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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史是一部书卷，记录的是王朝的兴衰，写下的是将相的勇懦；历史是一面镜子，照出忠奸善恶
，照出成败兴亡；历史是一面筛子，筛除的是枯木朽枝，留下的是粲花之精。
哪怕当时他是多么的风光无限、名闻天下，在历史的网眼里，他也只是一颗无足轻重的尘埃，无声无
息地淡化在岁月的长河里。
也许他一世清贫、两袖清风，但在历史的网眼里，他却变得分量十足、光彩夺目。
所以说，读史使人明智。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人物众多、事件繁杂，原非一本书籍所能详尽囊括其中。
那么，如何能够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对中国的历史有所了解，清晰地掌握历史，并对中国历史产生
浓厚兴趣，成为编纂本书的出发点。
　　纵览中国有明确记载以来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帝王史”，没有哪个朝代没有帝王。
在古代专制社会中，帝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掌握着生杀大权，被鼓吹
为“君权神授”，并被赋予了“神”的色彩。
因此，一个王朝就足当朝帝王的王朝，史书即使没有记载当时的统治者，也大都和当朝帝王有所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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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本书从中国历史的起源开始，按历代帝王的先后顺序编排事件、故事。
既独立成篇，又相互联属，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概貌：取材准确，裁剪精当，是一册理
想的历史入门读物。
    错过的历史，错不过的文字。
一书在手，中国历史了然于胸。
    一个远离历史文明、头脑中失去这方面知识的人是贫穷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只有全面了解民族的历史。
才能更好地把握今天，创造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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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剑涛，著名畅销书策划、编辑，个性创意设计者，资深文学艺人。
曾在多家文化公司、广告集团任职，并为多家网络媒体和杂志社撰稿。
他对文字有着特殊的感情，在他身上，总能发现一种老成的稳重、青年的激情。
这在他的文字中也卓显无遗。
 
    马剑涛先生自幼便展露出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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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历史学家看来，有巢氏更像一首流传至今的创世史诗。
上古之世，古人居无定所，饱受禽兽蛇虺荼毒。
后来，有位圣人发现，在树上建筑房屋，既可挡风遮雨，又能躲避禽兽，古人欣喜无比，纷纷效仿，
尔后拥立这位圣人为王，号“有巢氏”。
从这个朴素的名号看来，有巢氏早已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而是一位创造了历史的平民英雄。
　　古史的年代越久，给后人留下的谜团也就越多，有巢氏便是如此：他率领子民在哪里筑巢为室？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在流传至今的史籍的缝隙中，后人只能捕捉一点关于他的流光碎影。
《遁甲开山图》记载，山东琅邪过去有座石楼山，有巢氏曾占据此山，王天下百余代。
这里似乎是有巢氏王国的政治中心。
无独有偶，荆楚之地也流传着有巢氏的传说。
春秋时期，晋楚交战，楚共王“登巢车以望晋军”。
这里的“巢车”，是在八轮车上树立一根高竿，竿上安辘轳，然后将一个方四尺、高五尺的板屋拉上
高竿，用于窥探敌军动向，如同鸟巢一样。
显然，这种“巢车”与楚地盛行的巢居文化不无联系，古人先在树上巢居，尔后才有了创造巢车的灵
感。
扬雄《荆州箴》曾有“南巢茫茫，包荆与楚”之句，这里的“南巢”即是荆楚之地，夏代末年，这里
生活着一个叫南巢氏的部落，是夏的同盟部族，夏桀还曾来此避难；后来，南巢逐渐成为荆楚之地巢
居民族的通称，有学者认为，有巢氏可能正是来自荆楚之地众多的巢居民族。
　　还有史学家说.有巢氏是来自巴蜀之地的一个古老部落。
透过甲骨文，我们似乎能找到另一条线索。
历史上，周人对一个叫“巢”的小国并不友好，不远千里派兵征讨，似乎有什么深仇大恨，蜀人与周
人也有过节儿，怪不得在周王朝的青铜器上，巢、蜀连在了一起。
学者谭继和认为，巢、蜀两国可能相距不远，巢国与蜀国相连，它的得名，或许源于部落巢居的传统
。
昆明族、弥牟镇、靠近蜀地的巢国，无不彰显着有巢氏与巴蜀之地的神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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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李世民　　看尽历代王朝更替，历经无数繁荣沧桑，　　探寻历史漫漫长卷，感触中华文化
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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