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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
———兼论吴晋争夺天命

◎ 朱子彦

内容提要　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孙权把称帝与

孙吴政权的正统性、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紫盖黄旗，运在东南”的说法绑定在一

起，以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童谣、民谣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

很起捕获人心和政治宣传作用的。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峙。故

而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治策略，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最差的

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最长的国家，并且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

关键词　孙吴政权　正统性　天命　符瑞　国山封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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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的正统性是中国古代传统政治理论的古老

命题，它是一个政权赖以存在和延续的重要保证。

在“天命论”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普遍接

受“君权神授”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王天下”并

不是民意的结果，而是天意的安排。因此判断一个

王朝是正是僭，不能单看其政治势力的大小或军事

武装的强弱，而要看其是否获得了绍续古圣治统的

天授资格。在古代文献中，常有“天之历数在尔

躬”、“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天命不可违”一

类的表述，它们都是对皇权合法性的宣示。而曾对

古代政治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五德终始说与三统

说，也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正统、合法需要而炮制出

来的理论工具。马克斯·韦伯曾说人类历史上存在

过传统型、神授型、法理型三种不同的政治权威，中

国古代的一切政治权威都可归类为神授型，这种说

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古代，政权转移的方

式归根结底只有两种：即“古来只有征诛、禅让二

局，”①但不管政权以何种形式转移，新崛起的政治

权威都必须直面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向世人证明

“王天下”是出自于“天命”的安排。

一

三国时期的魏、蜀、吴是三个独立的政权，在建

立政权的时刻，各自都面临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的

问题。② 曹丕以上古尧舜禅让为依据，逼迫汉献帝

①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７“禅代”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第１４３页。

近年来，学者对三国正统问题颇为关注，陆续发表了一系

列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大致有柳濑喜代志《吴王朝受命谭考》，

《中国诗文论丛》１３，１９９４年；范家伟：《三国正统论与陈寿对天文
星占材料的处理———兼论寿书无“志”》，见黄清连编：《结网编》，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８年；秦永州：《三国时期正统观念简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６期；渡边义浩《孙

!

の正统性と

国山碑》，《三国志研究》２，２００７年；朱子彦、王光乾：《曹魏代汉后
的正统化运作———兼论汉魏禅代对蜀汉立国和三分归晋的影

响》，《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安泰：《“恢复”与“继承”：孙
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年第５期；刘雅君：《从吴王到皇帝———孙吴立国江东与六
朝政治统绪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三国正统是后世史学争论较多的问题，有些论文由于与本
文主旨关系不大，故不再罗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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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位于己，以中古社会最合法的程序顺利完成了汉

魏禅代。① 曹丕称帝后，给刘备提供了口实与样板，

刘备立即蹑迹效尤，建帝号于岷峨。刘备自称“汉

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②又曾受汉献帝诛曹密

诏，绍汉颇具名分优势，故立国颇显“义正”。刘备

在蜀称帝，声称自己再次中兴汉朝，而且其即位诏书

继续沿用建安纪年。③ 其《告天文》中也说自己即位

是因为“天命不可以不答，祖业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

以无主”，由于“畏天明命，又惧汉祚将湮于地”，才

“受皇帝玺绶”，并祈求上苍“祚于汉家，永绥四海。”④

在魏蜀吴三国政权中，唯独孙吴建国面临合法

性、正统性的巨大缺失。首先孙吴政权很难构建起

自身与汉朝的连接。蜀汉和曹魏都将本身政权与汉

朝构建了链接。曹魏通过禅让的方式，表示魏承汉

统；而蜀汉以血统和政治口号，表示要兴复汉室、恢

复汉朝。从江东孙氏本身来说，《吴书》说孙坚“世

仕吴”，⑤这是韦昭在吴而为吴修史，不得不有的虚

美不实之辞。《太平御览》卷５５９引《幽冥录》，皆谓

孙坚之祖孙钟与母分居，遭岁荒，种瓜为业。这当是

陈寿所云孙氏“孤微发迹”⑥之所本。可见孙氏出身

寒微，家世不详。在汉末普遍重视家世的环境中，孙

氏家族在江东无地位可言。而且孙权在汉朝的官职

也并不高，取荆州，擒关羽后，曹操才表其为“骠骑

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南昌侯。”⑦吴王的封号还是接

受魏天子曹丕的册封。这就导致孙权没有堂堂正正

的名分，在构建政权时，无论从家世与大义上，都无

法从继承汉朝上构建自己的正统性。

其次从五德上，孙氏也难有作为。曹丕以禅让

为名，在天命上承接汉朝，以五德相生说而言，魏以

土德取代汉朝火德，走的是传承汉朝之路；刘备以继

承汉献帝法统为号召，不仅沿用汉的国号，在五德终

始上也继续沿用火德，属于恢复汉朝的模式。孙氏

自认为是周的后裔，⑧若孙权自称接续周德，无论是

五德相生或五德相胜说，都不可能以此宣称继承汉

朝之德。即便孙权以五德相胜的木德取代曹魏土

德，同样需要承认曹魏曾为正统。换而言之，孙权难

以使用五德之说宣示孙吴的正统性。

第三是疆域，中原一直是王朝正统的默认地域，

两汉旧都洛阳与长安皆在曹魏手中。孙吴立国江东，

秦汉以来江南一直处于帝国政治的边缘，远不能与中

原相比，缺乏自身的政治传统。以江东、江南为统治

地域，依靠江东大姓，建立与中原对峙的王朝，历史上

孙吴首开其端，之前尚无先例可循。如何在非传统的

统治地域，构建合法合理令人信服的正统性政权，以

面对北方的压力并争夺天下，是一个需要孙吴统治者

苦苦思索的问题。虽然孙吴政权先天不足，建国途径

最为困难。⑨ 但孙吴统治者仍然苦心孤诣地解决政

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此事诚属不易，值得我们探究。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魏略》云：“权闻

