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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先秦卷》

内容概要

《中国历史》(先秦卷)资料翔实，逻辑严密，条理清晰，文字流畅。
《中国历史》(先秦卷)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也可供其他专业选用和社会读者阅读。

Page 2



《中国历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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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商周的衣食住行　　一、服饰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的基本要素之一。服饰的基本功能
，大致有避寒暑、蔽形体、遮羞耻、增美饰、表仪态等几个方面。在商周时代，服饰具有明贵贱、序
等级的重要社会功能。　　关于商代的服饰，文献中仅有零星记载，且语焉不详，很难据此考索。研
究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根据考古资料。　　商代衣料的质地，有麻、丝、棉、皮革等。商代的人像
雕塑，大都着有服饰，刻划细致，是当时人们衣着打扮的真实写照。从已发现的80余件人像雕塑所反
映出的衣着情况来看，服饰形态有交领右衽短衣、交领右衽素长衣、交领右衽素小袍、交领长袖有华
饰大衣、直领对襟有华饰短衣、高后领敞襟长袖花短衣、圆领长袖花短衣、圆领窄长袖花大衣、圆领
细长袖连袴衣等10余种。这些服饰有等级之别，大致说来，中上层贵族间流行窄长袖花短衣，中下层
社会中多穿窄长袖素长衣。　　发型和冠式，是服饰仪态的重要环节。商代人像雕塑所显示的发型
达20余种，大都附有饰物，简单者施簪插笄，复杂者加戴冠饰。饰发方法大致有两种，或依发型为饰
，或戴冠增饰。下层社会成员大多依发型为饰，饰品平平；中上层贵族喜好戴冠增饰，冠式多种多样
，饰品等次有差。　　殷商时代，中原华夏族与周边部族的服饰在许多方面有明显的差别，服饰的差
异甚至成为区分不同族类的重要标志。最明显者如衣襟开向的左、右之别，即所谓的“左衽”和“右
衽”。中原华夏族习惯右衽，殷墟出土的雕塑人像的衣着，右衽衣最为常见，未见一例衣襟向左开者
。周边的有些部族则与此相反，左衽的习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如瓯越之民“被发、文身、错臂、
左衽”，西南夷“其人皆椎结左衽”。可见，左衽或右衽是夷夏之别的标志之一。西南部族流行左衽
，起码可以上溯到商代。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遗址祭祀坑所出的青铜人像中，一尊身高约172厘米
的大型立式人像，衣着即为左衽，应是土著的群巫之长或方国首领的形象。　　西周是中国古代服饰
制度化的时期，在服饰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于周代的服饰，古代文献有很多记载，尤以《周礼
》、《仪礼》、《礼记》所载为详。三礼记载的服饰制度，许多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　　依礼着服
，等级有序，贵贱有别，是西周服饰制度的显着特点。西周以礼治国，各种社会活动均被纳入礼的范
畴，形成了繁缛的礼仪。服饰从属于礼仪，适应礼仪的需要，参加祭礼、朝会、兵戎、丧葬、婚嫁等
礼仪活动，应着相应的服饰。社会各阶层的等级序列和贵贱之别，通过服饰的质地、形状、尺寸、颜
色、花纹等体现出来。　　冕服即贵族的礼服，是西周最重要的服饰。冕服包括冠、上衣、下裳、腰
带、佩饰、履等，是一套完整的服饰。服上饰有十二章纹，依次为日、月、星、龙、山、华虫（雉鸟
）、宗彝、藻、火、粉米、黼（斧形）、黻等，各具象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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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在第三章中写道少康得到有扈氏的庇佑，可以在一个叫纶（今山西虞城境内）生活。但是在
长孙博的《2017年 历史学基础名词解释》中第5页写少康是在有虞氏部落（今河南虞城）生活，积蓄
力量。想请问一下，到底少康是在何处生活过呢？
2、质量可以，就是纸张有点薄
3、还行吧
4、2010-01-23/20:38/66-102-B
5、挺好的，以前竟然有误区！
6、分段历史，可以作为教学参考。不知为什么大部分朝代的都没有货。
7、我喜欢这本书，内容系统丰富专业。是难得的优秀教材
8、很全，也算比较详细，但是看起来很累。
9、纯历史书很闷，但要从中读出乐趣。
10、平衡考古和疑古，这本事罕见。有些小瑕疵：《古文尚书》等伪书证史；把《战国策》纵横家之
口的民数、兵力作史料，不妥。
11、课本。。
12、不错的一次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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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社会阶级构成

