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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27/2021_2022__E6_88_90_E

4_BA_BA_E9_AB_98_E8_c66_527806.htm 三、文化 （一）文字

书法： 1.甲骨文：商朝（比较成熟的文字）“六书”构字规

律 2.金文：西周（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钟鼎文” 3.东

汉末年：书法成为一种艺术（蔡邕） 4.曹魏：钟繇把隶书转

化为楷书；东晋王羲之“书圣”与王献之全称“二王” 5.由

隋入唐的欧阳询等初唐三大家；盛唐的颜真卿“颜体”；中

晚唐柳公权“柳体”；草书大家有“草圣”张旭和怀素等 （

二）科学技术 1.数学： ⑴汉代：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是当

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应用数学，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

的体系 ⑵魏晋时的数学家刘徽，提出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 

⑶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比外国早近一千年《缀术

》 2.历法： ⑴夏朝：《夏小正》 ⑵商朝：干支纪日法是世界

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⑶春秋：基本确立十九年七闰

的原则。 ⑷西汉：汉武帝时：制订出中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历

书“太初历”，开始以正月为岁首 ⑸唐朝僧一行制订的《大

衍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太阳运行的规律，表明中国古代历

法体系的成熟 ⑹北宋科学家沈括提倡改革历日制度“十二气

历”有利于农事安排 ⑺元初设立太史局编制新历法；郭守敬

主持编定《授时历》一年的周期与现行公历基本相同，问世

比现行公历早300年 3.天文： ⑴夏、商：我国最早的日食、月

食的记录 ⑵《春秋》记载世界上公认的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

确切记录 ⑶战国时期：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古星经

》 ⑷东汉：张衡发明制作地动仪测地震方位，早欧洲1700多



年 ⑸唐朝：僧一行是世界上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的创

始人 ⑹元朝：郭守敬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天文观测仪器，主

持了全国范围的天文观测 4.医学： ⑴商周时期：眼、耳、口

腔、肠胃等分科。商代遗址：石砭镰 ⑵战国时期：名医扁鹊

“脉学之宗”；四诊法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法。 ⑶战国问

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

献，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⑷东汉：《神农本草经》是

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华佗“神医”麻沸散，比西

方早1600多年；张仲景《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

典“医圣” ⑸唐朝医学家孙思邈《千金方》；吐蕃名医元丹

贡布《四部医典》；唐高宗时编修的《唐本草》是世界上最

早的、由国家颁行的药典 ⑹明朝后期李时珍《本草纲目》“

东方医药巨典” 5.科技、农业著作： ⑴战国时期：《考工记

》（齐国官营手工业）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⑵两汉时期

：《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 ⑶北朝贾思勰《齐民要

术》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 ⑷元世祖重视农业颁发《

农桑辑要》指导农业生产 ⑸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在

我国和世界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⑹

明朝后期，徐光启《农政全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农学体系

，介绍了欧洲先进的水利技术和工具 ⑺宋应星的《天工开物

》总结了明代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17世纪工艺百科全

书” 6.其它： ⑴战国：《墨经》有大量的物理学知识，“《

墨经》光学八条” ⑵纸的发明及传播 ⑶西晋裴秀是中国古代

杰出的地图学家《禹贡地域图》提出绘制地图的原则 ⑷北魏

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一部综合性地理著作 ⑸隋唐

时期雕版印刷术（《金刚经》和火药的发明；唐朝末年火药



开始用于军事 ⑹隋唐是建筑成熟时期。隋建筑师宇文恺修建

大兴城；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 ⑺印刷术、指南针、火药三大

发明在宋代有划时代的发展 ⑻北宋末年李诫编写的《营造法

式》是我国建筑史上的杰出著作；辽代河北独乐寺、山西应

县木塔；金代建造的卢沟桥；元大都建筑 ⑼1421年北京城全

部主体工程建成（木工蒯祥“蒯鲁班”） ⑽明朝徐霞客《徐

霞客游记》是一部地理学著作 （三）艺术 1.商周雕塑和青铜

铸造艺术达到高峰 2.春秋战国青铜铸造莲鹤方壶、金银错 3.

