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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漢朝以來的歷史變化 

首先，闡述漢朝的地方官僚制度。漢朝時允許鄉代表成為縣的官員，

但縣長是由中央官派，郡也允許鄉出身的人組成郡政府，而太守也是由中

央官派。到了西漢後期出現變化，郡可以選派代表組成朝廷高官，這就是

察舉制度，也表明了國家開始向社會開放。漢的十三州，從地域上來說，

是復活了戰國的列國，起初漢以郡來治理人民，但時間久了，郡政府內部

都由人民組成，就反過來對抗朝廷。東漢時，州從刺史變成了郡的上級單

位，也慢慢變成一個大軍府，州的都督之屬下可以是郡太守或縣令，形成

一個很大的地域政治組織，地方上就出現了很多的「家」。 
 

二、 「晉室南遷」的釐清 

胡族國家的出現打破了軍閥割據的局面，由胡族國家控制北方各州，

進入新的時代。西元 306 年，東海王司馬越是八王之亂後的勝利者，控制

了洛陽朝廷，後來司馬越的親屬司馬睿成為晉愍帝的保護者，同時也成為

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到了西元 317 年，司馬睿成為晉王，也改元稱

帝。雖然歷史上的稱呼是「晉室南遷」，事實上，司馬睿本就是揚州軍閥，

後來選擇在南京建國，與其視為西晉政權的延續，不如視為吳國的復國運

動更為貼切。司馬睿的支持者有瑯琊王氏和陳郡謝氏等江淮士族、南移的

江淮軍團，也就是北府兵，以及吳人士族的支持。 
 

三、 吳地士族的合作 

在談論東晉與吳地士族的合作，先介紹〈王導的功業〉，這是陳寅恪的

經典著作。王導是瑯琊王氏的領導人，也是司馬睿的首席參謀，陳寅恪認

為，通過王導的北人士族去聯繫吳地士族去支持司馬睿，才造就司馬睿的

成功，這也意味著政權的穩固需要依賴士族的支持。雖然「王與馬共天

下」只能當成一個諺語，不能以此完全當作歷史事實，但東晉政權的穩固

的確需要依賴南移的王氏士族。而在周處除三害的故事中，雖然不能以史

實視之，但它反應了南方士族如何控制地方。可見南移的士族跟吳地士

族，都是司馬政權必須拉攏的對象，以此來鞏固政權。另一方面，吳人士

族透過與漢人大軍閥司馬睿合作，達成三點好處，其一是壓制境內的吳人

庶族；其二是被保護，不用擔心北方胡人南下；其三是繼續透過政府的力

量來控制荊州、交州，恢復吳國往日的光榮。 
 

四、 南部大開發與寒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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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移民的南下，有到荊州和揚州，形成日後的荊揚之爭，即是抵禦

北方政權的荊州軍府與位於揚州的建康，兩股勢力之爭。移民南下造成南

方大開發，而南方大開發的第一個影響是促成荊州大軍府的出現，當時中

國政權透過荊州控制住南方，當東晉建國後，就派王敦去鎮守荊州，而後

爆發王敦之亂。王敦為何要攻打建康，很可能是害怕勢大而被司馬睿除

掉，因此先下手為強，但這也僅是猜測。後來王敦之亂被平定，因為朝廷

重用揚州的江淮軍團來制衡北方士族，江淮軍團的代表人物有郗鑒和庾

亮。南方大開發的第二個影響是寒人政治的出現，因部落民被捲入經濟體

系中，又跟政權有了交往或加入軍府，因此進入了朝廷的政治團體中，這

些寒人並非是窮人，而東晉政府乃是宗室政治，不想提拔士族，因此也重

視提拔寒人。陶侃是南人寒族的代表，他掌握了荊州軍府，也代表著楚人

的崛起。西元 245 年，桓氏政權成立，桓溫成為荊州大都督，控制了東晉

的西部。桓溫北伐，他希望透過戰爭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彰顯自己的

權力。他曾一度收復洛陽，也確立了長江淮河一帶的土地屬於東晉，這也

是東晉跟南朝之所以能獨立的最大原因，這塊土地後來在梁朝末年，因侯

景之亂的緣故而失去，那塊土地的軍團投靠了北齊，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隋

文帝能統一中國。另外，在制度方面，東晉政府實施土斷，將北方移民歸

入南方政府的戶籍。 
 

五、 東晉滅亡以及南朝的興起與滅亡 

東晉末年，司馬氏朝廷徵調奴婢為兵，造成後來的孫恩盧循之亂。在

杭州、紹興附近的水民，因江南大開發而成為謝家、王家這些大家族的奴

隸或勞動者。後來東晉政府徵調奴婢為兵，這些水民不能接受當兵，所以

造反，在西元 399-411 年發動民變，也就是孫恩盧循之亂。在這過程中有

五斗米道的介入，最後敗於劉裕的北府兵。這場亂事後，有功者之一桓玄

改朝換代，在西元 403 年建立楚，很快就被劉裕打敗，以宋取而代之。過

去是北人士族控制江淮軍團，但劉裕上台後，變成江淮軍團控制北人士

族。宋國的政治非常混亂，這可能是因為沒有了儒教原理的統治，使國家

充滿血腥戰爭。西元 479 年，江淮軍團的蕭道成上台，建立齊國。西元 
502 年，江淮軍團的蕭衍建立梁國。西元 548 年，爆發侯景之亂，侯景是

東魏的叛將，投靠梁，後來又造反，軍隊攻入建康，對建康城中的北人士

族展開大屠殺。侯景之亂後，荊州軍團跟廣州軍團崛起。蕭繹的荊州軍團

在荊州建梁國，陳霸先的廣州軍團控制建康，建立陳國，而江淮軍團則自

立投靠了北齊。至此，南方的荊州西府兵以及京口江淮集團的北府兵都成

為北方勢力，在西元 589 年，南朝就被隋滅了，中國再度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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