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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67_292238.htm 一、世界古代史在历史学基础考

试中的比例和地位 按照08年考试大纲的规定，世界古代史部

分在考试中所占比例为20%，也就是60分。这一点与07年相比

没有变化，估计今后这一比例也将维持不变。世界古代史实

际上包含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古史两部分内容，在整个历史

学本科教学及历史学学科体系中，它们构成了世界通史教学

的第一和第二两部分，但无论是就教学内容的安排还是课时

的分配来看，这两部分内容均要较世界近现代史为少。对于

这一点，从当前最为权威的大学本科历史学世界通史教材吴

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通史教材的编纂上看得最清

楚不过了。该教材六卷的划分情况为：世界上古史一卷，世

界中古史一卷，世界近代史两卷，世界现代史两卷。 如仅就

此而言，那么在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世界古代史能占

到20%的比重显然已经相当高了。 在07年考试中，这60分的

分布情况为：选择题为4个小题8分，名词解释为2个小题16分

，问答题1道30分。这几道题目均为独立考查世界古代史内容

，为单纯的世界古代史题目，总共54分。此外，在材料解析

题第30题中虽然基本上考查的是世界近代史的内容，而实际

上也需要用到一部分世界中古史的知识。因此可以说，07年

考试较好地体现了当年考纲所规定的考查内容比例。据此，

可以认为，既然08年考纲在考试内容的比例上未作变化，而

考试中心又对07年考卷非常满意，因而08年考试也必将在考

试内容的分配上遵循07年考试的精神及08年考纲的原则。惟



须注意的是，估计在08年的考试中07年材料解析题第30题的

思路将会继续沿用，即将会继续出现把世界中古史与世界近

现代史知识综合起来进行考查的题目。至于其他题型，估计

不会有什么变化。即选择题持4~5个，名词解释题2个，问答

题1个。 二、08年考纲与07年考纲的比较分析 就世界古代史

而言，08年考纲的规定与07年相比基本未作变动。下面将对

这些变动之处做简要分析： 第一处变动，将第3个子目中的

“古代埃及的历史线索”调整为“古代埃及历史的主要线索

”。这一表述的调整就使这一知识点表述得更加严谨、明确

，指的是古代埃及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而非所有线索。 第

二处变动，将第7个子目中的“拜占庭帝国”调整为“拜占庭

帝国的灭亡”，将其内涵大大缩小。 第三处变动，将第9个

子目中的“西欧国家的兴起与强盛”调整为“西欧国家的建

立”，而将其“强盛”又具体细化为“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兴

起”、“十字军东征”、“西欧各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三

个知识点。如此，就使得这一内容的所指更加明确、具体，

也突出了西欧封建国家历史演进的基本脉络。 第四处变动，

将第10个子目中的“中古印度：从德里苏丹到莫卧儿帝国”

