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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我们最亲爱的母亲，最伟大的母亲。
我们中国母亲的历史悠久而浩瀚，任何一位中华儿女穷其一生也不可能究其详尽。
不过，对祖国的历史略知一二是许多中华儿女的愿望。
也许上过中学的人，对中国的历史大都略知一二。
但提到中国母亲的“老照片”，即中国的历史版图，就知之者不多了。
历史上的中国版图是怎样的？
古今对照，中国版图是怎样盈缩变化的？
通过观察历代版图的演变，我们可以感受到哪些历史的发展轨迹？
对这些问题，通读《二十五史》中“地理志”的人，可能了然于胸。
但是，《二十五史》里的一部《汉书》就有一百二十卷，洋洋数百万字，令一般人望而生畏，更何况
《二十五史》三千五百卷，洋洋上亿字，有几个人能通读呢？
怎样才能让普通人也能轻松、简明地了解中国的历史版图，了解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千年里面孔的变化
呢？
本人虽然没有从事过历史专业研究或教学工作，但从少年时起就非常喜好和关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
，可以说是个历史迷，而且是个收集中国历史地图和世界历史地图的“历史地图迷”。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历史书，总的来说都比较严肃和正统。
很多历史书只有文，没有（或者很少）配图，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在老祖宗“左图右史”的启发下，在前辈史家学者的熏陶下，笔者萌生了通过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想
法，这样便会顿觉几千年前的中国历史立体的、完整的、直观的、形象的、亲切的“成竹在胸”！
也因此，笔者开始了这《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写作。
下面，就《看版图学中国历史》写作过程中笔者的一些思考及《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一些主要特色
作一简要说明，以期读者能更轻松、深入地阅读《看版图学中国历史》。
首先，笔者在构思这《看版图学中国历史》时，定位是十六个字：“图文并茂，亦庄亦谐，雅俗共赏
，中国简史”。
所谓“图文并茂”，即在《看版图学中国历史》中笔者注重地图、图片资料与文字资料的结合运用，
使它们互相补充，以期达到对历史更好地表达效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提供了一张透明的现今的中国标准版图活页，用它来对照着回眸中国母亲的
“老照片”，而且，《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老照片”是彩色的、一目了然的、只显轮廓的“历史
版图”，即“历史疆域示意图”，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显示五脏六腑的X光照片式的历史地图。
通过浏览一幅幅的中国历史版图，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把握我们伟大祖国在历史长河中纵向的整体面貌
变化。
所谓“亦庄亦谐，雅俗共赏”，即指《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
而是更多的增加了一些风趣的内容，以使广大读者在轻松中领略历史的概貌，增强了解祖国历史的兴
趣。
当然，历史本身即是一门严肃的科学，我们对历史要认真对待，所以笔者在行文时又力求尊重历史事
实，保留历史的本来面貌。
为实现写作的初衷，笔者在书中设计了“天知一半”这个漫画小人。
“天知一半”既是通晓古今中外的“智慧博士”，又是插科打诨的“戏剧小丑”，负有评述和调侃历
史人物，介绍历史典故和历史知识的任务。
他风趣幽默，形象滑稽，讨人喜欢。
他驰骋世界，纵横古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为他的调侃而配上的漫画小插图妙趣横生，令人莞尔。
另外，在书中笔者还设计了“小词典”栏目。
“小词典”如同一位博古通今的老师，对历史知识的解释说明如数家珍。
从他侃侃而谈的话语中，我们既可以增进对历史知识的了解，也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深邃与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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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简史”，顾名思义，即是《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写作只是对中华民族悠悠几千年历史的
一个简单的描述，它不是一部详尽的中国通史，不可能面面俱到。
《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立意只求通过对祖国悠久历史的简明陈述，使读者能大致了解我们中华民族
的过去风貌。
其次，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亲身享受了“不学不知道，一学真奇妙”的快感。
笔者屡次查阅了多种版本的《世界历史地图集》，惊叹地发现：从秦朝起直到明朝止（公元前221年-
公元1644年），在这段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是当时世界上版图面积最大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弘扬爱国主义的“历史盲点”。
在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17世纪中期这段时间里，曾经显赫非凡地驰骋世界，横跨欧洲、亚洲、非洲的
大帝国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以及初期的俄罗斯帝国等，其版图面积都不及当时的中
国大。
（俄罗斯帝国是在17世纪中期到末期才拓展到西伯利亚东部，版图面积那时才人过中国）遗憾的是，
中国从晚清起，夜郎自大，闭关锁国。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列强侵略的对象，饱尝了“百年之辱”。
