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二級 

歷史時期：宋元 

課題一：五代的興替與宋的統一 

第二章：宋初國策的制定  

 

考前筆記 

 

 
 

 



一、宋代建立 

1.1 陳橋兵變 

- 公元 959 年，周世宗英年早逝，兒子柴宗訓繼位，年僅七歲，是為「周恭帝」。 

- 公元 960 年，北方報稱北漢聯同遼國大舉南侵。 

- 此時，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兼歸德軍節度使，奉命率兵抵禦。 

- 大軍行至開封城北的陳橋驛，將士譁變，將黃袍加在趙匡胤身上，擁立為帝。 

- 趙匡胤立即率軍回京，逼恭帝退位，史稱「陳橋兵變」。 

- 趙匡胤曾經出任歸德軍節度使，其治所為宋州，因而建國號「宋」，是為「宋太祖」。 

- 歷史稱為北宋，以區別南北朝時期劉裕所建的宋朝。 

 
二、宋初國策 

2.1 先南後北 

- 宋朝剛建立時，十國中尚存六國，北漢、後蜀、南平、南唐、吳越及南漢。 

- 宋太祖對結束分裂，統一天下，採用「先南後北」戰略。 

- 「先南後北」戰略即為先易後難的策略，北漢有遼國支持，形勢對比南方諸國較強。 

- 因五代以來兵禍連結，國庫空虛，先取豐饒南方，以資國用。 

- 經太祖、太宗兩朝近二十年，次第消滅了六國，結束了五代十國之分裂割據局面。 

 

2.2 強榦弱枝 

「強榦弱枝」即中央集權，把地方兵權、政權、財權收回中央。 

 

2.2.1 形成原因 

- 鑑於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和禁軍將領專橫之害。 

- 針對五代地方權重、臣強君弱的問題，宋太祖採宰相趙普建議行「強榦弱枝」政策。 

 

 



2.1 軍事方面 

- 宋太祖曾為後周殿前都檢點，掌後周禁軍。 

- 為防擁立天子之事再發生，宋太祖即位後馬上收回禁軍兵權。 

- 他宴請石守信、高懷德等禁軍將領，乘機要求他們交出兵權，史稱「杯酒釋兵權」。 

- 其後直接取消殿前都檢點一職，把禁軍交予弟弟趙匡義執掌。 

- 把各州節度使留在中央，或調離屬地，改派京官接任，稱為「權知軍州事」。 

- 地方精兵收歸中央，編為禁軍，保衛中央，老弱者則留駐當地，編為廂軍，達強榦弱枝效果。 

- 禁軍定期輪守邊境，普通地區三年，偏遠六年。 

- 軍官臨時任命，將領無專屬軍隊，難擁兵自重。 

 

2.2 行政方面 

分割相權 

- 太祖三分相權，中書門下掌行政，樞密院掌軍事，三司掌財政。 

- 宰相即中書門下只有執行權，無議政決策權，其下又有參知政事為副相，宰相權力大受牽制。 



 
 



控制地方行政 

- 一州行政者為「權知某軍州事」，一縣者為「權知某縣事」，由中央官員兼任。 

- 「權知」即為暫代之意，官員不是長期擔任地方官員，因此難盤據一方。 

- 為監察地方行政，設通判一職監督知州。 

- 通判可以直接稟報中央地方事務，知州的政令要由通判簽署方可執行。 

 

2.3 財政方面 

- 地方政府除必要開支，所收賦稅需運往京師。 

- 由轉運使運送，財權收歸中央。 

 

2.4 司法方面 

- 各州設司法參軍，掌刑獄。 

- 地方判處死刑案件，需奏報中央刑部，審核後才可用刑，司法權歸中央。 

 

三、重文輕武 

- 針對五代時武人專權的問題，宋初施政「重文輕武」之取向，重用文人。 

 

3.1 重文 

- 大興科舉，取士條件降低，每科進士達千餘人，只要科舉合格，即可授官。 

- 鼓勵讀書，即使不中，也會賜特奏名並授官，除左厚祿，還有各種資助。 

 

3.2 輕武 

- 重要武職由文人擔任，武人出身難升遷。 

- 戰爭時派文官或宦官擔任監軍，以牽制武將。 

- 武人地位大大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