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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复起与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转变

韩
仁三J

于于

摘 要 隋朝平陈后
,

普遍更改南方地方行政建制
,

大批任命北方官 员
,

强制推

行北方社会制度
,

激成南方地方豪族领导的广泛的反隋 斗争
。

这一 反杭被镇压 后
,

隋

朝也以 此为契机
,

转而 采取 以怀柔为主 的方针
,

在维护 国家统 一 和政 治服 从的前提

下
,

允许 南方社会在一 定程度上保持其原有形 态
,

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

关键词 隋 江南 怀柔 多样性社会

开皇十年 ( 5 9 0) 底
,

也就是在隋朝平陈一年后
,

江南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
,

把隋

朝君臣从一厢情愿的太平梦中唤醒
。

偌大一个江南王朝
,

虽在一个 多月的时间内就被 隋朝平定
,

但陈朝赖以维持的社会基础并

没有改变
,

散兵游勇和地方武装仍潜伏于各地
,

在一般民众社会中
,

对外来统治者的不理解以

及由此 自然产生的抵触心理普遍存在
。

建康 (今江苏省南京市 ) 陷落后
,

地方上的零星反抗
,

已

经表明把江南融入北方社 会将是布满荆棘与陷拼 的道路
。

江 南最 为富庶的吴州 (今江苏省苏州市 )地 区
,

在建康被攻破后
,

立即推萧狱为主
,

进行抵

抗
。

萧球从后梁奔陈
,

在吴州时间不长
,

能够聚众而起
,

主要在于地方势力对北方统治的恐惧
。

故其登高一呼
,

远近迅速响应
,

永新侯陈君范 自晋陵郡 (今江苏省常州市 )率部与之会合
,

对建

康 造成威胁
。 ` r 在 内地

,

湘 州 (今湖南 省长沙市 ) 刺 史岳阳王叔慎及其僚佐刑牲结盟
, “

招 合士

众
,

数 日之中
,

兵至五千人
。

衡阳 ( 今湖南省衡阳市 )太守樊通
、

武州 ( 今湖南省常德市 )刺 史邹居

业
,

皆请赴难
。 ’

心但最后寡不敌众
,

被杨素派出的重兵所镇压
。

这些反抗倏忽而起
,

远近闻风响应
,

说明江南社 会对隋朝统治颇有抵触
。

只是当时陈朝土

崩瓦解
,

士气低落
,

新兵 又不习战阵
,

所以
,

很快就被遍布各地的隋军所镇压
。

昙花一现的反抗
,

给隋朝造成 陈人不堪一击的印象
,

反而掩盖 了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差异问题
。

南北分治已久
,

从生活 习俗到生产方式
、

制度文化都在 各自发展过程中差距 日大
,

要把这

样两个社会统一起来
,

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与冲突
,

需要周密计划
,

谨慎行事
,

而且还需要宽容

与耐心
。

可是
,

隋军的迅速胜利
,

使得隋朝执政者把改造江南的任务想象得过于容易
。

他们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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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君臣带回京城
,

