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备 考 引 领
知识结构 课标内容

①通过了解汉朝削藩、开疆拓土、尊崇儒术等举措，认识统一
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②通过了解汉朝
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起义，认识两汉衰亡的原因。③了解宰相制
度和地方行政层级管理的变化。④了解汉朝官员选拔方式，知
道汉朝官员考核和监察制度。⑤知道两汉法律、礼教并用的统
治手段。⑥了解汉朝户籍制度、基层管理组织。⑦知道汉朝在
社会救济和优抚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⑧了解汉朝货币、信贷
等。⑨了解汉朝的民族政策和边疆管理制度，以及汉朝处理对
外关系的体制。⑩了解古代不同类型商路的开辟

核心概念
黄老无为、汉承秦制、“文景之治”、郡国并行制、“推恩令
”、中外朝制、刺史制度、察举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编
户齐民、尊崇儒术、春秋决狱、屯戍政策、丝绸之路、“光武
中兴”“党锢之祸”、豪强地主和田庄经济



阶 段 特 征

政
治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巩固时期；“汉承秦制”且有创新，汉武帝采取一整套加强
中央集权和巩固大一统的措施。汉初采取郡国并行制，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和建
立刺史监察制度，加强中央集权；西汉设立中朝，东汉将尚书台确立为新的行政中
枢，强化君主专制；确立以察举制为代表的官吏选拔制度，上计制、中央监察体系
和巡视监察制度，加强对官员的管理。两汉也出现一系列不稳定因素，东汉外戚宦
官交替专权、“党锢之祸”、军阀割据，两汉末年均有大规模农民起义

经
济

实行休养生息政策，西汉初“文景之治”和东汉初“光武中兴”；铸币权收归中央，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增加政府收入；铁犁牛耕推广到全国，手工业较发达，
商品经济不断发展；重农抑商政策强化；土地兼并严重，田庄经济和豪强地主势力
发展迅速

民族
稳固边疆，反击匈奴，开拓疆域，设置机构；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畅通；加强
内地同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文化
从汉初尊奉黄老无为思想到汉武帝尊崇儒术，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文化成就突出

对外
打通陆海两个通道，即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物质和文化交流
的重要象征或桥梁，有利于中原与东方、西方、南方往来，外交范围扩展



自主通道

必备知识 自主学习



建立 公元前202年，刘邦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思想 尊奉黄老无为思想

方针 汉承秦制，施政方针有重大调整

政策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措施

将恢复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作为首要任务：

①“兵皆罢归家”，从军者归农。

②号召流亡人口和奴婢回归本土，免为庶人。

③弱末强本，减免田租，十五税一。

④减免徭役及兵役，废除肉刑，减轻刑罚。

⑤提倡节俭，减少财政支出

成效 “文景之治”：恢复经济，社会稳定

考点一　西汉的建立与“文景之治”



【概念】  黄老之学

兴起于战国。“黄”，指黄帝学说，修身养性；“老”，指老子的学说，治国

无为。以道家思想为主，兼采诸家观点。黄老思想是汉初的统治思想，政治主张无

为而治，主要体现在“休养生息”政策。

【理解】 《史记》“汉承秦制，有所损益”

汉承秦制：承袭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括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郡

县制、监察制度、考核制度、赋役制度等。

有所损益：即制度创新，如西汉初采取与民休息政策，部分地方实行分封；减

轻刑罚，约法省禁；汉武帝“罢黜百家，尊崇儒术”。



视角1　汉初基层社会治理

史料　汉初依据秦制重建了三老体系，在“毋烦民，欲为省”的思想下，《汉书·
高帝纪》二年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除此之外

乡官之首的三老作为当地人管理地方治安、解讼理怨、还可向朝廷反映地方官的政绩。

汉初孝廉大多只闻于乡里，没有三老一级的推荐无法闻于州郡。……汉时期许多乡官凭

借自身权势决定乡间事务，三老无法再随意行使权力。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宣传礼仪道

