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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宋元時期的民族互動 

3-1 遼宋金的國際互動 

一、北宋建國 

建 國 
宋太祖-         ，為五代-後周禁軍將領，藉領軍北伐，於陳橋驛發動兵變

篡位，即「陳橋兵變，黃袍加身」 

首 都        (今河南開封)，史稱「     宋」（960~1127A.D） 

基 本 

國 策 

◎為解決唐末至五代十國以來藩鎮割據問題： 

1. 強幹弱枝：削弱地方武力，財政由中央控制 

2. 重文輕武：中央與地方重要官職皆由文人擔任，導致宋朝國勢積弱不振、

外患不斷 

二、宋遼關係 

契 丹 

建 國 

1. 五代初期，耶律阿保機統一       族【草原民族】 

2. 其 子 耶 律 德 光 建 國 號 ：

「       」，趁唐朝滅亡的混亂局

面，南下擴張取得農業及軍事

要地：             州（今山

西、河北北部及天津、北京等

地），控制             以南 

，對漢人政權【農業民族】形

成威脅；北宋多次試圖奪回都

未能成功 

澶 淵 

之 盟 

                 景德元年（1004A.D.），遼軍南侵，直逼澶州（距汴京 300 里），

皇帝御駕親征，宋軍士氣大振，戰勝遼國。雙方簽訂                  ，維持兩國

一百多年的和平 

A. 宋、遼以白溝河為國界 

B. 雙方君主以兄弟互稱（        兄        弟）與外族建立對等的外交關係，

改變以漢族為中心的天下觀，建立華夷並存的新秩序 

C. 宋朝每年支付遼國             （銀 10 萬兩、絹 20 萬匹）歲幣外交之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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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宋金關係 

女 真 

建 國 
北宋末年，原居中國東北的            族領袖完顏阿骨打叛遼，建國號「       」 

滅 遼 
北宋：採取「聯     滅       」策略 

金國：與北宋合作滅遼（1125A.D.）➔深知宋軍積弱不振，轉而攻擊北宋 

靖 康

之 禍 

宋    宗-       二年（1127A.D.）金國南下攻陷北宋首都汴京，擄走徽、

欽二帝，北宋滅亡 

南 宋

建 國 

1. 宋    宗（欽宗之弟）南遷，定都           （今浙江杭州），史稱「          」 

（1127-1279A.D.） 

2. 南宋初年，名將            屢敗金兵，但高宗與宰相              急欲與金議和，

以「莫須有」罪名處死岳飛 

3. 金國與南宋簽訂和議，          稱臣，給金國鉅額歲弊，形成南北對峙局勢 

4. 1234A.D.採取「聯     滅     」策略 

▲岳飛〈滿江紅〉： 

    怒髮沖冠，憑闌處，潚潚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比較─永嘉之禍&靖康之禍 

 朝 代 外 族 結 果 相 同 

永嘉之禍   晉室南遷  國都淪陷、君主被俘 

 外族入主中原 靖康之禍   宋室南遷 

 

岳飛 
1103~1142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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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歷史上曾一分為二的朝代  

朝    代 建 國 者 建 都 一分為二的重要事件 

周 
西 周 周武王（姬  發） 鎬 

犬戎之禍 
東 周 周平王（姬宜臼） 雒 邑 

漢 
西 漢 漢高祖（劉  邦） 長 安 

王莽篡位 
 漢光武帝（劉 秀） 洛 陽 

晉 
西 晉 晉武帝（司馬炎） 洛 陽 

 
 晉元帝（司馬睿） 建 康 

宋 
北 宋 宋太祖（趙匡胤） 汴 京 

 
 宋高宗（趙  構） 臨 安 

 

