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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历史有无数个选择，选择权常常
会落在某个人手里；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专权；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
族矛盾，异族虎视耽耽⋯⋯短短几句话，说不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在过去五千年的岁月里，中华儿女积累了无穷的智慧，包含了祖先社会发展的种种变革和奥秘，也包
含了中华民族丰富的经验和知识。
有人说，历史就是一本典籍，让人读来韵味良久。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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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下之事，分合交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历史有无数个选择，选择在某个
人手里；内忧小人干政，外戚、宦官、后宫；中忧官场腐败，官逼必然民反；外忧民族矛盾，异族虎
视眈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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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史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主要是指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及其与之相关的政治领域的
各项制度，它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并为之服务。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不断改革、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皇帝制度中国的封建社会以皇帝为统治中心，它以君权神授学说为理论基础，实行皇权至上和皇权专
制的政治制度。
它用严格的名位等级、封建礼乐和皇位继承等各种制度和措施，集中突出皇帝个人的权威地位，保证
皇帝高踞于国家机器之上，拥有至高无上、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
这一制度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创立，经过历代王朝的不断发展、强化，直至1911年清宣统皇帝逊位才
被彻底废除，前后历时两千一百三十一年。
中央官制秦在灭六国之后，建立了以皇帝为首的高度集中的秦朝官制。
秦朝中央官制的最大特点是皇权的至高无上。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
隋、唐时期，专制集权中央政体趋于完备，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
唐太宗时期进一步明确了三省的职权，但到了宋代，宋太祖将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总揽中央行政权
力。
到了元朝，中央行政制度变唐、宋的三省制为一省制——中书省，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为
其所属，这样又健全了中央统治机构。
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极端。
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从制度上集君权与相权于一身，保证了皇帝的专制独断。
清初，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初由八旗旗主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共同议政。
雍正年间，西北用兵频繁，为及时商议军务，设军需房，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
始为临时机构，后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取代，且权力扩大，成为皇帝直接控制下的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
中枢辅政部门，军机大臣只是跪受笔录后加以传达执行，地方军政首脑直接听从皇帝指挥，至此君主
专制制度走向顶峰。
地方行政制度我国从西周开始实施分封制，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分封制就瓦解了。
秦统一全国后，分封制被废除，郡县制在地方普遍推广；到了汉代，地方行政区划已经由郡县两级转
变成州、郡、县三级了。
元朝时期在地方设置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由中央委派官员管辖，类似于州；明清时期，我国对
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政策，任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土司长官，允许其世袭。
军事制度中国军事制度经历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大发展阶段，它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化，由简单到
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地发展、演变。
奴隶社会的军事制度与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制度相适应，王是最高军事统帅；春秋战国军事制度是奴
隶制解体、封建制形成的大变动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君，在改革政治、经济制度
的同时，纷纷改革军制，由军政一体化的国家体制转变为相对独立于行政体制的、以国君为中心的高
度集权化的军事体制。
秦汉时期的军队大体可分为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部分。
汉承秦制，其中央军包括南军、北军。
武帝时增北军为八校，东汉又改为五营。
魏晋南北朝沿东汉军制，因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军事繁兴，军制复杂多变。
隋朝沿袭南北朝的府兵制，并加以改革。
唐太宗时期，调整健全了府兵制，增加了军府的数量；到唐玄宗，府兵制度崩溃；玄宗为增强军事力
量，实行募兵制。
宋代皇帝吸取晚唐五代军阀割据的教训，改革军制，强化皇权，并亲自掌握军队建置、调动和指挥权
，在地方实行保甲、保马和将兵法，同时设立武学，实行武举以培养选拔军事人才。
元、明、清时期为封建军制晚期，因蒙、满族入主中原，所以在军制上反映出民族大融合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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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初军事与社会组织融为一体，各部落按百户、千户、万户编制，上马出战，下马牧养，兵牧合一；
明代实行以屯田制为基础的卫所军制，全国遍设卫所，控扼要害；而清代前期主要实行八旗、绿营兵
制，鸦片战争后，封建军制开始全面崩溃，清朝八旗、绿营兵逐渐为勇营和新军取代。
选官制度在中国的历史上，到了汉朝才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即察举制，是一种由下而
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到了隋朝，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
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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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是时代的见证，真理的火炬，记忆的生命，生活的老师和古人的使者。
　　——西塞罗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
　　——雨果我们的历史是一份无比珍贵的遗产，是值得我们自豪的。
　　——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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