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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
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
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
之会盟，夷狄遇之。        ——司马迁《史记·秦本纪》
   
    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仪
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

立国时间晚、地处西陲、备受中原各国鄙视



   血缘分封  天下共主         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         变法图强  群雄兼并

前1046-前771年（西周） 前770-前476年（春秋） 前475-前221年（战国）



秦如何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

1
诸侯势力逐渐强大，

破坏礼法制度。

春秋时期 诸侯争霸

2 4

3

西周时期
分封制与宗法制

秦朝统一

经济发展，农业、工
商业繁荣。

战国时期 变法运动

层层分封，宗族统治。

时空定位

历史解释

寻统一之因



       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
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
息。”       ——《吕氏春秋》

       梁惠王：“天下恶乎定？”孟子：
“定于一。” —《孟子·梁惠王章句》

长期战乱，人民渴望统一。

  “华夏作为族群、文化、国家政权，
在春秋战国时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
族同源共祖的观念滋生发展。”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



1.统一的条件

         秦的大一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大趋势，
具有坚实的基础。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中原地区
与周边地区的联系与交往也比以往更为密切，正如
《荀子》所说，当时已出现“四海之内若一家”的状
况。各国的变法虽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总体目标是
一致的，这种同一性为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
基础。况且分裂割据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各国
各阶层都渴望统一。            ——樊树志《国史概要》

各地经济联系加强，要求打破政治分裂所带来的阻碍。



1.统一的条件

    （秦之）国塞险，形势便，山林川谷
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
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淫荡）汙
（猥亵），其服不挑（佻），甚畏有司而
顺。……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
恭俭、敦 敬、忠信。……入其国（首
都），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
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观其朝廷，其
朝（早）间听决，百吏不留，恬然如无治
者。          ——《荀子•强国篇》  

   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萃并诸侯。
                       ——《史记·河渠书》

秦国地理位置优越，物质
基础雄厚。

秦国地形图

秦国民风淳朴，
吏治清明。



    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则不然。始
与谋国开伯业者，卫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缓赵人，
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
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
诸人之力也。        ——明 张燧《千百年眼》卷四

数代秦王励精图治，广纳贤才



    “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
耕战，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
侯。” 
     （新法）“行五年，秦人富强”，“行之十年，秦民大悦，
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
大治。               ——《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变法，增强了秦的实力
     当他广泛地招揽人才择贤选能时，当他具有运筹帷幄而决
胜千里的雄才大略后，机遇必然地降临到他的身上，让他担负
起沉甸甸的历史使命。                    ——厚夫《漫步秦直道》

秦始皇择贤选能，雄才大略



1.客观条件：
（1）心理：长期战乱，人民渴望统一；
（2）经济：经济发展，要求打破阻碍；
（3）思想：战国中后期，统一逐渐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4）政治：诸侯兼并，完成局部统一。

2.主观条件：
（1）秦地理位置优越，物质基础雄厚；
（2）数代秦王励精图治，广纳贤才，吏治较为清明；
（3）商鞅变法，奖励耕战，国家日益强盛；
（4）理论基础：法家思想。

寻统一之因

（5）个人因素：秦始皇雄才大略。



l秦国采取“远攻近交”的策略，公元前230年挥师

灭韩；公元前228年破赵逼燕； 公元前225年引水

灭魏；公元前223年平定楚国；公元前222年攻克燕

国；公元前221年吞灭齐国。

l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仅用了10年的时间，

秦国就完成了统一大业，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

的新篇章。

     ——赵毅、赵轶峰主编《中国古代史》

六王毕

探统一之路

秦灭六国路线图

时空观念

史料解读



四海一

探统一之路

秦北击匈奴 南征越族路线图

  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
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 ，
委命下吏 。乃使蒙恬北筑长城
而守藩篱 ，却匈奴七百余里。
      ——贾谊《过秦论》