 3-1 牛刀小試 
1.（Ｄ） 宋遼戰爭長達 25 年，其目的在於爭奪燕雲十

六州。契丹統治者把燕雲十六州視為腹地，

儼然以大國的姿態屹立於宋朝北方，成為大

遼帝國。請問：附圖是北宋與遼、夏形勢

圖，燕雲十六州應是位於圖中何地？   

(A)甲  (B)乙 (C)丙     (D)丁。 

2.（Ａ） 下列政權，其亡國的先後順序為何？ 

甲、北宋；乙、金；丙、遼；丁、南宋 

(A)丙甲乙丁    (B)丙甲丁乙         (C)甲丙乙丁   (D)甲乙丙丁。 

3.（Ｃ） 有份資料評論說：「對等的關係大多是從敵對的關係演變而來的，亦即漢族沒有能

力降服外族，甚至是在外族兵臨城下時，被迫接受的關係，常被後世的漢學家指責

為『買和』。」請問：下列何者適合這種評論？ 

(A)胡人建國後晉室南遷      (B)降服東突厥後唐代聲威大振 

(C)澶淵之盟後宋遼地位      (D)唐代文成公主遠嫁吐蕃和親。 

4.（Ｃ） 唐代周邊諸國奉唐代皇帝為天可汗，但是到了宋代，國際局勢丕變，女真、西夏等

國，都向下列哪一國稱臣納貢？    (A)西夏   (B)金國     (C)遼國    (D)蒙古。 

5.（Ｄ） 附圖為河南省開封市朱仙鎮的岳飛廟，廟宇中

的岳飛像身後掛有「還我河山」的匾額。請

問：岳飛打算向哪一個民族討回喪失的「河

山」？ 

(A)契丹  (B)西夏      (C)蒙古      (D)女真。 

6.（Ｂ） 蒙古為統治中國的第一個草原民族，當其進入中國時，為

了鞏固蒙古人的勢力，於是實施哪一種政策？  (A)統一文

字  (B)種族政策   (C)漢化政策  (D)舉行科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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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蒙古的崛起與擴張 

一、 政權的建立 

建 國 

13世紀初，蒙古酋長        統一各部族，建立蒙古國 

（首都和林），各部落首領尊稱為                       . 

蒙古語：像大海一樣偉大的君主 

對 外 

擴 張 

1. 成吉思汗及繼位者發動三次西征，建立四大汗國 

2. 蒙古與南宋合作滅        （1234A.D.）➔統治黃河流域地區 

 

 

 

 

 

 

 

蒙 古

西 征 

 君 主 統帥 時 間 /A.D. 成 果 建立汗國 

第一次  1218-1223 
控制中亞，遠達黑海北

岸 

窩闊臺 

察合臺 

第二次 窩闊臺 拔都 1235-1241 
攻陷莫斯科，遠達義大

利威尼斯，威震歐洲 

欽察 

（即俄羅斯） 

第三次 蒙哥 旭烈兀 1252-1260 
取得兩河流域，攻擊埃

及軍隊 

伊兒 

（回教） 

結果 威震歐洲，稱為     禍，建立四大汗國 橫跨    洲    洲 

 ▲蒙古西征及其疆域圖 

鐵木真 
1162-1227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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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帝國的統治（1271-1368A.D.）  

建 國 

1.         （鐵木真之孫）爭奪大汗成功，定都：大都（今北京） 

，國號：「元」（易經：大哉乾元），是為元世祖 

2. 1279A.D.元世祖至元 16 年滅南宋，控制       以南地區， 

此後與四大汗國關係疏離 

3. 結束五代以來多民族政權並立的局面，是第一個統治整個 

中國的草原民族，，也是中國史上武力最強的朝代 

二 元

統 治 

1. 對農業民族：沿用漢人體制，實施科舉制度 

2. 對蒙古族：以傳統制度管理族人 

種 族

政 策 

因疆域遼闊，境內民族複雜，為鞏固蒙古人勢力， 

將人民分為四等。其中蒙古人、色目人享有較多 

特權，漢人、南人在政治、法律、科舉等都受限制 

 又稱國人，地位最高，為政治主體，擔任政府重要官職 

 指西域各民族，因擅長理財，多負責              職務 

 位於黃河流域，指原受               統治的漢人、契丹人、女真人 

 
位於長江流域、江南地區，指原受              統治的漢人和其他

南方各族，地位最低 

國 際

新秩序 

1. 傳統中國：以黃河為中心，在東亞地區擴張 

2. 蒙古帝國：透過蒙古西征，將勢力範圍自東亞向中亞、西亞、歐洲等地擴

張，形成一個跨越族群、文化與疆界的國際新秩序 

滅 亡 

版圖遼闊，但帝國短暫： 

1. 元世祖死後，帝位繼承之爭不斷 

2. 種族歧視政策失當 ，造成族群關係緊張     

3. 財政紊亂，連年災荒，民不聊生 

4. 漢人           以「民族革命」為號召反元，元順帝北逃 

 

 

 

 

 

 

 

 

南宋聯蒙滅金 蒙古滅西夏 元滅南宋 元代統一 

忽必烈 
1215-1294A.D. 



