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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进行深入研究，针对事件与北朝政局发展的关系，论述了其契机、
发展与影响，揭示了南北朝时中国的统一与事件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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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万生，1960年生，贵州绥阳人。
1985年在四川大学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8年在峡西师范大学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同年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199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博士学位。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目前正从事南北朝后期军事地理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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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贾显度《魏书》卷80《贾显度传》：“贾显度，中山无极人。
⋯⋯初为别将，防守薄骨律镇。
正光末，北镇扰乱，为贼攻围。
显度拒守多时，以贼势转炽，不可久立，乃率镇民浮河而下。
既达秀容，为尔朱荣所留。
”《北史》卷49显度传所记与此略同。
按：史传不明记薄骨律镇乱的时间。
依显度传，薄骨律镇乱于正光末。
正光年号共有六年，第六年六月改元孝昌元年(525年)。
既说是“正光末”，那就应该是正光五年或六年(524或525年)。
今知北镇反叛起于沃野镇破六韩拔陵杀镇将，然后有叛军攻武川、怀朔二镇之事，《通鉴》以此二镇
陷于普通五年(524年)四月。
至此，沃野、武川、怀朔三镇皆陷，显见破六韩拔陵是从西向东发展。
今又知武川、怀朔二镇陷前，高乎镇亦有胡琛起事。
《通鉴》普通五年六月又言“魏自破六韩拔陵之反，二夏、幽、凉，寇盗蜂起”，是月秦州亦有莫折
大提之反。
薄骨律镇与夏州、高平、沃野一州二镇相邻。
由此可知薄骨律镇有在正光五年(524年)乱的可能。
《贾显度传》言显度“拒守多时”，“乃率镇民浮河而下”。
所以，显度率镇民浮河而下既可能在524年，也可能在525年。
可浮黄河而下的时间通常情况是约在四月至十月之间。
所以，贾显度到达秀容既可能在524年四月至十月期间，也可能在525年四月至十月之间。
甚至还可能更晚。
　　窦泰《北史》卷54《窦泰传》：“父乐，魏未破六韩拔陵为乱，与镇将杨钧固守，遇害。
⋯⋯泰父兄战殁于镇，泰身负骸骨归尔朱荣。
”《通鉴》普通四年(523年)四月叙杨钧为怀朔镇将；怀朔镇陷于普通五年四月。
今无法确知泰父兄没于哪次战役，但泰得离镇，应在镇陷后。
泰负父兄骸骨在四个月或五个月之内有到达秀容的可能，但也未必一定在八月到秀容。
　　不过，《通鉴》所记三人投奔尔朱荣的时间相差也不会太多。
所以，考司马子如、贾显度、窦泰三人之事，一方面使我感到《通鉴》编者处理材料的精审，另一方
面又使我明白也不能遽信其所定时间一定十分精确。
《通鉴》是于叙(1)秀容人乞伏莫于聚众攻郡，杀太守，(2)南秀容牧子万于乞真杀太仆卿陆延于“秀
容酋长尔朱荣讨平之”之后叙尔朱荣先世及本人情况，以及侯景等投奔尔朱荣事；应该认为是“史终
言之”的文字安排，而不宜相信侯景投奔尔朱荣必是在普通五年八月。
如前所言，侯景投尔朱荣的时间既可能靠前，也可能属后。
因为破六韩拔陵之反在普通四年四月，至普通五年八月已有一年零四个月时间，以尔朱氏的实力，阴
有大志，恐不在此时，而应在怀朔、武川等镇陷后就有了，甚至可能还要早。
不过，可以相信侯景投奔尔朱荣是在尔朱氏欲成大事之初，这不会有大问题。
　　再看高欢投奔尔朱氏的时间。
　　《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高欢)乃与同志从
之。
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儁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
⋯⋯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
”《通鉴》于大通二年(528年)二月叙高欢、段荣、尉景、蔡儁图洛周，奔葛荣，归尔朱荣事。
由于是在追叙高欢与尔朱荣亲近之时叙之，因之虽不能据以肯定高欢等“归”尔朱荣必在大通二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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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但衡以葛荣在526年八月才因杀元洪业而继鲜于修礼统众，独立发展此情况，可知《北史·神武纪
》所言高欢“奔葛荣”，必在此后。
所以，高欢投奔尔朱荣很可能在527年。
只是具体月份日期无法确考。
这样，可知高欢投奔尔朱荣距尔朱荣招豪杰已有三年左右时间。
　　现在该分别看看侯景、高欢与尔朱荣的关系了。
　　周一良先生已经指出侯景与尔朱氏有密切的关系。
所据史料为(1)《梁书·侯景传》载：“景始以私众见(尔朱)荣，荣甚奇景，即委以军事。
⋯⋯生擒葛荣，以功擢为定州刺史、大行台，封濮阳郡公。
景自是威名遂著。
”(2)《文苑英华》卷650魏收为侯景叛移梁朝文谓景：“叨忝名器，事出尔朱。
”(3)《魏书》卷98《萧衍传》慕容绍宗檄梁文云：“侯景一介役夫，出身凡贱。
身名沦没，无或可纪。
直以趋驰便习，见爱尔朱。
小人叨窃，遂忝名位。
