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邱德承 

中國的唐代可謂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最為璀璨耀眼的一頁，不論在經濟、政

治、文化等各方面皆有凸出的發展。長期以來史家大多認為唐代的興起與衰弱

和此時期的政治制度—三省六部制、經濟制度—均田制、軍事制度—府兵制等

三大制度有著密切的關係。首先，李世民在尚未即位為皇前曾擔任過執行皇帝

政令的尚書令一職，在其登基為皇後，其他大臣不敢居其職，只好將六部職權

拉提而出，因而無心插柳地開創「三省六部制」。三省六部制由於呈現「多相

制」的面貌，使得政令在頒布、執行前得以充分討論，因此就政治上的施政、

制度的完整性都較過去歷朝來得完善、完備。 

在經濟方面，唐代一方面延續前朝均田制的基礎上略為改版，例如將露田

改為口分田、將桑田改為永業田。顧名思義，「口分田」是依戶籍人口多寡給

予可耕地，人死後須歸還官府，而「永業田」則是直接授予百姓人家作為私人

財產傳承子孫。而稅制的部分則是搭配均田制按每戶授田情況課予田「租」，

而當初朝廷贈與人民的永業田，名義上土地所有權已歸人民所有，故不得課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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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而改採向擁有永業田百姓人家徵「調」。而權利與義務是相等的，人民

在享受朝廷授予田地的權利之餘，亦須向官府服勞役，此謂之國家「庸」差。

由此可知，唐代農業經濟基礎「授田制」與稅制「租庸調法」緊密結合在一

起。 

最後，唐代的府兵制則是透過「租庸調法」的基礎，要求人民百姓服役。

從此觀之，唐代的興盛與均田制的「授田」及「稅制」租庸調的完整結合，以

利支應「府兵」的經濟來源，成為統治的黃金三角關係。然而，成也制度、敗

也制度，隨著時間人口的滋長，土地開始出現不足以分配予人民百姓，自然地

稅收不足，而人民也以「土地分配不足」或「未領有授予之土地」拒絕服役，

舊有府兵在長時間服役下，也出現逃兵等各類問題，最終引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後，人民逃難者眾，戶籍資料登記不實的問題浮出水面。緊接

著，戶籍資料登記不實的問題又引發均田制及租庸調稅制難以落實施行的問

題，此一系列問題陷入惡性循環，致使唐代衰亡。 

深受唐代文化影響的古日本國也是如此，飛鳥時代的孝德天皇推行「大化

革新」，將唐朝均田制引入並加以改版，推行「班田收授法」，另外仿效唐朝直

接引用「租庸調法」的稅制進行施政。隨著時間的累進，人口逐步成長，到了

奈良時代亦產生土地不足分配的問題，隨後經濟發展低落，人民生活困頓，國

家也因此逐步衰亡。 

 

 

 



 

 

題組ㄧ 

   請閱讀以下資料，並根據你的歷史知識進行回答：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為患，……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商業

日增。帝亦以物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言：『大

曆年間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

貨幣，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等，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

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場之滯、廣山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物日重而錢日輕

矣。』宰相善其議。」 

1.從魏晉南北朝到唐初，中國實行租庸調，人民繳納穀物、絹布等實物；唐代中 

  期以後，改行兩稅法，要求人民夏、秋兩季依照資產多寡折錢繳納。然而實施 

  未久，卻遇到困難。史書記載許多地方出現「物輕錢重」的現象，官員建議放 

  寬各地以實物繳納稅金，並收購各地滯銷貨物、查緝囤積銅錢，才逐漸解決問 

  題。根據你的歷史知識，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物輕錢重」近似於今人所謂「通貨緊縮」的概念  

（B）出現「物輕錢重」之因，與民間未曾使用貨幣有關 

（C）唐代所以改行兩稅法，係因民間生產物資大量減少 

（D）從這段資料可知，兩稅法規定繳稅只能用實物貨幣 

 答：（A） 

（A）「物輕錢重」係指貨幣價值高，反映貨幣數量稀少 

（B）題幹有提到「大曆年間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 

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可知民間早有使用貨幣習慣 

（C）楊於陵建議以廣收市場滯銷物資來解決「物輕錢重」的現象，可知民 

         間生產物資並未減少 

（D）兩稅法並未如此規定，楊於陵建議開放用實物貨幣繳稅，是為了解 

         決「物輕錢重」的現象 

2.小君利用暑假想利用這則資料撰寫一篇小論文作為他的自主學習的研究。他 

從上述的史料做出以下的論點：「從這則史料可以推知，兩稅法實施未久即徹底宣告失

敗。」請問：  

一.你認為他的推論是否有理？ 

□是   □否 

二.請以三十字幅度內申說你的推論理由 

 

三.你認為小君還可以利用那些史料做為其參考資料(請勾選出來)? 

