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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170万年前公元前21世纪） 1.1.1. 知识体系 1.原始

社会。 原始人群时期: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氏族公社时

期: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早期:山顶洞人.繁荣期:半坡氏族、河姆

渡氏族。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黄帝和传说

中的尧舜禹时期: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 2.奴隶社会

。 （1）政治。 1）政权更迭。①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我国

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②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

，建立商朝。③商纣暴虐，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建立

西周，定都镐京。④西周末年王室衰微，公元前771年，少数

民族犬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2）重要制度和重大事件。①

夏朝开始，王位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②为巩固奴隶主国家

政权，周初实行分封制。③公元前841年，爆发“国人暴动”

。 （2）经济。 1）经济制度:①西周实行井田制，井田制是奴

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②春秋齐国管仲变法，鲁国实行“初

税亩”，促使土地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变。 2）经济发展:①农

作物品种增多，畜牧业占有重要地位。②青铜铸造水平高，

夏、商、周三代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③商周的陶瓷

业、漆器制造业迅速发展。④夏朝交通工具种类很多，商周

交通运输业发达。 （3）文化。 1）商朝了较成熟的文字甲骨

文，出现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金文”。 2）夏朝出现《

夏小历》保留了我国最早的日、月食记录（夏商时期）。 3

）商周时期已有了较为丰富的医药学、地理和生物学知识。



4）主要文献有《尚书》和《周易》。 5）雕塑和青铜艺术达

到高峰。 3.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 （1）

政治。 1）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5年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

先后出现春秋五霸。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制度的瓦解时期。

2）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诸侯间进行兼并战

争，出现战国七雄，最后秦国完成统一。战国时期是我国封

建社会形成时期。公元前475年，我国进入封建社会。战国时

期各国变法，建立地主阶级统治，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国

确立起来。较为突出的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北京安通学校

提供） （2）经济。 1）铁器、牛耕的使用标志着生产力水平

的显著提高。 2）水利灌溉事业发展，出现了都江堰和郑国

渠等。 3）冶铸业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青铜铸造工艺

、煮盐、酿酒等技术提高。出现了有关手工艺的专著《考工

记》。 4）商业发达，城市繁荣。 （3）文化。 1）思想。春

秋时期老子创立道家学说，孔子创立儒家学说，战国时期思

想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2）文学。出现我国最早的

诗歌总集《诗经》和诗人屈原，诸子散文、历史散文成就极

高。 3）艺术。青铜艺术和音乐、绘画艺术达到很高水平。 4

）天文物理。春秋时期留下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战国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墨经》中阐述了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5）医学。出现名医

扁鹊。 1.1.2. 要点详释 1.井田制和分封制。 （1）井田制是我

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开始于商，盛行于西周，瓦解

于春秋，废除于战国。井田制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周王，周

王把土地分赐给诸侯臣下，臣下只能世代享用，不得转让和

自由买卖，还要交一定的贡赋。春秋时井田制逐渐瓦解。春



秋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出现

了“私田”，随着“私田”的增多，春秋后期的鲁国等先后

承认了私田主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可见井田制瓦解的根本原

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2）分封制是西周的政治制度。为了

巩固奴隶制国家政权，（北京安 通学校提供）周王把王族、

功臣等分封到各地做诸侯，建立起诸侯国。作为政治制度，

分封制是建立在井田制的基础之上的。实施分封制的意义有:

1）有利于整个周王室有效地控制整个领土。 2）有利于统一

的奴隶制度在各诸侯国普遍实行，促进了奴隶制经济的繁荣

。 3）加速了各族融合的进程，受封的偏远诸侯国逐步接受

中原文化，一些大国不断向周围的少数民族用兵，进而兼并

其土地，进行文化渗透。春秋时期，随着井田制的瓦解，分

封制逐渐崩溃，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分封制瓦

解的直接原因是，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大国不断进行争霸战

争，形成诸侯争霸的局面。齐桓公通过葵丘会盟迫使各诸侯

承认其霸主地位。秦统一后建立了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分封制是奴隶社会的政治制

度，后者是建立在前者基础之上的。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

济基础，分封制是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二者都与当时生

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2.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 “春秋无

义战”。争霸战争其实质都是大国相互兼并、扩张领土、掠

夺财富、争夺对其他诸侯国支配权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沉重

灾难。战争使诸侯国数目减少，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削弱了奴

隶主集团的势力，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发展.使华夏

族和各少数民族频繁接触，促进了民族融合。各国为争霸权

，纷纷进行改革，发展生产，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



。分封制已经成为社会稳定的严重障碍，以中央集权和大一

统取而代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

历史的大变革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

过渡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 1）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私田出

现，奴隶社会的经济制度井田制瓦解，封建生产关系出现并

逐渐取代奴隶制生产关系。 2）在争霸斗争中，分封制、宗

法制等奴隶社会的政治制度被破坏。新兴地主阶级随着自身

经济力量的壮大，要求废除奴隶主阶级特权，建立地主阶级

统治，各国进行了变法，确立封建制。 3）随着阶级关系的

变化，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的变革发表自己的主

张、学说，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旧观念不断受到冲击，

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4.奴隶制度的残

酷性和进步性。 奴隶社会取代原始社会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 1）原始社会的公有制是建立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基础上的，由于生产力水平低、没有剩

余产品，所以不可能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随着生产力的提

高，出现剩余产品，产生了私有制。 2）奴隶主用强制劳动

代替了原始社会的自然分工，并掌握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奴隶，有可能组织大规模的生产，并提高了生产效率。

