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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時代 （五十萬年前－兩萬年前） 

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 

 

舊石器時代 
 

由於北京人（五十萬年前）和山頂洞人（兩萬年前）的出土，證明了中國是世界人種的發源地之

一。使用碰撞或削切的石器。 

 
新石器時代 

 
以彩陶文化（5000B.C.－3000B.C.）和黑陶文化（2600B.C.－1900B.C.）的出土為代表。用打摩

的方法製造石器。 

 

遠古時代（約 5000B.C.－2698B.C.）

－中亞兩河流域誕生古文明、埃及古王國時期─ 

 
傳說中有有巢氏（穴居進步到室居）、燧人氏（漁獵生活）、伏羲氏（畜牧生活）、神農氏（農

耕生活）。後人以燧人、伏羲、神農合稱為「三皇」。 

 

黃帝建國 

（2698B.C.－2574B.C.） 

－兩河流域、埃及進入歷史時代－ 

 
   神農氏（又稱炎帝）傳了幾代後，勢力衰落，天下紛亂。軒轅氏黃帝打敗蚩尤，建都有熊，

成為天下的共主。中國將炎帝和黃帝併列為共同的祖先，後代子孫世稱炎黃後裔。當時人已

有了舟車、弓箭、衣裳、曆法、宮室，黃帝發明了指南車（今天的羅盤），正妃嫘祖發明養蠶

取絲，史官倉頡創書契，是中國有文字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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堯舜禪讓（2333B.C.－2233B.C.） 

 
堯舜兩位賢君把帝位傳給賢明的人，不傳給兒子的方式，叫做禪讓政治。黃帝、顓頊、帝嚳、

帝堯、帝舜合稱「五帝」。 

 

三 代 

夏：2183B.C－1751B.C  商 1751B.C.－1111B.C.  周 1111B.C.－221B.C. 
 
夏朝（2183B.C－1751B.C.） 

      －古印度興起－ 

  
舜傳給了治水有功的大禹，禹要效法舜，但是諸侯卻擁戴他的兒子啟，開始了中國傳子或傳

弟的君主世代相傳的局面，夏朝也因此成了中國第一個王朝。啟死，太康不理政事，后羿攻

佔夏都，少康恢復夏朝，成為中興復國的第一個榜樣。夏到桀，被商湯滅，亡國。 
  
   文化上最大的成就是建築技術和曆法，已知修建大型宮殿，並根據月球運行而制定了農

曆，知道用閏法，稱陰曆，又叫夏曆。因文化水準高，在歷史上夏、華夏，成了中華民族的

代詞。 

   

商朝（1751B.C.－1111B.C.） 

     －巴比倫著名君王漢摩拉比時期、埃及新王國時期－ 

 

   商的始祖名契，契助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商而得名。湯伐傑，即天子位（中國人稱自己的

國家是天下，稱皇帝為天子，認為自己的國家在世界的中間，所以叫中國。）是歷史上革命

的開始。盤庚遷殷，因此商代又稱殷代或殷商。紂王時政治敗壞，被周武王所消滅。商湯伐

傑，周武王伐紂，史稱「湯武革命」。 

 

   商人信天神、地衹、人鬼，崇拜祖先，每年排定日程祭祀，一直延續到現在，形成中國文

化的特色。商人在天文、曆法、冶金術上有很高的成就：認識恆星、行星，可推斷月蝕；用

天干和地支來記日，六十日為一週期，三千年來毫無錯誤，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蹟；冶煉

銅錫等，造舟車，交通發達。 

 

   甲骨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考古學家發現，商人使用甲骨記事，是中國信史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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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1111B.C.－221B.C.） 

西.周：1111B.C.－771B.C  東周：771B.C.－221B.C. 

      

西周：1111B.C.－771B.C  

       －亞述征服巴比倫、第一屆奧林匹克運動會、希臘進入歷史時代－ 

   

   周始祖棄，棄的後人遷到岐山下的周原，因此其部族叫周。周傳到文王時，被商王任命

為西伯，成為西方諸侯的領袖。子武王在牧野一戰討滅紂王，定都鎬（陜西長安縣西南），國

號周。武王死，子成王立，由周公攝政。成王死，康王立，成康二代，天下安寧，是西周的

全盛時代。數傳至厲王，暴虐無道，被人民放逐，宣王立，重振聲威，號稱「宣王中興」。再

傳至幽王，寵褒姒，信小人，犬戎攻鎬京，幽王被殺，子宜臼為平王，遷東都雒邑（河南洛

陽），史稱東周。

 

東周：771B.C.－221B.C.  

