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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新论

魏晋南北朝史发展要义二题

朱大渭

【提　要】魏晋南北朝约４００年，为分裂割据时期，战乱促使人们思维活跃，无论政治、军事、经济、

文化皆出现了承上启下的新内涵。而其要义则为政治上的儒法结合和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经济

上的均田制，文化上的永明新体诗和骈文的出现，所有这些对后世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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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 晋 南 北 朝 史 一 般 从 东 汉 末 建 安 元 年 （公 元１９６
年）讲起，到 隋 文 帝 杨 坚 代 北 周 灭 陈 （公 元５８９年），

共３９４年。这个时期汉族和十多个少 数 民 族 先 后 在 北 方

共建立过３５个 大 大 小 小 的 政 权，为 了 扩 充 地 盘 或 实 现

统一，群雄角逐，战乱不 已，政 治 风 云 变 化 莫 测。其 中

个别政权虽偶有局部统一，社会较为 安 定，经 济 有 所 恢

复，但时间都很短暂。总体说来，这 是 一 个 长 期 分 裂 割

据和南北 对 峙 的 时 代，是 各 类 封 建 王 朝 不 断 更 迭 的 时

代，是战乱频繁社会极度动乱的时代，是 空 前 绝 后 的 民

族大融合时代，也是北方人民大量南 徙 的 时 代。这 时 各

种政治军事势力在激烈斗争中，人们 创 新 思 维 活 跃，因

而各类人才辈出。当时汉族和 少 数 民 族 中，在 政 治、军

事、经济、社会、文化、科技 各 个 领 域 中，出 现 了 数 十

位顶尖的政治革新家、军 事 家、经 学 家、文 学 家、文 学

评论家、书 画 家、农 学 家、医 学 家 及 其 他 科 技 发 明 家，

而且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以及科学技 术 繁 荣

昌盛时 期。总 之，这４００年 中 政 治、军 事、经 济、社

会、文化、民 族 关 系 都 非 常 复 杂，头 绪 纷 繁。尽 管 如

此，历史的规律常常是在大动荡大破 坏 中 走 向 新 生，历

史进程继续向前发展。即 恩 格 斯 所 讲： “没 有 哪 一 次 巨

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① 如果从两

汉到隋唐历史发展进程总体考察，魏晋南北 朝 可 以 说 是

承上启下的重要发展阶段。由于当时 史 实 繁 多，头 绪 杂

乱，这里我们只能从当时历史发展的要义集 中 简 略 地 讲

二个大问题。

一、政治、军事、经济

　　和社会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职官体系相较于 秦 汉，发 生 了

重大 变 化，尚 书、中 书、门 下 三 省 体 制 在 这 一 时 期 形

成。从曹魏时起，尚书台变成了皇帝领 导 下 的 名 副 其 实

的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加 强 和 组 织 机

构的扩大，南 朝 时 正 式 称 为 尚 书 省。分 设 吏 部、祠 部、

度支、左户、都官、五兵六 曹，执 行 具 体 事 务。尚 书 令

的权力日益扩大后，皇帝认为有必要 加 以 牵 制，于 是 设

中书监、令。后来，中书监扩 大 为 中 书 省，成 为 国 家 的

中枢决策机关。而随着中书省权力的 增 长，皇 帝 又 以 侍

中参政的办法牵制中书令。北魏多以 侍 中 辅 政，侍 中 也

就逐渐扩大为门下省。至此，三 省 制 度 正 式 形 成。隋 文

帝时，在中央确立了三省六部 制。唐 承 隋 制，将 三 省 六

部制加以完善。中书受皇帝旨 意 草 拟、颁 发 诏 书，是 掌

握机要、决 定 军 国 大 事 的 最 高 决 策 机 构；门 下 省 对 诏

书、政令进行审议封驳，是审议 机 构；尚 书 省 为 执 行 机

构，具体执行中 书 省 颁 布 的 皇 帝 诏 旨 和 经 门 下 省 审 阅、

皇帝批准的各种 奏 章。即 所 谓 “中 书 出 令，门 下 封 驳，

尚书奉 行”，三 权 分 立，互 相 牵 制，避 免 专 权，这 是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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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恩格斯：《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３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４９页。



制君权和相权的一个巨大进步。以后，中 央 官 制 虽 有 发

展变化，但这种格局基本沿袭下来。①

魏晋南北 朝 时 期 的 监 察 制 度，彻 底 脱 离 了 行 政 系

统，制度严密，并深入行政部门 进 行 监 督，具 有 更 大 的

独立性与法制性，在国家组织中地位 明 显 提 高。御 史 台

成为由皇帝直接掌握的全国性的监察机构，其 主 要 职 权

在于对中央和地方官员及军事领导层的不法行为 进 行 监

察和惩处。此外，御史 “闻风奏事”的 制 度 也 在 这 个 时

期形成。

东汉后期，察 举 制 这 种 选 官 制 度 逐 渐 失 去 了 作 用，

甚至出现了 “举秀才，不 知 书；察 孝 廉，父 别 居，寒 素

清白 浊 如 泥，高 第 良 将 怯 如 鸡”的 笑 谈。曹 丕 在 公 元

２２０年称帝以后，接受 颍 川 世 族 陈 群 的 建 议，创 立 了 九

品官人法。② 九品官人 法 创 立 之 初，评 议 人 物 的 标 准 是

家世和才能并重；到西晋，主要 看 门 第 和 家 世，甚 至 成

为唯一选才的标准，成为世家大族垄 断 官 吏 选 拔、培 养

私家势力、维系政治 特 权 的 工 具。③ 随 着 世 族 门 阀 制 度

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九品官人法已经 无 法 继 续 推

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 九 品 官 人 法，开 始 用 分

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 “诸州岁 贡 三 人”参 加 考

试，合格者 可 以 做 官。隋 炀 帝 于 大 业 五 年 （公 元６０９
年）建立进士科，至此科举制正式 形 成。科 举 制 度 在 中

国实行了 整 整 一 千 三 百 年，对 隋 唐 以 后 中 国 的 社 会 结

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才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代统一六国，专制集 权，主 张 法 治，但 单 靠 严 刑

