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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周至隋 唐時期統治階層如何
維繫政權及選拔人才？

商 周至隋 唐時期的不同施政措
施對人民生活產生哪些影響？

學習
課題
學習
課題

　　商 周至隋 唐時期，中國的政治體制經
歷了從封建到郡縣的轉變。在此一變遷過

程中，不同政權採取了各項政策以維繫其

統治。

3

商周至隋唐時期的

國家與社會

第    章1

秦商 隋 唐
東漢東周 西漢西周

漢周
魏晉南北朝

▼西元前
 12世紀
 西周建立 

▼西元前
 770年
 東周建立 

▼西元前16世紀
 商代建立

▼西元前356年
 秦國商鞅變法

▼605年
 始設科舉取士

▼220年
 推動九品官人之法

▼西元前134年
  頒布要求推舉
 孝廉的命令

▼西元前221年
 秦國統一天下

▼316年
 西晉滅亡，
 晉室南遷

明 清

明清時期東亞世界的變動
4-1明清帝國的建立與擴張 116
4-2明清的經濟與全球貿易 118
4-3東亞世界與西方的文化交流 120

西力衝擊下的東亞世界
5-1西力對東亞世界的衝擊 126
5-2中日對西力衝擊的回應 128
5-3甲午戰爭後的變局 130

晚清社會文化的調適與變遷
6-1城市風貌與新媒體 136
6-2家族與婦女角色的轉變 138

4

5

6

對中國歷史中每一個王朝而言，宮殿建築

群的隆重與輝煌，都是為了展現最高的政

治權力。在歷史長河的發展歷程中，「中

國」究竟是個怎樣的國家？經歷了哪些變

遷與挑戰？此外，與周邊區域的互動與交

流又是如何？ 讓我們一同去瞧瞧！

位於北京的紫禁城是目前世界上保

存完整、規模最大的帝王宮殿建築

群。這座雄偉的宮殿，象徵著明 清
兩代帝王權力的展現，更見證了政

權更迭、中外交往和帝國興亡。

▼西元前206年▼約西元前16世紀 ▼618年 ▼907年

▼約西元前12世紀

▼220年 ▼589年

商 秦 隋 唐 元 明 清西
周

西
漢

東
周

東
漢

五
代
十
國

史
前
時
代

南
北
朝

魏
晉

周 漢
▲ ▲ ▲ ▲

西元前221年 960年 1368年 1644年

遼 金

宋

北宋 南宋

▲
12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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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景德鎮龍鳳牡丹花彩釉瓷碗 ●  唐代唐三彩女陶俑 ●秦代兵馬俑 ●   

導言

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代
  約在西元前五千年與三千年間，現今
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出現了許多農業

聚落。黃河流域以北地區，則因氣候逐漸

乾燥化，發展成以游牧為主的草原文明。

此後農業聚落與草原文明間互相競爭，文

化上也不斷融合。

　　農業聚落出現後，食物來源漸趨穩

定，有助於文明的進展，例如：工藝、貿

易與城市的發展。到了西元前16世紀，黃
河中下游的商人勢力日益強大，傳說其領

袖湯成為新的共主。因為清末以來在殷墟

（今河南 安陽）陸續發現刻在甲骨上的文
字，證實商已進入「有冊有典」的歷史時

代。往後三千多年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大

致可分為以下三大段落：

漢 隋 唐 元 明 清魏晉
南北朝商

周

遼西周

五
代
十
國

東周

戰國春秋 南宋

金

西元前 16世紀 西元前 12世紀 西元前 221 220 618 907 1127 1279 1368 1644 1912

西元前 770 西元前 206 589 960

1949秦 北宋

時期，在政治

方面，中國從封建走向郡縣體制，統治階

級透過各種制度與措施來維繫政權，是中

國政治體制逐漸發展成熟的時期。在社會

文化方面，不同民族、人群之間的相互交

流，產生了文化的融合與發展。

商周到隋唐 時期，宋代政權國力衰弱，草

原民族伺機發動戰爭，征服了中國一部分

或全部的土地。遼、金、元等草原民族政

權，先後成為東亞世界的主宰。另外，由

於宋 元時期海外貿易發達，加上蒙古帝國
對廣大歐 亞地區的控制，提供了安全的陸
上貿易路線，促使中西文化交流頻繁。

宋元 時期，東亞國際關係是由明、清帝國所建立的朝貢貿易體制

所主導。隨著新航路的開闢，美洲白銀進入亞洲，使得東亞世界逐漸融

入全球化經濟體系中，而傳教士的東來，進一步促進東西文化的交流。

  19世紀中期起，西方列國以船堅炮利，迫使東亞各國對外開放，
中、日等國為了回應西方的衝擊，先後推動改革，吸收西方政治、經

濟、社會制度和思想，逐步邁向現代化。東亞世界

與全球的互動聯繫，自此愈為緊密。

明清

殷墟出土甲骨文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由教師與學生彈性運用） 

緊接著，請跟著

我們的腳步，一起探

索中國與東亞地區的

互動與歷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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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周代，不同身分等級的貴族，必須遵守不同