      －波斯滅埃及、羅馬共和國開始、蘇格拉底誕生－  

    

  東周時代周天子成為有名無實的共主，諸侯國爭霸稱盟，分春秋時代（前期）和戰國時代

（後期）。春秋時代由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成五霸業；戰國時代由韓、

趙、魏、楚、燕、齊、秦稱雄。秦國結束春秋戰國的紛亂，開創中國歷史上前所未有的大一

統。 

 

   周的社會分上層（王、諸侯、卿大夫、士）、中層（平民）、下層（奴隸） 

三個階級。周代施行封建制度，土地都是貴族的，分公田和私田，周公制「井田制度」， 把

土地劃成「井」字形，每井有九百畝，中間是公田，四周是私田，都由農民佃耕。周公又制

禮作樂，使周代有完善的禮制和音樂，為社會奠定教化基礎。 

 

  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學術思想史上的黃金時代。由於社會的經濟變動，學術不再是貴

族的專利品，貧民也有受教育的機會，因而形成了諸子百家爭鳴的局面，其中最著名的有四

家：儒家（孔子、孟子）、道家（老子、莊子）、墨家（墨子）、法家（韓非子）。儒家和墨家

並稱為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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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221B.C.－206 B.C.） 

China 即 Chin（秦） 

－亞歷山大東征－  

   

   秦滅六國，開創空前的大帝國，秦王政自認為成就超過三皇五帝，把皇與帝合一，自稱皇

帝，這就叫做「秦始皇」。他又認為帝位由他開始傳萬丗，自稱「始皇帝」。傳至二丗胡亥，

四處抗秦，劉邦率軍逼近首都咸陽（陝西省），子嬰（胡亥被臣殺，其侄子嬰被立為王）出降。

傳十五年。 

 

  行郡縣制，厲行中央集權，中國從此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統一文物制度：度量衡、錢幣

（採用秦的圓錢）、語言、文字（採用李斯的小篆，而程邈的隸書也流通民間）、車軌。修建

萬里長城，抵禦游牧民族的南侵。以首都咸陽為中心，築馳道（一條向東到達燕、齊，一條

向南到達吳、楚），便利交通，增進商業的發展。焚書坑儒控制人民的思想。秦始皇專制獨裁，

形罰殘酷，賦役繁重，這些暴政使秦帝國因此而滅亡。 

 

漢朝（206B.C.－220A.D.） 

西漢：206B.C.－8A.D  新莽：8A.D.－25A.D.  東漢：25A.D.－220A.D 

西漢：206B.C.－8A.D. 

       －凱撒被刺身亡、屋大維任羅馬帝國皇帝、耶穌誕生－ 

 

   秦帝國王後，群雄並起，西楚霸王項羽和漢王劉邦兩強對立，項羽在垓下兵敗自殺，劉邦

獲勝，是歷史上有名的楚漢相爭。 劉邦定都長安。採取封建（封功臣、劉氏宗室）和郡縣（直

屬中央）的制度並行。文帝、景帝採用黃老治術，實施道家的無為政治，人民在戰亂後得到

休息，是西漢的太平時代，史稱「文景之治」。 

 

   傳到漢武帝，雄才大略，北伐匈奴，南平百越，東定朝鮮，西至西域，建立一個空前未有

的大帝國，奠定後來中國疆域的基礎。建年號為建元元年，是中國帝王建立年號的開始。改

革幣制，由國家統一發行五銖錢，規定鹽鐵酒由政府專賣，漢朝成為歷史上的盛世，後丗稱

秦漢或漢唐（西方習稱中國人為秦人、漢人、唐人）。 

 

新莽：8A.D.－25A.D.   

 

   西漢（前漢）傳至成帝，被王莽篡位，改國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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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25A.D.－220A.D 

      －耶穌釘死十字架、佛教分裂為東西兩派－ 

 

 東漢光武帝 恢復漢室，史稱光武中興。明帝和章帝同是賢明的君主，史稱明章之治。章帝

以後的皇帝，大多年幼即位，由母后當政，造成外戚當權，皇帝長大結合宦官來殺外戚，外

戚和宦官的衝突成為後漢（東漢）政治的特色。傳至漢獻帝時，曹丕篡位，改國號魏，東漢亡。 

  

   秦漢的聲威遠播，中國與西方、朝鮮半島、日本、南海的接觸日漸頻繁，促成中西文化的

交流、中國文化的東傳、南海交通的興盛、絲路的開通。兩漢社會的變遷：士人的興起、道

教的創立、佛教的傳入（佛教傳入及佛經翻譯最早的開始）。兩漢的學術文化：經學的發達（古

文經、今文經）、史學的發達（司馬遷的通史－史記、班固的斷代史－漢書）、文學（賦和五

言詩盛行）、科技（東漢：蔡倫發明紙；天文－張衡發明渾天儀，製造候風地動儀；醫學－西

漢淳于意切脈鍼灸，東漢醫聖張機著有傷寒雜病論、華佗麻醉開刀）。 

 

