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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概覽 

 
  
公元 581 年 

隋朝建立 

開皇之治（頁 189 - 193） 
> 文帝整理戶籍、行均田制、設置倉窖。 

開放的唐代社會 
> 婦女生活較為自由，地位較高。（頁 231 - 237） 
> 玄奘西行求法，促進中印交流。（頁 238 - 245） 
> 海上交通發達，對外交流頻繁。（頁 246 - 253） 

隋的統一（頁 187 - 188） 
> 楊堅建隋朝滅陳，統一天下。 

開鑿運河（頁 195 - 200） 
> 文帝和煬帝開鑿五條運河。 

唐的建國（頁 203 - 204） 
> 李淵建唐，玄武門之變後傳位李世民。 

貞觀之治（頁 205 - 211） 
> 太宗確立制度、用人唯才、對外擴張。 

武后與玄宗（頁 213 - 215） 
> 武則天建立武周。 
> 玄宗締造開元之治。 

安史之亂（頁 217 - 222） 
> 玄宗荒怠、朝政腐敗、兵力失衡、將相不

和，安祿山起兵反唐。 
> 亂事終告平定，但唐朝由盛轉衰。 

唐中葉後的政局與滅亡（頁 224 - 228） 
> 安史之亂後，唐室出現藩鎮割據、宦官專

權、牛李黨爭等管治問題。 
> 唐末民變四起，黃巢起事重挫唐朝國力。 
> 節度使朱溫篡唐建梁。 

公元 618 年 
隋亡， 

唐朝建立 

公元 626 年 
玄武門之變 

公元 690 年 
武則天稱帝 

公元 755 年 
安史之亂 

爆發 

公元 875 年 
黃巢起事 

公元 907 年 
朱溫篡唐 

公元 589 年 
陳亡， 

天下統一 

公元 705 年 
李唐恢復 

統治 

公元 712 年 
玄宗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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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一：隋朝的統一與開皇之治  

（一）隋的統一  

概況 

- 北周靜帝年幼繼位，由外祖父楊堅輔政。 
- 公元 581 年，楊堅迫靜帝禪讓，建國號隋，定都大興，改元開皇。 
- 公元 589 年，隋文帝派兵消滅南方的陳朝，統一全國。 

 
意義 

 結束分裂局面 
‧秦、漢建立的統一帝國瓦解後，中國陷入三百多年的分裂。 
‧隋文帝篡周平陳，迎來隋唐統一的局面。 

 有利國家發展 
‧隋朝統一南北後，有助推動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 
‧南北漢胡的隔閡打破，促進中華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二）開皇之治  

重要措施 

 整理戶籍 
‧大索貌閱：根據樣貌、年齡等核實戶籍資料，增加徵稅對象。 
‧輸籍法：登記各戶的應繳租稅，嚴防逃稅。 
‧作用：增加國家稅收，令財政更為穩健。 

 行均田制 
‧露田：戶主死後歸還朝廷。 
‧永業田：戶主死後由後人繼承。 
‧作用：百姓有田可耕，促進農業生產，增加國家稅收。 

 設置倉窖 
‧官倉：建在黃河下游沿岸，儲糧由租稅調撥。 
‧義倉：設在各地城鄉，儲糧由民間捐納。 
‧作用：官倉供應首都大興所需；義倉賑濟受災荒影響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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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皇年間建設的倉窖分布圖 
 
 
 
 
 
 
 
 
 
 
 
 
 
 
 
影響 

 國家富庶 
‧整理戶籍使課稅戶口大為增加。 
‧均田制照顧百姓生計，發展農業。 
‧奠定隋朝堅實的經濟基礎。 

 發展國力 
‧國家繁榮富庶，有助實行其他重大施政。 
‧例如用兵北方，打擊為患邊疆的突厥。 
‧修築運河及道路，改善交通。 
‧興辦學校，推廣教育。 

 貢獻後世 
‧倉窖儲糧豐富，可供達五十至六十年的國用，唐朝亦受惠。 
‧唐朝沿用並加以改良均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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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二：隋代大運河的開通與作用  

