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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有史以来，就沿着这一规律曲折前行。
分，是一种无奈，对峙是痛苦的，令亲者痛、仇者快；合，才是大势所趋。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汉唐盛世，是每个炎黄子孙心中永远的骄傲，乃至于今，我们仍自豪地称为“汉人、唐人”；然而“
家和万事兴”，如果没有“环宇一统、国泰民安”的局面，“贞观之治”与“康乾盛世”都是不可想
象的。
历次统一的过程都波澜壮阔，是史诗性的。
然而，决不是单凭几场战役就能解决问题；历朝兴替无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胜利，智与力较
量的结果。
天时，是社会舆论、外交策略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是外因，是手段；地利，按照现代的观点，应理解
为经济基础、军事力量、科技的先进及综合国力的强大，这些是基础，是依托；人和，是决定因素—
—代表了全民族大多数成员的意志，就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具有无可阻挡的力量。
回顾历史，历代历朝无不是大并小、强吞弱、秩序代动乱、“有道胜无道”、“有备算无备”、鲜活
进步的取代腐朽落后的。
无论阴谋、阳谋，达到目的就是好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华民族正面临伟大的复兴，要求统一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
归来吧，阿里山、日月潭!祖国的三山五岳，长江、黄河在召唤你!唐太宗曾言：“以史为鉴，可以知
兴替。
”毛泽东词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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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揭秘中国历史的八次大统一》较为系统全面的回顾了中国历史的八次大统一。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中国有史以来，就沿着这一规律曲折前行。
分，是一种无奈，对峙是痛苦的，令亲者痛、仇者快；合，才是大势所趋。
历次统一的过程都波澜壮阔，是史诗性的。
然而，决不是单凭几场战役就能解决问题；历朝兴替无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胜利，智与力较
量的结果。
回顾历史，历代历朝无不是大并小、强吞弱、秩序代动乱、“有道胜无道”、“有备算无备”、鲜活
进步的取代腐朽落后的。
无论阴谋、阳谋，达到目的就是好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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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中国社会制度的转型期春秋战国时代，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大变革时期，是一个社会急
剧变化和动荡的历史时期。
诸侯争霸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但战争的结果加快了统一进程，促进了民族融合，也
加快了社会制度变革的步伐。
1．经济：社会发展到春秋战国，生产力显著提高，其标志就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封建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北方的成就更为突出。
古代的井田制(公田)逐渐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取代，并最终被各国通过变法确立了下来。
(1)春秋时期，人们开始掌握了先进的冶铁技术，铁制农具开始普及，加上牛耕技术的发展，使大规模
开荒成为可能，因而促进了私田的扩展。
同时，采矿业和铸造业规模扩大、水平提高，可以制造许多锐利、坚硬的兵器。
春秋中期以后，各诸侯国已经大量使用货币。
金属货币的流通，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2)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良，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方式由粗放型转向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大大增
加。
私田数量增加，井田制度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
诸侯们不得不相继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转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这也刺激
了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对马的需要量激增，因而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
(3)春秋时，还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
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首先实行初税亩，以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实物税的形式，取
代了西周责任不明确的井田制，标志着古代田税的开始。
鲁成公元年(公元前590年)，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从而使税赋合一。
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经很普遍。
2．政治：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逐渐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他们纷
纷要求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从而取代奴隶主贵族，建立起新的封建制度。
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
以郑国为首的诸侯国与中央分庭抗礼，甚至发生了抗拒王师、郑国与周互换人质这样的事，实际上周
王室的地位已仅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
此后，各国互相攻伐，战争不断，大国不断吞并小国。
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或聚若干小邑设县，而在边境地区设置郡。
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君主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士大夫。
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最大的意义在于：郡县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免，贵族不得世袭，加强了中央集权，
