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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第 1课：先秦的政治制度

一、夏商周的沿革

早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就逐渐出现了权力

的萌芽，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实际上就

是史前社会的部落酋长。（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指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

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化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

其实质是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如奴隶制、

封建制、资本主义制、社会主义制。奴隶制社会中受宗

族血缘关系影响明显。）

1.夏的政治制度：夏—中国第一个王朝。（约

公元前 2070年，禹建立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标

志着中国千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

会从此开始。）

（1）世袭制取代禅让制。（禹有意识地扶植其

子启的势力，大禹死后，启杀死了部落推举出的益，儿

子启继位，从此公天下变成私天下。）

（2）世袭制特点：国家成为帝王的私产，王

位在一家一姓中传承（有时父死子继，有时兄终弟及）

。

（3）从公天下到家天下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家天下打破了以前模糊的

界限，统治者就是统治者，被统治者就是被统治者，这

样固定的社会分层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如统治者想

着如何统治，被统治者想着如何为主人服务。如商朝就

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而禅让制只是在不大的原始社

会，这种不严格的角色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

发展，更多分工可以创造更多价值，王位世袭制保证这

种分工的顺利进行。）

2.商的政治制度：约前 1600年，汤建立商朝。

（商时期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

度。）

（1）内外服制度。（商朝最高统治者称王，主要

政治制度是内服和外服制度。内服是商王直接统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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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服是附属国管辖的地方。商王直接控制的范围虽

不够大，但能够支配各方国的地位却建立起来。各附属

国基本保持原有的社会结构，有很大的自主权，有的附

属国还经常与商处于战争状态。）

（2）出现了较完整官制。（商朝中央设有相、

卿、士等政务官，臣服于商的方国首领被封为侯或伯，

定期向商王纳贡并奉命征讨。）

（3）王权与神权结合，国家大事由占卜决定。

（商朝弥漫着神权色彩，商王通过垄断神权以强化王权。

）

3.周：前 1046年，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

朝。（周朝分为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

发建立，定都镐京。东周由周平王建立，定都洛邑。夏

商时期，宗法制与分封制雏形出现，周王将宗法制与分

封制相结合，确立了一套比商朝更严密的控制体系，分

封制与宗法制逐渐成熟。）

二、分封制

1.概念：分封制即古汉语封建（封邦建国）的

原始含义，又叫封邦建国。（分封制是中国早期阶级

社会中政权结构的一种表现形式，一种由部落联盟转变

而来的松散的国家结构形式。在周朝时期，是周王在保

证周王室强大的情况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口划分给诸

侯的社会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除分封制，用郡县

制取代。也有人把夏商周的制度简化为：夏---部落联盟

联合体，商---方国联合体，周---家国共同体。吕思勉依

据社会组织形式曾把中国古代分为三个阶段：部落时代、

封建时代、郡县时代。)

2.主要内容：(1)周王直接统治国都附近的王畿

（指镐京、洛邑及其周围地区）；王畿以外的地方分

封给诸侯，建立诸侯国（诸侯们镇守疆土，保卫王室。

封国国君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级。）；层层分封，形

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森严的等级。（不仅周天

子要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封国内也要进行分封）

(2)诸侯拥有极大权力。（诸侯得到土地和人民，

在封国里享有世袭统治权。受封诸侯在自己的封地里，

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可以设置官职、建立武装、征派

赋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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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诸侯承担一定义务。（服从命令，随从作战，

交纳贡赋和力役，朝觐述职等。）

3.目的：(1)对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的

统治。（即所谓封邦建国，广建诸侯，以藩卫宗周.）

(2)分封的过程也是周人不断扩展势力范围的

过程。

4.分封对象：姬姓王族、功臣、先代贵族。

（同姓亲族是分封的主体，他们的封地居于富庶之地或

战略要地。周人把殷商遗民迁徙到姬姓封国区域内以利

监督，还恢复了一些被商灭掉的古国以牵制商人。异姓

诸侯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有功臣、姻亲，也有原来

的附属国。这一封建制度，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分封子

弟与亲戚，在紧要的地点戍守，彼此援助，构成一个庞

大的控制网络，另一方面是笼络不同文化的族群，寻求

合作。）

5.重要诸侯国：王族之国（如武王弟周公旦封鲁，

召公封燕，成王弟封晋等）；功臣之国（如姜尚封齐）；

古圣先王后裔之国（如黄帝后裔，尧后裔，大禹后裔）

；舜后裔各有封国(如越巴等国)；殷人后裔之国

（如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即封于宋灭人之国不绝人之祀）

。

6特点：（1）周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天下共主。

（2）诸侯是周王的臣属，必须服从于周王的

命令。（西周诸侯国与王室的关系比商代附属国密切，

臣属关系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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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层层分封。

