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世界古代史



文明出现之前，人类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

逐渐被阶级社会所替代，从五六千年前开始，在亚非的大河流域、欧洲的希腊和

罗马相继诞生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出现了国家，进入了奴隶社会。在奴隶制度衰

落和崩溃的过程中，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社会经济和文化缓慢地向前发展。

在世界古代史时期，各地区各民族创造的古代文明为近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奠定

了基础。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形成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从人类文明出现到15世纪，亚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接触和交流逐渐加强，

美洲和大洋洲则与亚洲、非洲和欧洲处于基本隔绝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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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古代亚非文明也被称为大河文明。古代北非和亚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

溉便利，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这些

地区生产劳动，繁衍生息，所以大河流域成为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古代大河流域以

农业文明为特征，也是这些地区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古埃及、巴比伦、古

印度和中国这些亚非文明古国，就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并表现出自

己的文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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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目前，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现代人类从非洲南方古猿中的一支发展而来，大

约在距今三四百万年前形成了人类。南方古猿属于“正在形成中的人”。它经过长

期的进化和劳动，终于在使用天然工具的过程中学会了制造工具。

基督教主张上帝造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里提出了生物进化论，提出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结论。达尔文的这套学说，奠定了进化生物学的基础。

他还将进化论用于思考人类发展的历史，阐明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及其由动物进

化而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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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这个观点经过一番激烈的学术和宗教的大争论后，渐渐被科学界所接受。在以

后的岁月里，古生物学家通过对古生物化石的研究，在达尔文学说的基础上，形成

了现代人类起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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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世界上主要有三大人种：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

人种的差异是很显著的，但是这种差异是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等众多因素长期影

响的结果。例如，生活在炎热地区的人类为了抵抗太阳的暴晒，皮肤的黑色素多，

所以显现出黑色人种的特征；生活在寒冷地区的人类则为了抵抗严寒，他们的身材

长得比较矮，鼻子相对扁平等。自从有了人类，也就形成了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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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1.古埃及文明

古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位于非洲东北部尼罗河中下游地区。古埃及文明形成于

6000年前（公元前4000年）左右，古埃及前王朝开始于5100年前（公元前3100年）左右

时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终止于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托勒密王朝。

古埃及文明是指在尼罗河第一瀑布至三角洲地区，时间段限为公元前5000年的塔萨文

化到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的历史。专家们实际探讨古埃及文化的时间范围，是公

元前3100年埃及南、北王国的首次联合，到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屋大维攻占埃及，克利

奥帕特拉七世自杀，托勒密王朝覆灭，埃及并入罗马帝国。亦即通常所说的历史三千多年

的法老王朝。古埃及文化是人类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阿拉伯文化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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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公元前三世纪的曼涅托，将从美尼斯开始至马其顿亚历山大征服止的埃及历史分为三

十个（或三十一个）王朝，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将上古埃及史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前王朝时期（金石并用时期，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

（2）早王朝时期（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

（3）古王国时期（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又被称为金字塔时期）

（4）第一中间期（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前2040年）

（5）中王国时期（11~14王朝，约公元前2040—前1786年）

（6）第二中间期（15~17王朝，约公元前1786—前15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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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7）新王国时期（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

（8）第三中间期（21~25王朝，约公元前1085—前664年）

（9）后王朝时期（26~31王朝，约公元前664—前332年）

（10）马其顿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时期（公元前332—公元642年）

从第1至第4时期，是奴隶制国家形成和统一王朝出现的时期，第5至第7时期是统一王

国重建和帝国时期，第8至第10时期是埃及奴隶制国家衰落和陷于外族统治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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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国王自称是神的化身，他们的陵墓金字塔是权力的象征。古埃及的金字塔现存约80座，

起自第3王朝，止于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王墓不再用金字塔的形式，而是采用了岩墓

的形式）。它们分布于孟菲斯附近尼罗河西岸。

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是古埃及人民智慧的结晶。但是金字塔的修建加重了人

民的负担，耗费了国家的人力和财力，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削弱了君主专制的实力。

希罗多德和狄奥多拉都记载说，“人民对修建金字塔满怀愤怒，甚至可能爆发过人民起义

”。第5王朝就可能是在人民起义后建立起来的，无怪乎新王朝更加依赖神权势力来维护

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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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古代埃及人最早使用的文字形成于公元前

3000年左右。它用图形表示事物，所以叫象形文

字，是世界是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这种文字通常被

刻在庙墙、宗教纪念物和纸草上，主要使用者是僧

侣和书吏。埃及象形文字对以后的字母文字产生了

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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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象形文字



