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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疆域版图

一、课程介绍

《历史变迁与朝代兴衰》，共分六个部分，分别从版图、科技、

文化、建筑（亭台楼阁）、文物、钱币六个方面来讲述。我给大家分

享的是版图模块.

二、考核方式介绍

作为公选课，我们不会像其它必修课那样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内

容分为两部分内容：出勤、课堂笔记、课堂表现。

三、授课内容

（一）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概述

（二） 疆域版图变化与朝代兴衰

第一节 中国疆域版图的形成概述

翻阅历史画卷，你会发现一个历史现象：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古

国如罗马帝国、日尔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

蒙古帝国等，大多没能继续维持下去，有的中断了，有的随着文化重

心的转移而转移到另外的地区。唯有中国这个国家，其疆域版图经过

数千年的发展，虽几经内战血雨腥风和屡遭外族入侵，但中华民族始

终雄居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在各族人民长期开发、生息、经营的基

础上融合成崭新的华夏民族，共同绘就了稳定、统一的华夏版图，一

直延续至今。现在，官方公布的我国疆域面积是约 960 万平方公里，

然而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个规模，有时候大，有时候小，国力强盛面

积就变大，国力衰落面积就变小。那么我们国家是如何从最初的黄河

中游一带的一个弹丸小国，像滚雪球一样慢慢发展成现在这么一个庞

然大物的呢？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开始的，原始社会本没有国家，

所以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也要从原始社会讲起。

1.夏朝

中国版图构建的起点是夏、商，当时控制着黄河中下游地区。夏

朝，根据考古与文献资料，其中心地区在今河南省西部，以及黄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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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山西省南部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类型的文化为夏文化的代表。

以后，夏的势力向东扩展，融合了东方的夷人。向南发展到长江、淮

河之间，与南方的苗蛮频繁交往，形成了中国的主体民族华夏族。

2.商朝

大体在今黄河中下游地区，不出今河南省北、中部和河北省西南

部范围。成汤灭夏至盘庚五迁，始居于殷。盘庚（第二十商王）迁殷

后，国势强大。商朝的周围还有许多部族和方国（即已归属的部落国

家）。在今东北的有肃慎，滦河下游有孤竹，内蒙古东南部和山西境

内有鬼方、方、土方，陕西北部有羌方、犬戎、熏育（荤粥），西部

有周、氐，西南为巴、蜀，长江中游为濮、楚人，淮河流域为淮夷等

等。

盘庚迁殷原因及影响

3.周朝

周灭商前，周族活动于黄河上游(今陕西、甘肃一带)。周武王灭

纣后，建立周朝，初期的周王朝江山不稳，四处异声迭起，在忙于镇

压的同时，也就无力开拓疆土。为了巩固统治，西周曾有过两次大分

封：第一次是武王伐纣以后，封功臣谋士。第二次是周公东征胜利后，

重新分封。这两次分封把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的位置大致确定下来，

也为以后郡县制时代的行政区奠定了基本格局。

4.春秋

西周时王畿包括豫西、关中；公元 770 年犬戎杀周幽王灭西周，

关中尽失。周平王东迁，在洛邑（今洛阳）立都为东周，也称春秋战

国时期。此时，诸侯国坐大，周王室式微，形同虚设，也只能被看作

一个诸侯国而已。这一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专政。主要诸侯有鲁、

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越 等。各诸

侯互相争霸，形成了春秋五霸。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

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

同时各诸侯因称霸需要大肆招揽贤才，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

可以说是一场思想革命。凭着百家争鸣的智慧，中国文明历尽磨难一

直走到现在。

5.战国

战国时期，北起长城，南达长江流域的地区，各诸侯国之间经过

一系列的兼并战争，先后出现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

国，但七个国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不断发动战争，百姓受战争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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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

