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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史记故事大全集(珍藏本)》精选《史记》中脍炙人口、千古传诵的故事数百篇，以雅俗共赏、深入
浅出的形式，展现了这部鸿篇巨制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为了让更多的人更直观地了解历史，《史记故事大全集(珍藏本)》根据故事内容配有数百幅精美绣像
，与文字内容互为补充与诠释，使读者仿佛置身于一座真实立体的历史博物馆，获得更多的视觉感受
和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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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太甲开始住在相宫里，感到非常愤恨不平，想想自己花天酒地的过去，看看眼前的
处境，十分想不开。
伊尹这段时间代太甲处理商王朝的一切事务，各方面很快又都重新上了轨道，每有闲暇，他就来到相
宫教育太甲，向他讲述商汤建立商朝的艰辛。
久而久之，太甲也认识到自己过去是非常荒唐的，屡次三番地向伊尹表示愿意悔过自新。
 时光飞逝，一晃三年。
在这三年中伊尹和大臣们也暗地观察太甲的一举一动，看他渐渐地稚气尽脱，行为也渐渐循规蹈矩，
常常沉思默想，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与三年前相比真是判若两人。
伊尹便亲自携带商王的冠冕衣服到相宫，迎接太甲返回都亳再登王位，把国政交还给太甲自理。
 太甲重新登上了王位。
他果然早朝晏罢，宵衣吁食，勤政爱民，成为一个贤明的君王。
伊尹这位曾为奴隶的宰相对商朝初期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盘庚迁都 自商汤在亳（今河南商丘）建立奴隶制商王朝之后的很长时期，商朝的国都处于不断的迁
徙之中。
商朝第十个王仲丁将国都迁隞（今河南荥阳附近），第十四个王祖乙又迁都于庇，第十八个王南庚再
将国都迁于奄（今山东曲阜）。
在此期间，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内乱频繁，多次发生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
 每当一位国王去世，王室贵族们便围绕王位继承人选展开激烈的角逐，他们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或主
张兄终弟及，或要求父死子继。
为达到控制国家最高权力的目的，叔侄反目成仇，兄弟同室操戈，分别拉拢拥护自己的贵族展开你死
我活的大厮杀，国家陷于混乱和血腥之中，国力也迅速衰退。
 奴隶主阶级也日益腐化堕落。
在当时，迷信鬼神，饮酒作乐为奴隶主生活的主要内容。
奴隶主频繁地举行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甚至大规模地使用人祭。
人祭的手段十分残忍，包括砍头、肢解、焚烧等等。
被杀者多为俘虏、奴隶，此外还包括少量仆人和妾。
人祭的数量庞大，少则数人，最多一次可高达500人，其状令人惨不忍睹。
 统治阶级腐朽奢侈的生活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奴隶的大批逃亡和反抗。
 正当商王朝内忧外困之时，商朝第十八个王阳甲去世了，阳甲的弟弟盘庚被拥立为王。
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他睿智聪慧，颇有心计，较善于分析观察形势。
他即位后，开始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去除奢侈恶习、提倡简朴，以图挽救商朝的衰亡。
 盘庚经过多方筹划，感到只有迁都才是解决各种矛盾的最佳途径，于是他决定将国都从奄迁至殷（今
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
盘庚认为将国都迁往荒凉的殷有许多好处：首先可以避开奄地区频繁发生的水旱灾害，有利于农牧业
生产。
其次，殷地区尚未开发，在那里建都，一切须从头做起，奴隶主们无法过分享受，有利于去除反叛势
力，有利于都城的安全和稳定。
 迁都的决定公布之后，人们一片大哗，反对者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他们留恋奄的奢侈生活，纷纷反对
迁都的决定。
有的贵族甚至威胁盘庚说：“你是我们拥立的，我们也可以罢黜你。
”盘庚是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他绝不因有人反对而改变自己的决定，他撰写了《盘庚》两篇告诫奴隶
主们要和他同心同德。
同时，盘庚也以强硬口气警告那些煽动闹事的奴隶主，要老老实实地服从命令，否则将予以严惩。
 在盘庚的胁迫下，奴隶主贵族被迫服从盘庚的命令，随同盘庚迁都到了殷。
初到殷时，地方荒凉，杂草丛生，生活艰难，大家都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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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一些奴隶主贵族便趁机发难，鼓动大家迁回老家去。
盘庚又召集奴隶主会议，宣读了《盘庚》第三篇告诫，以更加强硬的语气再次警告那些奴隶主，又一
次将奴隶主们的反对压制了下去。
经过数年的反复斗争，随着新国都的逐渐兴建，局面才最终稳定下来。
 盘庚迁殷之后，强行推行商汤时确立的德政，加强统治，政治上出现了较为稳定的局面，社会经济和
文化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盘庚十分重视农业生产，除本人亲自视察农田作业外，还经常命令大臣和奴隶主们监督农耕。
当时的农作物禾、黍、稻、麦等已被广泛栽培，耕田时采用合力耕种以及火耕，并已使用粪肥肥田。
农业的发展使农产品有了较多的剩余，商王命令将收割后的粮食放入仓库中贮存以备灾年。
 农作物的再生产品主要是酒类，当时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嗜酒风气盛行。
酿酒业的迅速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的发达程度。
 园艺和蚕桑业在盘庚迁殷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殷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并有广大的桑树种植。
奴隶们采集桑叶，饲养家蚕，抽出蚕丝，使用陶制纺轮织成精美的丝、帛，供奴隶主贵族们穿戴。
 盘庚迁殷之后，青铜器的制造也步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时代。
当时青铜作坊规模之大，冶炼青铜技术之高超，产品制作之精美，种类之复杂繁多，制造水平之纯熟
，都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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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故事大全集(珍藏本)》除了可以丰富自己的史学知识，更主要的是可以以史为镜，探寻社会发
展与国家兴亡的规律、经验和教训，寻找人生道路上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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