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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通史专题 1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之隋唐政治经济文化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朝阳学校     刘云峰 

【学习目标】 

以 2017 年新课标为指导思想，以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为立意分析考点内容。 

对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主干知识进行全面、深度、精准分析；通过补充经典材料，

加强对重难点的理解和认识。  

对北京和全国高考真题进行讲解，深度挖掘考题立意和能力渗透，强化经典题在备考中

的运用。 

【学习任务】 

列举唐朝政治制度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了解隋唐时期农业、手工业、

商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概述隋唐时期的科技成就，汉子、绘

画的发展演变，知道唐诗的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2017 年必修课程·中外历史纲要：通过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隋唐

时期封建社会的高度繁荣。认识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制度变化与创新、民族交融、

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領域的新成就。 

【学法指导】 

一、隋唐时期的政治 

1.隋唐政治概况 

政治上：隋唐重建了大一统，但唐朝后期出现了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北宋初期重新

加强了中央集权。在君主专制方面，隋唐进行了制度的创新，两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削弱相

权。 

经济上：唐朝经济空前繁荣，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两宋时期经济繁荣超过了前代，经济重心

完成了南移。 

文化上：隋唐儒学受到挑战，两宋时期理学形成，打破三教合流局面。隋唐两宋时期中国科

技一直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1）三省六部制的确立与完善 

 

三省的分工使在想的权力一分为三，三省六部有分工也有合作，相互牵制和监督，从而

使中枢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加强了集体议政，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

治力量。三省的长官品级较低，这就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三省六部制度的确立和完备，

是中国官制史上的重大变革。历朝基本上沿袭这种制度。 

——《朝阳区目标与检测》P19 

有学者认为，唐代前期中央各级行政机关以及地方诸道州府，行政上皆承受于尚书省。

“有事皆申尚书省取裁闻奏，不能径奏君相;诏令制敕亦必先下尚书省详定，然后下百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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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尚书省  

A. 剥夺中书与门下省的权力 B. 拥有起草诏令制敕的职权 C. 阻隔皇帝与各州府的联系 D. 

成为全国行政运行的枢纽 

（2）科举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①选拔标准：从血缘到才能，更加科学。②选拔方式：由继承到考试，更加公平。 

③选拔范围：从家族到社会，更加广泛。④选拔过程：从固定到流动，更加活跃。 

⑤选拔权力：从地方到中央，更加集权。 

    科举制度确立于隋唐时期。与察举相比，科举制下考生可以“怀牒自列于州县”，自由

报考，且“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没有如“人门兼美”等附加条件。考

试科目中以进士科最为显要，主要考诗赋，即命题作诗。据学者统计，唐代 290 年共取进士

6603人 

依据材料，概括科举制的主要特征 

谁来选拔？政府主导：加强了对选拔官吏权力，加强中央集权。 

怎么选拔？自由报考，公开考试：相对公平，不问门第出身，扩大了统治基础。 

选拔标准？考试内容丰富，考察诗歌，促进文化发展。择优取士，提升了官员的文化素质。 

3）唐太宗与“贞观之治” 

政治方面：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知人善任，虚怀纳谏。完善制度，减少失误。编订唐律，

务在宽简。 

经济方面：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 

文化方面：文德治国、崇儒重孔。完善科举制度。 

民族方面：设置羁縻府州，成为唐代管辖民族地区地方制度。 

册封：西北各族首领尊请唐太宗为“天可汗” 

设置机构：唐攻下西突厥后设置安西都护府，管辖西域。 

和亲：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请求与唐通婚，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和亲。 

对外关系：积极友好、博大开放、兼收并蓄 

统治思想：重视民本 

“贞观之治”的表现：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

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丰收），

斗米三四钱……此皆古昔未有也。 

（4）唐中后期的藩镇割据 

①藩镇的割据的原因：自行任免官吏（行政权）； 

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不受中央委派（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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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税收不上交朝廷（财政权）； 

拥有武装，不听朝廷节制（军权） 

②藩镇割据下唐朝持续原因： 

政治方面：中央与地方的实力制衡 

经济方面：东南财税支持，南方经济开发。 

《新唐书》：“藩镇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

赋……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 

 

