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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4/2021_2022_09_E5_B9_B4

_E5_AF_BC_E6_B8_c34_534905.htm 河南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

祥地之一，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博物馆”。 中国是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约五千年的文明历史。 旧石器

时代是指使用打制石器的时代。 1929年12月2日，北京西南周

口店猿人。“北京人”大约生活在70万年以前。主要劳动工

具是木棒和石器。 170万年以前，云南元谋人，约80万年前的

陕西蓝田人，约4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人。这些原始人类共同

的特点是都会直立行走，制造简单的石器工具。 新石器时代

，是指使用磨制石器的时代。大约1万4000年前，中国进入了

新石器时代。 母系氏族，典型代表有陕西西安的半坡氏族、

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氏族等。半坡、河姆渡遗址的考古发现说

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栗和水稻的国家。 中国的文明起源

地可以分为四个区域：黄河流域文化区、长江流域文化区、

珠江流域文化区、北方和东北文化区。 黄河流域文化区，先

后发现了“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这

些原始人类的聚居遗址。在河南发现的“仰韶文化”以彩陶

艺而闻名，也称“彩陶文化”。 长江流域诞生的“河姆渡文

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 远古神话传说，以

巢氏、燧人氏、伏曦氏、神农氏传说流传最广。 传说伏曦氏

有圣德，像日月之明，故称太昊，是华夏民族的始祖，他教

民结网，从事渔猎畜牧。 燧人氏“钻木取火”，是使用火的

发明者。 神农氏是农业的发明者。 为纪念他们的业绩，把伏

曦氏、燧人氏、神农氏尊为“三皇”。这反映了我国原始社



会经济生活发展的三个阶段。 古代神话传说，三皇以后，是

五帝时代。五帝，一般指黄帝、 、 、尧、舜。3页人们把黄

帝称为“人文初祖”。 尧、舜、禹实行“禅让”制。 夏、商

、周： 禹是最后一位通过禅让制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 启建

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公元前21世纪，距今约

有4000年的历史。共传13代、16王。 汤建立了商王朝。统

治600多年，传17代，31王。安阳“司母戊大方鼎”是我国迄

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考\试大/甲骨文被认为是商代

的文字，是我们今天可以识别的最早的中国象形文字。 周文

王建立周王朝。周分为西周、东周两个阶段。东周又可分为

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儒家代表孔孟；道家代表老子、庄子

、列子；墨家代表墨子。 共和元年，是公元前841年。 公元

前221年，秦王赢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

国家，建都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

封建国家。统一度、量、衡、文字，统治15年。 刘邦建立汉

政权，定都长安（西安），史称西汉。公元25年，刘秀重建

汉朝，移都洛阳，史称东汉。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

盛时期。汉朝史学家司马迁，完成我国第一部通史《史记》

。公元105年，蔡伦造纸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公元220年，

曹丕建立了魏；公元221年，刘备建立蜀；公元222年，孙权

建立吴，三国鼎立。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魏国大臣

司马炎称帝，改国号为晋，历史上称西晋。西晋王室逃往南

方，建立了东晋。北方则由少数民族和汉族先后建立了6个政

权，统称16国。 公元420年，东晋政权被大将刘裕夺取，改国

号为宋，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隋唐： 581年，扬坚建立隋

朝。隋炀帝时开凿了沟通洛阳和杭州的大运河。 李渊建立了



唐朝。唐朝出现了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皇帝武则天。唐朝是

与汉朝并称的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四大发明中的

印刷术和火药都诞生于唐朝。 公元907年，唐朝大将朱全忠篡

夺政权，该国号为梁。 其后，在北方和黄河流域先后建立了

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叫五代；在南

方和山西相继出现了十个政权，称为十国。这个时期，叫五

代十国。 两宋：公元960年，赵匡胤改国号为宋，建都汴梁（

开封），史称北宋。北宋灭亡后，宋构继承帝位，定都临安

（杭州），史称南宋。 活版印刷术是两宋时期的杰出代表。

宋朝时，火药被首次应用于军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

宋朝绘画、书法艺术的代表。 元、明、清： 1271年，忽必烈

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 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

明朝。郑和是明代著名航海家。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清朝是由女真族（满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最

后一个封建帝制国家。 “后”、“王”的称谓源自原始社会

。“天子”一称在西周出现。 缢号： 是古代对死去的帝王、

贵族、大臣，按其生平事迹给予褒贬或同情的称号。缢号一

般不独立使用，或与庙号结合，或为全称的组成部分。 属表

扬的有：文、武、景、惠、烈、昭、穆、英、成、康等。 属

贬义的有：炀、厉、灵、幽等。 庙号： 帝王死后，其继承者

立庙奉祀，追尊为“某祖”、“某宗“的名号即为庙号。”

帝“字从汉代与缢号结合后，也成为庙号。"#F8F8F8"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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