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晋时期江西历史地位的变迁
———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党 丰

今 江 西 省 的 版 图 与 两 汉 扬 州 豫 章 郡 的 辖 境 大 致

相 当，东 汉 末 年 孙 策 分 豫 章 另 设 庐 陵、鄱 阳 二 郡，东 吴

又 先 后 析 置 庐 陵 南 部 都 尉 、临 川 郡 和 安 成 郡 ，西 晋 时

期 割 荆 、扬 二 州 为 江 州 并 增 设 寻 阳 郡 ，江 西 地 区 遂 被

完 全 纳 入 江 州 管 辖 范 围，东 晋 因 循 未 改①。在 随 山 川 形

便 的 划 界 原 则 下，本 区 行 政 区 划 的 相 对 稳 定 与 其 三 面

环 山、一 面 向 水 的 地 貌 特 征 有 关，具 体 而 言，江 西 东 以

怀 玉 山、武 夷 山 脉 与 浙 闽 相 分，南 有 大 庾 岭、九 连 山 脉

横 亘 粤 北 ，西 以 幕 府 山 、九 岭 山 和 罗 霄 山 脉 与 两 湖 相

隔 ，除 了 山 岭 之 中 的 险 要 关 隘 以 外 ，北 部 的 鄱 阳 湖 平

原 成 为 其 对 外 联 系 的 主 要 通 道。 深 处 南 方 腹 地 的 地 理

格 局 和 相 对 独 立 的 地 理 单 元 决 定 了 江 西 地 区 在 统 一

和 分 裂 时 期 的 地 位 不 尽 相 同 ，汉 晋 以 来 ，随 着 帝 国 统

治 的 崩 溃 和 政 治 中 心 的 南 移，本 区 于 南 北 政 权 及 南 方

政 权 内 部 的 分 立 对 峙 间 实 现 了 由 “边 陲 之 郡 ”到 中 流

重 镇 的 跨 越 式 发 展，而 墓 葬 作 为 影 射 现 实 生 活 的 物 质

文 化 集 成 也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反 映 着 江 西 文 化、政 治 乃 至

经 济 地 位 的 稳 步 提 升。

据 笔 者 统 计 ，截 至 目 前 ，江 西 境 内 经 过 发 掘 并 见

诸 报 道 的 汉 墓 近 200 座 ，六 朝 墓 300 余 座 ，均 以 砖 室

墓 为 主，其 中 大 部 分 已 刊 布 了 较 为 详 细 的 材 料。 以 此

为 基 础 ，曾 昭 明 《江 西 汉 墓 综 述 》②、刘 慧 中 《生 死 观 视

野 下 的 江 西 汉 代 墓 葬 分 析 》③、胡 志 群 《江 西 汉 墓 初 步

研 究 》④ 等 以 及 以 韦 正 《江 西 六 朝 墓 葬 综 述 》⑤、《六 朝

Abstract ： Jiangxi area is located in the hinterland of southern China , and the geomorphic feature that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on three sides and facing the water makes it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geographical unit . With the collapse
of empire and the southward movement of political center , Jiangxi area has achieved its leapfrog development during
the Han to Jin dynasties . Benefit ing from its natural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 Jiangxi transformed from a “borderland ”
to a key area in confrontation among regime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or groups in the south . Tombs in this area al -
so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 ex under the background . High -grade tombs appeared in central and northern
Jiangxi during the Wu Kingdom period . The range of tombs spread southward since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 And
tombs of each period reflect that Jiangxi area has transformed from passive to active in reg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 All
of these embody the depth of exploitive extent and the promotion of historical status of Jiangxi area .
Key Words ： Jiangxi area ； the Han to Jin dynasties ； tombs ；geographical pattern ；political situation

摘 要 ：江 西 深 处 南 方 腹 地 ，三 面 环 山 、一 面 向 水 的 地 貌 特 征 构 成 了 相 对 独 立 的 地 理 单 元 。 汉 晋 时 期 ，随 着 帝

国 统 治 的 崩 溃 和 政 治 中 心 的 南 移 ， 在 南 中 国 具 有 天 然 区 位 优 势 的 江 西 于 南 北 政 权 及 南 方 政 权 内 部 的 分 立 对

峙 间 实 现 了 由 “边 陲 之 郡 ”到 中 流 重 镇 的 跨 越 式 发 展 。 在 这 一 背 景 下 ，本 区 墓 葬 也 经 历 了 由 少 到 多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的 演 变 过 程 ， 东 吴 时 期 赣 中 北 高 等 级 墓 葬 的 出 现 、 东 晋 以 后 墓 葬 分 布 范 围 的 向 南 扩 张 以 及 各 期 墓 葬 面

貌 所 体 现 的 江 西 于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中 由 被 动 到 主 动 的 转 变 等 ， 皆 是 本 区 开 发 程 度 日 渐 深 入 、 历 史 地 位 稳 步 提

升 的 具 体 表 现 。
关 键 词 ：江 西 地 区 ；汉 晋 时 期 ；墓 葬 ；地 理 格 局 ；政 治 形 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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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葬 的 考 古 学 研 究》 ⑥相 关 章 节 为 代 表 的 综 合 性 研 究