调整为“中古印度：从笈多王朝到莫卧儿帝国”，使前后的

表述一致起来，即从政权的角度来把握中古印度历史的发展

演变，而不是从最高统治者到政权。 从上述变动来看，08年

考纲对世界中古史的变动最为显著的是第三处，即将中世纪

西欧历史中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和重大历史现象明确地提了

出来。反观这三个知识点，可以看出，它们非但是西欧封建

化历史进程中的三个重大事件或现象，而且也是导致西欧历

史由中世纪向近代转变的重要推力。因此，这可视为08考纲



对世界古代史内容作出的最主要调整。换言之，这几个知识

点理应成为08年备考复习的重中之重，或者说这很可能是08

年的必考内容。请广大考生务必予以高度重视。 三、08年考

点综合分析、考试题型预测及复习对策 如前所述，08年世界

古代史考试范围基本未作变动，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世界古代

史考查内容的安排体现了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对世界古代史

研究的相对成熟，同时也反映了这一范围基本涵盖了一个历

史学硕士研究生所必备的世界古代史基本知识。因此，这就

需要考生必须对这一考查范围所规定的内容能够全面、系统

地加以复习掌握，切忌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下面便对每个

知识点的具体情况作一分析。 第1个子目史前人类。共有三

个知识点，分别是“人类的进化”、“农业革命与新石器时

代”、“史前文化”，其中以第二个知识点为重点，该部分

内容将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查。该子目大家在复习时不

需花费太多的功夫，而只需将其中的若干标志性事件记住即

可。 第2个子目古代西亚诸文明。共有六个知识点，其中以

“古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波斯帝国”为重

点。该部分内容的考查方式将涵盖选择题和名词解释两个题

型，其中以选择题为主，重要的名词解释有“汉谟拉比法典

”、“巴比伦之囚”、“空中花园”、“贝希斯吞铭文”等

。复习该部分内容时，要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复

习为主，而不必面面俱到。 第3个子目古代埃及文明。共有

三个知识点，该部分内容根据08考纲的调整，重点应把握第

一个知识点“古代埃及历史的主要线索”，也就是说要将古

代埃及历史的分期、王朝的更替线索能给梳理出来，尤其是

其中的一些标志性事件和重要人物，注意选择题或名词解释



。总体上看该子目依然不是要作为重点复习。 第4个子目古

代印度文明。共有四个知识点，其中古印度的种姓制度、宗

教等内容是重点，即可能出选择题，也可能出名词解释，还

可能出简答题，如试述佛教产生的背景及其教义。不过由

于07年已从中考过一个名词解释，因此按照考试题目的复现

规律，今年在此中在出题的可能性较小或没有，大家仅作一

般了解即可。 第5个子目古代希腊文明。该子目共有六个知

识点，涵盖了古代希腊历史的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三个方

面的内容。因为古代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和发源地，

其城邦制度、民主政治和辉煌灿烂的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

因此，在整个世界古代史学科体系中该部分内容是毋庸置疑

的重点。鉴于此并07年考试对此又未作考查的现实，估计它

必将是08年命题的重头戏。大家准备的重点应当是名词解释

、材料题和简答题这三个题型，其中尤以简答题的命题空间

最为广大，如城邦制度、梭伦改革、伯利克里改革、雅典民

主政治的内容及评价等均是简答题的很好选题。因此，虽然

在07年考试中已经在“马其顿帝国与希腊化时代”一知识点

中考了一道简答题，但是大家还是应把本子目的其它内容作

为世界古代史的重点来复习，既要梳理出线索来，又要将其

中的重要内容详细地记忆和把握。 第6个子目古代罗马文明

。共有六个知识点，其中以罗马的共和政治、罗马的元首政

治和帝制、古代罗马文化主要是罗马法为重点。该子目下的

内容也是整个世界古代史的重点部分，因而也是世界古代史

中简答题、材料解释题和简答题的主要出处。由于古代罗马

对人类历史的贡献主要就是它的法律，即罗马法，因此与罗

马法有关的内容譬如十二铜表法、查士丁尼法典、罗马法等



无疑将是08年考查的首选内容，大家务必要将其作为重点来

复习把握。 第7个子目古典文明向中古文明的过渡。该子目

下有三个知识点，分别是“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民族

大迁徙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拜占庭帝国的灭亡”。其

中基督教因其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今天在西方、在世界上影

响最大的宗教之一，因此基督教是一个复习的重点，应以准

备简答题为主；民族大迁徙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它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并促成了西欧封建制度的产

