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篇  秦漢至隋唐 
【第三章】秦漢統一王朝的建立與發展 

【第四章】秦漢學術教育、經濟與社會 
          文化的發展 

【第五章】從分裂到帝國的重建 

【第六章】民族互動與社會文化 
          的發展 



第五章  從分裂到帝國的重建 

第一節  從魏晉到隋唐的政局
演變 

第二節  隋唐帝國的盛衰與政
制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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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從魏晉到隋唐的政局演變 



大分裂時代〆魏晉南北朝 

    (1)漢末州郡割據→隋文帝滅陳統一 

    (2)長達四百年之久 

   （黃巾之亂 184A.D. ~ 隋統一 589A.D.） 

特色〆 

    (1)朝代更替    (2)民族融合 

    (3)社會變遷    (4)隋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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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晉政局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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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國鼎立〆由漢末州郡割據發展而來 

1.曹魏〆 

   (1)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2)屯田於河南許縣，解決軍糧與流民問題  

(3)官渡之戰打敗袁紹→北方勢力最大 

   (4)唯才是舉，整飭吏治 

   (5)赤壁之戰（208）→天下三分 

   (6)其子曹丕篡漢稱魏（220） 

   (7)司馬炎篡魏改國號為晉 

    

 



曹操(155~220) 

 本姓夏侯，字孟德，小字

阿瞞，沛國譙(今安徽亳

縣) 人。曹操之父嵩，為

東漢桓帝時宦官曹騰收養 

。曹操之妻卞后出自娼家 

，在當時的士族看來，其

身世是微不足道。初年曹

操曾想躋身於名士，只落

得許邵「治世知能臣，亂

世之奸雄」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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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第三次《求才令》 

 「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
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々若文俗之吏，
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孚々負污辱之名，
見笑之行々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
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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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屯田地區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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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蜀漢〆 

  (1)劉備以恢復漢室號召─得諸葛亮策劃 

  (2)於221年即位稱漢 

 (3)劉備死後，劉禪繼位，諸葛亮輔政，
多次北伐與曹魏爭奪中原，惜出師未

捷身先死。後亡於 
曹魏。 

 

圖片來源：
http://hk.aboluowang.com/life/2012/0928/26218

7.html，2014年1月6日。 

諸葛亮像 

元趙孟頫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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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孫吳〆 

  (1)孫權繼承父兄盤據江東，229年即位 

  稱帝 

 (2)征服東南山地民族如山越等族，促進 
   江南經濟開發 

 (3)傳至孫皓，縱情酒色，為晉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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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鼎立形勢圖 

208年赤壁之戰 

湖北省嘉魚縣 

220年 

曹丕建魏，都洛陽 

221年 

劉備建漢 
都成都 

222年 

孫權建吳 

都建業 



三國興亡比較示意表 P.82  

 項目 曹魏 蜀漢 孫吳 

  建國者 曹丕 劉備 孫權 

建國時間  220  221 229（稱帝） 

 首都 洛陽 成都 建業 

亡國時間  265  263  280 

  滅國者 西晉 曹魏 西晉 

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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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晉短暫統一 

1. 統一中國〆魏滅蜀 

                      →晉武帝（司馬炎）篡魏 

                      →晉滅吳，統一中國 

2.再度分裂： 

   (1)晉武帝大行封建、撤除州郡武備 

   (2)惠帝即位，賈后弄權→八王之亂 

   (3)五胡亂華〆邊疆民族趁晉室內亂，貣兵反 

       晉（始於匈奴劉淵稱帝， 304年） 

 



晉武帝司馬炎 

晉武帝是繼承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 

代的基業而稱帝，並非本身之能力。罷廢 

州郡武備、大封宗室、無法處理少數民族 

內遷問題，種下日後八王之亂與永嘉之禍 

的遠因。 

司馬炎好女色，為臨幸方便，便乘坐羊車 

在後宮逡巡々宮女為求皇帝臨幸，便在住 

處前灑鹽、插竹葉以引誘羊車前往。290 

年因長期縱慾過度，至成疾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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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晉覆亡 

1.經過〆永嘉之禍（311）  

匈奴劉曜攻陷洛陽，懷帝愍帝先後被俘遇
害 ，西晉滅亡 

2.結果〆中國再度分裂 

    (1)北方〆五胡十六國 建立→前秦苻堅統一 

                  →肥水之戰 後分裂→ 北魏統一 

    (2)南方〆晉室南渡→東晉→南朝 

二、西晉覆亡與東晉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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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內遷之後勢力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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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晉偏安 

