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來源：班固《漢書．
賈誼傳》及《晁錯傳》 

註： 藩有「保衛」的意思，意指封建
王朝的屬國或屬地。 



宦官亂政  諸侯勢強   外亂頻仍    天災不斷 

根據以上資料，文、景兩朝出現甚麼問題？ 1 

根據資料，賈誼與晁錯對諸侯有甚麼意見？他們認為漢室
應對諸侯採取甚麼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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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 

 

行動： 

✓ 
(1分) 

他們認為諸侯會謀反，威脅漢室的統治。(1分) 

他們主張削弱諸侯的力量，並馬上推行削藩的
措施。(1分) 



假設你是漢朝的君主，你會否接納賈誼與晁錯的意見？
試解釋你的答案。（提示：可從諸侯的利益、西漢的政
局等方面加以解釋。） 

3 

自由作答。建議答案： 

我會接納他們削藩的意見，因為這些王國佔地廣闊，
並擁有獨立的政治和軍事實權，對中央構成很大的威
脅。為了避免國家出現分裂割據的情況，我一定要及
早推行削藩的措施。 (4分) 



漢初的同姓諸侯王土地遼闊，戶口眾多，
能起拱衛中央的作用 



然而，這些諸侯王勢力強大，日漸
驕縱跋扈，甚至漠視中央的法令 

本王手握重兵，還用
聽從中央指揮嗎？ 



漢文帝時，中央已感到藩國的威脅 

• 開始削弱諸侯勢力的行動 

朕決定將諸侯國分封
成小國，從而削弱每
個諸侯的實力！ 



漢景帝更採納了晁錯的議，決心削奪諸王的封地 

• 結果引起諸侯不滿 

朕決定立即削減諸
侯國的封地，以限
制他們發展！  



在吳、楚兩個勢力最大的諸侯國號召下，
眾諸侯起兵反叛中央，引發「七國之亂」 



諸侯以「誅晁錯，清君側」的藉口起兵叛變 

誅晁錯，
清君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A4Or0hPRxMU


景帝為平亂而處死晁錯，但七國仍不退兵 

後來，吳王更自立為帝 

史事補充 

         吳王劉濞（音譬）為文帝的堂兄，其兒子劉賢
入宮朝見皇上，並得到許可與太子劉啟（即日後的
景帝）下棋。可是，兩人在下棋時出現爭執，吳世
子急於在棋桌上爭勝而對太子不恭，太子啟拿起棋
盤當場打死吳世子。吳王痛失愛子，對朝廷有很深
的怨恨，自此不再遵守藩臣的禮節，經常託病不朝。
然而，文帝自知理虧，亦體諒吳王喪子之痛，不但
沒有追究吳王，反而優待他不必入朝覲見。但是，
吳王並沒有打消謀反的意圖，反而不斷收買亡徒，
儲存財富，以景帝削藩為由舉兵叛亂。最終，吳王
兵敗被殺，其封國亦被廢除。 



景帝派大將周亞夫率兵平叛 

• 叛亂不出三個月而終 



自此，諸侯名義上是封君，但已失去實權 

• 中央權力得到鞏固 

平亂後，景帝又藉機削減諸侯王任官及
管治的權力，又把部份諸侯王留在京師 

我們都不能回到封地！ 
失去實權了… 





七國之亂後，諸侯王的勢力被大大削弱 

但在漢武帝初年，諸侯仍然擁有一定的經濟力量 

• 威脅着漢朝的中央集權 

朕要徹底解決諸侯王
威脅中央的問題！ 



王國的封土越分越少，並逐漸由郡縣直接管理 

武帝採納主父偃建議，頒行「推恩令」 

• 容許諸侯把封地分給眾子弟 

http://www.youtube.com/watch?v=3jvWgE0leZA


王國逐步減少，漢朝恢復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 

• 漢初推行的郡國制宣告結束 

諸侯王勢力進一步削弱，對中央不再構成威脅 



1. 削弱諸侯勢力的行動由西漢哪一位君主開始？ 

 A. 文帝 

 B. 景帝 

 C. 惠帝 

 D. 武帝 

2. 眾諸侯在哪兩個王國的號召下，起兵反叛漢廷？ 

 A. 吳、越 

 B. 齊、楚  

 C. 吳、楚 

 D. 齊、越 



3. 景帝為平息諸侯叛亂一事而處死哪位大臣？ 

 A. 賈誼 

 B. 晁錯 

 C. 周亞夫 

 D. 張騫 

4. 「七國之亂」多久才被平定？  

 A. 三年 

 B. 一年  

 C. 兩個月  

 D. 三個月 



5. 武帝採納主父偃哪項建議以削弱諸侯勢力？ 

 A. 罷恩法 

 B. 恩賜令 

 C. 王罷法 

 D. 推恩令 

6. 以下哪項有關漢朝諸侯王的描述並不正確？  

 A. 在漢朝初年能起拱衛中央的作用  
 B. 遭景帝削減任免官吏的權力  
 C. 獲武帝容許把封地分給將領 

 D. 在武帝初年仍擁有一定的經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