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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台联招历史复习资料 18181818
统一与分裂问题

1111、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中国古代历史是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中有统一也有分裂，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说的这件事。但是，

纵观我国封建社会长达 2300 年的历史，，其中分裂时间仅７００年左右。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大民族，有强大的民

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分裂只是国家的分裂，而不是民族的分裂。分裂只是历史发展的支流，处于短暂的、相对的、次

要的地位，统一是主要趋势。从时间上看，合长于分；从空间上看，合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程度上看，合的稳定性越

来越大。

历史发展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离”、“合”、“治”、“乱”虽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但正是在“离”、“合”、“治”、“乱”中，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

（1）从统一的局面看：统一的时间长于分裂的时间。

从时间上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国家统一逾千年，分裂时间不过几百年。从朝代来看，秦、汉、隋、唐、元、

明、清都是统一王朝，汉唐明清的统治均在二百年以上，影响巨大而深远。

夏商西周王朝(公元前 21 世纪一公元前 771 年)共约 1229 年，秦汉(公元前 221 年一公元 220 年)440 年，西晋(公元

265 年一公元 316 年)51 年，隋唐(公元 581 年一公元 907 年)326 年，元明清(公元 1271 年一 1912 年)641 年。在中国 39

肋年王朝统治时期中，统一时间约 2687 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统一共四次九朝，即秦汉、西晋、隋唐、元明清。其

中统一时间最长的是唐朝，计 289 年，最短的是秦朝 15 年。

（2）从分裂时期看：

分裂时期比较短暂，即使国家处于分裂时期也仍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如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人民渴望统一，许

多统治者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如曹操、诸葛亮、孝文帝、赵匡胤等。

封建社会的分裂共有三次：战国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宋、辽、夏、金时期。

（3）从地位和作用来看：

统一的王朝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作用大，超过任何一个分裂时期，如秦汉文化的世界影响，隋唐中华文化圈的形成。

统一王朝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制度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22、统一的原因与作用

（1）主要史实：

（1）统一是主流的原因：

·客观上：

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效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中国独特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条件，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历史上多数重大的政治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内向性；

二是如马克思所说的，亚洲的大河流域需要有中央集权的机构来执行公共工程的职能。中国地理条件之整体的统一性

具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文化传统，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很早就产生了统一的思想，历经儒家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华民

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思想渊源。这种思想一再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对维护和促进国家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董

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对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利作用。（意识形态对统一所起的积极作用）

人民反对战争，渴望统一；

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民族融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与统一国家的发展至为密切。分裂时期客观上存在着民族频繁交往，

民族融合增强，民族间的关系愈益密切，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历史文化认同不断强化，有利于后来的统一，从而形

成统一的历史潮流。正是因为有历史文化的认同，才有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凝聚力，才有统一国家

的巩固和发展。

每个分裂时期的后期，割据政权数目减少，或某些力量的衰弱和某些力量的增长，为后来的统一提供了方便；

尽管处于分裂时期，但局部或某些割据政权的经济仍处于发展之中，为后来的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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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使得“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

是一条永恒的规律。”

·主观上：

杰出历史人物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在统一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一批杰出人物秦始皇、唐太宗、康熙帝等为

国家的统一奠基、巩固、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统一局面的意义：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必然结果，它使中华民族历史前后相接，绵延至今。

·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意义深远，这对政权的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的融合、科技文化进步、

边疆开发、抵御侵略、提高国际地位等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我国政府和人民收回香港和澳门主权，和平解决台湾

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列举史实：

3、分裂的原因与危害

（1）主要史实

（1）原因

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出现国家分裂现象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根本原因：占主导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的分散性

·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不够进步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削弱，地方割据势力的恶性膨胀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争权夺利

·边疆的民族矛盾，民族融合不够稳固

·外部势力的影响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以及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加强，导致国家分裂的种种

