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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与知识的互动：晋宋嬗代之时刘裕形象的建构

作者：冯典章，长庚科技大学通识中心。

摘要：刘宋政权的肇建者刘裕出身寒门，在中国中古时期素以“尊世冑，卑寒士，权归右姓”为常的官场里显得格外与

众不同。所见诸史中，对于刘裕个人形象的记载，由叙其德行涵养如“轻狡无行”“本无术学”等特质，到盛赞其仪态气宇

如“风骨不恒”“天授英辅”等形象，有着截然不同的描绘。这类复杂的书写转折与质变，实则隐含着政治形象的塑造，其

目的是为刘裕制造有利舆论，诉诸承之天命、代晋室而起的合理性。并且，自秦汉以降，流行如“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

旗，运在东南”等谶言，更是刘裕形塑天命所归、追求统治正当性的重要依据。文章试图通过时人对于刘裕形象、功绩的叙

事书写，重新审视刘裕及其文胆、幕僚如何为刘裕形塑人君之气、操作公众形象、编织“造宋”话语、传达天命已移的思维

这一“制作知识”和“承晋造宋”的历程，以理解权力与知识的互动关系。

一、引言：政权转移下的“天命”与“德”

本文乃针对晋宋嬗代时刘裕及其支持者刻意制造的舆论氛围进行解析，以理解刘裕及其文胆、幕僚如傅亮、范泰、戴

祚、郭缘生等人，通过文字、话语、仪式等各种宣传方式，为刘裕形塑人君之气，夸耀其天命与德行，宣扬“移鼎之业已

成，天人之望将改”，以期在“门阀政治”的环境之中掌握政治话语权和建立文化认同，并进而编织关乎德运承系的造宋话

语，说服士庶百姓投靠于其治下，完成政权转移。

二、运在震方：“新天子气见东南”说的时代脉络

“天子气”，乃是形塑帝王天命所归的符命依据之一，是故历代帝王亦多参考望气者之言，用于治水、择将、纳妃等

事，能影响国家大政之决策。这无疑是时人心灵层次之一部分。刘裕以一介寒门武人之姿，为寻求政治权力合法化，势必依

循当时的舆论氛围，这一谶言为其所看重。此后，晋宋之际出现“新天子气见东南”之谶言，更成为刘裕受命依据之一。

刘裕自丹徒“建义”、入京勤王伊始，接连讨平南燕、收复故土、平卢循、解决内部叛乱，取得了一连串的军事胜利，

于朝野内外获得莫大声誉。故于此时，附会当权者、诉诸天命转移之说业已浮现。

由上而论，皆可观察到通过术数者和文士的“制作”和推波助澜，改朝换代的政治话语逐渐蔓延，借以传达了刘裕承继

天命的正当性，助长了刘裕的权威和受命依据，使其政治地位凌驾于晋帝之上。这无异于开启了一场“文字和口语的战

争”，让士庶百姓体察到世革命改的意义，并加以定调，希冀满足时人期待乱世英雄出现以及建立新秩序的憧憬。此即晋末

义熙年间所见“新天子气见东南”说形成的时代脉络。

三、制作天命：盛世想象与受命神话的建构

永嘉不竞，四夷擅华，致使晋室迁居江左。因此，退居江左，已成为时人在情感上的缺憾，并逐渐引起生命归向的思

索，“所要收复的不仅是故国，更是沉重的历史记忆”。或至少是因应北方胡族势力带来的威胁感，所要凝聚内部共识、巩

固政权正统性的宣传口号，逐渐深化至人们内心深处，形成了那一时代特殊的政治文化。

刘裕及其僚佐借由军事行动、宗教信仰、祭典仪式、谶纬符命，建构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论述，宣扬其承继天命与延续汉

家天下而来，同时具备人（圣君）、神（真君）的双重权力。其塑造了圣君意象和盛世想象以取信大众，渐次获得了士庶的

认同。

四、天命转移：以弑应谶与革代更王

随着刘裕在义熙十三年（417）成功光复神州故都、恢复汉晋天下旧观，其权势达于顶点，牢牢地掌握了军、政大权，

加之皇室式微、民心“乐推所归，讴歌所集”和“有大功于天下，四海所服”的推波助澜，刘裕希望夺得帝位之心日浓，代

晋自立成为其事业目标。刘裕遂积极利用谶言影响政情、舆论，试图营造出天下共主非其莫属的氛围。刘裕以宋王之姿宣告

得天命而为新帝，结束了晋室国祚，完成了政权嬗代，随即改元永初（420）。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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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 制度知识在魏晋的断裂与延续

下一篇： 论“死硬派”记者甘露德《中国之病》及其反响

刘宋的肇建者刘裕，本是一介北府中阶军官，其于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的晋末时借由一连串的军事武功，不断地建功立

业，获取权势，最后身登大宝。然而，在刘裕崛起“造宋”伊始，由于门第品级、文化涵养等诸多外在条件的影响，欠缺号

召士庶人心的理据。故刘裕及其僚佐在其逐鹿天下的过程中，利用“选材”与“制造”利己的舆论，为其形塑人君之气，建

构改朝换代的理论基础。

在刘裕个人形象成形的过程中，刘裕及其僚佐通过文字、口语、仪式等各种方式向士庶宣达其来历不凡，上承于天，营

造承晋造宋的有利基点。最后，刘裕再借当时流行的谣谶与诸多天文异象，宣扬晋道弥昏、天禄既终、将有圣人代之而起，

并以之作为晋宋嬗代乃是“受命于天”的依据，迫使恭帝禅让，完成政权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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