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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中华帝国怎么会诞生于这样一个天子衰微。
诸侯力征，灾乒频仍的时代？
这本赵鼎新著的《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给出独特的答案。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作者分析了春秋时期的军事和政治形势，指出正是那个时&ldquo;低烈
度的、局部的、非毁灭性的长期战争促进了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行政管理等各个方面的理性
化，从而为中国日后两千多年的社会结构奠定了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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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鼎新，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
，1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
后改攻社会学。
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
他自1996年起执教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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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申国被征服后中原已咫尺可见。
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
楚国在这个方向北上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
《左传》记载了楚、随两国之间所进行的三次重要战争（公元前706年、公元前704年和公元前690年）
，经过三次较量，在鲁庄公四年（公元前690年），楚国最终迫使随国臣服。
其后，楚国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公元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公元前684年，也就是
在“蔡侯、郑伯会于邓，，二十六年之后，楚国攻打了蔡国并俘虏了蔡哀侯。
在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国都城之下，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
 在楚国往中原发展的同时，秦、晋二国也在扩张。
作为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反映，大国在这段时间内都灭掉了大量小国。
据记载，在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的这段时间内，齐桓公灭了35个国家，晋献公灭了17个国家，秦穆公灭
了12个国家，楚庄王灭了26个国家（Hsu，1999：第567页）。
这四个地区性大国军事扩张的另一个证据，是交战国中进攻一方的进军距离在这段时间内有了大幅度
的增长。
从图一可以看出（见本书第53页），在公元前700年左右，春秋时代进攻一方军队平均每次进军距离
才100多公里，而到公元前650年前后则猛增到400公里上下。
这种战争距离的增加不仅体现了主要大国国家能力的增强，更重要的是，这标志着四个区域性大国之
间的冲突在加强、春秋初期大体分割的四个战争区域在逐渐合并归一。
 于是，面对楚国咄咄逼人之势，身为中原霸主的齐桓公在公元前656年（鲁僖公四年）亲率中原八国
军队南下征讨楚国，尽管这一军事行动最后以楚、齐邵陵之盟而告终，但对本书来说，这一事件标志
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并。
如果用现代体育比赛来打比方，这就意味着争霸赛进入了半决赛阶段。
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
公元前645年（鲁僖公十五年），秦穆公率领秦军在韩原（今山西省河津与万荣两县之间的黄河东岸一
带）击败晋军。
晋惠公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入到河东地区。
这次失利促使晋国增加军事税赋，并改革兵制以图强（即所谓的“作爰田”、“作州兵”）。
此后，秦、晋两国之间进行了多次战争，晋国在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着优势。
欲称霸中原，秦国必须借道晋国，于是，晋国成为秦国势力扩张途中的主要障碍。
 公元前643年（鲁僖公十七年），齐桓公去世，随后引发了齐国公室的政变和君位继承危机，齐国的
霸主地位迅速下降。
齐国国力的中衰为楚国继续北扩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楚国与北方霸主晋国、西方霸主秦国遭遇。
从晋文公元年到秦穆公去世这段时间可能是霸主政治时期最为华美绚烂的一章。
楚、晋、秦三国分别在英明国君的统率下，投身到扑朔迷离的国际争斗之中，上演了一幕幕中原逐鹿
的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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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由赵鼎新著。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中华帝国怎么会诞生于这样一个天子衰微。
诸侯力征，灾乒频仍的时代？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给出独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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