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豪强的兴起

战国、秦时

西汉 

东汉

东汉王朝的阶级基础
是豪强地主，而且与
政权牢固结合，这一
特点贯穿于整个东汉。
豪强地主经济上的兼
并性和政治上的割据
性大削弱了封建国家
的力量。 



  

      在战国、秦时豪强地主就产生
了，他们利用封建宗法关系，结成
强宗大姓，以强凌弱，以众暴寡，
兼并土地，横行乡里，独霸一方。 



  

      汉武帝时，曾通过迁徙与任用酷吏的办法对
豪强地主的势力进行了限制和打击，但这种打击很
有限。西汉武帝以后，原来的军功地主和诸侯王
、封君都衰落了，豪强地主发展起来。他们通过不
同途径（如买官爵等）进入政治舞台，成为官僚
，他们既是大地主，又是大官僚，凭借权势大肆
侵占土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形成了自己强大的势
力。他们一身兼有官僚、地主、商人三种身份，
可以经商赚钱，当官有权，在土地兼并上更凶狠。
西汉末年，在镇压农民大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
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纷纷“起坞堡，缮甲
兵”（《后汉书· 刘章传》），称霸一方 。



  

      光武帝刘秀就是依靠这些豪强地主势力的支
持登上皇帝宝座的。而且他本人就是豪强地主，
亲信大臣如“云台二十八将”、“三百六十五功
臣”大多是豪强地主出身。东汉建立以后，豪强地
主势力迅速发展，他们不仅占有大量土地，而且世
代为官，有世族、世姓、名门、阀阅之称。他们拥
有很多门生、故吏，察举时优先，和门生故吏结成
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在社会生活中有特殊地位。
章帝以后的东汉王朝推行宽和政治，豪强势力急剧
发展。他们有家世渊源，世代称霸一方；经济基础
是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由于腐败的选举制度控制
各级政权。 



  

二、外戚与宦官专权
• 原因
• 表现
   第一次：和帝时期 
   第二次：殇帝、安帝时期 
   第三次：少帝，顺安时期 
   第四次：冲帝、质帝和桓帝时期 

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情况，在东汉大约持续了
一百余年。无论是外戚专权还是宦官擅政，都使
政治更加腐败。



  

     东汉章帝以后，皇帝多因有病或被害而
短命。皇太后怀抱幼主处理朝政，常常令父
兄掌握朝廷实权，把皇帝变为有名无实的傀
儡。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受制于外戚，为了
夺回大权，保障自己的地位，往往与宦官定
谋，依靠自己的奴才驱逐或削弱戚势力。在
这一过程中，宦官立了大功，接着又控制了
朝政。这样，便出现了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
的情况。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中期以
后官僚政治的一大特点。 



  

• 和帝即位，年方 10岁，由窦太后临朝听政。
窦宪“以侍是内于机密，出宣诰命”，“威
权震朝廷”，“刺史守令多出其门”，“朝
臣上下莫不附之”开始出现了外戚专权的局
面。 92年（永元四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定
谋，迫使窦宪兄弟自杀。

• 这是皇权与外戚势力的首次较量。和帝除去
了自己的心腹大患，而宦官也因此得势，
开如直接参预朝政。 



  

      和帝死后，邓太后把过百日的说隆
抱上皇帝宝座，是为殇帝。殇帝死于襁
褓之中。又立 13岁的刘祜，是为安帝。
邓太后在让自己的哥哥邓骘掌握国柄。
邓太后一死，安帝乳母王圣和宦官李
国等人无情的地铲除了邓氏势力。当时
朝廷的权要之事，都由宦官李国、江
京等人处理。 



  

     安帝在巡游途中死去，皇后阎氏
在其兄阎显的支持下，秘不发丧，赶回
洛阳，立幼童北乡侯刘懿为帝，是为少
帝。阎显处死宦官江京，独揽大权。几
个月后，北乡侯病死，宦官程等十九
人联谋杀死阎显，诛锄阎氏，自此，宦
官势力进一步增长，在外戚与宦官争权
夺利的斗争中开始居优势。 



