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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7_8B_E6_88_98_E5_c34_43083.htm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

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

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

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

，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

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

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

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

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

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

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

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

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

，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

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

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

，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

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

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

，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

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

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

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



。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

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

。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

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

」。公元前 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

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

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

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

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

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

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

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

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

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

元前506年，吴国大举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

，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时，楚国则联越制吴

，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差

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

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

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差急忙回归，向越求

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霸

主。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

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

期的大动荡、大改组，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七个大国和它

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战国时代的形势是：楚在南，赵在北

，燕在东北，齐在东，秦在西，韩、魏在中间。在这七个大



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在

前期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 从魏文侯开始至公元前四世纪中

叶，是魏国独霸中原的时期。魏的强大，引起韩、赵、秦的

疑虑，它们之间摩擦不断。公元前354年，赵国攻卫，魏视卫

为自己的属国，于是出兵攻打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派

田忌救赵，用孙膑之计，袭击魏都大梁。时魏军虽已攻下邯

郸，不得不撤军回救本国，在桂陵被齐军打败。次年，魏、

韩联合，又打败齐军。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

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设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埋伏圈，

齐军万箭齐发，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

著名的马陵之战。由此造成了齐、魏在东方的均势。 秦国自

商鞅变法后，一跃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于是向东扩

展势力。先是打败了三晋，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后又

向西、南、北扩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其疆土之大与

楚国接近。 在秦与三晋争斗之时，齐国在东方发展势力。公

元前315年，齐国利用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而引

起的内乱，一度攻下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齐军才从燕

国撤出。当时能与秦国抗争的唯有齐国，斗争的焦点则集中

在争取楚国。 [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