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孙吴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张 大 可

户
声

《隋书
·

地理志 》 记叙 扬 州 人 物之盛

云 : “
丹阳旧京所在

,

人物本盛
,

小人率多

商贩
,

君子资于官禄
,

市崖列 肆
,

坪 于 二

京
, … … 宣城

、

毗陵
、

吴郡
、

会稽
、

余杭
、

东阳数郡川泽沃衍
,

有海 陆 之 饶
,

珍 异所

聚
,

故商贾并凑
。

其人君子尚礼
,

庸庶敦庞
,

故风俗澄清
,

而道教隆洽
,

亦其风气所尚也
。 ”

又云
: “

南海
、

交趾
,

各一都会也
,

并所处近

海
,

多犀象磷增珠现
,

奇异珍玮
,

故商贾至

者
,

多取富焉
。 ”

唐代江南得到了进一步的

开发
,

中唐以后江南经济更是 唐 王 朝 的命

脉
。

隋代是一个短暂的王朝
。

显然
,

南北朝

时期
,

宋齐梁陈各代由于政治重心在江南
,

因此对于江南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
。

而在统

一王朝的两汉之后开启在江南立 国的却是孙

吴政权
。

两汉及先秦的楚国对江南的开发作

出了贡献
,

但开发江南而出现 较大的 飞 跃

的发展
,

不能不归功于孙吴政权
。

一
、

网汉对江南 的开发是孙吴立国的签

础

统一的西汉王朝在先秦吴楚立国的基础

上
,

对江南有了进一步的开发
,

使之成为一

个有发达都会的经济大区
。

《史记
·

货殖列

传 》 有生动的描绘
。

司马迁将统一的西汉王

朝全 国经济发展态势分为四大区
:

江淮以南

谓之江南 , 江淮以北 分为山 东
、

山 西两大

区
,

中以华山为界 , 龙门
、

竭石一线以北为

北方区
。

在每一个大区下又分为若千小的经

济区
。

山西区分为关中区
、

巴蜀区和陇西区
。

山东区分为三河区
、

燕赵区
、

齐鲁区
,

梁宋

区
。

江南区分为东楚区
、

西楚区
、

南楚区
、

岭南区
。

北方区基本上以畜牧为主
,

比较单

一
,

未分小区
。

各区之下的经 济 中心 是都

市
。

司马迁列举了十八个经济中心的城市
:

长安
、

洛阳
、

巴
、

蜀
、

杨
、

平阳
、

温
、

软
、

邯郸
、

燕
、

临淄
、

陶
、

唯阳
、

江陵
、

寿春
、

合肥
、

吴
、

番禹
。

全国十二个经济小区
,

江

南有四 , 全国十八个经济都市
,

江南有五
。

从数量上
,

江南经济
,

占全国 1 / 3 ,

当然

实际上江南经济还没有达到这一程度
。

广大

的岭南及浙闽越人聚居地还很少开发
。

汉武

帝移越人于江淮间
,

说明整个江南还是地广

人稀
。

江南经济落后
, 《货殖列传》 亦有生动

的描述
: “

总之
,

楚越之地
,

地广人稀
,

饭

稻羹鱼
,

或火耕而水褥
,

果隋赢蛤
,

不待贾

而足
,

地势饶食
,

无饥谨之患
,

以故答家偷

生
,

无积聚而多贫
。

是故江
、

淮以南
,

无冻

饿之人
,

亦无千金之家
。

” 古代社会
,

农业

是经济的命脉
,

由于江南地广人稀
,

火耕水

褥
,

所以经济落后
,

不足以对抗统一的经济

发 达 的 北 方
。

项羽该下失 败 后 就 自则乌

江
,

刘邦几乎是不战而下江南
,

长沙王吴苗
“ 和平 ”

归服中央
。

东汉 时
,

安 徽 庐 江一

带
,

还没有推广牛耕
,

由太守王景教以犁耕

之法
,

从此
“

恳辟倍多
,

境内丰给
” ①

。

王

景还在庐江兴水利
,

整治芍破
,

灌田万顷
,

又推广蚕织
,

·

促进 了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
。

会稽太守马臻在镜湖也大兴水利
。

《太平御

览》 卷十六引 《会 稽 记》 说
: “

镜 湖 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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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
、

