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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帝國的分合與政權維繫 

自秦漢至隋唐，統治者為了控制地方、吸納各地的人才，建立了中央集權的

體制，並確立選拔官員的制度，以利帝國的統治。 

一 郡縣制度的確立 

西元前 221 年，秦王嬴營政兼併各國，統一天下，以「皇帝」為君王的新稱

號，自稱「始皇帝」。秦始皇廢除周代封建，改行郡縣，郡縣長官皆由中央直接

任免，不再分封諸侯，確立了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並且重視法律在統治上的作

用，以法治國。 

此外，秦始皇推行文字、貨幣、車軌和度量衡的統一政策，有助於社會經濟

的整合，深深影響人民的生活（圖 3-1-1）。 

秦朝雖加強國家的統治力量，但因興修長城、宮殿與陵墓等大型工程，濫用

民力，使人民心生怨恨，迫使群眾揭竿而起，導致秦的滅亡。然而郡縣制度已成

為國家統治的常態，繼起的漢朝，也沿襲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 

 

 
 

圖 3-1-1 秦代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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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於湖北省博物館） 

（藏於中國首都博物館） 

文字的統一有助於政令下

達、文化交流。 

秦代以銅錢通行全國，有利於

商品交換。（藏於中國錢幣博

物館） 

度：計算長度的標準（藏

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量：計算容積的標準

（藏於上海市博物館） 

衡：計算重量的標準

（藏於河南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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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幫手 

魏晉南北朝 

漢朝結束後，三國（魏、

蜀、吳）鼎立，後由西晉

統一。西晉爆發內亂時，

黃河流域的胡人紛紛建

國，導致晉室南遷，是為

東晉。此後，南北方各有

政權更迭，通稱為南朝與

北朝。 

 

學習 check 

□ 我能體認郡縣制度的

特色並說明郡縣與封

建的差異。 

□ 我能說明選才制度的

背景並分析其演變。 

 

 

圖 3-1-2 唐代畫家繪

製的高逸圖卷（局部）

／圖中可見魏晉士人

的生活起居，皆有僕人

隨侍在側。 

 

二 選才制度的演變 

漢初任官多沿襲秦制，任用熟悉法律、擅長撰

寫官方文書的人才，但後來隨著政權的擴大、疆域

的開拓、人口的增長，開始擴大選才的範圍。漢武

帝時，又增設「察舉」的選才辦法，以孝順和廉能

為標準，要求各地定期向中央推舉「孝子」和「廉

吏」，成為漢朝重要的入仕途徑。此外，設立「太

學」，專門教授儒學，成績優異者可以任官。由於

官方的支持，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主流。 

三 世族社會的形成 

漢代之後，中國陷入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史

稱「魏晉南北朝」。但無論是北方的胡族政權，或

是南方的漢人政權，世族皆占重要地位（圖 3-1-2）。

以下為世族社會形成的背景： 

1. 經學傳家：漢代崇尚儒學，以經學取士，精通儒

家經典的人，常將對經書的見解傳承給家族子

弟，逐漸形成「經學傳家、累世當官」的世家大

族。 

2. 九品官人之法：三國時期的曹魏為了改善漢末選

官逐漸被世族壟斷的問題，創設九品官人之法。

改以中央官員為考核者，用家世、才能、德行等

項目，評定士人，並分為九品，作為政府任用官

吏的依據。但負責選拔的官員多為世族，更助長

世族勢力的發展，形成日後「上品無寒門，下品

無世族」的現象。 

由於世族掌控政治權力，擁有大量土地並享有

減免賦役的經濟特權，對政權造成很大威脅，甚至

皇帝也必須向世族妥協。 

世族 

傭人 



四 科舉制度的出現 

隋朝結束魏晉南北朝的分裂局勢，繼

起的唐朝則開疆拓土，兩朝所採取的科舉

制度，有助於帝國政權的維繫與穩定。 

隋代為了抑制世族勢力，廢除九品官

人之法，改行科舉，由士人報名參加考試，

考取者得任官職。唐宋以後，科舉制度更

為完善，並一直沿用到清末。由於平民可

憑個人努力，透過科舉入仕，不但提升社

會階層的流動性，也帶動了讀書教育的風

氣（圖 3-1-3）。 

 

 

▲ 圖 3-1-3 商周以來選才制度演變

示意圖 

實作與練習 

九品任官的作法 

秦朝為中國第一個統一王朝，版圖約有臺灣的一百倍大，對地方的控制成為

一大課題。請你填入適當的代號，完成以下封建與郡縣的比較表，並回答問題。 

 

 
(A)天子為名義共主 (B)皇帝實施中央集權 (C)長官由皇帝任免、聽命皇帝 

(D)諸侯由天子分封、各據一方 (E)效忠國君，向其納稅服勞役  

(F)效忠皇帝，向政府納稅服勞役 

政治體制 社會階層 特色 

封 

建 

郡 

縣 

統治者： A  

諸侯國： D  

人民： E  

統治者： B  

諸侯國： C  

人民： F  

漢 察舉、經學取士 

經學世族歷代任官 

魏晉 
南北朝 九品官人之法 

世家大族壟斷官職 

隋～清 科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