  

      144年（建康元年）冲帝刘炳位，年仅
2岁，梁太后临朝，委托其兄梁冀辅政。冲
帝命短，梁冀又立不满8岁的刘缵为帝，是
为质帝。质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被
梁冀毒死。梁冀复立桓帝。“专擅威柄，
凶恣日积”。使外戚势力达到登峰造极的地
步，桓帝对梁氏深恶痛绝，“遂与日常侍单
超、具瑗、唐衡、左倌、徐璜等五人成谋诛
冀”。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自是权归宦
官，朝廷日乱矣。”



  

三、党锢之祸

• 背景
    宦官专权垄断了仕途，严重侵夺了士人的

上进之路
• “清议” 
• 党锢之祸
           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但

“党人”推崇贤臣，反对宦官，具有一定的积极
意义。“党锢之祸”的发生，标志着士大夫反对宦
官斗争的失败，说明统治阶级的腐朽，已达到了不
能自求的地步。



  

      太学生和儒生们与官僚士大夫结合，
在朝野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士大夫反对宦
官专权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以清流自命，
视宦官人物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地抨击
，其手段是上奏书，揭露宦官罪恶，或利用
职权直接惩治贪桩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他
们“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
执政”（《后汉书· 党锢列传》），兴起
“清议”之风。当时的太学成为京师“清
议”的中心。太学生们推崇李膺、陈蕃、王
畅等人为其领袖和楷模。



  

• 第一起： 166年 ( 延熹九年 ) ，宦官党羽张成教
唆其子杀人，被李膺处死。宦官遂派人诬告李膺
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徙，更相驱驰，共为
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的操纵下，
桓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逮捕“党人”，后皆赦归
田里，但“禁锢终身”，不许做官。 

• 第二起 169年（建宁二年），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
发大宦官侯鉴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占民女，侵
夺田宅，请加赤族之诛，侯览反唇相讥，再度搜捕
“党人”。李膺、杜密、范滂等一百余位知名人
士皆死狱中，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太学生千余
人被捕。凡党人父子兄弟、门生故吏，及五服以
内诸亲，皆免官禁锢。 



  

四、豪强的田庄经济



  

• 特点
  1、聚族而居
  2、自给自足，综合经营
  3、劳动者人身依附性特别强
  4、向武装化发展 
• 作用
          

田庄经济的特点和作用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田庄是一个比
较有组织的生产单位。当庄主积极关心生产
时便有能力兴建一些水利工程，推广新式农
具，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田庄经济的
发展只对豪强地主有利。随着豪强地主田庄
的不断扩大，国家的财政来源便日益缩小。
特别是中央政权腐朽的情况下，这种副作用
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地主田庄的自给自足
自然经济特点，又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从
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地方割剧势力，在一定
的条件下转化成统一国家的对立物，这是东
汉末期封建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形成的经济、
政治原因。



  

五、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的发展
     1、生产工具：犁的改进 
     2、水利事业：治黄工程 
     3、耕作技术：牛耕和区种法的推广
（二）手工业的发展
     1、冶铁
     2、纺织：麻纺织和丝织业 
     3、造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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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vipftp.eku.cc/vrw/sc/sctx/703479274047.jpg


  

水排模型 



  

• “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
，钝妇无不巧”“蜀地沃野千里，……女
工之业覆衣天下”。

纺
织
画
像
石 



  

蔡侯纸



  

（三）商业的发展

• 商业都市兴起 
    长安、成都、临淄、南阳、番隅、襄阳

、豫章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
（王符《潜夫论》）

• 商人阶层壮大 
    樊宏“赀至巨万”，杜硕“以货殖闻” 



  

思考题

• 解释：东汉田庄经济 党锢之祸 蔡伦 

• 党人和太学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经
过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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