峻法，因而皇统短暂，两汉时独 尊 儒 术。魏 晋 南 北 朝 革

新政治家们总结秦汉统治经验，主张 儒 法 结 合，实 施 仁

政，减轻农民负担，施行 礼 乐 教 化，又 辅 之 以 法，并 引

礼入律，既赏罚严明，又量刑轻 重 合 理。这 里 举 出 诸 葛

亮治蜀、王猛治前秦、北魏孝文帝改 革 和 苏 绰 制 “六 条

诏书”四个例子来说明这一时期的治国理念。

诸葛亮主张治国要 “礼”、“法”并用，“德”、“威”

兼举。他 强 调 治 国 时 要 “训 章 （典 章 教 化）、明 法”；

“劝善 （德治教化）、黜恶”；“礼 有 所 任，威 （指 法）有

所施”。诸葛亮 在 德 法 并 重 的 前 提 下，又 特 别 提 倡 要 以

德治教化为先，法治为后。诸 葛 亮 曾 说 “非 法 不 言，非

道不行”。就是说，作为最高 封 建 统 治 者，要 言 行 一 致，

一切言论行为都必须符合德 （礼）法并用的 政 治 统 治 原

则，这是对儒法合流的政治思想体系 的 高 度 概 括，这 种

认识使整个封建 的 政 治 思 想 理 论 发 展 到 一 个 新 的 阶 段。

在这种 治 国 理 念 下，他 辅 佐 刘 备、刘 禅 创 建 和 治 理 蜀

国，以非凡的努力，运筹 帷 幄，呕 心 沥 血，实 行 了 一 系

列比较 进 步、开 明 的 政 治 措 施，其 中 主 要 的 归 纳 起 来

有：正身、纳 言、举 贤、明 法。即１．正 身 以 教 人、行

令。他认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身教重于 言 教，君 主 要 给 臣

下做出榜样来。也就是说，德治教化首 先 要 从 最 高 统 治

集团做起。这样，政令才易于贯彻，收到成效。２．纳言

以采众下 之 谋。诸 葛 亮 认 为 治 国 必 须 听 取 各 方 面 的 意

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这就好比有了 更 多 的 眼 睛 和 耳

朵，能够看得清，听得全，使 人 有 智 慧，更 明 鉴，能 够

把国事办得更好。相反，如果人 君 拒 谏，不 能 采 纳 正 确

的建议，那么 “忠臣”不得信任，奸 邪 之 人 就 会 乘 机 钻

营，祸国殃民，这些比喻是对历 史 经 验 的 精 辟 总 结，发

人深思。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诸葛亮十分重视选才择

英，进贤进能。在诸葛亮看来 “贤”的 标 准，就 是 要 德

才兼备，忠 于 职 守，廉 洁 奉 公，只 要 具 备 这 样 的 条 件，

就不以资历和门第为限，大胆破格地选拔使用。４．法纪

严明为治之要。诸葛亮认为要 拨 乱 反 正，由 乱 到 治，必

须实行法治，严于执法，赏 罚 分 明，取 信 于 民，赏 罚 均

平。诸葛亮所采取的各项政治措施，都 是 为 了 达 到 一 个

总的政治目的：“富国安家”。怎 样 做 到 富 国 安 家 呢？他

认为除了上述政治措施以外，在经济上带有 根 本 性 的 方

针是奖励农耕，让农民休养生 息，发 展 农 业 生 产。在 诸

葛亮治理下，蜀 国 政 治 稳 定，人 民 受 的 压 迫 剥 削 较 轻，

生活比较 安 定。诸 葛 亮 治 蜀 所 显 示 的 才 能 和 收 到 的 成

效，历来为人们所公 认。④ 特 别 是 唐 太 宗 曾 多 次 向 房 玄

龄、杜如晦等名臣称道诸葛亮治蜀，指 出 诸 葛 亮 为 “贤

相”，治国用法 “平直”、“至公’。⑤

十六国前秦苻坚是一个有着经世 济 民、统 一 天 下 大

志的氐族统治者。他在位以后，重 用 汉 人 王 猛，实 行 了

一系 列 治 国 举 措。其 一，王 猛 着 力 整 顿 吏 治，严 明 赏

罚，擢拔贤能。当时朝廷内外有 一 批 氐 族 显 贵，仗 恃 与

皇室同族或 “有 功 于 本 朝”等，身 居 要 职，恣 意 妄 为。

王猛的矛头首先对准他们，全面彻查害民乱 政 的 公 卿 大

夫，将横行不法的权 贵 二 十 多 人 铲 除 干 净。 “于 是，百

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令行禁止。⑥ 其二，王

猛兴办教育，大兴儒学培养人 才。在 他 的 倡 导 下，前 秦

恢复了 太 学 和 地 方 各 级 学 校，广 修 学 宫，聘 任 学 者 执

教，并强 制 公 卿 以 下 子 孙 入 学。苻 坚 每 月 亲 临 太 学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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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并 与 博 士 等 教 官 讲 论 学

