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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国家制度 

3. 创制蒙古文字 
 
 
4. 颁行法律与设置司法长官 
《大札撒》、札鲁忽赤 
 
 
5. 分封子弟 

古畏兀尔文木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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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
建立大蒙古国后，很
快转入频繁的对外战
争，相继征服了西域、
中原的一些割据部族
政权，为中国大一统
的重建奠定了基础。  

1209年 收服畏兀儿 

1209年 收服哈剌鲁 

1218年 灭西辽 

1227年 灭西夏 

1234年 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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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国在向南扩张的同时，还对中亚、西亚和
东欧地区发动了三次西征，极大地改变了欧亚内
陆的政治格局，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  

对外战争 

1219－1223年 成吉思汗 中亚花剌子模国 

1235－1242年 拔都 钦察、斡罗斯及东欧
诸国 

1253－1260年 旭烈兀 波斯西部木剌夷国及
阿拉伯黑衣大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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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蒙古国疆域图 

西征① 

西征③ 

西征② 

哈剌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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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祖 
成吉思汗 

术赤 2、太宗 
窝阔台 察合台 拖雷 

4、宪宗 
蒙哥 

5、世祖 
忽必烈 旭烈兀 3、定宗 

贵由 阿里不哥 

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一直处于漠北草原，实行草原
本位政策。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掠夺性剥削，使中原
地区的社会经济长期无法恢复。 
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
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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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建立 

1260年，长期经营汉地的忽必烈即位称汗，建
元中统，是为元世祖。 
 
汗廷以外产生了相对独立的四大汗国。大蒙古
国不复存在。 
 
                                钦察汗国 
                                伊利汗国 
                                察合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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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时期全图（12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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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必
烈 

忽必烈推行“汉法”，
完成统一。 

建立年号、国号——1271年，
定国号为“大元”。 
 
建立汉式官僚机构——中央
设中书省，下辖六部。设枢
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
地方创立行省制。 
 
定都汉地——1279年，灭南
宋，完成统一。将燕京定为
首都，改名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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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分省建制，惟务侈阔，尽废《禹贡》分州，唐、
宋分道之旧。合河南、河北为一，而黄河之险失；
合江南、江北为一，而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
为一，而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而钱塘
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
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
为一，而蜀之险失。 
                                                  ——清 · 储大文 
 
对蒙古统治者而言，地方分权之弊可由种族控制之
利来弥补。 
                                                           ——萧启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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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著 李治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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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祖 
1260－1294 

 

→ 
成宗 

1294－1307 

 

→ 
武宗 

1307－1311 

↓ 

泰定帝 
1323－1328 

 

← 
英宗 

1320－1323 

 

← 
仁宗 

1311－1320 

↓ 

明宗 
1329 

 

→ 
文宗 

1328－1332 

 

→ 
宁宗 
1332 

↓ 

顺帝 
1333－1368 元朝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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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化迟滞与元朝的早衰 

忽必烈虽行汉法而建元朝，但对“汉法”的推
行并不彻底。如开科举、颁法典等等屡议不决。
而大量蒙古旧制被保留下来。而且推行民族歧
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大凡今仕惟三途，一由宿卫，一由儒，一由
吏。由宿卫者，言出中禁，中书奉行制敕而
已，十之一。由儒者，……则十分之一半。
由吏者，……十九有半焉。 
                                     ——姚燧《牧庵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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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 元朝之“国族” 

色目人 西北、西域各族，包括党项、
畏兀儿、吐蕃、回回等 

汉人 原金朝统治区内的汉族、契丹、
女真等，包括云南、四川各族 

南人 原南宋境内以汉族为主的各族 

四
等
人
制 

四等人在政治上、法律上极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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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包括皇帝在内的蒙古贵族接受汉族文明比
较缓慢，其中大多数人则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中
原文明十分隔膜。 

不惟帝王不习汉文，即大臣中习汉文者亦少也。 
 
                      ——《廿二史札记》卷三○《元诸帝多不习汉文》 

汉化迟滞与元朝的早衰 



元朝汉化的迟滞与早衰 
• 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

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
统治者来说，汉文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药方。 

• 蒙古族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对
汉族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
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对他们来说相对比较
困难。 

• 尽管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分裂为元王朝和四大汗国，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元朝在名义上一直还是蒙古世界帝国的
一部分。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存在着
一个强大而保守的草原游牧贵族集团。这就使得元朝统治集
团仍不能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长期难以做到完全从汉
族地区的角度出发来看问题。 

                       ——张帆《元朝的特性：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见《学术思想史评论》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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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
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
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
金子，就从他的身上取走金子。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忽必烈：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
之，且没其家。 
御史台官员：如今皇帝（成宗）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
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气力。 
 
 
主奴观念进入元代君臣关系是受蒙古旧制影响的结果，
并且它已渗透到汉式的皇帝——官僚关系中间。 
                          ——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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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元朝统一全国的伟大历史功绩是肯定的。……同
时，元朝还有它的消极方面。……更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在政
治社会领域中由蒙古统治者所带来的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
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
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
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
大。……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
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
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
断。……元朝的专制皇权已远较前代少所约束 。……皇帝
的尊严愈增，专制主义皇权也进一步膨胀，这对于明初极端
专制主义皇权制度的成形无疑有它的影响 。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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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古代皇权的发展线索而言，两宋金元是孕育明清极端
专制主义皇权的关键阶段。在宋朝……忠君成为臣民绝对、
无条件必须履行的准则。……至金朝（还有后来的元朝）以
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家天下色彩明显，传统官僚制度对皇权
的约束、限制机能大为削弱。这种家天下的政治模式，辅以
宋朝以来逐渐深入人心的绝对、无条件忠君观念，导致了皇
权的显著强化，影响后代历史至为深远。 
汗权的强大，是大蒙古国政治的突出特征。与金朝相比，蒙
古君主的个人权威一开始就非常突出，并未湮没于家族集体
权力之中。而且其权威主要来自北方民族自身的政治观念，
并非依赖汉族社会政治传统始得建立。  
 
                                                                         ——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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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元三朝，立国的情形，各有不同。 
契丹虽然占据了中国的一部分，然其立国之本，始终寄于
部族，和汉人并未发生深切的关系。 
金朝所侵占的重要之地，惟有中国。……不能据女真之地，
用女真之人，以建立一个大国。所以从海陵迁都以后，他
国家的生命，已经寄托在他所侵占的中国的土地上了。所
以他压迫汉人较甚，而其了解汉人却亦较深。 
至蒙古，则所征服之地极广，中国不过是其一部分。虽然
从元世祖以后，大帝国业已瓦解，所谓元朝者，其生命亦
已寄托于中国，然自以为是一个极大的帝国，看了中国，
不过是其所占据的地方的一部分的观念，始终未能改变。
所以对于中国，并不能十分了解，试看元朝诸帝，多不通
汉文及汉语可知。 
  
                                                                                       ——吕思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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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启庆    著 

《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
的影响》 
 
《元代的宿卫制度》 
 
《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
进史上的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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