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北朝都不代表“常态”，但又

都以不同的方式推动了“回归”……

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是举世无双的，但

“连续性”并不是说一成不变，它是

一个动态进程，是在各种波动和变态

中体现出来的……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常态 变态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更迭与民族交融》

变态 与 回归



课标要求：
    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认识三国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
想文化领域的新成就。

一、历史的“变 ”态

政治之变

经济之变

民族之变

思想之变



政治

割据混战
南北对立
政权更迭
门阀政治

经济

人口南迁
衣冠南渡
江南开发
技术进步

思想

科技发展
思想活跃
民族融合
分裂特征

民族

五胡内迁
民族杂处
胡汉互鉴
民族交融



        中国处于单一政权的统治
之下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美]陆威仪《分裂的帝国》

政治之“变”

政权更迭



一、政权更迭

1.三国鼎立



一、政权更迭

◎三国鼎立形势图（262年）

魏

建 立 者：曹丕

都    城：洛阳

起止时间：220-265

蜀 汉

建 立 者：刘备

都    城：成都

起止时间：221-263

吴

建 立 者：孙权

都    城：建业

起止时间：229-280

1.三国鼎立



2.西晋统一进程

一、政权更迭



西晋的统一与灭亡

一、政权更迭

司马昭发
兵灭蜀

• 263年

司马炎代
魏称帝

• 266年

西晋灭吴，
完成统一

• 280
年

著名史学家田余庆先生认为“西晋是低质量的统一”，你是如

何看待这句话的？



     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

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

居半。……戎狄志态，不与华

同……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

怨恨之气，毒於骨髓。

  ——（西晋）江统《徙戎论》

西晋是低质量的统一

内部：宗室争权

外部：民族矛盾

八王之乱

永嘉之乱
分        裂

晋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的一连串的政治残杀和战争，先后有
八个分封为王的皇族参与其中，历史16年之久。

八王之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五胡趁虚而入.



一、政权更迭

4.东晋建立

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朝，
史称东晋。

3.十六国

与东晋同时期的北方割据政权。最主要
的有15个，加上西南地区的成汉，合称
“十六国”。



    阅读教材P28和下列材料，简要回答东晋政治的特点。

 

材料1：（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

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晋书·王敦传》

    材料2：东晋一朝，除最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情势外，

世家大族代有推选，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

等权臣，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

                           ——田余庆等《东晋门阀政治》  

    材料3：若干士族在几个世纪以来长盛不衰、垄断权势，成

为魏晋南北朝最耀眼的政治景观之一。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                         

士族专权 
             ——东晋时期出现的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
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士族：

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名声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

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形成于三国

与西晋，鼎盛于东晋，渐衰于东晋后期至南朝，消亡于隋唐。



一、政权更迭

5.南朝与北朝

    

南朝

宋

齐

梁

陈



南北朝形势



东
汉

魏

吴

蜀

三国（220-280）

西
晋

北方

南方东晋
（317-420）

十六国

宋 齐 梁 陈

南朝（420-589）

北
魏

东魏

西魏

北齐

北周



经济之“变”

 史料1：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而无积聚，

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史记》

 史料2：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宋史》

   问题：阅读以上史料，试回答秦汉时期物资贫乏的江南到了宋代为什么能

成为国家的财富根本？ 

经济重心从北方转移到了以东南为主的南方地区

江南开发



二、经济之变——江南开发

材料一 课本p28页学思之窗

材料二 先秦与秦汉时期，江南农业虽有所发展，但明显落后于经济发展重心黄河流域。魏晋南

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战乱频仍，大量北方人口南迁，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以后，上百万中原人口迁

到长江流域定居。南迁农民具有强烈的农业开发愿望，不仅充实了劳动力资源，也带来了先进生

产工具和技术；他们与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共同开发南方，加速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当时，南方相

对安定，一些统治者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为江南开发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不待贾（买卖）而足……无

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 · 货殖列传》

【课堂探究】阅读上述材料和教材中的相关内容，想一想江南能够得到开发的原因有

哪些？有哪些表现？



1、江南地区开发的原因

材料一 西晋永嘉年间，中原战况频仍。衣冠土族，往往举族
南迁。他们带来北方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加了南方人口。

材料二 江南地区雨量充沛，气候较热，土地肥沃，具有发展
农业的优越条件。…那时候，江南地区战争较少，社金秩序
比较安定。经过南北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江南的轻济迅速
发展起来。

北方战乱

先进技术 环境优越

辛勤劳动

增加劳力

二、经济之变——江南开发



2、表现：

：南方土地大量开垦，农作物品种增加，产量提高。

：纺织、矿冶、陶瓷、造船、造纸等行业都有明显进步。

 

，社会安定，百姓安居乐业，物产丰饶，经济富庶。
东晋“织成履”

（
灌
钢
法
）

二、经济之变——江南开发



小麦推广水稻为主

以长江
沿岸最
为活跃，
番禺是
主要的
外贸港
口。

灌钢法



3、影响

阅读下列史料，试分析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区域开发的影响是什么？

二、经济之变——江南开发

    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

十万顷……荆城跨南楚之富，

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

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

覆衣天下。      ——《宋书》

 随着江南经济的开发，有相当多的

蛮人与汉人杂居。到南朝初年，除了偏

僻地区深山密林之中的部分外，多数蛮

人已同汉人融合较深。

   ——朱大渭《六朝史论》

                                                  