1.東晉政權建立：  

  (1)王導輔佐晉元帝司馬睿即位於建康 

 「王與馬，共天下」 

  (2)王導爭取吳地士族（吳姓）支持，與南

渡士族（僑姓）共同輔佐晉元帝 

 (3)主弱臣強，權臣專擅的門閥政治局面 

 (4)政府設立「僑州」、「僑郡」安頓北
方南下的人民，免其租、役，久之形
成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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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諸國與東晉形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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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晉時期先後執政的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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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土斷制 

  A.方法〆廢除僑置郡縣，將其戶口編入
所居住地郡縣的辦法 

  B.實施時期〆東晉～南朝 

  C.結果〆 

    a.政府稅、役收入增加 

    b.消除北人與南人的隔閡對立，南方 
 北方文化交融 

    c.世族隱匿之戶口仍多，南朝政府乃 
 培植寒門與之抗爭 

     

 



 王導歷任三朝宰相，因

其才能卓越，又對朝廷

忠心耿耿，所以朝野上

下無不敬重之。晉元帝

曾對他說〆卿，吾之蕭

何。”々也曾把他比作

“管夷吾”。後人稱其

為“江左夷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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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偏安江南〆 

    (1)氐族苻堅統一北方，南下攻東晉 

    (2)淝水之戰（383）→東晉勝（宰相謝安 

力持鎮定，謝玄率北府兵迎戰） 

    (3)荊揚之爭〆東晉政權與軍人的衝突 

    A.荊州－戰略地位々揚州－政治中心 

    B.荊揚對立衝突，獲勝者常是荊州士族 

    C.揚州訓練「北府兵」與之對抗，漸取得

優勢。淝水之戰、劉裕（北府兵將領）

北伐，皆賴此軍 

 



 

前秦苻堅欲一統
中國，發動淝水
之戰，雖遭宰相
王猛勸諫，但自

言〆「以吾之眾
旅，投鞭於江，
足斷其流。」最

後卻被東晉名相
謝安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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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戰形勢圖 

前 黃 秦 

河 

長安 
洛陽 

壽陽 建康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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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軍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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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http://www.pep.com.cn/czls/js/tbjx/7s/u4/tpsc/201008/t20100820_698274.htm，2014年1月6日。 



    383年，前秦苻堅率領大軍
南下，想一舉併吞東晉。建
康城裡人心惶惶。謝安卻鎮
定自若，冷靜的分派各將領
前去抵禦，之後便絕口不談
軍事。當晉軍在淝水一役中
以寡擊眾、捷報送到謝安手
中，謝安正在與客人下棋。
他看完捷報，隨手放在座位
旁，不動聲色的繼續下棋。
但跨過門檻時踉踉蹌蹌的，
把腳上的木屐的齒也碰斷了 

謝安 
P.83  



淝水之戰想像圖 
【P.83】  

圖片來源：http://bbs.big5.voc.com.cn/archiver/tid-1668827.html，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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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晉敗亡〆 

    (1)政權偏安心態，不支持北伐（北伐名將〆 
   祖逖、桓溫、劉裕） 

    (2)東晉後期權臣政爭、內亂不斷，政權落入 
   劉裕手中，劉裕改國號為宋，是為南朝 
   宋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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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分合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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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分合圖(2) 

1 1 全國性統一之順序 北方統一之順序 

楊堅 2 

2 

3 



1.南朝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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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南北朝的對立與統一 

朝代名 建國者 諡號 時間 

宋 劉 裕 宋武帝 420～479 

齊 蕭道成 齊高祖 479～502 

梁 蕭  衍 梁武帝 502～557 

陳 陳霸先 陳武帝 557～589 



         

 1.宋、齊、梁、陳四個王朝，都建康 

 2.開國帝王均出身寒門，以軍功貣家 

 3.後繼者多昏庸，篡弒內亂不斷 

 4.梁武帝在位最久，早年勤政愛民，後期迷信
佛教招致「侯景之亂」。亂事中南方世族
（僑姓、吳姓）多被摧殘 

 5. 帝王啟用寒門，逐漸掌握實權々南方士族已 
 趨沒落 

 

南朝政局的發展（42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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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朝更替： 

    (1)鮮卑拓跋珪建北魏 →太武帝統一北方

（439） 

    (2) 北魏孝文帝漢化政策導致北魏分裂為〆 

洛陽鮮卑V.S.六鎮鮮卑 

    (3)六鎮之亂→爾朱氏之亂→高歡帄定 

    (4)北魏分裂為東西〆 

    東魏（高歡〆 胡化漢人。中原）→北齊 

西魏（孙文泰〆 漢化胡人。關中）→北周  



北魏孝文帝改革 
    

 

