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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不能具钧驷”

“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

民生萧条 经济疲敝

陆贾

治国思想：

黄老之学，清静无为

治国政策：

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新朝代首先
遇到的第一个
大问题是帝国
跨地过广，不
能全部由中央
集体管制，于
是采取了一种
“斑马式”的
省级组织 。





    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
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削藩策》

 汉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
先后下诏削楚、赵等诸侯国封地。
吴王、赵王等王联合刘姓宗室诸
侯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叛
乱。在梁国的坚守和周亚夫率领
汉军的攻击下，叛乱平定，史称
“七国之乱”。

为什么会爆发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地
方割据势力与
中央专制皇权
之间矛盾的爆
发。



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政  治

经  济

思  想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

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愿陛下令诸侯得

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

稍弱矣。”                               ——《汉书•主父偃传》

王国
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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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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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初 贫 弱 ， 修 养 生 息 ； 武 帝 强 盛 ， 集 权 统 一 ；
汉 末 衰 落 ， 党 锢 外 戚 ； 光 武 中 兴 ， 难 挽 危 局 ；
两 汉 文 化 ， 惊 天 动 地 ； 中 外 交 流 ， 丝 路 花 雨 。

文化

汉初立国，黄老之学

罢黜百家，独尊儒学

文学艺术，种类繁多

东方技术，引领世界

郡国并行，王国问题

武帝强盛，集权统一

宦官外戚，汉末危局

光武中兴，难阻割据

汉初贫弱，修养生息

武帝治理，严控经济

商业繁荣，丝国美誉

汉室王朝，东方雄踞

政治 经济 对外

北击匈奴，扩大疆域

张骞凿空，丝路花雨

洛阳白马，佛教传入

文化交流，物种繁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