问，以督察学校教育，扩大号召 力 和 影 响 力。苻 坚 亲 率

太子、王侯公卿大夫士之长子 祭 祀 孔 子，宣 扬 儒 教。这

样，先进的汉族 传 统 文 化 在 北 方 很 快 得 到 复 苏 和 振 兴，

而官僚后备队伍的培养工作也走向 正 规 化。其 三，调 整

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废除 了 胡 汉 分 治 之 法，确 立

了 “黎元应抚，夷狄应和”的 基 本 国 策，诸 族 杂 居，互

相融合。其四，兴修水利，奖 励 农 桑，努 力 发 展 社 会 生

产。在王猛的主 持 下，革 新 措 施 带 来 了 一 派 崭 新 气 象。

史载，当 时 前 秦 境 内 安 定 清 平，家 给 人 足，百 姓 歌 唱

道：“长 安 大 街，杨 槐 葱 茏；下 驰 华 车，上 栖 鸾 凤；英

才云集，诲我百姓。”王猛治国有两句 名 言：“治 宁 国 以

礼，治乱 世 以 法”，① 即 礼 法 相 互 为 用，视 国 家 整 个 形

势，巧妙灵活运用。

北魏前期，民族矛盾和阶级 矛 盾 都 非 常 尖 锐。正 是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冯太后和孝文帝采纳了 李 安 世 的 建

议，推行 均 田 制，同 时 配 套 施 行 了 三 长 制 和 新 的 租 调

制。通过三长制，政府把大量 “隐 丁 漏 口”重 新 编 制 为

国家的编户。新的租调制使人民的租税负担 平 均 减 轻 了

二分之一。太 和 十 四 年 （公 元４９０年），冯 太 后 病 故。

年方二十三岁风华正茂的孝文帝亲理朝政，把 改 革 推 进

到一个新的阶 段。后 期 改 革 的 主 要 内 容 是 迁 都 和 汉 化。

太和十八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到当时中原文 化 中 心

洛阳。紧接着，进行了 一 系 列 汉 化 措 施。 （一）改 鲜 卑

姓为汉姓。鲜卑人原为复姓，魏孝文帝 下 令 将 复 姓 一 律

改为汉族 单 姓。 （二）禁 止 胡 语、易 胡 服。 （三）定 姓

族。孝文帝通过法律形式在北方重建魏晋以 来 盛 行 的 士

族门阀制 度。一 方 面，对 汉 族 地 主 阶 级，以 范 阳 卢 氏、

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 原 王 氏 为 四 姓。另 一 方 面，对

鲜卑贵族，规 定 穆、陆、贺、刘、楼、于、嵇、尉 八 姓

与汉族四 姓 地 位 相 当，不 得 授 以 卑 官。 （四）通 婚 姻。

孝文帝在定鲜卑和汉人族姓的基础上，提倡 鲜 卑 贵 族 与

汉族高门通婚。通过胡汉通婚，使 胡、汉 最 高 统 治 层 在

血缘关系上融合起 来。 （五）变 制 度。行 政 机 构 和 职 官

名称全 部 汉 化。在 礼 乐 制 度 方 面，祭 祀、丧 礼、冠 礼，

采用汉制，改易旧 习。并 主 持 厘 定 魏 律。② 孝 文 帝 厉 行

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客观上顺应了当时社 会 历 史 发 展

的趋势，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发展到 一 个 新 的 水 平，在

户口激增和经济 实 力 增 长 上 北 强 南 弱 的 形 势 基 本 形 成，

促进了北方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

西魏时代，宇文泰执 政，重 用 苏 绰，进 行 改 革。苏

绰创计帐、户籍等法，精 简 冗 员，设 置 屯 田、乡 官，增

加国家赋税收入。所撰六条诏 书，实 为 执 政 纲 领，为 隋

唐盛世奠基，最为 后 世 称 道。这 六 条 诏 书 为 “治 心 身、

敦教化、尽 地 利、擢 贤 良、恤 狱 讼、均 赋 役”，具 体 内

容是：１．为政的人首 先 应 当 心 术 端 正，善 于 分 辨 是 非；

２．要教育人们养成敦朴诚实的作风，去掉浮华虚伪的习

气；３．要发展农业生产，保证农民有足够的时间用于生

产；４．选贤任 能，用 人 要 看 能 力，不 能 光 看 门 第；５．
法律要公正，不能滥杀无辜，冤枉好人；６．赋税和徭役

要根据财产多少平均负担，不能全都加在穷 苦 老 百 姓 的

身上。宇文泰将六条诏书立于 座 右，令 百 官 习 诵，规 定

不通计帐法及六条者，不得为官。③

从上面所列举的史实，我们 可 以 看 到，虽 然 是 四 个

不同的统 治 集 团，但 其 治 国 理 念 却 有 着 一 个 相 同 的 特

点，即儒法合流，它下开唐代礼 法 相 互 为 用 之 先 声。我

国封建时代重 要 法 典 《唐 律 疏 议》，正 是 在 上 述 治 国 理

念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军事制度上，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 是 北 周 宇 文 泰 建

