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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秦汉至明清时期 一、秦统一六国与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确

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灭六国，统一全国。秦朝是我国历

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秦建立了一整套封建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且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通过“焚书

坑儒”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控制，有效地巩固了统一。 秦建立

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主要内容有： (l）皇帝制度

，规定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赢政称始皇帝。国家政

治、经济、军事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一切政事，最后由皇

帝裁决。 (2）官僚制度，中央设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官

职分理众务，由皇帝任免，执行皇帝命令。 (3）郡县制度，

分全国为36郡，郡下有县，郡县为地方行政单位，郡县长官

由皇帝直接任免。 二、封建政治制度的演变 1．改革地方行

政制度 (1）汉朝的分封制度改革。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

下令取消诸侯王治国与用人的权力。汉武帝进一步改革了分

封制度：一是实行推恩分封，令诸侯王封嫡子以外的其他子

弟为侯，以此分散其势力，无力威胁中央政权；二是使诸侯

“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 (2）唐朝后期至北宋的藩镇

体制及其革除。庸玄宗时，沿边设9个节度使，掌区内军事、

行政、财政大权，区内各州刺史（郡守）为其下属。安史之

乱后，各节度使拥兵自大，传位子孙或部下，不奉朝命，称

藩镇。北宋建立后，收兵权于中央，节度使成为大臣与宗室

的荣誉衔；中央设枢密使，掌握全国军队的招募、训练、调



动和给养等大权，但不领兵，而领兵将领没有这些权力，使

军权掌握在中央。 (3）元朝实行的行省制。除腹里地区（今

山东、山西、河北一带）设中书省外，把全国划分为岭北、

辽阳等11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它原为中央派驻地方的临

时机构，后变为常设，再发展为行政区划，初步奠定了历明

清至今的省区制度。 2．丞相制度的演变 从秦汉至明清，丞

相制度的变化有以下几次：一次是汉武帝设置中朝（内朝）

，以侍中、常侍、给侍中等名义由其亲信官员组成。中朝官

吏的特点是职禄低，权力大。 唐朝时，丞相由中书省长宫中

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等共同组成。

中书省负责奏报各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起草皇帝制诏。

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有

不妥者驳还。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下设六部。除三省长

官外，其他参加政事堂会议（决策机构）为丞相者，需加“

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 明初朱元璋废中

书省与左、右巫相。六部直接秉承皇帝意旨办事。又设武英

殿、文渊阁等殿阁大学士“备顾问”，后称“内阁”。成祖

时，阁臣开始参与机务。其后，阁臣权位渐重，人阁者多为

尚书、侍郎，渐渐掌握了如同巫相的权力。首席大学士，称

首辅，权力极重；清代相沿。 3．监察制度的演变 秦汉监察

权原由最高行政长官行使，丞相下属的丞相史、司直管监察

；御史大夫（副丞相）下属的御史中垂管监察。汉武帝时，

为加强中央集权，设13州部刺史，监察豪强和二千石郡级官

吏的违法行为。又设直属皇帝而又归御史中承督察的司隶校

尉，以纠察百官。这样官吏之间就形成了互相制约监察的网

络。西汉末，御史大夫改称徒有虚名的司空，御史中承改称



御史长史，成了御史台的长官，这标志着中央政府专职监察

机构、监察官的出现。唐朝御史台的正副长官为御史大夫、

御史中垂，职责是弹劫各级官吏违法行为、参与大狱审理。

明朝御史台改为督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专职弹幼百

官，下设监察、巡按御史。巡按外出代天子巡查，权力很大

。 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1．统一的多民族国

家的形成 (1）春秋时期华夏族与其他各族杂居，互相影响，

形成民族的大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秦灭

六国后，北征匈奴，迁民到北河、榆中（内蒙古伊金霍洛旗

北）垦田开疆。不少匈奴人迁移到中原，逐渐同秦人及其他

各族人民融合在一起。居住在今江浙、福建、江西、湖南南

部及两广的越族通称为“百越”。秦灭楚后，先后降服了浙

江越族、温州一带的东匝、福建境内的闽越、两广地区的南

越和西贩。在这些地区，建立了会稽、闽中、南海、桂林、

象等郡。秦还迁徙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加速了民

族的融合。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 主要历史特

征是，在此时期，形成中国古代民族融合的一次高潮。在这

一历史进程中，几个主要阶段有： ①自东汉末，北方少数民

族陆续内迁，西晋更出现了五族大迁徙的局面。 ②三国时，

蜀、吴政权注意对西南和江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 ③北魏

统一黄河流域后，各族人民联系加强，北魏孝文帝改革顺应

了民族融合的潮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和封建化的进程。 2．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唐朝的建立实现了第二次大统

一，最西边的北庭都护府辖地直达今咸海，最北的室韦都督

府辖地到达今外兴安岭以北。 (2）五代辽宋夏金。 ①契丹、

党项、女真等各少数民族自身发展中，各自产生杰出政治家



，完成本民族统一，形成强大政权，彼此之间，与汉族政权

之间有战有和。 ②民族政权并立及战和之间，客观上形成交

流、往来、学习、融合的趋势。 3．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

固 (1）元亡后，蒙古族分裂。明与瓦刺交战。瓦刺衰落后，

鞋靶与明和好，双方加强经贸往来。 (2）明后期，女真后金

崛起。明亡后，清军人关，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

族居统治地位的大统一朝代。 (3）清统一后，对准噶尔贵族

、回部贵族的分裂、叛乱势力进行了平定；对土尔息特部回

归示以欢迎；对西藏采取多种有效措施，最终巩固了我国统

一的多民族国家，作出了历史贡献。 (4）清设掌管少数民族

事务机构，加强了各族间联系，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 4，祖国疆域的奠定 我国疆域的奠定，是一个历史发展和

各族人民共同开发的过程，至清朝前期而基本奠定。除汉族

长期劳动、生存的中原地区外，西藏地区、台湾地区在元代

正式成为中央政权的行政管辖区。东北地区唐代已进行有效

治理，至清代，由于是满族发源地，益受重视。清代加强了

对青海、新疆等地的管辖。清政府抗击沙俄对东北的武装侵

略，粉碎英国侵略西藏的阴谋，击退廓尔喀军队对西藏的人

侵，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 清朝疆域空前辽阔，西

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

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

其附近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到南海诸岛，成为亚洲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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