魏晉南北朝 （220A.D.－581A.D.） 

三國鼎立（220A.D.－265A.D.）晉（265A.D.－420A.D.）南北朝（420A.D.－581A.D.） 

西晉（265A.D.－316A.D.）東晉（316A.D.－420A.D.） 

 

三國鼎立（220A.D.－265A.D.） 

 

曹魏（220A.D.－263A.D.）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年，曹丕篡位，國號魏，定都洛陽，是為魏文帝。曹丕父曹操平服北方

的匈奴、烏桓。明帝時，日本女王遣使入貢，受封為「親倭奴王」。至司馬炎時，篡位，改國

號晉，魏亡。

 

蜀漢（221A.D.－267A.D.） 

    

   建安二十六年，劉備稱帝，定都成都，仍用「漢」為國號，通稱蜀漢，是為蜀漢昭烈帝。

軍師諸葛亮平服貴州、雲南的蠻族叛亂，融合民族文化。劉備子劉禪向魏軍投降。 

 

孫吳（228A.D.－280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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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權自立為帝（228A.D.），國號吳，定都建業，是為吳大帝。孫權派兵渡海征夷州（今台

灣），是中國經營台灣的開始。傳到孫皓，被晋滅。 

晉朝（265A.D.－420A.D.） 

西晉：（265A.D.－316A.D. 東晉：（317A.D.－420A.D.） 

 

西晉：（265A.D.－316A.D.）

       －君士坦丁大帝頒布基督教為羅馬合法宗教－ 

    

   司馬炎篡魏，是為晉武帝，定都洛陽，統一東漢以來的分裂局面。武帝的兩大政治錯誤：

大封宗族為王、削減州郡兵權，引起八王之亂，州郡空虛，造成五胡（匈奴、羯、鮮卑、氐、

羌）亂華的長期混亂。 

  匈奴人劉淵趁內亂中稱帝，族子劉曜攻陷洛陽，晋愍帝即位長安，被劉曜擄獲亡國。鎮

守在建康（今南京）的琅邪王司馬睿稱帝，是為東晋元帝，定都建康。 

 

東晉：（317A.D.－420A.D.） 

       －羅馬分裂為東西二部－ 

 

晋室南渡，胡人盤據北方，氐人前秦苻堅統一北方，與江南的東晋形成對立。 

於東晉孝武帝太元八年（383A.D.），苻堅率軍南下，與東晉謝安經肥水一戰兵敗，北方再度陷

入分裂。晋恭帝時劉裕篡晉，東晉亡。 

 

南北朝（420A.D.－581A.D.） 

       －西羅馬帝國滅亡－ 

 

   南朝四代：宋（劉裕）、齊（蕭道成）、梁（蕭衍－梁武帝）、陳（陳霸先），都建都於建康

（今南京）。 

 

肥水一戰後北方陷入分裂，最後被北魏太武帝（鮮卑人拓跋珪）再度統一，結束長達一百

三十六年的五胡十六國時期。北魏與南朝形成南北對峙的局面， 

史稱南北朝。 

 

   魏孝文帝時，大力推行漢化政策，從平成遷都到洛陽，胡漢之間相互同化，對於中華民族

的融合與擴大，貢獻極巨。， 

 

  北魏分裂成東魏與西魏，又各自被篡位成北齊與北周，北周並滅北齊，楊堅篡位北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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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號隋，於隋開皇九年，滅南朝的陳，結束魏晉南北朝長期的分裂。 

 

魏晉南北朝的社會經濟與學術文化 

 

   中華民族是一個不斷擴大和發展的民族，胡人自漢朝以來，長期與漢人雜居。五胡十六國

的混亂，胡人在武力上得勝，文化上卻為漢族所同化。形成了中原正統文化與江南土著文化

的相互交流，而北方胡漢的融合、南方文化的交流，出現隋唐盛世和燦爛高度的文化。 

 

   由於北方長期的動亂，經濟破壞，而因江南的開發，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社會經濟顯著

的演變，世族的形成，寒門不受重視。戰亂多，政治黑暗，社會動亂不安，人民生活痛苦，

道教與佛教盛行，士大夫逃避現實，多好老莊思想與清談，談玄學，主要的典籍是老子、莊

子、易經，合稱三玄。 

 

   魏晉文學的代表作品是駢體文，代表作家有陸機、謝靈運，陶潛是有名的田園詩人。史學

的代表作品是范曄的後漢書和陳壽的三國志（四史是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地理學

有酈道元的水經注。 

    

   科學重要的成就當推算學和醫學：南朝祖沖之算出圓周率是三點一四一五九二六－七之間

，比起德國人瓦托於西元十六世紀中葉所發現的圓周率，早了一千一百年。西晉的王叔和寫

脈經一書，敘述人體經脈臟腑的位置和機能，是中國醫學重要的著作。 

 

   在藝術上，鍾繇擅長各種書法，是後世楷書之祖，王羲之擅草書與隸書，後人推崇。 

 

