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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武帝时期统治思想的转变

朱 延 惠
(江汉大学 秘书学来

,

湖北 武汉 4 30 0 10 )

「作者简介二朱延惠 ( 1 9 5 8
一

)
,

女
,

河南孟津人
,

江 汉大学秘书学系讲师
.

主要从事中国政 治制度
一

仁, 要
丁
汉

囊臀轰孺
家思想作、

一

西汉
’

王 朝的统治思想
,

并在儒 家
碗

的指导下
,

实施一系歹。

旨在维护皇权 统治
、

加强中央集权
、

建立
“
大一 统

”
帝国的举措

,

由此带来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

盯出现和迅速 , 盛而衰
。

这是历史的必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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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雄才大略
,

为巩固王朝统治
,

他亲 自策问贤

良
,

采纳了董仲舒
“
罢黝百家

,

独尊儒术
”

的建议
,

使

得因秦祸而废的儒家思想得 以彰显
,

并取代汉初黄

老思想成为西汉中期以后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维护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 2 0 0 0 多年的精神支柱
。

汉武帝时

期统治思想的转变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

春秋战国时期分离动荡的局面
,

无疑是百家嚣

杂议论的温床
。

社会各阶层从不同的角度
,

阐述中国

社会应如何发展
,

统治者也选取于 己有利的学说对

内巩 固自己的统治
,

对外支持各自的兼并战争
。

百家

经过兼并战争的洗礼
,

其统治 日益分化
。

秦始皇一统天下后
,

采纳李斯的建议
,

尊崇法

家
,

旨在全面确立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

但是
,

法家思想不善于处理 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
,

过分强

调严刑峻法
,

致使秦二世而亡
。

西汉之初
,

由于经过长期战乱
,

社会经济残破不

堪
, “

自天子不能具钧驯
,

而将相或乘牛车
,

齐民无藏

盖
”
lj[ (卷 30

,

平准书第八 )
,

统治基础薄弱
。

要使社会经

济恢复
,

必须与 民休息
。 “

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
” ,

因

而
,

西汉前期的统治者认为
“

其治要用黄老术
” 。

所谓

黄老学说是从老子学说 中演化出来的
。

它还着重吸

收了法家的思想
,

并部分吸收了儒家的思想
。

西汉前

期的统治者以黄老思想作为其政治指导思想
,

推行

文武并行
,

刑德并用
,

约法省禁
,

严狱缓刑的措施
,

强

调赋役有度
,

节约民力
。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

黄老

思想有其进步作用
。

当恢复社会经济
、

稳定社会秩序

的任务完成后
,

黄老思想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至此
,

其政治弊端 日益凸现
,

最典型的即在于君主无

为而治
,

不利于中央集权
;
地方势力增长

,

渐成尾大

之势
。

武帝继位时
,

皇权 已大大削弱
:

割据势力存在
;

相权增长
;
社会经济恢复后农民所受剥削日益加重

,

与地主的矛盾 已渐增长
。

此时
,

法家及黄老之学 已不

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
。

老子之学主无名无为
,

不利干

政
。

墨家创兼爱
,

尚平等
,

不便于专制
。

而儒学严等

差
,

贵秩序
,

重名分
,

重君权国家一尊威权
,

对君主言

仁政
,

对人民言服从
,

最适于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
。

汉武帝继位之初
,

已反映出他尊崇儒学的倾向
。

建元元年 (公元前 1 40 年 )
,

他下令举贤 良方正直言

极 谏之士
,

垂相缩 奏日
: “

所举 贤 良
,

或 治 申
、

商
、

韩

非
、

苏秦
、

张仪 之言
,

乱 国政
,

请皆罢
” [`〕 (卷 6

,

武帝

纪 )
。

汉武帝奏可
。

汉武帝
“
夙兴以求

,

夜寐以思
” ,

如

何才能使汉帝国
“
椅与伟与

” , “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

洪业休德
’
,l[ 〕 (卷 6

,

武帝纪 )
。

他认为
“

贤良明于古今王

事之礼
” ,

因之
,

让贤 良上书对策
。

就在这时
,

董仲舒

提出
“

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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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
,

具备有可供专制统治利用的内容
:

(一 )天道观念

儒学倡言
“

天
” 。

其所强调的
“

天
” ,

孕含着诸多神

性
。 “
天何言哉 ? 四时行焉

,

百物生焉
。

天何言哉 ! ”
2j[

(阳货第十七 )
, “

天道福善祸淫
’

