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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一版）是按學科分卷出版的大型綜合性工

具書，是人類已有知識的總匯，體現了中國各學科領域著名專家學者

的智慧成果。其中眾多的由名家撰寫的學科概述條目和長條目，本身

即是對某一學科體系和知識主題的權威總結和描述。本書各節內容篇

幅簡潔，文字精練，均為專家學者們研究成果的精華，是傳播和普及

某一門類知識的經典之作。為便於讀者從浩繁的海量信息中，快捷獲

取某一門類或主題系統化的知識，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特將這些名

家撰寫的條目按知識體系匯編，形成可隨手捧讀的大眾圖書。在此指

導思想之下，我們推出了本版《中國通史》。

本版《中國通史》源自《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由中

國各斷代史研究領域頗有建樹的 26 位著名專家學者撰寫，包括周一

良、唐長孺、戴逸等。時限起自傳說時期，截至 1949 年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基本反映了中國自古代至近現代各個歷史時期的政治、經

濟、社會、軍事、科技、文化、民族、對外交往等方面的基本史實和

主要脈絡，系統全面，且知識準確，文字嚴謹，表述精當，充分反映

出版說明

了名家學者的治學風範，許多文字如今已成為留給後輩的彌足珍貴的

紀念。

本書根據讀者的閱讀習慣，改變了原有百科條目式的排版形式，

重新設計了版面，適當選配了一些反映歷史風貌的圖片並輔以較為詳

細的圖註信息，增加了可拓展知識面的內容鏈接，還將一些小的知識

點以腳註的形式呈現。此外，本書根據《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二版）

的有關內容，以及新公佈的權威的歷史研究成果，如夏商周斷代工程

等，在不影響原文原貌的基礎上進行了知識更新，並根據現今的行政

區劃重新核實和修訂了括註的今地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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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

三國是繼東漢而出現的時代稱號，由於魏、蜀、

吳三個國家鼎立而得名。三國始於 220 年魏國代漢，

終於 265 年晉國代魏。但史家往往以 190 年董卓挾

漢獻帝離開洛陽為三國上限，以 280 年晉滅吳為三國

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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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局面的形成

東漢中平六年（189）靈帝死，劉辯繼立為少帝。執政的何

太后兄何進聯絡西園八校尉之一的袁紹，殺統領八校尉兵的宦官

蹇碩。袁紹、何進等密謀盡殺宦官，並召并州牧董卓入洛陽為

援。當宦官殺何進，而袁紹又盡殺宦官之時，董卓率兵入洛陽，

盡攬朝政。他廢黜少帝，另立劉協為帝，即漢獻帝。董卓的專橫

激起了東漢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反對，釀成大規模的內戰。

董卓入洛陽後，袁紹出奔冀州，東郡太守橋瑁假東漢三公

名義，要求州郡興兵討伐董卓，關東州郡紛紛響應。他們分屯要

害，推袁紹為盟主，相機進攻董卓。初平元年（190），董卓避

關東兵鋒，挾持漢獻帝西遷長安。關東聯軍本是烏合之眾，彼此

欺詐併吞，不久就分崩離析了。初平三年長安兵變，董卓被殺，

關中混亂不已。

經過激烈的混戰以後，到建安元年（196）時，全國形成許

多割據區域：袁紹佔據冀、青、并三州，曹操佔據兗、豫二州，

韓遂、馬騰佔據涼州，公孫瓚佔據幽州，公孫度佔據遼東，陶

謙、劉備、呂布先後佔據徐州，袁術佔據揚州的淮南部分，劉表

佔據荊州，劉璋佔據益州，孫策佔據揚州的江東部分，士燮佔據

交州。此外，張魯以道教的組織形式佔據漢中地區，置祭酒以治

民。在這些割據者中，勢力最強也最活躍的是袁紹和曹操。

董卓入洛陽後，曹操逃至陳留（今河南開封東南），聚兵反

抗，成為關東聯軍的一支。初平三年，他在濟北（今山東濟南長

清區南）誘降黃巾軍三十萬眾，選其精銳，編為青州兵；又陸續

收納一些豪強地主武裝。建安元年，他把漢獻帝遷到許縣（今河

南許昌東），取得了挾天子以令不臣之勢；又屯田積穀，以蓄軍

資。建安五年，曹操與袁紹兩軍進行官渡之戰，曹操以弱勝強，

全殲袁軍主力；又利用袁紹二子的矛盾攻佔袁氏的鄴城，相繼佔

領青、冀、幽、并四州之地，統一了中原地區。建安十二年，曹

軍出盧龍塞（今河北遵化西北），打敗侵擾北方的烏桓。

建安十三年，曹軍南下，攻佔劉表之子劉琮所據的荊州。依

託於荊州的劉備向南奔逃。江東的魯肅受孫權之命與劉備會晤，

商討對策，諸葛亮又受劉備之命，於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與

孫權結盟，共抗曹軍。孫、劉聯軍以少勝多，大敗曹軍水師於赤

壁（一般認為在今湖北赤壁西北，長江南岸），迫使曹軍退回中

原。這就是決定南北相持局面的赤壁之戰。曹操北歸以後，用兵

於關中、隴西，把統一範圍擴及整個北方。

建安十六年，劉備率部進入益州，逐步佔據了原來劉璋（劉

焉之子）的地盤。二十四年，劉備從曹軍手中奪得漢中，據守荊

州的關羽也向曹軍發起進攻，但是孫權遣軍襲殺關羽，佔領荊州

全部，隔三峽與劉備軍相持。

漢延康元年（220）一月，曹操死；十月，子曹丕稱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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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國號魏，都洛陽，建元黃初。221 年，劉備在成