康版歷史（三）第二單元 中國與東亞（上）                               頁 6  

P.96~97 課後閱讀：忽必烈與蒙古商業帝國 
(    A)1. 蒙古自崛起以來，不斷東征西討，建立起龐大的疆域版圖，並對周遭民族造成 

 極大的威脅。下列何者並未遭受到蒙古帝國的攻勢？  

 (A)遼國 (B)安南 (C)爪哇 (D)緬甸  

( B    )2. 蒙古鐵騎所到之處所向披靡，許多民族聞風喪膽，但其軍事征伐行動亦有失敗 

             的例子，如攻伐日 本便未能獲得成功，主要原因為何？ (A)日人頑強的抵抗攻勢  

             (B)蒙古遭遇風暴的襲擊 (C)日本有優良戰鬥策略 (D)蒙古的軍事武器落後  

( D    )3.蒙古帝國時期，商業活動繁盛發達，下列有關此時期商業活動發展的說明何者 

             正確？ (A)白銀為當時主要的交易貨幣 (B)帝國的首都與經濟重心都在北方 (C)歐 

             洲商人主導在中國的貿易活動 (D)泉州為當時貿易繁盛的重要港口  

4. 由本文的標題可看出，蒙古帝國自建立以來便重視商業活動的發展，我們可以從當時 

   實施的哪些政策 看出其支持商業活動的傾向？ 

   (1)發行紙幣、(2)修築運河、(3)建立驛站系統。 

 
3-3 商貿與文化交流 

一、商貿網絡 

海 路 

貿 易 

1. 唐朝中葉至宋元時期，                商人主導印度洋、南海到中國東南沿海的

貿易 

2. 宋元時期航海貿易更勝前代：造船技術進步、廣泛使用指南針…… 

3. 宋元時期港口設市舶司：     州、 

     州，類似今日             ，其稅收

為政府的重要收入  

陸 路 

貿 易 

1. 蒙古西征使東西往來商路暢通 

2. 元代中期各地廣設「       」，提供信

使、官員、旅人歇息或換馬

之處，遠至西亞、歐洲等

地 有助國家統治及東

西商貿往來與文化交流 

3. 為方便資金流通與使

用，宋元時期除銅錢

外，廣泛使用        . 

  

 

 

 

朝 代 名 稱 特 色 

北 宋 交子 四川商人發行，是中國最早的紙幣 

南 宋 會子 流通各地（交子、會子均有使用期限） 

元 朝  為國家主要貨幣；因發行過量，導致貶值 

市舶司 

始於唐代，除招徠外商、接待使節

外，主要管理商船、檢查貨物，以

及徵稅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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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生 活 

1. 宋代商業發達，城市生活多樣化 

2. 坊市制度廢除，取消夜禁，不限營業時間、地點的               盛行 

3. 北宋宮廷畫家          《清明上河圖》，描繪 12世紀北宋全盛時期首都 

           （開封）的繁榮景象 

二、文化交流 

學 

術 

思

想 

理 學 

1. 宋代理學=     家     家（道）     教（釋） 

以「理」為天地萬物的本源，主張「存天理、去人欲」 

2. 提出新的儒學觀念，強調品德修養，認為「餓死事小，失節事

大」，又稱「                」➔宋元以後士人有濃厚的社會責任 

3. 集大成：南宋學者             ，主張「信古人、讀古書」，編著

《          》➔至    代以後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本 

◎四書即《             》、《             》、《             》、《             》 

4. 傳播：宋代理學傳入             、            ，受到重視，其倫理觀念更

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指導 

宗 

教

交 

流 

伊斯蘭教 

1. 宋元時期，信仰伊斯蘭教的商人於廣州、泉州等地建立               。

中國的                  （即伊斯蘭教徒）激增至百萬，因而有「回回遍

天下」之諺 

2. 伊斯蘭文化對中國影響深遠：天文學、曆法和醫學 

科 

技

成

就 

指南針 

1. 相傳黃帝時發明指南車 

2. 北宋：經濟發達，科技進步，指南針被大量應用於航海上 

3. 南宋：阿拉伯人因貿易需要，將指南針傳入歐洲，有助 15 世紀西

方地理大發現 

▲蒙古帝國對外交通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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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術 

