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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整合(十) 西方文明的源头—古代希腊和罗马 

由“点”发散扩成“面” 



三“线”串珠形成“链” 

政治上，古代雅典逐渐形成了城邦民主政治，为后世民主政

治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古代罗马逐步发展出体系宏大而缜密

的法律，对近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济上，古代希腊、罗马奴隶制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海外

贸易、工商业相对发达，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灿烂的海洋文明 

思想文化上，古代希腊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希腊先贤的思

想都蕴含着西方人文精神的萌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特征，

是近代启蒙思想的源头 



隐性时空记心田 

 

梭伦改革   克里斯提尼改革     伯利克里改革 

自然哲学   智者学派           苏格拉底 

罗马帝国  《十二铜表法》      公民法 

万民法    《查士丁尼民法大全》   



一、古代希腊和罗马政治层面需重点研透的 2 大考向 

热点考向(一)   伟大文明的催化剂——雅典民主政治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维持直接

民主的三

个条件 

①最佳的公民规模(空间维度)； 

②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时间维度)； 

③公民群体(政治共同体)的内聚性 

直接民主

发展中的

三大障碍 

①国家的空间规模的扩大； 

②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时间持续性； 

③与决策成本和政治秩序有关 

城邦公民

特点 

①属于城邦；②热衷政治；③达观进取； 

④与神契约 



雅典民
主制的
意义 

①伟大创举：为人类提供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创造出
法治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比例代
表制等民主运行的方式，为后世民主政治的发展积累
了宝贵经验； 

②有利于正确决策，减少失误； 

③有利于监督政府，减少了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④有利于促进经济、文化的深入发展； 

⑤激发了公民的能动性和聪明才智；重视和强调公民
的民主权利和责任感，铸就了希腊人渴求知识，乐于
探究的民族性格 

雅典民
主制的
局限 

①民主范围狭隘：只是少数男性公民，是以男性为中
心的父权和夫权社会；而且是原始的直接民主，只适
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 

②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是维护本邦统治的工具，对
外则是夺取异邦的财富和奴隶 

③无政府主义：抽签选举和轮流坐庄会导致国家权力
的滥用误用、民主的泛滥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在

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

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伯利克里 

[解读] 材料说明雅典民主政治具有人民主权和法律至上的

特点，这些特点是雅典民主政治的优势。 



材料二 神圣的神灵只会保护自己城邦的公民，外邦人得不

到神灵的庇佑，当然也就无法享受公民的待遇。正如“埃斯库罗

斯的悲剧中一个外邦人对希腊人说的那样，„我不害怕你们的神

灵，我不受其恩惠‟”。 

——摘编自[美]斯蒂芬·G.希斯洛普《全球通史》 

[解读] 雅典公民认为自己与神是签了契约的，神会保佑城

邦的公民而不会庇佑外邦人，这反映出雅典公民对外邦人的排

斥，从中隐晦地表现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材料三 从决策的提出、商议、决定以及执行，公民大会的

一切行为却是完全免责的，这种免责做法甚至被后世学者批评为

“无赖”行为。 

——摘编自杨巨平、王志超《试论演说家与雅典民主政治的

互动》 

[解读]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公民大会缺乏对群体决策必要

的约束机制，这种免责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草率行事的风气。 



[怎分析—据史材史观] 

1．(2018·浙江 11 月选考)有学者研究认为，设立陪审法庭的做

法“恐怕是雅典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点”。支持其观点的

依据是  (  ) 

A．实行抽签选举和轮流坐庄 

B．有利于改变贵族专权的局面 

C．陪审法庭成员以部落为基础 

D．低等级公民参与其中可以领取津贴 



解析：轮流坐庄是“五百人议事会”担当公民大会轮值主席的

方式，不是陪审法庭的做法，A 项错误。陪审法庭作为雅典最

高法院，受理公民诉讼，不迁就贵族也不偏袒平民，一定程度

上改变了贵族专权的局面，B 项正确。以部落为基础的是“四

百人议事会”成员而不是陪审法庭，C 项错误。国家为担任公

职和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发放津贴，并不只是低等级公民可以

领取，D 项错误。 

答案：B 



2．(2018·浙江 4 月选考)卓尔不群的雅典，对人类文明的发展

影响深远。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其民主制的“得”与

“失”表现明显。下列项中属于其“失”的是 (  ) 

①公职选举 ②众多妇女和外邦人不享有公民权 ③民众

组成陪审法庭 ④城邦建立在对广大奴隶专政的基础上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雅典民主政治的失表现在范围上只是少数本邦成年男性

公民的民主，奴隶、妇女、外邦人除外，其民主是建立在对广

大奴隶专政的基础上的，故 D 项正确；公职选举、民众组成陪

审法庭，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积极影响，故 A、B、C 三

项错误。 

答案：D  



3．(2019·江苏高考)“以前的地位显赫的国家官员现在变成了

轮流坐庄的‘贵族’，因而就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了。另外，

国家公务由这么多公民承担，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是一

段十分有益的人生经历。因此，同其他古代国家相比，雅

典拥有更多有智慧的公民。”这意在说明雅典 (  ) 