都稱帝（即漢昭烈帝劉備），國號漢，世稱蜀，又稱蜀漢，建元

章武。孫權於 221 年接受魏國封號，在武昌稱吳王。222 年，

蜀軍與吳軍相持於夷陵（今湖北宜都境），猇亭一戰，被吳將陸

遜擊敗，退回蜀中。 229 年，孫權在武昌稱帝（即吳大帝孫權），

後遷都建業（即建康，今江蘇南京），建立吳國。猇亭之戰以後

不久，蜀、吳恢復結盟關係，共抗曹魏。南北之間雖然還常有戰

事發生，有時規模還比較大，但是總的說來，力量大體平衡，鼎

足之勢維持了四十餘年之久。

三國疆域，大體魏得北方，蜀得西南地區，吳得東南地區。

魏國置司、豫、兗、青、徐、涼、雍、冀、幽、并、荊、揚等州。

其中涼州領戊己校尉護西域，幽州地境達於遼東，南部諸州大致依

秦嶺、淮河分別與蜀、吳相接。蜀置益州，自秦嶺至於南中（今四

川大渡河以南和雲南、貴州，因在巴、蜀之南，故名）。吳有揚、

荊、交三州。三國戶口，魏有戶六十六萬餘，口四百四十餘萬；蜀

有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吏四萬，兵十萬餘；吳有戶五十二萬

餘，口二百三十萬，吏三萬餘，兵二十三萬。

魏

漢末社會中的世家大族，魏晉時稱為士族，影響很大，名士

多出於這個階層，或者在政治上站在這個階層一邊。曹操由於其

宦官家族的身世，一般說來不為名士所尊重，不具備戰勝出身於

世家大族的割據者的政治優勢。曹操殺戮譏議自己的名士邊讓，

引起兗州士大夫的激烈反抗，其勢力幾乎覆沒。東漢世家大族的

代表人物袁紹，實力和影響遠勝曹操，在討曹檄文中曾辱罵曹操

是「贅閹遺丑」。官渡之戰時，曹操的文武官員多與袁紹通謀。

曹操為了戰勝強大的對手，不得不度外用人，即從較低的社會階

層中網羅有能力的人才。後來他一再發佈「唯才是舉」的教令，

拔用那些不齒於名教，但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但曹操選官的真

正準則並不是「唯才是舉」，而是「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

曹操不但不曾籠統地否定世家大族素所強調的德行標準，而且很

重視對名士的爭取。在其帷幄中有許多名士。官渡戰前，徐州混

亂，他曾派出名士陳群、何夔等人出宰諸縣，以圖穩定局勢。

曹操得鄴城後，立即辟用袁紹原來轄區內的名士；破荊州，也盡

力搜羅本地的和北方逃來的士人。曹操越到晚年，越是以慎德

《赤壁圖》（局部）

明楊晉繪。赤壁一說位於今湖北赤壁市境內，因三國時期的赤壁之戰而聞名後世，是

後代文人畫家筆下的常見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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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念。

曹操死後數月，曹丕在尚未代漢稱帝之時，採納了陳群建議

的九品官人之法，選擇賢而有識鑒的官員，兼任其本郡的中正，

負責察訪與他同籍而流散在外的士人，評列為九品，作為吏部授

官的依據。這就是九品中正制。魏國齊王芳時，又增設州中正。

九品中正制初行時，士人品定之權掌握在政府的中正手裏，中正

採擇輿論，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多少改變了東漢末年名士

臧否人倫、操縱選舉的局面，有利於政權的穩定。但在士族階層

發展和易代紛紜的歲月中，此制並不能長久地超然於士族勢力和

政局之外而堅持其既定準則，西晉時已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

士族」，九品中正制反而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為保持固定的兵源，曹魏建立了士家制。士家有特別的戶

籍，男丁世代當兵或服特定的徭役。士家身份低於平民，士逃

亡，妻子沒官為奴。冀州士家有十萬戶以上。

曹操勢力得以不斷壯大，經濟上主要得力於屯田。曹操於建

安元年破汝南、潁川黃巾，奪得大批勞動人手、耕牛和農具，在

許昌附近開闢屯田區。接着，許多郡國都置田官，招募流亡者屯

田。屯田區一般都在易墾或衝要地點，自成系統，不屬郡縣。屯

田民是國家佃客，以四六分（用官牛的）或對分（不用官牛的）

向國家繳納地租，但不負擔另外的徭役。一部分屯田用軍士屯

墾，稱為軍屯。屯田者的生產有政府保障，其勞動生產率比郡縣

的自耕農民高，在短期內屯田即能保證軍糧的需要。齊王芳時，

由壽春到洛陽一線，軍士屯田取得很大的成果。

曹操進駐冀州後頒行租調制，對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農和

地主），每畝土地徵收田租穀四升，每戶徵收戶調絹二匹、綿二

斤。戶調取代漢代沉重的人頭稅，對農民有好處，也有利於大族

豪強庇蔭佃客。曹操命令加重對豪強兼併行為的懲罰，但大族豪

強兼併事實上難於阻止。

隨着北方的統一和屯田制、租調制的施行，北方社會秩序趨

於穩定，生產逐漸恢復。政府修整道路，興建水利，便利了交通

和漕運。恢復的冶鐵業中，利用水力鼓風冶鑄的水排得到推廣，

絲織業也興盛起來。商品交換漸有起色，魏明帝時重新頒用錢

幣。洛陽、鄴城日趨繁華。魏國與日本境內的邪馬台國保持着較

頻繁的交往。西域諸國也有使臣和商人往來內地。

文化方面，文學、哲學和科學技術都有重要成就。曹操、曹

丕、曹植父子都是著名詩人，還有以王粲、陳琳為代表的所謂建

安七子。三曹和建安七子在詩歌創作上形成「建安風骨」，留下

許多名篇。才華橫溢的女詩人蔡琰（文姬）有《悲憤詩》傳世，

著名的樂府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也創作於建安時期。以何晏、

《魏公卿將軍上尊號奏》碑拓本（局部）

碑文記載了東漢獻帝末年，華歆、賈詡、王朗等對曹

丕勸進之事，實際是曹丕玩弄的一個政治手腕。建安

二十二年（217）十月，曹丕迫漢獻帝禪位，自立為帝，

國號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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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為代表的玄學的產生，是哲學思想的突出成就。後世稱為

