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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编者注重突出师范院校教学特点，吸取近年研究成果，除以王朝演变和时代变迁为主脉讲述
中国历史外，还兼及政治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力图全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中国古
代历史的面貌。
全书共分13章，叙述自远古至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历史。
本书经专家审定，适合师范院校本、专科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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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原始社会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
　　一、中国境内的猿人及其文化
　　二、人类的进化和文化的进步
　　三、现代人的形成与氏族制度的出现
　第二节 母系氏族公社
　　一、母系氏族公社初期的人类文化
　　二、繁荣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
　　三、母系氏族制度的特点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与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转变
　　二、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区的形成
　　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革
　　四、中国古代的酋邦
第二章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节 夏朝
　　一、夏朝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二、夏朝国家的阶段结构和国家制度
　　三、夏朝的经济和文化
　　四、二里头文化与夏史的探索
　　五、夏朝的灭亡
　第二节 商朝
　　一、商朝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二、盘庚迁殷与武丁中兴
　　三、商朝的国家机构
　　四、商朝的经济和文化
　　五、商朝的灭亡
　第三节 西周
　　一、西周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
　　二、西周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
　　三、西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四、西周的衰亡
第三章 春秋战国——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型
　第一节 春秋
　　一、大国争霸
　　二、春秋时期的经济
　　三、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四、春秋时期的文化
　第二节 战国
　　一、各国的变法运动
　　二、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从诸侯兼并到秦的统
　　四、战国时期的文化
第四章 秦朝
　第一节 秦朝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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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二、巩固统一的措施和政策
　　三、秦与周边各族的关系
　第二节 秦末农民大起义和秦的灭亡
　　一、社会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激化
　　二、秦末农民起义
　　三、楚汉战争
　　四、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意义
　　
　第五章 西汉
　第一节 西汉前期封建秩序的恢复
　　一、西汉的建立
　　二、总结秦亡的教训与“无为而治”
　　三、对分裂势力的斗争和“文景之治”的形成
　第二节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第六章 东汉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
第八章 隋朝
第九章 唐朝
第十章 五代十国 宋辽夏金
第十一章 元朝
第十二章 明朝
第十三章 清朝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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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世袭领兵及复客制度　孙吴是在南迁的江北大姓和江南的名门望族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
的，因此，其国策是要保证世家豪族的政治经济利益。
如政治上让他们世代为官并享有各种特权；经济上让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和部曲僮仆。
所以门阀世族的“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
。
”①成为操纵吴政局的强大势力。
吴后期，江南世族成为主导吴国政治的主要力量。
为了扩大世族特权，吴政权宣布允许将领世袭领兵权，所领士兵也可像私产一样由将领世代相袭。
这就是世袭领兵制。
为了安抚江北世族的后代，又将一定数量的民户作为屯田客赐与他们，并且政府免除这些民户的租赋
力役。
这就是复客制。
世袭领兵制和复客制的实行，使士兵和屯田客实际上沦为南北士族们的世袭奴仆。
因此，世族势力更进一步膨胀，门阀制度从此形成。
其实力已能“组兵仗势，足以建命”②所以，吴统治集团内派系重重，矛盾十分尖锐，政局动荡不安
。
　　（2）吴国对江南的开发　吴所据之江东六郡，是江南自然条件最优越的地区之一。
汉末以来，这里战乱不多，社会相对安定，所以北方人民为避战乱大量南迁至此。
仅213年淮南一带渡江南迁者就达十余万户。
他们带来了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为开发江南创造了条件，吴政权为了扩大兵源和收入，还以武力迫
迁散居其境内的山越人至平原与汉人杂居。
此外，吴政府还大力发展军屯和民屯。
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的开发。
经过劳动人民辛勤劳动，长江中下游以南耕地面积显著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生产技术也进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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