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史前至夏商周 

課題三：春秋戰國時期的變局 

第二章：戰國時期的厲行變法 

 
考前筆記 

 
 
 



 
- 兼併時代，列國紛紛求變，以富國強兵為目標，魏國最先變法，而秦國變法最徹底。 

 
一、魏國變法 

- 公元前 445年，魏文侯以李悝為相國，主持變法，以「盡地力之教」，增加生產；又行「平糴法」維持糧食價格，保障民生。 

- 李悝主張以法治國，收集六國法律編成《法經》，用意以法保障社會變革有序進行。 

- 李悝成為法家創始人。 

- 魏國實行變法後，於七國中率先躍出，歷經武侯、惠王，成就百年霸業。 

 
 

二、趙國變法 

- 公元前 403年，趙烈侯用公仲連為相國，進行變革。依法家理論選拔人才、考核官員；以儒家理論教化人民。 

- 公元 307年，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學習胡人的騎射與服飾，建立騎兵。 

- 這因時制宜的改革，使趙國日趨強盛，於戰國後期能與秦對抗。 

 
 
三、楚國變法 

-公元前 402年，楚悼王起用吳起為令尹，實行變法。 

- 吳起將三代以上的舊貴族削爵，疏遠的貴族取消給奉，節用下來的財富用於強兵。 

- 吳起又將舊貴族遷徙至偏遠地方以充實地方。 

- 吳起變法使楚國迅速強盛。 

- 吳起變法損害了舊貴族利益，悼王一死，舊貴族發動兵變殺死吳起。 

- 吳起死後，變法成效化為烏有。 

 
 
 
 



四、秦國變法（商鞅變法） 

- 公元前 361年，秦孝公即位，發佈求賢令，商鞅從魏國往秦國。 

- 秦孝公任命商鞅，推行了兩次變法。秦國經兩次變法後國力漸強，從六國中脫穎而出。 

- 政治方面，推行縣制，直屬國君，大大加強了君主對內的控制。 

- 社會方面，編定戶籍，推行連坐法，使地方安定平穩。 

- 經濟方面，重農抑商，廢除井田制，允許民間私有土地，鼓勵農業生產；又立例處罰棄農從商者，收取工商業者兩倍稅收。 

- 軍事方面，按殺敵多少給予不同爵位；嚴禁私鬥，違者按法懲處。 

- 秦孝公死後，舊貴族誣告商鞅謀反，商鞅於封地商邑舉兵抵抗，最後兵敗而死。 

- 雖然商鞅被殺，但秦惠王仍推行商鞅的新法。 

- 商鞅變法在各國中最徹底和最有成效，秦國從此富強，奠定日後統一天下的基礎。 

 
 
五、齊國變法 

- 公元前 355年，齊威王以鄒忌為相，依其建議廣開言路，使齊國在政治上勝於各國。 

- 齊國創建稷下學宮，此為國家興辦，私人主持的高等學府。 

- 稷下學宮是百家爭鳴，全天下之學術討論中心，亦是齊國決策諮詢機構。 

 
 

六、韓國變法 

- 公元前 351年，韓昭侯以申不害為相。申不害整頓吏治，加強君主集權。 

- 整肅國內貴族，清理其財產以充國庫，又收其私兵為國家軍隊。 

- 鼓勵人民開墾土地，增加糧食，大力發展手工業。 

- 申不害相韓十五年，國內政局得到穩定，雖處於強國的包圍之中，卻能相安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