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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求知，永不止歇　　2004年11月份，我在福建工作期间，接待了时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臧献甫同志。
献甫同志是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的倡导者，在谈到青年工作的话题时，提到了有关系
列知识讲座的一些情况，这是我与讲座的第一次接触。
2006年下半年，我调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刚好分管团工委的工作，于是和讲座有了更直接的接触，
在这过程中，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系列知识讲座受欢迎的程度。
有些遗憾的是，由于工作等方面的原因，大多数讲座我没能到现场聆听，都是请团工委的同志帮助录
制磁带，在上、下班路上听完的。
所以，当团工委的同志找我为系列讲座的丛书写序言时，我有些犹豫，毕竟，讲座从2002年开始举办
，6年下来，已经有9个系列130讲，在这些讲座中名家所带给我们的智慧和知识，亲临讲座现场坚持听
下来的同志们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但是作为青年们的老朋友，同时也作为讲座的受益者，推动丛书出版以惠及更多的青年，是我义不容
辞的责任，于是应允下来，谈些自己的认识。
　　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许多新事物需要我们大家去学习、去探索、去实践，这对于广
大青年的知识素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这次将要出版的《名家谈历史》、《名家谈哲学》、《名家谈国学》三本书，从时代关注、青年关切
的角度切入，纵论古今、思考人生、探讨传统，一篇篇娓娓道来，为我们感受人文精神，增强人文智
慧打开了一扇便捷的窗口。
　　读史使人明智。
历史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生命才总结出来的，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
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未来，就必须自觉地追溯历史。
读史是一个鉴是非、正己身、明“智”、知“道”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自强不已、
生生不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新中国的建立历程、辉煌成就，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
因此，我们学习历史，就要读出历史的真实，读懂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而理性地参与历史。
　　哲理使人深刻。
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它揭示的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最一般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它告
诉我们如何看待问题，如何由感性认识提升到理性认识，如何使具体经验上升为一般，如何在理论指
导下实践，如何用理论总结实践经验，赋予实践经验以理论的意义，它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最基本的思想武器。
因此，我们要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就必须认真学习哲学，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
　　如果把历史与哲学做一个结合，国学就是这个结合最好的诠释。
对待国学的态度直接关系到我们对待哲学、对待历史的态度。
国学的底蕴是哲学智慧之真，它包含着对宇宙起源的真理的探索，对历史进程的真相的探索，对人生
意义的真谛的探索。
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浓厚的文化积淀，体现着全民族共同的精神特征和共有的价值理念，
是历史留存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给我们天地人和的启迪以及继续探索的引领。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倡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全民族奋发
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国学和当代中国的相接相融，是古圣先贤所代表的民族精
神的复兴与传扬，也是我们对优秀文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当今时代是一个学习型的时代，无论从社会总的发展趋势，还是从个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学习都
是青年的立身之本、成才之道。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以及陆续出版发行的系列讲座丛书，对于满足青年对知识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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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青年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逐步成长和完善起来，成为学习