（一）大運河的開通  

背景 

 南北交通阻隔 
‧中國主要河流多由西向東橫流，南北缺乏連貫的水路交通。 

 關中物資短缺 
‧關中糧產供不應求，需要從物產豐富的南方輸入糧食。 
‧若開通貫穿南北的水路交通，有助減省運輸成本，提升效率。 

 統一有利建設 
‧隋朝重建統一局面，能動員進行大型建設，改善交通。 

 

概況 

大運河 開鑿時期 航道 作用 

廣通渠 隋文帝 大興＜＞黃河 方便物資輸入關中地區 

通濟渠 

隋煬帝 

黃河＜＞淮河 

方便煬帝巡遊江南 山陽瀆 淮河＜＞長江 

江南河  長江＜＞錢塘江 

永濟渠 黃河＜＞海河 三征高句麗的補給線 

 
  



© 2020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32 

 隋代大運河略圖（公元 612 年） 
 
 

 
 
 
 
 
 
 
 
 
 
 
 
 
 
 

 
（二）大運河的作用  

 促進南北交流 
‧經濟方面：推動南北農作物互相移植栽種，方便各地物產交易。 
‧社會方面：推動漢人的農耕文化與胡人的遊牧文化互相交融。 

 促進南北統一 
‧北方政令更容易傳達至南方。 
‧南方從經濟上支持北方，鞏固統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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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三：唐的建國與盛世  

（一）唐的建國  
- 隋煬帝奢侈揮霍，賦役沉重，引發民變。 
- 李淵攻佔首都大興，另立恭帝。 
- 公元 618 年，煬帝被部下殺害。李淵自立為帝，改國號唐。 
- 公元 626 年，李世民於玄武門之變殺其兄弟。高祖傳位於李世民，是

為太宗，改元貞觀。 
 

（二）貞觀之治  

內容 

 確立制度 
‧三省制：中書負責草擬詔令；門下負責審核；尚書負責執行。 
‧科舉制：制定明確的考試資格、內容、程序等以招攬人才。 

 用人唯才 
‧只問才幹，不分親疏華夷，如高士廉、杜如晦和魏徵等。 

 擴展版圖 
‧擊敗突厥，解決邊防大患，版圖向北方擴張。 
‧經營西域，被尊為「天可汗」，鞏固對西域的控制。 

 
 

  

皇帝 

中書省 

將皇帝的政令

寫成詔書 

門下省 

審議詔書，若

不同意可發還

中書省重寫 

尚書省 

轄下的部門執

行政令 

六部 

吏 戶 禮 兵 刑 工  三省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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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時的版圖 
 

 
 
 
 
 
 
 
 
 
 
 
 
 
 
 

影響 

 奠定唐朝基礎 
‧社會從隋末唐初的動亂中恢復。 
‧奠定唐朝後來的盛世及二百多年的統治基礎。 

 優良制度傳世 
‧三省制、科舉制等制度提升國家運作的效率及質素。 
‧制度被後世沿用及改良，亦傳至日本、朝鮮半島等地。 

 中國聲威遠播 
‧形成天可汗制度，中國成為亞洲政治秩序中心。 
‧中國人被稱為「唐人」源自強盛的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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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武后施政及開元之治  ［延伸部分］ 

武后施政 

 武后稱帝 
‧高宗多病，委托皇后武則天處理政事。 
‧高宗死後，武后廢中宗和睿宗，並於公元 690 年稱帝，改國號周。 

 施政特色 
‧提拔平民：擴大科舉，招攬平民子弟，但選官太濫，冗官充斥，影

響施政質素。 
‧善用人才：對狄仁傑、上官婉兒等人才委以重任。 
‧重用酷吏：重用周興、來俊臣等，鼓勵告密，迫害異己。 

開元之治 

 玄宗登位 
‧武后晚年李唐重奪政權，中宗與睿宗先後復位。 
‧睿宗讓位李隆基，是為玄宗，年號開元。 

 開元治績 

撥亂反正 
- 裁減冗官 
- 提倡節儉，減省宮廷開支和禁用珠寶錦繡等奢侈品 

任賢納諫 
- 重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等賢臣 
- 朝臣敢於直諫，使政治清明 

重視地方 
- 京官與地方官互調，了解政情 
- 分全國為十五道，並設置採訪使考察政績 

發展經濟 
- 清查逃户 
- 裁汰僧尼，沒收寺院多佔的土地 

改革兵制 
- 招募十二萬彍騎，守衛京師 
- 在邊疆重地設十大兵鎮，加強防衛能力 

推廣文教 
- 設立集賢院，收藏典籍 
- 提倡詩歌、音樂等文藝創作 

 治世影響 
‧國家繁榮安定，聲威遠播，是唐朝最強盛的時代。 

 
  



