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八　史前时代至中古时期：早期文明的

产生与多元世界的初现

循框图——理清主要史实 理线索——归纳主要特征

一、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线索 1　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随着原始农业畜牧业的

发展与传播，人类文明逐渐产生。世界

上形成了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

印度、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等最早的地

区文明，这些文明基本独立发展，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表现出明显的

多元特征，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线索 2　古代世界的奴隶制帝国

农耕文明的优势使古代埃及文明和西亚

文明获得了稳步发展；古代希腊不断向

周边地区殖民，建立了众多的城邦国家。

古代文明各自的扩展，使不同文明区相

互连接起来，这是大帝国兴起的重要条

件，并最终推动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

帝国、孔雀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起。人

类文明交往的方式主要有暴力冲突与和

平交流两种，丝绸之路促进了汉王朝和

罗马帝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二、中古时期的世界

线索 1　中古时期的欧洲

封君封臣制度、庄园与农奴制度是西欧

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随着西欧社会的

转型，中古西欧的社会出现了许多新变

化，主要表现为王权国家、基督教会和

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中古西欧文明是不

同文明融合和嬗变的结果，具有鲜明的

多元混合特色。

线索 2　中古时期的亚洲

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印度、阿拉伯文明

在这时不断向外传播，与受中国文明影

响下的朝鲜文明、日本文明等交相辉映，

谱写了亚洲文明发展史上灿烂的一页。

横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促进了

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奥斯曼土耳其的崛

起，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伊斯兰教传播、

传承阿拉伯文明的作用。

线索 3　古代非洲和美洲

东非的阿克苏姆王国、西非的加纳等国、

南非的大津巴布韦都充分展示了古代非

洲的文明成就。以玛雅文明、阿兹特克

文明、印加文明为代表的古代美洲文明

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 26 讲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课程标准]

1.知道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

2.了解各文明古国发展的不同特点，并分析、认识这些特点形成的不同时空条件。



3.认识古代各大帝国的区域性影响，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早期联系。

4.了解古代西方政治体制各主要类型的产生和演变过程。

知识点一　人类文明的产生

1.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

(1)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成就：西亚地区最早培植出大麦、小麦和豆类作物，南

亚、中国和中南美洲等地也培育出各自的农作物，如南亚的芋头，中国的水稻和

粟，中南洲的玉米和南瓜等。在这些地区，还驯养了羊、猪和牛等动物。最初的

农业和畜牧业逐渐发展并传播开来。

(2)农业和畜牧业发展的影响

①社会分工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②贸易发展：不同地区的产品互通有无，促进了交换和贸易。

③艺术和科学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让一部分人能够脱离社会生产活动而从事

专门的管理和文化创造工作。

④早期城市形成：农耕生产需要人们定居生活，一些较大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早

期城市。

2.人类文明产生的标志

(1)阶级和奴隶制的出现

①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私有制逐渐产生→社会分化

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阶级。

②为争夺土地和资源，一些部落之间爆发战争，被征服者往往成为征服者的奴隶，

奴隶制形成。

(2)国家形成：在阶级矛盾和部落战争的双重作用下，逐渐出现了政府、军队和

监狱等强制机关，国家开始形成，人类进入奴隶社会。

(3)文字产生：出于记事和管理的需要。

知识点二　古代文明的多元特点

1.古代两河流域文明

(1)自然地理环境：两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但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2)苏美尔时代：公元前 3500 年左右，产生了最初的文明。约公元前 2900 年，

两河下游的苏美尔地区出现一系列城市国家。

(3)古巴比伦王国时期

①统一：约公元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王国国王汉谟拉比基本统一了两河流域。

②政治制度：建立君主专制制度。颁布《汉谟拉比法典》，宣扬君权神授，维护

奴隶主的利益和权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成文法典。

(4)文化成就：楔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吉尔伽美什》是目前所知最早

的史诗；诞生了著名的洪水和方舟传说；苏美尔人发明了 60 进制。

2.古代埃及文明

(1)地理环境：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尼罗河还提供了连

通上下埃及的交通条件。

(2)埃及统一：公元前 3100 年左右，埃及初步实现统一，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官僚

系统。

(3)专制统治

①法老的地位：法老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掌握着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最重要

的权力。

②法老之下，设有官员分别处理政务和地方事务。

(4)文化成就

①有丰富多彩的神话和文学故事。

②出现古老的象形文字。

③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太阳历。

④莎草纸是古代埃及主要的书写材料和重要的出口物资。

⑤建造金字塔，体现了法老的至上权威。

3.古代印度文明

(1)文明产生：诞生于印度河流域的大平原上。后来雨水丰沛、植被茂盛的恒河

流域逐步得到开发，成为印度历史的中心舞台。

(2)种姓制度

①形成：到公元前 6 世纪，恒河流域形成一系列国家。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印度

