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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长河，绵远流长，或波涛汹涌，或风平浪静。
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的事情无以计数，它们或奇绝，或重大，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对历史的进程
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或平淡，或微不足道，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几乎不留任何痕迹。
但无论如何，历史都是由这些或大或小的各种事情串联起来的。

没有历史，就没有今天。
所以，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智者曾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哲人曾说：“读史使人明智。
”由此可见，读史意义之重大。
为了帮助读者探索大历史，寻求真智慧，我们特别编写本书。

本书从中国历史上遴选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00件大事，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科
技、生活等诸多领域。
这些大事，或是惊心动魄的战争，或是影响深远的文化巨变，或是改朝换代的惊天事件，或是翻天覆
地的政治变革，等等。
它们或开时代之先河，或为历史之转折点，或决定历史之走向，或成就、意义非凡，或改变民族之命
运，等等。
它们也闪耀着历史之美，等待采撷、品读与珍藏。

这100件大事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与价值，是一幅多姿多彩、波澜壮阔、气势宏大的历史画卷。
我们力图通过通俗流畅的语言、清晰完整的脉络，主次分明、详略得当地向读者讲述这100件大事的前
因后果、来龙去脉，并分析每件大事的重大历史意义，从而让读者轻松了解历史大事，从宏观上把握
历史走向，窥视历史前进的脚步，揣摩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领略人类进步的阶梯，获得广阔的文化
视野，开阔胸襟，真正体悟到人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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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王朝自商汤建国后，曾经经历过“盘庚迁都”的安定与商朝的复兴，在“武丁中兴”时，其政
治、经济、文化等等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极盛。
尤其是商代第23位皇帝武丁当政的59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
但这种强盛并未持续太久，武丁死后，他所开创的太平盛世开始走下坡路。
随后的祖庚、祖甲以及再往后的诸位帝王在治理国家方面都远不及武丁。
特别是到了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国内的矛盾日渐尖锐。
　　帝辛（？
一约前1046年），也就是商纣王。
年少时他还是英勇的人，曾经派遣部下东征讨伐莱夷（古国名，在今山东半岛东北部），而他自己则
去攻打南方的九苗。
可以说纣王是个能征善战的帝王，在他的武力征讨之下，商王朝的势力一度延伸到了东海和长江流域
。
但是，长年累月的战争极大地损耗了国力，国内兵力空虚。
再加上国内矛盾激化，东南方的诸侯纷纷起兵反叛。
而纣王本身虽然智勇双全，但他即位后却分外奢侈腐朽，荒淫无度，使得原本就分崩离析的国家局势
更加难以聚合。
再加上纣王对百姓的统治十分残暴，赋税繁重，百姓怨声载道。
如果有正直的大臣提出异议，完全听不进他人之言的纣王不是对其囚禁便是直接杀害。
如此一来，纣王也重蹈了夏桀的覆辙，最终众叛亲离，　　而就在此时，一直活跃在渭河流域的周族
部落的力量正在日益强大。
周族部落依靠周围优越的自然环境逐渐壮大发展。
到了首领姬昌（前1152-前1050）的时代，他对内重用吕尚、散宜生、南宫适等一批贤臣，对外又宣扬
德教，经常积极调停各个小国之间的争端，诸多诸侯小国仰慕姬昌的德教，纷纷依附周部落。
最终，在公元前1056年时，姬昌对内称王，史称周文王。
　　紧接着，公元前1055年时，姬昌出兵伐犬戎（活动于今陕西、甘肃一带），紧接着又讨伐经常欺
凌邻国的密须国（今甘肃省灵台县）。
公元前1053年、前1052年时，姬昌又分别出兵讨伐了黎国（今山西省长治市西南）和邗国（今河南省
沁阳市西北）。
公元前1051年，姬昌甚至攻取了纣王宠臣崇侯虎的崇国（今陕西省西安市），这些战役帮助周王朝扩
充了自身的实力，尤其是攻黎、攻邗、攻崇的三场战争，更是帮助周部落切断了商王朝与西部各个附
属国的联系，从而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
　　另一方面，姬昌又在公元前1051年将都城从岐山周原向东迁移到了丰邑（今陕西省西安市沣水西
岸）。
这次迁都使得周王朝不再受西部狄戎的侵扰，同时也更加接近商王朝。
至此，姬昌讨伐商王朝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在这期间，商纣王面对周王朝的崛起感觉到了威胁，因此他曾经凭借自己的权力，将姬昌囚禁在
羑里（今河南省汤阴县北4.5千米）。
后来，周族部落不得不向纣王进贡珍宝并奉上美女，姬昌才得以被放回。
　　而回国后的姬昌更坚定了信念，加紧了讨伐商王朝的准备。
公元前1050年，姬昌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儿子姬发（约前1087-约前1043），要他继承自己的遗志，继
续积极作准备。
姬发继承了王位，史称周武王，同时他也谨遵父命，选择合适的时机准备攻商。
　　公元前1048年，武王姬发为了验证自己的实力，同时也为了考验当时追随周王朝的各个诸侯国的
忠诚度，曾经在孟津（今河南省孟津市）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史称“孟津观兵”。
同时，姬发还在仪式上发表了历史上著名的“孟津之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件大事>>

当时来参加观兵的诸侯就有800多家。
各个诸侯国看到武王如此庞大的军队都说，现在已经可以讨伐商纣王了，但姬发却并未同意，只说条
件尚未成熟。
这次观兵最终退师而归。
　　公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周武王姬发亲自率领战车300乘、精锐武士3000人、步兵数万人出兵
东征。
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武王军队抵达孟津，与庸、卢等部族会合组成讨商联军，联军总数已达到了4.5万
人。
　　二十七日，周武王庄严誓师，历数商纣王的种种暴行，联军士气高涨。
次日，联军抵达牧野（今河南省新乡市北部）。
此时，纣王才惊闻周朝军队的袭击，但此时商朝军队的主力都远在东南地区，无法及时征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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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面解读中国历史大事的来龙去脉，追随历史前进的脚步，揣摩历史发展的规律，领略人类进步
的阶梯，获得广阔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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