隋朝 （581A.D.－618A.D.） 

－查士丁尼法典完成、默罕莫德創回教－ 

 

   隋文帝楊堅篡位北周，改國號隋。楊廣繼位，是為隋煬帝。剛愎奢侈，不惜人力物力，重

修長城（繼秦後，第二次重修長城），開鑿運河，營建東都，三次遠征高麗，勞民傷財，全國

不安。大業十四年，遭臣屬殺害。隋末，李淵攻入長安，擁立恭帝（煬帝孫），廢帝自立，隋

亡。 

    

   隋煬帝開鑿運河，除廣通渠是東西走向外，其餘永濟渠、通濟渠、江南河、邗溝，為南北

走向，加強南北統一的基礎，對促進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發展，貢獻很大，更成

為後來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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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 （618A.D.－907A.D.） 

－教宗為查理曼加冕為「羅馬人的皇帝」、斯拉夫人建基輔公國、英國貴族和教士組賢人會－ 

 
   李淵，自太原起兵，入長安，廢隋帝，改國號唐，是為唐高祖。兒子李世民唐太宗時，才

完成統一，奠定大唐帝國的盛世基礎。由於太宗知人善任、容納直諫，注意吏治，社會安定，

民生富庶，國威遠播，太宗年號貞觀，史稱貞觀之治。 

 

   太宗死，高宗繼位，初時政績媲美貞觀，卻因寵幸武則天，導致武后的篡唐，稱帝十六年

（高宗死，武后連廢中宗、睿宗），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成為中國歷史上唯一的女皇帝。 

 

   睿宗子李隆基，初期重用賢才，留心民間疾苦，政治清明，成為唐朝第二個盛世，史稱開

元之治。在此之時，亞洲只有兩大帝國，西亞的阿拉伯帝國，東亞的大唐帝國，大唐國勢強

盛，文物昌明，是世界文化的中心。 

 

   玄宗在位晚期，是大唐帝國由盛而衰的關鍵，玄宗天寶十四年（西元七五五年），安祿山

叛變，安史之亂使唐朝的元氣大傷。 

 

   安史之亂後，初期的強盛安定消失了，最後形成籓鎮割據，宦官專權，變亂四起，唐僖宗

時期的黃巢之亂，洛陽與長安先後淪陷，黃巢於長安稱帝，國號大齊，為亂十六年。昭宗時，

宣武節度使朱全忠率軍入京，逼昭宗遷都洛陽，再殺昭宗，另立哀帝後不久篡位，改國號梁，唐

亡。 

    

    唐太宗時代，西北各部族長，共同尊稱太宗為天可汗（全天下的君主），從太宗初年到玄

宗初年，中國具有世界盟主的地位，是當時世界上領土最廣國勢最強的國家。唐代的疆域超

過西漢的全盛時期：東北起至朝鮮，北至今蒙古北部，西北以鹹海為界，西抵蔥嶺，西南與

印度相接，南控有今越南東北部。 

 

   唐代的富強造成了中西文化的交流、東亞的唐化，由於交通便利，商業興盛，外來的移民、

商旅、學生絡繹不絕。外國文化輸入中國的有宗教、醫學、建築、雕刻、音樂、舞蹈、曆法；

中國文物大量西傳，首推造紙術，其他如絲絹及瓷器文物等。亞洲的唐化運動以日本的大化

革新為最著名，學習唐朝的文字、學術、建築、服飾等。 

 

   唐詩是中國詩的全盛時代，絕句、律詩的近體詩，尤為特色，詩仙李白、詩聖杜甫是為代

表。韓愈、柳宗元的古文運動。顏真卿、柳宗元、張旭的書法，畫聖吳道子。唐三彩是唐藝

術的光輝，是以低溫燒製黃綠褐三色的陶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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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的社會、對外族的包容、商業經濟的繁榮，促成了中國光輝的大唐。今日的唐人、唐

人街、唐裝，都是由此而來。 

五代十國 （907A.D.－1279A.D.） 

－羅馬教宗加冕鄂圖一世為「羅馬皇帝」，建神聖羅馬帝國－ 

 

    介於唐朝與宋朝之間的五十四年，中國北方先後出現了後梁、後唐、後晉、後漢、後周

五個王朝，史稱五代。而南方的長江流域及以南的地方，由吳、吳越、前蜀、後蜀、楚、閩、

荆南、南唐、南漢、北漢（除外，不在南方）十國。五代與十國並存，其實是唐末籓鎮割據

的延續。在後周時，被趙匡胤篡位。 

 

宋 （960A.D.－1279A.D.） 

北宋：960A.D.－1127A.D.  南宋：1127A.D.－1279A.D. 

