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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積極進取 振經濟平定內外

曹植文才世罕有
任性而行失父心

鬆讀中史輕
隔星期五見報

史今昔歷
逢星期五見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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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延敬老師（香港歷史及文化教育協會主席，現職為中學中國歷史科科主任，曾協助出版社編寫不同的中史科教材。）

筆者今次想與大家談談把漢朝國力推向高峰、開啟
盛世的漢武帝。漢武帝劉徹積極進取，一改過往君主
「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對內大興儒學、振興經
濟，對外南征北討，拓展勢力。政策即使多好，如
「無為」可使國家休養生息，但時間長了，自然跟不
上時勢變化，引發各方面的問題，然而，漢武帝針對
當時內憂（地方勢力坐大及社會民生困苦）外患（北
方匈奴侵擾）交迫下，毅然革新政治，崇孔尊儒，也
做出了顯著的成效。漢武帝的施政如何，下文將會一
一解說。
鑒於西漢的政府官員在建國之初，都是由同姓宗
室、異姓功臣及武將所組成，甚少見到文人或學者，
故為削弱他們三者在政府的勢力，避免再如呂氏家族
操控朝政，漢武帝便採用大臣董仲舒的建議，下令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大量任用儒生為官員，終
建成了一個以儒家學者為核心的「士人政府」。漢武
帝大用儒生，當中又如何確保他們的來源及質素呢？
他首先在京師設置太學，再設五經博士以教授五

經，猶如一所大學內的教授講授知識，而學員方面
（專稱「博士弟子員」），則在地方上的郡縣學校選
拔，最優秀的五十人可隨五經博士學習五經，再按考
試成績優次，分配郎中或地方屬吏，使儒家學說變成
入仕途徑，成學術思想的主流。
除此之外，漢武帝也設立察舉制度，命各郡國每年

察舉孝子、廉吏各一，符合儒家道德標準，從中定期
選拔地方人才為官，藉以吸納人才，並開放仕途，這
亦十分有助「士人政府」的建立。
面對地方勢力坐大等內部問題，漢武帝亦重新確立

了中央集權和郡縣制，使地方諸侯不能再威脅中央，
如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此令是一個非常高
明、到位的處理手法，鼓勵諸侯王把自己王國的土地
分給子弟，藉此使王國越分越小，加上施行一連串的
延伸措施，如諸侯國稅收須上繳中央等，以削奪諸侯
的爵位，瓦解其勢力。
另外，為加強監控地方官員和豪強，武帝把全國分

為十三個監察區（稱為「州部」），每州部設刺史一
名，又設「六條問事」，明確規定刺史的監察範圍，
針對豪強恃強凌弱、官員貪污舞弊、執法不公、官員
與豪強互相勾結，以考察地方吏治。因此，漢武帝在
對地方的控制上，是一針見血及絕不手軟，確保社會

安穩，國家才可有安全局面。
西漢建國之初，由於長年採用「無為而治」的方
針，社會環境較為寬鬆及放任，商人勢力也逐漸提
升，但到了漢武帝在位時期，商人勢力日大，利用不
同的手段獲取暴利，造成社會民生困苦。面對此況，
漢武帝便推行「新經濟政策」，壓抑商人，開闢國家
財源。首先，為避免幣制混亂，影響國計民生，以及
杜絕私鑄貨幣，下令由政府統一鑄造「五銖錢」，成
全國唯一合法貨幣，情況如同秦始皇統一貨幣。
其次，由於商人把持鹽鐵業及釀酒業，從中牟取暴

利，大大影響民生及經濟發展，漢武帝亦下令鹽、
鐵、酒由政府專賣，並設專官管理專賣事務，增加國
家收入的同時，也可打擊商人在市場上的力量。
漢武帝針對富商大賈的經濟勢力龐大，也大力徵收

財產稅，頒布算緡令，向商人、高利貸者、手工業者
徵收稅項，再透過告緡令以鼓勵告發瞞稅者，告發者
更可得到違令商人的一半財產作獎勵。上述種種措
施，也能增加國庫收人，達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的效果，意指新經濟政策在不增加一般老百姓的
田賦、丁稅負擔下，卻能令國庫充裕。
最後，面對北方匈奴時常侵擾，和親政策未能發揮

