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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六：元代的高壓統治     課題七：明代的君主集權政治     (以下內容只供參考) 

 

 

歷史名詞解釋： 
 

1. 里甲制：里甲制是指元朝時控制基層的制度。元政府以二十家為一甲，由蒙古人或喇嘛僧擔任甲長。

甲長負責嚴密監視甲內百姓，並有權支配百姓的衣食物資。 

2. 紅巾起事：紅巾起事是指元朝末年的民變。元末朝廷強徵十五萬人民修治黃河，當時白蓮教領袖 韓

山童、劉福通等人趁機在潁州起事，由於起事者均以紅巾裹頭，所以稱為「紅巾起事」。 

3. 錦衣衛：原是皇帝的侍衛親軍，掌管皇帝的出入儀仗。明太祖為加強專制統治，掌握臣民言行， 特

令他們兼管巡察緝捕，大興刑獄。 

4. 靖難之變：燕王朱棣不滿惠帝削藩，遂先發制人。公元 1399 年，燕王以「清君側，靖內難」為 名

起兵南下，經過三年交戰，終於攻破應天府，惠帝不知所終，史稱「靖難之變」。 

5. 東廠：成祖加強監察百官，更增設特務機構「東廠」，由宦官掌管，權力比錦衣衛更大。由於組織

辦事地點設在東安門，故稱「東廠」。 

6. 土木之變：明英宗年間，瓦剌入侵，王振為了建立功勳，慫恿英宗御駕親征。結果明軍大敗於土木

堡，英宗被俘，史稱「土木之變」。 

7. 東林黨：明神宗時朝政混亂，大臣顧憲成被罷免，返回家鄉無錫後，與弟顧允成、高攀龍等在東林

書院講學議政，抨擊朝政，得到朝野很多正直人士互相和應，時稱「東林黨」。 

8. 滿洲：滿洲舊稱為女真族。明朝末年，努爾哈赤統一女真族，建立後金，其子皇太極繼位後，更改

族名為滿洲。 

9. 倭寇：倭寇是指由日本浪人、武士、走私商人組成的海盜群，他們勾結一些中國流氓，侵優中國的

東南沿海，到處搶掠殺戮。 

10. 西域：在漢朝是指甘肅玉門關和陽關以西地區，即現今新疆及以西地區。 

11. 大月氏：為原居於今甘肅敦煌一帶的古部族，因為常受匈奴和烏孫的脅迫而往西遷。後其首領更被

匈奴所殺，大月氏因此常思報復。 

 

問答： 
 

1. 元朝蒙古人在政治和軍事方面比被統治階層享有優勢，何以見得？  

答：蒙古人屬於統治階層，因此在政治和軍事方面均享有優勢。在政治方面，蒙古人擔任中央

及 地方政府的重要官職；科舉考試中列為右榜，考試內容較漢人和南人的容易，取錄機會及授

官品 級也較他們高。軍事方面，蒙古人掌控中央軍事機構職務，全國各地、京城及軍事要衝也

由他們 駐守。相反，漢人既不能出任重要官職，所組成的軍隊也只能駐守在江淮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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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元朝的經濟問題與其覆亡有何關係？試說明之。  