6.秦朝

公元前 221 年，秦灭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

集权制国家，它建立的一套行政体制经过不断改进，一直沿用至今。

秦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第一次明确的划定了中国的版图。在北方则是立

国不久的匈奴以及东胡和月氏，而西域诸国尚未与秦接触。

7.西汉

西汉是一个锐意进取开疆扩土的王朝。尤其是设置了西域都户，

将西域纳入了中国版图，其意义尤为重大。同时西汉势力进入朝鲜半

岛，将其半数领土划归中国。在北方，强大的匈奴汗国与西汉战争不

息，最终被西汉所击败。

8.东汉

光武帝刘秀先后削平王莽以来割据政权，恢复统一。虽然有“光

武中兴”，但汉朝的强盛已一去不复返。西北的羌人，北部的匈奴，

东北的鲜卑、高句丽，日南郡徼外的土著，在纪元以来不断与汉王朝

争战，使汉代的疆域在北部、东北和越南南部一带开始退缩，惟西南

一带将疆界推移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大盈江一带。延光二年 (公元 123

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由于北边匈奴族内部分裂，

鲜卑乘机拓展强土，西击乌孙，东却扶余，尽据匈奴故地。其时青藏

高原仍为诸羌所居。东北鸭绿江上游两岸则为高句丽国领土。

9.三国

东汉后魏、蜀、吴三国鼎立，三国统治区域基本承袭东汉。曹魏

继承了东汉在西域的统治，设置了西域长史府。朝鲜半岛的一半归曹

魏，越南大部归属东吴，缅甸等国一部分归属蜀汉。在北方，鲜卑崛

起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魏蜀吴三国除了彼此争斗外，均对开发治理边疆地区投入相当力

量。

10.西晋

西晋结束了三国鼎立的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但其统一时间仅仅

51 年。西晋的版图实际上就是三国合一的面积，既没有开疆扩土也

没有版图收缩，后来由于宫廷斗争，引发八王之乱，继而导致五胡入

中原，五胡和西晋各王爷各势力相互攻伐，更是加速了西晋的灭亡。

11.东晋十六国

此期间汉族的东晋政权全线南缩，而在黄河流域各少数民族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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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混战，使北方长期陷入分裂状态。前秦一度统一北方，与东晋形

成南北对峙之势，后因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统治瓦解使北方再度分

裂。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时期。而西域和青藏高原及匈奴故地，

此时并无强大政权。

12.南北朝

南北朝早期公元 420 年，刘裕自立为帝，是为南朝，南朝先后经

历了宋齐梁陈四个短命的朝代。439 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完成北方

统一，与南朝的宋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朝晚期 公元 557 年，

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建立陈朝，陈后主就是该朝最后一个皇帝。550

年，东魏高洋废其主自立，建号齐。557 年，宇文氏废西魏帝自立，

建号周。 其时，突厥已臣服西域诸国和塞外诸部，控制了南北五六

千里、东西万余里的大片土地。青藏高原则为吐谷浑、宝髻、女国、

象雄等。

13.隋时期

隋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重新统一了中国。不过，没有使西域各

部重归天朝。在北方，强大的突厥却分裂成东西两部。东突厥与隋时

有战争，最终被隋所击败。在东北和西南，虽然有一些松散的游牧民

族部落如室韦契丹等，但对中原构不成威胁。

14.唐时期

唐朝在太宗、高宗时期（647—683）是疆域扩展期。唐朝疆域曾

经西面到达咸海，东面到达朝鲜半岛，南面到达越南，北面到达北冰

洋、贝加尔湖。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削弱，疆土收缩。周边各族因长

期受到隋唐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在这过程中加强自己政权的建设。

唐朝征服东突厥后不久，突厥人在蒙古高原重新建国，以后回纥人在

蒙古高原兴起，并且一度非常强大。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黄巢起义

的时候，都曾经向回纥人借兵。东北这一带尽管在地图上还划在唐朝

的范围内，其实已经控制不住了，在这些地方设置的都督府只是名义

上的。唐朝后期最多只管到今天的辽宁，辽河下游，再往北根本就管

不到，只剩下名义上的。当地的靺鞨人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渤海国。朝

鲜半岛虽然还有一点名义上的归属，实际上已经是独立的政权。

15.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后，中国历史再一次进入了大割据时代。在北方广大地

区，军阀混战的结果是先后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

个较强大的王朝。与此同时，南方各地又陆续并存过九个较小的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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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即：吴、南唐、吴越、楚、前蜀、后蜀、南汉、南平及闽等九

