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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权更迭与

 民族交融

 政权更迭

 民族交融

 区域开发

 三国

 魏

 蜀

 吴

 西  晋

 北朝

 南朝

 十六国          北    魏         
 东  魏  北  齐

 西  魏  北  周

 东    晋  宋  齐          梁              陈    

 三国

 西晋

 南北朝

 魏

 蜀

 吴

 改善民族关系，加强了西南地区的发展

 卫温到达夷州（台湾），发展闽越等地

 五胡内迁

 各朝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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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治理

 司马懿夺魏权-司马昭掌权-司马炎建国

 政治特点：维护大地主、大贵族利益

 八王之乱

 灭于匈奴

 都城：洛阳

 孙权

 都城：成都

 三国中实力最强

 南北朝

 十六国

 内迁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学习中原制度、文化

 前秦短暂统一北方

 前秦与东晋：淝水之战

 北魏

 孝文帝改革

 分裂 

 迁都洛阳

 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

 改籍贯为洛阳

 划分士族阶层

 被匈奴所灭

 羯  氐  匈奴  鲜卑  羌

 东晋

 十六国

 东晋

 灭于宋

 门阀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

 南方经济发展

 司马睿定都建康

 开发江南，山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

 淝水之战重新激化了民族矛盾

 逐渐汉化但民族隔阂仍然存在

 学习汉族的典章制度，各民族频繁接触

       北   魏       

 孝文帝改革

 迁都洛阳

 穿汉服
 改汉姓
 说汉语

 归汉籍（洛阳）

 划分士族阶层

 冯太后改革

 整顿吏治

 均田制

 三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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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发展了南方、西南地区

 东晋  开发江南地区经济，使山区少数民族与汉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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