山阴两县界
,

筑塘蓄水
,

水 高丈余
,

田

又高海丈余
,

若少水
,

则泄 湖 灌 田
,

如 水

多
,

则闭湖
,

浅田中水入海
,

所以无凶年
,

堤塘周围三百一十里
,

都溉田九千余 顷②
。 ”

卫飒
、

茨充相继为桂阳太守
,

大力发展农业

和手工业
。

卫飒动员民众开山 通 道 五百余

里
,

又在来阳设置铁官
, “

岁所增入五百余

万
” , 茨充教民

“ 种殖桑拓麻泞之属
,

劝令

养蚕织屡
,

民得利益焉
。

1

” 任 延 任 九 真太

守
,

铸作田器
,

推广牛耕
, “ 田 畴 岁 岁 开

广
,

百姓充给
” ③

。

中国南方经济的发展
,

东汉一代的开发 具有重要意义
,

为孙吴立国

江南奠定 了经济基础
。

就拿人口一项来说
,

荆扬两州 的 人 口
,

由 西汉的六百七十九万

余
,

增至一千零五十三万余
。

但是
,
从全 国总的经济发展来看

,

江南

仍是薄弱的地区
,

开发地区只限于平川和交

通发达的地区
。

江南半数以上的人口是山越

和蛮夷
,

他们多数居住深山
,

还保持着氏族制

的落后习俗
,

易动难安
。

长沙
、

零陵
、

武陵

等地蛮夷在桓帝时就曾卷起 了很大的骚动
,

攻城杀长吏
,

聚众以万计④
。

如果没有东汉

未年的大战乱使北方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

同

时大量北人南移加强 了南方
,

孙权是不能在

江南立国的
。

学术界用经济均衡的观点来解

释三国鼎立是历史的必然
,

一

这种经济机械论

固属简单化
,

但南北经济均衡也是不容忽视

的一个重要因素
,

它是导致三国鼎立多因素

中的物质 因素
。

经济是基础
。

北 方 地大 人

多
,

经济恢复比南方要快
,

曹魏逐渐 占了优

势而兵强马壮
,

同时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
,

先蜀后吴
,

统一了南方
,

经济优势最终起 了

主要作用
。

但北方随后又遭五胡乱华的大破

坏
,

南方经过孙吴的开发经济有了飞跃的发

展
,

在动乱的南北朝时期
,

南方经济一度超

过北方
,

女口刘宋元嘉时期就是如此
。

当时南

朝被 目为正统所在
,

不仅仅是南方为汉人政

权
,

而且经济文化占有优势
。

从宏观的历史

发展来着
,

孙昊政权对江南的开发为东晋及

南朝在南方立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

至于孙吴

经营 台 湾
,

那 就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

二
、

级人南移和越汉
、

奋 汉 人 民 的触
韶、

东汉末
,

中原大乱
,

荆 扬 二 州 相对安

定
,

北人南移
,

带来中原的先进文化 与耕作

技术
,

这是江南经济得以飞跃发展的先决条

件
。

南下的北方人口都是质量 较 高 的 一部

分
,

这是战乱的客观条件所决定的
。

愚钝无

能的人大多在就地待死
,

只有远见卓识之士

而又富于冒险 的人才能远徙
。

董卓入京
,

颖

川名士荀或不愿为京官
,

求出铺吏
,

拜亢父

县令
。

荀或弃官归乡
,

对父老说
: “

颖川
,

四战之地也
,

天下有变
,

常为兵冲
,

宜亚去

之
,

无久留⑤
。

结果
,

乡人多怀土重迁
,

没

有人跟随荀或出走
,

后来被董卓将李催兵临

颖川时所杀略
。

荀或率宗人北依冀州袁绍
,

后投曹操
。

但更多的人是南走渡江
。

临淮鲁

肃南下时对宗亲父老说
: “

中国失纲
,

寇贼

横暴
,

淮
、

洒间非遗种之地
,

吾闻江东沃野

万里
,

民富兵强
,

可以避害
,

宁肯相随俱至

乐土
,

以观时变乎⑥ ? ”
江南地广人稀

,

物

产丰富
,

被中原士大夫视为避乱待时的
“
乐

土
” 。

当然
,

北人大规模的南 迁 是 形 势所

迫
,

本身是一场灾难
,

大量人口在移动中死

趣私依 《三 国志》 的记载
,

北人南移
,

主要

有以下五种方式
:

其一
,

士大夫举宗避难南迁
。

前举鲁肃

南渡是其例
。

琅邪诸葛瑾
、

诸葛亮兄弟
,

彭城

张昭
、

汝南吕范等都是避难南渡
,

后为吴蜀

大臣的
。

士大夫南迁
,

不仅举 宗而走
,

往往

带动许多人依附
。

如汝南名士王镌
, “

避地

居武陵
,
归携者一百余家” ⑦

。

鲁肃南渡
,

率其所从三百余人
。

汝南名士许静率宗亲南

渡依会稽太守王朗
,

后辗转到了交址
。

孙吴桂

阳太守全琼召士
, “

是时中 州 士 人 避乱而

南
,

依琼居者以百数
” ⑧全琼在偏远的桂阳

一了O一
荞



才
-

一人就纳避接难的中原士大夫以百数
,

可见

数量之大
。

刘表坐镇荆州时
,

保境安民
,

兴

学校
,

讲儒术
, “

关西
、

竞
、

豫学士归者盖有

千数
” ① ,

于是在汉末形成了 一 个 以 篆母

阁
、

宋忠
、

司马徽等人为首的荆州学派
。

士

大夫南迁
,
意味着 中原学术南下

,

这对 于江

南的多干发有深远影响
。

其止
,

逐鹿中原失败的军阀南下
,

带有

大量部曲和裹胁的男女人 口
。

献帝兴平二年

(公元 1 95 年 )
,
曹操征陶谦

,

徐土不宁
,

陶

谦部将窄融裹胁军民男女万余 口南渡豫章
,

后被扬州刺史刘森所 灭L
。

建安元年 (公元

1 96 年 )
,

凉州军阀董卓残部张济
、

张啸 叔

侄率众自关中走南阳
,

依附刘表@
。

建安五

年 (公元 2 00 年 )
,

刘备退出中原逐 鹿
,

率

残部南依刘表
,

屯驻新野
。

建安十三年 (公

元 2 08 年 ) 曹操南下
,

刘备南走江 陵
,

荆 楚

群士及人民从之如云
, “ 比到当阳

,
众十余

万
” 。

赤壁战后
,

刘备占有荆州江南四郡
,

“
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颖

” L
。

其三
,

流民南下
。

这是底层劳动人民最

大量的南迁
,

无法计数
。

史载关中之民
“
流

入荆州者十万
、

余家
” L

,

即达 四
、

五 十 万

口
。

其四
,

战争虏掠
。

建安四 年 (公元 1”

年 )
,

孙策破皖
,
虏掠袁术残部

“ 百工及鼓

吹部曲三万余人
” ,

又收得刘勋
“

、

兵二千余

人
”

@
。

次年
,

孙权讨庐江太守李术
,

再破

皖城
,

.

“ 袅术首
,

徙其部曲三万余人 ,, L
。

建安十三年 (公元幼 8年 ) 孙权 西征黄祖
,

虏江幕
“
男女数万口” L ” 。

建安 十 九 年

(公元 2 14 年 ) 孜权进兵 淮 南
,

破皖成
,

“
获庐江太守朱光及参军董 和

,

男 女 数 万

目” @ 孙权嘉禾五年 (公元 2 36 年 )
,

陆逊

遣将击曹魏汀夏石阳
, “

斩首获生
,

凡千余

人” L澎
次年

,

诸葛洛
“
轻兵袭舒

,

掩得其民

而还
”

吼
其五

,

曹魏民逃避政苛刑酷南渡
,

以及

叛将南投
。

主要有两次
。

建安十八年 (公元

21 3年 )
,

淮南民反对内迁
,

庐 江
、

九 江
、

薪春
、

广陵等郡
“ 户十余万皆东渡江

,

江西

遂虚
,

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 L

。

十余万户则

有四
、

五十万 口
。

孙吴五凤 二 年 (公元 2 5 5

年 )
,

魏淮南镇将母丘俭
、

文钦起兵反司马

师
,

兵败
,

文钦降吴
, “

淮南余众数万口来

奔
”