心〕 (汤浩 )
。

这些均表明
,

有一个主吉凶祸福的人格神在冥冥之中主宰着万事

万物
,

而这就是夭
,

就是上帝
。

天或上帝随心所欲地

预见
、

延迟
、

加速并决定着尘世间的一切事件
,

但又

不能直接行使其意志
,

这就需要假手天子或帝王 以

实现其意志
,

因而有
“

天佑下民
,

作之君
,

作之师
,

惟

其克相上帝
,

宠绥四方
’

心〕 (泰誓上 )
, “

天子作 民父母
,

以为天下王
’

心〕 (洪范 )
。

天子或帝王是天或上帝的威

严在人间的传导者
,

上帝赋予帝王权威
,

委托帝王来

行使它的指挥权
,

并将各种恩惠都集中在帝王一人

身上
,

于是乎帝王的所作所为
,

就是
“

替天行道
” 。

帝

王专制象征着
“

夭下有道
”
21[ (季氏 )

。

帝王
“

替天行道
”
必须有一套政治组织与秩序与

之相适应
。

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
,

而儒学将

协助帝王
“

替天行道
”

的封建官僚体制合理化
、

合法

化
、

系统化和神圣化
。

有道是
: “
一岁之中有四时

,

一

时之中有三长
,

天之节也
。

人生于天
,

而体天之节
,

故

亦有大小厚薄之节
,

人之气也
。

先人因人之气
,

而分

其变
,

以为四选
” 。

所以
“

三公之位
,

圣人之选也
;
三卿

之位
,

君子之选也
;
三大夫之位

,

善人之选也
;
三士之

位
,

正直之选也
。

分人之变
,

以为四选
,

选立三臣
,

如

天之分岁之变
,

以为四时
,

时有三节也
。

天以四时之

选
,

与十二节相和而成岁
,

王以四位之选与十二臣相

砒砺而致极
’
心〕 (官制象天 )

。

夭有春夏秋冬
,

体天之节

有贵贱之分
,

三公
、

三卿
、

三大夫
、

三士如天之所行以

为政
。

地上的封建秩序是天上森严秩序的映象
。

(二 )大一统主张

董仲舒在武帝就如何加强中央集权
,

巩 固封建

统治等治国问题策问中
,

着重提出两个基本观点
。

1
. “ 《春秋 》大一统者

,

天地之常经
,

古今之通谊

也
”
lj[ (卷 56

,

董仲舒传 )
。

所谓
“

大一统
” ,

就是天下共主

为代表的社会伦理在其纲纪礼法中的最高统一性
。

到 了周朝
, “

大一统
”

的历史形式达到了
“

周监于二

代
,

郁郁乎文哉
”
阁 (八情第三 )的高度

。

而董仲舒据

《春秋 》的精神发挥出的适合于汉帝国的
“

明言大义
”

的
“
大一统

” ,

则是要建立一个符合道统的地域广裹
、

民族众多
、

君主专制
、

中央集权的政治社会
,

建立起

秩序化
、

合法化的基础
。

儒学依天命而力主
“

尊王
” ,

因而要由
“
皇天眷命

,

奄有四海
,

为天下君
”

的帝王
,

作为天下最高统治者
,

建立
“

大一统
”
的政治社会

。

封

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正需要这种
“

天无二 日
,

民无二

王
”
sj[ (万章章句上 )的学说支持其统治

。

2
、

要建立
“

大一统
”

的政治社会
,

在统治思想上
,

就应
“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

,

皆绝其道
,

勿使并

进 j,[
,〕 (卷 56

,

董仲舒传 )
。

否则
, “

师异道
,

人异论
,

百家

殊方
,

指意不同
,

是以上无以持一统
,

法制数变
,

下不

知所守
” [`〕(卷 5 6

,

董仲舒传 )
。

(三 )纲常教义

儒家学说认为
,

纲常教义源于
“
天

” , “

道之大原

出于天
” ,

并认 为
“
天道

”

有阴阳两面
,

所以按照
“

天

意
” ,

人间秩序亦需要符合 阴阳之道
:

