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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概覽 

 
  秦的統一與統治措施（頁 61 - 71） 

>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 
> 從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多方面建立大一統。 

西漢建立及武帝的文治武功（頁 81 - 88） 
> 漢初無為而治，和親匈奴，恢復國力。 
> 武帝獨尊儒術，建立士人政府。 
> 武帝討伐匈奴，擴張版圖。 
> 漢朝國勢極盛，但盛極而衰。 

道教形成及科技發明（頁 111 - 115） 
> 東漢出現早期道教教派太平道及五斗米道。 
> 張衡發明水動渾天儀及地動儀。 
> 蔡倫改良造紙術。 

公元前 221 年 
秦統一天下 

 

公元前 214 年 
秦征服嶺南 

 

公元前 209 年 
大澤鄉起事 

 

公元前 206 年 
秦朝滅亡 

 

公元前 141 年 
漢武帝即位 

 

公元 73 年 
班超出使西域 

 

公元 184 年 
黃巾起事 

 

公元 220 年 
東漢滅亡 

 

公元前 202 年 
西漢建立 

 

公元前 139 年 
張騫出使西域 

 

公元 25 年 
劉秀建立東漢 

 

公元 9 年 
王莽篡漢 

 

秦朝滅亡及楚漢相爭（頁 72 - 78） 
> 官逼民反，陳勝、吳廣起事揭開秦亡序幕。 
> 楚漢相爭，最終劉邦擊敗項羽。 

戚宦政治（頁 91 - 96） 
> 自昭宣起外戚專權。 
>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 
> 東漢建立，和帝時開始戚宦相爭的局面。 

漢朝的瓦解（頁 97 - 100） 
> 兩次黨錮之禍令朝廷忠良盡去。 
> 黃巾起事觸發州牧割據。 
> 州牧混戰，最後曹魏代漢。 

兩漢通西域（頁 103 - 110） 
> 張騫首先鑿空，班超再通西域。 
> 開拓絲綢之路，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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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秦朝的統一、統治措施及衰亡  

（一）秦的統一及其統治措施  

秦的統一 

 秦滅六國的概況 
・蘇秦提倡齊、楚、燕、韓、趙、魏合縱抗秦。 
・張儀提議秦國連橫破壞六國合作。 
・秦按照范雎的策略，遠交近攻。 
・秦王嬴政採用李斯等人的建議，離間六國君臣，削弱六國。 
・秦滅韓、趙、魏、楚、燕、齊，於公元前 221 年統一天下。 

 秦能統一天下的原因 
・秦國君主用人不問出身，重用商鞅、張儀、范雎、李斯等客卿。 
・秦國據有物產豐富的關中與巴蜀，又有崤函作為天然屏障。 
・秦國較少參與東方六國的戰爭，可保存實力。 

秦朝統治措施的內容 

 政治方面 
・實行中央集權： 

皇帝制度 
・創「皇帝」尊號，自稱「始皇帝」 

・皇帝自稱「朕」，命令稱為「制」與「詔」 

三公九卿 

・以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為三公，分掌政務、

軍事及監察百官 

・三公之下設九卿，掌管皇室與政府事務 

・所有官員由皇帝任免，不可世襲 

郡縣制 
・廢封建，分天下為數十郡，下設若干縣 

・郡縣長官由皇帝任命，不可世襲 

・厲行法治： 
 - 以法家思想治國，編訂《秦律》，制定嚴刑苛法。 
 - 實行連坐法，規定一家犯罪，鄰居知情不報便以同罪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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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方面 
・統一貨幣： 

- 黃金定為「上幣」，銅錢作為「下幣」，又稱為「半両錢」。 
- 貨幣由政府統一鑄造，嚴禁私鑄。 

・統一度量衡： 
- 統一全國度（長度）、量（體積）、衡（重量）的標準。 
- 官府製造標準器範，方便徵稅和交易。 

 文化方面 
・統一文字： 

- 李斯將秦國文字簡化為小篆，推行全國，方便傳達政令。 
- 小篆被簡化為隸書，亦在全國使用。  

 
・焚書坑儒： 

- 除秦國史書、醫藥、占卜、種植等書籍外，民間的諸子百家書籍

一律要燒毀。 
- 在咸陽坑殺批評秦始皇的儒生與方士，箝制思想。 
 

 軍事方面 
・修建長城： 

- 驅逐匈奴，收復河套地區。 
- 修築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的萬里長城，防範匈奴南下。 