© 2020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36 

課題四：安史之亂與唐的衰亡  

（一）安史之亂的始末  

背景 

 玄宗荒怠 
‧玄宗在位後期逐漸疏於政事，沉迷與楊貴妃享樂。 

 朝政腐敗 
‧李林甫及楊國忠先後掌權，結黨營私，陷害忠良，敗壞朝政。 

 兵力失衡 
‧節度使手握地方行政、軍事與財政大權，形成內輕外重的局面。 
‧玄宗起用胡人為節度使，增加兵鎮對中央的威脅。 

 將相不和 
‧安祿山身兼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受楊國忠妒忌。 
‧楊國忠屢進讒言，安祿山先發制人，起兵叛唐。 

 
 開元時的十大兵鎮（約公元 741 年） 
 

 
 
  安祿山控制平盧、范陽、河東

三鎮，手握 18 餘萬兵力，多於

長安的 12 萬彍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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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范陽起兵 
‧公元 755 年，安祿山在范陽起兵，攻陷洛陽。 
‧安祿山自立為帝，國號大燕，後派兵攻破潼關，直迫長安。 

 玄宗入蜀 
‧唐玄宗等逃往成都，發生馬嵬驛之變，楊國忠、楊貴妃死。 
‧太子李亨北上靈武，被擁立為帝，是為肅宗。 

 唐軍反攻 
‧肅宗向回紇借兵，並派李光弼、郭子儀等率軍反攻。 
‧安祿山被兒子安慶緒殺害，唐軍收復長安和洛陽。 
‧史思明殺死安慶緒，率軍再次攻佔洛陽。 

 亂事平定 
‧史思明被兒子史朝義殺害。 
‧代宗即位後再向回紇借兵，收復洛陽。 
‧公元 763 年，史朝義兵敗自殺，安史之亂結束。 

 
 安史之亂形勢圖（約公元 755 - 763 年） 
 

 
  

1 安祿山從范陽起兵，攻陷洛陽與長安，唐玄宗逃亡。 

2 馬嵬驛之變後，玄宗南下，李亨北上後稱帝。 

3 唐軍收復長安，與叛軍反覆爭奪洛陽。 

4 唐軍收復洛陽，史朝義退回范陽，中途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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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藩鎮割據 
‧唐室封安史降將及平亂功臣為藩鎮的節度使。 
‧節度使手握地方大權，漸形成藩鎮割據的局面。 

 宦官專權 
‧宦官李輔國在安史之亂期間擁立唐肅宗有功，備受重用。 
‧宦官自此參預政事及掌握禁軍，得以專權亂政。 

 邊患嚴重 
‧回紇藉口平亂有功，苛索財物。 
‧契丹、吐蕃、南詔等邊族乘唐朝抽調邊兵，紛紛入侵。 

 重心南移 
‧黃河流域一帶受到嚴重破壞，長江流域未受波及。 
‧百姓移居南方，南方成為唐室財政基地。 
‧南方發展迅速，中國經濟及文化重心逐漸轉移至南方長江流域。 

 
 
  

10 

8 

6 

4 

2 

戶數 
(百萬) 

唐太宗 
貞觀十三年 

(公元 639 年) 

唐玄宗 
天寶十四年 

(公元 754 年) 

唐代宗 
廣德二年 

(公元 764 年) 

時間 

3.04 

8.91 

2.93 
24.2% 

75.8% 

45.1% 
54.9% 

70.6% 

29.4% 

100% 

80% 

60% 

40% 

20% 

戶數 
(佔全國百分比) 

隋煬帝 
大業年間 

唐玄宗 
天寶年間 

唐憲宗 
元和年間 

時間 

安史之亂前後戶數變化 安史之亂前後南北戶數分布變化 

南方戶數 

北方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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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中葉後的政局  

 藩鎮割據 
‧藩鎮遍布全國，部分節度使服從唐室。 
‧部分節度使擁兵自重，割據一方，或互相兼併，或聯手反抗中央。 
‧唐室採取姑息政策，任由節度使割據一方。 

 
 唐中後期的藩鎮分布（公元 820 年） 
 

 
  

