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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29292929
古代对外关系

一、中国古代对外交流频繁

1、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是逐步发展的

先是从周围的邻国开始，如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后逐渐扩展到印度、波斯、阿拉伯，最后到欧洲、东非和北

非。

（1）第一个时期为秦汉时期。这一时期主要往来的仅限于近邻的朝鲜、日本、越南、泰国、柬埔寨、缅甸等一些国家。

直到东汉晚期才和西亚、欧洲有了正式直接往来。

·史实：

由张骞凿通的“丝绸之路”，是这一时期我国外交关系最光辉的表现，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

东汉时期，班超出使西域时，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到达了安息西境，因不明情况行至波斯湾而

还。

到 166 年，大秦国王安敦派使正式来中国。这是中国和欧洲正式交往的开始。上述情况在教材里都有介绍。当然，

安敦派使者来中国这个知识点，这两年的考试说明没做要求。

汉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

·特点：

从范围上：周边国家为主，开始同欧洲往来

从交往形式上：既有 ，也有 ；

从途径来看：有官方、民间三条途径，其中 是主要参与者；

从交往道路上：以陆路为主。

（2）第二时期是隋唐时期。这一时期，我国封建经济处于繁荣上升阶段，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也大大发展。

·史实：

朝鲜： 新罗统一；高丽乐，留学生，手工技术；贸易

日本： 遣唐使，留学生，人物。行政制度，京都建筑，文字，生活

印度： 天竺；熬糖法；文化双向交流；玄奘西游

西亚：波斯国王、商人、舞蹈。大食伊斯兰教，造纸、纺织；瓷器

·特点：

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有三个特点：第一，全面开放，影响深远。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为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对一

些近邻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不仅限于一般的来往，而是作为培养人才的中心和经济交流的中心。第二，此时期

我国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空间范围大大扩大，除东亚和东南亚外，中亚、西亚、欧洲甚至非洲都已经有比较频繁的商

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往来。最显著的如波斯、阿拉伯的使节和商人大量来中国。唐朝时还有一批留居中国不回的波斯

人。第三，陆海并举，海运和陆运都很发达。第四：双向交流，

（3）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时期

·史实：

南宋时期，指南针传到欧洲。

元朝时，火药传到欧洲。

·特点：

这一时期的对外关系特点：第一，由于自北宋开始，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内外贸易繁荣，对外航运也突飞

猛进，尤其是海上运输，在世界名列前茅。宋元时，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中国船队是最活跃的船队。第二，宋元明

清时期，我国在对外经济文化方面出现了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国际大游历家。他们包括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郑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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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时从阿拉伯、波斯和欧洲来华的大批商人中，也涌现一批世界著名的旅行家，如元朝时来华的意大利人马可·

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等。当然，汪大渊和伊本·白图泰在教材上没有提到。

（4）第四个时期：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

·史实：

郑和下西洋：1405-1433，七次，非洲、红海；政治为主，贸易不营利

华侨开发南洋：唐开始；明更多，传播先进技术文化，促进发展

戚继光抗倭：明中后期，台州；福建，俞大猷，1565

葡占澳门： 1553居住权；1557 官署，长期占据

收复台湾：1624 荷兰；1662 郑成功；1684 台湾府

抗击沙俄：康熙，雅克萨之战；1689 尼布楚条约

·特点：

由开放转入闭关：清初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阶级采取闭关政策，这些联系便逐渐中断了

开始抗击外国侵略

2、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往

（1）朝鲜

·两汉

东汉时期，我国同朝鲜半岛各国的关系密切。

汉朝的铸铜和制漆工艺传到朝鲜，不少朝鲜人开始使用汉字。

朝鲜的名马特产也运到中国。

·隋唐

隋炀帝发动对高丽的战争。

许多朝鲜音乐家到长安，朝鲜音乐受到我国欢迎，唐乐中就有高丽乐的部分。

朝鲜人频繁地到长安留学，新罗留学生非爱好唐诗。

新罗工匠吸收唐朝手工业的优良技术，织品精美。

唐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朝鲜输入唐的有牛、马、麻、人参等。唐输入朝鲜的有丝绸、瓷器、茶叶、药材、书籍

等。

·辽宋

对外贸易东达朝鲜。

·元朝

（2）日本

·两汉

西汉时，日本 30 多个小国和汉朝来往。

东汉初，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赐“汉倭奴国王”金印。

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在汉代传入日本。

·隋唐

日本派“遣唐使”13 次，留学生很多。

阿倍仲麻吕（汉名晃衡）和李白、王维建立了深厚友谊。鉴真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传播了唐朝文化。

唐文化在政治制度、城市建筑、文学、日常生活方面对日本影响很大。马球、足球、围棋等活动传入日本。

·辽金

对外贸易东达日本。

·元朝

·明朝

戚继光、俞大猷抗击倭寇。

（3）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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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

