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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1111

我国古代“治乱兴衰”

1111、 封建盛世（治世）

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朝代曾出现过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这常被誉为"盛世"：文景之治、汉武帝大一统、

光武中兴、开皇之治、贞观之治、武则天时期、开元盛世、“康雍乾盛世”。

（1）史实

·文景之治（措施、作用、经验）。

·光武中兴（含义、措施、作用、与文景之治比较的特点）。

·贞观之治（原团、内容、作用、经验）。

a、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

首先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推翻了隋的暴政，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使得唐太宗从隋朝的灭亡中吸取教训，认识到

皇帝要勤于政事，大臣要廉洁奉公，政府要轻徭薄赋。另外，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他

善于用人，善于纳谏，不断调整统治政策，他的个人作用也是使“贞观之治”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

b、贞观之治的内容按照教材来分析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

减弱，生产积极性提高，这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第二，政治上实行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三省六部制的实行，使宰相

的人数比秦汉时期增多，便于皇帝控制。采取科举考试办法，扩大了唐朝官吏的来源，使门第不高的一般地主也可以

通过科举为官，所以说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和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第三，唐太宗时期加强了国

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加强对西北等地区的管辖，另外还加强了与亚洲各国的友好往来。第四，唐太宗善于用人

和纳谏，这既是贞观之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贞观之治的内容之一。

c、要掌握“贞观之治”这一概念。贞观之治即：唐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的教训，善于用人和纳谏，进一步调整统

治政策，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采用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备了科举制。在唐太宗统治期间，社会秩序比较安定，

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贞观年间为公元 627—649 年），历史上把这一时

期比较清明的封建统治称为“贞观之治”。

·开元盛世（原因、表现、影响、经验）。

·康乾盛世（原因、表现、影响）。

清朝前期康熙帝、雍正帝、乾隆帝三位皇帝在位时，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康乾盛世”

原因：A、清初，康熙帝“更名田”，雍正帝“摊丁入亩”，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手工业的发展、商业贸易的活跃创造了条件，为盛世局面奠定了经济基础。 B、清初，国土辽阔，政治统一，边疆

地区得到开发和巩固，与内地的联系加强，有效抵御了外来侵略，为盛世局面的出现提供了保障。 C、康、雍、乾三

位皇帝励精图治是盛世局面的开创者和维护者。 D、劳动人民是“盛世”的真正创造者。

（2）治世的含义（表现）：

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民族关系融洽、对外关系发达、文化繁荣

（2）这种治世的出现，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在长期战乱或分裂之后，社会经济凋蔽，急需安定秩序、休养生息，新王朝顺应这一形势，采取加强中央

集权，恢复社会经济的措施，因而出现了治世景象。如：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等。

第二、在长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盛世景象。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唐初太宗时出现

贞观之治，武则天时经济持续发展，玄宗继续励精图治，才使国家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

第三、在社会出现严重危机之后，经过改革、调整政策出现的所谓“中兴”。但“中央”并未解决社会的根本矛



华侨港澳台联考培训中心

北京博飞教育中心 网 址：http://www.pkuzyw.com2

盾，所谓“中兴”也只能是暂时的。

（3）兴治局面的原因：

前朝农民战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部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

统治阶级的代表即当朝帝王良好的个人政治素质，如居安思危、善于纳谏、用人等

王朝的初期，社会经济残破，统治者又慑于农民战争的威力，注意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调整了统治政策，采取

了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即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这是根本原因（如实行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一些政策，促进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政治比较清明，社会秩序安定；

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和对外交往的政策，

民族融洽，中外交流频繁。

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活动，这是盛世的物质前提。

科技的新成果等。

政策的连续性；

（4）正确认识封建盛世的历史地位

·一方面要肯定它的进步作用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处于盛世，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地位没有变，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没有

变，尤其是广大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没有变。

例如"文景之治"和"光武中兴"时期都曾实行过三十税一的田租，这种土地政策使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了一些，生产

积极性有了较大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当时农民可以据有大部分收获物，实际上农民为交纳算赋和口赋仍然要变卖收获

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还要向地主交纳田租，服徭役也增加了农民的负担。正是对农民的剥削才使

封建社会呈现繁荣的盛世局面的。

· 封建盛世一般出现在封建王朝的初期或前期，当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以后，封建统治者又开始奢侈

腐化，政治黑暗，加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这是由封建帝王作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的统

治永远是建立在压迫剥削农民的基础上的。他们实行严刑苛法、残酷压迫农民是为维护其腐朽统治。他们鼓励发展生

产，调整统治政策也是为维护其统治服务的。

我们对封建社会盛世局面的认识要全面客观：既要看到在封建盛世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繁荣，在客观上有

推动我国古代社会的进步一面；但也要看到尽管处于封建盛世，封建社会的各阶级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农民阶