・開發嶺南： 
- 攻打百越，征服嶺南，設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 遷徙五十多萬人戍守嶺南，促進當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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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疆域圖（公元前 210 年） 

 
 
 
 
 
 
 
 
 
 
 
 
 
 
 
 
 

秦朝統治措施的影響 

 政治方面 
‧開創大一統：統一措施形成大一統局面，成為中國政治的主流。 
‧奠定中國政制：皇帝制度、郡縣制、中央集權等成為後世模範。 
‧促成秦朝速亡：高壓治國加深民怨，埋下民變的伏線。 

 經濟方面 
‧確立制度標準：半両錢的設計及度量衡準則後世沿用數以千年計。 
‧促進經濟發展：統一貨幣與度量衡方便地域間的經濟活動。 

 文化方面 
‧促進民族融合：統一有助各地文化交流，令中華民族內涵更豐富。 
‧摧殘學術文化：焚書坑儒破壞學術自由之風氣，導致書籍散失。 

 國防方面 
‧奠定中國版圖：版圖東起遼東、西至甘川、南至越北、北至內蒙，

建立中國版圖雛型。 
‧香港納入版圖：香港歸番禺管治，從此成為中國版圖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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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秦朝滅亡及楚漢相爭  

秦朝滅亡概況 

 大澤鄉起事 
・公元前 209 年，陳勝、吳廣等戍卒延誤軍期，按律應處死。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率眾起事，失敗告終。 

 群雄並起  
・各地在大澤鄉起事爆發後相繼起事。 
・楚國貴族項羽及沛縣小吏劉邦實力較強。 
・項羽在鉅鹿之戰中大敗秦軍；劉邦向關中進軍，逼近咸陽。 

 秦朝滅亡  
・公元前 207 年，趙高殺害秦二世，擁立子嬰為秦王。 
・子嬰於翌年殺死趙高，並向劉邦投降，秦僅十五年而速亡。 

 
 秦末群雄起事圖（公元前 209 - 前 2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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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滅亡原因 

 賦役沉重 
・秦始皇南征北伐、修築長城和宮殿等，耗用大量人力物力。 
・百姓賦役沉重，生活困苦，參與反秦起事，推翻暴政。 

 高壓治國 
・秦朝刑法嚴苛，又焚書坑儒箝制思想，導致官逼民反。 
・陳勝、吳廣畏懼苛法而起事，天下響應。 

 二世無能 
・秦二世疏於政事，令奸臣趙高專權。 
・民困及民變未能解決，令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遺民思變  
・加強統一及高壓管治增加六國遺民的離心，紛紛參與反秦。 

秦亡後的楚漢相爭 

 劉項入關 
・劉邦與咸陽百姓「約法三章」，深得民心。 
・項羽入咸陽後殺死子嬰，燒毀宮室，大失民心。 

 項羽稱霸 
・項羽自封為西楚霸王，封漢王劉邦至偏遠的巴蜀與漢中。 
・劉邦得到張良、韓信等輔助，積存實力，伺機而動。 

 劉邦反攻 
・劉邦乘諸侯起兵反抗項羽時出兵佔據關中。 
・楚漢爭持，最終約定以鴻溝為界，分治天下。 

 劉成項敗 
・劉邦背棄盟約，突襲項羽，楚軍節節敗退。 
・公元前 202 年，楚軍被圍困於垓下，項羽突圍後在烏江自殺。 
・劉邦統一天下，建立漢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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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兩漢的政治發展與中外文化交流  

（一）西漢的建立  

無為而治 

- 漢高祖實行道家的無為而治，降低賦稅，減少干擾民生。 
- 文帝與景帝與民休息，國家安定富庶，史稱文景之治。 

和親匈奴 

- 匈奴頻頻侵擾邊境，漢朝因國力不足，採取和親政策。 
- 漢朝將宗室之女嫁給匈奴單于，並贈送財貨，以換取和平。 

（二）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獨尊儒術 

- 漢武帝自幼受舅父田蚡及老師王臧薰陶，愛好儒家學說。 
- 儒家提倡尊君、仁義忠孝，有利鞏固大一統及中央集權。 
- 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確立儒家作為正統思想。 

建立士人政府 

- 打破宗室功臣壟斷政治的現象，提拔平民出身的文人出任要職。 

 太學教育 
・在長安設立太學，挑選博士弟子員跟隨五經博士學習儒家經典。 
・每年考試一次，成績優秀者可在中央任官，較次者出任地方官員。 

 察舉選士 
・實行察舉制，地方每年推薦孝子及廉吏到中央任官。 

驅逐匈奴 

- 放棄和親，派遣衞青、霍去病等攻打匈奴，將之驅逐至漠北。 
- 在新得到之地設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管治。 