最為專橫的河北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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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專權 
‧宦官李輔國擁立唐肅宗有功，開啟宦官專權的局面。 
‧宦官掌握軍政大權，敗壞朝政，勾結藩鎮，控制皇帝的生殺廢立。 

肅宗 宦官李輔國殺害皇后，本已患病的肅宗大受驚嚇，不久去世。 

順宗 試圖通過改革抑制宦官勢力，但在宦官俱文珍威迫下退位。 

憲宗 經常毆打宦官，有傳因此被宦官陳弘志與王守澄毒死。 

敬宗 經常毆打宦官，因而被宦官劉克明殺死。 

文宗 與朝臣密謀剷除宦官，事敗被宦官軟禁，鬱鬱而終。 

 

 牛李黨爭 
‧牛黨以牛僧孺及李宗閔為首，李黨以李德裕為首。 
‧兩黨互相排擠，不惜勾結宦官，令朝政更加黑暗腐敗。 

 

 

 
 
  

以牛僧孺、 
李宗閔為首 

寒門 
出身 

政治上 
依附宦官 

主張安撫 
藩鎮及邊族 牛黨 

以李德裕 
為首 

世族 
出身 

政治上 
依附宦官 

主張鎮壓 
藩鎮及邊族 

李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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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民變 
‧公元 875 年，黃巢在山東起事，攻佔長安，自稱大齊皇帝。 
‧唐室向李克用借兵反攻；大將朱溫投降，黃巢最後兵敗自殺。 
‧江南受到嚴重破壞，唐室經濟命脈重創，元氣大傷。 
‧藩鎮大多不再服從唐室，乘機擴張勢力。 

 
 黃巢起事路線圖（公元 875 - 884 年） 
 

 
 
 
 
 
 
 
 
 
 
 
 
 
 
 
 
 
 
 
 
 
（三）唐的衰亡  

- 朱溫獲封為宣武節度使，實力強大。 
- 昭宗被宦官軟禁，朱溫起兵勤王，盡殺宦官，把持朝政。 
- 朱溫殺昭宗，立哀帝，於公元 907 年迫哀帝讓位，改國號梁，唐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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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五：開放的唐朝社會  ［選擇主題］ 

主題甲  唐代婦女的生活面貌與地位  

（一）背景  

 社會風氣開放 
‧魏晉南北朝民族融合，打破華夷之別的觀念。 
‧唐朝對外交流頻繁，能包容不同文化和價值觀。 

 禮教束縛減少 
‧漢代儒學興起，婦女言行受禮教規範。 
‧魏晉南北朝禮教觀念寬鬆，令女性更加自由和自主。 

（二）生活面貌  

服飾打扮 

 款式豐富 
‧衣着自由，款式多變。 
‧袒露：衣服高腰低領，袒露較多。 
‧胡服：胡風盛行，女士常騎馬，故胡服備受歡迎。 
‧男裝：女穿男裝是當時風尚。 

 注重妝容 
‧髮髻：有四十多款，如半翻髻、雙環望仙髻、圓椎拋等。 
‧畫眉：有粗眉、細長眉、八字眉等多種款式。 
‧花鈿：使用金箔、紙、魚鱗等製成花、葉等圖案，貼在眉間。 
 

 
  

男裝 胡服 典型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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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娛樂 

 男女共處 
‧女性可以隨意外出及自由地與男性接觸與交往。 
‧后妃及宮女等可出席公開場合，與朝臣交往無需避嫌。 
‧民間婦女可出入市集或娛樂場所。 

 動靜皆宜 
‧靜態：彈琴、盪鞦韆、郊遊野餐、圍棋等。 
‧動態：騎馬、狩獵、蹴鞠、拔河、馬球等。 

婚姻 

 追求愛情 
‧世家大族講求門當戶對，平民不受束縛。 
‧婦女能自由結識異性和選擇丈夫，不一定由父母安排婚姻。 

 貞節淡薄 
‧不重視從一而終，不以守節為榮，婦女改嫁或再嫁普遍。 
‧婦女只要理據充分，可以主動提出離婚。 

（三）地位  

政治方面 

 婦女參政普遍 
‧女性政治地位頗高，參政人數及影響力屬歷朝少見。 
‧武則天是中國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上官婉兒被稱為「巾幗宰相」。 