供养起来
,

示 以怀 柔
,

算是给江南树立榜样
。

同时
,

把
“

江南士人
,

悉播迁入

京师
’ ,
⑧

,

境遇凄凉
,

以此除却将来动乱的因素
。

在江南当地
,

则厉行北方制度
,

看不出对江南社

会特点有所考虑
,

具有很大的强制性
,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大量改变原南朝行政区划
。

在北方
,

隋朝早于开皇三年 ( 5 8 3) 实行了废郡的地方行政

制度改革
。

现在
,

全国统一了
,

文帝立即将此项改革在南方推行
。

开皇九年 ( 5 89 )正 月二十九 日
,

也就是攻克建康不到十天
,

文帝就派 出第一批使者前往江南巡抚
。

监察御 史房彦谦奉诏安抚括

州 (今浙江省丽水市东南 )
、

泉州 (今福建省福州市 )等十州
, 呸

「

可知使者足迹几乎遍及南方
。

肩

负地方制度改革重任的有左领军 长史长孙炽
, “

持节
,

使于东南道三十六 州
,

废置 州郡
,

巡省风

俗
。 ” ⑥

根据北方实行的地方制度
,

南方的郡也基本予以废除
。

同时
,

还废省合并一些州和县
,

有些

区划则予以调整改名
,

并增设一些 州县
。
@ 地方制 度的改革固然必要

,

但是
,

操之过急
,

则对于

盘根错节的门阀世族利益打击太大
,

普通 民众一时也难以适应
,

更何况有些变动纯粹是为了加

强对江南的统治
,

例如将南朝古都荡平还耕
,

以及扬州 (今江苏省江都市 )
、

南豫州 (今安徽 省当

涂县 )
、

吴州等中心地带行政建制 的改变
,

都带有十分浓厚的征服色彩
,

自然引起反感
。

第二
,

基本撤换南方地方长官
。

平陈以后
,

原陈朝上层地方官 员不是被押往北方
,

就是被废

默于家
,

罕 见留任
,

而代之以隋朝 任命的官员
。

例如
,

韩洪
、

张雯和郭衍先后担任蒋州 (今江苏省

南京市 )刺 史 ; 皇甫绩和刘权任苏州 (今江苏省苏州市 )刺史 ;
杨异和宇文轶任吴州总管

; 王世积

任荆州 (今湖北省荆沙市 ) 总管
; 韦洗任江州 (今江西省九江市 ) 总管 ; 杜彦任洪州 (今江西省南

昌市 )总管 ; 侯莫陈颖和李圆通 任饶州 (今江西省波 阳县 )刺 史
;席世雅和杨荣 任宣州 (今安徽省

宣州市 ) 刺史 ;
杨初任常州 (今江苏省常州市 ) 刺史 ; 马敬和刘景安任杭州 (今浙江省杭 州市 )刺

史 ; 韦冲检校括州事等等
,

这些官 员无一例外的为北方 人
,

这种局面直到隋场帝时代才逐步有

所改变
。

显而易见
,

文帝对江南地方 人事的安排也完全是征服式的
。

第三
,

整顿乡村
,

推行户籍制度
。

隋军攻克建康后
,

立即宣布
: “

制五百家为乡
,

正一人 ; 百家

为里
,

长一 人
。 ’

心选择这样的时机颁布重组 乡村 的政令
,

明显具有统一 全国乡村政权的意图
,

实施范围应该包括江南地区在 内
。

而且
,

隋朝还试图在江南实行北方 的户籍制度
。

平陈后派到

江 南巡抚 的使者 回京后
, “

奏言江表依 内州责户籍
。

上以 江表初平
,

召 户部 尚书张婴
,

责以政

急
’

呵
。

乡正为政府在乡村的青吏
,

检括户 口 则直接冲击大量荫占人 口 的世族社会
,

两项措施都

是为了将政府权 力贯彻到农村
,

却与江南世族社会的现状相去甚远
,

真正强制推行
,

势必引起

激烈的反抗
。

第四
,

强制灌输北方统治者 的意识形态
。

文帝大力倡导孝治
,

并以儒家所谓
“

父义
、

母慈
、

兄

友
、

弟恭
、

子孝
” .
的五教来宣 传贯彻

。

这些纲常伦理并非泛泛空言
,

苏威 曾将五教具体化
,

责成

地方官每年进行检查处罚
。 `
亩

现在
,

苏威 又将这一套搬到江南
,

强制灌输
,

令
“

无长幼悉使诵五

教
。

威加以烦鄙之辞
,

百姓喋怨
” 叹’ 。

隋朝大 力贯彻的儒家伦常不是要巩 固世家大族的统治
,

恰

恰相反
,

是要导孝为忠
,

提高中央 集权
,

削弱豪族势 力
,

与江南世族意识形 态直接冲突
。

隋朝在江南推行的
,

不仅是中央集权化统治
,

而且是具有浓厚征服色彩 的高压政治
,

企图

从根本上动摇世族垄断乡村的社 会基础
,

用北方农耕社会的模式来改造江南
,

谋求政治上的统

一
。

但是
,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
,

确实存在无视江南社会特性与历 史背景的倾向
。

唐朝及其

后的历史学家都敏锐地指出
: “

江表 自东晋 已来
,

刑法疏缓
,

世族凌驾寒族
;
平陈之后

,

牧民者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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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变之
。