春秋战国时期：绘画成为一种艺术（《妇女凤鸟图》《御龙

图》帛画） 4.青铜器的装饰从图案花纹到完整画面（嵌错赏

功宴乐铜壶、全套编钟） 5.秦朝：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

唱俑和杂技俑 6.秦汉时期：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帛画

、画像石等。 7.魏晋南北朝绘画（宗教画）：三国曹不兴是

佛像画始祖、东晋顾恺之画人物 8.魏晋时期的石窟艺术（云

冈、龙门） 9.隋唐艺术宝库莫高窟；绘画山水、花鸟为主题

（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 10.隋唐乐舞 11.宋代绘画特点

风俗画《清明上河图》张择端 （四）史学哲学宗教 1.史学 ⑴

《尚书》是我国最古的官方史书（夏商周历史文献和传说资

料汇编） ⑵《史记》西汉司马迁，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黄帝

到汉武帝） ⑶《汉书》东汉班固，第一部断代史（西汉一朝

） ⑷《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战国到

五代） ⑸明成祖时解缙主持编纂的类书《永乐大典》；清代

官修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最大的类书；清乾隆

时，由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

2.哲学 ⑴《周易》是我国最古的一部占卜用书（朴素辩证法

思想） ⑵东汉时期：王充唯物思想《论衡》 ⑶南朝齐梁范缜



《神灭论》的反佛思想是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重大发展 

⑷宋代的哲学思想主要是理学 3.宗教 ⑴佛教： ①西汉时佛教

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 ②东汉明帝派使臣到西域求佛法（白

马寺） 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原因及表现）；范缜《

神灭论》反佛；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从加强统治出发，曾

先后两次灭佛 ⑵道教： ①东汉时期开始 ②东晋葛洪结合儒家

思想改造道教，使道教变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宗教 ③南朝萧

梁时，陶弘景吸收佛教教义建立起道教的神仙体系 （五）思

想 1.春秋时期：孔子和老子 2.战国时期：诸子百家 3.西汉时

期：董仲舒对儒学加以发挥，使其处于统治地位 4.明清两代

，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理学和心学相继占统治地位 5.明清

早期民主启蒙思潮出现 ⑴明后期李贽，是我国反封建思想的

先驱，带有民主性的色彩 ⑵明清之际进步黄宗羲批判封建君

主专制制度，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工商皆本” ⑶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经世致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⑷

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杰出的唯物思想家 （六）文学 1.《诗经

》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西周至春秋时诗歌）春秋时期 2.

战国时期：屈原（“楚辞”《离骚》）；诸子散文 3.两汉时

期：“赋”和“乐府诗” 4.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文学”

；东晋诗人陶渊明；乐府诗即民歌盛行 5.唐代文学表现在诗

歌领域：陈子昂、孟浩然、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白居

易、杜牧、李商隐 6.五代、辽、宋、夏、多时期文学的主要

成就是“词”（李煜、苏轼、柳永、李清照、辛弃疾）；南

宋诗人陆游；话本是宋代新兴的世俗文学，对后世的小说和

戏剧有影响 7.元朝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元曲”（元杂剧和散

曲的合称）关汉卿《窦娥冤》 8.明清时期古典小说发展：《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 四、民族关

系 （一）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民族融合：为秦建立统一的多

民族国奠定了基础。 （二）两汉时期与边疆各族和民族关系

： 1.匈奴：北方民族（和战）；东汉时期匈奴分裂 2.西域：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西域都护设置；东汉经营西域 3.西南夷