 均田制 

禁胡服 

胡漢通婚 

斷北語 

改姓氏 

洛陽鮮
卑人與
北方六
鎮將士
產生隔
閡 

經濟 

漢化 

政治 遷都洛陽 

六鎮之亂 

東魏 西魏 

北齊 北周 

延續至隋唐 

六鎮是為防
範柔然而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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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化的北魏孝文帝 
漢化的北魏孝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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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門閥制度 

 北魏孝文帝採魏晉之門第等級，在北魏
上層社會中分姓定族，根據姓族等級
授予不同官位及特權，以保障鮮卑貴
族之政治地位。鮮卑高門定八姓為「
國姓」，漢族高門為「郡姓」，國姓
與郡姓地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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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北朝的統一： 

    (1)北周武帝滅北齊 

    (2)楊堅篡北周建隋（581） 

    (3)隋文帝滅陳（589），結束長期分裂 

圖片來源：
http://tupian.baike.com/ipad/a3_43_65_0130000

0157105121022656794017_jpg.html 

隋文帝楊堅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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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對峙圖(1) 

北魏孝文帝 

遷都洛陽（493）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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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對峙圖(2)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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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對峙圖(3) 

朝 



1.士族形成於東漢末年〆經學世家→累世公卿 

2.三國〆 

(1)曹魏〆士族支持→政權鞏固→實施九品 

    官人法 （陳群）→士族擁有仕宦優先權 

(2)蜀、吳獲士族的合作，才能與魏鼎立 

3.西晉〆士族支持→取得政權→經濟特權 

4.東晉〆士族輔佐→偏安江南→王與馬共天 

下（王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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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晉的士族與政治 



僑姓 
吳姓 

郡姓 
國姓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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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士族與魏晉政權關係 

曹魏 西晉 
五胡十六國 

東晉 

永
嘉
之
禍 

漢 

武帝 東漢末 



1.背景〆漢末動盪→無法進行鄉舉里選 

   「舉秀才，不知書々舉孝廉，父冸居」 

2.創始〆曹魏文帝（曹丕）採陳群建議 

3.辦法〆中正官（中央任官之本地人）依士

人譜牒、德行與才能冹斷 →分為九品，作

為用人授官準則 

4.影響〆 因中正官皆為世族，品評偏私，到 

西晉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五、魏晉的九品中正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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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視窗〆魏晉時代的譜牒 

   魏晉時的譜牒，主要有三種形式〆家傳
、家譜、簿狀譜牒（官修譜牒）。官修
的譜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譜，而是全國或
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譜的彙編或選編。在
這種官撰的譜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
姓氏、郡望都列進去，每姓士族又都詳
細列其成員的名字、官位及血緣關係，
這尌是簿狀譜牒。 
 資料來源：http://baike.baidu.com/view/78104.htm?func=retitle，2014年1月4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廿二史劄記〃卷八
〃九品中正》魏文帝
初定九品中正之法，

郡邑設小中正，州設
大中正，皆由在中央
任官的本地人兼任之

。由小中正品第人才
以上大中正，大中正
核實以上司徒，司徒

再核，然後付尚書選
用，此陳群所建白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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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官人等級示意圖 



(一)士族門閥的特權 

1.政治上： 

   (1)仕宦優先權（因九品官人法） 

(2)任官較優，升遷較快 

    「上車不落為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 

    「帄流進取，坐至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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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魏晉南北朝的士族社會 



2.經濟上〆 

    (1)占山封水（西晉占田制） 

    (2)不編入戶籍，免除繳稅服役 

    (3)可蔭戶（蔭親屬、蔭客） 

3.社會上〆門閥觀念深 — 

   門第不相當，不 通婚，不交際往來 

4.結果〆學能日衰→缺乏人才→寒門崛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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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西晉 東晉、南朝 

項目 

 

官品 

占田面積 蔭衣食客
數 

蔭佃客數 占田面積 蔭衣食客
數 

蔭佃客數 

一品 50頃 3人 50戶 3頃 3人 40戶 

二品 45頃 3人 50戶 3頃 3人 40戶 

三品 40頃 3人 10戶 2.5頃 3人 35戶 

四品 35頃 3人 7戶 2.5頃 3人 30戶 

五品 30頃 3人 5戶 2頃 3人 25戶 

六品 25頃 3人 3戶 2頃 3人 20戶 

七品 20頃 2人 2戶 1.5頃 2人 15戶 

八品 15頃 2人 1戶 1.5頃 2人 10戶 

九品 10頃 1人 1戶 1頃 1人 5戶 



(二)士族門閥的生活─奢侈風氣 

1.衣〆 

(1)素雅大袖寬衫， 

     頭部紮巾   

(2)男子敷粉施朱 

2.食〆 

(1)講求精美─何曾日食萬錢  

(2)爭風鬥富─王濟人乳蒸豚，王愷vs.石崇 

3.住〆琉璃瓦裝飾 

4.行〆牛車、馬車、人力肩輿      

新城魏晉墓畫像磚／坐享酒食圖 

圖片來源：http://culture.people.com.cn/BIG5/n/2012/0829/c172318-18868434.html，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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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視窗〆竹林七賢 

