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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 ,在晋武帝死前 ,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

式的权力结构 ,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 、外戚 、宗王和门阀 。晋武帝死后 ,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

皇帝 ,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 ,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 ,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

地位 。整个事件的发生 ,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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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是西晋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 ,关于它的爆发原因 ,史学界已有很多探讨。景有泉 、李春

祥二位先生经过收集 、整理 ,归纳出 13种说法 ,如“宗王出镇说” 、“皇位继承人及辅政大臣不得其人说” 、

“朋党纷争说”等等① ,可以说是“题无剩义”了。但论者虽多 ,却至今没有得出普遍认可的统一结论(也

许不必作如此追求)。笔者在阅读有关史料及研究成果的过程中 ,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重新思考 ,

力求给自己一个圆满的解释 ,现将个人之见叙述出来供大家参考 。

一 、问题的提出

“八王之乱”的经过大致如下:太熙元年(290年),晋武帝病死 ,弱智太子司马衷即位 ,是为惠帝 ,武

帝皇后杨氏之父杨骏掌握政权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皇后贾氏联合宗王铲除杨氏 ,随后设计害死汝

南王亮 、楚王玮 ,独操权柄 。永康元年(300年),贾氏被杀 ,此后进入单纯的宗王相争阶段 ,赵王伦 、齐王

冏 、长沙王乂 、成都王颖 、河间王颙先后上台并被杀 ,东海王越最后取得胜利 。光熙元年(306年),惠帝

死去 ,怀帝即位 ,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通观事件的大致经过 ,不免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先后上台的序列 ?为什么晋武

帝死后由杨氏上台 ,杨氏之后又是贾氏 ,贾氏之后又是……?难道这种序列的出现纯属偶然?

杨氏为武帝皇后 ,贾氏为惠帝皇后 ,两家都属于外戚。有论者将以这两人为中心形成的势力集团分

别称为“后党”和“太子妃党”
[ 1]
(第 25页)。其余八王为宗王 ,其中汝南王亮 、楚王玮的出现是杨 、贾两家

外戚相争的附产品 ,昙花一现 ,与以后的宗王相争相隔 10年 ,不必细论 。剩下的六王以惠帝为中心 ,血

缘及地位各不相同:赵王伦为叔祖 ,齐王冏为从弟 ,可归于“尊亲”一类;长沙王乂 、成都王颖为亲弟 ,可归

于“至亲”一类;河间王颙 、东海王越为从叔(已相隔 4代),可归于“疏亲”一类②。

通过确定每个人的身分和地位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八王之乱”中先后上台的势力依次为外戚和

宗王 ,具体而言则为:后党(杨氏)※太子妃党(贾氏)※尊亲(赵王伦 、齐王冏)※至亲(长沙王乂 、成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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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疏亲(河间王颙 、东海王越)。

这个序列如此明晰 ,以致我们很难说它的出现纯属偶然 。换言之 ,“八王之乱”的发生及诸种势力先

后上台应该有某种先天的原因 。那么 ,这个“先天的原因”是什么 ?下面试对诸种势力形成 、上台及下台

的原因逐个分析 ,以求获得解答。

二 、后党 、太子妃党上台及下台原因分析

(一)后党

后党是以武帝皇后杨氏为依托而形成的势力 ,主要成员有后父杨骏 ,以及杨骏之弟杨珧 、杨济等。

太熙元年(290年),武帝病死 ,杨骏首先上台辅政。在“八王之乱”上台的诸种势力中 ,杨氏是上台最早

的 ,但其得势却是最晚的 。史称“帝自太康以后 , ……始宠后党 ,请谒公行。而骏及珧 、济势倾天下 ,时人

有`三杨'之号”
[ 2]
(卷 40 , 杨骏传)。从太康元年(280)平吴算起 ,杨氏得势的时间不过 10 年(得势原因见

下文分析),与其它势力相比 ,其根基要浅得多 ,那么杨氏为何能在武帝死后最早上台呢?