型人才，很有意义。
　　青年朋友们，学习是一生的事业，希望你们珍惜大好年华，勤奋学习，自强不息，把学习变成一
种自觉的行动，勤读书、多实践，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谨以此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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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名家谈历史》系“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系列知识名家讲座丛书”之一，汇集了国内历史学界一流的知
名学者和专家在中央国家机关的演讲文稿。
内容涉及大部分的中国历史进程，从多视角对中国历史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导读式讲解，可谓内容丰
富，精彩纷呈。
     本书绝大多数主讲人都是学界相关领域的权威，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所讲内容高层建瓴，并且用
平实的语言把看似高深复杂的知识和思想讲解得透彻明晰。
此书对于需要丰富历史知识的广大干部、高校学生、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其他历史爱好者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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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远古夏商西周史漫谈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主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兼任多所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
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
　　第一个问题，中国历史的史源。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
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文明有几十个之多，在这些文明中，历史久远的就比较少了，有些文明不是独立
起源的，日本文明是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产生的，世界上有很多文明都是这样产生的。
西方文明来源主要是希腊罗马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近东的更古老的文明影响下产生的。
在久远的古代，能独立起源的文明，在世界上就很少了。
课本上说，世界上有四大古代文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古代印度河谷的文明和中国的
文明。
这四个古代文明都是有独立起源的。
在四个文明中，中国文明有它的特殊的地方，其他古代文明后来都断绝了，今天的埃及不是古代的埃
及，今天的伊拉克也不是两河流域的文明，那个文明早就断绝了。
希腊罗马文明出现中断，如果不中断，怎么会有文艺复兴呢。
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从古至今绵延不绝的，虽然我们经过那么多的朝代，一直到今天，这是非常独
特的。
中国有一个研究历史的传统，也是世界上突出的，从商朝就有了专职的史官，专门记录历史，中国的
历史书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长远的，加上《清史稿》足二十五史，从司马迁的《史记》一直到《明
史》、《清史稿》，所以外国人说，中国是一个历史的民族。
研究历史，仅仅靠古书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学科，就是考占学。
中国很早就有收集研究历史文物的传统，两者配合起来，就能对历史进行系统的研究。
　　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因为人类文叫史以前，还有悠久的历史，那么历史比几千年的文明史要长多了，最早可以追溯到200万
年甚至300万年前，从古猿来说，还可以更早一点。
直立人，上百万年的历史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考占学与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比较晚的，20世纪20年代才传到中周，北京的周口店，那个地方的发
现到现在不到100年，中国究竟有多少占遗存，今天还在继续研究。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定会超过100万年。
中国唱传统戏，戏词中有“自从盘古开天地、二皇五帝到如今”，这些都是传统，也反映了人类历史
进程的一些事实，反映了人类逐渐进化的一个过程，不完全是神话。
伏羲氏饲养动物，有巢氏住在树上躲避动物的伤害，符合进化的原则。
从文明开始，人类进人一个全新的时代。
　　第二个问题，五帝时代。
主要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全世界公认的最权威的历史书之一。
