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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是我国五十多个民族的总称，有着将近四千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她不但以吃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酷爱自由，富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拥有灿烂的历史遗产。
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发达国家之一。
云南北部的元谋人化石证明，早在170多万年前就已有人类居住在当地。
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阶段，约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
建国家，此后历经了汉、晋、隋、唐、宋、元、明、清等封建王朝。
各民族剥削阶级统治者掠夺压迫别民族和争夺封建王朝统治权的战争，以及被压迫剥削民族反对掠夺
压迫的战争，是各族人民创造历史的主线。
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族人民友好往来，建立了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不甘屈服于内外压迫的顽强的反抗精神和革命意志。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妥协，中国的政权落入了北洋军阀手中，中国
陷入极端混乱的局面。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各
族人民共同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
底胜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束了中华民国的旧时代，开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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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泱泱中华，文化灿烂，历史悠久。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世界闻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hellip;&hellip;不
胜枚举；伟大的民族英雄、革命领袖、仁人志士&hellip;&hellip;层出不穷。
他们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光辉思想，他们的至理名言和他们留下的丰富文化宝藏，无不是后人的宝贵
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
　  中华民族既有辉煌璀璨的文明史，同时也有着近百年惨遭列强欺侮、山河破碎、主权沦丧、百姓
蒙难的屈辱史。
《一天一点中国史》以中国社会历史朝代更迭和各时期文化发展为主线，运用小故事的形式来解读各
个历史阶段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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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三、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周是渭水中下游黄土高原上的一个芒老部落，姬姓。
周在很早以前就以农业生产著名，到了14代季历时，周渐强盛。
季历的儿子姬昌即位，即周文王。
有一天，姬昌等乘车前往渭水北岸打猎，见一老翁垂钓不带钩，不以尘嚣为念，便下车与他攀扯。
这老翁便是姜子牙(吕尚、姜尚)，姜子牙指点汀山，粗述方略。
姬昌茅塞顿开，相见十艮晚，深深鞠了一躬，谦恭诚恳地说：“我祖父太公仔生前曾说过，将来会有
圣人来到岐山[陕西岐(qi)山县]把周兴盛起来，这指的就是先生啊！
我的太公期望先生好久啦！
”说罢，姬昌请姜尚一同上车，回宫后拜其为国师。
因为姜尚是姬昌太公所期望的贤能，所以后人就称他为太公望，民间则称姜太公。
姜尚治军理民十分得体，姬昌在其辅佐下，在位50年，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对商都朝
歌形成了进逼的压力。
大约公元前1076年，姬昌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
姬发以姜尚为师，令其全面负责军事，并任命亲弟弟周公姬旦负责政务，亲弟弟召公姬爽、毕公姬高
为左右助手，继承父亲遗志，发展生产，仁爱百姓。
公元前1066年，周灭商建立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史称西周。
周武王灭商后未能完全征服殷商，遂封纣子武庚于殷，并派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和霍叔武辅佐
武庚治理殷民，名为帮助，实际是要三个亲弟弟监视武庚，故史称“三监”。
周公姬旦，为人仁厚笃实、精明能干，因采邑在周，故人们尊称为周公。
周公是武王最忠诚可靠的帮手，武王要传位给他，周公坚辞不受。
约公元前1046年，武王病逝，太子姬诵继位，是为成王。
当时成王年幼，天下又初定，周公担心诸侯不服会发生叛乱，便毅然代成王掌管军国大事，成为实际
的最高统治者。
内心不服的武庚串通不满周公的“三监”，起兵反周。
周公立即大举东征，镇压叛乱，杀武庚、管叔，驱逐蔡叔、霍叔，把周族势力扩张到黄河下游。
随后，周营建东都洛邑(今洛阳东)，加强周族在东方的控制权；同时，为缓和周族内部的矛盾，又把
兄弟子侄姻亲功臣分封于各地做诸侯。
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周公锐意改革，确立了一整套新制度。
建立宗法制度。
周王既是天下之王，又是姬姓的总族长，掌握着全国最高的政权和族权。
周天子由嫡长子继承，是天下“大宗”，其他诸子、弟弟受封为诸侯或官尹，称为别子，是为“小宗
”。
在诸侯国内，这些被周王所封的小宗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在诸侯国内，
卿大夫又是“小宗”。
卿大夫又可分出他们的亲属组成士的家庭，成为宗子。
小宗服从大宗的领导和调派，政权和族权统一了起来。
同姓不通婚，周天子、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通过婚姻关系互相结成亲戚之国，相互支持，使宗法制度
更为完善。