        原文：西周社会仍然是由贵族、平民和奴隶三大阶级构成的。与商代所不同的是，西周各阶级内
部有较细的等级划分，等级制度的色彩尤其明显。
（一）西周的贵族包括周王、诸侯和卿大夫等。
（二）平民称为国人，是自由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
（三）庶人，也称为庶民。⋯从事农业劳动，并承担公田耕作和各种劳役。⋯他们是受剥削的没有政
治权利的社会等级。但庶人也不是奴隶，⋯有自己的劳动工具和庐舍，不仅有家室，而且保存着自己
的家族、宗族组织，可以祭祀自己的祖先。
（四）奴隶名称繁多，并有等级之分。⋯有皂、舆、隶、僚、仆、台、牧、圉等。⋯奴隶来源的多样
，其成分的复杂，是西周奴隶等级化的重要原因。

2、《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宗族政权

        原文：（一）西周的宗族具有政权的性质，这在对宗庙的重视上有明显体现。宗族均建有宗庙，
作为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宗庙的所在地谓之“都”，又称为“宗邑”，是宗族统治的中心。⋯使
之成为政权的象征。建国立家首先要营筑宗庙。⋯宗庙不仅是贵族统治者供奉祖先神灵的殿堂，而且
是重要的施政场所。
（二）西周的政权结构表现为宗族形态，无论在周王室还是在诸侯国，掌握政权的均为占统治地位的
各级宗族的宗主。⋯周王室的执政大臣多由同姓贵族即王族担任，他们均为畿内强宗大族的宗主。⋯
带有世卿制的色彩。

3、《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手工业和商业

        原文：除贝币外，西周时期的货币还有龟币、玉币、布币和金属货币等。西周时期，国家设置了
专门的机构和官吏管理商业。

4、《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殷商的外服和诸侯

        原文：《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君。”⋯在商末周初，外服已演变为诸侯的称号。

5、《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商代的农业

        原文：（一）商王室的农业区主要在华北平原。
（二）商代的农业生产工具石器最多，骨器和蚌器比较常见，木器偶有发现，青铜农具已开始使用。
（三）商代的农业生产多以集体耕作的方式进行。
（四）商代种植的谷类作物有黍、稷、麦、稻等，而以黍稷为主。
（五）商代的畜牧业也比较发达。⋯发明了相马术⋯去势术⋯可能出现了原始马医。
（六）渔猎在商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是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一种补充。

6、《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王权的强化

        注释引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份未定也。⋯周初亦然⋯逮克殷践
奄，灭国数十，新建之国⋯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7、《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商代的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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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已经出现。许多资料表明，当时是以贝作为
货币的。⋯以“朋”为计算单位。⋯货币的出现标志着商业活动的兴起。

8、《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前言

        原文：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从社会组织侧面来看，可以说是氏族组织演变到消亡的过程。
⋯中国古代国家特别是周代的封国，称为宗族国家比称为“城市国家”更为恰当。
恩格斯认为，私有财产缺乏是理解东方古代社会的钥匙，确是十分深刻的见解。

