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拆拆中國史
黃國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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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歷史源遠流長，即便捨棄掉傳說未能確定的部分，大致上還是有將近四千年之

久！然而也因為源遠流長導致讀起來並不輕鬆，特別是在南北分裂的時代，加上

繁多難記的人名和枯燥易混淆的事件，不少人在學生時代視歷史課為枯燥無味的課，

尤有甚者，一部分非歷史系的學生在大一修完中國通史後，一輩子不會再碰觸與歷史

相關的書籍。是以，若能有一部簡單易懂，且又輔以表格整理歸納的歷史書，就能讓

更多非學院派的人士領略歷史的醍醐味，本書《拆拆中國史》正是有著上述優點的書

籍。

本書共分八章，第  一  章概述世界文明的起源以及上古世界簡史，將敘述的文字
放在大量的表格裏，清楚易懂又不至於造成讀者的負擔。

第  二  章介紹中國地理文化，包含中國地理疆域、歷代國都及其古名、史上有名
的古都、禹貢九州、影響現代人至深的五德終始說以及目前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

第  三  章為認識中國歷史朝代，從這一章起進入本書的敘述重點，也多了史學
上的專有名詞。儘管乍看之下要面對更為專業的內容，但是請讀者不要因此而打退堂

鼓，在重點式的條列以及表格輔助的陳列下，整體閱讀起來也就不覺得那麼難懂了。

第  四  章為認識中國歷代朝廷政治，具體列舉並分析、歸納歷朝歷代覆亡的原
因，此外還簡介秦漢以來的中央政權體制、學制和兵制，最後一節列出中日韓封建時

代最後政權君主一覽表以及這三個政權的一些有趣小故事，頗值得一讀。

第  五  章為認識中國歷代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有別於同類書籍以朝代分章敘述
的框架。本章共有十一節，每節探討一個歷史上多個朝代曾共同發生過的主題（不論

歷史不應該是枯燥的，
前提是要有
能讓人讀得下去的書籍

洪維揚（日本歷史作家）

https://www.morningstar.com.tw/bookinfo.aspx?bookno=1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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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壞），藉由打破個別朝代的局限，將歷史上同性質的人物及事件一網打盡，更能讓

讀者跨越朝代的區隔，進而達到對歷史的深入理解。舉例來說，該章第十節的標題為

中國歷代宦禍，作者整理出歷史上東漢、唐、明這三個宦官為禍最烈的朝代，除列舉

三個朝代具代表性的宦官外，作者還很用心的說明東漢、唐、明三朝宦官為禍的性質

上的差異以及宦官之禍最終的結局以及對該王朝的影響，凡此種種不難看出作者的用

心。

第  六  章為認識中國皇帝，作者將中國三千年來數百個皇帝做了評比並就其在位
的政績予以分類。接著針對廟號、諡號、年號以及避諱做解釋，特別是前兩者廟號和

諡號，兩者的意涵和差異恐怕連歷史系學生也不見得能夠區別。至於和避諱有關的一

些小常識，有不少連我也是首次聽聞，對作者的博學感到佩服至極！

第  七  章是認識中國后妃及重要女傑，顧名思義是以女性為主要的敘述對象。中
國向來重男輕女，女性即便貴為皇后也不見得能在歷史留名，要在歷史留名必須有做

出影響或改變歷史的事情（不管是好或壞）；相反的，只要能做出影響或改變歷史的

事情，即便不是貴為皇后，也能在歷史上留名。當然後人最津津樂道的莫過於與史上

才高八斗的文人以詩文唱和的名媛才女了，作者在這部分也沒讓讀者失望，用了部分

篇幅來形容這些極富魅力的名媛才女。

第  八  章為認識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替，亦即是對歷朝歷代的簡介，這一章幾乎占
了全書的一半，較少閱讀歷史書籍的讀者可能難以承受這樣的篇幅。然而換個角度思

考，將近四千年的中國歷史只用約半本書的字數描述，由於我本人也有寫作的經驗，

深知在眾多資料中取捨的困難，對作者的用筆更感佩服。

為了不破壞讀者閱讀的興趣，因此只針對本書內容做簡單介紹，想知道本書完整內

容還是請各位看官靜下心來耐心閱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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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歷史系學生，時常會聽到一段經典話語和一個問題。剛進大學念書時，總會聽

見老師們引用中國史學大宗師司馬遷的一段話：「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

一家之言」；畢業前畢業後，在社會浮沉，時常聽到有人問：「你是念歷史的？那一

定很會講故事了？」對大部分人來說，前者在重重繁複瑣碎、又讓人疲於奔命的日常

生活裡，變成一個遙不可及的夢；後一個問題則嚴重考驗我們的謀篇、書寫、取材與

審題能力，總是要到了打開電腦，手指放在鍵盤上卻遲遲敲不出一個字，或是面對學

生課堂發問，盡了全力而還是覺得無論如何講不到點上的時候，才發覺「講好一個故

事」（正確又生動的陳述史實）真是難乎其難。

黃國煜先生的新作《拆拆中國史》卻能以別出心裁的方式，將中國史上歷代皇朝的

交替更迭，生動有趣的「說清楚，講明白」，這是很難得的。作者細心整理中國歷史

上的皇朝史實，用清楚活潑的表格圖像，簡單扼要的傳達給讀者。除了時間順序的縱

列上下對照，還有同一時期世界各國文明的橫向比較，讓讀者在最短的時間裡，獲得

一個清楚具體的歷史認識。

我自己對本書印象最深的段落，是作者精心繪製的「中國八大古都」。所謂「八大

古都」，分別是西安、洛陽、北京、南京、開封、杭州、安陽、鄭州。八座城市，經

過千年的歷史積累沉澱變化（特別是近二百年來），當年樣貌早難尋覓。即使今日履

足斯土，我們不禁也會自問：這裡是漢代的長安（西安）、唐代的神都（洛陽）、金

代的中都（北京）、大明的應天府（南京）、北宋的汴京（開封）、南宋的臨安（杭

州）、殷商的王城（安陽）與夏朝的亳都嗎？記得我在二○一六年八月到南京去，有

天下午步行路過南京明故宮遺址公園。朱元璋曾經在這裡建立紫禁城，但是如今除了

圖中看盡千古事

廖彥博（歷史作家，《一本就懂中國史》作者）



5

推
薦
序

幾處散落的石墩以外，荒煙蔓草裡，已絲毫看不出皇家氣派。當天公園裡雖然遊客如

織，我卻在和煦的夕陽下興起了「興亡千古事」的蒼涼感慨。作者畫南京，將歷朝各

代的都城位置疊合在一起，讀者可以同時在圖上看見東晉和南唐的王宮，明代的紫禁

城與明孝陵，再聯想起太平天國的天京和中華民國首都南京，金陵龍蟠虎踞，千年雨

打風吹，一種屬於歷史的滄桑感，不覺油然而生。

再拿北京來作例子：明清兩代六百年北京城的格局，奠定於明代。從本書一目了然

的圖中可看出，在元代大都的基礎上，老北京城是一個「凸」字——上邊直擺的長方

形是早年興建的內城，下方橫放的是明代中期修築的外城。可是，這下邊新修的城牆

既然是外城，理應是個包裹住舊城的「回」字，怎麼卻成了個「凸」字呢？原來，嘉

靖年間修築外城時，確實計畫要圍繞內城一匝，但因為經費不足，只建了南段就宣告

停擺。時至今日，位於北京二環、三環一帶的內外城牆，除了少數孑餘以外，都已遭

到拆除的命運。與其走在二十一世紀高樓巨廈、堵車霾害環伺之下的北京，還不如在

作者精心描繪的北京歷史地圖上，一發思古之幽情。

總而言之，《拆拆中國史》像上述這樣綱舉目張、一目了然，又不失活潑生動的例

子還有很多，大有「成一家之言」的氣魄，推薦給讀者細細品味。此外，我也盼望作

者黃國煜先生可以在現有基礎上再接再勵，推出下一部更具深度，又不失簡明有趣特

色的圖解中國史作品，朝向太史公所說「通古今之變」的理想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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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酒，能讓人類喪失理智，還原成猿猴；一本書，能使一介莽夫智慧昇
華，蛻變成文人。

● 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僅人類能用語言表達溝通，以文字傳達訊息，並懂得

用火烹煮、填海造陸，使人類成為眾獸之首、萬物之靈。

●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僅中華民族有能力將自己的歷史完整傳承下來（25

史），這全歸功於歷代史官，傾其一生，用生命書寫記錄；加上東漢蔡倫

革新造紙術、北宋畢昇發明活版印刷術，在眾多先人的努力下，才讓中華

文學史料精華被大量保存下來，凌駕於全世界。

● 中國皇朝歷史從西元前 221年秦朝始皇帝開始，至西元 1911年清朝末帝

止，共計 2132年，期間共有 59個朝代被定位，總共出現 331位帝王，其

中柔弱之君 115位（最多）、賢明之君 91位、昏暴之君 76位、平實之君

49位。

 在 331位帝王之中，自然病死之君有 204位、他殺或自殺者有 127位。
● 全國統一的帝國時代累計為 1452年、分治紛亂的王朝時代為 680年，足

見統一安定時期比分治混亂時期多出一倍的時間，故整體政局相對穩定。

● 中國境內共有 56個民族，其中以漢族居多，約佔 92%。在漫長五千年來

的改朝換代、循環更替中，國內非但沒有分裂，各民族反而更加融合，團

結成大中華民族。

● 每個朝代粉墨登場，接續上演歷史大戲，期間從來沒有一個強權，能夠河

山帶礪、長治久安、國祚永固，這是為何？因為人們有生老病死的自然法

則，國家也有興衰滅絕的鐵則定律：創世期→治世期→衰世期→亂世期，

周而復始。

 幾千年來唯一能夠完全統一中國的，只有「漢字」
● 歷代開國君主建立新政權時，不可能隨即掌控全國，得需大費周章，去跟

舊有勢力周旋對抗，才能依序降服，其中以清朝花費時間最久，長達 40

【
前 

言
】

世界上唯一不會終止的事物，
就是歷史

黃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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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元 1683年（康熙 22年），施琅攻奪台灣，降服明鄭政權（東寧王國），才