@
。

上列北人南移的五种类型十七项
,

有数

字记载的十项
,

累计数一百四
、

五十万 口
,

这

仅仅是一部分
,

十分惊人
。

南下的人口
,

有

战士
,

有农 民
,

有百工技艺之人
,

有文化修养

很高的士人
,

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的大迁移
。

孙吴政权对江南经济的开发
,

南下的北人是

最重要的一支生力军
,

他们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
。

江南土著居 民过半数是山越和蛮夷
。

山

越主要分布在扬州各郡
,

荆 州 西 部 有武陵

蛮
,

交州有南越
。

山越和蛮夷以血缘关系结

成大大小小的宗部林立于江南各地的山区
,

与逃亡的宿恶民纠合在一起
,

在曹操派遣的

间谍煽动下对抗孙吴政权
,

成为心腹大患
。

孙权 采取全面的军事镇压
, 强迫山越和蛮夷

下山
, “

强者为兵
,

赢者补户
”
孙吴兵半数

是山越人
,

孙吴的屯田和编户民山越人当有

相当比重
。

孙吴对山越和蛮夷的镇抚政策
,

实质是强制同化政策
,

这也是为了适应战争

的需要而强行组织越蛮之 民进行兼并战争
。

客观上加速了越汉与蛮汉人民的融合
。

山越

和蛮夷对于江南经济的开发起 了 重 要 的作

用
。

以上两个方面
,

北人南移与越汉
、

蛮汉

人民的融合
,

可以说是三 国鼎立的对峙战争

推动 了江南经济的开发
,

它 通 过 孙 吴政权

的组织而实现
。

三
、

孙绳政权对江南的开发

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

分述于下
。

一

(一 ) 统治阶级重视农业
,
诸将领兵

,

一了1一



且耕且战
。

孙皓时永相陆凯上蔬说
:“

先帝

战士
,

不给他役
,

春淮知农
,

秋惟收稻
,

江

诸有事
,

责其死效
”

@
。

由此可知
,

孙吴诸

将领兵
,

且耕且战
。

孙权黄武五年 (公元 2 26

年 )
,

陆逊上疏
,

欲令诸将增广农亩
,

孙权

报日
:
甚善万 。

孙权在报令 中 表 示 带头耕

种
,

以示劝励
,

日 : “
今孤又子亲自受田

,

车中八牛以为四藕
,

虽未及古人
,

亦欲 与众

均等其劳也L
。 ”

孙昊将领世袭领兵
,

实行

复客制
、

奉邑制
,

与且耕且 战 是 密 切 联系

的
。

国家给将领授兵
,

同时也授给土地
、

复

客或奉邑
,

将领负责所领部曲的 装 备 及生

活
。

史载朱桓
“
部曲万口

,

妻子尽识之
。

爱

养吏士
,

赡护六亲
,

傣禄产业
,

皆与共分
。

及桓疾 困
,

举营忧戚
” ⑧

。
、

这是将领爱护部

曲的例子
。

所谓共分棒禄产业
,

实质就是奖

率全军耕作屯垦
,

生产自给
;

。

(二 ) 扩大垦辟面积
,

·

兴修水利
,

提高

产量
。

江南地广民稀
,

有大量 未 开 垦 的处女

地
。

孙权组织南下的北人和强征的山越人
,

进行大规模的军屯
、

民屯垦辟土地
,

扩大耕

地面积
。

孙权赤鸟年间
,

新都都尉陈表
、

吴

郡都尉顾承
, “

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
,

男女

各数万口
” L

。

这是大规模的垦辟
。

陆逊黄

武五年上疏
,

也就是要孙权救令诸将扩大垦

田
。

孙吴十分重视水利建设
,

将运输与灌溉

两种功效结合起来
。

孙权开凿 了从建业至钱

塘的运道
,

灌溉两岸
,

土地肥沃
。

清阮元赞

叹说
: “

今吴江
、

石门
、

仁和 (今杭州 ) 数

百里内
,
皆为沃土

,

惟一线清流
,

`

自北新关

通潜达于吴江
。

, L吴兴西湖水利概田三万

顷L
,

张昭所建娄湖 (在今江苏昆山县 ) 周

回七里
,

溉田数十顷L
。

孙权赤鸟年间在建
业城东开直澳

,

源出方山
, 六

东北流 经 直读

山
,

北 入 长 江 L
。

又在湖北引长江支流巴

水
、

富水以概田L
。

孙休永安三年 ( 公元 2 60

一 7 ; 一

年 ) 修浦里塘保护丹阳湖田@
。

有的水利直

接用 于军事目的
,

如孙权和诸葛洛所筑东兴

堤遏巢湖以利水师 ; 陆杭在江陵作大堰遏水

以阻止晋军侵边等
。

《汉书
.

