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王中兴的措施周朝复兴的一段时期
<p>宣王中兴使周朝复兴了一段时间，不过好景不长，由于宣王晚年固
执的厉害，使国势又开始下滑。宣王中兴详情让我们一起深入了解吧。
</p><p><img src="/static-img/MqmEuLiK04OEvdyLIJx35OHUZ6
AkFFPJ6eA7M8jL6BUOkurWAUgng05TOUeQV0J_.jpg"></p><p>
宣王中兴是指周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
顿朝政，使王道已衰落的周朝王室得到一时的复兴，因此史家以“宣王
中兴”称之，不过，宣王中兴，为时并不长，到了宣王晚年，国势又走
下坡路了。</p><p>宣王即位后，吸取父亲厉王的教训，在周(定)公、
召公的辅佐下，革除厉王时的弊政，恢复文、武、成、康时期的政策，
使得原有些衰败的周朝又恢复了活力。</p><p><img src="/static-im
g/BTexjK6EMhxYtkdnJKhy_OHUZ6AkFFPJ6eA7M8jL6BUgh90uB
5Seg3uB1nO29kfPlKkokM4XGKookHLM2MYthqfge27HcsSwGY8d
fmNVsCK6HHkZhcAzqNk62yOaiAtj-KYeuBGWlLinkOclnO6s1YGX
1yRVs72hoZdVg19zgog.jpg"></p><p>在内政方面，宣王广开言路，
积极听取下属的意见。又警告官员不得贪污赋税，鱼肉乡里。同时加强
纪律，要求官员各自约束，不得纵酒。经过一番励精图治的治理，国内
形势开始转好，诸侯们也纷纷前来朝见，周室的威信又恢复起来了。</
p><p>伐西夷</p><p><img src="/static-img/EypAJPnVtplsuF7zxT
HU_OHUZ6AkFFPJ6eA7M8jL6BUgh90uB5Seg3uB1nO29kfPlKkok
M4XGKookHLM2MYthqfge27HcsSwGY8dfmNVsCK6HHkZhcAzqN
k62yOaiAtj-KYeuBGWlLinkOclnO6s1YGX1yRVs72hoZdVg19zgog.j
pg"></p><p>周室中衰后，周边的戎狄部落便不断侵袭周朝，特别是
西北的猃狁和西戎，是最具威胁的部落。由于他们仍处于游牧阶层，居
无定所，经常会直接威胁到首都镐京。</p><p>宣王四年（前824年）
，以非子的后裔秦仲为大夫，开始大规模的发动对戎人的反击战争。秦
仲攻西戎时，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伐戎，得胜。宣王五
年，宣王还曾与尹吉甫一起讨伐西戎于鼓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后来



，尹吉甫率师直攻至今甘肃省镇原一带，迫使西戎向西北退走。</p><
p><img src="/static-img/GoS8IF2aR_2oXNzomIHO2uHUZ6AkFF
PJ6eA7M8jL6BUgh90uB5Seg3uB1nO29kfPlKkokM4XGKookHLM
2MYthqfge27HcsSwGY8dfmNVsCK6HHkZhcAzqNk62yOaiAtj-KYe
uBGWlLinkOclnO6s1YGX1yRVs72hoZdVg19zgog.jpg"></p><p>同
时，宣王对薰育、昆夷和猃狁发动战争。这些戎族原本乘周室中衰，一
度深入到宗周腹地，迫使惯于定居务农的周人四处逃散，生活陷入困难
。宣王的这次用兵，将猃允驱逐到遥远的北方。事后，宣王令南仲戍守
朔方，令他们不再有进犯北境的机会。</p><p>对西戎战争的胜利保卫
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普通人民也是欢欣鼓舞，《诗经·小雅·出车
》和《诗经·小雅·六月》就表达了他们对胜利的喜悦和对战争英雄的
赞美。</p><p><img src="/static-img/LCJBl16c0bXQSZUjnE0A_-
HUZ6AkFFPJ6eA7M8jL6BUgh90uB5Seg3uB1nO29kfPlKkokM4XG
KookHLM2MYthqfge27HcsSwGY8dfmNVsCK6HHkZhcAzqNk62yO
aiAtj-KYeuBGWlLinkOclnO6s1YGX1yRVs72hoZdVg19zgog.jpg"><
/p><p>征淮夷</p><p>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从宣王二年（前826
年）起，宣王开始征伐东南的淮夷和南方的荆蛮。他令命召穆公及卿士
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淮夷，沿淮水东行，使当
地大小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服从，向周朝见。这一时期，宣王还曾命方
叔率师征伐荆蛮（即楚国）、尹吉甫征徐戎。这些战事都进行得十分艰
苦，在十多年间进行了不计其数的战役。宣王十八年（前810年），南
仲派驹父、高父前往淮夷地域，各方国都迎接王命，并进献贡物，至此
才将他们征服。宣王将这些新征服的领土赐给战争功臣召穆公、申伯和
仲山甫等人，这些事迹都记载于《诗经》的《江汉》和《嵩高》之中。
</p><p>征南国</p><p>在宣王晚年，由于频繁的对外用兵，大大的消
耗周室的战斗力。在征讨申戎、太原戎、条戎和奔戎的战争中，只有对
申戎才取得了胜利。而在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征伐姜戎时，双方
在千亩展开大战，宣王调用“南国之师”参战，结果是南国之师尽丧而
大败。周室原本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等重兵，在这次战争中却动用了南



国之师，正反应了兵力的不足。</p><p>行分封</p><p>征南国后，为
了巩固对周王室对于南土的统治，宣王将其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
阳）。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还继续西周早年分封，封其弟友于
郑（今陕西省华县东）。</p><p>取消籍田之礼</p><p>原本，土地都
是为周室国有的，周天子会将土地再划分井田，让农民在井田进行劳作
。在每年春天，天子还会亲自举行籍田千亩的典礼，也就是进行全国耕
种总动员。但到了西周后期，原本的土地国有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不
止原本的“公田”成为贵族的私有田，那些由荒地开垦出来土地也沦为
了私有田。这些土地都被贵族划分为许多块分给人民自行耕种。厉王时
，为将土地再收为国有，不惜采用暴虐的手段，结果是他本人被赶跑。
宣王即位后，认识到既有事实，便顺应时势废除了原本每年春天都必要
举行的籍田典礼。这项制度应是周天子必做的事情被取消，本是宣王对
土地私有的一种承认，既然私有制已经是事实，那相关的礼制也属多余
。因为宣王对土地私有的承认，使得人民提高了劳动积极性，也使得在
厉王时期受到破坏的农业生产开始恢复。也正是如此，才能令宣王有北
伐</p><p><a href = "/pdf/1148-宣王中兴的措施周朝复兴的一段时期
.pdf" rel="alternate" download="1148-宣王中兴的措施周朝复兴的
一段时期.pdf"  target="_blank">下载本文pdf文件</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