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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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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武王灭商》为丛书之一，介绍武王灭商的有关内容。
　　《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武王灭商》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
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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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初兴：商朝的建立与发展二、没落：商朝末代国君商纣的统治三、崛起：周部落的发展及其与商
的矛盾四、备战：周武王时期的统治五、决战：武王伐纣六、更迭：商亡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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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商纣其人    商纣王在位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1075年一前1046年，是商朝第三十代君主，也是商
朝的亡国之君。
商纣王是商帝乙的小儿子，名辛。
原来帝乙是有一个大儿子的，名字叫做微子启，为人很仁厚，但是因为他母亲出身寒微，他不能即位
，所以帝乙正后的儿子辛继承了王位。
    据有的史书记载，帝辛博闻广见，思维敏捷、天资聪颖，领悟力奇高，才智足以对复杂的事情迅速
作出准确的判断。
在他长大之后，力量超凡，是少见的大力士，能空手与野兽格斗，和牛比试力量，据说他能把九头正
在奔跑的牛拉得个个倒退。
    在帝辛即位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有过一些作为。
当时的政治也还清明，四海也还宾服。
只是江淮间的夷人，还不时有入侵的情况发生。
当时的东夷常常向商朝所在地发动进攻，掳去大量百姓作奴隶，对商朝是个威胁。
纣王的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一场，但没有取得胜利。
    帝辛即位后铸造大量兵器，在第八年的时候，纣王决心御驾亲征，彻底制伏夷人。
纣王身着戎装，在大臣的陪伴下，举行了告庙典礼，接着在大校场杀牲祭旗，鸣炮启驾。
此时的纣王坐在四马拉的战车上，东征大军出淇水关，越过淇水，跨过滚滚北流的大河，在黎邑会合
了诸侯发来的军队。
纣王作了征东夷的誓师后，东征大军便直奔商邑（今河南商邱）而去。
在商邑略事休息，第三天便向攸地（今安徽桐城县）开拔。
到达攸地后，纣王接受了攸侯的参拜及军情的汇报。
纣王的大军在攸侯军队的前导下随即开赴前线。
东夷各部联合起来进行抵抗，但挡不住纣王的攻势。
商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一直打到长江下游，降服了大多数东夷部落，俘虏了成千上万的东夷人，大
获全胜。
后来纣王的军队在夷方国域大肆威势之后，即于次年正月，由前线返回攸地。
再入商邑。
在商邑举行了告庙后，纣王的大军便走上返国的道路。
在返国途中，遇上风景好的地方’便流连几天；碰上好的围场，便狩猎一番。
边走边玩，兴致勃勃。
直到暮春天气，王师才回到都城。
    这样的争斗，虽有掠夺性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也加速了中原先进文明向江淮地区的传播，促进了民
族融合。
从此以后，中原和东南一带的交通得到开发，中部和东南部的关系密切了。
中原地区的文化逐渐传播到了东南地区，使当地人民利用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发展了生产。
    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帝辛也一直被公认为与夏桀齐肩的暴君。
他能言善辩，而且很会文过饰非。
当时的人们说他很聪明，但是他的聪明都用到邪门歪道上去了；他口才过人，能把别人的正确意见用
歪理驳回去，把自己的过错用动听的辞藻修饰成功绩。
而且，他依仗着自己的聪明，非常自负，总是向群臣夸耀自己，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好话听不进，却乐于听谗谀之言，并且贪图享乐，荒淫无度。
    也或许正因如此，他被称为“纣”王（由于在古代，纣与受的发音是相同的，所以他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受）。
上古之时，夏代的国君称为“后”，商代时候的国君称为“帝”，周代称“王”。
所以，“纣王”的称呼绝对不是商代当时的称呼，更不是帝辛的名字，只是后人通俗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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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古书上记载，只有那些缺少仁义的人才能被称为是纣；而在汉代蔡邕所写文章中也说缺乏正义和缺
少善行的人通常被称为是纣。
总之，纣是一个恶名，是后代人定的一个称呼，很可能是周人给他的谥号（即死后的封号）。
后来，帝辛统治的这一段历史，后人加上幻想元素，写成了《封神演义》，又称《封神榜》。
    不过，有观点认为，很多对帝辛的负面评价存在历史上的递增性。
先秦文献对他的指责并不是很多，甚至许多文献称赞纣王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是难得的明主，但随
着时间的推移，对他不利的指责越来越多。
孔子的学生子贡也曾说过：“纣的不善，不像说得那样厉害。
只不过是君子把天下的恶事都归到了他的身上。
”这话虽有—定道理，但必须看到的是，在纣王统治时期，由于对东经营，跟着中原文化也逐渐发展
到东南，促进了江淮地区文化的发展；同时也由于战俘的不断增加，从而也大大促进了殷王朝的农业
、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高了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水平。
殷王朝的这种“中兴气象”，滋长了纣王对自身价值的再认识，使他在人臣面前开始骄横起来，变得
刚愎自用，甚至荒淫无道，而这些不好的统治行为再加上历代的传说，几千年来一直流传下来。
    P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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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进军到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地方举行誓师大会，列数了商纣王的许多罪状，
鼓动了军队要和商纣王决战。
这时候商纣王才停止了歌舞宴乐，和那些贵族大臣们商议对策。
这时，纣王的军队主力还在其他地区，一时也调不回来，只好将大批的奴隶和俘掳来的东南夷武装起
来，凑了十七万人开向牧野。
可是这些纣王的军队刚与周军相遇时，就掉转矛头引导周军杀向纣王。
结果，纣王大败，连夜逃回朝歌，眼见大势已去，只好登上鹿台放火自焚。
周武王完全占领商都以后，便宣告商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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