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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历史文明源

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程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的

挫折和坎坷，更创造了无数的辉煌成就。五千年的历史本

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库，供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精神营养。

知史达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注重用自己

的历史去教育和鼓舞她的人民。因为对于她的人民而言，

阅读历史故事不仅可以使他们熟知过去，了解民族的兴衰

荣辱，而且还可以继承灿烂的文化遗产，发扬民族的优良

传统。作为历史的接班人，中华民族的子孙更应该以五千

年历史为基石，以现在为起点，振兴民族，屹立于世界。

本书从华夏始祖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将三皇五帝，夏

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朝汉代，三国西东晋南北朝，隋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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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前 言



五代十国，两宋辽金，元朝，大明王朝，大清帝国，中华

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上下五千年历史的辉煌灿烂和

沧海桑田都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

内容包括孩子最好奇、最想了解的自然及人文科学领

域，在完整、全面的知识结构内，以新观点、新材料、新

成果为标准，力求提供最好的精神营养给我们的孩子们，

旨在为我们未来的新主人打造一艘艘即将扬帆远航知识海

洋的船只。

我们此次推出的《中华上下五千年》，是献给渴望了解

中国历史的青少年朋友们的一份厚礼。本书选取了历史上

最精彩的事件和最著名的人物，用生动浅白的语言编写成

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引发朋友们的阅读兴趣。

青 少 年 必 读 丛 书

· 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盘古巨斧开天地 ……………………………… 1

女娲氏造人补天 ……………………………… 3

构木为巢与人工取火 ………………………… 5

大禹治水为百姓 ……………………………… 7

夏桀残暴遭覆灭 ……………………………… 9

周文王渭水识姜公 ………………………… 10

周公披肝沥胆平叛乱 ……………………… 12

曹刿长勺智退齐兵 ………………………… 14

齐桓公威震中原 …………………………… 16

宋襄公讲“仁义”贻笑万年 ………………… 19

楚庄王纳谏…………………………………… 22

孙膑智斗庞涓 ……………………………… 25

蔺相如智保“和氏璧”……………………… 28

MULU

目 录

青 少 年 必 读 丛 书

Qing shao nian bi du cong shu

· 1·



范雎秦国出奇谋……………………………… 31

李斯谏阻逐客令……………………………… 35

荆轲义胆刺秦王……………………………… 37

秦王吞并六国 ………………………………… 40

焚书坑儒 ……………………………………… 43

楚汉争雄 ……………………………………… 46

平叛乱周勃夺军印…………………………… 49

晁错削地遭诛杀……………………………… 52

霍光受托辅政 ………………………………… 55

王昭君出塞 …………………………………… 58

王莽篡权绿林赤眉起义 …………………… 60

光武帝重建汉朝……………………………… 63

班超投笔从戎 ………………………………… 67

张衡预测地震 ………………………………… 70

汉末黄巾军起义……………………………… 72

曹操起兵伐董卓……………………………… 74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 77

刘备三顾茅庐 ………………………………… 81

周瑜赤壁布火阵……………………………… 83

关羽麦城被擒 ………………………………… 87

Contents

· 2·



陆逊施计烧连营 ……………………………… 91

司马懿装病篡权 ……………………………… 94

破东吴中国统一 ……………………………… 98

南北朝战乱不已 ……………………………… 99

隋文帝廉政治国 …………………………… 103

隋炀帝不得人心失天下…………………… 106

玄武门李世民大义灭亲…………………… 110

中国第一位女皇武则天…………………… 113