真正達成統一全國局勢。

● 西元 1842年清道光年間中英爆發鴉片戰爭，滿清以長矛大刀對上蠻夷的長槍大砲，

結果不堪一擊、迅速潰敗，昔有血滴子百尺之外取人首級，今有洋鬼子萬里之遙攻

城掠地，此事驚醒隔鄰日本江戶幕府，為爾後的明治維新埋下伏筆，從此帝國列

強，群魔亂舞，對中國威懾瓜分，使中國淪為次殖民地。

● 中國也因此從自傲滅洋的天朝上國，瞬間轉變成自卑媚洋的東亞病夫（另有西亞病

夫為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最後被瓜分而淪亡）。

 從西元 1842年鴉片戰爭議和起至西元 1949年新中國成立止，共計 108年期間，中

國從來沒有真正擁有主權完整的一天（在二戰期間，全亞洲真正享有主權獨立的國

家僅有日本及泰國）。

● 漢朝與清朝相距千年之遙，但我們對兩個朝代的歷史內涵認知似乎相隔不遠、差異

不大。人類真正文明精進啟始於近代，可分三階段：

① 1883年，愛迪生發明電燈泡，因此顛覆傳統的陰陽兩極論思維，使人類告別日出

而作、日入而息的千古慣性（改變作息）。

② 1903年，萊特兄弟發明飛機，實現人類騰空飛翔的夢想，推翻生物本能的定律

（縮短距離）。

③ 1969年人類首度登陸月球，開啟太空時代新的里程碑，使電腦、網路更加盛行發

達，科技一日千里（節省時間）。

● 歷史是由得勝者所擬、掌權者所寫，所以該君今朝被歌功頌德，尊崇備至；明日可

能遭鞭撻謾罵、挫骨揚灰，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道理。是雄才大略（禮讚）或好

大喜功（貶謫），全憑當朝史官個人喜好，及朝廷政策，巧手一揮，下筆論定。

● 中華文化悠久長遠，人文典故枝繁葉茂，使得國人對中國歷史概念雜亂叢蕪、枝末

錯節，因此敬而遠之。

● 最近拜電視宮廷連續劇竄紅叫座所賜，歷史古裝劇成為新的演繹題材，盛況空前。

觀眾從劇情內容中，間接獲得豐富朝代知識，開始對隱晦模糊的歷史結構茅塞頓

開，而加以溫故知新。

 於是激起我一股動力，將歷代皇帝列表造冊，逐一盤點清查，將所得數據轉換成圖

表分析呈現，並以觀眾的角度、粉絲的立場，匯整成籍，疑義相與析，與您共分

享。

●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定律，就是「常變」；唯一不會終止的事物，就是「歷史」。

 歷史雖是過眼雲煙，但是人們常常沒有從中記取教訓，前車之鑑、殷鑑不遠，時常

執迷不悟、重蹈覆轍，讓悲劇歷史一再重播，先人憾事重複上演。

● 歷史的洪流脈絡，將無始無終、連綿不絕的延續下去⋯⋯但唯獨封建皇朝政權例

外，它已一命嗚呼、壽終長眠，永不再復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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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節   各國創世神話故事

人類文明的啟源，幾乎都以傳說、據說、聽說為依據，所以被歸類為神話故事，不

被當作史實材料，故僅供參考用（不必當真）。

認識世界人文歷史

古
人
類
想
像
中
的
宇
宙 印度人的宇宙觀

佛教宇宙觀

須彌山

巴比倫宇宙觀

生命之樹

歐洲的宇宙觀

生命之卵 印加的宇宙觀

北歐世界觀

宇宙之樹

中美宇宙觀

中國宇宙觀

盤古開天地

埃及宇宙觀

生命之樹

希臘人宇宙觀

中國世界觀

夸父射日

埃及宇宙觀

宇宙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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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世
界
人
文
歷
史

各
國
創
世
的
祖
先

希臘祖先

大地之母 馬雅大地之神 亞述太陽神馬爾修

韓國始祖檀君 印度創造之神大梵天 希臘神話天神宙斯

中國女媧補天 中國始祖黃帝 聖經始祖亞當夏娃

大和民族祖先

伊邪那夫妻

日本天皇祖先

天照大神

北歐祖先

奧丁三兄弟

印度宇宙之神

夏莎克提 巴比倫天命之神

羅馬祖先

羅慕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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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人類文明的起源進化說

人類是由猿科動物，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演變而成。

★非洲衣索匹亞附近，已確認是全人類的共同故鄉。

◆  人類文明精進的原素 手與腦並用，締造出文明的結晶
1. 全世界所有生物，僅人類能用語言及文字相互溝通，帶動出文明的啟發。

2. 全世界所有生物中，僅人類懂得用火，從茹血生飲到烹調美食料理。

3. 人類智商高（腦容量大），故能發揮豐富的想像力及思想文化。

4. 人類姆指能彎曲（動作靈活），故能製造出精緻器具（猿科姆指僵硬）。

• 人類與人猿的差異表 •

分類 人類 人猿

腦容量 1800cc 400cc

本能 有倫理觀 獸根性烈

本事 能用火 會採果

講話 語言文字 吱吱／手勢

身體 膚細無毛 膚糙毛長

特徵 有頸鼻挺 脖短嘴凸

姆指 能彎曲 只能平移

走路 直立行走（步行法） 手足並用（臂行法）

南方古猿

400萬年前
能人（巧人）

180萬年前
直立原人

50萬年前
尼安德塔匠人

10萬年前
克羅馬農智人

5萬年前
現代人（真人）

1萬年前

人 猿

趾

手

額窄耳高大

腦
容
量
大

腦容量極小

嘴凸脖短

鼻短

皮膚光滑耳朵小

姆指可彎曲 姆指短只能平移

腳趾長能抓樹腳平滑擅行走

腳

手

人類的演變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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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位期間不滿百日（三個月）的 8 位皇帝排行榜  

序 朝代 帝王名稱 在位期 考評

1 金朝 金末帝．完顏承麟 半日 登基大典時元軍破城而入被殺（世界歷史之最）

2 北齊 北齊幼主．高恒 20天 因先帝禪讓，僅作 20天皇帝（被北周俘殺）年 8歲

─ 西漢 昌邑王．劉賀 27天
在位 27天做出 1127件荒唐事，被霍光廢為海昏侯（未排
入帝序）

3 明朝 明光宗．朱常洛 29天 因亂服丹藥而喪命（明朝紅丸案）

4 元朝 天順帝．阿速吉八 30天 朝廷政變（因而失蹤不知去向）

5 秦朝 秦子嬰 46天 殺趙高向劉邦投降，後被項羽所殺

6 元朝 元寧宗．懿璘質班 53天 年幼登基（7歲）不久就夭殤（沒當皇帝的福分）

7 十六國 前趙隱帝．劉粲 60天 被大將軍靳准所叛殺

8 十國 北漢少主．劉繼恩 60天 被刺殺身亡

─ 民國 洪憲皇帝．袁世凱 83天
背叛民主、自立為帝，在全國討伐聲中憂憤而終（未排入

帝序）

★ 在位不滿 10年的皇帝以元朝最多，西元 1307年∼ 1332年（25年間）更替 8位皇帝

（總數 11帝）。

★ 在位不滿 10年的皇帝以清朝最少，僅一位（末代皇帝宣統在位 3年）清朝共有 10

帝。

中國歷代前 5名─壽命最長的皇帝 歷代前 5名─壽命最短的皇帝

序 皇帝名稱 歲數
即位

年齡
在位期 備註 序 皇帝名稱

歲

數
在位期間

1 清高宗．乾隆帝
89
歲

25歲 60年 另當 3年太上皇 1 東漢殤帝．劉隆
1
歲

8個月

2 南朝梁武帝．蕭衍
86
歲

38歲 48年 最後被餓死 2 東漢冲帝．劉炳
3
歲

6個月

3 唐朝女皇．武則天
82
歲

67歲 15年 臨朝專政 32年 3 元寧宗．懿璘質班
7
歲

53天

4 南宋高宗．趙構
81
歲

21歲 36年 另當 25年太上皇 4 北周靜帝．宇文闡
9
歲

2年

5 元世祖．忽必烈
80
歲

56歲 24年 另當蒙古大汗 11年 5 南宋帝昺．趙昺
9
歲

10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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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中
國
皇
帝