北宋：畢昇             活字版印刷術 

1. 事先製作每個字的膠泥，使用

時可以自由組字，減少刻字錯

誤，加快印製效率 

2. 為近代活字版印刷術的先驅，

有助學術文化的傳播與交流 

火藥 

1. 唐末已開始出現火藥武器 ，至北宋普

遍用於戰爭。透過不斷的交戰過程，

送人、金人、蒙古人改良火藥 

▲北宋末年及南宋時期，宋軍曾使用威

力強大的霹靂炮對抗金兵。後來金人也學會製造火藥武器，還發展出威

力更大的震天雷，以抵抗元軍的攻擊  

2.              西征時，傳入歐洲，摧毀領主的城堡，造成西歐封建制度

的瓦解 

 

 中國四大發明 

項 

目 
造紙術 指南針 火藥 印刷術 

發

明 

東漢： 
蔡倫改良造紙技術 

宋元： 
用於海上導航 

北宋： 
普遍用於軍事 

北宋： 

畢昇-活字版印刷術 

傳

播 

唐代：阿拉伯人西傳

（怛羅斯之役） 
南宋：阿拉伯人西傳 蒙古西征傳入歐洲 

影

響 
促進歐洲文藝復興 促進地理大發現 

加速中古西歐
封建制度瓦解 

有助歐洲文藝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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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牛刀小試 
1.（Ｄ） 十三世紀時的中國有個港口，商業發達，某位外國旅行者譽之為「世界上最大的港

