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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五千年之夏王朝的兴衰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孕育着中华民族传

承不息的文明，更引领着我们继承悠久的历史底蕴，谱写开拓未来的新篇章。 

公考常识天文地理无物不包，文史艺技无物不含。这个系列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下那些在

华夏大地上交替的王朝兴衰。 

本篇要讲的知识点是我国文明的开端，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建立与灭亡。 

  

夏族，姒姓，是活动与中原地区的古老部族。到禹父鲧时，厦部族已是雄踞大河南岸的

强大部族，称为有崇氏。在尧舜时期，鲧与共工氏均为争夺王权的失败者。后来，夏部族杰

出继位者禹在伊、洛、河、济一代开展治水工作，纠正以塞为主的错误做法，改为以疏导为

主并取得显著成效，这一时期，因为水患得到治理，并积极用于农业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

显著提高，为突破原始社会桎梏，进入文明时代打下了坚实基础。最终禹得到众多部族首领

拥护，成为天下共主，初步确立了王权。 

夏禹建立都城-阳城今（河南登封），后又迁往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为巩固王权，禹

在淮水中游的涂山（今安徽蚌埠市）大会各部落邦国首领，史称涂山之会。涂山之会是夏王

朝正式建立的历史标志。 

禹死后，子启即为，由于传统的禅让制观念未完全消除，多部族起兵反对，与启争夺王

位，夏启扫除全部障碍，继承王位，巩固了王权。从此，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家天

下”的格局正式形成。 

夏王朝是在原始父系氏族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没有摆脱父系氏族的制度和习

俗，国家制度很不完善，处在初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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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以农业立国，在多种工具改良后，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从夏文化的遗迹出土物

品来看，金属的冶炼已经开始。工具种类繁多，除了用于耕作的耒耜外，还有石犁、石铲等。

同时出现了各类青铜武器及铜容器比如青铜鼎。 

夏启死后太康继位，太康因沉湎于享乐，被有穷氏篡位，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史称

“太康失国”。后其后代少康联合亲夏势力，灭掉有穷氏，夺回王位。少康在位期间，大力

治理水患，恢复农业生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进步。少康以后，直到胤甲，夏王朝经历了

七代王的统治，处于稳定发展时期，胤甲以后，夏王朝统治走向衰弱。 

夏桀继位，横征暴敛，统治残暴，宠幸妹喜，诸侯反叛。公元前 1600年商汤兴兵伐夏，

夏桀败亡，夏王朝终结。 

从夏禹开始，夏王朝共传十四代，十七王，大约统治了 470年，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

奴隶制王朝，同时奠定了我国长达近四千年王朝世袭制的历史基调，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常识的积累就像上楼梯，一步一步就会有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