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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由国家教育部组织十院校编写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从1979年作为试用教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作为正式教材出版以来，到现在已有20年左右。在这段时间内，这部教材先后重印16次，总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至今尚有近百所高等院校在使用。使用范围之广和时间之长，实为始料所不及。应该说，这是广大高校师生对我们的极大信任、鼓励和支持，也是鞭策我们继续改进的动力。

目　　录

上册

　第一章  中国的原始社会(约200万年前—前2070年)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开端

   　 一  猿人及其社会生活

    　二  古人和古人创造的文化

  　第二节  原始社会的发展——母系氏族公社

    　一  新人与氏族公社的形成

    　二  母系氏族公社的传说和遗存

    　三  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经济生活

    　四  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社会生活

  　第三节  父系氏族公社和原始社会的解体

    　一  父系氏族公社的遗存和社会组织

    　二  父系氏族公社的经济和文化艺术

    　三  家庭、私有制的发展和部落战争

    　四  古代传说中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第二章  夏商时期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前2070年～前1046年)

　第三章  西周奴隶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前1046年～前771年)

　第四章  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前770～前476年)

　第五章  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前475～前221年)

　第六章  秦帝国的建立和秦末农民战争(前221～前207年)

　第七章  西汉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前206～25年)

　第八章  东汉中央集权国家由统一走向分裂(25～220年)

　第九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社会进步和民族融合(220～581年)

　第十章  隋朝统一帝国和再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581～618年)

　第十一章  唐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繁荣(618～907年)

下册

　第十二章 五代宋辽夏金时期各族联系的加强和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907－1279年)

　　第一节 五代十国和契丹的兴起

　　　一 五代十国的分立和割据

　　　二 契丹的兴起和南侵

　　　三 周世宗的改革和统一事业

　　　四 南方经济的发展

　　第二节 北宋建立和社会矛盾的发展

　　　一 北宋建立和中央集权的加强

　　　二 北宋前期的社会矛盾

　　第三节 辽、西夏及其他边疆各族与北宋的关系

　　　一 契丹(辽)

　　　二 西夏

　　　三 大理

　　　四 壮族

　　第四节 王安石变法和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

　　　一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

　　　二 王安石变法及其失败

　　　三 北宋末年的腐朽统治和农民起义

　　第五节 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佃户身份的某些变化

　　　二 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工匠身份的某些变化

　　　三 商业的发达

　　第六节 金朝的建立与辽，北宋的灭亡

　　　一 金朝的建立与辽朝的灭亡

　　　二 北宋的灭亡

　　第七节 南宋的建立与宋金和战

　　　一 南宋的建立与南北军民的抗金斗争

　　　二 钟相、杨么起义和南宋平定游寇的斗争

　　　三 南宋与金的和战

　　第八节 宋金对峙时期南北方的社会经济

　　　一 南方经济的继续发展

　　　二 南宋中后期的社会矛盾

　　　三 金朝的社会经济

　　第九节 南宋的灭亡

　　　一 南宋后期统治危机的加深

　　　二 南宋的灭亡

　　第十节 五代十国宋辽金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 宗教

　　　二 哲学

　　　三 史学

　　　四 文学艺术

　　　五 科学技术

　　　六 社会生活及习俗

　　第十一节 五代两宋时期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一 海外贸易的发展

　　　二 中国和高丽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 中国和日本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 中国和南亚诸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五 中国和阿拉伯、非洲诸国经济文化的交流

　第十三章 元朝的大一统(1271－1368年)

　　第一节 元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

　　　一 蒙古族的发展和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

　　　二 蒙古灭西夏与灭金

　　　三 蒙古四大汗国的建立

　　　四 元朝的建立

　　第二节 元朝的政治

　　　一 治国方策的新变化

　　　二 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对各族上层的笼络

　　　三 平定叛乱

　　　四 对边疆的治理

　　第三节 元朝的社会经济

　　　一 农业生产和土地占有关系

　　　二 手工业的发展

　　　三 商业的繁荣

　　　四 海运和大运河的整治

　　第四节 元朝的衰落和灭亡

　　　一 元朝社会矛盾的逐渐激化

　　　二 刘福通等领导的红巾军起义

　　　三 朱元璋建立明朝和元朝的灭亡

　　第五节 元朝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 哲学

　　　二 宗教

　　　三 史学

　　　四 语言、文学、艺术

　　　五 科学技术

　　　六 社会生活

　第十四章 明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1368－1644年)

　　第一节 明代前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一 明初的政治

　　　二 明初的经济

　　　三 明代前期流民现象的普遍化和流民暴动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

　　　一 明代中期宦官对政治的干预

　　　二 明代中期经济秩序的变动

　　　三 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四 封建社会结构的变动和资本主义萌芽

　　　五 明代中后期的内阁倾轧

　　　六 明代中后期财政危机的加深和张居正改革

　　　七 万历年间各地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

　　第三节 明代边疆地区各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蒙古族

　　　二 畏兀儿族

　　　三 藏族

　　　四 苗、瑶、壮、彝等族

　　　五 高山族

　　　六 满族

　　第四节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明末农民战争

　　　一 明后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二 明后期的各类民众暴动

　　　三 明末农民战争

　　第五节 明代的文化和社会生活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

　　　二 哲学

　　　三 文学和艺术

　　　四 科学技术

　　　五 明代的礼制和生活习俗

　　第六节 明代中外关系和中西文化交流

　　　一 郑和下西洋

　　　二 华侨对南洋地区的开发

　　　三 中日友好往来和东南沿海人民的抗倭斗争

　　　四 万历时期的援朝之役

　　　五 西方早期殖民者对中国沿海地区的侵扰

　　　六 明代后期西方传教士的东来与中西文化的碰撞

　第十五章 清代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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