3）大批奴隶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另一部分人摆脱了体力

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同时，奴

隶制度又是残酷的。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护私有制，破坏氏族

传统，为了实现对奴隶剥削和压迫，建立起残酷的国家机器

。此外，奴隶主阶级为满足个人享受，奴役、剥削、虐待奴

隶，如商朝出现了“人祭”和“人殉”。 5.百家争鸣的出现

和影响。 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形成



，封建地主阶级逐渐掌握了政权，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旧势力剧烈斗争，形成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从而

促进了学术思想的活跃。同时私学的兴盛为“百家争鸣”局

面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王室衰微，各国纷争，政局的变化无

常，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各阶层为了自

身的利益，针对社会现实，发表自己的看法，于是在思想领

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促

进了思想的活跃和文化的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

和哲学、政治学理论，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封建传

统思想的确立奠定的基础。 6.禅让。 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

时，四岳（四方部落领袖）（北京安通学校提供）推举舜为

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办事。尧死后，舜

继位，随即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

。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

承人。这种原始的民主制度，史称“禅让”。 7.牧野之战。 

周灭商的战役。周文王死后第四年春，周武王乘商军主力在

东南的机会，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会合西南的庸、

蜀、羌、微、卢、彭、濮等族进攻商纣，经孟津进抵牧野（

今河南淇县）。商军中的奴隶兵掉转武器，发动起义。周军

进占商都朝歌。纣自焚死，商亡。 8.五霸。 春秋时先后称霸

的五个诸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

勾践。一说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

9.葵丘之会。 齐桓公建立霸权后，于桓公三十五年（公元

前651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邀集鲁、宋、卫、郑、许、

曹等国相会结盟，规定不可壅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

通，要尊贤育才，选拔贤士，不让士世袭官职，同盟的都要



言归于好，目的在于巩固霸权。 10.三家分晋。 春秋、战国之

际，晋国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贵族之间、各新兴地主阶级

集团之间互相斗争。周敬王三十年（公元前490年），赵氏击

败范氏、中行氏。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赵、韩、魏

三家又灭知氏，三分其地。从此，晋国只剩赵、韩、魏三家

，晋君成为附庸，奴隶制的晋国终于转化成为封建制的赵、

韩、魏三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

认三家为诸侯。 11.田氏伐齐。 齐本为西周初的奴隶制封国，

国君姜姓。春秋末年，齐国奴隶主贵族除对奴隶进行残酷压

榨外，对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的剥削压迫也十分严重，“民

参（三）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

馁。”在反对没落奴隶制的斗争中，不少人遭到刖足之刑，

以致“国之诸市，屦（草鞋）贱踊（假足）贵。”贵族田氏

为了取代齐国，用大斗出贷、小斗收进的办法，笼络人心，

争取新兴地主阶级和平民的支持。后又联合鲍氏，消灭执政

的栾高二氏，夺取政权，进行改革。田乞、田常为相时，又

兼并其他贵族。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391年），田和迁齐康

公于海上，遂有齐国。十六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为齐国

国君。从此，姜齐为田齐所代替，成为齐国奴隶制转化为封

建制的标志。 12.战国七雄。 指战国时魏、赵、韩、齐、秦、

楚、燕七大强国。 13.商鞅变法。 战国时商鞅在秦国进行的政

治改革。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一说在三年，任* 商

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鼓励地主恳荒，发展封建经济.要求努

力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徭役.废除奴隶主贵族世袭特权，制定

普遍按军功给予爵位的制度，根据爵位等级占有田宅和奴隶.

采用李悝《法经》作为法律，编造以“伍”、“什”为编制



的户籍，实行连坐法.规定成年男子分居，否则加倍赋税。秦

孝公十二年（前350年），迁都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

一步实行变法，并各乡为三十一县（一说四十一县），由国

君直接管理.废井田，开阡陌，准许土地买卖，确认封建土地

所有制.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度。烧毁《诗》

、《书》，打击儒生，并不断镇压奴隶主贵族的反抗。“行

之十年，秦民大说（悦）”，“乡邑大治”，加速了封建经

济的发展和集权政权的形成，成为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

历史转折点。秦孝公死后，奴隶主贵族乘机反攻倒算，商鞅

被车裂的酷刑杀害。“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秦

国日益富强，为秦始皇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14.合纵连横。 

战国时弱国联合进攻强国，称为合纵。随从强国去进攻其他

弱国，称为连横，也叫合横、连衡。战国后期，秦最强大，

合纵就指齐、楚、燕、赵、韩、魏等国联合抗秦，连横就指

这些国家中的某几国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一说南北为纵

，六国地连南北，故六国联合抗秦谓之合纵.东西为横，秦地

偏西，六国居东，故六国服从秦国谓之连横。公孙衍、张仪

、苏秦即当时著名的纵横家。 15.火牛阵。 战国后期齐将田单

击败燕军的战术。燕照王时，燕将乐毅攻破齐国，田单坚守

即墨（今属山东）。公元前279年，燕惠王即位，改用骑劫为

将。田单用千余头牛，角上缚兵刃，尾上缚苇灌油，夜间以

火点燃，使猛冲燕军，并以五千兵随后冲杀，结果大败燕军

，杀死骑劫，陆续收复失去的七十余城。 16.长平之战。 战国

后期秦国大败赵国的战役。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

秦包围韩的上党，上党郡守冯亭以地献于赵，引起秦赵在长

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战。赵将廉颇坚守长平达三年之久



。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国改用赵括为将。赵括空谈兵法，率

大军盲目出击，秦将白起在正面诈败后退，另外布置两支奇

兵袭击赵军后路。结果赵军被包围，困守四十六日，不突围

，赵括被射死，赵军四十万人也被俘坑死。从此赵国的实力

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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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