立的府兵制。为了协调胡汉关系，密切 主 将 与 士 兵 的 联

系，提高 士 兵 身 份 以 加 强 军 队 战 斗 力，西 魏 大 统 十 年

（公元５５０年），宇文泰仿拓跋部早期 八 部 之 制 立 八 柱 国

大将军，正 式 建 立 府 兵 制。恭 帝 元 年 （公 元５５４年），

宇文泰又仿拓跋部早期 “统国三十六，大 姓 九 十 九”的

形制，赐给府兵中统兵官 （不论汉人还 是 其 他 族）以 鲜

卑部落旧姓，其所统将士亦从 主 帅 改 姓。府 兵 制 下，共

设八柱国大将军，实际领兵官 为 六 柱 国，各 领 一 军，是

为六军，六柱国下，各发 二 大 将 军，共 十 二 大 将 军；每

大将军，又各设二开府，共 二 十 四 开 府；每 开 府 下，又

各设 二 仪 同，共 四 十 八 仪 同；以 下 还 有 大 都 督、帅 都

督、都督 等 领 兵 官。每 仪 同 领 兵 千 人，则 开 府 领 兵 二

千，大将军领兵四千 柱 国 大 将 军 领 兵 八 千，总 兵 力 近５
万人。府兵由六等以上农民之精壮子 弟 组 成，平 时 在 家

乡耕作劳动，农闲时接受军事 训 练，遇 有 战 事，则 奉 命

征调，事毕返回所属之 折 冲 府。因 此，在 府 兵 制 下，凡

兵皆农，兵农一体。府兵 之 兵 器、粮 食、日 常 用 品，均

需自备。加上由于府兵平时务 农，生 活 无 异 于 农 民，国

家毋须为其负荷军饷，因而节省了大 量 养 兵 费 用。战 争

时期，由中央临时配备将领，率 领 府 兵 往 赴 征 战；战 争

结束，兵归其府，将帅则解除兵 权。这 种 措 施 使 军 队 不

至于成为将帅私有，减少了军人拥兵专擅或 割 据 的 可 能

性。府兵制历北周、隋至唐初期 而 日 趋 完 备，唐 太 宗 时

期达到鼎盛，府兵制成为均田劳力编 制 的 基 础。唐 玄 宗

天宝年间停废，历时 约 二 百 年。④ 府 兵 制 对 于 强 化 封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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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的军事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北 周 统 一 北 方，隋

统一全国，以及隋唐军事力量强大，都与此有关。

均田制度是北朝魏孝文帝执政直 到 隋 唐 施 行 的。北

魏于太和九年 （公元４８５年）正 式 颁 布 了 均 田 令。均 田

令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１．男丁年十五以上受露田

（不栽树的田）四十亩，妇人二 十 亩。在 有 条 件 的 地 区，

加倍 授 田，以 备 休 耕。男 丁 每 人 授 桑 田 二 十 亩，课 种

桑、枣、榆树。不宜种桑地 区，男 丁 授 田 十 亩，妇 人 五

亩。奴婢和耕牛也授田。２．露 田 不 准 买 卖， “年 及 课 则

授田，老 免 （课）及 身 没 则 还 田。”奴 婢 和 耕 牛，有 则

授田，无则还田。“诸桑田 皆 为 世 业，身 终 不 还”，并 可

以买卖。３．人多地少之处，居民可迁向空荒地区。土广

民稀之处居民不得无故迁移，可以向官府申 请 借 种 授 田

后余下的土地。４．民户因犯罪流徙或户绝的，其土地归

国家所有，作为均 田 授 受 之 用。① 以 后 北 齐、北 周 沿 袭

并完善了均田制，到唐代中期才逐渐 衰 落。均 田 制 虽 然

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士族豪强地主大土地所 有 制，但 在 均

田制下，政府将苑囿、禁 地、牧 场、荒 地 给 予 农 民。由

于均田制既不违背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 益，又 多 少 能

满足农民的要 求，对 土 地 兼 并 能 起 到 一 定 的 限 制 作 用，

有利于保护个体小农土地和生活的稳定性，因 而 能 够 基

本上适应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成为 中 国 封 建 社

会中期延续近三百年之久的一种重要田制，一 直 推 行 到

中唐。它对开发荒地、限制大土 地 所 有 制 的 发 展、保 护

农民小块耕地的稳定都起到重要的作用，促 进 了 北 方 经

济大发展。并对北魏国势强大，北 方 经 济 恢 复，以 及 全

国的统一，隋唐强大帝国的建立都从经济基 础 上 起 到 保

证作用。

自秦汉二千余年，我国各族人民共 同 创 造 了 辉 煌 的

历史，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 发 展 虽 然 有 分 有

合，但儒家大一统思想始终占主流地 位，因 而 整 个 中 国

历史大多数时间为统一王朝。这近４００年 尽 管 长 期 分 离

割据，但 无 论 汉 族 和 少 数 民 族 统 治 者，士 大 夫 文 人 学

士、各族广大人民群众都心向 统 一，反 对 分 裂，这 是 整

个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二、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及

