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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推行法家思想治國的原因

歷史緣故

� �秦孝公用衛人商鞅推行變法，以法治國，造就秦國

富國強兵的盛況，奠定統一天下的基礎。

統治所需

� �春秋戰國時期，國家陷入分裂，為加強中央集權及

鞏固君權，各國君主 透過「法、術、勢」管治群

臣和百姓。

個人性格

� �秦始皇幼年四處流浪，經歷權鬥，故性格猜忌多

疑，缺乏仁愛之心。

王翦：「秦王怚（即粗野）而不信人，反對儒家

之『仁政』及墨家之『兼愛』。」

秦漢的統治政策

03
秦始皇統治政策

政治方面

� �創立皇帝制度：朕、詔、璽。

� �創建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由皇帝任免，權位不得世襲。

� �修訂《秦律》，制定嚴酷刑法，如 : 連坐法、族誅

法，罪輕刑重，讓人民人心惶惶。

� �廢除封建制，行郡縣制，於全國劃分 36 郡，郡下

設縣，縣下設鄉里制。

秦朝官制示意圖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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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

� �重農抑商，一方面鼓勵耕作，容許土地私有，另一

方面限制私營手工業發展，商人地位下降。

� �統一貨幣，規定使用半兩錢，和黃金交易促進各地

貿易。

� �統一度量衡，方便政府徵收賦稅。

社會方面

� �修築馳道和直道，縮短政令傳達、軍糧運輸和行軍

時間，加強對地方控制。

� �統一車軌，促進各地人民交流。

� �開鑿靈渠，讓長江和珠江相互聯繫，有利灌溉和改

善水路交通。

文化方面

� �統一文字，下令「書同文」，以小篆作為官用書體。

� �統一思想，下令「行同倫」，建立劃一的道德標準，

又設置三老負責教化工作。

� �焚燒所有書籍，只保留秦國史書和醫學、占卜、種

植等書，又坑殺盧生、侯生等 460 餘名批評秦始皇

的儒生，史稱「焚書坑儒」。

軍事方面

jj 嚴防 亂
� �沒收天下兵器，融冶之以鑄造銅鐘和十二銅人。

� �拆毀六國城郭。

� �搬遷六國貴族和富戶到咸陽，加以監管。

jj 安邊拓土
� �派將軍蒙恬北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設置九原郡。

� �修築長城，連結秦、燕、趙三國的長城，防禦外族

入侵。

� �派屠睢南平百越，設置南海、桂林和象三郡。

秦始皇的功績

 統一中國
� �秦之前，邦國林立，天子只是名義上的天下共主，

但秦統一天下後，廢封建、行郡縣，中央實際上直

接管轄地方。

李白：「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

 確立政治規模
� �三公九卿制、郡縣制等中央集權措施提高行政效

率，為日後國家所仿效。

韓非子：「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

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統一文物制度
� �統一文字、度量衡、車軌、貨幣，便利政府施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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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交流與貿易。

 奠定中國版圖
� �秦朝北伐匈奴，南平百越，擴大中國版圖。

秦始皇的過失

�箝制言論

� �透過焚書坑儒的手段，控制言論，阻礙學術思想自

由發展。

�嚴刑苛法

� �設立多種殘酷的刑罰，任用酷吏，令人民生活在恐

懼中。

王安石：「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

�賦稅繁重

� �要求人民上繳佔總收成三分之二的農穫，又徵召大

量人民進行建設與征戰，讓人民苦不堪言。

班固《漢書‧食貨志》：「男子力耕不足糧饟，

女子力織不足衣服。」

漢武帝積極有為的原因

受儒學薰陶

� �自小跟從舅舅田蚡和老師王臧學習儒術，建立治國

理念。

國家積弊

� �時異勢殊，無為而治的政策導致諸侯王勢力日漸坐

大、豪強富商兼併土地、匈奴威脅邊境等多項社會

問題。

秦始皇功過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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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性格