推行井田制度。
周公确定“王畿千里”的制度，即京城周围的土地为天子所有，收入作为朝廷一切费用。
王畿以外全国的土地都分封给诸侯和公卿，诸侯在各自封疆内又将土地划分为公田和私田，卿大夫、
士所分得的公田不能自由买卖。
不论是王畿，还是诸侯、卿大夫、士的土地，都实行井田管理制。
一般一百亩为一方块，称为一田，配一夫，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配十夫，奴隶们集体耕作，收
入全交给贵族奴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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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私田，则大多为各级贵族疏远的宗族成员所有，因而造就了一批自耕农。
井田制的推行适应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制定礼乐制度。
周公规定了祭祀、殡葬、朝聘盟会、婚宴、军旅等一套规章制度，使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化，加强了对
全国的思想控制。
由于周公的倡导，学校教育也开始有了完整的体制。
西周的学校，分国学、乡学两类和大学、小学两级。
国学专为上层贵族子弟而设。
当时王太子8岁入小学，15岁入大学；公卿大夫士嫡长子13岁入小学，20岁入大学；其他庶子15岁入小
学。
乡学是地方行政学校，奴隶无权入学，平民子弟可入乡学接受小学教育，少数经选士可进入国学深造
。
当时的学校都设在官府，官员兼任教师，政教合一。
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驾车)、书、数六种艺能。
六艺教学中，礼、乐侧重于德育美育，书、数侧重于智育，射、御侧重于体育。
文武兼重，知识与能力培养兼求，标志着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先进。
周公还确立了一套长官制度。
王之下有太师、太傅、太保，是大臣中最有权力的人。
其下设司徒，管理民政和土地；司马，管理军政；司空，管理手工业和建筑工程；司寇，管理刑罚和
监狱。
另外，还有管理农业的农师、农正、农大夫等。
官职多是贵族世袭。
诸侯国内的政权机构，类似王朝。
周公待王朝完全巩固后，便还政于成王，自己回到群臣行列。
约公元前1043年，周公病逝，成王按天子大礼予以厚葬。
周成王病危，恐太子姬钊不能胜任大位，令老臣召公姬爽、毕公姬高等眷辅主，召公、毕公在病榻前
接受顾命，辅佐姬钊继位，是为康王。
康王遵循先王遗训，勤奋治国，天下安宁。
成王、康王40年不用重刑，史称“成康之治”。
这是周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奴隶制发展的极盛时期。
约公元前857年，姬胡继位，是为厉王。
周厉王既贪财好利，又很暴虐，宠信只讲个人专利的荣夷公，使之总理朝政。
周厉王霸占山林川泽，不准平民上山砍柴打猎，不准百姓下河捕鱼捉虾。
平民百姓议论纷纷，强烈不满，周厉王竞用暴力压制国人的批评，变本加厉地压迫、剥削奴隶和平民
。
人民财穷力尽，无法生活下去，走上了反抗之路。
公元前841年春天，国人发动武装暴动，直接冲击王宫。
厉王仓皇逃出京城，渡过黄河，逃到彘(zhi)邑(今山西霍县)。
国人没有捉到厉王，听说太子静逃进了召公家，便包围了召公府第。
召公无可奈何，只好把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送出去，才保住太子一命。
“国人暴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群众暴动，暴动驱逐周厉王、杀死假太子的行为显示了人民群众的
力量，也沉重打击了周王朝的统治基础，西周历史随后进入衰亡的后期。
暴动的平民散去后，大臣们商议推举周公(周公姬旦后裔)和召公(召公姬爽后裔)共同主持朝政，暂时
代替周天子执政，历史上称为“共和行政”。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我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周厉王在彘邑不敢回镐京，郁郁过了14年，一命呜呼。
姬静即位，即周宣王，14年的共和体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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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781年周宣王去世，其子姬宫涅继位，是为幽王。
周幽王昏庸暴虐，不但不整顿朝纲，反而沉溺于吃喝玩乐。
他有个宠妃叫褒姒(baosi)，长得很漂亮，笑靥更美，但却不轻易发笑。
幽王为了博其一笑，听信虢(guo)石父的计谋，带褒姒到骊山游玩儿。
晚上，烽火点燃，不久，各路诸侯统兵而来，慌慌张张，忙忙乱乱，惹得褒姒哈哈大笑。
诸侯们见无犬戎兵马，只闻奏乐和褒姒的笑声，知道是被戏弄，愤愤不平而散。
随后，幽王又为了取得褒姒的欢心，听信虢石父的谗言，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jiu)，改立褒姒为王
后，立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派兵讨伐申国，命令申侯交出逃亡到申国的太子宜臼。
申侯求救于犬戎，犬戎联军一路杀向镐京。
幽王下令点燃烽火征召诸侯兵马，竟无一兵一卒驰援。
犬戎联军攻上骊山，杀死幽王、伯服，掳去褒姒，将西周镐京洗劫一空，西周灭亡。
公元前770年，即位不久的周平王(姬宜臼)在晋文公、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率领士兵保护下，迁都
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北)。
因镐京在西，洛邑在东，所以历史上把周朝定都镐京时期称为西周，迁都洛邑后则称为东周。
周平王时，王室衰微，兵力减少，直接管辖的土地和人口所剩无几，周天子权威一落千丈，只是名义
上各国诸侯的共主罢了。
此后，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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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点中国史》：博大厚重，意蕴悠远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浩瀚而隽永荏苒数千年，钩沉往事
墨迹浸染处书写的是炎昔一子孙的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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