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葡萄牙、西班牙（最早的两个海上霸权国家）

1. 葡萄牙的国家情况：

土地面积不到十万公里，四周又战火连绵，强大的君主制，于是葡萄牙人便将目光投向了

被称作“死亡绿海”的大西洋。

▲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前人们没有冰箱，只能依靠香料来保存食物。但当时的香料贸易已

经被他国垄断，商路也被其他帝国阻断，无论是神圣的宗教还是世俗的贸易都需要找到措

施来扭转这一趋势。于是，葡萄牙人将目光投向了海洋。

2. 恩里克（王子）启动葡萄牙征服海洋的路程。

1460年，恩里克王子去世，他一生从未亲自出海远征。

3.1487年7月，若昂二世国王派迪亚士率三艘帆船继续南下，半年后，船队遭遇了一次特大

的风暴，因此将他们遭遇风暴的地方命名为“风暴角”（迪亚士取名），后来被若昂二世

改名为“好望角”。

4.西班牙的收复失地运动，战争共经历了8个世纪。

伊莎贝尔女王（美丽，爱干净）亲自督战，当时格兰纳大海属于摩尔人的统治之下，后来

在1492年1月2日，伊莎贝尔女王夺下了格兰纳达，摩尔人弃城投降，女王和其丈夫一起住

进了阿尔汗布拉宫，西班牙正式成为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女王共用了23年的时间建立了

一个统一的国家）。

1492年1月，伊莎贝尔女王第三次召见哥伦布（哥伦布在葡萄牙受到了国王的拒绝，受不到

重视）。哥伦布与西班牙皇室的谈判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最后签订了合约（哥伦布可获得

发现地财富的十分之一，可免税）

5.1492年8月3 日，哥伦布率三艘帆船出海（向西—向西—

再向西），可是航行了很长时间还是没有看到任何陆地，孤寂加上看不到希望，船员们开

始激愤，声称要叛乱，哥伦布说再走三天，假如三天还是看不见陆地，那么船队就返航。



结果在这三天中，哥伦布的船队果真就看到了他们希望的新大陆，他们看到的陆地其实是

今天北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但是哥伦布认为这就是印度，由于哥伦布的误判，这块土地上

的原著名就获得了一个与他们毫不相关的名字“印第安人”。

哥伦布在凯旋的时候，一方面到达了里斯本，若昂二世接见了他，哥伦布来带来了两个印

第安人，若昂二世让这两个印第安人用豆子摆出世界的面貌。

▲常识：10月12日是西班牙的国庆日。

6.1494年6月7日，通过一年时间的讨论，在罗马教皇的主持下，这两个国家在里斯本的一

个小镇上，签订了条约，葡萄牙拿了东方，而西班牙则将美洲抱入怀中，将世界一分为二

。

（这个条约的意义在于拟定了大国瓜分殖民地的先例，这个条约开始了西方世界的全球扩

张。）

7.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到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港（达伽马探索的目的在于基督

徒和香料）。

8.1520239月20日，有一个被葡萄牙冷落的航海家麦哲伦带着5艘船和265个船员，开始了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围绕地球的航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意义与人类离开地球，登上月球

相称。），最后只有18位幸存者，而船长麦哲伦也在菲律宾被杀害。

▲常识：马德里位于西班牙。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堂吉歌德》（到死生活仍然贫穷）

9.西班牙发展的缺陷：虽然他们的航海业发展得生机勃勃，但是它们却始终没有发展属于

他们的工商业，这是由于那些王公贵族们不乐意工商业发展起来，甚至将数以万计从事工

商业的外国人赶出了西班牙。此外，从海洋贸易中获得的财富又所有被用来支撑宗教信仰

，为殖民扩张而发动的战争。

西班牙的公民们不去投资国内的工业，反而转向购买国外昂贵的物品，导致国内货币急剧

贬值，人们仍沉迷于消费



，这使得西班牙只留下了奢侈的社会风气，却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西班牙由于没有能

力做出改变而衰落，而死亡）

▲总结记忆重点：

（1）葡萄牙恩里克王子

（2）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派迪亚士南下：“风暴角”（后国王改名“好望角”）

（3）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认为到达了印度，本地土著“印第安人”

（4）麦哲伦：人类艺术上第一次围绕地球的航行

（5）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到达了印度。

（二） 荷兰



国情简介：与英国隔海相望，面积相称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150万人口，82023前还

