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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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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特征 
  先秦时期，即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时期。 
  （1）政治方面：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确立、发展及逐步瓦解。其中以分封
制宗法制最为重要，其特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巩固王权为目的，中

央对地方的控制相对松散。 
  （2）经济方面：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模
式。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延绵于整个封建社会时期；以家庭为生产、生活
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经济形态；
土地制度经历了由井田制到土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古代以农立国，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的发展既带动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又制

约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3）思想文化方面：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百家
争鸣”。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化带来了思想界的空前活跃，儒家、
法家、墨家、道家纷纷登场，提出各种各样的治国方案；与之相适应，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也得到了发展。这些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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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炼 

一、夏、商、西周时期(约公元前2070—前771年) 

1.政治 

(1)商周实行王位世袭制, 

    西周实行以王族为主体的分封制,周王成为“天下共主”； 

(2)西周实行以血缘为纽带、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

形成“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 

考点一 

先秦(远古—公元前221年)是中华文明的勃兴阶段: 



二、分封制 

  1.目的：对被征服的广大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封建亲戚

，以藩屏周”） 

  2.内容： 

  ①分封对象：周武王把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土地和人民分别授

予王族、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其中多为同姓子弟，让他们建

立诸侯国，拱卫王室。 

  ②被封诸侯的义务：诸侯必须服从周天子的命令，诸侯有为周

天子镇守疆土、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的义务。 

  ③被封诸侯的权利：诸侯可以世袭爵位、设置官员、建立武装

、征派赋役，诸侯还可以对卿大夫实行再分封，卿大夫再将土地

和人民分赐给士。 

   



  

  3.作用： 

 ①加强了周天子对地方的统治，形成诸侯对周王室众星捧月

般的政治格局，周王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地位。 

 ②贵族统治阶层内部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

森严等级。 

 ③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随着诸侯国势

力的日益壮大，西周后期，王权衰弱，分封制遭到破坏。（根本

原因：生产力的发展） 



三、宗法制 

  1.定义：用规定宗族内嫡庶系统的办法，来确立和巩固父系家

长在本宗族内的地位，以保证王权的稳定。 

  2.目的：加强分封制形成的秩序，解决贵族统治之间在权力、

财产和土地继承上的矛盾。 

  3.内容： 

  ①用父系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维系政治等级。 

  ②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核心特点） 

  ③大宗可以命令和约束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 

  4.宗法制与分封制的关系：互为表里。 

  5.作用：保证了各级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有利于

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和团结。 



  

考点训练1、（安徽省六校教育研究会2021届高三第一次素质测） 周朝封建鲁、

卫时，命二国对待殷遗民要“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但封建晋国时，却命晋对

待与戎族杂处的夏遗民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说明周初治理 

  A.皆采用旧制    B.采用周制为主、旧制为辅 

  C.重晋轻鲁卫    D.强调因事而异、宽厚包容 

  【答案】D 

【解析】对鲁卫两国，周要求对殷遗民“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即继续殷商的法律，尊重殷

商传统，以怀柔政策，图求殷商旧族的合作与归顺。而对晋国，考虑晋国实际，实行的是因事而异

的“夏政”与“戎索”的兼施并举方略，既不按商政，又不遵周制，既发扬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又

尊重众戎的习惯法规，做到以夏戎之政，治夏戎之地，以夏戎之法，理夏戎之民。这是一个因时、

因事、因势而变革的求同存异、宽厚包容的建国方略，故选D 。A错在“皆”；材料并未强调周制为

主，故B错；周采取不同政策，并非因为对国家重视程度不同，故 C错。 



核心提炼 

2.经济 

(1)农业:耕作技术经历了从刀耕火种到使用青铜农具的演变; 

夏商周实行井田制。 

(2)手工业:夏商周手工业完全官营,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艺高超。 

(3)商业:商朝时职业商人产生; 

           周朝商人由官府统一管理（工商食官制度）。 



  

 土地制度的演变 

  （1）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 

  （2）商周时期的井田制：一切土地属于国家，本质是王代表整

个贵族占有土地，是以国有为名的贵族土地所有制。 

  （3）土地私有制 

    ①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及推广，大量私田

被开垦，井田制遭到破坏。 

    ②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的

合法性。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

地私有制。 



  

 .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 

  （1）形成时间：春秋战国。 

  （2）条件：农具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 

  （3）内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逐步形成；生产主

要是为了满足自家的基本生活需要和交纳赋税。 

  （4）地位：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生产的基本

模式。 

  （5）评价：农民拥有一定的土地、农具或耕畜等生产资料，具有生产积

极性。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为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

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下，农民需要承担沉重的徭役，小农经济十分脆

弱，每遇灾荒瘟疫，多数农民家庭就会陷于贫困，失去土地或破产流亡。 



  

考点训练2、  

 

 

 

 

 

【考点】古代中国的农业 

【答案】B 

【解析】材料中三篇著作都提到“深耕”的耕作措施，体现了精耕细作

的耕作理念，故选B项。材料只提及耕作措施，并未提及耕作工具，无法

看出铁犁牛耕开始出现，排除A项。 

材料仅提及农业生产中的耕作措施，并不能完整概况人与自然的关系，

无法反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排除C项。 

小农经济指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模式，不符合题意，排除D项。 

故选：B。 

（2020-2021学年广东省六校高三（上）第一次联考试
卷）如表为春秋战国时期有关农业的一些记述。据此
可知当时（  ） 

著作 内容 

《国语》 深耕而疾耰（平整土地）之，以待
时雨 

《庄子》 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 

《孟子》 深耕易褥（锄草） 

A．铁犁牛耕开始出现 B．耕作理念比较先进 C．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 D．小农经济不断发展 