“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 119

郭子仪单骑退敌兵………………………… 123

太宗贪心遭惨败 …………………………… 126

元昊叛宋建西夏 …………………………… 132

铁面无私的包青天………………………… 135

文史巨豪欧阳修 …………………………… 139

王安石变法遭非议………………………… 141

阿骨打反辽建金国………………………… 144

韩世忠率部抗金兵………………………… 147

所向无敌的岳家军………………………… 150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154

明太祖朱元璋 ……………………………… 158

Contents

· 3·



朱元璋法度严酷………………………………162

戚继光痛剿倭寇………………………………167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170

左光斗慧眼识良才……………………………173

李自成率部反明………………………………176

郑成功收复台湾岛……………………………179

康熙平“三藩”…………………………………182

雅克萨清军告捷中俄签条约 ………………186

慈禧太后垂帘弄朝政 ………………………191

《辛丑条约》丧权辱国 ………………………193

中华民国的成立………………………………195

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 ………………………198

Contents

· 4·



1
青 / 少 / 年 / 必 / 读 / 丛 / 书

盘古巨斧开天地

据说在五千年以前，没有文字记载，只有神话传说。这些神话

传说以奇妙的想象。描绘了天地的出现和人类的初创。盘古开天

地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个传说。

天地还没有形成之前，到处是混沌（dùn）一片，既分不清上下左

右，也弄不明东南西北，简直就像是一个浑圆的鸡蛋。鸡蛋的中心

有一个蛋黄，这个浑圆的东西也有一个中心，这中心就是一个叫盘

古氏（shì）的人类始祖。盘古氏在这个浑圆的东西中间孕（yùn）育了

一万八千年，最后他终于像孵（f ）化了的小鸡一样破壳而出，用他自

己制造的一把巨斧，开天辟地，劈开了这混混沌沌的浑圆的东西。

这浑圆的东西经盘古氏一劈开，就分成为两个部分：一部分轻

而清；一部分重而浊（zhuó）。轻而清的那部分不断往上升，一天能

升一丈，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高高的蓝天；重而浊的那部分不断往

下降，一天能降一丈，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广阔无垠（yín）的大地。

盘古氏自己也一天长一丈，成为一个高大无比的英雄。从盘古氏开

天辟地到天地最后形成，中间又经历了一万八千年之久。

盘古氏开天辟地以后，天地间还只有他孤孤单单的一个人。他

有时候欢喜，有时候发怒，有时候哭泣，有时候叹气。因为天地是他

开辟的，所以天地也就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发生种种变化。盘古氏

欢喜的时候，天就是晴朗的，万里无云；盘古氏发怒的时候，天就是

阴沉的，乌云翻滚；盘古氏哭泣的时候，一滴一滴的眼泪就是一阵一

阵的倾盆大雨，雨水最后汇流成了江河湖海；盘古氏叹气的时候，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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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喷出来的气就形成为阵阵狂风，使得大地上飞沙走石；盘古氏一

眨眼，天空就出现一道闪电，盘古氏睡觉的时候发出的鼾（h n）声，

就是天空中的隆隆雷鸣。

盘古氏的寿命非常长，在自己开辟的天地之间生活了十分漫

长的岁月以后，最终他头东脚西地平躺在大地上，死去了。他的

头部高高隆起，就是现在山东省境内气势雄伟的东岳泰山；他的

两脚脚趾朝天，就是现在陕西省境内群峰壁立的西岳华山；他的

肚子往上高挺，就是现在河南省境内风景秀丽的中岳嵩（s ng）山；

他的左臂在身体的南边，就是现在湖南省境内重峦叠嶂（zhàng）的
南岳衡（héng）山；他的右臂在身体的北边，就是现在山西省境内气

象万千的北岳恒（héng）山；他的头发和汗毛，变成了大地上的树木

和花草。

盘古氏开天辟地的故事，内容很荒诞（dàn），但是也能说明一些

道理：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相信人的力量是伟大的。你看，天地既然

是一个叫做盘古氏的人开辟的，这不是说明人比天地更伟大吗?盘
古氏开天辟地，用的是他自己制造的巨斧，这不是朦胧（méng lóng）
地反映了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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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氏造人补天