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乎问知星者，己分野中星

气何如，遂有僭意。”孙权本是极有雄心壮志之人，

但更能韬光养晦。群臣曾劝说孙权在江东称帝，但

孙权拒之未允。瑏瑠 当时曹魏处中原之地，拥兵数十

万，三分天下有其二。刘备自称是汉室宗亲，打着复

兴汉室的旗号，因而曹、刘在政治和道义上都具有优

势。孙权自知不及，瑏瑡不愿过早暴露自己的政治意

图。直至公元２２９年，曹、刘死后，东吴的政局比较

稳定，孙权认为条件具备，才称帝登基。据说，孙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可参阅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第一章《王朝鼎

革的主流形态：以汉魏禅代为中心》，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１３年版。
陈寿：《三国志》卷 ３２《先主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８７１页。
刘备即位诏书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备敢

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祗。”（《三国志》卷３２《先主传》，中
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８９页）。刘备即位时继续沿用建安纪年，虽
然在建安二十五年（２２０）十一月，曹丕已代汉自立，建元黄初，但
刘备不予承认，因为如果承认则会出现近六个月的时间断层，不

利于说明其政权上继汉朝、承汉之胤。

《三国志》卷３２《先主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８８９页。
⑥ 《三国志》卷 ４６《孙破虏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０９３、１１１２页。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２１页。
许嵩：《建康实录》卷１《太祖上》记载：“太祖大皇帝姓孙

氏，讳权，字仲谋，吴郡富春人也。其先
"

自周武王母弟卫康叔之

后。武公子惠，孙
#

耳，为卫上卿，因以孙为氏。春秋时，孙武为

吴王阖闾将，因家于吴。帝乃孙武之后也。”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７年，第３页。
关于孙吴的建国可参阅田余庆：《孙吴建国的道路》，载氏

著：《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许嵩：《建康实录》卷１《太祖上》记载：“（黄武二年）夏四月，

丞相孙劭、大将军陆逊率群臣上表，称天命符瑞，劝王即帝位，王再让

未许，谓群臣曰：‘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竞焉？’”第２０～２１页。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１０第７条云：“蜀汉之义正，魏之

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３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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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皇帝早就有符瑞，“初，兴平中，吴中童谣曰：‘黄

金车，班兰耳，昌门，出天子。”①作为“天命”来临

的像征，符瑞在吴地屡屡出现，黄初二年五月，建业

言甘露降，黄武元年（２２２）三月鄱阳言黄龙现，黄武

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黄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木连

理，黄武五年七月苍梧言凤凰见。黄龙元年“夏四

月，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②于是，公卿百官

一再请求孙权正尊号，孙权遂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登

基为帝，建国号为吴。《吴录》载孙权《告天文》曰：

　　皇帝臣权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汉享

国二十有四世，历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气数终，

禄祚运尽，普天弛绝，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夺

神器，丕子轈继世作慝，淫名乱制。权生于东

南，遭值期运，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辞行罚，

举足为民。群臣将相，州郡百城，执事之人，咸

以为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位

虚，郊祀无主。休徵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

不得不受。权畏天命，不敢不从，谨择元日，登

坛燎祭，即皇帝位。惟尔有神飨之，左右有吴，

永终天禄。③

从孙权称帝的《告天文》中，我们可找到其构建正统

性的策略。文中首先痛斥曹魏“纂夺神器”，以此否

定曹魏政权的合法性。然后指出“汉氏已绝祀于

天，皇帝位虚。”孙氏由于行德政，“休征嘉瑞，前后

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这样就为孙吴政权找

到了获天命的理由。《告天文》刻意忽略孙吴与汉

朝的关系，并无视蜀汉的存在，设立了“汉室已亡、

汉德已衰”的大前提，来解决孙吴无法与汉朝连接

的问题。文中又强调“权生于东南，遭值期运”、“历

数在躬，不得不受”等，其实是迎合“紫盖黄旗，运在

东南”的谶语。所谓的“紫盖黄旗”，是云气占术的

表现。《宋书·符瑞志》记载：汉世术士言：“黄旗紫

盖见于斗、牛之间，江东有天子气。”斗、牛分野主吴

越，属扬州。因此斗、牛间出现紫盖黄旗的云气，象

征着东南将有天子出。晋元帝兴起前，岁、镇、太白、

荧惑四星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

者，将四星交汇视作王者兴的吉兆。其实有关“东

南有天子气”之说，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秦汉之

际，“东南有天子气”，秦始皇“于是因东游以厌之，

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氏

却能找到刘邦，是因“季所居上常有云气”。④ 范
$

在鸿门宴上劝说项羽杀刘邦时曾说：“沛公居山东

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

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

五彩，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⑤除了“紫盖黄旗”

外，《周易》中“帝出乎震”，也被孙吴频频引用。

三国鼎立时，魏、蜀、吴三个政权都声称自己获

得了“天命”。曹魏虽居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二，禅

代后一直标榜己为正统，而以吴蜀为僭伪。但其对

自己是否是天下正统之所在，以及日后能否统一天

下，并无十分把握。孙权曾以郎中令陈化出使曹魏，

曹丕设宴款待。席间，“魏文帝因酒酣，嘲问曰：

‘吴、魏峙立，谁将平一海内者乎？’化对曰：‘《易》称

帝出乎震，加闻先哲知命，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

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岂复在东乎？’化

曰：‘周之初基，太伯在东，是以文王能兴于西。’帝

笑，无以难，心奇其辞。”⑥《吴书》中记载陈化论证孙

吴之天命，用了“帝出乎震”的理论与“紫盖黄旗，运

在东南”的谶语。《周易》中“帝出乎震”，指的是八

卦中“震”的方位在东方，而且有紫盖黄旗的云气做

证据，说明真龙天子出自东南。其实这一系列的理

论链接，都是为了把孙权称帝与孙吴政权的正统性、

合法性，与“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绑定在一起，以

宣传孙吴是天命正统，⑦这在盛行天人感应与谶语、

童谣、民谣、讹言广为流布的时代中，是很起作用的。

毫无疑问，“符瑞之应”对维护与巩固皇权是有

一定作用的。孙吴统治期间，仅据《吴志》记载，就先

后有过四十余次符瑞记录，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①

③

④

⑤

⑥

⑦

②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３４页。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吴录》，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３５～１１３６页。
司马迁：《史记》卷８《高祖本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３４８页。
《史记》卷７《项羽本纪》，第３１１页。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３２页。
吴使臣都尉赵咨出使曹魏回来后，对孙权说：“观北方终