 

北宋（960A.D.－1127A.D.） 

      －基督教分裂、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日本幕府時代、英國約翰王被迫簽署大憲章－ 

 

   趙匡胤在五代後周時掌握中央禁軍，在陳橋兵變中被擁立為帝，建國號宋，建都開封，是

為宋太祖。太祖弟宋太宗繼位，吳越投降，並討平北漢，結束唐末以來分裂的局面，完成統

一。太祖鑑於唐末以來，地方籓鎮跋扈和中央禁軍將帥專橫的教訓，確立強幹弱枝德基本國

策：集權中央、整飭禁軍、提倡文人政治，卻造成宋朝積弱不振，財政與軍政問題尤其嚴重。 

   宋神宗時，信任宰相王安石，全力推行新政，變法革新，以復國、強兵為兩大目標。新政

能切中時弊，卻因王安石過於自信，不能接受別人意見，又引用小人，，遭到守舊人士的反

對，變法失敗，反而引起新舊黨爭。內政敗壞，致使外患問題擴大而成亡國之禍。 

 

   宋欽宗靖康二年，金兵南下，攻陷汴京，徽宗、欽宗兩父子被擄，史稱靖康之禍，北宋亡。 

 

南宋（1126A.D.－1279A.D.） 

      －蒙古第一次西征、英國成為歐洲羊毛紡織業的中心－ 

 

靖康之禍後，宋朝羣臣擁立康王趙構（欽宗弟）於應天（河南商邱）即位，是為宋高宗，

從此進入南宋時代。金兵大舉南侵，高宗逃抵浙江，定都臨安（浙江杭州），形成偏安局面，

華北淪陷於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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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政局與北宋類似，無法解除來自北方的威脅。岳飛等名將抗金，清兵不敢輕易渡江，

而宰相秦檜力主和議，召回岳飛，加以殺害，給與金巨額歲幣。 

 

蒙古崛起，西夏與金先後被滅，元世祖派兵南下，宋恭帝被俘，文天祥、陸秀夫、張世傑

先後立帝昰、帝昺，但大勢已去，陸秀夫在崖山一戰失敗，背負帝昺投海死，南宋亡。 

 

宋朝重視文教事業，士大夫備受禮遇，社會地位崇高。國勢雖弱，但學術文化的成就很高，

宋詞與史學在文化史上地位崇高。 

 

宋代是詞的高峰時期，北宋詞家歐陽修的婉約、蘇轼的豪放，而李清照是宋代最具代表性的

女詞家。南宋辛棄疾、陸游是著名的愛國詞人。唐朝的古文運動到了宋朝才得到普遍的推展，

這要歸功於歐陽修的倡行，唐宋古文八大家，有唐代的韓愈、柳宗元，宋代的歐陽修、曾鞏、

王安石、蘇軾、蘇洵、蘇轍。宋徽宗的書法瘦金體自成一格，米芾父子的山水，宋代的景德

鎮的瓷器，名傳至今。 

 

  宋代重建儒學的權威，又稱道學，也稱新儒學，融合了儒家、佛教、玄學、道教，產生了

著名的理學家，北宋的周敦颐、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南宋的朱熹、陸九淵，強調修心

養性，以達到理想的聖賢人格。宋人推崇論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稱四書，成為宋朝以

後士大夫必讀的書籍。 宋朝的史家善用客觀的考證方法，最著名的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宋

朝的教育有官學與書院兩個系統。 

 

   宋代科技製造發明家輩出，北宋沈括所著夢溪筆談，是中國一部寶貴的科學典籍。宋仁宗

時，畢昇發明了活字版印刷，是印刷發展史上重大的突破。北宋末年，宋軍使用霹靂炮抵抗

金兵。宋徽宗時，宋朝使節出海，用指南針辨識方向。火藥、印刷術、指南針到了宋代，才

達到適當的應用階段，這三大發明的西傳，給世界帶來重大的影響。宋代經濟發展，紙幣的

使用，便利了商旅，首開世界記錄。

 

元朝（1279A.D.－1368A.D.） 

－英法百年戰爭開始－

   

   中國歷史上武力最強盛的時代，就是元朝。元朝的蒙古族散居在蒙古東部到黑龍江上游一

帶，南宋寧宗時，才由鐵木真加以統一，控有大漠南北，各部落給他「成吉思汗」（海內的

皇帝、強盛的皇帝）的尊號，是為元太祖。元世祖忽必烈不滿選汗制度，在開平（大都－北

平）自立帝位，於西元一二七一年定國號元。西元一二七九年滅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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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古在建立元朝以前，曾發動三次西征，兵鋒遠及歐洲，並在亞歐各地，先後建立了四大

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兒汗國。蒙古帝國包括四大汗國與中國本部

的元朝，跨亞歐兩洲，在世界史上是空前的。元世祖除了滅宋之外，並平服高麗，收平大理，

設立雲南行省，兩次征日，南海諸國派使節來朝貢，吐蕃、中南半島等國列為籓屬。元朝的

疆域：東起朝鮮半島，西到新疆，北至西伯利亞南部，南至越南，西南有西康、雲南一帶。 

 