「醫聖」的張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後人析為《傷寒論》及《金

匱要略》二書），奠定了中國醫學體系的基礎。華佗則精於外科

手術，首創用麻沸散作手術麻醉劑。數學家劉徽在圓周率計算上

有重大貢獻。馬鈞在機械上有多種發明，包括提水工具翻車。在

宗教方面，道教由於黃巾起義和張魯保據的失敗，略有沉寂，佛

教則繼續流傳。洛陽有佛寺，西域僧人前來傳法譯經。潁川人朱

士行遠赴于闐求經，是第一個西行求法的漢僧。

魏國建立不久，政權開始衰敗。齊王芳在位時發生了輔政的

宗室曹爽和太尉司馬懿的權力之爭。曹爽重用名士何晏、鄧飏、

李勝、畢軌、丁謐等人，改易朝典，排斥司馬懿。司馬氏是東漢

以來的世家大族，司馬懿本人又富於謀略，屢有軍功。景初二年

（238），他率軍平定公孫淵，使遼東歸入魏國版圖。正始十年（即

嘉平元年，249），又乘曹爽奉齊王芳出洛陽城謁高平陵的機會發

動政變，逼迫曹爽屈服，並處死曹爽及其黨羽，獨攬朝政，史稱高

平陵事件。後來，司馬懿及子司馬師、司馬昭陸續鎮壓了起自淮南

的王凌（嘉平三年，251）、毋丘儉（正元二年，255）、諸葛誕（甘

露二年，257）的軍事叛亂和其他朝臣的反抗，鞏固了司馬氏的統

治。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一批玄學名士對司馬氏持消極反抗態度，

其中的嵇康被司馬氏以非毀名教，和欲助毋丘儉為亂之罪名殺害。

他們之中的大部分在魏和西晉初都陸續歸服於司馬氏。

當反抗力量都被消滅以後，司馬氏乘時立功，於魏景元四年

（263）出兵滅蜀。兩年後，司馬炎以接受禪讓為名，代魏為晉。

魏國歷五帝，共四十六年。

蜀

董卓入洛陽的前一年（中平五年，188），漢宗室劉焉出任

益州牧。焉死，子璋繼任。劉焉、劉璋相繼鎮壓了益州豪強的反

抗。建安十六年，劉璋邀請暫駐荊州的劉備入蜀，使擊保據漢中

的張魯。建安十九年，劉備佔據益州；二十四年進駐漢中，自稱

漢中王。是年，留守荊州的關羽被孫權軍襲殺。劉備於 221 年

稱帝後，為爭奪已失的荊州，於次年出峽，與吳軍進行了夷陵之

戰，敗退入蜀，病死。其子劉禪繼立。

劉備在荊州時，邀約客居襄陽的諸葛亮輔佐。諸葛亮看清

《文姬歸漢圖》（局部）

南宋陳居中繪。蔡文姬是東漢著名學者

蔡邕的女兒，在兵荒馬亂中為董卓舊部

羌胡兵所擄，流落至南匈奴左賢王部。

建安中，隨着曹操軍事力量的不斷強

大，中國北方趨於統一。曹操出於對故

人蔡邕的懷念，「痛其無嗣」，派遣使者

將蔡文姬從匈奴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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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北有曹操，東有孫權，荊州不可持久的形勢，從戰略上促成劉

備進入益州，以圖自保。劉備死，諸葛亮輔劉禪。小國弱民，處

境困難。今川西和雲、貴的一些少數民族，當時統稱西南夷，接

連發生叛亂。益州郡（今雲南晉寧東）豪強雍闓執太守，求附於

吳。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元都響應雍闓，南中地區動亂

擴大。建興三年（225），諸葛亮率軍南征，大軍分為三路，諸

葛亮軍西平越嶲，馬忠軍東平牂牁，然後他們與中路李恢所部共

指益州郡。此時孟獲已代雍闓據郡。諸葛亮敗孟獲，並按出軍時

馬謖「攻心為上」的建議，對孟獲七縱七擒，終於使孟獲歸心，

南中平定。諸葛亮把夷人渠帥移置成都為官，把南中青羌編為軍

隊，並允許大姓招引夷人做部曲（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指家兵、

私兵），以南中的牛馬特產充實蜀國軍資。西南夷人地區的閉塞

狀態，從此有所改變。

南中戰爭結束，蜀吳結盟也取得圓滿成果。諸葛亮於建興五

年率軍進駐漢中，同魏國展開爭奪關隴的激戰。諸葛亮在益州疲

憊情況下急於求戰，一方面力圖以北伐來鞏固自己「興復漢室，

還於舊都」的正統地位，一方面則以攻為守，藉以圖存。建興六

年，諸葛亮命趙雲據箕谷（今陝西漢中西北）以為疑兵，自己率

主力取西北方向進攻祁山（今甘肅禮縣東北）。前鋒馬謖在街亭

（今甘肅莊浪東南）敗陣，蜀軍撤回。以後三年，諸葛亮又屢次

出兵，都由於軍糧不濟，沒有成果。建興十二年再次北伐，進軍

至渭水南面的五丈原（今陝西眉縣西南），病死軍中，蜀軍撤回，

北伐停頓。

諸葛亮死後，蜀國以蔣琬、費禕、董允等人相繼為相，因循

守成而已。景耀元年（258）以後，宦官擅權，政治腐敗。大將

軍姜維北伐，勞而無功。景耀六年，魏軍三路攻蜀，姜維在劍閣

抗拒魏鍾會大軍，而魏鄧艾則輕軍出陰平（今甘肅文縣西）險道

南下，於這年冬滅蜀。蜀國歷二帝，共四十三年。

吳

漢末黃巾起義時，孫堅隨會稽朱儁到中原鎮壓黃巾軍，以

後又轉戰於涼州和荊州江南諸郡。董卓之亂時，孫堅參加討伐董

卓的關東聯軍，隸屬於袁術，在淮南活動。孫堅死，子孫策統領

部眾，約於興平元年（194）開始向江東發展。他得到周瑜等人

的幫助，驅逐暫駐曲阿的揚州刺史劉繇，逼降會稽太守王朗。建

安元年獻帝都許以後，孫策拒袁術而聯曹操，受封為吳侯。建安

四年，孫策擊破袁術廬江太守劉勛，吞併其部曲，並取得豫章郡

地。建安五年，孫策死，策弟孫權統眾。建安十三年，孫權由吳

徙治京城（今江蘇鎮江），籌劃赤壁之戰，勢力達於荊州；十五

年招附保據嶺南的士燮兄弟，取得東南半壁。建安十六年孫權徙

治秣陵，次年，改秣陵為建業。建安二十四年，孫權破關羽，佔

有荊州全境。三年以後又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限制了蜀國出峽

發展的可能。孫權尚存的困難，一是對付山越的不寧，一是在淮

南巢湖地區抗拒曹魏的壓力。

散佈在東南州郡山區的山越人，阻險割據，甚至北聯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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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孫權勢力向南方內地擴張。孫權與山越進行過多次戰爭，屢

