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7

2021 年 3 月  第 3 卷  第 3 期
 教育新探索 New Exploration Of Education 综合论坛

汉武帝改制与王莽改制异同比较，并分析成败原因
孙延森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都受到传统儒家和法家经济思想的影响，都从时局出发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但是结果大

不相同。改革环境相对较好；树立了正确的改制思想；政策灵活而具有可行性；重用人才辅佐改制以及汉武帝要强好胜的性格和

强大的政治魄力都是导致汉武帝改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人口的过度膨胀、气候异常、土地兼并三者结合造成的严重危机导

致改革环境极端困难；改革理念存在复古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缺乏灵活性和实际可行性；改革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吏治腐败；

对地主阶级的利益的严重损害；严刑峻法；穷兵黩武；王莽刚愎自用又好大喜功的个性以及人才政策失策的综合作用也最终导致

了王莽改制的失败和新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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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的内容

（一）汉武帝改制

经过文景两朝的休养生息，汉朝的国力已经得到了恢复和

发展。到公元前 141 年汉武帝刘彻继承王位时，相比起汉初的

一穷二白，此时的汉朝呈现出社会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

繁荣的背后仍有暗流涌动。在国内，诸侯王国在七国之乱后对

中央政府的威胁尚未解除；地方富豪经济力量的发展也在基层

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黄老之学也不再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

在国外，匈奴人仍然不时侵扰边地，严重威胁着汉王朝的统治

秩序。因此，公元前 135 年窦太后去世后，掌握实权的汉武帝

便开始进行他的改革政策。

首先，在统治思想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以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作为政治上的主导思想。将儒学与道、

法、阴阳家的学说结合，构成了以“天人感应”、“五德终始”、

“德主刑辅”等思想组成的新思想体系。同时，设立太学，在

统治层培养更多儒学人才。为接下来的一系列改革铺垫道路。

在政治上，汉武帝极力强化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由于财政紧张，汉武帝打击地方私营工商业力量，

扩大财政收入。

在军事上，增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强化南北军，为对内

维稳和对外扩张、打击匈奴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通过改制，汉王朝的统治强化，国力也得到了增强，走向

鼎盛。但是改革仍有不足之处，加上汉武帝穷兵黩武，最终导

致了汉武帝末年的统治危机。

（二）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恶性发展，流民及奴婢问题严重，社

会矛盾加剧，农民暴动不断，汉王朝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王

氏外戚集团的王莽利用皇权衰落之机成功篡夺王位，于公元 8

年建立新朝，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制活动。

王莽改制的内容如下：第一，实行“王田”、“私属”制，

重新分配土地并安置失地农民及其他流民以缓和社会矛盾；第

二，颁布“五均”、“六筦”政策，以减少商人对民众利益的损害，

同时增加财政收入；第三，改革货币制度，追求货币制度复古；

第四，统一度量衡，稳定国内经济；第五，为追求复古，修改地名、

行政区划和职官制度。

但是王莽改制并没有解决社会危机，反而激化了原有的社

会矛盾，并创造了新的矛盾，最终使得新王朝在农民战争中走

向灭亡。

二、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的异同

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作为中国历史改革中经典的范例，

前者成功，后者失败，通过对比二者的异同有利于我们发现二

者改革背后深层次的线索，更好地理解这两场重要的改革结果

出现大相径庭的原因。

（一）相同点

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存在一些共同点。

首先，二者都受到传统儒家和法家经济思想的影响。

儒家的经济思想的重要观点是农本思想，一方面儒家认为

农业是经济的根本，农业使人们专心于耕作，减少人口流动，

方便封建统治者管理，同时还可以保证税收，稳定国家的财政

收入；另一方面，儒家认为“衣食足而知礼节”，小农自给自

足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淳朴民风的形成，对构建良好的社会风气，

稳定统治秩序都有积极作用。

而传统法家思想提倡“重耕战”、“抑商贾”。首先，法

家认为工商业的发展会导致农业人口的流失，从而不利于封建

经济基础的稳定；其次，商业发展容易产生两极分化，从而加

剧社会矛盾，商业富豪也有可能会危及统治集团的利益，不利

于维护统治；再次，商业活动的强流动性也不利于政府的管理；

最后，商业的逐利性也不利于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形成。

同时，汉武帝的政策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农业生产，但是仍

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商人的土地兼并现象，保护了自耕农所

有地，在客观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稳定了统治的经济基础。

王莽改制亦然，其中的土地政策不仅是为了遏制日益加剧的土

地兼并现象，而且更加激进，希望通过政策直接将土地合理分

配给农民，直接维护了农民利益。因此，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

制的内容也都体现了儒家农本思想的影响。

其次，二者都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并且在部分内容上有

相似之处。

二者都进行了币制改革和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

这一方面说明了汉武帝和王莽都面对着土地兼并愈演愈烈

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上，无论

统治者如何进行改革，只要不从土地私有制的根本出发，就不

可能永久地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正是因

为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存在，才导致了地方势力的不断膨胀和流

民问题的长期存在。二者在不同时期相辅相成，或引发国家分裂，

或引发农民战争，再加上在此基础上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被限制，

使得中国在政治上长期处于改朝换代而没有根本变化的死循环

中。

另一方面，王莽对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借鉴也在侧面反映了

汉武帝改制的成功之处。尤其是盐铁专营政策，实质为国家经营，

对于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二）不同点

与共同点相对的，是二者之间更多的不同点。

第一，二者的改革环境不同。汉武帝即位恰好承接了文景

之治，文景两朝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汉武帝改制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

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

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

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可见当时民众安居乐业，社会经济繁荣。[1] 反观王莽掌权时的