武帝临死前 ,朝廷中地位最重要的除侍中杨骏外 ,还有武帝的亲叔录尚书事汝南王亮 。参照《晋书》

卷 3《武帝纪》及卷 40《杨骏传》 ,太康十年(289年),武帝病危 ,出于杨骏的建议 ,汝南王亮被任命为督豫

州诸军事 ,出镇许昌 ,但他暂时没有离开洛阳 。其后武帝疾笃 ,杨骏安插心腹 ,武帝察觉后 ,诏中书留汝

南王亮与之共辅朝政 ,但杨骏从中书借诏不还 ,使武帝的任命落空。武帝弥留之际 ,已经不能说话 ,杨骏

于是利用侍中的身分 ,召来中书监 ,口宣帝旨 ,使作遗诏 ,自为录尚书事 ,汝南王亮则出镇许昌 。

杨骏这些举动的含义何在? 众所周知 ,侍中为内 ,备顾问 ,参与决策;录尚书事为外 ,掌执行 ,为政

务首脑。侍中虽然重要 ,但必须以皇帝为依托才能充分发挥决策作用 ,否则可以说是一个虚职 。杨骏之

所以有权势 ,主要是因为武帝宠信他 ,他可以影响武帝的决策 ,从而指挥外朝的运转 ,侍中一职只是为杨

骏提供了接近武帝的便利及参与决策的合法身分。武帝死后 ,即位的太子司马衷是弱智 ,毫无决策能

力 ,杨骏的权威也会随之大大降低 。因此 ,杨骏如果想在武帝死后继续专权 ,不能单纯依靠皇帝及侍中

这个职位 ,最好能够亲掌朝政 ———收回汝南王亮的录尚书事 ,将决策权与执行权统一起来 。

杨骏最后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 ,一方面自然是他个人贪权所致 ,另一

方面也是武帝宠任外戚的结果 。平吴以后 ,杨骏一直处于权力的核心 ,一旦武帝病危 ,只有他最有可能 、

也最有条件独掌朝政 。我们看到 ,武帝在临死前意识到外戚专权的危险 ,曾想用宗王来平衡外戚 ,但为

时已晚 ,即使诏令已经发出 ,杨骏也能收回并重改 。

(二)太子妃党

太子妃党是以太子妃贾氏为依托而形成的势力 ,主要成员有贾充 、荀勖 、冯紞等 ,这些人在武帝生前

已经死去 。惠帝即位后 ,太子妃贾氏升为皇后 ,皇后杨氏升为皇太后 ,杨氏之父杨骏继续当权。元康元

年(291年),贾后以惠帝名义发出诏令 ,将杨骏及其党羽全部铲除 ,又设计害死汝南王亮与楚王玮 ,自己

独操权柄 。如果当初不被立为太子妃 ,贾氏就不可能成为目前的皇后 ,更不可能掌握朝政。那么 ,贾氏

是如何成为太子妃的呢?

我们知道 ,贾后之父贾充是西晋开国功臣集团(或说近臣集团)的重要成员 。西晋初期即有民谣说:

“贾 、裴 、王 ,乱纪纲;王 、裴 、贾 ,济天下 。”[ 2](卷 40 ,贾充传)这三人即贾充 、裴秀 、王沈 ,是亡魏成晋的主要

人物 ,魏帝高贵乡公曹髦就是由贾充下令杀死的。但是 ,在西晋政权建立后 ,武帝的态度却有了变化 ,他

转而对任恺等“忠正”之士“器而昵之” ,准备遣贾充出镇关中[ 2]
(卷 45 , 任恺传)。近臣们当然不愿就此失

势 ,但又不能直接违抗武帝的诏命 ,于是想出了一个联姻的计策:要求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如此 ,

则贾充就能以联姻为借口 ,继续留在中央了。这个看似一厢情愿的要求为武帝所接受 ,泰始八年(272

年),武帝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 。

为什么武帝的态度一转再转 ,最后又回到近臣集团这边 ,并与贾氏联姻呢? 对此 ,唐人李德裕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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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氏倾夺魏国 ,初有天下 ,其将相大臣 ,非魏之旧臣 ,即其子孙。所寄心腹 ,唯贾充而已。充亦非忠于君

者 ,自以成济(杀曹髦者)之事 ,与晋室当同休戚。”
[ 3]
(卷 1 , 羊祜留贾充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 ,这个解释是