不能守盟，今日之计，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

正服色，以应天顺民。”（《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吴书》，中
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２４页）可见“东南之运”是孙吴论证其政权
合法性、正统性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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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政权是通过不断地运用符瑞，来强化自身政权的

正统性，从其年号就可以窥见一二。孙吴行用的年号

颇不同于曹魏、蜀汉二国。如果从孙权称吴王时的黄

武算起，孙吴立国江东凡五十九年，前后四帝共使用

十八个年号。其中十一个年号取之于符瑞，即孙权的

黄龙、嘉禾、赤乌、神凤，孙亮的五凤，孙皓的甘露、宝

鼎、凤凰、天册、天玺、天纪，在数量和时间上均占近三

分之二。与此同时，曹魏和蜀汉的符瑞年号比较少

见。曹魏立国共用十个年号，符瑞年号仅二例，即明

帝时的青龙和高贵乡公时的甘露。蜀汉用的五个年

号中，仅有后主时的景耀与符瑞有关。相比之下，孙

吴年号的符瑞色彩尤为突出，以下我们试举数例：

孙吴用黄龙为年号，共计三年（公元２２９—２３１

年）。龙是帝王和尊贵的象征，《后汉书》卷三十下

《襄楷传》记载：“夫龙形状不一，小大无常，故《周

易》况之大人，帝王以为符瑞。”①其中黄龙，为“四龙

之长”，②由于其特殊的政治蕴涵，在汉魏时期特别

受到重视。孙权称帝时改元“黄龙”，不仅因为龙是

符瑞之兆，更因为“黄”代表土德，能取代汉之火德。

故而黄龙年号颇为孙吴所重视，孙权称帝后曾命人

制作黄龙大牙舰，还让胡综作《黄龙大牙赋》以颂

之，其文中称：“在昔周室，赤乌衔书，今也大吴，黄

龙吐符。合契河洛，动与道俱，天赞人和。”③其中隐

隐表现出孙吴有以西周自况的意图。

孙吴黄龙年号行之三年后，改元嘉禾（公元

２３２—２３８年）。嘉禾符瑞，从表面上看主要强调帝

王的“德”。《白虎通义·封禅》说：“德至地则嘉禾

生。”但同时嘉禾符瑞的渊源还与西周有关，“嘉禾

者，大禾也，成王时有三苗异亩而生，同为一穗大几

盈车，长几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访周公而问

之，公曰：‘三苗为一穗，天下当和为一乎！’以是果

有越裳氏重九译而来矣。”④使用嘉禾年号，是孙吴

继“黄龙”之后，开始宣扬君主的德行德政，为了进

一步论证孙吴政权的合法性，又在代汉之后将孙吴

与西周联系起来。

孙吴嘉禾七年，改年号为赤乌（公元２３８—２５１

年）。《吴主传》曰：“（赤乌元年）秋八月，武昌言麒

麟见。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应，宜改年号。诏曰：

‘间者赤乌集于殿前，朕所亲见。若神灵以为嘉祥

者，改年宜以赤乌为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纣，

有赤乌之祥，君臣观之，遂有天下。圣人书策载述最

详者，以为近事既嘉，亲见又明也。’于是改年。”⑤赤

乌元年（２３８）八月的改元议论，有司奏称以麒麟为

号，理由是麒麟为“太平之应。”但孙权却主张其所

亲见的“赤乌”，因为赤乌具有特殊的符瑞意义。

《宋书》卷二十九《符瑞志下》解释：“赤乌，周武王时

衔谷至，兵不血刃而殷服。”说明武王伐纣时有赤乌

之祥，又是与西周有关的符瑞。与赤乌相比，麒麟的

意义就显得较为普通。选择赤乌年号显然更能为孙

吴政权提供法统上的号召力。

由于魏、蜀、吴三国都声称自己得天命，是正统

所在。故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亦无所适从，不知三国

之中哪一国是正朔。如刘备新丧，南中大姓雍即

恣睢于永昌，“李严与书六纸，解喻利害，但答

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

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⑥雍桀傲

狂妄，既不认同蜀汉是正统，亦不承认曹魏是天下的

正朔，公然降吴。辽东公孙渊叛魏联吴，在其上孙权

的表章中，称自己“犹知符命未有攸归”，言外之意竟

然是贬魏尊吴，并祝孙权能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

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⑦三国之中，也互不认

同对方是正统，如蜀将黄权降魏，魏明帝问权：“天下

鼎立，当以何地为正？”权对曰：“当以天文为正。往者

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⑧

二

公元２６３年，蜀汉灭亡，三国鼎立不复存在，变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范晔：《后汉书》卷３０下《襄楷传》注疏二曰：“大人，天子
也。乾卦九五曰：‘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九五处天子之位，故以

飞龙喻焉。尚书中候曰：‘舜沈璧于清河，黄龙负图出水。’”中华

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７９页。
沈约：《宋书》卷 ２８《符瑞志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

７９６页。
《三国志》卷６２《胡综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４１４页。
班固：《白虎通义》卷５《封禅》，中国书店，２０１８年，第４３５页。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４２页。
《三国志》卷４３《吕凯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０４７页。
《三国志》卷８《公孙度传附公孙渊传》注引《吴书》，中华

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２５５页。
《三国志》卷４３《黄权传》注引《蜀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７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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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魏吴的南北对峙。魏吴二国究属哪一方为正朔呢？