据说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世界上还没有人类。万物有了，万物

之灵却没有出现，天地间一直是空荡荡（dàng）的。后来不知道经过

了多少年，才出现了另一个人类的始祖，名叫女娲（w ）氏。这个女

娲氏是个神女，人头蛇身，能化育万物。她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天

地之间，感到太寂寞（jì mò）了，就想造出一批人来，跟她一块儿生活。

有一天，女娲氏用水和（huó）好了一大堆黄泥，用黄泥捏（ni ）
起泥人来。她一会儿捏个男的，一会儿捏个女的。说也奇怪，女娲

氏捏好一个，向泥人吹一口气，往地上一放，这泥人就变成了一个会

跑会跳会说会笑的活人。捏一个，活一个；捏两个，活一双。她捏多

少，就活多少。他们成群结队地围在女娲氏周围，吵嚷（r ng）跳跃。

女娲氏捏呀捏呀，连续不断地捏了半天，她感到实在太疲倦了，

想歇一会儿，可是，和好的黄泥还剩下很多很多。女娲氏有点不高

兴了，她随手从地上捡起一根粗绳子，对准和好的黄泥抡了起来。

哪里知道她一抡绳子，像用手去捏一样，那些溅起来的大团小粒的

黄泥，也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大大小小的活人。这些被女娲氏造出

来的人，大人们在一块儿劳动，一块儿生活，繁殖（zhí）子孙后代；小

孩们先是嘻嘻哈哈地打闹玩耍（shu ），后来都慢慢地长大成人，也

做了父母，繁殖子孙后代。

可是事情非常不妙，正在人类不断地生息繁殖的时候，天地却

损坏了。古时候，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所以能覆（fù）盖
在地的上面，是因为地的四角有四根柱子支撑着它。由于日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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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风吹日晒雨淋，这四根天柱都腐朽了，天摇摇晃晃，好像要塌（t ）
下来似的。大地上出现了许多裂缝，裂缝里不断地冒出烈火和臭水

来；蓝天上出现了不少漏洞，雨水不断地从这些漏洞里倾泻（xiè）下来。

灾难突然降临到人世间，大地上有的地方燃起熊熊大火，有的

地方则是一片汪洋。凶猛的野兽乘机出来伤害人们，凶暴的鸷（zhì）
鸟也乘机从天空俯冲下来，用锋利的钩爪抓走跑不动的老弱妇孺。

人类的处境实在是太艰苦太危险了。

就在这人类没法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的时候，人类的始祖女娲

氏出来拯（zh ng）救她的子孙了。她点燃了一堆堆的芦柴火，来烧

炼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块，用这些石块修补蓝天的漏洞；

又从大海里捉来一只极大极大的龟，斩下大乌龟的四条腿，用来替

换已经糟朽的天柱；天上渗漏下来的雨水过多，这是黑龙造的孽

（niè），女娲氏就把黑龙杀死了；地面冒出来的臭水太多，女娲氏就

用芦柴灰堵塞住冒水的裂缝。经过女娲氏的这一番努力，蓝天终于

补好了，支撑天的四根柱子也巩固了，威胁人类生存的黑龙、猛兽、

鸷鸟也都被消灭了；大地上又重新长出了树木和花草，人们又能够

安安稳稳地生活了。伟大的女娲氏不但造了人，并且还在严重的自

然灾害中拯救了人类。

女娲氏造人和补天的神话也十分荒诞，但是反映了远古时候人

类社会的生活状况。今天，科学家做了不少研究工作，知道人类历

史上确实有过一个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在母系氏族公社里，由一个

老祖母担任氏族公社的首领，妇女在生产和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采集食物、烧制陶器、养老抚幼等工作，主要由妇女来担任；男子主

要是外出打猎，生活游移不定。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的

家庭和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子女只认得自己的母亲，不认得自己

的父亲。神话故事把一个女人——女娲氏说成是人类的祖先，她还

是人类的守护神，这不正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反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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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木为巢与人工取火

