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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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昭宣以後戚宦政治與漢朝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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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昭宣中興 

- 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經常對外用兵，大建宮室，大事遊幸，晚年時國力漸衰。 

- 公元前 89 年（征和四年），漢武帝下令停止於西域輪台增置駐軍，並要求地方官員多留意生產，史稱此詔令為「輪台詔」。 

- 公元前 86 年，昭帝即位，實行休養生息政策，輕徭薄賦，天下漸趨穩定。 

- 公元前 73 年，宣帝繼位，勵精圖治，廢除苛法，減免田租，重視吏治，降服匈奴，穩定西域。 

- 漢朝回復到武帝時期的興盛，史稱「昭宣中興」。 

 

二、王莽篡漢 

- 武帝侵削相權，開獨裁之風，移外朝權力於內朝，重用外戚和宦官，卻使戚宦勢力日大，埋下東漢戚宦相亂政的遠因。 

- 宣帝之後，元、成、哀、平四帝皆貪圖玩樂，無心治國。 

- 君主無心治國，政權落入外戚手上。 

- 公元前 32 年（建始元年），漢成帝即位，王政君為太后，王鳳、王根等外戚，相繼以大司馬大將軍錄尚書事之職輔政。 

- 公元前 8 年（緩和元年），王根死後，王莽成為大司馬大將軍，力行善政，收買人心。 

- 西漢末年，天災人禍不斷，百姓困苦。 

- 當時五德終始說大為流行，王朝因得天授五行中一德，「受命」於天而成為天子。而當其德衰微，無法繼續統治時，便由五行

中排序下一德取代。 

- 王莽乘機製造符端，營造新聖人形象，以便篡漢。 

- 平帝年幼繼位，王莽輔政，使用各種手段拉攏人心。 

- 公元 5 年（元始五年），平帝死後，兩歲的孺子嬰被立為太子，王莽以「假皇帝」身份攝政。 

- 公元 8 年（居攝三年），王莽藉口漢孺子嬰禪讓，登基為帝，建立「新」朝，史稱「新莽」。 

- 王莽即位後，為解決社會問題，以《周禮》為依據推行新政，史稱「托古改制」。 

- 托古改制缺乏周詳計劃，難以執行，又用人不當，反而害民。 

- 改制失敗，加上連年天災，民不聊生，最終民變四起。 

- 民變中以赤眉及綠林兩支勢大最大。 

- 公元 23 年（地皇四年），綠林兵於昆陽大敗王莽軍隊，攻入長安，王莽被殺，新朝滅亡，國祚十五年。 

 



【F1P2T2_新莽民變分佈圖】 

 



三、東漢建立 

3.1 光武中興 

- 公元 17 年（天鳳四年），漢宗室劉秀於宛起兵叛新莽，其族兄劉玄被綠林兵推舉為「更始帝」。 

- 公元 25 年，劉玄被赤眉兵所殺，劉秀於鄗自立為帝，仍以漢為國號。 

- 公元 35 年（漢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劉秀統一中國，定都洛陽，史稱其開創王朝為東漢，以別於劉邦開創的西漢。 

- 劉秀即位後，勤政愛民，勵精圖治，整頓吏治，倡導儒術，表彰名節。 

- 漢室得以重新興盛，史稱「光武中興」。 

 

3.2 明章之治 

- 明、章二帝為東漢少有的賢明君主。 

- 漢明帝對內以嚴法整飭朝政，鼓勵生產及治理水患。 

- 對外則征伐匈奴，與西域諸國重新建立聯繫。 

- 漢章帝對內行仁政，輕徭薄賦，減輕刑罸以穩定國家。 

- 對外派兵討伐北匈奴，班超出使西域，大顯國威。 

- 明、章兩朝，政治清明，天下大治，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史稱「明章之治」。 

 

 

 

 

 

 

 

 

 

 

 



四、戚宦相爭 

- 外戚指的是皇帝的母族、妻族，也就是太后和皇后的家族。 

- 宦官則是指在宮中服侍皇帝和皇室家族的被閹割的男子。 

 

4.1 戚宦相爭原因 

- 自和帝起，東漢的君主大多年幼繼位。 

- 年齡最大的桓帝只有十五歲，最少的殤帝不足一歲，根本無力掌權施政。 

- 大部分君主壽命不長，皇權更迭不斷，容易大權旁落。 

- 漢光武帝為集中皇權，以內朝尚書幫助理政，削弱三公權力。 

- 君主年幼，由太后聽政，內朝尚書輔政。 

- 太后往往重用父兄子姪，任以尚書一職，外戚因此掌握軍政大權。 

- 皇帝長大成人後，不甘受制，希望奪回大權。 

- 借助身邊宦官剷除外戚。 

- 宦官因功受封，得以專權。 

- 外戚宦官交替專權之局面因而形成。 

 

 

 

 

 

 

 

 

 

 

 



4.2 戚宦相爭經過 

    和帝 

- 和帝十歲即位，二十七歲死。 

- 竇太后聽政，竇憲專權。 

- 和帝與宦官鄭眾合謀誅竇憲。 

 

    安帝 

- 安帝十三歲即位，三十二歲死。 

- 鄧太后臨朝，鄧隲輔政。 

- 鄧太后死後，安帝與宦官江京及李閏剷除鄧家勢力。 

 

    順帝 

- 順帝十一歲即位，三十歲死。 

- 由宦官孫程擁立，殺外戚閻顯，幽禁閻太后。 

 

