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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分鐘準備段考 
 文句史料題永遠是考題大宗，常考原因、結果、影響等 
 要能掌握歷史因果關係，多運用歸納比較 
 上課重點要能自己摘錄，地圖要能看懂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二、 重點回顧 
 宋、元、明與盛清 

一、夷夏爭勝的政權型態 

1. 宋代文治國家的建立：唐末五代世族於動亂中消失，庶民社會興起，宋

太祖又以強幹弱枝革除藩鎮之弊，並廣開科舉，立下文人政治的國家型

態。 
2. 北亞遼、金、夏的興起：在宋朝北方建立的游牧民族國家，他們共同的

特色在於兼營農業，使政權的經濟穩定，並與宋朝時戰時和，形成多國

並立的新國際秩序；3 族皆有不同程度的漢化，並以漢字為基礎創造自己

的文字。 
3. 從變法到黨爭：宋初以來，對遼、西夏等外族的戰爭接連失利，內政問

題又困難重重，宋神宗上任重用王安石變法，企圖富國強兵，挽救頹勢；

變法立意雖好，卻因王安石剛愎自用、任人不當等因素，導致變法失敗，

並產生新舊黨爭，敗壞朝政，終致金人入侵。 
4. 多國並立的外交關係：宋、遼、西夏、金等國並立於神州大地，宋朝採

用「以夷制夷」的原則主導宋代與周邊國家的外交關係，最終形成「聯

金滅遼」與「聯蒙古滅金」等政策。 
5. 蒙古族的興起和建國：蒙古族生活於北亞蒙古草原，成吉思汗統一蒙古

部族，開始向外發動征戰，西征中亞、西亞、俄羅斯等地，東征滅西夏、

金、南宋等國，建立橫跨歐亞的大帝國；忽必烈定都大都，建國號元，

成為第一個非漢民族統一中國的朝代，種族歧視的政策也種下滅亡的因

子。 
6. 明朝的興亡：明太祖朱元璋以民族號召推翻元朝，胡惟庸案廢宰相，建

立前所未有的極權統治，靖難之變後，明成祖遷都北京，重用宦官，種

下日後閹黨為患的種子；明末流寇四起，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滅亡。 
7. 清代的建立與統治：明末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建立「後金」，皇太極改國

號為「清」；西元 1644 年占領北京，是清朝統治中國的開始；清朝以高

壓與懷柔統治中國，在民族政策上也較為合理，故得以立國長達 26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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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盛清時期的對外擴張：清代立國後進行多次領土擴張，比明代還要多了

蒙古、新疆、西藏、臺灣等地。 

二、經濟的繁榮與變遷 

1. 農工業的進步與發展：宋元時代，南方新耕地開墾、引進早熟稻、灌溉

農具的發展等因素，使南方農業進步快速；手工業在紡織業、造船業、

印書業、瓷器業、採礦業有亮眼的表現。 
2. 基層生產關係與社會結構的變化：自東漢以來形成的部曲、奴隸等賤民

階級，在宋代脫離賤民身分，成為自由民，是宋代人道主義的一大展現，

並促成日後庶民社會的興起。 
3. 海內外商業興盛與貨幣經濟：宋、元、明、清時代的商業發達，國內外

貿易繁盛；明中葉白銀流入前為銅本位制，政府發行紙幣，白銀流入後

轉變成銀銅雙本位制，直到清末。 
4. 朝貢貿易：明清時期，因不同的因素而實施海禁，周邊國家只能透過向

中國稱臣納貢的方式前往中國進行貿易；朝貢貿易在鄭和下西洋時達到

巔峰，此後漸次衰退，鴉片戰爭後瓦解。 
5. 華商貿易網路的形成：宋元時期，是中國海外貿易的鼎盛時期；明清實

施海禁，華商在海外只能自力更生，靠著「宗親會」、「同鄉會」或「商

會組織」等團體的互助，增強海外華商在各行業的凝聚力，至西元 1860
年中英法《北京條約》後，政府始重視僑民之重要。 

6. 移民的變化：中國人口文化南移可分為 3 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遠古到西

晉末，第二階段為東晉到北宋末，第三階段為南宋到近代；明清時代的

移民，又以四川、臺灣、東北、海外為主。 
7. 人口增加與問題：人口增加過多會導致平均耕地變少、糧食不足、物價

高漲等社會問題，中國的人口受到戰亂、農業耕地與技術受限等因素影

響而無法明顯成長；宋代以來農業技術進步，明清時期邊地開墾與美洲

新作物引進，讓中國人口能夠在明清時期有大幅度的成長，政府則透過

「保甲制」或「里甲制」來控制龐大的人口。 

三、學術思想與社會文化的新貌 

1. 理學的興起與發展：宋代理學乃是融合儒、釋、道而成，又稱為「道學」、

「性理學」；理學主要可分為「尊德性」的陸王學派，以及「道問學」

的程朱學派；明末陸王學派流於空泛，清初學者對此現象反思，欲從「道

問學」的方式詮釋儒家經典，加上外在文字獄的政治迫害，促成清代考

據學的興起。 
2. 歷代士風：唐代士風腐化，宋代士人以天下為己任，元代士人面臨「仕」

或「隱」的抉擇，明清士人重視批評與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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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末清初西學的輸入與中斷：明末清初透過耶穌會傳教士輸入西方學