苏威复作 《五教 》
,

使民无长幼悉诵之
,

士民磋怨
。 ’

删

上述措施 的后果很快显现了出来
。

开皇十年 ( 5 9 0) 年底
,

看似平静的江南
,

街头巷尾人们相

互探询
,

听说隋朝要将 他们都迁徙到北方去
。

平陈后隋朝曾把江南士人都迁入关中
,

这似乎给

眼下的传言提供佐证
,

人们越发惶恐不安
。

就在这当 口
,

娶 州 ( 今浙江省金华市 )汪文进
、

越州

(今浙江省绍兴市 )高智慧和苏州沈玄 怡等首先举起 反旗
,

于是
,

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爆发

了
。

兹将其基本情况整理 如下表
。

平陈后南方复起基本情况表

领领导人人 组 织 形 态态 活 动 区 域域 资 料 出 处处

汪汪 文进进 自称天 r
,

署置百
`

言言 要州
、

宣州州 《隋书》高祖 下
、

杨素传
、

来护 儿传
。

段达传传

高高智慧慧 自称天子
,

署置 百官官 越州
、

泉州
、

闽越越 《隋书 》 .
拓祖 卜

、

杨素传
、

来护 儿传
。。

沈沈玄 {会会 自称天 子
,

署置 百
`

!了了 苏州
·

带带 《隋 朽》
,
留祖 卜

、

杨素传
。。

宋宋莫问问 自称南徐州刺 史史 京 日日 《隋 书》
l
高讯 卜

、

杨素传
。。

鲍鲍 迁迁 自称晋陵都督督 晋陵陵 《隋 书》高祖 .l’
、

杨索传
。。

!!!颐11上兴兴 自称晋陵太守守守守

叶叶 略略略 无锡锡 《隋 朽》
,
高祖 卜

、

杨素传
。。

陆陆 孟孙孙孙 松江江 《隋 1弓》高祖 卜
、

杨素传
。。

!!!颐子元元 响应高料慧慧 苏州州 《隋书》皇 }寸犷绩传
。。

蔡蔡道 人人 自称大都伶
,

属汪 义进进 乐安县县 《隋书 》 ,
离祖 「

、

杨素传
。。

李李 棱棱 自称人都仔
,

属高料慧慧 蒋 11111 《隋书 》 .
斑初L 卜

、

麦铁杖传
。。

沈沈 雪雪雪 黝
、

狱狱 《隋 仔》高祖 卜
、

肠索传
。。

沈沈 能能能能能

吴吴世华华 自称大都什什 饶州州 《隋书》 .
高子t l }

` 、

张了传
。。

沈沈孝彻彻 自称大都什什 了人夜州州 《隋 1子》高祖 】:
、

杨素传
。。

杨杨宝 英英 自称大都仔仔 杭州州 《隋 1抖
.
拓刊}

_

卜
。。

III淘 子定定定 东阳阳 《隋 }弓》 }, {
,

1
`
传

。。

罗罗慧 方方方 吴州州 《隋 }亏》 lj 冲传
。。

陈陈
l
}己绪绪绪

几
吴地 区区 《隋 }弓》 Ì击矢11命传

。。

萧萧思 行行行行行

{{{几}
,
习)戈戈 自称人都仔仔 泉州州 《隋 1卿

,
佰召l[

` 、

杨索 f专
。。

盛盛 j立元元元 泉州州 《隋 1亏》来巾
` ,

j匕传
。。

李李 春春 自称人都仔仔 交州州 《 (1F犷15 》高子!毛1`
。。

仁仁f
「
卜,l气气 香禺夷夷 番禺禺 《隋 }卿 ,。 {光传

。。

徐徐 蹬蹬蹬 字1: l有 (饶州 ? ))) 《隋 牛亏》柳 J}二传传

这场反叛席卷南方
,

他们
“

攻 陷州县
。

陈之故境
,

大抵 皆反
,

大者有众数万
,

小者数干
,

共相

·

3 0
·



影响
,

执县令
,

或抽其肠
,

或育其 肉食之
,

曰
: `

更能使侬诵 《五 教 》邪 ! ”
,
L表 中列举 的只是较有

势力与影响而能见诸史册者
。

其中
,

最主要的有汪文进
、

高智慧和沈玄怡三支
,

他们都自称天

子
,

署置百官
,

而实力较小者则依附于他们
,

自称大都督等
,

尤其痛恨隋朝派来的地方官吏和强

制灌输的《五教 》
。

据此看来
,

他们起兵的 目的不是要复辟陈朝
。

陈朝在江南之不得人心
,

在韩

擒虎渡江时
“

江南父老素闻其威信
,

来渴军门
,

昼夜不绝
’ ,
L 的情况

,

得到 充分的表现
。

所以
,

如

此众多民众参加的反抗
,

不能视为对 国家统一的反动
,

而是对隋朝统治的不护乱
叛军首领的个人情况基本上已经无从考索

,

仅能知道其一鳞半甲 如
“

高智慧
、

汪文进等作

乱江南
,

庐江豪杰亦举兵响应
’

而
, “

泉州人王 国庆
,

南安豪族也
,

杀刺史刘弘
,

据 州为乱
,

诸亡贼

皆归之
’

而
,

由此推测他们大多为乡村豪族
,

当可成立
。

反叛被镇压之后
,

杨素家
“

有鲍亨者
,

善

属文
,

殷胃者
,

工草隶
,

并江南士人
,

因高智慧没为家奴
’

确
,

可为佐证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他们具

有很大的在乡势力和号召力
,

能够呼啸而起
,

得到广泛支持
。

就以高智慧为例
,

其党徒
“

往往屯

聚
,

保投溪洞
’

瓜
,

史万岁镇压高智慧时
, “

率众二干
,

自东 阳别道而进
,

逾岭越海
,

攻陷溪洞不可

胜数
。

前后七百余战
,

转斗干余里
’