歷代前 5名─登基時年齡最長的皇帝 歷代前 5名─登基時年齡最小的皇帝

排名 皇帝名稱 即位年齡 在位期間 排名 皇帝名稱 即位年齡 在位期間

1 唐朝女皇武則天 67歲 15年 1 東漢殤帝劉隆 出生百日 8個月

2 蜀漢昭帝劉備 61歲 2年 2 東漢穆帝司馬聃 1歲 18年

3 南朝宋武帝劉裕 58歲 2年 3 東漢冲帝劉炳 2歲 6個月

4 西漢高祖劉邦 55歲 8年 4 西漢孺子嬰劉嬰 2歲 2年

5 新莽帝王莽 54歲 15年 5 西漢前少帝劉恭 2歲 4年

★ 元世祖忽必烈 45歲時稱大汗，56歲稱

帝
★ 清末帝宣統溥儀 3歲即位，在位 3年

嫡長子皇帝  中國歷代皇朝 231位皇帝中以嫡長子身份即位的僅有 55位（約

24%）

完全沒有嫡長子即位的朝代  1西晉（4帝）2南梁（4帝）
 3隋朝（3帝）4五代（共 14帝）

 5金朝（10帝）6清朝（10帝）

第九節   中國歷代兒皇帝簡介

★ 年幼登基（15歲前）的皇帝，歷代共有 64位（總數 231位），約佔 28%。其中以

東漢 11位最多（全部 14位佔 79%）秦朝與金朝則完全沒有兒皇帝。

特殊怪例  五代後晉高祖石敬瑭，為了求得帝位，竟然割讓燕雲十六州給遼朝
（契丹），並以 45歲之齡拜 34歲的遼太宗為父，自稱兒皇帝而貽笑千古。

兒皇帝的種類  年幼皇帝因無執政能力，需靠母后（太后）臨朝稱制（垂簾聽
政）或朝臣輔佐攝政，才能讓朝政順利運轉，但也因此常使皇帝大權旁落，成為傀儡

皇帝，史稱：「權臣專政」或「弄權干政」。

1 嬰幼皇帝 三歲以前登基者 2 幼年皇帝 3歲∼ 6歲的皇帝

3 童年皇帝 7歲∼ 12歲的皇帝 4 少年皇帝 13歲∼ 16歲的皇帝



137

認
識
中
國
歷
史
朝
代
的
更
替

第八章

第一節   上古時代

1 中國文明的起源

時期 時代 期間 人種 特徵

原
始
人
時
期

猿
人
時
期

舊
石
器
時
代

170萬前 元謀人（雲南地區） 舊石器時代初期

80萬年前 藍田人（陝西地區） 群居生活開始

20萬年前 北京人（河北周口店） 舊石器時代中期（猿直人）

5萬∼ 1萬年前 山頂洞人／河套人 舊時器晚期（智人／真人）

               

母
系
氏
族
公
社
時
期

新
人
時
期

新
石
器
時
代

1萬∼前 3500年 黃河流域系 長江流域系

有巢氏（構屋） 仰韶文化（彩陶文化）
河姆渡文化

馬家濱文化

三

皇

1 燧人氏（取火） 斐李崗文化 大溪文化

2 伏羲氏（獵物） 半坡文化 屈家嶺文化

3 神農氏（農耕） 大汶口文化

               

父
系
氏
族

公
社
時
期

銅
器
時
代

前 2700年∼前 2000年 黃河流域系 長江流域系

五帝 龍山文化（黑陶文化） 良渚文化

1 黃帝（中華始祖） 薛家崗文化

2 顓頊 3 帝嚳 馬家窯文化（甘肅）

4 唐堯 5 虞舜

               

奴
隸
制
度

青
銅
器
時
代

前 2000年∼前 256年（約 1800年）

上
古
三
朝

1 夏朝 二里頭文化

2 商朝 殷墟文化

3 周朝 周原文化

認識中國歷史朝代的更替

小
常
識

？ 何謂石器時代

● 原始人類最早謀生工具是用石頭製成故稱「石器時代」

物／時 舊石器時代

進步

物／時 新石器時代

工具 粗糙簡易型石器工具 工具 精緻實用的石器工具

居住 逐水草而居（隨時移動） 居住 結部落而居（固定群居）

生活 採集、捕撈、狩獵（採食） 生活 種植、農耕、畜牧（產食）

重心 求生存、找食物、避野獸 重心 開始有社會互助合作觀念

夏

商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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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皇五帝｜傳說時代  上古時期，距今久遠，歷史真偽，無法考究（還沒紙筆
發明），憑靠民間傳說或神話故事做為史料依據，流傳迄今。

版本繁多  三皇五帝因無史蹟可循，只能旁敲側擊，故版本眾多，較知名的如下：

三

皇

書名 人物

五

帝

書名 人物

尚書大傳 燧人．伏羲．神農 史記 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

洛書 天皇．地皇．人皇 尚書序 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

白虎通 伏羲．神農．祝融 禮記 太皞．炎帝．黃帝．唐堯．虞舜

春秋 伏羲．神農．女媧

較
主
流
版

戰國策 伏羲．神農．黃帝．唐堯．虞舜

尚書序 伏羲．神農．黃帝 資治外記 黃帝．顓頊．帝嚳．唐堯．少昊

★ 三皇五帝時代在沒有強力的文獻佐證下，歷史學家暫以《尚書大傳》中的三皇（燧

人、伏羲、神農）和《史記》撰寫五帝本記（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

主流版本。

★ 樹有根、水有源，中國人講求尋根溯源、落葉歸根、慎終追遠，故史學家將黃帝列

為華夏民族始祖（龍的傳人）於是成為中國文明開啟者、我們成為炎黃子孫。

★ 黃帝紀年元年為西元前 2698年（距今約 4700年前）。

三

皇

1 燧人氏（火祖） 鑽木取火（將茹毛飲血改成烤肉熟食）
征服洪水

猛獸
2 伏羲氏（太皞） 結網捕魚、飼養畜牧、製定八卦（河圖洛書）

3 神農氏（炎帝） 親嚐百草、播種農耕，被尊奉為「五穀祖師」

五

帝

土 1 黃帝（有熊部） 軒轅氏 遠古部落聯盟共主，中華民族始祖

水 2 顓頊（音專序） 高陽氏 曾居於北方玄宮，被稱為水德之帝（玄帝）

火 3 帝嚳（音酷） 高辛氏 共工怒觸不周山，被帝嚳平定

金 4 帝堯（唐堯） 陶唐氏 被道教尊為三官大帝之首神（另有舜及禹）

木 5 帝舜（虞舜） 有虞氏 中國民間故事（廿四孝）之孝感動天主角

上
古
時
代
各
地
方
文
化

龍山磁山

仰韶

裴李崗

屈家嶺

大溪

半坡

齊家坪

馬家窯

大汶口

青蓮崗

馬家濱

良渚

河姆渡

黃
海

長江流域

黃河流域

東
海

河姆渡文化

龍山文化

仰
韶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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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古時代重要人物

1 五方大帝  依五行顏色、五向方位所擬思出來的道教五方上帝。

2 黃帝︱姓姬／公孫（有熊部軒轅氏）  
黃帝紀元始於西元前 2698年（推算），他用指南車於涿鹿之戰擊敗東方九黎部

首領蚩尤，取代神農氏（炎帝）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儀式，詔告天下而成為中原

共主，尊號「黃帝」，炎黃兩部落最後融合成「華夏民族」，並成為中國人的

始祖，史稱「炎黃子孫」。

妻子｜嫘祖  教人種桑養蠶，取絲紡織製衣裳。
史臣｜倉頡  創造文字，被稱為制字先聖（傳說他有雙瞳四目）。

★ 黃帝時期三大發明：  ●文字─倉頡 ●衣裳─嫘祖 ●指南針─黃帝。

3 唐堯  陶唐氏姓尹祁名放勳，能觀天象、製曆書（羲和治曆象）
4 虞舜  有虞氏，姓姚名重華（眼睛雙瞳之意），他是位孝子（中國民間廿四

孝之一）

妻子｜娥皇（水神）及女英（湖神）  她們兩姐妹是唐堯的女兒，舜帝死後，兩姐
妹跳入湘江殉死，被道教尊奉為「湘夫人」供後世憑弔。

三官大帝  堯、舜、禹被道教尊奉為三官大帝（又稱三界公）。

天官 紫微大帝 唐堯 地官 清虛大帝 虞舜 水官 洞陰大帝 夏禹

5 三賢禪讓  上古時代王位傳賢不傳嫡的美德，引為佳談，但到禹時而中斷。

黃帝 軒轅氏 青帝 軒轅氏 赤帝 軒轅氏 白帝 軒轅氏 黑帝 顓頊（玄帝）

唐堯 虞舜 皋陶比禹早卒、未得位 伯益 遭夏部落反對未得位 ︻
家
天
下
︼【公天下】

夏禹的兒子啟、受群臣擁護而繼承王位

【開啟中國家天下之始啟者】
啟

夏禹

上
古
五
行
圖

黃海

日本海

西
戎

南蠻

北狄

中

原

東
夷

東

南

西

北

青龍

朱雀

白虎

玄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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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夏商周三朝綜述

1 夏商周年代未定論  中國歷史明確的記載年，始於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 841
年），在此之前的歷史紀年均為推算或傳說（有世無年）為主，故眾說紛紜，版

