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苦秦”：秦国的暴政和速亡  

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有乡俗，
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是
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
其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
者。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
恶俗，而使之之于为善也。 
 
                  ——《睡虎地秦墓竹简 · 语书》 
 
 

秦朝统一后，要彻底清除各地原有价值体系上
存在的风俗习惯，全面施行秦的法律。 



“天下苦秦”：秦国的暴政和速亡  

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
化存在距离，特别是与楚
“俗”之间存在较大距
离，……由文化差异与冲
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
感，及齐、赵等地人民对
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
导致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 
 
         ——陈苏镇《〈春秋〉与 
“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
研究》  



五、“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楚汉战争（BC206-BC202）与西汉初年的分封 

武涉：“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
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 
 
蒯通：“当今两主之命县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
胜，与楚则楚胜”。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在韩信、彭越等人的要求、甚至是逼迫下，刘
邦分封了七位异姓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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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秦以郡县治东方，用秦吏秦法“经纬天下”，移风“濯
俗”，结果激起东方社会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
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
突。而在刘邦重建帝业的过程中，这种区域文化的差异
与冲突又一次显现出来，且仍以楚、齐、赵三地最为明
显。由此我们看到，在东西文化尚未充分融合、战国时
代的文化布局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刘邦建立汉家帝业，
一方面必须“承秦”，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
尊重东方社会之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
历史对刘邦的苛刻要求，也是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的深
层背景。 
郡国并行的本质可能是东西异制，主要意义则是允许或
默许东方王国不用汉法，从俗而治。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在减除异姓王的同时，推行郡县制受阻，便分封同姓王。 
因功封王——因亲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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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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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全国54个郡，诸侯国占据39
个郡。“籓国大者夸（跨）州兼郡，
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人口：各诸侯国的人口总数，将近
中央直辖地区人口数的一倍。 
 
 
诸侯国内，诸侯王享有很大的自主
权。  
《汉书》卷一下《高帝纪》：“自
置吏，得赋敛 。”  
“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所谓建武关、函谷关、临晋关，大抵为被山东
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诸侯多其力，
因建关而备之。若秦时之备六国也。……所谓
禁游宦诸侯，及无得出马关者，岂不曰诸侯得
众则权益重，其国众车骑则力益多，故明为之
法，无资诸侯。 
                                     ——贾谊《新书 · 益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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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沿承秦制，严厉限制关中与关东地区
的人员往来。秦汉时期在地缘政治意义上，有一
更为强烈的“关中本位政策”，其核心内容是区
别对待关中和关东地区，依托关中，控御关东，
特别是中原地带。 
                                             ——辛德勇《两汉州制新考》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贾谊《治安策》：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
一指之大几如股……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
不能为已。 
 
汉文帝：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 
 
 
晁错《削藩策》：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
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汉景帝：削藩与吴楚 “七国之乱” 。 

削藩与七国之乱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汉初诸侯王：“自置吏，得赋敛。” 
 
汉景帝五年（BC152）诏：“诸侯王不得复治国，
天子为置吏。”  
 
汉武帝：推恩令、左官律、附益法。“诸侯惟得
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王国问题的解决 

在一系列的分化、打击措施下，诸侯惟得衣食
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其中支脉疏远的人，就
和一般富人无异了。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基本
解除。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西汉二百余年，以武帝期
为界，前后之历史状态差
异极大。汉初之六十余年
间，其历史状态具有相当
的独特性，而此种独特性，
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战国末
年以及秦楚汉间历史特征
的延伸。 
后战国时代、马上天下 
                                   
              ——李开元《汉帝国的建 
                              立与刘邦集团》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汉初王国问题  

极而言之，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文化上
结束战国却是在汉代。只是政治的演变往往有明
确的界标，而文化的变迁却没有清晰的标志。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 

刘邦虽已称皇帝，其实仍是项羽式的霸王。此后
出现的刘邦消灭异姓王及文景削弱同姓王的过程，
既是楚汉之争的继续，也是承秦立汉的继续，这
一过程完成之际才是汉家帝业真正建成之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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