发展出种姓制度。



②内容：婆罗门主掌宗教祭祀；刹帝利主要由以国王为首的武士集团构成，负责

统治和保卫国家；吠舍的大多数是普通劳动者，少部分是富有的商人；首陀罗地

位最低，需要为前三个等级服务。后来，在四个种姓之外，还出现了处在社会最

底层的“贱民”。

③基础：婆罗门教的说教为种姓制度提供了理论和宗教基础。

④特点：贵贱分明、职业世袭、法律地位不平等。

(3)文化成就

①《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世界上著名史诗。

②创造了从 1 到 9 的数字，发明了“0”，提出了按位计值的方法。

③在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取得重要成就。

4.古代希腊文明

(1)中心区域：巴尔干半岛南部和爱琴海中的部分岛屿。

(2)城邦制度

①时间：公元前 8—前 6 世纪。

②特征：小国寡民，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

③代表：斯巴达和雅典。

(3)政体形成

【链接·选择性必修 1·P8】

①雅典——民主政治

公民大会
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

定国家法律和政策

议事会
议员从公民中抽签产生，主要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决

议草案，并参与国家日常管理

官员 由选举产生，大多一年一任，在任时需接受监督

内容

陪审法庭
是主要司法机关，陪审员全体达 6 000 人之众，组成

规模不等的法庭审理大小案件

实质 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民主

②斯巴达——寡头政治

机构 职责



公民大会 名义上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国王 王位世袭，垄断了军事统帅权

长老会 实际上的最高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议员终身任职

监察官
从全体公民中选举产生，拥有主持公民大会、审判国王等重要权力，

但一年一任，一般不得连任

(4)文化成就

①古希腊的神话、悲剧和喜剧等，是世界文学的瑰宝。

②希罗多德首创“历史”一词，被称为“史学之父”。

③修昔底德成为政治史传统的奠基人。

④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

知识点三　古代文明的扩展

1.农耕文明的扩展

(1)条件：农耕文明区发达的社会分工、相对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复杂的社会组

织和管理系统，具备了稳步扩大范围和影响的潜能。

(2)扩展

①埃及：势力曾达到两河流域，并与西亚地区的大国争霸。

②西亚

古巴比伦王国 首次实现了两河流域的统一，把势力伸展到地中海东岸

亚述
不仅统一了两河流域地区和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而且一度征

服埃及

2.海洋文明的扩展(希腊文明)

(1)条件：凭借自己的组织能力、航海技术和武器。

(2)方式：移民。

(3)范围：向地中海和黑海周边地区殖民。

(4)影响：在东起黑海东岸、西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众多的城邦国家。

知识点四　古代世界的帝国

1.波斯帝国

(1)崛起时间：公元前 6 世纪。

(2)征服扩张：征服包括两河流域、埃及、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北部在内的广



大地区，建立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3)帝国统治：继承了西亚地区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地方实行行省制，建

立了从中央到地方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和税收系统。

(4)走向衰亡：公元前 4 世纪晚期，被马其顿灭亡。

2.亚历山大帝国

(1)崛起时间：公元前 4 世纪晚期。

(2)帝国建立：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成功灭亡波斯帝国后，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

大洲的帝国。

(3)政治统治：亚历山大继承波斯帝国的基本制度，地方实行行省制，任用马其

顿人和希腊人担任主要职务，推广希腊文化。

3.罗马帝国

(1)起源：原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城邦。

(2)征服扩张：首先征服意大利，后征服了从西班牙到两河流域的整个地中海周

边地区，整个地中海变成了罗马的内海。

(3)政治统治：奴隶制迅速发展。

(4)确立国教：1 世纪，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的巴勒斯坦，到 4 世纪末成为罗马

帝国国教。

【链接·选择性必修 1·P9】

(5)政治制度

A.罗马共和国(公元前 509—公元前 27 年)

①权力结构

执政官
两人，一年一任，由全体公民选举产生；主要职责是担任军事统帅，

主持公民大会和元老院，并执行相关决议

元老院 由卸任高级官员组成，终身任职，负责提出建议，协调行动

公民大会 有权立法、宣战、媾和与审判，是罗马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②政体实质：具有浓厚的贵族寡头特征。

③政体局限：公民大会的召开和表决都受到高级官员和元老院的限制，难以有效

发挥作用；所有官职均无薪金，穷人实际上无法出任。

B.罗马帝国(公元前 1 世纪末建立)