本繁雜難以憑證。

1 中國斷代工程版本  中國大陸有鑑於此，於 1995年邀請 200多位權威專家、

歷史學者，共同來研究推算西周之前的這段模糊斷續的時代史料，並於 2000

年發表成果報告，此計劃被稱為「夏商周斷代工程」。但其結果還是有很多

地方與文獻記載資料略有出入，無法吻合，其精確度令人質疑，存有爭論異

議，為求慎重起見，予以保留原貌，未做最後定案。

2 台灣教課書版本  台灣以民國初期教育部所頒佈的版本加以修訂，迄今未做

太大改變，其最大特色為下：

春秋時代
採用魯國編年史、孔子修著的《春秋》為起迄年

◎西元前 722年（魯隱公元年）至西元前 481年（魯哀公十四年）

戰國時代 以《資治通鑑》所記述三家分晉年（西元前 403年）為戰國始紀年

兩岸各自表述
雖然兩岸三地對年代認定有所差異，看法不同，各自表述，但整體對歷史事件及人文脈絡

的見解是一致的。

版本 1 大陸斷代工程版本 2 台灣教科書版本 3 重編國語辭典版本

朝代 國祚 期間 國祚 期間 國祚 期間

夏朝 470 前 2070∼前 1600年 432 前 2183∼前 1752年 442 前 2070∼前 1600年

商朝 555 前 1600∼前 1046年 640 前 1751∼前 1111年 644 前 1765∼前 1122年

周朝 790 前 1046∼前 256年 856 前 1111∼前 256年 873 前 1121∼前 249年

西周 275 前 1046∼前 771年 341 前 1111∼前 771年 351 前 1121∼前 771年

東周 515 前 770∼前 256年 515 前 770∼前 256年 522 前 770∼前 249年

春秋 295 前 770∼前 476年 242 前 722∼前 481年 295 前 770∼前 476年

戰國 255 前 475∼前 221年 182 前 403∼前 221年 255 前 475∼前 221年

◎其中以大陸斷代工程版本較為主流（因較有連貫性）

15年470年

︻
夏
朝
︼

555年

︻
商
朝
︼

790年

︻
周
朝
︼

275年

︻
西
周
︼

︻
秦
朝
︼

515年

【東周】

295年

春秋

35年

255年

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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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夏商周三朝代比較表  本表國祚以大陸斷代工程版本為主

朝代 1夏朝 2商朝 3周朝（西．東周）

國祚 【470年】17位王 【555年】30位王 【790年】37位王

期間 西元前 2070∼前 1600年 西元前 1600∼前 1046年 西元前 1046∼前 256年

國都
初期 陽城（河南登封） 初期 亳（河南商丘） 初期 鎬京（陝西西安）

晚期 斟鄩（河南偃師） 晚期 殷（河南安陽） 晚期 雒邑（河南洛陽）

特色

★家天下的開始 ★甲骨文、金文出現

禮制

封建制度

宗法制度

中國第一個王朝 崇信鬼神、重視祭祀 井田制度

文化 二里頭文化 殷墟文化 周原文化

疆域 部落聯盟 城邦聯盟 諸侯爭霸

開國君 夏禹（姒文命） 成湯（天乙） 周武王（姬發）

亡國君 夏帝桀（履癸） 商紂王（帝辛）
西周 周幽王（姬宮涅）

東周 周赧王（姬延）

亡國戰役 鳴條之戰敗給成湯 牧野之戰敗給周武王 犬戎之禍敗給其子（西周亡）

亡國妖姬 妹喜（音末喜） 妲己（音達己） 褒姒（音包賜）

愛好 撕絹裂帛而笑 酒池肉林、通宵達旦 烽火戲諸侯

歡心處 傾宮瑤台 鹿台摘心樓 戲諸侯烽火台

★ 亡國三大妖姬特色：亂孽惡道、縱情淫樂、紅顏禍水、傾國傾城。

● 夏亡於喜、商亡於己、周亡於姒，君惜美女成亡國之物。

3 夏朝｜中國第一個王朝  西元前 2070年∼前 1600年，共 470年（17位王）

華夏民族  夏朝是中華民族第一個王朝，又稱「華夏民族」（成為中國的代名
詞）。

夏
商
周
疆
域
圖

黃海

東海

長江流域

黃河流域

日本海

1

2

3 周

夏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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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王啟是家天下世襲制度的始啟者，從西元前 2070年起至清朝末帝宣統止（西元

1911年），共歷經 3981年王權封建專制時代。

︻

夏

朝

歷

代

君

王

列

表

︼

君王 在位 備註

1 夏禹 45年 定都：陽城（河南登封），另有一說在安邑（山西夏縣）劃定九州

2 啟 9年 遷都：陽翟（河南禹州），家天下（世襲）啟始者

3 太康 29年 「太康失國」→沉迷狩獵，被后羿放逐流亡異鄉

4 仲康 13年 「仲康傀儡」→后羿代夏（2年）→寒浞篡夏（38年）

5 相安 28年 「相安被誅」定都：帝丘（河南濮陽）

6 少康 22年 「少康中興」→擊敗寒浞復興夏朝

7 帝杼 17年 遷都：原（河南濟源）後再遷老丘（河南開封），發明皮甲和矛

8 帝槐 26年 在位期間社會安定、經濟發展，夏朝鼎盛期

9 帝芒 18年 為求黃河之神庇護，而開始有了沉祭大典

10 帝泄 18年 賜封九夷各部爵位

11 帝不降 59年 討伐九苑，是夏朝在位最久的君王

12 帝扃 21年 音窘，定都：西河（河南安陽），在位期間空中妖光連現十天

13 帝廑 20年 音緊，又稱「胤甲」，因其無子，由堂兄孔甲繼承王位

14 帝孔甲 31年 「孔甲亂夏四世而隕」，淫亂無道，好方神鬼，不理朝政

15 帝皋 3年 音高，諸侯已不來朝覲，國勢日衰滑落

16 帝發 22年 帝發七年泰山大地震（世界最早地震記錄）

17 帝桀 52年 寵幸妹喜，沉迷酒色，暴虐嗜殺，諸侯群起抗暴

有易氏

有鬲氏

有窮氏

有仍氏

有莘氏

有緡氏

有虞氏

涂山氏

防風氏

有扈氏

黃河

九夷

帝丘

安邑

陽城

三苗

夏
朝
時
期
各
地
方
部
落
圖

夏朝

葷
粥
熏
育

黃
海

東
海

40
年
真
空
黑
暗
時
期

？｜在位期間年 .未定論，因版本眾多，算法不一，故只能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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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朝開國君︱夏禹

第一任姒文命，字高密，號禹（又稱大禹）其父鯀（音滾，意為大魚）整治黃

河採用圍堵法失敗，釀成巨災被處死，禹於是改用疏導法成功將水患制止（治

水期間三過家門而不入），受萬民尊崇，被虞舜封為「夏伯」，後來將王位禪

讓給禹，故稱為「夏禹」，在位 45年，死後葬於浙江會稽山。
2 家天下開啟者︱夏啟

第二任啟、被各部落族長推薦為王，開啟了家天下世襲制度，因他非出於禪

讓、違反慣例，反對者亦不乏其數，但皆被啟所殺，他制度九韶神樂（九

歌）。

3 少康中興

后羿及寒浞篡夏，使夏朝出現 40年的真空黑暗期，第五任君相安被謀殺時，

其王后正好懷有身孕，逃奔回娘家生下少康（第六任君王），當他成年後聚集

夏朝殘部勢力，擊敗寒浞、復興夏室，史稱「少康中興」。

4 帝桀覆夏

第十七任王君履發（桀）暴虐淫亂，寵幸妹喜，誅殺賢良，引發仁德之士商湯

聯合諸侯群起抗暴，在鳴條之戰徹底擊滅夏朝。

• 夏朝歷代國都表 •  本表以《古本竹書記年》所載的都城為依據。

1 第 1任｜夏禹｜陽城（河南登封）｜另有一說：★安邑（山西夏縣） 

2 第 2任｜啟｜陽翟（河南禹州）  3第 3∼ 4任｜太康、仲康｜斟鄩（河南偃師 

4 第 5∼ 6任｜相安、少康｜帝丘（河南濮陽） 

5 第 6∼ 12任｜帝杼∼帝扃｜杼先定於原（河南濟源）後遷  6老丘（河南開封）

7 第 13∼ 16任｜帝廑∼帝發｜西河（河南安陽）

8 第 17任｜帝桀｜斟鄩（河南偃師）二里頭文化發源地

其他古書記載夏都還有：★平陽（山西臨汾） ★晉陽（山西太原）

夏朝都城移轉圖

黃
海

黃河流域 1 2

6

4
7

5

3
8

陝
西

平
陽 帝

丘

陽
城

安
邑

西
河

斟
鄩

山西 晉陽

老丘

陽翟

原

河北

河南 安徽

江蘇

山東

西元前 2070年∼西元前 16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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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朝  西元前 1600年—前 1046年，共 555年，歷 30位君王
● 商的始祖為「子契」，在舜帝時期因幫禹治水有功，被封地于「商地」，其後
第 14代子孫成湯（天乙）推翻夏朝，而建立「商朝」。