”(4)《文苑英华》卷645杜弼移梁文言侯景“鸣吠于尔朱之门”。
(5)《北齐书》卷40《陆连子悦传》言“景本尔朱心腹”。
我赞成周先生的卓见。
我想补充的是，其一，除了以上五条材料之外，《梁书。
侯景传》的材料也许更能说明问题。
该传载侯景报高澄书有“初逢天柱(指尔朱荣)，赐忝帷幄之谋”之语。
此书虽为王伟所作，但必反映侯景之意，至少必反映侯景实情。
有此材　　料，即可进一步把侯景为尔朱氏心腹一点肯定下来。
其二，侯景之所以与尔朱氏关系密切，实是因为他投奔尔朱氏早，是在尔朱氏开始招豪杰的时候，这
样，再加上他的能力，他自然可以在尔朱氏阵营中居于重要地位。
其三，侯景与尔朱氏的关系在尔朱荣、尔朱兆之间有变化。
《梁书·侯景传》景报高澄书“初逢天柱，赐忝帷幄之谋”，　“天柱”指尔朱荣无疑，因为尔朱荣
于永安二年(529年)七月“为天柱大将军”⑧。
这可见侯景在尔朱荣时地位之高。
可是在尔朱兆时情形就有不同了：侯景任行济州事，远离中央，已不参“帷幄之谋”④。
尔朱兆与高欢的邺城之战，侯景不仅没参加，而且无策应声援之事。
这表明侯景在尔朱氏的阵营到尔朱兆时受到一定冷落。
这种情况可能与尔朱氏在势力膨胀之后，要尽力把六镇豪杰排抑在权力外围，而把并肆之人安置在权
力中央有关。
不过，就是在侯景受冷落的情况下，他与尔朱氏的关系也还是比较密切的。
因此，说他是尔朱氏心腹，也还是可以的。
　　高欢的情况与侯景不同。
　　高欢是先投杜洛周，再投葛荣，三才归尔朱氏，其时间不仅比侯景晚，而且其行为恐怕也会使尔
朱氏怀疑。
《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于欢“归尔朱荣于秀容”后接着写道：“先是刘贵事(尔朱)荣，盛言神
武(高欢)美，至是始得见。
以憔悴故，未之奇也。
⋯⋯”，①其实，高欢不为尔朱荣所重，应该有高欢是二易其主之后才投到尔朱荣帐下的原因在。
高欢的行为难免使尔朱荣觉得其反复难养。
北齐史臣写史，乃隐曲写之。
关于高欢为尔朱荣所重的经过，《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所载亦颇为可疑：“⋯⋯(刘)贵乃为神
武更衣，复求见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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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随(尔朱)荣之厩，厩有恶马，荣命剪之。
神武乃不加羁绊而剪，竟不蹄啮。
已而起曰：‘御恶人亦如此马矣。
’荣遂坐神武于床下，屏左右而访时事。
神武曰：‘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也?’荣问：‘但言尔意。
’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乱，孽宠擅命，朝政不行。
以明公神武，乘时奋发，讨郑俨、徐纥而清帝侧，霸业可举鞭而成。
此贺六浑之意也。
’荣大悦，语自日中至夜半乃出。
自是每参军谋。
”这段文字，颇具传奇色彩，与唐代所传武则天御狮子骢有类似之处，不可尽信，不言而喻。
高欢为尔朱荣所重，必不会如此简单。
　　可以肯定的是，高欢为尔朱荣所重，与刘贵疏通关系，有密切关系。
除刘贵外，司马子如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起过作用。
《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言欢微时与子如是朋友。
子如既先投尔朱荣，这种关系为高欢所重，是完全可能的，因而子如为欢说话也是完全可能的。
史不载此，恐与以下情形有关：子如因贪，曾经与高氏有过冲突，后来其侄司马世云又叛东魏，其子
司马消难又叛投宇文氏；史臣有鉴于此，乃抹去其迹，以减少高氏惭德。
　　总之，我认为高欢为尔朱荣所重应有一个隐曲的过程，其方式必不如《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
》所载光彩简单。
《北史·齐本纪上·神武纪》所载以下二材料可以帮助我们思考此问题：其一日：“尝在”(尔朱)荣
帐内，荣尝问左右曰：　‘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
荣日：　‘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
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高欢)耳。
’因诫兆曰：　‘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
’乃以神武为晋州刺史。
于是大聚敛，因刘贵货荣下要人，尽得其意。
”其二日：“(尔朱)兆⋯⋯遂以(葛荣众之流入并、肆者)(神武)委焉。
⋯⋯居无何，(神武)又使刘贵请兆，以并、肆频岁霜旱，降户掘黄鼠而食之，皆面有谷色，徒污人国
土。
请令　　就食山东，待温饱而处分之。
兆从其议。
其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今四方扰扰，人怀异望，况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将不可为。
’兆日：‘香火重誓，何所虑邪?’绍宗曰：‘亲兄弟尚难信，何论香火!’时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
谮绍宗与神武旧隙，兆乃禁绍宗而催神武发。
”第一条材料中言高欢“大聚敛，因刘贵货(尔朱)荣下要人，尽得其意”。
第二条材料中言“(尔朱)兆左右”“受神武(高欢)金”，颇堪注意。
有此二材料，我颇疑高欢为尔朱荣所重也是通过使用以钱物疏通各种关系而达到目的的。
这是一种曲折隐秘、不便公言的手法。
而北齐史臣为了美言高欢事迹，讳隐其曾用贿赂方法以达目的之历史，乃留下使人颇为生疑的文字。
　　高欢投奔尔朱氏的时间比侯景晚。
在其投奔尔朱氏之前，尔朱氏势力已相当强大，内部权力结构已有相当规模。
在此种情况下，高欢只有通过隐秘、不光彩的行为才能迅速接近尔朱荣，以遂其将来的野心。
而接近之后，越阶而居其他先投尔朱氏的人之前，占据要位，这种关系，高欢必然又难于处之了。
