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秦漢 

課題二：兩漢的政治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 

第二章：漢武帝的文治與武功 

 

考前筆記 
 

 

 

 

 

 

 

 



一、漢武帝的文治 

- 自高祖以來七十餘年，休養生息，漢朝國力日盛。 

- 太子劉徹繼位，是為漢武帝，一改漢初的「清淨無為」政策，在各方面多有作為。 

 

1.1 學術措施 

興辦太學 

- 採取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 在長安興辦太學。 

- 設《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博士。 

- 從各地選出五十名青年，為博士弟子員，跟隨五經博士學習。修業一年後，按成績授官。 

 

設立地方學校 

- 依董仲舒建議，於郡設學，縣設校。 

 

推行察舉制 

- 漢初選拔官員，多從大官子弟揀選。 

- 漢景帝時，初行察舉，但未成定制。 

- 武帝確立察舉制，郡國各選孝子、廉吏一人，送往中央考核，通過者成為官吏，保證官員質素。 

- 察舉制為一固定制度提供士子入仕。 

 

 

 

 

 

 

 



1.2 政治措施 

削弱諸侯王 

- 漢武帝依主父偃之計，行「推恩令」，以削弱諸侯王。 

- 封國除了由嫡子繼承之外，庶子也可封侯及繼承部分領地。 

- 封國領土越分越小，力量亦隨之減少。 

- 禁止朝臣依附封國，亦禁止諸侯王參與政事。 

 

壓抑相權 

- 以布衣公孫弘為相，開布衣卿相先河。 

- 十數次換相，任相者缺乏背景支持，權力更易集中於皇帝手上。 

 

監察地方 

- 漢武帝將京師附近七郡以外的地方分作十三個監察區，每區設刺史一人，稱為十三刺史部。 

- 刺史代表中央，監察地方官員及豪強。 

- 京師七郡為司隸校尉部，職責與剌史部相同，但地位略高。 

- 任用酷吏打擊豪強，以維持秩序。 

 

 

 

 

 

 

 

 

 

 



1.3 經濟措施 

- 漢武帝為加強中央集權，將鑄幣權收回中央。 

- 為了應負對匈奴戰事開支，而推行一系列新經濟政策。 

-  

統一貨幣 

- 漢初地方豪強及商人可私鑄錢幣以牟利。 

- 漢武帝下令禁止私下鑄幣，由中央統一鑄造。 

-公元前 118 年（元狩五年），鑄「五銖錢」，重五銖（約 3.26g），上有篆體「五銖」兩字。 

 

鹽鐵酒專賣 

- 將鹽、鐵、酒收為國家專賣，禁止人民私營。 

- 各地設置鹽官、鐵官及榷酤官，統辦一切鹽、鐵、酒生產與銷售事務。 

 

實行均輸法 

- 設立均輸官，把郡國運往長安的貢品，轉運往高價地方出售，以減低成本，增加收入。 

 

實行平準法 

- 設平準官於京師，價低時買入貨物，價高賣出，以平抑物價。 

 

增加賦稅 

- 增算緡錢，向商人及手工業者徵收財產稅。商人每二千錢收一百二十錢，稱「一算」；手工業者每四千錢收一算。 

- 逃稅或瞞稅者，財產充公，並罰戍邊一年；告發者可得充公財產的一半，稱「告緡錢」。 

- 百姓擁有船、車者亦須課稅；車一輛一算，商人加倍，船則五丈（約 11.6 米）以上收一算。 

- 武帝定武功爵十七，每級十七萬錢。買爵第五級以上者可以補官，有罪可減兩等。 

 

 



二、漢武帝的武功 

2.1 北逐匈奴 

- 匈奴常騷擾漢境，是威脅漢朝的主要外族勢力。 

- 秦末大亂，社會凋敝，力量不足，漢初數位君主奉行和親政策，務求不起兵事。 

- 經過七十餘年休養生息，國力積儲，武帝即位後得以改弦易轍，對匈奴主動出撃。 

- 公元前 133 年（元光二年），漢軍於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區）設下埋伏，引匈奴南下，意圖一舉殲滅，但被匈奴識穿，

史稱「馬邑之圍」。 

- 從此，展開綿延數十年的漢匈戰爭。 

- 公元前 127 年（元朔二年），漢以衛青為大將出擊，取得河南之戰勝果，奪取了河套地區，漢朝設置朔方郡，京師長安解除被

匈奴入侵的危險。 

- 公元前 121 年（元狩二年），霍去病出隴西，殲滅單于渾邪王部隊，取得了河西之戰勝利，設置涼州四郡。匈奴渾邪王和休屠

王向漢朝投降。 

-公元前 119 年（元狩四年），霍去病率軍大勝匈奴，乘勝追殺至狼居胥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北部肯特山）及翰海（今俄羅斯

貝加爾湖），方才收兵。此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 

 

2.2 南征百越 

- 秦朝滅亡後，南方百越地區形成數個獨立王國，較大的分別有東甌、閩越、南越、西甌等。 

- 南越國由秦亡時南海郡尉趙佗所建，其後有所發展，吞併了西甌、駱越（今廣西南部及越南北部）。 

- 公元前 112 年（元鼎五年），漢武帝調大軍十萬，兵分五路攻滅南越。 

- 公元前 111 年（元鼎六年），東甌、閩越兩國相爭，東甌內附漢朝，漢武帝派兵滅了閩越。 

 

 

 

 

 

 



2.3 西通西域 

- 漢武帝聽聞大月氏與匈奴有隙，遂遣張騫出使，欲聯合大月氏夾擊匈奴。 

- 張騫出使途中，被匈奴所擄，十年後得以逃脫，輾轉到達大月氏，時大月氏已無復仇之念，張騫不得要領而還。 

- 張騫回國後，建議聯合烏孫，折斷匈奴右臂，武帝遂再遣張騫出使西域。 

- 張騫率使抵達烏孫，惜烏孫不敢與匈奴為敵，張騫只有遣使大宛、康居等地，聯絡西域諸國。 

- 張騫在政治上未能聯結西域孤立匈奴，但在交通史上有「�空」意義，中外使節和商隊絡繹不絕，開闢了西域道。 

- 張騫沿途所見所聞，為日後漢朝經營西域提供了資料。 

 

三、漢武帝對西漢國力發展的影響 

- 漢武帝對匈奴大事征伐，為漢室解除邊患。 

- 積極經營西南夷及北逐匈奴，令國家版圖大增，超越秦朝。 

- 因武帝用兵四方及遣張騫出使，大漢聲威於是遠播外地。 

- 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掃除地方王侯勢力，有助建立一強大政府，令國家基礎更為穩固。 

- 察舉取士，開放仕途，令平民可憑個人才德，獲取官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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