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輦圖 
圖為唐太宗坐在步輦上，接見 
前來請求和親的吐蕃使節。 

胡漢融合的隋唐帝國 



課本P.  111 

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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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隋唐—長安 日本京都 

＊隋煬帝建東都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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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城為中國第一大古城，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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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廣通渠：長安------黃河 

2.永濟渠：涿郡------黃河 

3.通濟渠：黃河------淮河 

4.邗    溝：淮河------長江 

5.江南河：長江---錢塘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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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煬帝被殺，隋朝滅亡，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一、統一中國 

 

111 

隋朝建立者隋文帝楊堅，勤於政事，國家富裕，
人民安康，史稱開皇之治。 

隋 

宋 齊 梁 陳 

北魏 

東魏 

西魏 

北齊 

北周 

楊堅 

（外戚） 
隋文帝 

統一中國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二、隋的建設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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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營建新都 

1) 隋文帝因長安舊城 

殘破，於是營建新
都大興城，後來仍
稱長安。 

2) 長安城的規畫方正
整齊，坊市分離，
為後世都城典範。 

 

三分鐘看歷史：坊市制度 動畫 

../../影音資源/動畫/第4章/8上ch4三分鐘看歷史-坊市制度.exe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二、隋的建設與制度 

111 

圖2-4-1 隋唐長安城平面圖╱此
時的長安城是一座規畫整齊的城
市，從圖中可清楚看出坊、市分
離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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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制度 

唐朝中期以前， 坊
（ 住宅區）、市（商
業區）之間築牆區隔，
畫分明顯；坊、市都
有固定的開放與關閉
時間。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二、隋的建設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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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鑿運河 

1) 文帝：廣通渠 

2) 煬帝：永濟渠、
通濟渠、邗溝、
江南河 
註：邗，音同韓 

3) 運河貫穿南北
交通，成為維
繫隋唐帝國經
濟命脈。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二、隋的建設與制度 

 

111 

圖2-4-2 隋代運河示意圖 



課本P.  4-1 隋朝的興亡 

二、隋的建設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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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實施科舉 

1) 廢除九品官人法，改行科舉，由士人報名
參加考試，考取者得任官職。 

2) 科舉使平民入仕機會增加，經過唐、宋發
展，制度更為完備，沿用到清末。 

 
三、隋的衰亡 

重大建設耗損民力甚鉅，隋煬帝又三次征伐高 

麗，導致賦役繁重，各地叛亂紛起，隋代遂遭滅
亡。 

分科目考試，舉薦成績優異
者當官  （西元605年起，至
1905年廢，實施1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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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隋之比較 

項目 秦 隋 

建國者 秦始皇 隋文帝 

重要性 
統一六國，結
束戰國時代 

南下滅陳，結
束南北朝分裂 

重要工程 馳道萬里長城 
營建新都開鑿
運河 

繼起政權 漢 唐 



時間軸與大事記  

隋 
魏晉南
北朝 唐 五代十國 遼 

北宋 

西
元 
589 
年 
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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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
統
一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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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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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年 
唐
朝
建
立  

西
元 
630 
年 
唐
太
宗
被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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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可
汗  

西
元 
690 
年 
武
則
天
稱
帝
， 

改
國
號
周  

西
元 
751 
年 
怛
羅
斯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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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 
755 
年 
安
史
之
亂
爆
發  

西
元 
875 
年 
黃
巢
之
亂
爆
發  

西
元 
907 
年 
五
代
時
期
開
始  

p.105 



隋 唐是中國繼秦 漢之後的另一個盛世。 

隋創建於南北朝的動盪局勢中， 

其制度與建設奠定了唐代盛世的基礎 

導言： p.106  s1 



4-1 隋代的興亡 

南北朝後期，北周曾短暫統一北方， 

旋即遭外戚楊堅奪取政權，北周覆亡。 

p.106  s2 



魏晉南北朝分合圖 

晉(兩晉與十六國) 

統一
政權 

五胡 
十六國 

西晉
265～
316 

東晉 

南北朝 隋 

東魏 
北
魏 

西魏 

北齊 

北周 

北
朝 

隋 
589滅陳 

宋 齊 梁 陳 

南朝 

魏(三國) 

東
漢 

魏 

蜀 

吳 

補充說明 



(1)楊堅奪取政權後改國號隋，為隋文帝 

(2)文帝立國後，南下滅陳， 

   終結永嘉之禍以後分裂擾攘的局面。 

(3)他在位期間，勤於政務， 

使國家富足繁榮， 

史稱「開皇之治」。 

開皇之治 p.106  s3 



p.106  左中 
隋文帝像 



(1)營建新都：文帝
因長安舊城毀壞，
營建新都大興城
(後來仍稱長安) 

以坊市分離的形
式興建，成為後
世都城的典範。 

p.106  s4 

隋文帝與繼任的隋煬帝，曾推動多項建設
與措施。 

坊(住宅區) 

市(商業區)  



舊長安 

新長安 

p.106  左中 



隋代 大興城圖 p.106  左下 

規畫整齊的道路與人
民活動區塊，形成著
名的棋盤式格局 



唐代中期之前 

城市分為市(商業區)與坊(住宅區) 