时空观念

史料解读



    材料：东至海暨
朝鲜，西至临兆、羌
中，南至北向户，北
据河为塞，并阴山至
辽东。

——《史记·秦始皇本纪》

成统一之势 时空观念

史料实证北起阴山至辽东

西
西
至
临
洮
羌
中

南至北向户

东
至
海
暨
朝
鲜



定统一之制

阅读教材15页内容，思考秦始皇为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哪些措施？

材料：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皇帝自称“朕”，印称“玺”，命称
“制”，令为“诏”。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
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

皇帝制度有何特点？

皇权至上             皇帝独尊             皇位世袭

史料实证
归纳能力



定统一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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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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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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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守

县令

地方政府

材料：三公和九卿以及列
卿等，都各有自己的府寺，
以及处理日常事务。大事
总汇于丞相，或最后请皇
帝裁决。

——《中华文明史》

特点：各官僚相互
配合，相互制约；
皇帝独揽大权。

三公九卿制

历史思维

史料解读

郡县制



分封与郡县之争

诸侯初破，燕、齐、荆地
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
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王绾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
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
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
为郡县，……置诸侯不便。
                       ——李斯

分封制 郡县制

辩证思维

史料实证

如果你是秦始皇，此时你会听取谁的意见呢？



材料：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秦之所灭都六国耳，

非尽灭三代之所封也。则分之为郡，分之为县，俾才可长民者皆居民上……为天

下计，则（郡县制）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史》

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秦始皇

行郡县制

定统一之制



定统一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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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中央：最早确立皇帝制度。皇帝之下设三公九卿，组

成中央政府。在地方：在地方彻底废除分封制，设立

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其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免考核。

经  济、文  化

社 会 其 他

统一车轨，修弛道、直道；颁布法律；编制户籍；迁

徙六国贵族豪强到关中、巴蜀等地，整顿社会风俗等。

秦始皇

定统一之制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



材料：全国大一统的局面能够为经济发

展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即可以避免一

些纷争和割据，可以减少某些统治阶级

内部的有害战争。……统一集权的政治

环境还有利于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交流和

商品流通。……全国大一统的政治形势

还有利于在非常广泛的范围内交流劳动

人民的生产经验。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

材料：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

曾有过三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政治

和社会结构的大革命。第一次发生在

公元前221年，它结束了封建领主制，

创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帝国；第二次发

生在1911年，它结束了帝国，建立了

民国；第三次则发生在1949年，建立

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评统一之功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在中国历史上有何意义呢？



1、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

面，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

2、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推

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政治、经济、社会

的发展。

3、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国家，奠定了此

后历代疆域的基本版图。

4、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为统一

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材料：秦统一以后,人民可以有一个比较

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秦王朝推动了许

多消除分裂因素的措施，加强了各地区

的经济、文化联系、为我国长期的统一

奠定了基础。这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

着巨大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封

建社会，以高度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屹

立在世界文明的前列，而且能有效地抵

抗外来侵略，保持国家的独立，这与公

元前三世纪秦统一的开创之功，有着不

可分割的历史联系。

——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

评统一之功 史料实证

归纳能力



统一后的秦王朝只存
在了十几年时间，秦
的速亡与秦的暴政有
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中外历史纲要》上

残暴统治
下的秦朝

秦完成统一后实行了哪些残暴统治？



暴虐无道终将亡 逻辑思维

归纳能力

穷奢极欲 大兴土木

寻仙访药 大肆巡游

徭役繁重 刑法严苛

文化专制 焚书坑儒

社会矛盾激化
（根本原因）

秦灭亡具有历史必然性

秦末农民起义
（直接原因）

陈胜吴广起义
失败

刘邦项羽反秦

  秦朝

灭亡



课堂总结

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

秦朝的统一

统一背景 统一进程
巩固君主专制中
央集权统治措施

皇帝制度 三公九卿

郡县制
其他巩固统一的

措施

秦朝统一的历史
意义

秦朝的暴政

赋役沉重

刑法严苛

焚书坑儒

秦末农民起义与
秦的速亡

陈胜、吴广起义

秦的速亡

楚汉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