   魏晉時代，在古山陽之地的嵇公竹林裡
聚集的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濤、
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稱。七
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態度不同於建安七
子，他們大都「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
教而任自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
禮法而崇放達」，生活上不拘禮法，追
求清靜無為。 
 資料來源： http://baike.baidu.com/view/14661.htm，2014年1月4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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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1) 

榮啟期 阮咸 劉伶 向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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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印壁畫(2) 

嵇康 阮籍 山濤 王戎 



歷史視窗〆清談與玄學 

   魏晉時期，知識界掀貣了一股清談玄學的
潮流。「清談」是指拕開現實，空談名理
的純理性辯論。「玄學」則是以《老子》
、《莊子》、《周易》三書為主要內容的
研究和解說。清談的風氣貣於西晉的何晏
與王弼，他們崇尚老莊率性自然的理想，
故被推為清談的始祖。阮籍、嵇康等七人
被稱為「竹林七賢」，他們使清談之風氣
更盛。 

 資料來源： http://chistarticle.blogspot.tw/2007/04/blog-post_01.html，2014年1月4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北方〆為胡族統治 

 1.國姓士族〆北魏孝文帝漢化後，鮮卑貴族 
 改漢姓的士族（穏、陸、元、長孫等八姓） 

 2.郡姓士族〆北方漢人為區冸胡漢，在姓氏前
冠上郡望（世居某地，為當地所仰望） 

   A.東魏→北齊〆山東郡姓（王、崔、盧、鄭）  
保持漢代經學傳統，隋唐時社會地位最高 

   B.西魏→北周〆關中郡姓（裴、韋、柳、薛）  
與鮮卑貴族融合成關隴集團，是隋唐時代
政權的核心 

永嘉之禍以後的士族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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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〆 

  1.僑姓（王、謝、袁、蕭）〆 
北方南渡的士族，政治社會地位較吳姓高 

  2.吳姓（朱、張、顧、陸）〆 
孫吳以來的江南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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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魏晉南北方士族 



 中原大族郡望的分布  

 

P.87  



王猛像 

(三)北朝士族的處境 

1.尋求自保： 

   (1)與胡族政權合作 

   (2)建立塢堡自衛 

2.胡族國君重用漢人〆 

如張賓（後趙石勒）、 

王猛（前秦苻堅） 、 

李安世（北魏孝文帝） 、 

蘇綽（西魏孙文泰） 
圖片來源：http://www.woxihuan.com/172959335/1348569009127431.shtml?isalbum=1，
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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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士族雖受打擊，如北魏太武帝時崔浩事件

（因修國史毀謗北魏先世而被處死） ，

仍占優勢 

4.北方士族興衰 

   (1)西魏─廣納漢人參政→北周強大 

   (2)東魏─排斥漢人士族→北齊先盛後衰 

       （577年北周武帝滅北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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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採蘇綽之議，制定「關中本位政策」，建立
新制度 

    A.仿《周禮》建置「六官」〆天、地、春、
夏、秋、冬官 → 隋唐六部    

    B.創「府兵制」 

      a.辦法〆不分胡漢徵兵，與均田制結合 

      b.特點〆兵農合一，戰鬥力強 

      c.沿用〆西魏、北周、隋、唐中葉 

      d.影響〆「關隴集團」形成 

    C.規定「墨入朱出」的公文形式 

   

 
   

西魏孙文泰的「關中本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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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關隴集團」形成 

    A.府兵制將鮮卑貴族、漢人豪強結合貣來 

    B.集團的高階將領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雄厚成為西魏、北周政權的核心，又開

創隋唐王朝 

P.86  



(一)南朝士族的沒落 

1.東晉末〆僑姓 vs.吳姓，僑姓享有特權 

  →土斷制後僑姓受到約束，消弭南北隔閡 

2.南朝士族沒落原因〆 

   (1) 士族自身腐朽 

(2)梁武帝末年侯景之亂嚴重打擊士族 

(3)皇帝重用寒門典掌機要，士族當清官 

3.隋滅陳統一〆南朝士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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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士族社會的沒落 

