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秦漢 

課題一：秦朝的統一、統治措施及衰亡 

第二章：秦朝滅亡與楚漢相爭 

 
考前筆記 

 
  



一、秦朝滅亡的背景 

1.1不恤民力 

- 戰國中後期，諸侯間連年戰爭，有時一年竟進行幾次大戰，有的大戰持續數年之久。 

- 孟子描述當時情況：｢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 。 

- 戰爭頻仍，除了人民大量死傷之外，更因應付戰爭開支，各諸侯加重稅收，令人民百上加斤。 

- 秦的統一應予民休息，但秦始皇一系列政治措施反而更加重人民負擔。例如戍守嶺南五十萬、戍守長城三十萬；建阿房宮七十

萬、修驪山墓七十萬；又修築貫通全國的馳道及五次巡狩天下皆動用大量人力物力。 

 
1.2嚴刑峻法 

- 秦國本身律法嚴苛，人民動輒獲罪。 

- 戰國兵爭時代，尤可以軍功抵罪，但統一天下後立軍功機會減少，人民犯罪只得變賣田產抵罪，田產變賣後只能沒官為奴。 

- 古代封國四境不遠，人民服役往返不過一個月，但秦統一天下後沿用舊制，例如陳勝、吳廣由會稽（今江蘇南部，浙江全境）

遠赴漁陽（即今北京市）戍守，民間視為苦差。 

- 人民不勝其苛，人心思變，尤其六國遺民更容易有故國之思。 

 
1.3游士不安 

- 戰國時代很重視游士，國君給予高官厚祿加以重用，即使意見不合也予尊重。 

- 秦始皇晚期不容其他言論存在，加上游士出仕的機會大減，游士暗中活動成為不安的因素。 

 
1.4朝政日非 

- 秦二世與秦始皇比較，才幹不足，但殘暴更甚。秦二世縱情聲色不理朝政。 

- 宦官趙高除了伴隨二世成長，更有擁戴之功，備受重用。 

- 後來丞相李斯被趙高陷害而棄市咸陽，趙高專權，朝政日非。 

 
  



二、秦朝滅亡的經過 

2.1大澤鄉起義 

- 公元前 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九百名｢閭左｣，從會稽（今江蘇南部，浙江全境）前往漁陽（今北京密雲）戍守。 

- 走到蔪縣大澤鄉（今安徽宿州市東南）遇上大雨，道路不通，延誤到漁陽報到之期。按軍法，逾期當斬。 

- 陳勝、吳廣為求自保殺死領隊的將尉，率九百戍卒發難，攻下蔪縣。 

- 陳勝一路人數發展至數萬人，並攻下陳縣（戰國末期，楚國都城，今河南淮陽縣）。 

- 陳勝自立為王，號｢張楚｣，吳廣為假王（代理國王），樹立第一支反秦旗幟。 

 
2.2六國遺民起事 

- 陳勝起事消息傳遍天下，人們紛紛誅殺地方官員，起而響應。 

- 六國舊有宗室貴族亦起來反秦，據地稱王。 

- 反秦六國遺民中，以楚國貴族項梁、項羽聲勢最大。 

- 項梁率江東八千子弟兵渡過江淮，屯兵下邳（今江蘇邳縣南），發展至兵力六、七萬人。 

- 沛人攻殺縣令，迎立原為沛縣泗水亭小吏的劉邦為沛公（楚人稱令為公），起兵反秦。 

- 劉邦起初發展順利，但部下雍齒叛劉歸魏，勢力受挫，因而投靠項梁。 

 
2.3秦軍反擊 

- 陳勝稱王後，派兵西進，周文一路直指咸陽。 

-公元前 209年（二世元年）九月，周文進軍至距咸陽僅有百里的戲（今陝西西安市臨潼境內）。 

- 趙高原一直欺瞞二世關於東方爆發反秦叛變，於此時不能再隱瞞。 

- 秦的軍隊仍在沿邊駐守，一時未能調回來。 

- 二世依少府章邯之議赦免修驪山墓的七十萬刑徒並武裝起來，以章邯為將，向叛軍反撃。  

- 周文一軍不敵，退至澠池。 

-公元前 208年（秦二世二年）十一月，雙方在澠池激戰十餘天後，周文兵敗自殺，其軍潰散。 

- 章邯乘勝進逼滎陽，與田臧戰於敖倉。田臧戰死，軍隊潰散，章邯繼而解滎陽圍。 

- 章邯進軍陳縣之西，陳勝主力盡喪，最後敗走下城父（今安徽渦陽縣西北）被御者莊賈所殺，餘眾降秦。 



- 陳勝死後，項梁依范增的建議，於民間求得楚懷王之孫，名心，立以為王，仍號楚懷王，以激發楚人對秦的怨恨。 

- 章邯得到關中援兵，再度向楚軍進攻，因早前項梁連戰皆捷，產生輕敵之心，結果楚軍於定陶大敗，項梁戰死。 

 
2.4秦朝滅亡 

- 二世二年閏九月，秦軍圍趙王歇於鉅鹿。 

- 楚懷王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率楚軍主力救趙；另派劉邦率一部西入咸陽。 

-公元前 207年（二世三年）十月，宋義進軍至安陽（今山東曹縣東），再不前進。項羽斬殺宋義，奪取兵權，自為上將軍。 

- 項羽率軍渡過漳水，破釜沈舟，以示決死之心。楚軍奮勇死戰，大敗秦軍，遂解鉅鹿之圍。 

- 二世三年八月，趙高殺二世，另立扶蘇之子子嬰為秦王。 

- 九月，劉邦進軍至藍田（今陝西藍田縣西），大敗秦軍，直指咸陽。 

- 十月，劉邦軍進抵霸上（今陝西西安東南），秦王子嬰出降。 

- 劉邦盡去秦苛法，只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秦人大悅。 

- 秦自統一稱帝，凡三君，歷十五年而亡。 

 
三、楚漢相爭 

- 楚懷王定下先入關中者為王的承諾。 

- 項羽於鉅鹿一帶對付秦軍主力時，劉邦因此未遇上重大抵抗而進入咸陽。 

- 劉邦進入咸陽後，盡去秦苛法，只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以收買人心。 

- 項羽自認為滅秦功大，不滿劉邦先入關，率軍至鴻門，準備攻打劉邦。 

- 劉邦自知不敵，親赴鴻門謝罪，取得項羽信任。 

- 項羽引兵入咸陽，殺子嬰並大肆屠殺關中人民，焚毀秦宮。 

- 項羽認為天下已定，分封天下諸侯，自命為西楚霸王。 

- 劉邦被分封到漢中（今陝西省漢中市），是為漢王。 

- 章邯被封為雍王，司馬欣被封為塞王，董翳被封為翟王以堵劉邦東出。三人皆為秦降將，時稱三秦。 

- 項羽分封天下，全憑愛惡，引起諸侯不滿，田榮首先反叛。 

- 劉邦乘項羽討伐田榮無暇兼顧，破三秦佔領關中，與項羽正式決裂。 



- 楚、漢各有勝負，雙方停戰，以鴻溝為界，中分天下。 

- 項羽率軍回彭城，劉邦背信食言，從背後突襲楚軍。 

- 楚軍被困於垓下，項羽率親信突圍，逃至烏江，自覺愧對江東父老，遂自刎。 

- 項羽自殺，為時五年的楚漢相爭亦告結束。 

 
項王分封諸侯 

 

 



 
楚漢相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