地理志》 引 《禹贡》 说
,

在先

秦时
,

扬州田下下
,

荆州田下中
,

充州毋中

下
,

豫州中上
,

即荆扬田比起 充 豫 田 要差

三
、

四个等级
。

经过孙昊的开发已将差距拉

平
。

西晋束哲在 《上广农疏》 中就将荆扬与

充豫等列
,

称 “
荆

、

扬
、

充豫
、

汗泥 之土
,

渠坞之宜
,

必多此类
,

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

可获者也” L
。

西汉时
, “ 百亩之收

,

不过

百石
” L

,

东汉时大抵亩收三解L
,

孙昊时

江南水乡已亩产四
、

五解
。

如钟离牧在会稽

永兴垦田二十余亩
,

产稻得米六十解
,

以稻

谷得米七成计
,

合计稻谷九十余解
,

平均亩

产四解半L
。

(三 ) 屯田
。

大规模屯田是孙吴解决军

粮和城市民粮的支柱
。

记载孙吴屯田的最早

资料
,

见于 《陆逊传》
,

说陆逊年二十一
,

“
出为海昌屯田都尉

,

并领县事
” 。

以此推

导
,

其时在建安八年
,

即 公元 2 03 年
。

孙吴

的实际屯田时
.

间当比这更早
。

孙吴也设置了

屯田的管理机构和农官
,

以典农校尉
、

典农

都尉管理军屯
,

督农校尉
、

屯田都尉掌管 民

屯
。

孙吴电田以军屯为主
。

屯田地区
,

最初限

于江东一隅
,

伴随孙昊政权统治
·

区的扩大
,

屯田事业逐步扩大到长江中下游一带
。

长江

是吴国抗拒曹魏的天堑
。

孙吴沿千里江防设

置许多屯田点
,

保卫冲要
,

强兵足食
。

规模

最大的写屯在江北庐江郡的皖城 (今安徽安

庆市 ) 地区
,

孙吴名将 诸 葛 洛 曾
“
自领方

人 ,, 实行屯耕L
。

孙皓天纪二年 (公元 27 8

年 ) 十月晋军破皖城
, “

焚其积谷百人十余

万解
,

践稻 田四千余顷
,

毁船六百余艘妙 L
,

可见规模之大
。

民屯主要分布在新建的郡县

和落后地 区
,

安置北来流民和强掠补户的山

越人
,
孙吴政权养有很大一支手工业工人

,



特别是造船业以维持强大的水军和商船队
,

这些百工市民的用粮很大一 部 分 当 来自民

屯
。

州郡编户民的租赋
,
大部割给了州郡将

领为军食
,

国家仓储征自民租的 部 分 不 会

太多
。

因此
,

屯田既是孙吴政权 的经济支柱

之一
,

也是开发江 南 一 个 极 其 重 要 的方

臼
。

三国屯田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

它

强使劳动人民农奴化
,

从阶级观点来看可 以
:

说是历史的一种倒退
,

它直楼影响着魏晋以
尹 ~ 、

`

*
: 。 斗 ~ 一二 _

~ 。 口 一 ~ 。 、 、
,

小
产

后封建人身依附的加强
。

孙吴屯田又与其特

殊的领兵制度 相结合
,

促进 了大地主土地私

有制的发展
。

一个屯田点
,

就是一个大地主

田庄
,

诸将领兵
,

名为国有实为私属
。

《抱

朴子
·

吴失篇》 就有着生动的描写
: “

势利

倾于邦君
,

储积富乎公室
,

懂仆成军
,

闭门

为市
,

牛羊掩原限
,

田池布千里
,

… … 金玉

哎 满堂
,

.

伎妾溢房
,

商贩千艘
,

腐谷万庚
,

园

囿凝上林
,

馆第僧太极
,

梁肉余于犬马
,

积

珍陷于努藏
。 ”

但是
,

从历史 主 义 观 点来

看
,

孙吴屯田比曹魏屯田起 了 更 积 极的作

用
。

这是因为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
。

江南山

越蛮夷过半数
,

经济落后
,

孙吴屯田所推进

的大土地私有制进程
,

在这样一个落后经济

区该说是进步的
。

其次
,

孙吴以军屯为主
,

丫 曹魏以民屯为主
,

这也是孙昊屯田 比曹魏屯
`

田进步的地方
。

(四 ) 建置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发

展手工业
。

冶铁
、

烧瓷和造船是孙吴的三大

官营手工业
,

主要是满足军需
。

《水经注
·

江水住》 记载
, “

大江右岸 有 厌 里 口安乐

浦
,

从此至武 昌
,

尚方作部诸屯相接
。 ”