獲勝利。嘉禾三年（234）諸葛恪率軍進攻丹陽山越，經三年圍

困，山越十萬人出山投降，其中四萬丁壯補兵，餘下的成為編

戶。孫吳統治的幾十年中，山越人大體與漢人趨於融合，東晉南

朝史籍中，關於山越的記載只偶爾一見。

孫權主要的軍事活動在淮南。赤壁戰後，曹操軍屢攻合肥地

區，雙方互有勝負。江北居民多渡江，瀕江數郡成為空虛地帶。諸

葛亮死，魏蜀戰爭停止後，魏國加強了在淮南對吳國的進攻。吳軍

除沿江設督駐軍、遍置烽燧以外，還在巢湖南口築濡須塢，嚴密防

守。魏軍水師有限，進攻難於奏效，所以魏、吳相持有年。

孫權統治時，江東經濟有顯著發展。北人南來，山越出居平

地，勞動力增多。長江兩岸地區都設有屯田區，其中毗陵屯田區

（今江蘇常州、鎮江、無錫一帶）最大。會稽郡農業生產比較發

達。歷代陸續修成的浙東運河和江南運河在孫吳時發揮了通航效

益。江南運河雲陽至京口（今江蘇丹陽至鎮江）一段流經山間，

不便通航，吳末得到修整。雲陽以西開闢破岡瀆，使秦淮河和江

南運河相聯通，為三吳至建業的便捷水道。絲織業開始在江南興

起，但織造技術還不高，所以蜀錦成為重要的輸入物資。銅鐵冶

鑄繼承東漢規模而有發展，青瓷業也在東漢釉陶製造基礎上走

向成熟。由於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業很興盛，海船經常北航遼

東，南通南海諸國。黃龍二年（230）萬人船隊到達夷洲，即今

台灣省，這是大陸與台灣聯繫的最早記載。吳國使臣朱應、康泰

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諸國。大

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達建業。

經濟的發展，與外界交往的增加，促進了江南文化的提高，

出現了一批知名的經學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陸績、韋昭。佛

教開始在江南傳播，居士支謙從洛陽南來，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

僧會，稍晚從交趾北上。他們在建康譯經傳法，影響頗大。道教

在南方民間繼續流傳。

孫吳諸將以私兵隨孫氏征戰，孫吳屢以國家佃客賜給功臣，

功臣往往擁有多至數縣的俸邑，因而逐漸形成吳國武將世襲領兵

的制度。同時，江南也出現了像吳郡的顧、陸、朱、張那樣的佔

有大量土地和僮僕，而且各有門風、世居高位的大族。他們和世

襲領兵的武將同是孫吳政權的主要支柱。

孫權死後吳國日趨衰弱，而魏國則在司馬氏消滅淮南地區

三次軍事叛亂後日趨強大。由於司馬氏以先滅蜀，後取吳作為國

策，而在滅蜀（263）、代魏（265）後又忙於新朝定制，吳國政

權暫得延續。晉泰始五年（269），羊祜受命都督荊州諸軍事，鎮

襄陽，籌劃攻吳。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籌建水師，並預定攻吳的軍

事方略。咸寧五年（279）冬，晉軍出兵自長江以北、江陵至建業

之間五道攻吳，而以益州水師為奇兵出峽順流，於太康元年（280）

三月攻下建業，吳帝孫晧降，吳國亡。吳國歷四帝，共五十二年。

東漢初平元年（190）後出現的全國分裂局面，經過魏、蜀、吳三

個區域的局部統一和相持後，至此又歸於全國的統一。

（田餘慶）



晉

晉，3 世紀 60 年代至 5 世紀 20 年代以漢族為主

體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265）十二月，晉王司

馬炎（即晉武帝司馬炎）奪取政權，建立晉朝，先都

洛陽，後遷長安，歷四帝。建興四年（316）為匈奴

劉氏所滅，史稱西晉。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馬

睿（即晉元帝司馬睿）在江南即晉王位，都於建康，

歷十一帝。元熙二年（420），為宋武帝劉裕所滅，史

稱東晉。



016 017 中國通史：從三國到遼代 晉

西晉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平吳，統一南北，全國計有司、冀、

兗、豫、荊、徐、青、揚、幽、平、并、雍、涼、秦、梁、益、

寧、交、廣十九個州，一百七十三個郡、國，二百四十餘萬戶。

晉武帝司馬炎即位後，採取寬和節儉的方針，繼續推行廢

止典農官的政策，把曹魏以來的屯田民編入郡縣為自耕小農，從

而增加了納稅人口。全國百姓的賦稅徭役負擔歸於一律，有利於

政令的統一和中央集權的統治。對於吳蜀故地，採取了一些區別

對待的措施，加以安撫。同時也注意防範，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駐

守，把吳人向北遷徙。吳蜀人士在朝廷的仕進，無形中受到一些

限制。出身於東吳高門的顧榮和陸機、陸雲兄弟，雖有「三俊」

之稱，平吳後到洛陽，只被任命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

存在以山濤、羊祜為首的和賈充、荀勗為首的兩派政治勢力。但

晉武帝「寬而能斷」，在重大問題上擇善而從，平吳以統一全國

的決策，就是力排賈充等反對意見，堅決採納羊祜、張華等人的

主張而制定的。

晉武帝立白癡的惠帝為太子，又為他娶了兇狠狡詐的賈南

風（賈充之女）為妃。平吳以後，武帝不再兢兢業業，卻奢侈放

縱起來。他死後，元康元年（291），賈后聯合楚王瑋先後殺死

輔政的楊駿（惠帝繼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滅楚王瑋。

賈后專擅朝政，任用裴頠、張華，維持了短暫平穩的政局。但延

綿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亂也從此開始。趙王倫殺賈后，廢惠帝自

立。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聯合起兵，殺趙王倫。諸王

為爭奪中央權力，內訌不已。以後加入混戰的，還有長沙王乂、

東海王越。光熙元年（306）惠帝被東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

（311），劉曜攻陷洛陽，懷帝被俘至平陽（今山西臨汾西）。五

年後，即位於長安的湣帝投降於漢。

西晉的政治、經濟、軍事措施，多沿襲曹魏舊章，又加以改

革，其目的在於鞏固中央集權的統治。而東晉南朝門閥士族的興

盛，人身依附關係的加強，方鎮勢力的強大，這些影響以至削弱

中央集權統治的因素，這時也開始出現。

中央最高官職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書省長官有

令、僕射，執行皇帝詔命，統領百官，處理政務。令以外有時設

總錄一人，或錄尚書六條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於尚書令，後者

地位與尚書令大致相當。尚書左丞掌監察省內及群官。太康年間

（280～289）尚書省所屬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

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員的吏曹，在諸曹中最為重要。

中書省的監、令掌起草詔令。侍中（一般四人）侍從皇帝左右，

以備顧問，兼司諒諍和評議。尚書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

封駁。西晉時，尚書令一般地位在中書監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賈

后執政期間詔令多出中書，不經尚書省。還有御史中丞和司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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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掌糾彈不法，廷尉掌斷刑獄。西晉用人途徑，除開府的三公

