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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从不同视角、层面较为深入系统地论述了早期中国国家疆域拓展与
民族整合的历史进程，勾画出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先民开拓四土疆域与实现民族整合的发展脉
络，剖析了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的深厚的文化基础。
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早期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中国边疆史研究等，具
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科学地阐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弘扬爱国主
义和民族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由周书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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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书灿，1967年生，河南新密人，1992年一1998年分别于河南大学、南开大学师从唐嘉弘、朱凤瀚教
授攻读硕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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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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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杂志》、《江海学刊》、《考古与文物》、《四川大学学报》、《山东大学学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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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研究现状与意义
　 二、主要内容、基本思路、方法和主要创新之处
　 三、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上编 虞、夏、商时期
　第一章 虞、夏之际的部落战争与族群间的渗透融合
　 第一节 舜流四凶，投诸四裔传说的由来及其历史真相
　 一、舜与四凶的族属问题
　 二、流刑的起源与舜“流四凶族”的历史真相
　 第二节 部族间的渗透融合及族群间关系的调整与加强
　 一、战争的频繁与早期国家地域基础和组织原则的奠定
　 二、族群间关系的调整与加强
　第二章 夏代国家的开拓经营与夷夏关系的演变
　 第一节 夏夷之争与夏代对四土的开拓
　 一、夷夏东西说的检讨
　 二、夷夏之争与夏代对东方地区的军事征服
　 三、夏朝对长江流域的政治、军事影响
　 四、夏文化对西南、西北和北方地区的辐射
　 第二节 “于夷来宾”、“九夷来御”：夷夏等级从属关系的初步建立
　 一、朝聘之制的社会政治功能
　 二、会盟之制的政治军事色彩
　 三、早期贡赋制度的政治与经济意义
　第三章 商代四土经营与民族关系的发展
　 第一节 早商时期商族势力的扩展与民族融合的扩大
　 一、商人经营有夏之居与夏商族群的混融
　 二、商人势力的大规模扩展与四土格局的初步定型
　 第二节 中商时期政治中心的转移与四土政治地理、民族关系的变化
　 一、商夷同盟的终结与商夷关系的恶化
　 二、商朝势力在江淮地区的退缩及在长江中游地区的进一步扩张
　 三、考古学资料所见商文化在渭河北岸的西进、东退与商周关系蠡测
　 四、中商文化在晋南地区的退缩及商朝对晋东南地区经营的加强
　 五、中心聚落的北移与对北土控制的加强
　 第三节 晚商时期的政治军事经营对四土政治地理与民族格局的影响
　 一、对东土的军事经略和主权管辖
　 二、对淮河流域的征服与控制
　 三、对西土的控制及商周关系的变化
　 四、晚商考古学文化所反映的商朝势力在山西地区的进出
　 五、对河北平原的政治、军事经营及商代北土民族政策的调整
　 第四节 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与主权形态
　 一、商代“服”制观念及外服的职责
　 二、从外服制看商代四土的藩属体制
　 三、外服制与商代四土的主权形态
　 附录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的性质问题
中编 西周时期
　第四章 西周王朝对东土的开拓管辖与民族整合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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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武王、成康时期东土格局与民族政策
　 一、周初对殷商王畿的控制与管理
　 二、营成周、迁殷顽及东国洛政治、军事中心地位的确立
　 三、成、康之世对大东一带的军事征服与经营
　 四、宜侯矢簋所见康王时期对吴地的拓殖
　 第二节 穆王、懿王时期对淮水流域的军事防御与平定