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

·隋唐

唐太宗时，互派使者通好。

唐太宗派使者到天竺学习熬糖法。

中国的造纸术和文化典籍传到天竺，天竺的医学、天文、历法、音乐、舞蹈、绘画和建筑艺术传入中国。

“玄奘西游”带回佛经 600 多部，译出 1300 多卷。译本成为研究印度半岛古代文化的重要史料。对促进中印文化交

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朝

郑和下西洋到过印度。

（4）东南亚

·两汉

·隋唐

·北宋

·明朝

（5）西亚

·两汉

汉朝丝绸之路通过西亚地区。97 年，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隋唐

7 世纪，一位波斯国王和王子先后居住长安，波斯商人的足迹遍及唐朝各地。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源源运往波

斯，再转销到欧洲。

从 651 年以后 100 多年里，大食往唐朝派使节 30 多次。大食商人留居中国，有的在唐政府任职，有的通过科举中

了进士。把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中国的造纸、纺织等技术通过大食传到非洲和欧洲。

·辽金

元朝时，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等传到阿拉伯，由阿拉伯传到非洲和欧洲。西亚不断有商队、使团到大都。

·明朝

明朝郑和下西洋到过阿拉伯、伊朗等西亚地区。

（6）非洲

·唐朝

·元朝

·明朝

（7）欧洲

·两汉

汉代丝绸之路通大秦。甘英出使大秦（未到）。大秦王安敦派使臣来中国，把象牙等礼物送给汉桓帝。

·唐朝

·元朝

元朝时东欧商队、使团到大都。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中国。

·明朝

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

1624 年，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1662 年，郑成功收复台湾。

明末徐光启介绍欧洲水利方法，翻译利玛窦带来的科技著作。

·清朝

清初，沙俄侵占雅克萨、尼布楚等地。康熙帝组织反击。

2、原因

中国古代对外交往的频繁时期，大都发生在统治时间较长的汉唐宋元明清（鸦片战争前）等时期。上述时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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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外）对外交往频繁的共同原因是：

（1）国家强盛，经济文化各方面居世界先进地位。对外贸易是在农业、手工业，尤其城市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

的。

（2）海陆交通发达，航海技术进步；

（3）多数王朝的统治者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

3、表现：在古代历史上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四条渠道进行的

（1）经济贸易往来

这又包括官方贸易和民间贸易两种形式。著名的丝绸之路以民间贸易为主。

（2）政治交往

官方派遣使节、留学生等。

（3）科技文化交流。

（4）宗教传播：

通过佛教徒和传教士来实现的

（5）战争。战争在客观上也曾为中外交流创造了条件。

在古代，中国与邻国之间也曾经发生过政治纠纷和军事冲突。例如，我国古代曾与日本发生过几次战争。唐高宗

龙朔三年（663 年），唐军与新罗军队联合打败支援百济的日本军队。元世祖曾两次派军队进攻日本，但遭到了失败。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日本倭寇骚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后被戚继光、俞大猷等率军击败。明神宗时，中国派军队

支援朝鲜共同打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等等。在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绝对没有出现争斗的局面，似乎是迄今尚未

见到的历史现象，这也是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但应该认识到，各国统治阶级挑起的战争，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是

短暂的一瞬，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则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流。

4、古代对外交往的特点

先陆路贸易，后海路贸易。我国古代的对外交通，可以唐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汉朝至唐朝，主要通过陆上“丝

绸之路”同西亚、欧洲和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与交流；唐朝至明朝，海路对外交往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

是因为北方战乱不止、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所致。

我国古代的对外关系以友好为主流。例如两汉同朝鲜、日本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唐代对外关系发达，同亚洲

国家交往频繁，对彼此经济文化产生了影响。南宋的对外贸易范围扩大到非洲一些国家。元朝时亚非欧一些国家和地

区不断有使团、商队来大都，泉州港异常地繁忙。明朝郑和下西洋密切了同亚非各国的联系。

有对外开放走向闭关锁国。汉朝至明朝的一些封建统治者实行对外通好政策，促进了我国和亚、非、欧各国经济

文化的发展，丰富了各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加强了我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

清前期统治者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

的发展，使我国日益落后于世界潮流。历史告诉我们，“开放国兴，闭关国衰。”

我国传往国外的事物品种涉及政治、科技、文化、生产技术和特产，尤其以四大发明和丝织品、瓷器闻名世界。

同时吸收世界各国的长处。

5、影响

增进中外双方的了解、联系和友谊，促进中外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发展。

6、认识：

（1）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越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对外交往就越频繁

·两汉时期

中国国家统一，经济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张骞通西域后丝绸之路的开辟；东汉初年，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中国，