1 商朝又分為前期及後期  亳商與殷商（君王均以干支紀年為名號）

前期 亳商 第 1任∼第 18任君王（以兄終弟及傳位為主）特色：屢遷國都（5次）

前 1600∼前 1300年 此階段 18位君王僅三位明君（第 1任商湯、第 4任太甲、第 9任太戌）

後期 殷商 第 19任∼第 30任君王（以父死子繼傳位為主）特色：定都於殷（殷商）

前 1300∼前 1046年 此階段 22位君王中僅二位明君（第 19任盤庚、第 22任武丁）

︻

商

朝

君

王

列

表

︼

︻

前

期

︵

亳

商

︶

︼

1｜成湯（天乙）  在位 13年（若再加商族首領 17年，合計 30年
太丁（未即位） 2｜外丙  在位 2年 3｜仲王  仲王｜在位 4年

4｜太甲  在位 33年 ● 第一次興盛期（以上三任為賢相伊尹輔政）

5｜沃丁  在位 29年 6｜太庚  在位 25年 7｜小甲  在位 17年
8｜雍己  在位 12年 ▼ 第一次衰落期（諸侯不來朝）

9｜太戊  在位 75年 ● 第二次復興期（商朝在位最久的賢君）

■
定

都

於

﹁

亳

﹂

︻

九

世

之

亂

︼ 

10｜仲丁  在位 11年 11｜外王  在位 15年 ■第一次遷都至「囂」

12｜河亶甲  在位 9年 ▼ 第二次衰落期 ■第二次遷都至「相」

13｜祖乙  在位 19年 ● 第三次復興期 ■第三次遷都至「邢」

14｜祖辛  在位 16年 15｜沃甲  在位 25年
■第四次遷都至「庇」

16｜祖丁  在位 32年 17｜南庚  在位 25年

18｜陽甲  18｜陽甲｜在位 7年 ▼ 第三次衰落期 ■第五次遷都至「奄」

【後期】

殷商

19｜盤庚  行湯之政，讓百姓安寧，殷道復興，定都於殷，從此不再遷都（故稱殷商）

20｜小辛  21｜小乙  以上三任期間，共計 50年（前 1300年∼前 1251年）

22｜武丁  在位 59年 ● 武丁盛世商朝鼎盛期（前 1250年∼前 1192年）

︻

八

世

之

衰

︼

23｜祖庚  24｜祖甲  25｜廩辛  26｜庚丁  （以上四任在位期間共計 44年）

27｜武乙  在位 35年於河渭之間田獵，被暴雷劈斃（前 1147年∼前 1113年）

28｜文丁  在位 11年比干、箕子、帝乙之父，忌憚周族（前 1112年∼前 1102年）

29｜帝乙  在位 26年帝乙歸妹其妹嫁給周文王（前 1101年∼前 1076年）

30｜帝辛（紂王）  在位 30年以朝歌為行宮，寵妲已，酒池肉林，在位 30年（前 1075年∼前
1046年）濫殺忠良，最後在牧野之戰被周武王擊滅（史稱「武王伐紂」）

︻
商
朝
︼

歷

代

國

都

1｜亳  河南商丘  2｜囂  河南鄭州附近  3｜相  河南安陽黃縣
4｜邢  河北邢台  5｜庇   山東鄆城  6｜奄  山東曲阜
7｜殷  河南安陽｜從此不再遷都（殷商）■陪都｜朝歌｜河南淇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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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朝重要人物簡介

成湯伐桀  開國君成湯於鳴條之戰，擊敗殘暴的夏桀，被百姓擁戴為王，建立
商朝，建都於亳（河南商丘），史稱「商湯」（邦畿千里、泱泱大國）

中國首位賢相  伊尹被商湯立為相，以仁義施政，湯死後繼續輔佐過三位天子
（外丙、仲壬、太甲）盡心輔政毫無異心。

太甲訓三篇  第 4任太甲繼位後，殘暴百姓，被名相伊尹放逐，親自執政，三
年後見太甲改過自新，便將王權主動歸還給太甲，復辟後的太甲，開始勤

政愛民，終成仁君，並作《太甲訓三篇》流傳後世。

九世之亂  從第 10任仲丁起至第 18任陽甲止（共九世近百年）政治紛亂，屢
次遷都（共計五次），使王朝中落、諸侯不朝。

盤庚遷殷  第 19任盤庚在眾臣極力反對下，毅然決定遷都至殷（河南安
陽），從此安定下來，行湯之政，國家興盛，後世稱為「殷商」。

武丁盛世  第 22任武丁以傅說（音父岳）為相，其妻子婦好（中國第一位女
將軍），攻克鬼方、土方、荊楚等週遭鄰敵，後世稱其為「殷之大仁」，

是商朝國勢最鼎盛的時期，史稱「武丁盛世」。

小
常
識

？ 商朝小常識

︻
商
朝
小
常
識
︼ 

● 商朝以玄鳥為圖騰（吉祥物）

● 商湯伐桀（鳴條之戰滅夏建商）武王伐紂（牧野之戰滅商建周）歷史稱商湯及周武王

（姬發）為「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

● 商紂三仁（紂王時期，朝廷中三位忠良諫臣）

 1比干（被挖心） 2箕子（被囚禁） 3微子（被放逐）
● 商滅後其王室後裔均棄政而從事生意買賣，成就非凡（「商人」的源由）

商朝都城移轉圖

亳

相

刑

黃
海

黃河流域

西元前 1600年∼西元前 1046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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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7

8

山西陝
西

河北

河南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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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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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歌

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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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甲改制  第 24任祖甲廢除「兄終弟及」制，實行王位由嫡長子繼承制度。
武乙射天  第 27任武乙蔑視巫士祭司，將天神木偶高掛射之取樂，一次在河
渭附近田獵時忽然風雲變色，被疾雷劈斃。

帝乙歸妹  第 29任帝乙將其妹嫁給西伯侯姬昌（周文王），中國最早的政治
聯姻。

紂王暴虐  第 30任帝辛（紂王），情迷妖姬妲己（音達己），酒池肉林、炮
烙亂刑、濫殺忠良，終遭西伯侯姬昌之子、周武王（姬發）聯合朝廷忠良

義士群起抗暴，最後在牧野之戰徹底擊潰商紂主力軍，紂王兵敗逃回朝歌

（河南淇縣），於鹿台引火自焚而亡（商滅）。

紫微斗數
號稱「天下第一神算」的紫微斗數，是依據「封神榜」（武王伐紂）神話故事裡的傳奇人物制

定成各級星曜主人，推演出命理運勢盤，其中以十四顆星宿最為重要（主星）。

• 紫微斗數中主要的十四顆甲級主星 •

︻

紫

微

星

系

六

星

︼

序 星宿 化氣 五行 主 代表人 評 備註

1 紫微星 帝 陰土 尊貴 伯邑考 ○ 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兄、被紂王製成肉丸慘死

2 天機星 善 陰木 智能 姜子牙 ○ 周朝開國軍師，被賜名太公望

3 太陽星 貴 陰火 光明 比干 ○ 為人正直，被紂王挖心而成仁的諫臣

4 武曲星 財 陰金 勇敢 周武王 ○ 打敗紂王，建立周朝（武王伐紂）

5 天同星 福 陽水 親切 周文王 ○ 武王之父，曾推演出周易 64卦

6 廉貞星 囚 陰火 多慮 費仲 × 商紂朝裡的大奸臣（助紂為虐）

︻

天

府

星

系

八

星

︼

1 天府星 令 陽土 豐饒 姜皇后 ○ 紂王的王后，非常賢慧，善良（與王強烈對比）

2 太陰星 富 陰水 貞潔 賈夫人 ○ 黃飛虎之妻，為貞節堅拒紂王淫行而亡

3 貪狼星 慾 陽木 善變 妲己 × 魅惑紂王的千年狐狸妖精

4 巨門星 暗 陰水 是非 馬干金 × 姜子牙的潑辣夫人，喜歡說長論短

5 天相星 印 陽水 謹慎 聞仲 ○ 商朝國師，謹守為臣本分盡心盡力（愚忠）

6 天梁星 蔭 陽土 紀律 李靖 ○ 托塔李天王（四大天王之一，哪吒之父）

7 七殺星 將 陰金火 衝動 黃飛虎 × 其妻被紂王逼死，而叛商投效周武王

8 破軍星 耗 陰水 損耗 紂王 × 荒淫無道，濫殺忠良，被周武王滅國

5 周朝  西元前 1046年∼前 256年，共計 790年，歷 37位王（西周 +東周）
周朝始祖「棄」，是堯帝的農師，舜帝時被受封於邰國，號「后稷」（音季），傳

至九世古公亶（音膽）時，他帶領周人遷徒至歧山下、土地肥沃的周原定居，周族

開始繁盛起來，於是古公亶被周人尊為「太王」是周王朝的奠基人。

1 周朝又分為西周、東周  （東周朝內又分春秋及戰國時代）

︻
周
朝
︼

序 朝名 都城 期間（西元） 國祚 合計 王數 合計 備註

1 西周 鎬京 前 1046∼前 771年 275年 790
年

12位王
37位王

封建宗親以藩屏周

2 東周 雒邑 前 770∼前 256年 515年 25位王 又分「春秋」與「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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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周  前 1046年∼前 771年，共 275年，歷 12位王。國都：鎬京（陝西西安）