与 以 谢 明 良《六 朝 陶 瓷 论 集》⑦有 关 内 容 为 代 表 的 专 题

性 论 著 已 基 本 建 立 起 本 区 汉 六 朝 墓 葬 的 时 空 框 架，而

如 近 期 赣 江 新 区 （即 南 昌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等 重 要 发

现 又 不 断 为 其 增 添 了 新 的 内 涵。 但 总 体 而 言，江 西 地

区 的 墓 葬 材 料 相 对 零 散 ，无 论 在 数 量 、形 制 抑 或 是 规

模 等 方 面，皆 难 以 与 两 汉 时 期 以 长 安 和 洛 阳 为 中 心 的

北 方 地 区 及 六 朝 以 后 以 古 武 昌 和 建 业 （康 ）为 中 心 的

长 江 中 游 和 下 游 地 区 相 媲 美。 在 以 类 型 学 为 主 导 的 对

墓 葬 形 制 和 随 葬 品 的 初 步 分 析 以 外，本 区 汉 六 朝 墓 葬

于 变 化 消 长 间 所 体 现 的 历 史 现 象 也 较 少 为 学 界 所 关

注，相 关 问 题 仍 有 进 一 步 深 入 的 余 地。 本 文 即 在 前 辈

学 者 的 研 究 基 础 上 ，从 墓 葬 材 料 入 手 ，结 合 考 古 新 发

现，对 江 西 在 从 统 一 走 向 分 裂 的 汉 晋 数 百 年 间 的 社 会

发 展 状 况 与 历 史 地 位 变 迁 略 作 探 讨。

一、统一汉帝国的“边缘”

两 汉 时 期，以 长 安 为 中 心 的 关 中 地 区 和 以 洛 阳 为

中 心 的 中 原 地 区 是 帝 国 统 治 重 心 所 在，统 一 中 央 集 权

下 的 政 治 向 心 力 和 军 事 威 慑 力 使 各 类 新 兴 事 物 往 往

孕 育 或 汇 集 于 此，之 后 影 响 才 达 都 城 外 围 以 至 边 境 地

带，墓 葬 文 化 亦 是 如 此。西 汉 以 来 特 别 是 东 汉 以 后，伴

随 砖 材 的 广 泛 使 用 和 筑 造 技 术 的 进 步，首 先 出 现 于 两

京 地 区 的 以 实 心 小 砖 为 建 材 的 券 顶、穹 窿 顶 砖 室 墓 日

益 兴 起 并 风 靡 全 国，推 动 着 中 国 古 代 墓 葬 发 生 跨 时 代

的 变 革。

鄂 豫 之 间 的 交 通 孔 道 向 来 是 南、北 方 人 群 往 来 和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途 径 甚 至 是 必 经 之 地，由 核 心 区 域 向