9、《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官制

        原文：周王室的官僚机构分为两大系统，即卿事寮和太史寮。
（一）卿事寮即卿士寮，其职权是主管“三事”和“四方”。⋯三事指王畿以内的三大政务；四方指
王畿以外的四方诸侯的政务。
⋯卿事寮的长官，西周早期是太师或太保⋯其属官主要是“三有司”，即司徒（注：或司土，主管经
济）、司马（注：主管军事）、司空（注：或司工，主管工程和百工）。⋯之外还有司寇，主管刑狱
。
（二）太史寮掌管册命⋯祭祀⋯天文、历法等。长官是太史，既是文职官吏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吏的
首领。

10、《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军制

        原文：（一）周王室的常备军有两支，⋯“西六师”和“成周八师”。
（二）无论是周王室还是诸侯国，都有大量的族军。族军的活动以保护本宗族的利益为主，当族长被
周王或诸侯任命为军队将帅时，族军则随族长出征。⋯直到春秋时期，族军仍然是军队中的核心。宗
族武装的广泛存在，是由周代的宗族社会结构决定的。
（三）西周的军队以甲士即车兵为主，徒兵为辅。⋯作战时每辆兵车（即一乘）除甲士外，配有御
者2人，徒兵10人。甲士由国人担任，徒兵从庶人中征调，徒兵除配合甲士作战外，还要服军事差役，
地位较低。

11、《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商代的社会阶级构成

        原文：由贵族、平民和奴隶构成。
（一）贵族⋯包括商王、王室宗族、官僚和诸侯邦伯等。⋯商代的贵族又总称为百姓。⋯姓的最初意
义本是氏族的图腾或徽号⋯百姓泛指许多宗族首领。
（二）平民。⋯他们与贵族有程度不同的血缘关系，因而拥有一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承担社会生产
和兵役。
（三）奴隶。名称有隶、臣、妾、奚等。

12、《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宗法制

        原文：分封制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是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封其子孫
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分给采邑；士
以下不再分封。
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下有大宗与小宗之别，大宗与小宗是相对而言的。

13、《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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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西周刑罚分为五刑，即墨、劓、剕（即后来的刖刑）、宫、大辟。⋯五刑的律文共有3000
条。

14、《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工商食官制度

        原文：商周时期，手工业和商业基本上由官府控制，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官府作坊和指
定的范围内进行，其产品和经营主要是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这就是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

15、《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商代的王权

        原文：商代是一个方国林立的时代，国家的外部形式表现为方国联盟。⋯商王国与诸方国并非中
央王朝与地方政权的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其它方国而言，商王的地位具有盟主的性质
。
⋯从社会内部结构看，商王国是一个宗族国家，以宗族体系为基础。

16、《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西周的农业

        原文：（一）⋯生产工具，⋯青铜农具的使用已比较普遍。⋯铁农具⋯目前还难以定论。
（二）对于农田的垦耕，西周时普遍采用两人合作的方法，即所谓“耦耕”。
（三）技术进步：一是疆理农田。⋯已有亩（即田间高畦）和畎（即亩间的小沟，用来洗土排水）的
结构。二是选择良种。三是农田灌溉。四是施肥。五是除草和中耕。六是治虫。
（四）农作物的品种也相应地增加了许多。（谷、豆、麻三类）⋯奠定了我国传统农作物的基本格局
。

17、《中国历史·先秦卷》的笔记-商代的军制

        原文：（一）商王国组建有常备军，军队的编制以师和旅为单位。⋯（师、旅）分为右、中、左
三部分。⋯师旅主要由“众人”组成，众人的身份属于自由平民，是兵役的主要承担者。
（二）商代的作战方式既有徒兵步战，也有车兵车战。到商代后期，车战已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
每辆战车驾马两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或矛，一人操弓箭。⋯当时还常常采用田
猎的方式进行军事训练。
（三）商代以至西周、春秋的军制有不同于后代的特点，“其一是兵农合一；其二是国人当兵，野人
不当兵。”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体现在军队编制上，就是军队编制与统治族的氏族组织合而为一。

Page 9



《中国历史·先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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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111.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