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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印记》

前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宛如一部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人间正剧。其间或有天朝的
盛衰兴替，或有人生的苦辣酸甜，或有相互的勾心斗角，或有彼此的悲欢离合。有卑鄙无耻的跳梁小
丑，也有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有充满智慧的先贤圣哲，也有默默无闻的平头百姓。太多太多的传奇
，至今仍然让人荡气回肠。阅读历史，可以铭记过去，更可以启迪人生。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历史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华文明的兴替流变。一辈又一辈的祖先们，将这部兴替流变史演
绎得精彩纷呈，不仅筑就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培养了勤劳善良的民族性格，而且增强了整个中华
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归属感、认同感。忘记过就意味着背叛，背叛过去又如何面向未来？正如章太炎
先生所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
，爱国之心，何由而起？”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甚至说有义务追溯历史，牢记历史。　　“不识
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逝者如斯，演绎历史的人们早已远去，大概永远也没有机会对自己
亲历的历史再说些什么。作为后来者，我们却完全可以置身“庐山”之外，以旁观者的视角从历史之
中汲取营养。历史的价值在于真实，谓之真实，正是因为它是人性的流露，因而可以说，历史的经验
给了人性最为直接的考察和分析。实践是认识的最终来源，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历史的经验，少走
甚至不走弯路，这就是历史的智慧，人生的启迪。从这个意义上讲，追溯历史、牢记历史固然重要，
总结历史、品味历史更属必然。　　可见，阅读历史不仅富于意义，而且富于享受。　　关于天朝的
兴盛，例如商朝，之所以能够取夏朝而代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夏桀暴虐而商汤仁德。他的仁爱不
仅体现在家国大事之中，更在一些细枝末节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网开三面”的故事，使商汤
的仁德慈爱极大地笼络了人心，也难怪人们发出“汤德至矣，及禽兽”的赞叹了。后来人们争相归附
，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关于天朝的衰亡，不妨仍以商朝为例。其末代暴君商纣王罪恶滔天，罄竹
难书，可本书的着眼点是与他有关的两件小事，其一是开始使用象牙筷子，其二是喝酒喝得忘记了日
子，事情虽小，可都是朝纲废弛的具体体现，箕子（商纣王的叔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两个细节，并
且据此准确地预言了商朝的最终命运。　　白驹过隙，转眼千年，雪泥鸿爪，岁月留痕。昔人已去，
万事成空，我们只有循着这些细枝末节去探究、去寻找、去靠近、去还原，去近距离地感受历史的体
温与气息。宛如沿着依稀“印记”，整理出一条分明“路”，将这些“印记”与天朝命运紧密联系起
来，为我们阅读历史、感受历史、品味历史、总结历史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
阅读兴趣。　　这些所谓的“印记”，有的是家喻户晓的典故，有的是情节曲折的事件，有的是成语
俗话的渊源，有的是发人深省的现象。将这些“天朝印记”置于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去，并将其与天
朝命运联系起来，不仅可以使我们熟知“印记”本身，更能够加深我们对历史发展轨迹的认识与理解
。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是挥之不去的印记。历史不仅仅是镜子，更是富于美感的艺术；
阅读历史不仅仅是积累知识，更是对人性的敲打和对人生的反思。阅读历史，就是要铭记过去，启迪
人生；就是要汲取营养，滋润心灵；就是要立足当下，放眼未来。祝愿读者通过读史体会世间沧桑，
更能独具慧眼，参透历史中的智慧。　　书中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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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朝印记:决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以时间为顺序，以王朝变革为线索，选材广泛，内容
丰富，有的是家喻户晓的典故，有的是情节曲折的事件，有的是成语俗话的渊源，有的是发人深省的
现象⋯⋯《天朝印记:决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史实细节具体，文字简洁生动，图片丰富悦
目，是一部有品位的历史知识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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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禹：劳苦功高，三过家门而不入　　传，在远古时代，黄河流域有两个著名的部落，即黄帝部
落和炎帝部落。后来这两个近亲部落结成了部落联盟，统一了中原地区。轩辕黄帝取得了在中原的统
治地位，他和炎帝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在观念习惯上共同信奉的祖先。　　传说中被人广为传颂的尧，
是黄帝的后代。尧在位的时候，洪水滔天，浩浩荡荡，淹没土地，冲毁房屋，人民苦不堪言。尧召集
部落首领商量治水之策。有的首领推荐鲧去，尧采纳了这个意见，任命鲧去治水。鲧采用了“水来土
挡”的方法治水，用石头和泥土垒成堤坝把洪水拦住，可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患，鲧治水九
年，劳而无功。　　尧帝死后，舜继承了帝位。见鲧治水无功，就把他流放到羽山，后又任命鲧的儿
子禹接替鲧的事业，继续治水。　　关于禹的出生，还有许多有趣的传说。相传，禹的母亲叫修己，
她吞了薏苡，就生了禹。还有一种说法是鲧死后三年，尸体不腐，有人用刀把尸体剖开，禹就出世了
。　　禹吸取了鲧筑堤防水失败的教训，利用了水向下流的性质，用疏导的方法来治水。他带人按照
地势的高下，把漫溢的洪水分别引入一定的水道，使大家得以在平地上安居下来。他还带领大家开沟
渠，便利了农业生产。他和人们一起劳动，日夜不辍，吃则野果粗粮，穿则破衣烂衫，住则荒郊野外
。　　他的手和脚都起满了茧子，由于长年浸泡在水中，他的脚趾甲都脱光了，腿上的汗毛也都磨掉
了。其中最令人感动的，还是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禹娶涂山氏之女为妻，四天后即离家去治水