古代亚非文明

2.古巴比伦文明

古巴比伦，位于亚洲西部，现在的伊拉克，伊朗，叙利亚

一带,美索不达米亚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是世界

上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而巴比伦王国就坐落在美索不达米

亚地区。公元前3500年后，苏美尔人先后在这里建立了很多奴

隶制城邦，其间不断地出现政权更迭，使国家一直处于无序状

态，最后苏美尔很快地衰落。公元前18世纪，汉谟拉比继承了

巴比伦城邦的王位，他自称是“月神的后裔”。并发动了大规

模的战争，最终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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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谟拉比法典》石柱



古代亚非文明

古巴比伦文明分为古巴比伦王国和新巴比伦王国两个时期。史载，因为古巴比伦人兴

建希望能通往天堂的高塔，上帝降下神罚，大洪水肆虐，人类靠诺亚方舟得于延续，古巴

比伦王国就此灭亡。汉谟拉比死后，帝国就瓦解了。王国先后受到赫梯人、加喜特人的入

侵，直到前729年终于被亚述帝国吞并。20年后亚述为迦勒底人所灭，迦勒底人在巴比伦

建立了短短的80多年的新巴比伦王国。新巴比伦王国为波斯人所灭。

大约在埃及象形文字出现的同一时期，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创造了楔形文字。楔形文

字后来流传到亚洲西部的许多地方，被西亚古代各民族所采用，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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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3.古印度文明

古印度文明最早在印度河流域兴起，它是人类古老的文明之一。在亚洲南部，印度河

由北向南蜿蜒流过。夏季，喜马拉雅山积雪融化，河水泛滥，两岸水源充足，土地肥沃。

季风还带来丰沛的降水。约公元前2500年，印度河流域开始出现奴隶制小国。后来，来自

中亚自称雅利安人的部落侵入古代印度。他们征服当地居民并把他们变为奴隶，先后在印

度河流域和恒河流域建立起奴隶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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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1）种姓制度。雅利安人进入古代印度后，逐渐产生不同等级，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

史称“种姓制度”。根据这个制度，社会从高到低依次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

吠舍、首陀罗。各个等级之间高低贵贱有别，下一等级的人没资格从事高一等级的职业，

不同等级的人不得通婚。种姓制度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对后来印度社会发展带来了

不良影响。

（2）印度佛教。公元前6世纪，古代印度社会矛盾尖锐，佛教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诞生

了。佛教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后来被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隐修者。佛教宣

扬“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的特权的地位。很多国王大力扶持佛教，公元前3世纪，阿

育王在位时，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并向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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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佛教主要向两个方向传播：一是向北传播，经中亚地区传到中国大部分地区，之后又

从中国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二是向南传播，传入斯里兰卡、泰国、缅甸等国和我

国境内傣族地区。

古代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对人类文明做出

了独创性的贡献。在文学方面，创作了不朽的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在哲

学方面，创立了“因明学”，相当于今天的逻辑学。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杰出的贡献是发

明了世界通用的计数法，创造了包括“0”在内的10个数字符号。所谓阿拉伯数字实际上

起源于印度，只是通过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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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1.日本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又作大化革新，是645年6月发生的古代日本政变。其主要内容是废除大贵

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向中国隋唐政治经济体制学习，成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给日本历史

上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大化改新以前，苏我氏等大贵族控制政权，天皇家族没有什么实权。

公元645年6月，皇室中大兄皇子（后成为天智天皇）联合贵族中臣镰足发动政变，刺杀当

时掌握朝政的权臣苏我入鹿，其父苏我虾夷自杀，皇室夺取政权。中大兄皇子等拥立孝德

天皇。孝德天皇即位后，定年号为大化，迁都难波京（今大阪市）。646年元旦，颁布改

新诏书，实行政治改革。此后日本形成了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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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大化改新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

（1）废除皇室和贵族的私有土地和部民（部曲），收归国家，是为公地公民。对大夫

以上高官贵族赐予食封。

（2）改革统治机构，建立京师和地方行政机构（国、郡、里），设置关塞、防人（戍

边军）及驿站，各置职官。

（3）造户籍、记账（赋税账簿），施行班田收授法。凡田长30步、广20步为段，10

段为町。

（4）改革税收制度，施行租庸调新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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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大化改新是日本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标志。大化革新部分地解放了生产力，