答：元朝時，大量漢人土地被蒙古人、寺院僧侶或地方豪強所兼併，流民逐漸增加。此外，蒙

古皇室及貴族生活奢華，又長期對外用兵，造成國庫空虛。元政府又任用斂財的官員，增加賦

稅， 搜括民財。加上元朝末年，朝廷濫發紙幣，造成物價飛漲，令全國經濟崩潰。蒙古人對漢

人的經 濟掠奪，以及不當的經濟政策，加深民怨，促成大規模民變的爆發。 

3. 蒙古人以武力立國和開拓疆土，為何最終無力平定元朝末年的民變？  

答：蒙古人本來勇猛善戰，但入主中原後，漸漸耽於逸樂，喪失了強壯耐勞、尚武剛毅的精神， 

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當元朝末年民變迭起，蒙古軍隊已無力平定，元朝遂告滅亡。 

4. 明太祖有哪些總纜國家軍權的措施？  

答：明太祖將訓練軍隊的權力交由五軍都督府負責，但將調兵權歸由兵部掌管。當有戰事發生時， 

由君主臨時命將領領兵出戰。戰事結束後，將領歸回原職，軍隊就回到原地。這些措施可以令

將 不專兵，君主也就得以緊握軍權。 

5. 明成祖有哪些加強君主集權的措施？試從削藩及設立內閣兩方面說明之。 

答：削藩方面，明成祖深知藩王對皇權的威脅，因此積極削藩，解除藩王的兵權，削弱其實力。 

他又把北方諸王遷到南方，解除明初藩王的威脅。至於設立內閣方面，明成祖置內閣大學士協

助 處理政務，但大學士只能按君主的旨意辦事，一切軍政大事仍由君主裁決，令皇權更為集中。 

6. 明初君主集權政策如何導致宦官弄權的局面？  

答：明太祖廢除丞相而嚴令子孫不能重設，使全國政務都由皇帝直接裁決，但宣宗以後的皇帝大

多昏庸，不理政務，經常讓宦官代為批示奏章，使宦官得以竊取權力，為禍朝政。另外，明成祖

自設立內閣後，多由宦官負責皇帝與內閣之間的文書往來，讓他們有擅政的機會。 

 

7. 唐、明兩代皆有宦官為禍。唐代宦官在權力來源方面與明代宦官有何不同？  

答：唐代宦官主要通過控制禁軍來掌權。安史之亂中，宦官李輔國因擁立肅宗有功，受命掌管禁

軍，得以控制軍政大權，由此開啟了宦官擅政的局面。明代宦官的權力來源主要是通過代替皇帝

批示奏章而干政。明宣宗以後的皇帝大多昏庸，不理政事，宦官便以己意批寫詔書，藉此干預朝

政，專政局面逐漸形成。 

 

8. 試述明代東林黨爭對當時朝政的影響。  

答：明熹宗時，非東林黨人與宦官魏忠賢勾結，捕殺大批東林黨人，又拆毀全國書院，不少忠良

被罷免及殺害。雖然思宗繼位後罷黜魏忠賢及其黨羽，但仍未能平息黨爭。在黨爭期間，朝政混

亂，更禍及邊防將帥，以致武備廢弛，東北邊境的女真族趁機坐大，終導致明朝滅亡。  

 

9. 明末為何爆發大規模民變？  

答：明中期以後，君主大多昏庸，宦官當權，朝政腐敗。此外，土地兼併嚴重，使大量農民淪為

流民。朝廷長期對外用兵，為應付軍費開支而徵收重稅，又扣減軍餉及裁減驛卒，令百姓及士卒

大為不滿。加上明末天災頻仍，飢民無以為生，民怨日深，終於激起大規模的民變。  

 

10. 絲綢之路的開通有甚麼歷史意義？  

答：絲綢之路是中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國的絲綢、漆器等物產，以及鑄鐵、

鑿井等技術相繼西傳；而西方的物產如葡萄、石榴、胡桃、香料、毛織品等，以及藝術、宗教、

音樂等文化也經此路傳入中國。絲綢之路連接東西方，促進中外文明在各領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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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等 蒙古人 

第二等 色目人 

 

第三等 漢人 

第四等 南人 

 

筆記： 
 

第一節  元朝的統治政策  

 

蒙古人的三次西征與四大汗國的建立 (見 元代疆域及四大汗國位置圖) 

○1 公元 1219 年 – 1223 年   成吉思汗   察合台汗國、窩闊台汗國 

○2 公元 1235 年 – 1242 年   拔都   欽察汗國（金帳汗國） 

○3 公元 1253 年 – 1260 年   旭烈兀   伊兒汗國 



宗藩關係 

宗：宗王 

藩：附屬 
 

元朝的中央集權制度 

中央：○1 中書省（行政）— 六部（户部） 

○2 樞密院（軍事） 

○3 御史台（監察） 
 
 

地方：○1 行中書省 / 行省—路—州—縣 

○2 腹裡：大都、河北、山東、山西  (直接由中書省管理) 
 
 

民族分化政策  
 

 

}右榜 

 

 

}左榜
 

 
 

考試內容 

右榜        左榜 
 

經問 經問 

策論 策論 

 古賦 

  

易 難 

 
 
授官品級 

高 低 

 
取錄機會 

高 低 

 

 
元朝軍事制度 

一、宿衛軍：保衛京師，直屬君主。  

二、鎮戍軍：鎮守全國的軍隊，由樞密院調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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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戍軍可分為四級： 