君为阳
,

臣为

阴
;
父为阳

,

子为阴
;
夫为阳

,

妻为阴
。

而
“

天
”
总是贵

阳而贱阴
,

亲阳而疏阴
, “

是故仁义制度之数
,

尽取之

天
。

天为君而覆露之
,

地为臣而持载之
。

阳为夫而生

之
,

阴为妇而助之
。

春为父而生之
,

夏为子而养之
’
心 〕

(基义 )
。

那么
,

君
、

父
、

夫对臣
、

子
、

妻具有绝对专制权

力
。 “

可求于天
”

的
“
王道之纲

”

即君为臣纲
,

父为子

纲
,

夫为妻纲
,

其中
“
君为臣纲

”

为
“

三纲
”
之纲

。

君臣

关系纯属政治关系
,

而父子
、

夫妇关系则纯属家族关

系
,

纲常教义的精髓却是挖掘出它们之间的政治联

系
。

在儒学看来
,

王道政治的
“

身修而家齐
,

家齐而国

治
,

国治而 天下平
”

中
, “

修
” 、 “

齐
”

的 核心 问题是
“
孝

” 。 “

修身
”
以孝

, “
齐家

”
以孝

,

孝与政治密切相关
,

“
孝乎惟孝

,

友于 兄弟
,

施于有政
,

是亦为政
”
阁 (为政

第二 )
。

孝与忠君密切相关
“
君子之事亲孝

,

故忠可移

于君 ; … … 居家理
,

故治可移于官
”
困 (广扬名章 )

。

纲

常教义的实质就在此
,

一方面是家族政治化
,

另一方

面是国家家族化
。 “
孝

”
乃三纲之基

。

所谓
“
父为子

纲
” ,

实质上是
“
子以孝为纲

” ;
所谓

“
君为臣纲

” ,

实质

上是
“
臣以忠为纲

” 。 “
忠

”

是
“

孝
”

的延伸
、

扩展
。 “

移

孝作忠
”

都是表示
“
父为子纲

” 、 “
父为妻纲

”
的结果

,

无非是要加强
“
君为臣纲

”

的统治作用
。

如是
,

纲常教

义政治的统治功效
,

于无形中渗透进了社会的每一

个细胞
。 “

其为人也孝弟
,

而好犯上者
,

鲜矣
;不好犯

上
,

而好作乱者
,

未之有也
’
,2[ 〕 (学而第一 )

。

这样
,

天下

就因此
“

太平
”
了

。

总之
,

儒学将
“

天
”

神圣化
,

作为一种政治权术
,

是试图赋予
“
天

”
以最高地位

,

从而建立一种
“

天子受

命于天
”

来治理教化广土众民的政治格局
。

由此
,

夭

道观念
、

大一统主张
,

纲常教义成功地融为一体
。

这

正符合西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
。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
“
罢默百家

,

独尊儒术
”

的

建议
,

以儒家思想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
,

并在儒

家思想的指导下
,

实施了一系列 旨在维护皇权统治
,

加强中央集权
,

建立
“

大一统
”
汉帝国的举措

。

受儒学天道观念的影响和启示
,

汉武帝在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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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
,

屡易年号
,

多有祭祀上苍
、

增修封禅之举
。

因见

长星
,

改年号 日元光
;
获白麟

,

因改元曰元符
;
得宝鼎

故
,

因是而曰元鼎
;
时频年苦旱

,

故改元为天汉
,

以祈

甘雨
。

汉武帝祭祀上苍
,

出祥瑞之物之光不绝于史

书
, “

礼首 山
,

昆田出珍物
,

化或为黄金
,

祭后土
,

神光

三烛
”
lj[ (卷 6

,

武帝纪 )
。 “
祭后土地抵

,

见光集于灵坛
,

一夜三烛
”
l[] (卷 6

,

武帝纪 )
。

汉武帝真正感悟到
“

天

道
”

对其统治的重要
,

才会苦心孤诣地经营于此
。

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

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
。

颁布
“

推恩令
” ,

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

外
,

其他诸子都能在王 国范 围内分到 封地
,

作为侯

国
。 “

是藩国始分
,

而子弟毕侯矣
” 。

从此
, “

大国不过

十余城
,

小侯不过数十里
”
川 (卷 1 7

,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

表 )
, “
不行默险

,

藩 国自析
” 。 “

作左官之律
,

设附益之

法
” 。 “

左官律
”

规定
,

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
,

地位低于

中央任命的官吏
,

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
。 “

附益法
”