周召共和時期始有確切的記年出現（西元前 841年）在之前的年表均為推算。
︻

西

周

歷

代

君

王

列

表

︼

追 周文王姬昌（追諡號） 他是古公亶的孫子，被商紂王封為「西伯侯」

1 周武王姬發 在位 4年 於牧野之戰擊滅商紂，建立周朝，定都於鎬京

2 周成王姬誦 在位 22年 周公輔政七年，平定管蔡之亂，勤政愛民
成康之治

3 周康王姬釗（音昭） 在位 25年 繼行德政，為周百姓所敬仰

4 周昭王姬暇（音霞） 在位 25年 南征荊楚，回師至漢水時不幸溺斃

5 周穆王姬滿 在位 55年 民間故事：「穆天子騎八駿馬遊崑崙山瑤池，受西王母款待」

6 周共王姬繄扈（音依附） 在位 23年 在青銅器的銘文裡，稱他為龔王

7 周懿王姬 （音艱） 在位 8年 戎狄交侵，王室衰落

8 周孝王姬辟方 在位 6年 在位期間非子養馬有功，賜地於秦（成為秦國發源地）

9 周夷王姬燮（音謝） 在位 8年 有惡疾，行為暴虐，周室更衰

10 周厲王姬胡 在位 37年 殘暴無道，民怨沸騰，在動亂中被推翻，遭放逐

【周召共和】
前 841∼前 828年共計 14年 中國歷史確切始記錄年（之前均為推算）

厲王被放逐期間由共伯和聯合攝政，厲王死後將王位還給其子宣王即位

11 周宣王姬靜 前 828∼前 728年 在位 46年 宣王即位後進行大改革，史稱「宣王中興」

12 周幽王姬宮涅 前 781∼前 771年 在位 11年

幽王常以烽火戲諸侯來博得寵姬褒姒一笑，並

想廢掉太子宜臼，改立妖姬之子伯服為新儲

君，於是引發申侯（宜臼外公）強烈不滿，聯

合犬戎部族，在驪山下殺死幽王，西周滅亡

3 西周王朝重要人物簡介  

西伯囚羑  姬昌（周文王）被商紂王封為西伯，因常苦諫冒犯聖顏，被囚禁於
羑里（音有里），也因此推演出周易 64卦，史稱「文王易經」（簡稱周

易）。被釋放後於渭水巧遇奇才姜子牙（被封為太公望），拜他為國師，

使其領地部落日益強大。

武王伐紂  西伯去世後，其子姬發即位，任姜子牙為軍師，發出討檄文（孟津
之誓），親率大軍伐紂，於牧野之戰大獲全勝，紂王逃回朝歌，于鹿台自

焚而亡。

小
常
識

？ 西周小常識

︻ 
西
周
小
常
識
︼ 

★ 文、武、成、康、昭、穆是西周的鼎盛期，「宣」則為周朝的中興朝，共、懿、夷、

厲是周朝的衰落期，「幽」則是周室淪亡期

● 以上單字成為往後各歷朝代君王廟號的取用重要參考資料

★ 宗周指國都鎬京（陝西西安）成周指陪都雒邑（河南洛陽）

● 以上兩大都市成為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同時也是經濟中心，更成為往後西漢、東漢、

盛唐時期的西、東兩大燦爛輝煌的京城（同時也是中古世紀世界上最文明進步的繁華

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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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建立  開國君姬發（周武王）定都鎬京（陝西西安），並追諡其父姬昌為
「周文王」。

周公攝政  武王去世後，年僅 12歲的太子誦即位（周成王），由周公旦（武
王弟）攝政。

管蔡之亂  周朝初創時，武王為籠絡民心，封紂王之子武庚管理殷地，並派
管叔（鮮）、霍叔（處）及蔡叔（度）三叔去監視他（史稱三監）。周成

王年幼，由周公旦輔政，引發管叔與蔡叔不滿，造謠周公想篡謀王位，聯

合武庚叛亂（史稱管蔡之亂或三監之亂），但不久即被周公平定（歷時 3

年）。

制禮作樂  周公平定亂事後開始作禮制：封建制度、宗法制度、井田制度。
成康之治  天下局勢逐漸安定下來，等成王成年後，周公將王權奉還給成王親
政（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勤政愛民、儉約克己，其後康王也繼續奉行成

王時的德政，兩父子在位期間 46年內，天下沒有盜賊，刑罰也停用多年，

國泰民安，可謂太平盛世，史稱「成康之治」。

宣王中興  厲王死後朝臣推擁仁慈的太子靜即位（第 11任周宣王），初期奉
行成康之道，朝政明顯有所起色（宣王中興），但隨年紀老邁開始力不從

心（國家漸衰）。

烽火戲諸侯  末代周幽王寵褒姒，常以烽火戲諸侯取悅美人歡心，並廢掉太子

宜臼，種下西周滅亡禍根。太子宜臼得外公申侯援助聯合犬戎部落，攻陷

鎬京，其父幽王被殺於驪山下（所以他被冠上弒父篡位不名譽的罵名），

因此決定東遷國都於雒邑（洛陽），離開此悲愴含恨的傷心地。※成為西

周及東周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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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東周（春秋戰國）綜述

1 東周  西元前 770年∼前 256年，共計 515年，歷 25位王，國都：雒邑（河南洛陽）

封建制度是西周的根源，但卻成為東周的禍源  西周時以周王室為中心，大封宗親
貴族、功臣勛將為諸侯（多達七十一個諸侯），較有影響力的為十四國，

作為王室屏障，鞏固周天子的統治基業，史稱「封建宗親、以藩屏周」。

但是到了東周時期卻成為列國諸侯紛爭騷動的亂源，史稱「王室衰落、禮

崩樂壞」

【東周歷代君王列表】

時
代

序 君王 姓名 在位 期間

︻
春
秋
時
代
︼

1 周平王 姬宜臼 51 前 770∼前 720

2 周桓王 姬林 23 前 719∼前 697

3 周莊王 姬佗 15 前 696∼前 682

4 周釐王 姬胡齊 5 前 681∼前 677

5 周惠王 姬閬 25 前 676∼前 652

前
770

∼

前
476
 
共
計

295
年

6 周襄王 姬鄭 33 前 651∼前 619

7 周傾王 姬壬臣 6 前 618∼前 613

8 周匡王 姬班 6 前 612∼前 607

9 周定王 姬瑜 21 前 606∼前 586

10 周簡王 姬夷 14 前 585∼前 572

11 周靈王 姬泄心 27 前 571∼前 545

12 周景王 姬貴 25 前 544∼前 520

13 周悼王 姬猛 數月 前 520

14 周敬王 姬 44 前 519∼前 477

︻
戰
國
時
代
︼

15 周元王 姬仁 7 前 476∼前 469

16 周貞定王 姬介 28 前 468∼前 441

17 周哀王 姬去疾

數月
前 441兩王合計
11個月均被殺害18 周思王 姬叔

前
475

∼

前
221
 
共
計

255
年

19 周考王 姬嵬 15 前 441∼前 426

20 周威烈王 姬午 24 前 425∼前 402

21 周安王 姬驕 26 前 401∼前 376

22 周烈王 姬喜 7 前 375∼前 369

23 周顯王 姬扁 48 前 368∼前 321

24 周慎靚王 姬定 6 前 320∼前 315

25 周赧王 姬延 59 前 314∼前 255

列國諸侯大事紀

周平王東遷國都於雒邑（洛陽）史稱東周

前 707年周桓王被鄭莊公打敗（周室威信盡失）

前 685年齊桓公以管仲為相進行改革

前 679年齊桓公稱霸

前 659年秦穆公用蹇叔，百里奚為相
前 658年晉獻公假虞滅虢

前 579年第一次珥兵之盟（休戰）
前 575年晉楚鄢陵之戰（晉勝）

前 307年趙武靈王「胡服騎射」軍事改革
前 256年周赧王向秦昭王投降，東周滅

前 453年三家滅智
前 445年魏文侯任李悝改革（戰國初期霸主）

前 390年楚悼王任吳起變法
前 386年田氏伐齊（田和被封為齊國諸侯）

前 638年宋襄公爭霸中原失利（泓水之戰）
前 632年晉文公城濮之戰勝，成為新霸主
前 623年秦穆公稱霸於西戎

前 506年吳王闔閭以伍子胥為相，孫武為將
前 494年越王勾踐向吳國投降（夫椒之戰）
前 482年吳王夫差會諸侯于黃池，完成霸業

前 359年秦孝公命商鞅變法
前 355年韓昭侯命申不害變法
前 334年齊魏合談（徐州相王）

前 608年楚莊王成為霸主（問鼎中原）

前 546年晉楚第二次珥兵之盟（雙方稱霸）

前 473年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國

1 

春
秋
五
霸

2 

晉
楚
對
立

3 

吳
越
相
爭

前 403年三家分晉（韓、趙、魏被封為諸侯）

戰國策記事由此開始

《資治通鑑記事由此開始》 魏．李悝改革

楚．吳起變法

秦．商鞅變法

韓．申不害變法

趙胡服騎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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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周王朝簡史概論