武

昌地 区是孙吴的冶铸业中心
,

」

主要生产兵器

支援长江上流的军事重镇江陵的军需
。

陶弘

景 《力剑录 》 记载
,
孙权黄武四年 (公元 2只5

年 )
, “ 采武 昌山铜铁

,

作千 口 剑万 口 刀
,

各长三尺九寸
,

刀头方
,

皆是 南 钢 越 炭作

之
。 ”

由此可见生产规模之大
,

技术之精
。

江南的会稽
、

丹阳
、

豫章等郡都产铜铁
,

所在

均设置
“ 冶令

” ,

负责生产
。

建康的金银制

造业也很发达
。

孙亮在宫中以金银作
“
小船

三百余艘
” L

,

孙皓
“
使尚方 以 金 银 作华

隧
、

步摇
、

假髻以千数
” L

。

孙吴制瓷业的中心在浙江地区
。

孙吴瓷

器在汉代釉陶的基础上有显著提高
,

瓷器的

胎质
、

釉色
、

纹饰以及烧制 技 术 都 臻于完

善
,

尤其是青瓷制造技术更为成熟
。

五十年代

在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出土的青瓷虎子
,

上

有
“
赤鸟十四年上虞师袁作 口 ” 的铭文

,

可

见制瓷工业有专门的技工队伍
,

制作认真
,

才在瓷器上刻下匠师名字
。

近年江苏镇江孙

吴墓
、

浙江街州市孙吴墓出土 了近百件精美

青瓷器
,

为我们研究孙吴的制瓷业提供了丰

富的实践资料
。

孙吴的造船业中心在建安郡侯官 (今福

建闽候县 )
、

临海郡永宁县 (今 浙 江 温 州

市 )
、

横莫船屯 (今浙江平阳县 )
、

南海郡

番禹县 `今广州市 ) 等港口
。

孙吴设置典船

都尉
,

专门管理工厂船场
。

孙吴所造的船主

要为军舰
,

其次为商船
,

数量多
,

船体大
,

质量高
。

最大的战船可载三千士兵
。

有上下

五层
,

雕镂彩画
,

非常壮丽
,

载马八十匹的

海船称为小船
。

航行在南海上的商船
, “

大

者长二十余丈
,
高去水三

、

二丈
,

望之如阁

道
,

:

载六
、

七百人
,

物出万解
” L

。

孙吴武

装船队一百余艘出海
,

随行将士一万余人
,

北 上辽东
、

高句骊 (今朝鲜 )
,

南下夷州 (今

台湾 )
,

这说明孙吴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都是很发达的
。

孙吴灭亡时有 舟 船 五
i

千余

艘
。

此外
,

孙吴的铜镜 业
、

丝 织 业
、

制盐

业
,

也都十分发达
,

不赘述
。

孙吴发达的手工业
,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和技艺工人
。

当时的战争提供了条件
。

一是

南迁的百工之民
,

二是战争虏掠
。

公元 1”

年
,

孙策破皖城就虏掠 了袁术的部曲
、

鼓吹

一7 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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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百工之人三万 余 口
。