厕
,

由此 不难看出
,

高智慧集团的基础是遍布各地的村落坞

堡之类组织
,

故 史万岁仅二千军众就能长驱深入
,

但每前进一步
,

都要经过战斗
。

这场遍及南方

的反抗
,

基本上属于豪族领导的反对 隋朝外来统治的斗争
,

目的在于维持南方既有的生产生活

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
,

其背后是世族政治与中央集权政治
、

地 主经济模式与国家垄断经济模式

的斗争
。

四

江南如此大规模的反抗
,

确实是文帝始料未及
。

消息传来
,

他冷静地判断形势
,

丝毫不敢疏

忽大意
。

十一月
,

他作出一个正确的决断
,

派遣刚回京升任内 史令的杨素率大军出征
。

杨素是

隋朝最具谋略也最为冷酷的军事家
,

派遣 他前往江南镇压
,

并为他配属崔弘度
、

史万岁
、

来护儿

等晓将
,

表明文帝对江南乱事的高度重视
,

决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

迅速予以扑灭
,

不使蔓延

成势
。

杨素率水军臼杨子津
,

克京 口
,

破晋陵
,

发动强大的攻势
。

刚开始
,

战事进展 比较顺利
,

经过

几场苦战
,

击溃大股叛军的抵抗
,

扭转 了江南的局势
。

但是
,

如上表所见
,

南方 反叛的区域很广
,

响应者众多
,

所以
,

杨素的军队不久就像进入泥潭一般
,

必须与敌军逐个溪洞进行争夺
。

他亲 自

率领的部队在击破温州沈孝彻后
,

挺进天台
, “

逐捕遗逸寇
,

前后百余战
’ ,
吻

。

其部将 史万岁亦是
“

前后七百余战
,

转斗干余里
” ,

艰难地 向南推进
。

在江浙地区
,

隋军固然取得进展
。

但是
,

南方的情况却相 当糟糕
。

泉州王国庆围攻泉州百

余日
,

杀刺史刘弘
,

占领州城
。

番禺夷人王仲宣聚众造反
,

岭南首领多响应之
,

遂引兵进攻广州
,

广州总管韦洗勒兵出战
,

为流矢所中
,

战死军中

显然
,

一味进行军事镇 压
,

并非长运 贵策
,

文帝 又作出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
,

任命并州

总管晋王广率师增援江南
,

仍任捆州总管
,

调秦王俊回任并州蓦管
。

晋王广曾是平 陈统帅
,

又娶后梁公主为妃
,

与江南关系颇深
。

派他回到江南
,

表明文帝在这

期间对其江南政策有所反思
,

并开始进行战略性调整
。

亦即注意统治江南的策略
,

修正以往的

高压政策
,

采取一些怀 柔手段
。



这种政策性修正
,

可以从具体的事例反映 出来
。

晋王广到达江都之后
,

双管齐下
,

一方面加

强军事进攻
,

命令行军总管郭衍率精兵万人屯京 口
,

与叛军接战
,

大破之
,

乘胜进
“

讨东阳
、

永

嘉
、

宣城
、

黔
、

款诸洞
,

尽平之
’ ,⑧ 。

另一方面则招降纳叛
,

进行招安
。

陆知命是吴郡富春人
,

陈灭

后
,

废默在家
, “

晋王广镇江都
,

以其三吴之望
,

召令讽谕反者
。

知命说下贼十七城
,

得其渠帅陈

正绪
