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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西漢 

(一)課程架構 

 

 

 

 

 

 

 

 

 

 

 

(二)政治發展 

 

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各地紛紛有反抗秦國的勢力。楚國貴族項羽與平民劉邦亦在此

時崛起。天下本在項羽的分封之下恢復舊有封建勢力，但是因為分封的結果意見不合，又興

起另一波戰爭．在戰事的後期由劉邦與項羽相爭天下，本訂好「楚河漢界」，但劉邦反悔盟約，

發兵將項羽困於垓下，項羽聽到四面楚歌，以為楚國已亡，遂自刎而死，漢王朝於是建立。 

漢初分封諸王，但是其獨立地位使得漢高祖劉邦與呂后猜忌，於是相繼剷除異姓諸侯，

並訂下「非劉氏不得為王」的約定。有鑑於秦國速亡可能是因為沒有宗室保護皇室，漢初採

取郡國並行制。 

1. 郡國並行 

［封國制與郡縣制比較］ 

方式 優點 缺點 

封國 
封宗室保護皇室，因為有血緣關係，能夠更有向

心力 

容易產生內鬨，威脅皇室政權 

郡縣制 中央集權，有利於君主專制 若權臣控制，則宗室孤立無援 

 

由於無法取捨，折衷的辦法就是兩個方案都採納，但變動了以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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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國並行制］ 

中央

政府 

國 
丞相由中央指派，統治封國內百官，監視當地宗室 

租稅、徭役等財政與政權仍歸王國 

郡 
中央直轄區域擴大，下設郡縣 

王國內亦設郡縣 

 

劉邦死後，呂后大封諸呂為諸侯，打擊劉姓宗室，等到呂后死後，大臣們立「沒有外戚

勢力」的代王劉恆（西元前 203 年－前 157 年），為漢文帝。而此時諸侯在地方勢力逐漸威脅

中央政權，西漢君王有以下措施： 

 

［文景武帝時防範宗室過大的政策］ 

君主 倡議者 方法 結果 

漢文帝 
賈誼 

［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假設 A國有三個兒子，A國王死後

一分為三，使諸侯國雖多但力量變

小 

溫和削弱諸侯勢力 

漢景帝 鼂ㄔㄠ錯́ 
提出《削藩策》 

找到諸侯的小錯即撤銷封國，企圖

短時間解決各諸侯勢力過大的問

題 

引起七國之亂，平亂

後諸侯勢力大減 

漢武帝 
主父偃 

提出「推恩令」 

「推恩眾建」與「眾建諸侯少其力」

相同，皆是以溫和的方法去除諸侯

威脅 

王國名存實亡，封國

最大不過一個縣的大

小 

 

自漢武帝以後，諸侯不再成為中央政權的威脅，此時漢武帝注意到另一個可能具有威脅

性的人物──「丞相」。 

2. 內朝與外朝 

秦代三公九卿制，統領百官的人物是丞相，丞相具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地位，

舉丞相與皇帝直接統轄的單位為例： 

 

皇帝 丞相 

六尚：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

尚書 

十三曹：任免官吏、祭祀、農桑、訴訟、

罪刑、兵役、貨幣等 

 

由此可見漢初丞相實質權力大於皇帝，而皇帝對三公更需以禮相待。漢武帝親政後想進

行中央集權，再將權力集中於皇帝身上，於是將自己身邊掌管文書的「尚書」與大臣們當作

幕僚，直接參與國家大事，官制產生以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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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朝與外朝］ 

 最高長官 形成原因 特色 

內朝 尚書令 

皇帝想將權力掌握在自

己手上，任命身邊親信為

幕僚 

1.依據皇帝喜好而立，貫徹皇帝意志 

2.官位低但實質權力高，可制衡外朝丞相 

外朝 丞相 
輔佐統治者處理政事 有專業能力者管理國家政事，具有獨斷性，有效率 

位高權重，易威脅君王地位 

 