○1 蒙古軍：由蒙古人組成，元朝軍隊的骨幹。 

○2 探馬赤軍：由蒙古族以外的各個邊疆民族組成。 

○3 漢軍：由中原漢民組成。 

○4 新附軍：由南方新征服的宋人組成。 
 

元朝對基層百姓的經濟掠奪 

1. 圈佔土地 

2. 強徵苛稅、雜稅 

3. 官員貪腐 

4. 濫發紙幣 
 

-  元世祖時曾頒行“中統元寶交鈔”和“至元寶鈔”。 

-  元順帝時，為解決龐大開支，故以至正交鈔取代，並大量發行，使民生困苦。 
 

 

第二節  元朝的滅亡  

 

黃巾起事和紅巾起事比較表 
 東漢黃巾起事 元朝紅巾起事 

依附宗教 道教 白蓮教 

 

起事口號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起事領袖 張角 劉福通、韓山童 

 

起事結果 最後被鎮壓，但間接導致洲牧割據局面 

的出現，致令東漢名存實亡。 

最後被鎮壓，但導致元朝元氣大傷，走 

向覆亡。 

元朝速亡的原因 

政治：   -皇位繼承的政變頻繁 

-民族分化政策 

經濟：   - 國庫空虛 

- 貪污風氣盛行刮稅課 

- 濫發紙幣 

軍事：   軍隊驕奢安逸，作戰能力嚴重下降 

文化：   輕視漢族文化，允許其他宗教傳播。 

 

元代君主在位時間統計表 
 

君主 在位時間 君主 在位時間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24 年 

13 年 

4 年 

9 年 

3 年 

5 年 

天順帝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宗 

數月 

數月 

5 年 

數月 

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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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 

定期賞賜  

宗教耗費  

宮廷揮霍 

軍費負擔 
 

元朝對後世的影響 

1. 促進民族融合，孕育出新的民族 — 回族 

2. 設置行省，初步奠定後代省區的規模 

3. 中外交流頻繁 
 
 

陸路   驛站 

海路   市舶司 
 

 

馬可波羅 – 東方見聞錄(馬可波羅遊記) 
 
第一節 明代君主集權政治的形成 

 
個人簡歷 

 

個 

人 

訊 

息 

姓名 朱元璋 性別 男 民族 漢族 

本名 朱重八 血型 ? 籍貫 安徽藩州 

學歷 無文憑，後曾自學 

職位 皇帝 

 
 

實 

踐 

經 

驗 

1328 年 – 1344 年 放牛 

1344 年 – 1347 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去討飯 

1347 年 – 1352 年 做和尚，主要工作是去敲鐘 

1352 年 – 1368 年 造反 

1368 年 – 1398 年 做皇帝 
 

明太祖君主集權的措施： 

一、復行封建，分封藩王 

二、廢除丞相制度，六部分掌朝政(殿閣大學士)  (殿閣顧問) 

三、地方設「三司」： 

1. 承宣布政使司(行政) 

2. 都指揮使司(軍事) 

3. 提刑按察使司(刑法) 

四、中央軍事設五軍都督府與兵部互相牽制  

五、殺戮功臣，苛待朝臣  

六、建立特務機構—錦衣衛 
 

明成祖君主集權的措施： 

一、積極削藩，遷都北京  

二、設立內閣，選拔內閣大學士協助朝政  

三、設立東廠，重用宦官 

  

國庫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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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明代的宦官弄權與東林黨議 

 

宦官弄權 

朝代 東漢 唐朝 

得勢原因 協助皇帝剷除專權外戚，獲得重用 內亂中擁立皇帝有功 

專權表現 貪污斂財，結集黨羽，打壓異己 掌禁軍，操縱皇帝的生殺大權 

造成惡果 導致黨固之禍，民變四起 導致民變和藩鎮篡唐自立 

 

朝代 明朝 

得勢原因 

(1)幫助皇帝奪得帝位 

(2)丞相制度被廢 

(3)皇帝昏庸無能，不理政務 

專權表現 
(1)批示奏章，操縱朝政 

(2)執掌特務機構 

造成惡果 

(1)宦官相繼專權 

(2)東林黨爭 

(3)民變四起 

(4)外族入侵 

 

          (批紅)皇帝 

 

 

 

 

 

 

