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代政治史专题》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222022031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文）中国古代政治史专题

（英文）Studies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in Pre-modern China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无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本课程是面向历史系本科生开设的专业选修课程。课程内容力图呈现出中国古代政治的多维度和深

层次变迁,从周代贵族政治，到明代的科举与社会的互动，本课程构筑了一个宏大而细致的历史画

卷。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权力结构、制度设计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本课程的核心。无论是贵族制、

爵制与禄制的构成，还是士族门阀政治的形成，权力分配与制度建构始终是政治变迁的关键因素。

同时，儒、法、道三家的理论框架及其演变，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也对具体的制度设

计和政治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课程强调了地域因素对政治形态的作用，从宋代的地方化历

史转向，到元朝统治下的中央与地方的政治群体，再到明代的科举制与社会变迁的相互作用，课程

后半段将侧重从“中央-地方”的关系角度讨论政治秩序的塑造。

综上，本课程通过深入讨论历史事件、人物、思想和著作，揭示中国古代政治演变的基本特征与规

律。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历史不仅涉及政权更迭、权力争斗，更要通过政治史视角，理解文化思潮、

社会结构以及其与政治力量的交互。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an elective offered to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History. It aims to present the

multi-dimensional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politics of the Zhou

Dynasty nobility to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ociety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this course constructs an extensive yet detailed historical panorama.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wer structures,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ideological constructs in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forms the core of this course. Whether i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bility system, the

enfeoffment system, the official salary system, or the formation of scholar-gentry politics,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are always key factors in political changes.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their evolution from the Confucian, Legalist, and Daoist

schools not only reflect the political thoughts of ancient China but also profoundly influenc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designs and political choices. Additionally, the course underscores the influence of regional

factors on political forms. From the loca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Song Dynasty, the political group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under the Yuan Dynasty rul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social change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ourse will discuss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Through a deep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events, figures, thoughts, and works, this course reveal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the evolu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involves not only changes in regime and power struggles but also requires a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history to understand cultural trends, social structure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political forces.

*教材

（Textbooks）
叶炜，《中国古代史十四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

参考资料

（Other References）

1，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2，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瑶：《中古文人生活》、罗新《漫长的余生》

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5，邓小南：《祖宗之法》、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6，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九州四海风雅同》

7，张帆：《元朝的特性》

8，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

9，王天有：《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历史学院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线下混合式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历史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全外语语种

双语：中文+语种（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向静，女，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历史学

博士。研究领域：明代史、地方社会史、数字人文。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1.了解并认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历程与发展脉络

2.掌握古代政治史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与重要理论

3.训练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人物、事件、关系与结构的能力，提升史学思辨素养，提高

对历史知识形成、史学问题提出、历史理论建构等问题的理解力与洞察力，提高分析

历史问题与解释历史现象的能力。

*考核方式（Grading）
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30%，包括考勤、参与课堂发言等表现。

期末成绩占总评成绩的 70%，包括课程论文的质量评定。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周次

教师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

讨论的题目、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向静
2 2

第一讲 贵族与官僚、爵制与禄制

内容提要：介绍周代贵族政治、战国选贤任能和秦汉帝国的文法吏。

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周代贵族与官僚的权力对比。2. 爵制

和禄制在政治制度中的作用和影响。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阎步克：

《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讨论题/作业：根据

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

周代贵族政治、战国选贤任能和秦汉帝国的文法吏对中国政治演变

的影响与意义。

第二周

向静
2 2

第二讲 战国秦汉的儒、法、道（上）

内容提要：探讨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的发展

和演变，以及儒法合流的过程。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儒家、

法家和道家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特点与表现。2. 儒法合流的原因

和影响。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

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

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儒

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与意义，探讨儒

法合流的原因和影响。

第三周

向静
2 2

第二讲 战国秦汉的儒、法、道（下）

内容提要：探讨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的发展

和演变，以及儒法合流的过程。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儒家、

法家和道家思想在战国秦汉时期的特点与表现。2. 儒法合流的原因

和影响。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

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

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战国时期至秦汉时期儒

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与意义，探讨儒

法合流的原因和影响。

第四周

向静
2 2

第三讲 儒生与文吏

内容提要：探讨士阶层的来源、乐师与史官的角色，以及儒吏分化

与冲突。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士阶层的来源和特点。2. 乐
师和史官在政治中的职责和影响。3. 儒吏与非儒吏之间的关系和冲

突。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

的政治文明》。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
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士阶层的来源、乐师与史官的角

色，以及儒吏分化与冲突对政治演变的影响与意义。

第五周

向静
2 2

第四讲 士族门阀政治（上）

内容提要：探讨东汉魏晋士族的形成，东晋门阀政治和中古士族制

度。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东汉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和作用。