①帝国建立：公元前 1 世纪末，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实际掌握罗马国家大权，形

成君主政治。

②政体特征：皇帝(元首)掌控罗马国家的权力，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法官，

军队听命于皇帝，是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6)帝国灭亡：4 世纪末，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5 世纪后期，在内外矛盾的

夹击下，西罗马帝国灭亡。

知识点五　文明的交流

1.总趋势

交往不断加强，相互影响不断扩大。

2.交流表现

(1)技术：西亚的农耕技术，逐步传到中亚、欧洲和北非一些地区。冶铁技术从

西亚扩散到埃及和希腊等地。

(2)文学艺术

①西亚的神话传入希腊，成为希腊神话的重要内容。

②希腊最初的雕刻艺术，特别是人像雕刻，在很多方面都模仿埃及。

(3)文字：字母文字起源于西亚地区的腓尼基。在东方演化为阿拉马字母；向西

传入希腊，形成希腊字母，再演化出拉丁字母。

(4)丝绸之路

①波斯帝国：中国的丝绸到达地中海东岸。

②东汉：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2 世纪，已经有来自罗马的商人到达洛阳。

【链接·选择性必修 3·P15－22】

知识点六　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

1.古代西亚文化

文字
苏美尔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阿卡德人、巴比伦人、

亚述人和波斯人都使用这种文字

文学 《吉尔伽美什》是世界上最早的史诗

建筑 苏美尔人的泥偶雕像，亚述帝国的王宫，波斯王宫等

法典
《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反映了古巴比

伦王国的各种情况，是研究古代两河流域历史的重要资料



2.古代埃及文化

文字 使用象形文字，为以后的字母文字奠定了基础

文学 有神话、诗歌、哲理故事和散文故事

建筑 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卡尔纳克神庙

历法 发明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是目前通用公历的基础

医学 医学发达，防腐技术高超，制作“木乃伊”

3.阿拉伯文化

文学 “悬诗”盛行，散文故事集《天方夜谭》

数学 伊本·穆萨的《积分和方程计算法》，把代数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天文学
白塔尼证明发生日环食的可能性，《萨比天文历表》对欧洲天文学产生

很大影响

医学
伊本·西那的《医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传入欧洲后长期被作为医

学的教科书

4.古希腊文化

哲学

①研究对象：宇宙起源和人生意义等自然和社会问题

②特点：力图用理性的思维方式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

③表现：

a.苏格拉底：探讨人生哲理和社会伦理，用对话形式提出哲学思想

b.柏拉图：创建“学园”将哲学和数学知识融会贯通，为欧几里德

的《几何原本》奠定了基础

c.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著作对欧洲科学

知识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几何学 柏拉图发展了几何学，为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奠定了基础

文学
①《荷马史诗》成为后世西方文学创作的源泉

②戏剧是希腊文学的最高成就

雕塑建筑 米隆的《掷铁饼者》，帕特农神庙

史学
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创了叙事体的撰史体裁，被称为“历史之

父”；修昔底德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5.古罗马文化



内容 约前 450 年，《十二铜表法》是古罗马第一部成文法

法侓
评价

限制了贵族滥用权力，规范了社会契约行为，在一定程

度上保障了平民利益，成为后来公民法的基础

文学 卢克莱修、西塞罗和维吉尔是三大代表。维吉尔写有史诗《伊尼特》

史学 李维《罗马史》，塔西佗《编年史》

建筑 有万神殿、大竞技场(圆形剧场)

历法 凯撒时期制定的儒略历后来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

1.埃及历史铭文记载：“法老被视为神，是法律的来源。”(摘自必修教材 P5)这

段话表现了法老怎样的地位？

提示　法老是拥有绝对权威的专制君主，被视为神在人间的代表。

2.古代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如何影响了它们各自文

化的特点？(摘自必修教材 P5)