这都是高欢难以为尔朱氏信任的原因。
再加高欢又有能力，愈使人疑嫉之，从而不能为尔朱氏信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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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胡绳同志倡导和主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成编委会，从全国每年毕业并通过答辩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中遴选优秀者纳入《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项
工作已持续了12年。
这12年所出版的论文，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博士学位论文水平，较好地实现了本文库
编辑出版的初衷。
　　编辑出版博士文库，既是培养社会科学各学科学术带头人的有效举措，又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积累
，很有意义。
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前，我就曾饶有兴趣地看过文库中的部分论文，到社科院以后，也一直关注和
支持文库的出版。
新旧世纪之交，原编委会主任胡绳同志仙逝，社科院希望我主持文库编委会的工作，我同意了。
社会科学博士都是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社科学者是我们社会科学的未来
，我们有责任支持他们更快地成长。
　　每一个时代总有属于它们自己的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语)。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注意研究带全局性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我希望包括博士在内的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密切关注、深入研究21世纪初
中国面临的重大时代问题。
离开了时代性，脱离了社会潮流，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就要受到影响。
我是鼓励青年人成名成家的，这是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
但问题在于，什么是名呢?名，就是他的价值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如果没有得到社会、人民的承认，他的价值又表现在哪里呢?所以说，价值就在于对社会重大问题的回
答和解决。
一旦回答了时代性的重大问题，就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你也因此而实现了你的价值
。
在这方面年轻的博士有很大的优势：精力旺盛，思想敏捷，勤于学习，勇于创新。
但青年学者要多向老一辈学者学习，博士尤其要很好地向导师学习，在导师的指导下，发挥自己的优
势，研究重大问题，就有可能出好的成果，实现自己的价值。
过去12年入选文库的论文，也说明了这一点。
　　什么是当前时代的重大问题呢?纵观当今世界，无外乎两种社会制度，一种是资本主义制度，一种
是社会主义制度。
所有的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理论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两大制度的基本看法。
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都有很多的研究和论述；对于资本主义，马克思
主义者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学者也有过很多研究和论述。
面对这些众说纷纭的思潮和学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从基本倾向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政治家论
证的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和长期存在的“必然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当然要向世界、向社会讲清楚，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一定能通过社会主
义来实现全面的振兴。
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让外国人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是行不通的。
也许有的同志会说，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
但是，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中国化了以后才解决中国的问题的。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同样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教条主义是不行的，东教条不行，西教条也不行，什么教条都不行。
把学问、理论当教条，本身就是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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