魏居中原之地，国力强盛，又并吞蜀汉。公元２６５年，

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更是自诩为天朝正统，而

将孙吴视为割据江左一隅之地的僭伪之国。此时，孙

吴国内形势也发生变化，吴主孙休于永安七年（２６４）

薨殂，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立乌程侯孙皓为帝。

司马昭得知孙吴易主，孙休去世，孙皓新立，觉

得这是一个使吴国纳土归降，和平统一天下的好机

会。遂一面让魏主曹奂下诏于江东，①一面亲笔写

信给孙皓，他派遣原来吴国寿春城的降将徐绍、孙

携带书信，前往吴国，向孙皓陈述利害，剖析天下形

势。为了加强和平攻势，司马昭又命荀勖、石苞等大

臣分别作书于孙皓。书中颇多威胁利诱、软硬兼施

之语。吹嘘大魏如今是“百僚济济，俊硋盈朝，武臣

猛将，折冲万里，国富兵强，六军精练。思复翰飞，饮

马南海。自顷国家整修器械，兴造舟楫，简习水战，

楼船万艘，千里相望。刳木以来，舟车之用未有如今

之殷盛者也。骁勇百万，畜力待时。役不再举，今日

之师也。”②总之，就是要孙皓认清形势，及早归顺，

否则司马氏就要诉诸武力，一旦大军南下，兵临江

左，则孙吴政权必然“宗祀沦覆。”③

孙皓虽然残暴，但他并不昏庸，对于司马昭等人

的来信，孙皓也不示弱，他遣使随徐绍、孙到洛阳，

并亲自修书答复司马昭：“知以高世之才，处宰辅之

任，渐导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阶承统绪，思与

贤良共济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缘，嘉意允著，深用

依依。今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宣明至

怀。”④孙皓保持一定的克制态度，答词不卑不亢，这

也说明他对曹魏迅速击灭蜀汉感到一定的震撼。尽

管答词文辞柔顺，但孙皓态度仍很明确，对司马昭要

吴国称藩之事置之不理，不作任何答复。书中说自

己是继承先人的遗业，将与贤能之士共同治理吴国。

今特遣光禄大夫纪陟、五官中郎将弘趚前来贵国。

因为司马昭是魏国的宰辅，所以孙皓写信时并未以

吴国皇帝自居，而是“两头言白，称名言而不著

姓。”⑤徐绍本是孙吴降将，此次奉司马昭之命，前来

劝降，并“称美中国者。”孙皓怀恨于心，在徐绍返回

洛阳的途中，“绍行到濡须，召还杀之，徙其家属建

安。”⑥孙皓杀徐绍，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司马昭，孙

吴政权绝不会屈服于北朝。

孙皓即位不久，魏蜀皆灭，只剩下吴国与西晋对

峙，天下大势发生重大改变。故而孙亮、孙休时期受

到冷落的符瑞又被孙皓重新用作二国争天下时的政

治策略。

面对司马昭展开的大棒加橄榄枝的政治攻势，

孙皓不仅未向司马氏屈服，反而在江南频频制造声

势，声称“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

君乎。”⑦意谓孙吴将北伐灭晋，一统天下。孙皓是

三国时期著名的暴君，其即位以来，施行暴政，所做

之事乏善可陈，但他却做了一件巩固孙吴政权，提升

吴国人心士气的要事，就是大力宣传孙吴有“天

命”，吴国不是偏安江南的小朝廷，而是正统王朝。

孙皓在位十七年，一共使用八个年号，除去即位时短

期行用不足一年的元兴与行用三年多的建衡之外，

其余六个均为符瑞年号。这种大规模行用符瑞年号

的做法，与孙权时期颇为相似。

更令人惊讶的是孙皓通过符瑞来构建天命正统，

在孙吴天玺元年（２７６）国山封禅的仪式中达到顶点，

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南方进行的封禅大典。

史载，“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

室，在所表为大瑞，乃遣司徒董朝，兼太常周处至阳

羡县，封禅国山。”⑧吴兴阳
%

国山，位于今江苏省宜

兴市著名旅游景点善卷洞上，此处有一块孙皓天玺

年间所立的国山碑。这是孙皓与晋武帝司马炎争夺

天命的有力证据。国山本名离墨山，以孙吴时司徒

董朝封于此，故又名董山。山在宜兴县张渚镇北十

里，碑即立于山顶之上。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券７

“国山碑”条谓：乡人又俗呼此碑为“囤碑”，“以其石

圆八出形如米廪云。”国山碑为圆鼓形，高２．３４米，

围宽３．３米。四周刻封禅文，内容为祥瑞颂德之辞，

碑文从东面读起，再转向北、西、南各面，计４３行，每

①

②

④

⑤

《三国志》卷４《陈留王奂纪》咸熙元年冬十月诏，中华书
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５２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５６《孙楚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第１５４１、１５４２页。

⑥⑧ 《三国志》卷 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１６４、１１６４、１１７１页。

⑦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４、１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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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２５字，共１０７５字。但经１７００多年的风雨侵蚀，

国山碑的文字如今仅能看清６０余字。碑为篆书，为

吴国中书东观令史立信，中郎将臣苏建所书，碑末还

有刻工殷政、何赦姓名。其内容为立碑起缘、瑞应祥

兆、歌颂孙吴之德。

国山碑文并不长，碑文以吴骞校释为佳，①兹节

录碑文的部分内容：

　　帝出芼震，周易实著。遂受上天玉玺。文

曰吴真皇帝。玉质青黄。角思理洞彻。拜受祗

悚。夙夜惟寅。而大
!

宜报，大命宜钦。乃以

柔兆縩滩之岁。钦若上天。月正革元。郊天祭

地。纪号天玺。用彰明命。于是丞相禮。大尉

趚。大司徒燮。大司空翰。执金吾修。城门校

尉歆。屯骑校尉悌。尚书令忠。尚书昏直晃昌

"

史莹核等。亦以为天道玄旷。吕瑞表真。今

众瑞毕至。四表纳贡。幽荒百蛮。浮海慕川。

九垓八埏，罔不被泽。率按典繇。宜先行禅礼。

纪勤天命。遂于
#

兴国山之阴，告祭
$

石，以对

扬乾命。广报坤
!