、

萧思行等三百余人
。 ’ ,

L以后
,

杨素再度 出征
,

由海路入泉州
,

大破王国庆
,

诱其捕斩高智

慧
,

这才大致平息江南的反叛
。

杨素也因功取代苏威
,

升任尚书右仆射
。

苏威被免职在开皇十

二年 ( 5 9 2) 七 月
,

杨素继任则在同年十二月
。

由此推测
,

江南的反抗大约坚持到这年年中
,

亦即

至少持续 了一年半以上
。
L佛教文献记载

: “

开皇十一年
,

江南叛反
,

王师临 吊
,

乃拒官军
,

羽檄

竞驰
,

兵声逾盛
。

时元帅杨素整阵南驱
,

寻便瓦散
,

俘虏诛剪三十余万
’ ,
@

,

证明战事在开皇十一

年 ( 5 9 1) 仍在进行
,

而决非如文献记载的那样
,

似乎在开皇十年 ( 5 90 )底就被镇压下去
。
⑥

当时
,

江南人 口约为六十万户
,

竟有三十余万人参加这场反抗
,

不难想象当年战事之惨烈
。

南方社会如此广泛参加的反隋斗争
,

不可能完全被军事力量所镇压
。

实际上
,

杨素回京后
,

南方

的反抗斗争仍时起时伏地进行着
。

开皇十二年
,

刘权被任命为苏州刺 史
, “

于时江南初平
,

物情

尚扰
,

权抚以恩信
,

甚得民和
’ ,函 ;
韦冲受命检校括 州事时

,

还遇 上陶子定和 罗慧方聚
气

众围攻姿

州永康
、

乌程诸县
,

被他率部镇压下去
。
⑧ 所以

,

杨素回京仅仅表 明大 规模的军事镇压告一段

落
。

此后
,

江南大局由晋王广主持
,

绥抚政策占了上风
。

岭南的事例典型反映出文帝态度上的

变化
。

陈朝一灭亡
,

文帝立即命令韦洗进军西南
。

其时
,

岭南数郡共尊洗夫人为
“
圣母

” ,

保境拒

守
,

而陈豫章 (今江西省南 昌市 )太守徐通也退据南康 (今江西 省赣州市 )
,

阻断韦洗进路
。

后来
,

晋王广令陈后主致书洗夫人
,

使之归隋
,

韦洗得以进入广州
,

说谕岭南
,

诸州皆定
。

一年后
,

番禺

夷王仲宣起兵
,

杀总管韦洗
。

其造反的主要原因在于隋朝的高压政策
。

后来隋朝改变策略
,

夷
、

越溪洞渠帅前后对 比道
: “

前时总管皆以兵威相胁
,

今者乃以手教相谕
,

我辈其可违乎 ?
’ ,
⑨即可

证明这一点
。

王仲宣造反
,

岭南首领多起而响应
。

但洗夫人却支持隋朝
,

她派遣其孙冯盎统军出击
,

与文

帝派来增援的裴矩会师
,

共同讨平王仲宣
。

洗夫人披 甲骑马
,

护卫裴矩巡抚诸州
,

苍悟 (今广西

省梧州市 ) 首领 陈坦
、

冈州 (今广东省新会市北 )冯岑翁
、

梁化 (今广西 省鹿寨县 ) 邓马头
、

藤州

(今广西省藤县东北 )李光略
、

罗州 (今广东省化州市 )庞靖等都前来参渴
。

值得注意的是文帝授

权裴矩便宜行事
,

使他能
“

承制 署其渠 帅为刺 史
,

县令
。

及还报
。

上大悦
,

命升殿劳苦之
’ ,
L

。

由

于裴矩让当地首领
“

还令统其部落
” ,

故
“

岭表遂定
” 。

而且
,

文帝还因为洗夫人拥隋立功
,

册封她

为谁国夫人
,

得以
“

开憔 国夫人幕府
,

置长 史以下官属
,

给印章
,

听发部落六州兵马
,

若有机急