德为本职的三老原本的功能已基本丧失，自此渐渐湮没。

——张智慧《汉代乡官研究》

根据史料，概括汉初设置“三老制”的背景，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老”逐

渐湮没的原因。(4分)

答案：背景：汉承秦制；受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影响；汉初民生凋敝，与民休

息；选拔人才的需要。(任答两点，2分)原因：儒学地位的提高；三老逐渐形成地方

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任答两点，2分)



【解析】陆贾无为胜有为的思想适应了汉初战乱之后百废待兴的背景，即主张

休养生息，A项正确；材料并未涉及法家思想，且德法并用为积极有为的思想，排

除B项；材料体现汉初黄老之学，即道家学说，排除C项；材料并未对西汉初年中

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论述，且“无为而治”属于中央放权，其负面影响是不利于加

强中央集权，排除D项。

1. (2023广东高考)汉初儒家代表人物陆贾的《新语》云：“昔舜治天下也，弹

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

故无为者乃有为也。”陆贾上述思想(　　)

A. 适应了休养生息的政治需要 B. 契合了德法并用的治国理念

C. 为尊崇儒术提供依据 D. 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A



2. (2022江苏高考)汉初，朝廷让功臣和他们的子弟们占据要津，但具体政务依

然委之文吏，把“能书会计”和“颇知律令”规定为文吏的基本技能。由此可知，

汉初(　　)

A. 选官重视品德才能  

B. 将儒学作为主导思想

C. 注重任用专业吏员  

D. 皇权与士族相互依赖

【解析】据材料可知汉初具体政务由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文吏担任，故选C项；

察举制重视品德才能，排除A项；汉初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排除B项；魏晋南

北朝时皇权与士族相互依赖，排除D项。

C



1. 背景分析

理论 60年休养生息，西汉国力强盛——道家不宜
政治 诸侯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王国威胁
社会 土地兼并剧烈，激化社会矛盾——阶级矛盾
外部 匈奴侵扰不断，威胁边疆安全——边疆威胁
时势 武帝雄才大略，顺应时代需要——英雄时势

考点二　西汉的强盛



2. 政治领域：强化中央集权(融入选必1相关内容) 

王国

问题

①汉高祖：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后同姓诸侯王代替异姓王，为地方稳

定埋下隐患。

②汉景帝：晁错削藩政策，引发七国之乱。

③汉武帝：颁布“推恩令”，结合左官律、附益法、酎金夺爵等成功削

弱诸侯势力。

④东汉时：继续削弱诸侯，使其在政治上无治民权，王国的傅与相由皇

帝任命

行政

中枢

①汉武帝：设中朝，中央行政中枢的权力逐渐由外朝丞相转移到皇帝亲

信尚书令手中。

②西汉晚期：中朝尚书的权力逐渐增大。

③东汉刘秀：将尚书台确立为新的行政中枢，三公权力受到削弱



选官
制度

确立察举制，汉朝主要入仕途径：
①方式：先考察后推举，由地方向中央推荐。
②标准：品德和才能，重点考察在乡里的舆论评价和为
官能力。
③分类：A.常科：为岁举，有人数和具体标准，如孝廉、
茂才等；B.特科：有标准无固定时间，如贤良方正、贤
良文学、明经等。
④评价：A.依据：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开儒学取
士的先河。B.积极：为两汉政权选拔大批人才。C.弊端：
容易任人唯亲形成小集团；东汉末年无法推行，豪强地
主控制地方选人权。
⑤提醒：积功为官、征辟制、“公车上书”制、博士弟
子选用等也是两汉选官的重要补充



官员

考核
承袭秦朝“上计制”

