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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学生百科丛书》自2006年面市至今已经3年了。
3年来，此套汇集了多位特级教师心血的丛书伴随着全国的中学生一起成长，并获得了广大师生和家
长的关注和好评。
很多读者纷纷来信给予表扬和鼓励，并求购本套丛书。
同时，他们对本套丛书内容的日臻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应广大师生和家长的要求，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丛书进行了修订再版。
为保证丛书的再版质量，我们特聘了全国知名中学——江苏启东市中学的高级讲师、数学专家董国超
老师主持组织修订，并邀请拥有丰富一线教学经验的冯静娟、董卫兵、沈卫东、石阳等老师参与了修
订工作。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百科>>

内容概要

三皇五帝之谜，历法的由来，两宋时期与日本的交往，北京人的下落，郑成功收复台湾，明清三案之
说，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行动，拿破仑帝国的崩溃，波士顿倾茶事件，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
　　《中学生百科丛书》共分为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等七本分册，每本分册都
对本学科知识进行全面的梳理总结。
以提高中学生素质，帮助中学生获得更多的课外知识切入点，结合现代中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对相关知
识的需求而编写，本套丛书在编写中既注重拓宽广大中学生的知识视野，又兼顾提高中学生开拓和观
察认识世界的兴趣与能力，其不但涵盖了中学生应知应会的知识内容，还对与本学科相关的知识内容
进行了非常系统全面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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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史　　一、祖国历史的开篇——先秦　　【元谋人】我国历史悠久，是世界上
已发现早期人类遗址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已知我国最早的远古居民是云南元谋人，他们生活的年代，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
　　【北京人】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距今约七十万至二十万年。
北京人遗址是世界上出土古人类化石、石器和用火遗迹最为丰富的古人类遗址。
　　【“中国人来自非洲”】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1月19日报道：近日，中国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
进一步证实了东亚人来自非洲。
他们分析，约六万年前，中国人的祖先从非洲到达东亚，可能首先居住在包括中国南部在内的东南亚
一带，而后逐渐向北迁移。
科学家比较研究决定男性性别的Y染色体特征，结果发现，东亚男性的Y染色体特征起源于某些非洲人
群，这些非洲人至今保存着当代人类祖先的古老特征。
约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后来并没有成为我们的祖先，实际上东亚10万年以前的人类可能都在上一个冰
期的天寒地冻中灭绝了。
“人类走出非洲”的假说认为，现在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现代人均起源于非洲，来自相当晚近的共同祖
先。
天下人本来是一家。
北京猿人哪里去了？
有待我们给出答案。
　　【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及以前的时代是“旧石器时代”。
那时，他们已学会制造石器和使用火，因为那时的石器是打制的、表面粗糙，因此称旧石器。
在北京人的山洞中，发现了大量的用火遗迹和石斧、石镰等旧石器。
他们在险恶的环境中抵御自然，群居生活，形成原始人群，构成最早的人类社会。
原始社会从此开始了。
　　【山顶洞人】北京人以后，距今约一万八千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中，又生活着一
支古人类，他们生活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已进入氏族公社时代。
被称为山顶洞人。
　　【氏族公社】氏族是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也称为氏族公社。
我国氏族社会经过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又称母权制氏族社会、母系氏族社会或母权制氏族公社。
它是氏族社会前期的社会形态。
在山顶洞人的社会中，已学会磨制技术，懂得人工取火，女性已会使用磨制的骨针，连缀兽皮，分配
食物，照顾幼儿，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称之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父系氏族公社的代表。
父系氏族公社，又称父系氏族社会或父权制氏族社会。
它是氏族社会后期的社会形态，是直接从母系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
　　【河姆渡文化】距今七千年至五千年，我国长江流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
荣阶段。
主要特征是定居生活、有原始农业。
他们榫卯结构的房屋，是很有特色的。
河姆渡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先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
　　【半坡与彩陶文化】我国黄河流域的陕西西安半坡文化，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阶段。
主要特征是定居生活、有原始农业。
他们的房屋是圆形的、半地穴式的。
半坡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靠民．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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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普遍使用磨制的石器，制作陶器，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网纹盆是非常精美的陶器，故而又被称
为彩陶文化。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与黑陶文化】距今约四五千年，我国黄河下游的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中晚期
，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典型代表，生产工具更加进步，磨制的耒耜、骨耜，精美的黑陶、白陶，雕刻磨