開拓疆土 

- 派兵征服朝鮮、南越、西南夷等邊疆民族地區，開拓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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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通西域 

- 派張騫兩次出使西域，尋找對抗匈奴的盟友。 
- 對一些西域國家用兵，建立對西域的控制。 
- 中國與西域交流頻繁，開拓了陸上的絲綢之路。 

 
 漢武帝時的疆域（約公元前 87 年） 

 
 
 
 
 
 
 
 
 
 
 
 
 
 
 

漢武帝施政對國力發展的影響 

 提升管治能力 
・獨尊儒術，統一思想，可鞏固中央集權。 
・士人政府開放政權，吸納民間的有識之士，提升吏治質素。 

 版圖大為擴張 
・武帝驅逐匈奴，南征北討，建立了疆域遼闊的帝國。 
・武帝利用外交及軍事手段控制西域，令漢朝聲威遠播。 

 窒礙思想自由  
・確立儒學為正統，士人政府招攬儒生，其他思想學說被忽視。 
・中國的學術、思想及文化都被儒學局限，難以多元發展。 

 國家盛極而衰  
・武帝頻繁用兵，加上生活奢華，耗費巨大。 
・武帝晚年國庫空虛，國勢漸漸衰落。 

  



© 2020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38 

（三）戚宦政治與漢朝衰亡  

西漢的外戚專權 

 外戚得勢的背景 
・霍光輔助昭、宣二帝，外戚開始形成勢力。 
・漢元帝以後的皇帝大多昏庸無能，外戚乘機把持朝政。 

 外戚王氏專擅及篡漢  
・王氏得勢：漢成帝重用太后王政君的兄弟子姪，王氏權勢日盛。 
・王莽崛起：王莽得王政君支持而掌權，施行善政，備受推崇。 
・篡漢建新：王莽立兩歲的劉嬰為皇太子，自稱「假皇帝」。公元 9
年以「禪讓」為名廢劉嬰稱帝，建立新朝。 

東漢的戚宦相爭 

 戚宦得勢的背景 
・漢光武帝為了加強皇權，重用內朝的尚書，削弱外朝三公。 
・內朝官員大多為外戚或宦官，給予他們專權的機會。 

 戚宦相爭的概況 
‧外戚專權： 

- 自和帝起皇帝大多年幼即位，由太后臨朝聽政。 
- 太后用父兄子姪處理政事，外戚得以專擅朝政。 

‧宦官專權： 
- 皇帝長大後與親近的宦官合謀剷除外戚，奪回權力。 
- 宦官立功，得到皇帝重用，造成宦官專權。 

‧循環不斷： 
- 皇帝大多早逝，年幼的皇帝即位。 
- 再有外戚專權、君主剷除外戚、宦官弄權，循環往復。 

 
 戚宦相爭示意圖 

 
  

幼主即位 外戚專權 皇帝長大 

剷除外戚 宦官專權 皇帝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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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朝的瓦解 

 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 

- 李膺處死宦官黨羽，遭到宦官報復，共二百多人被捕入獄。 
- 李膺等得外戚竇武求情而獲釋，但被禁錮。 

‧第二次黨錮： 
- 竇武與陳藩密謀剷除宦官，宦官先發制人。 
- 竇武、陳藩、李膺等遇害，數百人被殺及禁錮。 

‧影響：朝廷忠良盡去，宦官權勢更盛，政治更為黑暗。 

 黃巾起事 
‧概況： 

- 太平道首領張角以治病傳教，招攬數十萬教徒。 
- 張角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發動起事。 
- 黃巾軍主力迅速被平定，餘部轉戰各地二十多年。 

‧影響： 
- 波及近半國土，重創朝廷的威信與實力。 
- 朝廷為平亂而下放權力予州牧，釀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黃巾起事形勢圖（公元 1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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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牧割據 
‧董卓入京： 

- 何進與袁紹密謀誅殺宦官，事洩失敗，何進被殺。 
- 袁紹率兵入宮，盡誅宦官。 
- 董卓乘亂率兵入洛陽，廢漢少帝，立漢獻帝，專擅朝政。 

‧曹氏崛起： 
- 袁紹號召州牧討伐董卓，州牧乘機擴張，互相攻伐。 
- 董卓死後，曹操迎獻帝至許，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名存實亡。 
- 公元 220 年，曹丕廢獻帝，建立魏國，東漢滅亡。 
 

