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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的开端，是华夏文明的起源。
本书作者通过深入研究，简明扼要地勾勒了我国自进入文明社会至秦王朝建立这段时间，亦即我国历
史上最早的三个王朝：夏、商、西周及春秋、战国的历史，具体包括这三个王朝的治乱兴衰、三个王
朝之后的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斗争、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展的状况、这个时期的民
族关系以及社会变迁等内容。
本书特别注意吸收近年来学术界有关先秦史研究的成果，也特别注重新发掘的考古资料，包括田野考
古资料及古文字资料的介绍。
在整体内容的把握上，则更加注重对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分析，注重对中原以外地区文明进程的介
绍。
这些内容都是以往的先秦史著作或缺的。
     本书作者沈长云，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
从事先秦史教学与研究，书中包含了他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及学术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书末附录《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将有助于读者对先秦历史做更深入的了解。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先秦史>>

作者简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先秦史>>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我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一一夏  第一节 夏以前的历史传说及相关考古文化    一、传说中的
五帝时代    二、与五帝时代相当的考古文化  第二节 夏后氏的兴起及夏王朝的建立    一、夏后氏渊源    
二、鲧、禹治水    三、夏朝的建立    四、夏的“家天下”吸有关国家制度  第三节 夏朝的统治经历及夏
的衰亡    一、夏前期的政治动乱与少康中兴    二、夏中期的发展及其与东夷地区的关系    三、从孔甲
乱德到夏的灭亡  第四节 有关夏文化的考古探索第二章 强盛的商王朝  第一节 商族起源及商朝的建立    
一、商族起源及先商史迹    二、商汤灭夏与建立商朝  第二节 商代国家机构的发展与完善    一、商代的
王权与王位继承制度    二、商代政治区划一一内服与外服    三、商朝的职官系统    四、军队与刑法  第
三节 商朝的治乱兴衰    一、伊尹辅政与商前期的政治    二、商都屡迁和商中期的九世之乱    三、盘庚
迁殷    四、武丁的治绩与其征伐    五、商朝统治的危机及其衰亡  第四节 商代的社会经济    一、作为社
会经济基础的农业    二、以青铜器制造为主的手工业    三、商业与货币  第五节 商代各周边地区文明的
发展    一、商代的东方    二、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新发现    三、三星堆与古代的蜀国    四、西北部与北
部的方国遗存第三章 周朝建立及西周时期的政治经济  第一节 周族发祥及其建立周朝  第二节 周政权
的巩固与成康之治  第三节 西周政治制度的创新与发展  第四节 西周经济及有关制度  第五节 西周的主
要诸侯国  第六节 西周的民族关系一一诸夏与蛮夷戎狄的对立  第七节 西周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及西
周的灭亡第四章 夏、商、西周的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  第一节 三代的“族”一一居民基本的社会组织  
第二节 三代的阶级与阶层  第三节 三代社会生活与习俗第五章 夏、商、西周的精神与文化成就  第一
节 三代的文字与典籍  第二节 夏、商、西周思想观念的演进  第三节 三代的科技、文学与艺术第六章 
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与社会变革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政治新格局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  第三节 
生产力的发展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第四节 春秋中后期各国政治进程及政治制度的变迁  第五节 春秋
时期的夷夏斗争及相互融合第七章 战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及七雄兼并战争  第一节 战国七雄并立的
形势及各国变法运动  第二节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  第三节 战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封
建生产方式的确立  第四节 社会结构及风俗习惯的变迁  第五节 七国兼并战争与秦的统一第八章 春秋
战国的思想与文化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思想文化与老子、孔子  第二节 战国诸子百家争鸣  第三节 史学
、文学与艺术的成就  第四节 科学技术的进步附录：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索引(按笔画为序)(
人名、地名、氏族名、国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先秦史>>

