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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8F_B2_E6_95_99_E6_c38_60973.htm [学习目标] 1、认识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分裂的原因、表现和影响，把握分

裂和统一的关系。 2．掌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融合的

发展趋势、主要表现、意义和影响。 3．掌握三国两晋南北

朝时期社会经济特点和我国经济格局变化的原因和表现。 4

．掌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科技文化成就、特点，理解文化

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关系。 [阶段特征] 主要线索和阶段

特征： 本单元包括三国、两晋、南北朝．也称魏晋南北朝，

从220年到589年。在东汉末年军阀馄战的基础上，逐渐形成

局部统一。在此基础上西晋完成全国统一。由于士族官僚的

日益腐化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的激化

，西晋短期而亡。取而代之的是东晋和十六国的对峙，继之

是南北朝的并存。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封建国家大分裂，

民族大融合。江南经济开发，南北经济趋向平衡；农民对地

主的封建依附关系加强，经济制度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制度

。士族门阀势力膨胀；民族关系方面出现空前规模的民族大

迁徙和大融合；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解

放，取得了一系烈成就。 [重点难点] 1．魏晋南北朝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化 魏晋南北朝各项具体的政治制度承袭秦

汉而又有变化发展，成为隋唐制度的渊源。由于社会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权有所削弱，门阀士族专政更使皇权衰弱

不堪，经历了一个低潮．但南朝各代皇帝宠任寒人，削弱门

阀．北朝少数民族政权从部落制走向中央集权，又是少数民



族政权汉化深入的标志。中央官制因袭东汉发展趋势，尚书

台(省)的权力越来越重，中书省、门下省相继没立。西晋时

。三省分立制基本确立。地方行政制度上，承袭东汉末年制

度，以州、郡、县三级行政为核心，也有许多变化，如在重

要州和战略要地设都督．州、郡、县各级行政机构因其所在

地理位置及所统民户多少．分为不同等级，其长官待遇不同

。这一些变化为隋唐所继承。 2．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地

位及启示 (1)这一时期经济从宏观上看，在纵的方面表现为艰

难曲折、波浪式的前进；横的方面，由于北方屡遭破坏，江

南以及西北的发展，向着全国均衡发展的方向跨进了一步

。(2)上述经济的进退，都与一定的政治环境相关，国内相对

安定，经济就前进，反之亦然。(3)发展经济要同本国实际结

合才能奏效。例如曹操把汉代边疆屯田经验，同曹魏统治区

内人民流亡，“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现实结合，实行屯

田，取得成功。(4)经济的持续深入发展，要靠逐步深入的改

革来推动，例如北朝经济中孝文帝改革、北周武帝改革。 (5)

发展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求有一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与政策措施相配合外，就经济内部而言．也需要许多措施的

配合。如农业的发展，就与水利的兴修、生产工具的改进，

生产技术的提高与推广密不可分。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不

只是破坏，更不是一团漆黑，它也有光明，也有创造和启示

。 3、九品中正制与士族制度 东汉末年，农民起义冲击了地

主阶级统治，军阀混战也扰乱了原有的统治秩序，因而汉代

的察举征辟制等选官制度已无法实行。曹操为扩充实力，延

揽人才，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到曹丕称帝后，为巩固

统治，创立了九品中正制。据《通典选举典》载；“按九品



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

，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

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部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

别所管人物，定为九品。”九品中正制，初创时，中正考评

士人、家世、才能并重；发展到西晋，主要看重门第和家世

．才能已无足轻重。而中正是品评官，中央有关部门依据中

正对士人评定的品第，选拔官吏时授子相应的品级或等级。

九品中正制是对曹操唯才是举的否定，是东汉以来世家大族

发 展到定程度的产物。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借助世家高门

以巩固曹魏政权，而世家高门借政治地位和九品中正制以发

展世家大族的势力。到西晋时，已呈现“上品无寒门，下品

无世族”的现象。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

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士族以外的地主称为

庶族。士族形成于汉魏之际，西晋时得到巩固，东晋时达到

鼎盛，南朝时逐渐衰落。九品中正制的推行．使得世家高门

的势力扩充和发展。西晋政权以士族作为其统治基础。士族

制度与士族政治得以巩固和发展，西晋政权完全被土族垄断

。到东晋时，门第成为衡量贵*的惟一标准，士族势力膨胀。

到南朝末年，南方士族衰败，腐朽性日益显露． 士族成员的

无能。使庶族地主势力抬头。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

，在九品中正制基础上完善、发展，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 4．汉族地主在南方统治长期存在的原因 从东晋建国到南

朝陈灭亡，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一直坚持了二百七十多年。

汉族封建政权在南方之所以长期存在，其原因如下：第一，

由于当时民族矛盾的存在。南方政权具有华夏正统地位。在



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他们代表着汉族的统治。不论是否抗战

，客观上起着对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抵抗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因而能得到南北方贵族地主和人民的广泛支持。第二，南方

经济相对发展，提供了较可靠的物质基础。江南经济开发，

农业迅速发展，南北经济趋于平衡。第三，南方汉族政权，

代表了当时先进生产力，在一定时期内起着保卫封建经济、

文化的积极作用。第四，南方封建政权得到了南北方地主的

广泛支持。其政权，基本是以北方大地主为主体，南北地主

的共同专政。第五，南方统治集团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人，

其政治比西晋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清明一些。如东晋时

的王导、谢安、南朝时的刘裕等人。当时虽然士族占统治地

位，但这些较有见识的士族大家，也采取了一些较清明的政

治、经济、军事政策。第六，南方有着长江、淮河等天然屏

障．对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起了一定作用。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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