本纪里第一个是五帝本纪，主要讲的是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
第一个是黄帝，陕西黄帝陵的匾额为“人文初祖”，黄帝名轩辕，比他更高的是炎帝，是神农氏的后
代，传到八世已衰落，黄帝兴起，在阪泉战炎帝，在涿鹿战蚩尤，都在官厅水库一带，这里有很多民
间传说。
黄帝的故事，在司马赶时代，已传遍天下。
下来就是颛顼，是黄帝的孙子。
再下来是帝喾也足黄帝的后代，之后足尧，尧掸、止给舜，这都是传说。
　　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要素，如造字、音乐等的产生时期相当于原始时代末期；是跨入文明
的门槛，从史前的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时期的一个过渡时期，相当于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的领
土上，已经形成了⋯个很大的文化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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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文化最早发现在山东省章丘县，河南也有发现，陕西、湖北、浙江、江苏也发现了，共同特点是
人的交往是很密切的，为建立广大的王朝打下了基础。
五帝时代告诉我们：一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二是中国在五帝时代历史和神话不可
分割，三是从五帝时代我们国家已经有了萌芽，是多民族的地区。
黄帝和炎帝的斗争只是代表不同部族之间的斗争。
　　第三个问题，关于夏代。
尧舜的故事与夏代的兴起不能分。
中国最早的历史档案就是《尚书》，开头就是《尧典》、《舜典》，讲的历史故事很多，核心的内容
有两点：一是尧、舜、禹的禅让，另外一个就是洪水的故事。
尧被描写成古代的圣君，他的大臣，后来都成为许多朝代的君主的祖先。
帝尧非常重视天文，派人观测，春夏秋冬晚上一定时间哪个星星是在子午线上，什么时候来什么风，
这样就颁布历法，以366天作为一年，便于农业操作，反映中周古代重要的文明传统。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当时中围朝廷政府的一个巾心工作，就是颁布历法。
灭文学是中困最早兴起的科学部门，这也成为《尧典》的中心内容。
尧时出现了洪水，尧用鲧治水，鲧用堵的方法，结果水越堵越大，治了三年未成功，于是尧把他杀掉
了。
又用鲧的儿子禹治水，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成功了。
现在黄河壶口被称作禹门口，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还有地质学家去考察，看是否有人工的遗迹，结
果证明没有人工开凿的遗迹，这都是占代的传说，但治水这个事情，还是小能否认的。
传说尧的都城存平阳，按古书记载在山西南部临汾一带，舜的都城也在山西，相距不远。
前些年在山西发现了一个相当大的古城，不但有城墙，还发现了一些古墓，可以看到明显的阶段差别
，特别有意义的是发现了一些小型金属器物，还在一些陶器上发现了文字，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
。
这个古城初步看司能遭到洪水，但不一定像后来传说那样是全目牲的洪水。
经过禹等人的努力，洪水得以平定。
尧到老丁的时候，就发生了禅让的事情，现在通常的说法，与国家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尧典中所讲的
社会组织与马克思讲的部落联盟是类似的。
若干个部族联合起来，尧就成为他们的共主，就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部落领导人要经过推选。
尧老了的时候，儿子丹朱不孝，继承不了父亲的事业，大家就推民间的一个人，叫舜，舜地位不显赫
，但很能行孝道，尧提拔了舜，还给以种种考验，叫他到大树林里去，在大风中不迷失方向，他与各
方面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好，便由他来代行政事，　　尧对他非常信任，这非常符合部落联盟领袖传递
的过程，舜死后，情况基本相同，舜也有个儿子，叫商君，也不能继承舜的位置，大家认为禹最有功
绩，用禹来代替他。
　　大禹治水的故事，古书记载不一定可靠，但不仅在中国，在日本也相当流行。
对于尧、舜、禹是否存在，著名学者王国维说，完全信古不对，一味疑古也不对，说尧、舜、禹没有
是不对的。
讲这话是1925年，那时中国考古学还没展开，发现秦国的青铜器，齐国的编钟，铭文里都提到禹，他
说春秋时代东西两大国都相信有禹。
1930年郭沫若在日本，他也举过两个例子，认为大禹是存在的。
此后，考古方面还没有发现更多的禹的证据，一直到今年，发现了一件西周的青铜器，公元前850-
前900年之间，详细记载了大禹治水，与《尚书》中《禹贡》的字句都一样，证明史书在周代就是这样
的。
　　大禹治水，有功于天下，因此大禹就做了王。
到大禹死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
禹还想把王位禅让，让给一起治水的大臣益，但天下的部落首领并不去朝见益，而禹的儿子启很好，
去朝见启，于是启成了国君。
从此，不再有禅让了，后来《三字经》说，禹传子，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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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天下变成家天下，鲜明反映了文明的起源和国家的起源直接结合了。
形成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就是夏朝。