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和政令的统一。
西周时代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子统帅诸侯。
春秋时期，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周王室实际成了五霸“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和工具。
3．战争：春秋时期，五霸迭兴。
其中，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向北抗击戎、狄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阻止楚
军北进中原，逼迫楚国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的第一个霸主。
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发生内乱，失去了霸主地位。
南方的楚国趁势兴起，消灭了周围的几个小国后，矛头直指中原。
宋襄公为了继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以抗击楚国为名试图再次大会诸侯，但宋国的实力与威望不足。
结果，宋国独自迎战楚军于泓水，愚守“仁义”的宋襄公拒绝了大司马子鱼“半渡击之”的建议，楚
军列阵完毕后，宋军被打得大败，宋襄公中箭而死。
在外避乱的晋献公子重耳在秦穆公的军队护送下回国继位，是为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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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励精图治，整顿军务，晋国很快强盛起来。
为了遏制楚国的势力向中原发展，他联合齐国和秦国，发兵救宋，在城濮之战中大败楚军，成为新霸
主。
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
崤山之战，秦军全军覆没，秦国遂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楚国在城濮战败后，转而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国力强盛起来。
楚庄王平息内乱，改革图强，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鼎的大小轻重，意在代周自立。
公元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今河南郑州)，大败晋军；不久又进兵围宋，晋国不敢去救，于是中原
各小国纷纷背晋向楚，楚庄王称霸中原。
可见，春秋时期战争的主要目的，是各大国君主想提高自己在诸侯中的威望，从而建立了霸主会盟的
传统。
五霸“挟王室之义”，以盟主之名讨伐异己，“政由五伯，诸侯恣行”。
4．文化：文化是一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的反映。
春秋战国时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促成了以“百家争鸣”为代表的思想空前活跃。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巫卜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转型的历史
阶段。
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加之周天子权威的下移和诸
侯政治的频繁更替，官学的垄断地位被孔子开创的私学所打破，随着学术的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
，平民出身的学者、士大夫成了时代的宠儿。
总之，春秋战国，是一个旧的制度被打破，新的统治秩序逐渐确立的时期。
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
二、战国对春秋游戏规则的改变春秋中后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土地私有化程度加深。
由于各诸侯国的士大夫控制了大量的食邑土地，拥有了独立的经济基础，并且在朝中掌握实权，使各
国的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家分晋”与“田齐代姜齐”。
他们原先都是诸侯国的卿大夫，经过不断的兼并土地，势力逐渐发展起来。
经过激烈的兼并斗争，春秋中期控制晋国政局的十余家卿大夫，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
智、中行氏六家，称为“六卿”。
后来，范氏、中行氏两家被灭，土地被智、赵、韩、魏四家瓜分，其中以智氏最强。
专擅晋国国政的智伯恃强向韩康子、魏桓子索得土地，又向赵襄子索地，却遭拒绝。
于是，智伯胁迫韩、魏两家出兵，联合攻打赵氏，赵襄子退守封地晋阳。
由于赵襄子坚守，智伯围困晋阳两年不能攻下，遂引晋水灌晋阳城。
危急中，赵襄子说服韩、魏两家临阵倒戈，放水倒灌智伯军营，擒杀智伯，三家瓜分其地。
此时，晋国已名存实亡。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册封“三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此即成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公元前391年，田和废掉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认可。
至此，周朝的奴隶制度到了“礼坏乐崩”的境地。
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告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法则取代了温文尔雅的等级礼仪，并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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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军事上的征服只是地理上的占领，真正的统一需要建立在心理层面上。
面对残破的长城，康熙帝说：“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
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能当。
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得民心。
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子孙也如此。
康熙帝励精图治、推崇汉儒，雍正帝继往开来、承上启下，乾隆帝文治武功、发扬光大。
三人共同为中华文明奉献上一段“康雍乾盛世”的佳话，也让天下持怀疑观望的世人看到：“满汉实
为一体，不应有华夷之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为有德者居之。
”至此，以汉、满、蒙古、回、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逐渐形成，也许这就是孟子所说“王道”
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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