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汉的瓦解和三国鼎立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
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
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
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
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
而其主不能守，……益州险塞，沃
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
帝业。刘璋暗弱，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
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
内修政理；……诚如是，则霸业可
成，汉室可兴矣。 
 
            ——《三国志 · 诸葛亮传》 



东汉的瓦解和三国鼎立 

诸葛亮北伐：以攻为守，谋图自存。 

诸葛亮一、二次北伐图 



东汉的瓦解和三国鼎立 

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
前；称王称帝，在魏、蜀
后，其建国道路，曲折而
又漫长。 
孙氏霸业稽延，症结盖在
于调整与江东大族关系的
需要。……其内核则是求
得孙吴政权的江东地域化。 
                                    
                       ——田余庆 

参考论文： 
《孙吴建国的道路》 
《暨艳案及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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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瓦解和三国鼎立 

屯田制、士家制与世袭领兵制 

屯田制度是豪强大土地经营方式的模拟，屯田即是国
家的私田，屯田客即是国家的私客。 
曹魏的士家制度和孙吴的世袭领兵制都是世袭兵。这
种世代为兵的士家另有士籍，不入州郡户版。曹魏的
士家制和孙吴的世袭领兵制正是大姓豪门家兵的模拟。  
 
屯田制和士家制，就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用豪强征敛
的方式剥削国家佃客、用私人部曲方式组织国家军队
的制度。                               ——《中国史纲要》  

孙吴“领州四，郡四十三，县三百一十三，户五十
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 
                                                        ——《三国志》卷四八 



三、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到了前四世纪或前三世纪之际，
所谓“斯基泰·西伯利亚·蒙
古文化”——即以金属武器和
车马具武装一新，更进一步骑
马民族化了的欧亚内大陆游牧
民和半牧半猎民、半农半牧民
们，就以南俄罗斯、吉尔吉斯、
阿尔泰山地、米努斯辛克盆地
以及长城地带为基地，以欧亚
大陆为舞台，绵延反复了两千
年的所谓“南北相争”活剧的
第一幕就拉开了。在这一幕中，
成为主角的是西方的斯基泰和
东方的匈奴。 
                           ——江上波夫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
苗裔也。 

 居于北蛮，……逐水草
迁徙，毋城郭常处、耕
田之业。 

 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
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
习战攻以侵伐。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
羞遁走。苟利所在，不
知礼义。 

 贵壮健，贱老弱。父死
妻其后母，兄弟死，皆
取其妻妻之。 

匈奴
牌饰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秦始皇吞并中国，而秦汉之际北方诸族亦逐次统一于匈奴。 
 
 
匈奴国极盛时期：冒顿（BC209—BC174）、老上
（BC174—BC160）、军臣（BC160—BC126）三单于时
期，相当于从秦二世元年（BC209）到汉武帝元朔元年
（BC128）。 

长城内外的两个统一政权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冒(mò)顿(dú)纵精兵四十万骑，围帝（高祖）于白登七
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
阏氏。阏(yān)氏(zhī)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
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主亦有神灵，单于察
之！”  
 
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单于。是时，冒顿方强，
为书，使使遗高后，辞极亵嫚。高后大怒，召将相大臣，
议斩其使者，发兵击之。……令大谒者张释报书，深自
谦逊以谢之，并遗以车二乘，马二驷。冒顿复使使来谢，
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
和亲。  
 
                     ——《资治通鉴》卷一一、一二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汉武帝北击匈奴的三次战役  

元朔二年（BC127），卫青从云中出击，

至陇西，夺回河套一带，设置朔方郡，
徙民10万以实其地。 
 
元狩二年（BC121），霍去病自陇西出

兵，重击匈奴右部，先后设立酒泉、武
威、张掖、敦煌四郡。“断匈奴右臂”，
阻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沟通了内地
与西域。 

汉张掖都尉启信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西 

汉 

匈    奴 

羌 

鲜  

卑 
乌  桓 

西汉全图 

河
西
四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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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汉武帝北击匈奴的三次战役  

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
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
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史记 · 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元狩四年（BC119），卫青出定襄、霍去病出代郡，两
路穷追匈奴。“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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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匈奴国的衰微和分裂时期：从公元
前127年到公元后91年，即从伊稚斜单
于到北匈奴第二次西迁，相当于中国汉
武帝元朔二年到东汉和帝永元三年。 

“单于和亲”瓦当（内蒙古博物院）  

王
昭
君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在连年旱蝗后，发生内讧，
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附汉，入居塞内，进而内迁。 
 
东汉对南匈奴的政策：稳定和监视，稳定它不受北匈奴
的威胁，监视它不要分裂，不要跟北匈奴联合。 
东汉对北匈奴的政策：隔离和封锁，使它与南匈奴、中
国及西域诸国断绝政治和经济上的联系，逐渐走上总崩溃
的过程。 



秦汉以来的民族问题 

明帝永平八年（ 65 ），汉朝置“度辽营”并调原驻黎
阳的“虎牙营”屯于五原郡之曼柏，这样就切断了南、
北匈奴的交通要道，同时又扼阻了北匈奴南侵的道路。 
 
明帝永平十七年（74），窦固与耿忠合兵复出析罗漫山
击平车师前、后王，从此便切断了匈奴通西域的道路。 
 
和帝永元三年（91），东汉军出居延塞，围北单于于金
微山（今阿尔泰山），匈奴战败后离开蒙古高原，向西
远徙，北匈奴从此灭亡。 
漠北为新兴的鲜卑所占据，匈奴残留漠北的十余万户加
入鲜卑。 



四、西晋的短暂统一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 



西晋的短暂统一 

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 
 
宗王权重 
 
民族内迁引发的民族矛盾 

时帝多内宠，平吴之后复纳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
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
车，恣其所之，至便宴寝。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
盐汁洒地，而引帝车。 
 
                               ——《晋书》卷三一《胡贵嫔传》 

晋武帝 265-290 

晋惠帝 290-306 

晋怀帝 306-313 

晋愍帝 313-316 



西晋的短暂统一 

《晋书》卷三三《何曾传》 
“性奢豪，务在华侈。帷帐车服，穷极绮丽，厨膳滋味，
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何绍〕
骄奢简贵，亦有父风。衣裘服玩，新故巨积。食必尽四方
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 
 
《晋书》卷三三《石崇传》 
“与贵戚王恺、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恺以饴澳釜，崇以
蜡代薪。恺作紫丝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锦步障五十里以敌
之。崇涂屋以椒，恺用赤石脂”。 

《晋书》卷四七《傅咸传》 
“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
由于奢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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