內朝的出現是因為皇帝深感自己的權力受到威脅，於是當某個職位勢力逐漸有威脅皇權

之時，最高行政長官就會換人，中國丞相制度不外乎以下原則： 

 

［中國丞相制度的特色］ 

理性的官僚體制 積極可以輔佐天子，消極可以制衡天子 

變遷原則 
君主近臣，代起執政，品位既高，退居閒曹 

例如：西漢時期為丞相；西漢晚期為大司馬大將軍；東漢為尚書令。 

演變趨勢 時間越後，相權越輕 

 

(三)對外關係 

 

自西周以來，即有以王朝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如下圖），到了秦、漢，依然是採取此等

天下秩序觀。 

 

 
［西周的天下秩序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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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認為為周邊民族的宗主國（周代大宗的角色），而外族是諸侯，中國對外關係的運

作如下圖： 

 

宗主國 外族 

冊封：封外族稱號，以顯

示中國影響力 

朝貢：到中國給供

品，以示效忠 
 

 

以下介紹秦代、西漢時期中國與各個外族的互動。 

1. 匈奴 

秦朝末年，冒ㄇ
ㄛ

頓̀ㄉ
ㄨ

殺́其父，自立為王（單ㄔㄢ于́），建立匈奴汗國，國勢強大，漢朝最

初採取和親政策，在漢武帝時改為武力征服，武帝以後採取「覊糜」政策。 
 

［西漢對匈奴的策略］ 

 主要方針 

秦 修築長城，武力對抗 

西漢初年 

和親政策 

武力不敵，為保

持和平，以女子

嫁給匈奴 

漢高祖 平城之圍差點被俘，改採和親政策 

呂后 
冒頓單于致書求婚，呂后大怒，但仍將宗室

女子嫁給單于 

漢文帝 採取移民實邊，效用不大，仍和親 

漢景帝 通關互市（貿易），仍和親 

漢武帝 

武力征討 
馬邑誘敵 從防守轉變為主動攻擊 

衛青、霍去病 收復河西，設河西四郡；使匈奴威脅減小 

《輪臺罪己詔》 
武帝晚年下詔罪己（跟全國人民講自己的過錯），恢復修養

民生的政策 

漢武帝以後 覊糜政策 

依附或臣服的外族給予較寬大的政治、經濟或其他利益，使

他們對中國臣服，不輕易反叛作亂 

漢元帝 派王昭君出塞和親 

2. 西域 

為了對付匈奴，漢武帝兩次派遣張騫出使西域，獲取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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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霍去

病收

河西

地 

第二次 

時間 
建元 2年－元朔 3年 

139-126 B.C. 

元狩 4年 

119 B.C.以後 

目的 
找曾被滅國的大月氏尋求同盟 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張騫建議武帝聯絡烏

孫，以斷匈奴右臂 

過程 

剛離開國境即被匈奴囚禁，並娶妻

生子，十幾年後乘隙逃出，前往大

月氏 

這次行動較為順利，攜帶大量錢財至烏孫 

結果 
大月氏已在中亞有新國土，無意返

回報復 

匈奴勢力仍在，對漢朝較無認識，故未能達

到目的 

影響 
張騫瞭解西域情勢，可與其他大國

結盟 

雖失敗，但聯絡大宛、大月氏、大夏、安息，

且烏孫遣使通漢，從此西域有固定外交網絡 

 

西域即是指天山南麓玉門關、陽關以西的諸多國家和地區，自張騫開通與西域各國的聯

絡、積極經營西域外交，商人們也依循著這條道路貿易。因為主要的貿易商品是絲綢，所以

被後世簡稱為絲路或絲綢之路。 

 

 

印度 

西亞 

歐洲 

西西西西

域域域域    

陽陽陽陽

關關關關

或或或或

玉玉玉玉

門門門門

關關關關    

河西走廊 

(河西四郡) 

長

安

或

洛

陽 

天山北路 

天山南路 

西域南道 
 

［絲路示意圖］ 

 