 州牧割據形勢圖（公元 1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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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兩漢通西域與中外文化交流  

張騫首通西域 

 背景 
・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大月氏，尋求結盟夾擊匈奴。 

 經過 
・第一次出使： 

- 公元前 139 年，張騫從長安出發，但被匈奴拘留，多年後逃脫。 
- 張騫抵達大月氏，對方無意結盟，無功而還，中途再被匈奴擒獲。 
- 公元前 126 年，張騫逃脫返回長安。 

・第二次出使： 
- 公元前 119 年，張騫出使烏孫，但烏孫拒絕結盟。 
- 張騫派遣副使訪問大月氏、安息、身毒等國。 
- 公元前 115 年，張騫返回長安。 

 意義 
・政治方面：增進漢朝對西域的認識，有助日後控制西域。 
・交通方面：開通連接中原與西域的重要道路，被譽為「鑿空」，奠

下日後絲綢之路的基礎。 
 

 張騫通西域路線圖（約公元前 139 - 前 1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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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超再通西域 

 背景 
・西域各國向東漢尋求保護，東漢派兵攻打匈奴，重新控制西域。 

 經過 
・公元 73 年，漢明帝派竇固攻打匈奴，竇固派班超出使西域。 
・班超以武力與招撫等手段使西域五十多國歸附漢朝，至公元 102 年

返回中國。 

 意義 
・政治方面：重開漢朝與西域之間的交通，重建漢朝聲威及控制。 
・交通方面：甘英出使大秦不果，但打通中國至波斯灣的陸路交通，

豐富了中國對中亞及西亞的認識。 
 

 

 

   班超出使西域路線圖（公元 73 -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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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西域與絲綢之路 

 簡介 
・張騫與班超通西域，開通了中外的陸上交通。 
・中國的絲綢通過此路運往歐、亞各地，因此稱為絲綢之路。 

 絲路路線 
・以長安為起點，西出玉門關後分為南、北兩路。 
・南路沿崑崙山北側走，北路沿天山南側走。 
・越過蔥嶺後可前往南亞、中亞、西亞及歐洲等地。 

 
 漢朝絲綢之路簡圖 

 
 
 
 
 
 
 
 
 
 
 
 
 
 

 絲路與兩漢中外文化交流 
・佛教傳入中國： 

- 印度的佛教沿絲綢之路從西域傳入中國，意義重大。 
- 佛教發展為中國主要的宗教之一，融入中國思想文化。 

・鑿井技術西傳： 
- 西域氣候乾旱，水源不穩。 
- 中國的井渠法、穿井法等鑿井技術傳入西域，改善當地人生活。 

・促進物產交流： 
- 中國從西域引入黃瓜、葡萄等食物，豐富飲食文化。 
- 中國輸出的絲綢改變外國人的衣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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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教的形成  ［延伸部分］ 

-  道教是中國本土產生的宗教。 
- 源自古代的自然崇拜及鬼神崇拜，採用祭祀、占卜等儀式，結合道家

思想、神仙信仰等，形成理論。 
-  道教約在秦漢時逐漸形成，奉老子為創始人。 
 
太平道 

-  張角創立，以符水咒語治病，招攬大量信徒。 
-  黃巾起事失敗後逐漸式微。 

 
五斗米道 

-  張陵創立，治病傳教，信徒入教時要繳交五斗米。 
-  張陵之孫張魯在東漢末據有漢中，以道教管治百姓。 
- 不斷發展，流傳至今，例如正一道。 

 
（六）科技發明  ［延伸部分］ 

渾天儀 
-  渾天儀用於演示天體運行，由幾組刻有日月星辰的金屬環組成。 
-  東漢的張衡發明水力驅動的渾天儀。 
-  可以自行轉動，轉速與地球自轉的速度相同，提升了準確度。 

 
地動儀 
-  世界上第一台地動儀由張衡發明，用以檢測地震。 
-  地動儀上東南西北等八個方位各設置了龍形的機關。 
-  地震時龍口中的珠掉落，從而得知地震發生的方向。 

  
改良造紙術 
-  造紙術在公元前二世紀已有，但質量欠佳。 
-  東漢的宦官蔡倫改良造紙術。 
- 使用麻線、樹皮、魚網等物料製造質量較好、成本低廉的紙，逐漸成