严

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结 党营私
,

就此达到孤立诸

侯王的 目的
。

利用酌金制度
,

以
“
列侯坐献黄金酣祭

宗庙不如法
’

,l[ 〕 (卷 6
,

武帝纪 )之名
,

夺爵削地者 106

人
,

占当时列侯的半数
。

至此
,

王
、

侯二等封爵制度虽

然还存在
,

但所封王
、

侯只能衣食租税
, “

封土而不治

民
” ,

失去了原有的政治权力
。

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

措施
。

汉武帝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豪强的

办法
,

把他们迁到关中
,

置于中央控制之下
,

做到
“
不

诛而害除
” ; 一方面利用酷吏诛杀地方豪强

。

至此基

本上清除了地方割据势力
,

加强了中央集权
。

汉武帝努力提高皇权
,

加强
“

中朝
” ,

限制皿相权

力
。

汉武帝提拔一批中下级官员
,

作为自己的高级侍

从和助手
,

替他出谋划策
,

发号施令
。

由尚书
、

中书
、

侍中等组成
“

中朝
” ,

九卿通过
“

中朝
”
而不通过承相

直接向皇帝奏事
, “

中朝
”

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
。

以尽

相为首的
“

外朝
” ,

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
。

君

为臣纲开始落实为一种制度保证
。

中朝
、

外朝的划

分
,

是封建政权体制的演变
,

反映了皇帝和垂相在权

力分配上的矛盾和皇权的加强
。

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
,

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察
。

公元前 1 06 年
,

汉武帝将全国划分为 13 州 lj[ (卷 6
,

武

帝纪 )
,

即 13 个监察区
,

有充 州
、

徐州
、

青州
、

扬州
、

荆

州
、

豫州
、

益州
、

蓟州
、

交趾
、

朔方等
,

设刺史
,

以低爵

级官吏监察高爵级官吏
,

所谓
“
秩卑而命之尊

,

官小

而权之重
。 ”
刺史对地方官有弹劫权

,

无处理权
。

公元

前 89 年
,

在都城设司隶校尉
,

纠察京师附近京兆郡
、

冯栩郡
、

扶风郡
、

河东郡
、

河 内郡
、

河南郡
、

弘农郡等

7 郡的官吏
。

由此
,

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

汉武帝加强军事方面的集权
,

直接掌握军权
,

重

大战役直接过问
。

组建 2 支直接维护皇帝的军队
:

侍

从军
、

禁卫军
。

侍从军
,

由郎中令调遣
。

禁卫军
,

守卫

京师
,

由 8 支部队组成
,

分别由八校尉统帅
。

禁卫军

由召募而来
,

开中国募兵制之始
。

强化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 的经济基础
,

加强对全

国财政经济的控制
。

改革币制
,

把铸币权收归中央
,

保证货币的政治权威性
。

汉初
,

中央听任郡国自由铸

钱
。

除盗铸钱令
,

使民放铸
。

诸侯王操持铸 币大权
,

经济实力膨胀
,

富坍天子
,

此为吴楚七国之乱的经济

基础
。

公元前 1 13 年
,

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钱
,

把

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往京师销毁
,

把铸币大权收归中

央
,

成立了专 门的铸币机构
,

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

官
、

辨铜
、

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株钱
, “

罢半两钱
,

行

五株钱
’
,l[ 〕 (卷 6

,

武帝纪 )
。

自此
,

五株钱成为西汉王朝

统一使用的标准货币
。

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

郭咸阳的建议
,

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等重要部门

收归中央
,

由国家垄断经营
。

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

立盐铁专卖署
,

管理煮盐
、

制造铁 器和买卖盐等事

务
。

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
,

在全国实行均

输平准政策
。

所谓均输
,

就是调剂运输
;
平准

、

就是平

衡物价
。

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
,

负责管理
、

调度
、

征发郡国的租税财物
,

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

送
。

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
,

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

师的物资
,

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
,

作为官家资本经营

商业
, “

贵则卖之
,

贱则买之
” ,

以此调剂物价
,

防止富

商大贾从中谋取暴利
。

汉武帝在全国实行算络
、

告缉

制度
。

所谓算绪就是向大商人
、

高利贷者征收财产

税
,

计其绪贯而税之
。

所谓告缉
,

就是对隐瞒财产不

报或 自报财产不实者
,

鼓励知情者揭发
。

凡揭发属

实
,

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
,

并罚戍边一年
, “

告绢者

以其半与之
’