。副慰天下喁喁之望焉。②

众所周知，自古举行封禅大典总要找出一大堆的祥

瑞，如凤凰出世，麒麟现身之类，而在孙皓封禅留下

的国山碑中，吴国却前无古人般地开列了足达千余

项的祥瑞清单。宋人赵彦卫记录了众多的祥瑞，兹

节录如下：

　　神人指授金册青玉符者四；日月抱戴，老人

星见者一十有七；五帝瑞气，黄旗紫盖，覆被宫

阙，显著牛斗者一十有九；麟凤龟龙，衔图负书

三十有九；青蛇白虎，丹鸾凤鱼鸟，二十有二；白

虎、白獐、白麂、白兔三十有七；白雉、白乌、白

鹊、白鸠一十有九；赤乌、赤雀二十有四，白雀、

白鸾二十有七；神鱼吐书，白鲤腾船者二；灵絮

神蚕，弥被原野者三；嘉禾秀颖，甘露凝液六十

有五；殊干连理六百八十有三；明月大珠，璧流

离三十有六；大贝、余
%

、余泉七十有五；大宝、

神璧、水青三十有八；玉燕、玉羊、玉鸠者三……

天平地成，天子出东门鄂者四；大贤司马微，虞

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发事兴运会者二；其余

飞行之类，植生之伦，希古所觌，命世殊奇，不比

瑞命之篇者，不可称而数也。③

碑文中一共列举出了１２７４项祥瑞，可谓惊世骇俗。

白虎、赤乌、神鱼……孙皓将如此大数量的符瑞写入

封禅碑文中，以强化其政权正统性，应该看到，这是

孙吴应对变化的南北局势的一种特殊方式。

史家悉知，封禅是指中国古代帝王在太平盛世

或天降祥瑞之时的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远古暨夏

商周三代，已有封禅的传说。帝王封禅，最早出现于

《管子·封禅篇》，后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曾

引用《管子·封禅篇》中的内容，并对其内容加以演

绎，唐代张守节解释《史记》时曾对“封禅”进行了释

义，并指出了封禅的目的，大意是说，在泰山顶上筑

圆坛以报天之功，在泰山脚下的小丘之上筑方坛以

报地之功。即《史记·封禅书》中的“登封报天，降

禅除地。”战国时齐鲁有些儒士认为五岳中泰山为

最高，帝王应到泰山祭祀。秦始皇、汉武帝等都曾举

行过封禅大典。《五经通义》云：“易姓而王，致太

平，必封泰山，禅梁父，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

平于天，报群神之功。”所以封禅活动实质上是强调

君权神授的手段。

据《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的记载，帝王历来

的所“封”之地均在泰山，而所“禅”之地却不拘场

所，无固定地点。然而孙皓为何要把“封禅”之所放

在吴兴国山举行？笔者认为，不外乎二条理由：其

一，因为泰山在西晋境内，孙皓不可能到敌国境内去

举行封禅大典，故必须采取变通的措施。其二，吴兴

有“吴国兴盛”之义，④其名十分吉祥，孙休在位时，

孙皓被封为乌程侯，乌程即在吴兴境
&

，吴兴实质上

就是一个扩大了的“乌程侯国”，所以吴兴乃是孙皓

的龙兴之地。国山位于太湖西岸，山中有洞穴，被认

为是“龙神”所居之处。晚唐人李頒云：“洞门对斋

堂厨库，似非人境。洞内常有云气升腾，云是龙神所

居之处。臣太和中，在此习业，亲见白龙于洞中腾

①

②

④

吴骞：《国山碑考》，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
③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７“国山碑”条，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年，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吴宝鼎元年（２６６）分吴、丹阳两郡置吴兴郡。孙皓下诏：

“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阳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

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乌程。既宜立郡以镇山越，且以藩卫明

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县为吴兴郡，治乌程。”

（《三国志》卷 ４８《孙皓传》注引皓诏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１６６页。）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４８　　

