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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商代 17 商代

甲骨文

商人畏天敬祖，商王經常

以龜甲獸骨占卜諸事吉凶

，甲骨文大多是占卜文字

，少數為記事，多用刀契

刻，也有用毛筆硃墨書寫

，已具備「六書」原則，

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非

草創文字。

商 代 疆 域 圖商代

商 代 大 事 簡 表 ：西元前1751年至前1111年

時代 王 國都 今地 主要紀事 西元 世界大事

商
（641年）

湯 亳
安徽

（一說山東）
用伊尹，弔民伐罪謂
之革命

前1751年

前1700年巴比倫著名君主
漢摩拉比時期

前1570年埃及新王國時期

太甲 放逐太甲，伊尹攝政 前1736年

盤庚 殷 河南安陽 不再遷徙，政治穩定 前1384年

武丁
用傅說為相，征伐西
北方的鬼方

前1308年 前1230年亞述征服巴比倫

祖甲 改革不當，步上衰運
前1200年邁錫尼文明毀於
海洋民族之手

帝辛
（紂）

殺比干、征人方（東
夷）

盤庚

商
朝
都
城
遺
址
的
考
古
發
現

時期 　　　前期　 後期

王 商湯至盤庚 盤庚至帝辛

地

點

偃師商城（早商）

鄭州商城（中商）
殷（今河南安陽小屯村） 

意

義
商代前期經常遷都

殷墟出土大批甲骨文

王國維利用甲骨文上殷商先公先王

的名字，比對西漢司馬遷《史記．

殷本紀》所記載，大致吻合 ，證

明商代為中國信史之始

先商族的遷徙路線

現今對先商族遷徙的

路線眾說紛紜，未有

定論，這是其中最有

可能的遷徙路線。



20周代（西周） 21 周代（西周）

 封建制度的動搖

建立 武王克殷與周公東征

全盛 成、康時期

動搖
中期
以後

夷王 下堂迎接來朝諸侯，不敢接受朝拜

厲王
厲王貪暴，壓制輿論，國人暴
動，趕走厲王，實施共和行政

為禮樂制度、宗法倫理的致命傷，動搖
周王朝的統治根本

宣王

不藉
天子廢除封建傳統的親
耕藉田

顯示井田制度已遭破壞

料民

統計人口作為徵稅與力
役根據

悖離君臣主從關係，不及庶人、奴隸傳
統

干涉魯國（侯）的繼承
違反嫡長繼承傳統，從根本破壞宗法制
度

崩潰 幽王
無視宗法，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聯合
犬戎叛亂，幽王被殺於驪山，西周滅亡

大宗尊嚴動搖

平王
（宜臼）

鎬京殘破，在晉、鄭等國擁戴下東遷雒邑
東周王室從此落入諸侯的卵翼之下，封
建制度已名存實亡

中國西周與中古歐洲封建制度的比較

中國西周封建制度 中古歐洲封建制度

時間 西元前1100年至前770年
形成 八、九世紀（約唐朝）

盛行 十至十三世紀（約唐末五代至元朝）

封建功能
周王將土地分封給宗室、姻親功臣，做

為王室的屏藩。

領主將土地賞給功臣和將士（附庸），換取他們的

效忠和服務

基本精神 重視血統關係的政治組織
不重視領主與附庸的血統關係，主要是一種契約關

係

戰鬥主力 士（受過文武合一教育的男子） 騎士（為莊園的領主）

經濟制度

1.井田制度

2. 商業發達，有貨幣（鍰、貝）通用，

仍有以物易物的現象

3.以農業為主體

1.莊園制度

2. 貨幣與城市經濟衰微，以農村和實物經濟為主

 封建制度：「封」為 國，「建」為 建君

發源 西周以前

盛行期
西周

封建制度成為一套完整的制度

陵遲 春秋

破壞 戰國

內涵

武裝殖民 周人原居於西方，東進以武力征服商政權，周族取代商族成為天下共主

封土與授民 將東方土地分封予周人殖民隊伍，且分領不同族群

權力的分化
周天子賜部分土地統治權予諸侯，諸侯再將權力授予大夫、卿大夫，每一

階層各有各的權力與義務

周代戰車

維持封建制度的禮樂、宗法與井田制度

禮樂制度 宗法制度　 井田制度

層面 社會　 倫理血緣　 經濟

內容

1. 相傳周公制禮作樂

2.  因襲並損益殷商時代的宗教

祭祀儀式

3.  極富人文精神，綜括一切政

治關係與社會生活，包含了

典章制度和各種典禮儀式

4.  五禮（吉、凶、軍、賓、嘉

禮）：中國古代禮學的根本

1. 同祖成員一同祭祖，以

　區別宗族成員的身分

2. 嫡長子繼承制

3. 大宗小宗的分別

　（1）大宗：嫡長子

　（2）小宗： 嫡長子之外的

各支

1.  周人的東進運動，實行武裝

的殖民政策，並行封建式的

授土、授民制度

2.  城邑作為武力征服的指揮中

心，城外的土地則分配給農

民

3.  以土地畫為井字形的九個單

位，每單位百畝，中間為公

田，周圍為私田

作用

1. 確立名實相符的政治倫理

2. 建立安分守己的人事紀律

3. 禮治

4.  華夏民族益趨融合，國家意

識日益凝聚

1. 凝聚宗族

2.  確立周天子地位：政治上

為諸侯的君主，宗法上為

姬姓諸侯的宗主

3.   將冷硬政治制度披上宗族

感情外衣

1.   土地公有，沒有兼併土地的

問題

2. 提供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

3.  孟子嚮往此種雷同於商代集

體耕作的生活方式，即守望

相助的社會關係，成為儒家

理想的土地制度

長囪銅編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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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牟官渡古戰場遺跡

