................>> 

无论鲧和禹两父子治水的功绩如何，常言道：“莫以成败论英雄。”鲧和禹两父子都

为了治水事业奉献了一切，他们都是辛勤刻苦的人，都值得我们尊敬。 

成语小贴士............................................>> 

三过其门而不入： 

形容工作认真负责，忘我工作。 

夏桀暴政，商汤起事 

舜帝因大禹治水有功而且有帝王的才能，便把帝位禅让给了大禹，这是沿袭了历代

君王的“禅让”传统。大禹年迈的时候，本该继续这种传统，可他却把帝位传给了他的儿

子启，这就开启了世袭制——“家天下”的先河。 

于是大禹的子孙们就世袭罔替，帝位代代相传，经历过了许多代之后，夏桀当上了夏朝的

国君。夏桀继承了祖先留给他的一切财富和国土，却并没有像祖先一样励精图治。他骄奢淫逸，

不停地命令工匠建造亭台楼阁。据说，夏桀的后宫里可以开船玩乐，经常有人因为喝醉酒而不

小心掉到湖里淹死。夏桀还命令手下从全国各地搜寻美女，他每天跟美女寻欢作乐，不理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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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量增加赋税，让百姓把血汗钱上交给他，供他过这种奢靡的生活，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

所。夏桀是个骄傲狂妄的人，他觉得自己出身高贵，他的王位会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所以他

说：“我就如同是天上的太阳，只有当太阳灭亡了我才会灭亡！”可是百姓们却不这么想，大家

不喜欢他，从来都不祝福这个暴君，百姓们愤恨地指着天上象征国君的太阳说：“太阳啊！你灭

亡的时候，我宁愿跟你同归于尽！” 

当时，夏朝有一个商族，商族的首领叫做汤，商汤见国家危急，民不聊生，就挺身

而出，对自己的族人说：“夏桀是个昏君，他让百姓不能生活，毁坏了君王本应有的形

象。我顺应天命，不得不起兵来讨伐他。我希望你们都能追随我，与我一起伐灭暴君；

如果谁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临阵退缩，他就变成了我的敌人，我一定会杀死他！请你们不

要埋怨我！”商汤立下誓言，要大家戮力同心，一起推翻夏桀的暴政。他带领他的族人

平定了其他诸侯，一路披荆斩棘，杀到都城，赶走了夏桀。夏朝灭亡了。 

商汤在亳州建立都城，商朝成了第二个奴隶制王朝。 

 

读故事长知识............................................>> 

夏桀的失败是历史上暴君失败的缩影，像所有的暴政者一样，人民必然会在巨大的

压力和恐惧之下奋发而起，去推翻暴政者的残暴统治。 

 知识加油站.............................................>> 

所谓的执政者，他们并不是高于民众的统治者，而是带领许许多多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

他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的职责是保护人民的一切，使人民能平安幸福的生活，不受威

胁，不受侵害。但是夏桀以及历史上的所有暴君都没有认清这一点，他们乱用权力，把人民当

做自己的财产，不尊重人民的利益，最终激起人民的愤怒，使他成了历史的失败者。 

成语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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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桀小桀： 

桀，夏桀。无论是大桀还是小桀，都不是好的。说明无论程度相差多少，其本质都

是一样的。 

戮力同心： 

这是商汤向大家宣布的《汤誓》中的词语，指大家齐心协力做成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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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商朝西周 重礼守节 

青铜器时代：在古代的时候，如果人们都开始普遍地使用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工具

就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名字。商朝的时候青铜器开始变得精美，比如著名的司母戊鼎和四

羊方尊，到西周时，青铜器已经变成社会上最普遍的工具，人们用青铜器来做装饰品，

做农具，做兵器。所以，商朝和周朝就被概括为“青铜器时代”。 

商朝和周朝的时候，人们开始学着怎么建设一个国家，人们制定最早的法律和社会

礼节，也开始发展一点商业，有的人把自己家里剩余的产品拿到集市上去换自己需要的

东西，于是就有了“商人”。我们的社会形成了最初的样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著名的人物。 

 

比干舍身劝谏 

比干生于商朝王族，他是商朝最后一个皇帝纣王的叔叔，他自幼聪明好学，20岁的

时候就进入朝廷辅佐国王治理朝政，因为他博学多才，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后来，他的

侄子纣王做了国君。纣王即位的时候国家还很富足，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妃子叫做妲己。

有一天，妲己说她非常喜欢看天上的星星，如果有一座高楼用来看星星就好了。于是，

纣王就下令大兴土木，让工匠日夜赶工建造一座“摘星楼”。 

比干听说之后极力反对，他进谏道：“大王，我们的国家还需要继续发展，这个时

候，我们应该继续减少赋税，建造一些有利于国民生产的水利工程，而不是大量的征召

奴隶来建造这座‘摘星楼’！”纣王听后非常不高兴，他说：“我才是一国之君，国家什么时

候该做什么事我比谁都清楚，你回去吧！”比干虽然非常不高兴，但是纣王毕竟是一国

之君，他的命令没有人能够违背。 

几年之后，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摘星楼”建成了。纣王每天与妲己等嫔妃日日寻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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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他们还造了“酒池肉林”，生活得非常奢靡。此时的纣王，已经从当年那个英气勃发的国君

