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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什么？
是史前时代人类与野兽、饥饿、寒冷、疾病相伴的朝生暮死？
或是封建王朝豪门贵族夜夜笙箫的醉生梦死？
是一路坍塌埋葬了所有生灵的黑暗隧道？
还是人们一直在努力搭建的通往未来之桥？
是百姓世世代代流淌着的鲜血和眼泪？
抑或是清晨闪耀在庞大无边的宫殿中的一缕微不足道的光线？
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也许就像英国诗人雪莱说的那样：“历史，是刻在时问记忆石壁上的一首回旋曲。
”它以不同的旋律在人群中重复响起，让聪明人从相似之境中看到智慧，让无能者从相似之境中得到
安慰。
因此，历史学就有了它最重要的功能——经世致用。
唐太宗李世民提出“以史为鉴”，英国学者培根夸赞“读史明智”⋯⋯都是在强调历史学的现实指导
作用。
研究历史，学习历史，可以促使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不断反省、不断思考、不断创新、不断汲取力量
。
    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其史书系统应该是世界上最完整的，其历史遗迹几乎是
世界上最众多的，其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正是这个民族历劫不衰的坚实基础。
所以对于读者来说。
想要了解一下中国的通史非常容易——书籍和资料数不胜数。
但问题正来自于“数不胜数”：中国通史的原始资料无法脱离《二十四史》，以中华书局出版过的标
点本为例，这本最醒目易读的正史，不过76000余页。
如果我们闲来无事，每天坚持看上两页的话，也许这辈子还能读完。
但其中相当多的篇幅是天文地理孝子节妇之类，与今人关联不大。
大概很少有人想了解“茴”字有几种写法或者清朝人是如何看待当时之印度的吧？
  　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学术界始终关注于精深的论文专著，教育界拿研究著作去换取名利和职称
，资本界把包装一新的学术明星推向镁光灯闪耀的舞台。
浅显通俗但又准确生动的人门读物却成为最容易被忽视的类型，但这恰恰才是读者看得最多的书籍。
以受众最大限度的需要为标准，编者参考了众多史料，尽量摒弃了那些陈腐过时的无益信息，保留下
清晰完整的时空脉络，挑选出曲折丰富的故事素材，极力为您提供一套历史知识的人门大餐。
希望读者在看完这套书后，可以抛开历史“应当如是”的演进偏见，而最终寻找到历史“何以如是”
的因果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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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前时期我们的祖先我国境内的原始人类，最著名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丁村人、许家窑人
等，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祖先。
他们生活的漫长历史时期，一般称之为原始群时代。
这是“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始于人类社会的产生，终于母系氏族公社的形成，大约相当于旧石器
时代早期和中期，占原始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
当时的生产力极为低下，先民们主要以采集天然食物和渔猎为生。
他们还必须结成一定的群体，进行互助和抵御野兽的侵袭。
【元谋人】我国是最早出现原始人类的国家之一。
1965年5月，考古人员在云南元谋县发现了两颗古人类的牙齿化石，一为左上内侧门齿，一为右上内侧
门齿。
经研究，这种原始人生存于距今170万年前，较接近于南方古猿，也与后来的北京猿人有不少相似之处
。
因其发现于元谋县，所以命名为“直立人元谋亚种”，俗称“元谋人”。
元谋人具有从南方古猿向直立人过渡的特点，是迄今所知生活在我国境内的最早居民。
【蓝田人】蓝田人生活在距今约8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其化石于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公主岭被发现，
为一女性的头盖骨、鼻骨、上颌骨和3颗牙齿。
蓝田人使用的石器较粗糙、简单，器型不规整，但石器的使用已有相当程度的分工。
由遗址中的炭末可知蓝田人已会用火。
同时，考古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了剑齿虎、剑齿象、大角鹿等动物化石。
蓝田人生活在亚热带森林和草原交接地带，以采集食物为主，也从事一定的狩猎活动。
【北京人】北京人生活于约50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因发现于北京西南周口店而得名。
自1927年以来，考古人员在周口店猿人洞多次进行发掘，获得的遗骨分属40多个男女个体。
据研究可知，北京人已懂得对不同石料采用不同的加工方法，主要器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
其中小尖状器较精致，是世界上其他同时期遗址中所没有的。
遗址中有火烧过的石头、兽骨、朴树籽和木炭，说明北京人已会用火及管理火。
北京人居住地点的周围有河流、沼泽、森林、草原和沙漠，食物来源较为丰富。
他们几十人住在一起，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生活。