监察

制度

中央：建立以御史大夫为首的中央监察体系

地方：建立刺史制度

①职责：依朝廷规定监察法规纠举豪强和郡国守、相两千石官

不法行为(六条问事)。

②特点：刺史秩卑权重。

③创新：开我国分区巡视监察制度之先河

地方

行政

①西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沿袭秦朝郡县二级制，另包括王国、

侯国。

②武帝后，诸侯国权力被削弱，不再威胁中央。

③武帝时，任用酷吏，治理地方，镇压豪强、游侠等不法行为。

④东汉晚期，形成州郡县三级制；形成内轻外重、干弱枝强的

局面



法律建设
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

朝廷发布法律文告，称“令”

户籍制度

①机构：中央丞相主管，地方有专门人员。

②措施：户是政府征派赋役的单位，百姓成为“编户齐民”；

定期进行人口调查。

③变数：东汉末，人口流动加剧，豪强地主与国家争夺人口，

户籍散乱

基层组织 沿袭秦朝的乡里制度

社会治理 沿袭秦朝的什伍组织

社会保障 建立常平仓制度，积谷备仓，调节粮价



【拓展】  郡国并行制的合理性

刘邦在总结秦亡教训基础上建立该制度，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西汉

初诸吕叛乱时，郡县官吏消极观望，齐王刘襄、琅邪王刘泽等刘氏子弟

发兵讨伐，一举诛灭诸吕，维护刘氏统一政权。这表明初期封国制度有

利于稳定政治局势。此外，郡国并行制也有利于汉初的经济恢复。

【概念】  推恩令

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而颁布的一项重要政令。规定：诸侯王死

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子弟也可分割王国的一部分土地成为列

侯，由郡守统辖，地位与县相当。根据这项政令，诸侯国被越分越小，

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



【图解】  中外朝关系



【概念】  编户齐民

是历代中原王朝政府实行的户籍制度，规定凡政府控制的

户口都必须按姓名、年龄、籍贯、身份、相貌、财富情况等项

目一一载入户籍。编户齐民既是行政管理制度，又是赋税制度。

编户齐民具有独立的身份，依据相关规定承担相应的赋税和徭

役。



归纳、汉代官僚体制的特点

布衣将相
是指西汉开国功臣授官将相的，绝大多数“起自布衣”，这些人大都没
有贵族头衔，称之为“布衣将相”。这既是对秦末农民起义结果的承认，
也是削弱贵族势力的必然产物。

重视母族
亲属关系

汉代皇室的母族势力受到了充分的重视，西汉出现了吕后暴政和窦太后
的专权，东汉出现了外戚干政的局面，这些都是母族势力强大的表现。

儒士受到
重用

汉初，重视“黄老之学”，但是，并不排挤儒学。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后，儒士受到了重用，几乎垄断了汉代官僚体系。

地方势力
强大

汉初，王国是中央集权的主要威胁。王国问题解决后，豪强地主逐渐成
为威胁中央集权的主要力量，最终导致了东汉的灭亡和魏晋南北朝的分
裂局面。



3. 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扩大财源
(融入选必2相关内容)

改革币制 铸币权收归中央，汉武帝开始铸造“五铢”铜钱，形制直到唐初

盐铁官营 由政府垄断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包括酒榷

均输平准 国家插手并经营商业贸易，增加收入，平抑物价

重农抑商 抑制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算缗、告缗)

铁犁牛耕 得到推广和普及，成为中国传统农业主要耕作方式

水利工程 秦国都江堰、西汉龙首渠等

纺织工具 使用纺车纺纱，使用提花机织出丝织品

冶炼工具 水排：东汉杜诗利用水力推动皮囊鼓风

灌溉工具 翻车：东汉末出现，三国马钧进行革新

社会契约 涉及财产和人身关系，当事人订立契约



【概念】  均输平准

所谓均输，就是调剂物资运输。令各郡国缴纳土特

产，各地均输官或运往京师，或运往缺乏该项物资的地

区出售。所谓平准，就是平抑物价。由大司农设立平准

官于京师，贱买贵卖，以抑物价。将过去由富商大贾掌

握物资、操纵物价的利权收归朝廷所有。



►史论形成——西汉的主要经济政策
(1)休养生息政策：为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适当限制大地主兼