7.周代的阶级：统治阶层：天子（王畿）---诸

侯（公侯伯子男，封国）---卿大夫（采邑）---士（不

能世袭的食田或俸禄）。（诸侯与卿大夫享受世袭继承的

爵位，拥有土地权与统治权。士受文武合一的教育，以

打仗为主要任务）；平民（多为身份职业世袭的农民，

土地为贵族所有，农民有供奉粟米、力役的义务，少数

为贵族蓄养的工商业者，称为工商食官）；奴隶（主要

来源是战争的俘虏或犯罪的平民，平民与奴隶是劳动生

产的主力）。

8.影响：（1）稳定了统治秩序，开发了边远

地区，扩大了统治区域。

（2）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为华

夏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逐渐凝聚成华夏的国家意识）

。

（3）国家政权由松散走向紧密，是一种制度

创新。（打破了夏商的部落国家和方国联盟状态。）

（4）诸侯权力过大，容易造成尾大不掉形式，

形成割据状态。

9.瓦解的原因：（1）井田制的瓦解。（分封制

建立在井田制基础之上,没有井田制就没有分封制,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井田制被废,分封制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分封

制和井田制是西周奴隶制国家强盛的政治保证,所以随着

奴隶社会的消亡,分封制必亡。）

（2）分封制导致分裂，结束分裂，实现统一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争霸战

争的需要,各国多以其国土置县,分封制逐渐式微。诸侯的

崛起,霸政时代开始.为迎合需要,郡县萌芽,世卿世禄式微,

上下阶级被打破,平民地位上升,教育权力下放.宗法随时

间淡化,分封制面临崩溃.春秋诸国,吞并小弱,大抵以其国

地为县.因灭国而特置县,因置县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渐

变为郡县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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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王室衰微。（春秋时，周王权力变小，再

无法实行分封。周天子在地位上的变化是其封建制度瓦

解的重要原因）

10.瓦解的表现：周王失权，小宗取代大宗。

（平王东迁，王畿缩小，王室落入诸侯的卵翼之下，分

封体制已名存实亡。楚庄王问鼎事件，是诸侯国对分封

制的公开挑战。春秋战国时期，大国兼并小国。小宗取

代大宗，如晋武公杀晋侯瑉继位。卿大夫夺位，如三家

分晋、田氏代齐，时有发生，各诸侯纷纷称王，名号与

周天子相等。战国时期各大国国君不再满足原来的封号，

先后改称王。战国末期，周王室偏居一偶，大部分王室

土地被秦国吞并，完全丧失分封大权。）

11.分封制的残余：（1）汉初的郡国并行制。

（郡县制度有利于君主的集权，但易使皇室孤立无援；

封建制度有助于屏障王室，但易生内讧；汉初，刘邦封

刘氏子孙为诸侯王，建立诸侯国，地位高于郡县。景帝

时，爆发七国之乱。）

（2）西晋的八王之乱。（晋武帝鉴于曹魏缺乏

宗室辅佐，造成王室孤立，而导致灭亡，所以大封宗族

为王，并派他们掌握兵权；结果，惠帝时发生八王之乱，

更导致五胡乱华。）

（3）明代靖难之役。（明太祖为确保帝国长存，

分封诸子为王，分镇各地；结果，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

役，自立为成祖。秦灭六国，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

逐步崩溃。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

然在平民政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

）

三、宗法制

1.概念：按照血缘亲疏分配权力。（宗法制度是

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氏族贵族按血缘

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于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是

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和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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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的：解决贵族权力分配的矛盾。（解决家族