 能夠帶兵征戰 
‧女性可參戰或領軍，巾幗不讓鬚眉。 
‧平陽昭公主帶領娘子軍攻城掠地；李謹行的妻子劉氏代夫守城。 

社會與文化方面 

 家庭角色重要 
‧已婚婦女掌管一家的財政，在家務上有較大的參與權。 
‧子女以與父親相同的儀式規格祭拜母親，反映女性地位重要。 

 教育備受重視 
‧婦女可學習文史書算等知識，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學修養。 
‧唐代四大女詩人李季蘭、劉采春、魚玄機與薛濤才華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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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乙  玄奘西行與中印文化交流  

（一）玄奘西行  

背景 

 漢譯佛經 
‧安世高、鳩摩羅什等外國僧人來華譯經，推動佛教發展。 

 西行求法 
‧譯經困難，水準參差。 
‧朱士行、法顯、智嚴等西行求取原文佛經，成為模範。 

西行的經過 

 緣起 
‧玄奘見教派主張各異、佛經內容混淆，決心往天竺搜集原文佛經。 

 過程 
‧公元 627 年，玄奘從長安出發，經過西域，翻越天山與蔥嶺南下。 
‧玄奘經中亞入南亞，於公元 631 年抵達摩揭陀國的那爛陀寺。 
‧玄奘師從戒賢，精研佛理，獲得三藏法師稱號，並遊歷天竺各地。 
‧公元 643 年，玄奘啟程，兩年後回到長安，此後專注譯經。 

 
 
 

  

 玄奘西行路線圖（公元 627 - 64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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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行對中印文化交流的作用  

 宗教方面 
‧創立法相宗，盛行一時。 
‧翻譯了超過七十部梵文佛經，豐富中國的佛學。 
‧把佛經由中文譯回梵文，《大乘起信論》再次在印度流傳。 

 地理方面 
‧《大唐西域記》記錄西行所經各國的風土人情和各種知識。 
‧填補古印度史的空白，有助研究印度史地。 

 學術方面 
‧因明學引入中國，有助中國邏輯學的發展。 
‧《道德經》翻譯成梵文，讓道家學說傳播至印度。 

 藝術方面 
‧印度的美學、藝術技巧等傳入中國，為佛像藝術注入新元素。 
‧唐軍樂《秦王破陣樂》傳至印度，提高印度對中國歌舞的認識。 

  



© 2020 雅集出版社有限公司   46 

主題丙  唐代的對外交通和關係  

（一）海上貿易與交通  

背景 

- 商旅經常前來唐朝，推動海上貿易和交通發展。 
- 安史之亂後唐朝經濟倚重江南對外貿易，積極發展海上貿易和交通。 

概況 

 設市舶使 
‧貿易對象包括日本、新羅、訶陵、天竺、波斯、大食等多國。 
‧在廣州設置市舶使管理對外貿易；建造蕃坊讓外國商旅居住。 

 商港興起 
‧沿海城市如廣州、揚州、泉州等成為繁榮的商港。 
‧商港出口陶瓷、銅鐵等，輸入犀角、玳瑁、乳香、樟腦等。 

 海上絲路 
‧唐代的海上交通東可至朝鮮半島、日本；南可至馬來群島，西可至

南亞、西亞及非洲東岸。 
‧海上交通逐漸取代被阻斷的陸上絲路，被譽為海上絲綢之路。 

 
 
 

  

 唐代海上交通路線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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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朝與周邊地區的關係  