官渡之戰是中國歷史上以寡擊眾的著名戰役，曹操

軍隊雖然人單勢薄，卻出奇制勝，攻滅袁紹大軍，

這場戰役使得袁紹失去江山，奠定了曹操統一北方

大業的根基。圖為河南中牟官渡古戰場遺跡。

官渡之戰

時代背景
1. 董卓之亂後，群雄割據
2. 曹操勤王，奉迎獻帝，遷都於許，「挾天子以令諸侯」

時間 東漢獻帝建安五年（西元200年）

決戰地點 官渡（河南中牟縣東北）

重要人物

主公 曹操 袁紹

謀士 荀攸

將領 關羽 顏良、文醜

經過
（曹操採突擊戰略，

以寡擊眾，大敗袁紹

大軍）

1.  袁紹派部將顏良進攻白馬，曹操則佯攻延津，卻親率輕騎直趨白馬，袁軍慘敗

2.  曹操勝利後隨即南撤，袁紹派兵追擊，卻再次敗於伏擊在白馬山的曹軍，曹軍退

回官渡

3.  曹操出奇制勝，親率兵襲擊烏巢，大敗袁軍，並燒毀該地袁軍存放的全部屯糧

4.  袁軍此時軍心動搖，內部分裂，曹軍在官渡發動總攻擊，殲滅七萬餘的袁軍

意義
1. 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
2.  繼而北征烏桓，徹底消滅袁氏殘餘勢力，於是華北大部分州郡為曹操所據

赤 壁 之 戰 路 線 圖

赤壁之戰

時代背景
1. 曹操統一北方後，大軍南下，謀統一天下
2. 孫權和劉備聯合抗拒

時間 東漢獻帝建安十三年 （西元208年）

決戰地點 赤壁（今湖北嘉魚）

重要人物

主公 曹操 劉備 孫權

謀士 荀攸 諸葛亮 魯肅

將領 關羽、張飛、趙雲 周瑜、黃蓋

經過
（南方孫劉聯軍採突擊

火攻戰術 ，以寡擊眾）

1. 曹操統有華北後，為謀統一天下，揮軍南下取荊州

2.  劉備以漢宗室後裔的名義，逐漸擴大勢力，率領部眾從襄陽往南退卻，曹操親率

五千輕騎日夜追趕，在長 擊敗劉備，占領江陵

3.  劉備遣使諸葛亮至柴桑見孫權，勸他共同抗曹；孫權決定接受建議，聯合抗曹

（「舌戰群儒」、「群英會」的歷史背景）

4.  曹軍於赤壁與孫權和劉備的聯軍對戰，因曹軍不習水戰，聯軍戰略運用得宜，曹

軍大敗，退回北方（「草船借箭」、「借東風」、「苦肉計」、「火燒連環船」

的歷史背景）

勝敗原因

曹敗因 孫劉勝因

1. 北方士眾不習水戰
2. 長途遠征，補給困難
3. 水土不服，多生疾病

1. 以逸待勞
2. 抱必死之決心

意義與影響 三國鼎立的關鍵

官

渡

之

戰

路

線

圖

文武赤壁

除了三國赤壁古戰場，湖北黃岡也

有一地名為赤壁，因斷岩臨江，形

如懸鼻，古稱赤鼻，北宋蘇東坡被

貶至黃州，誤認該處為三國赤壁戰

場，還寫下「前、後赤壁賦」、「

赤壁懷古」等文章，從此黃州赤壁

名聞遐邇，後

人稱之為「東

坡赤壁」或「

文赤壁」，而

三國赤壁戰場

則稱為「周郎

赤壁」或「武

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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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至南北朝運河開鑿示意圖 元至民國運河開鑿示意圖 隋 末 群 雄 割 據 圖

歷代運河的開鑿

君主 運河 重要紀事 起訖

秦始皇
鴻溝 溝通黃河與淮河

靈渠 溝通長江與西江

隋文帝
廣通渠

1. 連接黃河

2. 為便利關東漕運

3. 隋代唯一東西向運河

大興至潼關

邗溝

1. 溝通長江與淮河

2. 文帝先疏濬此道以為征陳之用

3. 煬帝又加以擴建

山陽至江都

隋煬帝
通濟渠

1. 溝通黃河與淮河

2. 煬帝遊幸江南的主要幹道
洛陽起，經板渚至淮河

永濟渠
1. 溝通黃河與海河

2. 原為征伐高麗所開鑿
板渚北岸至涿郡（北平東）

江南河
1. 溝通長江與錢塘江

2. 備煬帝東巡及加強南方控制
江都南岸的京口至餘杭（杭州）

元世祖
會通河 須城縣至臨清（均在山東境內）

通惠河 大通至通州

明成祖 大運河
即今之大運河，與隋代從淮河達汴京再轉

涿郡的舊線不同
杭州經山東到北京

隋末的亂事

時間 隋煬帝大業七年，亂事起於山東（起事者：王薄），不久楊玄感舉兵於黎陽

隋的亂亡原因

文帝失策
易儲（廢太子楊勇，改立次子楊廣），晚年濫用刑罰，過度吝嗇
（如飢荒時不肯開倉救飢），人民心生不滿

煬帝誤國 主要在於輕浮侈靡，不惜民力

三征高麗 促成大亂的近因

性質 隋末大亂是以農民集結叛亂為主要形式，加上其他權力集團的參與

農民叛軍的
三股勢力

 1.  河南地區的瓦崗軍（大業七年翟讓被推舉為農民軍的領袖，大業十二年以後李密

為領導人）

2. 河北地區竇建德的夏軍

3. 江淮地區杜伏威的吳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