外 扩 散 的 新 兴 砖 室 墓，或 者 说 使 用 砖 室 墓 的 人 群 和 以

砖 室 墓 为 表 现 之 一 的 中 心 文 化 ，也 多 取 道 于 此 ，自 北

而 南 进 入 长 江 流 域。 综 观 长 江 流 域 汉 墓 的 发 展 演 变，

西 汉 晚 期 砖 室 墓 正 是 于 毗 邻 都 城 的 南 阳 鄂 北 一 带 率

先 流 行， 进 而 才 向 南 传 播 至 江 汉 平 原 和 湘 江 流 域，相

比 之 下，江 西 地 区 砖 室 墓 的 出 现 更 为 滞 后 ⑧。 1980 年

在 赣 州 南 郊 蟠 龙 狮 子 岭 清 理 的 一 座 东 汉 早 期 的 长 方

形 单 室 画 像 砖 墓 ，墓 顶 早 年 已 被 铲 平 ，考 古 工 作 者 从

发 掘 现 场 推 测 其 应 为 木 构 平 顶 墓⑨，若 判 断 无 误，那 么

这 种 砖 椁 墓 或 可 视 为 木 椁 墓 与 砖 室 墓 之 间 的 过 渡 形

态⑩，也 正 是 在 这 一 时 期 前 后，本 区 开 始 接 受 核 心 区 域

的 文 化 渗 透，先 秦 以 来 传 统 的 土 坑 墓 和 木 椁 墓 日 渐 衰

落，砖 室 墓 逐 渐 兴 起 并 成 为 主 流。

江 西 东 汉 砖 室 墓 的 数 量 不 多，以 长 方 形 券 顶 单 室

墓 和 双 室 墓 为 主，其 次 以 带 甬 道 的 凸 字 形 券 顶 砖 室 墓

居 多，受 北 方 地 区 间 接 影 响 而 出 现 的 前 堂 横 列 式 墓 如

单 后 室 的 南 昌 第 一 交 通 路 墓 和 上 高 泗 溪 城 头 M1 （图

一 ）輥輯訛、并 列 双 后 室 的 宜 春 下 浦 坝 M70 和 樟 树 观 上 横

里 墓 （图 二 ）輥輰訛、三 墓 并 列 相 连 的 南 昌 青 云 谱 施 家 窑 墓

（图 三）輥輱訛等 发 现 较 少，且 时 代 多 已 到 东 汉 中 晚 期，而 迄

今 为 止，像 发 券 穹 窿 一 类 顶 部 结 构 较 为 复 杂 的 墓 葬 终

东 汉 之 世 也 未 曾 在 本 区 得 见輥輲訛。事 实 上，不 仅 是 江 西 地

区 ，汉 末 三 国 以 前 ，长 江 中 下 游 地 区 的 砖 室 墓 均 是 以

结 构 相 对 简 单 的 券 顶 砖 室 墓 为 主，穹 窿 顶 砖 室 墓 的 数

量 较 少 且 分 布 零 散，除 了 湖 北 境 内 沿 汉 水 和 长 江 一 线

的 老 河 口 、襄 阳 、当 阳 、武 汉 、蕲 春 等 地 作 为 北 人 南 来

的 第 一 站 有 较 早 而 集 中 的 发 现 以 外，其 他 地 区 如 湖 南

常 德 南 坪 M5輥輳訛、长 沙 沙 湖 桥 A·M41輥輴訛、邵 东 冷 水 东 汉

墓輥輵訛、冷 水 滩 老 祖 坡 M4輥輶訛、耒 阳 廖 家 山 M1輥輷訛、江 苏 高 淳

固 城 东 汉 墓輦輮訛等 只 有 寥 寥 数 例， 显 然 与 长 江 和 五 岭 之

间 中 国 南 土 的 广 大 面 积 不 成 正 比。 究 其 原 因，虽 然 不

能 不 考 虑 考 古 发 现 的 偶 然 性，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当 与 包 括

江 西 在 内 的 南 方 地 区 开 发 程 度 和 江 西 在 大 一 统 时 期

的 政 治 地 位 有 关。

由 于 国 家 在 不 同 阶 段 面 临 的 主 要 矛 盾 有 所 不 同 ，

图 一 上 高 泗 溪 城 头 M1 平 面 图（据《南 方 文 物》2019 年 第 2 期 改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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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个 地 区 的 地 理 环 境 以 及 与 之 相 关 的 经 济 生 态 和 人

文 传 统 间 的 客 观 差 异 依 然 存 在，大 一 统 时 期 中 心 文 化

的 对 外 辐 射 也 不 可 能 呈 现 出 一 种 同 心 圆 式 的 均 质 状

态。 南 方 地 区虽早已被纳入帝国政治版图，但其地远离

王朝中心，自有独特的文化传统，加之山岭阻隔交通，开

发程度十分 有 限，汉 朝 中 央 政 府 管 控 之“松 弛”从 本 区

政 区 分 布 密 度 和 著 籍 人 口 数 量 上 便 可 见 一 斑輦輯訛。 不 同

于 地 势 相 对 平 坦 开 阔 、 民 众 开 化 程 度 较 高 的 北 方 地

区 ，南 方 山 地 及 山 地 中 荆 蛮 、山 越 等 土 著 族 群 的 广 泛

存 在 ，使 得 以 郡 县 城 市 为 代 表 、以 交 通 线 路 为 联 结 的

华 夏 势 力 只 能 零 星 点 缀 其 间，虽 然 他 们 可 依 凭 背 后 强

大 的 集 权 力 量 对 山 地 人 群 进 行 有 效 的 军 事 镇 压 和 政

治 管 控，但 这 些 稀 疏 的“点”和“线”尚 难 以 在 文 化 上 构

成 无 缝 控 制 的 面輦輰訛。 加 之 墓 葬 的 营 建 又 与 墓 主 身 份 等

级、技 术 流 传 层 次 以 及 现 实 条 件 的 具 备 与 否 等 不 无 关

系， 而 在 国 家 统 治 重 心 位 于 黄 河 流 域 的 两 汉 帝 国 中，

南 方 社 会 上 层 的 贵 族 官 僚 本 不 多 见，有 一 定 财 力 和 势

力 的 地 方 豪 强 也 还 未 发 展 壮 大，普 通 山 地 人 群 更 没 有

图 二 樟 树 观 上 横 里 墓 平 面 图（采 自《南 方 文 物》2013 年 第 1 期）

图 三 南 昌 青 云 谱 施 家 窑 墓 平 面 图（据《文 物 资 料 丛 刊 1》第 117 页 改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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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 收 核 心 区 域 墓 葬 文 化 的 动 力 和 能 力。 因 此，即 使 到

了 砖 室 墓 遍 地 开 花 的 东 汉 中 晚 期，长 江 流 域 汉 墓 的 复

杂 性 和 多 样 性 也 无 法 与 北 方 和 岭 南 相 提 并 论。 前 者 文

化 的 先 进 性 自 不 必 说，长 城 沿 线 地 带 则 因 处 于 帝 国 扩

张 与 疆 域 拉 锯 的 最 前 锋 而 受 到 中 央 政 府 的 大 力 管 控

与 支 持，墓 葬 自 然 也 与 两 京 地 区 多 有 相 似 之 处。 岭 南

虽 更 为 偏 远，但 大 量 非 汉 地 传 统 的 圆 锥 形 穹 窿 顶 砖 室

墓 显 示 ，除 了 受 中 原 王 朝 的 间 接 影 响 以 外 ，其 墓 葬 面

貌 的 独 特 性 当 与 经 海 路 而 来 的 域 外 文 化 密 切 相 关。

再 具 体 到 南 方 腹 心 之 内 的 江 西， 正 如 前 文 所 述 ，

本 区 砖 室 墓 的 出 现 和 流 行 时 间 较 江 汉 平 原 和 湘 江 流

域 为 晚，后 者 的 繁 盛，包 括 穹 窿 顶 砖 室 墓 的 相 对 多 见，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得 益 于 邻 近 鄂 豫 交 通 孔 道 的 地 缘 优 势。

