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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大學 

科目大綱 

第一部分 

 

課程名稱 : 中國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歷史教育榮譽學士 

課程 QF程度 : 5 

科目名稱 : 中國史專題：漢代政治與政治文化專題 

(Topical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y: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Han Dynasty) 

科目編號 : HIS3066 

負責學系 : 文學及文化學系 

學分 : 3 

教學課時 : 39  

先修科目 : 學生須修過一門中國史課目或具備相關知識 

授課語言 : 中文 

程度 : 3 

 

第二部分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的畢業生素質(Graduate Attributes)及七個共通學習成果(Seven 

Generic Intended Learning Outcomes, 7GILOs) 分別代表了教大畢業生應具備的素質及

能力。學習成果分為大學層面(GILOs)、課程層面(PILOs)以及科目層面(CILOs)，三個

層面的學習成果相輔相成，共同培育學生發展所需的重要畢業生素質。 

 

副學位學生、本科生、修課式研究生、專業博士研究生以及研究式研究生的畢業生素

質包含以下三個範疇「英文簡稱 “PEER & I”」： 

- 專業卓越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 道德責任 (Ethical Responsibility)  

- 創新 (Innovation)   

 

就上述三個範疇，大學為本科生、修課式研究生以及研究式研究生訂立了不同的指

標，以反映其素質水平。 

 

七個共通學習成果(7GILOs)分別是： 

1. 解決問題能力 (Problem Solving Skills) 

2. 明辨性思維能力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3. 創造性思維能力 (Creative Thinking Skills) 

4a. 口頭溝通能力 (O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4b. 書面溝通能力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5. 社交能力 (Social Interaction Skills) 

6. 倫理決策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7. 全球視野 (Global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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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目概要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政治與學術歷來高度相關。漢朝繼秦朝失敗之後，在如何統治這

一龐大帝國的問題上，進行了反復探索和實踐。其間，法家、道家、儒家以及儒家內

部之兩派，先後居於主導地位，深刻影響了漢朝政治，使漢代歷史在西漢前期、西漢

中期、西漢後期及東漢一代表現出各自的特色，並最終為後代政治文化的發展奠定了

新的基礎。本課程將根據主講教師和其他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講授若干重點

問題，深入揭示漢代政治與政治文化相互影響、共同發展的複雜關係，嘗試描述漢代

歷史演進的基本線索。 

 

2. 科目預期學習成果 

 

成果一： 了解「政治文化」概念及其在歷史硏究中的意義 

成果二： 深入了解漢代政治和政治文化互動演進的過程 

成果三： 接觸漢代的各種原始史料，學會查找、硏讀和利用相關史料 

 

3. 科目內容、預期學習成果及教與學活動 

 

教授內容 科目預期學習 

成果 (CILOs) 

教與學活動 

導言 

一  何謂「政治文化」 

二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起源 

三  儒、法、道三家的政治學說 

四  秦朝的法治 

亡秦必楚 

一  取守異術 

二  天下苦秦 

三  亡秦必楚 

四  文化衝突 

承秦立漢 

一  關中的地理優勢 

二  劉邦搶先入關的原因 

三  劉邦集團向關中政權轉化 

四  承秦之制 

郡國並行 

一  漢初王國制度的變遷 

二  文帝以前王國和漢法的關係 

三  王國官吏的「從王治」 

四  王國吏治的「從俗」傾向 

成果一 

成果二 

成果三 

 

 

教學以課堂講

授為主，根據

同學提出的問

題，隨時進行

課堂討論。 

 

(選課學生應閱

讀指定教材和

參考書，認真

聽課，獨立思

考，通過本課

程的學習，深

入瞭解相關史

實，系統把握

漢代政治與政

治文化發展的

大勢，同時了

解從政治文化

角度硏究政治

史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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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的儒術 

一  黃老淡出和儒術興起 

二  兩種「德教」 

三  「以禮為治」 

四  「以德化民」 

漢武尊儒 

一  申公師徒的改制 

二  武帝「尊《公羊》家」 

三  《公羊》學對武帝政策的影響 

輪台詔 

一  武帝之「悔」 

二  武帝對政策轉折的設想 

三  武帝和衛太子的矛盾 

四  昭宣時期武帝政策的繼續 

五  班固之說的學術背景 

托古改制 

一  三《傳》興替 

二  劉歆的《左氏》義理 

三  王莽的思路 

漢室復興 

一  王莽對西漢宗室的壓制 

二  綠林軍中的舂陵宗室 

三  劉秀的崛起 

四  劉秀集團的成員結構 

五  天命之爭 

東漢的讖緯 

一  讖緯的篇目 

二  「赤帝九世」 

三  讖緯中的「五德終使」說 

四  兩漢之際讖緯的沉浮 

豪族社會 

一  兩漢之際的豪族勢力 

二  豪族的特徵和結構 

三  劉秀抑制豪族的政治措施 

四  吏治苛刻問題 

外戚集團與世家大族 

一  郭陰兩家的矛盾 

二  郭氏集團背後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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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漢中期的外戚政治 

四  世家大族的形成 

今古文學 

一  今文章句之學的演變和衰頹 

二  古文學的興起 

三  鄭玄的政治學說 

 

 

4. 評核 

 

評核課業 所佔比重 科目預期學習成果 

(CILOs) 

(a) 每人提交一篇課程論文 

(不少於 2,000字) 

40% 成果一 

成果二 

(b) 期末閉卷考試 60% 成果一 

成果二 

成果三 

 

5. 指定教科書 

 

無 

 

6. 推薦書目 

 

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 

閻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田余慶：《秦漢魏晉史探微》重訂本，中華書局，2004年。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海南出版社，2005年。 

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商務印書館，2001年。 

龔鵬程：《漢代思潮》，商務印書館，2005年。 

于迎春：《秦漢士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孫家洲：《兩漢政治文化窺要》，泰山出版社，2001年。 

陳侃理：《儒學、數術與政治——災異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三聯書店，2015年。  
   

7. 相關網絡資源 

 

中國知網(中國期刊網，CNKI）系列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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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相關期刊 

 

《歷史硏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 

《中國史硏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古代史硏究所主辦 

《文史》，北京中華書局主辦 

《中華文史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主辦 

《中硏院史語所集刊》，台灣中硏院史語所主辦 

《史學月刊》，河南大學主辦 

 

9. 學術誠信 

 

本校堅持所有學術作品均須遵守學術誠信的原則，詳情可參閱學生手冊  

(https://www.eduhk.hk/re/uploads/docs/000000000016336798924548BbN5)。 同學應熟

悉有關政策。 

 

10. 其他資料 

 

無 

 

 

 

2023年 10月 6日 

 

 

https://www.eduhk.hk/re/uploads/docs/000000000016336798924548BbN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