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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品中正制度 

在進入東亞大移民的主題前，先繼續上講未完成的九品中正制度。關

於九品中正制設置的意圖，京都學派以「中世貴族制」概念來闡述九品中

正制度，認為這是貴族制的官吏任用法，貴族能任官是憑藉其社會勢力而

非皇權。然而，實際上並不是中央想分權給地方，而是為了重建已分散的

全國性士大夫階級。從制度上來看，是先設立中正官，他們是既有的全國

性士大夫，可稱為洛陽權貴集團，他們以鄉論來評品人才，若地方人才要

參加選舉，就必須加入洛陽的京城士大夫社交圈，才有機會結識並得到中

正官賞識，因為中正官無法真正去考察一個人的人品，除非在社交圈認

識。由此可知，鄉舉里選僅是表象，九品中正制的真正意圖是讓那些想要

被選上的人，積極參與洛陽的京城士大夫社交圈。 
關於九品中正制實施的背景，《晉書》提及九品官人法實施原因是，由

於戰亂使士人流離到大都市中，因此直接在大都市進行選舉。1 但這其實

不對，士人流移到大都市跟戰亂無關，而是城市化與俸祿官僚化造成的現

象。這樣的結果帶來的是兩個階級的對立「郡縣+全國性士大夫階級 vs. 
地方豪族+外夷+流民」，所以西晉的對立根本不是華夷對立，而是全國性

士大夫與非全國性士大夫的對立，五胡亂華就是後者推翻前者的情況。而

在九品中正制的實施下，士人的交流網絡中也出現了浮華的現象，被稱為

魏晉風流，也就是崇尚美學的情況，由於過度崇尚影響社會風俗，因此有

魏明帝「禁浮華」。 
 

二、 東亞大移民與中央歐亞大陸 

提到東亞大移民之前先說明中國的地理區。中國的地理區包含東南農

業地帶、西北至北部的遊牧地區、西藏遊牧混合區，以及東亞海域組成。

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團體在兩個核心地帶產生，分別是塞北和淮水。元朝之

所以選擇北京作首都，是為了連結遊牧和農業，還能透過運河連結到東亞

海域，可見北京位於各個地帶的樞紐位置。接著來談東亞的移民，漢藏語

系的擁護者認為，過去從西方來了一群人抵達中國華北，在那邊種小米，

建立了一個大型政權也出現共同語，也就是所謂的漢語，隨著他們人群的

遷移，再將語言、文化傳遞到中國各地。由於之後他們也抵達青藏高原，

所以西藏語跟漢語有親屬關係。在這套理論之下，學界也開始想像有一個

漢民族，四周則分別是東夷、西戎、南蠻和北狄等外夷。提到移民，就必

須說明中央歐亞大陸。人群在中央歐亞大陸上移動，這個區域從西方經過

絲路進入塞北。事實上，中國各地的文化也都是域外移入，有很多人群的

移動，不僅在國內移動，國外也有人群在移動。關於國內的移動，秦朝統

                                                      
1（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78。 



東亞大移民 

第 3 頁，共 5 頁。 
 

治下分為編戶之民和部民，經過漢的五百年間，部民們紛紛移到郡縣附

近。關於國外人群移進中國北方，則有第三世紀組成騎馬遊牧大聯盟的丁

零、月氏（歐羅巴人，說伊朗語）、匈奴、鮮卑（東胡）等群體。 
 

三、 匈奴的內附 

匈奴的「內附」是第一群要談的東亞大移民。其實所謂內附的實情就

是，匈奴來侵略並要求中國割地，但中國要求匈奴的首長要向中國稱臣來

交換實際的好處，因此就聲稱匈奴內附中國。匈奴原在蒙古一帶，逐漸南

移至山西省，在西元前第三世紀後期，匈奴帝國成立，作為一個騎馬遊牧

政團聯盟，而後在西元第一世紀中期起，成為漢的屬國，且是國中之國，

與漢共治塞北。因為這些地區裡面有大量遊牧民，漢其實也管不到他們，

乾脆讓匈奴來管理牧民，這樣共治的方式就可以稱為二元體制。關於漢的

天下體制，漢的天下分為中國人和四夷，以郡縣制統治中國人，四夷則交

由部族首長統治，但部族首長要成為中國的官員，後漢時期就可以看見這

種現象。例如，漢朝曾設置西羌校尉，為中國軍府來管理羌人，而後變成

任命羌人領袖來擔任西羌校尉府的校尉。 
 

四、 鮮卑大遷徙 

第二群東亞大移民是鮮卑大遷徙。關於東北亞的泛歐亞語系，也稱作

阿爾泰語系，包含突厥語、日語、韓語、蒙古語等，並不是出現在阿爾

泰，而是在赤峰（今內蒙古），這個地方是個重要政治中心，也是紅山文化

的發展地，而鮮卑就是阿爾泰語系。鮮卑人的前身應是東胡，東胡曾經參

加匈奴的遊牧政權，經過幾百年變化，就出現了鮮卑。鮮卑是各郡屬國，

包含遼東郡、遼西郡、北平郡，遍布塞北、華北地區，先是中國給他們

錢，讓他們成為職業軍人來對抗匈奴，到了西元 120 年後，檀石槐在塞北

建立鮮卑國，由於匈奴進入中國，所以鮮卑繼承匈奴在塞北的王權。鮮卑

並不是民族，而是一個部族軍事聯盟，分為東中西三部，下設邑，在檀石

槐死後衰弱，到了第三世紀前期由軻比能復興。 
 

五、 中亞系移民與跨海的「渡來人」 

中亞系移民從西方移入，他們有許多小群。以夫餘為例，他們是中亞

移民來的騎馬遊牧民族，但是到了中國東北改變了生活方式，開始經營農

業，後來被高句麗繼承，本要向華北東部發展，但因為被鮮卑擋住，只好

向朝鮮半島發展。此外，粟特也是中亞系移民，在商業上扮演重要角色。

中亞系移民是一群說伊朗語的人群，早就影響了中國，例如商周的行政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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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就深受中亞移民的影響，包含馬車和各種軍事技巧。而秦始皇則是受

波斯影響，包含行政技術、宗教。中亞系移民進入中國的媒介是匈奴王權

和絲路貿易，匈奴把大量新疆人移民到中國，讓他們成為附屬匈奴的部

族。中亞系人群也被稱為羯或是雜胡，在絲路上移動，到處去做生意。除

了這些中亞系移民的移入外，中國內部也在往各處移動，如戰國時，趙國

往北邊發展到內蒙古的南邊，秦國往河西走廊發展等，後來雖然秦國統一

六國，但移民從來沒有停止過，因為移民的是豪族團體。關於跨海的「渡

來人」，有南海的林邑，它位於今天的越南，是海港式聯盟國家，也在向外

擴張，將印度化中的梵語、佛教、印度教信仰帶進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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