原始人群到氏族公社初期人类生活是怎样进化的?相传，原始

人的工具十分简单，周围又有许多猛兽，随时随地会遭到它们的伤

害。后来，他们看到鸟儿在树上做窝，野兽爬不上去，不能伤害它

们。原始人就学着鸟儿的样，在树上做起窝来，也就是在树上造一

座小屋，这样就安全得多了。后来的人把这叫做“构木为巢”（cháo，
就是鸟窝）。是谁发明的呢？当然是大家一起摸索出来的。但是在

传说中，却把这件事说成是有一个人教大家这样做的，他的名字叫

做“有巢氏”。

在远古时代的原始人，还不知道利用火，东西都是生吃的，生

吃植物果实还不算，就是打来的野兽，也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地吃

了。后来，才发明了用火（在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上，已发现用火的

痕迹，说明那时候的人类已经知道利用火了）。

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有火；打雷闪电的时候，

树林里也会起火。可是原始人开始看到火，不会利用，反而怕得要

命。后来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挺香。经过多

次的试验，人们渐渐学会用火烧东西吃，并且想法子把火种保存下

来，使它常年不灭。

又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人们把坚硬而尖锐的木头，在另一块硬

木头上使劲地钻，钻出火星来；也有的把燧（suì）石敲敲打打，敲出

火来。这时候人们开始懂得了人工能够取火（从考古资料发现，山

顶洞人已经懂得人工取火）。人工取火是谁发明的呢？当然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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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但是传说中又说成是某一个人发明了“人工取火”，这个人叫

做“燧人氏”。

人工取火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从那时候起，人们就随时可以

吃到烧熟的东西，而且食物的品种也增加了。据说，燧人氏还教人

捕鱼。原来，像鱼、鳖、蚌、蛤一类东西，生的有腥臊味，不能吃，有

了取火办法，就可以烧熟来吃了。

不知过了多长的时间，人们开始用绳子结网，用网去打猎，还

发明了弓箭，这比光用木棒、石器打猎要强得多。不但平地上的

走兽，就是天空中的飞鸟、水里的游鱼，都可以射杀、捕捉。捕来

的鸟兽，多半是活的，一时吃不完，还可以留着、养着，留到下次吃，

这样，人们又学会了饲养。这种结网、打猎、养牲口的活儿，都是

人们在劳动中共同积累起来的经验。传说中却说发明这些的人是

“伏羲氏”，或者叫“庖牺”（páo x ，庖是厨房的意思，牺是牲口的意

思）氏。

这种渔猎的时期又不知经过了多少年，人类的文明越来越进

步。开始，人们偶尔把一把野谷子撒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发现地面

上生出苗来，一到秋天，又长成了更多谷子。于是，人们就大量栽种

起谷子来。用木头制造了一种耕地的农具——耒耜（l i sì，一种带

把的木锹）。他们用耒耜耕地，种植五谷，收获量就更大了。后来传

说中把这些种庄稼的人说成是一个人，名叫“神农氏”。

从有巢氏到神农氏，这些传说中的大人物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是从构木为巢，钻木取火，一直到渔猎、畜牧，发展农业，反映了

原始人生产力的发展。1952年，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了一处大

约六七千年以前的氏族村落遗址。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东西，可以

知道那个时期的人已经学会饲养和农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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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禹治水为百姓

尧（yáo）在位的时候，天下发生过一场大灾难。这大灾难就是

洪水，洪水滔滔，汪洋一片。洪水所到之处，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

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不少地方还有毒蛇猛兽，伤害人和牲口，

严重威胁着黎民百姓的生命安全。

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

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g 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

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

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shùn）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

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

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ruò）帽，拿着锹

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汗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又可以供

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多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

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

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狠下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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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

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

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

就畅通无阻了。

后代的人都称颂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

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

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

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从而变成氏族的贵

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

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

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

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

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

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到会最晚。

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

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副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

做皋陶（g oyáo），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

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

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

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

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

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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