。第一次路过家门时，屋子里传出婴儿哇哇的哭声，这是妻子刚刚生下儿子启的声音。禹很想冲进家
门，看看自己的亲生骨肉，可到底还是忍住了，匆匆而去。第二次经过家门时，妻子抱着儿子站在家
门口，禹只是远远地望着，满怀深情地朝妻子挥了挥手便又上路了。第三次路过家门口时，启已经十
来岁了。禹只是在家门口摸了儿子的额头，便又远行，仍未迈进家门一步。　　禹穷十三年之功，先
把九条大河疏通，将洪水引入大海，又开通各处支流，将原野上的积水排除，终于平定了水患。禹劳
苦功高，在部落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受到人们的崇敬，被称为“大禹”。　　舜帝生前，即宣布大
禹为接班人。舜帝死后，大禹过了三年的服丧期，即辞去帝位，将帝位让给舜帝的儿子商均。但是，
大禹治水成功，威望极高，诸侯们都不同意商均即位，又见大禹谦逊淡泊，功成身退，都去朝拜大禹
而远离商均，所以最后大禹即位为王。　　当然，并不是说大禹是因为“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的细
节才最终即位为王的，但这个细节却充分体现了他的勤劳执著、为公忘私。这些优秀的品质以及在此
基础上为治水所做的卓越贡献是他得以建立崇高的威望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到后来为诸侯所认可的基
本前提。大禹最终成为远古大同时代的最后部落主。　　禹年老时，选定部落首领、辅佐他治水有功
的皋陶为接班人。不想皋陶先大禹而死，于是伯益又被推选出来作为禹的继承人。大禹死后，他的儿
子启不愿向伯益朝拜，而是在夏部落的推举下自立为王。启继禹位，破坏了部落联盟的民主推选制度
，自然遭到包括伯益在内的一些部落首领的反对。经过多年的战争，伯益兵败被杀。有扈氏指责启的
做法，启派兵征伐，大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被灭，其成员被罚做“牧竖”。这样“父传子，家天下”
的王位世袭制就代替了大同时代的禅让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最终建立起来。　　禹的
时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明确，交换关系逐渐增加，等级观念和私有观念在人们的
脑海中日益牢固，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已然在悄悄地解体。启作为夏朝的实际建立者，不能不说是承
其父大禹之余荫，也难怪有的人把大禹视做夏朝的开国之君。　　杼：一代名王，发明甲衣　　杼是
夏朝的第七代帝王，被认为是能够继承大禹的一代名王，为夏朝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不朽
功勋，却还要从他的一个小小的发明说起。　　启取得了王位以后，并无太大作为，而是整日沉醉于
饮酒、打猎、歌舞。启的儿子太康即位，更是不问政事，曾经和几个家属接连几个月到洛水北岸打猎
不回朝，引起了夏民的怨恨。有穷氏的后羿趁机起兵，赶走太康，自立为王。　　后羿善射，传说中
有名的“后羿射日”的故事即是写他的，但他在政治方面却很昏庸。他对政事不闻不问，又任用寒浞
主持朝政。寒浞奸诈，收买后羿的亲信将后羿杀死，取而代之，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太康失国外
逃，死后传弟仲康，仲康传儿子相。相先后被羿和寒浞攻杀，在帝丘避难时，寒浞派兵攻打，当时相
的妻子后缗已经怀孕，在仆人的帮助下从墙洞爬出，逃归母家有仍氏，生子少康。少康长大后，做了
有仍氏的牧正，学管畜牧，被追杀，又逃到舜的后裔有虞氏那里，当了有虞氏的庖正。有虞氏部落的
首领虞思，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后来，少康集合亲信部落，整顿队伍，积蓄力量，展开了声势浩大
的复国运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少康终于恢复了帝位，并巩固和壮大了夏朝。这在历史上被称为
“少康中兴”。　　杼是少康的儿子，发明了用于防御的甲。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有了防御用的甲
，就可以有效地抵制敌人的进攻，保护自己，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增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夏朝也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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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拥有了一支比较强大的武装。　　由于杼的这个发明是针对射箭而产生，因此，在与人交战时自然
可以避其锋芒，克敌制胜，也就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杼在覆灭寒浞的战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使夏朝得以彻底肃清了寒浞及其残余势力。杼即位后，战功卓著，各部落陆续归附夏朝，有的部
落甚至还接受了夏朝的爵位，称臣入贡。通过杼的努力，夏朝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鼎盛时期。　　杼是
一位十分能干的帝王。他继承了父亲少康的事业，巩固了“少康中兴”的成果，对于夏朝的发展与鼎
盛，可谓功不可没。　　夏朝历经“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自杼以后，没有什么有作为的英明
君主出现，似乎也没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平淡的历史进程中，夏朝也逐渐由兴盛走向灭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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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洞明历史真相，破译千古之谜　　品鉴成败得失，探解历史悬案　　白驹过隙，转眼千年，雪泥
鸿爪，岁月留痕。天朝的迷梦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盛世巅峰的辉煌、末世穷途的凄黯，无不成为今
人口中饱含感慨的一声叹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留下的是挥之不却的印记。　　《天朝印记：决
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将带您循着这些印记，去重温那异彩纷呈、荡气回肠的天朝大梦。
　　《天朝印记：决定中国古代王朝命运的那些事儿》以时间为顺序，以王朝变革为线索，选材广泛
，内容丰富，有的是家喻户晓的典故，有的是情节曲折的事件，有的是成语俗话的渊源，有的是发人
深省的现象⋯⋯全书史实细节具体，文字简洁生动，图片丰富悦目，是一部有品位的历史知识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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