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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光辉历史，源远流长，精彩纷呈，底蕴丰厚。
　　中华大地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早在约八百万年以前，在云南的开远、禄丰等地已经生活着古猿。
此后，经过漫长时间的进化，产生了不同时期的原始人、氏族部落。
如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山顶洞人及半坡人等等。
同时，经历了原始人群、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几个阶段。
　　我国又是一个有着辉煌文明的古老国度。
从步入文明的门槛之日起，我国先后经历了夏朝、商朝、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东汉、三
国、西晋、东晋十六国、南北朝、隋朝、唐朝、五代、宋辽夏金、元朝、明朝和清朝等等历史时期。
历代统治者，以其各自的政绩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内容不同的剧目，或名垂青史，或遗臭万年。
其中在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经历了奴隶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
从战国开始，封建社会孕育形成，秦朝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封建帝国。
此后，两汉王朝是封建社会迅速成长的阶段，唐、宋时期经历了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代，至明、清两
代，封建社会盛极而衰，并最终步入多灾多难的近代社会。
　　在数千年的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勇于探索的聪明才智，谱写了波澜壮
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同期世界历史上极其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万里长城、大运河、明清故宫以及多姿多彩的各种出土文物，无不反映出大胆、高超的生产技术；同
时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领域产生了无数杰出的人物。
创造出无比博大、深厚的业绩；而包括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这“四大发明”在内的无数科
技成就，更使全人类获益非浅。
　　古代的华夏，勇于进取，以开阔的胸怀包容四海，开拓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涌现出多民族融
合的壮观景象，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与此同时，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中华民族一方面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之所长，另一方面更尽自己
之所能，无私地将自己取得的卓越成果推向世界。
　　我国的历史是壮观的，是精彩的，更是灿烂的，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我们每一个华夏子孙可以
为之自豪的。
希望在本书的引导下读者更加了解我国光辉灿烂的历史，进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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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那么在这悠久的历史中，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有历史意义、有趣的故事呢？
本书选取了影响中国历史的主要事件，从奴隶制国家夏朝开始，一直讲述到了八一南昌起义，可以说
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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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备听了诸葛亮这番议论后，茅塞顿开，欣然接受诸葛亮的计谋，并请诸葛亮辅佐自己完成大业
。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隆中对”的故事。
　　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于公元208年联合孙权，在赤壁大败曹操，而后在荆州站稳了脚跟。
公元221年，刘备自封汉昭烈帝，建立蜀国。
诸葛亮任蜀国丞相。
两年以后，刘备病死白帝城（今四川奉节）。
临死之前，他把蜀国大权托付给诸葛亮。
　　诸葛亮辅政后，为了扫除西南少数民族的叛乱，免除蜀国后顾之忧，从公元225年起，他亲领蜀军
南征。
诸葛亮采纳部将马谡的建议，“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七次活捉南中（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
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又七次放走孟获，最终使孟获心服口服，归顺蜀国。
　　第一次，诸葛亮设下埋伏，俘虏了孟获。
孟获不服气地说：　　“是我自己不小心，中了你的计！
”诸葛亮见他心不服，就说：　　“既然这样，我放了你。
”　　孟获回去后，重整军队，又来进攻。
有勇无谋的孟获哪是诸葛亮的对手。
第二次进攻，又被俘虏。
孟获还是不服，诸葛亮又放了他。
　　就这样捉了放，放了捉，一直到第七次捉到孟获，诸葛亮又要放他，可孟获不愿走了。
他感动地说：“丞相七擒七纵，对我可真是仁至义尽了，我打心里佩服。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反叛了。
”　　此后，南中地区重归蜀汉控制。
　　诸葛亮精通兵法。
在与对手交战中，他能准确地分析判断敌我双方的优劣，利用敌手的弱点，出其不意，攻击不备，战
胜敌手。
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有这么个故事：　　诸葛亮驻营阳平城（今陕西汉中）时，派大将魏延率领
主力东进伐魏，魏国大将司马懿率20万魏军西进抗击。
两军对行走岔了道，谁也没有碰上谁。
司马懿军队突然进抵阳平城下，诸葛亮欲守少兵，欲搬救兵也来不及了。
眼看着阳平就要被魏军攻克，城内军民惊慌不已，准备逃命。
诸葛亮泰然自若，他命令士兵全部偃旗息鼓，打开城门，派几个百姓在城门口扫地洒水，自己轻松地
坐在城门楼上弹筝。
多心好疑的司马懿来到城外，只见诸葛亮脸色坦然，毫无惊慌之态，弦音流畅毫不乱章法，越看越像
是诸葛亮早有预谋，越听越以为蜀军在城中设了埋伏。
于是，司马懿赶忙下令退兵。
第二天，魏军密探打听到城中的少量蜀军已经连夜撤走，司马懿这才知上了诸葛亮的当，后悔不及。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空城计”故事由来。
　　当然，“空城计”故事是否实有其事，今天已无法考证，但《三国演义》描写这个故事，却反映
了人们对诸葛亮大智大勇的钦佩。
　　诸葛亮还会摆弄“奇技巧术”。
据说，经他改进的连弩，一次能发十支箭，大大提高了连弩的威力。
他发明的“木牛流马”，在当时是山地运输极好的工具。
他观气象、看风水，什么时候要下雨，什么时候刮什么风，也能“猜”出八九不离十。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魏国，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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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听说诸葛亮死了，急忙率兵追杀过来。
势单力薄又失去军师的蜀军，按照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在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附近突然杀个
回马枪。
司马懿以为诸葛亮还活着，急忙下令撤退，生怕又中了诸葛亮的计。
结果，蜀军护送诸葛亮遗体安然撤走，司马懿又上了诸葛亮的当。
后来，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嘲笑司马懿说“死诸葛吓走了活仲达”（仲达是司马懿的字）。
　　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的智慧和品格一直为人们所赞颂，连诸葛亮的敌手司马懿也称赞他是“天下奇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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