有道理的 ,但未必是武帝对贾充先赶后留的真实的 、具体的 、直接的原因。个人以为 ,理解西晋前期政

局 ,齐王攸是一个关键人物 ,许多事情都与他有关 ,武帝对贾充态度的变化也是如此 。齐王攸是武帝的

同母弟 , “才望出武帝之右” ,司马昭曾想立其为嗣 ,只是由于大臣们的普遍反对而未果 ,胡三省认为此事

“为晋武帝不能容齐王攸张本”[ 4](卷 78 , 咸熙元年条胡注)。代魏以后 ,齐王攸又“总统军事 ,抚宁内外 ,莫

不景附” [ 2](卷 38 , 齐王攸传),是皇位的潜在威胁 。而贾充的一个女儿正好嫁给了齐王攸 ,自然成为武帝

猜忌的对象 ,任恺等人排斥贾充 ,原因之一也是“以充女为齐王妃 ,惧后益盛”
[ 2]
(卷 45 ,任恺传),因此 ,武

帝在即位之初就想赶走贾充 。至于以后复纳贾充之女为太子妃 ,一方面是贾充的同党多方游说的结

果[ 2]
(卷 31 ,惠贾皇后传),另一方面应是武帝害怕贾党在失意中倒向齐王攸 ,故万般无奈之下 ,顺水推舟 ,

借联姻以拉住贾党 ,尽管对“妒而少子 ,丑而短黑”的贾氏很不满 。概言之 ,武帝与贾氏联姻的根本原因 ,

不是为了对付所谓的“魏之旧臣”及其子孙 ,而是来自家族内部的宗王 。

这样 ,经过不少波折 ,近臣集团与武帝的关系就以血缘为纽带固定下来 ,近臣集团由此转化为外戚

集团 ,即论者所说的“太子妃党” 。

但如前所述 ,在太康元年(280年)平吴后 ,武帝又转而宠任后父杨骏。杨骏出于弘农华阴 ,其先祖

“四世为三公”
[ 2]
(卷 93 , 杨文宗传),属于汉代旧族 ,但他本人官爵不显 , “素无美望”

[ 2]
(卷 40 , 杨骏传)。那

么 ,武帝为何重用杨骏呢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杨骏为皇后之父 ,较贾氏更为亲近 ,另一方面 ,则应是武

帝受到贾党的制约 ,转而寻求新的党援的结果 。这从两件事上得到明显的体现:一是废太子。太子是弱

智 ,武帝一直将信将疑 ,后来才完全明白他无力继承大统 ,于是准备废黜太子 ,但由于太子妃党的一致反

对而未果 。二是伐吴 。伐吴可能会危及太子妃党的既得利益 ,同样受到他们的阻挠 ,但武帝这次执意进

行并取得了成功 。由此可见 ,作为武帝股肱的太子妃党 ,却往往为了自身的利益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

武帝意见相左 ,不免使武帝感到碍手碍脚。而杨氏毫无朝望 ,可以对武帝言听计从 ,所以在平吴后得到

武帝的宠任。随着后党势力的形成 ,太子妃党慢慢淡出 ,但他们留下的联姻成果却对以后的政局发生了

深刻影响 。

武帝死后 ,杨骏辅政 ,但不久被贾后铲除 。贾后所以要上台 ,除了权欲之外 ,我们还可以为她找出许

多不满杨氏而要赶走她的“理由” :贾氏于泰始八年(272年)入宫 ,而杨氏于咸宁二年(276年)入宫 ,贾氏

的资历要老;贾氏大杨氏两岁 ,反而贾氏为媳 ,杨氏为婆;惠帝与杨氏同年 ,不是杨氏亲生 ,而是其堂姐所

生;贾氏之父是权势熏人的贾充 ,而杨氏之父是毫无朝望的杨骏 。但是 ,这些都不是“合法的理由” 。我

们知道 ,外戚当政的基础是姻缘关系 ,而姻缘关系是不断变化的 ,较血缘关系衰减得更快 。武帝在世时 ,

杨氏为亲 ,贾氏为疏;惠帝即位后 ,则杨氏为疏 ,贾氏为亲。换言之 ,惠帝这张虎皮的真正主人是贾后 ,而

不是杨骏 ,所以 ,杨骏自己不愿意离开 ,还得请他离开。而贾氏所以有能力赶走杨骏 ,无非是离弱智皇

帝———惠帝最近 ,有矫诏的便利;但仅有诏命还不行 ,还得有人愿意承命 ,这就是为杨骏所排斥的宗王;