北京周口店猿人洞自发掘以来，在10年问先后出土了5个较完整的头盖骨，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5个头盖骨均神秘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如同当年出土时一样，再度震惊了整个世界。
【丁村人】丁村人生活于约10万至6万年前，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因发现于山西襄汾县丁村而得名。
1954年发现一个十几岁儿童的3颗牙齿，1976年又发现另一儿童的顶骨。
丁村人属于早期智人，制作石器的技术比北京人进步。
遗址中发现的两千余件石器，普遍粗大厚重，但石器类型已较为明显，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
石球，以大三棱尖状器最具特色。
石球可能用作流星索，是狩猎工具，三棱尖状器则可能是掘土工具。
丁村人过着狩猎和采集的生活，以猎鹿类动物为主，也采集一些厚壳蚌为食。
【许家窑人】许家窑人生活于距今约1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因1973年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
而得名。
遗址中发现原始人的顶骨、枕骨、上下颌骨、牙齿等各种化石，代表十多个不同的个体。
许家窑人的体质近似北京人而较进步，应当是北京人的后裔，属“古人”阶段。
遗址内发现14000余件石器，以细小石器居多，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钻和石球等，此外还有
骨角器。
其中的石球数量很多，可能是在猎获大型野兽时使用的。
另外，从遗址中的灰烬、木炭和烧骨来看，可知许家窑人也已经用上了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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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火的使用】原始先民们最初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不知道用火，甚至对火充满了畏惧。
有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引燃大片森林，动物四散逃命。
大火灭后一段时间，幸存下来的先民们失去了重要的食物来源，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在灰烬中寻找可吃的东西。
不久，他们惊喜地发现，被火烧过的动物肉味道鲜美，比以往吃的生肉不知要好多少倍。
于是，他们开始留意将火种保存起来。
后来又经过长期的实践，先民们发现火不但能烧熟食物，还能照明、驱寒，于是就有意识地采集火种
，并开始用火将食物烧熟了再吃。
【弓箭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前期，考古人员在山西朔县峙峪发现峙峪人遗址，距今约有2.8万年。
该遗址共出土石制品1500余件，其中有一件用薄长石片磨制的燧石箭头，这意味着峙峪人已开始使用
弓箭。
峙峪弓箭也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
弓箭是火器发明前人类的重要武器之一。
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在征服自然方面又有了新的飞跃。
母系氏族公社是氏族社会的主要阶段，其特征是：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辈分根据母系来
计算。
这时普遍实行族外通婚，就是不许同一氏族内部的男女通婚，只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才可结为
夫妻。
后来逐渐发展为对偶婚，即在互婚的男女群中各有一个主要配偶，但并不十分严格，因此子女仍是知
其母而不知其父。
母系氏族公社实行原始共产主义，氏族财产由氏族成员共同拥有。
【山顶洞人】山顶洞人生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1.8万年，因1933年发现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而
得名。
出土的化石有头骨3具及下颌骨、脊椎骨、膑骨、肢骨、牙齿等若干，至少代表8个个体。
遗址中发现少量石器，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和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
还发现有用穿孔的兽牙、石珠、小砾石等做的装饰品。
骨器中有一长83毫米的骨针，针眼细小，尖端锐利，针身圆滑，表明山顶洞人已能用兽皮缝制衣服。
遗址中有灰烬遗迹，也发现有埋葬死者并在死者身旁撒赤铁矿粉末的习俗，说明原始的宗教观念已经
形成。
山顶洞人过着狩猎、采集和捕鱼的生活，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河姆渡文化】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下游地区，属于新石器时代繁荣期，距今约6800年。
因1973年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村而得名。
河姆渡人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骨耜、骨镞等，陶器则有釜、钵、罐、盆、盘等，均为手制的黑
陶。
考古发掘时发现有很多稻谷、稻壳、稻茎的遗存，证明河姆渡人已大量种植水稻。
