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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华、复旦、南开、南大、北师大等著名高校学者共同打造，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中国史系
列读本”。
本书由胡阿祥、王永平、何德章、严耀中、张学锋等五位学者共同完成。
以上各位教授均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浸润有年，学术成果也为学界推重。
此次能够集众人学术之长于一书，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外胡阿祥教授还精心选配数十幅插图，使读者能够更直观的了解这段历史。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得到广大历史爱好者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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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
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职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
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长。
主要从事历史地理与中国古代文史研究。
出版专著及各类大小册子20多种，发表论文与长短消闲文字300余篇，主编丛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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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政权的更迭与禅让制度  一、南朝政局的特点  二、刘裕父子的武功文治  三、齐、梁两朝和兰陵萧
氏的崛起  四、陈朝的建立与南朝终结  五、因缘时会的禅让制度第八讲 分久必合——论魏晋南北朝走
向重新统一  一、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周隋禅代  三、重新统一的实现  四、为本时期做总结——从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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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民间宗教  一、道教的特点及其在本时期传播的背景  二、佛教的本土化和影响的扩大  三、民间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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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代结语第十五讲 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一、六朝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  二、开展六朝文化研
究的几个前提  三、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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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讲 说曹操　　一、东汉末年的乱局与曹操势力的兴起　　东汉末年，时局混乱，各种社会矛
盾错综复杂。
在统治阶级内部，最突出的矛盾表现为儒学士大夫阶层与操纵皇权的宦官集团之间的尖锐对立和激烈
斗争。
当时宦官“群辈相党”，左右政局，特别在顺帝以后，宦官集团消灭了外戚梁冀家族的政治势力，“
权执专归宦官”，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甚至可以随意废立皇帝。
《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概述其嚣张的情况说：“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
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
汉之纲纪大乱矣。
”这些得势宦官，为巩固其专权的地位，总是提携其亲信，于是“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这些人
做官，无不“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当时宦官公开主持西园卖官，“刺史、
二千石及茂才孝廉’迁除，皆责助军修官钱，大郡至二三千万，余各有差。
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
”这必然导致吏治风气的严重堕落。
当时，宦官子弟及其集团“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狱由怨起，爵以贿成”，“典据州郡，辜榷
财利，侵略百姓，百姓之怨无所告诉”。
东汉王朝的统治危机四伏，出现了“三空之厄”，即所谓“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①。
这种“三空”局面表明东汉王朝的统治已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对此，儒学士大夫阶层必然不满，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形成了空前的“清议”风气，即所谓“处
士横议”，“裁量执政”。
对士大夫阶层的批评与抗争，宦官集团予以严厉的报复和打压，他们假借皇帝之名，诬陷士人结党，
一再制造为害深重的“党锢之祸”，以致“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
所谓“党锢”，就是禁锢“党人”，其中大规模的党祸有两次，分别发生在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具
体时间为166年和169年，宦官无情地杀害了著名的“党人”窦武、陈蕃、李膺、杜密和范滂等人，以
致“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多受到牵连，于时“海内涂炭，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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