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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2/2021_2022__E5_8C_97_E

5_AE_8B_EF_BC_88_E5_c34_42945.htm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公

元959年)，周世宗柴荣病死，七岁的恭帝继位，时任殿前都

点检、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掌握了军权。翌年正月初，赵

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入开

封，胁迫周恭帝禅位，夺取了皇位。赵匡胤即位后，仍定都

开封，改国号为宋，史称北宋。经过十余年的南征北伐，赵

匡胤消灭了后周藩镇势力的反抗，攻灭了荆南、后蜀、南汉

、南唐等割据政权。宋太宗赵即位后，招降割据吴越的钱，

平定北汉。于是自安史之乱以来，二百多年的封建军阀割据

局面基本上结束。北宋疆域东、南临海，北境以今津海河、

河北霸县、山西雁门关一线与辽接壤，西北至今陕西白于山

、甘肃东部、青海东北部与西夏、吐蕃毗邻，西南与越南接

界。 北宋共历九帝，前后一百六十八年。这长达一百六十多

年的历史阶段中，可划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前期(公

元960年－公元997年)即宋太祖、宋太宗统治时期。这一时期

，北宋统治者除了致力于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外

，着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确保宋朝

统治长治久安。其主要的改革措施有：一是军制改革。取消

禁军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职务，朝廷设枢密院掌

管调动军队，但无统兵权。三帅统兵权和枢密院调兵权职责

分明，相互制约，直接对皇帝负责。军队实行更戍法，定期

换防，将帅常调，以防止官兵「亲党胶固」。二是行政改革

。宰相下设数名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以分其军、政



、财三权，使宰相无法独揽大权。对独霸一方的节度使，采

取「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办法，逐步从地方

调回都城任闲职，其原领州郡由朝廷控制，委派文官任知州

、知府，直接对朝廷负责。规定地方财政每年赋税收入，除

支度给用外，凡属钱币之类，「悉辇送京师」。经过改革，

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到强化。这对政治稳定，结束分裂

局面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高度中央集权也

带来「强干弱枝」，地方权宪太小，军队战斗力削弱等消极

后果。 中期(公元998年－公元1099年)即宋真宗至宋哲宗统治

时期。这一时期是北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由于实

施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的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广

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加，垦田面

积的扩大，铁制工具制作进步，耕作技术的提高，农作物的

种类和产量倍增等等。据统计，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

，北宋户籍上有523万多户，而到宋仁宗嘉八年(公元1063年)

，北宋户数已逾1246万多户。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

耕地有3亿多亩，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

亿多亩。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手工业，在

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

，大小城镇贸易盛况空前，纸币的出现及广泛使用，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这一时期也是宋代科技文化的繁荣时期。尤其

是闻名于世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开发和应用

主要是在这个阶段。然而，这一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日益严重

的时期。军队数量猛增，官僚机构庞大，土地兼并加剧，使

国家财政连年亏空，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对此，宋朝政府



也试图进行改革，以扭转危机四伏的局面。北宋改革影响最

大的是宋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和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

结果，两次改革收效甚微，北宋逐步走向衰落。 后期(公

元1100年－公元1127年)即宋徽宗、宋钦宗统治时期。这一时

期是北宋王朝最腐朽黑暗的阶段。由于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

坏，众多的农民倾家荡产无以为生，纷纷起事反抗暴政。其

间以方腊、宋江先后领导的起义影响最大。内忧不已，外患

又起。北宋长期与辽、夏、金争战不休。与西夏战事刚止，

金军又大举南下。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军攻占开封。次

年二月六日，废宋帝，北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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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