　　学术思想繁荣科技昌盛时期　

　　黄巾大起义促使东汉大帝国的瓦解，维 护 其 封 建 专

制统治的儒家伦理纲常受到极大冲击，人们 的 思 想 从 儒

家名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因而人的独立人 格 和 自 觉 精

神得到一 定 程 度 的 发 展。同 时，汉 末 至 隋 约４００年 内，

基本上处于长期分裂割据、战乱频仍、社 会 动 荡 不 安 的

时代。那时每一个人，每一个家 庭 家 族，每 一 个 社 会 政

治集团，每 一 个 割 据 政 权，要 求 得 生 存、自 立 和 发 展，

都必须充分发 挥 人 的 主 观 努 力，或 者 发 挥 人 才 的 优 势，

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 东 汉 统 一 帝

国的瓦解，人们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 和 治 国 的 理 论。这

些时代条件不仅使得各类人才辈出，而且促 使 学 术 思 想

界儒、玄、墨、名、法、纵 横、佛、道 以 至 兵 家 都 应 时

而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当时从政治斗争到思想理论斗争 的 许 多 主 张，都 与

儒家名教相悖逆。曹操在群雄逐鹿中充分发 挥 人 才 的 作

用，他多次下令 主 张 “唯 才 是 举”， “盗 嫂 受 金 （者）”

皆可录用。鲍敬言从老庄任自然的思 想 出 发，针 对 儒 家

所谓 “天生蒸民而树之君”的君权神 授 说，提 出 了 著 名

的 “无 君 论”，反 对 国 家、君 臣、政 治 制 度 的 存 在。与

“无 君 论”思 想 相 辉 映 的，乃 是 “神 灭 论”和 “笑 道

论”。② 从西晋阮 瞻 的 “无 鬼 论”，到 刘 宋 范 晔 的 “死 者

神灭”，“天下决 无 佛 鬼”，再 到 范 缜 的 “神 灭 论”，北 周

甄鸾的 “笑道 论”，均 在 于 反 对 佛 道 教 义 及 维 护 封 建 统

治的神仙鬼神之说。特别是范缜的 《神 灭 论》把 我 国 古

代朴素唯物论思想推向顶峰，它有利于人们 思 想 意 识 趋

向自觉，有利于科学的进步。上述对封 建 统 治 理 论 核 心

名教禁锢 的 突 破，以 及 对 封 建 统 治 政 权 核 心 君 权 的 否

定，无疑是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前 期 人 们 思 想 的 一 次 相 对 解

放，从而促使人们的文化心态向自觉趋向型发展。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妇女受 压 迫 最 深，因 而 她 们 的

社会地位及其思想观念，最能说明当时人们 思 想 意 识 的

自觉趋向程度。东晋葛洪曾生动地描绘了两 晋 南 方 妇 女

的社会生活，她们离开 织 机，走 出 厨 房，拜 亲 访 友，周

游城邑，游 戏 佛 寺，观 赏 渔 猎，登 山 临 水，出 境 庆 吊，

途中有说有笑，有 时 甚 至 举 杯 痛 饮，引 吭 高 歌。③ 这 里

所表现的妇女的社交活动和社会地位，似乎 同 男 子 没 有

多大区别。北朝妇人主持家务，参 予 为 子 求 官、为 夫 诉

屈等政治活动，以及反映妇女地位提高的一 夫 一 妻 制 的

出现，显然是鲜卑习俗对北朝 社 会 的 影 响。实 际 上，它

反映了北朝民族融合这股历史主流对当时北方文 化 的 深

刻影响。由于儒家男尊女卑观念受到 冲 击，少 数 民 族 风

俗的习染，妇女家庭和社会地位的提 高，她 们 有 了 掌 握

文化的机会，因 而 当 时 出 现 了 一 些 著 名 的 诗 人、作 家、

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以及深通儒家 经 典 的 女 文 人 学

士。她们写下了诗、赋、谏、铭、颂 等 流 传 于 后 世。南

朝齐武帝封擅长词 赋 的 吴 郡 妇 人 韩 兰 英 为 女 博 士，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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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 ‘韩公’云”。① 妇女社