日本 

 概況 
‧唐初曾與日本短暫交戰，此後長期維持友好關係。 
‧日本常派遣唐使訪問中國，直至唐末才終止。 

 影響 
‧發展文化：日本吸收和運用唐朝文化，例如發展日本漢字、建造京

都、創立佛教宗派。 
‧大化革新：日本參考唐朝中央集權、均田制等實行大化革新，推動

發展政治與社會。 

朝鮮 

 概況 
‧朝鮮半島於唐初分為新羅、百濟和高句麗三國，向中國進貢。 
‧新羅統一朝鮮半島，繼續臣服唐朝。 

 影響 
‧文教發達：新羅仿效唐朝科舉以考試選官，設國立學校推廣教育。 
‧儒學盛行：儒、道、佛等學說傳入朝鮮半島，儒學後來成為主流思

想，影響至今。 

阿拉伯 

 概況 
‧阿拉伯帝國向外擴張，與唐朝爭奪西域的控制權。 
‧兩國仍維持政治往來，阿拉伯商人常來華經商。 

 影響 
‧宗教傳入：伊斯蘭教在唐代由阿拉伯商人傳入中國，中國人得以認

識伊斯蘭及阿拉伯文化。 
‧科技西傳：怛羅斯戰役後，中國戰俘把造紙術傳入阿拉伯帝國及歐

洲，有助文化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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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屯門鎮的設置  

 隋唐香港概況 
‧隋朝時，香港被納入寶安縣管理。 
‧唐中葉時，香港改由東莞縣管轄。 

 唐朝駐軍屯門 
‧開元時，朝廷設置屯門軍鎮，是「屯兵之門」的意思。 
‧屯門有駐軍及郵驛設施，保護商旅及維持治安。 

 屯門交通地位 
‧屯門是位於珠江口的天然避風港，是北上廣州的必經之處。 
‧外商在屯門等候傳召前往廣州，離開中國時也會在屯門補給。 

‧屯門兼具軍事據點、避風港、補給站等功能，是海上絲路的重要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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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事重溫 

年份 
(公元) 

重要事件 延伸要點 

581 年 楊堅篡奪北周，建立隋朝 
文帝開創開皇之治，社會空前繁榮

富庶 

589 年 隋文帝滅陳 中國結束長年分裂，復歸統一 

605 - 
610 年 

隋煬帝開鑿通濟渠、山陽瀆、永濟

渠及江南河 
大運河促進南北統一及交流 

612 - 
614 年 

煬帝三征高句麗 隋軍傷亡慘重，觸發民變 

618 年 李淵迫恭帝退位，建立唐朝  

626 年 玄武門之變 
李世民登基為唐太宗，開創貞觀之

治，帶領唐朝走向盛世 

690 - 
705 年 

武則天改國號為周  

712 年 唐玄宗即位 玄宗開創開元之治，唐朝達至極盛 

755 年 安史之亂爆發 唐室元氣大傷，盛極而衰 

756 年 唐肅宗即位，尊玄宗為太上皇 肅宗重用李輔國，宦官自此專權 

763 年 安史之亂結束 
唐室廣封節度使，形成藩鎮割據的

局面 

808 - 
849 年 

牛李黨爭 朝臣互相排擠，朝綱混亂 

875 - 
884 年 

黃巢起事 
唐室江南經濟命脈受到重創，無力

維繫統治 

907 年 
朱溫迫哀帝退位，自立為帝，唐朝

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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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複習 

1. 開皇之治 
 隋文帝在開皇年間實行一系列措施，令國家安定富庶，史稱開皇之治。 
  
2. 大索貌閱 
 根據樣貌、年齡等核實戶籍資料，用以清查逃戶。 
  
3. 輸籍法 
 登記各戶的應繳租稅，嚴防逃稅。 
  
4. 均田制 
 朝廷授予田地給百姓耕種，分為露田及永業田。 
  
5. 倉窖 
 隋朝儲存糧食的設施，分為官倉及義倉。 
  
6. 隋代大運河 
 隋代建立的廣通渠、通濟渠、山陽瀆、永濟渠與江南河，形成貫通中國南

北的水路交通。 
  
7. 玄武門之變 
 公元 626 年，李世民在長安城玄武門殺死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是為玄武

門之變，其後獲高祖傳位。 
  
8. 貞觀之治 
 唐太宗貞觀年間勵精圖治，政治清明，經濟復甦，文化興盛，國威遠播，

成為史上著名的盛世。 
  
9. 三省制 
 三省是指中書省、門下省及尚書省，均是中央的行政中樞，分別負責草擬、

審核與執行政令。 
  
10. 科舉制 
 以考試選拔官員的方法，沿自隋朝，唐朝時改良並確立，成為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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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可汗 
 意思是「天下的君主」。唐朝擊敗強大的東突厥後聲威大振，西域諸國因

此歸附唐朝，尊唐朝皇帝為天可汗。 
  
12. 開元之治 
 唐玄宗開元年間糾正前朝亂政，任用賢能，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令唐朝