光武帝还赐给“汉委奴国王”金印；97 年甘英出使大秦；166 年大秦王派使来中国，中国和欧洲国家开始直接友好往

来。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唐朝时

疆域辽阔，经济繁荣，国力空前强盛，中国在当时国际上有很高的声望。那时与唐朝通使友好的多达 70余国。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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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长安设置鸿胪寺来专门接待各国的使节和宾客，还在广州设立市舶司，掌管对外贸易。外国的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朝

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长安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鉴真东渡、玄奘西游等

历史佳话，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明朝前期

中国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发达。为了加强同海外各国的联系，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郑和在 1405—1433

年，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跨越亚、非两大洲，对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访问，并进行贸易，

其足迹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要比欧洲航海家的远洋航行早了半

个多世纪。

以上史实都说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是加强对外交往的基础。当然，频繁的对外交往，也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达。

（2）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创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经济和文化。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在

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受到外来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外界发生影响

中国古代在整个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的形成和上升时期，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中国的四

大发明对全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艺术对亚洲各国，尤其是对朝鲜、日

本等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世界各国对中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

中国种植的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烟叶、向日癸，最早是由美洲印第安人培育出来的。另外，像中国的佛教文化和

佛教艺术受印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著名的云冈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等就有所反映。所以说，世界文明史，是在各国

人民共同学习、互相促进中不断演化、完善的。

（3）凡是善于向外国学习，同时又富于创新精神的民族，就可以取得本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飞速发展

古代日本通过向中国学习，促进了日本的进步，是一个十分鲜明的例子。在大化改新中，日本参照了中国唐朝时

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制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在医学上，日本也吸收中

国中医学的医疗技术，逐渐发展为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汉方医学”。在文字上，日本利用中国汉字的简化笔划，或是

汉字的偏旁、冠盖作为音符，创制了日本文字假名。日本人民这种善于学习又富于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这个

事例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一个国家如果落后，只要虚心地有选择地向他人的长处学习，不断地改革和创新，就能够

迅速地取得进步。

二、中国古代的对外交通

1、丝绸之路。

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同西亚和欧洲的通商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中国的丝和丝织品，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

今新疆境内，运到安息，再从安息转运到西亚和欧洲的大秦。这就是有名的“丝绸之路”。

2、唐朝的对外交通。

陆路：从长安向东→朝鲜；从长安向西→经过敦煌→葱岭→印度、伊朗、阿拉伯各国

海路：从登州、扬州→朝鲜、日本；从广东→马来半岛、印度、波斯湾

三、中外政治上的友好交往

1111、东 汉

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受到光武帝的赠赐“汉委奴国王”金印。

97年甘英出使大秦未果。

166 年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受到汉桓帝接见。

2、唐 朝

日本 13 次派“遣唐使”来中国访问。

唐与天竺之间在唐太宗时即开始互派使者友好 往来。

651 年（唐高宗在位），大食遣使与中国通好，此后百余年间，大食派使者来华多达 30 余次。

3、元 朝

亚洲、东欧和非洲海岸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派使者到大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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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 朝

1405—1433 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访问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同时也有一些国家的国王和使臣到明朝访问。

5、清 朝

乾隆帝时，英国派使臣马戛尔尼来访中国，商讨通商事宜。

三、古代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是文明古国。张骞通西域后，开始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中华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向中亚、欧洲，促进西方乃

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同时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更善于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人类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促进中华文明。

1、概况：

随着以汉帝国为一端、以罗马帝国为另一端的海陆两途丝绸之路的发展与繁荣，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历史上的第

一次高潮。中国丝绸、冶铸和水利技术远播中亚、朝鲜、日本和欧洲地区。汉字也传入朝鲜。儒学经典传到日本。传

入中国的有佛教、象牙、香料、宝石和多种植物等等。

唐、宋、元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一个迅猛高涨的新时期。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诗歌、汉字、印刷术、指

南针、火药传入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欧洲。传入中国的有：印度熬糖法、天文、医学、音乐、舞蹈、

佛教及祆教、摩尼教、占城稻等等。

明末清初，伴随着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相对自由活动，欧洲的科技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第三次

高潮。明清之际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被译成许多种文字流传国外。明朝时中国先进的技术、文化传

人南洋。明朝后期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传入中国，明朝还引进欧洲的水利方法。明朝中后期外国传

教士来华，利玛窦带来西方的科技著作。

2、中国文化的外传

（1）科 学 技 术

唐朝时造纸术传到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欧洲；建筑技术传到日本；数学专著《缀术》传入朝鲜和

日本，成为其学校教材。

宋朝时印刷术东传朝鲜、日本，西传埃及和欧洲。指南针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

元朝时火药武器传到欧洲。

明清之际，总结性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天工开物》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国外。