变成了一个昏君，每天跟妃子混在一起慢慢不理朝政了。 

不久之后，国家的南部发了很大的洪水，百姓们失去了家园，急需国家救灾，一名

官员跑到“摘星楼”上报告这件事，结果，正在喝酒的纣王觉得他扫了自己的兴，于是就

把他处死了。比干听说这件荒唐的事之后非常生气，他登上“摘星楼”对纣王说：“大王，

您是国家的主人，我们帮您治理国家，您不能对自己国家的事不闻不问。南方的百姓受

灾了，他们等着国家的救助。请做些什么吧！”纣王碍于叔侄的情面不能处死比干，就

说：“你回去吧，不要管了。”比干不肯走，在“摘星楼”上大声地对国王说：“作为国家的

臣子，如果国君错了我们不去进谏，那就是不忠诚；如果我们怕被杀头就不敢说实话，

那就是不勇敢。您错了，我们指正出来，您不采纳就可以处死我们，但我要坚持我忠诚

的本分！”纣王非常生气，对他不理不睬。 

就这样，比干在“摘星楼”上等了三天都不离开，纣王说：“你为什么还不走？怎么这

么大胆？”比干回答道：“我心中有着仁义的信念，所以我不怕！”纣王大怒，他恶狠狠地

说道：“那么说，你是施行仁义的圣人了？我听说圣人的心上有七个窍，今天我倒要看

看你的心上有没有七个窍！”接着，他就杀掉了比干，还挖出了比干的心脏。坚持忠义

的比干就这样被暴君杀害了！ 

后来，纣王的行为让全国人民非常愤怒，大家都不再效忠他，西边的周国举行了起

义，周武王率领军队起义，推翻了纣王的统治。而比干生前的卓越功绩和死时的大义凛

然感动了许多人，周武王攻陷朝歌之后重新埋葬了比干，让后人铭记他的勇敢和忠诚。 

读故事长知识............................................>> 

比干舍生取义的精神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感动了很多人，每一个官员都希望自己

能被比作忠诚的比干，这是对他耿直性格的最高褒奖。比干能够始终坚持对的事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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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有危险也不恐惧。将仁义放在第一位，这种坚持是一种温暖的力量，它让我们不再平

凡和孤独，给我们信念。 

 知识加油站.............................................>> 

我们能从比干的故事中总结出什么呢？比干才华横溢，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却因为

跟纣王硬碰硬地顶撞而丢掉了性命。中国人信奉爱国信条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作为一个股肱之臣，不能凭一时舍生忘死的意气而失去更多改变现状的机会，比干死得

太可惜了！ 

成语小贴士............................................>> 

殷末三仁：微子、箕子、比干三位名士被孔子称作“殷末三仁”，是指他们三个心中

富有“仁义”。 

酒池肉林：古代传说，纣王以酒为池，以肉为林。原指荒淫腐化、极端奢侈的生活，

后也形容酒肉极多。 

一窍不通：窍：孔，洞，指心窍。意思是心窍没有一窍是贯通的，比喻一点儿也不懂。

这个成语源于纣王杀害比干的故事，人们说，如果纣王的七窍通了一窍的话，也不会杀害

忠臣比干了。 

伯夷、叔齐不食周粟 

商朝的时候有个诸侯国叫做孤竹国，伯夷和叔齐分别是孤竹国王的长子和三子。老

国王在位的时候非常喜欢三公子叔齐，他想让叔齐来继承王位。老国君去世之后，叔齐

对伯夷说:“大哥，按照祖宗礼法应该是长子来继承王位，所以还是你来做国王吧！”伯夷

推辞说：“父王选定你做继承人，我们要尊重他的决定。”之后，伯夷为了避免弟弟为难

就毅然地离开了孤竹国，隐居到渤海边。伯夷走了之后，叔齐觉得哥哥能够为了自己而

放弃王位，自己怎么能安心地做国王呢，于是他也选择了离家出走，把王位让给了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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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后来，叔齐找到了伯夷，兄弟两人一起在海边生活，等待着太平盛世的到来，这时

候的商朝已经被纣王的荒淫搞垮了。有一天，兄弟两人听说西方的周国国王周文王是个

非常贤明的国王。于是，兄弟二人决定投靠周国，为黎民百姓造福。他们经过长途跋涉

来到周国，却发现周文王已经去世了，现在的国王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周武王不肯

埋葬自己的父亲，他认为商朝的国王是个昏君，大家应该一起去推翻他的统治。他带着

自己的军队，让士兵抬着父亲的棺材向商朝首都进发。伯夷和叔齐看见了这样的情景之

后非常不高兴，他们跑到队伍前面拦住周武王的高头大马说：“您不可以这样做！作为

一个儿子，您必须让自己的父亲入土为安，不然就是不孝；作为一个诸侯王，您必须效

忠于商朝国王，不然就是不忠。您现在抬着父亲的棺木去攻打自己的国君，就是不忠不

孝！” 