而贾后居于宫内 ,宗王居于宫外 ,还得有人牵线 ,这就是出入宫廷的宦者与禁卫 。

自元康元年(291年)开始 ,贾后一共操了 10 年的权柄 。永康元年(300 年),贾后将太子司马遹害

死 ,随即被宗王废黜并杀掉。外戚与皇帝的关系 ,正如狐狸与老虎的关系 ,狐狸所以吓人 ,是因为有老虎

在后 ———外戚所以有势 ,是因为有皇帝撑腰。与杨骏一样 ,贾后能够专制天下 ,主要在于假威皇帝 ,称诏

行事 。由于惠帝是弱智 ,贾后之所假 ,其实还包括太子司马遹在类。但贾后权诈有余 ,识量不足 ,忘记了

自己的狐狸本质 。当太子年长 ,与贾后逐渐产生矛盾时 ,贾后竟将他囚禁并害死 。在宗王林立的政治环

境中 ,害死太子使贾后失去了当权的依托 ,无异于自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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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尊亲 、至亲 、疏亲上台及下台原因分析

(一)尊亲

尊亲主要指司马懿之子 ,即武帝之亲叔 ,或惠帝之亲叔祖。贾氏被杀后 ,进入单纯的宗王相争阶段 ,

首先上台的便是杀死贾后的赵王伦 。赵王伦于惠帝为叔祖 ,二人相隔 4世 ,血缘已疏 ,但因为是司马懿

之子 ,所以 ,在宗室中地位很高 ,属于尊亲一类 。为何宗王至此时才上台? 此时在世的宗室成员不少 ,为

何最先上台的是这一类成员? 这与武帝时期的用人政策有没有关系 ?

众所周知 ,司马氏对家族成员的任用始于曹魏末年 ,直接的目的当然在于巩固权位 ,为代魏奠定政

治基础 。如果从社会背景上分析 ,则通常认为是为了对抗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 5]
(第 140 页)。武帝即位

后 ,宗室成员继续受到普遍的重用 。但细绎史实 ,我们不难发现 ,武帝一直对宗王敬而远之 ,多让他们出

镇地方 ,即使他们身在中央 ,也几乎没有让他们担当过心腹之任 。究其原因 ,无非是宗王血缘太近 ,容易

对皇位构成威胁 。正因为如此 ,武帝才将外戚视为可以信赖的力量 ,他先是重用太子妃党 ,后来又宠任

姻缘更近的后族杨氏 。武帝死后 ,也由处于权力核心的杨氏 、贾氏先后执政 ,他们倒台后才轮到外围的

宗王 。

至于首先上台的是尊亲而非其他宗王 ,则既有自然的原因 ,也有人为的原因 。参《晋书》之《武帝纪》

及诸《宗王传》 ,泰始元年(265年)西晋建立时 ,以武帝为中心 ,在世的宗室有叔祖 1 人 、叔父 6人 、从伯

从叔 16人 、亲弟 4人 ,其余则为从弟从子。前面这些辈分较高或血缘较近的宗室成员共计 27人 ,全被

封王 。而武帝自己的儿子 ,当时最大的司马衷(即以后的惠帝)才 7岁 ,根本没有从政能力 。咸宁三年

(277年),有 3位皇子被任命为禁军将领 ,但其中 2位仅有 6岁 。因此 ,历武帝一朝 ,在中央居于高位的

几乎都是年长的尊亲 ,如安平王孚 、义阳王望 、汝南王亮等 ,血缘很近的至亲只有武帝的同母弟齐王攸一

人。武帝末年 ,为了巩固太子的皇位 ,又让几位年长的皇子出镇远方 。杨骏当政时 ,对宗王一概排斥 ,结

果被贾氏利用。贾氏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则采用分化的办法 ,对血缘较疏的尊亲予以重用 ,而对血缘很

近的惠帝诸弟予以压制(详见下文)。当时 ,惠帝的亲叔父已全部死去 ,亲叔祖在世的还有 3位 ,其中平

原王榦有病 ,梁王肜平庸 ,只有赵王伦长期出镇 ,颇有实力 ,性又贪婪 。永康元年(300年),贾后害死太

子 ,梁 、赵二王便不再顾忌 ,将贾氏废黜并杀掉 ,由赵王伦辅政。

宗王当政与外戚当政有本质的区别 ,外戚不过是假借虎威的狐狸 ,通常只能依仗皇帝而得势 ,要登

上皇位是很困难的 ,而宗王只要有机会 ,就很容易夺取皇位。外戚在台上 ,还可以成为皇帝与宗王之间

的缓冲 ,但贾后被废使缓冲不复存在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伦便轻而易举地篡夺了皇位 。他为惠帝

的叔祖 ,依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 ,是无论如何轮不到他来继承皇位的 。而且 ,他在位时宠任僚属 、大开封