会地位有所提高，并有了学习文化的 机 会，因 而 其 思 想

观念 也 趋 向 自 觉，从 而 妇 女 山 外 游 学，步 入 仕 途，从

军，自由选夫等为封建伦理纲常所不 容 的 事 例，在 魏 晋

南北朝时有出现。南朝齐代东阳郡女 子 娄 逞，不 甘 心 受

封建礼教的束缚，打扮成书生，只 身 来 到 京 城 建 康，遍

游公卿，仕至正八品 的 扬 州 议 曹 从 事。② 这 些 妇 女 自 觉

趋向的观念和行为，从最深层次上显示着儒 家 名 教 观 念

的淡薄，人们文化心态上趋向自觉的程度。

再从学术思想领域的高层次推求，前 人 所 揭 示 的 当

时百家争 鸣 中 出 现 的 所 谓 儒 玄 合 流，佛 道 互 补，儒、

佛、道相互对抗而又互相渗透，以及唯 物 论 和 唯 心 论 的

鲜明对 立，这 种 文 化 学 术 思 想 领 域 的 对 抗、交 融 和 繁

荣，本身既促进了人们文化心态自觉 趋 向 的 发 展，也 标

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和宗教走向成熟的阶段。特 别 是 魏 晋

玄学以对儒家名教质疑而兴起后，给人们的 思 想 境 界 带

来了一系 列 新 变 化。魏 晋 知 识 层 体 现 出 来 的 新 型 人 生

观，正是两 汉 儒 家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理 想 在 现 实 中 破 产

后，面对乱世苦海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超凡脱 俗 的 理 性 追

求，可以说是人生觉醒的一种曲折反映。③

总之，魏晋以降人们文化心 态 的 自 觉 趋 向，特 别 是

魏晋南北朝最 高 知 识 层 的 “自 由 精 神”，是 时 代 精 神 的

产物，而精神文化方面的相对解放和 自 觉 趋 向，又 必 然

推进物质文化 和 精 神 文 化 的 辉 煌 发 展。下 面 从 历 史 学、

经学、文学、科学技术等几个方面举例说明。

１．历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

对频繁的政权更替、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 尖 锐 激 烈 的

阶级、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 朝 兴 亡 盛 衰 的 经

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 创 业 的 伟 绩，因 而

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 前 代 史 书 和

本朝国史。官修史书之外，私人 修 史 也 蔚 然 成 风。涌 现

出许 多 史 学 名 家，如 陈 寿、华 峤、司 马 彪、鱼 豢、陆

机、王 隐、袁 宏、干 宝、孙 盛、裴 松 之、范 晔、臧 荣

绪、沈约、裴子野、崔鸿、魏收 等。见 于 《隋 书·经 籍

志》“史 部”著 录 的 史 书，十 之 八 九 产 生 于 三 国 至 南 北

朝期间，而且往 往 “一 代 之 史，至 数 十 家”。据 不 完 全

统计，在这约４００年间，以 纪 传、编 年 二 体 修 撰 的 东 汉

史有１２家、三国史有１５家、两晋史有２３家、十六国史

有２９家、南北朝史有２４家。最 为 著 名 的 有 晋 朝 陈 寿 所

撰 《三国志》６　５卷；刘 宋 朝 范 晔 著 《后 汉 书》纪 十 卷

和列传八十卷；萧梁朝萧子显撰 《南齐书》６０卷；北魏

崔鸿撰 《十六国春秋》１００卷；北齐魏收撰 《魏书》１３０
卷。另外，东晋常璩所著 《华阳国志》１２卷，是一部专

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 理、人 物 等 的 地

方志著作。郦道元 《水经注》全面而系 统 地 介 绍 了 水 道

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 面 内 容，是 一

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 的 综 合 性 地 理 著 作。东

魏阳衒之撰 成 《洛 阳 伽 蓝 记》，是 一 部 城 市 地 理 名 著。

当时学术界特别重视撰修历史，这是中华民 族 重 视 修 史

的传承，所以是各族人民的人 心 所 向，时 代 的 需 要。这

些史学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 财 富，是 我 们 传

统文化的瑰宝。

２．经学。魏晋时期，经学打破了两汉经学今古文壁

垒和师法、家 法 的 界 域，也 摒 弃 了 其 烦 琐、迂 腐、荒

诞、粗俗的内容，而力求有所创 新，形 成 了 不 同 于 汉 儒

风格的魏晋经学。唐 朝 孔 颖 达 作 《五 经 正 义》，所 用 魏

晋人经 注 有 三、汉 人 经 注 有 二。今 存 《十 三 经 注 疏》

中，除 《孝经》注是唐玄宗所作 外，汉 注 与 魏 晋 注 各 居

其半。其 中 晋 注 就 有：王 弼、韩 康 伯 注 《周 易》，何 晏

集解 《论 语》，杜 预 集 解 《左 传》，范 宁 集 解 《谷 梁》，

郭璞注 《尔雅》。此外，孔传 本 《古 文 尚 书》，亦 系 东 晋

豫章内史梅赜所作。南朝经学以梁代 为 最 盛。梁 代 经 学

中，具有重要地位的 是 皇 侃 的 《论 语 义 疏》，该 疏 博 采

众引，所用 资 料，多 至３０余 位 魏 晋 学 者 的 注 疏，反 映

了当时经学求同 存 异 的 风 气。梁 代 经 学 尤 重 《礼》学，

特别是 《丧服》经 传。南 朝 经 学，偏 重 将 “自 然 无 为”

之道注入儒家经典，又杂汉儒传统，畅 于 义 理 诠 释 而 疏

于训诂，使经学尽扫烦 琐、迂 腐、荒 诞、无 用 之 敝，标

出一代新风。而北朝保存汉末传统，经 学 传 授 的 重 点 在

于训诂典章制度方面。因此，对于清谈 玄 虚 的 魏 晋 传 统

采取的是排斥态度。北朝经学以北魏 最 盛，北 魏 经 师 众

多，著名者有刘献之、徐遵明、李业兴等人。

３．文学。魏 晋 南 北 朝 是 一 个 酝 酿 着 文 学 革 新 的 时

期，许多 新 的 文 学 现 象 孕 育、成 长 着，透 露 出 新 的 生

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 于 创 造 力 的 文 学 冲 动，使

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东汉建安年 间 和 曹 魏 前

期，文坛以曹操、曹植、曹丕 父 子 为 中 心，在 他 们 周 围

集中了王粲、刘桢、陈琳、蔡 琰 等 一 批 文 学 家，被 称 为

“建安七子”。政治理想的高扬、人 生 短 暂 的 哀 叹、强 烈

的个性、浓郁的悲剧色彩，构成了 “建 安 风 骨”这 一 时

代风格。魏朝后期的 文 学 被 习 惯 称 为 “正 始 文 学”，其

主要代表是嵇 康 和 阮 籍，他 们 对 抗 司 马 氏 的 残 暴 统 治，

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作品揭露了礼教 的 虚 伪，表 现 了 政

治重压下的苦闷与抗议。西晋武帝太康 （公元２８０～２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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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后，文坛呈现繁荣 的 局 面，以 陆 机、潘 岳、左 思