 



  

考点训练3、 （2021·新疆高三月考）《孟子》说：“深耕易耨”。《韩非子》说：

“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吕氏春秋》说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使禾、

麦得到好收成。当时“深耕”得以普及的主要条件是（  ） 

A．农学研究的重大突破               B．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 

C．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               D．二牛一人耕作法的推广 

【考点】古代中国的农业 

【答案】B 

【解析】“深耕”就是利用工具加深耕层，疏松土壤，便于耕种，能够

推动“深耕”普及的主要条件在于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最主

要的条件就是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故选B项；一般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农

书是西汉晚期的《氾胜之书》，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农学研究并没有取得重

大突破，排除A项；重农抑商政策属于生产关系，而“深耕”侧重强调农

业技术条件，排除C项；二牛一人耕作方法始于西汉后期，排除D项。 

 

 

 

 

A．铁犁牛耕开始出现 B．耕作理念比较先进 C．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 D．小农经济不断发展 

 



 3、思想：百家争鸣 

 1.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士”阶层活跃起来，受到各

诸侯国统治者的重用，他们代表本阶层或政治派别的利益和要求，提出自

己的主张；私人讲学出现，平民百姓也开始接受教育。社会上形成一些以

传播文化、发展学术为宗旨的学者和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 



易混辨析：儒家“仁爱”与墨家“兼爱”的不同 

（1）从范围看：前者的范围狭窄，主张“克已复礼”为仁，讲

究阶级性；后者具有广泛性，不分等级贵贱。 

  （2）从代表的阶级利益看：前者代表统治阶级利益，后者

代表小生产者利益。 

    3.评价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

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

发展的基础。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理想和道

德准则。道家思想构成了2000多年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

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的理论武器。 



2.主要流派 

派别 代表 主要观点 

儒家 

孔子 
①思想核心是“仁”；②以德治民；③主张“克已复礼”
；④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 

孟子 
①“仁政”学说；②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③“
性本善”说。 

荀子 
①主张统治者施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②提
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舟民水”）；③提出“
人之性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 

道家 
老子 

①“道”是万物本原；②“无为而治”；③“小国寡民”
；④朴素辩证法思想。 

庄子 
①把世间万物都看作是相对的；②认为放弃差别观念，就
能获得精神自由。 

法家 
韩非
子 

①以法治国；②主张君主集权，建立大一统专制国家；③
“法”“术”“势”三合一。 

墨家 墨子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
节葬”“节用” 



核心提炼 

4.文化 

（1）商代汉字形成完整体系,甲骨文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 

(2)思想: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大发展;

春秋末期的孔子开创儒家学派,经过孟子、荀子的发展,战国后期

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3)科技:战国时期发明了指南仪器——司南;编出了世界上最早的

星表;出现算筹。 



 
  （4）.文学成就 

  （1）《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整理编订，奠

定了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的基础，被后世奉为儒家经典。 

  （2）战国时期，屈原创作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其代表作

《离骚》是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 

 （5）.艺术成就 

  （1）文字：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 

  （2）远古时代彩陶画；战国帛画（代表：《人物龙凤图》）

表明中国绘画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 



  

考点训练4  (2020-2021学年广东省广州市高三（上）摸底)孔子曾与弟子宰

予讨论“三年之丧”的问题。宰予认为为父母守丧的时间可以改为一年，因为

“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孔子问他如此是否心安，

回答说：“安。”孔子说：“如果安心，你便去做吧。”但孔子认为宰予不仁。

这表明（  ） 

A．孔子教育学生未做到表里如一  

B．孔子奉行因材施教的原则  

C．礼在当时已丧失了社会约束力  

D．孔子认为道德要重于实利 

考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答案】D 

【解析】材料“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的大意是服

丧三年，时间太长了，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礼仪必然败坏；三年不演奏音乐，

音乐就会荒废。宰予认为为父母守丧的时间可以改为一年，孔子认为宰予不仁，

说明孔子认为道德要重于实利，故D正确。材料无法体现孔子教育学生未做到表里

如一，排除A。材料信息与因材施教无关，排除B。C表述太绝对，错误。故选：D。 



  

考点训练5  （2020-2021学年湖南省百校联考高三（上）8月考试卷）战国时期，
墨子基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提出“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
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可见，墨子的这一主张（  ） 

A．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思想精髓  
B．蕴含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  
C．突破了宗法制下的人才制度  
D．反映了士人阶层的利益要求 

【考点】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百家争鸣 
【答案】C 
【解析】依据材料可知，反映了墨子的尚同思想，具有高度的集权主

义的特点，蕴含了蕴含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故B项正确。儒家思想没
有集权思想，故A项错误。材料与宗法制无关，而且宗法制在战国时期逐
渐瓦解，故C项错误。墨子代表的是小生产者的利益，故D项错误。故选：
B。 



重难点突破 

1.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夏商周时期，中华早期政治文明处于形成阶段。政治制度有以下

特点。 

  （1）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将国家权力和家族关系结合起来

，分封制和宗法制相结合，形成“家国一体”的局面。 

  （2）等级森严：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核心形成了“周王—诸侯—

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不同等级权利和义务固定，很难逾越。 

  （3）地方权力较大：分封制给予诸侯国较大的统治权力，最高

统治者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4）神权色彩浓厚：王权和神权紧密结合。 

  （5）稳定延续：夏商周政治制度前后沿袭，具有相对延续性和

稳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