两 汉 时 期 ，湘 江 一 线 作 为 顺 南 阳 盆 地 而 下 、沟 通 中 原

与 岭 南 的 主 要 通 道，其 于 长 江 中 游 地 区 的 重 要 性 也 远

在 赣 江 流 域 之 上輦輱訛，这 样 一 来，江 西 地 区 在 帝 国 全 局 中

的 地 位 更 无 从 凸 显。 但 即 便 如 此，我 们 也 应 看 到 地 处

荆 扬 之 交 仍 赋 予 了 江 西 在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天 然 优

势 ，无 论 是 多 见 于 湘 江 流 域 的 并 列 双 后 室 墓 ，还 是 多

见 于 江 东 地 区 的 凸 字 形 、刀 形 墓 ，本 区 东 汉 砖 室 墓 的

形 制 明 显 受 到 了 周 边 地 区 的 影 响 而 呈 现 出 过 渡 性 特

征輦輲訛。 稍 晚 阶 段，尤 其 是 东 吴 以 后，随 着 南 北 划 江 而 治

和 南 方 地 区 的 深 入 开 发，以 砖 柱 墓 为 代 表 的 本 地 特 色

也 在 江 西 地 位 的 稳 步 提 升 中 逐 渐 对 长 江 中 下 游 的 其

他 地 区 和 福 建、岭 南 等 地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

二、东吴时期赣中北地位的攀升

东 汉 末 年，三 足 鼎 立，天 下 格 局 为 之 一 变，南 方 崛

起 之 进 程 由 此 开 启 。 黄 武 元 年 （222 年 ）孙 权 都 武 昌

（今 鄂 州）、建 吴 国，黄 龙 元 年 （229 年 ）即 帝 位 、迁 建 业

（今 南 京 ）；诸 葛 恪 辅 政 孙 亮 时 有 移 都 武 昌 意 ，尚 未 成

行 即 死 于 孙 峻 刀 下 ；甘 露 元 年 （265 年 ）孙 皓 当 政 时 终

得 以 短 暂 徙 都 武 昌，次 年 即 还 建 业。 六 朝 伊 始，以 古 武

昌 和 建 业 为 中 心 的 荆、扬 二 州 便 是 南 方 政 权 的 根 本 所

在 ，与 此 相 适 ，今 鄂 州 、南 京 及 其 附 近 的 武 汉 、马 鞍 山

等 地 也 成 为 东 吴 高 等 级 墓 葬 的 集 中 分 布 区，相 关 考 古

发 现 和 研 究 蔚 为 壮 观。 反 观 这 一 时 期 的 江 西 地 区，虽

有 南 昌 高 荣 墓 等 重 要 发 现輦輳訛，但 数 量 不 多 ，影 响 不 大 ，

似 乎 仍 处 于 核 心 区 域 以 外 的“边 缘 地 带”，过 去 学 界 对

本 区 在 六 朝 早 期 的 政 治 地 位 也 没 有 给 予 足 够 的 重 视，

直 到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的 发 现 才 大 大 突 破 了 我 们 以 往

的 认 知輦輴訛。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A 区 暨 吴 晋 周 氏 家 族 墓 地 保 存

之 完 好 为 国 内 罕 见 ， 十 余 座 六 朝 墓 呈 东 西 向 一 字 排

开 ，墓 葬 主 体 之 间 没 有 打 破 关 系 ，墓 前 排 水 沟 相 互 衔

接 构 成 了 复 杂 的 地 下 排 水 系 统，其 规 格 绝 不 亚 于 此 前

已 发 现 的 有 着 类 似 布 局 的 长 江 中 游 鄂 州 塘 角 头輦輵訛、长

江 下 游 南 京 仙 鹤 山輦輶訛、安 徽 马 鞍 山 朱 然 家 族 墓 地輦輷訛等 。

如 此 井 然 有 序 的 排 葬 方 式 显 然 经 过 了 严 谨 规 划，而 其

墓 圹 边 缘 对 东 汉 墓 葬 的 整 齐 切 割 则 是 汉 末 吴 初 当 地

人 群 发 生 更 替 的 明 证。 从 墓 群 集 中 出 现 数 座 以 往 江 西

地 区 少 见 或 不 见 的 横 前 堂、穹 窿 顶 等 中 原 传 统 墓 葬 类

型 可 以 想 象，战 乱 时 期 的 人 口 迁 徙，无 论 是 北 人 南 迁，

抑 或 是 早 已 浸 润 北 方 文 化 的 南 人 内 部 流 动，均 在 客 观

上 促 进 了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并 为 本 区 的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如 该 家 族 墓 地 中 时 代 最 早 的 M5 形 制 与 前 引 樟

树 观 上 横 里 墓 十 分 相 近 ， 只 是 其 前 室 已 为 穹 窿 顶 结

构，颇 有 上 承 汉 末 遗 风、下 启 六 朝 新 篇 的 意 味（图 四）。

考 虑 到 家 族 墓 地 的 延 续 时 间 ，距 离 M5 较 远 且 形

图 四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A 区 平 面 图（采 自“江 西 赣 江 新 区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总 平 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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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五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C 区 M31 及 其 周 边 墓 葬（采 自“江 西 赣 江 新 区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总 平 面 图”）

制 趋 于 简 化 的 M3、M2 年 代 虽 然 不 排 除 已 晚 至 西 晋

乃 至 东 晋 的 可 能，但 西 晋 统 理 南 方 不 过 36 年，期 间 又

实 行 宽 松 政 策 ，M3 封 门 墙 、M2 甬 道 和 后 室 印 有 “周

侯 ”以 及 “豫 章 海 昏 中 郎 周 遵 字 公 先 ”、“周 中 郎 ”等 字

样 的 铭 文 砖 也 未 尝 不 是 墓 主 在 东 吴 一 朝 政 治 身 份 的

证 明，或 是 长 久 以 来 家 族 荣 耀 的 延 续。 结 合 墓 群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及 东 吴 时 期 江 西 一 带 “宗 贼 大 盛 ”的 历 史

