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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大百科全书》全面介绍了人类已有知识，被誉为“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化工程”、“一切才智
之士的知识背景”。
全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先后组织的3万余名专家学者智慧的结
晶，其中汇聚了各个领域的名家巨匠。
这些名家所撰写的各类条目，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忆，甚至许多名家的文学已成为时代的绝响
。
这些名家所撰写的知识主题涉及各个领域，他们以精当简洁的文字，系统概括了一门学科的全貌，虽
然篇幅短小，但充满深厚的学识积淀。

本书是其中的《先秦史》。
 《先秦史》由刘起釪、安金槐、胡厚宣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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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先秦史学家。
湖南安化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主要著作有《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尚书学史》等。

考古学家。
河南登封人。
曾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等。

甲骨学、商史学家。
河北望都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曾任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
主要著作有《甲骨学商史论丛》、《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殷墟发掘》等。

历史学家。
北京人。
清华大学教授。
兼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等职。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分支编写组先秦史主编。
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等。

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分支编写组先秦史副主编。
主要著作有《先秦两汉史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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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说时期
 西周文献中的古史神话传说
 《天问》所载的古史神话传说
 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
 汉代后起的古史神话传说
 近世对传说时期的认识
夏
 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其遗迹
 夏代王权的变革
 夏王朝的统治与剥削
 农业
 手工业
 文化艺术
商
 起源与发展
 社会生产
 阶级关系
 方国各族
 文字和宗教
 科学和文化
西周
 西周的兴亡
 典章制度
 社会经济
 文化思想
春秋
 经济
 政治制度
 强国的争霸活动
 晋的崛起和文公的霸业
 各国君主权力下替和卿大夫的兼并斗争
 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关系
 孔子及其学说思想
战国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份的劳动生产者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官制、兵制和法律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边境内外各族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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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春秋战国前期的古史传说　　春秋到战国前期的主要文献《国语》、《左传》中，叙古帝古神名
增多，古史传说繁备。
最要者开始说虞、夏、商、周四代相承，其始祖神是虞幕、夏禹、商契、周弃，以及每代必祭的几名
宗祖神；齐、楚、秦的宗祖神亦提出；排出黄帝、炎帝、共工、太嗥（昊）、少嗥、颛顼前后相承的
古帝名次，以及他们的一些遗墟所在；又有与尧、舜族相联合的高阳氏、高辛氏后裔十六族，以及与
尧、舜族作斗争的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缙云氏后裔四个族。
其中高辛为商、唐二族的共祖，颛顼为舜及楚的共祖。
而禹的事绩亦增多，他除敷土地治洪水外，还划分九州，成为社神。
　　此期古史传说中的始祖、宗神系统更加繁备。
商、周、姜、赢、芈、苗等实有其族者，祖先全出自本族始祖系统；而传说中的虞代，除奉东方诸宗