为代表的太康诗风以繁缛为特点，丧失了建 安 诗 歌 的 那

种风力。西晋末年，在士族清谈 玄 理 的 风 气 下，产 生 了

玄言诗。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 灵 运 是 第 一 个 大

力写作山水诗的人。在晋宋易代之际，出 现 了 一 位 伟 大

的诗人陶渊明。他开创了田园诗这个 新 的 诗 歌 园 地。宋

代的鲍照在七言乐府上做出了突破。齐梁两 代 诗 体 发 生

了重大变革，周颙发现汉语的四声，沈 约 将 四 声 的 知 识

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并与谢朓、王 融 共 同 创 立 了 “永

明体”。谢朓的山水诗在谢灵运的基础上 又 前 进 了 一 步。

谢朓的山水诗完全是自然山水的描 绘，语 言 精 美、音 韵

和谐，使五言绝句诗 体 真 正 形 成。沈 约 称： “二 百 年 来

无此诗也。”唐 代 王 维、孟 浩 然 及 李 白、杜 甫 等 大 诗 人

皆受其影响。李 白 对 谢 朓 最 为 倾 心，曾 多 次 称 赞 谢 朓。

如 《宣城谢朓楼饯 别 校 书 叔 云》 “蓬 莱 文 章 建 安 骨，中

间小谢又清发”，《酬殷佐明见赠五云裘 歌》 “我 吟 谢 朓

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风雨”。① 清初文坛领袖王士祯所写

的一首 《论诗绝句》：“青莲才笔九 州 横，六 代 淫 哇 总 度

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② 诗中的 “青

莲”，即青莲居士李白。 “谢 宣 城”，即 在 宣 城 作 过 太 守

的谢朓。这 首 诗，不 仅 赞 颂 了 李 白 登 峰 造 极 的 文 学 才

华，同时也吐露了李白毕生崇拜谢朓 的 内 心 世 界。齐 梁

时代的何 逊 和 阴 铿 受 永 明 体 的 影 响，对 新 体 诗 更 有 发

展。杜 甫 自 述 作 诗 甘 苦 时，曾 说 “颇 学 阴 何 苦 用 心”。

他在赠李白诗中云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③ 可见

他对阴、何二人诗歌的推崇。另外一种 诗 化 的 散 文 即 骈

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 现 象，中 国 文 学 增

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 分 发 挥 汉 语 语 言

形式美的文体骈文。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

南朝文学之盛，还表现在文 学 理 论 专 著 的 出 现。南

朝齐和帝中兴年 间，刘 勰 撰 写 了 《文 心 雕 龙》，它 是 中

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体大而虑周”

的文学理论专著。钟嵘 《诗品》是一部 品 评 诗 歌 的 文 学

批评 名 著，他 评 论 当 时 诗 文 过 于 讲 求 对 仗、用 典、辞

藻、声律，从而使表达诗文的深 刻 内 容 受 到 限 制，甚 至

流于空虚贫乏。他还对三曹以来诗歌的师承 关 系 及 其 发

展规律作了精彩的考辨，并对各类诗 体 进 行 分 品，虽 个

别分品有不公，但对盛唐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时还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诗 文 总 集，为 梁 朝 萧

统所集的 《文选》３０卷，共收录作家１３０家，大体上包

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 种 文 体 发 展

的轮廓，划分 为 赋、诗、杂 文３大 类，又 分 列 赋、诗、

骚、七、诏、册、令、教等３８小类。《文选》是学习 诗

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成为唐宋士 人 的 必 读 书，甚 至

有 “《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

４．书画 雕 塑，这 时 出 现 了 著 名 的 “六 朝 四 大 家”：

曹不兴、顾恺之、陆探微、张 僧 繇。其 中 东 晋 时 人 顾 恺

之，博学有才气，善画人物。他的 人 物 画 以 简 练 纤 细 的

线条勾画轮廓和衣褶，着 重 刻 画 人 物 的 精 神 状 态， “运

思精微，襟灵莫 测”。这 四 大 家 在 绘 画 艺 术 上 形 成 了 一

个高峰。南齐谢赫不仅画艺高明，还 著 有 《古 画 品 录》，

提出绘画艺术 的 “六 法”，对 后 世 绘 画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影

响。北朝北齐的 杨 子 华，被 时 人 称 为 “画 圣”。北 齐 人

曹仲 达，善 画 佛 像，后 与 唐 代 的 吴 道 子 齐 名，世 称

“曹、吴”。北 周 时 有 田 僧 亮，他 的 画 被 称 为 “绝 笔”。

总之，这一时期 无 论 人 物 画 和 山 水 画，以 及 宗 教 类 画，

大都为写实，而 且 吸 收 了 古 代 和 外 国 传 来 的 有 益 “画

风”。这个 时 期 还 出 现 了 很 多 著 名 的 书 法 家，如 钟 繇、

索靖、卫瓘 等。卫 瓘 的 族 孙 女 卫 铄，世 称 卫 夫 人，师 钟

繇，不仅书法高妙，而 且 在 《笔 阵 图》中 阐 述 了 书 法 理

论。王羲之早年师从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来草书学张芝，

楷书学钟繇，集前 代 各 家 之 大 成，推 陈 出 新，被 后 人 誉

为 “书圣”。其代表 作 为 《兰 亭 序》，全 文 有２０个 “之”

