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級 

歷史時期：宋元 

課題一：五代的興替與宋的統一 

第一章：五代十國政權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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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代概述 

- 唐滅亡後，天下延續藩鎮割據局面。 

- 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五個朝代交替，但未能掌握全國領土。 

- 五個朝代之同時還有十個勢力不弱的政權存在，被稱「十國」。 

- 長城以北舊唐領土，由契丹人所建的遼國統治。 

- 這一時期，史稱「五代十國」。 

 

1.1 五代嬗遞 

- 五代為五個先後統治中原地區的王朝。 

- 五代分別是梁、唐、晉、漢、周，歷時四十五年。 

 

後梁 

- 後梁建立者是朱全忠，原名是朱溫，本為黃巢降將，降唐後被授宣武節度使。 

- 公元 907 年，朱全忠逼唐哀帝退位，而自立為帝，國號為「梁」，史稱「後梁」，以區別南北朝時期的梁朝。 

- 後梁建國後，多數藩鎮不承認其地位，仍用唐朝年號。 

- 後梁對其歸順的節度使則封王。 

- 後梁凡兩君，歷十七年，是五代中國祚最長者。 

 



 



後唐 

- 沙陀人李克用因剿黃巢有功授河東節度使及封晉王。 

- 唐朝末年，李克用與朱全忠不和，因此後梁建立後，晉梁一直敵對。 

- 公元 923 年，克用之子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附近）稱帝，國號為「唐」，史稱「後唐」，以區別李淵所建之唐朝。 

- 同年，唐軍攻陷後梁汴都，後梁亡。 

- 李存勖認為中原已大定，沉迷享樂，導致國內大亂，死於叛軍之下。 

- 後唐凡四君，歷十三年，皇位更迭頻頻。 

 

 



 



後晉 

- 後晉建立者石敬瑭為後唐明宗女婿。 

- 彼唐末帟繼位後，猜忌石敬瑭。 

- 石敬瑭欲反但實力不足，向契丹求援，以燕雲十六州為酬及自稱「兒皇帝」。 

- 公元 936 年，石敬瑭滅後唐，建國號「晉」，史稱「後晉」，以區別司馬氏所建之西晉、東晉。 

- 燕雲十六州的割讓，使中國失去北邊屏障，北方游牧民族能隨時入侵。 

- 石敬瑭死後，其侄石重貴繼位，意圖擺脫契丹控制。 

- 契丹因此三次攻晉，並將之滅亡。 

- 後晉凡兩君，國祚十三年。 

 

 

 



 



後漢 

- 公元 947 年，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於契丹退兵後，於太原稱帝。 

- 劉知遠以「漢」為國號，史稱「後漢」，以區別劉氏所建的西漢、東漢。 

- 後漢政局混亂，殺戮迭起。 

- 後漢凡兩君，國祚四年，是五代中最短命的王朝。 

 

 

 

 



 



後周 

- 漢隱帝繼位後，猜忌大臣郭威，盡殺其親屬，郭威領兵入開封。 

- 公元 951 年，契丹入侵，郭威領兵出擊，途中被軍士擁立為帝。 

- 郭威自稱是周朝虢叔之後，遂以「周」為國號，史稱「後周」，以區別歷史上其他以周為國號的政權。 

- 公元 954 年，郭威養子柴榮繼位，是為周世宗。 

- 周世宗整頓吏治，鼓勵農耕，恢復國家元氣。 

- 周世宗先後討伐北漢、後蜀、南唐，逼使南唐除去帝號。 

- 世宗試圖奪回燕雲十六州，先攻取了瀛、莫二州，但攻幽州時因病退兵。 

- 世宗是五代少有之名君，他的努力為日後北宋的統一打下基礎。 

- 世宗病逝後，七歲恭帝繼位，被禁軍將領趙匡胤所篡。 

- 後周凡三君，國祚十年。 

 

 

 



 



 

五代十國變化圖 

 



1.2 十國概況 

- 五代之中原政權外，地方上也有割據一方的政權，其中較強有十個，稱為「 十國」。 

- 與五代相始終的有吳越、南漢、南平。 

- 存於五代前期的有吳、前蜀、閩。 

- 存於五代後期的有後蜀、南唐、北漢。 

- 十國中除北漢之外，其餘九國皆位於南方。 

- 北漢是郭威建立後周時，後漢劉知遠養子劉崇於太原繼承後漢，只保有太原一帶。 

- 前蜀被後唐所滅。 

- 吳被李昪所篡，改國號南唐。 

- 閩、楚為南唐所滅。 

- 南平、後蜀、南漢、南唐、北漢被宋所滅。 

- 南方諸國戰亂較少，局勢比較穩定，各國國祚較五代為長。 

 

 

 

 

 

 

 

 

 

 

 

 

 

 



二、政權特色 

2.1 武人掌權 

- 唐末藩鎮延至五代，掌兵權者即掌握朝政大權。 

- 五代君主多為節度使出身，以兵變立國。 

- 當權者多為武人出身，不通治國之事。 

- 他們橫徵暴斂，戰事繁多，導致民不聊生。 

- 軍中將帥擁兵自重，時有將士擁立天子之事。      

 

2.2 胡人掌權 

- 自唐起，胡人逐漸進入中國統治階層。 

- 後唐、後晉及後漢的開國君主皆是胡人。 

- 胡人尚武不重文教，社會道德日益敗壞。 

- 他們缺少國家觀念，為一己之利可出賣國家。 

- 如石敬瑭為對付後唐，割燕雲十六州予契丹。 

 

2.3 篡奪相乘 

- 五代時期，為了權位，子弒父，臣弒君之事頻生。 

- 部下擁立掌權將帥為帝時有發生。 

- 五代國祚短促，時局動盪。 

 

 

 

 

 

 

 



2.4 道德敗壞 

- 五代期間道德淪喪，道德觀念被拋棄。 

- 例如朱友珪為得帝位而弒其父朱全忠。 

- 例如石敬瑭為奪取後唐政權，除割地求援，也甘願為契丹之「兒皇帝」。 

- 例如大臣馮道歷事五代中的四朝，更以此為榮，自號「長樂老」。 

 

2.5 外患威脅 

- 唐末契丹已是一大外患，時常侵襲邊境。 

- 後梁時，契丹建立「大契丹國」，後改稱遼國。 

- 後晉時，石敬塘為得帝位，以燕雲十六州向契丹借兵。 

- 失去燕雲十六州，中原失去長城防線，北方門戶大開。 

- 遼國成為日後北宋的大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