国；北方河东地区则有北汉势力。史称：“五代十国”。后唐末年，

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对中原北部边防造成极大的威胁。五

代后期，统一的趋势日益明显。后周时，周世宗进行了改革，力量大

为增强。他采取了先南征后北伐的统一方针，攻占了南唐江淮之间的

大片土地和其他一些地区，为以后北来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16.北宋

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政权，宋

太祖赵匡胤花了 13 年时间，消灭了南方诸国，三次征讨北汉后北汉

亡，持续 70 余年的五代十国分裂局面结束。但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有

名的文弱朝代，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却没能收复幽云十

六州，与辽形成南北对持局面，此外还有西夏和大理政权与之并存。

在中国的主要王朝中，宋的面积是最小的一个。

17.南宋

1127 年，金军攻陷东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以及后妃、宗室、

大臣等 3000 人，北宋灭亡。历史上称这一变故为“靖康之变”。北宋

灭亡的同一年，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在应天府作了皇帝，后来定都临安，

历史上称为南宋。南宋的汉族政权退守江南经营半壁河山，自 12 世

纪初 13 世纪初为金与南宋南北对峙时期。南宋初年，金军几次南下，

追击南宋统治者。1129 年，金军渡过长江。那时，南宋的抗战派将

领，对金军的进攻作了坚决的抗击。韩世忠把金军阻截在黄天荡 48

天之久，岳飞收复了被金军占领的建康，金政权无力南进。同时，契

丹族建立的西辽，及党项族的西夏政权和吐蕃诸部相对平和。不过此

时蒙古已经崛起，不久以后将扫平诸强，建立规模空前的蒙古帝国。

18.蒙元时期

（1）元前的蒙古

蒙古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原先居住在也里古纳河东部，

后来逐渐散布到蒙古高原的广大地区。12世纪时，蒙古族发展起来，

和周围民族加强了联系。为了掠夺财富，蒙古各部贵族之间经常进行

残酷的战争。在各部落之间的战争中，斡难河流域的一个部落逐渐强

大起来。这个部落的杰出首领铁木真，领导一支强大军队，经过十多

年的战争，打败四周各部落，统一了蒙古。1206 年，蒙古贵族在斡

难河源召开大会，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尊称“成吉思汗”（1206—1227

年在位），建立了蒙古政权。蒙古政权建立以后，先后征服和攻灭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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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儿、吐蕃、西夏。1211 年(金大安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六年)八月，