提示　两河经常泛滥，农业发达，诞生了洪水和方舟传说，苏美尔人发明了测量

土地的 60 进制。尼罗河水定期泛滥，几何学和天文学研究兴起。

3.当他们分割普鲁沙时，……其口为婆罗门，由其双臂造成罗惹尼耶(刹帝利)，

其双腿变成吠舍，从其双脚生出首陀罗。(摘自必修教材 P5)材料主要体现了古代

印度哪一政治制度的形成？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有哪几个阶层？

提示　种姓制度。吠舍、首陀罗。

4.亚里士多德说：“平民政体指的是贫穷而又占多数的自由人执掌着政权，寡头

政体指的是门第显贵而又占少数的富人执掌着政权。”(摘自必修教材 P6)二者的

典型代表分别是哪两个政权？

提示　雅典和斯巴达。

5.我们沿着大海生活，就像蚂蚁或青蛙围绕着一个池塘。(摘自必修教材 P9)据此

我们可以获取希腊文明的哪些信息？

提示　海洋文明的典型；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

6.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宣称：“凡忠信之士，我赐予恩典；凡不义之人，我严惩

不贷……凡我给他们的一切命令，他们都遵行不误。”(摘自必修教材 P9)材料的

核心主旨是什么？



提示　突出了波斯国王作为专制君主的地位。

7.公元前 73 年，意大利半岛中部爆发了著名的斯巴达克起义。起义者坚持了两

年，一度威胁到罗马城，最后被镇压。(摘自必修教材 P10)这次起义有何影响？

提示　冲击了奴隶制，深刻影响了罗马历史发展进程。

8.公元前 1900 年左右，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使用楔形文字书写信件。(摘自选择

性必修 3 教材 P15)楔形文字是由谁发明的？

提示　苏美尔人。

9.从苏美尔文明起，西亚地区历代统治者都重视编纂法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

《汉谟拉比法典》。(摘自选择性必修 3 教材 P16)《汉谟拉比法典》有什么史学价

值？

提示　法典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情况，是研究两河

流域历史的重要史料。

10.人首飞牛是亚述帝国王公大门上常见的雕刻，由人的脑袋、鹰的翅膀和牛的

身体构成，代表当时最强大物种的集合。(摘自选择性必修 3 教材 P16)这一石雕

的地位如何？

提示　既是王宫的守护神，又是国王权力的象征。

11.阅读选择性必修 3 教材 P16“学思之窗”：汉谟拉比假借神的名义立法有什么

作用？

提示　有利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通过宗教欺骗和奴役人民，宣扬君权神授，

宣称自己是根据神意立法。

12.近代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

特征。(摘自选择性必修 3 教材 P19)请举例说明。

提示　西非人能够制造青铜人像和工具。东非出现一系列城市国家，与阿拉伯地

区和中国有贸易往来。中部和南部非洲较多保留了黑人的传统文化，如大津巴布

韦遗址。

1.重要概念——农业革命

新石器时代，约发生于 10000 年前，可能由采集野生小麦发展为有意识的栽种，

逐步到半定居等待收获的农耕生



活方式。人类发明了农业、畜牧业。农业的产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

这场革命被称为第一次农业革命或新石器革命。

想一想　人类迈向文明的前提是什么？

提示　农耕畜牧的产生。

2.重要概念——《汉谟拉比法典》

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汉谟拉比制定了一部法典，让人把它刻在一根黑色

的大石柱上。《汉谟拉比法典》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涉及古

巴比伦王国的社会结构、婚姻、土地租赁和借贷等多个方面。它宣扬君权神授，

维护奴隶主的利益和权威。

想一想　世界上现存的第一部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是什么？

提示　《汉谟拉比法典》。

3.重要观点——《吉尔伽美什》

《吉尔伽美什》比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制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

的历史面貌，反映了古代人民力图探寻自然法则和生死奥秘，以及渴望掌握自己

命运的理想。颂扬了为民建立功勋的思想和英雄行为，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和认识

意义。

想一想　《吉尔伽美什》主要反映了哪一地区的文明成果？

提示　两河流域地区。

4.关键图表——种姓制度

想一想　古代印度种姓制度的实质是什么？

提示　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

5.重要概念——希腊城邦国家

城邦或称城市国家，古代希腊城邦一般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连带周边乡村地区

而形成的独立国家，以小国寡民为基本特征。通常是以城或市镇为中心，结合周

边农村形成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公元前 8—前 4 世纪古代希腊历史的显著特点是



