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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原历史学科中的两门专业课考试科目合并为一门专业基
础综合考试科目，并取消以往各研招单位自主命题、自主阅卷的方式，改行全国统一命题、统一考试
的方法。
同时，教育部考试中心编印了《200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历史学基础考试大纲》（以下简
称《大纲》），对考试性质与目的、考核目标、考查形式与试卷结构、考查范围作了详细的说明。

　　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理解《大纲》，我们组织了全国重点高校历史学科具有多年教学与命题经验
的专家，编制了《历史学基础》备考辅导书。

　　《2011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备考指南:历史学基础》推出之后，以其科学的结构、翔实的
资料、适当的选材、深刻的分析得到了广大考生的高度认可，成为历史专业学生考研必备的一本辅导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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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中国史（上古——1991年）第一章中国古代史（上）第一节中国历史的开端一、中国远古时代的
人类（一）知识要点概括1．一般认为，人类诞生地是非洲和亚洲南部。
2．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是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
3．山顶洞人属于远古人类的新人阶段。
4．人类社会进入文明阶段是在晚期智人后期。
5．人工取火技术最早是由北京人、山顶洞人掌握的。
6．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原始人类是北京人。
7．到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遗存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是北京人遗址。
8．按照人类体质形态进化的程度，可以把原始人类分为猿人阶段、古人阶段（早期智人）、新人阶
段（晚期智人）。
9．原始社会人类使用的最主要的劳动工具是石器。
10．旧石器时代的主要生活手段是采集和渔猎。
11．在我国境内，时代最早的晚期直立人是蓝田猿人。
12．北京人摆脱了杂交的婚姻形态，进人了血缘家族时期。
13．古人阶段的原始人使用的复合工具有石球、绊兽索、飞石索等。
14．火的使用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人类开始吃熟食，促进了人类体质的发展。
15．人类社会最早的组织形式是原始群。
（二）名词解释1．原始群：原始群（约前170万—前10万年）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
当时的人类刚从猿类分化出来，生产能力低，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弱，只有以血缘为纽带结成群体
才能生存，这样的群体就是原始群。
原始群时期是旧石器时代前、中期，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人类称为“直立人”，亦称“猿人”，后
期人类称为“早期智人”。
2．血缘家族：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中出现了按年龄的分工，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
不同年龄的男女生活条件的差异引起不同的反应，人们的思维逐渐进步，杂交的婚姻形态逐渐被排除
，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群团，这就是血缘家族。
它实行同辈婚，同一辈的男女，既是兄弟姐妹又互为夫妻，这就形成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第一个家庭
形态。
3．北京人：1927年首次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洞穴发现，距今约70万—23万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
的化石。
北京人群居洞穴，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使用石器和骨器，已经会使用火。
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北京人身体结构在不断地向早期智人方向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各部分进化不平
衡的特征。
他们已经摆脱了杂交的婚姻形态，进入到家庭发展史上的最初形态——血缘家族时期。
4．山顶洞人：山顶洞人是1933—1934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中发现的一批人类化石，距今
约1.万年，是晚期智人的代表。
化石表明山顶洞人的体质已经非常进步，脑容量达到1300—1500毫升，明显地代表了原始的黄种人。
除了石器之外，山顶洞人大量采用木器、骨角器，其最具代表性的文化是骨针和鹿角棒，他们已经有
了美的观念和初步的宗教意识。
二、氏族公社（一）知识要点概括1．母系氏族文化的代表是仰韶文化，又称彩陶文化。
2．父系氏族文化的代表是龙山文化，又称黑陶文化。
3．远古历史上的“野蛮时代”，即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过渡阶段，是指新石器时代。
4．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位于黄河中游的有裴李岗文化。
5．位于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是河姆渡文化。
6．最早发明弓箭的原始人是山顶洞人。
7．我国开始制造铜器是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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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仰韶文化的居民种植的主要农作物是粟。
9．母系氏族制度转变为父系氏族制度的时间大约是五千多年前。
10．母系氏族社会农业繁荣的标志是各类农具的出现。
11．原始人类第一次改变了自然物性质的发明是制陶。
12．在父系氏族公社时期，被称为考古文化玉器之冠的是良渚文化的玉器。
13．中国文明起源期是仰韶时代后期和龙山时代。
14．原始精神文化达到高级阶段的标志是文字、艺术和宗教的出现。
（二）名词解释1．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的文化遗址之一，位于黄河上游甘
、青地区，因首次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是受仰韶文化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具有地区特点的文化，其时代稍晚于仰韶文化。
2．氏族公社：氏族公社是继原始群之后出现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是原始社会的高级阶段