当时，人们用动物的肩胛骨制成骨耜，凿孔穿绳，绑上木柄，用来翻土耕作；收割则使用石刀，舂米
使用木杵。
在河姆渡人的生活中，渔猎仍占重要地位，但也已经驯养猪、狗、牛等家畜。
此外，在该遗址还发现一种类似今天傣家竹楼的干栏式建筑，证明河姆渡人已掌握了较先进的建筑技
术。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首次证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存在辉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仰韶文化】1921年，人们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其年代约为公元
前5000-前3000年，因遗物中最有特点的器物是彩陶器，故又称作“彩陶文化”。
在仰韶文化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发现有各种刻画符号，有学者认为是原始文字或与文字有关。
常见陶器多为手制，晚期出现个别轮制的，器种有釜、鼎、碗、钵、盆等。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和骨器为主，常见的有铲、斧、刀、锥、纺轮等。
装饰品有骨珠、陶环、石环、兽牙、穿孔蚌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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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人已过着定居生活。
居民以农业为主，畜牧、渔猎和采集为辅。
主要农作物是粟，家畜主要有猪和狗。
考古研究证实，仰韶文化的早、中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
【半坡遗址】半坡村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是一个保存较完整的原始村落遗址。
遗址内的房屋有大有小，并且已形成一定的布局。
生产工具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以石器为主，有石斧、石铲、石刀等，多磨制得比较精细。
半坡村遗址已处于锄耕农业阶段，谷物有粟、稻等，还开始种植白菜、芥菜等。
半坡人也已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
除农业和饲养业外，居民们还从事捕鱼、狩猎、采果子等活动，以补贴生活。
在半坡遗址出土的部分彩陶上，刻画着各种符号，可能是中国古文字的萌芽。
【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约6000年，主要分布于西辽河流域，华北平原、
东北平原和内蒙古平原的过渡地带。
因1935年首次在内蒙古赤峰红山发现，故名红山文化。
该文化的陶器主要有红陶和夹沙褐陶，其中红陶多彩绘，器型有钵、碗、小口罐等。
石器有打制、磨制、琢制和细石器等类，玉器则有璧、环和各种玉饰等，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卷曲的玉
龙。
此外，还发现了墙壁彩绘的建筑遗迹以及泥塑人像和动物像。
红山文化的原始农业有一定的发展，畜牧和狩猎占重要地位，这从出土的鹿、猪、羊等骨骼化石中可
以得以验证。
红山文化与中原的仰韶文化关系比较密切。
【人工取火的发明】在山顶洞遗址中，人们发现了赤铁矿碎块、灰烬、炭块以及烧黑的兽骨片，证明
山顶洞人已经能够人工取火。
人工取火，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掌握了改变外部世界的强大力量，这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是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男子在生产生活中
居于支配地位，辈分按父系计算。
父系氏族公社是随着农牧业的发展而形成的。
此时，男子不再以渔猎为主，而是代替妇女从事农业和饲养业，妇女在生产上退居次要地位。
于是母系氏族制自然瓦解。
历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于山东境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文化之一。
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宁阳堡大汶口，故名。
大汶口人有拔去两侧门齿的习俗，已从事农业生产并定居下来。
家畜饲养发达，渔猎为副业。
大汶口早期属于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男
女合葬，父系家长制确立，并已出现贫富分化。
大汶口人的代表性器物有陶背壶、大镂孔豆等，装饰技法有彩绘、镂孔、刻画等。
〔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距今约5000——4000年。
因1928年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
龙山文化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龙山文化的经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很发达。
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
陶器主要有灰陶和黑陶，以黑陶最具代表性，故龙山文化又常称为“黑陶文化”。
由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卜骨推断，当时的原始宗教处于比较繁荣的阶段。
