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梭伦改革 

一、梭伦改革前雅典的社会状况 

梭伦改革的背景—— 

①公元前 7末到前 6世纪初，平民、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的矛盾是雅典城邦的主要矛盾。其中平民与贵族

的矛盾更为尖锐，使雅典社会政局动荡不安，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必要性） 

②公元前 594年，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全权负责修订法律，进行了改革。（可能性） 

③直接原因——萨拉米危机。 

二、梭伦改革的主要目的：缓和社会矛盾，稳定雅典的社会秩序。 

（改革的根本目的：振兴城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 

梭伦改革的性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奴隶主贵族的自救运动。 

三、梭伦改革的主要措施 

1、颁布“解负令”，废除债务奴隶制度 

①内容：废除平民所欠一切债务；解放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公民；被卖到海外作奴隶的雅典公民有国家出

钱赎回；禁止以人身为担保的借贷；法令同时禁止以土地做债务抵押，规定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 

②影响——打击了贵族势力，解除了债务奴隶制对平民的威胁；并使因欠债为奴的平民重获土地和人身自

由，扩大了公民的基础；经济上的独立，为平民享有政治权利提供了物质保障。 

2、鼓励发展农业和工商业（还改革币制与度量衡制。） 

（影响：扩大了下层平民的就业机会，壮大了雅典城邦的经济实力；稳定了社会物价，保障了平民生活的

稳定；促进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的崛起，巩固了雅典社会多元化社会格局。） 

3、确立财产等级制度 

（梭伦把雅典所有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等级越高；享受的权利越多，应尽的义务

也越多。）  （第一等级可担任一切官职；第二等级可担任除财政官以外的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担任

低级官职；第四等级不能担任官职，也就是有选举权而无被选举权。） 

（意义：财产等级制度打破了贵族依靠血缘门第的世袭特权垄断政权的局面，为工商业奴 

隶主开辟了参政议政的途径。） 

4、推行国家权力机构改革。 

内容包括：恢复公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公民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 

创立“四百人会议”；    设立民众法庭，实行陪审员制。 

（梭伦从雅典的四个部落中各选 100 人，组成“四百人会议”，前三个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当选，但第四等

级没有当选资格。“四百人会议”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主要职责是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预审提案，

准备决议，实际上执掌最高统治权。） 

（意义：改革打破了贵族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为公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提供了制度保证， 

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 

四、梭伦改革的特点和局限性 

1、梭伦改革的特点：带有“中庸”色彩；革命性；崇尚法制。 

⑴“革命性”:触及土地占有关系和打破贵族专权 

⑵“中庸”:既改善平民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地位，又确认财产等级制度和保护贵族特权 

（中庸原则决定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即局限性） 

2、梭伦改革的历史局限性：中庸原则，改革没有彻底解决平民与贵族的矛盾 

五、梭伦改革的影响 

1、改革促进了雅典工商业的发展。（经济上） 

2、改革打击了氏族贵族的势力，完善了雅典政治体制，促进了雅典国家的形成。奠定了雅典城邦民主政

治、乃至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政治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