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鼓励发展农工商业 

 改进水渠灌溉系统；提倡种植经济作物，鼓
励出口；禁止粮食出口，保障平民生活 

 规定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会一门手艺 

 吸引有技术的外国人迁居雅典，给予公民权 

 改革币值、度量衡；确立私有制，承认财产
继承自由；倡导节俭；惩罚游手好闲。  



（五）废除严刑峻法 

 德拉古法以严酷著称、对偷窃水果、
懒惰等过失都要判处死刑。人们指责
它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血写的 

 梭伦制定新法典取代格拉古的严酷法
律，只保留了其中有关杀人罪的部分
，使整个雅典法较有人道色彩。 



思考：梭伦改革的政治后果 

 梭伦改革动摇了贵族专制统治，奠定了城邦民主政治
的基础。 

 （1）解负令将广大平民从债务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
来，成为享有自由权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须
具备的公民群体。 

 （2）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公民的政治权利，打破了贵族
政治专权的局面，施工商业奴隶主分享了政治权利，
也使下层平民获得了一定的公民权利。 

 （3）恢复公民大会的权利、设立四百人会议和公民陪
审法庭等国家权力机构的改革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 

 



梭伦（Solon）简介 
 （前638年 - 前559），出生于贵族家庭，成年

后曾经从事工商业活动，同情平民。从小受过
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知识，被称为希腊“
七贤”之一。  

 在政治上，梭伦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激
发雅典人民的斗志，收回了萨拉米斯岛。梭伦
在前594年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
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 

 同情平民，写了不少政治诗，表达自己对贵族
的不满。信奉中庸哲学，既不主张对平民无限
度的剥削，也不主张彻底剥夺贵族财产。 

 他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也是一位多
才多艺的诗人。 



梭伦 

  “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
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
正的占据优势。” 

     “我制订法律，无贵无

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
，人人各得其所。”                                                    
----梭伦 



雅典的僭主政治 

 （一）僭主和僭主政治 

 僭主，是指那些未经过当时合法的政
治推选程序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
的独裁者。 

 “僭主政治” ：独立于贵族和平民阶
级之外的统治者以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方式实行“抑贵扬民”政策的政治体
制。 

 公元前7世纪—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
科林斯、阿哥斯、麦加拉、西基昂、
雅典等城邦，都出现过僭主政治。 

庇西特拉图 
（约前600～前527） 

 



（二）僭主政治的一般特征 

 名义特征：不称王，却是事实上的专
制君主。称‘终身执政官’、‘全权
将军’等”。 

 形式上的特征：一是具有强大的力量
；二是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实质特征：僭主独立于两大阶级之
外，压制贵族的利益，给平民施以一
定的好处，从而缩小两大阶级之间的
贫富差距和其他利益上的差距。 



（三）雅典僭主政治的建立过程 



     平原派 

（贵族寡头政治） 

     山地派 

（激进民主政治） 

     海岸派 

   （温和改革） 

 反对贵族专
权，要求改革 

推翻改革 

进
一
步
改
革 

拥护新政 



（四）庇西特拉图的统治 

 执政期间：公元前561、约前556～前
555、公元前546年～公元前527年 

 政策：竭力增进雅典城邦的统一和尊严
；不仅贯彻执行梭伦立法，而且还采取
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者和小农的政策
和措施。 

 后果：氏族贵族的权力受到进一步的削
弱，工商业者和农民提高了政治和经济
地位，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 

 亚里士多德：“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
有如黄金时代”。 
 



四、克里斯提尼改革 
 背景：公元前509到前508年，克里斯提尼针对梭伦改革未深入触

动雅典选举体制和血缘团体的情况，在推翻僭主政治的形势下，进
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措施： 

 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原来的4个氏族部落。  

 以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作为最高行政机构。  

 设立十将军委员会作为最高的军事机构。 

 设立了陶片放逐法。 

 后果： 
 基本上肃清了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标志着雅典由氏族过渡到

国家的整个历史过程的最后完成。 

 其次，改革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标
志着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  

 