,l[ 〕 (卷 6
,

武帝纪 )
,

另一半国家没收
。

汉 武帝对 人 民广施教化
, “
扶世 导 民

,

莫善 于

德
” ,

令
“
天下孝子顺孙自竭尽以承其亲

” , “

为复子若

孙
,

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

,l[ 〕 (卷 6
,

武帝纪 )
。

要

求 公 卿大夫
,

所使 总方略
, “
壹统类

,

广教化
,

美风

俗
” ,

要使
“

兴廉举孝
,

庶几成风
” 。

对二千石
、

礼官
、

博

士议不举者罪
, “

进贤受上赏
,

蔽贤蒙显戮
” , “
在上位

而不能进贤者退
” , “

不举孝
,

当以不敬论
。

不察廉
,

不

胜任也
,

当免
”
川 (卷 6

,

武帝纪 )
。

基于
“
孝慈则忠

”

的逻

辑
,

汉武帝把举孝廉定为选拔官吏的制度之一
,

扩大

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
。

汉 武帝对周边地 区
, “
择兵振旅

,

躬秉武节
”
1j[

(卷 6
,

武帝纪 )
,

北讨强胡
,

南诛劲越
,

征伐夷蛮
。

此期
,

反击匈奴的战争先后打了十几仗
,

其中带有决定性

的战役有 3 次
,

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设置了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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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

五原郡
、

武威郡
、

酒泉郡
、

张掖郡
、

敦煌郡
。

汉武帝

首在西域设置军事和行政机构
。

在东北设乌桓校尉
,

对乌桓及鲜卑民族进行羁糜管理
。

在
“
东夷为苍海

郡
” 。

汉武帝元鼎年 间
,

破南越
,

设越崔
,

郡
、

沈黎郡
、

汉山郡
、

武都郡
、

南海郡
、

郁林郡
、

苍梧郡
、

合浦郡
、

珠

崖郡 (治所在障都
,

今广东琼 山东南 )
、

檐耳郡 (治所

在今海南岛檐县西北 )
、

交趾
、

九真
、

日南 L̀ 」
。

史称
: “

汉兴五世
,

隆在建元
” 。

汉武帝统治时期

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

前 30 年
,

西汉王朝在西汉前

期几十年恢复发展的基础上
,

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极

盛时期
,

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盛世
;后 24 年

,

是西汉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
。

在儒家思想指导下
,

汉武帝采取的打击地方割

据势力的举措
,

基本上结束了汉初 以来诸侯王割据

的局面
。

实行对地方官吏监察的刺史制度
,

使中央政

权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加强
,

使中央制定的各项政 策

得以切实贯彻实施
。

加强对财政经济的控制力度
,

限

制和打击了诸侯王
、

豪强
、

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
,

增

加了中央政府的财政 收入
,

加强 了中央政权的经济

实力
,

实现了
“

民不益赋
,

而天下 用饶
’

,v[ 〕 (卷 30
,

平准

书 )
。

加强军队建设
,

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
。

至此
,

汉帝国
“

大一统
”
的基础得到巩固

。

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
,

汉武帝对周边进行挞伐
,

北逐匈奴
,

沟通西域
,

破乌桓
,

灭南越
,

保护了封建经

济的发展
,

使周边地 区得到进一步开发
,

巩固并扩大

了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
。

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建立和发展
,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
。

中国的版图东起东海
,

西到新疆库车
,

北 自贝加 尔

湖
,

南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
,

奠定了中国袂涣大国的

地位
,

实现了空前的封建大一统的局面
。

汉武帝的一系列举措可归结为完善集中的封建

等级制度
,

并把封建等级制度作为神圣不可侵犯 的

原则规定下来
。

对于汉武帝来说
,

王朝的兴废
,

一方

面在于他对精神的把握是否牢固
,

运用是否得宜
,

但

根本的是其统治的经济基础是否发生了破绽或动

摇
。

汉武帝统治后期
,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
,

地主阶

级疯狂兼并土地造成农民 日益破产
,

加之汉武帝长

时期的兴师暴众
,

致使阶级矛盾 日益尖锐
,

农民起义

的烽火四处燃烧
。

大汉帝国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
,

迅

速 由繁荣走向衰落
。

这是历史的必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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