六部 

明代宦官干政概況表 

在位皇帝 專權宦官 擅政情況 

英宗 王振 
掌管司禮監，有「翁父」之稱，慫恿英宗親征「瓦剌」， 

造成「土木之變」 

景帝 曹吉祥 迎英宗復位，因功獲掌司禮監 

憲宗 汪直 設立「西廠」(西緝事廠)，殘害忠良 

武宗 劉瑾 
增設「內行廠」，又於宮中設「豹房」，並公然代皇帝批閱奏章，

時稱「劉皇帝」 

熹宗 魏忠賢 
有「九千歲」之稱，在朝中結成「閹黨」，建立生祠；利用廠、

衛制度誅除異己 

 

 原因 結果 

東漢 

黨錮之禍 

太學生與朝臣試圖通過議論政治、抨擊

宦官，來挽救朝政 

宦官為求報復，便藉皇帝的權力迫害反

對者，釀成兩次黨錮之禍 

明代 

東林黨爭 

東林黨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議政，抨擊宦

官 

非東林黨人與宦官勾結，令忠良盡去，

女真族趁機崛起 

內閣(票擬)  宦官(批紅)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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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明代的內憂外患與覆亡 

 

明初的外患：1. 明初  瓦剌(北部) 

   2. 明中  倭寇(東南沿海) 

   3. 明末  滿洲(東北) 

愛新覺羅 

 金  族 

 

- 明朝內憂與滅亡 

民變的背景 

1. 天災 

2. 君主昏庸  只顧享樂，不理朝政 

3. 宦官亂政  誅殺異己，搜刮民財 

4. 國庫空虛  增收賦棁  百姓逃亡，淪為流民 

          拖久軍餉  軍隊譁變，成為判軍 

          裁滅驛卒  士兵失業，淪為盜賊 

 

 

 

「三餉」： 

 

 

 

 

明末民變的爆發 

 

陜西北部 

1. 李自成 (西安)大順政權  「闖王」 

2. 張獻忠 (成都)大西政權 

滿清入關 

 

 第一節 漢唐的中外陸路交通 

 

 

 

 

 

 

 

 

 

 

1877 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首次在他的《中國》一書中使用絲綢之路(The Silk Road)這個概念，

用以描述從中國到中亞兩河流域和印度之間的交通。 

北路：出玉門關後沿天山南側西行 

南路：出陽關後沿崑崙山北側西行 

 

醞

讓

民

變

的

爆

發 

1. 遼餉          應付後金戰事 

2. 剿餉     平定國內亂事 

3. 練餉     應付軍隊開支 

思宗

一

一

十 

漢

代 

西漢武帝時  張騫出使西域  目的：解除匈奴威脅 目的地：○1 大月氏 ○2 烏孫 

 成就： ○1  奠定了後世開通絲綢之路的基礎 

       ○2  暸解西域情況 

       ○3  西域諸國與漢建立邦交 

東漢明帝時  班超出使西域  目的：恢復對西域的聯繫  目的地：鄯善、于闐、

疏著等西域諸國  成就： ○1  使五十多個國家歸附漢 

                         ○2  中西交通路線再次復行 

                         ○3  開闢了通往西亞的交通路線 

神宗

一

一

十 

思宗

一

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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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褘) 玄奘西行 

三藏法師：指精通佛學的經(記載佛教要義)、律(記錄教團規定的典典籍)、論(解說佛經要義的典籍)

三藏全部經典的大師。玄奘別名唐三藏亦由此而來。 

 

絲綢之路的成果 

玄奘在天竺四處遊學並在那爛陀寺學習佛法，成為「三藏法師」。 

 

玄奘西行成就 

1. 加強中印關係 

2. 推動佛教傳播 

3. 捉進中印文化交流  繪畫、雕刻 

 

玄奘著《大唐西域記》詳載自高昌以西、中亞、印度諸國風俗信仰及歷史傳說，直到今天還是研究中

世紀中亞和印度地理歷史的有用資料。 

(《隋唐五代史綱要》) 

 

