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十国（907-960）

◆ 黄巢起义后，唐朝名存实亡，形成了藩
镇割据局面。907年，朱温建立后梁，历
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 五代是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等五个次第更迭的中原政权；

◆ 十国是指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
闽、楚、南汉、南平、北汉等十个割据政
权。 





北宋（960-1127）

◆ 公元960年，后周将军赵匡胤在出兵途
中，“黄袍加身”，发动了政变，建立了宋
王朝，定都东京（开封），史称“北宋”。

◆ 979年，北宋灭北汉，基本结束了晚唐以
来的分裂割据局面。





北宋初期的政策

◆ 以“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了大将对军队
的控制，并设立中央禁军，将各地精兵收归
京城禁军管辖，使宋朝对军队有了完全的掌
握权。

◆ 政治方面，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
将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
使（军事长官）、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
，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使皇帝掌握的
权力超过了历朝历代。 



北宋与辽的和战

◆ 为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北宋与辽国进行了
长期的战争。但一直未能收复失地。

◆ 直至1004年，宋真宗与辽国在澶州定下了
停战和议，约定宋辽为兄弟之邦（宋为兄，
辽为弟），北宋每年向辽交纳“岁币”，双方
互不侵犯。 

◆ 北宋因为边疆战事危机的解除，国内经济

发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 1040年～1042年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
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
都很大，在1044年订立和约。史称“庆历和
议”。

◆ 和议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
宋方每年给西夏银7.2万两，绢15.3万匹，
茶3万斤，称“岁赐”；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

庆历和议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20多年。 



北宋的经济

◆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非常发达，处于中国
封建王朝的顶峰。 

◆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 特别
是瓷器，后来成为中国的象征。

◆ 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的小写就是“瓷
器”的意思，“china”的英文发音源自宋朝瓷
器生产中心昌南镇（宋真宗时期改名为景德
镇）至今仍被称为“瓷都”。



北宋的城市生活

◆ 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
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
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
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
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 营业时间也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
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
期集市。内还出现了“瓦子”（或称“瓦肆”）
，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
，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货币流通的发达

⚫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
明显增加。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
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
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
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

⚫ 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
纸币 “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
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发行纸币
“交子”，代替铁钱流通。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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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文化与科技

◆ 在文学方面，宋朝的词作品达到了极高
的水平，它与唐诗并称为中国古典文学
艺术的两大瑰宝。 

◆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活字印刷术、指南
针和火药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和发明
的。由于战争的需要，在宋朝时火药被
首次应用于军事。 



宋词

⚫ 宋词是继唐诗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它
兼有文学与音乐两方面的特点。每首词
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牌”，依调填词叫
“依声”。词别名“长短句”。

⚫ 词按创作风格分，大致可以分为婉约派
和豪放派。

⚫ 婉约派代表人物有柳永、李清照、秦观
等。

⚫ 豪放派代表人物有辛弃疾、苏轼、陆游
等。



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
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
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
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
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北宋的衰落

◆ 由于北宋末年官吏的腐败，迫使人民纷纷
起兵反抗。北宋末年，农民起义严重打击
了宋王朝的统治。（水浒传）

◆ 与此同时，北方的强国辽已经被女真族建
立起来的金所消灭。1125年，金大举出兵
侵宋。

◆ 宋徽宗迫不得已将皇位让于宋钦宗。二人
都不敢对抗金兵，只想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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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灭亡

◆ 公元1127年，金军又一次攻打开封，宋钦
宗投降。

◆ 金军掠去徽、钦两个皇帝、全体皇族、大
臣及大量财物。北宋王朝灭亡了。



南宋（1127-1279）

◆ 北宋灭亡时，宋徽宗第九子赵构因在外
练兵，成为侥幸躲过这场劫难的唯一的
皇室成员。

◆ 赵构在大臣推举下登基，恢复宋国号，
迁都于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他便
是后来的宋高宗。 





