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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辅导》

前言

一年一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总是如期而至，虽然不同专业的考生形形色色，但是，取得较好的成绩是
每个考生的心愿。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高效率的复习，便是每个考生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
。本书的编写严格依照2009年考试大纲，尽量覆盖考试大纲所规定的以及有可能涉及的考点，使考生
复习时有所依凭。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历史学基础考试中各内容所占的比例如下：中
国古代史，约30%；中国近现代史，约20%；世界古代史，约20%；世界近现代史，约30%；史学理论
和史学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专门史等方面的内容将有机地体现在以上各部分中。在试卷题
型结构方面，200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历史学基础考试中各个题型的基本结构及具体分值
如下：一、选择题(20小题，每小题2分，共40分)；二、名词解释(8小题，每小题10分，共80分)；三、
史料分析题(2小题，每小题30分，共60分)；四、简答题(4小题，每小题30分，共120分)。考试的目标
依然是：第一，掌握基本史实，了解中外历史发展的主要过程、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第二，掌握基
本理论，能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比较和评价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第三，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并能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读。能辨析史料的价值、偏颇或局
限，获取有效信息；第四，论据确凿，论证严谨，逻辑合理，文字准确。这与2008年考试大纲完全一
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从2007年以来，研究生入学考试历史学专业课由各高校单独命题改为全
国统一考试，经历了2007、2008年，其考试范围、命题方向、试题比重基本定型。与2008年考试大纲
相比，2009年的历史学考试大纲几乎没有变化。唯一的变动是在中国现当代史部分“社会主义发展道
路的探索”一章“经济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改为“发展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这细微的变化绝不只是
表述方式的变化，也涉及考点的变化。“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发展，也包括政治、社会、文化
等各方面。把这一变动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这其中透露给我们的信息是：以后考研命题的趋势，考
查的重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和经济领域了，社会史、文化史的内容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
也是各位考生在复习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应该注意到，这种转变不应该狭隘地理解为中国
现当代史考试方向的调整，也关系到中国古代史、世界古代史以及世界近现代史。因此，考生在复习
时应该注意，不应当把视野局限在以往的政治史、经济史方面，也应该广泛涉猎社会史、文化史、思
想史等方面的知识。因为新大纲与去年的内容基本保持了稳定，那么考试的难度基本不会增加。因此
，考生一定要紧扣大纲，牢固掌握大纲规定的知识点，但是大纲又是比较笼统和宽泛的，每一章节下
的每一个小标题其实都包含很多内容和小知识点，必须认真分析和把握。同时复习的时候要适当跳出
大纲，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加强历史思维能力的训练，丰富自己的学识，多看一些与考纲相关的重要
历史事件的论文，在做简答题的时候可以发散自己的思维，让阅卷老师觉得你知识面比较广，对学术
前沿比较关注，是一个适合做研究的人。同时对知识的复习要做到纵向整理和总结。2009年的考题不
仅会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也需要考生构建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纵贯古今，融为一体
。考纲要求考生要了解中外历史发展的主要过程、基本线索和阶段特征，特别是对一些跨专业的考生
而言，这点非常重要。在复习的时候，只有把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线索搞清楚了，答题的时候思路
才能明确，观点才能全面。最后预祝所有考生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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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辅导》系各名校多位业内教师共同参与编写，紧扣考试大纲的要求及动向，明
确复习要点所在，全面精准地解读大纲内容。各篇所附试题库及其参考答案亦是精心拣选、反复推敲
，书后配有2008年历史统考试题及答案，以期最大程度地帮助考生掌握和熟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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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复习要旨1. 本章作为中国古代史的第一章，由于文献材料的不足所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使其在考试
中出现的几率非常小，所以建议考生在掌握相关基础知识的前提下，不必花费太多的精力和时间。2. 