生，因此该内容也是命制简答题的一个很好素材；至于08考

纲调整的“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一内容，重点应把握拜占庭

帝国灭亡的原因及影响，但该内容估计命制材料题或简答题

的可能性并不大。 第8个子目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与阿拉伯帝

国。该子目下共有三个知识点，重点是伊斯兰教问题。这显

然是因为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之一，作为阿拉伯

世界的精神支柱，在今天与西方基督教世界进行着激烈的斗

争和严重的对抗。因此，对伊斯兰教一内容应加以重视，包

括其兴起的原因、教义及影响等等，此内容可单独命制选择

题、名词解释或简答题，还可与基督教作比较命制比较题，

其它两个内容不是重点，但要注意一些重大的事件或人物，

准备出选择题。 第9个子目欧洲基督教文明。该子目下共有

四个知识点，其中法兰克王国和西欧封建制度两个知识点重

点应注意名词解释，虽然07年考过其中的《凡尔登条约》，

但其中还有很多比较重要的名词，如《萨利克法典》、采邑

制、丕平献土、封君封臣制度等等。“中世纪基督教文化”

一知识点即可以将其作为文艺复兴的背景从而和文艺复兴连

在一起来复习，又可以同前面的“基督教的兴起与发展”一



知识点连在一起来复习，在复习中要将基督教作为一个小专

题进行整合。“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指的是在法兰克王国

解体后英法德意这四个西欧封建国家的建立过程，重点注意

在这四个国家封建制度确立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做好解答选择题和名词解释的准备，如“诺曼征服”、《末

日审判书》”、“维兰”、“神圣罗马帝国”、“大空位时

代”、“红胡子弗里德里希”、“金玺诏书”等。后面三个

知识点分别是“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兴起”、“十字军东征”

和“西欧各国的发展与相互关系”。关于这三个知识点的情

况，在前面已作过一些分析，这里再强调几句：这三个知识

点出现大题的可能性较大，即它们既可以单独命制简答题或

材料题如简评十字军东征、英法百年战争等，也可以与后面

的内容相结合命制材料题或简答题，如英国王权与议会的关

系，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的关系等

。因此，大家在复习时一定要注意该处内容与后面近代史内

容的联系。 第10个子目中世纪东欧与亚洲的历史。该子目共

含四个知识点，但均不是考试的重点，因此大家在复习时只

要注意其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重要活动即可

，出选择题的可能性最大，但也可能出名词解释。比较重要

的地方有“基辅罗斯的建立”、“留里克王朝的建立”、“

莫斯科公国”、“罗斯受洗”、“伊凡雷帝”、“罗曼诺夫

王朝的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经济制度”、“

笈多王朝的建立”、“印度的种姓制度”、“印度教”、“

莫卧儿帝国的建立”、“大化革新”、“班田收授法”等。

复习时可将这些知识点分别加以整理，记住即可。 第11个子

目古代美洲文明。该子目也不是考试的重点内容，因此仅作



一般掌握即可，注意准备几道选择题和几个名词解释就可以

了，如“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明”等

。 四、关于世界古代史复习的参考书目及其使用 世界古代史

因其知识结构多年以来一直保持相对稳定，因此就其可以使

用的参考书而言，可供选择的范围便相对较大。也就是说，

凡是近10年以来由重点高校编写的世界古代史教材均可使用

，而其中编得较好的主要有以下几套： 一是由高等教育出版

社于1992年初版的吴、齐本六卷本世界通史教材《世界

史&#8226.古代史编》上、下两卷，这套教材后来又经过几次

再版，是目前最为权威的世界古代史教材，它较全面地体现

了08年考纲所规定的考查范围，大家在使用时应对照考纲先

通读一遍，然后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对各个考点进行细化

，梳理出相关线索，然后再在笔记上整理出来。 二是由北京

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编写的修订版《世界上古史》和《世界中

古史》。这套修订版教材是在吸收了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新

成果基础上对1994旧版教材进行修订而成的，该修订版教材

于2005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前者是由周启迪主编

，后者是由孔祥民主编。该套教材是目前最新的世界古代史

教材，它不但体系新，而且观点也颇有新颖独到之处，是大

家复习备考的最好参考书。但其不足之处是，该教材对08年

考纲所规定的考查范围有未涉及或语焉不详之处。不过大家

可以与吴、齐本教材相互对照进行复习，从而以弥补它的这

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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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