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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5_8E_86_E5

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966.htm [学习目标] 1．认识宋元

时期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措施和影响。 2．认识宋元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归纳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和过程，分

析各阶段南方经济发展的条件，原因及其对当时社会发展的

影响。 3．认识宋元时期民族关系的特点，了解封建生产方

式向边疆扩展的过程和影响。 4．了解宋元时期文化高度繁

荣的表现及其对当时我国及世界的巨大影响。 [阶段特征] 主

要线索和阶段特征：本单元叙述的是从朱温907年建立后梁

到1368年元朝灭亡共460多年的历史，涉及五代十国、辽、宋

、夏、金、元各封建王朝。 唐灭亡后的50余年中，中原地区

相继出现五个朝代；与其并存的先后有南方和山西的十个割

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10世纪初，北方的契丹建立辽。960

年北宋建立，开始统一活动，相继实现了中原和南方的统一

。中国境内处于辽、宋、夏先鼎立。女真兴起后，灭辽和攻

宋后，又出现了金与南宋的对峙。蒙古建国后，势力渐强，

开始统一活动，建立元朝．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这是中国

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历史，也是中国各民族又一次重新

组合时期。我国反复处于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峙局面，各民族

政权先后并立，少数民族先后完成了封建化的进程，民族融

合进一步发展。宋代和元朝，进一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

权，消除了藩镇割据。在与各少数民族关系中，宋朝不时处

于屈辱状态，但汉族仍保持了主体民族地位。封建经济重心

南移，经济高度发展，对外交往也有了新的突破。与此同时



，古代文化达到了高度繁荣的水平，出现了许多位于世界领

先地位的科技文化成就。 [重点难点] 1．正确认识宋朝的历史

地位 宋朝是继五代以后建立起来的统一封建王朝。由于受传

统观念影响，人们多称为“弱宋”。如何认识宋朝的历史地

位呢?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漆侠都认为，宋朝是我国封建社

会的高峰。漆侠曾形象地说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总趋势，经

历了两个马鞍形，从战国经秦汉是第一个高峰，魏晋时期下

降，唐代又逐渐上升，宋代发展为高峰，元代又降下来，明

清恢复发展。宋朝的历史地位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评价。政治

方面，宋代 典制对后世影响巨大，其突出现象是藩镇割据消

除，进一步形成了统一多民族大国，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制度，为元明清继承。农业方面，宋代人口过亿，为汉唐两

倍，垦田也是汉唐两倍，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手工业

方面有了很大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突出，其中商品货币关系

进步明显，海上贸易空前发达，在文化科技方面，三大发明

完善或发明于宋代，对世界影响巨大。文学、史学、教育、

哲学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总之，宋朝在我国历史发展总过程

中无论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都处于极其重要的阶段。 2

．关于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评价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

巩固君主地位和加强中央集权，针对君弱臣强和兵变割据问

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有集中军权；分割宰相权力、

削弱和分割地方长官权力，加强行政权；集中财权和司法权

；发展科举制等。宋太祖用不杀戮功臣等不流血的措施，调

整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铲除了五代以来分裂割据、兵变换

代的主要支柱，从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这些举措有效地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防止了藩镇割据局面伪再现，这在客观



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也为后来封建国家

的统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是，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也

产，生了很多弊端，特别是宋太宗以后的诸帝，对已矫枉过

正的东西不能适可而止，因而积重难返，出现了明显的弊端

。第一，兵将分离，使将帅无权，指挥不灵，削弱了军队战

斗力。“守内虚外”，削弱了边防，因而边患迭起，时时受

到辽、西夏侵扰。第二，致使权力分散、机构重叠、官 僚机

构庞大，北宋被视为“积贫积弱”的王朝。 3、宋初割据局

面是怎样解决的 自安史之乱后，形成了藩镇割据局面。到五

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达到顶峰。但五代十国时期也孕育了

统一因素。经过长期的战争，士族地主势力受到扫荡，农民

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减轻，从而大大减少了分裂割据的因素，

增长了统一的基础。后周柴荣的改革，大大抑制了藩镇，加

强了皇权，增强了国力，并开始了统一战争，为北宋统一奠

定了基础。北宋建立后，先确定了完成统一的正确策略，根

据“先南后北”的策略，宋太祖、宋太宗在十几年中，陆续

消灭了南方和北方的十国，从而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藩镇割

据。与此同时，在政治、经济上宋太祖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削夺朝中大将兵权，派文臣做知州，改革军制和军队，从 

而将军权集中于皇帝，消除了藩镇割据的经济、军事基础。

4．如何认识王安石变法 应从三个方面认识：(1)变法是在北

宋中期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政治危机和边患危机情况

下，为实现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改革。(2)变法的内容，主要用

以调节封建国家与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再分配。它虽使封

建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军队战斗力有所增强，阶级矛盾有所

缓和，但并没有使社会矛盾得以根本解决，因而无法真正缓



和严重政治危机。 (3)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从根本上说，是因

为变法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制度，没有进行任

何调整，反而从根本上保护和认可了地主占有的土地。因为

变法面临的危机中，政治危机是根本性的。这一危机是由地

主兼并土地，阶级矛盾的尖锐造成的。既然如此，变法认可

了地主对土地的兼并，也就无法解决农民的问题，当然也就

无法缓和社会的主要矛盾。其次，在地主阶级保守派所代表

的大地主、大官僚的反对之下，新法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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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