级受剥削受奴役的地位丝毫没有改变，封建统治者虽然也推行宽舒的政策，但从本质上讲是为缓和阶级矛盾，从而达

到为维护其长久统治而服务的。

运用现象与本质的观点认识：即使在封建社会的盛世，农民也不能摆脱受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地位。

运用继承和发展的观点认识：隋亡唐兴的原因；开元盛世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的新发展。唐代兴衰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得贤则昌，失贤则亡。对我们今天的人事干部制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用人要用德才兼备者，任人

唯亲、姑息养奸则危害严重。

对康乾盛世的认识：从中国古代历史纵向发展看来，是值得颂扬和自豪的；但从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看来，对其

评价则不宜夸大。

2222、衰败之世

（1）史料

（2）衰乱之世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腐败。

这具体表现为皇帝不理政事，重用奸佞；宦官、外戚专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从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在中

央集权不力的情况下作乱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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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因果题库

周代

1.试述西周封建制度与宗法制度的关系，并评论两者对中国的影响。

2.试述春秋霸政之背景及概况，并论其影响。

秦代

1.有言秦之富强乃孝公重用商鞅之结果。其说当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2.试述商鞅变法对秦发展之影响。

3.战国末期，七国相争，何以卒由秦统一天下？试予析论。

4.试述秦统一天下的原因及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5.试述秦代速亡之原因。

汉代

1.试述楚汉相争之经过及刘邦卒成帝业之原因。

2.试述汉代文景之治之内容及其影响。

3.试述王莽成功篡位及败亡之原因。

4.试述东汉戚宦之争的背景和影响。

5.试就有关史实，评述东汉党锢之祸之原因。

6.试述东汉州牧割据之原因及其影响。

7.有言赤壁之战乃三国鼎立之关键。其说当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魏晋南北朝

1.试述晋武帝一统全国后大封宗室之原因及影响。

2.试述八王之乱之起因、经过及影响。

3.试述八王之乱之由来及其与永嘉之乱之关系。

4.东晋立国后，屡次北伐，终无所成。试分析其原因。

5.淝水之战，东晋竟能以弱胜强。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6.两晋南北朝期间，朝政何以多为高门大族把持。

7.试述东晋南朝屡次北伐无功之原因。

8.试述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之原因、内容及其影响。

隋唐

1.有言隋文帝勤政而不爱民，此说当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2.隋之乱亡，起自文帝，成于炀帝。其说当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3.隋末群雄并起，何以李渊能统一天下？试分析其原因。

4.隋开运河而亡国，唐得运河而兴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5.试述「开皇之治」及「贞观之治」致治之原因。

6.唐代太宗贞观至玄宗开元年间，为国史有数之盛世，试论其致治之由。

7.试述安史之乱一事始末。

8.试言安史之乱之由来及其终被唐室平定之原因。

9.试述安史之乱之背景及其对唐代与中国历史发展之影响。

10.试述唐代藩镇割据之原因及其影响。

11.试述藩镇与唐室衰亡之关系。

12.试述黄巢之乱之经过并其对唐室衰亡之影响。

两宋

1.试述宋太祖建都于汴之原因，并评其得失。

2.试述北宋积贫积弱之原因及影响。

3.试言庆历新政之内容及影响。

4.试述北宋新旧党争之原因及影响。

5.试述宋、金联合灭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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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试述北宋靖康之难之背景及经过。

7.试述南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之原因。

8.试述南宋得以偏安一隅之原因。

9.试述宋宁宗时韩侂胄专权之经过，并论其对南宋政局之影响。

元代

1.试述蒙古入主中国后对中国政治发展之影响。

2.试述元代速亡的原因。

明代

1.试述明太祖得以统一天下之原因。

2.试述明太祖之统治政策及治绩。

3.试言靖难之变一事始末。

4.试述土木之变一事始末。

5.明代宦祸炽烈之原因。

6.明代衰亡之原因。

7.有言明非亡于满清，乃亡于流寇。此说当否？试就有关史实，加以评述。

8.明代之亡,或言启于边患,或言起于民变,或言源于内政不修.试申述己见。

清（一）

1.顺治一朝，对汉人采怀柔及高压政策。试述其政策之内容及影响。

2.试述康熙一朝之统治政策及其治绩。

3.试述清代中衰之原因。

清（二）

1.有言嘉庆,道光两朝为清政权由盛转衰之关键.此说当否?试析论之。

2.试述鸦片战争之起因，并论其清代国势之影响。

3.试述太平天国败亡之原因。

4.试述望厦条约之内容及其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影响。

5.试述戊戍变法之经过，并论其历史意义。

6.试述马关条约之内容，并论其对晚清政治之影响。

7.试述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8.试述国共合作之原因、经过及影响。

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政治运动迭兴之原因及影响。

10.综述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之施政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