市內無住家，坊內不設店鋪。 

市的周邊以牆包圍，有固定的開放
時間。  

坊市分離 充電站 p.106  左上 



(2)開鑿運河： 

a.文帝下令開鑿廣
通渠，以便利京城
漕運與對外的聯繫。 

b.煬帝時，鑿通了
永濟渠、通濟渠、
邗溝、江南河等運
河。  

永濟渠 通濟渠 

邗溝 
江南河 

p.107  s1   

廣通渠 



隋代開通的運河， 

a.促進南北的交通
與融合 

b.成為日後唐帝國
的經濟命脈 

隋代運河的影響 p.107  s1 



隋代疆域與運河示意圖 p.107  下 



(3)實施科舉： 

文帝時廢除九品官人法，改採科舉選拔官員。 

科舉制度的實施，使平民入仕機會增加，成
為歷代主要的取才方式。 

p.107  s2  



隋代的滅亡 

隋代進行不少建設， 

過度耗損民力、物力， 

加上煬帝三征高麗，巡
遊江南， 

更加重人民的賦役負擔， 

終而導致反抗勢力崛起， 

隋代滅亡。  

p.107  s3 

隋煬帝遊江南 
想像圖 



隋煬帝遊江南想像圖 

煬帝因喜愛江南風
光，多次遊歷江南，
耗費大量民力與金
錢，逐漸引發人民
不滿。 

p.107  右下 



秦 隋比較表 

項目 秦 隋 

重要性 

重要 
措施 

繼起 
政權 

p.107  右上 

統一六國 
結束戰國時期 
多國林立的現象 

篡北周滅南朝陳，
結束南北朝 
的分裂局勢 

開馳道 
築長城 

統一文物制度 

廢九品官人法 
改行科舉制 
開鑿運河 

漢 唐 



章前引導 課本P.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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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
女皇帝，雖為女流，但在她
主政時期，唐代國力仍然富
強，維持著貞觀遺風，這與
她採取哪些措施有關？ 



課本P.  翻轉提問 110 

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雖為女
流，但在她主政時期，唐代國力仍然富強，
維持著貞觀遺風，這與她採取哪些措施有關？ 

武則天稱帝後，知人善任，重視人才延攬，
重用狄仁傑、張柬之等大臣；同時首創殿試
制度，拔擢優秀人才；另外實行「勸農桑，
輕薄賦」，社會安定，百姓安居樂業，因此
仍能維持貞觀之治的富強。 



課本P.  



課本P.  118 

隋煬帝的功與過 

  楊廣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同時也是亡
國之君。自唐初《隋書》以來，隋煬帝就在
史書上背負著奢侈、殘酷的暴君形象。傳統
史家認為隋煬帝的許多作為，如開鑿運河、
南巡江都等，都只是在滿足個人貪圖享樂的
慾望。至於三伐高麗，更是好大喜功、窮兵
黷武的行為，最後導致隋末各地的民變，使
隋朝走向滅亡。 
  但也有不少學者重新審視隋煬帝的作為，
並給予正面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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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指出，隋煬帝在即位前就受命率軍南下
滅陳，對結束中國近四百年的長期分裂回歸
統一，有很大的貢獻。即位後營建東都洛陽，
是為了加強對山東和江南地區的控制，以鞏
固隋王朝的統治基礎。開鑿運河則是因應當
時政治、經濟發展的需要，使東南財賦與北
方政治中心能更緊密的連繫在一起，並促進
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對唐宋以後的歷史
影響深遠。再者，隋煬帝創進士科，為中國
的官僚體制提供一條客觀選拔人才的管道。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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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制度延續了千餘年，
影響中國政治與文化思想
的發展至深且鉅。 

  儘管隋煬帝是一個有
為的君主，但他仗著父親
留下的基礎，急功近利、
大興工役的結果，遠超過
人民負擔極限，最終導致
民變四起，使隋朝成為短
暫的朝代。 

118 

圖2-4-19 隋煬帝畫像／
出自初唐畫家手筆。在
畫家眼中，隋煬帝並不
像個奢侈、殘酷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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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20 隋煬帝遊幸江南想像圖／遊幸江南一事甚至被後世皇帝
作為借鏡、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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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參考資料： 

118 

隋煬帝的政策中，哪些有正面影響？哪些弊
大於利？ 

請同學自由回答。 
參考答案： 

1) 有正面影響的是：南下滅陳、開鑿運
河、創進士科。 

2) 弊大於利： 營建東都、三征高麗、南
巡江都。 

袁剛著，隋煬帝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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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隋煬帝仗著父親留下的基礎，急功近利，大
興工役，最後竟成了亡國之君。請問：隋煬
帝父親執政時期的盛世稱為下列何者？ 

118 

A.開皇之治 B.開元之治  

C.貞觀之治 D.光武中興。 



課本P.  

想一想 

隋煬帝創進士科，科舉制度使中央的選材任
官有更客觀公平的基礎。請問：在隋之前的
曹魏、五代時期，是以何種方式進行選材任
官？  

118 

A.禪讓   B.貴族養士  

C.察舉孝廉 D.九品官人法。 



本章節課程結束 本章節課程結束 

日本東大寺 



學習圖冊 



學習圖冊 



重點歸納 



重點歸納 

隋朝的興亡 

 
建立 隋文帝楊堅 

盛世 史稱「開皇之治」 

建
設 

營
建
新
都 

營建
新都 

隋文帝營建新都大興城，後來仍
稱長安；規畫方正整齊，為後世
都城典範 

坊市
制度 

唐中期以前，坊、市間畫分明顯，
有固定的開放與關閉時間 



重點歸納 

隋朝的興亡 

 

建
設 

開
鑿
運
河 

隋文帝 開鑿廣通渠 

隋煬帝 
開鑿永濟渠、通濟渠、邗溝、
江南河 

影響 
貫通南北經濟交通，成為維繫
隋唐帝國的經濟命脈 



重點歸納 

隋朝的興亡 

 

建
設 

實
施
科
舉 

創制 實行科舉制度 

方式 
士人自行報名參加考試，考取
者得任官職 

結果 平民入仕的機會逐漸增加 

影響 科舉制度一直沿用到清末 

滅
亡 

重大建設耗損民力甚鉅，隋煬帝三次征伐高
麗，導致賦役繁重，各地叛亂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