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皇帝
周武王（? —約前 1043年），西周的創建者，姬姓，名發，諡號武王，西周時代青銅器銘文
常合文為珷。是周文王的次子。約前 1050年文王死，他繼承王位，沿用「受命」年。武王
母親為「太姒」，其正妻為「邑姜」。

文王臨死時囑其早圖滅商。武王繼位後，繼承父志，重用姜尚、周公、召公等人治理國家，

周朝日益強盛。受命十年（約前 1048年）在盟津（孟津）大會諸侯，前來會盟的諸侯竟有
800個。

受命十二年（約前 1046年），商紂王已把商朝搞得一團糟。武王見時機己到，便聯合庸、
蜀、羌、髳盧、彭、濮等部族，親率戰車 300輛，虎賁 3000、甲士 45000人，進攻商紂行都
朝歌，討伐腐朽的商朝。兩軍戰于牧野，因商朝奴隸兵陣前倒戈，商軍大敗，昏庸的紂自焚

于「鹿台」，商亡。

秦始皇（前 259年－前 210年），是中國戰國末期秦國君主及秦朝第一任皇帝，全稱秦始皇
帝，姓嬴，名政，以趙為氏，一說為呂不韋之子。因為在趙國出生，嬴政又被叫做趙政。秦

始皇 13歲即王位，38歲統一中國，建立秦朝，稱皇帝。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多民
族中央集權制統一國家的創立者，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使用「皇帝」稱號的君主，對中國

和世界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劉邦（前 247年－前 195年 6月 1日），字季（一說為小名），漢朝（西漢）開國皇帝，廟
號為太祖（但自司馬遷時就稱其為高祖，後世多習用之），諡號為高皇帝（諡法無「高」，

以為功最高而為漢之太祖，故特起名焉），所以史稱太祖高皇帝、漢高祖或漢高帝。出身平

民階級。成為皇帝之前，又稱沛公、漢中王。自封黑帝。中國象棋的「河」就以「楚河、漢

界」為名。

司馬昭（211年－265年八月），字子上，是司馬懿與張春華的次子，司馬師的弟弟，西晉

開國皇帝司馬炎的父親，曹魏後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司馬昭繼其父兄的事業，消滅蜀漢，

基本上完成了取代曹魏。

成吉思汗（蒙古語：；Činggis Qaγan；Чингис Хаан，1162年—1227年 8月 25日），即元太

祖，又稱成吉思可汗，蒙古族，蒙古帝國奠基者、世界史上傑出的軍事統帥。名鐵木真，姓

孛兒只斤，乞顏（奇渥溫）氏族。而按照蒙古起名傳統，元太祖全名應為奇渥溫·孛兒只斤·
鐵木真。1271年元朝建立後，忽必烈追尊成吉思汗廟號為元太祖，諡號法天啟運聖武皇帝。

在他眾子中，最為著名的四位分別是朮赤、察合臺、窩闊臺和拖雷。成吉思汗分封了朮赤和

察合臺為國主，欽定窩闊臺為繼承人。成吉思汗死後，拖雷自動退出繼承人的選拔、擁護自

己的三哥。征服金朝後，拖雷去世。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 1月 23日－649年 7月 10日[1]）是唐朝第二位皇帝，他名字的意思

是「濟世安民」。太宗是他死後的廟號。他的前半生是立下赫赫武功的軍事家。平竇建德、

王世充之後，始大量接觸文學與書法，有墨寶傳世。即位為帝後，積極聽取群臣的意見、努

力學習文治天下，成功轉型為中國史上最出名的政治家與明君之一。唐太宗開創了歷史上的

「貞觀之治」，經過主動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虛心納諫、在國內厲行節約、使百姓休養生息，

終於使得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此舉為後來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將中國傳

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 10月 21日－1398年 6月 24日）是明朝的開國皇帝，也是繼漢高祖

劉邦以來第二位平民出身並且革命成功的君主。

在位期間廷杖大臣、廢相、設錦衣衛、大殺功臣（也包含懲治貪贓枉法的元勳）等諸多辣腕

功過難斷，也立下了明朝君王極權及高壓統治的典型。朱元璋一生高潮迭起，民間傳說甚多，

為中國歷史上最富傳奇也最具爭議的皇帝之一。

清聖祖康熙帝，愛新覺羅氏，諱玄燁（1654年 5月 4日－1722年 12月 20日），滿族，清朝

第四位皇帝，也是清軍入關以來第二位皇帝，通稱康熙皇帝，為中國歷史上的明君之一。康

熙共有 33子，傳說 33子當中個個都學有所成，沒有一個紈絝子弟，由此可見其家教之嚴和

不凡的人格魅力。

康熙於順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 5月 4日）生於北京紫禁城景仁宮，佟妃（孝康章皇

后佟佳氏）之子。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 12月 20日）崩于北京暢春園清溪書

屋。終年六十九歲。在位六十一年（1661年—1722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

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