没有人烟，到处是湿地和湖泊，12到14世纪才形成了人类可以居住的地方。至今仍有

三分之一的国土处在海平面之下，，假如没有完善的水利设施，荷兰人口最稠密的地

方，天天要被潮汐淹没2次。17世纪成为世界经济中心，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被马克

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1. 荷兰的崛起源自于一种小小的鲱鱼（这是一种自然资源，当时与之竞争的尚有英国，

为此来两国之间还发起了三次战争）。后来有一位渔民发明了只需一刀便可以除去鱼

肠子的方法，然后可以将盐放入鱼肚中，这样的鱼就可以保存一年的时间，这样荷兰

人就将这种自然资源转变成了荷兰独占的资本了。

▲常识：鹿特丹—世界第一大港。

2. 荷兰作为中间人，代理人，加工者和推销商，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那里装载香料，丝绸

和黄金，推销到欧洲各地。返航时，他们又为西班牙和葡萄牙运去波罗的海产粮区的

小麦，瑞典的铁骑，芬兰的木材和自己生产的海军补给品。

3. 英格兰商人PK 

荷兰商人，英格兰对于荷兰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英格兰：面积是荷兰的3倍，

人口是它的5倍，又是岛国，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打败英格兰的是一种造价更加

低廉的船只。（英国商船上的船员都佩带武器，因此他们需要更加坚硬的木材，而荷

兰的商船几乎没有武器，因此造价就更加低廉了。在此之前，典型的欧洲商船都要建

造可以架设火炮的平台，防止海盗的袭击。）

▲荷兰人是如何在与英国人的竞争中胜出的呢？

（1）荷兰人是第一个冒险发明出仅能运送货品而不可装置火炮的商船。

（坏处：这就使得每一次的航行都成为了充满风险的命运赌注。好处：造船成本低，价格

只相称于二分一的英国商船，这就使得运货的费用也随之减少。）

（2）商船的特殊设计。船肚很大，甲板很小。（再斯堪的纳维亚船所缴纳的税取决于甲板



的宽度，甲板越窄，付费越少）因此，荷兰人便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利润。



（3）最关键的在于驾驶船只的人。（巴伦支船长在航行过程中，被冰冻的海面困住了，他

与17名水手在北极圈内度过了8个月的漫长冬季，当时的温度是零下40度，他们宁可拆掉甲

板作为燃料，靠打猎来获得衣服和食物，人们一一死去，但是他们也丝毫未动别人委托他

们的东西，其中涉及了可以就他们命的衣物和药品）他们用生命为代价，守望信念，发明

了经商的法则（诚实守信），使他们获得了海运贸易的世界市场。

4. 随着城市开始逐渐地兴旺起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眼前，那就是：到底有

谁来管理城市，并且又应当如何来管理城市？

（1）起先是：贵族们（获得税收）

（2）后来随着商业和城市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于经济自由的渴望，日益富裕的市民阶层

从贵族手中购买到了城市的自治权，自行立法，贵族不可向他们直接受税，由此形成了市

民自治，城市管理者由贵族转向了市民。

（3）独立战争后，将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

5. 1543年，西班牙国王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获得了荷兰的统治权（当荷兰人被告知将会

派来新的总督时，他们没有任何反映，当他们被告知将要重新划分荷兰的领土时，他

们也没有怎么样，但当问他们要钱来支持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事的时候，他们便奋起反

抗了。→荷兰独立战争爆发）  

6.  荷兰独立战争：荷兰PK 

西班牙，各自为政的荷兰省份不得不结成同盟，共同对抗西班牙。最后荷兰获胜。

7. 荷兰人将自己的国家托付给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对于荷兰而言，可以有一个统治者，但是他的权力不可以过大。】

8. 1581年，7个省份联合，成为了荷兰联生共和国。（历史学家称：这是第一个赋予商人

政治权利的国家），七个省份仍然各自为政，独立，税收上一致，结构松散，其他方

面意见不一，类似于现在的欧盟。

9. 162023，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成为了第一个联合的股份公司。（甚至荷兰政府



也是它的股东，2023才给股东们发一次红利。）



十年才给股民们发一次红利，为什么还会得到人们的认可？由于荷兰人还发明出了一种新

的资本流转体制。→162023，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诞生于阿姆斯特丹，参与交易的不

