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周到隋唐的
民族互動

 商周到隋唐的
文化交流

單 元2
商周至隋唐
時期的民族
與文化

商周時期

秦漢時期

魏晉南北朝
時期

商周到秦漢
時期的民族

互動

魏晉到隋唐
時期的民族

互動

隋唐時期

宗教信仰

佛教

伊斯蘭教

東亞文化圈
的建立

西元 7 世紀

黃河流域

北亞

用人不分胡漢

多元的社會風貌

透過阿拉伯人傳入

共同元素

儒家思想

法令制度

東亞文化圈

佛教

漢字

日本

越南北部

朝鮮

華夏

蠻夷戎狄

遊牧民族部落

統一黃河、長江流域

版圖曠張至廣東、廣西、越南北部

與匈奴爭奪中亞交通網路

華北

南方

部分漢人胡化

部分胡人採用漢人制度

強迫原居族群漢化

語言相互影響

借用儒學、道教
的術語解釋概念

發展出
中國化的宗派

傳播至
日本、朝鮮、越南

食

行

日常生活
衣

住

葡萄、胡瓜、芝麻等傳入

寬衣大袖、加入窄袖長褲

跪坐為主，後有椅子出現

騎馬技術

大化革新

商
周
至
隋
唐
時
期
的
民
族
與
文
化

2 單元▲
　

單
元
架
構

國
中

社
會

(三
)備

課
用

書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