理解和掌握原始人类的时代划分，各时期的文化特征，同时期或相近年代的不同地域文化的对比以及
相互影响。3. 理解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记载的关于上古的神化和传说，能够熟练分析相关材料所包含的
文化特征。核心考点 1. 中国猿人的分期2.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3. 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4. 氏族制的
特征、建立与瓦解5. 父系氏族公社与母系氏族公社6. 古史传说及其相关特征 大纲解读一、中国远古时
代的人类1. 远古时代我们所说的“远古时代”是指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王朝——夏朝建立以前
的时代，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它包括了中国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直到进入文明
社会以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历史学者通常将其分为原始人群时期与氏族公社时期，考古学者则将其
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2. 原始社会的分期原始社会分为原始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这时
人类使用的主要劳动工具是石器，因此也叫做石器时代。石器时代又分为两个阶段：使用比较粗糙的
打制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这包括了原始群的整个时期和氏族公社的初期；使用磨制石器的阶
段叫做新石器时代，这包括了氏族公社的发展、繁荣时期，直到青铜时代开始前的铜石并用时代。3. 
原始群原始群是人类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是指为了生存由若干人组成一个群体，共同采集和猎取大
自然所提供的食物并抵御外界的风险。这种社会组织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而组成的，但很松散，是原
始社会的初级阶段。原始群时期的人类按其体质形态进化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原始群早期阶段的人
类叫做“猿人”，晚期阶段的人类叫做“古人”。这两个阶段相当于考古学上旧石器时代的早期和中
期。4. 中国猿人的发现我国境内已发现的猿人化石主要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元谋猿人：1965
年发现于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经测定距今约170万年，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蓝
田猿人：1963—1964年发现于陕西省蓝田县的公王岭和陈家窝。经测定距今约80万-65万年。北京猿人
：1927年首次发现于北京房山县周口店的龙骨山洞穴里。经测定距今约70万年。此外，在山西、河南
、贵州、湖北、辽宁等地，都发现了属于猿人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 5. 中国境内猿人发现
的历史意义中国猿人化石及其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表明我国是人类的发源地之一，我们
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活在祖国的土地上，驳斥了中国人种西来说的谬论，并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
创造了人本身”的伟大真理提供了科学依据。6. 猿人时期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猿人以采集植物果实
、挖掘植物根块作为维持生活的主要手段。同时，狩猎也是其生活资料的来源。打制石器是猿人的主
要生产工具。北京猿人的洞穴中保留有成堆的灰烬，说明当时人类不仅能使用天然火，而且能有意识
地对火进行控制使用。猿人时期的婚姻形态还处于杂交状态，与这种婚姻关系相适应，当时的社会组
织形式是原始群。这样的群体是以血缘为纽带而组成的，比较松散。7. “古人”时期的经济生活和社
会组织“古人”也被称作早期智人。智人是和猿人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是比猿人进化得更高的早期
人类。智人分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即“古人”和“新人”。“古人”生存的时间，距今约一二十万
年。我国境内发现的古人化石分布地域更广，内涵也更丰富，已发现的代表性的人类化石主要有马坝
人、长阳人、丁村人、大荔人等。5 A9 ?9 P+ I5 D0 C古人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来源仍然是采集和狩猎
两大部门，使用的工具仍主要是打制石器。这一时期可能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古人时期的婚
姻关系已摆脱了原始的杂交状态，进入群婚的早期阶段，婚姻只能在同辈之间进行，父母和子女间不
得婚配，这叫做“血缘婚”。由这样的婚姻关系结合成的社会组织叫做“血缘家庭”。这是人类婚姻
形态的一大进步。人类的社会组织也开始向母系氏族公社过渡。二、氏族公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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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公社的历史分为母系
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由原始群进入母系氏族公社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业的出现和人
们开始了定居生活。农业、定居生活使人们认识到血缘近亲为婚的危害，从而实行族外婚，这样就进
入了氏族公社。2. 母系氏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是继原始群之后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的人类共同体，是
氏族公社的第一阶段，也是主要阶段。我国古代的母系氏族公社出现于距今约两万年之前，这时的人
类体质形态已进入“新人”阶段，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时期，距
今7000—5000年。3. 氏族制的确立氏族是起源于一个老祖母，有特定的氏族名号，以族外婚为前提，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具有共同信仰的比较牢固的经济生活的社会单位。母系氏族制确立的经济原因是
由于女子在生产中的地位决定的，因为女子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另外一个原因是由