　 一、穆王伐徐、涂山之会与徐人南迁：兼释古本《纪年》“穆王起师，至于九江”
　 二、穆王时期对淮夷的军事防御
　 三、史密簋等所见懿王之世反击淮夷入侵
　 第三节 厉王、宣王时期对淮水流域的继续征服与民族整合的加强
　 一、厉王时期反击淮夷入侵
　 二、宣王对淮水流域的继续征服与徐、淮局势平定
　 附录 《逸周书?世俘》所见周初方国地理考
　第五章 西周王朝对南土的经营与民族政策的调整
　 第一节 从《诗经?国风》二南看西周南国的大致范围
　 第二节 西周早期对颍汝、汝淮地区的征服与管辖
　 一、柞伯鼎与周公南征
　 二、应监之设及应侯对南夷、淮南夷的征服
　 三、对颍汝、汝淮地区的封建
　 第三节 对南阳盆地的经营与管理
　 一、西周早中期对南阳盆地的拓殖与管理
　 二、宣王时期对申、吕二国的封建
　 第四节 西周时期对江汉地区的政治和军事经营
　 一、西周早期对江汉地区的征服与控制
　 二、汉阳诸姬封建时代的推测
　 三、昭王南征的失利及周人对南土控制减弱
　 四、厉、宣时期对南国的军事经营及其成效
　第六章 西周王朝的西土格局与民族斗争
　 第一节 克殷后西周王朝对西土控制的加强
　 一、镐京的建设及其功能
　 二、畿內采邑的分封与管理
　 三、从墙盘铭文看周初对西土之境殷遗民的管理与利用
　 第二节 西周中期对西北各族的征服与防御
　 一、穆王征犬戎再考察——兼论《穆天子传》
　 二、恭王灭密的考古学研究
　 三、懿王时期短暂徙都的探讨
　 四、孝王时期的周、秦关系及西周王朝对秦的封建
　 第三节 西周晚期同玁狁、西戎各族的斗争及其收效
　 一、对玁狁的军事征服
　 二、秦族对西戎的平定与西周王朝末年的周、秦关系
　 三、宣王对郑封建的军事意图及虢、郑东迁
　第七章 西周王朝对北土的政治和军事经营及民族关系
　 第一节 西周初年对北土的军事征服与平定
　 一、对殷商残余势力的平定
　 二、周公灭唐及迁唐于杜
　 三、小盂鼎所见康王对鬼方的征伐
　 四、吕行壶、师菥鼎与伯懋父北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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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西周王朝在北土的封建
　 一、对晋国的封建
　 二、对韩国的封建
　 三、对邢国的封建
　 四、对燕国的封建
　 第三节 西周王朝向东北地区的开拓与族群流徙
　 一、冀东与辽西地区青铜文化背景分析
　 二、西周王朝与肃慎的关系推测
　 三、箕子走之朝鲜问题
　 附录 邢侯簋与西周服制——兼论西周邢国始封地望及有无“迁封”问题
下编 春秋战国时期
　第八章 秦、晋、齐、楚、吴、越对周边的开发与春秋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
　 第一节 齐桓公“攘夷”及其成效
　 一、山戎族属及齐桓公救燕伐山戎
　 二、狄人伐邢、卫与齐桓公伐狄，攘白狄之地
　 三、对东南和南方地区的征伐
　 第二节 晋国对山西一带的开拓与民族结构的变化
　 一、春秋时期晋国一带的民族格局
　 二、晋略狄土与晋国疆域的拓展
　 三、春秋时期晋国民族融合的加速与民族结构的变化
　 第三节 楚国对群濮、群舒的兼并及与吴国对江淮一带的争夺
　 一、春秋早期楚开濮，辟地千里
　 二、春秋中期楚与群蛮的冲突、联合及对陆浑之戎的征伐
　 三、春秋中晚期对江淮流域和湘江洞庭湖地区的开拓
　 四、楚人民族认同意识的变化
　 第四节 秦并西戎之地及对西土一带的经营
　 一、秦文公献岐以东之地于周的误记与两周之际的周、秦关系
　 二、秦宁公至武公时期对戎族的继续征服
　 三、秦缪(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
　 四、春秋晚期的秦国局势与秦国霸业的衰落
　 第五节 吴、越对东南一带的开拓及局部地区的统一
　 一、春秋时期吴、越地区的民族结构
　 二、春秋晚期吴国对江淮地区的开拓
　 三、吴越地区的局部统一与民族融合进程
　第九章 战国时期燕、赵、楚、秦对四土的开拓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初步奠定
　 第一节 燕攻破东胡与开拓辽东
　 一、燕将秦开破胡的时代问题
　 二、燕国在北方地区的行政建置与军事防御
　 第二节 赵国对北方地区的经营及对北方疆土的开拓
　 一、战国初年赵氏攻灭代戎
　 二、赵武灵王攻破林胡、楼烦及对晋北的管辖与防御
　 三、攻掠胡地和攻取中山
　 第三节 楚并百越及对西南地区的经营
　 一、楚收南越和取得苍梧
　 二、黔中郡与江东郡设置的争议
　 三、楚对巴、蜀地区的开拓
　 四、关于庄踏王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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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节 秦国对西北、西南地区的经营与治理
　 一、战国初年秦国与少数民族的斗争
　 二、秦灭义渠及在西北地区的拓展
　 三、秦灭巴、蜀及对巴、蜀的羁縻政策
　 附录 从青铜技术传播看中原与广东岭南之间的文化联系
余论 文化认同在中国早期国家经略与民族整合过程中的功能
　一、文化至上的国家和民族观对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进程的影响
　二、天下观念与大一统理论主导下文化空间的无限延伸与超地域扩展
　三、揆文教，昭文德，流圣化：羁縻绥抚政策对边疆稳定和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
结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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