背 景輧輮訛， 我 们 或 可 大 胆 推 测 这 显 赫 一 时 的 周 氏 家 族 中

也 曾 有 人 因 在 讨 贼 荡 寇 的 军 事 活 动 里 立 下 战 功 而 加

官 进 爵。 不 能 否 认 的 是 一 些 南 方 土 著 同 样 具 有 在 短 期

内 快 速 消 化 北 方 匠 人 带 来 的 新 文 化 的 能 力 和 动 力，但

从 突 然 出 现 这 样 一 批 规 模 庞 大 且 技 术 成 熟 的 非 本 地

传 统 墓 葬 来 看 ， 比 起 被 孙 氏 政 权 吸 收 利 用 的 一 方 豪

霸，该 墓 群 也 有 可 能 属 于 南 迁 至 此 而 受 政 府 管 辖 的 世

家 大 族，或 是 直 接 由 中 央 派 驻 此 地 的 抚 越 将 领 及 其 家

族 ， 而 其 后 代 则 在 与 当 地 人 群 的 交 融 中 逐 渐 土 著 化

了。

距 离 A 区 不 远 ，或 由 周 氏 家 族 生 前 辅 佐 、死 后 拱

卫 的 C 区 “甘 露 元 年 ”M31 是 继 1964 年 发 掘 的 南 昌

南 郊 “永 安 六 年 ”（263 年 ）墓 后 本 区 又 一 座 明 确 的 东

吴 纪 年 墓輧輯訛。 无 论 从 墓 葬 形 制 还 是 随 葬 品 来 看 ，M31
皆 与 古 武 昌 一 带 的 高 规 格 东 吴 大 墓 如 鄂 城 东 吴 孙 将

军 墓輧輰訛、鄂 钢 饮 料 厂 一 号 墓輧輱訛、武 汉 黄 陂 滠 口 古 墓輧輲訛、江

夏 流 芳 东 吴 墓輧輳訛等 具 有 一 定 的 相 似 性， 特 别 是 该 墓 中

青 瓷 坞 堡 模 型、长 舌 镇 墓 俑 和 独 角 镇 墓 兽 等 特 殊 器 物

的 出 土 更 说 明 墓 主 等 级 之 高，身 份 不 凡（图 五）。 熊 寿

昌 曾 经 分 析 指 出 鄂 城 东 吴 孙 将 军 墓 和 鄂 钢 饮 料 厂 一

号 墓 当 分 属 孙 邻、孙 述 父 子輧輴訛。 按，孙 邻 之 父 孙 贲 曾 领

豫 章 太 守，“后 封 都 亭 侯 。 建 安 十 三 年 （208 年 ），使 者

刘 隐 奉 诏 拜 贲 为 征 虏 将 军，领 郡 如 故。 在 官 十 一 年 卒。

子 邻 嗣。 邻 年 九 岁，代 领 豫 章，进 封 都 乡 侯。 在 郡 垂 二

十 年，讨 平 叛 贼，功 绩 修 理。”輧輵訛山 越 问 题 始 终 是 东 吴 的

心 腹 大 患 ，而 豫 章 本 身 也 并 非 太 平 之 地 ，孙 氏 当 不 会

对 此 掉 以 轻 心 ，在 孙 邻 被 “召 还 武 昌 ”后 ，很 有 可 能 继

续 选 任 宗 室 成 员 或 至 少 是 亲 信 重 臣 经 营 于 此，利 用 政

治 威 慑 力 来 维 持 贲、邻 父 子 二 人 治 豫 章 数 十 年 才 取 得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其 他 如 孙 虑 为 镇 军 大 将 军 ，“假 节 开

府，治 半 州（今 九 江）”，孙 奋 受 制 于 诸 葛 恪“遂 移 南 昌”

就 其 国 （后 国 除 ）等 宗 室 成 员 的 活 动輧輶訛，也 间 接 表 明 了

江 西 尤 其 是 赣 中 北 在 东 吴 以 后 地 位 的 攀 升，虽 无 法 与

作 为 统 治 重 心 和 军 事 前 线 的 建 业 和 古 武 昌 相 提 并 论，

但 毕 竟 已 为 当 权 者 所 注 意。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的 出 现 是 江 西 地 区 在 东 吴 时 期