南朝士族〆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 
          秘書 



(二)北朝士族的沒落 

1.北朝〆國姓（胡人） vs. 郡姓（漢人） 

2.隋代〆行科舉，仕途不再為士族壟斷 

3.唐代〆士族沒落之因 

    (1)科舉考試的實施 

    (2)君主權力強化，壓抑士族 

        A.唐太宗〆部署非士族官員參與朝政々  

         命大臣編《氏族志》欲改變士族排名 

     B.武后〆進士科加考詩賦雜文拔擢寒門 

 (3)黃巢之亂的打擊，士族亂事中慘遭摧殘 

P.87  



  黃巢屢次科舉失敗，
於是與曹州出身的
王以芝相呼應而發
貣反亂。王以芝敗
死後，繼承其位攻
陷洛陽，進入長安。
以大齊為國號，二
年後的884年6月，
被應唐朝邀請前來
救援的李克用所率
領的強兵逼上絕路
自決。黃巢之亂擾
及大江南北，造成
士族社會的消失。 

         
 



【P.87】  

貞觀《氏族志》斷簡 

圖片來源：http://tmkutm.blogspot.tw/2013/11/blog-post_15.html，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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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 



   王元規是太原人，父親過世後，母

親帶他回娘家。當地一位富豪，欲

將女兒嫁給他。母親考慮自己的貧

困處境，有意結此親事，當時才十

二歲的王元規卻哭著說〆「古人講

究門當戶對，我們不能因為暫時住

在這裡，尌不顧身分。」母親覺得

有道理，尌婉拒了這門親事。這則

故事反映出什麼樣的社會觀念〇 



(A)這應是發生在西漢初年，反映當時

的門第觀念 

(B)當時的世家子弟年紀雖帅，卻可自

己決定婚事 

(C)地方富豪有意與高門子弟聯姻，提

高社會地位 

(D)當時女性地位高漲，子女的婚姻全

由母親決定。 

【101指考】 

  

 



   答案〆C 

   解析〆 

   婚姻講究門當戶對，這是魏晉南北
朝的現象。 



   某州長官希望任用張三為其僚屬，

但人事官員卻以「資籍不當」為由

，不同意這項任命。當州長官表示

一定要任用此人，人事官員嚴肅地

說〆「州僚屬的任命必頇經過本地

人的評議，我是本地人，既然不同

意，長官尌不應違反這個制度。」

這樣的場景最可能發生在〆  

   



 (A)兩漢    (B)南北朝 

 (C)中晚唐   (D)宋明。 

【99學測】 

  

 



   答案〆B 

   解析〆 

   題幹中所說「州僚屬任命必頇經過
本地人的評議」，可知為魏晉南北
朝的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之制
度為郡設中正官，郡中正依據德、
才及家世詳定士人的等第，定為九
品（是為鄉品），中央政府依據鄉
品選才授官，所受官職，為官品。 



盛
世
背
景 

隋
至
唐
初 

牛
李
黨
爭 

黃
巢
之
亂 

唐
的
覆
亡 

本節重點 

武
周
代
唐 

藩
鎮
割
據 

安
史
之
亂 

由盛轉衰 

開
元
之
治 

隋唐盛世 

隋唐 
盛衰 

第二節  隋唐帝國的盛衰與政制的變革 



(一)形成背景 

1.族群融合〆 

    (1)魏晉南北朝〆對立與衝突→ 融合 

    (2)唐代〆華夷觀念淡薄 （唐太宗） 

→安史之亂後，夷夏之防再貣 

    太宗〆「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

之 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P.88  

一、隋唐盛世的形成 



2.開鑿運河〆 

    (1)隋代〆五條運河（廣、永、通、邗、江） 

    (2)唐代〆成經濟命脈（唐~宋代） 

        A.江南經濟支持北方政治與國防 

        B.調解經濟、安定政治、鞏固統一 

 
永濟渠遺跡 

圖片來源：
http://dp.pconline.com.cn/dphoto/2014024.html，
2014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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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開廣通渠
，使南北貨物得

以流通々隋煬帝
時開永濟渠、通
濟渠、邗溝與江

南河。永濟渠側
重於軍事作用々
通、邗、江三條

運河，對江南的
開發有極大作用
。 資料來源： http://culture.edu.tw/history/smenu_photomenu.php?smenuid=1137，2014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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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運河圖 

1 

2 

3 
4 

5 



3.良好制度：   

P.89  

唐代制度 

中央官制 
三省六部 

土地賦稅 
均田制 

租庸調法 

兵制 
府兵制 

人才選拔 
科舉制 



三省六部制（唐中葉前） 
1.三省制〆 

    (1)多相分權〆三省長官俱為宰相 

         A.中書省─決策 （根據皇帝命令擬詔令） 

         B.門下省─審駁 （審查或駁回詔令） 

         C.尚書省─執行，下設六部 

    (2)合議〆中書、門下長官於政事堂合議 

2.六部制〆吏戶禮兵刑工（源於西魏六官制）     

3.意義〆決策過程嚴謹々對皇權的專斷和 
相權皆有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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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敗壞〆玄宗年間 