完善了日本的统治制度，使日本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发展，为以后的繁荣奠定了

基础。大化改新以后，大和正式改名为日本国，意为“日出之处的国家”。

日本积极汲取中国文化。它依照唐朝教育制度，在中央设太学，在地方设国学。佛教

经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发展很快。中国的唐诗和书法在日本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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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2.阿拉伯国家的建立

6—7世纪，阿拉伯半岛正处在社会激烈动荡和变革时期，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各氏族

部落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特别是拜占庭、波斯和阿比西尼亚等帝国长达几个

世纪的侵略战争，给阿拉伯半岛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内外矛盾交织、社会危机四伏

的情况下，只有把分裂的阿拉伯半岛统一起来，才能抵御外族入侵，促进社会政治、经济

的发展。伊斯兰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点燃了旨在统一阿拉伯半岛的

第一场“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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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622年，穆罕默德带领少数信徒离开麦加，在麦地那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

教把622年定为伊斯兰教历元年。穆罕默德是国家的政治、军事和宗教领袖，掌握一切大

权。凡是信仰真主“安拉”的人，也就是穆斯林，都是兄弟姐妹。这就打破了阿拉伯氏族

部落的血缘关系，确立了以宗教和地区为基础的社会。

穆罕默德为实现最终目标，多次率兵攻打麦加。630年，他再次兵临麦加城下。最终，

双方达成协议，麦加贵族接受伊斯兰教，承认穆罕默德的政治和宗教领袖地位；穆罕默德

承认对方的经济和宗教利益。从此，麦加成为伊斯兰教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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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亚非文明

征服麦加，加速了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半岛各部落派代表到麦加朝觐，承认穆罕默德

独尊地位。632年，穆罕默德病逝时，阿拉伯半岛已基本统一，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起

来。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一部节文精确而详明的经典,是穆罕默德归真后由继承人欧斯曼

莱等人收集后抄录的定本。穆罕默德凭着《古兰经》的力量，把四分五裂的阿拉伯民族联

结成一个伟大的民族，并使它的影响扩大到亚非欧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使信教的各

民族迅速接受了《古兰经》的经义和思想。《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圣典，而且也是

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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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方文明

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到拜占庭和中世纪时期，希腊又是东方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交

汇点。悠久的文明给后代留下了绚丽灿烂的文化遗产，它们是希腊人的，也是全人类的无

价瑰宝。西方古典文化首先由希腊人开创，罗马人依据其民族特点并结合自己的创造，在

有选择地吸收与融合古希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灌注以新的内容，从而使之发扬光大，最

终形成一种别具一格的文化传统或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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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方文明

希腊半岛山峦起伏，海岸线曲折，东邻爱琴海，海上岛屿星罗棋布。著名的克里特岛

就是其中的一个大岛。公元前2000年左右，希腊早期文明——爱琴文明发祥于克里特岛，

后来文明中心又转移到希腊半岛，出现在迈锡尼文明。克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合称爱琴

文明。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城邦，有的还盛极一时。爱琴文明历时约800年后消亡。

1.雅典

公元前8世纪，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西海岸出现希腊人建立的城邦，雅典是其中最重要

的城邦之一。雅典近海，海上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前6世纪，它成为著名的奴隶制共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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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西方文明

公元前683年，雅典结束了王政时代，向奴隶制社会迈进，并逐步形成了城邦。在早

期，雅典和斯巴达一样，也实行贵族统治。从公元前594—公元前593年梭伦改革开始，

中间经公元前509—公元前508年的克利斯提尼改革，雅典逐步向奴隶主民主制度过渡。

这对雅典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具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伯利克里当政期间，雅典达到全盛，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奴隶

主民主政治发展到古代世界的高峰。伯利克里扩大公民的权利，很多公民担任了政府公职。

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决定内政、外交、和平、战争等重大

问题，他们在行政和司法机构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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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克里鼓励学术研究，发展文艺，重视教育。公民家庭的男