字，字字别 开 生 面，无 一 雷 同，堪 称 绝 代 佳 作。唐 太 宗

死后，《兰亭序》手 迹 作 为 殉 葬 品 “秘 于 昭 陵”。现 藏 于

故宫博物院 的 《兰 亭 序》是 唐 太 宗 命 令 冯 承 素 临 摹 的。

王羲之的妻子郗睿及其数子均工 于 书 法。从 北 魏 至 隋 唐

是凿窟的鼎盛时期，山 西 大 同 云 冈 石 窟、河 南 洛 阳 龙 门

石窟、甘 肃 敦 煌 莫 高 窟、甘 肃 天 水 麦 积 山 石 窟 被 称 为

“中国的四大石窟”，皆为世界著名的宗教雕刻艺术。

５．科学和生产技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有

了显著进步。在 中 国 古 代 著 名 的２９位 科 学 家 中，张 仲

景、华佗、马钧、裴 秀、葛 洪、祖 冲 之、郦 道 元、贾 思

勰、陶弘景等９人，均产生于 这 个 时 代。他 们 对 我 国 古

代医学、机械 学、地 图 学、药 物 化 学、数 学、地 理 学、

农业科学、冶炼化学、生物学以及天文 历 法 等 科 学 技 术

的发展，都做出了划时代的伟大贡 献。张 仲 景 著 《伤 寒

杂病论》，晋 王 叔 和 改 编 为 《伤 寒 论》和 《金 匮 要 略》

二书，对传染病和各种杂病具体治疗和理论 都 有 重 要 贡

献。王叔和的 《脉经》、皇甫 谧 的 《针 灸 甲 乙 经》、陶 弘

景的 《本草经集注》等都对中医中药学的发 展 具 有 重 要

意义。华佗的麻沸散及开腹大手术等都是医 学 史 上 的 重

大发明。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提出了计算圆 周 率 的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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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圆术”。南朝祖冲之更进一步精确 推 算 了 圆 周 率，求

出圆周率的值在３．１４１５９２６和３．１４１５９２７两个数值之间，

这在世界科技史上竟千 年 无 人 超 越。①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西晋裴秀、北魏郦道元都是对后世有很大影 响 的 地 理 学

家。裴秀绘制了 《禹贡地域图》，在 《禹 贡 地 域 图·序》

中，他还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项原 则，即 著 名 的 “制 图

六体”。北魏郦 道 元 所 著 《水 经 注》是 中 国 古 代 一 部 全

面系统的综合性的地理学专著。魏晋 南 北 朝 时，我 国 机

械技术获得了许多进步。为适 应 战 争、生 产、生 活 的 多

种需要，发明了水磨、水 碾、车 帆、连 续 发 石 机、木 牛

流马、磨车、翻车、水车等 实 用 性 机 械，以 及 飞 车、百

戏图等游艺性机械 和 复 杂 的 “机 器 人”。② 涌现了诸如马

钧、杜预、耿 询 等 一 批 机 械 发 明 家。农 学 成 就 当 首 推

《齐民要术》，它是北魏时期的农学 家 贾 思 勰 所 著 的 一 部

综合性农书。《齐 民 要 术》内 容 相 当 丰 富，涉 及 面 极 广，

包括各种农作物的栽 培，各 种 经 济 林 木 的 生 产，以 及 各

种野生植物的利用等等，对我国农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我们简 要 地 讲 完 了 上 述 二 题，可 以 得 出 下 面 的 结

论。这４００年 复 杂 的 历 史 背 景，长 期 分 裂 割 据，战 争、

动乱及其破坏性，使各族领导者和广大人民 群 众 在 长 期

同苦难作坚韧不拔地斗争中，在强烈求生存 和 竞 争 氛 围

的环境 内，共 同 悟 出 了 这 个 特 殊 时 代 必 须 以 人 才、革

新、进步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也是在民 族 大 融 合 中 各 族

人民必须共同承担的神圣历史使命，这或许 可 称 之 为 魏

晋南北朝４００年历史发展要义的动因和结果。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研 究 员、荣

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赵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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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敬义夹持视域下的朱子哲学工夫论

李敬峰

北京师范 大 学 哲 学 与 社 会 学 学 院 中 国 哲 学 专 业 博 士 研 究 生 李 敬 峰 在 为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０８ＪＡ７２０００２）撰写的来稿中指出：

朱熹的学说架构性十分明确，注重相互对应，他的本体论—理气论的两元对立、一元为主的模式，落实在工夫论

上亦是如此。用 “敬”“义”两分的结构来统摄其它工夫，以 “格物致知”与 “涵养省察”来讲朱熹工夫，则容易造成

误解，把朱熹的工夫打成两截，这在朱熹之后，有不少学者都有此判定，而用 “敬”和 “义”、“敬义夹持”则可以避免

此疑，同时，它也是有内在根据的，孔子主张 “求仁”，是要向外发用，由 “亲亲”而 “仁民”而 “爱物”；孟子主张 “义

内”，是说行 “义”的根据在于内；而到宋明理学提出 “敬义夹持”，把 “义”与 “格物穷理”联系起来，达到内外统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敬”与 “义”是朱子心性修养工夫论的支撑点，也是整个理学心性工夫论的最基本的理论框架。

（周勤勤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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