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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西漢初年的統治政策 

 

 

 

 

 

 

 
甲、自習部分 

 

1. 「無為而治」的政策 

1.1 

施行的背景 

漢高祖和眾大臣多為平民出身，理解民間疾苦；加上吸

取了            的教訓，於是採用           治術，

與民休息。 

1.2 

主要的措施 

包括減輕        ，裁減        ，釋放        ，獎

勵        ，廢除部分酷刑。 

1.3 

治世的出現 

文帝、景帝時期，社會經濟得到發展，人口大幅增加，

百姓衣食充足，國庫儲備豐厚，史稱「            」。 

 

史料速遞 ── 兩漢建立之初社會疲敝 

   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自天子不能具醇

駟（四匹毛色相同的馬），而將相或乘牛車。 

──《漢書• 食貨志》 

解讀：以上資料顯示，兩漢建立之初，由於經歷秦末動亂及楚漢相爭，社會疲

敝，人民失去農作之業，從而發生大饑荒。當時，全國只有五千石糧食，發生

人食人的現象，死的人超過一半。漢初統治者因而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

息，以積蓄國力。 

 
2. 郡國並行的制度 

2.1 

郡縣封國並存 

西漢初年，地方上出現郡縣和封國並存的情況。這些封 

國的諸侯最初都是「            」，後來被高祖削奪， 

改封            於當地。 

2.2 

封國享有特權 

諸侯王在其封國擁有              、              和 

           等特權，並擁有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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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以下一段有關漢初施行「無為而治」政策的描述，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1. 按上面的描述推斷，漢初實施「無為而治」政策後，在下列哪些方面產生了良好 

  效果。  理解  

 

  □農業生產    □軍事力量    □國庫儲積    □社會民生 

 

2. 綜合來看，你認為漢初的「無為而治」政策是否成功？  分析  

 

                                 _____ 

                                 _____ 

                                ______ 

 

3. 漢初實施「無為而治」所帶來的成效，對繼任的皇帝有甚麼好處？  推斷  

 

                                 _____ 

                                 _____ 

                                ______ 

                                 _____ 

                                ______ 

 

由開國初年至武帝即位數年的七

十餘年間，國家並無發生任何重

大的事故。除水旱之災外，百姓

人給家足。……在京師的國庫，

累積了上億的銅錢，因為久不使

用，串錢的繩子都爛了；糧倉裡

堆滿了穀子，倉內放不下的穀子

只能堆放在倉外，以至腐敗而不

能食用。 

──司馬遷《史記．平準書》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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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西漢中央權力的重整 

 

 

 

 

 

甲、自習部分 

 
1. 漢景帝平定吳楚七國之亂 

1.1 

實行削藩 

文景時期，諸侯王勢力日盛。 ____________帝採納大臣

____________削藩的建議，削滅了一些諸侯的封地。 

1.2 

平定叛亂 

吳、楚等七國起兵叛亂，但很快即被平定；景帝乘勢收回 

諸侯王 ____________和____________的權力。 

 

2. 漢武帝頒佈「推恩令」 

2.1 

實行推恩分地 

漢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佈「推恩令」，容許諸侯王

把王國的土地分封給            以外的子弟為列侯，而

新封侯國地位相當於      ，隸屬於      ，受中央直轄。 

2.2 

諸侯勢力大減 

王國越分越小，諸侯王的勢力大減，不再對中央構成威脅， 

_______________大為加強。 

 

史料速遞 ── 「推恩」解除封國威脅 

（主父偃向漢武帝建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京師。

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指吳楚七國之亂），前晁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

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 

──《漢書• 主父偃傳》 

解讀：這段話是說，主父偃向漢武帝建議：古代諸侯國封地不過百里，中央

容易控制；當今有的諸侯地方千里，易生叛亂。先帝時晁錯強制削藩，引起

吳楚七國之亂。希望陛下諭令諸侯推恩，分封子弟，建立侯國。這實際上是

一種藉「推恩」以肢解諸侯王國的方法。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