   元代自世祖打破選汗慣例後，爭奪地位遂成了政治敗亂的主因，加上蒙古人以征服者自

居，將統治下的人民分成四大階級－國人（蒙古人）、色目人（西域各部族人）、漢人、南人

（南宋遺民），歧視漢族，引起漢人不服，國勢由盛而衰。元順帝時國政益壞，大都（國都，

今北平）被朱元璋所攻陷，元入主中原，前後僅九十年。 

    

   忽必烈奠定了元朝的政教規模，創立行省制度（是中國行省制度的來源），崇奉喇嘛教，

興建學校，製蒙古文字。 

   

   蒙古帝國跨亞歐兩洲，為維持帝國的交通，於道路沿線設驛站，交通便捷，商港林立，當

時的泉州可稱世界上最大的貿易港。國際貿易發達，南海和印度洋操縱在中國人手中。義大

利人馬可波羅對中國的富庶，記錄在馬可波羅遊記中，使歐洲人嚮往而尋覓新航道，促成哥

倫布的地理新發現。蒙古西征（西元十三世紀，而在西元十一至十三世紀之間，歐洲有十字

軍東征）對東西文化的交流貢獻極大，如火藥的西傳。 

 

   元朝文學的主流是曲，馬致遠的散曲（風格豪放，媲美宋代詞人蘇東坡）和關漢卿的戲曲

（敢於揭發官場的黑暗）最著名。書畫上最享盛名的首推趙孟頫，山水畫風格平實。 

 

明朝 （1368A.D.－1644A.D.） 

－東羅馬帝國亡、哥倫布發現美洲新大陸、葡萄牙發現印度新航線、麥哲倫環航地球－ 

 

明朝由平民出身的朱元璋所建（中國兩個平民皇帝，另一位是漢高祖劉邦），他在西元一三六

八年，於應天（南京）即位，建國號明，年號洪武，是為明太祖，光復大都，元朝結束。 

 

明太祖厲行專制，廢丞相，集國家大權於一身。更為了確保帝國長存，分封諸子為王，鎮

守各要地，不料卻與西漢、西晉一樣，發生骨肉相爭的慘劇，最後由燕王自立為帝，是為成

祖。成祖重用宦官，設置東廠；到了憲宗，成立西廠，宦官為禍更烈。到神宗時，由宰相張

居正主政，丈量田畝，行一條鞭法，政治清明安定。張居正死後無人繼承，明朝內政敗壞。 

 

明朝中葉以後，外患嚴重，南倭（倭寇）、北虜（蒙古）交相侵犯；內部災民與饑民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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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寇，以張獻忠、李自成勢力最強。當時正值清兵叩關，明朝苦於內外受敵。明思宗崇禎十

七年（西元一六四四年），北京被李自成攻陷，思宗在梅山自縊。明朝山海關守將吳三桂，引

清兵入關，清兵擊退李自成後，定都北京，明亡。 

 

明初注重海外的經營，國人從事海外貿易風氣大開，此時，歐洲人發現東來的新航路，葡

萄牙人首先抵達中國。而在奉派出使的行動中以鄭和下西洋最為著名。鄭和本姓馬，服侍燕

王有戰功，賜姓鄭。自明成祖永樂三年至宣宗宣德九年（西元一四零五年至一四三三年），前

後二十九年間，共七次奉使出海，行蹤遍及南洋群島與印度洋西岸，最遠達非洲東部。使中

國聲威遠播，擴展海外通商貿易，促進中西文化的交流，奠定華僑此後在南洋地區的社會經

濟基礎。 

 

明朝遺臣在南方擁立宗室為王，繼續抗清，史可法死守揚州，鄭成功，唐王賜他為朱成功，

民間偁他國姓爺，桂王封成功為延平郡王。反清復明，率兵東征台灣，自鹿耳門（台南市西

北）登陸，荷蘭人投降，台灣光復，鄭經繼續父志。父子二人在台設立郡縣，獎勵屯墾，推

行文教，鄭氏在台，奉明桂王永曆年號，始終忠於明朝。 

 

明朝中葉，因倭寇的騷擾，導致海禁政策的施行，中西商務深受影響。十六世紀中西海上

交通大開，葡萄牙人首先抵達中國，義大利人利瑪竇等來華傳教，將萬國輿圖，介紹到中國，

才知道有地圓及五大洲的地理知識與地圖測繪法。 

 

明末清初，經由傳教士的努力，中國的學術思想（四書、五經）與文物（瓷器製造、建築

設計、漆器），有系統的介紹到歐洲。 

 

