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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0年） 1.21 知识体系基本特征:封建大一统时期。 1.政治

。秦汉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建立和巩固。（1）政

权更迭。1）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成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由于秦的暴政，公元前207年秦

末农民战争推翻秦朝。2）四年楚汉战争后，公元前202年西

汉建立。3）公元9年，王莽改制，西汉结束。4）25年，刘秀

建立东汉。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瓦解东汉政权，东汉名存实

亡。（2）重要制度和重大事件。1）秦国建立专制主义中央

集权的政治制度。2）汉朝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汉初吸取秦亡教训，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出现文景之治.政

治上汉初郡国制与封国制并存，铲除异姓王，稳定边疆。汉

武帝实现“大一统”。东汉光武帝调整统治政策，以“柔道

”治理天下，重用文臣，加强监察制度。出现光武中兴。发

展选官制度，实行察举制。3）东汉豪强地主势力发展，外戚

宦官专权，导致统治黑暗。4）为加强对百姓的管理，两汉实

行编户齐民。 2.经济。秦汉时期封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1）经济措施。1）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统一

度量衡、货币、车轨。2）汉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重农抑

商。汉武帝稳定货币。东汉释放奴婢、鼓励开荒、提倡节俭

。（2）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表现。1）西汉初期出现“文景之

治”、汉武帝时期经济繁荣，东汉光武帝时出现“光武中兴

”。2）农业:农具改进，水利事业发展，农耕区域扩大，人



口增加。3）手工业:冶铸、纺织、制漆、煮盐、造船技术进

步。4）商业城市繁荣。3.民族关系。秦汉时期以汉为主的多

民族国家格局形成。（1）匈奴。秦朝派蒙恬征伐匈奴，修长

城加强边防。汉初由于国民有限与匈奴实行“和亲”政策，

汉武帝时对匈奴三次作战，稳定北部边郡。汉元帝时，昭君

出塞密切汉匈关系，双方和睦相处。东汉时窦固、窦宪两次

出击北匈奴，解除北匈奴对东汉和西域的威胁。（2）西域。

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西域正

式归属 中央政权的开始。东汉班超经营西域，密切西域和内

地的联系。（3）西南夷和百越。秦朝统一越族地区，加强对

西南地区的统治。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和南越设郡，进行有

效统治。 4.对外关系。秦汉时期中外交往开始发展，以中国

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日益扩展。 （1）交通。汉朝开通陆上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中西交通新纪元。（2）东亚

。秦汉和朝鲜、日本密切往来，经济文化交流频繁。（3）西

亚。安息在汉朝和大秦之间通过丝绸转手贸易，大获其利。

（4）欧洲。97年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166年大秦遣

使来汉通好，留下中国同欧洲直接往来的最早记录。 5.文化

。秦汉时期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交流频繁，成果世

界瞩目。 （1）科技。西汉制订“太初历”，留下世界最早

有关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东汉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最早

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地动仪。出现数学专著《九章算术》。

医学上编订《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有名医张仲景

和华佗。（2）宗教。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3）哲学。出

现唯物论者王充。（4）历史。司马迁著《史记》、班固著《

汉书》。（5）文学。流行汉赋和乐府诗。（6）艺术。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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