2.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影响。3. 中古士族制度的演变。阅读文

献参考书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瑶：《中古文人生活》。

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

备一个演讲，分析东汉魏晋士族的形成，东晋门阀政治以及中古士

族制度在政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第六周

向静
2 2

第四讲 士族门阀政治（下）

内容提要：探讨东汉魏晋士族的形成，东晋门阀政治和中古士族制



度。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东汉魏晋时期士族的特点和作用。

2.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和影响。3. 中古士族制度的演变。阅读文

献参考书目：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王瑶：《中古文人生活》。

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

备一个演讲，分析东汉魏晋士族的形成，东晋门阀政治以及中古士

族制度在政治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第七周

向静
2 2

第五讲 中古玄学名士

内容提要：探讨中古玄学的思潮、名士以及其政治理念。讲授和讨

论。章节安排：1. 中古玄学的主要思想和代表人物。2. 名士在政

治中的角色和影响。3. 玄学的政治理念。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阎步

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讨论题/作业：

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

分析中古玄学的思潮、名士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

第八周

向静
2 2

第六讲 南北分途与历史出口（上）

内容提要：探讨民族冲突与南北分途、汉化与胡化，以及北朝专制

官僚政治的重振。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南北分途对政治的影

响和后果。2. 汉化与胡化的文化和政治交融。3. 北朝专制官僚政

治的特征。阅读文献参考书目：罗新《漫长的余生》。讨论题/作业：

对参考书目，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书评或准备一个演讲，讨论民

族与政治冲突中的普通人历史书写。

第九周

向静
2 2

第六讲 南北分途与历史出口（下）

内容提要：探讨民族冲突与南北分途、汉化与胡化，以及北朝专制

官僚政治的重振。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南北分途对政治的影

响和后果。2. 汉化与胡化的文化和政治交融。3. 北朝专制官僚政

治的特征。阅读文献参考书目：罗新《漫长的余生》。讨论题/作业：

对参考书目，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书评或准备一个演讲，讨论民

族与政治冲突中的普通人历史书写。

第十周

向静
2 2

第七讲 南北文化交融与隋唐统一

内容提要：探讨南北文化交融，隋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以及制度

的传承与更新。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南北文化交融的特点和

意义。2. 隋唐大一统格局对政治的影响。3. 制度的传承与更新。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讨论题/
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

演讲，分析关陇集团理论的发展史、争议与现状。

第十一周

向静
2 2

第八讲 宋代的新型士人与士大夫政治（上）

内容提要：探讨宋代新型士人的兴起与士大夫政治的特点。讲授和

讨论。章节安排：1. 宋代新型士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2. 士
大夫政治的运作机制和特征。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内藤湖南：《概

括的唐宋时代观》、邓小南：《祖宗之法》、余英时：《朱熹的历

史世界》。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

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唐宋变革论的争议与研究现状。

第十二周

向静
2 2

第八讲 宋代的新型士人与士大夫政治（下）

内容提要：探讨宋代新型士人的兴起与士大夫政治的特点。讲授和

讨论。章节安排：1. 宋代新型士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2. 士



大夫政治的运作机制和特征。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内藤湖南：《概

括的唐宋时代观》、邓小南：《祖宗之法》、余英时：《朱熹的历

史世界》。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

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唐宋变革论的争议与研究现状。

第十三周

向静
2 2

第九讲 宋代以来的“地方化”历史转向（上）

内容提要：探讨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地方化”转向。讲授和讨论。

章节安排：1. “地方化”转向对政治的影响和后果。2. 地方政权的兴

起和发展。阅读文献参考书目：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2, Vol. 42 (2), p. 365-442.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容提

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宋代以来中

国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地方化”转向？

第十四周

向静
2 2

第九讲 宋代以来的“地方化”历史转向（下）

内容提要：探讨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地方化”转向。讲授和讨论。

章节安排：1. “地方化”转向对政治的影响和后果。2. 地方政权

的 兴 起 和 发 展 。 阅 读 文 献 参 考 书 目 ： Hartwell, Robert M.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82, Vol. 42 (2), p.
365-442. Hymes, Robert P.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si,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讨论题/作业：根据本讲内

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宋代以

来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存在“地方化”转向？

第十五周

向静
2 2

第十讲 元朝统治下的中央与地方

内容提要：探讨元朝统治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讲授和讨论。

章节安排：1. 元朝中央与地方政治的互动和平衡。2. 地方政权的

变迁和影响。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张帆：《元朝的特性》、萧启庆：

《内北国而外中国》、《九州四海风雅同》。讨论题/作业：根据本

讲内容提要，撰写一篇 1000字内的短文或准备一个演讲，分析元

朝统治下的政治群体及其与儒家文化发展的关系。

第十六周

向静
2 2

第十一讲 明代的政治

内容提要：探讨明代政治体制的基本结构、中央统治与地方乡村的

政治联系。讲授和讨论。章节安排：1. 明代政治制度的特征和运作

机制。2. 明代政治在地方上的改革和演变。阅读文献参考书目：余

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王天有：《明史：一个多重性格

的时代》。讨论题/作业：无。

总计
3

2

3

2

备注（Notes）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