自己辟召掾屬和刺史舉秀才，太守察孝廉外，仍襲用九品中正制

以選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評定者家世的封爵與官位，很少

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選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強，

吏部選用任命之前，又須經司徒府核實九品的評定，這些都是朝

廷為了集中用人權力，以加強控制。

法制方面，西晉改變了秦漢以來律令不分的狀況，把屬於行

政規章制度的條文獨立為令，為後代所沿襲。晉律篇目體系比較

完備，而條文大為減少（六百二十條）。某些律條的規定，起了

緩和階級矛盾的作用，鞏固了中央政權。

西晉規定，高官顯爵者各按官品高下佔有田地。第一品多達

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五頃，五品三十

頃，六品二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十五頃，九品亦可佔有十

頃。東漢、三國以來，大族佔有處於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晉則第

一次在全國範圍內以法令形式承認私家依附農民。高官可按官

品高低庇蔭親族，多者蔭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稅徭役負

擔。為了耕種所佔田地，還允許他們庇蔭勞動人手，作為佃客和

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佔有佃客不超過五十（疑當作十五）

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七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

品二戶，第八、九品一戶。雖然法令規定免除國家租稅、徭役的

戶數，寓限制之意，但在佔有大量田地情況下，高官顯爵者必須

擁有更多超過法令規定的從事勞動的依附人口。對於一些高官，

朝廷賜給菜田、廚田，同時賜給附着於田地從事耕種和其他勞役

的田騶與廚士。地方政府與官吏，從朝廷獲得公田與祿田。西晉

滅亡七八十年後，北方鮮卑慕容氏統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

戶，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晉承認私家依附農民的惡性發

展。在佔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礎上，東漢、曹魏以來世代

高官而且世襲封爵的家庭，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據有特殊

優勢地位，形成門閥士族。

西晉本着古代一夫一婦耕田百畝的遺意，承認男子佔有田地

的限額為七十畝，女子三十畝。課租不問每戶佔田多少，按一丁

交納租穀。丁男五十畝，收租四斛。即課田每畝定額交租八升，

改變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納租的方式。同時沿用曹魏之制，丁男

之戶交納實物，稱為調。戶依資財貧富分為九等，調按戶等收

魏晉南北朝時期守衞圖畫像磚

塢門前站立一個手持木棍的男子，右邊樹下蹲着一隻狗，正在為主人看守莊園。看守

莊園男子的身份可能就是衣食客。衣食客的身份地位歷史記載不明確，往往和佃客、

典計等相提並論，說明他們既不同於從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於管理家務的典計，可

能是一種由主人供給衣食、辦理雜務的隨從。他們不得獨立為戶，只能註籍於主人的

戶籍上，因而對主人有依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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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鄉，甚至濫加殘害。如荊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於長

江，各地流民不斷反抗，先後有太安二年（303）張昌於安陸（今

湖北雲夢），光熙元年（306）劉伯根、王彌於東萊（今山東掖

縣），永嘉四年（310）王如於宛（今河南南陽），永嘉五年杜

弢於長沙發動起義。鬥爭的時間雖不長，但都不同程度地打擊了

司馬氏政權的統治。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一度多為張

昌起義軍所佔據。但顛覆西晉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

羌、鮮卑這「五胡」中的匈奴與羯，「五胡」或加巴賨人稱為

「六夷」。

西晉時北方、東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關中一帶居住着很多

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少數民族。江統曾說「西北諸郡皆為戎

居」，關中百餘萬口，「戎狄居半」。平吳以前，涼州鮮卑族人禿

髮樹機能起兵反晉，不少羌胡人參加（270～279）。惠帝時，

氐人齊萬年在關中起兵（296～299），「秦、雍、氐、羌悉反」，

郭欽、江統都主張「徙戎」，即把與漢族雜居內地的少數民族集

體遷徙到邊遠之地。他們預見到被壓迫的廣大少數民族對晉王

朝統治的威脅，但建議都未見實行。備受民族和階級雙重壓迫的

各少數民族，相繼起而反抗。惠帝永興元年（304），率領流民

由西北進入益州的賨人李雄在成都稱成都王，匈奴五部與雜胡的

首領左賢王劉淵在左國城（今山西呂梁離石區北）稱漢王，這是

少數民族最初建立的兩個政權。湣帝降於漢，西晉亡。以後其他

少數民族相繼崛起，漢族統治者張氏、李氏也先後在涼州據地自

保，形成十六國局面。

取，九等平均定額，大致每戶年納絹三匹，綿三斤，稱為九品混

通之制。這種田租、戶調的名稱與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晉時，世代為兵的士家（兵家）繼續存在，同時也實行

募兵，並徵發良人來補充兵源。中央直轄一些精銳部隊，稱為中

軍，宿衞宮殿和首都，分別由領軍、護軍、左衞、右衞、驍騎、

遊擊等六將軍統領。中軍被派遣到地方駐屯或作戰，則稱為外

軍（一說外軍是洛陽城外諸軍）。領軍、護軍將軍還主管武官的

選拔任用。西晉初，刺史加將軍號，統領州郡兵。平吳以後，刺

史專理民事。另有都督（資歷稍淺者稱監或督）某州或某幾州諸

軍事，大都由諸王擔任，駐守軍事要地，統領州郡軍隊。他們有

處死部下的權力，依使持節、持節、假節三級稱號而範圍大小不

同。都督的主要僚屬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專擅。都督起初不

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晉末開始例行兼領治所所在的刺史職務。西

晉分封宗室為王，封國內民戶的租調，三分食一。東晉渡江以後

九分食一。諸王主要職責在於分駐軍事重鎮。西晉初年所封諸

王，其封國大都即在都督區內。八王之亂後期的主要人物齊王

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是統領重兵坐鎮許昌、鄴、

長安和下邳的都督，這時封國所在已經和都督區沒有關係。

封建統治階級互相混戰造成的災難，迅速激化了階級矛盾；

民族矛盾中有些帶有階級矛盾的因素，也加劇起來。統治階級無

法緩和各種矛盾，導致了西晉王朝的滅亡。

惠帝時，人為禍患之外，加以疾疫饑饉等天災，百姓背井離

鄉，流離失所。各地方的統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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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

