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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缗、告缗 
 
 
 
算缗（BC119）、告缗（BC114）
则是汉武帝采取的直接打击大商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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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为到全盛 

打击豪强、游侠 

《史记·酷吏列传》： 
“济南瞷(xián)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
制。” 
 
《史记·主父偃列传》： 
“又说上曰：‘茂陵（武帝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
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销奸猾，
此所谓不诛而害除。’上又从其计。” 
 
 
六条问事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 



从无为到全盛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
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
死生矣，……盖亦有足多者焉。 
《史记·季布列传》：楚人谚曰：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一诺。 
《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汉书·严延年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
避之，莫敢与啎，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 
 
儒代表的是三代特别是西周的政治文化传统，侠代表的
则是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传统，是通行于基层社会的
一种政治价值观及相应的行为准则。 
任侠的精神凝聚着强固而且广泛的人际结合关系。 

打击豪强、游侠 



郭解，……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
藏命作奸剽攻，休乃铸钱掘冢，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
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
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
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
也。……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
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
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
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
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久之，乃
得解。穷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
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
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
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
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                             
                                                                  ——《史记 · 游侠列传》 



从无为到全盛 

打击豪强、游侠 

在旧贵族和诸侯王问题都已基本解决之后，汉朝终于
向游侠宣战了。于是，在武帝的支持和直接干预下，
大批关东豪侠被迁入关中，郭解则“家贫”而被徙，
“无罪”而被诛。武帝这一举动所针对的不仅是郭解，
也不仅是关东豪杰，而是整个东方文化，是与汉朝法
律仍然抵牾不合的关东旧俗。公孙弘说得好，郭解身
为布衣，却按民间的习俗和准则行使官府的权力，这
比亲手杀人危害更大。……自武帝迁徙豪杰、诛杀郭
解之后，关东游侠的活动大大衰落了。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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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能与汉初东西异制的政治格局相适应的政治学
说，只有黄老道家的清静无为之术。……实现
文化统一是当时历史的趋势，也是汉王朝的历
史使命。……在此背景下，黄老道家逐渐退出
历史舞台，儒家学派则起而代之，担负起为汉
政寻找出路的任务。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 
                                                 两汉政治与文化研究》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建元元年（BC140）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卫〕
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
乱国政，请皆罢。”奏可。 
     ——《汉书 · 武帝纪》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董〕仲舒以贤良
对策焉。……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
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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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史记 · 儒林列传》：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
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
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
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
无以复罪，罢之。”  

霍去病墓 
西汉野猪石雕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建元五年（BC136），置五经博士。儒家学说被
尊为惟一的、官方认可的学说。 
 
窦太后崩（BC135），武安君田蚡为丞相，绌黄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
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
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 
 
元光元年（BC134），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以儒学为主要考察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察举

制确立。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阎步克    著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
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
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
成功了。 
                                                                        ——顾颉刚 

罢黜百家之后，“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与秦始皇、李斯
“禁私学”的考量如出一辙。不过其所选择发扬
的思想内容不同：一为刑名，一为儒学；其表现
形式相异：一为暴力镇压，一为利禄诱引。 
                                                                            
                                                                       ——王健文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顾颉刚    著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太子〕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
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
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
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
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
政乎！ 
 
                   ——《汉书 · 元帝纪》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婴 



儒表法里统治思想之确立 
儒家思想至汉代取得正统学派之地位。此人所共知，无待赘述。
然吾人如袭旧说，谓秦灭古学，至汉骤兴，则又与事实不尽相
符。……实则始皇混一之后，即不真行法治，亦未摒弃儒
术。……故始皇之治，兼用法、儒。上背孝公之旧制，下与武
帝相契合。所不同者，始皇以任法为主，列儒术为诸子之一，
武帝尊孔子为宗师，用管商以佐治而已。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 

汉武帝所建立的是与秦帝国非常相似的中央集权的科层制国家，
两者之间唯一的关键性差异在于，秦帝国将其统治权力建立在
纯粹的强制力量的基础之上，而汉武帝统治之下的汉帝国则将
其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于儒家学说以及国家政权与儒士之间的政
治联盟之上。结果，秦帝国在建立十几年之后就迅速崩溃和覆
亡了，而汉帝国存续的时间却长久很多。并且，汉武帝统治时
期形成的这套统治模式在中国历史上一直绵延到1911年辛亥革
命时才寿终正寝。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三、东汉政治与豪强士族 

外戚势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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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 
 

BC48-BC33 
 

许嘉 
 

成帝 
 

BC33—BC7 
 

 

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 

 

哀帝 
 

BC7—BC1 
 

 

傅喜、丁明 

 

平帝 
 

BC1—AD5 
 

王莽 
 

孺子婴 
 

AD6—AD8 
 

王莽 



东汉政治与豪强士族 

东汉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 

和帝 10岁 27岁 

殇帝 百天 2岁 

安帝 10岁 32岁 

少帝 

顺帝 11岁 30岁 

冲帝 2岁 3岁 

质帝 8岁 9岁 

桓帝 13岁 36岁 

灵帝 12岁 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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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政治与豪强士族 

和帝 88 窦太后 窦宪 92 郑众 

殇帝 105 邓太后 邓骘 

安帝 106 邓太后 邓骘 121 李闰、江京 

少帝 125 阎太后 阎显 125 孙程 

顺帝 125 梁后 梁商、梁冀 

冲帝 144 梁太后 梁冀 

质帝 145 梁太后 梁冀 

桓帝 146 梁太后、后 梁冀 159 单超、唐衡 

灵帝 167 窦太后 窦武 168 曹节、王甫 



东汉政治与豪强士族 

东汉外戚、宦官的交替专权 

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
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
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究极满盛，
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
有所亲豫。 
诸梁及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皆弃市。……
其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尉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
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 
 
                               ——《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 



东汉政治与豪强士族 

东汉豪强士族之形成 

豪强士族（世家大族）阶层形成于西汉后期，
东汉以后发展、巩固。 

独尊儒术之后，读书成为利禄之阶。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BC136），开弟子员，设科射策，
劝以官禄，讫于元始（AD1-5），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
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
之路然也。 
                                        ——《汉书 · 儒林传》 
 
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 
                                        ——《汉书 · 韦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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