� �為人剛強好勝，積極進取，奮發有為。

人才輩出

� �有董仲舒、公孫弘、主父偃等忠臣賢士輔助漢武帝，

為其出謀獻策。

漢武帝統治政策

建立士人政府

jj 布衣拜相
� �公孫弘因為熟悉《春秋》而得以平民身分拜相，打

破「非封侯不拜相」的現象。

jj 行察舉制
� �下令郡國每年推薦孝子、廉吏為官，招賢納士。

jj 儒學入仕
� �在首都長安設太學，設置《詩》、《書》、《禮》、

《易》、《春秋》五經博士，並有博士弟子員五十

人跟隨學習。

加強中央集權

jj 削弱藩國
� �頒布推恩令，讓諸侯封國越分越小；又藉機稱酎金

成份不足，削奪王侯爵位。

� �透過酷吏趙禹、張湯打擊豪強。

jj 削減相權
� �挑選親信成立「內朝」，負責決策，降低以丞相為

首率領的外朝力量。

jj 監控地方
� �將全國劃為十三個州部，每州設刺使一人，每年需

向中央呈上管治報告。

新經濟政策

jj 鑄造五銖錢
� �豪強和商人私鑄貨幣，影響民生，故透過官方鑄造

五銖錢，並禁止私鑄的政策，穩定幣值。

 j
� �向商人徵收賦稅「算緡」及下令民眾告發算緡不

實，即「告緡」，增加國家收入。

jj 國營專賣
� �將鹽、鐵、酒專賣，禁止民間私開營業。

jj 平準均輸
� �設平準官，將物資如日用品、食糧等貴賣賤買，以

平抑物價；設均輸官，用近易遠，將各地上供京師

的物品轉運至各處販賣，增加國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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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

jj 北伐匈奴
� �派將軍衛青、霍去病討伐匈奴，把匈奴驅趕至大漠

以北，維持邊疆穩定。

jj 拓展邊疆
� �派兵征服朝鮮、南越，又對西南地區用兵，版圖比

秦朝大為擴展。

jj 經營西域
� �派張鶱兩次出使西域「鑿空」，開通絲綢之路，與

西域諸國建立邦交。

漢武帝的功績

 開拓財源
� �推行新經濟政策，增加收入，穩定經濟發展。

白壽 《中國通史》：「漢武帝促進經濟繁榮與

國家統一。」

 建立士人政府
� �獨尊儒術，讓儒學成為士人的入仕途徑；透過察舉

制選用賢才，開放仕途。

 尊崇儒學
� �儒學昌盛，成為社會道德規範和標準，致使民間民

風淳樸、社會安定。

 擴大版圖
� �征服外族，讓邊境安穩，增加國家名聲。

勞榦《秦漢史》：「武帝對外的成績，是他最有

貢獻的傑作。」

 鞏固政權
� �削弱藩國、打壓豪強，消除漢初管治危機。

漢武帝的過失

�阻礙工商發展

� �新經濟政策與民爭利，不少工商業者因而破產。

�造成戚宦相爭

� �削減相權，重用內朝，當皇帝處於弱勢時，使外戚

和宦官趁虛而入。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王莽代漢源自漢

武帝種下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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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學術發展

� �獨尊儒術，讓學術單一化，其他學術流派的思想不

受重視，阻礙發展。

�窮奢極慾

� �漢武帝迷信而驕奢，封禪祀神，又連年征戰，消耗

國力，使國庫空虛，終「輪台罪己」。

司馬光《資治通鑑》：「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

之禍。」

    星級 答案

秦始皇自統一六國，實施不同政策，在軍事、政令

上奠定基礎，開創大一統皇朝。

首先，在「為中國版圖之確立」方面，秦始皇統

一六國和開拓邊疆，皆有利擴闊中國版圖，確立中國

的疆域規模。秦始皇統一六國，結束春秋戰國五百多

年來的分裂局面，並設置郡縣制度，將全國劃分為

三十六郡。而且，他又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伐匈奴，

收復河套以南，甚至進抵陰山一帶，並設置九原郡；

又派屠雎南征百越，設置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令

中國版圖擴大，東至遼東，西至四川，南至越南北部，

北至蒙古，奠定中國版圖基礎，後世由此繼續擴展領

    試題 範例

根據資料一，秦始皇開創大一統王朝有何貢

獻？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資料一：�改寫自錢穆《國史大綱》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此期間極重要者有：

