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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東漢政局與戚宦政治 

 

 

 

 

 
甲、自習部分  

 
1. 東漢建立及其初期政局 

1.1 

光武中興 

漢宗室        建立東漢，是為漢光武帝，定都        。光

武帝多有善政，包括減輕賦稅、釋放奴婢、選拔人才、嚴懲貪

官，又興辦          ，倡導儒術，表彰          。 

1.2 

明章之治 

漢明帝和章帝在位期間，對內政治清明，經濟繁榮；對外擊退 

         ，控制          ，史稱「明章之治」。 

 
2. 戚宦相爭的背景 

2.1 

君主無力掌權 

漢光武帝加強了        ，當君主        或         ，

無能力掌權時，便容易引起外戚或宦官竊權亂政。 

2.2 

太后援引外戚 

自    帝起，君主多是    齡即位，皇帝幼小不能治理國

事，由太后臨朝聽政；太后援引              ，導致外

戚專權。 

2.3 

皇帝倚仗宦官 

皇帝長大之後，不滿外戚專權，只能借助身邊的宦官剷除

外戚，奪回實權；宦官因功而             ，政權由是被

宦官所操控，形成宦官專權。 

 

史料速遞 ── 政歸台閣，加強皇權 

   光武皇帝慍（惱怒）數世之失權，忿彊（強）臣之竊命（竊取皇命亂政），

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尚書台）。自此以來，三公（宰

相）之職，備員而已。 

                                      ──范曄《後漢書• 仲長統傳》 

解讀：這段資料顯示，漢光武帝不滿西漢末年幾代君主大權旁落，氣憤跋扈的

大臣竊取皇帝的權力，因而將軍國大政交給「內朝」的尚書掌管，藉以加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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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外朝」三公的職位，只是備員而已。此乃矯枉過正，東漢後期戚宦爭相

挾主專政，實導源於此。 

 

3. 戚宦相爭的概況及其影響 

3.1 戚宦相爭的概況 

   自東漢      帝時起，外戚與宦官不斷爭權傾軋而交替控制朝政。在其過

程中，          往往佔得上風；至      帝時，        已取得獨霸朝綱

之勢。而在      帝時，二者勢力相繼消滅，東漢政權亦成為殘局。 

 

東漢中後期戚宦相爭情況簡表 

皇帝 臨朝太后 戚宦相爭概況 

和帝 竇太后 后兄        專權，和帝與宦官合謀誅除竇氏勢力。 

    帝 鄧太后 鄧太后死後，皇帝與宦官消滅鄧氏勢力。 

順帝 閻太后 宦官擁立順帝，殺外戚        ，幽禁閻太后。 

桓帝 梁太后 桓帝與宦官合謀誅除外戚        勢力。 

靈帝 竇太后 后父        與朝臣謀誅宦官，事敗自殺。 

少帝 何太后 后兄        謀誅宦官，事洩被殺；而朝臣        則

帶兵入宮，誅除宦官。 

 

3.2 戚宦相爭的影響 

3.2.1 

攪亂朝政 

戚宦相爭，不管是哪一方得勢，對朝政皆沒有裨益，而是攪亂

政治，使漢室              。 

3.2.2 

引起黨禍 

自      帝以後，宦官得勢，              予以抨擊，宦官

乃加以報復，引起黨錮之禍，摧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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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下表，然後回答下列問題。 

 

皇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北鄉侯 順帝 

即位年齡（歲） 10 不足 1歲 13 不足 1歲 11 

皇帝的壽命（歲） 27 2 32 1 30 

在位年數（歲） 17 1 19 不足一年 19 

 

皇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少帝 獻帝 

即位年齡（歲） 2 8 15 12 14 9 

皇帝的壽命（歲） 3 9 36 34 14 54 

在位年數（歲） 1 1 21 22 不足一年 32 

注：不足一歲或一年當一計算。 

 

 

1. 試計算東漢皇帝的平均即位年齡、平均年壽和平均在位年數。  數據分析  

 平均即位年齡：   年；平均年壽：  年； 

平均在位年數：  年。 

 

2. 根據上題的結果，你能夠推論東漢後期外戚與宦官相爭循環不斷的原因嗎？ 

 數據分析與推斷  

                                    

                                   

 

3. 你能提出防止外戚與宦官爭權的方法嗎？  發表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