光的玉器大量出土。
他们养蚕缫丝，纺织技术较半坡有新的进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纺织品的国家。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产品已比较丰富，从墓葬中看已有贫富和贵贱的分化，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阶
级和国家出现了。
　　【阶级】列宁的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
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自
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
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女娲造人】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出现了一个人类的始祖，名叫女娲。
女娲用黄泥捏成了活人。
人们繁殖着子孙后代。
女娲烧炼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的石块，用这些石块来修补蓝天的漏洞，斩下大乌龟的四条腿
，用来替换已经糟朽了的天柱。
伟大的女娲不但造了人，并且还从严重的自然灾害中拯救了人类。
女娲造人和补天的神话虽然荒诞，但是反映了上古时候人类社会的生活状况。
神话故事把一个女人——女娲，说成是人类的祖先，而且还是人类的保护神，不正是母系氏族公社特
征的反映吗？
　　【三皇五帝】在中国的神话中，中国最早有三皇五帝，三皇有争议，五帝也有多种说法，最常见
的说法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
　　【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是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蚩尤也是属于炎帝部落的，后被放逐。
是黄帝打败了炎帝，并且结成联盟（有一种流传不广的传说是蚩尤继承了炎帝的部落首领地位，在涿
鹿大战后继续反抗黄帝）。
此后，黄帝联合炎帝打败了蚩尤，统一了各部落，是为华夏族的起始。
现在中国人是当初炎帝与黄帝的后裔，因此被称为炎黄子孙。
炎黄文明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代名词。
　　【禅让制度】禅让制度是中国原始社会推举部落首领的一种方式，即部落每个人都有表决权，以
多数决定。
候选人（首领）要躲在树林中，然后由族人拥戴他出来。
禹死后，伯益躲在丛林中，等待被大家推举，结果禹的儿子启杀掉伯益，自己继承王位破坏了禅让制
。
　　【《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中国历史自从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才有了确切的纪年，这是因为古
代典籍大量遗失的原因。
比如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朝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造成了典籍的损失。
进入21世纪，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史学界联合各相关门类，经过多年研究，完成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制作了《商周断代工程年表》。
使中国历史能够准确考证到夏朝的建立。
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后世的重要研究成果。
　　研究证实：夏朝是从公元前2070年开始的，公元前1600年结柬的。
夏朝的夏王顺序依次是：离、启、太康、仲康、相、少康、予、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
皋、发、癸，共十七代。
　　研究证实：商朝是从公元前1600年开始的，公元前1046年结柬的。
商朝的商王顺序依次是：汤、太丁、外丙、中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中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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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迁殷前）；公元前1300年盘庚迁殷后，
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研究证实：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开始，公元前771年结束。
历经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厉王（共和当年改元，是为公元
前841年）、宣王、幽王。
　　将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追溯到夏朝开始的公元前2070年。
改变了我国公元前841年以前历史纪年不详的局面。
　　【夏朝兴亡】约公元前2070年，禹治水成功，建立了夏朝。
但禹死后，禹之子启夺得王位，从此，中国历史上的“禅让时代”结束，王位“世袭”制开始。
最高统治者称为“后”，所以夏启也被称为“夏后启”，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初定都在
阳城。
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初形成的国家，是中国奴隶主阶级建立和运用国家机器，确立和进行阶级统治
的开端。
夏朝最后一个君主——桀，由于荒淫无道而被商汤推翻。
　　【二里头文化】据史书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今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
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分布地域和延续年代，都基本上与夏人活动的地域
和时间相符合。
阳城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
　　【商朝兴衰】约公元前1600年，黄河下游的商部落，在首领汤的率领下发兵讨伐荒淫无道的夏桀
，打败夏兵。
夏朝灭亡了。
商汤建立了商朝，以毫为都城。
商朝的王位继承制度是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即，多按年龄的长幼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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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孩子学习的助手　　家长和孩子沟通的桥梁　　促进孩子对课内文化的掌握　　激发孩子对课外
知识的兴趣　　了解三皇五帝　　走近历史名人　　重温往日传奇　　感受今古变迁　　综观世界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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