效用的情況下，漢武帝決定以攻代守，主動出擊，以

拓展勢力版圖，維護領土邊境安全，先後派衛青及霍
去病率軍北伐匈奴，驅逐匈奴至漠北，並收復河西走
廊，設置河西四郡，解除其一直以來的威脅。
為了結交盟友共抗匈奴，故派遣了張騫出使西域，
雖未能徹底成功，但也開闢了通往西域的交通，使漢
室聲威遠播。除北伐匈奴之外，漢武帝也積極對外，
先後南平百越、開發西南夷、東征朝鮮、制服西羌，
終使國力推向高峰。

姓名︰魏子琳 年齡︰16
學校︰可立中學(嗇色園主辦) 畫作︰飛躍明天
評語︰構圖不錯，聯想到從病毒中飛躍出來，可見同

學創作時的心思。飛躍中的少女及香港建築物
在比例及視覺上也見得宜。

育菁英
隔星期五見報

藝

武帝大臣崇道法 百家未曾被全禁

讀過秦漢史的人，都應該聽過漢武帝「罷黜百
家、尊崇儒術」的說法。漢武帝劉徹即位於公元前
141年，卒於公元前87年，在位凡54年，佔了整個
西漢王朝四分之一的時間。在其統治的數十年內，
對西漢王朝影響最大，對後世整個中國歷史產生深
遠影響的政策，則莫過於「罷黜百家、尊崇儒
術」。
據史書記載，武帝即位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罷黜百家」。建元元年（前141年）十月，武帝
「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
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漢書．武帝
紀》) 此時身為丞相的衛綰上奏：所舉賢良，或治
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
罷。這就是歷史上稱為「罷黜百家」的序幕。
衛綰提出，馬上獲得武帝批准。衛綰上奏中所舉

的申、商、韓非乃是先秦的法家和以蘇秦、張儀為
代表的縱橫家。這裏雖僅舉出法、縱橫兩家，但實
際上包括除儒家以外的一切學說，尤其是當時統治
集團內盛行的黃老之學，被指為「亂國政」而請罷
之。
武帝、衛綰力主「罷黜百家」，實際是以儒家思

想代替黃老之學。因在先秦諸子學說中，唯有儒家
思想符合於鞏固大一統的需要。在漢初，黃老「無
為而治」的放任環境中，儒學思想開始吸收其他各
家的因素，多方面改變了先秦時代孔、孟的儒學，
更適合西漢政權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
當時有不少朝廷大臣及皇室貴族都傾向儒學。可

是由於掌控朝政實權的武帝祖母竇太后仍堅持「黃
老之學」，因此「罷黜百家」的政策無法真正推
行。直至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后死去後，
「罷黜百家」才得以全面開展，儒學取代了黃老之
學的統治地位。然而，在具體執行上，漢朝政府並
無禁絕百家之學，武帝只是提高儒學地位，將其奉
為官方的統治思想而已，這一直為後世歷代王朝所
沿襲不替。
今天保存了許多史料，顯示武帝「罷黜百家」之

後，各種思想學派並未完全被禁止。事實上，整個
西漢時期，社會上仍流傳着各家各派的學說思想。
就連武帝所倚重和信任的大臣中，多是既知儒術又
熟諳刑法的人，即所謂「文法吏」。這些人更多傾
向於法家思想，如張湯、公孫弘都得到武帝的重
用，先後曾任廷尉和丞相。而他們皆注重運用刑法
來實行統治的，儒學不過是用來作法的輔助和裝飾
而已。
儒家以外的各派學者，不僅可以公開教授、治

學，而且有不少進入宮廷。如武帝時名臣汲黯、鄭
當時、司馬談都是治黃老之學，宗室中也有繼續崇
尚黃老者，如武帝謂之「千里駒」的劉德，即「修
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武帝時治黃老
之術的著名人物還有楊王孫、捷子、曾羽、嬰齊
等。此外，在大臣中治雜學，縱橫術，陰陽學等諸
子百家者，亦不乏其人。所以，武帝提出「罷黜百
家」大力提倡儒學，其目的不過是用一種統一的統
治思想代替軟弱無力的「黃老之學」，以加強王朝
的統治理論。