,

便宜行事
’ ,瘫 ,

同时
,

还封其孙冯盎为高 州 (今广东省阳江市西 )刺 史
。

任用当地 人
,

甚至允许地

方署置官员
,

这与隋朝 人事任免权尽归中央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
,

是文帝专门针对南方社会而

采取的特殊政策
。

显然
,

席卷南方的反抗运动使文帝深刻认识到南北社会的巨大差异
,

开始承认江南社会的

特点
,

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治服从的前提下
,

适当作出让步
,

允许南方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其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

甚至组织形式
,

容忍多样性社会的存在
。

由于贯彻怀柔政策
,

文帝还约

束和制裁中央派往南方官吏的不法行为
。

番州 ( 广州 )总管赵呐为官贪虐
,

致使理
、

撩多有亡叛
。

洗夫人专门遣长史给文帝上封事
,

论安抚之道
,

列数赵呐罪状
。

文帝得报
,

法办赵呐
,

并下救委

·

3 2
.



托洗夫人招慰亡叛
。

文帝对南方的怀柔并非权宜之计
,

终文帝之世均可看到他对南方吏治与怀柔的高度重视
,

以下几个事例足以说明这一点
。

乞伏慧
、

令狐熙和侯莫陈颖都是文帝激赏的清官
,

他们先后被派往南方任职
。

乞伏慧任荆

州总管
“

其俗轻剿
,

慧躬行朴素以矫之
,

风化大洽
’ ,
⑧

。

令狐熙为桂州 (今广西 省桂林市 )总管十

七州诸军事
, “

熙至部
,

大弘恩信
’ ,
砂

,

当地溪洞渠帅相率归附
,

令狐熙还在各地建设城 邑
,

开设

学校
,

大阐文教
,

深得华夷各族爱戴
。

仁寿年间
,

朝廷因
“

岭南刺史
、

县令多贪鄙
,

蛮夷怨叛
”
而派

邢州 (今河北省邢台市 )刺史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
。

侯莫陈颖到任后
,

果然不负重

托
, “

大崇恩信
,

民夷悦服
,

溪洞生越多来归附
’ ,
母

。

场帝时代
,

文帝的怀柔政策得到继承并有发展
,

江南的地位大有提高
。

在怀柔政策下
,

江南

社会的特质在相当程度得到保存
,

隋朝在北方实行的政策制度
,

例如与江南社会生产方式相去

甚远的均 田制等
,

看不到有在南方实施的迹象与证据
。

江南的这场反抗及其对隋朝江南政策转

变的影响
,

使我们在隋朝严厉的集权统治体制中
,

首次看到对异质社会的宽容
。

形成这种结果
,

从客观上说
,

是江南反抗运动的深厚社会基础
,

而从主观上说
,

是文帝在平陈后威望隆重 以及

由此而来的政 治自信
。

他表现出令人意外的耐心
,

务实地把南北两种社 会的磨合作为长期任

务
,

逐步加以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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