南宋与金的战争

◆ 南宋与金国以淮水至大散关一线为界。

◆ 1138年，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宰相，推行求
和政策。

◆ 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著名抗金将
领岳飞、岳云父子，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
代价，换回了短暂的安宁。

◆ 后来，蒙古逐渐强大，金国两面为敌。

◆ 1234年，南宋和蒙古联合攻克蔡州，金哀
宗自缢，金国灭亡。    



元朝

◆ 金朝灭亡后，蒙古随即开始入侵南宋。南
宋进行了多年顽强的抵抗。

◆ 1271年，蒙古改国号为元。

◆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

◆ 1279年，元军攻至广东，陆秀夫背着8岁
的小皇帝投海殉国，宋朝灭亡。

◆ 元朝统一了中国，定都大都（今北京）。



◆元朝（1271年-1368）是由蒙古族建立
起来的王朝，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的，以少数民
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

◆蒙古族以其强大的武力，不仅征服了
中原及长江以南地区，还将其控制范
围扩张至整个西亚地区。成为中国有
史以来疆域最大的王朝。





元朝的统治

⚫ 元朝实行民族的压迫和歧视政策，把全
国人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
，三等汉人，四等南人。

⚫ 元朝在民族文化上则采用相对宽松的多
元化政策，即尊重国内各个民族的文化
和宗教，并鼓励国内各个民族进行文化
交流和融合；包容和接纳外国文化，甚至
能准许外国人在中国做官，通婚等。欧
洲著名历险家马可波罗曾是元朝的重要
官员。 



元朝的经济

◆ 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
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种
植等都超过了前代。

◆ 元代棉纺织业取得了突出的发展。在棉纺
织革新家黄道婆的推动下，松江乌泥泾成
为棉纺织业的中心。 

◆ 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大规模流行，
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
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元朝的文化

⚫ 元朝在其统治初期就恢复了科举制度，
尊崇属于汉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

⚫ 但是，由于一般汉族人在政治上受到歧
视，很多汉族知识分子把精力投入到书
法、绘画和戏曲创作中，书法家赵孟頫是
其代表人物。

⚫ 元杂剧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的一个高峰
，作品十分丰富，出现了《窦娥冤》《西厢
记》《赵氏孤儿》等名作，至今仍在上演。



元曲

⚫ 元曲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
并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三座重要的里程
碑。

⚫ 元曲原本来自 “蕃曲”、“胡乐”，首先在民
间流传，随着元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
和临安为中心的南北地区流传开来   

⚫  元曲作家共220多人，流传至今的作品有
4500多首，杂剧160余部（本）。 



马致远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元朝的宗教

◆ 元代对宗教持包容和开放的态度。各种宗教都取得了较
大发展。

◆ 在忽必烈时期，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获得了元朝廷的
尊重，萨迦派法师八思巴被忽必烈奉为国师，任中原法
王，统领天下佛教。

◆ 元初，在中央设置宣政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吐蕃军
政事务。宣政院的设置，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
管辖，使西藏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直属的一个地方行政区
域。

◆ 随著中西方的交流，基督教（尤其是景教和天主教）的影
响力逐渐增加，各地商旅乃至教士亦来往频繁。

◆ 伊斯兰教虽遭歧视但也获得发展。



元朝的对外交往

◆ 元朝优惠的通商政策使国际贸易发展
很快，泉州港成为当时国际最大的对
外贸易口岸。 

◆ 元朝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
的时代，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
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
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
陆路往来直抵西欧。

◆ 当时在元朝任职的外国人来自19个国
家，其中就有马可波罗。



元朝的灭亡

◆ 元朝后期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收取各种名
目繁杂的赋税，差役负担也十分沉重，人
民生活非常困苦。

◆ 1351年，红巾军起义在全国爆发。

◆ 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克大都，元惠宗
北逃，元朝在中国的统治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