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 日，我有幸在国
图参加北大韩巍老师的“争
霸、兼并与社会变革——春
秋战国史”专题讲座，对于
这一时期的时代总体特征及
政治军事社会状况的细节都
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感慨
颇深。

从前我自己学习阅读春
秋时代的历史时，脑中总是
十分混乱，也许是由于春秋
的事件没有战国七雄的兼并
战争和权谋争斗那样为人熟
知、印象深刻，导致记忆时
也很难理清其中的脉络。因
此很高兴老师这次的讲座为
春秋部分安排了更多时间，
从政治博弈、军事技术和考
古佐证等几个方面，详细为
我们讲解了春秋初年周王室
的衰落、当时的政治格局、
霸主政治的开端、争霸战争、
中原之外的其他民族、贵族
文化等内容。

这一部分令我印象最为
深刻的内容有两点。第一，
是戎狄各部族与中原诸国之
间的特殊关系和深远影响。
各戎狄民族并非都是如北方
草原民族和南方越人那样的
外来民族，也有许多是原本
中原地区的土著。春秋时期，
他们主要分布在各国周边无
法被有效控制的山地地区，
如一度对周王朝的都城洛邑
造成重大威胁的姜姓陆浑戎、
晋国西北方吕梁山区到陕北
一带的白狄、晋国南部太行
山区和晋东南长治地区的槐
姓赤狄、燕国北方的山戎等。
这些戎狄部族与中原华夏诸
国犬牙交错地分布在一起，
曾经一度给诸国带来了严重
的威胁。而春秋时期诸侯国
崛起争霸的重要原因之一，
便是北狄南夷向中原扩张。
正值周王室衰微，无力担任

起天下共主的角色维持秩序、
保护华夏诸国，促使诸侯国
产生了自己代替周王行使此
责任的迫切需求。对于中原
诸国而言，建立霸业的主要
途径就是尊王和攘夷，其中
攘夷即抵御戎狄部族的攻势
扩张。而戎狄部族也有时会
加入华夏国家的军队作为他
们与他国进行争霸战争的助
力。可见戎狄在春秋时代扮
演角色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除此之外，戎狄也为中原诸
国带来了金器、冶铁（战国

时期）等技术与文化，并促
进了以车战为主的周人贵族
式作战方式向以步兵为主的
作战方式进行转变。争霸战
争虽然主要发生在北方强国
晋国与南方强国楚国之间，
但春秋末期才崛起的南方吴、
越这两个相对较小的国家，
也能击败强齐，将势力扩张
至山东半岛东南部，成为被
中原诸国承认的霸主。而且，
此后这种越人文化在当地的
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汉代，这
是令我尤为惊讶和感兴趣的。

第二，是春秋时代的贵
族政治。春秋中期以后，政
治舞台上掌握政权命脉的主
角由各国国君转移到了卿大
夫家族掌控，这种现象在各
国几乎是同时涌现出来的。
其原因老师并没有过多介绍。
我后来自己思考，认为应该
是与春秋时代的争霸战争主
要依靠各国贵族这个特点有
一定关系。军权有可能导致
各家族的势力逐渐做大，崛
起成为一个新阶层，致使他
们提出更多对于政治权力的
诉求，这一点也许可以尝试
与情况相似的西方封建制下
国王与贵族领主间的关系进
行对比分析。而讽刺的是，
贵族政治虽然开创了令后人

羡慕的风雅时代与灿
烂文化，但到了春秋
晚期，这文质彬彬的
时代也正是由于贵族
世家们自己内部的激
烈斗争而耗损殆尽。
韩老师讲到，政治斗
争中失败的一方往往
是被杀掉或驱逐，而
与他们有关系的远亲
旁支子弟的地位也会
下降，原来维系着整
个贵族社会的宗法制
度血缘纽带也在因此
而逐渐瓦解，衰弱的
家族无力供养子弟，
使得他们不得不离开
家族甚至国家自己出
去谋职，世卿世禄制
也随之瓦解，出现了

没有封地、只接受俸禄的大
臣，而贵族之下的士阶层得
以迅速成长起来，在政治舞
台上逐渐代替了贵族的位置，
这一连串著名历史事件的内
在因果关联着实令人震撼。

对于战国时期，老师提
及最多的还是社会变革一事。
首先从春秋战国之交的奇特
历史断裂开始，引用顾炎武
的《日知录》介绍了战国相
对春秋时代在道德、礼仪、
宗族、习俗等各个方面发生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邦
无定交，士无定主”总结了
战国的时代特点。之后一一
讲解了生产工具与经济制度
的变化、政治变法、军事的
发展变革、思想文化的兴盛、
新事物的诞生与秦的统一。
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冶铁铸铁
技术、中央集权制度、按田
亩征收实物税的赋税制度、
印玺、金属货币、骑兵、兵
法和云梯等军事工具，全部
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从中
反映出政治制度的趋向成熟、
商品经济的繁荣、战争目的
的变化与残酷程度的加深，
都可见这个时代的兴盛，以
及其对后世社会方方面面影
响之深远。