赏 、滥杀大臣 ,朝政极其败坏 ,所以篡位不久便遭到出镇宗王的群起讨伐。

永宁元年(301年),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 、河间王颙 、常山王乂等起兵讨伦 ,伦被擒伏诛 ,齐王冏上

台辅政。为首的是齐王冏而非他人 ,也不无缘由。起兵之前 ,居于中央的宗王都遭到赵王伦的压制 ,只

有出镇的宗王有能力起兵 。出镇宗王主要有 3人:镇许昌的齐王冏 、镇邺城的成都王颖 、镇长安的河间

王颙 。其中 ,河间王颙为惠帝的从叔 ,已隔 4代 ,血缘太疏 ,不为众人所服 。成都王颖为惠帝的亲弟 ,势

力也强 ,但他出镇已有两年 ,在朝中没有影响 。齐王冏为惠帝的堂弟 ,其母又为贾后之姊 ,介于亲疏之

间;其父齐王攸生前很有威望 ,他本人也一直任职中央 ,赵王伦曾与之共废贾后 ,在中央较有影响;而且 ,

齐王冏是受到赵王伦的排挤才离开洛阳的 ,对赵王伦心存不满。所以 ,齐王冏顺其自然地充当了讨伐赵

王伦的主角 ,并在赵王伦被杀后上台辅政。

(二)至亲

至亲为武帝诸子 ,即惠帝诸弟 。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与成都王颖又起兵讨伐齐王冏 ,居于

洛阳的长沙王乂(已从常山改封长沙)顺势杀冏 ,上台执政 。二年(303年),颖 、颙复起兵伐乂 ,乂被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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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于邺城遥执朝政。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都是惠帝的亲弟 ,因为惠帝惟一的儿子司马遹已被贾后害死 ,

从血缘上说 ,这类宗王是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但也正是这个原因 ,他们一直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如前所述 ,武帝在世时 ,他们因为年龄较小 ,在政治上一直没有作为。太康十年(289年),武帝患

病 ,参《晋书》诸《纪》及《宗王传》 ,当时在世的皇子有 10 位:司马衷(31 岁)、司马柬(28岁)、司马玮(18

岁)、司马允(18 岁)、司马演 、司马遐(17 岁)、司马乂(13 岁)、司马颖(11岁)、司马晏(9 岁)、司马炽(6

岁)。同年 11月 ,改封皇子柬为秦王 、都督关中 ,玮为楚王 、都督荆州 ,允为淮南王 、都督扬江二州 , “并假

节之国 ,各统方州军事”。又立乂为长沙王 ,颖为成都王 ,晏为吴王 ,炽为豫章王 ,演为代王 。

可以看出 ,除太子以外 ,三位出镇的皇子恰恰是最年长的 ,而且出镇的地区都在镇抚吴蜀的边缘地

区 ,其他皇子虽未出镇 ,但封国也多在吴蜀。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晋书》卷 3《武帝纪》称武帝此举在于