出，以为雷雨。”①所以在吴兴国山上举行封禅完全

是在情理之中，并不令人费解。封禅大典本应由皇

帝亲自祭祀，为何孙皓自己没有亲往，而只是派了几

位大臣代祭。我以为这也不难理解，一般而言，举行

封禅的君王都必须建立?赫的文治与武功。自战国

以降，只有秦始皇、西汉武帝、东汉光武帝、唐高宗、

武则天、唐玄宗等少数几位皇帝才举行过封禅庆典。

宋真宗封禅泰山之时，因文治武功不足，欲借天意来

威慑外敌，故导演了一幕“天书由天而降”的闹剧，

结果为后世传为千古笑柄。

三国时期，曹魏也有过封禅的动议，太和年间，

中护军蒋济上疏建议封禅，魏明帝诏曰：“闻蒋济斯

言，使吾汗出流足。自开辟以来，封禅者七十余君

耳。故太史公曰，虽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

中间旷远者千有余年，近者数百载，其仪阙不可得

记。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最终“以天下未一，不

欲便行大礼。”②所谓“天下未一，即指蜀汉与孙吴未

灭，太平之世尚未到来。太康元年（２８０），西晋灭

吴，分裂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终于在晋武帝时代

完成了统一。“九月，群臣以天下一统，屡请封禅，

帝谦让弗许。”③连晋武帝统一天下都不敢去封禅，

孙皓这个偏霸之主又怎敢冒昧地亲自前去封禅。所

以孙皓派大臣前去祭祀天地，也是一种通权达变的

方法，其意图是通过封禅之举来强调君权神授，论证

孙吴政权获得“天命”的眷顾。

国山碑文中有“吴真皇帝”四字，其中的“真”字

颇费猜详，秦汉时期，已有“真”与“假”之区分。当

然，此处的“假”是“摄”之意。如楚汉战争时，韩信

定齐地时，向刘邦请为“假王”。刘邦虽然恼怒，但

为了灭楚的政治需要，仍然说：“大丈夫定诸侯，即

为真王耳，何以假为。”④立即封韩信为齐王。王莽

篡汉前，不敢一步到位，直接做皇帝。他立孺子婴为

太子，自己当“摄皇帝”。不久，“以符命自立为真皇

帝”。⑤ 然而，孙皓本身就是孙吴政权合法的皇帝，

并非如王莽那样有一个从摄皇帝到真皇帝的渐进过

程。他为何要强调“真皇帝”的身份呢？史载：“孙

皓以建衡元年铸一剑，文曰：‘皇帝吴王’，小篆

书。”⑥仔细推敲起来，“皇帝吴王”四字似包含二层

意思，“皇帝”可以作为天下之主，抑或是占据中原

地区的君主。“吴王”则是偏安于江南之地的君王。

如孙权虽建都于建业，但却对洛阳心向神往，想当中

原王朝的君主。嘉禾元年（２３２）冬，吴国“群臣以权

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

事，前后备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

当在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⑦所谓“郊祀当在

土中”，指的就是郊祀须在河洛。⑧ 可见，统一天下

才是“真皇帝”，才能致“太平”，这是汉晋之际人们

的共识。习凿齿曾言：“自汉末鼎沸五六十年，吴魏

犯顺而强，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万姓旷而

无主。”⑨以此比照，孙皓铸剑的铭文“皇帝吴王”四

字，其意则不言自明，即孙皓想从吴国的偏霸之君上

升到主宰“天下”的皇帝。这是“吴真皇帝”、“皇帝

吴王”的内涵，也是孙皓在位时期，“天下平”、“青盖

入洛阳”等符瑞频频出现，最终导致国山禅礼的缘由。

天玺元年（２７６），吴郡有传言临平湖自汉末草

秽堵塞，如今却已疏通。长老云：“此湖塞，天下乱，

此湖开，天下平。”又于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

白色，长四寸，宽二寸余，刻上作皇帝字。”于是孙皓

改元天玺，大赦。所谓“天下平”，当然不是指孙吴

建国，而是指孙吴要统一天下。此外，鄱阳郡又发现

“历阳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

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瑏瑠自孙权

称帝，历孙亮、孙休，至孙皓，吴国恰好经历四代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全唐文》卷７８８李頒《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中
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８２４２页。

《晋书》卷２１《礼志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６５４页。
《晋书》卷３《武帝纪》，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７２页。
《史记》卷９２《淮阴侯列传》，第２６２１页。
《汉书》卷９８《元后传》，第４０３１页。
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５页。
《三国志》卷４７《吴主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３６页。
据魏收：《魏书》卷１９中《任城王传附子澄传》载，“（高

祖）谓澄曰：‘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

澄曰：‘伊洛中区，均天下所据，陛下制御华夏，辑平九服，苍生闻

此，应当大庆。”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４６４～４６５页。其中“伊洛
中区”与“土中”之义同。又据魏征等：《隋书》卷３《炀帝纪上》
载：“洛邑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

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６１页。“贡赋等”系指四方向洛阳所输贡
赋的路程距离大致相等。洛阳为“土中”之义更明。

《晋书》卷８２《习凿齿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２１５７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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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吴国虽有荆、扬、交、广四州之地，但其核心区域

是长江下游的扬州，扬州是孙吴的腹心之地。楚以

九州作渚，吴以九州作都。这些谶言皆已明白无误

地告诉民众，吴主孙皓将扫清六合，开创太平之世。

《江表传》对此事有更详尽的记载：

　　历阳县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

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不与本体相似，俗相

传谓之石印。又云，石印封发，天下当太平。下

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时历阳长表上

言石印发，皓遣使以太牢祭历山。巫言，石印三

郎说“天下方太平”。使者作高梯，上看印文，

诈以朱书石作二十字，还以启皓。皓大喜曰：

“吴当为九州作都、渚乎！从大皇帝逮孤四世

矣，太平之主，非孤复谁？”重遣使，以印绶拜

三郎为王，又刻石立铭，褒赞灵德，以答休祥。①

孙皓为维护其统治，时常“刻勒铭题，赞吴功
'

。”②

并制造天命永归大吴的舆论，又伪称天降神谶而刻

《天玺纪功碑》。碑文云：“深甄历数，永归大吴，上

天宣命，昭告太平，文字炳
(

，天囗在诸石上。”③这

些碑文中提到的“太平”，有其特殊的含义，乃指皇

帝圣明，嘉瑞屡臻。而对于三国政权而言，要致太平

之世，就必须统一天下。《晋书》卷九十五《陈训传》

记载，孙皓“时钱塘湖开，或言天下当太平，青盖入

洛阳。”孙皓居然对此深信不疑。

孙皓对“东南有王气”是非常自信的，还曾因为

荆州有王气，遂从建业迁都于武昌。史载其事云：

“冬十月，永安山贼施但等聚众数千人，劫皓庶弟永

安侯谦出乌程，取孙和陵上鼓吹曲盖。比至建业，众

万余人。丁固、诸葛靓逆之于牛屯，大战，但等败走。

获谦，谦自杀。”④裴松之引《汉晋春秋》曰：“初望气

者云荆州有王气破扬州而建业宫不利，故皓徙武昌，

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与山冈连者以厌

之。既闻（施）但反，自以为徙土得计也。使数百人

鼓噪入建业，杀但妻子，云天子使荆州兵来破扬州

贼，以厌前气。”⑤

三

孙皓大肆宣扬天命在吴，西晋当然也不会熟视

无睹，与此同时，西晋也制造天命在晋的符瑞。汉武

帝之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说

成为官方哲学后，它笼罩、统治着汉代数百年，弥漫

在几乎全部意识形态领域。东汉以降，谶纬学更为

盛行，在民间广为流布。而且谶语、骨相在所谓的

“受命之君”身上表现的尤为突出。魏晋之际，有关

司马炎有“天命”，该当皇帝的谶纬是这样记载的：

　　魏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馞至於成都，

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

官，藏于相国府。（向）充闻之曰：“吾闻谯周之

言，先帝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

‘授’也，如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也。今中抚军

名炎，而汉年极於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国

府，此殆天意也。”是岁，拜充为梓潼太守，明年十

二月而晋武帝即尊位，炎兴于是乎征焉。⑥

这段记载比较晦涩，需要解读。早在刘备欲称帝时，

谯周曾与杜琼一起劝进，大肆宣扬刘备的名字见于河

图、洛书和五经谶纬，以此作为刘备当受命称帝的证

据。但在蜀汉后期，他们却从刘备父子的名字中琢磨

出了相反的结论：即刘备的“备”字可解释为具有、用

完、用尽，而刘禅的“禅”字就是“授予”、“禅让”。其意

就是刘氏政权到刘禅已是尽头，应当禅让给他姓了。

景耀五年（２６２），谯周见蜀汉宫中一棵大树突

然无故自折，以为不祥，竟然在宫中的柱子上题字：

“众而大，期之会；具而授，若何复？”陈寿解释道：

“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

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⑦“众而大”就是期待曹

魏（西晋）统一。“具而授”，即蜀汉政权当授与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７１～１１７２页。

