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历史长河 

旧石器时代（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 

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半坡人，黄帝炎帝） 

夏朝（尧舜禹） 

商朝（武王伐纣，青铜器，甲骨文） 

西周（分封制，烽火戏诸侯） 

春秋（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战国（战国七雄：齐、楚、秦、燕、赵、魏、韩，商鞅变法，都江堰，百家争鸣） 

秦（公元前 221 年秦王嬴政一扫六合，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

衡，筑长城，陈胜、吴广起义） 

西汉（刘邦，丝绸之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景之治，司马迁《史记》） 

新（王莽） 

东汉初（光武中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蔡伦造纸术，华佗发明“五禽戏”“麻沸散”，

张仲景编写《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分三国：魏、蜀、吴（黄巾起义，董卓之乱，

官渡之战，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赤壁之战，诸葛亮《出师表》） 

西晋（司马炎三分归一统费魏立晋，八王之乱） 

东晋（王导，王羲之，武将夺权）、十六国（敦煌莫高窟，淝水之战） 

南北朝（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 南朝：宋、齐、梁、陈，江南地区开发） 

隋（杨坚灭陈建立隋朝，隋朝大运河三点四段，隋炀帝压榨劳动力、劳民伤财） 

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曲辕犁、筒车，和睦的民族关系，鉴真东渡，玄奘西行，发明

火药，重武轻文，安史之乱，黄巢起义） 

五代十国（五代十国是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 

北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交子，强化中央集权，重文轻武，火药运用到军事领

域）、辽（契丹族，耶律阿保机）、西夏（党项族，元昊）、金（女真族，完颜阿骨打） 

1125：金灭辽 



1127：金灭北宋（靖康之耻） 

南宋（赵构定都临安，经济重心南移“苏湖熟，天下足”，岳飞抗金）、蒙古（铁木真，

忽必烈） 

1227：蒙古灭西夏 

1234：蒙古灭金 

元（忽必烈改国号为“元”，1279 年灭南宋完成统一，行省制度，宣政院，中书省、枢

密院、御史台，活字印刷术） 

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修建“明长城”，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李时珍

《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光启《农政全书》，李自成起义） 

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皇太极改族名为满洲，改国号为清） 

清（清军击败李自成，郑成功收复台湾，康熙帝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工商业市

镇，设立军力处，乾隆时期形成京剧） 

1840-1842：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 vs 英国，林则徐虎门销烟，南京条约，中国近代史的

开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856-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古 vs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天津条约，北京条约） 

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抗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1895：洋务运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 

1894-1895：甲午中日战争（中国 vs 日本，黄海海战，马关条约） 

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百日维新） 

八国联军侵华（俄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帝国、英国、日本，目的：

镇压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 

1905：中国同盟会（地点：日本东京，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辛亥革命（萍浏醴起义，安庆、绍兴起义，广西起义，花岗岩起义，武昌起义，意义：推

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宣告中国两千年来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中华民国（推翻清朝）： 

1913：二次革命（孙中山） 



1915：叛国贼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 

1915-1916：护国战争（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 

1915：新文化运动（《青年杂志》，代表人物：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后期：李

大钊宣传马克思主义，影响：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 

1919：五四运动（北京大学等学校举行游行示威，目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拒绝

和约签字”） 

1921：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6-1928：北伐战争（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全国，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 

1927：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道路） 

1931：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1934-1936：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江西瑞金出发—渡过湘江—强夺乌江—夺取遵义—四渡

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

红军会师—甘肃会宁会师） 

1935：一二九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完成） 

1937：七七事变（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 

1937：平型关大捷（全民族抗战以来第一场胜利，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7：淞泸会战（打破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激发中国人民的斗志） 

1937：南京大屠杀（日军占领南京后，屠杀了 30 万人以上的中国同胞） 

1938：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的胜利） 

1938：武汉会战（万家岭大捷，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 

1940：百团大战（彭德怀） 

1945：日本投降（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1945：中共七大（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战后的奋斗目标） 



1945：台湾回归祖国 

1945：重庆谈判（蒋介石、毛泽东，国民党：进一步赢得准备内战的时间、欺骗舆论，共

产党：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签订双十协定，内战爆发） 

1947：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 

1948-1949：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1949：南京解放（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1949：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

勇军进行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