孙吴 后 期主要靠征

发
。

孙休永安六年 (公元 26 3年 )一次就征发

交阶手工千余人送建业
,

从而激起了一次兵

民的反抗@
。

至于造船业则使用大量的滴刑

徒L
。

由此可见
,

孙吴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

工场是用高压政策来维持的
。

(五 )兴建城市 交 通
。

孙 吴 政权初起时

在吴 (今江苏苏州市 )
,

赤壁战后迁都 京口

(今江苏镇江市 )
,

筑京城
。

建 安 十 六年

(公元 21 1年 )
,

孙权又迁都 株 陵 (今南京

市 )
,

建石头城
,

改名建业
。

公 元 2 21 年
,

孙权为夺取荆州
,

自建业徙都鄂
,

改名武昌

(今湖北鄂州市 )
。

从此
,

吴县
、

京口
、

建

业
、

武昌城成为孙吴的四大重要城市
。

孙权

固有荆州后
,

又子黄龙元年 (公元 22 9年 )还

都建业
。

孙吴修建的水陆交通以建业为中心

向江南展开
。

上文水利建设中提到的从建业

至钱塘的运道
,

就是隋代江南运河的前身
。

孙

权赤鸟八年 (公元 2 45 年 )凿破冈读
,

使用屯

田士及作士 (工程兵 ) 三万人凿句容中道
,

“
自小其 (今江苏江宁县境内 )至云阳 (今江

苏丹阳县 ) 西城
,

通会市
,

作邸阁
” L

。

这

条水道用以通吴会船舰
,

以避大江之险
。

又
“ 凿城西开沟入秦淮

,

通吴越运船” L
。

(六 ) 大力发展商业
。

江南水 运 便 利

孙吴造船业又发达
,

所以孙吴以水运为主
,

商业十分活跃
。

吕蒙偷袭荆州就用商船队

伪装
,

、

可见吴蜀两国的水上贸易规模很大
。

史载
,

建安二十四年 (公元 2 19 年 )
,

孙权
“
遣校尉梁寓奉贡于汉

,

及令王惊 市马
” L

。

蜀汉建兴元年 (公元 2 23 年 ) , 蜀邓芝使吴
,

“ 致马二百匹
,

锦千端
,

及方物
” , 昊 “

亦致

方土所 出
,

以答其厚意焉
” L

。

吴魏也有大

宗交易
。

孙权嘉禾四年 (公元 2 35 年 )
、 “

魏

使以马求易珠现
、

翡翠
,

薄增
,

权曰
:
此皆孤

所不用
,

而可得马
,

何苦而不听其交易@ ? ”

武昌是三 国的贸易中心
。

孙权用江南方物及

南海贸易之物交易吴蜀两国之鸟
,

用以补吴

一 74一

之所乏
。

马是重要的军事物资
。

孙吴最发达

的商业中心是以都城建业为中心的长江中下

游
。

建业喊内有建业大市
、

建业东市
、

建业

北市
。

孙昊的海外贸易以交
、

广二州为基地

与古代南海林邑
、

扶南等数十百国交通
。

吴臣
.

朱应和康泰曾率船队 出使林邑
、

扶南等国
,

两人回吴后述其所闻
,

朱应撰 《 扶 南 异 物

志》
,

康泰撰 《吴时外国传》
。

这些著作是

古代中国人观察海外世界最早的著述
。

四
、

孙典时期的江南文化

北方士人的大量南迁
,

传统儒学在孙吴

时期的江南迅速发展起来
。

彭城人张昭
,

少

好学
,

善隶书
,

博览群书
,

与赵显
、

王朗齐

名
。

彭城人严峻
,

善 《诗》
、

《书》
、

《三

礼》 及 《说文》
,

与琅邪诸葛瑾
、

临淮步鹭

齐名
。

汝南人程秉
,

郑玄弟子
,

博通五经
。

沛郡人薛综
,

从刘熙学
,

学识规纳
,

为吴良

臣
。

汝南人胡综
,
博有文采

。

平原人刘悼
,

著名天文学家
,

著书百余篇
。

河南人赵达
,

善长算学
。

南方士人
,

会稽 虞 翻
、

广 陵张

纵
、

昊郡韦暇 (即韦昭 )
、

华覆
、

会稽贺循

都是大学者
。

丹杨唐固
、

吴郡陆逊
、

会稽阐泽

也都是饱学之士
。

这些众多的南北士人
,

大

都是在孙吴中央枢要任职
,

有若群星灿烂
,

表明了孙吴政权十分重视知识文化
,

比较重

用知识分子
,

在三国中推为第一
。

文人受重

用
,

对于推动江南文化的高涨有着深远的影

响
。

孙吴政权十分重视教育
,

培养人才
。

孙

休永安元年 (公元 258 年 ) 诏称
: “

古者建

国
,

教学为先
,

所以道世治 性
,

为 时 养 器

也
。 · ·

一
。

其 案古 置学官
,

立五经博士
,

核取应选
,

加其宠禄
,

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

弟有志好者
,

各令就业
。

一岁 课 试
,

差 其 品

第
,

加以位赏
。

使见之者乐其荣
,

闻乏者羡

其誉
。

以 敦 王 化
,

以 隆风俗L
。 ” 这时吴

国已在走卞坡路
,

而对教育仍如此重视 , 在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是少有的
。

在孙吴政
,

权



的大力推倡下
,

昊 国的官学
、

私 学 都 很发

达
。

孙吴学士著述如林
,

不例举
,

最值得一

提的是天文历法
。

除刘惊赵达外
,

陆绩
、

王

蕃
、

阉泽都是精通天义历法的学老
, 史称陆

绩
“
溥学多识

,

星历算数无不该览
”

