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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与西晋王朝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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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司马氏建立西晋王朝，伐吴之役后统一全国，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军阀混战的局面。后晋武帝发展农业，励精图治，缔

造了“太康之治”，对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晋武帝在官员选拔、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制衡、身后嗣君裁决、奢

侈等多方面问题的处理时固执己见，使得西晋王朝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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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Sima family established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After the campaign against Wu, they unified 

the country, putting an end to the warlord strife that had persisted since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Emperor Wu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promoted agriculture and established the "Taikang 

Reign of Prosperity", making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his "refusal to 

accept" on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selection of officials, the disbandment of state and county 

troops, land consolidation, and the dethronement and enthronement of Prince Qi, Sima You, led to 

serious deviations in the handling of these crucial matters by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which w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its short-lived exis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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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资治通鉴》中有记载：“今陛下既不纳天下之言 , 又加戮焉。夫鸢鹊遭害，则仁鸟增逝；愚者蒙戮，则智士深退。”意为 : 如今陛

下不纳谏，且对上奏的人加以杀戮，像鸢、鹊之类的鸟遭受伤害，则仁德之鸟也会远走；若是平民遭受杀戮，则智者也会隐退。这则史

料的历史背景是 : 西汉成帝不纳谏，并对上奏的官员严厉处罚，使得天下人不敢直言，进而影响政治生态。这体现出人们较早认识到虚

心纳谏的重要性。咸熙二年（公元265年），文帝完成灭蜀等嬗代准备工作后薨逝，其子司马炎建立西晋，是为晋武帝。晋武帝继位并

没有经历改朝换代的淬炼，主要是在前辈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并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沿用其父留下

的中枢决策系统官员。为进一步巩固统治，推行拉拢世家大族的策略。因此对九品中正制、土地兼并、汰侈等涉及世家大族利益的问题

时，对其采取纵容态度，不听取大臣的谏言，以致政治风气日渐败坏。平吴后，武帝作为帝王的政治依凭进一步增加，地位愈加稳固，

武帝“罢州郡兵”以示海内大安；多次分封，巩固帝支嫡系的力量，逐渐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渗透。但太子的不惠与齐王司马攸的深得

人心也使武帝着重考虑身后事，为扫除太子日后继位的阻碍而选择牺牲齐王司马攸，众多大臣多番劝谏，但武帝始终“不纳”。武帝的

“不纳”使西晋丧失众多人才，弊政进一步滋生、发展，严重影响政治局势，对西晋一朝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官员的选拔、赏罚与西晋政局演变

魏晋嬗代后，沿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吏。司马氏为拉拢世家

大族，特设州大中正，此后最为关键的中正一职常为权门把持，

对人才的评价从基层转向了上层。段灼曰：“今台阁选举，涂塞

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辩士族

高下。”中正为了维持、巩固其家族的地位，更多的依据士族门

第定士人品状，违背了依据“德才、门第”综合选拔官员的初

心 ; 又有“豪右掌权，积重难返，莫之能御，于是天下仕途，操之

名胄，华素荣枯，悬隔天壤，”九品中正制一方面促进门阀势力

的发展，威胁皇权；另一方面在九品中正制下寒人难以作官，社

会阶层基本不流动，社会凝聚力低，阶级矛盾尖锐。加之晋武帝

司马炎继位之初，短时间内无法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因此

曹魏时期的多数官员仍然是组成西晋官僚集团的重要部分，因为

文化底蕴、出身等的不同，排斥后起的、身份低微的司马氏集团

成员，尤以有功者、直言极谏者为主，如：张华、王濬等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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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傅咸说：“惟未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

不恪。”

对此有朝臣认识到，如果九品中正制继续实行下去，会造成

严重的后果，所以想要废除九品中正制，选拔真正有才能的人，

为朝廷注入新的活力。“毅以魏立九品，权时之制，未见得人，

而有八损……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自魏立以来，未

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

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优诏答之。后帝竟不施

行。”刘毅认为使用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容易受中正爱憎、中

正趋向私利等主观因素左右，不能发挥其公正选拔人才的职能，

反而使士族势力膨胀，有众多的弊端，建议“罢中正，除九品”，

但晋武帝不纳。“瓘以魏立九品，是权时之制，非经通之道，宜

复古乡举里选……九品之制唯以居位为贵，人弃德而忽道业，争

多少于锥刀之末，伤损风俗，其弊不细……今除九品，则宜准古

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

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卫瓘认为九品中正制实行以来，普遍

重视门第而轻视德行，建议“废九品”，由朝臣举荐贤良人才，

拓宽人才来源，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但武帝依旧不纳，遂

使得世家大族权势日盛，门阀逐渐垄断政治，国家大事把控在极

少数人手中，政治弊端进一步加深，积重难返。

关于官员的考课陟黜， 预奏：“…… 莫若委任达官， 各

考所统，岁第其人，言其优劣。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

言，六优者超擢，六劣者废免，优多劣少者平叙，劣多优少者左

迁……”杜预上奏希望朝廷任命正直的官员，来记载众官员的政

绩与过失，据此来决定官员的升迁与罢黜，但由于王朝初立需要

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来巩固政权，因此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采用。

