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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程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撰。
    重点撰述如下历史过程：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统一的中国国家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中
华文明和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和外部世界联系的形成与发展。
这一叙述逻辑贯通全书，系统地表达了对中国历史进程问题的创新性思考。
    本教程在各有关问题上力求反映学术研究的最新进展，基本完整地把握了传世的与出土的历史资料
及其基础研究背景，大量吸收或讨论了相关领域前沿研究的积极成果。
在此前提下，各卷作者以其长期研究积累，分别阐述了立论明确、论证规范的独到见解。
     第三卷《元明清时期》撰述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中华各民族、中华大一统国家、中华古代文
明的普遍发展和传统经济的局部变化，以及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反抗外部侵略势力并开始尝试向近
代化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
本卷设立了元时期、明至清道光时期和晚清时期的概述部分，进而对各时期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社
会关系、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等展开了较为系统又有新意的阐述，力图体现通史与专门史
的基本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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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姜义华,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章太炎思想研究》、《理性缺位的启蒙》、《中华文化读本》、《史学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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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的统一    二、蒙古国的征服战争    三、漠北的建设与汗国的分裂  第二节 元朝的建立与社会政治    一
、元朝的建立与中国的统一    二、政策的演变与帝位的争夺    三、短暂的改革与政治危机  第三节 民族
压迫与民族融合    一、推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    二、民族融合的缓慢进程    三、边疆治理与经济文
化建设  第四节 社会动乱与元朝的灭亡    一、社会矛盾激化与白莲教的传播    二、农民起义的爆发和地
方割据    三、朱元璋削平南方势力和北伐大都第二章 明至清道光时期概述  第一节 从“洪永盛世”到
宦官专权    一、明初的由乱入治与“靖难之役”    二、从正统到正德年间政治格局的演变    三、明中
期的吏治败坏与社会矛盾  第二节 明末清初的王朝更替    一、嘉靖万历年间的内阁纷争与张居正改革    
二、明末的政治没落与北边危机    三、农民大暴动与清兵入关    四、南明政权的覆灭和郑成功收复台
湾  第三节 暗潜危机的“康雍乾盛世”    一、清朝前期的统治政策    二、边疆管理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和发展    三、思想控制与百年“文字狱”    四、清朝国力由盛入衰的逐渐转化  第四节 嘉庆道光年间的
社会政治危机    一、统治阶级日益衰败    二、财政亏空，边防废弛    三、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
生第三章 晚清时期概述  第一节 外国列强叩关与侵华战争    一、鸦片走私与鸦片战争    二、英法联军
侵华战争    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    四、中曰甲年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第二节 社会动荡与民众
抗争    一、太平天国农民哉争    二、各地的反详教斗争    三、义和团运动  第三节 统治危机与维新变法 
  一、辛酉政变    二、同光年间的洋务运动    三、维新变法运动与戊戌政变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典章制
度  第一节 政治制度    一、中央政治体制    二、地方行政制度    三、教育科举与官员选拔制度    四、法
律制度    五、军事制度  第二节 经济财政制度    一、土地制度与地租形态    二、赋税徭役制度    三、财
政与金融制度第五章 元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  第一节 农业的缓慢进步与边疆的开发    一、农作物的改
进及经济作物的推广    二、农业技术的迟滞与生产的起伏    三、农田水利与边疆开发    四、林业、渔
业和畜牧业  第二节 手工业生产的转型和发展    一、官营手工业向民间手工业的转变趋向    二、手工业
生产的拓展与局限    三、手工业生产方式及其特点    四、近代工业的产生与艰难发展  第三节 商品经济
的活跃    一、国内贸易的发达与商品流通    二、地域商帮及其经营特色    三、城镇经济与市场网络    四