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数百个城邦并存，出现过许多城邦联盟。



想一想　古代希腊城邦国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提示　小国寡民，独立自治。

6.重要观点——罗马帝国的兴衰

想一想　罗马帝国在扩张的过程中把哪一宗教确立为国教？

提示　基督教。

7.重要观点——腓尼基字母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

腓尼基字母是腓尼基人在楔形文字基础上将原来的几十个简单的象形字字母化

形成，时间约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字母文字，几乎都可追溯到腓尼基字母，

如希伯来字母、阿拉伯字母、希腊字母、拉丁字母等。腓尼基字母是辅音字母，

没有代表元音的字母或符号，字的读音须由上下文推断。

想一想　你知道中国的维吾尔、蒙古、满文字母最早是由何种字母派生演化而来

的吗？

提示　腓尼基字母。

8.重要概念——卡尔纳克神庙

卡尔纳克神庙是古埃及最大、最壮观的神庙，因其主殿供奉着太阳神阿蒙，又称

阿蒙神庙。卡尔纳克神庙的多柱式大厅厅长 366 米，宽 110 米，有 134 根巨型石

柱，中央两排特别粗大的石柱，每根高达 22 米，直径 3.57 米，可容纳近百人在

上面站立。

想一想　卡尔纳克神庙属于哪一种建筑形式？有何价值？

提示　柱式建筑。是古代埃及建筑艺术上的重大创造，对后来的古希腊建筑也有

重大影响。

9.重要概念——《神学大全》

《神学大全》是基督教自中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教学基础，是必读的古典书籍。它

把神学的知识加以论证和系统化，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上帝；第二

部分论述了人的行为；第三部分论述了基督。此书以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从哲

学的认识论、本体论的角度，深刻地阐释了上帝、灵魂、道德、法律等。

想一想　《神学大全》是谁的代表作？



提示　托马斯·阿奎那。

考向 　古代文明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角度 1　从“唯物史观”角度认识人类文明的产生

[命题探究]

史料一　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

人类作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①也可养活自

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②展现在人类面前，使人

类的眼界大为开阔；从此，人类告别了旧石器时代，跨入新石器时代。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即原始农业的诞生。

②指人类从此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变成食物的生产者。　　　

思考　(1)史料一中人类的“划时代”变化是指什么？结合所学分析其影响是什

么？

提示　农业的诞生。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促进了社会分工的

发展和商业的出现；人类开始定居生活，较大的定居点发展为早期城市；农业的

产生是人类迈向文明世界的前提。

史料二　社会上出现了穷人和富人、奴隶和奴隶主之后，奴隶主阶级为了保护他

们手中的货币和其他财富，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便设立

了各种强制性的暴力机关①，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从此，古老的氏族

制度②完全解体，国家产生了，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

——摘自上海师大历史系《世界史话·古代中世纪部分》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是国家形成的重要标志。

②氏族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开始自然形成的血缘组织。原始人过着群体的生活，它

们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共同战斗、财产公有并且有共同的语言、崇拜、葬地等。　　　



思考　(2)根据史料二，指出人类文明产生的基本标志。为什么说“国家产生了，

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

提示　标志是国家开始形成。社会上出现了奴隶和奴隶主之后，奴隶制成为人类

第一种剥削和压迫形式，政府、军队和监狱等强制机关设立，国家形成，人类进

入奴隶社会。

[史论史识]

素养

提升

唯物史观——文明的产生

史论 1　阶级产生的条件与途径

(1)条件：社会等级是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个人劳动能产出超过其

个人生存所需的少量剩余的条件下出现的。

(2)途径

①内部：氏族部落或个人把外族人变为奴隶，这是阶级产生的最初途径。

而部落间的械斗和战争为此提供了方便条件。

②外部：部落酋长和首领们利用职权把一部分公共产品据为己有。氏族

公社内部分化出富有的剥削者上层，他们转变为氏族贵族。而贫困、负

债的氏族下层中的一部分人则沦为贵族的依附民和债奴。史论

归纳 史论 2　国家形成的原因

(1)经济基础：生产力的发展是国家出现的根本原因，农业的出现使产品

出现了剩余，可以供养脱离生产的国家管理者和保卫者。

(2)政治原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扩大，阶级和阶级对立产生，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是国

家的重要职能。

(3)兴修水利：在最早的亚非文明古国中，农业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

兴修水利特别是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需要调集广大区域内大量的人力、

物力，这使建立统一的国家成为历史的必然。



(4)抵御外敌：原始社会后期，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组建强大的部落联

盟，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就成为国家出现的现实原因。

角度 2　从“家国情怀”角度考查早期文明的特点和成就

[命题探究]

史料一

埃及金字塔——法老的陵墓①

古代埃及固有的特点，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对死后生活的关心②。古代埃

及人相信死亡只是来世的一种准备，最为重要的在于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

备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厚葬③。

——令狐若明《古代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法老权力至上。

②特别注重宗教信仰。

③强调厚葬，也消耗了大量社会财富。　　　

思考　(1)依据史料一，分析古代埃及文明的特点。

提示　古代埃及君权神授，权威至上，宗教是古埃及文明的核心。

史料二　法典规定：奴隶可以自由买卖，可以用来抵债，如果奴隶胆敢对主人说：

“你不是我的主人”，他的耳朵就要被割掉①。

法典规定：盗窃王宫或神庙财产的人，必须处死；侵犯别人住处的人，必须就地

处死、掩埋；趁火盗窃财物的人，必须当场扔到火里烧死②。

——摘自《汉谟拉比法典》

史料中有什么——全面获取信息

①体现了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所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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