①有利于江南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②奠定了经济重心南移的基础
③推动了各民族交融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问题：阅读教材有关民族交融的知识和下列材料，分析民族交融的方式和具体

表现？
 材料1：这一时期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大分裂大动乱时期，其实深入探究起

来，应该说是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时期。关键就是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各民族在

融合中求同存异，为大一统帝国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2：在湘州蛮区:“ 蛮左……不营农业。(郭) 彦劝以耕稼，禁共游猎。

民皆务本，家有余粮。”    ——张泽洪《魏晋南朝蛮、僚、俚族与汉族的融和》

 材料3：（苻坚）曾经亲临太学，考试学生经义，品其优劣等第，甚至禁卫军

士、后宫掖庭，也皆令读书。 

                   ——陈琳国主编：《中国大通史·魏晋南北朝》（上册）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1、民族交融的方式：汉化与胡化

2、民族交融的具体表现：

①三国：蜀、吴两国加强了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南中、山越）

②东晋至南朝：在江南开发的过程中，许多山区的少数民族也逐步与

汉族相交融

③十六国政权中：大多采用中原模式的国号、年号，学习汉族的典章

制度

④北朝政权中：北魏孝文帝改革，大力推动民族交融（典型代表）



《齐民要术》记载的一些饮食烹饪，如奶酪以及涮羊肉和烤
乳猪等吃法，都来自胡人。游牧民族的舞蹈、音乐也传入内地。
北方受少数民族的影响，妇女与社会接触较多，沿袭到唐朝，妇
女更加自由。 —— 任世江《初中历史课程“点-线”解析》 

汉族传统服装是上衣下裳，所谓的下裳指的是下衣，不是今
天的裤而是裙。裙内的长裤叫绔，无前后裆，类似今天幼童穿的
开裆裤。胡人穿的是裤褶服，褶是短外衣，小领紧身窄袖，裤是
死裆。这种胡服既便于骑马射箭，又利于保暖。就在孝文帝要求
本族改穿汉服的同时，胡服却在汉人中流传开来。

         ——曹文柱、赵世瑜:《飘逝的岁月—中国社会史》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3、胡汉交融——北魏孝文帝改革

①阅读材料，分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原因是什么？

 材料1：北魏在中原建立政权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一广

大地区的民族关系,其中包含如何对待汉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汉族的文化问题。        

                                   ——节选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2：孝文明知鲜卑游牧故习，万不足统治中华，又兼自身深受汉文化

薰染，实对汉文化衷心欣慕，乃努力要将一个塞北游牧的民族，一气呵熟，

使其整体的汉化。                                ——钱穆《国史大纲》

A、民族关系问题是最紧迫的问题 B、孝文帝自身的统一志向

C、鲜卑文化的局限性 D、孝文帝受汉文化的熏染和对汉文化的尊崇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②内容

    帝曰：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
音。……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
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司马光：《资治通鉴》                                     

 （孝文帝）规定宗室诸
王正妃“应取八族及清
修之门”。——何德章
《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

迁都洛阳 改姓氏 说汉语 穿汉服通汉婚

加速封建化，巩固政权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

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地主

阶级的土地并不属于均田范围。中国古代北魏至唐前期

封建政府推行的土地分配制度。西晋末年，中国北方在

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

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

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



北方经济
恢复发展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阅读教材P30史料阅读及下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尝试评价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不加扬弃的全盘汉化，也为北魏后期的统治埋下了无穷的隐患，特

别是孝文帝大定姓族，移植门阀士族制度，在经济利益上一味向鲜卑贵族让步，

这对尚无文化积淀可言的鲜卑贵族来说，无疑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

凡此种种，消蚀了北魏统治者的锐气与活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与冲突，致使北

魏统治迅速由盛转衰，归于灭亡。

——摘编自郝松枝《全盘汉化与北魏王朝的速亡 ——北魏孝文帝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③评价



三、民族之变——民族融合

A、进步性：

B、局限性：

。



北镇之乱

消极：改革激化了鲜卑族内部中原改革派与北

方军镇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导致了北魏的覆亡。



     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最终
被先进民族的先进文明征服。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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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589
年

方式与表现

北魏孝文帝改革

原因

内容（表现）

影响



     北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特殊的道路，从而与直接继承汉
末魏晋传统的南朝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从更长的历史视野来看，
唐代的变化和东晋南朝的衔接，即唐代的南朝化倾向，绝非偶然，乃
是封建社会合乎规律的必然发展。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
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融合了南北两种完全不同文化、制度、经济形势的历史河
流，究竟会找到怎样的出口？

南

北



        南朝以前，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只有一个黄河流域，经过南朝，

长江流域也成为主要基地，中国经济文化的主要基地从此扩大了一倍，

隋唐时期的繁荣就是在这个扩大的基地上产生的。 

   民族大融合的实现，使汉族接受其他少数民族的新鲜成分，所以在经

济、文化上不仅没衰落，而且变的更加兴盛，充满活力。隋文帝能够顺

利完成统一事业，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应该是南北统一的重要条件。

                  ——张鹤泉：《魏晋南北朝：分裂与融合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