L
,

著有

《浑天 仪说》
,

分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

之一度
,
一百七万一千里

。

王 蕃 著 有 《浑

天象说》
,

纠正陆绩在理论上的错误L
,

闹泽

著 《乾象历注》 以正时用@
。

孙吴采用的是

当时最 先进的 《乾象历 》
。

`

孙吴时期
,

江南文化的 发 展 超 过了北

方
,

不仅缩短了南北差距
,

而且为尔后南朝

学术的发展超过北方奠定了基础
。

综上各节所述
,

孙吴政权 对 江 南 的并
发

,

在江南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是 承 先 启 后

的客观因素是汉未战乱和三 国鼎立给江南的

起飞创造了特殊的条件
,

例如高质量北方人

口的太南迁
,

孙昊的强制民族融合政策
,

都

是战争的产物
。

江南的开发最得益子三 国鼎

立的对峙战争
。

主观因素
,

是孙氏立 国江南
,

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中心带动 了 对 江 南

的开发
。

孙策
、

孙权都是聪明睿智的开明之

主
,

重用人才
,

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

陆机对

此在他所作的 《辨亡论》 中有高度的赞扬
,

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

不用引述了
。

-

(作者单位
: 兰州大学历史系 )

歇黝道;鬓雳认
、 , 典 》 卷 2 《 、 不。 ; 》

③卫飒
、

茨充
、

任延事沙见 《 后汉书
·

循吏传 》 各本

,

见 《 丛书集成初编 》 第 1 8 3 7册
.

嵘太平寰宇记 》 卷 34 《 江南东道 》 .

考 》

《 元和郡县图志 > 卷那 《江南道 》

咤嘉庆江宁府志
·

山水 》 。

尸
产

《 后汉书
,

南蛮传 》 。

嵘三国志
·

荀或传 》 .

稼三国志
·

鲁肃传 》 裴注引 《吴书》 。

喂三国志
·

武帝纪 》 裴注引皇甫谧 嗦逸士传 》 。

稼三国志
·

全琼传 》 。

嵘后汉书
·

刘表传》 。

咬后汉书
·

陶谦传 》 。

《 三国志
,

武帝纪 , 及 《 张肺传 》 。

《三国志
·

先主传》 。

稼三国志
·

卫领 传 》 。

《三国志
·

孙策传 》 裴注引 嵘江表传 》 。

《 三国志
·

吴主传 》 裴注引 《 江表传 》
.

0 《三国志
·

吴主传 》 。

《 三国志
·

陆逊传》 .

嵘三国志
·

诸葛悟传》 。

《三国志
·

’

吴主传 》 。

心三国志
·

三嗣主孙亮传 》 。

` 冰经注
·

江水注 》 。

《 三国志
·

孙休传 》 及 《 模阳兴传 》
,

《 晋书
·

束哲传 》
。

《 汉书
·

食货志 》 。

《 后汉书
,

仲长统传 》 引
《 三国志

·

钟离牧传 》 .

《 三国志
·

诸葛洛传》 .

< 资治通鉴 》 卷 80
。

《 三国志
·

孙琳传 》 。

` 三国志
·

孙和何姬传 》

《 昌言
·

损益篇 》
。

裴注引 《 江表传 》 .

《 太平御
.

览》 卷 2 69
。

嵘三国志
·

三嗣主孙休传 》

乏疆馨掣馨:
《 三国志

·

朱桓传 》 。

嵘三国志
·

诸葛谨伶》 裴注引 《 昊书》
.

阮元胃 嵘沽经精舍文集 》 卷 10 ` 浙江即氓江非浙江

` 资治通鉴 》 卷八十
。

嵘三国志
·

昊主传》 。

《 三国会要 》 卷 丫引 嵘健康买录 》 。

《 三国 志
·

吴主传 》 。

《三国志
·

吴主传 》 裴注引 唁昊历 》 。

乏里霏
’

量荔赫
传 ,

.

《 三国志
·

陆绩传 》 。

《 全三国文》 卷 72
。

《 三国
·

阅泽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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