術，有火器、天文曆法、數學、物理、輿地等項目，流行於上層階級，

內容亦非最先進的科技新知，但仍能刺激中國科技；清初傳教士介入宮

廷紛爭，雍正時下令禁教，導致西學輸入中斷。 
4. 科舉制度的演變：科舉創制於隋煬帝設「進士科」，唐代科舉仍為階層

內選拔人才，宋代才開始大規模舉才，促成階級流動，元代定《四書集

注》為考試定本，明清科舉制度最完備，但八股取士亦最為僵化，禍害

亦最深。 
5. 宗族組織：宋儒提倡重建古代宗法制度社會，倡議修宗譜、建宗祠、置

族田、立族長、訂族規等宗族觀念，逐漸為庶民所接受；宗族社會結合

血緣與地緣，成為政府穩定社會的根本，因此宗族出身的士紳逐漸成為

宗族的代理人。 
6. 士紳階層：明清通過考試成為生員（秀才）、舉人和士紳者，統稱為士

紳；士紳是中央與地方社會的中間人，是地方的代表亦是協助朝廷施政

的代理人，享有許多特權。 
7. 城市發展與庶民文化：唐末五代坊市制度破壞，營業的時間與空間獲得

解放，商業日益興盛，風氣日奢；宋代以後，庶民成為推動城市大眾文

化的主流。 
8. 民間信仰與祕密會社：明清的民間信仰以羅教與白蓮教最為重要，影響

廣泛；會黨以天地會與青幫最為重要，尤其以青幫對近代中國影響最深

刻。 

 晚清的變局 

一、帝國的衰微與西力衝擊 

1. 近代中國歷史的變局：清末中國外患加劇，內亂紛起，西方器物、制度、

思想傳入中國，是中國歷朝以來未有之大變局。 
2. 清代中衰與太平天國的動亂：嘉慶時已發生白蓮教之亂、天理教之亂，

道光到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之亂，是清末規模最大的內亂；太平天國政

教合一，極端專制，財產公有共享，視孔孟思想為邪說，最後為曾國藩

編練的湘軍所滅，造成漢人地位提高、軍閥割據、民族意識興起等影響。 
3. 捻亂與回變： 

 「捻」是黃河下游與淮水流域間的一種結社，東捻被李鴻章平定，

西捻為左宗棠、李鴻章平定。 
 回變分雲南回變、陝甘回變、新疆回變，雲南回變被岑毓英平定，

左宗棠先平定陝甘回變，朝廷支持塞防論後，再平定新疆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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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鴉片戰爭：外人來華通商被限制在廣州一地、交易不自由、居住行動不

自由等因素，加上英國民間與官方的使節交涉失敗，成為引起英國發動

戰爭的主要原因；林則徐禁煙成為鴉片戰爭爆發的導火線，開啟近代中

國之變局。 
5. 英法聯軍與俄國對東北的侵略：英、法兩國為了商務與傳教，對中國發

動戰爭，取得內河航行權、鴉片合法化等權利；俄國趁此機會取得黑龍

江以北及烏蘇里江以東，2 年不費一兵一卒取得比現在東北更大的土地。 
6. 中法戰爭與中日甲午戰爭： 

 中、法兩國對越南宗主權爆發衝突，雖然在越南戰捷頻傳，但法軍

包圍臺灣，李鴻章為了保臺灣而與法國議和，承認越南為法國保護

國。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極向外侵略，牡丹社事件前，日本國內就已

高唱「征韓論」，朝鮮東學黨之亂引發中日兩國戰事，中國慘敗，

除了割地賠款給日本外，還引發各國對中國的瓜分風潮，幸由美國

提出門戶開放政策才免於瓜分之禍。 

7. 八國聯軍與日俄戰爭： 

 義和團宣稱殺洋滅教，從山東流竄至河北，光緒 26 年，義和團殺死

日本和德國外交官，引發八國聯軍殺入北京，同時東南各省督撫與

外人相約互保，免受戰火波及；戰後簽訂《辛丑條約》，巨額賠款、

外國可在北京駐兵等內容，影響中國甚大。 
 日、俄兩國因朝鮮與東北利益開戰，日本勝利，取得東北與朝鮮的

優先利益，影響清末立憲運動與東北建省。 

二、改革與革命 

1. 自強運動：又稱為「洋務運動」，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模仿西方的運動，在

中央倡導的官員有恭親王奕訢、內閣大學士文祥，地方倡導的督撫有李鴻

章、左宗棠、張之洞、劉坤一等人；自強運動以外交、國防、交通工礦、

教育為主，雖然失敗，但奠定中國近代化的基礎。 
2. 戊戌變法與庚子後新政： 

 又稱為「百日維新」，是清末第一個政治革新；軍事上的失敗，讓有

識者呼籲要加速改革制度，光緒親政後下詔變法，在教育、實業、軍

事、政治等 4 個層面進行改革，在守舊派的反對下，慈禧發動政變，

而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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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八國聯軍之後，由慈禧下詔變法，是為「庚子後新政」，由張之洞、

袁世凱推動，內容大抵類似戊戌變法，其中將施行千年的科舉制度廢

除，影響中國教育最深遠。 

3. 立憲運動：受到日俄戰爭的刺激，立憲的日本戰勝俄國，證明立憲足以強

國，大多數知識分子鼓吹立憲，但清廷立憲毫無誠意，籌備時間太長，君

權太重，新成立內閣被譏為「皇族內閣」，讓許多知識分子失望轉向革命

運動。 
4. 革命運動的發展：孫文幼年受到太平天國故事影響，立志革命，先後創立

興中會、同盟會等團體發動革命，並確立《三民主義》思想；保路風潮成

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線，湖北新軍調赴四川鎮壓保路運動，武漢空虛，讓革

命團體有機可乘，於 10 月 10 日發難成功，各省紛紛響應，海軍歸附，而

歸附革命黨的督撫多為立憲派或舊官僚，影響日後的軍閥割據與帝制復

辟，因此有史家認為辛亥革命是不徹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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