A．国家官员不再履行管理职责 

B．民主政治提高了公民素质 

C．国家事务应由贵族最终决定 

D．公民教育有利于处理公务 



解析：由材料中公民承担国家公务，并且被认为是一段有益的

人生经历，使“雅典拥有更多有智慧的公民”，可得出雅典的

民主政治有利于公民素质的提高，B 项正确。材料没有反映国

家官员不再履行管理职责，A 项错误。雅典内政、外交等国家

事务由公民大会决定，C 项错误。材料中强调公民参与国家公

务是一种教育，不是公民教育有利于处理公务，D 项错误。 

答案：B 



热点考向(二)   宏大的法律体系——罗马法 

[是什么—明历史解释] 

显著
优点 

一是罗马法是人法，而非神法 
二是罗马法是面向实际而非唯理的法律 

特点 

①罗马法渗透着“自然法”精神，倡导平等、正义、理性、
法律至上的原则； 
②注重形式，高度重视法律程序； 
③其核心内容是调整财产关系，规定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
圣不可侵犯； 
④提倡自由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⑤罗马法律的历史悠久以及罗马的不断扩张，进一步促使
法律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又有鲜明的阶段性 

不断
丰富 
完善
的 

原因 

①共和制的民主化是罗马法发展的基础性因素； 
②罗马的急剧扩张出于对被征服地区的管理，促成了罗马
法的多元化发展； 
③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发展是罗马法不断丰富完善的重要因
素； 
④古罗马法律教育的兴起促使罗马法不断得以完善； 
⑤罗马统治阶级对法律的重视使罗马法在实践中得以升华 



[怎看待—悟史料实证] 

材料一 债务是由债务人清偿或由第三人代为清偿，不论债

务人知情与否，无关宏旨，因为第三人既代为清偿，不论债务人

知情与否，甚或违背其意愿，债务人仍免除其债务。 

——摘自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第三卷第

二十九篇 

[解读] 这段条文为解决债务纠纷提供了明晰的依据，目的

是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反映了罗马法维护奴隶制度和保护私有财

产不受侵犯的本质特征。 



材料二 宁可漏网一千，不可枉屈一人。任何人不能仅因为

思想而受惩罚。人人都应养育自己的后代；任何人若认为自己可

以遗弃孩子，都将受到法律的惩罚。 

——摘编自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 

[解读]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罗马法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如公

正、平等、思想自由等。 

材料三 各省总督应注意各自治市之强制性公务，应依惯例

合理分派，并依年龄和地位而轮换。务使重担不经常压在同一批

人身上而造成自治市人力和资源之枯竭。两子之父不必同时再承

担公共义务。 

——摘自查士丁尼《法学法典》第 50 卷 

[解读] 材料体现了罗马法对市政议员的强制性义务作了规

定，目的是为了维护帝国统治。 



1．罗马《十二铜表法》的颁布对贵族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

击，但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消除，两者之间的斗

争并没有因此而终止。这一法律的颁布 (  ) 

A．推动了罗马立法工作的开展 

B．加速了罗马奴隶制的瓦解 

C．推动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发展 

D．废除了罗马的债务奴隶制 

解析：《十二铜表法》的颁布，虽然没有给平民带来多少好处，

但它毕竟是平民的胜利，因为自此以后，贵族再也不能够随

意解释习惯法，从而推动了罗马立法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故

A 项正确。 答案：A  

[怎分析—据史材史观] 



2．(2018·浙江 4 月选考)古罗马法律制度是人类文明积淀的精

华。他们的法律是基于理性而不是习俗，在长期司法实践

中，罗马人认识到外来民族中有许多法律制度，但是近乎

普遍适用的法律原则只有少数几条，因而他们制定了新的

法律——万民法。下列项中不属于该法律体系的是(  ) 

A．贵族垄断立法权 

B．具有灵活性和实效性 

C．广泛借鉴外邦人的法规 

D．注重调解贸易及财产等经济和民事纠纷 



示例二： 

论题：地理环境不能决定文化的特性 

阐述：地理环境的差异对文化特性的形成不起决定作用。古

代中国和古代希腊文化的差异虽受到地理环境差异的影响，但并

不由其所决定，而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同样

是海洋环境的英国也曾是专制的封建国家，而与中国地理环境大

体相当且拥有广阔平原的美国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结论：以上史实说明地理环境的差异对文化特性的形成没有

决定作用。 



示例三： 

论题：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精神但不起决定作用 

阐述：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不同的文化，农耕文化发源于河

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土地

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地理环境的差异

对文化特性的形成不起决定作用，同样是海洋环境的英国也曾是

专制的封建国家，而与中国地理环境大体相当且拥有广阔平原的

美国却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 

结论：由此可知，地理环境影响文化精神，但文化精神的特

性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只是重

要因素，但不起决定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