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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時期西南地區與中央之關係》

内容概要

一般而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聯繫，在政治局勢穩定時，一切都正常發展，而亂事的 發生，或多或少
顯示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縫，所以以這些非正常運作下所 產生的地方動亂問題來做主軸，
由此出發來瞭解兩晉時期西南地區社會發展的面貌， 及其與晉室之間相互的關係。 西南地區因四周
為高山屏障，加以內部便捷的文通網，使其對外隔絕的特色更形突出 ，再加上地形分割等因素的限制
及影響，使此地域內豪族的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即 其地方勢力的凝聚程度是相當有限的，否則如尋
陽周氏及楊武毛氏，如何以一外地人 的身份而在西南地區建立起其家族勢力。 隨著政局的動盪，西
南地方亂世的顏仍及性質的複雜，使晉對西南地區的統治方式逐 漸顯現其特殊性，首先以本地人為官
的情形漸漸普遍，而其比例的高低正與晉室控制 力伸展的大小程度成反比，這種羈縻政策實行的效果
相當有限，故在這種藉本地人安 定地方秩序的目的不克達成時，遂出現類似「家族式」的統治方式，
晉賦予一個或數 個與中央保持良好關係的家族權統西南事務，這種家族式的統治方式，在地方安寧時
，或能藉其勢力達到對地方的控制，但亂事發生時，亦往往非其能力所能掌握，甚而 反因中央賦予其
較大權限，而使晉對西南地區的掌握更加不易。 總結晉室的各項措施，成效並不顯著，西南地區豪族
、宗族、少數民族等勢力的高漲 ，致使晉室仍無法全盤掌握叛亂迭起，使西南地區的問題始終困擾晉
室，再次說明兩 晉時期，晉室無法再利用西南豐富資源為後援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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