◆◆羅永生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上星期跟大家分析過曹丕、曹植與甄氏之間的三
角戀可能性，今期繼續說說曹植的故事。大家都知
道曹操最後選了曹丕作為繼承人，但又是否知道為
什麼呢？原來，中學課本中常教的《楊修之死》，
與這一場奪嫡鬥爭也有關係。
先數數曹家子弟，其實原本沒有曹丕、曹植兩兄
弟的事，因為曹操有嫡長子曹昂，可惜曹昂在197
年的作戰中戰死，這才有了之後曹操重新想立繼承
人的事。
根據陳壽《三國志》的記載，曹操本來是喜歡曹
植多一點的，因為曹植十幾歲已經「誦讀詩、論及
辭賦數十萬言」，可謂神童。而大家所熟悉的《銅
雀台賦》也是真有其事，不過跟《三國演義》有很
大分別，什麼「攬二喬於東南兮」也是假的，裴松
之在注《三國志》時有收錄原文，有興趣的各位可
以去查查看。
既有文彩又得父親歡心的曹植，身邊很快就有了
一班朋友幫他出謀獻策，其中一個就是楊修，距離
太子之位只差一步。可惜的是，曹植文人氣太重
了，史載他「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
節」，整天飲得爛醉如泥，令曹操非常生氣，而曹
丕則全力爭奪帝位，「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博
得個好名聲，如果宮廷之中的人全部幫曹丕說好
話，說多幾次，曹操也就信了。
不過，說到曹植真的失寵，就不得不數到司馬門

事件。這一件事，我們只知道是發生在建安二十二
年之後，史書沒有確實記載是在哪一年。事情是這
樣的︰某次曹植乘車途經司馬門時，直接開了司馬
門駛出，惹得曹操大怒，為了此事殺死了公車令，
然後從此不喜歡曹植。

擅闖司馬門 古代屬大罪
開了一道門，就這麼嚴重嗎？事情就是這麼嚴

重，因為古代人對於走哪道門很講究，近似於現在
我們去台灣旅行到寺廟參觀時，要從哪道門進哪道
門出，都是有規矩的，不能從中門直進。而古代的
中門就叫司馬門，因為這道門有司馬（軍官）駐
守，除了皇帝外不准直接從司馬門經過，所以別看
曹植只是闖了一道門，這是很大的罪名。
司馬門事件後，陳壽接着記載的就是楊修之死，

課本那「雞肋暗號」是真的存在，但楊修卻不是因
為這件事而死，而是「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
（修）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
脩。」
楊修之死不是因為他看穿了雞肋，而是因為他加

入了曹植一黨，所以被曹操找了個理由殺掉。楊修
死後，曹植就更為失勢，所以當幾個月後曹操死
時，曹丕就順利繼位，而曹植沒多久就被趕回封
國，然後被貶，如果不是太后還在，曹植搞不好就
被殺死了。
從這些記載中，我們可以發現曹植的天賦才能極
強，也因此獲得曹操的歡心，可是他恃才傲物，結
果差一步就到手的太子之位就這樣飛走了，後天不
努力，天賦再高也沒用。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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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劉徹積極進取，把漢朝國力推向高峰。圖為
漢武帝時代的博山爐。 資料圖片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得獎作品

◆◆資料提供︰

◆漢武帝並沒有完全「罷黜百家」，也有不少各家各派的大臣。圖為出土的西漢時代長信宮燈。 資料圖片

在今年12月，大家可以觀測到雙子座流星雨這個
天文現象。其實一年中有很多流星雨，當中有幾個
流星雨現象最值得關注，其中一個就是雙子座流星
雨，因流星從雙子座散射而出，故名雙子座流星
雨。
雖然名為流星雨，但其流星數量不是像雨一樣

多，以雙子座流星雨為例，預計今年高峰有機會可
見30顆至40顆流星。今次的雙子座流星雨高峰期在
12月14日晚上9時發生，市民可把握入黑時間，即
由8時正開始，望向天上任何方向觀測。
不過有一缺點，當晚11時正，月球會由東邊升
起，天空會被月球照亮。由於觀測流星需要天色夠
黑，所以當晚11點後，觀測條件會變差，預計到時
見到的流星會大打折扣。
所以今次12月14日的雙子座流星雨，天文台推介

的觀測時間為晚上九時至晚上11時，看流星雨最重
要是找足夠黑的地點，不必考究觀測方向，只要望
上頭頂，身處視野廣闊、較開揚的地方就可以。
看流星也不必用望遠鏡，只要用肉眼便可以觀

測，所以看流星，最重要的秘訣就是耐心靜待，只
要有好天氣和地方夠黑，總有機會看到流星劃破天
際。

抬頭望穹蒼 肉眼觀流星
象萬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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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
《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
請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
youtube.com/user/hkweather。）

◆因流星從雙子座散射而出，故名雙子座流星雨。
影片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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