因素必然会消失。

（2）危害：

国家分裂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如社会动荡、经济发展迟缓，国弱民穷，人民生活困苦等。

（3）分裂的客观作用

·分裂时期历史也在发展着，如各民族不断融合、生活范围扩展，人文地理改变，经济文化交流等

·而分裂本身也孕育着诸多统一的因素，如广大人民渴望统一，分裂时期出现许多局部统一，一些统治者着手社

会改革以扩充实力实现统一等。

所以，对我国古代封建国家的分裂与统一要作具体分析，尤其是国家的分裂不能一概而论，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而应作具体的分析，既要分析国家分裂给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如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迟滞、人民生活贫困等，

也要看到国家分裂过程中历史的客观发展，如多民族的融合、生活范围的扩展、经济文化的交流等。分裂之中孕育着

统一的因素。对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步作用要给予充分肯定，中华民族之所以从未中断，先后相承，绵延不绝，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民族融合的交融以及科技文化的繁荣等发挥着重大的历史作用。

4、分裂时期孕有统一因素

（1）即使在我国长期分裂时期，同样反映出各民族人民统一的强烈愿望。

·秦统一以前具备的有利于统一的因素有：

春秋战国长期兼并战争中，诸侯国数量逐渐减少；争霸战争中，华夏族与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

人民厌恶割据混战，渴望统一；新的封建经济形成、商业交往和城市兴起，以及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有利于统一；商 变

法后泰国成为势力最强的国家，是实现统一的有利条件；韩非子的理论为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

·隋朝统一所具备的条件有：

人民希望统一，反对战乱和少数贵族的压迫；北方民族大融合为统一创造了条件；江南经济的发展是统一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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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北朝后周统一北方成为隋朝建立后统一中国的基础。元朝统一同样是建立在人民反对战乱渴望统一的基础上的；

同时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北方经济恢复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民族融合、民族问经济文化的交流、少数民族的封建

化也是统一的基本条件。

（2）结束割据完成统一，有利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古代秦、西晋、隋、元四个朝代结束长期割据完成统一，形成我国秦汉、隋唐、元明清等主要的长期繁盛局

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称雄局面，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符合当时各族人民的

共同愿望。

·隋统一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南北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

·元朝的统一促进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疆域空前辽阔，行省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有

效统治，并加强了对西藏和台湾的管辖，在元朝大一统局面下，民族融合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5、反对分裂维护统一是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1）反对封建地方贵族或地主割据势力的分裂。

中国古代出现过封建贵族分裂割据势力、影响中央集权，危害社会，不得人心，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有：

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是西汉王国势力增大的结果，汉景帝经过三个月战争平定叛乱，对王国控制加强，汉武

帝时王国对中央的威胁终于解除；

东汉豪强地主势力迅速发展，东汉来年形成割据一方的军事集团，最终出现三国鼎立局面，人民痛苦不堪，反对

分裂；

唐朝中期藩镇节度使权力增长，导致“安史之乱”，此后出现长期藩镇割据局面，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是藩镇割据

的继续和扩大，人民蒙受苦难。反对分裂，北宋建立后宋太祖采取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

（2）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军阀割据

中国近代以来，在帝国主义扶植下出现过军阀割据局面，主要是从 1916 年起，以冯国章、曹银为首的直系，段棋

瑞为首的皖系，张作霖为首的奉系等；

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是由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决定的，军阀割据是中国具有分散性的封建地主经济的必然产物，

二是由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的侵略政策必然导致军阀割据局面的形成。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大革命期间军阉割据局面结束。

（3）巩固边疆的斗争

（4）台湾、西藏等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组成部分，神圣不可侵犯。

A．台湾与大陆的最早联系开始于三国，吴国孙权派卫温率船队到达夷州，加强了夷州与内地的联系；隋场帝三次

派人去琉球，加强了联系；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清朝 1683 年派军队进入台湾，

第二年设置台湾府，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内地的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

