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讲  门阀社会及其解体 

一、南北政治大势 
 
二、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三、胡化汉化与北朝主流论 



一、南北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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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政治大势 

南强北弱——北强南弱 
 
东晋门阀政治——南朝皇权政治 
 
皇帝：高级士族——低级士族——寒人 
 
朝廷：士族当权——寒人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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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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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政治大势 

赵翼：《廿二史札记》 
卷一二《南朝陈地最小》 
“晋南渡后，南北分裂，南朝之地，惟晋末宋初最大，
至陈则极小矣”。 
 
卷一一《宋世闺门无礼》 
“宋武起自乡豪，以诈力得天下，其于家庭之教，固
未暇及也”。 
卷一二《陈武帝多用敌将》 
“陈武帝，起自寒微”。 

南朝灰陶牛车 



南北政治大势 
“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
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
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
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
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
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
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
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
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廿二史札记》卷八《南朝
多以寒人掌机要》 
 
“南朝广泛存在着寒门地主与富
有的商人。……为了取得财富的
保障，他们力求开辟和扩大自己
的政治道路”。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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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政治大势 

前秦的统一（376） 
 
 
北魏的统一（439） 
 
 
北周的统一（577） 

十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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淝水之战（383） 
 
 
瓜步之战（450） 
 
 
平陈之战（589） 



南北政治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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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政治大势 
汉族建立的冉魏和鲜卑族建立
的西燕、代不在十六国之列。 



南北政治大势 

淝水之战后，姚苌回关陇，羌族反
秦。“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
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
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
人怀利己”。 
        ——《晋书》卷一一五《符丕载记》 

前秦（351-394）之统一 

（383年） 



南北政治大势 

384-417 
384-407 



南北政治大势 

北魏（386-534）的统一 

1980年，在内蒙
古呼伦贝尔盟鄂
伦春自治旗嘎仙
洞内之石壁上发
现了北魏太武帝
祭祖时镌刻的祝
文。 



南北政治大势 

北魏（386-534）之统一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423-452），先后灭匈奴
族夏赫连氏（431年）、北燕冯氏（436年）、卢水胡
北凉沮渠氏（439年），统一黄河流域。与刘宋对峙，
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 
 
450年，瓜步（今江苏六合县东南）之战后，刘宋之
防线渐撤至淮南，北方的实力已经压倒南方。 



南北政治大势 

北周（557-581）之统一 

北周武帝宇文邕，560-578
年在位，572年杀权臣宇文

护之后亲政，建德六年
（577）亲征北齐，攻破北

齐都城邺城，俘北齐后主，
统一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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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政治大势 

“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
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 
                       ——《晋书》卷八八《颜含传》 
梁“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南史》卷七○《郭祖深传》 

北魏“正光（520-525）已前，时惟全盛，
户口之数，比夫晋之太康，倍而已矣”。 
 
            ——《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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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仕宦之家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边的叫“阀”，
右边的称“阅”。 
 
 
阀阅，先秦以来，阅仅指个人仕途中的功劳。东汉
以后因世家大族兴起，一个家族中往往多人出仕，
于是出仕者的阀阅便又成为家族荣誉、声望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相当于门第 。 

门阀政治 



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
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
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
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
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
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
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
的东晋时期，……门阀士族
存在并起着不同程度政治作
用的历史时期，并不都是门
阀政治时期。  
 
                         ——田余庆 



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东晋一代政治史，大部分时间是表现为几个执政
家族兴衰交替的历史。 

 

东晋门阀政治的代表家族： 

琅邪王氏 颍川庾氏 谯国桓氏 

陈郡谢氏 太原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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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阀政治与门阀制度 

〔元〕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王〕敦与从弟〔王〕
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
共天下。” 
                                                     ——《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元帝（司马睿）正会，引王丞相（王导）登御床，王公
固辞，中宗（元帝）引之弥苦。王公曰：“使太阳与万
物同晖，臣下何以瞻仰？” 
                                                    ——《世说新语 · 宠礼第二十二》 
 

王与马，共天下：开启东晋门阀政治格局 

琅邪王氏诸兄弟 琅邪王司马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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