，是原始社会后期人类的基本社会组织。
其成员使用石器，共同劳动，共同消费，财产为全氏族公有。
氏族首领由氏族成员推选产生，没有特权。
氏族成员过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平等生活。
氏族公社分为两个阶段，即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和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3．青莲岗文化：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1951年首次发现于江苏淮安青莲岗，是江淮下游的父系
氏族公社文化的代表，是良渚文化的基础。
陶器以粗砂和泥制红陶为主，灰陶和黑陶次之。
流行三足器和圈足器，石器有锛、斧、锄、刀、纺轮等。
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但渔猎和采集仍占一定地位。
简答题1．简述母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
答案要点母系氏族公社是氏族社会的主要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妇女居于支配地位，丈夫居于妻方，
辈分从母系计算，财产由母系继承。
这个时期实行族外婚制，就是同一氏族内部不许通婚，只有不同氏族之间的同辈男女可以互为夫妻。
后来发展为对偶婚，就是在互婚的男女群中各有一个主要配偶，但不严格。
因此，所生子女仍知其母不知其父。
这时氏族共财，实行原始共产主义。
母系氏族公社分为初期和发展时期两个阶段，社会经济主要有采集、渔猎、农业种植业和饲养业，女
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主要地位。
2．简述父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
答案要点父系氏族公社是由氏族公社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组织形式。
父系氏族公社的主要特征是：男子居于支配地位，妻子从夫而居，辈分从父系计算，财产由父系继承
。
父系氏族制的产生和农业及饲养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这时，男子不再以狩猎、捕鱼为主，而是代替妇女从事农业和饲养业；农业和饲养业已成为八们的主
要生活来源。
妇女在经济上已退居次要地位，她们的职能已转向主要从事于家务劳动和生儿育女。
于是，母系氏族制瓦解，父系氏族制产生。
这时的婚姻形态也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妇制过渡。
父系氏族公社内部以男子为中心分裂成为若干个大家庭，各大家庭内部又分裂为若干个一夫一妇的小
家庭。
至此，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公社瓦解，代之以地缘为纽带的农村公社形成；以小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制
产生，随着贫富的不断分化，阶级逐渐形成。
父系氏族公社时期为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
3．简述父系氏族公社出现的原因。
答案要点父系氏族公社制度取代母系氏族公社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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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提高促使农业和手工业分工进一步发展，在生活和劳动中男女所起的作用发生变化，以前的
采集业和渔猎业逐渐发展成相对独立的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逐渐分离出来，社会分工使男女逐步向
以上三个部分靠拢，产品出现了剩余。
这种情况使得男子在生产劳动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妇女则在生产中逐渐退居于次要地位，更多
地负担起繁杂的家务劳动。
母系氏族公社制度的颠覆是女性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结果，父权的建立是男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
结果。
4．简述原始社会瓦解的原因。
答案要点（1）私有财产的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氏族公社里开始出现了富有家庭，他们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
（2）贫富的分化。
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发展，氏族首领利用职权占有了更多的财富而成为富人。
比如大汶口文化遗址中许多不同的墓葬就反映了当时贫富分化的情况。
（3）商品交换的出现促进了私有制的发展，从而加速了原始社会的瓦解。
（4）阶级的形成。
为了扩大财富和权势，氏族贵族驱使氏族成员对外进行掠夺战争，把战俘变为奴隶；一些穷苦的氏族
成员也沦为奴隶。
（5）国家的出现。
氏族大会、氏族部落议事会议逐渐由管理公共事务的机关转变为阶级统治的机构；军队、监狱等成为
常设的镇压组织。
随着私有制的产生，阶级国家形成，原始社会瓦解了。
三、我国远古社会的传说（一）、知识要点概括1．我国史前时期两个关系密切的氏族部落是炎帝族
和黄帝族。
2．夏、商、周三代被认为是黄帝的后裔。
3．我们常说的“三皇五帝”中的五帝是指黄帝、颛项、帝喾、唐尧、虞舜。
4．炎黄两个氏族部落发祥于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
5．在传说时代，教导人民制作耒耜、耕种庄稼的是神农氏。
6．中华民族制度文明发端于黄帝时期。
7．与炎帝大战于逐鹿之野的东方夷族的首领是蚩尤。
8．在关于尧、舜的传说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是禅让和治水。
9．中国历史上传说实行“禅让制”的是黄帝、尧、舜、禹。
10．“禹传启，家天下”说明了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
11．华夏族取得了胜利，为黄帝部落在中原的盟主地位奠定了基础的战争是逐鹿之战。
12．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的传说源于我国南方部族。
13．大禹治水采用的方法是疏导。
14．黄帝、颛顼、帝喾所在的时代大致在仰韶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
15．尧、舜所在的时代大约在龙山时代。
16．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黄帝后来被尊奉为这个民族的祖先。
（二）名词解释1．黄帝：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是传说中黄河流域一位著名的部落首领。
相传黄帝与炎帝联合，共同在逐鹿之野大战九黎族，最终黄帝取得了胜利，九黎族首领蚩尤被杀。
后来黄帝又和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黄帝成为了胜利者，黄帝部落就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下去，
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后来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