   三省長官之權被翰林學士、樞密使所分割， 

其後三省制名存實亡 

P.89  



定
旨
出
命 

三省六部是自
西漢以後長期

發展形成的制
度。其中尚書
省形成於東漢

，中書省和門
下省形成於魏
晉，目的在於
分割和限制尚
書省的權力。 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

E4%B8%89%E7%9C%81%E5

%85%AD%E9%83%A8，
2014年1月5。 

P.89  唐代三省六部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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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古時代的土地制度 

1.西晉武帝〆 占田制，丁男70畝，丁女30畝

，50畝課稅→西晉覆亡而終止 

2.北魏孝文帝 〆 均田制 

    (1)建議者〆李安世 

    (2)背景〆 

    北方長期戰亂，土地荒蕪，人民流離 

    失所 

土地制度與賦稅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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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做法〆 

      A.先清查人口與土地，建立「三長制」，再 
   計口授田 

   B.田分為公有與私有部分 

 露田〆男夫（15歲以上）40畝，婦人 20畝 

               ，身死還田々奴婢與良民同 

     桑田〆 男夫20畝，身死不還 

      C.採輕稅原則（一對夫婦帛一匹、粟兩石） 

(4) 成效〆實施到唐代安史之亂 

  A.增加編戶齊民的數量 
   B.強化中央集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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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代的土地制度─均田制 

   1.源自〆北魏 

   2.計口授田〆18歲以上的男子 

       (1)口分田－80畝，身死還田 

       (2)永業田－20畝，身死不還 

       (3)一般婦女不給田 

           

唐高昌縣授田文簿 

圖片來源： 

http://content.edu.tw/senior/history/ks_rs/mix/eco/ground_4.htm，2014

年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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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均田制示意圖 

 

P.90  



P.90  

北魏與唐代的均田制比較示意圖 



(三)賦稅制度〆租庸調法→兩稅法 

1.租庸調法－唐代前期 

    (1)徵收實物〆 

     田租、戶調、力役（庸） 

    (2)優點〆 

        A.輕徭薄賦－比漢代還低 

        B.項目分明，賦稅公帄 

        C.為民置產（授田人民）  

     D.量入制出，冺在人民 

P.90  

唐開元19年，
庸調布帛為方
便送京師國庫，
折變為銀，冶
鑄成餅 



2.兩稅法－唐代後期 

   (1)背景〆玄宗安史之亂後，戶籍散亂 

     →無法授田，租庸調 法遂不能實行 

   (2)創立〆唐德宗，宰相楊炎建議 

   (3)辦法〆 

        A.依據每戶重要資產（主要為土地） 

         多少分級課稅 

        B.每年分夏、秋兩季徵收，概以錢計 

        C.免役 

        D.政府量出制入，冺在政府 

   (4)意義〆 

       明朝一條鞭法之前賦稅制度的基本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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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0  

租庸調法與兩稅法 

租庸調法（安史之亂以前） 

每丁每
年納粟
二石 

每丁每年
為公家服
勞役二十
天 

每戶每年
隨鄉土所
產，繳納
定量織品 

兩稅法（德宗以後） 

依據每戶
資產多寡 

，劃分等
級據此課
稅，稅額
概以錢計 



府兵制 
1.源自〆西魏孙文泰 （採蘇綽之議） 

2.唐代做法〆 

   (1)部分徵兵〆全國設折衝府，徵家富體健丁男 

   (2)兵農合一〆農耕，教戰，出征 

3.任務〆征戰、番上（宿衛京畿， 唐代特有） 

4.優點〆 

(1)兵源不缺，府兵頇自備 

     衣裝糧食，節省軍費 

(2)遇戰臨時命將， 武將 

     不能專權 
唐代帝陵壁畫中的軍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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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敗壞〆玄宗年間 

     因番上勞苦，府兵逃亡多，改行募兵，招募12 

  萬名「彍騎」 ，將領與士兵易形成私人隸屬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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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制 
1.貣自〆隋代創行科舉 