设立10个地区部落，取代氏族部落  

 雅典被分为城区、沿海和内地三大地区，各大地区再分
为十部分，称为三一区。通过抽签，从每个大区中各抽
一个三一区，合成一个地区部落。 

 三一区下分若干德莫斯(自治村社)，构成雅典公民政治
、社会和宗教活动的基层单位。 

 年满18岁的雅典男性青年，通过一定的入籍仪式便可取
得公民权。一些外邦人也在德莫斯内取得雅典公民权。 

 这样，完全以地籍取代了族籍，削弱了氏族贵族在各方
面的影响。 



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 

 规定每个地区部落每年各选50名30岁以
上的公民，组成五百人议事会，除第四
等级外，都可当选。 

 五百人议事会职能扩大，除为公民大会
准备议案之外，还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
，处理日常政务，如管理财政和外交事
宜等。 

 实行抽签选举，轮番为治，任期一般为
一年。 



十将军委员会 
 十将军委员会，古希腊雅典的最高军事机构。约创于公元前6世纪末雅

典首席执政官克利斯提尼改革时期。 

 委员会由十个地区部落各选一人组成，一年一任，可连选连任，轮流
统帅军队，其中一人为首席将军。 

 公民大会常以表决方式规定各将军的职权，各将军要向公民大会汇报
工作并受其监督。 

 各将军享有参加五百人会议的特权，有时还被指定为国家代表与其他
城邦谈判，订立条约，但条约须经公民大会批准。 

 平时各将军权力平等，轮流执掌军事指挥权；战时除统率陆海军外，
还掌管国家外交事务及部分财政。 

 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十将军会在希波战争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取代了
原来执政官的权力，成为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公元前5世
纪下半叶，伯里克利连续15年当选为首席将军，握有最高军事和行政

实权，成为事实上的国家元首。 
 



陶片放逐法 

 制度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放逐有恢复僭主野心的雅
典政治家 

 表决时，公民在陶片或贝壳上写下应放逐的人名，如
所投票数达到6000，则按票上的名字将票分类，得
票最多的人士将在当年被放逐。如票数未达到6000
，此次投票即宣告无效。 

 放逐期限为10年。被放逐者无权为自己辩护，须在
10天内处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离开城邦。 

 放逐期间，被放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权保留，回到城
邦后自动恢复。 

 思考：陶片放逐法的利弊？ 



五、伯里克利改革 

 自前443年至前429年，他一直当选为首席将军
，事实上主持国家事务 

 1、剥夺战神山议事会的政治权力，使之分别归
属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和陪审法庭。 

 2、各级官职向广大公民开放，雅典全体男性公
民基本上都获得了不受财产限制，通过抽签、选
举和轮换而出任各级官职的权利和机会。 

 3、实行公薪制，为贫苦公民参加政权管理提供
了一定的物质保证。 



 在波里克利当政期间，雅典政治、经济和
文化呈现出繁盛局面。马克思说：“希腊
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 
 



 “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
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
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
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
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只
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
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
闻。” 

 ------伯里克利 
 



公元前
8世纪 

雅典城
邦萌芽 

公元前6
世纪初 

梭伦改革，

雅典民主制
度基础奠定 

公元前6
世纪末 

克利斯提尼改
革，雅典民主
政治确立 

公元前5
世纪 

伯利克里执政，
雅典民主政治发
展到顶峰 

古代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形成发展 



三次改革比较 
时期 公民大会 五（四）百人议

事会 
公民陪审法庭 十将军委员会 

梭伦改革 最高权力机关，
各等级公民均可
参加 

建立四百人议事
会，前三等级公
民均可入选 

建立公民陪审法
庭 

克里斯提
尼改革 

继续扩大公民大
会 

设立五百人议事
会，由各部落轮
流执政 

10个部落从30岁
以上男性公民中
选举产生 

每部落各选一
名将军组成十
将军委员会 

伯利克里
改革 
 

所有成年男性公
民都可以参加 ，
商定城帮重大事
务 

职能进一步扩大 最高司法与监察
机关。审理案件，
监督公职人员，
参加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