 □《通鑑紀事本末》 □《文獻通考》     □《漢書》   

 □《尚書》         □《資治通鑑》     □《舊唐書食貨志》 



 

 

答： 

 

《通鑑紀事本末》是以記載叛亂事件或政權更迭發展為主體，因此參考資料相對有限。《資

治通鑑》是以記載歷代政治史與軍事制度為主體，因此參考資料亦相對有限。《文獻通考》

是記載上古至宋  寧宗年間的歷代典章制度書籍，因此對小君而言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舊唐書食貨志》本為記載唐代經濟相關的史事，此小君而言亦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評分規準：  

滿分(等級 2)     全部勾選正確並論述正確。 

部份給分(等級 1) 僅有部分勾選正確或部分論述正確。 

零分(等級 0)     未作答或全部答錯。 

3.小君在撰寫論文的時候發現稅制的變革，似乎與唐代立國的三大制度有著密切關係，正因

其中兩項制度的毀壞，導致叛亂的發生，而使戶籍散亂，無法再施行「租庸調」制，只好

推行兩稅法。請依你的歷史認知，判斷是哪些制度的毀壞及叛亂的發生，而導致此結果? 

答：隨著人口滋生，均田制下的制度也不足以分配田產，府兵制也不以運作，最後導致安史

之亂的發生。安史之亂的爆發，使得人口大量南遷，最終導致中國經濟重心南移。 

評分規準：  

滿分(等級 2)     全部勾選正確。 

部份給分(等級 1) 僅有部分勾選正確。 

零分(等級 0)     未作答或全部答錯。 

 

一.你認為他的推論是否有理？ 

□是   否 

二.請以三十字幅度內申說你的推論理由 

兩稅法並未失敗，官員的建議只是為了解決「物輕錢重的現象而適度調整相關規定。 

三.你認為下列哪些史料對正在寫論文的小君較具參考價值(請勾選出來)? 

 □《通鑑紀事本末》《文獻通考》     □《漢書》   

 □《尚書》         □《資治通鑑》     《舊唐書食貨志》 

一.可能受到毀壞的制度?（請勾選兩項） 

□三省六部制   □均田制   □府兵制 

二.導致發生的叛亂?（請勾選一項） 

□玄武門之變   □安史之亂  □黃巢之亂 

三.你認為該叛亂的發生除了導致稅制的改變外，還產生下列哪一個現象?（請勾選一項） 

□唐代國力逐漸興起   □唐代政權逐漸不穩固   □人口大量南移  □胡漢融合更深化 

一.可能受到毀壞的制度?（請勾選兩項） 

□三省六部制   均田制   府兵制 

二.導致發生的叛亂?（請勾選一項） 

□玄武門之變   安史之亂  □黃巢之亂 

三.你認為該叛亂的發生除了導致稅制的改變外，還產生下列哪一個現象?（請勾選一項） 

□唐代國力逐漸興起   □唐代政權逐漸不穩固   人口大量南移  □胡漢融合更深化 



 

 

題組二 

    以下為有關歷代經濟發展的文獻描述： 

資料一：十里秦淮思鼎盛，六朝金粉歷滄桑。文人薈萃笙歌醉，商賈留連財富藏。 

資料二：周遭圩岸繚金城，一眼圩田翠不分。行到秋苗初熟處，翠茸錦上織黃雲。 

資料三：嘗聞秦地西風雨，為問西風早晚回。朝廷賜田，兒輸役四方， 

        白髮老農如鶴立，麥場高處望雲開。 

1.資料一到資料三是對不同朝代農業的生產情況或是經濟的發展的詩句描述，請以歷史知識

判斷以下何 

   者正確？ 

(A) 資料一是因朝廷將農民集中於一地施行集約化的農耕生產，因此商業、財富皆集中於

首都附近。 

   (B)資料二所描述的場景是由於皇帝施行「朝貢貿易」政策影響下，所產生 

「走私貿易」的結果。 

   (C)資料二是因剛結束五代十國混亂的時期，朝廷有意將「稻作」徹底取代 

「麥作」，成為主食的結果。 

   (D)資料三描述的是朝廷將「田地授予制度」與「稅賦制度」及「勞役制 

度」三者結合下的場景。 

答：(D)。 

資料一為描述南京一帶商業繁盛的景像，又以南京城內秦淮河最為文人雅 

士聚集之處。 

資料二為描述宋朝時江南地區積極圍湖造田，使得耕地增加，並使產量增 

加的情景。 

資料三為描寫唐朝關中地區麥作生產的情況，農民期待天氣盡快放晴。當 

時麥作仍為國家經濟支柱，視為根本。唐代的立國根基即是「三省六部制」、「均田

制」、「府兵制」三者。 

2.請將資料一到資料三依時間由早到晚加以排序。 

答：資料三→資料二→資料一 

    資料一，「南京城內為文人雅士聚集之處。」可判斷而出是宋室南渡至江南的南宋時

期。 

    資料二，可判斷而出是「北宋引進占城稻後圩田」的結果。 

    資料三，是描寫唐朝關中地區麥作生產的情況。 

3.試問：經濟重心南移發生時間點應落在哪兩筆資料之間? 

  （請明確指出位於何筆資料之前與之後） 

答：資料三之後與資料二之前 

   經濟重心南移發生時間點為安史之亂以後，故落於資料三之後與資料二之前。 

評分規準 

   滿分(等級 2)     完整寫出「資料三之後與資料二之前」 

   部份給分(等級 1) 只寫出「資料三之後」或「資料二之前」 

   零分(等級 0)    答案錯誤或未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