二、隋唐的经济文化 

1.隋唐时期的经济 

（1）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生产工具的改进：曲辕犁的使用，传统步犁的定型； 

均田制的进一步推行：巩固了小农经济 

“曲辕代替直辕明显地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大大节省

了畜力，充分有效地利用畜力……曲辕犁成为有唐一代生产工具水平的标志。”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

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杂户

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

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

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

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

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

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

家。其三，对土地买卖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

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

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摘编自唐武德七年（624）令、开元七年（719）令、开元二十五年令 

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均田制的主要内容 

内容：①均田制将土地分为多种类型（口分田、永业田、职分田和公廨田） 

      ②对百姓授田区别对待。授田对象主要是成年男子。 

       ③贵族官僚按爵位和品级的高低分得相应的永业田。（贵族官僚按等级授田） 

       ④各级官僚和官府的职分田和公廨田，所有权归国家。 

       ⑤部分土地可以买卖。 

（2）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丝织业的进一步发展，缂丝技术的出现 

    从自然条件来看，殷商、战国、秦汉、唐代前期都是十分温暖湿润的时期。从近 2000年

的历史气候来看，前 1000年相对温暖湿润，而后 1000年相对寒冷。北方黄河流域相对温暖

湿润的气候使当时的水热条件比后来好，这便更有利于桑树的生长和蚕虫的养育。但安史之

乱以后北方气候开始变寒，特别是南宋以后，北方气候更是变得寒冷。 

简要说明中国古代丝织业中心变化的情况。从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两方面分析变化的原

因。 

情况：秦汉丝织业中心主要在北方地区；唐宋丝织业中心主要分布长江以北地区；元明

清丝织业中心集中在江南地区。 

原因：北方战乱频繁；江南开发；北方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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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制瓷业的进步：唐代瓷窑分布在中原和江南许多地区 

唐三彩为后代彩瓷诞生开辟了道路 

制瓷业在唐代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 

从唐代起，瓷器取代丝绸成为中华文明新象征 

（3）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①国内商贸的繁荣 

原因：国家统一，政治环境安定；农业、手工业发展；商业自身的活跃性；沟通南北的大运

河的开通。 

交通的便利： 

      “炀帝此举为其国促数年之祚，而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者矣。隋虽无

道，然开此三渠，以通天下漕，百世之后赖以通济”。 

——（清）傅泽洪《行水金鉴》 

    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 

——《元和郡县图志》卷六《河阴县》 

    唐沿用隋开辟的大运河。唐高祖、唐太宗在位期间，每年从外地通过运河输送到长安的

粮食约 20 万石。 唐玄宗天宝年间增加到 250 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还能再延续 150 多

年，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靠运河转动的东南财赋支持。大运河把长安、洛阳、涿郡、江都（ 扬

州 ）、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系起来。杭州在中唐以后日益繁华，“万商所聚，百货所

殖……” 

结合材料概括大运河在唐朝发挥作用： 

为京师转运粮食财富，对维持唐朝后期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利于南北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城市商业繁荣。 

城市的繁荣：长安城是国际大都市，广州是重要外贸港口。 

唐朝后期部分繁华的城市出现夜市 

农村地区出现草市 

    扬州隋唐时代为东南水利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国内外贸易都会。唐代扬州是全国最大

的物资转运站和集散地，又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手工业产品以铜镜最负盛名，丝织业、

造船业也很发达。中唐以后，这里成为中央政府倚办转输赋税的重镇。 

——严文明《中华文明史》 

    (唐开元十三年)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

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

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杜佑《通典》 

②对外贸易的繁荣： 

海、陆“丝路”空前繁荣。采取对外开放、友好的政策。设立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 

【2017 年北京卷】在埃及、伊朗、巴基斯坦等地，发现了大量唐代瓷器碎片，其中包

括唐三彩、邢州白瓷、越州黄褐釉瓷等。在我国海南岛东南部海滩和西沙群岛海域，也发现

了成捆叠堆的唐宋时期瓷器。 唐宋时期，广州出现几种新行业：和香（把舶来的香料制成

香品）、解犀（把舶来的象牙和犀牛角进行切割）、译人（翻译）和舶牙（舶来品交易经纪人）．每

年进入广州的外国人约一万人次，广州出现了供外国人居住、经商的“蕃坊”。  

结合所学，概述海上丝绸之路对唐代社会经济的影响。 

（4）经济重心的南移 

①阶段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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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表现：农业生产进步、产量增加；手工业、商业、航运业发达；商业大城市的不断增加 