战 略 价 值 有 所 提 升 的 体 现，其 与 古 武 昌 墓 葬 的 相 似 性

是 它 们 同 属 长 江 中 游 文 化 系 统 而 前 者 又 接 受 了 后 者

即 次 一 级 政 治 中 心 文 化 辐 射 的 产 物，除 了 本 地 洪 州 窑

的 青 瓷 产 品 以 外，部 分 墓 葬 中 出 土 的 若 干 来 自 湘 阴 窑

和 越 窑 的 青 瓷 产 品 也 暗 示 了 本 区 与 其 周 边 乃 至 都 城

一 带 的 紧 密 联 系，江 西 在 南 中 国 的 天 然 区 位 优 势 得 到

进 一 步 凸 显。 不 过，在 积 极 汲 取 先 进 文 化 的 同 时，江 西

地 区 也 依 然 保 持 着 自 身 特 色，如 肇 始 于 本 区 东 汉 墓 的

以 砖 柱 加 拱 券 区 分 墓 室 空 间 的 方 式 此 时 继 续 存 在 和

发 展 ，并 在 以 后 不 断 对 外 施 加 影 响 ；而 东 吴 以 降 普 遍

流 行 于 长 江 中 下 游 高 等 级 墓 葬 的 更 为 先 进 的 四 隅 券

进 式 穹 窿 顶 ，却 仿 佛 在 其 自 北 而 南 、由 西 向 东 的 传 播

过 程 中 越 过 了 江 西 地 区，截 至 目 前 相 关 考 古 发 现 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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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白輧輷訛。 我 们 可 以 说 这 是 本 区 文 化 保 守 性 和 滞 后 性 的

反 映 ，但 也 可 以 认 为 ，正 是 这 样 一 种 既 开 放 又 封 闭 的

地 理 和 文 化 格 局 才 使 其 得 以 在 较 为 安 定 的 环 境 中 将

新 兴 与 传 统 相 融 合 ， 逐 渐 形 成 了 独 具 一 格 的 地 方 特

色，为 以 后 江 州 的 析 置 和 崛 起 奠 定 了 基 础。

三、江州的析置和崛起

就 地 貌 特 征 而 言 ，以 赣 江 为 核 心 、周 围 山 地 环 绕

的 江 西 本 就 在 山 水 相 隔 中 自 成 一 派，汉 至 东 吴 数 百 年

的 发 展 则 使 本 区 在 文 化 以 及 政 治 军 事 上 的 独 特 性 和

重 要 性 愈 发 凸 显。 西 晋 惠 帝 元 康 元 年（291 年），“割 扬

州 之 豫 章、鄱 阳、庐 陵、临 川、南 康、建 安、晋 安，荆 州 之

武 昌、桂 阳、安 成，合 十 郡，因 江 水 之 名 而 置 江 州。永 兴

元 年 （304 年 ），分 庐 江 之 寻 阳 、武 昌 之 柴 桑 二 县 置 寻

阳 郡，属 江 州 。 ”輨輮訛如 有 司 所 奏 “荆 、扬 二 州 疆 土 广 远 ，

统 理 尤 难 ”之 故 ，江 州 设 立 之 初 便 暗 含 了 统 治 者 想 要

以 此 控 带 荆 、扬 的 目 的 。 但 从 天 纪 四 年 （280 年 ）东 吴

归 晋 到 建 兴 四 年 （316 年 ）晋 室 南 迁 ，西 晋 的 短 暂 统 一

和 司 马 氏 的 宽 松 政 策 既 不 足 以 有 效 发 挥 江 州 的 政 治

优 势，也 不 可 能 真 正 撼 动 东 吴 旧 地 的 风 土 人 情。因 此，

包 括 江 西 在 内 的 南 方 社 会 及 其 墓 葬 文 化 多 是 延 续 东

吴 中 晚 期 以 来 的 脉 络 ，在 继 承 传 统 中 向 前 发 展 ，只 是

伴 随 北 方 文 化 影 响 和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的 逐 渐 深 入，各 区

墓 葬 也 在 自 身 特 色 日 益 鲜 明 的 基 础 上 又 增 添 了 更 多

新 的 内 涵。

永 嘉 之 乱 ，五 马 渡 江 ，华 夏 正 朔 的 南 移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打 断 了 南 方 地 区 长 期 的 自 由 发 展 进 程。 由 于 物 质