西晉覆亡後，各少數民族競相建立政權，戰爭不已。中原的

漢族人士不願受胡族統治，紛紛南遷。西晉時，北方諸州人口約

七百餘萬。而永嘉之亂後幾次大批南渡的達九十萬人，約佔八分

之一。東晉和南朝境內人民，大約土著佔六分之五，北來僑人佔

六分之一。司馬睿與封國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鎮南

方要地，以預謀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馬睿已出鎮建

業。長安陷後，建武元年（317）睿稱晉王，次年即帝位。

西晉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靜。司馬睿來之前，有石冰、封雲領

導的揚州、徐州農民起義。出身於倉部令史的廬江陳敏，乘掌握

江淮漕米之機，招誘吳地士族，企圖在江東割據自立。以後吳興

錢璯圖謀推翻司馬睿和揚州刺史王敦，在廣陵起兵。這三次性質

不同的事件中，孫吳以來的世族義興周玘率領鄉里私兵，支持了

司馬睿。江南大族到東晉初年還擁有相當強大的武裝實力，為司

馬氏政權的南遷掃除了障礙。

東晉政權優遇南來的北人，在他們聚居的地方設立所謂僑

州、僑郡、僑縣。僑州郡縣沿用北方原籍的舊名，但隸屬關係極

其錯綜複雜。有的僑州下只領僑郡、僑縣，也有僑州下既領僑

郡、僑縣，也領實郡、實縣。有的僑郡、僑縣又隸屬實州。實郡

也有時領僑縣，僑郡往往也領實縣。有的僑郡縣由於是高門大族

的原籍，由僑郡縣改為領有實土的郡縣，而更多的僑郡縣因不具

備此條件，只有等待土斷（東晉、南朝整理戶籍及調整地方行政

區劃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劃定州、郡、縣領域，居民按實際居

住地編定戶籍），以備領有實土。

僑州郡縣人民不屬當地編戶，豁免租賦、徭役，並另立白

籍，以區別於土著的黃籍。僑人中的下層多投附世家大族，成為

受其蔭庇的戶口。其上層亦即門閥士族，如琅邪王氏、潁川庾

氏、陳郡謝氏、譙國桓氏等，都是司馬氏政權的主要依靠力量，

在中央和地方擔任要職。此外，如祖逖、郗鑒、劉遐、蘇峻等士

族中地位較低的家族，則先在胡族統治的北方立堡塢自固，聚集

宗族鄉黨數百以至上千家，然後率領這些流民南來，歸附東晉。

他們的武裝成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鑒等少數人外，流民

領袖多未能與司馬氏政權合作到底。江南廣大土著人民是東晉王

朝財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來源，負擔沉重。但東晉初年，南方

與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內部階級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東晉政

權建立八十年之後，才爆發大規模農民起義。孫吳時大族的上層

人物，對於司馬氏被迫南來所建政權，起初並不竭誠擁護。如陸

玩目王導為傖（南人對北人的蔑稱），拒絕與王氏通婚。晉元帝

對於江南士族中政治、社會影響較大的人，如顧榮、賀循、紀

瞻、陸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籠絡。元帝由於自己不掌握強大兵

力，對於擁有武裝力量的南方豪強，暫時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玘

平錢璯，甘卓破周馥，紀瞻禦石氏。鎮壓杜弢起義也靠的是南土

寒庶陶侃。來自北方的統治階級對南人終有顧慮，在攫取田產方

面，僑姓大族渡江後，避開江南大族的田園聚集之地，王氏、謝

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內地會稽、臨海一帶廣佔土地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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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政治上對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後反被王敦從荊州遷

官廣州。元帝對義興周氏心懷疑憚，以致周玘憂憤而死。沈充、

錢鳳之慫恿王敦起兵反司馬氏，陶侃對庾亮積怨之深，都反映統

治階級中僑人士族的壓倒地位和僑人、南人之間的矛盾。

晉元帝初年，有揚、江、荊、湘、交、廣、寧、梁、益、

徐、豫十一個實州，領九十六實郡，同時開始置立僑郡、僑縣。

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揚、江、荊、湘、交、廣、寧、

豫、徐九個實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個僑

州，領實郡八十四，僑郡四十餘。東晉時僑州不冠南字，劉宋時

僑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兗。東晉疆土縮小，而州郡之數遠遠

超過西晉。刺史本人或所帶將軍府的長史、司馬，往往兼任州治

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區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數州以及

某幾州中的數郡軍事，都督鎮守之地常依形勢變化而有改動。東

晉仕宦途徑大體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舉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

品選拔官吏。但這時已非西晉那樣一統局面，元帝自稱「寄人國

土」，因而中央官制雖沿自西晉，而頗加簡化，以求事權統一、

行事簡便。如光祿勛等九卿或省或併，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罷。

魏晉以來尚書與中書、門下職責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約作用；而

東晉的錄尚書及尚書令有時兼中書監、令，尚書僕射有時兼門

下、中書官職，但仍以尚書之職位為主。單任中書令者，多優遊

無事，以文采、經義見重。揚州是政治、經濟、軍事重心所在，

中央政府首腦錄尚書或尚書令，往往兼都督中外軍事或數州軍

事、揚州刺史或丹陽尹等京畿地方長官，以控制實權。所以東晉

大權集中於宰相，與西晉的皇帝集權，尚書、中書、門下並立，

互相牽制的形勢不同。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變西晉課田

五十畝收租四斛辦法，大率每畝稅米三升。戶調可能仍沿西晉

每戶絹三匹、綿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廢除度田收

租制，以口為對象，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八年，又增稅米每口

五石，大抵比西晉時賦稅為重。東晉的徭役也極為繁重，孝武帝

時「殆無三日休停」。東晉戶口應不少於東吳時（五十二萬戶，

二百三十萬口），而桓溫上疏說當時戶口凋寡，不當漢之一郡（東

漢最大之南陽郡有五十二萬戶、二百四十萬口）。這主要是由於

依附人口太多，東晉規定給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蔭流民為佃客，

第一、二品官蔭佔佃客四十戶，三品三十五戶，四品三十戶，五

品二十五戶，六品二十戶，七品十五戶，八品十戶，九品五戶。

政府所承認的蔭佔佃客數字，各品官都比西晉增多。他們的戶口

附於主人的戶籍，實際上，官僚貴族所蔭庇的佃客，還遠不止於

規定的數字。他們不負擔國家的租稅徭役，但須把收穫的一半交

給主人。佃客之外，還有稱為典計、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

此時，世代當兵的兵戶依然存在，同時也以逃亡農民、罪犯及其

家屬、被俘少數民族、豁免的奴隸等為兵。招募的軍隊也佔重要

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勁勇組成的。

東晉疆域狹窄，貴族官僚大量佔山固澤。世家大族大量庇

蔭人口，未入私門的僑人流民，又不編戶籍，影響政府的財源與

兵源。成帝咸和時（326～334）已開始實行土斷，即把僑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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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籍（東晉、南朝設置僑州郡縣安置僑民，他們的戶籍用白紙書