為中國版圖之確立、為中國民族之搏成及為中

國政治制度之創建。」

欲

漢武帝功過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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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其次，在「為中國民族之搏成」方面，秦始皇統

一六國後所推行的統一措施，加上改善水陸交通，皆

有利各民族、七國人民的往來、交流和融和，有利壯

大中華民族。秦始皇統一六國，下令車同軌，配合馳

道等修建，又開鑿靈渠、疏濬鴻溝，令水陸交通得以

改善，促進各地人民往來。 

他又推行各種統一措施，例如：經濟上統一貨幣為

半兩、黃金，又統一度量衡。文字上統一文字為小篆，

消除了各國遺民之間的隔閡，促進語言和文化交流，

有利民族融和。秦始皇積極開發邊境的措施，和邊境

民族溝通交流，有利民族融和，壯大中華民族。 

再者，在「為中國政治制度之創建」方面，秦始皇

開創制度，確立中央和地方政制，加強朝廷對地方控

制，亦下開中央集權政體之先例。在中央政制方面，

秦始皇開創三公九卿制，以丞相處理政務，太尉主管

軍事，御史大夫監察百官，下設九卿，負責皇室及政

府事務，明令中央官員必須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襲，

自此形成集權中央的局面。

 在地方制度方面，秦始皇廢封建、行郡縣，郡設

郡守掌民政，郡尉掌軍事，監御史掌監察；縣則設縣

令或縣長；下層亦有鄉、亭、里作為地方基層組織，

層層遞進，監控地方，防止地方叛亂，確保政權穩定，

此制為後世所參考。秦始皇又自以「功過三皇，德兼

五帝」，因此確立「皇帝」之尊號，又規定皇帝自稱

「朕」，命、令為「制」和「詔」，印章為「壐」，

又創立朝儀和文書制度，定曆法、易服色，皆顯示君

權無上，為後世君主仿效之藍本。

總括而言，秦始皇的貢獻備受錢穆等史學家肯定，

乃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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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

16

1930 年代日本侵華的原因

大陸政策

� ��日本是島國，資源有限，地少人多，為了尋求足夠

的資源發展國家，經歷明治維新後，貫徹「大陸政

策」，力求向亞洲進行擴張。

� ��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發表奏摺，訂立侵略中國的方

案，其主要內容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經濟危機

� ��1923 年發生經濟大蕭條，嚴重影響日本經濟，故

日本需要擴張，以奪取資源。

� ��美國孤立主義抬頭，加上世界經濟陷入恐慌，列強

自顧不暇，主張處理內務事宜，無法顧及日本侵略。

極端思想萌芽

� ��猶存社、血盟團等主張極端民族主義的組織，主張

對外擴張，讓日本壯大。

� ��日本採取軍國主義教育，培養日本民族的優越感，

後來，好戰的軍人勢力抬頭，更不惜刺殺保守派的

政治家，如：犬養毅、相齋藤實。

面對列強威脅

� ��二十世紀初，歐洲政局不穩，西班牙發生內戰，而

德國及意大利在歐洲的野心又日益膨脹，日本於是

聯同德、意兩國簽訂《防共協定》，欲稱霸東方。

� ��俄國積極在東北擴張發展，對外蒙擁有野心，日本

因而想搶先一步，佔領東北。

七七事變前的日本侵華行動

1.	 	九一八事變：日本誣告中國士兵炸毀南滿鐵路，借

機出兵攻打瀋陽。

2.	 	一二八事變：日本突襲上海，引發戰事，後由英美

調停，中日雙方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3.	 	國際聯盟調查：國際聯盟要求日本撤兵，並派人到

中國調查。

4.	 	偽滿州國成立：日本扶植溥儀為偽滿州國皇帝，成

為傀儡，但國際聯盟不承認偽滿州國，日本於是退

出國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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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偽國民政府」。