文 化 的 变 革 相 对 改 朝 换 代 具 有 一 定 的 滞 后 性，南 方 大

部 分 地 区 的 墓 葬 到 了 东 晋 中 晚 期 才 呈 现 出 与 前 一 阶

段 迥 然 有 异 的 新 面 貌，江 西 地 区 同 样 如 此。 在 墓 葬 形

制 和 随 葬 品 于 两 晋 之 交 的 历 史 巨 变 中 承 袭“晋 制”、趋

于 简 化， 即 接 受 了 长 江 下 游 地 区 强 烈 影 响 的 同 时，本

区 的 墓 葬 数 量 和 分 布 范 围 也 在 继 续 增 多 并 向 南 扩 张，

赣 南 兴 国輨輯訛、南 康輨輰訛、会 昌輨輱訛等 地 均 有 此 期 墓 葬 的 新 发

现。 赣 江 及 其 支 流 沿 岸 水 土 优 渥、交 通 便 利 的 冲 积 平

原 和 河 谷 地 带 无 疑 是 人 们 在 山 地 林 立 间 开 展 农 耕 定

居 生 活 的 最 佳 选 择 ，汉 六 朝 时 期 ，尤 其 是 “流 人 万 计 ，

布 在 江 州”的 东 晋 以 后輨輲訛，江 西 境 内 墓 葬 大 致 循 此 一 线

自 北 而 南、溯 流 而 上 的 动 态 发 展 及 其 背 后 所 体 现 的 人

群 迁 徙 和 文 化 传 播，当 与 本 区 最 重 要 的 交 通 线 即 鄱 阳

湖—赣 江 水 道 的 进 一 步 开 发 与 利 用 密 切 相 关。 早 在 元

鼎 五 年 （公 元 前 112 年 ）秋 汉 武 帝 平 南 越 时 ，便 有 “主

爵 都 尉 杨 仆 为 楼 船 将 军，出 豫 章，下 横 浦”的 记 载輨輳訛，但

如 唐 蒙 “上 书 说 上 ”通 夜 郎 道 所 言 “今 以 长 沙 、豫 章 往

（南 越 ），水 道 多 绝 ，难 行 。 ”輨輴訛在 统 治 重 心 位 于 黄 河 流

域 、南 方 地 区 开 发 程 度 不 高 的 两 汉 时 期 ，江 西 的 航 运

也 为 诸 多 自 然 与 人 为 条 件 所 限 制 而 价 值 不 显，直 到 孙

氏 建 国 江 东，南 中 国 的 独 立 终 于 为 赣 江 流 域 的 大 规 模

开 发 和 利 用 创 造 了 契 机。

然 而，东 吴 承 接 两 汉 南 土，发 展 基 础 本 就 薄 弱，加

之 外 有 魏、蜀 的 军 事 威 胁，内 有 山 越 的 频 繁 暴 乱，其 疆

域 内 各 区 地 位 的 高 低 主 要 取 决 于 眼 下 的 军 事 形 势。 正

如 前 文 所 述，江 西 地 区 特 别 是 赣 中 北 一 带 能 为 统 治 者

所 重 视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与 豫 章、鄱 阳 等 地“宗 贼 大 盛”的