1 周朝國祚是中國歷史之最  周朝（西周＋東周）國祚 790年，歷 37位君王。
2 春秋、戰國  東周時期諸侯崛起，列強爭霸，後世史學家用「春秋」及「戰

國」兩個時代，來詮釋東周王朝動蕩混亂的局勢。

3 東周開國君王  西周幽王的太子宜臼，因不滿遭父廢黜，在獲得外公申侯

大力支持下聯合犬戎部族擊敗其父周幽王，隨後被諸侯國擁立為王（即周平

王），因鎬京（西安）在戰火中被摧殘得滿目瘡痍，已成廢墟，於是把國都

東遷到陪都雒邑（洛陽），史稱「東周王朝」。

王室衰落  東遷後的周王室（東周）領土縮小，人口減少，王室權力迅速
衰落，反觀各諸侯列國、勢力卻加倍膨脹，危及王權（形成王弱侯強局

面）。

衰落原因  王命不聽、列國作亂、諸侯兼併、戎狄橫行。
禮崩樂壞  東周第 2任君主周桓王時期，因鄭莊公不行朝覲之禮，桓王親率大
軍討伐，結果大敗而歸，周王室威信盡失，朝禮崩壞，對諸侯列公毫無約

束力，聲譽每況愈下，「周天子」僅存象徵性，權威蕩然無存。

4 東周末代君王  第 25任君主周赧王（赧：音腩）是周朝 37位君王中（西周

＋東周）在位最久的君王（在位 59年）即位時周王室已經十分衰弱，每天

都在憂心忡忡的壓力下求生存，為了對付強大的秦國，於是號召六國聯合攻

秦，並向境內富家籌借軍資，購買武器糧餉，大量發行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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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台高築  周赧王因向富家借貸（承諾勝利後會加倍奉還），所以伐秦只能成
功不能失敗，但事與願違（不堪一擊），於是大批債主跑來討債，周赧王

無奈只好躲在後宮高台上避債，成為逃債台（高築債台成語源由）。

向秦乞降  赧王見周王朝大勢已去，深知秦王決不善罷甘休，不如趁早投降，
結局或許會好些，在萬般無奈下率宗室朝臣向秦昭王乞降請罪，東周亡。

3 春秋時代  《春秋》此詞是引用魯國編年史、孔子修訂《春秋》一書而得名。
講述奴隸制度崩壞的歷史，期間有二個較知名的版本。

1 大陸斷代工程版本  以周平王東遷雒邑（洛陽）定為起迄年（此版本較主

流）。

時期  西元前 770年（周平王元年）至西元前 476年（周敬王 44年）止，共
計 295年。

重要事件  早期──桓公稱霸、中期──晉楚對立、後期──吳越相爭。
2 台灣教科書版本  以魯史《春秋》內容定為起迄年（較不連貫，見下圖）。
時間  西元前 722年（魯隱公元年）至西元前 481年（魯哀公 14年）止，共
計 242年。

重要事件  早期──禮樂崩壞、中期──五霸興衰、後期──吳越興起。

4 戰國時代  《戰國》此詞是引用西漢劉向的《戰國策》一書而得名。
講述封建制度確立的歷史，期間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1 大陸斷代工程版本  以《史記》定為起迄年（因有連貫性，較具代表性）。

時間  前 475年（周元王元年）至前 221年（秦王政 26年）止，共計 255
年。

重要事件  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再度揮兵攻吳。
2 通用版本  以《戰國策》定為起迄年。
時間  前 453年（周貞定王 16年）至前 221年（秦王政 26年）止，共計 233
年。

重要事件  三家滅智（韓、趙、魏三家聯合滅掉智伯）。
3 台灣教科書版本  以《資治通鑑》定為起迄年。
時間  前 403年（周威烈王 16年）至前 221年（秦王政 26年）止，共計 182
年。

重要事件  三家分晉（韓、趙、魏三家被周天子封為諸侯，瓜分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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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5年天下無主的群雄混亂期：前 256年（東周滅）至前 221年（秦朝建立）
B  49年的空窗期：前 770年（西周滅）至前 722年（春秋始）
C  78年的空窗期：前 481年（春秋結束）至前 403年（戰國開始）
★ 由於台灣教科書版本如上圖 B、C出現兩個合計 127年的空窗期，故較不連

貫性。

5 速解春秋戰國各諸侯國興衰簡史表

【西周】周武王所敕封

十四個諸侯國之始祖

【東周】又分春秋．戰國時代

【春秋十四國】 【戰國七雄】

國別 始封者 與周室關係 序 國名 序 國名

秦 非子 顓頊後裔 1 秦國 1秦國       前 246年

衛 康叔 周武王八弟 2 衛國

︻

秦

國

︵

秦

王

政

時

期

︶

26
年

︼

齊 姜子牙 周武王軍師 3 齊國姜氏 2齊國田氏

曹 曹振鐸 周武王十三弟 4 曹國

宋 微子啟 商紂王庶兄 5 宋國

燕 召公奭 周武王宗室 6 燕國 3燕國

鄭 桓公友 周厲王庶子 7 鄭國

晉 唐叔虞 周武王三子 8 晉國

前 403年周威烈
王封韓、趙、魏

為新諸侯

三

家

分

晉

韓 景侯虔 4韓國

趙 烈侯籍 5趙國

魏 文侯斯 6魏國

楚 熊繹 顓頊後裔 9 楚國 7楚國

陳 胡公滿 虞舜後裔 10 陳國

蔡 蔡叔度 周武王五弟 11 蔡國 ︻

秦國

︼

魯 周公旦 周武王四弟 12 魯國

越 無餘 夏少康後裔 13 越國

吳 太伯 周文王伯父 14 吳國 秦始皇

前 386年

前 487年

前 286年

前 473年

前 306年

前 256年

前 447年

前 479年

前 375年

前 222年

前 230年

前 228年

前 225年

前 223年

前 221年

前 221年

前 209年

A東周 515年西周 275年

春秋 295年1 大陸版本【西周】 戰國 255年

• 東周王朝（春秋．戰國時代）尺度表 •

秦
朝 

15 

年

前 221

前 256前 770

前 770

前 770 前 722 前 481

前 476

前 403

春秋 242年2 台灣版本【西周】 B C
49年 78年

35年

戰國 1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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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武王姬發創建西周時為籠絡人心，大封宗室、功臣及商朝王族，賜地封

爵，成為屏障周諸侯藩王（多達七十一位諸侯）。較有影響力的如上表十四

國。

● 前 386年田氏代齊。 ● 前 403年三家分晉（韓、趙、魏取代晉國為諸

侯）。

6 春秋五霸及後期二霸

1 齊桓公  姜小白、在位 43年（91歲）、國都：營丘（山東臨淄）

重用仇人  齊桓公本為平之庸之輩，但他聽從上卿鮑叔牙的舉薦，大膽重用曾
經射傷過他的仇人管仲（夷吾）為相（盡釋一箭之仇）。

葵丘會盟  管仲十分感激桓公不殺之恩，盡心輔政籌策改革，提倡「衣食足而
後知榮辱」，使齊國在短期內興盛強大起來，並以「尊王攘夷」（尊勤君

王、攘斥外夷）為旗號，幫助周王室驅逐戎狄，並在葵丘創會盟制度成為

首位盟主，是春秋前期首位霸主。

晚景淒涼  自從管仲去世後，桓公開始昏庸怠政，重用易牙（食神）、豎刁、
顯朋等小人輔政，最後在內亂中餓死，其死後五子奪位，互相殘殺、亂箭

紛飛，多箭射中桓公屍體無人收殮，曝屍 67天任憑腐爛，晚景淒涼，齊國

國勢因此由盛而急衰。

鮑管之交  鮑叔牙是齊桓公的老師，他發覺管仲的才華超越自己，於是舉薦他
為齊相，管仲曾說「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2 宋襄公  子茲甫、在位 14年（歲不詳）、國都：商丘（河南商丘，古稱毫）

婦人之仁  宋襄公是個自不量力的仁義之君，齊桓公死後齊國衰落，而他圖謀
稱霸，但被楚國（成王）所阻撓，於是興兵討伐楚國。

泓水之戰  宋楚兩軍會戰至泓水時，楚軍冒險渡河，宋謀臣子魚建議襄公迅
速出兵圍剿截殺，但襄公自認是「仁義之師」（不能乘人之危），堅持要

等楚軍全部上岸列陣完成後再對戰，結果錯失良機，反被楚軍殺得潰不成

軍，重傷而亡。

宋襄之仁  毛澤東生前最鄙視的君主就是宋襄公，曾譏諷笑道「宋襄之仁，天
下至蠢」。

3 晉文公  姬重耳、在位 9年（70歲）、國都：新田（山西臨汾）

流亡諸國  姬重耳是晉獻公之子，因受妖女王妃孋姬陷害，流亡異國長達 19
年，後來得到秦國（穆公）的援助，才得以回晉國繼承王位（時年已 61歲

高齡）是為晉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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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內政  在位期間積極勤修國政、使晉國更加強盛，而此時南方的楚國突
然圍攻宋國，宋派使者向晉求援，於是晉文公命大將先軫（音枕）討楚救