3.	 	截斷中國對外聯繫：迫英國封鎖滇緬公路，又迫法

國封鎖滇越鐵路，與蘇聯簽訂《蘇日中立協定》。

4.	 	兩次長沙會戰：國民政府勝利，重創日軍。

5.	 	百團會戰：國民政府同樣凱旋，重挫日軍。

第三階段

1.	 	美國對軸心國宣戰：向中國提供物資援助。

2.	 	第三次長沙會戰：反攻日本，打敗日軍。

3.	 	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

4.	 	日軍猛烈進攻中國境內。

5.	 	日本投降，八年抗戰結束。

中國在抗戰中獲勝的原因

人民鬥志高昂

�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人民同仇敵愾，鬥志高昂，決

心保家衛國。

國共合作無間

� ��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暫時放下成見，共同抵抗日

軍侵略。

陳敬堂《寫給香港人的中國現代史》：「國軍的

游擊部隊和中共的八路軍，在敵後戰場配合正面

戰場作戰，令日軍腹背受敵。」

5.	 	簽訂《塘沽協定》：日本攻佔熱河，進攻長城要塞，

國民政府被逼簽訂《塘沽協定》。

6.	 	何梅協定：日本增派軍隊入關，逼國民政府「何梅

協定」，規定中國撤走軍隊，但何應欽拒絕。

7.	 	華北事變：日本在華北推動五省自治，並教唆殷汝

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鼓吹華北特殊化。

八年抗戰

第一階段

1.	 	七七事變（1937 年 7 月 7 日）：日軍在北平郊外

的盧溝橋附近的進行演習，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

求進入宛平城搜查被拒， 炮轟盧溝橋，中國守軍

奮起頑抗，史稱「盧溝橋事變」。

2.	 	八一三事變（1937 年 8月 13 日）：上海「八一三」

之役苦撐三個月，粉碎日本欲於三個月內征服中國

的狂想。

3.	 	南京大屠殺（1937 年 12 月）：日軍陷南京，屠

殺三十萬國民，後國民政府遷都四川重慶。

4.	 	徐州及武漢會戰：日軍猛攻徐州以北的台兒莊，中

國軍隊擊潰日軍兩師精銳部隊，後日軍增軍進攻徐

州，繼陷廣州，國軍退出武漢。

第二階段

1.	 	日本轟炸重慶、昆明。

2.	 	日本採取「以華制華」政策：在南京扶植汪精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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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運用得宜

� ��日本軍備精良，在平原作戰取得絕對優勢，中國

利用「以空間換取時間」的策略，國民黨進行消

耗戰；八路軍和新四軍採取游擊戰，打擊日軍力

量。

� ��及後運用山區優勢，迫使日軍深入內地，令兵

力分散，又使機械化部隊失去作用，更令日軍

泥足深陷。

國際支援

�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與英、美、蘇結盟，得到

物資和援助。

	 *	 	英法由緬甸仰光及越南海岸、港口將糧食輸入

中國。

	 *	 	美國的志願航空隊在中國、緬甸、印度作戰。

	 *	 	1945 年 8 月，蘇軍發起遠東戰役，將日本數十

萬軍隊（關東軍）殲滅。

日本補給不足

� ��日本資源有限，由於未能速戰速決，故讓資源出現

短缺問題，軍力不支。

� ��日本於戰爭後期又投放大量兵力於太平洋戰爭，兵

源分散，難以後繼。

八年抗戰的代價

人命傷亡慘重

� ��在戰爭初段，國軍為保衛華東的大城市，造成大量

人命傷亡，南京淪陷更有 30 萬軍民被屠殺。

� ��中國軍民傷亡總數達 3,500 萬人，故所謂的勝利只

是「慘勝」。

貨幣通脹

� ��由於戰爭波及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政府收入大

減，唯有以濫發貨幣維持經濟。

國共再度分裂

� ��抗戰期間，共產黨趁機擴張，後來又接受日軍投

降，接收大量軍事物資，引起國民黨不滿。

� ��1941 年發生「皖南事變」，中共的新四軍九千多人在

調撤途中，被預先埋伏的國民黨軍隊八萬多人包圍，

雙方激戰八天，新四軍傷亡及被俘者共八千多人。

損害國家權益

� ��英、美為了誘使蘇聯對日本宣戰，出賣中國權益，恢

復俄國帝制時在華權益，與蘇聯簽訂《雅爾達密約》。

戰後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得到盟軍認同

� ��中國軍民奮勇殺敵，在資源短缺和武器貧乏下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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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日軍進行持久戰，與太平洋戰爭中的其他國