历 史 背 景 不 无 关 系，包 括 七 星 堆 六 朝 墓 群 在 内 的 大 中

型 墓 葬 也 多 集 中 于 此，且 其 面 貌 明 显 有 向 古 武 昌 和 建

业 靠 拢 的 趋 势。 东 晋 时 期，门 阀 士 族 之 间 依 托 荆、扬 二

州 进 行 的 权 力 角 逐 使 夹 处 其 间 的 江 州 地 位 更 加 举 足

轻 重，田 余 庆 在《庾 氏 之 兴 和 庾、王 江 州 之 争》中 写 道：

“江 州 若 合 于 荆 州，上 游 就 更 能 自 主，从 而 对 下 游 的 优

势 也 会 加 大，建 康 将 感 到 威 胁。 江 州 若 控 制 在 建 康 朝

廷 之 手，荆 州 方 镇 将 难 于 独 立，有 可 能 受 制 于 建 康。”輨輵訛

于 是，在 新 一 轮 的 外 部 南 北 分 裂、内 部 东 西 对 抗 之 际，

江 西 终 于 摆 脱 了 此 前 在 大 一 统 帝 国 中 的 边 缘 位 置，成

为 在 政 治 军 事 上 具 有 缓 冲 制 衡 、拱 卫 都 城 作 用 的 “国

之 南藩，要害之地”輨輶訛，而其核心命脉即赣江一线“南通五

岭，北 导 长江”輨輷訛的水 运 交 通 也 势 必 将 取 得 长 足 发 展 。

但 需 要 说 明 的 是 ，向 北 开 口 的 地 理 大 势 和 都 城 、强 藩

居 其 北 的 政 治 格 局 决 定 了 此 时 的 江 州 仍 以 其 中 北 部

为 重，赣 中 南 地 位 的 进 一 步 提 升 则 是 南 朝 尤 其 是 酋 豪

洞 主 兴 起 以 后 的 事 情 了。

虽 然 经 济、文 化 的 繁 荣 并 不 意 味 着 政 治 的 高 度 发

展 ， 但 政 治 重 要 性 的 增 长 必 然 会 带 动 甚 至 有 赖 于 经

济、文 化 的 进 步。 东 晋 一 朝 的 江 州 不 仅 政 治 实 力 不 容

小 觑 ，凭 借 赣 江 水 路 及 其 与 周 边 水 系 的 沟 通 ，经 济 上

也 达 于“商 旅 继 路”而“是 时 朝 廷 空 罄，百 官 无 禄，惟 资

江 州 运 漕 ”的 境 地輩輮訛，在 文 化 方 面 ，除 了 以 砖 柱 墓 为 代

表 的 本 地 特 色 持 续 向 外 输 出 以 外，现 实 世 界 中 儒 家 文

化 和 佛、道 信 仰 的 广 泛 传 播 也 可 视 为 本 区 地 位 提 升 的

重 要 表 现 或 原 因 之 一。 魏 斌 曾 从 宫 亭 庙 传 说 出 发 探 讨

了 中 古 早 期 庐 山 的 多 元 信 仰 空 间 ，在 儒 、释 、道 的 碰

撞、交 织 和 融 合 中，处 赣 鄱 之 交、有 地 利 之 便 的 庐 山 于

东 晋 以 降 迅 速 兴 起 并 向 文 化 名 山 转 化輩輯訛。 自 然 景 观 在

宗 教 作 用 下 所 附 加 的 人 文 价 值 既 可 为 江 州 整 体 地 位

的 提 升 作 注 脚 ，反 过 来 又 可 促 进 本 区 政 治 、经 济 的 向

好 发 展 ，而 宫 亭 庙 作 为 镇 护 风 浪 的 庐 山 神 庙 ，其 存 在

本 身 也 正 是 这 一 时 期 赣 鄱 水 道 中 人 员 往 来 愈 发 频 繁

的 证 明。 反 映 于 物 质 文 化，如 果 说 儒、道 二 家 因 脱 胎 于

中 国 自 古 以 来 的 礼 乐 文 明 与 神 仙 信 仰，在 缺 乏 文 字 材

料 和 典 型 器 物 的 情 况 下 难 以 捕 捉 到 各 个 时 期 的 影 响

变 化 ，那 么 佛 教 作 为 域 外 文 明 的 代 表 ，其 因 素 的 出 现

则 是 本 区 存 在 感 增 强 的 间 接 表 达。

《高 僧 传》载：“（慧）远 于 是 与 弟 子 数 十 人，南 适 荆

州，住 上 明 寺。后 欲 往 罗 浮 山，及 届 浔 阳，见 庐 峰 清 静，

足 以 息 心，始 住 龙 泉 精 舍。”輩輰訛如 韦 正 所 论，慧 远 及 此 前

有 着 相 同 经 历 的 慧 永 为 赴 交 州，不 走 与 江 陵 邻 近 的 湘

江 通 道，反 而 下 到 浔 阳，准 备 沿 赣 江 而 上，这 一 路 线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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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择 显 然 是 彼 时 湘、赣 地 位 实 现 逆 转 的 明 证輩輱訛。以 慧 远

僧 团 为 代 表 ，包 括 “居 在 西 林 ，与 远 同 门 旧 好 ”的 慧 永

和“于 豫 章 山 立 寺……名 僧 胜 达，响 附 成 群”的 康 僧 渊

等 人 在 内輩輲訛， 赣 中 北 佛 教 活 动 的 兴 盛 为 江 州 的 崛 起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 也 正 是 自 本 期 或 稍 晚 始，同 样 位 于 赣

江 及 其 支 流 沿 岸 而 有 用 水 和 运 输 之 便 的 丰 城 洪 州 窑

址輩輳訛，以及江西地区部分晋末至南朝早期墓葬中出土的

青瓷杯、 青瓷鸡首壶等器物上也发现了莲瓣 纹 装 饰輩輴訛，

在 与 佛 教 有 关 的 画 像 砖 等 普 遍 流 行 以 前輩輵訛， 作 为 日 常

用 具 和 随 葬 品 而 反 应 更 为 迅 捷 的 大 宗 青 瓷 产 品 首 先

为 我 们 了 解 当 时 社 会 的 文 化 背 景 提 供 了 一 个 重 要 切

入 点。

四、余 论

中 国 古 代 社 会 向 来 以 政 治 为 根 本 导 向，江 西 作 为

南 中 国 的 “天 下 之 中 ”輩輶訛，必 须 倚 仗 南 北 对 立 的 政 治 形

势 才 能 真 正 发 挥 其 “襟 三 江 而 带 五 湖 ，控 蛮 荆 而 引 瓯

越”的 天 然 区 位 优 势。 在 从 统 一 走 向 分 裂 的 汉 晋 数 百

年 间 ，本 区 墓 葬 也 经 历 了 由 少 到 多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的

发 展 演 变 ，东 吴 时 期 赣 中 北 高 等 级 墓 葬 的 出 现 、东 晋

以 后 墓 葬 分 布 范 围 的 向 南 扩 张 以 及 各 期 墓 葬 面 貌 所

体 现 的 江 西 地 区 于 区 域 文 化 交 流 中 由 被 动 到 主 动 的

转 变 等 ，皆 是 本 区 开 发 程 度 日 渐 深 入 、历 史 地 位 稳 步

提 升 的 具 体 表 现。 若 我 们 接 着 把 目 光 投 向 下 一 阶 段 的

南 朝 中 晚 期 ， 可 以 发 现 赣 南 一 带 的 墓 葬 数 量 继 续 增

多 ，江 西 各 地 的 瓷 器 种 类 更 加 丰 富 ，在 地 方 特 色 显 著

增 强 的 同 时，本 区 与 福 建、岭 南 等 地 依 然 联 系 不 断，甚

至 通 过 武 夷 山 脉 的 交 通 孔 道 将 闽 西 北 也 纳 入 了 自 身

文 化 系 统。
究 其 原 因，晋 宋 鼎 革 并 未 改 变 江 州 已 成 为 长 江 中

下 游 间 分 陕 重 地 的 既 定 事 实 ，相 反 ，为 了 将 这 一 战 略

要 地 控 于 股 掌 ，刘 宋 政 权 长 期 派 宗 王 出 镇 于 此 ，直 到

元 嘉 朝 后，“江 州 应 出 天 子” 輩輷訛的 一 语 成 谶 终 于 使 统 治

者 对 本 区 有 所 警 惕 和 戒 备。而 后 齐、梁、陈 三 朝 虽 相 继

通 过 加 强 典 签 监 视、实 行 分 而 治 之 等 手 段 限 制 江 州 的

做 大 做 强，原 本 浑 然 一 体 的 行 政 区 划 也 在 萧 梁 后 期 分

崩 离 析，但 此 时 的 江 西 与 寂 寂 无 闻 的 两 汉 相 比 毕 竟 不

可 同 日 而 语。 对 于 疆 域 步 步 退 缩、权 力 纷 争 不 断 的 南

朝 政 权 而 言，他 们 既 无 法 轻 视 江 州 对 外 抗 衡 北 魏 的 军

事 价 值，亦 无 力 消 解 或 仍 需 借 助 本 区 内 部 盘 根 错 节 的

各 方 势 力，因 此，在 隋 灭 陈 统 一 天 下、政 治 中 心 回 归 北

方 以 前，江 西 地 区 仍 基 本 承 袭 着 汉 晋 以 来 全 面 发 展 的

良 好 态 势，始 终 在 中 国 南 方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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