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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关键性的重大变革和发展时期，王夫之《读通鉴论》称其为“古今一大变革之
会。
”著名历史学家杨宽先生将战国时期分别概括为“关键性的重大变革与发展时期”、“连年进行合纵
连横的兼并战争时期”、“从分裂割据趋向统一的时期”、“百家争鸣、英才辈出的时期”、“科学
技术上重大的创造和发展时期”。
杨先生从以上五个方面大体概括出了战国社会的时代特征，这一认识目前已基本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
可。
毫无疑问，战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时代特征，决定了战国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颇具特殊的重
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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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书灿，1967年11月生，河南新密人，1992年9月-1998年6月分别于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朱凤瀚教授读硕士、博士学位，先后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
、河南大学、湘潭大学，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
，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等七项，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早
期国家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合作完成《中国社会通史
·先秦卷》、《河北经济史》、《中国文化概要》、《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
关系》等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文史》、《学术月刊》、《人文地理》、《江海学刊》、《
考古与文物》、《四川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
文110余篇，是一位“倾注入文关怀，恪守学术良知”的青年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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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东周王室的继续衰落
 一、春秋时期东周王室的发展及其影响
 二、战国初年东周王室政治影响的继续衰落
 三、西周内乱与周东西分治
第二章　兼并战争渐趋激烈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国际政治形势
 一、大国争霸与春秋、战国之际天下形势的变化
 二、秦、三晋对戎狄部族的继续兼并
 1．秦对西戎地区的开拓
 2．三晋对戎狄部族的兼并
 三、楚、越、韩、齐对小国的攻灭与征服
 1．楚国的强大及对外开拓
 2．越国对小国的兼并
 3．韩并郑地及向中原地区发展
 4．齐侵鲁、莒、卫之地及取魏襄陵
 四、田氏代齐
 五、晋国六卿的兼并和“三家分晋”
 1．六卿分晋及六卿的改革
 2．六卿兼并和“三家分晋”
第三章魏国图谋向中原地区开拓及徙都大梁前的魏国形势
 一、魏文侯时期的改革及魏国的崛起
 二、魏、秦河西之役及魏河西郡的建立
 三、魏灭中山与中山的复国
 1．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山国
 2．魏文侯攻灭中山及对中山之地的管理
 3．中山复国后社会的发展
 四、三晋联盟伐齐及三晋列为诸侯
 五、三晋联军和楚对榆关一带的争夺
 六、魏武侯破赵救卫与楚救赵伐魏
 七、魏攻取楚之鲁阳与夺秦之陕
 八、徙都大梁前的魏国形势
 1．魏搂挫败赵、韩削弱、分裂魏国的图谋
 2．徙都大梁前魏国与韩、赵、齐、秦等国之间的战争
第四章　七雄并立时期的赵国形势及其对外开拓
第五章　七雄并立时期的韩国形势及其军事外交
第六章 田齐的政治改革与齐国的社会发展
第七章 吴起变法与楚国东侵北伐，南收扬越
第八章 秦与周边少数部族斗争的扩大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
第九章　燕国在沉寂中渐露头角
第十章　魏惠王徙都大梁后的魏国局势
附录：七雄并立大事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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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中山复国后社会的发展　　中山国被魏文侯攻灭后，由于魏和中山之间隔着赵国，魏国很难对
中山实行有效的控制。
大约于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79年之间，中山国于魏、楚、赵混战之时，驱逐魏国势力，摆脱魏国的
统治，乘机复国。
《史记·乐毅列传》仅提及“中山复国”之事，但未言及中山复国的具体年代。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卷一周威烈王十八年下说：“及文侯之子武侯之世，《赵世家》书与中山战
于房子，是时盖已复国。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亦有相类见解。
蒙文通先生则认为：“《魏世家》武侯九年一见翟败我于浍，此之谓翟，当即中山。
败魏于浍之年，为赵敬侯之九年。
《赵世家》敬侯十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十一年赵伐中山，又战于中人。
自翟败魏而次年中山即复见于史，则败魏即中山复国事也。
”又云：“中山之灭，于此已三十年而后复国。
”①杨宽先生则认为，败魏于浍之翟，当为浍水附近之敌，并非中山。
中山距浍水在七百里以外，中山与魏之间尚隔有赵国，中山之军决不可能越赵国，长途跋涉攻至浍水
。
②杨先生还认为，中山之复国当在周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
周安王二十一年楚军救赵伐魏，深入魏地，切断魏之河内与河东之联系，造成魏十分危急之局面，于
是赵进攻魏之河东，烧棘蒲，坠黄城。
从此，赵、魏失和，魏之国力不能越赵国而控制中山，原来统治中山之白狄贵族得附近狄族之助，得
以恢复其武力，驱逐魏之统治者而谋求复国。
此年浍水附近之翟，败魏于浍，只是当时群狄乘魏之危难而打击之余波。
③笔者以为，杨先生的分析较有道理。
综合以上材料，似可推测，中山国复国大约在公元前381年—公元前379年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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