宋元時代，雖有火砲、火槍等武器，以後卻未改進。火藥傳入歐洲，歐洲人研究製造成強

大的武器。 

  

 明代文學的主流是戲曲和小說，明中葉以後，戲曲唱腔以崑腔為主，又稱崑曲，著名作家

有湯顯祖等人。小說代表作有施耐庵的水滸傳、羅貫中的三國演義、吳承恩的西遊記。學術

思想明初以理學為主，如王守仁（陽明先生）的知行合一學說，明末顧炎武卻以直接研究經

書，擺脫理學的拘束。藝術上，書法以行草最有名，書畫家有唐寅長於人物，董其昌長於山

水。明代的瓷器以青花最著名，宜興窯生產茗壺（陶器）。 

 

   明朝的科學成就非凡，李時珍著有本草綱目，是一部醫學寶典，內容有相當豐富的植物學、

動物學、化學、礦物學等，明末宋應星著有天工開物一書，極力說明機械生產的便利，明清

兩代的書院主持人，叫做山長，由著名學者出任，部分書院以講習八股文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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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 （1644A.D.－1911A.D.） 

－英國光榮革命、美國獨立、法國大革命、美國南北戰爭、日本明治維新、義大利完成統一、德意志帝國成立、

日耳曼完成統一、日本伊藤博文建立君主立憲政體、愛因斯坦發表相對論－ 

 

   明神宗時，滿州酋長努爾哈赤（清聖祖）起兵叛明，建國號金（後金），定都盛京（今瀋

陽市）。皇太極繼立後，改國號清，是為太宗。清朝為滿州人所建，一般稱為滿清。太宗死，

世祖立，以多爾袞為攝政王，連結流寇，山海關守將吳三桂，流寇李自成攻陷北京，吳三桂

向清兵乞援，引清兵入山海關，清竟因此入主中原。 

 

   清以少數民族入主中國，建國長達二百六十八年，採恩威並施為手段，即懷柔與高壓並重

的政策統治中國。清朝盛世集中在初期：聖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隆），共一百

三十四年，史稱康雍乾時代，媲美漢唐。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到了清代才正式屬於中國

版圖。清朝版圖：東北起自西伯利亞東部（包括庫頁島），東南以緣海為界（包括台灣、舟山

群島等島），南到南海，西南以喜馬拉雅山為界，北到西伯利亞南部（包括外蒙古）。 

 

   清初利用明降將吳三桂、尚可喜、耿繼茂－清初三藩，鎮守邊疆，三藩相繼叛變，康熙時

平定，並收服台灣，完成統一。高宗在位，好大喜功，是清朝中衰的關鍵。  

 

  清初，聖祖與天主教會之間生衝突，教士傳教受限制，世宗明令禁教，高宗將對外通商口

岸裁併，僅限於廣州，結果中西交通與文化交流中斷，世宗以後的一百多年間，是西方世界

進步最明顯的時期，清朝的閉關自大，中西交通與文化交流因此而中斷，喪失了接受外來刺

激以求進步的動力。 

    

   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後，積極向外發展，英人走私鴉片，中國對外貿易變成入超，國民身

心受損，宣宗派林則徐查禁鴉片，因而暴發了鴉片戰爭，中國戰敗，簽訂南京條約，是中國

不平等條約的開始，割地賠款，門戶大開，成為列強侵略的對象，這是中國數千年來未有的

變局。接著英法聯軍打進北京，中國受到更大的恥辱。 

     

   咸豐十一年，開始推行自強運動，經過同治、光緒兩朝，前後三十多年，卻在中日甲午戰

爭（光緒二十年，西元一八九四年）一戰，而終告失敗。只知模仿西方的技術器械，而不能

同時在制度上、思想上有所改革，終究徒勞無功。 

 

   光緒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後，清朝的國勢更衰，俄、英、德、法、日列強劃分勢力範圍，始

中國的領土和主權遭到嚴重的破壞。清德宗光緒皇帝雖有戊戌變法，卻因慈禧太后操持大權，

痛恨列強屢次干涉其內政，乃縱容義和團扶清滅洋，釀成光緒二十六年（西元一九零零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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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德、俄、義、日、奧八國聯軍攻入北京的大禍。光緒二十七年，簽訂辛丑和約，嚴

重影響到中國國防的安全。

 

   八國聯軍之役，俄軍乘機攻佔東北，日本早想據有東北，於一九零四年，爆發日俄戰爭，

俄國戰敗，日俄劃分南滿、北滿為兩國的勢力範圍。 

 

   日俄戰爭結束後，朝野要求君主立憲，立憲運動因而大盛，但清廷無立憲誠意，立憲派激

憤之餘，轉向革命。 

 

   武昌起義時，立憲派和革命黨合作，推翻滿清。 

 