［中西絲路貿易］ 

中國輸出 絲綢、瓷器、藥材、茶樹 

外國輸入 
物質：瑪瑙、玻璃、汗血馬、葡萄、胡麻、胡瓜、胡桃、石榴 

藝術：雜技表演、音樂、舞蹈、繪畫、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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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方：朝鮮與日本 

國家 時間 大事 

朝鮮 

戰國 燕屬國。 

秦 名義上臣服中國。 

漢初 
漢高祖所封的燕王盧綰出逃匈奴，其部將衛滿率舊部渡過鴨綠江，推翻

了朝鮮半島上的箕子朝鮮自立。 

漢武帝 

漢武帝因衛滿朝鮮阻止鄰近小國入漢朝貢，發兵遠征朝鮮。西元前 108年，

衛滿朝鮮被滅。 

設置樂浪、玄菟、臨屯、真番四郡，控制朝鮮北部。 

日本 漢武帝在朝鮮設郡後，朝鮮南部與日本會前往樂浪郡學習漢文化。 

4. 西南夷、百越、西羌 

種族 區域 時間 大事 

西南夷 

雲貴川西

一帶少數

民族 

漢武帝 

1.為謀求西出西域、印度的通道而經營當地。 

招撫夜郎國（今貴州西部），設犍為郡。 

滅滇國（今雲南東部、中部）。 

2.共在此新設七郡。 

百越 

[總稱] 

江南、東南

沿海 

秦 

1.將東甌(東越)、閩越併入版圖。 

2.平定百越後，設南海、桂林、象郡等三郡。 

3.秦末，南海郡龍川縣令趙佗自立為南越武王。 

漢初 趙佗接受冊封，為南越王。 

漢武帝 
1.南越反叛，漢討伐，設九郡管理。 

2.平定南越後，討伐閩越。 

西羌 

甘肅、青海

東南部、四

川北部 

漢景帝 漢初匈奴勢力強大，景帝允許內遷。 

漢武帝 設置護羌校尉，管理羌中事務。 

漢昭帝 設金城郡管理，但官吏濫殺羌民，羌民造反。 

漢宣帝 以招撫為主，羌人陸續歸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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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與學術發展 

1. 漢初黃老之學興盛 

背景 連年征戰，漢初使民間休養民生，不從事大改革。 

內容 

1.道家清靜無為，任社會自由發展。 

2.採取法家控制臣下的技巧。 

3.兼採陰陽五行論。 

盛行時期 文帝、景帝，史稱「文景之治」。 

結果 
1.民力得以復甦，經濟富庶。 

2.未能有效解決諸侯潛在威脅、土地兼併、匈奴威脅等問題。 

結束 漢武帝親政，竇太皇太后去世後。 

2. 漢武帝「獨尊儒術」 

背景 漢武帝想強化專制統治，儒家「尊君」、「大一統」思想符合武帝需求，於是大力倡導。 

發展 

1.西元前 134年，董仲舒對應賢良策時，提出獨尊儒術的想法。 

2.西元前 124 年，儒生公孫弘為相，通曉儒家經典成為食祿主要條件，儒學成為官方

統治思想。 

3.廣授儒家經典，以此授官，使儒學官學化。 

中央：設五經博士（詩、書、易、禮、春秋）及太學。 

地方：在郡（國）、縣設置學校，立經師，教授儒家經學。 

特色 
此時的儒術參雜法家、道家、陰陽家的思想。並將儒學與刑名法術思想家以揉合，成

為「外儒內法」的統治手段。 

3. 陰陽五行之學 

在戰國時期，齊人鄒衍以五行相勝（剋）來解釋天時人事及政治的興衰，秦始皇採行五

德終始說強化政權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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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相勝（剋）、相生】 

（外圈為相生；內圈為相剋） 

 

