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 

課題一：魏晉南北朝的分裂與政權的更替 

第一章：三國鼎立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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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州牧割據 

- 黃巾之亂，雖被漢朝平定，但黃巾餘黨此起彼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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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州牧，給予行政及軍事大權。 

- 董卓專權後，地方手握重兵的州牧拒絕聽命中央，形成州牧割據。 

- 天下州郡，豪強割據，大者連州；小者連郡。 

- 各方勢力彼此互相攻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 眾多割據勢力較強者有袁紹、袁術、曹操、劉表、劉焉、孫堅等人。 

 

二、曹操統一北方 

2.1 勢力發展 

- 曹操本姓夏侯，其父為宦官曹騰養子，因而改姓曹。 

- 青州黃巾軍餘眾攻入兗州，後被曹操所敗，三十餘萬黃巾軍悉數投降。 

- 曹操選其精壯收編，號為青州兵，成為曹操爭雄憑藉。 

- 董卓死後，漢獻帝流落洛陽，曹操依荀彧之建議，迎回漢獻帝，遷都許昌。 

- 曹操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開始向四方兼併。 

2.2 官渡之戰 

- 當時實力最強是袁紹，出身於四世三公的大族。 

- 袁紹撃敗幽州的公孫瓚後，盡有黃河以北，遂向南進攻曹操。 

- 雙方在官渡對峙，袁紹軍有十萬，而曹操僅有兵一萬，處於劣勢。 

- 公元 200 年，（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奇襲袁軍後方糧草囤積處烏巢，盡燒袁軍糧草。 

- 烏巢被襲後，於官渡的袁軍軍心浮動，曹操乘機進攻，結果袁軍大敗，史稱「官渡之戰」。 

- 此戰奠定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 

 

 

 



三、劉備謀求發展 

- 劉備自稱是漢景帝兒子中山靖王後代，但世系久遠，到他時已生活潦倒。 

- 在州郡混戰中，劉備先後投靠公孫瓚、曹操、袁紹。 

- 曹操經營北方時，劉備難以發展，遂南下荊州投靠劉表。 

- 劉備得到諸葛亮為謀士，手下又有關羽、張飛等猛將，伺機建立根據地。 

 

 

四、孫權佔據江東 

- 孫權父親孫堅於討黃巾軍有功而冒起，後來在州牧混戰時戰死。 

- 孫權之兄孫策為袁術部下，鬱鬱不得志，後藉機奪取江東之地。 

- 孫策不久遇刺身亡，孫權繼任，致力鞏固長江下游地盤。 

 

五、赤壁之戰 

- 孫策割據江東，死後由其弟孫權繼承；劉表則據有荊州。 

- 曹操統一北方，開始南征，荊州劉表剛病死，其幼子劉琮舉荊州降於曹操。 

- 曹操降服荊州後，轉向東吳孫權。 

- 投靠劉表的劉備退到夏口，派諸葛亮聯繫孫權，尋求共同抗曹。 

- 孫權決定與劉備結盟，派周瑜領兵共同抗曹。 

- 周瑜於赤壁以火攻大敗曹軍，史稱「赤壁之戰」。 

 

 

 

 

 

 

 



六、三國鼎立 

6.1 天下形勢 

- 赤壁之戰，曹操南侵受阻，自此勢力限於黃河流域。 

- 赤壁之戰後，劉備取得荊州為根據地，繼而向益州及漢中發展。 

- 孫權在江東地位得以鞏固。 

 

6.2 三分天下 

- 曹操死後，其子曹丕繼魏王位，於公元 220 年，逼漢獻帝禪讓，定都洛陽，國號魏。 

- 公元 221 年，劉備於曹丕篡漢後亦稱帝，定都成都，仍以漢為國號，史稱蜀漢或蜀。 

- 曹丕、劉備先後稱帝，孫權先稱吳王，其後於公元 229 年稱帝，定都建業，國號吳。 

- 曹丕、劉備、孫權分別稱帝，三國鼎立局面正式形成。 

 

 

 

 

 

 

 

 

 

 

 

 

 

 

  



魏晉南北朝更替略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