情况，“豪强之暴，酷于亡秦。”[2]“豪民占田，或至数千百顷，

富过王侯”，[3]百姓“菜不厌食，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4]，

甚至达到了“父子相弃”[5]，“人至相食”[6] 的恶劣程度。因此，

摆在王莽面前的要解决问题是极端困难的，同时也是极度紧迫

的。这对于刚刚改朝换代的王莽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如果不能

及时挽回局面，新朝的灭亡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于是，王莽

采用了激进的改革政策来进行一场政治豪赌，但是也恰恰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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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急躁冒进和极度的理想主义的目标相矛盾，导致改革不仅

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加重的社会危机，最终葬送了新莽政权。

第二，相比起汉武帝改制，王莽改制的内容过于理想化，

急躁冒进，乃至走上复古道路，丧失了可行性，有些甚至没有

任何实际意义。如王田制不仅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还

将多余土地再分配寄希望于地主，实际上不可能实现。再如地名、

官名的仿古调整，仅仅只是精神意义上有所改进，在实际操作

上却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反而不利于政府工作和百姓生产生

活的正常进行。

第三，王莽改制的部分政策缺乏长期的持续稳定性。王莽

当政时期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新币中使用最久的也不过五年，

最短的甚至只有一年（或更短），频繁的币制改革不仅导致了

市场的混乱，加上废除五铢钱使得改革缺乏过渡期，更是加重

了百姓的痛苦。以致“每易一钱，民用破业”[7]，“农商失业，

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8] 社会矛盾因此迅速激化，币制

改革也最终成为了新莽政权覆灭的催化剂。

第四，二者的结果不同。汉武帝改制解决了汉朝建国以来

困扰统治者的诸多问题，将汉朝国势推到鼎盛，并且为后世留

下了社会改革的经典案例，王莽改制很多参考了汉武帝改制正

好说明了这一点。而王莽改制不仅没有挽回危局，反而对社会

造成了更大的破坏，最终导致了新王朝的灭亡，成为了警醒后

世的反例。

三、两场改革结果不同的原因

客观来讲，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都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

的各种弊病而进行的，在观念上都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因此，

探究二者不同的结果的原因需要多方面的综合分析。

（一）汉武帝改制成功的原因

第一，改革环境相对较好。

第二，汉武帝树立了正确的改制思想。

第三，汉武帝的改制的政策具有可行性，也更加灵活。

第四，汉武帝重用人才辅佐改制。

第五，汉武帝要强好胜的性格和强大的政治魄力。

（二）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

第一，人口的过度膨胀、气候异常、土地兼并三者结合造

成的严重危机导致改革环境极端困难。

第二，王莽的改革理念存在复古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缺

乏灵活性和实际可行性。

第三，王莽的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

第四，西汉后期吏治腐败，政策并没有得到真正执行。

第五，严重损害了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

第六，严刑峻法和晚期对外用兵。

第七，王莽刚愎自用又好大喜功的个性以及人才政策失策。

四、总结

汉武帝改制和王莽改制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两场重要改革，

一场成功，一场失败，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首先，二者都

受到传统儒家和法家经济思想的影响，都从时局出发，注重经

济领域的改革。但是二者的差异性较多，这些差异性最终导致

了两场改革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结果。改革环境相对较好；树立

了正确的改制思想；政策灵活而具有可行性；重用人才辅佐改

制以及汉武帝要强好胜的性格和强大的政治魄力都是导致汉武

帝改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人口的过度膨胀、气候异常、

土地兼并三者结合造成的严重危机导致改革环境极端困难；改

革理念存在复古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缺乏灵活性和实际可行

性；改革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吏治腐败；对地主阶级的利益

的严重损害；严刑峻法；穷兵黩武；王莽刚愎自用又好大喜功

的个性以及人才政策失策的综合作用也最终导致了王莽改制的

失败和新王朝的灭亡。个人性格和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虽然对

改革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改革成败的核心还是改革的理

念、政策举措和落实情况。这也对当今的研究和政策实施有着

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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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使译文读者的头脑中出现头悬梁，锥侧骨这一景象，这样

只能会造成读者的迷惑，不能更好的理解全文。因此译者利用

归化的手段不拘泥于词的语言形式，把它的本意传达给译文读

者这就达到了翻译的目的。

例：休道汉高皇，便是那俩班文武，见者皆呼万岁，一言

掷地，万岁喧天。（第六出 怅眺）

Not only the emperor but also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gave high credit to him. A word of wisdom from 

the learned man roused applause from whole clan. 万岁是

中国古代百姓或臣子对皇帝的称呼，即希望皇帝能长寿，这个

词后来渐渐演化，今天用来表示叫好，喝彩。译者正是采用了

后一种的引申意义。因为对于缺乏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很难理

解万岁的字面意义。

例：做门楣古语，为甚的这絮絮叨叨，才到中年路（第三

出 讯女）

A daughter brings the same bliss as a son. There is 

no need to make the grudge when only half of your life-

course is run. 门楣指门户上的横木，中国旧时富贵之家门楣

高大，因此以门楣喻门第，后又有成语光耀门楣，指为家族带

来荣耀。这里译者再次使用了归化的手法，还是出于对背景文

化的考虑，如果在这里直译使读者脑海中出现门楣这一意象势

必会造成西方读者的迷惑。

五、结语

本文以汪荣培教授的英译《牡丹亭》为例，分析了该书中

关于归化和异化翻译策略的应用，译者针对英译文的预期功能，

不仅考虑到语言的差别，还密切关注文化的异同。在文化交中，

应尽可能的使用原语文化为归宿的异化翻译策略，中国特色文

化只有走出国门，才能改变处于弱势的局面。无论采取异化策

略还是归化策略，不同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文化鸿

沟，在使用异化策略无法使译语读者理解原语意义的时候，采

用归化的方法达到原语意义的正确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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