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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知识体系 基本特征：宋元时期，国家从分裂割据、若干

民族政权并立，到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逐步走向统一。经

济重心的南移完成，封建经济方式向边疆地区扩展。经济的

发展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明清时期，封建制度渐趋

衰落，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并缓慢

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开始受到冲击。对外政策开始趋向闭关

锁国。各民族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开

发，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1.五代十国时期。 （1）

政治。 （907年960年）中国历史上的分裂割据时期。唐朝灭

亡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五个短暂的政权，即后梁、后唐、

后晋、后汉、后周，史称五代。在黄巢起义时，南方割据势

力开始纷纷称王，先后出现了九国，加上北方刘崇建立的北

汉，分别是吴、前蜀、后蜀、南唐、吴越、闽、楚、南汉、

南平、北汉，史称“十国”。其中前蜀与后蜀、吴与南唐是

相承关系。直到北宋建立后才结束了唐末以来近百年的分裂

割据局面。 （2）经济。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得到比较大

的发展。主要原因包括：南方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北

民南迁，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加了南方的劳动

力；南方的割据政权为增强实力，大都采取了重视农业生产

发展的措施。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方面都取得了显著

的成效。北方经济由于战乱频繁，遭到很大破坏。后周世宗

柴荣在位期间进行了改革，使经济得到恢复，后周军队的战



斗力大为提高。为后来北宋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准备了重要条

件。 2.宋辽夏金并立时期。 （1）政治。 北宋建立后，为了

加强中央集权从“权”、“钱”、“兵”三方面入手，采取

措施把政权、财权、兵权收归中央。宋太祖解除了统兵大将

的兵权，从地方军队中挑选强壮兵丁，编入禁军，由皇帝直

接控制。解除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利，派文臣到地方作知州，

管理地方行政。派转运使到地方管理财政。这些措施强化了

中央集权，使唐朝后期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结束了。北宋中

期以来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包括财政困难；土地兼并和赋

税沉重引发的阶级矛盾；辽、西夏少数民族政权对北宋的威

胁等。为了克服封建统治的危机，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

进行变法。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政府的收入增加了，但

变法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最终被

废除。由于北宋政权的积弱，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

攻击。靖康之变后，赵构建立了南宋，偏安于江南。辽政权

是10世纪中叶东北地区的契丹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唐

朝末年开始强大，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称皇帝。辽

因居辽河流域而得名。西夏政权是11世纪初党项族建立的少

数民族政权。党项族是古代羌族的一支。1038年元昊称帝建

立大夏，北宋因其位于西部而称其为西夏。金是12世纪女真

人建立的封建政权，他们生活在东北地区，是唐朝时期的黑

水 ，历史悠久。1115年完颜阿骨打正式建国，国号金。 （2

）经济。 1）北宋时期。农业方面，生产得到发展，粟、麦

、黍、豆等北方作物推广到了江南；占城稻推广到了淮河流

域一带。茶树的栽培在福建和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地带推广。

手工业方面，丝织技术以四川地区为最高。制瓷技术相当发



达，定窑的白瓷、汝窑的青瓷享有盛名，景德镇发展成为著

名的磁都。矿冶业水平先进，用煤作燃料冶铁的作坊很多，

山西、东京（开封）一带的居民已经用煤作燃料。城市和商

业方面，东京（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其布局打破了“坊

”与“市”的界限，商业活动不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城

市里还出现了娱乐场所“瓦肆”。市场上流通着大量的金属

货币，北宋前期在四川地区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

子”。 2）南宋时期。南方战乱较少，社会安定，北方大量

人口南迁，促进了南方的开发，完成了古代社会经济重心的

南移。农业方面，稻米和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产量不断提

高。手工业方面，棉纺织技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造船技

术具世界先进水平。海外贸易方面，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

和明州。可以东达朝鲜和日本，西至非洲一些国家。北方经

济在战乱中也有局部的恢复和发展。金统治时期采取了发展

农业生产的措施，使北方经济得到恢复。 （3）民族关系。 1

）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辽夏金政权的统治者

们大多能够改革旧俗，学习汉族先进的文化，注重生产的发

展，在政权之间的争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他们汉化程度

很高，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是一支支带有军事性的蓬勃向

上的力量。汉族政权的衰弱，少数民族政权的勃兴，形成了

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间政权的并立，虽然有战争

，但和平交往是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流。（北京安通学校

提供） 2）民族之间的和与战。①辽与北宋。辽位于今东北

地区，后扩展至幽云地区。北宋建立后向北发展，与辽国利

益冲突，辽势力正盛，两国之间遂发生战争，多以北宋的失

利而告结束，辽曾派20万大军南伐，北宋朝野震惊，有人主



张迁都金陵，宰相寇准力主宋真宗亲征，使阵前士气大振，

辽军受挫，与宋主动议和，订立澶渊之盟，北宋保证每年提

供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是一个屈辱性的和约。此

战之后，辽的国势渐衰，无力再向宋发动大举进攻，宋也无

力进行北伐，两国关系转入稳定时期，两国在边界地区开设

榷场，进行民族间的贸易往来。②西夏与北宋。西夏建立在

北宋的疆域之内，一开始就遭到了北宋的讨伐，西夏积极备

战。多次交战，北宋失利，失去对西夏取胜的信心，终于接

受元昊的建议进行和议，确立了夏与宋的关系。夏对宋称臣

，宋册封元昊为西夏国主，每年赐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

万斤，沿边界开设榷场相互贸易。和议后夏宋关系比较稳定

。③金灭辽和北宋。金崛起前后，辽的统治日益腐朽，金与

北宋曾联合攻辽，1125年金灭辽。此后金不断南下攻宋

。1127年包围开封，俘宋徽宗、宋钦宗及百官宗室 3 000余人

，史称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建立南宋后，金兵追至杭

州，在镇江及黄天荡被宋将韩世忠包围，史称黄天荡之战，

金军败退。1140年金军大举进攻南宋，南宋虽有岳飞这样精

忠报国的将领，但由于统治者的投降政策，最终在1141年与

金和议，南宋对金称臣，双方以淮水至大散关为界，南宋每

年向金纳岁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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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