為大眾化的書寫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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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重溫 

年份 
(公元) 

重要事件 延伸要點 

前 221 年 秦王嬴政統一天下，建立秦朝 確立大一統，影響深遠 

前 214 年 秦征服嶺南 香港自此納入中國版圖 

前 209 年 大澤鄉起事 掀起全國反秦浪潮 

前 206 年 子嬰投降劉邦，秦朝滅亡  

前 202 年 劉邦打敗項羽，建立漢朝  

前 141 年 漢武帝即位 
武帝獨尊儒術，建立士人政府，對

外擴張，漢朝國勢極盛 

前 139 年 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 
開通中國與西域之間的交通，奠定

絲綢之路的基礎 

前 119 年 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  

9 年 王莽篡漢，建立新朝  

23 年 新朝滅亡  

25 年 漢光武帝建立東漢  

73 年 班超出使西域  

88 年 漢和帝即位 開啟戚宦相爭的局面 

166 年 第一次黨錮之禍  

168 年 第二次黨錮之禍  

184 年 黃巾起事 形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220 年 東漢滅亡 中國進入三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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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複習 

1. 合縱 
 蘇秦提倡的策略，促成齊、楚、燕、韓、趙、魏合作抗秦。 
  
2. 連橫 
 張儀提倡的策略，秦國誘使六國分別與秦結盟，以防它們再次合縱。 
  
3. 遠交近攻 
 范雎提出的策略，秦國與較遠的楚、燕、齊保持友好，加緊侵略鄰近的

韓、趙、魏。 
  
4. 三公九卿 
 秦代中央官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分別掌管政務、軍事及

監察百官；其下設有九卿，負責皇室與政府的不同事務。 
  
5. 無為而治 
 治國方針，施政避免苛刻，減少干擾民生。漢初曾實行無為而治，與民

休息。 
  
6. 獨尊儒術 
 董仲舒提出的建議，確立儒家作為正統思想。 
  
7. 黨錮之禍 
 東漢後期，一些朝臣及太學生批評宦官專權，招致宦官迫害，最終被剝

奪政治權利。 
  
8. 黃巾起事 
 公元 184 年，張角率領太平道發動的起事，為東漢管治帶來沉重打擊，

造成州牧割據的局面。 
  
9. 鑿空 
 形容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連接中原與西域的重要陸上交通，奠定絲綢

之路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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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大搜查  

 
 
 
 
 

   
 
 
 
 
 
 
 
 
 
 
 
  

李斯（約公元前 284 年 - 前 208 年） 

李斯是秦國的丞相，協助秦王嬴政統一天下。

秦朝建立後，成為丞相，輔佐秦始皇。 

霍去病（公元前 140 年 - 前 117 年） 

霍去病是衛皇后和大將軍衛青的外甥，

年輕時跟隨衛青出擊匈奴，以勇敢善戰

見稱，多擔任先鋒。 

瀏覽學科網站，點選「人物生平」，即可探索更多人物的事蹟 
www.aristo.com.hk/chineseHistory/Chis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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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錦囊 

 秦始皇的統治措施 

政治 

中央集權 
> 創立皇帝制度，樹立皇帝無上的權威 
> 設立三公九卿，分掌政務、軍事、監察等 
> 廢除封建，推行郡縣制 

厲行法治 
> 編訂《秦律》，以嚴刑苛法治國 
> 實行連坐法 

經濟 

統一貨幣 
> 統一以黃金作為「上幣」，銅錢作為「下幣」 
> 銅錢又稱為「半両錢」 

統一度量衡 
> 統一度（長度）、量（體積）、衡（重量）的標準 
> 製造標準器範，頒行全國 

文化 

統一文字 
> 李斯將秦國文字簡化為小篆，通行全國 
> 小篆其後簡化為隸書 

焚書坑儒 
> 燒毀民間所藏的諸子百家書籍 
> 在咸陽坑殺批評秦始皇的儒生與方士 

軍事 

修建長城 
> 北伐匈奴，收復河套 
> 修築萬里長城，防範匈奴南下 

開發嶺南 
> 南征百越，在嶺南設置南海、桂林、象三郡 
> 遷徙五十多萬人戍守嶺南 

 
 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文治 

獨尊儒術 
> 採納董仲舒建議，獨尊儒術 
> 確立儒學作為正統思想的地位 

建立士人政府 
> 起用平民出身的士人擔任高官要職 
> 設立太學推行儒家教育 
> 實行察舉制，提拔地方的孝子和廉吏 

武功 

驅逐匈奴 
> 派遣衞青、霍去病等攻打匈奴，逐至漠北 
> 設河西四郡管治新領土 

開拓疆土 > 派兵征服朝鮮、南越、西南夷等邊疆民族地區 

開通西域 
> 派張騫出使西域，配合用兵，建立對西域的控制 
> 開通中外陸上交通，形成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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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漢中葉以後的政局 

