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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以政区与政局两个角度考察两晋时期的江州。首先，分析江州的成立。

认为它成立的基础是三国孙吴以来南方地区的开发与经营之功，而西晋元康元

年贾后与宗室势力的政治斗争是江州成立的直接原因。其次，梳理两晋时期江

州统县政区的调整，注意到惠帝永兴元年寻阳郡的成立与 帝永嘉元年桂阳郡

改隶湘州。两晋时期江州统县政区较为固定，没有出现较大变化，这与地方社

会及政局的相对稳定相关。 后，分析江州与两晋政局的关系。江州因其居于

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同时以有武力之刺史或都督坐镇其间，加之有可供调遣

的人力、物力，使江州在两晋尤其东晋政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东晋门阀争夺江

州的控制权，以其为门阀斗争的重要筹码。本文摆脱了关于江州成立的成说，

注意到历史与政治的因素在江州成立中的作用，对于它的成立有了进一步的认

识。另外，在江州与两晋政局的分析中，我们把握到了更多的细节与实 ，使

认识不只是停留于印象层面。 

 

 

关键词：江州；两晋；政区；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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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II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Jiang Zhou from the view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Firstly, we analyze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ng Zhou——the 

developments and administrations of Sun Wu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have laid 

its foundation. Meanwhile, the political struggles between Empress Jia Nanfeng and 

the princes in 291 is the direct reason of its establishment.  Secondly, by exploring 

the adjustment of Jiang Zhou'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during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we notice the establishment of Xunyang prefecture in 304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uiyang prefecture into Xiang Zhou in 307.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the county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Jiang Zhou are stable. This 

can be owned to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Finally, we analyze the relation 

between Jiang Zhou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Relying on its geographical position ——locates in the middle area of 

Changjiang River, powerful commanders and governors, rich manpower and 

resources, Jiang Zhou is of great importance dur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Dynasties, especially in the Eastern Jin times. Powerful families of Eastern Jin fight 

with each other to get Jiang Zhou under their control, and take it as an important 

bargaining chip. This paper successfully gets rid of the traditional view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of Jiang Zhou, and pays attention to the effect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thus, a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Jiang Zhou's establishment is possible. Besides, 

instead of staying in the surface, this paper focuses more on the details and real stat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Jiang Zhou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Key words: Jiang Zhou;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Jin Dynastie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Political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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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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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处于衰微和离乱的时代。东汉末至魏

晋南朝，中国的社会历史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秦汉固有的

思想在 3 世纪开始转折，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

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由儒入玄。①政治结构上，中央集权帝国政

治体系瓦解。政治重心渐移于地方，“六朝时代的政治与秦汉中央集权政治相比

较的话，很显著的是属于地方分权的。”② 因此地域社会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③ 

汉末以来，南北割裂（尽管中间有短暂的统一），北方动乱不安，北人南迁。

这给南方（主要是长江以南区域）带来开发的重要契机④。吕思勉先生认为魏晋

南北朝时期中国之大成就有四，“长江流域之开辟”则是其一，此“皆与民族之

动荡移徙相关”。⑤ 北人南来，不只是充实南方人口，同时建立政权。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田余庆先生在回顾与展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时，曾论

道：“他（案：指陈寅恪）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

中奠定新基础，开辟新途径，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⑥其中梁末南方土豪的兴起

为江东“世局之一大变”的推论是陈寅恪先生对南朝历史的敏锐把握。⑦这些年，

关于南方土豪本身有诸多的研究⑧。但土豪的兴起并非朝夕之功，此前的南方社

                                                        
① 参阅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 1 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301—340 页。 
② [日]谷川道雄：《地域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载谷川道雄编：《日中国际共同研究：地域

社会在六朝政治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日本玄文社，1989 年，第 16 页。 
③ 这类研究成果有：李文才：《南北朝时期益梁政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日]中村圭尔：

《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2006 年。中村先生在《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书中专门辟出

一章评介中日学界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可参看，见该书第 3—40 页。 
④ 近年来有学者对“北方人口南移带来了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这种历史叙述模式进行反思。可参看鲁西

奇：《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代序）》，载氏著《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厦门大

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22 页。 
⑤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5—7 页。  

⑥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原

刊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魏晋南北朝史研究》，1986 年；后收入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

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06—411 页。本文参考《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引文见 407—408
页。 
⑦ 参阅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78—119 页。 
⑧ 参阅陈寅恪：《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载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第 78—119 页；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年，第 33—101 页；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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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逐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上溯的工作还没很好展开。所以，田余庆先生

说：“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基本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

的进展。所谓江东‘世局之一大变’的问题，仍然说不清楚。”① 

国内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南北不均衡的状 ，北朝史偏于精耕细作，

六朝史则显得相对冷落②。偏颇不均的状况同样存在于六朝南方地区的研究中。

六朝南方地区，相对于长江下游三吴地区的热闹景象，中游地区则较为沉寂冷

清。 

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回溯，观察六朝前期南方社会与政治的变动，通过关

照前面来理解后来，以期把握六朝南方历史发展的脉络。不言而喻，地域史研

究在地理空间上具有特定的范围。上文已交待六朝南方的研究现状，长江中游

偏于冷清。同时，南朝后期兴起的南方土豪有相当部分属于江州。 

因此，基于学术史、学术研究现状及历史发展的自身脉络，本文以两晋时

期的江州为题。希望在前辈学者的启发下，能有所推进。 

在地域范围上，江州居于长江中游，约相当于今天的赣闽两省，同时兼有

鄂东南一部分区域。在时间上，以西晋、东晋为跨度。这是因为江州成立于西

晋。研究的时间没有延长到南朝，原因在于南朝江州的情形基本类于东晋。 

    治六朝史者，颇多关注江州。严耕望先生在讨论魏晋南朝地方行政制度时，

分析六朝江州都督区的变化，注意到江州在东晋荆扬之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故荆、扬争衡，得江州者恒胜，此殆终南朝不变之局也。”③严先生《中国地