（2）生产技术

两汉时，冶铸技术东传朝鲜、日本，西传中亚、欧洲；制漆工艺传到朝鲜；水利技术远播中亚与欧洲。

唐朝时纺织技术传入朝鲜、阿拉伯。

明朝时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传入南洋各地。

（3）文 学、体 育

屈原的诗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唐诗传入朝鲜、日本。

马球、足球、围棋等活动在唐朝时传入日本。

（4）文 字

汉朝时，许多朝鲜人使用汉字。

唐朝时，日本参照汉字草书和楷书的偏旁，创制 了日本文字。

（5）思 想

中国的儒家经典、佛教传到日本。

3、、外国文化传入中国

（1）农 作 物 品 种

宋朝时，占城稻由越南传入中国南方。

明朝后期，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等传入中国。

（2）生 产 技 术

唐朝时从印度传入了熬糖法。

明朝引进了欧洲的水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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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 学 技 术

唐朝时印度的天文、医学、历法知识传入中国。

明朝时，利玛窦带来西方的科技著作。

（4）艺 术

唐朝时朝鲜的高丽乐、中亚的舞蹈及印度的绘画、音乐、舞蹈、建筑艺术传入中国。

（5）宗 教

佛教于西汉未年传入中国。唐朝僧人玄奘西游印度，带回佛经 600 多部，译出 1300 多卷，成为研究古印度史的珍

贵史料。

伊斯兰教在唐朝时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在各地 建起了一大批清真寺。

景教—基督教在唐朝时从西亚传入中国。明朝后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

祆教、摩尼教在隋唐时由西亚传入中国。

4、认识：

纵观历史上的对外文化交流，可以看出：国家统一、经济发达、国力强盛是对外文化交流的前提；在两千多年的

中国封建社会，积极进行对外文化交流始终是历史的主流；加强联系，互相学习，也是世界文明进步的趋势。

闭关政策和文化专制政策会作茧自缚，不利于发展中华民族同世界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

界，走向世界；不利于学习世界各族人民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借以取长补短。

21 世纪，人类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如人口、污染、现代病、民族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跨国贩毒走私等。

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全球的合作和综合治理。因此加强中外的合作、交流更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中外经济往来

1111、西汉：

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其他地区。

2、东汉：

我国的铸铜和制漆工艺传到朝鲜。

朝鲜的名马特产运到中国。

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传到日本。

3、唐朝：

朝鲜的牛、马、麻、人参等输入唐朝，唐朝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藉等输入朝鲜。

中亚、波斯商人把胡椒、波斯枣、药品、香料、珠宝等输入中国，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不断运往波斯、西

方。

中国的造纸、纺织技术传到大食、非洲和欧洲。

4、宋元：

中国对外贸易东达朝鲜、日本、西到非洲一些国家。

5、明朝:

郑和下西洋，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受到各国欢迎，郑和从西洋购得珠宝、香料和药材等土特产。

四、中国古代的反侵略战争

1111、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

从 16 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来到我国沿海地区，进行侵略活动。1553 年，葡萄牙殖民者攫取了在我国广

东澳门的居住权。1557 年以后，他们在澳门私自扩展土地，建筑炮台，设立官署，开始了对澳门的长期占据。

2222、戚继光抗倭：

明朝中期，倭寇猖獗。民族英雄戚继光率领戚家军，于 1561 年在浙江台州一带九战九捷，迅速扫平了浙江的倭寇。

之后又率军进入福建、广东，与俞大猷配合，肃清了东南沿海的倭寇。

3333、郑成功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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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 年，荷兰殖民者开始侵略台湾。1662 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了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

4444、雅克萨之战：

1685 年和 1686 年，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侵占雅克萨的沙俄军队。俄军伤亡惨重，被迫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中

俄东段的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条约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

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五、对闭关政策

（历代政府的对外政策）

六、外国国名和地名的古今对照

1、汉朝所说的“安息”，是指西亚的古国，领有今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

2、汉朝所说的“大秦”，是指罗马帝国。

3、唐朝称印度为天竺。

4、唐朝称伊朗为波斯。

5、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

6、明朝时，称今天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为西洋。

7、中国古代提到的南洋，是指东南亚地区。

练习：

1、概括明代以前中外关系主要特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呈现什么趋势？为什么会呈现这种趋势？后果如何？

2、据《西洋番国志》载：“永乐之初，敕中外重臣循西海诸国，诏示恩威。”又据《永乐实录》载：明成祖多次下令，

“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以遵洪武事例禁治。”这两则材料各叙述一种

什么历史现象？各有何影响，并分析这两种历史现象之间关系？

3、历史上对西部的开发始于张骞通西域。有人认为，张骞通西域的意义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你是否同意这种观

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说之。

4、简要概括明代以前中外关系的特点。到明清时期中外关系又呈现出什么趋势？暴露出什么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