启作为王，有人不服气，有扈氏反对他，启起兵征伐，《尚书》记载，发生一次大战。
夏朝一共14代17个王。
夏朝有多长，一说432年，一说472年，其实是一回事，差的40年，是由于夏朝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
，启有五个儿子，都不太好，有一个诸侯有穷氏，领袖叫羿，代夏统治，夏王仍存在。
太康死后传给弟弟仲康，据古书记载仲康时发生一次日蚀，是研究夏代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全世界最
早的日蚀记录。
那时政权实际不在仲康手里。
仲康死后，传给儿子相，后来羿也死了，是被寒杀掉，把相也杀了，于是夏朝变成寒的了。
相的妻子逃回娘家，生子少康，少康杀了寒，历史上叫少康中兴，前后经过40年动乱，夏朝得到巩固
。
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建立之后，往往需要一个巩固时期，汉朝、唐朝都是这样，有一定规律性。
夏朝，我们知道的历史情况有限，从年表上可以看到，夏朝从公元前2070年至前1600年左右。
这段时间内，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与九夷的关系，九夷分布都是在我们国家东部，估计在淮水一带，
一直到山东半岛。
夏朝的王，九夷都来朝见就兴盛了，不来朝见，就出兵去打。
夏朝到最后，孔甲奢侈腐化，天降两龙，孔甲让人养起来，后来一些学者猜测，这是鳄鱼之类。
到了桀，是个残暴的国君。
夏商周都和“女祸”有关，也不是偶然的。
朝中的奸臣利用这个情况，影响朝政，也有一定规律性。
桀派兵去打一个诸侯，这个诸侯就把女儿妹喜嫁给桀。
桀是暴君，这时商汤兴起，灭了夏桀。
先征服了夏的诸侯国，夏朝孤立了，再进行决战，夏朝失败，就把桀流放到现安徽的巢县。
关于夏代，国内没有争论，但在国外，争论还不小，总希望否认夏代。
特洛伊的发现，大家都承认，没有任何一个不字，中国的夏代也可能是这样。
1958年，在河南西北部地区，进行夏墟调查，在偃师发现一处遗址叫二里头，二里头文化，有宫殿，
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多数学者认为，这就是夏文化，就是缺一个“夏”字，要否认夏代，是不
对的。
　　商的兴起，在夏代的中叶。
有人提出，夏、商、周是三个民族还是一个民族，这个问题我个人看，统治集团不一样，但从文明来
讲，还是一贯的，商朝的字，就是汉字的前身，周朝的字也就是汉字，是一脉相承的。
商的祖先，在尧、舜、禹立过功，夏朝时，商不是王，是先公时期，比较弱小。
王亥当时能服牛，即架牛的车，生产力有所发展，保存在《周易》等古书里边。
他是做生意的，组成商队，到处做生意，商业所以做商，与商人有关。
商人居住地在两丘一带，往北走一直到河北省易水一带，当时叫易国，王亥赶牛到这里就住下，国君
看见车队就起了贪心，放了一把火把王亥给害死，这件事对商人是奇耻大辱。
王亥的儿子，联合一些诸侯把易火，，他后来就是商甲，是商代先公中最重要的人物。
以后传了六代，到第七代就是汤，这时到了夏桀时候，商汤灭了夏桀，建了商朝，商朝兴起后，比夏
朝更为久远，商朝究竟有多长时间，根据夏同周断代工程的推算，大约在公元前1600-前1046年，500
多年。
商朝得以考古证明，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大事，也是世界考古学的大事，它的起源是由于甲骨文的发
现。
1899年，这一年是个巧合，1799年，发现罗塞塔石，那时拿破仑远征埃及，军队里包括一批科学家
，1799年在埃及罗塞塔这个地方发现一个石刻，只一米多高，黑色的石头，三种文字，讲一个内容，
用希腊文对照古埃及文为解读整个古埃及文提供了钥匙。
100年后，我们国家发现甲骨文，提供了解读商代文字的钥匙。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名家谈历史>>

当时是占卜用的，记载一些大事。
当时北京有一位学者，叫王懿荣，是著名金石学家，国子监祭酒，住锡拉胡同，从“龙骨”中发现了
文字，告诉药店，有多少要多少，一个字给一两银子，收集了一批，但他未能进行深入研究，1900年
八国联军进来时，他担任北京团练职务，领导群众抵抗八国联军进城，失败后，他壮烈自尽。
他不仅是学者，还是壮烈牺牲的爱国人士，后人给他立了一个碑。
后来山东来人，把碑搬到山东福山去了，放在福山王懿荣纪念馆里。
甲骨文的发现，带来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一个新时代，才知道商代的文明有这么高，也使人的认识
一下向前推进了上千年。
甲骨文所记载的商王世系，与《殷本纪》几乎完全一样。
王国维说，既然商朝的历史可靠，难道夏朝的历史完全不可靠吗，商朝的先公部分，已经在夏代了。
　　由于甲骨文的发现和一批学者的研究，才知道了什么地方是殷墟，即河南安阳小屯的遗址，当时
的古董商对产地保密，说是汤阴，离安阳只几十里。
后罗振玉先生问出来是安阳小屯，确定这就是商朝后期的首都。
现在，我们对商朝的历史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商可以分成两段：中期有一个王盘庚，迁都到安阳小屯，废了以后叫殷墟。
这个区分很重要，商朝的一个特点就是好迁都，建立商朝以前就迁，我认为这与从事商业大有关系。
　　商汤继位后，建立起强大的王朝，氐羌等族不敢不来朝见。
汤的儿子太丁早死，太丁之弟外丙继位后又传给太丁的儿子太甲。
伊尹出身差，是商汤王后的陪嫁，会做饭、做药，太甲重用他，他立了大功后做了太甲的宰相，太甲
成了有名的王。
此后商朝比较巩固了，一直到祖丁，兄弟争王位，造成九世之乱，使商朝的力量大为削弱。
商朝前期影响比后期还要大。
前期文化叫做二里岗文化，比殷墟文化还要广泛。
这种情况到盘庚时才结束。
盘庚兄弟四个都做了王，盘庚迁都所有人都反对，在《尚书》里都有记载，一直到现在，没有人否认
过。
盘庚死后传给弟弟小辛、小乙，四代都是兄弟相传。
小乙死后传给儿子武丁，武丁时代，商朝重新兴盛。
殷墟101号大墓，被认为就是武丁的墓，墓的规模十分巨大，墓坑四角都有殉葬人，墓道里发现最大的