進入全盛時期，史稱開元之治。 
  
13. 十大兵鎮 
 唐玄宗設於邊疆重地的機構，由節度使統領當地的軍政事務，以加強邊境

的防衛能力。 
  
14. 安史之亂 
 唐玄宗在位時發生的大型動亂。安祿山與史思明起兵叛唐，令北方受到嚴

重破壞，是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15. 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後出現的局面。藩鎮遍布各地，部分節度使不聽中央命令，擁兵

自重，削弱唐室對地方的控制。 
  
16. 牛李黨爭 
 唐中後期的政治事件。憲宗至宣宗四十多年間，朝臣分為以牛僧孺及李宗

閔為首的牛黨，及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互相排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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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大搜查  

  

隋文帝楊堅（公元 541 - 604 年） 

隋朝開國皇帝，統一天下，結束中國多

年分裂局面，並開創以富庶見稱於史的

開皇之治。 

武則天（公元 624 - 705 年） 

唐高宗的皇后，於公元 690 年自立為帝，

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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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皇之治的重要措施 

整理戶籍 
大索貌閱 根據樣貌、年齡等核實戶籍資料 

輸籍法 登記各戶的應繳租稅 

行均田制 

露田 
> 戶主死後歸還朝廷 
> 男丁授田八十畝；婦女授田四十畝 

永業田 
> 戶主死後由後人繼承 
> 男丁授田二十畝；婦女沒有授田 

設置倉窖 

官倉 
> 建於黃河下游沿岸 
> 儲糧由租稅調撥 
> 供應首都大興所需 

義倉 
> 置於各地城鄉 
> 儲糧由民間捐納 
> 天災或饑荒時開倉賑濟百姓 

 
 隋代大運河 

隋文帝 廣通渠 將物資輸入關中地區，供給首都所需 

隋煬帝 

通濟渠 方便煬帝從洛陽出發巡遊江南 

山陽瀆 方便煬帝南下 

永濟渠 三征高句麗的主要補給線 

江南河 方便煬帝巡遊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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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貞觀之治 

確立制度 

三省制 
> 中書省負責草擬 
> 門下省負責審核 
> 尚書省負責執行 

科舉制 
> 沿用隋制，通過考試選拔官員 
> 制定明確的考試資格、內容、程序 

用人唯才 
> 重用人才，不問貴賤親仇 
> 知人善任，房玄齡、杜如晦、魏徵、李靖等各展所長 

擴展版圖 

擊敗突厥 解決邊患，版圖向北方大幅擴張 

經營西域 
> 唐朝皇帝被尊稱為「天可汗」 
> 擊敗吐谷渾等，鞏固對西域的控制 

 
 安史之亂後唐朝政局 

藩鎮割據 
> 藩鎮遍布各地 
> 節度使擁兵自重，部分互相兼併，反抗中央 
> 唐室實力不足，採取姑息政策 

宦官專權 
> 李輔國有擁立之功，開啟宦官專權的局面 
> 宦官掌握禁軍，干預政事 
> 宦官敗壞朝政，勾結藩鎮，控制皇帝生殺廢立 

牛李黨爭 
> 始於唐憲宗，持續四十多年 
> 牛李兩黨出身不同，政見分歧 
> 黨爭淪為意氣之爭，互相排擠 

唐末民變 
> 政治敗壞，賦稅沉重，民變四起 
> 黃巢於山東起事，一度攻陷長安，最後兵敗自殺 
> 唐室經濟受到重創，元氣大傷，藩鎮大多不再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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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婦女的生活面貌與地位 