古今对照、中外对照地看版图学中国历史，不但令人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历史盲点”，还会令人热血
沸腾，涕泪纵横。
有时令人掐指扼腕，有时又叫人拍案长叹！
不过，更多的是一种自豪，一种为我们祖国母亲悠久历史的无限自豪！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微妙的、有如饮甘露、尝美味、赏名画、听天籁的愉悦。
俗话说“有福共享，有难同当”，何不将此惊喜和愉悦与国人共享？
笔者虽然志大才疏，力不从心，但在亲友的热情鼓励和全力支持下，在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指导下，
这本《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终于得以完稿，呈献给读者诸君，不足之处真诚期望得到各位的批，评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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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看版图学中国历史》通过一幅幅的古今对照的中国疆域变迁版图，直观展示了伟大祖国在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中纵向的整体风貌变化。
通俗易懂的语言，广博而又风趣的内容，配以丰富的形象生动的图片资料，使读者在轻松中领略祖国
悠久的历史概况，从而增强了解祖国历史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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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吕不韦执政期间，他任蒙骜等为将帅，攻伐韩国、赵国、魏国，开疆拓土，增置东郡、三川、太原三
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合纵”的联军，推动了秦国统一中国的历史进程。
秦王赢政长大亲政以后，罢免了吕不韦的相位。
公元前234年，秦王赢政重用尉缭和李斯，开始策划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
尉缭是魏国人，战国末期的兵家，著有兵书《尉缭子》。
他于公元前237年入秦，得到秦王赢政的赏识。
他献计说，用30万两黄金贿赂六国的权臣，离间他们的君臣关系和国与国的关系，效果会比“以兵屈
国”好得多。
秦王赢政采纳了他的计谋，得益匪浅。
上文说过，韩国曾被秦昭王攫取了三分之二国土，国势很弱。
根据“远交近攻”、先易后难的原则，公元前230年，秦王赢政首先灭掉了韩国，并俘虏了韩国国君。
第二年，秦王赢政又派大将王翦攻伐赵国。
赵国自公元前260年被秦将白起打败，40万兵被活埋坑杀以后，又重新任用善于用兵的大将李牧。
李牧采用坚防固守的策略，顽强抵抗秦军达一年之久。
没想到赵王宠臣郭开收受了秦国的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拥兵自重，意图谋反，唆使赵王派人去收回
李牧的兵权。
大敌当前，“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李牧拒不交出兵权。
昏君赵王竟派人秘密逮捕李牧并处死。
李牧一死，赵军人心涣散，溃不成军。
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攻陷了赵国都城邯郸，俘虏了赵王迁。
秦王赢政用尉缭之计，轻而易举地灭掉了赵国。
韩、赵被灭后，各国更加恐慌，“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公元前227年，秦军攻打燕国。
燕国太子丹自知燕国“危在旦夕”，便派荆轲去刺杀秦王赢政（即秦始皇），并在易水之滨为他饯行
。
“酒过三巡”，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捐躯，义无反
顾的英雄气概。
但是，秦王赢政“命大”，荆轲刺秦王赢政失败被杀。
公元前226年，秦军攻陷燕都蓟（今北京西南），燕王喜被迫退到辽东，负隅顽抗。
公元前225年，秦王赢政又挥兵攻伐魏国。
魏国曾被秦昭王攻伐15次，疆土被秦攫取了二分之一。
此时的魏国已奄奄一息，不堪一击。
秦国大将王贲率军包围了魏国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并掘开黄河堤水淹大梁。
三个月后，魏王开城投降，魏国灭亡。
秦王赢政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了韩、赵、魏以后，就全力攻楚。
楚国曾被秦昭王二次打击，疆土也被攫取了四分之一。
但是，楚国曾是春秋时疆域最大的国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因此，秦王赢政征询众将，要用多少兵马才可攻打楚国。
秦将李信自恃年轻勇敢，就向秦王赢政夸口说，只要20万兵就可横扫楚国。
秦王赢政又问老将王翦，其回答非要60万兵不可。
秦王赢政误以为王翦过于“老成持重”，就派李信率20万军队去攻伐楚国。
由于李信轻敌，先小胜而后败，不得不“班师回朝”。
秦王赢政这时才头脑清醒起来，不惜屈尊，亲赴老将王翦的家，请求他率兵伐楚。
公元前223年，王翦率秦军60万人（几乎是秦国全国的军队）去攻伐楚国，终于打败了楚国，并俘获楚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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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22年，秦王赢政灭了负隅辽东的燕国，六国只剩下齐国了。
齐国的相国后胜长期被秦国用重金收买。
因此，昏庸的齐王建被后胜摆布，既不援助被灭的五国，也不积极备战。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派兵攻打齐国，齐王建拱手投降，至此“战国六雄”全部被灭，中国基本统一
。
但是，南部的“南越”、“滇越”部落仍未归附，北方的“河套地区”还在匈奴手里。
（请对照参阅图A和图11）第二节秦始皇的四大功劳秦王赢政灭掉了六国和其他小国，建立了中国历
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秦朝。
为了炫耀功德，确立权威，他根据古代“三皇五帝”的传说，创造了“皇帝”的尊号，成为中国历史
