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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後三國」的鬥爭與僑置郡縣 

後三國是指六鎮之亂後兩個三國鼎立的時期，第一個是宇文泰的西

魏、高歡的東魏以及南朝梁。第二個是北周、北齊與南朝陳的三國鼎立

時，而後三國時期最後勝出的是宇文泰這個脈絡下的西魏和北周。宇文泰

在 26 歲就成為中國北方的霸主，建立了西魏，他也是「關隴集團」出身

的。陳寅恪提出「關隴集團」，指涉北朝的西魏、北周至隋、唐期間，籍貫

為陝西關中和甘肅隴山周圍的門閥士族。後三國局勢的改變，最大的有兩

點。第一，西魏拿下四川；第二，侯景之亂後，南方政權失去了淮水流

域。 
僑姓的稱呼是柳芳在〈氏族論〉提出來的，並沒有在其他史料中看到

「王、謝、袁、蕭」自稱或被稱呼為僑姓。南北方的人互相歧視是可以想

像的，之所以會對於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的印象深刻，是因為《世說新

語》，而這本書是北方人寫的，所以有很多貶抑南人的內容。起初北方的人

遷移到南方，政府還不能將他們編入當地戶籍，因為將來他們要回到北

方。為了能夠向他們收稅，東晉政府就設置一個僑置郡縣，以原籍州、

郡、縣名寄治別處，只有僑民，而無土地。等到安定後實施土斷，使其州

郡領有實地，戶籍和賦役與一般州郡縣相同。 
 

二、 北魏的覆滅 

六鎮之亂發生在北魏防守柔然的六個鎮爆發的亂事，關係的衝突包含

了城民與國人，以及國人與洛陽權貴集團之間。城民就是那些被征服、解

散和重編的夷人，六鎮之亂也就是國人和城民之間的矛盾，後來城民起來

叛亂。另一個關係的衝突是國人與洛陽權貴之間，國人不滿洛陽權貴在首

都享福、升官，但自己卻留在寒冷的北方守六鎮。六鎮之亂後來是由國人

軍團來鎮壓，但國人軍團也順勢滅了朝廷，其中的領導人就是爾朱榮，而

他是契胡。西元 528 年，爾朱榮攻進洛陽，將洛陽權貴殺光並扔到黃河之

中，稱為河陰之變。 
 

三、 東西魏的崛起 

高歡是跟著城民叛變興起的，後來被爾朱榮收編。從史書中記載高歡

的習俗「遂同鮮卑」，無論他實際上是什麼人，他就是在部族解散與重編中

被鮮卑化的人。再者，宇文泰也並非國人，也是跟著六鎮的反叛集團興

起，也被爾朱榮收編，以他的姓氏來看，是廣義上的鮮卑人。爾朱榮派賀

拔岳進入關中平亂，而宇文泰是賀拔岳手下的大將，在賀拔岳戰死後，孝

武帝命令宇文泰立即開回洛陽，參加對抗高歡的洛陽保衛戰，但宇文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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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抗命，要先在關中幫賀拔岳報仇，此事表現出了此時期的君臣關係。這

兩股同時在華北興起的勢力，就是宇文泰軍團興起以及高歡軍團佔領洛

陽，後來各自成為西魏和東魏。 
 

四、 宇文泰的挑戰與應對 

宇文泰的軍團中有三類人：第一類是北鎮軍人；第二類是跟著北魏孝

武帝來到長安的洛陽官員，照理說應該是宇文泰的仇家，但宇文泰主導的

西魏政團需要有北魏孝武帝的君臣才能構成朝廷，證明是延續北魏的合法

朝廷；第三類是關隴的在地漢人豪族。宇文泰很有號召力，能讓手下對他

心悅誠服。為了治理北魏的軍人，宇文泰需要訴諸鮮卑關係，他常在軍中

說鮮卑語，以此來提醒大家都是傳承自北魏的人。西元 543 年，邙山之役

中，宇文泰派出的精銳北鎮軍人全軍覆沒。為了補充兵源，他創建了府兵

制，徵調關中地區的鄉兵，鄉兵是城外的人，那些是豪族的人，豪族首領

則變成鄉帥，並編入國家的編制中。 
在國家治理方面，宇文泰倚靠《六條詔書》。《六條詔書》是由宇文泰

的首席漢人參謀蘇綽起草，包括：先治心、敦教化、盡地利、擢賢良、恤

獄訟、均賦役。這對西魏政治的整飭及國力的發展有很大作用。接著，府

兵制的設置也是關鍵。西魏是一個府兵制國家，宇文泰利用此制來建設他

的國家。府兵制最上層是八柱國，其下是十二大將軍，再其下是二十四開

府，再其下是各個軍府，而且我們要以軍事部族體制來理解它。一位柱國

所領導的各及軍團、軍府，構成一個大型的部族。八柱國是鮮卑部族首

長，六柱國各有兩個次級部族，所以共十二位大將軍。再來，每個大將軍

有兩個大軍團，共有二十四個開府將軍，每個開府又有很多小軍團，每個

軍團是一個軍府。宇文泰自己既是八柱國之一，也是八柱國之首。再來，

宇文泰也進行新的部族的解散與重編，新的地方是吸納當地漢人進入軍

隊，當漢人大量進入軍隊，鮮卑語就在軍隊中退下潮流。 
 

五、 北周及其後歷史的演變 

接著說明北周的體制。由上而下依序是天王、軍府長官、城民 / 鄉
民，這是將漢朝以來的中國公家制度廢掉。西元 557 年，宇文覺建立周

國，由軍事部族制取代公家制，要建立軍事部族，其中一個方法是賜姓，

賜給八柱國鮮卑的姓，如李虎，他就是李淵的祖父，他被授予大野的姓。

北周的新的國人制度，是透過鮮卑部族編了八個國人的部族，再透過一層

層的軍府，將所有人，包含胡漢都編入軍隊中。宇文覺建國後，開始周禮

國家的改革，有一派學者認為這麼做只是表象，他們真正要做的是鮮卑部

族制，但這其實也無須爭辯，因為他要繼承中國，不可能說自己不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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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建國藍圖是建設新的儒教國家且積極滅佛，他想重

建周禮，實施鮮卑部族制。然而，這與漢的儒教國家大不相同，漢的儒教

國家是朝廷崇尚儒教，進行郊祀禮，並不在乎人民的信仰。到了西元第六

世紀的時候，新型態國教出現，以北梁為例，他要實施佛教國家，國王就

是佛教的大教主，人民都要信仰佛教，讓佛教成為國教。 
西元 577 年，北周武帝滅齊，統一北方。隔年，宇文邕過世。如果他

沒有過世，他也未必會南下統一中國，反而比較想揮軍北上攻打突厥。在

宇文邕過世後，楊堅發動政變，是由鮮卑部族軍事首長與漢人豪族洛陽權

貴的鬥爭。過去認為楊忠（楊堅父親）是關隴集團的成員，甚至被認為是

武川鎮軍閥之一，這是錯的。楊忠很可能不是宇文泰的軍團，不是八柱

國，所以在升官上坎坷。後來楊堅成為了漢人豪族洛陽權貴集團的領袖，

而後楊堅發動政變，引起宇文勢力的反撲，接著楊堅請韋孝寬來鎮壓反抗

勢力，大局遂定。西元 581 年，楊堅建立隋，不再實施北周的制度，宣告

要回到漢魏的制度。其實他不是真的要恢復漢魏之舊，而是要回復北魏孝

文帝改革所建立的制度，也就是上層公家、中間姓族制，來治理下層民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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