所謂「五德」即金、木、水、火、土五行，五行相生相勝（剋），鄒衍把殷國以來人君受

命的觀念五行化了，說明「凡帝王之將興世，天必先見祥下民」，此與天的白、青、黑、赤、

黃五色配合，來作符驗的。假如他的這一德衰落了， 便須在五行中其備另一德的人出來，勝

過他取而代之，知「代火者，必將水」；歷史上的改朝換帝，從黃帝的土德起，而夏禹的木德，

而周文王的火德，就是依五行勝剋的順序而有王者的代興，為了適應五行的運轉和天的譏祥，

就必須足出相應的制度，如「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其色尚青，其事則木」等。後來，皇

朝的最高統治者常常自稱「奉天承運皇帝」，當中所謂「承運」就是意味著五德終始說的「德」

運。 

漢初時，淮南王劉安招集賓客著《淮南子》，全書內容龐雜，將道、陰陽、墨、法和一部

份儒家思想結合，但主要宗旨偏向道家。 

漢武帝時，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內容闡釋三綱五常、天人感應，為儒家增加陰陽家、

法家思想。 

 

三綱：君臣、父子、夫妻，把君權、父權、夫權連貫在一起，配合「天不變，道亦不變」，把

統治秩序神聖化。 

天人感應：天有意志，是最高的人格神，天人是同類的，所以可以產生互動的感應。當天子

犯錯，天會降下災難，若執迷不悟，天會使之滅亡。人應順應天，效法天，主張

教化與刑罰並用。 

 

到西漢中、後期，禪讓、符瑞、圖讖緯書紛紛出現，今文學家講求微言大義，常以《經》

意推演災疫祥瑞等事情，迷信色彩很重。 

木

火

土金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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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讖緯之學］ 

緣起 董仲舒「天人感應說」，起初是用「天意」以警戒帝王行為。 

發展 野心家隨意詮釋《經》，聲稱得到天命，便可取得統治權力，登基執政。 

內容 

讖：預言式的文字與圖畫。 

緯：推經義以推究災祥的書。 

讖緯都是當時人託古人偽造的文書。 

例子 

秦代：「大楚興，陳勝王」，陳勝利用圖讖起義。 

西漢成帝：「熒惑守心」的天象，據說不利於皇帝，皇帝下詔使丞相自殺，但

沒多久漢成帝暴斃。 

（現在以電腦推算發現當年並未發生此天象，史書上二十三次記載，但有十七次

是偽造的） 

4. 律令之學 

律令內容為各種法規條例，例如詔令、儀法、條例、判刑案例等，秦代以法治國，以吏

為師，漢代在秦律的基礎上修改，成為漢法。 

漢代以禮教與刑法相輔相成，形成「禮法並用」、「德主刑輔」，若偏重禮法稱為「循吏」；

偏重稱為「酷吏」。 

 

 循吏 酷吏 

學術 儒家經學 法家律令之學 

內容 強調道德與禮樂教化 奉行朝廷法令，貫徹君主旨意 

優點 在公務處理較有彈性，能變通 行政效率高，標準一致 

缺點 
執行效率因人而異，也不一定會造既有程

序走 

無法靈活對應情況，或實行手段過於殘

忍 

5. 今古文之爭 

 今文經學 古文經學 

來源 
漢文帝時宿儒憑記憶口授 漢武帝末年，藏於曲阜孔子故宅的牆

壁中 

文字 以隸書寫定 以漢代以前古文 

講學情況 中央設博士講學 盛行於民間私人講學 

孔子的定位 
孔子是哲學家、政治家、教育家，著

六經，是孔子政治思想所託 

孔子是史學家，整理傳授六經，六經

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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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文經學 古文經學 

學術觀點與治學

方法 

1.講求通經致用，《春秋》決斷國家大

事，《尚書．禹貢》治河 

2.喜談陰陽災異 

1.注重通經識古，偏重章句訓詁，文字

校勘 

2.少談陰陽災異 

引發衝突點 漢哀帝時，劉歆建議將古文列入學官，新莽時才將古文納入學官 

集大成者 東漢鄭玄時，為《經》做注，兼採今古文說法 

 

