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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夏商周三代是中华文明初步定型的时期，又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古老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荣的
时期。
从尧舜时代的天下为公到启继父位家天下局面的出现，从夏朝的建立到商周中华文明的辉煌灿烂，中
华民族发生了伟大的历史变革，创造出惊人的文化成就，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开拓出中华民族独特的历史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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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夏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二 夏朝的灭亡及商王朝的建立
三 商朝的发展和衰落
四 殷墟与甲骨文
五 西周的建立
六 周的制度
七 西周的社会经济
八 社会矛盾激化与西周覆灭
九 西周的科技与文化
十 夏商周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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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夏朝的建立　　在中国古代，禅让制是统治者更迭的一种方式，指在位君主生前便将统治
权让给他人。
禅让制专指“五帝”时代，即尧舜禹的时代。
传说，尧年老之后，自动让位给舜。
禅让是在位君主自愿进行的，是为了让更贤能的人统治国家。
　　在夏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
因为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
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
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住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
贵族劳动。
这样，就渐渐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加上禹品德高尚，深得万民的拥戴。
舜去世后，禹正式成为部落联盟的领袖。
禹继舜位后，便开始了历史上的夏朝。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禹是夏朝的第一个国君。
禹当上夏朝的国君后，没有忘记肩负的重任，没有忘记天下的长治久安，虽然身居高位，却不贪图享
乐。
为了治理天下，他还了解民情，深得人民的爱戴。
夏的势力也随之增强，成为部族联盟首领。
　　而后，禹一改舜的和平政策，联合诸部落讨伐西南的少数民族——三苗，把三苗从长江流域驱赶
到南方。
因为在讨伐三苗时，东方的九夷部落没有出兵相助，大禹为此又讨伐九夷。
这也说明大禹的权力远远超过了舜。
禹王晚年有一次在茅山（今浙江绍兴）召集各部落首领，想借商议大事之名再显示一下威风，巩固他
对各部落的控制。
而离茅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部落，叫防风氏。
这防风氏对禹的权力并不尊重，开会时故意很晚才来。
禹见此情况大怒，下令处死了防风氏。
各部落的首领见禹是这样威严，个个俯首帖耳，唯禹王之命是从，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
盟首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王。
　　禹在对外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俘获很多奴隶和财富。
这时他的儿子启势力已经很大。
他看到父亲担任部落联盟首长，生活富裕而且很有权势，早就想继承这个职位。
但是，鉴于禅让的传统，禹到了晚年，也开始四处查访，有个夷人首领皋陶原来做过禹的助手，曾经
帮助禹治理政事。
禹决定推举皋陶为继承人，但是由于年事已高，没等到继位，皋陶就病死了。
后来经过商议，又一致推举皋陶的儿子伯益做他的继承人。
伯益曾经是大禹治水的一名主要助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伯益是仅次于大禹的一位英雄。
但是随着王位的巩固，禹越来越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权应该由自己的儿子来接管，而不能让别
的什么人来继承。
夏部落的多数奴隶主贵族，也都不愿意把这个权力让给别的部落。
　　可是伯益功劳卓著，威望极高。
禹王感到众怒难犯，只好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后来他想到：自己所以能顺利地继承舜位，一是当年治水有功得到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二是舜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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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做继承人之后，就让自己行使治理天下的大权。
所以，禹把治理天下的大权让儿子去执行，而只给伯益一个继承人的名义。
过了几年，他的儿子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益作为继承人
，却没有新的政绩，他过去办的好事，人们也渐渐淡忘了。
禹死后，启便在夏部落奴隶主贵族的支持下，废除了禅让制度，继承了父亲的职位，行使起王权。
　　为此，伯益召集东夷部族率军攻打启。
而启早有防备，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伯益的军队。
从此，父亡子继的家天下制度便取代了任人唯贤的公天下制度。
但许多部族对他改变禅让传统的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
有一个部族首领叫做有扈氏，站出来反对夏启的做法，要求他按照部落会议的决定，还位于伯益。
于是，夏启就和有扈氏在甘泽地方（今陕西户县一带）发生了战争。
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有扈氏被打败了，有扈部落的成员被罚做奴隶。
从此，夏启的王位终于坐稳了。
为了庆祝胜利，夏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州）举行了大规模的宴会，史称“钧台之享”。
启公开宣布自己是夏朝的第二代国君。
夏王朝建立以后，它的疆域扩展到西起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东至河南省、山东省和河北省三省
交界处；南起湖北省，北至河北省。
当时夏的势力延伸到黄河南北，甚至长江流域。
夏王朝先后建都阳城（今河南省登封的东部）、酌郡（今河南省登封的西北部）、安邑（山西省夏县
西北部）等地。
　　夏启年老时，他的几个儿子激烈地争夺着继承权。
发生了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小儿子武观（一说为幼弟）因为争得最凶，启就将他放逐到黄
河西岸（今陕西一带）。
武观聚众反叛，启派大将彭伯寿带兵将他打败，并押来见启。
武观只好认罪服输。
不久，夏启因荒淫过度而病死。
太康即位，太康荒淫无度，不理政事，东夷族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朝内部王权之争，夺取了王位。
但是不久后羿被东夷族伯明氏寒浞所杀。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
仲康死后，其子相夺回王位，即少康。
夏朝政权经过较长时间才稳定下来，王位世袭制得以巩固。
王位世袭制是走向奴隶制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场重大的社会变革。
随着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机构体制也随之建立起来。
　　当时，随着氏族部落间掠夺战争的加剧，越来越多的俘虏变成了奴隶。
在氏族内部，由于私有制的发展，耕地逐渐被分配到各个家庭使用。
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富有家庭的家长们，为了取得更多的财富，开始掠夺本氏族成员占有的生产资料。
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这些部落首领和富有家庭的家长成为奴隶主。
而多数人丧失了生产资料，成为平民或游民，有的被迫为奴隶主劳动，沦为奴隶。
于是，社会上形成了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抗的阶级。
奴隶是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可以任意地打骂、杀害，甚至当做商品进行交换。
私有制确立了，贵族们的财富和奴隶也理所当然地传给子孙后代。
经济基础的这种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世袭和禅让相比，是一种含有进步意义的新制度。
公元前21世纪，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几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
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它的诞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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