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一书写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可以说他是较早注意到江州的学者。周一良先生延续已有思路，讨论东晋

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指出“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长江

                                                                                                                                                               
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2011 年，第 406—411 页；朱大渭：《梁末陈初豪强酋帅的崛起》，载氏著《六朝史论》，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何德章：《论梁陈之际的江南土豪》，载《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第 139-149 页；张国安：

《淮南之役与陈代南人政治之重组》，载袁行霈主编、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

5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447—482 页；魏斌：《东晋南朝时期赣水流域的豪族》，武汉

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 年。 
① 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

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409 页。 
② 参阅魏斌：《中村圭尔〈六朝江南地域史研究〉评介》，载《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编：《中国中古史

研究：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会刊》第 2 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55 页。 
③ 参阅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乙部·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卷《魏晋南朝地方行政制

度》，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年，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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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则江州（镇寻阳）、南兖（镇广陵）、南徐（镇京口）皆属重镇。”①周

先生在另一则札记中讨论江州治所转移时，敏锐地指出“江州治所屡次转移于

寻阳豫章两郡之间，盖与当时中央与地方政治有关”②。但周先生的论述详荆州

而略江州，并未对江州展开全面讨论。田余庆先生在其名著《东晋门阀政治》

中对江州多有论述，注意到东晋门阀争夺江州的控制权，并解释这是门阀政治

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一种表现形式。③田先生的研究极为深刻，将江州的分析联

系到政治史，使我们对东晋乃至六朝时期江州的认识有所推进。另外，张承宗

与章义和分别撰文讨论江州。④ 

    已有的研究注意到江州地理位置的战略作用，进而揭示江州与六朝政局之

间的关系。田余庆先生说：“江州若合于荆州，上游就更能自主，从而对下游的

优势也会加大，建康将感到威胁。江州若控制在建康朝廷之手，荆州方镇将难

于独立，有可能受制于建康。”⑤尽管田先生等已明白揭示江州在东晋政治格局

与政治角逐中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但不是说已经题无剩义。当中许多政治变动

的细节与实 很值得我们分析与琢磨。另外，关于江州的成立，后人多袭用《晋

书·地理志》的结论，认为“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理尤难”⑥，遂分荆、扬

而置江州。这种认识过于简单，还有进一步申论的空间。 

    因此，本文主要从政区与政局的角度来考察两晋时期的江州。在文章写作

安排上，其结构是：第一章主要分析江州的成立，力图摆脱传统观点，历史地

分析江州成立的基础，并试图从武帝末与惠帝初的中朝政局中捕捉江州成立的

蛛丝马迹；第二章分析江州统县政区的变化，将镜头拉伸，试图观察江州内部

的区域差异及地方社会的变动；第三章则将镜头缩短，分析江州与两晋政局的

关系，以江州都督、刺史人选为线索，分析和把握江州在两晋政局中的实 。 

 

                                                        
① 周一良：《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75、
77 页。 
② 周一良：《州郡志诸问题》，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40 页。 
③ 参阅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8 页。 
④ 张承宗：《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1 期，第 88
—95 页；章义和：《论江州》，见氏著《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51—179 页。 
⑤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11—112 页。 
⑥ 《晋书》卷 15《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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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江州的成立 

《晋书·地理志》载：“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旷远，统

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

武昌、桂阳、安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又《元和郡县图志》卷

28《江南道四•江西观察使》“江州”条云：“晋太康十年，以荆、扬二州疆域

旷远，难为统理，分豫章、鄱阳、庐江等郡之地置江州。”①在江州成立的时间

上，《元和郡县图志》与《晋书·地理志》不相一致。但在江州成立的原因上，

《元和郡县图志》承袭《晋书·地理志》的说法，即荆州扬州疆域旷远，治理

不便，遂分而治之，新置江州。后之学者，多承此说，没有进一步的追问和探

求。这一说或许有其道理，但显得过于简略与抽象。政区变动往往伴随政治过

程，透过看似无关的政治变动，我们才能寻绎出政区变动的内涵、实质与意义。

基于如上考虑，我们选择自来备受关注的江州为对象，梳理江州成立前这一地

区的军政变动，同时分析江州成立前后中朝的政局变动，将中朝政局与地方相

联系，以期在认识上能有所推进。 

一、 孙吴长江中游地区的军政建置 

    孙吴基业始于孙坚，但孙坚去世较早②。孙吴建国道路的真正起步当始于孙

策。孙策以袁术部曲身份渡江，驱逐汉廷所命扬州牧刘繇，进而占据江东③，紧

接着开始朝长江中游拓展，并陆续在江南腹地新置郡县、扩展势力。 

孙策在江都（今扬州仪征东南）时就有“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仇雪耻，

为朝廷外藩”的用心，只是一开始将势力范围局限于江东。在谋士张纮的建议

下，孙策才有向长江中游开拓之志，占有荆、扬，据长江以建功业。《吴历》载

两人的对话，“（张纮）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

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

                                                        
①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 28《江南道四•江西观察使》“江州”条，北京：中

华书局，1983 年，第 675 页。 
② 《三国志》卷 46《吴书·孙破虏传》裴注引《吴历》曰：“坚时年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第 1101 页。 
③ 参阅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载氏著《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年，第 265—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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