寫，稱白籍）移入黃籍（兩晉、南朝時對正式戶籍的稱謂），成

為所居地方的正式編戶，納稅服役。在實行土斷的同時，必然也

搜檢官僚貴族隱匿的戶口。桓溫、劉裕執政時期，兩次大規模實

行土斷，收到「財阜國豐」和開拓兵源的效果，有利於鞏固偏安

江南的政權。

東晉統治階級內部，存在着北人士族與南人士族，北人士族

中的上層與下層，皇室司馬氏與僑姓大族，各大族之間，中央與

地方（揚州與荊州）等錯綜複雜的矛盾。當時流行的「王與馬，

共天下」說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穩的司馬氏政

權，也反映了東晉一代皇室與僑姓大族不斷的鬥爭。王導執政，

以寬和著稱，其目的除結好南人，鞏固司馬氏地位外，也為維護

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對王敦，和簡文帝對桓溫，都曾有過「請

避賢路」的表示，為封建社會中的君臣關係所罕見。「君弱臣強」

的局面，是司馬氏與以王氏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結果。

王敦擔任都督江、揚、荊、襄、交、廣六州軍事、江州刺

史，擁重兵鎮守武昌（今湖北鄂州）。元帝畏王敦，任用劉隗、

刁協與之相抗。劉、刁維護皇室威權，「崇上抑下」，如大批徵調

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滿。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問罪於劉隗、刁協為名，起兵攻下建

康，殺死刁協等。又從武昌移鎮姑孰（今安徽當塗），自領揚州

牧，內外大權集於一身。兩年後，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為元

帥，率軍進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雖被遣責為叛逆，

琅邪王氏的地位卻未受任何影響。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執政。北方來的流民首領蘇峻、

祖約都擁有重兵，分別駐在歷陽（今安徽和縣）和壽春。他們不

滿於大族庾亮、卞壺等人的排擠，咸和二年（327），起兵進攻

建康。江州刺史溫嶠乞援於荊州刺史陶侃，聯合擊敗蘇峻。陶侃

死後，庾亮代為江、荊、豫三州刺史，既擁強兵據上游，又執朝

廷大權。他代表皇室利益，與王導產生矛盾。但在衝突表面化之

前，王導、庾亮相繼去世。

桓溫繼庾氏之後據有荊楚，又領揚州牧，也集內外大權於一

身，企圖奪取司馬氏政權。桓溫先廢司馬奕為海西公，立簡文

帝，實則企望其讓位於己。穆帝時，簡文帝為會稽王輔政，任

用殷浩以抵制桓溫，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

被桓溫殺害。桓溫病中要求朝廷賜他「九錫」，以為禪讓的前

奏。由於謝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溫不及待而死。謝安輔政，

侄兒謝玄在淝水之戰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會稽王司馬

道子排斥謝氏。東晉前期，政權一直在大族手中。淝水戰後，

轉入孝武帝及司馬道子之手。戰後兩年，謝安被迫避往廣陵，不

久死去。戰後四年，謝玄又從坐鎮的邊境要地彭城被調移內地任

會稽內史。以後，桓溫的幼子桓玄又以荊州為據點，攻入建康，

殺司馬道子父子，總攬朝權。元興二年（403），桓玄稱帝，國

號為楚。劉裕從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伐，桓玄退歸江陵，

失敗被殺。

東晉政權所受外部威脅，主要來自黃河流域的胡族和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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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益州）的政治勢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敵愾，要求

驅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為代表。祖逖從淮水

流域進抵黃河沿岸，聯繫保據塢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謀

劃恢復中原，經營達八年（313～321）之久。當時北方匈奴劉

氏與胡羯石氏相爭，形勢有利於東晉。但元帝無意北伐，對祖逖

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與王敦矛盾尖銳，祖逖備

遭掣肘，壯志未酬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脅江南，後趙建國，據

有幽、冀、并諸州後，軍事優勢更為顯著。庾亮、庾翼雖先後擬

議北伐，由於力量對比懸殊，都未實現。石虎死後，河北大亂，

西晉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歸附東晉。褚裒北伐，先鋒達到彭

城，戰敗退回。以後北方前燕與前秦東西並立，殷浩北伐也屢次

失敗。

永和十年（354）桓溫伐前秦，深入敵境，但未乘勝奪取長

安，只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兩年以後，又伐前燕，奪取了洛

陽，但不久復歸於燕。太和四年（369）再度北伐，到達距前燕

首都鄴不遠的枋頭，未再前進，退敗於襄邑（今河南睢縣）。桓

溫晚年借北伐以樹立威名，謀求禪讓，但未成功。前秦苻堅吞併

前燕後，屢次南向出兵，意圖統一南北。太元八年（383），苻

堅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威脅江南，謝玄率北府兵以寡敵眾，淝水一

戰秦軍大敗。乘前秦衰弱，後秦姚氏佔有關中，後燕慕容氏立國

河北，東晉雖暫時解除了大軍壓境的威脅，並未能在北伐事業上

有所進展。

義熙六年（410）劉裕滅南燕，此後青、兗等州歸屬東晉、

劉宋五十餘年。十三年，滅後秦。由於關中懸遠，東晉很難從江

南遙控，劉裕又忙於南歸奪取政權，無意進一步恢復中原，一度

收復的長安與洛陽，隨即為赫連夏與北魏所得，終東晉之世，未

能長期恢復西晉的兩京。

江南政權穩固與否，和長江上游益州的歸屬很有關係。成

漢李氏據蜀三十年，永和三年桓溫西征滅之，有利於鞏固東晉政

權。二十六年以後，益州又被前秦佔領，淝水戰後才復歸東晉。

到義熙元年，譙縱據益州，又從東晉分裂出去。劉敬宣一度攻益

州，距成都五百里而敗還。及至九年，劉裕西征，滅譙氏，從此

益州再歸東晉統治。東晉百年間，益州不受其統治的時間達五十

年。只是由於佔有益州的勢力未與北方密切聯合，不具備能順流

東下、吞併江南的實力，東晉政權才得免除來自益州上游的後顧

之憂。

隆安三年（399）爆發了孫恩、盧循起義，鬥爭持續近十二

年，司馬氏政權受到沉重打擊。孫恩死後，桓玄起兵稱帝。劉裕

對內鎮壓孫恩、盧循起義，討平桓玄，對外北伐滅南燕，西征平

譙縱，江南政權擺脫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脅，得到穩定。滅後秦之

後，420 年劉裕取代了東晉。

兩晉的文化

兩晉一百五十年間，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上，有幾個方面出現

了以前歷史時期未曾有過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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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煩瑣章句和東漢讖緯迷信的經學，這時已經衰落，但儒