在野狐岭(今河北省万全县)发生的决定蒙古与金朝双方命运的决定

性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成吉思汗指挥十万大军集中打击 45万金国

大军的中路十万军队，蒙军大胜，金国几乎丧失了所有精锐，从此再

也没有能力抵抗蒙古铁骑。这场战役不仅决定了蒙金交战双方政权的

命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势与格局。蒙古建

国后，于公元 1219 年至 1260 年的四十余年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

规模的西征，蒙古的西征，带给西亚和东欧地区的是一场空前的人祸，

蒙古的铁蹄征服的地区达到了近 3000 万平方公里，堪称是游牧民族

最辉煌的时期。

（2）元朝

1271 年，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几年后，元军占领南宋都城

临安，南宋灭亡。1279 年，元朝消灭南宋残余力量，统一了全国。

元军进攻临安时，南宋抗战大臣文天祥组织军队抗战。后来，文天祥

兵败被俘，元朝统治者将他囚禁在大都。面对元朝的种种威逼利诱，

文天祥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元朝杀害。他在转战中写下《过零丁洋》

一诗，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表现出崇

高的气节。

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版图一度拓展最为广大的王朝。北面岭北

行省曾北达今北海，包括今俄罗斯大部，其东辽阳行省达朝鲜北部、

黑龙江下游至库页岛，西面可达察合台后王封地咸海。如果加上窝阔

台和察阔台两大汗国和宣政院管理的今青海、西藏，版图之大可谓世

界之最。

19.明朝

朱元璋派军队攻占大都（今北京）后，元朝的残余势力退往北方，

史称北元。北元退到蒙古高原，以后形成鞑靼和瓦剌两部，明朝在北

面的阴山一线与鞑靼、瓦剌交界。瓦剌一度往北京打，在土木堡俘虏

过明英宗。明代西界控制范围只达到今天甘肃西界，明朝始终没有占

领过整个新疆，一度控制哈密地区，设立过军事机构，但是后来退却

了，退到嘉峪关。所以明长城是从嘉峪关到山海关。明朝对西藏延续

了元朝的统治，但没有进行有效的管理，幸而也没有其他外国政权进

入西藏，所以从元朝开始西藏就是我国领土，西南地区的疆域与元代

相比变化不大。明代一度曾将今越南北部、中部设置交趾布政使司，

但仅有 20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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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清朝

清朝前期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清朝疆域西跨

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

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

赤尾屿等，南包南海诸岛，成为亚洲东部最大的国家。在清朝幅员广

阔的疆土上，生活着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维吾尔族、

苗族、彝族、壮族、布依族、朝鲜族、瑶族、哈萨克族、黎族、高山

族、景颇族、达斡尔族、珞巴族等 50 多个民族。这些民族虽然文化

发展程度不同，但都有着悠久的历史，都对祖国的缔造作出了贡献。

平定准葛尔部葛尔丹分裂势力和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加强对

西藏的管辖，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进一步巩固。1661 年，在东

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的郑成功，带领战舰，从金门出发，横渡台湾海

峡登陆。在当地人民支持下, 经过激烈战斗, 郑成功打败盘踞台湾

38 年的荷兰殖民者。第二年初，荷兰殖民者向郑成功投降，台湾回

到了祖国怀抱。1683 年，清军进入台湾。第二年，清政府设置台湾

府，隶属福建省。16 世纪后期，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清军

入关时，沙俄乘机强占了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清政府一再要求沙俄

侵略者撤出中国领土，沙俄政府反而增兵雅克萨，加紧武力扩张。康

熙帝为保卫边疆，亲自出巡东北，视察防务，决心组织自卫反击战。

1685 年和 1686 年，康熙帝命令清军两次进攻雅克萨的沙俄军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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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俄双方代表在尼布楚进行谈判。在中国政府作了让步的情况下，经

过平等协商，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

约》。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及雍正五年（1727 年），中俄先后订

立条约，划定黑龙江、吉林与俄国远东地区间边界，并划定外蒙古与

俄国西伯利亚间边界。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又定盛京与朝鲜之

间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清朝的疆域到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被打

破。首先，香港被割让，但宰割中国领土最多的是俄国。一是根据《瑷

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地方被划走。乌苏里江以东地方原定共管，但

是以后也被俄国侵占。黑龙江以北的江东六十四屯都住着中国人，根

据条约继续归中国，但又给俄国人赶走了。《伊犁条约》又把巴尔喀

什湖以东到今国界那一大片土地拿走了。帕米尔高原的六个帕，最后

只剩下一个帕，就是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县，其他五个帕都被英国人与

俄国人瓜分，以后成了阿富汗的领土。在其他边界上有局部丧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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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多。

21.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基本承袭了清朝的疆域版图。直至 1946 年 1 月，当时

的南京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抗战期间被日本侵占的南海诸岛，于

1947 年收回。此外，被日本侵占 50年的台湾省亦同时归还。

22.中华人民共和国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疆域版图:西起新疆乌恰县以西的帕

米尔高原（约东经 73 度 40 分），东到黑瞎子岛南端对岸（约东经

135 度 41-44 分）南至南海诸岛西南部的华阳礁（约北纬 8度 51-52

分）；北达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至北点（北纬 53度 31 分）。

周边国家有俄罗斯、阿富汗、缅甸、尼泊尔、越南等。拥有漫长的海

岸线。陆地面积约为 960 万平方公里，约占亚洲面积的四分之一。

中国疆域版图自夏商开始到清朝极盛再到中华民国时期的秋海

棠叶形状，又到今天的雄鸡形状，期间不断演进变化经过了数千年的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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