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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23232323
中国古代的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

农民战争是一种政治斗争。中国农民战争次数之多、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罕见。

1111、中国古代著名的农民起义

（1）秦朝：陈胜、吴广起义（时间、经过。意义）

（2）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

（3）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间、特点、意义）

（4）隋末：瓦岗军、河北义军和江淮义军起义。

（5）唐末；黄巢起义（时间、特点、意义）。

（6）元末：红巾军起义（朱元球建立明朝）。

（7）明末：孕自成、张献忠起义（原因、经过、特点、口号、作用）

2222、理论分析：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与农民战争

（1）阶级斗争的产生原因

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每一个阶级处于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政治要求和不同的思想观点，因而各阶级之间必然

发生矛盾和利害冲突。阶级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便成为阶级斗争。

（2）阶级斗争的形式

在阶级社会中体现阶级矛盾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其基本形式有三种，即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

争。经济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初级形式，政治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思想斗争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反映，但

反过来又给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以影响。经济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基础．但社会矛盾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解决。这三种斗

争中．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都服从于政治斗争。

（3）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对抗矛盾尖锐化的产物，

是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4）农民战争的原因

·从宏观上讲，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是引起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而自然灾害则是引起农民起义

的客观原因

·从具体而言，每一次农民起义有其具体原因，但封建暴政、土地兼并、天灾人祸却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三大因素。

（5）农民战争的特点（历代农民起义各具特点，说明了农民起义的水平在不断提高）

秦末农民起义突出的是"首创精神"。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利用宗教作手段发动起义；

隋末农民战争，形成几支强大的集团，而以瓦岗军最重要；

唐末农民战争采用"避实击虚"方针，开展流动作战；

元末农民战争具有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特点；

明末农民起义提出的"均田免粮"口号，丰富了农民反封建内容，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赋税制度。

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在反封建问题上，较之世界中世纪其他各国的农民革命，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封建

斗争水平高。例如：斗争目标明确，建立起农民革命政权，推翻腐朽衰败的旧王朝，推动新王朝的封建统治者调整统

治政策，解放社会生产力，部分调整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等。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农民革命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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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动力。

（6）农民战争的结果

由于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我国封建社会历次农民起义总是陷于失败，其最终结局不外乎三种：

一是最终被封建地主阶级所镇压，如黄巾起义、明末农民起义；

二是成为封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如绿林赤眉起义、隋末农民战争等；

三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代言人，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如刘邦、朱元璋等。

（7）作用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外在表现。在

中国封建社会中，每当一个皇朝政治腐败，经济发生危机，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便会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而

在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后建立的新王朝，其统治者往往恐惧于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调整统治

政策，即局部调整生产关系，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农民战争对历史推动作用之所在。

它沉重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部分地调整了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趄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

农民起义的具体作用还有所不同，东汉、唐末、元末这三次起义瓦解了封建政权，使之名存实亡。秦末、隋末、

明末这三次起义推翻了封建政权。唐末农民战争还进一步摧垮了魏晋 以来的士族势力。

但农民战争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有限的，农民阶级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可以打击统治阶级，实现改

朝换代，但最终不能推翻这个制度。而且农民起义往往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如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崛起的朱元璋，消

灭其他农民军及武装力量，演变为地主阶级代理人，建立新的王朝。这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以及小生产者的局限性所

决定的。

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1）叛乱战争：

西汉七国之乱，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酉晋八王之乱，南朝梁候景之乱，唐安史之乱，清三藩之乱。

（2）政变；

唐玄武门之变，宋陈桥兵变，明靖难之役。

（3）官僚争斗：

唐牛李党争，明后期东林党事件。

（4）宦官专权：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唐末高力上、李辅国等，明末魏忠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