成员之间在权力、财产继承上的矛盾，协调家族内部关

系；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爵位和财产不致分散或受到

削弱；确立和巩固父系家长在本宗族中的地位，维系统

治秩序。）

3.内容：（1）嫡长子（宗子）继承制。（嫡长

子是土地、财产和权力的主要继承者，有主祭祖先的特

权。立嫡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法

定继承人首先是嫡长子中的长子，没有嫡子时从庶子中

择其母亲身份最高者，同等条件下年长优先。嫡长子与

众子的关系具有双重性，即具有血缘上的兄弟关系和政

治上的君臣关系）。

（2）严格的大宗小宗体系，小宗必须服从大

宗，大宗小宗具有相对性。

（3）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一致。（周代封建社

会的上层，君统与宗统叠合，政治伦理和亲族伦理合一。

）

4.对当时作用：（1）把家和国密切地联系起

来，王权较前代有所强化。（使君统与宗统结合起来）

（2）稳定等级结构，保持贵族的政治特权、

爵位和财产权不致分散或受到削弱。

（3）凝聚宗族，防止内部纷争。

5.对现在的作用：（1）积极：①有利于社会

和谐与稳定。（注重家庭关系，提倡尊老爱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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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尊宗敬祖、认

祖归宗、寻根祭祖风俗。）

（2）消极：①传宗接代观念，重男轻女思想。

②等级观念严重。

③任人唯亲。（容易产生家族本位、人情关系和任

人唯亲等不正之风，与现代民主思想相违背，影响我国

的政治建设。）

6.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互

为表里。（分封制与宗法制是支撑周朝政权的两大支柱。

宗法制是分封制的基础，是维系分封制的血缘纽带。分

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

7.宗法制度的瓦解：（1）小宗上升发展，大

宗沉沦下降。（王室内部：周幽王废储君嫡长子而改立

庶子，导致西周灭亡；东周王室的继承之争，造成王室

尊严扫地，天子地位低落；各国兼并激烈，诸侯国内大

夫专政。）

（2）人才的流动方式发生变化。（西周：世官

制，人才进用限于本国的宗室子弟，并且是依照身份等

级任命。东周：因列国的竞争与尚贤思想的流行，发生

了重大变革，不受限于身份等级和宗法传统，出现许多

布衣卿相，如管仲、苏秦、笵锥、吕不韦等。不受宗法

血缘限制，如楚才晋用，游士择主而事，各国盛行养士

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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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央集权政治流行，有计划裁抑贵族。

（如楚国吴起、秦国商鞅等，他们以定额的谷禄代替土

地分封，分封阶层向编户齐民转变。）

四、维系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工具：礼乐制

1.内容：礼乐制度要求不同等级都安于名分，

遵守礼制，不得僭越。（礼是维护贵族等级秩序的典

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乐是配合礼进行维护等级差别的乐

舞。）

2.目的：巩固贵族的身份地位，协调统治阶级

内部矛盾，更有效地统治人民。

3.实质：维护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工具。

4.影响：维护了西周政治稳定，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影响。（一个人要懂礼数）

5.瓦解：春秋后期，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

（春秋时期的鲁国季孙氏八舞于庭，孔丘斥责说：是可

忍孰不可忍也。）

五、中国早期（夏商周）政治制度的特点

1.王权和神权结合。（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统

治者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天的行为，国家大事都通过占

卜来决定，依据上天鬼神的意志治理国家，王权具有神

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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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族权和政权紧密结合，

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在原始社会，基本的社会关

系是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这种社会结构在国家诞生后

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中国古代的早期国家---夏商周

三代的政治、法律和选官制度，都带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形成了以宗法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用分封制作为治理

国家的基本方式，用世卿世禄制作为选拔官吏的基本方

式。这种制度体系，以西周最为典型。用族权来维护王

权，将政权固定在贵族的家族范围内，并按照血缘关系

的亲疏远近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地位，家国同构，

亲贵合一。）。

3.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无

论是商朝的方国，还是周朝的封国，自治权都很大，天

子的身份只是共主，对诸侯下属的领地并无实际的治权，

与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相比，王权十分有限。）

4.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演变（春秋时出现了

郡县制），由部族、方国联盟向天下共主演进。

5.官僚都是贵族，有封地而无俸禄。（下级向上

级纳贡不属于国家税收性质。）

6.周文化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主要体

现在宗法制）。

第 2课：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概述

1.概念：(1)专制主义与民主政体相对立。（专

制主义特点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

身，是一种决策方式。）

（2）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中央

集权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

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控于中央，

是一种管理方式。）

（3）两者之间关系：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

皇帝一人。（专制主义王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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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王权削弱时，往往是中央集权不利

时。）

（4）两大矛盾：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