、海外贸易与白银货币的发展    五、西方殖民势力冲击下商品经济的新格局第六章 人口变迁与社会关
系  第一节 人口增长与迁移流向    一、人口数量与地区分布格局的变化    二、人口政策与国内人口迁移
的类型    三、海外移民的激增及其流向  第二节 阶级结构与社会关系    一、社会等级结构与阶级关系    
二、贵族的兴衰更替与阶级关系的复杂化    三、生业的扩展与城乡关系的多样化  第三节 基层组织与
社会管理    一、政府对基层社会管理的演变及其衰落    二、乡族组织与宗法关系    三、民间宗教与秘
密组织第七章 社会生活与风尚习俗  第一节 婚姻家庭与日常生活    一、婚丧嫁娶    二、家庭结构    三、
日常生活与消费趋向    四、运输、商路与交通方式  第二节 社会礼俗与民间习俗    一、社会礼俗的变化
   二、岁时节令风俗    三、民间文化娱乐  第三节 社会风尚的时代特征与地域差异    一、社会风尚的时
代特征    二、社会风尚的民族与区域差异    三、“西风东渐”下的民俗流变第八章 元明清时期的思想
文化  第一节 理学的北传与心学的崛起    一、理学的北传及其官方地位的确立    二、心学的崛起与分化
   三、理学异端与社会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 经世致用与西学为用    一、儒学的“由王返程”与实学的兴
起    二、传统儒学的困境与更新    三、“西学东渐”与“中体西用”    四、大同思想与民权启蒙  第三
节 宗教传播与中西冲突    一、“也里可温”与耶稣会士    二、“礼仪之争”与禁教令    三、不平等条
约下的传教活动  第四节 文学艺术的发展    一、元代杂剧及散曲的成就    二、明清小说与其他通俗文艺
   三、晚清小说的发展与变化    四、绘画与书法艺术  第五节 史学成就与汉学兴衰    一、马端临的《文
献通考》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二、乾嘉汉学的兴盛与衰落    三、官方学术及类书、丛书的编纂
第九章 科学技术的缓慢进步  第一节 元代的科技成就    一、郭守敬与《授时历》    二、王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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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民族压迫与民族融合　　一、推行民族分化和压迫政策　　作为元朝统治者的蒙古贵族
，吸收了前朝完颜金的民族分化政策，根据不同民族及其被征服时间的先后，把各族人民分为蒙古、
色目、汉人、南人四等，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科举名额和待遇及其他方面，有种种不平等规定。
这种人分四等的制度，是元朝法定的等级制度。
　　第一等蒙古人为元朝的“国姓”，蒙古统治者称之为“自家骨肉”，这部分人包括原“尼伦蒙古
”、“朵儿列斤蒙古”各个分部及札刺亦儿、塔塔儿、克烈、蔑儿乞、斡亦刺、八刺忽等。
第二等为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阿速、康里、乃蛮，乞失迷儿、畏兀儿、吐蕃等。
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乞塔、札忽歹，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等族，以及较
早为大汗统治的云南、四川居民，高丽人也属于这一等。
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家歹、新附人，指最后为元朝征服的原南宋境内各族①。
汉人和南人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元朝根据被征服时间的先后，将其分为两等，利用汉人压制南人，以
便分而治之。
　　四等人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
蒙古人居最高统治地位，享有特殊权益；色目人中的上层分子是元王朝统治各族人民的得力助手，在
政治及社会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人；汉人除了少数官僚、地主投靠蒙古统治者而
被笼络、利用外，其余人民与南人同样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南人在四等人中处于最末一等，其地位不
如汉人，连充任官吏的南人在与汉人出身的官吏发生争执时，也要忍气吞声。
蒙古、色目贵族利用民族压迫政策欺凌汉人、南人，其中广大劳动人民更处于最受压迫和剥削的情形
之下。
　　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目的是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权地位，并未给普通的蒙古、色目百姓
带来好处。
元代蒙古、色目平民同样受压迫和剥削，贫苦的蒙古、色目人甚至被贩卖到异乡以至海外作奴隶。
早在至元年间，即有蒙古人子女被当作商品，从泉州港贩卖到“回回田地里”去的记载。
1303年元政府明文规定，对不畏公法将蒙古人口贩人番邦的人要严行治罪，并命令市舶司官员对出洋
船只开航之际多用心检搜，发现“如有将带蒙古人口，随即拘留，发付所在官司解省”，这样严厉的
规定，正反过来说明当时贩卖蒙古人口到海外的事态严重。
1311年，河西地面的色目人站户因经受不住繁重的负担，加之天灾人祸而破家荡业，“致将亲属男女
于权豪势要富实人家典买驱使，不能完聚”。
1320年的情况表明，有回回、汉人、南人典买蒙古人子女的事实，以至在至治改元诏内有“诏书到日
，分付所在官司应付口粮，收养听候，具数开申中书省定夺”的规定。
　　汉人、南人中的广大人民，备受蒙古、色目统治者以及本族中地主的压迫和剥削，是苦难最深重
的人群。
1294年，色目人在江淮以南一带，“将南人男女以转房乞养为名”，给价“诱致收养”，然后再到江
淮以北“货卖作驱”。
据当时被派往江西的监察御史的看法，“不一二年，良人半为他人之驱矣”。