神外，又以西方黄帝为始祖，然后组合成其祖先体系。
夏代虽自始至终以西方宗神为祖先体系，但因东进建立王朝后与东方部族融合，遂将东方的宗神颛顼
迎入自己的祖先体系中，作为本族始祖黄帝的后代。
此外在东方另出现了几个显族的世系。
又此时的东方的尧的地位比《天问》时已有提高，但仍不突出，尚未成为宗神。
　　战国时的一部神话故事全集《山海经》，把流传到当时的古代神话全都汇集在书里，在书的后半
部出现了许多神的世系。
该书分《山经》、《海经》两部分。
《山经》当写成于战国前期，《海经》当写定于秦或秦汉之际。
书中叙神话人物世系在《海经》，《山经》则只零星举到一些神名和他们一些活动，可知诸神世系的
排成在秦汉之际，只是神话的内容沿自古代传说。
在《山海经》中，不仅包括其他典籍中的大部分古史神话人物，而且新的神也多至不可胜数，如各地
、各山皆有司守之神或居住之神，有名的西王母也首见于此书。
但帝尧仍未入诸神世系，其地位较低。
战国中后期加工编成的古史传说　　战国诸子为宣扬自己学说，竞相称说古史。
儒、墨、道、法、兵、杂各家及纵横辩士、诗赋家，都多少不等谈到古史人物。
除道、法、兵家曾提出过新的古帝外，其余各家大都据原有的传说人物编成自己学说。
　　①儒、墨推崇尧、舜、禹的&ldquo;二帝三王&rdquo;历史系统，盛称尧、舜。
儒家说尧和天一样大，尧、舜、禹是取法天道的道德最高的圣王；墨家说他们是各以其贤能被举递相
禅让的圣王。
儒家搜集材料编《尧典》、《皋陶谟》并加工《禹贡》，塑造尧、舜、禹的盛德大业，编成&ldquo;二
帝（尧、舜）三王（禹、汤、周文王）&rdquo;历史系统。
原地位颇低的尧顿成圣王，汤、文王也尊不可言。
故儒家出于政治目的编排的二帝三王系统，与古史记载自不相同。
　　②出现了两种&ldquo;五帝&rdquo;说。
&ldquo;二帝三王&rdquo;历史系统流传之后，到战国后期增益成&ldquo;五帝三王&rdquo;的历史系统。
在尧、舜之前增加三帝，提出第一种&ldquo;五帝&rdquo;说的是《五帝德》，系摘《帝系》中的黄帝
、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
第二种&ldquo;五帝&rdquo;说由《易&middot;系辞》和《国策&middot;赵策》提出，为包牺（伏羲）、
神农、黄帝、尧、舜。
　　③道、法、兵家等提出众多古帝名。
《管子》说有&ldquo;七十九代之君&rdquo;。
《封禅》说&ldquo;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
&rdquo;《庄子》列举一个十二人古帝系统：容成、大庭、伯皇、中央、栗陆、骊畜、轩辕、赫胥、尊
卢、祝融、伏羲、神农，所列伏羲、神农远在轩辕之后，居古帝系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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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列举柏皇、栗陆、黎连、轩辕、共工、宗卢、祝融、庸成、混沌、吴英、有巢、朱襄、葛天
、阴康、无怀，共十五氏。
而时代不确切的《逸周书》列古帝二十六氏，其名多稀见者，似为战国晚期所增加。
　　④杂家《吕氏春秋》第三种五帝说及其余古帝。
《吕氏春秋》汇集众说，故有不同古帝说法。
《十二纪》提出第三种五帝说，为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
《古乐篇》列古帝名次为：朱襄氏、葛天氏、陶唐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文王
、周武王、成王。
《应同篇》把战国末阴阳家邹衍所提按五德转移的古帝循环系统实定为：黄帝（土）一夏（木）一商
（金）一周（火）一（水），在夏、商、周前只有一古帝，和《诗》、《书》历史系统相同，只是改
从众说以禹为夏祖，改以黄帝为三代共祖，回到了最早所传较可靠的古史系统。
　　⑤《楚辞》中的吉帝。
南方《楚辞》中，有楚始祖高阳，还有高辛、尧、舜、鲧、禹、咎繇（皋陶）及夏、商、周一些历史
人物与神话人物，全都出自中原传说。
可见当时南北各族融合程度之深，已确认同出于华夏共同祖先。
　　⑥有巢、燧人等氏的提出。
战国后期诸子，提出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田氏，均在黄帝前。
这四位具有象征性名号的神，代表着中国祖先所经历的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蒙昧时代三个阶段和野蛮
时代低级阶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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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先秦史》的编辑是根据原文的发展脉络，提取相关的政治、经济、
历史、军事、科技、文化、宗教、地理及人物、传说、事件、著作等诸多知识点，作为知识链接，通
过对正文知识点和背景知识的补充说明，帮助读者加深对名家文字的理解，并在版式上将正文中的链
接知识点及链接注释文字，以利于读者识别和阅读。
另外，还从图、文两方面辅助读者阅读。
它是将百科全书通俗化、深入大众并适应时代潮流的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
 本书为&ldquo;中国大百科全书名家文库&rdquo;丛书之《先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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