周武王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经过几年的战争终于推翻了商朝的统治，建立了周朝。

这时候，伯夷和叔齐非常失望，他们觉得周武王建立的国家是不仁义、不忠诚的，所以

他们拒绝吃这个国家生产的粟米。兄弟两个一起躲到一座叫首阳山的大山里，靠挖野菜

充饥。周武王听说之后就派人到山上找他们劝他们下山，并许诺说自己并不是为了做国

王才推翻商朝的，如果两兄弟愿意，他可以把王位让给他们。但是两兄弟没有答应。有

一天，有位农妇上山挖野菜，跟两兄弟交谈之后说：“你们不吃周朝的粮食，可是这山

上的野菜也是周朝的啊！”兄弟二人一听就决心不再吃任何东西。 

几天之后他们变得非常虚弱，哥哥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了，于是就轻声歌唱，

他唱道：“我们登上西边的山，采集这里的野菜。以暴力解决暴力的方式啊，让我怀疑

它的对错！过去的君王啊！那样的安乐盛世，恐怕不会再有了。我们何去何从呢，真可

悲啊！我们的生命就要终结了！”不久，兄弟二人就都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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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听说他们的事非常心痛，他认为伯夷和叔齐都是有骨气的人，于是下令按照

将军的礼节来安葬伯夷和叔齐，而伯夷和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也流传下来。 

读故事长知识............................................>> 

伯夷和叔齐是相亲相爱的两兄弟，他们为了对方可以远走他乡，放弃王位；在既定

的原则面前，他们能够据理力争，不惧怕周武王的权威；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尊严，宁

愿放弃生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知识加油站.............................................>> 

伯夷和叔齐有没有犯错呢？伯夷和叔齐过度地遵从祖宗的礼法，没能按照事情的发

展去改变自己的看法。他们知道商纣王荒淫无度却还是迂腐地忠诚于他，周武王顺应民

意推翻暴政，伯夷和叔齐却拒绝他共同治国的邀请，可以说他们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成语小贴士............................................>> 

不食周粟： 

粟：小米，泛指粮食。原指伯夷、叔齐在商朝亡国之后不吃周朝的粟米而饿死。指

清白守节。 

叩马而谏： 

勒住马头进行规劝。形容竭力进行劝阻。 

姜太公钓鱼 

姜太公名叫姜尚，生于商朝末期。姜尚年轻的时候非常想为国家效力，可是一直没

有人赏识他。那时的等级制度非常严格，没有门路或者举荐是不可能得到官职的，因此，

他只好隐没在市井中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姜尚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长者，他喜欢

在河边钓鱼，经常一坐就是一天。 

这转眼的几十年间他做了什么呢？他把为天下人谋福旨进而实现自己的抱负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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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大的理想。于是，几十年间他虽然生活得很贫困，但是都不曾放弃理想。他曾经靠

杀牛和卖酒来维持生活，被别人瞧不起，日期过得很穷困，但是他从没有停止过学习。

慢慢地，他从一个空有志向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位满腹经纶而且见解独到的智者。姜尚上

知天文，下晓地理，对治理国家和行军打仗有自己非常严密的理论。 

可是，这时的姜尚已经年过半百，而商朝也慢慢地衰落了。失去了许多年华，没有了明智

的君王，也没有被引荐的机会，姜尚非常失望。有一天，他听说西方周国的国君周文王是个贤

明的君主，于是他就来到周国，在河边住了下来，一边垂钓一边等待机会。他觉得，自己贸然

地去找周文王说自己是个人才恐怕他不会相信，不如先安顿下来，慢慢地等待机会。 

有一天，有一个樵夫路过河边，看到姜尚在钓鱼，他觉得非常惊讶：这个钓鱼的老

人居然不用鱼饵，而且鱼钩也是直的！他走上前去问道：“老人家，我从来没见过有人

这样钓鱼，你不知道鱼钩应该是弯的吗？直的鱼钩不能把鱼钩住啊!而且鱼钩上要放鱼

饵才能吸引鱼儿咬钩啊！您又不用鱼饵，又不弯钩，这样怎么能钓到鱼呢？” 

姜尚哈哈大笑说：“年轻人，我在等待着我的那条鱼上钩，愿意上钩的鱼总会来咬

钩的！” 

樵夫非常迷惑地走了。他把这个故事讲给朋友听，朋友又再传给朋友，老者用直钩

垂钓的故事在周国传开了。周朝的国君周文王当时正在寻找有识之士帮助自己富国强兵。

他求贤若渴，经常做被老虎追赶的梦，据说，这是有人才来投奔的象征。听到这个老者

垂钓的故事后，周文王觉得这个老人家应该不是个普通人，于是他就命人到河边来请老

人家。 

姜尚一看来的是个小官，就说：“嗯，这种小鱼我姜尚是不钓的。”来者回去把话学

给文王听，文王知道姜尚是要自己亲自去请，于是就在宫中特别虔诚地沐浴更衣，带着

隆重的队伍来请姜尚。果然，当周文王来到河边的时候，姜尚开心地说：“大鱼上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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