并土地的现象，使重农政策落到实处，对勤于耕作的农民减免赋
税，实行以农为先、与民休息的政策。促进了汉初社会经济的发
展，也为国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2)重农抑商政策：重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从政治上将

商人打入贱民行列，经济上重征商人“租税以困辱之”，阻碍了
商业的繁荣。

(3)盐铁官营政策：盐铁官营是汉武帝实行的财政政策。盐铁官

营虽然有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但亦不免带有
封建官营事业共有的弊病。



4. 思想领域：董仲舒“罢黜百家，尊崇儒术”

特点
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

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儒学体系

内容

①为适应加强中央集权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尊崇儒术”

的主张。

②为加强君权，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

③为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三纲五常”

举措

举措

思想 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术

政治 起用儒家学者参与国政；设立五经博士

选官
地方政府定期察举孝子、廉吏到中央任官，儒学成为选拔人才主要

标准

教育
儒家五经为官方教科书；中央设立太学；郡县设立地方官学，初步

建立地方教育系统



地位 确立儒学正统地位，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提醒 西汉治理并非纯用儒术，外儒内法，即“霸王道杂之”是其本质特点

影响

政治
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大一统”局面，削弱和打击地方割据势力，

稳定封建秩序

民族
思想统一于儒学，利于中华民族共同心理形成，儒学成为中华民族

独特精神

学术
结束平等竞争局面，对思想有钳制作用；促进文化教育，提高知识

分子地位

法律 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以儒入法，中国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

教育 儒学垄断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系统的国家教育体系

文化 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主流



【概念】  春秋决狱

由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是指两汉儒家学者引用

《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的司法活动，

并形成一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如亲亲相隐原则、纲常

礼教原则、反对株连原则、宽刑宥罪原则等。



5. 开拓疆域和民族关系(融入选必1第11课)

官职 设大鸿胪管理民族事务

北击

匈奴

和亲 西汉初采取的政策

军事 汉武帝4时期，卫青、霍去病三次出击，夺取阴山以南和河西走廊

汉化 东汉初，南匈奴内迁，逐渐汉化

军事 89年，窦宪出击北匈奴，北匈奴西迁

发展

西北

设郡 西汉在河西走廊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合称“河西四郡”

机构 公元前60年，西汉设西域都护府

出使 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西域与中原联系

开发 推行屯戍政策，设置田官，移民屯田

东北 西汉设护乌桓校尉

其他 加强对东南沿海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影响 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得到巩固和加强



6. 对外交往(选必1第11课)

概况 已打通陆海两个通道

陆路
经河西走廊向中西亚延伸。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抵

达波斯湾一带

海路
西汉初步形成东、南两条航线，东线通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南线通向印度

洋

中日 东汉，倭国来朝，光武帝刘秀赐“汉委(倭)奴国王”金印



7. 丝绸之路(选必3第9课)

丝绸

之路

内涵
经由中国西北和中亚连通欧亚大陆的商路，是东西方经济和文化

交流的象征或主要桥梁

条件 中国是世界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国家

畅通
张骞通西域：被称为“凿空”，大大推进丝绸之路的畅通和贸易

繁荣

衰落
唐中期后，受割据、战乱等影响，以及海路联系加强，丝绸之路

重要性下降

草原

丝绸

之路

路线
从漠北草原或南西伯利亚西行，经由咸海、里海以北通往欧洲或

小亚细亚

影响 匈奴、突厥等游牧民族西迁，很多是沿着这条商路进行的

西南

丝绸

之路

路线
从关中平原入蜀至成都平原，沿横断山麓南下，跨越澜沧江、怒

江，向西进入缅甸和印度，再通往中亚、西亚等地

影响 加强古代西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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