光有荷兰人尚有许多外国人，东印度公司的股民们可以通过股票交易所将手中的股票变成

钞票。这就导致大量的股息流入了荷兰的国库和荷兰人的腰包中。→随着财富的急剧增长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162023成立，荷兰人发明了信用，并用立法来加以保证。

【荷兰市民是现代商品经济制度的发明者，将银行，股票交易所，信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成一个融会贯通的金融和商业体系，由此也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

10. 到了17世纪中叶，荷兰占领了巴西，台湾，日本，好望角，印度尼西亚成为了它的殖

民地，在大洋洲用荷兰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占领了新阿姆斯特

丹城（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纽约”）

11. 荷兰使团接受了请朝廷三拜九叩的礼节，在其中一位随行人员的日记中写道“我们只

是不想为了所谓的尊严而失去了重大的利润”。这里“重大的利润”便是通商赚钱。

12. 到了17世纪末，荷兰经济的发展速度慢了下来，逐渐失去了左右世界的霸权。

▲总结记忆重点：

（1）打败英国商人。（以独特的船只设计）

（2）世界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成立于阿姆斯特丹。

（3）鹿特丹是世界第一大港。

（4）由于怕西班牙会抢去他们的钱财，于是爆发了荷兰的独立战争。

（5）“新阿姆斯特丹城”—现在的纽约

（6）新西兰是以荷兰的一个省的名字命名的。



（三） 英国·走向现代



1. 国家情况简介：岛国，面积仅有24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口，是第一个迈进现代社会

的国家，在18到19世纪的时候，它是世界发展的领头羊，自称“日不落帝国”，拥有

强有力的君主制。

2. 1588年7月7日，英西战争爆发。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控制了英吉利海峡，想要教训

一下英国。这次战争爆发的因素有：

1）宗教。英国是新教国家，而西班牙信奉的是天主教，因此它规定英国也要信奉天主教。

2）英国正在扩大和枪占海上优势，西班牙的利益受到了侵犯。当时英国的统治者是伊丽莎

白一世（25岁登基，终身未婚），女王鼓励私掠船和海盗去扩大英国贸易，开拓殖民地，

甚至去袭击西班牙的贸易，但是一旦与西班牙发生冲突，女王边说他们是违反官方政策的

，并否认自己与他们有关。【表面不认可，实则鼓励】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海洋掠夺中去，这就激怒了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

3.1588年的英西海战决定了近代初期欧洲的命运。（英国是商船加上海盗的小型船队，而

西班牙则是“无敌舰队”，加上更加先进的火炮），这次胜利标志着英国海上力量的崛起

，从此西班牙的霸权开始一点一点地向英国转移。

▲常识：莎士比亚被马克思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他是环球剧院的股东，演员

和剧作家；伦敦是英国的一个城市（泰晤士河）；丘吉尔称泰晤士河是“一条穿过英国历

史的河流”。

4．英国的政治传统就是国王和贵族各守本分，各自遵守自己的义务，行使自己的权利。

约翰王：好战担忧屡战屡败，几乎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所有的领地，因此也被成为“失地

王”。

约翰王为了维持战事，加进了对于市民和贵族的盘剥，上涨了贵族们的继承税（上涨了100

倍），兵役免去税（上涨了16倍），并不断开增新税和加税，这就破坏了英国长期以来的

政治原则和惯例。



122023贵族集结起来一起讨伐国王，1220236月15日约翰王和25位贵族代表进行了谈判，4

天后，终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签署了。（总价一下，《大宪章》是英国的贵族

和国王，也就是当时的约翰王签订的。）

▲常识：欧洲的封建制度是以庄园为基本单位的，庄园不光是地产，更是政权单位，贵族

领主可以在庄园中行使司法权，经营权，行政管辖权，庄园也就相称于是一个独立王国。

“封建”二字在中国和欧洲的意义是不同的。在中国，是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

集权和专制。在欧洲，封建制就是庄园制，就是分权，意味着国王没有大一统的权力。

5.《大宪章》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其中有两条著名的条约：（1）国王必须公正

，不可剥夺任何人的权利（2）若法庭灭有判决，过往不可剥夺，逮捕别人的财产。后来这

几条著名的条约也写入了英国的大发中去。这意味着臣民的权利是独立的，不是国王恩赐

的，国王呀不可以剥夺它，国王的权利不再是至高无上的，国王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必须

要在法律的规定范围内实行。这样的话，贵族和国王的关系就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的拟定下