《太平御览》卷 ４６《地部十一·岩山》引山谦之《丹阳
记》，第２２２页。

三国时代の出土文字资料班：《魏晋石刻资料选注》，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２９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６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汉晋春秋》，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６页。
《三国志》卷４１《向朗传附向充传》注引《襄阳记》，中华

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０１１页。《三国志》卷４《陈留王纪》也有类似
记载：“（咸熙元年）六月，镇西将军卫馞上雍州兵于成都县获璧

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归禾之义，宣示百官，藏于

相国府。”第１５０页。
《三国志》卷４２《杜琼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０２２页。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５０　　

姓，“若何复？”即天命早已不在汉室。蜀汉尚书向

充在蜀亡后，效仿杜琼、谯周故技，说蜀汉最后一个

年号“炎兴，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国府，此殆天意

也。”恰巧魏相国晋王司马昭的长子就是司马炎，这说

明司马炎要“炎兴”，司马昭听了当然十分高兴，他最

后下决心立司马炎为晋世子，代魏建晋，极有可能与

谯周、杜琼、向充等人所作的谶语有关。① 魏晋之际，

还有不少司马氏得天命，统一天下的谶语与童谣，其

中以干宝所撰的《搜神记》最为离奇。兹录之如下：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

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

者，日有十数。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

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来从群儿戏。诸儿

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

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

光芒，飊飊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

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

以告尔：三公锄，司马如。’诸儿大惊。或走告

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竦身

而跃，即以化矣。仰面视之，若引一匹练以登

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

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四年而蜀亡，六

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②

干宝的《搜神记》历来被人视作荒诞怪异之小说，但

作为晋朝国史的《晋书》也有相似的记载：“孙休永

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

‘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

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

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

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

也。”③除此之外，司马昭死，司马炎袭晋王位，总摄百

揆之后，亦有吉兆出现。咸熙二年（２６５）八月，“襄武

县言有大人见，长三丈余，迹长三尺二寸，白发，著黄

单衣、黄巾，柱杖，呼民王始语云：‘今当太平。’”④

众所周知，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争夺天命也

必须有军事实力的支撑和保障。由于汉晋之际战争

频仍，军事上的胜负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盛衰兴亡，对

诸政权而言，可谓是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故吴晋

二国争夺天命不仅体现在封禅大典、符瑞年号及谶

纬的制作，而且争天命还常以军事行动配合之。在

吴晋战争中，孙吴一方虽然较为弱小，但面对强大的

西晋，孙吴并非一直处于守势，而是积极进攻，有时

甚至给西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司马炎即位时，孙

皓遣使臣张俨、丁忠前往祝贺。此时西晋刚受禅，无

暇顾及边境。使节丁忠返吴后，劝说孙皓道：“北方

守战之具不设，弋阳可袭而取。”孙皓十分高兴，于

是询问群臣的意见，镇西大将军陆凯说：“夫兵不得

已而用之耳，且三国鼎立已来，更相侵伐，无岁宁居。

今强敌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实，而遣使求亲，欲息兵

役，不可谓其求援于我。今敌形势方强，而欲徼幸求

胜，未见其利也。”车骑将军刘纂说：“天生五才，谁

能去兵？谲诈相雄，有自来矣。若其有阙，庸可弃

乎？宜遣间谍，以观其势。”⑤孙皓虽然赞成刘篡的

说法，但他考虑到蜀汉刚亡，有所顾忌，不过，也决定

从此与西晋断绝关系，要同司马氏争夺天下。

孙皓不仅不向西晋屈服，在他皇位巩固之后，他

还多次派兵主动向西晋进攻，宝鼎三年（２６８），孙皓

派遣丁奉与诸葛靓攻打合肥，“奉与晋大将石苞书，

构而间之，苞以征还。”⑥“东关之役，全绪与丁奉建

议引兵先出，以破魏军。”⑦可见，东关之役吴军取得

了胜利。西晋泰始四年（２６８），“吴主出东关，冬十

月，使其将施绩入江夏，万寇襄阳。诏义阳王（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晋书》卷３《武帝纪》曰：“初，文帝（司马昭）以景帝（司
马师）既宣帝（司马懿）之嫡，早世无后，以帝弟攸为嗣，特加爱

异，自谓摄居相位，百年之后，大业宜归攸。”晋将代魏时，司马昭

常言：“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与也。将议立世子，属意于攸。何

曾等固争曰：‘中抚军（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发委地，

手过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第４９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搜神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７７～１１７８页。
《晋书》卷２８《五行志中》，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８４３页。
《三国志》卷４《陈留王纪》，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５３～

１５４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６页。
《三国志》卷５５《丁奉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０２页。

案晋大司马石苞镇抚淮南，士马强盛。泰始四年（２６８），当地有
童谣说：“宫中大马几作驴，大石压之不得舒”，（《晋书》卷３３《石
苞传》，第１００２页）监军王琛因此密奏晋武帝，云石苞与东吴构
通，吴将丁奉趁机施反间计。武帝颇疑之，适逢石苞之子石乔被