    沖帝、質帝、桓帝 

- 沖帝二歲即位，三歲夭折；質帝八歲即位，九歲死；桓帝十五歲即位，三十六歲死。 

- 沖帝繼位及一年而夭折，外戚梁冀立質帝。 

- 質帝因對群臣說梁冀為「跋扈將軍」，而被毒殺。梁冀另立十五歲的漢桓帝。 

- 梁冀專權二十年。 

- 桓帝成年後，與宦官單超等人合謀誅殺梁冀及其親族。 

- 桓帝將參與謀畫滅梁氏的宦官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五人同一日冊封為侯，宦官得以專權。 

- 太學生評擊宦官專權，宦官遂以「朋黨」為由加以拘捕，是為第一次黨錮之禍。 

 

      

 



    靈帝 

- 靈帝十二歲即位，三十三歲死。 

- 外戚竇武與陳蕃密謀誅殺宦官，但事洩被宦官曹節等所殺。 

- 宦官拘捕李膺等百餘人並下獄處死，另於地方捕殺或拘禁六七百人。是為第二次黨錮之禍。 

    

 少帝 

- 少帝十一歲即位。 

- 外戚何進與袁紹合謀誅除以張讓為首的宦官，事機不密，何進被殺，袁紹帶兵入宮盡殺宦官。 

- 戚宦相爭至此結束。 

 

4.3 戚宦相爭影響 

- 外戚與宦官大都為貪婪之輩，黨羽多為貪官污吏，朝政昏亂。 

- 關心國事的忠良往往因反對被殺，人人自危，如杜農反對梁冀被殺，李膺反對宦官被殺。 

 

 

 

 

 

 

 

 

 

 

 

 

 



五、漢朝的衰亡 

5.1 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之禍 

- 桓帝時，太學生及部分朝臣公開批評宦官，引起宦官不快。 

- 宦官黨羽張成知將有大赦，唆使兒子殺人，司隸校尉李膺不理赦令，處死張成之子。 

- 宦官以「朋黨」為由加以拘捕李膺，株連二百餘人。 

- 外戚竇武求情而獲釋，但不許當官及限制活動。此為第一次黨錮之禍。 

第二次黨錮之禍 

- 漢靈帝即位，竇武輔政，重新起用李膺等人。 

- 竇武與太傅陳藩合謀誅宦官，但事洩被宦官曹節等所殺。 

- 宦官拘捕李膺等百餘人並下獄處死，另於地方捕殺或拘禁六七百人。 

- 此次黨錮至公元 184 年 2 月（靈帝光和七年正月），黃巾之亂爆發才下詔赦免。 

 

5.2 黃巾之亂 

- 東漢末年災荒不斷，瘟疫流行，朝廷腐敗，民怨沸騰。 

- 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創立太平道，以符咒治病。 

- 太平道發展迅速，信徒達到數十萬，遍佈及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 

-公元 184 年（光和七年），張角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為口號，率領三十萬信徒起兵反漢。 

- 叛軍皆頭纏黃巾以資識別，故稱為黃巾賊。 

- 黃巾軍勢如破竹，一個月內，全國七州二十八郡都發生戰事，州郡失守、官吏逃亡，震動京師。 

- 漢廷派盧植、皇甫嵩及朱儁分道出擊平亂。 

- 黃巾之亂持續將近一年，才被皇甫嵩、朱儁平定。 

- 黃巾餘黨此起彼落，為禍地方十數年，使漢室更為衰弱。 

 

5.3 州牧割據 

- 宗室劉焉建議靈帝下放權力地方，以便討伐黃巾餘黨。 



- 靈帝下令原為監察地方的刺史改為州牧，給予行政及軍事大權。 

- 董卓專權後，地方手握重兵的州牧集體拒絕聽命中央，形成州牧割據。 

 

5.4 董卓之亂 

- 靈帝死後，外戚何進密召并州牧董卓入京誅滅宦官。 

- 因事機不密，何進被宦官所殺，司隸校尉袁紹領兵入宮盡誅宦官。 

- 董卓入洛陽，廢少帝，立其弟陳留王劉協為帝，是為獻帝。 

- 董卓逼走袁紹，專權朝政。 

- 地方州牧、郡守不滿董卓跋扈，組成關東聯軍起兵聲討董卓。 

- 董卓挾獻帝西逃長安，不久被部下所殺。 

- 州牧割據地方，互相攻伐，東漢名存實亡。 

 

 

 

 

 

 

 

 

 

 

 

 

 

 

 



六、兩漢時期之香港 

6.1 香港鹽場 

- 漢武帝為解決因對匈奴軍事行動帶來之財政壓力，而推行鹽鐵酒專賣。 

- 西漢朝廷於現今深圳南頭置鹽官，並於南丫島大灣、大嶼山白芒等地駐軍，防止私鹽偷運。  

 

6.2 李鄭屋漢墓 

-  香港李鄭屋漢墓屬東漢中期，部分磚塊刻有「大吉番禺」，漢墓規格屬官吏型，說明當時香港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  

 

6.3 出土東漢文物 

- 馬灣之東灣仔、屯門之掃管笏，考古發現東漢五銖錢，而陶器特徵是東漢中晚期。 

- 屯門之掃管笏亦有墓葬發現，其規模不及李鄭屋漢墓，推斷為平民之墓葬。 

- 從考古出土文物與李鄭屋漢墓等結合來看，東漢時代的香港已有一定人口規模的聚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