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隋唐 

課題三：唐的建國與盛世 

第四章：開元之治的治績與影響（延伸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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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宗繼位 

- 武則天晚年病重，群臣發動政變，逼武氏退位，迎立唐中宗復位。 

- 中宗皇后韋氏干政，更毒死中宗，睿宗之子李隆基聯同武后之女太平公主，合力誅除韋后，迎睿宗復位。 

- 睿宗於不久後把帝位傳給李隆基，是為「唐玄宗」。 

- 唐玄宗在位前期勵精圖治，天下大治。 

- 唐玄宗開元時治續斐然，政治、經濟、文教方面多有建樹。 

- 唐室經百年發展，國勢在玄宗時已達頂峰，其在位前期年號為開元，故史稱為「開元之治」。 

 
 



二、開元之治 

2.1 政治方面 

-玄宗任用賢能，整頓吏治。 

任用賢能 

- 以姚祟、宋璟及張九齡等賢人為相。 

- 這些賢人或多謀善斷，或剛直敢諫，玄宗亦善於納諫，重視他們的意見。 

 

整頓吏治 

- 裁減多餘職位人手，整頓中央吏治。 

- 採用張九齡建議，選優秀京官外任地方官員，擴闊眼界。 

- 派採訪使巡查地方吏治。 

 

 

 

 

 

 

 

 

 

 

 

 

 

 

 



2.2 經濟方面 

- 以身作則，力行節儉。 

- 清查戶籍，裁汰不納稅僧尼。 

 

力行節儉 

- 遣散宮女以節流。 

- 三品以下官員、宮內妃嬪不得配戴金玉飾物。 

-下令全國不得開採珠玉、編錦繡。 

 

清查戶籍 

- 開元初，籍外田地、逃戶多。 

- 玄宗派宇文融清查全國戶籍及土地。 

- 減免重新附籍的逃戶六年賦稅，以吸引逃戶。 

- 最後增加八十萬戶口，國家稅收大增。 

 

裁汰僧尼 

- 自武周起佛教盛行，僧尼可免稅，以致不少人為逃稅成為僧尼；同時建寺鑄佛亦大耗錢財。 

- 玄宗採姚祟建議，禁興建佛寺，逼令僧尼還俗。 

- 結果約一萬二千人還俗。 

 

 

 

 

 

 

 



2.3 文教方面 

- 重視文教，大力鼓勵學術發展。 

- 調整科舉制度，以應時局。 

 

鼓勵學術 

- 設集賢院，召名儒侍讀。 

- 搜集歷朝遺書，共四萬八千多卷。 

- 下令編撰《開皇禮》、《唐六典》等書籍。 

 

改進科舉 

- 每年及第人數不得過百，以防止冗員。 

- 親自考核新錄取的縣令，裁減不合格者四十多人。 

 

2.4 軍事方面 

改革兵制 

- 當時府兵制漸趨敗壞，名存實亡，玄宗依張說的建議，招募兵員十二萬充當京師的禁衞軍，稱為「長從宿衞」，後改稱「彍騎」 

- 把募兵制全面推廣至地方，招募「長征健兒」，代替府兵作戰。 

 

建置兵鎮 

- 玄宗為有效抵禦外敵，在沿邊重地陸續設立十大兵鎮，最高長官稱節度使或經略使。 

 

 

 

 

 

 



三、開元之治的影響 

- 君臣悉心治理下，社會安定，經濟繁榮，戶口增加了數倍，貞觀末年三百八十萬增至八百四十餘萬。 

- 開元後期，社會富庶，各地府庫積儲充盈，僅田租一項已有錢二百餘萬緡，粟一千九百八十餘萬斛。 

- 玄宗廢除武則天時期的酷吏和嚴刑峻法，百姓安居樂業，社會治安良好。 

- 開元時期國防穩固，邊患不生。 

- 唐朝被公認為世界強國，很多外國人都來到首都長安聚居，長安因而成為國際大都會，各國使節、商人、僧侶、留學生隨處可

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