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侯将相
宁有种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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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不能容二虎楚汉之争



   公元前202年，

刘邦建立西汉，

定都           。

刘邦就是汉高

祖。

长安



第 12 课

大 一 统 的 汉 朝

——阅“文景之治”，览“汉武盛世”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
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材料二：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
乘牛车。上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十五而税一，量吏禄，度
官用，以赋于民。                               ——《汉书·食货志》

请回答：

1、上述材料说明西汉初年什么样的社会情况？

2、材料二中的“上”指的是哪位皇帝？他针对这种状况采取
了什么政策？

西汉初年，经济萧条，国家贫困。

“上”指汉高祖刘邦

政策：轻徭薄赋、发展农业生产—休养生息

减
轻
田
租
，
什
五
税
一
；

释
放
奴
隶
；

士
兵
复
员
，
以
功
劳
行

田
宅…

…

诏  令



材料三：“孝文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
上

             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
羞

              之，何以台为！”

材料四：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说：
“农，

               天下之本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

材料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

               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

               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

                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请回答：1、材料三、四、五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什么？请举一

例说明汉文帝、汉景帝是怎样做的。

①重视农业生产。

②做法：薄赋，把田租定为三十税一；奖励努力耕

作的农民，劝诫百官关心农桑，提倡节俭，以身作

则。

2、材料六说明他们的做法取得了怎样的成效？



汉高祖刘邦(前202-195，7年)

汉惠帝（前226-118,7年，
吕后掌权）

汉文帝刘恒（前180-157，23年）

汉景帝刘启（前156-141，15年）

汉武帝刘彻（前140-87,53年）

汉宣帝刘病己（前74-49,25年）

汉昭帝刘弗陵（前87-74,13年）

……

      汉初60余年，

实行“休养生息政

策”。文景时期，

社会生产恢复和发

展，社会比较安定，

国力增强。历史上

称这一时期为

“文景之治”。



你可曾想过，16岁的你会成为……

汉武帝刘彻

        公元前156年－

公元前87年，西汉第

七位皇帝，杰出的政

治家、战略家、诗人。

   刘彻十六岁登基。

少
年
天
子

高处不胜寒：
   这位少年天子，即位
之初，面对的是怎样
的国家形势？



你知道吗？
         这位少年天子，即位之初，面对的是怎样
的国家形势？针对这种状况，他采取了哪些措
施？社会背景

措

施

作   用

经过“文景之治”，经济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发展，诸侯势力大。

实行削藩政策—推恩令、主父偃政治

思想

文化

军事

经济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

设立太学，推行儒学教育

反击匈奴

将地方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
重农抑商

加强了中央集权；儒学成为了封建文化的正统思
想；使匈奴无力与西汉对抗；大大增加了中央的
财政收入；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大一
统，西汉进入鼎盛时期。



        汉武帝是杰出的君主，

开创了西汉最鼎盛繁荣的

时期，使汉朝成为东方最

强大的国家。成为中国的

象征（汉人）。

     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

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

国版图的基础。

毛泽东：“汉武帝雄才大略，

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

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

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

世。”

秦朝



秦的暴政、农民起义

汉初60年休养生息
（“文景之治”）

汉武帝的大一统

经
济
富
裕

公元69年，王莽夺权，
西汉灭亡。
25年，刘秀建立东汉，
定都洛阳。他就是光武
帝。

政治上：推恩令，削藩

经济上：将地方铸币权、盐铁
经营权收归中央；

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文化上：设立太学，推行儒学

军事上：反击匈奴



敬重、怀念董仲舒

     董仲舒死后，汉武帝有一次

经过他的墓地，特意下马。后

来把他的墓叫做下马陵。武

帝在那儿下马说明了什么？



①察举制：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一种

制度，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

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

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

你知道吗？

       董仲舒是怎么被汉武帝发现的？

汉武帝在用人上有什么准则？这

与汉武帝的大一统事业有什么联系？

②出身贫寒的主父偃受重用，奴仆

出身的卫青当了大将军，说明汉

武帝用人不拘一格，唯才是用。

③这些人才为汉武帝的大一统事业

出谋划策，是汉武帝完成大一统事

业的重要条件。



1、有史学家认为：“孔子的学说在生前并没有被普遍接受，

更不用说贯彻了。……公元前2世纪，孔子的学说被宣布为国

家的官方教义或官方信仰。”这一改变开始于（   ）

    A．秦始皇     B．隋文帝      C．汉武帝     D．唐太宗

2、董仲舒认为，应使与儒学相异的学术“皆绝其道”，使文

化的一统与政治的一统相一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

实行（      ）

   A．焚书坑儒                         B．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C．科举考试                         D．八股取士