習作填充： 

1. 元代以行中書省為地方最高的行政區。中央政府設有中書省負責行政事務，設樞密院負責軍事。 

2. 元朝政府內的重要官職都是由蒙古人和色目人擔任。漢人只可以擔任次要官職，南人亦只能出任

下級小吏。 

3. 元朝時重要的軍事要衝和京城，由蒙古或其他少數民族軍隊駐守。漢人組成的軍隊只能駐守江淮

以南地區，而且被禁止參與中央軍事機構職務。 

4. 元朝實行里甲制，以二十家為一甲，由蒙古人和喇嘛僧擔任甲長監視甲內的居民。 

5. 蒙古人強佔漢人的農田作為牧場，又以高價租地給漢人。此外，元君主好斂財，除了增加賦稅外，

還將日用必需品收歸專賣。 

6. 元末白蓮教領袖韓山童、劉福通等率眾起事，稱為紅巾軍。各地反元勢力中，以朱元璋的實力最

強。他建立明朝後，派兵攻陷大都，元順帝逃至漠北。 

7. 元末時，黃河多次決堤，又有地震、蝗禍、疫症等災害，終引發大規模的民變。 

8. 元朝的疆域遼闊，政府在全國設有驛站，水路交通亦十分便利，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如中國的火

炮、紙幣，印刷、航海等技術便藉此傳至歐洲。 

9. 明太祖立國後分封子孫為藩王，以拱衛皇室和監督地方，並藉此防範蒙古。這些藩王可自置官僚

和軍隊，也有舉兵討伐逆臣的權力。 

10.明代廢相後，朝政由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各部的尚書為最高長官，直接對皇帝負

責。地方則設立互不統屬的三司，分掌地方的行政、軍事和司法，直接聽命於朝廷。 

11.明成祖置內閣大學士協助處理政務，但軍政大事仍由君主裁決，大學士只能按其旨意行事，令皇

權更為集中。 

12.明成祖因為宦官的幫助而得位，故此重用他們，並經常派其出使、出征、監軍和鎮守地方。 

13.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是要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第二次出使是為了聯合烏孫等國共抗匈奴。張騫

開拓了聯繫中原和西域的通道，被稱為是鑿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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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東漢明帝時，竇固派班超出使西域。班超留守西域三十年，多次抗擊匈奴，保障了東西陸路交通

的暢通。 

15.中西貿易的通道又被稱為絲綢之路。這條通道以長安為起點，沿河西走廊西行至敦煌後分為南、

北路，途經多個國家。絲路向南可抵今日的印度，向西至現今伊朗、伊位克、意大利半島等。 

16.唐朝時，僧人玄奘在當時佛學最高學府那爛陀寺跟隨名僧學習佛法，成為精通佛學的三藏法師。

回國後他的弟子根據其親述見聞，完成大唐西域記一書。 

 

地圖： 

元代疆域及四大汗國位置圖 

 
讀圖小助手：蒙古帝國疆域空前遼闊，東起朝鮮，西至地中海，北到西伯利亞，南抵南海及印度洋。

元朝皇帝僅直接管轄元朝本部，四大汗國奉其為宗主，保持着宗藩關係。其中窩闊台汗國於十四世紀

初滅嬜，其領地部分歸屬元朝，部分被察合台汗國兼併。 



明末後金進侵形勢圖 

  

讀圖小助手：後金建國後，努爾哈赤起兵侵明，在薩爾滸之役取得大勝，奪取遼東大片土地。皇太極

繼位後，清兵進佔山海關外，對明朝構成重大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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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絲綢之路路線圖 

 
讀圖小助手：這幅地圖展示了西漢絲綢之路的路線。絲路由西漢首都長安出發，經武威、張掖(音液)、

酒泉及敦煌(即河西四郡)，出陽關或玉門關，循南北兩路可達西亞一帶。 

 

玄奘西行路線圖 

 
讀圖小助手：這幅地圖顯示了玄奘西行取經的路線。圖中的高昌即今新疆吐魯番；碎葉城就在今吉爾

吉斯坦托克馬克附近。當時天竺分為中、北、西、東、南五部分，統稱為五天竺。摩揭陀位於今印度

東部，曾是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爛陀寺位於現今印度哈爾邦的南部。 

 

初二 第三段中史考試範圍 

甲部課題六、課題七、乙部課題二第一節 

1. 詞解、問答紙(1、2) 

2. 測驗卷(1、2) 

3. 習作、筆記、書 

4. 地圖(甲6.4元代疆域及四大汗國位置圖、甲7.20明末後金進侵形勢圖、 

          乙2.7西漢絲綢之路路線圖、乙2.9玄奘西行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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