门阀政治依旧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部分官员失职渎

职、谋取私利的行为，败坏政治风气，政治日趋腐败。

王濬作为伐吴战役的重要将领，立有重要的战功。“因濬乘胜

纳降，浑耻而且忿，乃表濬违诏不受节度，诬罪状之。”王浑嫉

妒王濬伐吴之战首破之功，屡次诬告王濬在行军过程中不听其节

度，后诏让濬曰：“伐国事重，宜令有一。前诏使将军受安车将

军浑节度，浑思谋深重，案甲以待将军。云何径前，不从浑命，

违制昧利，甚失大义……”王濬认为在行军过程中军情紧急，会

遇到突发状况，并且伐吴之战总将领是贾充，使其受王浑指挥的

诏书未送达，军队就已经出征，情有可原。因此“濬自以功大，

而为浑父子及豪强所抑 …… 每进见，陈其攻伐之劳，及见枉之

状……帝每容恕之。”后王濬在挚友孙通的劝说下意识到事情的

厉害，“濬曰：‘吾始惧邓艾之事，畏祸及，不得无言，亦不能遣

诸胸中，是吾偏也。’后帝诏曰：‘浑增封八千户，进爵为公，

封子澄为亭侯、弟湛为关内侯，赐绢八千匹。’”贾充是朝中力

阻伐吴者，吴平后，大惧惭，议欲请罪，但是武帝仍赐贾充帛

八千匹，增食邑八千户。时人都认为王濬功重报轻，博士秦秀、

太子洗马孟康、前温令李密等上表讼王濬之屈。由此可看，西晋

官员的赏罚迁黜并不按照政绩功劳，王夫之言：“时非无贤，而

奖之不以其道，进之不以其诚，天下颓靡”，立功者委屈默言，

位高者庸鄙取容，人心不附，故李慈铭说：“人才衰莫于晋”。对

官员的考课、陟黜不合理，对国家政治治理、社会发展产生极其

不利的影响。

二、“罢州郡兵”与地方势力的崛起

西晋建立后，晋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多次实行分封制度，

泰始年间的分封，诸王多数仍留居洛阳，并未就镇地方。咸宁三

年（公元277年）再次实行分封，“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

相近，其无官者皆遣就国，诸王公京师皆涕泣而去。”多数宗室

子弟分封为王并镇守地方，极大增强司马皇室的权威，也加强地

方的军事力量；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在杜预、王濬等人的长

期经营下，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四海既清，则需要发展社会经

济，武帝实行占田课田制，需要大量劳动力进行耕种，为国家承

担赋役；又鉴于东汉末期以来地方势力过大等种种原因，晋武帝

于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下令“罢州郡兵”，主要有两方面的内

容 : 其一，诸州无事者罢其兵，或是普减州郡兵，为社会生产提供

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同时，也削弱地方军事实力；其二，取消州郡

领兵制。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治军；刺史、太守罢将军号，负责

治民，二者各司其职，稳定地方统治秩序，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后晋武帝分封大批宗王都督各州军事，意在加强中央对于地方的

控制，同时削弱各诸侯王在京势力，但却逐渐使诸侯王在地方的

势力迅速膨胀。

“帝尝讲武于宣武场，涛时有疾，诏乘步辇从。因与卢钦论

用兵之本，以为不宜去州郡武备，其论甚精……帝称之曰：‘天

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山涛等人认为虽然海内统一，但仍有不

确定因素，一旦内部有起义或是外部有战乱，地方没有充足的武

备难以抵挡；并且废除州郡领兵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加强中央

集权，但无疑会使分封出镇、都督地方军事的诸侯王势力发展、

壮大，留下后患，因此认为不能罢州郡兵，武帝认为很有道理 , 但

并没有改变既定政策，诸侯在地方的势力仍然恣意发展且遍及地

方。 罢地方州郡兵造成了地方军事实力下降，诸侯王势力增强的

既定事实。“及永宁之后，屡有变难，寇贼猋起，郡国皆以无备不

能制，天下遂以大乱，如涛言焉。”