   盛清以小說為主，和唐詩、宋詞、元曲並享盛名。明清小說多屬章回體裁，清代小說的代

表作有曹雪芹的紅樓夢、吳敬梓的儒林外史、李汝珍的鏡花緣、蒲松齡的聊齋誌異。清初的

學者治學方法，從事以經書為主的考證工作（清初大興文字獄，以高壓統治，學者避免談經

世治國之道）。盛清著名畫家中的石濤與八大山人，都是明朝遺民，西洋教士郎世寧，為中國

繪畫開闢一個新方向。盛清瓷器的成就以粉彩為著名，可惜清高宗以後，瓷器衰落。明亡清

興，受西洋教士來華的影響，耶穌會教士湯若望等人，任官於欽天監，為盛清制訂一部新曆

與一座天文台，清朝科學研究以曆算方面最有成績，著名的曆算學家是梅文鼎。 

 

中華民國 （1911A.D.－） 

－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人類登陸月球、兩伊戰爭－ 

 

中華民國的建立，是清末為期十八年國民革命運動持續奮進的結果，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倡導革命的孫文（號逸仙，又號中山），光緒十八年，以第一名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光

緒二十年，見中日甲午戰爭清廷失敗，深知非革命不足以救中國。在檀香山創立興中會，歷

經九次革命的失敗，在清宣統三年八月十九日（西元一九一一年十月十日），於湖北省武昌起

義成功，各省紛紛響應，十一月十日，各省代表團在南京選舉孫中山（後被全國尊稱為 國父）

為中華民國第一任臨時大總統，國父於民國元年一月一日（西元一九一二年），在南京就職。

民國元年二月十三日，清末代皇帝溥儀退位，結束清朝兩百六十八年的統治。 

 

   國父革命的目的在於推翻滿清，建立民國，為了早日使清帝退位，將臨時大總統位置讓位

給袁世凱。袁世凱背叛民國，妄自稱帝，以民國五年改為洪憲元年，為時八十多天。民國六

年，張勳在北京擁護溥儀重登帝位，史稱復辟事件。國父憤恨軍閥違法亂紀，南下前往廣州

為護法運動奮鬥，形成南北對峙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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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民初，由於西方的衝擊，產生大批的新知識分子，漸漸取代傳統的土紳地位，成為社

會上的領導階級。他們在政治上要求民主，在經濟上要求發展各種新企業，在社會上要求自

由與平等，發行書報雜誌，介紹新知識、新觀念，革命的成功與民國後軍閥的打倒，均得力

於新知識份子的貢獻。 

 

   民國三年（西元一九一四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對德宣戰，並進

攻中國膠州灣德國的租界地，想趁機奪據山東，民國四年，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袁世

凱急欲稱帝，於五月九日竟答應日本，史稱五九國恥。民國七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

黎和約採納日本的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的特權，引起民國八年五月四日，學生、工人、商

人罷學、罷工、罷市的五四運動，北京政府不得不拒絕在對德和約上簽字。 

 

   袁世凱死後，各地將領自然結合為派系，造成軍閥割據的局面，南方成立中華民國政府，

選舉國父為非常大總統，陳炯明叛變，蔣中正冒險至廣州救援。民國十三年北方軍閥聯電請

國父北上主持大計，國父在臨行前發表北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不平等條約兩大

主張，國父抱病至北京，於民國十四年三月十二日，因肝病與世長辭，民國是十九年，國民

政府通令全國，尊稱他為 國父。 

 

   民國十四年，國民政府成立於廣州，派蔣中正為東征軍總指揮，消滅陳炯明的殘餘，底定

兩廣。十五年出師北伐，十七年繼續北伐，全國統一。 

 

   民國十七年到二十六年，國民政府從事各方面的建設，根據國父手訂的建國大綱，建國的

程序分為三個時期：軍政、訓政、憲政。北伐完成，軍政結束，訓政開始，民國十七年頒布

訓政綱領，中央實行行政、立法、司法、考試、監察五權分立，民國二十五年，公佈中華民

國憲法草案。 

    

   民國二十六年，日本發動蘆溝橋事變，八年對日抗戰由蔣中正先生領導，民國三十年，西

元一九四一年，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國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民國三十一

年初，盟軍設立中國戰區，推蔣委員長為統帥，指揮中國、泰國、越南境內的盟軍。民國三

十二年，英美與中國訂立平等條約，解除中國百年來所受的不平等條約的束縛。 民國三十四

年，日本無條件投降，八年抗戰，終獲勝利。 

 

   抗戰勝利後，政府在民國三十六年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實施中華民國憲法，選舉總統，

中華民國正式進入憲政時期。但中共勢力卻乘機坐大，日本投降，中共力爭受降之權，阻撓

政府接受淪陷區，民國三十四年，中共在蘇俄的援助之下，由毛澤東領導，展開全面叛亂。

民國三十八年十二月，政府播遷到台灣。中華民國在台灣，如今進入民國九十四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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