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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興起

興起

1.回紇衰微後，漠北草原的突厥餘部漸與蒙古族混合，成為新興力量

2.西元1206年，成吉思汗統一諸部，「大蒙古國」乃出現

3. 改造草原民族：將部落分為九十五個千戶，由貴族世襲統領，千戶長子弟與貴族

子弟組成「怯薛」（皇家護衛軍），作為重要中央行政機構

4.又據習慣法，制定法典，成為組織嚴密國家

5.向外征戰，滅西夏與金，且西征歐洲

元朝的建立
1.蒙古拓展擴大，土地分為草原核心區和定居邊陲區，後者以分封宗室、功臣

2.忽必烈不經選汗大會，打敗阿里不哥，決定以中原為中心，建立元朝

元朝制度

1.中書省、樞密院為中央最高行政與軍事機構

2.怯薛不再為行政機構，但仍參與決策

3.地方以行中書省為最高行政機構

4.在各地駐兵，淮河以北為蒙古軍、探馬赤軍；以南為漢軍、新附軍

5.將族群分為四類：蒙古、色目、漢、南人，待遇上蒙古最高，南人最下

6.不同種族也通婚，以同階層為主，不限種族

7.依職業將人民區分為不同「戶計」，每戶須有一人，必須對國家執行義務

8. 其中「儒戶」與宗教戶相等，較軍戶、民戶為高，而低於貴族與官吏，招收儒戶

華北為考試，江南由地方填報

9. 儒戶的義務為就學，有獎學金，可免部分賦役，原為救濟流離儒士，也有儲備人

才用意

10.蒙古、色目人多漢化，形成多民族士人圈

元滅金的過程

君主 史實

成吉思汗 攻金，金退守河南

窩闊臺汗
1.親征金，採成吉思汗「假道於宋」的東進遺策

2.又與宋成立同盟，攻下蔡州，金亡

蒙古人生活圖，

騎馬、射箭、摔

跤都是他們的拿

手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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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

起因 俄乘庚子拳亂，藉口保護鐵路，進占東北，拒不撤兵，英、美不滿。日本與俄交涉，未獲結果

開戰 光緒二十九年（西元1903年），日海軍突襲旅順俄艦

經過
1. 中國宣布中立，畫定遼河以東為戰區

2. 對馬海戰，日本擊破俄歐洲艦隊，勝負已告確定

和議 美國調停，日俄訂立樸資茅斯條約

影響 1. 中國立憲運動    2. 俄國成立國會     3. 日本勢力進入東北

日 俄 戰 爭 路 線 圖 外力衝擊與晚清變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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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鴉片戰爭

2. 英法聯軍

3. 俄國的侵略

4. 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

5. 瓜分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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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安與

民亂迭起

乾隆晚期的國

勢中衰

政風敗壞 和珅營私納賄，造成貪污成風

兵營暮氣 八旗、綠營作戰能力已大不如前

人口激增 糧食不足，土地兼併日盛，游民日多

清廷由盛轉衰

天理教亂
嘉慶元年，湖北、四川爆發白蓮教亂，教

匪甚至攻入北京，顯示帝國衰象

外力入侵
鴉片戰後，割地賠款，大量白銀外流，增

加社會不安

水旱不斷
道光末年的天災，造成饑荒，民怨於是爆

發

太平天國起事

捻亂擴大

西南亂事

陝甘回變

新疆回變

動亂的影響

兵制的變革

1. 湘淮軍（勇營）取代傳統八旗、綠營兵力

2. 各省綠營也仿湘淮軍軍制，稱為「練軍」

3.  勇營、團練以營旗為號，官兵形同父兄子弟，類同私人

武力

4. 淮軍中部曲色彩十分濃厚，後演變為民初軍閥

滿漢消長

1. 咸豐朝以前，地方督撫多為滿人充任

2. 此後湘淮軍將領多為漢人，掌有地方軍政大權

3.  此不僅為滿漢勢力消長，也為中央與地方勢力之消長 

國力大衰

1.  因為咸同之間亂事，長江流域、西北、西南，人口約去

大半

2.  同治朝晚期，內亂漸平，號為中興，清廷乃有改革變法

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