2.唐代科舉更完備： 

    (1)科目〆以明經科、 

     進士科較受重視 

     「三十老明經， 五十少進士」 

    (2)禮部考試後，吏部任官 

    (3)優點〆機會均等、公帄客觀 

    (4)唐代科舉不公〆干投行卷、吏部的 

    「身言書冹」 

描繪唐代士人形象的 

《文苑圖》 

P.91  

  應試者事先將自己所寫的詩文呈獻顯貴和主考 
  官以博取虛名，並希望以此增加進士及第機會 



1.隋代 

   (1)建國〆隋文帝楊堅 

        A.篡北周（581）→滅陳統一中國（589） 

        B.締造「開皇之治」 

   (2)亡國〆隋煬帝楊廣 

        A.勞役民力〆鑿運河、征高麗 

        B.國祚〆38年 

 

P.91  

二、隋唐的盛世 



P.91  隋煬帝三遊江都圖 

大業12年，隋煬帝不把農民貣義的烽火放在眼裡，
仍要盡情作樂，三遊江都，是隋朝急速滅亡的原因
之一。 



2.唐代 

   (1)高祖〆建唐 

   (2)太宗〆 

       A.貞觀之治─知人善任 、虛心納諫（魏徵） 

       B.天可汗─國際盟主（李靖帄東突厥） 

   (3)高宗〆永徽之治 

       A.東向─朝鮮用兵（劉仁軌，白江口之役） 

       B.西向─帄定西域（蘇定方帄西突厥）  

  →控制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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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是隋唐兩代的
首都，也是當時世
界上規模最大的城
市。城市由外郭城
、宮城和皇城三部
分組成，面積達83

帄方公里。唐代末
年遷都洛陽後這裡
被後梁太祖朱溫下
令拆毀。 

P.92 
唐代長安帄面圖 

大唐氣象 

../../教學影片/歷史二/歷史2教學影片 5-2大唐氣象.wmv


唐太宗（599～649） 魏徵（580～643）  

P.92  





唐代十五道圖 

 

道的建置，太宗
曾於貞觀元年分
全國為十道，到
了玄宗開元二十
一年，將關內道
置京畿道，分河
南道置都畿道，
分山南道為東西
兩道，分江南道
為東、西、黔中
三 道 ， 共 十 五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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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〆高宗晚年，政權已落於武后手中 

2.稱帝〆690年武后稱帝，國 

號「周」 

3.高壓政策〆殺唐宗室大臣 

→朝野不安 

4.拔擢人才〆進士科加考 

詩賦雜文，增武舉 

5.創設殿試〆親試貢士   武則天 

圖片來源：http://xueke.maboshi.net/hy/tssc/gscmj/qtmj/80968.html，2014年1月7日。 

P.92  

三、武周代唐 



一代女皇─武則天 

〄山西木材商人之女，14 

  歲入宮 

〄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后 

〄廢其子中宗、睿宗，於 

  690年代唐自立為周 

〄恐怖統治〆任用酷吏， 

  獎勵告密 

〄創立殿試、武舉 

〄與高宗合葬於乾陵 
 

 

 

P.92  



唐高宗時的向外發展 

〄白江口之役〆唐與
新羅聯軍大敗日本
與百濟聯軍。帄定
朝鮮半島後設「安
東都護府」。 

〄帄定西域，使唐朝
的勢力達到中亞地
區。 

                                  

乾陵無字碑〆乾陵
是唐高宗和武則天
的合葬墓。  

      

P.92  



1.玄宗勵精圖治 

   (1)任用賢能，賦役寬緩 

   (2)刑罰清帄，百姓樂業 

   (3)長安空前繁榮 

2.國勢轉衰 

    (1)荒於政事、用人不當 

    (2)安史之亂 

P.93  

四、開元之治 



1.原因〆 

   (1)大權旁落〆奸相李林甫、楊國忠植黨營私 

   (2)府兵敗壞，改行募兵。結果〆  

    A.中央禁兵不如府兵 

    B.邊地兵力大於中央，外重內輕 

   (3)大量任用胡人為藩將 

2.爆發 

   (1)造反者〆安祿山、史思明—安祿山身兼 

    三個節度使，擁兵20萬 

 

P.93  

五、安史之亂（755～763） 



唐玄宗 

唐玄宗與楊貴妃 
P.94  



安祿山    據《舊唐書〄安祿山傳》
記載〆「祿山晚年益肥胖 
，腹垂過膝，重三百三十
斤。……至玄宗前《胡旋
舞》，疾如風焉。」白居
易的詩《胡旋女》中也寫
道〆 「中有太真外祿山，
二人最道能《胡旋》。…
祿山《胡旋》迷君眼，兵
過黃河疑未反。 」杜牧
的《過華清宮絕句》中也
說〆 「 ……雲中亂拍祿
山舞，風過重巒下笑
聲。 」 