生活面貌 

服飾打扮 
> 衣着自由多權，有袒露、胡服、男裝等特色 
> 注重妝容，包括髮髻、畫眉、花鈿等 

社交娛樂 
> 男女自由共處，女性不顧忌男女之防 
> 娛樂動靜皆宜，如下圍棋、打馬球等 

婚姻 
> 可主動追求愛情，擁有婚姻自由 
> 貞節觀念淡薄，不重視從一而終 

地位 

政治方面 
> 婦女參政普遍，如武則天、上官婉兒等 
> 能夠帶兵征戰，如平陽昭公主的娘子軍 

社會與 
文化方面 

> 家庭角色重要，對家務有較大參與權 
> 教育備受重視，學習文史書算等知識 

 
 玄奘西行對中印文化交流的影響 

宗教方面 
> 創立法相宗 
> 翻譯《大乘起信論》等佛經，傳揚佛學 

地理方面 著《大唐西域記》，記錄印度史地 

學術方面 
> 因明學引入中國 
> 翻譯《道德經》，道家學說傳播至印度 

藝術方面 
> 引入印度藝術元素 
> 《秦王破陣樂》傳至印度，提升當地對中國歌舞的認識 

 
 唐朝對周邊地區的影響 

日本 
發展文化 發展出日本漢字、建造京都等 

大化革新 參考唐朝的典章制度，推行大化革新 

朝鮮 
文教發達 仿效科舉以考試選官，設置國立學校 

儒學盛行 傳入儒、道、佛等學說，儒學備受重視 

阿拉伯 
宗教傳入 伊斯蘭教傳至中國 

科技西傳 造紙術傳入阿拉伯帝國及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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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練習 

選擇題  

1. 隋文帝採用以下哪措施來清查逃戶？  
 A. 

B. 
C. 
D. 

均田制  
輸籍法 
大索貌閱 
以上皆是 

 

   
2. 以下哪項不是開皇之治的影響？  

 A. 
B. 
C. 
D. 

人口顯著增長 
倉窖儲糧豐裕 
課稅戶口大增 
促成唐朝建立 

 

   
3. 以下哪條運河是隋文帝時開鑿？  

 A. 
B. 
C. 
D. 

廣通渠 
通濟渠 
山陽瀆 
江南河 

 

   
4. 以下哪項有關唐代三省制的描述是錯誤的？  

 A. 
B. 
C. 
D. 

三省是中央行政中樞 
門下省負責審核 
尚書省下設有六部 
中書省負責執行政令 

 

   
5. 唐太宗為何會被邊族尊稱為天可汗？  

 A. 
B. 
C. 
D. 

太宗消滅陳朝，統一天下 
太宗擊敗強大的突厥，聲威遠播 
太宗實行科舉制，選拔各族首領 
太宗修築大運河，開通中國與西域的水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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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以下哪項不是安史之亂發生的背景？  
 A. 

B. 
C. 
D. 

唐玄宗疏於政事 
李林甫及楊國忠不和 
唐朝兵力出現外重內輕的現象 
楊國忠妒忌安祿山得寵 

 

   
7. 以下哪項關於唐末民變的描述是正確的？  

 A. 
B. 
C. 
D. 

黃巢在山東起事 
唐室向李輔國借兵平亂 
降將朱溫獲唐室封為魏博節度使 
促成藩鎮割據和宦官專權的局面 

 

   
8. 以下哪項能反映唐代婦女生活較為自由？  

  
 
 
 

穿着袒露的衣服 
穿着男裝或胡服 
不重視男女之防 
可主動提出離婚 

 

 A. 
B. 
C. 
D. 

 
 
 
以上皆是 

 

   
9. 玄奘哪部著作有助研究古印度的歷史和風土人情？  

 A. 
B. 
C. 
D. 

《西遊記》 
《三國志》 
《大唐西域記》 
《大乘起信論》 

 

   
10. 以下哪項不是唐朝向周邊地區輸出的文化？  

 A. 
B. 
C. 
D. 

漢字 
儒學 
造紙術 
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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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答題  

1. 隋朝為何能夠以富庶見稱於史？試根據隋文帝的施政加以分析。（4 分） 
  
  
  
  
  

2. 隋朝開鑿大運河如何改變中國的水路交通？這對於鞏固統一有甚麼好

處？試加以說明。（4 分） 
  
  
  
  
  

3. 貞觀年間確立的三省制和科舉制為何能被後世沿用？試加以分析。（4 分） 
  
  
  
  
  

4. 安史之亂被視為唐朝由盛而衰的轉捩點，試加以解釋。（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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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代婦女的生活如何體現當時社會的開放性？試從婚姻方面加以說明。（4
分） 

  
  
  
  
  

6. 玄奘為何前往印度求取佛經？這對中國佛教發展有何影響？試加以說

明。（4 分） 
  
  
  
  
  

7. 唐代的廣州、揚州、泉州等為何會成為繁榮的商港？試加以解釋。（4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