学术界认为龙山文化是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
〔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距今约5000年。
因1936年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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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人的制陶技术相当进步，普遍采用轮制，胎薄而匀称，类似蛋壳陶。
良渚陶器造型精致，典型器型有断面丁字形足鼎、圈足盘、高颈弧腹罐等，以泥质轮制朱绘黑陶最具
特色。
良渚玉器种类繁多，工艺高超。
此外，竹器、木器、纺织等都达到较高的工艺水平。
良渚人已有剩余产品用于交换，私有制迅速发展，贫富分化加剧，这表明其已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
〔私有制的萌芽〕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人们生产的劳动产品，除维持自身生存
之外，有了一定的剩余，这成为私有制产生的物质基础。
这时，一些氏族首领为占有更多的产品供自己享用，便利用其担任公职的便利条件，在本氏族内部分
配产品以及对外交换剩余产品的过程中，将一些共有财产据为已有。
私人占有财产的现象由此出现。
原始社会的经济原始社会后期，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方式，由单纯依靠采集、渔猎过渡到以农业、畜
牧业为主。
原始社会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虽极为低下，但为过渡到农业社会积累了宝贵经验，故被称为人类经济史
上的第一次重大革命。
〔原始农业的出现〕新石器时代是农业发展史上的最早阶段。
人类以石器为生产工具，进行植物栽培的简单农事活动。
后来，人们又在渔猎的过程中发现某些动物便于饲养，于是渐渐发展起原始的饲养业。
当时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十分简陋，主要有石刀、石铲、石锄等，采用的耕作方法也以刀耕火种为主
。
在劳动中，人们实行简单的集体协作。
【最早的农作物】新石器时代的农作物以粟、稻为代表，其分布大体以秦岭、淮河为界。
早在七八千年前，粟便是黄河流域黄土地带的重要农作物之一，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墓葬中，都发现
有炭化的粟粒或粟壳。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不少稻谷、稻壳、稻秆和稻叶的遗存，这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栽培稻
。
此外，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发现少量菜籽。
研究人员在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窖穴中发现了油菜种子，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葫芦籽，在西安半坡遗
址则发现了芥菜或白菜一类作物的种子，证明当时已开始栽培蔬菜。
【最早的农业工具】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原始农业进入一个新阶段，其突出标志是农业工具的出现
。
由于当时人们的食物以谷物为主，必然要扩大种植面积，以养活日益增多的人口。
然而适宜耕种的沃土是有限的，必须开辟新的耕地。
为了使庄稼顺利生长，必须平整土地，而这些作业靠双手是无法完成的，于是各种农业工具应运而生
：用来砍伐的石斧、石锛，用来平整土地的耒耜，用来收割的石刀、石镰，用于脱壳的石磨、石棒等
。
【最早驯养的家畜】中国是最早驯养家畜的国家之一。
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在长期狩猎的劳动实践中，为了补充食物，时常将一些活捉的小
动物带回家饲养，久而久之，他们发现某些动物比较适合饲养。
在著名的河姆渡遗址中，就曾出土大量的家猪化石。
而在四五千年前，先民们又将野鸡驯化为家鸡。
原始畜牧业逐渐产生，并成为原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社会的手工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原始先民们在生存之外，开始了对更高层次生活的追
求，原始手工艺随之诞生。
大量原始社会工艺品的出土，说明当时的人已有了爱美的观念。
这种观念，突出体现在陶器、骨器、玉器、铜器等原始器具的制作方面。
【彩陶艺术】新石器时代的制陶业是当时手工业的大宗，陶器的种类很多，有灰陶、红陶、彩陶、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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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白陶、釉陶等。
其中最精美的陶器当属彩陶。
在原始彩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仰韶文化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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