(五)經濟發展 

1. 重農抑商的經濟政策 

背景 

長期動亂，民生凋敝 

商人剝削兼併農

民土地 

戰國商鞅以後，土地私有，民得買賣 

西漢商人致富後，兼併農民土地，導致「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

之地」 

學者主張裁抑商人 

政策 

高祖 下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呂后 規定「市井子孫不得仕宦為吏」 

文帝 賈誼、鼂錯都提出重農抑商政策 

武帝 董仲舒建議「限民名田」（名田：登記土地在自己名下） 

成效 

為武帝推動財政改革的桑弘羊即是商人子弟 

武帝以後未再採「抑商」政策，豪富大商結交王公貴戚，富可敵國 

至西漢末年，土地商品化已成趨勢。商人兼併小農土地，成地方大族；大地主運用財

力，透過管道獲取政治地位，成地方豪強 

2. 漢武帝改革財政 

武帝時因為長期對外戰爭，國家財政逐漸吃緊，於是為了解決困頓，開拓財源，增加國

家稅收，開始加強中央政府對各地的經濟控制，改革層面如下： 

統一貨幣 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發行「五銖錢」。 

國營專賣 實行鹽、鐵、酒專賣。 

國營貿易 

均輸→將上繳京師的貢物運往高價處出售，得錢歸國家。 

平準→平衡物價，（時價貴時，政府以平價賣出；時價便宜時，政府收

買）。 

算緍令與告緍令 

（緍：錢串成一串） 

算緍令：向工商業者徵稅，不如實繳稅者戍邊一年，財產充公。 

告緍令：人民可揭發不如實呈報資產之商人，得其財產一半為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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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政策優點為對地主、豪商有所抑制，尤其使政府財政困難得以紓解；缺點則是在執

行過程中若沒有奉公守法，容易帶給民眾不便，如官吏經營不善、官商勾結等，如此一來，

均輸、平準沒有達到抑止物價的目的。 

 

(六)社會文化 

1. 節日與習俗 

節日 日期與別稱 內容 

除夕 
農曆十二月最後一天 

（歲除、大年夜） 

1.戰國時已有在歲末臘月舉行「逐除」。 

2.秦漢時流行在門上插「桃符」，演變為後世的門神（春

聯由來）。 

元旦 
農曆歲首的第一天 

（春節、過年） 

1.秦漢時已利用竹爆裂聲來驅邪鎮惡（「爆竹」由來）。 

2.要祭拜祖先。 

端午節 

農曆五月五日 

（端陽節、午日節） 

被稱「惡月」、「惡日」 

1.戰國時代：已有在此日驅逐瘟疫。 

2.漢代：已流行在門口掛艾草、菖蒲去毒、驅邪習俗。 

3.與屈原有關：南北朝以後才形成。 

七夕 
農曆七月七日 

（乞巧節、女兒節） 

與牛郎織女星的說法有關 

1.戰國：就有七夕祭祀牽牛星、織女星的說法。 

2.漢代：民間已有七夕乞巧的習俗。 

3.東漢至南北朝：才延伸出牛郎、織女七夕相會的神話。 

重陽 農曆九月九日（重九） 

西漢時已形成 

1.登高（踏秋）、賞菊有益身心健康。 

2.配掛茱萸可驅蟲避邪。 

3.飲菊花酒有袪除百病、延年益壽。 

2. 生活娛樂 

項目 演變 內容 

宮廷雜

技百戲 

秦代：集中六國雜技、歌舞 

於咸陽 

漢代以後：稱為「角觝戲」、

「百戲」 

1.娛樂功能→角力（相撲、摔跤）、扛鼎、吐火、吞劍、

尋橦（竿上特技）。 

2.政治意義→漢武帝曾用百戲招待安息國與中亞使臣。 

3.民間也盛行。 

博奕 

（棋藝） 

春秋時代已有「博奕」之稱 

博→今日象棋前身 

奕→圍棋 

漢代在各階層流行：東漢時期引發文人重視與討論 

1.因棋藝與軍事兵法相似，文人重視與討論，評價漸高。 

2.班固《奕旨》以儒家觀點闡述圍棋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