戚宦相爭 

> 皇帝年幼即位，外戚乘機專權 

> 皇帝聯同宦官剷除外戚，宦官得以專權 

> 皇帝早逝，幼主即位，又再出現戚宦交替專權的局面 

黨錮之禍 
> 李膺處死宦官黨羽，宦官報復，引發第一次黨錮之禍 

> 竇武、陳蕃謀誅宦官失敗，宦官報復，引發第二次黨錮之禍 

黃巾起事 
> 太平道張角宣稱「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率眾起事 

> 起事失敗，但重創東漢聲威，並導致州牧割據 

州牧割據 

> 董卓入京，廢少帝，立獻帝 

> 袁紹號召州牧討伐董卓，引起州牧混戰 

>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名存實亡 

 
 兩漢通西域 

張騫 

> 第一次出使為與大月氏結盟，無功而還 

> 第二次出使為與烏孫結盟，無功而還 

> 開通了中原與西域的交通，被譽為鑿空 

班超 

> 奉竇固之命出使西域，成功令西域五十多國歸附漢朝 

> 副使甘英出使大秦，無功而還 

> 重開中原與西域交通，增進對中亞及西亞的認識 

 
 
 東漢道教的發展 

太平道 

> 張角創立 

> 以治病傳教 

> 黃巾起事失敗後逐漸式微 

五斗米道 

> 張陵創立 

> 以治病傳教 

> 張陵之孫張魯在漢末以道教管治漢中百姓 

> 發展並流傳至今，例如正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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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習 

選擇題  

1. 誰提出「合縱」的策略？  
 A. 

B. 
C. 
D. 

蘇秦 
范雎 
張儀 
李斯 

 

   
2. 以下哪個有關三公九卿的描述是錯誤的？  

 A. 
B. 
C. 
D. 

官員不可世襲 
九卿負責皇室與政府事務 
三公是丞相、太尉及御史大夫 
丞相負責政務、軍事及監察 

 

   
3. 以下哪個不是設於嶺南的郡？  

 A. 
B. 
C. 
D. 

桂林 
象 
南海 
九原 

 

   
4. 項羽在以下哪個地點自殺？  

 A. 
B. 
C. 
D. 

咸陽 
大澤鄉 
烏江 
鴻溝 

 

   
5. 以下哪個不是五經博士所修研的五經？  

 A. 
B. 
C. 
D. 

《詩經》 
《史記》 
《尚書》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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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漢武帝派誰出使西域？  
 A. 

B. 
C. 
D. 

霍去病 
衞青 
單于 
張騫 

 

   
7. 漢武帝託誰輔助昭帝，開外烕專權的局面？  

 A. 
B. 
C. 
D. 

王政君 
霍去病 
霍光 
王莽 

 

   
8. 竇武在第一次黨錮之禍中替誰求情？  

 A. 
B. 
C. 
D. 

張角 
竇憲 
李膺 
陳蕃 

 

   
9. 漢少帝被誰廢除帝位？  

 A. 
B. 
C. 
D. 

袁紹 
何進 
董卓 
曹丕 

 

   
10. 以下哪位曾出使大秦但不成功？  

 A. 
B. 
C. 
D. 

甘英 
班超 
張騫 
竇固 

 

 

 
 
 
 
 
 
  

 

 

 

 

 



© 2020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52 

問答題  

1. 試簡述秦朝統治措施在政治方面的影響。（6 分） 
  
  
  
  
  
  
  

2. 試簡述漢武帝的武功對國力發展的影響。（4 分） 
  
  
  
  
  

3. 試簡述王莽篡漢的過程。（4 分） 
  
  
  
  
  

4. 試簡述東漢戚宦相爭的循環。（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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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漢末州牧為何能夠建立並擴張勢力？（4 分） 
  
  
  
  
  

6. 張騫出使西域有甚麼歷史意義？（4 分） 
  
  
  
  
  

7. 絲綢之路對西域和外國的生活及文化帶來甚麼改變？（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