来了。

这也使得契约和法制的思想也植根在了英国人的思想根基中。（《大宪章》一共修改了40

多次）

6.1236年，英国官方文献中出现了“议会”一词，是依照《大宪章》的法律原则来限制君

主权力的重要力量。（平衡议会和王权之间的关系）

▲常识：议会大厦上面的大本钟每隔15分钟敲打一次。

7.查理一世登基（英国历史上第18位君主，在他之前，伊丽莎白一世以君主制使得英国强

大了起来），他相信君权神授，从而忽视了民众支持和民族利益。

发起的宗教战争导致了财政危机→增长税收，开增新税→议会驳回建议→查理一世开始不

经议会，自行向商人征收新税→1629年查理一世甚至派军队强行解散了议会→在这2023没

有议会期间，人们并没有忘掉规则。

▲常识：在英国的历史上，形成了两大原则即王在议会和王在法下。



而查理一世则同时破坏了这两个原则，这使得议会和国王的矛盾越来越大，



1642年英国革命（英国内战）爆发。这是一场争夺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战争，结果国王

的军队被打败，国王被俘。（总结一下，英国内战是议会和国王之间的战争，最后议会胜

利了，而国王被处以断头的刑罚。）

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在宴会大厅前的广场上被处以断头刑罚，当时查理一世49岁，临

政24年，他坚持要穿2件衬衣，以免被冻得发抖，被民众误解成在胆怯。这件事震惊了当时

欧洲大大小小的宫廷，英国的做法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

8.查理一世违反了英国自古以来的自由传统。先是贵族对抗国王，后来就演变成国家反抗

国王的暴政，王权和民权的抗争一直是英国政治史的发展主线。而英国也正是在这种抗争

中走出了中世纪，走进了现代社会。

9.议会后来将行政的权利交给了以克伦威尔（“没有国王名号的国王”）为首的国务议会

。

他死后，1685年查理一世的儿子詹姆斯二世继承了王位，他开始扩充军队，一意孤行，是

一位专制独裁的君主。

社会贵族精英们认为“坐在左前的人应当被换掉了”，于是1688年发起了光荣革命来结束

詹姆斯二世的统治，最后以詹姆士二世的逃走为告终，并没有发生战争，没有流血。

光荣革命的意义在于1）推盘了君主的暴政2）但又没有流血。它发明了一种新的国家发展

的方式，用和平变革的形式来推动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变革的模式。

10议会重新选国王，威廉夫妇共同成为了新国王，这次选国王的过程中，国王是由议会产

生的，这就意味着王权由神授转变为民授，转变了王权以往的性质，确立起议会高于王权

的政治原则，由此逐渐形成了君主立宪制。

英国的君主是国家的元首，是政府的首脑，是教会的首领，是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但

是他不可以直接管理国家，必须任命一位首相，这位首相是从议会中的多数党的首领中产

生，直接管理国家，这就是君主立宪制（政体）。

君主立宪制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就是意味着一个人统治一个国家的时代结束了。



11.英国颁布《航海法》，通过了3次英荷战争，荷兰被迫接受了《航海法》，其中规定：

输入英国及其属国货品必须使用英国船只或是输出国船只，因此荷兰只好退出了与英国的

海上争夺，英国将荷兰赶下了海洋霸主的位置。

▲总结记忆重点：

（1） 

1588年的英西海战。拥有“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反输给了只用小型船队应战的英国。

（2）122023《大宪章》的签订。《大宪章》是英国的贵族和国王，也就是当时的约翰王签

订的。它的意义在于国王的权利不再是至高无上的，臣民的权利也是独立的。国王必须在

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

（3）1642年英国革命（英国内战）爆发。这是一场争夺谁拥有国家最高权力的战争。英国

内战是议会和国王之间的战争，最后议会胜利了，而国王被处以断头的刑罚。

（4） 

1688年发起了光荣革命。1）推盘了君主詹姆士二世的暴政2）但又没有流血，没有战争。

是一种和平变革的方式。

（四） 英国·工业先声

1.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采用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常识：工业革命之父—

瓦特。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蒸汽机的诞生（1777年）。英国是制定第一部专利法的国家

。

2.瓦特：1773年瓦特合作人破产，瓦特失去收入，靠变卖家产来还债，后来妻子又去世，

为它留下了6个儿女（人生陷入低谷）。

3.“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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