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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東漢的衰亡 

 

 

甲、自習部分  

 

1. 黨錮之禍 

1.1 黨錮之禍的背景 

清議盛行 光武帝表彰名節，士人重視          。及東漢後期，士人批

評          、品評          的清議之風盛行。 

士人議政 桓帝時，          不滿宦官權勢越來越大， 時常公開議論，

給予批評，太學成為清議的中心。 

宦官報復 宦官製造藉口打擊太學生。太學生聯合部分        抗衡。宦

官乃以「              」的罪名加以迫害。 

 

1.2 黨錮之禍的經過 

第一次黨錮之禍 桓帝時，太學生與朝臣李膺、        等，被宦官使人

誣告他們              ，誹謗朝廷，被捕者達        

餘人，他們獲赦後仍終身不許做官。 

第二次黨錮之禍     帝時，竇武執政，復用李膺等人，並密謀誅除宦官，

但事機洩漏，竇武兵敗自殺，李膺等被下獄處死，另有

數百人被        或        。 

  

2. 黃巾之變 

2.1 民變爆發的原因 

2.1.1 

宦官專權 

從漢      帝時起，宦官操控了朝政。宦官及其親屬、

黨羽              ，大肆搜括民財，為害鄉里。 

2.1.2 

災荒嚴重 

東漢末年，連年發生        ，民不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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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速遞 ── 宦官專權，導致民變 

   （郎中張鈞上書漢靈帝說：）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

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

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 

                                      ──范曄《後漢書• 宦者列傳》 

 

解讀：漢靈帝時封侯得寵的宦官有十二人，均任中常侍，時人舉其整數，稱「十

常侍」，其首領是張讓和趙忠。十常侍玩小皇帝於掌上。他們的親朋戚友遍佈

州郡，橫行鄉里，禍害百姓，無官敢管。人民不堪剝削、壓迫，紛紛起來反抗。

郎中張鈞是當時比較清醒的官員，已看出宦官集團的黑暗腐敗，導致大規模的

黃巾之變。 

 

東漢後期，災荒嚴重 

（漢桓帝永興元年即153 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用如動詞，發生蝗災），

河水溢（黃河泛濫），百姓饑窮，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戶，冀州（指今河北）

尤甚。 

                                        ──范曄《後漢書• 桓帝紀》 

（漢靈帝建寧三年即170 年）正月，河內人，婦食夫；河南人，夫食婦。 

                                        ──范曄《後漢書• 靈帝紀》 

 

解讀：東漢後期災荒連年，以上資料僅為其中兩例，但已顯示出，在桓帝與靈

帝時期，蝗災、水災等自然災害使廣大農民陷入水深火熱之中，饑民流亡，相

繼於道路。甚至出現「婦食夫」、「夫食婦」的慘況。 

 

2.2 黃巾之變的始末 

張角創太平道， 

率徒起事 

漢      帝時，鉅鹿人張角創立了太平道，以「                    

                   」為口號，率領信徒起事，史稱「黃

巾之變」。 

主力迅即失敗， 

餘部擾攘 

黃巾的主力不足一年就被政府軍擊潰，但其餘仍繼續擾攘各

地        多年，尤以          流域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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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州牧割據與東漢滅亡 

3.1 州牧割據 

刺史改為州牧 黃巾之變後，朝廷改州刺史為州牧，並授給        大權；

州牧乘機擴展本身的勢力，割據一方，甚至互相        。 

董卓之亂觸發 靈帝死後，外戚何進與朝臣袁紹合謀，密召并州牧董卓進

京誅除宦官，董卓乘機              。袁紹與各州郡聯

盟討伐董卓。後董卓被          所殺，參與討伐董卓的

州牧郡守則乘機             。 

 

3.2 東漢滅亡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州牧曹操把漢       帝遷到      加以控制。從此曹操「挾天子

以令諸侯」，把持朝政，東漢名存實亡。 

 

 
 

曹丕篡漢 

         年，曹操去世，其子曹丕廢獻帝自立，改國號       ，東漢正式

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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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進階技能訓練部分 

 

你認為以下眾多原因之中，哪個是導致東漢滅亡的主因？試援引史實，加以說明。  

 分析和比較  

(作答提示：選出一個你認為最影響東漢滅亡的原因，並援引史實加以解說。此外，應嘗試解釋其餘 

三項為何相對不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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