3、史书记载：“主父偃说上曰：‘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

弟，以地侯之！’于是上从其计。”文中的“上”是一位具

有雄才大略的皇帝。请你判断下列事件与他有关的是（　　）

   A．削弱诸侯国势力          B．王昭君远嫁匈奴 

   C．统一六国                     D．创立皇帝制度

4、一年一度的高考圆了莘莘学子进入国家高等学府深造的梦。

汉武帝时，学生要进入全国的最高学府接受儒学教育，必须

到（　　）

A．长安             B．洛阳             C．咸阳             D．开封



 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积极作用是（　　）

①促进了西汉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　   

②确立了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　

③巩固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局面　   

④限制了其他多种思想的传播和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6、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我国出现
了大一统的鼎盛局面。下列各项措施中与之有关的是（　　）

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②颁布“推恩令”　    ③兴办太
学　                ④组织反击匈奴的战争　      ⑤统一度量衡

A．②③⑤        B．①③④⑤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材料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
进。”                                                       ——《汉书·董仲舒传》

请回答：

（1）材料一中的“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指的是什么时期的
什么事件？

（2）材料二中的“孔子之术”指的是什么？

（3）如果你是与董仲舒同时代的一位官宦子弟，你可以在什
么地方读书？你使用的主要教材会是什么内容？

（4）如果你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政治家，你会劝说他接受诸
子百家中的哪一学派的政治主张来治理国家？（言之有理即可）

（1）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

（2）儒家说。

（3）长安太学。儒家的经典。





阅读材料：

        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

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得赐天子旌旗，

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跸，拟于天子。招延四

方豪桀，……多作兵弩弓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

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

请回答：以上材料反映了什么问题？

诸侯势力大，言行逾矩。



刘邦建立心西汉后，
立刻需要考虑政治
制度问题：

分封制？郡县制？

西周分封诸侯，日久，
王室弱，诸侯强，祸乱
天下。秦始皇废分封，
行郡县，速亡。



西汉初年，在地方上继承郡县制，同时又分封同姓和

异姓子弟，大者为王，小者为侯，郡、国两制并

行。

七大异姓王：
淮南王英布
燕王臧荼、
赵王张敖

长沙王吴芮
楚王韩信

越王彭越。

     此时汉高祖已过半百，
变得日益猜忌功臣。结果
臧荼、张敖、韩王信、彭
越、韩信、英布等先后被
废杀，英布还起兵反了，
刘邦抱病亲征才平了他。
之后其封国则转入刘氏子
孙手中。



中  央
国

（王国、侯国）

郡 县

县

                            汉景帝即位后，重用晁（cháo）错。晁错极力主

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刘启听从了晁错的

建议。吴王刘濞不愿束手就擒，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

“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这次叛乱

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最初为平息战乱，刘启杀了晁错。而七国之乱并

没有因此而停止，最后用三个月才将叛乱彻底平定。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

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少
年
天
子

  有什么方法既能削弱
诸侯的势力，又不会
引起叛乱呢？



        偃说上（汉武帝）曰：“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

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彊而合从以逆

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

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馀虽骨肉，无尺寸

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原，上以德施，实分其国，

不削而稍弱矣。”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诸侯势力大，平时骄奢淫逸，危急时依仗自身

的强大合力反叛朝廷。以前晁错就是这样。

        如今诸侯子弟众多，却只用嫡长子世代继袭土

地。盼望陛下命令诸侯推广恩德，把诸侯的土地分

给其余子弟，封他们为侯。这样，子弟高兴，陛下

有施行了恩德，实际上却分裂了诸侯的封国，不用

削减封地而诸侯就会逐渐衰弱了。

实行“推恩令”，以加强中央集权。



        推恩令下，有人欢喜有人愁。一些拥护嫡长子继
承制的诸子百家的人，纷纷批评汉武帝的政策，指责
中央。

        为此，汉武帝问董仲舒：“卿，如何看？”

        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

意不同……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

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

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少
年
天
子

     有什么方法能有效推
行孔子学说，把儒学根
深蒂固地烙在人民心里？

        在长安设立太学，作为最高学

府，以儒家的五经为教材，不学其

他学说。（太学初建时为50人）



前119年
卫
青

前
119

年
霍

去
病

犯大汉者，

虽远必诛！



   汉武帝初年，中央
财政“京师之钱累巨
万，贯朽而不可校”。 征战、治国



       大意是说：“富商大贾蓄积财物，奴役贫民；前

呼后拥，车乘百余辆；屯积居奇，封君对他们也都伏

首低眉，仰仗他们供给物资。地方封国势力与商业势

力相互勾结。有的冶铸煮盐，家财积累到万金，而不

帮助解决国家的急难，黎民百姓陷于重困之中。”

      富商大贾或贮财役贫，转榖百数，废居居邑，封

君皆低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偌国

家之急，黎民重困。               ——《史记·平准书》
抑制富商大贾势力。

具体措施：

       ①将地方铸币权和盐铁经营权收归中央

统一铸造五铢钱。

       ②重农抑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