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史前至夏商周 

課題一：中華民族的起源與早期國家的形成 
第二章：中華民族的演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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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疑時代 
- 口耳相傳，未有文字紀錄證明的時代，被稱為傳疑時代。 
- 由三皇五帝、黃帝、堯舜及夏朝等歷史時期皆屬傳疑時代。 

 
二、三皇五帝 

- 「皇」與「帝」為上古君主的稱號。 
- 三皇五帝為傳說中的八位賢君，但誰是那八位則眾說紛紜。 

- 《尚書》記載三皇為伏羲、神農、燧人 ；五帝為少昊、顓頊、嚳、堯、舜。 
- 《史記》記載三皇為伏羲、神農、女媧；五帝為黃帝、顓頊、嚳、堯、舜。 
  

三、華夏政治肇始 
- 黃帝相傳姓公孫，生於軒轅丘而稱軒轅氏，建國於布熊而稱有熊氏。 
- 天下共主神農氏炎帝擅長農耕技術及本草醫術。炎帝部落日漸衰落，不能維持各部落和平。 
- 九黎部落的蚩尤乘機入侵炎帝部落，僭稱炎帝。 
- 炎帝求救於黃帝，兩部落聯合抵抗蚩尤，先後於阪泉及涿鹿兩地打敗蚩尤。 
- 黃帝繼炎帝之後成為天下共主。 
- 相傳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養蠶取絲的方法，史官倉頡創造了文字。 
- 相傳黃帝時期出現了很多重要發明，例如船、車、弓箭、宮室等，後人認為黃帝是「人文始祖」。 
- 炎帝和黃帝被認為是華夏民族始祖，後人則遂自稱「炎黃子孫」。 

 
 
 
 
 
 
 



四、堯舜禪讓 
- 相傳堯的部落為「陶唐氏」，因此史稱「唐堯」。 
- 堯在位期間，國泰民安，人民生活安定。 
- 堯晚年尋找繼承人，聽聞舜孝順，經查探屬實後傳位給他。 
-相傳舜的部落為「有虞氏」，因此史稱「虞舜」。 
- 舜晚年將共主之位傳給治水有功的禹。 
- 這種傳位於賢能之人的繼承制度，後人稱為「禪讓」。 
 

五、大禹治水 
- 堯在位時黃河水災嚴重，鯀負責治理水患。 
- 鯀採用築堤方式治水，因遲遲未見成效被處死。 
- 治理水患的工作由鯀之子「禹」處理。 
- 禹採用疏浚方法，花了十三年成功治理水患。 
- 人民感激而尊稱禹為「大禹」。 
 
 
 
 
 
 
 
 
 
 
 
 



中華民族演進歷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