家軍隊相互配合、支援。

出席國際會議

� ��中國與美、英、蘇結盟，並與她們共同發表《四國

宣言》和《聯合國組織案》。

躋身世界五強

� ��中國與美、英、蘇、法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

理事國。

廢除不平等條約

� ��1943 年 1 月，英、美兩國與中國簽訂新的協議，

願意放棄在華的種種權益。

� ��至 1947 年，多個國家相繼與中國簽訂條約，取代

過時的不平等條款。

� ��晚清以來中國被迫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基本上解除。

    試題 範例

中國在抗日戰爭獲勝，有人認為是因為盟國支

援，也有指是戰略靈活所致。你較同意哪一個

說法？試援引史實，加以析論。（15 分）

    星級 答案

抗日戰爭中，我認為國際支援是中國獲勝的主要原

因，以下我會詳細解釋。

首先，在蘇聯支援方面，抗戰初期，英法實行綏靖

政策，美國則實行孤立主義，只譴責日本對中國的侵

略，但援助不多。此時，中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

蘇聯不但貸款給中國，亦在軍事上支援中國，包括援

助中國 1000 架飛機、2000 名飛行員和 500 名軍事顧

問，直至 1941 年《蘇日中立條約》的簽訂，更有利中

國的物資補給，從而發揮一己策略，與日軍奮戰到底。

雅爾塔會議後，蘇聯亦對日宣戰，並派軍進入東北，

使日本關東軍不戰而降。

其次，在美國支援方面，雖然美國在中國抗日早期

執行孤立主義，但 1938 年已逐漸增加對華援助。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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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更加成立飛虎隊以飛機運送

物資到中國，每月又給予中國 2,500 百萬美元的經濟

支援援助，令中國大幅加強戰鬥力，日本因而暴露弱

點。到 1945 年，美國與中、英共同發表《波茨坦公告》

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8 月，美國先後在日本的廣島

和長崎投下原子彈，終迫使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直

接促使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取得勝利，可見美國援助之

關鍵。

再者，在英國支援方面，雖然英國在中國抗日早期

實行綏靖政策，但到 1938 年起也開始增加對華援助。

1943 年，邱吉爾與羅斯福、蔣介石簽訂《開羅宣言》，

共同迫令日本無條件投降。最終，在盟軍支援下，中

國取得最終勝利。

雖然中國戰略靈活的確令中國可以抵抗日軍攻勢長

達八年，但若欠缺盟國支援，中國的抗戰策略亦無法

使日本投降。

在第一階段，雖然中國以空間換取時間，但最終失

去大量沿海城市，更被迫至重慶。在第二階段，中國

雖然能夠誘敵深入，令日軍疲於奔命；但當時日本亦

成功迫使英法兩國封鎖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嚴重影

響中國物資支援，又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令

蘇聯不再援助中國，由此完全斷絕中國對外交通和物

資補給，令中國陷入孤軍作戰的局面，可見失去盟國

支援對中國局勢極為不利，可見盟軍支援實能左右戰

爭走向。

到第三階段，面對日軍「三光政策」，中國只能負

隅頑抗，正因為有盟軍支援，所以才讓中國扭轉局勢，

令日本變成強弩之末。最終，亦因為美國向日本廣島、

長崎投下原子彈，才成為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要因素。

由此可見，單靠中國的自身戰略未能真正打敗敵

軍，只能延長被打敗的時間，反之，國際援助才是戰

勝的關鍵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