口之一」，許多阿拉伯人聚居於此，甚至興建了伊斯蘭教的寺廟。傳說馬可波羅離

華返歐時，便是由此出航。中國政府更為了管理貿易事宜而在此增設市舶司。請問：

這個港口是哪一個？  (A)杭州   (B)北京     (C)上海  (D)泉州。 

2.（Ｃ） 臺灣的夜市是外國觀光遊客來臺，必定造訪的景點。這樣的文化特色，在中國歷史

上的哪一個時期變得顯著？   (A)漢代  (B)唐代    (C)宋代  (D)元代。 

3.（Ｂ） 蒙古帝國幅員廣大，貿易興盛，這是由於帝國的何種設施，促進東西陸路的貿易往

來？   (A)市舶司  (B)驛站   (C)夜市  (D)洋行。 

4.（Ｄ） 歷史上，日本和服本為麻織或絲織，但是後來改為棉織，這是因為受到中國棉紡織

技術改良的影響，這應在下列哪個時期之後？ 

(A)秦漢   (B)魏晉    (C)隋唐    (D)宋元。 

5.（Ａ） 蘇軾曾寫一首詩《白塔鋪歇馬》：「甘山盧阜鬱相望，林隙熹微漏日光。吳國晚蠶

初斷葉，占城早稻欲移秧。」對於「占城早稻欲移秧」的解讀，下列何者正確？ 

(A)「占城早稻」指的是占城的早熟稻 

(B)「占城早稻」是南宋時由緬甸傳入中國的早熟稻 

(C)早稻的傳入，使中國的人力大量投入農業發展 

(D)早稻指其成熟期較短且耐旱，經改良後每年可以一穫的稻米。 

6.（Ｄ）凱文在博物館看到《清明上河圖》，畫中有繁華熱鬧的街景，街上有正店（酒樓）、

聽說書、客棧、當鋪、行腳僧、官差出巡等。請問：展出上述畫作的展覽主題應為

何？ 

(A)秦代文化特展       (B)漢代文化特展 

(C)元代文化特展       (D)宋代文化特展。 

7.（Ｃ） 「當時私營工廠首推印書廠，由於士人準備應科舉，供他參考的書籍，汗牛充棟。

因考試出題變化，印刷廠效率很高，有的竟以月刊的形式出現。印刷及造紙業都很

發達，有些書店還自營造紙工廠。」這種因科舉需要，印刷工廠蓬勃發展的盛況最

早出現於何時？     (A)漢代   (B)唐代    (C)宋代   (D)元代。 

8.（Ｂ） 宋代時，儒家學者融合其他思想，發展出某種新興學派流傳後世，後來還傳入日本

與朝鮮。請問：該學派為下列何者？ 

(A)佛學    (B)理學       (C)經學    (D)天文學。 

9.（Ｄ） 宋元時期，伊斯蘭教向外擴張，阿拉伯商人頻繁地藉由海路來華貿易，同時也將阿

拉伯文化帶進中國。請問：下列何者是由阿拉伯人傳入中國的？ 

(A)指南針     (B)火藥       (C)活字印刷術   (D)《回回藥方》。 

10.（Ｄ）元代之後的科舉考試皆以「四書」為定本。請問：關於「四書」的說法，下列何

者正確？ 

(A)四書包括詩、書、易、禮四本書         (B)是西學的代表作品 

(C)在北宋時期編纂完成                             (D)元代採用朱熹的註解本。 

11.（Ｄ）小江坐時光機，來到中國的宋元時期，他的足跡遍及中國、中亞、東南亞等地，

他看到好多信奉某種宗教的人聚集於清真寺來作禮拜。請問：小江所看到的這些人，

應該是有下列何種信仰？   

(A)基督教   (B)佛教        (C)天主教   (D)伊斯蘭教。 

12.（Ｂ）承第 11 題，在元代時期的中亞，會有那麼多人信仰上述宗教，其原因可能是和蒙

古統治所採取的何項政策有關？ 

(A)宗教歧視     (B)宗教寬容   (C)種族歧視     (D)種族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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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事件 

1220 年代 ★ 擊敗中亞的花剌子模 

1230 年代 
★ 消 滅 金 國 

★ 占領今日俄羅斯、烏克蘭等地 

1240 年代 ★ 攻入今日東歐地區 

 

 第三課歷屆試題 
1.（Ｄ） 老師在課堂上用附表講解某一

主題，根據內容判斷，此主題

最 可 能 是 下 列 何 者 ？        

【107 會考】 

(A)清帝國的版圖拓展 

(B)阿拉伯勢力的發展 

(C)鄂圖曼土耳其的擴張 

(D)蒙古民族的對外征服。 

2.（Ｃ） 附圖是某機構的性質及工作內

容示意圖。據此判斷，該機構

最 可 能 為 下 列 何 者 ？        

【106 會考】 

(A)郊        

(B)公行 

(C)市舶司      

(D)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3.（Ｄ） 以下是中國某朝代首都的簡介：「這是一座依計畫興建的城市，城中可見基督教教

堂、伊斯蘭教清真寺及佛教寺廟。朝廷聘用色目人擔任財政官員，並推行全國性紙

幣政策，加上各地物資的集中，讓這座城市成為金融經濟中心。」上述城市最可能

是指下列何  者？ 【106 會考】 

(A)東漢洛陽     (B)唐代長安 

(C)北宋汴京     (D)元代大都。 

4.（Ｃ） 「此一朝代版圖遼闊，境內民族複雜，蒙古、女真、契丹、高麗、漢族等族雜居；

加上先前的軍事行動，曾經遠達西亞、歐洲，帶回突厥、波斯、斡羅思（俄羅斯）

及東歐各族人士。上述情況使得此朝代族群繁多，遠遠超過其他時期，在中國史上

可謂獨一無二。」此一時代最可能是？ 【105 會考改】 

(A)漢代  (B)唐代  (C)元代  (D)清代。 

5.（Ｄ）在研究中國古代學術發展過程中，朱熹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對後世影響深遠。

下列何者是他的重要成就之一？ 【103 會考】 

(A)編纂《史記》，被後世視為中國史學之父 

(B)以醫術聞名，著有醫學書籍《傷寒雜病論》 

(C)文學作品反映社會現實，被後世譽為「詩聖」 

(D)完成《四書集注》，自元代開始成為科舉考試定本。 

6.（Ｃ） 老師講述中國歷史時說到：「這個民族是中國歷代邊疆民族中，漢化程度較淺的民

族之 一。他們入主中國後，為了保持統治地位，各級長官甚少任用漢族人士，對

漢人、南人採取高度控制的態度及手段，結果引起漢人、南人的不滿與反抗。」老

師介紹的是下列哪一民族？ 【102 會考】 

(A)鮮卑族  (B)契丹族  (C)蒙古族  (D)女真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