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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5_94_90_E6

_9C_9D_EF_BC_88_E5_c34_42936.htm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

要朝代之一。唐代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外关

系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论者以为，唐朝在中国

历史上的特殊重要地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

中国历史自战国时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在发

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第一次在西汉

，第二次在唐代，第三次在明清。在第二次高潮中，尤其是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

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

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当时在

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

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升平景象，其成就超迈西汉「文景

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甚至在文

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 就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唐帝

国也是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欧洲的封建强国主要有

法兰克王国和拜占庭帝国，但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他们都

远远落后于唐朝。东方重要的国家有印度和日本。印度戒日

王重新统一次大陆前后刚刚确立了封建制，可他死后次大陆

随即分崩离析，割据局面一直持续到十二世纪末。日本的「

大化改新」虽然尽量模仿唐朝的制度，但改革本身却是具有

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性质。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唐朝

不但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属于最先进的行列。 其

次，唐代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壮大中也居有重要的历史



地位。中国社会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到

隋朝重新实现了政治统一。但隋朝毕竟祚短，中华民族新的

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形成和繁盛，就成了李

唐王朝的历史任务。有唐历时几三百年，前期统一，国力强

盛，疆域辽阔。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使周边各族

增强了向心力，于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

民族关系进一步密切。因此，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又一重要历史阶段。 复次，唐帝

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

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欣羡之情，他们争相与唐

朝交往，遂使中国成为亚洲诸国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中心

，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了显著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世界中

，文化交流中心主要有印度、阿拉伯和唐朝中国，其中又以

唐朝地位最为突出。唐代是继汉代之后，中国历史上中外经

济文化交流的又一高峰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再次，唐

朝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

从这个意义上说，唐朝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当时社会变

化的中心是：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文化环境，给传统的中

国社会造成了极大冲击，产生了许多新的因素，世家大族衰

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与此相

应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唐朝后期出现的很

多萌芽状态的新事物，对此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的变化，不仅是唐代赋税制度上

的改革，而是中国古代税制由税丁到税产的滥觞。宋代的「

二税」、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

唐代两税制的继续和发展。中唐时期韩愈和李翱的哲学思想



为宋明理学开了先河。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

为宋代「古文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奠定了基础，写古文之风

一直持续到「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前夕。由此可见，从唐中

叶开始到北宋建立，二百年间酝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重大变

化，许多新事物都萌发产生于唐代。在这个历史转折阶段，

既有旧时代衰亡中的痛苦，也有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总之，

唐朝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国际地位超迈往古，

是中国历史上继汉代出现的又一鼎盛局面，史称「强汉盛唐

」；唐朝后期的发展又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巨大变革开了先河

。唐代确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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