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五讲

西晋统一中国



  

教学目的：了解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西晋政治经济特点，掌握占田制、门阀制
度和八王之乱等知识。

教学重点：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占田
制、门阀制度。

教学难点：占田制、门阀制度。

教学时数： 3课时。



  

一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政治的最主要特征，是门阀士
族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权益的地主阶级阶层
，并控制着朝廷和地方大权。

所谓门阀士族，指的是那些门高地阔、世
代做官之家，或者叫做阀阅世家。按旧时
制度，这些显赫人家门前均立有两根柱子
，左边为“阀”，右边为“阅”，以表示
家族的荣耀。



  



  

魏晋南北朝时期
的重要士族高门
（北方）



  

东汉后期，征辟察举人才时也十分注
意门第的高卑。

至魏晋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的实行
，以及占田制、刺客制、荫客制、荫
亲属制的规定，使那些“经明行修”
、累世为官的显贵之家，从法律形式
上政治、经济方面的特权，门阀士族
之制逐正式形成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晋、宋因
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
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而
谱有世官。

         过江则为侨姓，王（琅琊）、谢（陈郡）、
袁（汝南）、萧（兰陵）为大。

         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均吴郡）
为大。

         山东则为郡姓，王（太原）、崔（清河、博
陵）、卢（范阳）、李（赵郡、陇西）、郑（荥阳）
为大。

        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
之。

        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
源、窦首之。

      《新唐书 ·柳冲传》引柳
芳《士族论》



  

       除了门阀士族政治这一最重要
的时代特征外，还有朝代更迭频繁、新
经济地区的开发、民族大迁徙与民族大
融合与文化事业的辉煌成就等，最为体
现了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二    西晋的统一

1  、魏灭蜀

2 、司马炎代魏

3 、晋灭吴



  

三、西晋的短暂统一三、西晋的短暂统一

280年，西晋灭吴，统一。



  

西晋的短暂统一西晋的短暂统一

八王之乱（八王之乱（ 291—30291—30
66））

都督徐州东海王司马越 

长沙王司马乂 

都督雍州河间王司马顒 

都督冀州成都王司马颖 

都督豫州齐王司马冏 

出镇关中赵王司马伦 

出镇许昌汝南王司马亮 

都督荆州楚王司马玮 



  

西晋的短暂统一西晋的短暂统一

周边民族内迁及其问题周边民族内迁及其问题

匈奴匈奴
东汉时匈奴分裂后不久，东汉时匈奴分裂后不久，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得到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得到
东汉政府的允许，分散所部匈奴部众分居于五原东汉政府的允许，分散所部匈奴部众分居于五原
、朔方等八郡之地，这是匈奴第一次大规模向汉、朔方等八郡之地，这是匈奴第一次大规模向汉
代中国境内的迁徙。代中国境内的迁徙。

晋代立国后的初二十年（晋代立国后的初二十年（ 265-287265-287），塞外草原），塞外草原
遭大旱灾，前后有二十八万口匈奴和其他杂胡入遭大旱灾，前后有二十八万口匈奴和其他杂胡入
塞降晋，晋处之内地，与汉人杂居。塞降晋，晋处之内地，与汉人杂居。



  

西晋的短暂统一西晋的短暂统一

羯羯
羯族在西晋时入塞，主要部分分布在上党郡武乡县羯族在西晋时入塞，主要部分分布在上党郡武乡县
与汉人杂居。与汉人杂居。

氐、羌氐、羌
西晋时氐、羌及其少数族的人口，占关中地区的一西晋时氐、羌及其少数族的人口，占关中地区的一
半。半。

鲜卑鲜卑
附塞而居，分布广泛附塞而居，分布广泛



  



  

三  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
 1、户调式

户调式是西晋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是灭吴、统一中
国的当年颁行的。其中主要包括土地占有制度、赋税制
度和有关贵族、官僚的待遇等的若干规定。

 占田制——占田制也叫做占田课田制，
户调制——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制度 ，
 品官占田荫客制——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
官僚们的经济特权的制度，但也有贵族、官僚们的占田
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
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 



  

2、社会经济恢复

   晋武帝司马炎在
位二十六年，他
制定的不少政策
有积极作用。

《晋书 ·食货志》
曰：太康时期，
“天下无事，赋
税平均，人咸安
其业而乐其
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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