召见后多日未来，司马炎怀疑石苞要叛乱，遂罢免其兵权，并将石

苞召还京师洛阳。

《三国志》卷６０《全琮传》注引《吴书》，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３８３页。



孙吴政权正统性观念的构建———兼论吴晋争夺天命

　　 １５１　　

马）望统中军步骑二万屯龙陂，为二方声援。会荆

州刺史胡烈拒绩，破之，望引兵还。”①泰始七年

（２７１），吴主孙皓又亲率大军进攻寿阳，晋武帝遣司

马望屯兵淮北以拒之。

交州本是孙吴疆土，蜀亡后，吴交趾郡吏吕兴叛

乱，导致交州沦陷，落入西晋之手。公元２６９年，吴主

孙皓调遣十万吴军②以海陆两路并进的方式对西晋

控制下的交州发起猛烈进攻。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

至公元２７２年，吴军终于夺回被晋军攻陷的交州。

“是岁，（虞）汜、（陶）璜破交趾，禽杀晋所置守将，九

真、日南皆还属。”③西晋最终在交州争夺战中失利。

泰始八年（２７２），吴西陵督步阐叛吴降晋，陆逊

曾云：“西陵国之西门，虽云易守，亦复易失。若有

不守，非但失一郡，则荆州非吴有也。如其有虞，当

倾国争之。”④步阐家族经营西陵数十余年，一旦携

郡归晋，对孙吴的打击可想而知。吴主命镇军大将

军陆抗率军平叛，西晋派名将羊祜率八万大军前来

救援，陆抗所率的吴军仅有三万，但陆抗以少胜多，

在西陵大败晋军。这些都使得孙皓对孙吴的军事实

力和天命之说充满信心。史载，“陆抗之克步阐，皓

意张大，乃使尚广筮并天下，遇《同人》之《颐》，对

曰：‘吉。庚子岁，青盖当入洛阳。’故皓不修其政，

而恒有窥上国之志。”⑤孙皓“有窥上国之志，”不仅

是基于军事实力的自信，还有天命所归的假象而带

来的自我膨胀。

建衡三年（２７１），孙皓居然亲自率军北伐，携其

母及后宫嫔妃向晋都洛阳进军。史载“孙皓举大众

出华里，皓母及妃妾皆行。”⑥为何孙皓会如此张狂，

不顾晋强吴弱的政局而执意北伐呢？《江表传》记

载曰：“初丹阳刁玄使蜀，得司马徽与刘訥论运命历

数事。玄诈增其文以诳国人曰：‘黄旗紫盖见于东

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又得中国降人，言

寿春下有童谣曰‘吴天子当上’。皓闻之，喜曰：‘此

天命也。’即载其母妻子及后宫数千人，从牛渚陆道

西上，云青盖入洛阳，以顺天命。”结果途遇大雪，道

涂陷坏，寒冻殆死，士卒怨怒，皆曰：“若遇敌便当倒

戈耳。”⑦孙皓听到后，这才害怕起来，只得仓皇班

师。这段记载依现在的逻辑来看非常荒诞，当时西

晋十分强大，东吴面临亡国的危险，但孙皓仍然要北

伐，宣扬“青盖入洛阳”，自己将最终夺取天下。

孙皓制造的吴国当有“天命”的舆论以及其主动

向西晋发动军事进攻的举措，使西晋君臣颇感政治上

的被动。例如孙皓制造的吴国当有“天命”的舆论，在

中原地区也颇为流行。《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

载：“初，吴之未灭也。斗牛之间常有紫气，道术者皆

以为吴方强盛，未可图也。”由此可见，西晋内部对于

这一谶语也是颇为认同的。又如西晋博士秦秀曾言：

“吴之未亡也，虽以三祖之神武，犹躬受其屈。以孙皓

之虚名，足以惊动诸夏，每一小出，虽圣心知其垂亡，

然中国辄怀惶怖。当尔时，有能借天子百万之众，平

而有之，与国家结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实皆甘之

耳。”⑧从秦秀之语，我们可以得知，司马昭时期，司马

氏发动和平攻势，冀图凭藉灭蜀之后的强大的国力，

迫使孙吴屈服的策略未奏其效。而在武帝时期，西晋

与孙吴争夺天命的政治举措也遭到了失败。

结语

孙皓时期大量符瑞的制作、符瑞年号的行用、封

禅国山运动等等，都是宣传自己是正统王朝和孙吴

要一统天下的意愿。因此孙吴这个正统性、合法性

最差的政权，反倒成为三国中生存最长的国家，并且

以一国之力与北方强大的晋国对峙十多年。虽然晋

人也重视“天命”的政治宣传，但并不能使孙吴屈

服。孙吴这一系列构建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策略，虽

然有神秘主义的色彩，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７９，泰始四年条，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８７年，第５３０页。

《华阳国志校注》卷４《南中志》云：“泰始七年春，吴主孙
皓遣大都督薛翊、交州刺史陶璜帅二十万军，兴扶严恶夷合十万

伐交趾。”然而校注曰：“二十万军疑有误。卷十一杨传附杨稷

传云孙皓遣繩、璜十万人攻稷。《通鉴》同。又《晋书·陶璜传》

称：‘扶严贼帅梁奇将万余人助璜’。是合计仅十来万。”（巴蜀书

社，１９８４年，第４６６页）案孙吴总兵力仅二十三万，用十万兵力征
讨交趾已是极至也。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８页。
《三国志》卷５８《陆逊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３５９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干宝《晋纪》，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７８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１１６８页。
《三国志》卷４８《孙皓传》注引《江表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１１６８页。
《晋书》卷５０《秦秀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１４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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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江南俗尚巫鬼、好

淫祀，恰好成为孙吴崇尚符瑞的民众基础；其次吴地

大族学风保守，符瑞也是一种他们熟悉和乐于接受

的方式。正因其如此，孙皓偏居江左，在国力远不如

西晋的情况下在国山封禅。并通过封禅、制作谶纬

等活动与西晋争夺天命。既然在与孙吴的政治的较

量中，西晋都处于下风，那么西晋若要灭吴，扫平四

海，统一天下，也只剩最后一种途径，即动用武力，采

取军事行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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