婚姻关系所决定的，因为族外婚仍然是群婚，“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留在氏族内的都是各代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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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孙，这就必然确立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氏族制。4. 母系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在母系氏
族公社的繁荣阶段，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最主要的成就是原始农业的发生。农业生产工具以
石器为主，石器多经过磨光或穿孔，有石斧、石耜、石铲、石刀、石镰等，还有石磨棒、石磨盘等谷
物加工工具。黄河流域以种粟(谷子)为主，江南地区则普遍种植水稻。原始农业的发生具有划时代的
意义，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使人类逐渐定居下来。同时，原始农业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
供了条件，家畜饲养、原始手工业、副业等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才得到发展的。原始农业虽然已经发生
和发展，但采集依然是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其次，家畜饲养业也已发生。家畜饲养业是在狩猎经济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渔猎经济在当时仍占相当重要的地位。原始手工业的发生和发展也是这一时期
的突出成就。当时的手工业以制造陶器为主。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普遍形成了人口
较多、规模较大的长期定居的村落。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处就是比较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村落遗址
，为我们了解母系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和生活情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5. 父权制的确立父权制取
代母权制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男女在氏族中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一时期男
子的劳动由狩猎和捕鱼转向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占据了原来女子从事的经济领域，成为氏族主要经济
活动的承担者，处于主导地位。由于经济地位的变化，父权制逐渐取代了母权制。这时的婚姻形态已
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出现，是父权制确立的标志。父权制确立以后，世系
从父系计算，财产也按父系继承，与母权制的情况正好相反。6. 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是继母系
氏族公社之后出现的一个社会阶段，此时，阶级社会的雏形已经显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父权制的确
立。父系氏族公社婚姻形态处于由对偶婚向一夫一妻制过渡阶段。这时氏族公社其实已经逐渐开始解
体，以男子为中心分裂为若干个大家族，继而分裂为若干个一夫一妻制的家庭，产生了父系家长制。
世系按父系计算，财产和地位由父系继承。7. 父系氏族公社的文化遗存我国境内发现的父系氏族公社
时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龙山文化  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陕西、河南、山西、山东等省，延
续时间较长。大汶口文化  主要分布在山东省和江苏省北部部分地区。齐家文化  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
的甘、青地区。良渚文化  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东部和江苏省南部。此外，属于这一时期的
文化遗存还有东南沿海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广东境内的石峡文化和福建境内的昙石山文化等。8. 父系
氏族公社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母系氏族公社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明了铜器，生产力提高。第二，农业和家畜饲养业都有了很大的
发展。第三，手工业技术有了提高，出现了冶铜业、丝织业等新兴的手工业部门。陶器制造有了很大
的进步，出现了轮制技术，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蛋壳陶，反映了很高的技术水平。手工业逐渐成为
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逐步
发展，男子在农、牧、手工业等生产部门中逐渐居于领导地位，终于导致了新石器时期社会组织结构
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时的男子成为主要的生产者，在生产和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占有较多的社会
财富，私有制也随之发展。男子在经济方面的有利地位引起男子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变化。男子要求
对女子的独占，并要求由自己确认的子女来继承其财产，于是在婚姻家庭形态方面，母系家庭向父系
家庭转化。9. 氏族公社的瓦解随着父权制的确立，私有制的渐显雏形，氏族公社也走到了尽头。氏族
公社的瓦解，让人类文明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时期。此时，私有制确立了，阶级出现了，相应的国家也
呼之欲出。私有制的出现。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原始的财产公有制渐趋瓦解，私有制由萌芽而产生。
私有制的出现主要反映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死者随葬品多寡悬殊的现象严重。当时不仅出现了私有
制，而且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阶级的出现。关于阶级产生的情况，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墓葬
中，齐家文化中有奴隶殉葬的现象。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贫富的不断分化，人们的关系也在重新组合