家經典的研究並未中斷。西晉流行鄭玄注，東晉流行王肅注。後

代傳習的《左傳》杜預集解、《穀梁傳》范寧集解和《爾雅》郭

璞注，都出於晉人之手。晉代史學頗為發達，晉人所撰古代和當

代史的書很多。西晉陳壽的《三國志》、東晉干寶的《晉紀》、

孫盛的《晉陽秋》、常璩的《華陽國志》，都為當時和後代所推

重。荀勗（？～284）繼承劉向以來的圖書目錄之學，改變圖書

七種分類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經、史、子、集四大類。千餘

年來，這種分類法未全廢棄。史部著作從經書獨立出來，自成一

類，也自晉代始。由於門閥士族的興盛，重視世系譜牒，西晉摯

虞曾撰《族姓昭穆記》，東晉賈弼始創譜學，齊梁時人繼承，近

二百年不衰。咸寧五年（279）汲塚發現竹簡所寫古籍，有《竹

書紀年》、《穆天子傳》等，為千餘年後發現秦漢竹木簡及敦煌、

吐魯番古寫本的先聲。裴秀繪製《禹貢地域圖》，定出製圖的六

條原則，成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國繪製地圖的基本方法。

曹魏時興起的玄學，在西晉仍然是盛行的顯學。它以老莊思

想為骨架，討論中心為「本末有無」問題，即有關天地萬物為何

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據的問題，是研究遠離「世務」和

「事物」的哲學本體論。西晉談玄學知名的有裴頠（267～300）、

郭象（252～312），東晉有張湛。玄學是先秦兩漢哲學發展的

結果，提出了新的討論對象、概念、範疇、方法，形成一種思辨

性較強的哲學。對於中國哲學的發展和魏晉南北朝時期思想的解

放，都起了積極作用。

西晉在文學方面也有其獨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晉人的詩

文多重詞藻雕飾及寫作技巧，但也出現了左思、劉琨這樣的作

家。左思以詠史詩形式抒發感情，表達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詩風

雄健高遠，超越前人。劉琨在民族矛盾尖銳的情況下，身處鬥

爭前沿，寫下不少悲涼慷慨的詩歌。西晉以文學知名的，還有陸

機（261～303）與潘岳（247～300），他們的作品都以藝術

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勝。但陸機有《文賦》討論文學內容與形

式、創新與承襲等關係，聲律的作用，文體的分類，等等。摯虞

有《文章流別集》及《文章流別志論》，實即包含作品選、作者

略歷及各種文體的評論，惜其書失傳。陸、摯兩家著作的出現，

標誌着西晉時文學和史學一樣，獨立於經學之外，開始成為系統

研究的對象。陸、摯兩家的書，是《文心雕龍》與《文選》的先

山東曲阜發現的清代孔氏族譜圖

詳細繪製了從孔子一直到四十三代衍聖公的

名字、孔氏家族的輩分及當地幾大分支的基

本情況。孔氏家族的族譜是中國歷史上延續

時間最長、包羅內容最豐富、譜系最完整的

族譜。



032 033 中國通史：從三國到遼代 晉

驅。由於玄學的影響，東晉詩歌作品多理過其詞，淡乎寡味，但

也出現了陶淵明（365～427）這樣的田園詩人。陶淵明的詩歌

是他全部生活和對現實生活的真實反映，關於農事的歌詠、景物

的描寫、遺世獨立的藝術風貌，都對後代詩人具有廣泛而深遠的

影響。

佛教來自印度及中亞，到晉代仍不斷有僧人西行求法。東

晉末法顯赴天竺，歷盡艱險；劉宋禪代後始歸，攜來當時急需

的律藏。西晉佛教的發展，在外國僧人譯經事業以外，中國僧

人的貢獻漸多。道安（312～385）在襄陽編定的《綜理眾經目

錄》成書於東晉寧康二年（374），為中土第一部佛經總目，不

僅標列歲月，還評論譯筆，對後漢以來傳譯的佛經起了總結作

用。道安還制定僧徒戒規，組織僧人四出傳教。在佛教教義與佛

教哲學方面，慧遠（334～416）宣傳因果報應，以為輪迴轉生

是人生最大痛苦，應當信佛修持，超出輪迴，求永遠解脫。僧肇

（384～414）撰《不真空論》，主張萬物無真實性，但並非不存

在，萬物皆虛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

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張頓悟，以為真理玄妙一體，不可分

割，因此悟證真理只能頓悟而成佛。西晉時天師道流行，為王謝

等高門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約 283～363）的《抱朴子》

內外篇，內篇論述神仙方藥、養生延年、禳邪卻禍之事，外篇則

主要為儒家和刑名家觀點的政論。

葛洪還著有《肘後卒急方》，講述各科病症的治法與藥方，

對結核性傳染病和天花已有記載和認識。王叔和的《脈經》總結

西晉以前脈學經驗，是現存最早脈學專著。皇甫謐（215～282）

撰《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針灸學的重要著作，流傳到朝鮮、日

本等國。繪畫方面，人物畫像仍是流行題材，晉宋之際才出現

山水畫。著名畫家顧愷之強調人像畫傳神之處全在目睛，指出

了繪畫技法要領。書法自後漢以來被作為藝術來欣賞，晉代索靖

（244～303）、衞夫人（272～349）和王羲之（303～361，

一說 307～365，一說 321～379）、王獻之（344～386）父

子有關書法的理論和筆法，都為後代所重視，影響廣泛。

（周一良）

《遠官帖》

東晉王羲之書。王羲之是

東晉書法家。字逸少，琅

邪臨沂（今屬山東）人，

後移居會稽山陰（今浙江

紹興）。始任秘書郎，繼為

長史、寧遠將軍、江州刺

史，並曾為右軍將軍、會

稽內史，因此後人稱他為

王右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