这一部分最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老师着重讲解的百家
争鸣。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曾
在自己的著作《论六家要旨》
中引用《易经》系辞里的一
句话“天下一致而百虑，同
归而殊途”来描述百家争鸣，
即各家各派学说虽然方法不
同，但根本目标都是一致的。
“此务为治者也”一句点出
了关键，即百家再怎样争鸣，
其共同的目标都是如何帮助
统治者治理天下。老师讲到，
从中可见中国的思想从源头

上就是现世的、功利的，只
关注现实生活，尤其是政治，
而不似西方那种哲学和宗教
追求，这是百家争鸣的核心。
而法家思想的渊源除了部分
来自于儒家荀子的理念之外，
竟也有部分是来自于道家的
黄老学派。老师讲到，黄老
学派一般被认为是老子思想
于战国中期传入齐国后，经
过稷下学宫的发展演变产生，
讲求兼容并包、包罗万象，
吸纳各家之精华而摒弃各家
之糟粕，有学者将其总结为
“道法结合，皆在百家”，
也因而战国晚期的法家学说
也有很多是从黄老学派发展
过来的，这也是黄老学派在
西汉早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
的渊源所在。

总体来说，此次讲座的
知识量非常丰富，我在此提
及的几点也只是个人感悟最
深的部分内容。对于更多知
识，我认为仍需继续结合相
应书籍进行消化思考。而就
内容的安排与讲解而言，韩
老师讲课逻辑性很强，一环
扣一环，由面到点，再按照
因果顺序为听众娓娓道来，
令人听后有恍然大悟之感；
内容涉及又广泛全面，涉及
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民族、器物等方方面面，并
以文献记载的史实事件和具
体的考古发现来进行佐证或
说明，有争议或存疑的部分
也为大家一一介绍。作为一
位有志于考取历史研究生进
行研究的学生，老师讲课思
路的清晰与严谨性，让我在
吸收具体内容补全自己的知
识框架之余，也在有意识地
学习这种专业的学术思维，
来努力提升自己的学术素养。

韩 老 师 最 后 总 结 
道，春秋战国这个轰轰烈烈
的时代，以一场轰轰烈烈的
刺杀告终，不得不说非常具
有戏剧色彩。对于当时人来
说，那是一个上层礼崩乐坏、
百家往而不返、天下分崩离
析、百姓朝不保夕、令人痛
心疾首的乱世；而今人回顾
历史，却更多地看到了从这
乱世漩涡中迸发而出的活力、
繁荣与后世千年灿烂民族文
化的真正伊始。所站的角度
不同、所处的位置不同，看
到的便是不同的天地，这其
实也是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
非常感激能有机会在国图听
到北大著名历史学者们的专
业课程，期待这套系列课程
接下来更多的中国史学术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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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留言·

非常感谢！这些才是有益

于中华民族的正事。

——手推车

这种活动一多，突然让我

想起了北京的房价，这才

是住在北京的价值体现。

——红鲤鱼绿鲤鱼与驴

请这么多大咖办公益讲

座，是有矿无疑了。历史

本就是无尽矿藏。

——冰清

棒棒哒，希望以后可以有

更多。

——宇

国图以前很多讲座必须预

约，且难约或操作麻烦。

此次全程服务听众，随喜

赞叹！

——丽尼

只认识邓小南和李新峰。

先前看《明前期军事制度

研究》后记，我还以为李

先生告别明史领域了。

——人丑就应该多读书

·答疑解问·

福贵：直接去就行？
要预约吗？门票呢？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您好，本系列讲座属免费
公益讲座，无需预约和门
票， 请 您 提 前 10 分 钟 入
场即可。欢迎您的参与！

CHITA：请问讲座地
址不变还是各讲座的地址
不同？谢谢。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您好，讲座地点基本不变，
以 每 次 讲 座 提 前 一 周 的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微
信公众号讲座预告为准。

书到今生读已迟：请
问是登录光明网可看直播
吗？如果错过能回看吗？
这么好的内容可惜在上班
时间讲，错过很伤心。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请 您 登 录 以 下 网 址， 点
击 直 播 栏 目 即 可 回 放：
http：//reader.gmw.cn//
node_12746.htm

