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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的撰著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要吸取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成果，各章节撰写者自己的研究成果也酌情在教材里有
所反映。
其次是利用新的考古资料进行阐述，关于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的考古发现及考古学界的研究
成果，要尽量吸收。
再次是在编撰体例上要有新的特色，例如，每章都有“叙说”一节，阐述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概
况及其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在纵观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历史演
进规律。
复次是各章节的安排和内容的详略尽量适应教学的需要，对于许多重要问题都做了比较深入而具体的
探讨，但也有的问题只进行了纲领性的叙述，而没有展开讨论，以求简省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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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月间周军从孟津渡过黄河，东北行，经过怀（今河南沁阳）、共头（今河南辉县境）等地奔赴
朝歌（今河南淇县）。
这个月的甲子日的早晨，武王在朝歌郊外的牧野和纣军决战。
战前，武王誓师。
在誓辞中，武王历数纣的罪状，勉励友邦冢君和周师官兵“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奋
勇杀敌。
这时候虽然“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但却皆无战心。
在激烈战斗后纣王败，逃奔鹿台自焚而死。
武王以黄钺斩纣头，悬于大白之旗示众。
《利簋》铭文说“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可见牧野之战只用一天时间即告胜
利。
次日，在商王宫殿里举行隆重仪式，由尹逸宣读祝文：“殷末孙受德迷先成汤之明，侮灭神祗，不祀
，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昊天上帝。
”武王再拜稽首，表示“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
　　武王灭商以后，立纣王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命令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和百姓，表彰殷贤人商容和
被纣杀死的诤臣比干，将商朝囤积在鹿台和巨桥的粮食财物散发给民众。
武王还命人迁九鼎宝玉归周，以此象征主宰天下的权力的递嬗，并派军队征伐商王畿及其附近地区的
戏方、靡、陈、卫、磨、宣方、蜀、厉等方国部落，作为灭商战争的余绪。
据《利簋》铭文记载，武王在殷都停留了7天，于甲子日之后的辛未日到达柬师。
此后，武王西行至伊洛地区，考察地理形势。
在这年的四月间，武王率军凯旋返归镐京。
三、周公当政和成康之治克商以后二年，武王病笃，其弟周公旦亲自设祭坛，向太王、王季、文王等
祖先神灵祈祷，甚至愿以己身代武王去死来换取武王的康复，但武王还是不久即逝世于镐京。
于是周公当政称王，即《苟子·儒效》篇所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
天下之倍周也。
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
周公当政称王，是为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
据《逸周书》记载，武王灭商以后曾经夜不能寐，担心地说：“维天建殷，厥征天民名三百六十夫，
弗顾，亦不宾灭，用戾于今。
呜呼！
予忧兹难。
”非常忧虑殷的残余势力的影响。
他还告诉周公说：“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庶建。
”决定兄终弟及，传位于旦，并且指出此事业经卜筮明告，可以实行。
可见周公当政称王也是符合武王意愿的。
　　武王灭商以后曾经分商王畿为三部分，让弟管叔、蔡叔和纣王子武庚分别管理，称为“三监”。
管叔为周公之兄，按兄弟次序当由他称王，然而他和蔡叔却被派往商王畿地区，并不居于丰镐地区，
所以周公当政称王为管、蔡所愤恨。
他们先散布流言蜚语，谓“公将不利于孺子”，然后勾结武庚公然叛乱，给周朝带来极大震动。
三监叛乱后，周公相当镇静和果断，坚定地表示“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决心平叛。
周公还向友邦及官吏们讲明，虽然形势严重，但剿平叛乱还是有把握的。
为了得到王室贵族的支持，周公还不厌其烦地劝说甚有威望的召公支持他东征。
据《逸周书·作雒》篇说，召公果然协助周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临卫政（征）殷，殷大震
溃”，发挥了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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