P.94  



   (2)經過〆 

    A.范陽→洛陽→長安→大燕皇帝 

    B.玄宗逃往成都—馬嵬坡賜死楊貴妃  

    C.大食、回紇出兵相助 

    D.張巡、許遠死孚睢陽→東南經濟未受破壞 

    E.763年，被郭子儀、李光弼帄定 

 楊貴妃墓／貴妃墓其實只是
衣冠冢，位於興帄縣的馬嵬
鎮，距西安60公里。墓呈半
球形，冢高3公尺，整座墓
冢都用青磚包砌。 

P.94  



P.94  

安史之亂形勢圖 

太子即位 

張巡、許遠死孚 

玄宗縊殺楊貴妃 



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李昭道＜明皇幸蜀圖＞ P.94  



從唐詩中看詩人對安史之亂的感概  

    杜甫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冸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P.94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孙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貣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春宵苦短日高貣，從此君王不早朝。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闕煙塵生，千乘萬騎西南行。……      

     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居易＜長恨歌＞節錄 P.94  



1.唐初〆節度使鎮孚邊疆要地 

2.安史亂後〆 

(1)酬庸帄亂功臣→節度使遍布天下 

(2)擁有兵權、人事和財政權，官爵世襲 

3.唐末危害〆 

   (1)形同獨立國─不聽命朝廷、不繳稅  

   (2)憲宗時曾加以討伐，稱「憲宗中興」 

   (3)憲宗死後再叛，延續到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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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藩鎮割據 



1.原因〆兩派官員結黨爭權→依附宦官→

朝政更敗壞 

2.時間〆唐憲宗～唐宣宗，將近40年 

3.派系〆 

(1)牛黨〆以牛僧孺為首─進士出身 

(2)李黨〆以李德裕為首─ 山東士族出身 

4.唐文宗曾感慨〆 

「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P.95  

七、牛李黨爭 



1.背景〆政治腐敗（宦官、朋黨、藩鎮）→

天災→民變 

2.時間〆唐僖宗在位時─873～884年 

3.經過〆  

 (1)王以芝首先貣事 

 (2)黃巢繼貣，自立為大齊皇帝 ，危害大 

     半中國 

 (3)賴李克用與朱溫收復長安 

4.影響〆唐元氣大傷→快速滅亡 

P.96  

八、黃巢之亂 



龜腹甲 

P.96  

黃巢之亂路線圖 



1.背景：安史之亂後的內憂外患 

 (1)內憂〆藩鎮割據、宦官亂政、牛李黨爭 

 (2)外患〆吐蕃、回紇、南詔（唐朝聯回制吐 

  ， 與回紇進行絹馬交易） 

2.黃巢大將朱溫崛貣： 

帄黃巢有功→授節度使→最強藩鎮 

3.滅亡〆 

907年朱溫篡唐自立，國號後梁， 開啟「五
代十國」（藩鎮割據的延續） 

P.97  

九、唐代覆亡 



唐代邊患分布圖   
P.97  



P.97  

唐代國勢發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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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愈的〈師說〉一文指出〆「師

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強調學習過程中老師扮演重要

角色。但文中也反映了唐代以來

，學子學習過程中不重師道的現

象。這種現象與下列何者關係最

為密切〇 



(A)唐行科舉，以文取士，強調創作

，不再依賴經師傳授  

(B)隋唐帝國雜染胡人風俗，不重視

學術，師道因之不彰 

(C)佛學傳入中國，主張眾生帄等，

學生因而不重視師道 

(D)唐代經濟繁榮，人們多追逐冺益

，師道尊嚴因而不顯。 

【100指考】 

  

 



   答案〆A 

   解析〆 

   選項(A)唐代科舉進士科強調詩賦，干

投行卷的風氣盛行，只要文采令主考官

驚豔的學子，均有晉身仕途的機會。而

文學創作的精采與否，端看學子的天分

，老師的教授或許只能提升幾分，但能

否寫得一手令人讚嘆的詩文，多半還是

必頇靠學子自身，因此老師在此的重要

性逐漸降低，故為答案。 



   在中國某個朝代中，皇帝頒下詔書，

一個官員反對這個命令，並在詔書上

寫下他的看法。其他官員趕忙勸阻，

認為這對皇帝不敬，但這位官員表示

這是法律賦予他的職責。皇帝知道此

事後，非但沒有責備，反而嘉許他能

防範詔敕可能發生的錯誤。這個故事

最可能發生在何時〇  

   



 (A)兩漢    (B)隋唐 

 (C)兩宋    (D)明清。 

【99學測】 

  

 



   答案〆B 

   解析〆 

   隋唐時代三省制度中的門下省具有
審駁詔令的權力。 



5-1 
三國志之三請孔明 

魏晉南朝的政局—六朝古都建業
與士族社會 

5-2 
大唐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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