2．禅让制：禅让制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民主推选部落首领和联盟首领的制度。
在尧、舜、禹时期，尧是部落联盟首领，他年老之后召集四岳十二牧会议，大家共同推选舜为尧的继
承人。
经过长期考察后，尧去世后，舜便继位成为部落联盟首领。
后来在舜年老时，大家用同样的推举方式推选治水有功的禹作为舜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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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方法就是禅让制。
3．神农氏：即我国传说时代的“炎帝”。
炎帝号神农氏，生于姜水。
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在原始农业和原始文化方面，相传炎帝曾经教人民制造耒耜、种植庄稼，促进了
原始农业的发展。
神农时代的另一重大成就是发明医药，传说炎帝神农氏为寻求治病的药物遍尝百草。
还传说他发明了五弦琴、七弦琴，创制了名为《扶持》的舞乐，演八卦为六十四卦。
简答题在黄帝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答案要点（1）物质文明的发展：驯养使用
牛马，发明了车船，学会了打井和养蚕缫丝，开始在战争中使用铜制武器。
（2）精神文明的成就：发明了文字，制定出历法和甲子，美术、音乐、舞蹈创作繁荣起来。
（3）冠冕衣裳的发明具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意义。
（4）中华民族制度的文明：传说黄帝举用风后、力牧等六人为相，这是设官治民的开端。
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这是划分行政区域的先声。
《国语?鲁语上》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名民共财”。
这是给各事物和社会各等级定名，将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等级，分等占有财产。
第二节夏商本周一、夏朝的考古发掘和文化遗址（一）知识要点概括1．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主
要发现于豫西和晋南地区。
2．1956年考古发现的夏文化重点遗址是河南郑州洛达庙遗址。
3．探讨夏文化的主要遗址是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于1959年。
4．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青铜器，属于中国早期的青铜文化。
5．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
6．揭开我国建国后夏文化探讨序幕的遗址是河南登封玉村遗址。
7．二里头文化发现了占地1万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基址。
8．“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于1996年。
（二）名词解释1．洛达庙遗址：1956年发掘于河南郑州洛达庙的夏文化遗址，出土的遗物较多，具有
独立的文化面貌。
由于与二里岗文化有共同因素，而且相对于年代来说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又早于二里岗文化，所以这个
遗址发掘后也被作为探讨夏文化的对象，并将同类考古文化命名为洛达庙类型文化。
2．二里头文化：1959年在河南偃师发现了夏文化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与洛达庙文化属同一类型且更典
型，人们便将此类型文化改称为二里头文化，成为探讨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该文化出现了青铜器，属早期青铜文化；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考古发现的墓葬显示二里头文化时期
已有了明显的贵族与平民的对立；是否出现文字尚未完全肯定。
（一）知识要点概括1．夏朝存在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前1600年。
2．夏朝的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
3．标志着中国国家形成的划时代的大事件是夏启继位。
4．《尚书．甘誓》记载的是夏启与有扈氏开战前的誓词。
5．夏朝政权暂时得以稳定是在夏启打败有扈氏以后。
6．从太康手中夺取了夏政权的是东夷族有穷氏首领羿。
7．夏朝社会矛盾尖锐起来是在孔甲在位时。
8．夏朝的法律叫《禹刑》，监狱叫夏台。
9．传说由禹铸造的国家权力的象征是九鼎。
10．夏朝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夏朝与众多方国部落之间的矛盾。
11．夏朝在国王之下负责管理政务和军事的是六卿。
名词解释1．大禹治水：传说尧舜统治时期天下洪水为害，尧命有崇氏首领鲧治水。
鲧用堵塞之法治水失败，被舜处死，鲧之子大禹奉舜命继续治水。
他改用疏导之法，治水13年。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制服了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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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因此声望日隆，在舜死后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首领。
由于没有了洪水危害，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为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2．涂山之会：禹在确立王权后，为了巩固王权，禹又沿颍水南下，在淮水中游的涂山（安徽蚌埠西
郊怀远县境），大会夏、夷诸部众多邦国或部落的首领，这就是“涂山之会”。
这次大会，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重要标志。
3．甘之战：夏启即位后与有扈氏进行的战争。
居于今陕西关中平原地区的有扈氏对启所实行的家天下不满，启遂率众前往讨伐。
双方在甘（今陕西户县南）地交战。
战前，启在誓师之辞中指责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因此上天才要“剿绝其命”。
启借“恭行天之罚”的名义与有扈氏作战，在舆论上占了优势。
战争的结果，有扈氏被剿灭，启的地位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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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备考指南历史学基础(2010最新版)》：专家权威，掌控应试脉络；精
心打造，内容准确翔实；依据大纲；重点难点突出；仿真试题，注重实战练习。
教育大社与权威专家的强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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