主义国家一再侵略我国台湾：两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队都侵犯过台湾，并在台湾开商埠；19 世纪 70 年代后，美日侵略

台湾，中法战争期间法军侵犯台湾被击退，清政府鉴于台湾在国防上的重要地位，于 1885 年决定建台湾行省；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根据《开罗宣言》等的规定，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B．西藏地区唐朝时期就有友好交往，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对吐善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以及唐善友好作出了贡

献；元朝时西藏为宣政院辖地，在西藏委派官吏、驻扎军队，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清朝加强对西藏的管辖，

初期先后册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并成为制度，后来设置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

理西藏；近代以来，英国多次侵犯西藏，策动西藏独立未遂，于 1913 年在中印东段边界制造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把我国西藏东部 9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划到这条线以南，中国政府一直拒绝承认这条非法的边界线。

C．香港地区在经历一百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后回归祖国：鸦片战争中的 1841 年，英国军队侵占了广东香港岛，1842

年《南京条约》中割香港岛给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 1860 年《北京条约》中，英国又割占九龙司地区；1898 年帝

国主义瓜分狂潮中，英国强租“新界”，租期 99 年。新中国成立后，20 世纪 80 年代，中英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

声明》，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沦为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多年的香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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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回归祖国，“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香港地区得以实现。

6、认识（与“政治”学科的综合）

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统一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

愿望。这说明我们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反对一切分裂祖国的行为，在当前特别是要反对李登辉的两国论，反对

李登辉企图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国家的统一是我们面临的两大任务。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传统，说明我们必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即必须坚持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

聚居的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我们党和国家决定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决定在香港、

澳门、台湾设立特别行政区，并让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这既符合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和现实，也符合包括香港、

澳门、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无论是民族自治区，还是特别行政区，都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都没有任何主权实体的性质。这也表明我国是中央统一领导的社会主义单一制国家。

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不仅

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不是

纵观历史上的统一，实施统一的统治者往往采取综合准备和切实可行的方法。这对我们今天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

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发展经济实力，为统一奠定坚实基础；争取政治优势，为统一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增强军事

实力，为统一提供可靠的保证。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历史上的分裂应持全面观点，一分为二地评价。既要看到其危害，又不能忽视分裂时期客观上存在的有利于

统一的积极因素。

练习

概括指出并结合史实简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历史发展趋势的几个方面，据此说明隋朝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

然。

请选择中国古代史中的有关史实，说明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封建地方势力对唐末和五代十国的影响如何？这种局面是怎样逐步走向结束的？明朝和清朝前期统治者对地方采

取了哪些措施，试评价其积极作用？

答：藩镇割据成为唐末政治黑暗的三大因素之一。藩镇割据的延续和扩大，导致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五

代后期，周世宗改革使后书刊号力量强大，为结束分裂割据局面奠定了基础，后周大将赵匡胤建立北宋，加强中央集

权，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明太祖废行省，设三司，分散了地方权力，清政府平定了地方贵族叛乱，设台湾府

等，明朝三司以力平行，互不统属，直属中央，使地方丧失割据条件。清朝严惩叛乱割据势力，加强地方行政管理。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各地区经济联系加强，边疆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五十多个民族共同为祖国版图的缔

造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1．中国古代经历哪几次大统一和大分裂的时期？又有哪几次局部统一？（注意：如果去掉古代两字，答案就不限于古

代，还要加上近代的相关内容。即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国民政府形式上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大陆的统一。）

2．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统一的原因有哪些？各统一王朝为维护统一进行了哪些斗争？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的原因是什

么？20 世纪中期祖国大陆统一的原因又是什么？

3．造成中国古代分裂的原因有哪些？近代军阀割据的原因是什么？

4．分裂中孕育着哪些统一的因素？（参照第 2 题）

5、统一时期又有哪些破坏统一的因素？是怎样克服的？（参照第 3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