青铜器现陈列在日本东京博物馆，此墓西周时代就被盗了。
武丁盛世，外出巡游，发现刑徒一个人，此人后来成了武丁的宰相，对外征伐取得很大胜利，商朝重
新复兴起来。
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五分之三都是武丁时候的，武丁之后，儿子祖甲，不太好，商朝又衰落下来。
妇好就是武丁的一个妃子，很能打仗，妇好墓中陪葬的铜戈很长。
从武丁到帝辛（纣）九王，武乙不是一个好王，传说被雷打死了，纣王更坏，《封神演义》讲了很多
，都是夸张的故事。
纣不常住在殷墟这个地方，他的离宫别馆，北到沙丘，南到朝歌，相当于现在的邯郸，淇县，武王伐
纣在河南新乡牧野，武王胜，纣王灭。
　　对商朝的估计要充分，和古埃及比较，相当于新王国时代，夏代和古埃及中王国差不多一样。
中国文明在商朝奠定，到西周有所发展。
甲骨文大约4000字，当时的字比这多得多，大约五六千字，今天我们常用字也不过五六千字，从文字
的数字上看，当时的文化是很发达的。
青铜器尤其发达，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高峰，第二个高峰是战国，西周不行，中国青
铜器无论数量和质量在全世界都居第一，这是都承认的。
所以研究商代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
　　武王伐纣和商汤灭夏，有很多共同点，也有相当多的不同点。
因商人在夏朝不占重要地位，而商末周人已占重要地位，周文王已经做了纣王的三公大臣，西伯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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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部诸侯领袖，与商汤不一样，这是因为周人在商代后期兴起很快。
周人居住在现陕西的周原，此地适于种田，周人的祖先后稷就以农业为主，种的麦子比周围其他部分
高一节，是块宝地。
到周文王时灭了崇国，迁都到这个地方，就是沣，到周武王时又迁到镐，沣镐其实在一起，是个大遗
址，周文王担任殷的三公之职，有些人说他的坏话，纣王就把文王关起来了，文王在狱中研究《周易
》，所以《周易》与周文王有关。
周文王回去后，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但并没有称王，到他儿子发，就是周武王时，势力强大。
到纣最腐败的时候，他宠信妲己，把大臣微子、箕子都关起来，把他叔叔比干杀了，武王伐纣就具备
了很好的条件，号召天下，声讨纣王的暴政，取得胜利。
伐了两次，第一次走到孟津，大会天下诸侯，讨论结果认为时机未到又回去了，第二次伐纣，取得成
功。
不像《封神榜》那样，没经过多少抵抗就到了纣王城下，就得了新乡的牧野，地名现在还在。
在牧野决战，纣王的军队倒戈，纣王自杀而死，妲己上吊，周武王建立了周期。
根据天文学推算，武王伐纣最可能的时间是公元前1046年。
周朝建立以后也发生几件大事，也有个巩固统治的过程。
牧野决战后平定诸侯经过很长的一个过程。
武王本人没在商朝都城建立首都，就回去了，把纣王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墟，派了两个儿子管叔、蔡叔
监管，后来三人联合作乱。
武王死后，成王继位，比较年轻，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执政，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不满，说周公要
篡夺政权，便联合了商朝的复辟势力，内外夹攻。
周公起了重要作用，率兵东征，打了三年仗，杀了管叔，流放蔡叔，平定了东方。
周公根据武王的遗愿在东方又建立了一个首都就是洛阳。
西周实际两个都城一个在现在的西安、一个在现在的洛阳。
周公还做了一件大事，就是制礼作乐，定了国家的制度和礼乐，后来学者，特别是儒家认为周公是圣
人，这些制度成为以后执政的基本制度，周礼一直到清朝还利用，六部是周朝的制度。
周成王和儿子康王，得到一段安定发展时期，历史上称为“成康之治四十年”，为西周礼乐文化奠定
了重要基础。
周朝成了最长的一个王朝，《三字经》说“八百年，最长久”。
周初之后，有一段停滞的时间，到周康王的儿子昭王时，昭王还想发展，南征荆楚，不得人心，虽然
打了胜仗，但他自己没能回来，因为人民反对他，他的军队被消灭了，自己也被水淹死，周朝大伤元
气。
他的儿子穆王，好游，故事说他朝见西王母，耗费国力很大，也不得民心。
到周厉王时，不让老百姓说话，找了一个巫，让他监视老百姓，造成了国人暴动，连大臣也参加，把
他赶走了，赶到山西去了，由周公、召公的后代执政，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没有国君，“共和”
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
周厉王死后，就把太子静立为国君，就是宣王，使周朝有一个短暂的复兴。
由于周王朝的折腾，周围的民族失去了控制，淮夷本来是向周王朝进贡的，这时乱了，不听话，北边
的少数民族，游牧民族犬戎，被征伐后维持不久，到幽王就不行了，宫廷发生了争执。
幽王的王后是申国的女儿，姓姜，生太子名宜臼，又娶妃子褒姒，褒姒很厉害，幽王喜欢她，为逗她
乐，点了烽火台，就是烽火戏诸侯。
后来，幽王立褒姒为皇后，把姜皇后废掉了，申国就联合了缯和犬戎，把幽王消灭了。
宫廷的问题，造成西周的亡国，戎人进来不走了。
申国立宜臼为王，回不了宗周，秦襄公派兵把他送到东都洛阳，即为平王，平王元年即公元前771年，
成为东周，周王朝再也不能完全控制诸侯了。
王朝还在，实际已分裂了。
有些学者说，秦是第一次统一中国，我个人认为是不对的，夏商周都是统一的，这个统一与后来不一
样，夏商周都是分封制，是诸侯拥立的天子，与后来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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