③原因：北方战乱破坏，人口大量南迁；先进技术的传播与改进；自然条件的优越和充分的

开发 

④影响：南方经济发展、文化重心逐渐南移。 

    经过东吴、东晋、南朝的开发，江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稻麦兼种的作物体系，南方耕地面

积和产量大幅度提高。农业产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在南方出现了像建康（南京）

这样人口上百万的大城市。中唐以后，南方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都会，都在继续

加速发展，逐渐超过了北方。 

——岳麓版高中历史必修二《区域经济和重心南移》 

2.隋唐时期的文化 

（1）隋唐时期文化繁荣的原因 

    隋唐时期，中华文化辉煌灿烂，光照四邻。国家统一强盛，经济繁荣，为文化的繁荣莫

定了雄厚的基础。隋唐尤其是唐朝的统治者，推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为文化发展创造了

有利的氛国。国内各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刚劲、豪爽

热烈、活波的多民族色彩；中国和亚洲、欧洲以至非洲都有频繁的往来，文化上得以吸收外

来的优秀成分。隋唐两代继承发扬了历代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化。 

——《朝阳区目标与检测》P21 

（2）三教合一 

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儒学有了新发展。 

内容 

隋朝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的主张，即“三教合一”。 

唐朝统治者风行“三教并行”政策，即尊道、礼佛、崇儒。 

“三教合一”的潮流弥漫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影响 
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韩愈提出复兴儒学。 

三教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影响思想文化发展。 

    “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纲常是正。农流务本，墨流备世，名流责实，法流

辅制，纵横应对，小说咨询，阴阳顺天，医流原人，杂流兼通，述而不作。……曲士偏执，

党同排异，毋患多岐，各有所施。要在圆融，一以贯之。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

万法一门。” 

——唐肃宗《三教圣象赞》 

（3）唐代的科学技术  
天文学 数学 农学 医学 四大发明 

唐

代 

创制黄道游仪 

创制水运浑象仪 

实测子午线长度 

敦煌算数 陆羽《茶经》 孙思邈《千金

方》 

火药的使用 

雕版印刷术 

最早关于火药应用于军事的记载：公元 904 年，杨行密军围攻豫章﹙今江西南昌﹚，部

将郑璠命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4）唐代文学的繁荣 

①唐诗的繁荣 

    唐代诗歌的成就尤为突出，唐代诗人之众和作品之多都超过了以往各代。仅《全唐诗》

所录就有两千三百多人，近五万首诗。唐诗内容的广泛也是空前的。……它有丰富的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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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内容，也有祖国壮丽的自然景色的画面。……在艺术上，唐诗也达到高度成熟的境地。除

李白和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其他如陈子昂、盂浩然、王维、高适、白居易、韩愈、李贺、

杜牧、李商隐等人，也都各自具有独创的风格，在诗歌史上形成了百花争艳的繁荣局面，使

我国文学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有哪些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代诗歌艺术成就斐然

的主要因素。  

特点：诗人和作品众多，内容广泛，创作艺术高度成熟，风格多样、百花争艳，空前繁荣。 

因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对外交流频繁，科举制度的促进和教育的发展等。  

②唐传奇的产生 

概念：唐人小说的通称 

原因：文学自身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的壮大；佛教的影响。 

评价：标志中国小说渐趋成熟，对后世小说和戏曲发展产生影响。 

（5）书法与绘画 

①隋唐时期的书法：书法艺术达到新高峰；书法理论日趋成熟。 

②隋唐时期的绘画：画圣吴道子《送子天王图》；阎立本《步辇图》 

    隋唐艺术融合南北而又贯通中外，极大地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开放、兼容和创造精神；而

各门艺术中所展现出来的健康爽朗的气骨和恢弘博大的气象，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集中体

现。艺术的内在精神，往往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体现。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