乱世峥嵘
听“争霸、兼并与社会变革——春秋战国史”讲座有感

□张紫荆

讲座现场人气爆棚，几乎“站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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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本报讯（记者刘晓立）由国家
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
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的“稽古·贯
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
名家讲座”系列目前正在国家图书
馆陆续开展。本次系列讲座共十五
场，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每周在
国家图书馆开讲，将历时 3 个多月。

10 月 10 日，“稽古·贯通·启
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
座”正式揭开帷幕，开幕式上，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也是此次系
列讲座策划人之一的张帆教授代表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向国家图书馆捐
赠了本系著名学者的手稿、著作。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也向系列讲座主
讲人赠送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策
划出版的《国学基本典籍丛刊》。
开幕式后，对中国通史有深入研究、
精准把握的张帆教授以“中国古代
历史的分期和特征”为题，向听众
整体讲解中国古代史的基本特征与
研究思路。

除张帆教授外，系列讲座主讲
人还包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
绪，历史学系朱凤瀚、韩巍、陈苏
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
李新峰、郭润涛等知名学者，其中
多位是本学科领域内最重要学者或
资深学术带头人。他们的研究博且
专，既熟悉所讲断代史的整体情况，
又对细分领域有开创性探索。系列
讲座以历史时段为序，全面贯穿中
国古代史，各主讲人还将向听众推
荐相关重要史籍与研究著述。

目前，已有张帆教授《中国古
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刘绪教授
《中华文明的曙光——史前和夏》、
朱凤瀚教授《甲骨与青铜的王朝——
商与西周》、韩巍副教授《争霸、
兼并与社会变革——春秋战国》几
场讲座与读者见面，场场人气爆棚，
气氛热烈。“之前就知道诸位老师
的号召力强，没想到这么强，历史
类讲座也能火得像德云社相声似的，
开讲前一个小时就全部坐满，很多
观众甚至坐到地上听完两个小时的
讲座，让人非常感动。”系列讲座
策划人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
学系的国图副研究馆员郑小悠博士
感慨道。据了解，来听讲座的观众
不仅有相关专业的学生、社会上的
文史爱好者，还有失明、失语的残
障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国际学校
的中学生等……“他们都非常热情，
经常在讲座结束后一拥而上，将讲
座的教授团团围住，提问交流。同时，
观众的热情也感染了开展讲座的教
授，好多都在预定时间之外加课。”
郑小悠告诉记者：“看到北大的教
授在社会上这么受到爱戴，很多老
人坐地上两小时无怨无悔，让我们
学历史的学生都与有荣焉。”讲座
期间，还有很多温暖的瞬间值得被
记录，比如一位来听朱凤瀚先生讲

座的老奶奶，是朱先生（曾任历史博物

馆馆长）组织博物馆志愿者服务队的首
批成员，见到老馆长非常激动；中育贝
拉国际学校七十位高中生来听讲座，本
来来得很早，后来看到来的老年人多了，
都把座位让了出来，自己坐在地上。等等。

以史为鉴、以古为师，是中华民族
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指出：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 也是最好的清
醒剂”“领导干部要多读一点历史”。
致力于挖掘馆藏经典、弘扬传统文化，
为广大公众提供免费、终身、优质社会
教育的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邀请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向公众系统普
及历史知识，是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
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是
“十三五”期间古籍保护系列宣传推广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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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一 统 帝 国 的 建 立 和 巩
固——秦汉（上）　陈苏镇教授
2018 年 11 月 7 日（周三）

大 一 统 帝 国 的 建 立 和 巩
固——秦汉（下）　陈苏镇教授
2018 年 11 月 16 日

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
晋南北朝（上）　叶炜教授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政治分裂与民族融合——魏
晋南北朝（下）　叶炜教授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盛世的建设和瓦解——隋唐
（上）　陆扬教授　2018 年 12 月
7 日 

盛世的建设和瓦解——隋唐
（下）　陆扬教授　2018 年 12 月
13 日（周四上午 9:00） 

忧患与繁荣——宋辽金（上）
邓小南教授　2018 年 12 月 21 日 

忧患与繁荣——宋辽金（下）
邓小南教授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征服与磨合——元　党宝海
副教授　2019 年 1 月 4 日 

重建的困境——明　李新峰
教授　2019 年 1 月 11 日 

帝国的回光返照——清（1840
年以前）　郭润涛教授　2019 年
1 月 18 日

讲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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