上的第一个“皇帝”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强君”。
秦始皇梦想“万世传之无穷”，为了儿孙们能以“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继位，他自称“始
皇帝”。
但是，他的美梦未能成真，秦朝二世而亡。
虽然秦朝的帝祚未能“万世传之无穷”，但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立了大功的。
结束战国时期诸侯混战、长期分裂的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是秦始皇的第一大功劳
从秦以后，中国历史上强大而又统一的汉、唐、元、明、清，都是在秦朝的版图上发展壮大的。
秦的版图是后来统一的中国的基础。
用图A对照秦朝的版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秦的版图，已经涵盖了中国34个行政辖区中的27个，
只有今黑龙江、吉林、台湾、海南、西藏、青海、新疆等省、自治区没有涵盖其中。
（请对照参阅图A和图12）可见，秦朝的疆域相当辽阔。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强大的中国，其功不可没。
秦始皇的第二大功劳是统一汉字自汉字产生以后，经过商王朝、周王朝以及春秋战国一千多年的升华
发展，甲骨文和金文已经初步演变成了中国人通用的汉字。
但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七雄”的文化特征各不相同，因此就产生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的现象。
单单是秦国，汉字就有八种（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形体。
于是，秦始皇命令廷尉李斯等人进行文字改革，统一全国文字。
李斯等人用“小篆”体文字，编写成课本在全国推广。
这些课本，有李斯写的《仓颉篇》，赵高写的《爰历篇》，胡毋敬写的《博学篇》等。
这些课本，不但教字体，同时也教授语法，作为官方正式颁布的、统一文字的范本。
秦始皇的第三大功劳是修筑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是伟大的中
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
但是，提起万里长城，就不得不提起秦始皇。
如果没有秦始皇下令从全国征调大量的民工来修筑长城，如果没有秦始皇下令大将蒙恬率大批士卒来
修筑长城，会有万里长城吗？
很多人以为修筑长城是秦始皇开创的，其实不是。
早在春秋时，楚国为了防止韩国、魏国的侵扰，就于公元前657年筑过长城（当时叫“方城”）。
秦国最早修筑的长城是公元前409年秦简公修筑的“堑洛”。
秦昭王在位时期，为了防止匈奴民族的侵扰，又在陇西、上郡等地修筑长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百事纷繁，百业待举。
但是，属游牧民族的匈奴和东胡经常南下侵扰掠夺，给中央政权和北方边境人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
痛苦。
于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就派大将蒙恬率30万军队北伐匈奴，夺回河套南北地区，重新设置了九原
郡。
（请参阅图11和图12）虽然匈奴被赶走，但威胁并未彻底解除，还要时刻防备匈奴、东胡的侵扰和进
攻，于是，秦始皇决定修筑一道坚固无比的“防线”——一条新的万里长城。
新长城以战国时秦、赵、燕国北部的旧长城为基础，通过修葺、增补、新建，将它们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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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长达万里。
为了修筑长城，秦始皇向全国征调了约50万民工，加上蒙恬所率领的30万士卒，足足用了9年时间。
修筑万里长城，工程非常浩大，其艰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因此，修筑新长城给劳动人民带来多么沉重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可想而知。
但是，我们伟大的祖先，凭着无比的聪明才智，卓越的创造力量，伟大的刻苦耐劳精神，最终使万里
长城雄伟地屹立在秦国的北疆。
据登上过月球的宇航员报告说，从遥远的月球观察地球，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能够辩认出的伟大人类工
程之一。
万里长城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俗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有的人甚至说，没有到过长城，就等于没有到过中国。
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旅游都想到长城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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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看版图学中国历史》中笔者注重地图、图片资料与文字资料的结合运用，使它们互相补充，以期
达到对历史更好地表达效果。
笔者提供了一张透明的现今的中国标准版图活页，用它来对照着回眸中国母亲的“老照片”，而且，
《看版图学中国历史》的“老照片”是彩色的、一目了然的、只显轮廓的“历史版图”，即“历史疆
域示意图”，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显示五脏六腑的X光照片式的历史地图。
通过浏览一幅幅的中国历史版图，我们可以很直观的把握我们伟大祖国在历史长河中纵向的整体面貌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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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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