的「禮」，而「樂」則常在「禮」的場合中運用，

樂器往往被視同禮器。想一想，禮樂的設計在當

時的社會可能產生何種作用？

想 一 想

青銅器在商  周時代，
不僅是精美的藝術品，

更是區分貴族與平民，

以及彰顯貴族身分等級

的重要標誌。

商 周的樂器用途很廣，就
像這口鐘，平時是樂器，

在「禮」的場合中，扮演

協合人與神的角色，所以

也被視為禮器喔！

參考解答：彰顯身分、協合人神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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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與西周封建的形成

　　遠古時期，在今中國境內出現許多部落，部落相互攻伐或

聯盟，逐漸發展為國家。西元前 16 世紀，黃河下游的商人建

立商朝，主要以分封的方式承認既有勢力，維繫商王的共主地

位，然而彼此關係鬆散，商王對各分封勢力的控制有限。

  商朝末年，黃河中游的周人興起，其勢力與東方的商並

立，而後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史稱西周（圖 3-1-1）。周王

室為加強新征服地的控制，實施封建，分封親戚和友邦，駐守

要地，保衛王室。並利用宗法血緣的關係，強化對諸侯的統

治。

  西周封建社會階級嚴明，國家根據是否持有土地、統治人

民，以及掌握禮樂等權力，將社會分為貴族統治者、受統治的

平民與奴隸。貴族世襲權力、掌握禮樂；平民與奴隸則無法享

受禮樂的薰陶。

東周時代封建的瓦解

　　西周末年（前 8 世紀初），因內亂與外患，王室被迫東

遷，史稱東周。東周時代，王室衰微，諸侯勢力坐大，封建秩

序逐步瓦解，在各方面對人民影響甚大。

  政治方面，各國爭戰不休、兼併激烈。統治者為求富國強

兵，皆致力改革。而部分國家推行中央集權，設置郡縣，由

統治者直接控制地方，方便國家動員人力、徵收資源。其中，

秦國任用商鞅鞅變法，厲行法治，按軍功授予爵位，並編列戶

籍，使平民納稅和服勞役，為日後秦國統一奠下基礎。

  社會方面，各國國君為了削弱貴族勢力，重用有才能的平

民，平民逐漸參與政治。同時，流落民間的貴族以學識謀生，

平民也有機會接受教育，知識不再被貴族壟斷。

一

二

封建的形成與瓦解1-1
小幫手

封建

　西周王朝統治者透過

分封儀式，將土地、人

民、財物授予貴族，要

求他們透過武裝征伐，

建立據點以護衛王朝。

宗法

　周初，同姓貴族不分

親疏，後來周人逐漸重

視大、小宗。多數狀況

下，各級貴族以繼承父

兄身分的子弟為大宗，

其餘為小宗。

學習check

我能分析封建形成與

瓦解的背景。

封建形成．宗法．封建瓦解

 圖3-1-1　商 周位置示意圖

亳亳

殷

雒雒邑鎬鎬

萊 夷 淮 夷鬼 方 三 苗

犬
戎
周 商

（玁玁狁狁）

河
黃

江
長

淮

河

圖   例

主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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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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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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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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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帝國的分合與政權維繫1-2

秦代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 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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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計算長度的標準

 量：計算容積的標準

 衡：計算重量的標準

秦代

各
國
文
字

統
一
文
字

統
一
貨
幣

統
一
度
量
衡

各
國
貨
幣

（馬）

（藏於中國 錢幣博物館）

（藏於陝西歷史博物館）

（藏於上海市博物館）

（藏於河南博物館）

 東周

（藏於中國 首都博物館）

小篆

圓錢

布幣

刀幣

半兩錢

度

量

衡

商 秦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隋 唐 元 明 清

遼 金

西
周

北
宋

東
周

南
宋

宋
西
漢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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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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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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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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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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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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末年社會動盪，人才流離失所，

以致地方難以推舉人才。三國時期的曹魏為爭取世族

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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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負責選拔的官員

多為世族，而助長了世族勢力的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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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P.102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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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末年爆發內亂，胡人

趁機起兵並建立政權。內亂結

束不久，胡人政權便攻陷西晉

首都，迫使晉室南遷，是為東

晉。此後，南北方各有政權更

迭，通稱為南朝與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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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check

 圖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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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族

 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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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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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作與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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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四

A天子為名義共主     C長官由皇帝任免、聽命皇帝   E效忠國君，向其納稅服勞役

B皇帝實施中央集權    D諸侯由天子分封、各據一方   F效忠皇帝，向政府納稅服勞役

社會階層政治體制

封 

建

郡 

縣

特色

皇帝

官僚

平民

統治者：    

諸侯國：    

人民：     

統治者：    

郡縣：     

人民：     

諸
侯
國

諸
侯
國

諸侯國

諸侯國

周天子

分封

分
封

分
封

分封

郡

縣 縣

皇帝 派
任

平民

奴隸

貴族

 圖3-1-4　漢代以來選才制度演變
示意圖

經學世族歷代任官

察舉、經學取士漢

世家大族壟斷官職

九品官人之法魏晉
南北朝

科舉隋～清

郡縣制度．察舉選才．九品官人之法．科舉制度

商 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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