：武帝西南夷地区设郡 4.百越：华东、华南地区的越人部落

总称。武帝设郡，进行有效管辖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第一

次民族融合高潮：五族内迁（“五胡”） 实质上是促进了封

建化，封建化又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为隋唐时期的统一繁

荣准备了条件。 （四）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 1. 突厥： ⑴

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统一我国西北地区，与中原有贸易往

来 ⑵隋朝分裂为东西突厥，隋末东突厥强大 ⑶贞观时期大败

东突厥俘获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

” ⑷唐太宗征服依附西突厥的高昌，置安西都护府，统辖高

昌故地； 唐高宗时大破西突厥，西突厥灭亡； 武则天时又置

北庭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治天山南北 2. 回纥（回鹘）： 

⑴在色愣格河一带受突厥汗国奴役；东突厥灭亡后南移归附

唐朝 ⑵唐太宗任回纥首领为瀚海都督府都督；8世纪中期回

纥首领骨力裴罗统一各部，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 ⑶安史

之乱期间，回纥出兵助唐平叛；唐肃宗开始与回纥可汗和亲 

⑷8世纪后期改名回鹘；9世纪中期回鹘汗国瓦解西迁（维吾

尔族、裕固族） 3. ： ⑴分布于松花江、黑龙江流域；7世纪

中期的黑水与粟末两部强大 ⑵8世纪前期，唐朝在黑水设置

都督府，黑水地区正式划入唐版图 ⑶7世纪初粟末部首领大

祚荣建立政权；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粟

末以渤海为号，也正式划入唐朝版图 ⑷渤海手工业以纺织为



主“鱼牙绸”“朝霞绸”唐在登州设渤海馆接待商人 4. 南诏

：彝族和白族祖先；8世纪前期首领皮罗阁统一六诏，玄宗封

云南王 5. 吐蕃：（藏族祖先） ⑴7世纪前期，松赞干布统一

青藏高原定都逻些，创制了吐蕃文字 ⑵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

给松赞干布，唐蕃自此结为姻亲之好 ⑶8世纪初金城公主嫁

与吐蕃赞普；9世纪中期，吐蕃与唐会盟“长庆会盟” （五

）五代、辽、宋、夏、金、元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1.北宋

时期的民族关系 ⑴宋辽： ①10世纪初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

一各部创制文字；耶律德光得幽云十六州改国号为“辽” ②

辽统治者采取“蕃汉分治”的政治制度 ③宋辽和战：1004年

澶渊之战、1005年澶渊之盟 ⑵宋夏：1038年元昊称帝学汉制

创文字；1044年宋夏和议 ⑶宋金： ①1115年完颜阿骨打称帝

建金，推行“猛安谋克制” ②1125年金灭辽；1127年金灭北

宋“靖康之变” 2.南宋时期的民族关系： ⑴与金的对峙：岳

飞抗金“郾城大捷”；1141年宋金“绍兴和议” ⑵1276年，

元（原蒙古部落）灭南宋 3.元朝的民族融合 （六）明清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1.蒙古： ⑴明代蒙古族分为鞑靼、瓦

剌等部；永乐年间，鞑靼和瓦剌首领先后接受明明封号；明

中期修缮长城；明后期，鞑靼首领俺答汗与明朝修好，明朝

封他为顺义王 ⑵明末清初蒙古分为漠南、北、西三大部 ⑶清

采取“联蒙制汉”的方针；清三代时期粉碎准噶尔贵族割据

势力统一天山北路；清朝在乌里雅苏台设将军，在科布多设

参赞大臣掌管蒙古各部 2.新疆： ⑴清朝居住在天山南路的回

部贵族大小回卓兄弟发动叛乱，清军迅速平定大小和卓的叛

乱 ⑵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

整个新疆地区 ⑶1771年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 3.西



藏： ⑴明朝在西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建立

僧官制度 ⑵清入关后，顺治帝赐与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封

号；康熙帝赐与五世班禅“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雍正帝

派驻藏大臣标志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乾隆年间，

清朝建立了金瓶掣签制度 4.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⑴明朝在西

南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宣慰司、土知府各级政府机关“土司制

度” ⑵永乐年间，改设贵族布政使司“改土归流”，大部分

地区仍实行土司制度 ⑶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为大规

模推行“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 ⑷雍正帝大量委派流官代替

土司 5.台湾： ⑴1683年清军进军台湾，郑克投降，台湾纳入

清朝版图 ⑵1684年清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促进了台湾的

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五、对外关系 （一）两汉时期的对

外关系： 1.朝鲜：（汉武帝、光武帝） 往：铜镜、漆器、铁

工具；来：檀弓、果下马 2.日本：汉武帝时与日本30多个小

国有密切联系；东汉光武帝时赐金印 3.越南：往：铁犁牛耕

、水利工程；来：象牙、犀牛、珍珠等 4.丝绸之路：陆上、

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及作用。 5.与西亚的往来：安息利用丝

绸之路与汉朝交往 6.与欧洲的往来：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

秦行至波斯湾；《后汉书》记载166年，大秦安敦王朝派使者

回访，这是正史中关于中国同欧洲往来的最早记载。 （二）

隋唐时期的对外友好交往 1.唐朝的对外交通路线 2.对外关系

：新罗、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西亚、欧非各地 （三

）宋元时期的对外关系 1. 北宋政府在广州设置“市舶司”负

责管理对外事务和贸易，征收 2. 南宋政府采取鼓励外商的政

策，设有供外商居住的蕃坊。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

贸易港 3. 辽、金在边境设置榷场 4. 元朝在各港口设市舶司；



同欧洲非洲有交往（马可波罗在元世祖时来到大都、元朝的

畏兀儿族人列班扫马，成为我国第一位访问欧洲各国的旅行

家） （四）明清时期的对外关系 1. 1405-1433年明成祖派郑和

出使西洋 2. 明朝，戚继光抗倭（俞大猷） 3. 1553年葡萄牙殖

民者租借澳门为暂居贸易地，后来强行租占澳门 4. 明末，荷

兰殖民者侵占台湾；清初郑成功于1661年打败荷兰殖民者

；1662年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5. 明清之际，俄国侵略者强占了

雅克萨和尼布楚；1685、1686年康熙帝两次亲征；1689年《尼

布楚条约》签订（中俄东段边界） 6. 清朝统治者实行闭关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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