三、齐王司马攸的废黜与西晋朝廷的巨变

史载司马攸“才望出武帝之右。”因景帝无子，司马攸入嗣

为子。后平定淮南三叛之一的王凌，立有战功，封长乐亭侯，五

等爵制建立后，封安昌侯。武帝践祚，封为齐王。“攸虽未之国，

文武官属，下至士卒，分租赋以给之，疾病死丧赐与之，”司马

攸总统军事，体恤士卒，安宁内外，为新生政权的巩固做出重要

贡献。“攸奏议曰：‘……计今地有余羡，而不农者众，加附业

之人复有虚假，通天下谋之，则饥者必不少矣。今宜严敕州郡，

检诸虚诈害农之事，督实南亩，上下同奉所务……’”司马攸尽

心朝政，认识到国家刚成立，受战乱影响，流民众多，土地多闲

置，加之官吏不勤心恤公，食不果腹者众多，社会危机严重，应

该整顿吏治、劝课农桑来发展社会生产，这对于抚慰民心、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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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非常重要。

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武帝身患疫病期间，众臣对于齐王

司马攸的支持与推崇一事加剧了武帝对朝廷诸臣、宗室成员的不

信任感，也让武帝意识到自己的皇权并不稳固。为进一步巩固统

治，武帝退功臣、扶植外戚弘农杨氏势力，外戚势力迅速发展。

“太康二年，春三月，而后父杨骏及弟珧、济始用事，交通请谒，

势倾内外，谓之‘三杨’，旧臣多被疏退。山涛数有规讽，帝虽

知而不能改。” 

“及帝晚年，诸子并弱，而太子不令，朝臣内外，皆属意于

攸。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素为攸疾，恐其为嗣，祸必及己，”

因此给武帝进言，齐王会威胁太子的地位；加之齐王早年与武帝

竞争世子之位，后武帝胜出，但司马攸种种行为仍然深得民心；

并且与重臣贾充具有姻亲关系，凡此种种，引发了武帝对司马攸

深深的忌惮。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下诏曰：“古者九命作伯，

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岳……侍中、司空、齐王攸，明德清畅，

忠允笃诚。以母弟之亲，受台辅之任，佐命立勋，劬劳王室，宜

登显位，以称具瞻。其以为大司马、都督青州诸军事，侍中如

故，假节，将本营千人，亲骑帐下司马大车皆如旧 ……”，这

激起了朝野强烈的反对。因为“攸之贤，足以托国”，从国家长

远发展来看，齐王比太子更适合继承帝位，引领西晋王朝继续发

展。王浑奏曰 :“攸于大晋，姬旦之亲也。宜赞皇朝，与闻政事，

实为陛下腹心不贰之臣。且攸为人，修洁义信，加以懿亲，志存

忠贞。今陛下出攸之国，假以都督虚号，而无典戎干方之实，去

离天朝，不预王政 ……”，王济与甄德也对武帝进行哭谏，试

图使其收回成命，担任禁军要职的羊琇也坚决反对齐王攸出镇青

州，但都不被武帝采纳，甚至贬黜认为“齐王攸可托寄后事”的

张华、太常郑默等人，将曹志等博士交廷尉治罪。

在贬黜众多功臣、宗室人员后，西晋朝廷决策圈出现权利真

空，为培养支持太子的势力，武帝大力扶持外戚弘农杨氏之人进

入中央决策系统，以致其权势膨胀，加之杨骏等人品行不端，使

朝廷内部矛盾更趋复杂。武帝身后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

帝，天资有限，驾驭不了武帝留下的复杂政治局面。贾后、各诸

侯王也不满杨氏专权，于是更激烈的朝廷内部斗争爆发，为西晋

短命埋下了导火索。

四、“汰侈”与社会矛盾激化

西晋王朝建立后，社会风气日渐奢靡。如“石崇与王恺争

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对朝廷官

员、世家大族争豪斗富的行为，武帝不仅不加以阻止，而且还因

为姻亲缘故，对其暗中进行帮扶，纵容奢侈之风。傅咸以世俗奢

侈，又上书曰：“臣以为谷帛难生，而用之不节，无缘不匮。故

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窃谓奢侈之费，甚于天

灾……”但仍然一无所改，奢侈之风遍布统治阶级，并因此加剧

对底层人民的盘剥，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危如累卵。

综上所述，晋武帝在官员选拔、中央与地方军事力量制衡、

身后嗣君裁决、奢侈问题等多方面问题的处理失误，不仅有伤大

臣为国之心，也使得社会弊端衍生。整个社会向心力、凝聚力低

下，政治弊端进一步凸显并深化，整个国家危机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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