章节摘录

　　三、夏朝的建立　　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古代国家产生的标志，也是我国迈人文明社会的开　　
始。
　　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一直在探讨我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问题。
其　　中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即中国古代国家与世界其他一些地区文明古国的　　产生是否走的
同一途径的问题。
传统的解释对于中国古代统治与奴役的关系　　亦即国家的产生总是按如下逻辑阐述的：首先是氏族
公社内部由于家族的分　　工引起财产的积累，接着是出现贫富分化，进而富裕家族利用战俘和本族
破　　产农民当作奴隶，最终导致奴隶主与奴隶的阶级对立，以及维护奴隶主阶级　　利益的国家的
产生，并同时导致氏族制度的瓦解。
然而这种解释是否符合中　　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实际却大成问题。
在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的转变中，我　　国氏族公社内部各家族间不能说没有贫富分化，但这种贫
富分化却首先表现　　在氏族首领与广大族众的分野上。
换句话说，氏族内部少数人之所以拥有较　　多的财富，首先是由他们处在氏族组织上层的身份决定
的，是他们的“贵”　　决定了他们的富，而不是由他们的富决定了他们的“贵”。
这种情况使我国　　氏族组织长期存在，甚至一度成为我国早期国家政权的基础。
至于奴隶制剥　　削，则一直在我国先秦时期只占据社会经济的很小部分，我们无法说明我国　　向
国家过渡的时期社会已出现一个主要靠奴隶生产来养活自己的奴隶主阶级　　，并从而推断说这个阶
级为了维护自己对奴隶的统治去建立一个奴隶制的国　　家机器。
　　实际上，按照恩格斯的理论，上述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只是在古希　　腊罗马所经历的过程
，至于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其统治与奴役关系的建立却　　主要走的另一条路径。
他在《反杜林论》这部著名的理论著作中谈到，在许　　多民族的原始农业公社中，“一开始就存在
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　　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
担当：如解　　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　　原始
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　　的萌芽”。
他接着谈到，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以及同别的集团利　　益冲突的增多，使单个的公社集
合为更大的整体，并导致建立新的机构来保　　护共同利益和反对相抵触的利益，这些机构使得共同
体中的各种社会职能变　　得更加“独立化”，以至出现社会职位的世袭化。
最后，这种社会职能终于　　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而“起先的社会公仆”也“在顺利的条件下逐步
变为　　社会的主人”，并通过使用暴力“集结成为一个统治阶级”。
　　这种统治与奴役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国家。
他在另一篇著作中同样阐述道　　：“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
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　　，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
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　　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
的人，于是就出　　现了国家”。
　　从我国第一王朝夏朝建立的经过看，它走的也是这样一条由氏族共同体　　的“公仆”蜕变而成
为“社会的主人”亦即统治者集团的路径。
　　根据上述史实，夏王朝国家权力的获得，首先即是与夏后氏祖先鲧、禹　　在尧和舜部族联盟担
任公职直接相关的。
这项公职，即是他们受部族联盟首　　领尧、舜的委派所从事的领导治水的工作。
这项工作，对于部族联盟的所有　　成员来说，无疑是一项关系到大家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鲧、禹所承担的角　　色，与尧、舜一样，都属于“公仆”的性质。
后人对鲧、禹，尤其是对大禹　　的赞扬，都是赞扬他们在“公仆”的任上尽心尽职，这是毋庸多述
的。
然而　　由于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和长期性，需要组织众多氏族部落的广泛参与，要对　　各部族的人
力、物力统一进行调配、指挥与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禹（包括　　他的父亲鲧）难免要利用联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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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予自己的职位与权力对各氏族部落施加更　　多的影响，甚或强制干预，这就势必使原来松散而较
为缺乏约束力的部族联　　盟机构发生权力逐渐集中的倾向，并使之逐渐凌驾于众氏族部落之上，以
至　　最终过渡到把各族邦沦为自己臣属的具有专制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而　　禹则在长期担
任这一要害公职的过程中树立了自己及自己家族的权威，由原　　本是有崇氏（后改称为夏后氏）的
首领，继任为整个部族联盟的首领，最后发　　展成为君临众族邦之上的不可拂逆的夏后氏国家的国
王。
文献记载这一变化　　过程时说，由于禹的治水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　
　夏”，正表明禹作为共同体首领，由于其领导治水保护了部族联盟的共同利　　益，而得到共同体
的拥戴，并由此获得统治“天下”建立“有夏”王朝的权　　力。
文献又称“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　　土作贡”，堤亦将禹获得
宰制九州和使诸侯臣服的权力与其平治水土的事迹　　联系在一起的。
　　促使禹的权威急剧增长的因素，还有他领导的对南方苗蛮部族的战争。
　　苗蛮散居在今两湖地区，北及河南省的南部。
当尧的时候，他们就曾与尧统　　率下的中原部族在“丹水（在今河南省东部，古济水之南）之浦”
发生过冲突　　。
禹在担任部族联盟公职期间，亦曾率领军队对苗蛮展开过大规模征讨。
他　　在誓师词中说：“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　　用天之罚。
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
”据说战争中苗民的　　将宫中了禹师的箭而溃散败逃，而禹则凭借这次征伐的胜利重新划定山川，
　　区分尊卑上下，致使“民神不违，天下乃静”。
在此战胜的基础上，禹召集　　四方诸侯（即部族首领）在塗山（传在今安徽怀远县境内）举行大会
。
文献记载　　，前来表示臣服与朝贡的诸侯，即所谓“执玉帛者”达“万国”之多。
呲即　　所谓“塗山之会”。
一般认为，塗山之会是禹确立王权亦即夏王朝正式建立　　的标志。
大约在此同时，禹还召集了在“会稽”举行的另外一次盟会，《国　　语·鲁语下》说：“昔禹致群
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
”　　学者解释所谓“群神”也就是众诸侯；其中的防风氏，“乃汪芒氏之君名也　　”。
禹能在大会诸侯的场所，因一位诸侯的后至，便拿他开刀示众，说明他　　已经蜕变为一位专制君主
式的人物了。
　　禹在建立夏王朝之后，将都城定在阳城，即今河南的濮阳。
这里地处濮　　水之阳，位在古河济地区的中心，也是夏族的祖先颛顼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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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至今，先秦史上的许多问题仍处在众说纷纭之中，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
例如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古代国家政体、古代社会形态、华夏民族的起源及形成，都是十分重要且
至今未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基本理论问题。
涉及具体史实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夏、商、西周的年代问题，迄至今日，已发表的断代史著作所采
用的年代数据都不统一，仅周武王伐纣之年就有好多种说法。
它如夏、商、周三族的起源，商周生产力水平暨农业劳动方式，商周家庭及社会结构，商周政治与文
化之异同，商周暨春秋时期的军制，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转型的內涵，所谓井田制及战国土地制度，
乃至部分诸子著作的年代，等等，均在学者中存在着很大争议。
⋯⋯《中国历史1：先秦史》在吸收大量先秦史研究成果和把握最新的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上述问
题展开论述，书中有较多内容都是以往的先秦史著作或缺的。
为了增加阅读效果，《中国历史1：先秦史》又使用了不少插图相信能为读者提供更为直观、客观的
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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