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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dquo;中国文库&rdquo;主要收选加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
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ldquo;中国文库&rdquo;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ldquo;万卷藏书宜子弟&rdquo;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
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
&ldquo;中国文库&rdquo;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
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坚持贯彻&ldquo;百花齐放、百家争鸣&rdquo;的方针，坚持按照&ldquo;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rdquo;的要求，以登高望远、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
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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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中国文库&rdquo;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
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
化的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ldquo;中国文库&rdquo;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
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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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田余庆（1924～　 ），湖南湘阴人。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史纲要》（合著，翦伯赞主编）、《东晋门阀政治》《秦汉魏晋史探微》《拓跋史
探》等。
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周密的考证分析，对中国中古历史中的门阀政治问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严格意
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门阀政治即门阀土族与皇权共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与过渡性。
本书以江左几家侨姓士族与司马氏皇权结合的历史兴衰为线索，从政治史角度对我国中古政治史
中&ldquo;东晋门阀政治&rdquo;这一重要问题进行了独特考察。
本书使用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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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释&ldquo;王与马共天下&rdquo;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二 司马越与王衍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
局的形成四 关于&ldquo;不与刘、石通使&rdquo;问题论郗鉴&mdash;&mdash;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一 小
引二 郗鉴的密谋（一）东晋初年的兵力状况（二）流民与流民帅（三）用流民帅平王敦之乱三 郗鉴
与王导（一）郝、王家族的结合（二）苏峻乱平后的江州（三）郗鉴在陶、王矛盾和庾、王矛盾中的
作用四 郗鉴与京口经营（一）三吴的战略地位（二）会稽&mdash;&mdash;三吴的腹心（三）建康、会
稽间的交通线（四）京口和晋陵地区的环境与流民（五）京口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六）郗氏家族
在京口的影响五 余论庾氏之兴和庾、王江州之争一 庾氏之兴庾亮巩固门阀政治二 庾亮出都以后的政
治形势三 庾、王江州之争四 襄阳的经略桓温的先世和桓温北伐问题一 桓温先世的推测（一）桓温先
世的隐情（二）桓温是桓范后裔（三）桓范的郡望问题（四）旁证（五）小结二 桓彝事迹杂考（一）
中朝桓彝无令誉（二）桓彝过江后跻身&ldquo;八达&rdquo;而又志在立功（三）桓彝族单势：弧（四
）桓氏家族不为时人所重（五）小结三 永和政局与永和人物四 桓温北伐与东晋政争五 简文帝遗诏问
题陈郡谢氏与淝水之战一 谢鲲、谢尚与谢安二 北府兵三 淝水之战前后的陈郡谢氏四 淝水之战与灭吴
之战的比较五 北方民族关系与淝水之战性质问题门阀政治的终场与太原王氏一 小引二 &ldquo;齄
王&rdquo;世家三 孝武帝与皇权政治四 主相相持与太原王氏（一）主相相持的开端，太元九年至十四
年（384-389）（二）上下游的争夺&mdash;&mdash;王忱与王恭。
太元十四年至十七年（389-392）（三）殷仲堪入荆与孝武帝得势。
太元十七年至二十一年（392-396）（四）孝武帝死后王恭、殷仲堪连兵叛乱&mdash;&mdash;两藩与中
枢之争，太元二十一年至隆安二年（396-398）（五）太原王氏的覆灭。
隆安二年至三年（398-399）五 小结刘裕与孙恩&mdash;&mdash;门阀政治的&ldquo;掘墓人&rdquo;一 晋
末的北府兵二 北府将乐安高氏三 道术与政治四 孙恩、卢循、徐道覆的家族背景五 孙恩、刘裕与次等
士族后论一 旧族门户和新出门户二 东晋侨姓门阀士族的主要来源三 门阀政治&mdash;&mdash;皇权政
治的变态四 门阀政治和流民五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六 门阀士族的文化面貌七 门阀政治的暂时性和过
渡性改版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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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人物构成和历史渊源说来，扬州一窟，同样是司马越、王衍势力所派生出来的。
扬州江南窟成，齐楚已乱，王马天下，只有于此经营。
但是此时洛阳尚有怀帝，名分不可僭越，因此形势暂时还不是很明朗的。
五行家看到王导在建邺&ldquo;潜怀翼戴之计&rdquo;，待机脱离洛阳以称霸江左的事实，谓其时江
左&ldquo;阴气盛也&rdquo;。
这反映晋室社稷南移的可能性，已在时人的估计之中。
　　司马睿渡江一举，开启了东晋南朝在江左立业局面。
不过这不是司马越、王衍的初衷。
在司马越、王衍的全盘部署中，渡江的直接目的究竟何在呢？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
、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
这一点与江左原来的政治形势有关，将在本文下节详论。
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括江南财富，特别是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原来，陈敏在洛，为尚书仓部令史，建议于执政日：&ldquo;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
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
&rdquo;因此陈敏得以出为合肥、广陵度支。
他后来击败石冰，割据米谷丰裕的扬州江南诸郡，也得力于所统运兵。
《水经&middot;淮水注》谓陈敏于中渎水域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以改变湖道纡远状况，缩
短了江淮问的航程。
此事内容尚有疑点，不可全信，亦非全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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