：富有者成为氏族贵族，成为奴隶主的前身；贫困者往往要承受富有者的剥削和奴役，从而沦为奴隶
。国家的形式。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途径，是在各个发生了阶级分化的氏族部落间的冲突与联盟中形
成的，不同于欧洲历史上任何国家兴起的形式。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存在着许多氏族部落，
黄河上游和中游地区是黄帝和炎帝部落；黄河下游地区是东夷族部落；长江流域是苗蛮部落。在原始
社会末期，部落之间或部落联盟之间，经常因彼此掠夺而发生战争。因此，在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中
，都要设置军事领袖，设置氏族大会、氏族议事会为领导机构，以决定大事，组织指挥战争。这种制
度被称为“军事民主制”。三、中国远古社会的传说1. 古史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我国古代有“三皇
”、“五帝”的传说。《潜夫论·五德志》云三皇，“伏羲、神农为二皇，其一者，或曰燧人，或曰
祝融，或曰女娲。其是与非，未可知也。我闻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从以上记载可知：“三皇”
，即指伏羲、神农、燧人。祝融者，祝，大也；融，光明也。祝融是指带来光明、发明火的部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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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与“燧人”属同一含义。五帝，《史记·五帝本纪》记载的是：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
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重华氏；或有认为五帝是黄帝、炎帝、太皞、少皞、颛顼等。 2. 古史中的
部族首领及其活动领域见于古史中的部族首领有很多，如黄帝、炎帝、太皞、少皞、蚩尤，等等。据
《史记》、《国语》等文献资料记载，黄帝族和炎帝族当是发祥于陕西黄土高原，又逐渐东迁至今河
南、河北一带，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
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任、宿、颛臾等国是太皞的后裔，为风姓。“有济”，就
是济水，即河南东部至山东境内的大川。太皞氏是活动在东部地区以龙蛇为图腾的部族。 少皞，《左
传·定公四年》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也就是说，伯禽被封的曲阜，原为“少皞之虚”
，即少皞活动之地。《说文》云：“赢，帝少皞之姓也。”少皞氏是活动在东夷地区的赢姓部族。《
史记·五帝本纪》亦云：“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
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以上记载说明，蚩尤也是在与黄帝族的斗
争中被杀。涿鹿，《汉书·地理志》“上谷郡”条下有“涿鹿”县。应劭注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
鹿之野。”涿鹿亦在今河北保定易县一带。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颛顼是黄帝之孙，颛顼当是继
黄帝之后的华夏族领袖。帝喾高辛氏，《史记·五帝本纪》认为是黄帝之曾孙，当为继颛顼之后的华
夏族领袖。尧，名放勋。史称“帝喾之子，黄帝之后裔”。尧，又称为陶唐氏，都于平阳，约当于汾
、晋二水流域的翼城一带。 舜，《史记·五帝本纪》云：“帝舜为有虞。”《集解》引皇甫谧曰：“
舜嫔于虞，因以为氏，今河东大阳西山上虞城是也。”大阳，即大河之阳，今山西平陸县境。黄帝、
炎帝、颛顼、帝喾、蚩尤、太皞、少皞、尧、舜皆是活动在黄河流域的部族领袖。在不断的部族冲突
与斗争中，炎帝、蚩尤、太皞、少皞皆曾遭到失败。失败部族的后裔多迁徙他处。而黄帝、颛顼、帝
喾、尧、舜则成为华夏族正统的部族领袖。 3. 古时传说时期的政治特征根据现有文献记载，在此期的
政治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部落联盟首领的号召征伐权力。号令征伐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表
现形式。《史记·五帝本纪》云：“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於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 这里很明显，黄帝轩辕氏对不顺从者，“征之”，“去之”，使“诸侯咸来宾从”
，这种号令征伐，使诸侯“宾从”，实际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拥有这种公共权力，黄
帝才能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然后消灭了敌对势力，使自己的权力得以巩固。
其次，部落联盟首领对部落成员的贡赋榨取。《史记·夏本纪》记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
又云：“众土交正，致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由此可知，虞舜时期已经开始向百姓征收贡赋，并
有了完备的贡赋制度。号令征伐与收取贡赋是公共权力形成的典型特征。黄帝、颛顼、尧、舜已经是
国君(或国王)了。 再次，首领继承的禅让制。中国古代部族实行禅让制度，其领袖是通过禅让选举而
产生的。被推举的人一般是能力强，又有勇力，德才兼备的人。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都是耳熟
能详的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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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辅导》的编写严格依照2009年考试大纲，基本覆盖了考试大纲所规定的以及有
可能涉及的考点，使考生复习时有所依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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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家）
2、对于书的资料可不可以作详细一点的介绍呢？例如它的作者、出版社、出版时间、页数，还有它
的ISBN编号
3、此书内容过于简单，像是给高中生复习历史用的，而且习题内容形式与真题脱节很大，很多题高
中就做过一模一样的！
4、这本书真的很无语，像是学生编的书，买的吃亏了，把我害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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