孩，在学校里练习乐器演奏、跑步、角力、拳击，学习诗歌、天文、

史地，锻炼当众演讲的能力，开展自由讨论，从而增强体魄，提高

素养，为将来成为合格的公民作准备。公民家庭的女孩除担任家务

以外，也在家练习读写，演奏乐器。

第
二
节

一、古代希腊城邦

伯利克里



古代西方文明

2.斯巴达

古希腊的另一个著名城邦——斯巴达，与雅典完全不同。它崇尚武力，以强兵威胁和

征服邻邦，把其人民掠为奴隶。为维持镇压外邦奴隶的强大军事力量，斯巴达人实行严格

的军事训练制度。

斯巴达社会如同一个大军营。军事生活是男子一生的主要内容。男婴呱呱坠地时，就

受到严格的优选。残弱的马上被丢弃，健壮的到7岁开始接受军事训练。有时他们还要通

过做苦工、挨鞭笞，来培养坚忍不拔的意志。男子20岁开始服兵役，允许结婚，但必须住

在军营里；30岁可以担任官职，回家居住；60岁才可退役。斯巴达妇女在婚前也要接受严

格训练，为的是成为合格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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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中叶起，斯巴达逐步与伯罗奔尼撒半岛大多数城邦组成伯罗奔尼撒同盟，

成为希腊一个城邦集团的领袖。这个同盟被希腊人称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充分表

明了斯巴达在这个组织中的霸主地位。同盟规定斯巴达有权召集会议，其决议虽须经大多

数盟国同意后始能生效，但实际上由斯巴达操纵一切。同盟还规定对外作战时，各邦必须

提供一定兵力和军费，由斯巴达指挥。伯罗奔尼撒同盟是斯巴达控制加盟城邦的一种形式，

凭借这个同盟，斯巴达常常干预希腊各邦的内政，充当了维护希腊贵族政治的堡垒。

公元前480—公元前479年，斯巴达人在希波战争中曾任希腊诸邦盟军统帅，与雅典等

邦联合反对波斯的侵略。此后，随着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的建立和雅典势力的增长，斯

巴达与雅典的矛盾日趋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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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古希腊200多个城邦中，雅典和斯巴达是最具有实力的。在当时，雅典是民主、进

步、文学繁荣的城邦。而斯巴达却是保守、专制的。雅典的民主政治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

政治处于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在经济上，双方也在为争夺矿产、奴隶而发生冲突，争端不

断升级。最后，爆发了这场以斯巴达为主导的伯罗奔尼撒联盟与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进

行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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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希腊大部分城邦都参与进来，其中

双方几度停火，最后斯巴达获胜。然而斯巴达在称霸希腊不久后便被新兴的底比斯打败，

其后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此走向衰亡。

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也结束了希腊的民主时代，彻底地改变了希腊的国

家。几乎所有希腊的城邦参加了这场战争，其战场几乎涉及了整个当时希腊语世界。在现

代研究中也有人称这场战争为“古代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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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世纪，在意大利的台伯河畔，罗马城逐步建立起来。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

了共和国。罗马共和国建立后，逐步征服了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公元前2世纪，罗

马为争得地中海霸权，掠夺资源与奴隶，同地中海西部强国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史称

布匿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罗马还向东远征。公元前2世纪，罗马成为地中海霸主，繁荣

强盛。布匿战争以后，罗马的奴隶制迅速发展，奴隶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处境悲惨。

公元前1世纪，罗马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共和制再也无力统治，奴隶主企图建立独

裁统治，以稳固政权。公元前49年，恺撒夺取政权。不久，罗马元老贵族痛恨他的政策，

将他刺杀。此后，各派力量经过激烈较量，屋大维在前27年开始独揽国家大权，成为实际

上的皇帝。罗马共和国被罗马帝国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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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公元前241年）

罗马与迦太基因为争夺地中海沿岸地区的霸权，尤其是西西里岛的拥有权，而进行的

战争。战争历时23年，罗马胜利，加了许多条件才和迦太基签订和约。

2.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公元前202年）

第二次布匿战争是罗马和迦太基之间三次布匿战争中最负盛名的一场战争，历时16年。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的年轻统帅汉尼拔率军侵入意大利，罗马派出迎击的军队屡

战屡败。后来，双方在意大利南部的坎尼城进行会战。罗马派出骑兵6000，步兵8万，组

成36个方阵。汉尼拔率领的军队有骑兵1万，步兵3.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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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企图依靠步兵人数上的优势，采取以步兵从中央进攻的战术。汉尼拔早已料到罗

马人可能采取的战术，所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骑兵人数和速度上的优势，采取迂回

包抄战术，把罗马军队诱入包围圈，然后用两翼骑兵包抄罗马军队。罗马军队腹背受敌，

几万人被挤在一片狭小的空地上，阵脚大乱，混乱不堪。经过12小时的激烈拼杀，罗马军

队的5万人战死，1.8万被俘，逃生者只有1万多人。迦太基方面只损失约6 000人。坎尼战

役是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之一。

但是最后迦太基仍然被罗马打败。公元前201年，迦太基人同罗马人签订了条款苛刻

的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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