宋。

城濮之戰  晉文公早年落魄，流亡異國期間，曾受楚成王的恩惠（接濟款
待），為報答此恩情，他不顧將士反對而命令所有軍隊退避三舍（九十

里），以逸待勞，讓楚軍得寸進尺，而得意忘形，晉軍在毫無退路的情況

下奮勇殺敵，最後決戰於城濮，使楚軍大敗而歸。

踐土之盟  勝戰後的晉文公在踐土主持會盟，各諸侯國簽訂盟約互不侵犯公
約，並誓言效忠周王室，周襄王敕封他為「侯伯」（意為諸侯之長），因

此晉文公成為春秋新的霸主。

4 秦穆公  嬴任好、在位 39年（歲不詳）、國都：雍城（陝西鳳翔）

舉賢任能  秦穆公雄才大略重視人才，以五羖羊皮贖得被楚國俘擄的囚徒百里
奚（後被稱為：五羖羊大夫）為相，使秦國國勢壯大起來（兼併十二國。

掠地千里）逐霸西戎。

心胸寬擴  秦穆公的名貴愛馬被三百多名流浪漢（野人）盜殺分食，但不久

後全被緝補到案，穆公不但沒有怪罪他們，反而派人賞錢奉酒後、全被釋

回，令眾野人感動不已。

野人報恩  秦、晉因事交戰，穆公兵敗被晉軍包圍，在緊要關頭裡，忽見一群
衣衫襤褸的怪漢（三百野人）趕來相救，讓秦轉敗為勝。

5 楚莊王  羋（音米）旅／熊旅、在位 23年（歲不詳）、國都：郢都（湖北荊

州）

一飛沖天、一鳴驚天  楚莊王是春秋五覇中最強的覇主，登位初期沈迷酒色、
縱情享樂、荒廢政事，凡勸諫之臣均遭責罰，致使無人敢再直諫，唯獨士

大夫伍舉敢大膽隱喻道稱：「楚國高地有隻鳳鳥，棲息三年不飛不鳴，猶

如呆鵝，讓百姓譏笑。」楚莊王自知此意境在嘲諷自己，就說「此鳥三年

不飛，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從此節制聲色、勤勉治國，重

用伍參、蘇從、孫叔敖、子重等賢臣整頓內政，使國家煥然一新、威名遠

播。

問鼎中原  楚莊王北伐時，曾斗膽向周天子使者詢問九鼎（帝王的象徵）重
量與大小，略有奪取周朝天下之勢，使者孫滿巧智回答：「一個國家的興

亡在於仁義德行，不在乎鼎的大小輕重。」使楚莊王在羞澀領悟下退出周

疆，專心治理南方，並嘆曰：「周德雖衰，天命未盡」

莊王葬馬  楚莊王的一匹愛馬，因被恩寵過度肥胖而亡，莊王竟想以士大夫
之禮葬之，眾臣反對但遭王苛責，唯獨諫臣優孟逆向思考，向莊王哭訴：

「天下第一寶馬，只以士大夫之禮葬之，太過吝嗇，應以君王之禮葬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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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突顯其尊貴。」莊王面有難色無言以對，只好取消葬馬念頭。

6 吳王闔閭  姬光、在位 19年（42歲）、國都：姑蘇（江蘇蘇州）

殺僚奪位  闔閭派專諸去刺殺吳王僚，奪取王位，以楚國舊臣伍員（子胥）
為相，齊人孫武（孫子）為將，大力改革內政及軍事，鑄「干將」和「莫

邪」寶劍，揚耀國威，並制定以破楚為首務的戰略目標。

威震華夏  前 506年吳軍終於攻克強敵楚國首府郢都（偃城之戰），楚昭王出
逃入秦乞援，使楚國覇業一蹶不振，伍子胥掘楚平王墳墓並鞭屍三百，以

洩其殺父之仇，吳勝楚後威震華夏，稱覇中原。

踢到鐵板  吳楚交戰之際，鄰近的越國不時趁機偷襲吳境，因此結為世仇，前
496年吳王闔閭趁越國新君（勾踐）登位之際，興兵討伐越國，越王勾踐

掛袍親征，浴血奮戰，越軍士氣大振，將吳王闔閭射傷，不久病死，其子

夫差繼承大業並誓報父仇。

7 吳王夫差  在位 32年（歲不詳）

破越復仇  夫差繼王位後，誓為其父雪恥報仇，而勵精圖治，擴充軍備，前
494年越王勾踐奇襲吳國，夫差聞報，調兵遣將前往抵禦，兩軍相遇於夫

椒，吳軍訓練有素，同仇敵愾，獲得大勝。越派使者乞求議和，因此勾踐

成為吳王夫差的奴僕兼降臣。

破越復仇  戰勝後的夫差，招集中原諸侯於黃池歃血為盟，成為春秋後期新
的覇主，也因此開始驕矜自傲起來，並釋放勾踐以示德行（縱虎歸山）每

日與曠世美女西施形影不離，縱情享樂，並賜死忠良諫臣伍子胥，自掘墳

墓，最後被捲土重來的勾踐擊敗，在羞恨中自刎而亡。

8 越王勾踐  在位 22年（歲不詳）、國都：會稽（浙江紹興）

卑身事夫差  勾踐曾打敗過天下第一雄師（吳闔閭大軍），但不久就被其子夫
差、為父雪仇所擊敗，於會稽山簽訂議和，成為夫差奴僕（親嚐糞便、幫

馬刷背）卑身事夫差，受盡恥辱。

臥薪嚐膽  勾踐忍辱負重，讓夫差失去戒心，騙得其信賴，三年後被釋回越
國，回國後的勾踐，隨時惕勵自己不忘「會稽之恥」，養精蓄銳，立志雪

恨，（三年嚐糞問安、七年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經過十年的

反省磨練，奮發圖發，國勢大增，趁吳國連年征戰、國力凋敝之際，一舉

大破吳軍，夫差乞降遭拒後自殺（吳國滅）。

最後霸主  勾踐滅吳後遷都琅琊（安徽滁州），並在徐州與各諸侯會盟，周元
王封其為「東方伯長」，成為春秋時代最後一位覇主。

7 春秋時代後期的吳越相爭  夫差 VS勾踐（古銘文作「句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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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稽之恥  越王勾踐輕敵被夫差圍困於會稽山，派士大夫文種去賄賂吳國太宰
伯嚭（音皮）說服吳王夫差接受越國的議和請求，夫差不顧上卿伍子胥的

勸阻（主張消滅越國以絕後患之建議），接受越王的乞降。

美人計出英雄喪志  勾踐投降後成為夫差的人質（奴僕），其謀臣范蠡以江南第
一美女西施進獻給夫差為妾（以消磨其志、腐化其心），使夫差最後答應

釋放勾踐回到越國（縱虎歸山，讓勾踐有了東山再起機會）。

中國文財神  范蠡（音理）是越國首席謀臣，深受勾踐信賴（曾獻西施給夫
差幫勾踐解危）越王復興後，他卻以「越王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為

由，急流勇退，告老還鄉，隱姓埋名，到處經商而成為鉅富，自號「陶朱

公」，被譽為「商聖」，成為中國道教所侍奉的文財神。（武財神為趙光

明）

★ 而反觀另一謀臣文種命運就大不同，他自認立下汗馬功績，眷戀於權勢，

貪圖利益，最後因功高震主，被賜劍自殺（敵國破、謀臣亡）。

8 戰國七雄  東周王朝後期較強大的七個諸侯國「韓、趙、魏、楚、燕、齊、
秦」（依被滅亡順序排列）。口訣：「含」「照」「胃」鏡，清「楚」「驗」

「棋」「琴」。

小
常
識

？ 25史

中國歷代的 25部紀傳體史書（除史記是通史外，其餘皆為斷代史），從上古時代黃帝起至清末帝
（宣統帝）止，記錄了中國近五千年的歷史，使中國的文學史料資案延續下來，凌駕全世界。

序 書名 作者 卷數 內容期間 序 書名 作者 卷數 內容期間

1 史記 西漢司馬遷 130篇
黃帝→漢武

帝
14 北史 唐李延壽 100卷 北朝

2 漢書 東漢班固 120篇
漢高祖→王

莽
15 隋書 唐魏徵 85卷 南朝→隋

3 後漢書 南朝宋范曄 120篇 東漢時期 16 舊唐史 後晉劉昫 200卷 唐朝

4 三國志 晉陳壽 65卷 魏→晉 17 新唐史 宋歐陽修 225卷 唐朝

5 晉書 唐房玄齡 130卷 兩晉 18 舊五代史 宋薛居正 152卷 後晉→後周

6 宋書 南朝梁沈約 100卷 南朝劉宋 19 新五代史 宋歐陽修 75卷 後梁→後周

7 南齊書 南朝蕭子顯 59卷 南朝蕭齊 20 宋史 元脫脫 496卷 兩宋

8 梁書 唐姚思廉 56卷 南朝蕭梁 21 遼史 元脫脫 116卷 遼朝

9 陳書 唐姚思廉 36卷 南朝陳 22 金史 元脫脫 135卷 金朝

10 魏書 北齊魏收 124卷 北魏→北齊 23 元史 明宋濂 210卷 元朝

11 北齊書 唐李百藥 50卷 東魏→北齊 24 明史 清張廷玉 336卷 明朝

12 周書 唐令狐德棻 53卷 西魏→隋 25 清史稿 民國趙爾巽 536卷 清朝

13 南史 唐李延壽 80卷 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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