延韦占年问，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驿卒佟锁住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原为江西吉安路泰
和县人，七岁时被路过的骑兵抢掠带往北方，初被卖于刘家，居不数月，又被卖往更北的草地当牧奴
，主人是蒙古人，给他取名字叫察罕，发给羊皮一袭，交给2 000余头羊放牧，告诫说“羊有瘠者、伤
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挞汝！
”开始放牧时，他年纪又小，要往返数十里，餐风饮露，见同伴牧奴中还有十几个与他命运相同的南
方良家子，也是被贩卖去的。
十六岁那年，因羊群发生死伤，自知难免受责，乃决意南逃，一路上忍饥挨饿，好不容易到兴和充当
了驿卒①。
像这样的经历，在汉人、南人中为数甚多。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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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
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
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
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
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枢密院中掌实权的官员为知枢密院事和同知枢密院事等，终元之世，无一汉人、南人担任。
御史台的最高官员为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授”，曾居此位的亦只有以上提到的贺惟一。
　　在地方上，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
各道肃政廉访使，首择蒙古人，缺人选时以色目世臣的子孙充当，其后才参以汉人。
图帖睦尔时，曾下诏“各道廉访司官，用蒙古两人，畏兀、河西、回回、汉人各一人”。
各路、府、州甚至县，均设有“达鲁花赤”执掌实际权力，唯蒙古、色目人才能担任。
1265年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
”元朝统治者曾三令五申严禁汉人、南人充任达鲁花赤，1304年专门下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
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真、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
”1316年再次规定：“有姓汉儿达鲁花赤追夺宣敕，永不叙用。
”只有南方一些偏远且条件艰苦之地，由于蒙古、色目人不愿上任，才以汉人为达鲁花赤，如“两江
”的思明（今广西宁明县东）、太平（今广西崇左县）、来安（今广西田东县）、田州（今广西田东
县东）等路①。
　　元朝统一中国前期，罢废科举，闭塞了读书人的人仕之途，直至1313年才恢复。
科举恢复后，仍有多种民族不平等的措施。
在科目方面，规定蒙古、色目人仅考两场，而汉人、南人则需考三场；元制又规定，如“蒙古、色目
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在发榜方面，蒙古、色目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
在录取名额方面，汉人、南人参加考试的人数要比蒙古、色目人的多得多，但四种人录取的名额却是
一样的②。
　　元朝的刑律条文中，对不同民族的处罚规定存在明显差异。
有关军事政治的法令中民族压迫的色彩相当浓厚，而民事法令条文中的类似歧视也十分明显。
还在1272年五月，蒙古统治者就颁布了“禁止汉人聚众与蒙古人斗殴”的禁令，以后又规定“蒙古人
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诉于有司”，违者严行断罪。
法律又规定，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只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就可了事。
蒙古人打死汉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烧埋银”；但汉人殴死蒙古人，则要处死，并“断付正犯人
家产，余人并征烧埋银”。
不仅如此，元朝法律还规定：“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
诸四怯薛及诸王、驸马、蒙古、色目之人，犯奸盗、诈伪，从大宗正府治之。
”选择蒙古官吏来断案，自然免不了同族人的遮掩和包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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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通史教程（元明清时期）（第3卷）》为《中国通
史教程》第三卷，撰述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期，中华各民族、中华大一统国家、中华古代文明的普
遍发展和传统经济的局部变化，以及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反抗外部侵略势力并开始尝试向近代化转
变的历史演进过程，内容涉及对典章制度、社会经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风尚习俗、思想文化、
科学技术、人口变迁、中外关系等的阐述，力图体现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面貌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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