“镇守要害 ,以强帝室” ,但同书卷 46《刘颂传》所载刘颂上书云:“封幼稚皇子于吴蜀 ,臣之愚虑 ,谓未尽

善。夫吴越剽轻 ,庸蜀险绝 ,此故变衅之所出 ,易生风尘之地 。 ……宜得壮主以镇抚之。”可见 ,以年幼皇

子镇抚吴蜀并非妥当之举 ,应该不是武帝的本来目的 。个人以为 ,由于太子是弱智 ,如果让年长皇子在

武帝死后继续留在中央 ,很容易对其皇位构成威胁 ,所以 ,武帝要让他们出镇远方。至于其他几位皇子 ,

据史书记载 ,演有病 ,遐懦弱 ,乂 、颖 、晏 、炽年幼 ,留在中央暂无大碍 。但武帝也几乎将他们全部封在吴

蜀地区(演封在北边),一旦他们长大或有变故 ,就可以让他们远远地离开洛阳。

杨骏上台后 ,对宗王一概排斥 ,结果被贾后利用 ,惠帝诸弟全被诏回
③
。随后一段时间 ,惠帝诸弟全

在洛阳 ,汝南王亮深感不安 ,建议遣诸王之国 ,楚王玮甚为愤恨 ,贾后遂利用二人的矛盾 ,将他们先后害

死。在玮被杀 3个月后 ,秦王柬莫名其妙地病死了 。长沙王乂因为与楚王玮同母 ,被贬为常山王 ,随即

就国 。淮南王允就国大约也在此时 。其后 ,成都王颖渐渐年长 ,见贾后之侄贾谧与太子下棋相争 ,厉声

呵道:“皇太子 ,国之储君 ,贾谧何得无礼 !”贾谧甚惧 ,于是进言贾后 ,让颖出镇邺城[ 2]
(卷 59 , 成都王颖传)。

赵王伦上台后 ,对惠帝诸弟尤为猜忌 ,因淮南王允有兵 ,便想夺去 ,允不胜其愤 ,称:“赵王欲破我家!”最

后兵败身死[ 2](卷 64 ,淮南王允传)。

讨伐赵王伦时 ,惠帝诸弟中只有成都王颖任邺城都督 ,实力最强 ,常山王乂则利用了国兵。赵王伦

被杀后 ,齐王冏辅政。太安元年(302年),河间王颙重新挑起事端 ,推颖为首讨伐齐王冏 ,理由是冏“窥

伺神器 ,有无君之心”[ 2]
(卷 4 , 惠帝纪)。这一点其实很难证实 ,冏所以遭到讨伐 ,血缘才是根本原因。武

帝临终前让年长皇子远离中央 ,形成疏者近而亲者远的格局 ,这本是一种平衡的策略 ,但在他们的心中 ,

想来是极不平衡的。当宗王势力居于主导地位后 ,血缘便是相争的主要依据 ,亲者总是在向权力中心靠

拢。冏居于尊 、亲之间 ,不过是一个过渡的角色。当初冏 、颖会于洛阳时 ,新野王歆曾劝冏“夺其(颖)兵

权” [ 2](卷 38 , 新野王歆传),长沙王乂则对颖说“先帝之业 ,王宜维之”[ 2](卷 59 ,长沙王乂传),便是二人相争的

兆头 。冏主政后 ,曹摅 、王豹 、孙惠 、郑方都曾上书劝冏退让 ,冏没有接受这些建议 ,不久果然遭到讨伐。

齐王冏被杀后 ,长沙王乂首先上台执政 ,至亲势力经过长久的压抑 ,终于升到权力的顶端。但长沙

王乂实力较弱 ,仅仅是因为身处洛阳才占得先利 ,成都王颖对此自然心存不满 ,于是又起兵伐乂。此后 ,

颖被立为皇太弟 ,于邺遥执朝政 ,终于如愿以偿。宗王相争的依据是血缘 ,成都王颖以至亲而辅政 ,势力

也很强大 ,应该是无人相争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三)疏亲

疏亲为宣帝诸弟之后 。永兴元年(304 年),东海王越又起兵伐颖 ,但在荡阴遭到失败 ,惠帝被送至

邺城 ,越则返回东海国。不久 ,颖为越弟新蔡王腾及王浚所破 ,奉惠帝迁至长安 ,河间王颙执政 。二年

(305年),越起兵伐颙 ,颙败 ,后被越弟南阳王模杀死。光熙元年(306 年),惠帝返回洛阳 ,不久死去 ,怀

帝即位 ,西晋进入“永嘉之乱”时期 。

东海王越与河间王颙都是惠帝之从叔 ,与惠帝已相隔 4代 ,属于疏亲一类。这类宗王中有少数人因

为辈分很高 ,如下邳王晃 、高密王泰等 ,曾在中央居于高位 。至于其他辈分较低者 ,如义阳王威 、新野王

歆 、竟陵王楙等 ,在争夺中只能依附于不同的势力 。辈分高者可以居于高位 ,但很难成为主宰 ,辈分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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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不必说。但在“八王之乱”后期 ,东海王越却不仅参与了争夺(河间王颙另论),而且逐渐居于主宰地

位。那么 ,东海王越为什么要参与 ?又为什么能参与? 这是因为: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的

冲突越来越激烈 ,已超越血缘矛盾而成为主要矛盾 。东海王越长期居于中央 ,最终成为中央势力的代

表;成都王颖长期居于地方 ,最终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 。东海王越与成都王颖之争 ,表面上是疏亲与至

亲之争 ,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之争 。

外戚在中央依附于皇权 ,所体现的是中央势力 ,而宗王历职内外 ,其僚属多出自地方 ,地方性很强。

贾氏被废以后 ,宗王居于主导地位 ,他们的僚属也随之攀升 。赵王伦曾出镇关中 ,在他当权期间 ,其僚属

孙秀等皆封大郡 , “同谋者咸超阶越次” ,文武官封侯者数千人 ,以至有“貂不足 ,狗尾续”之讥
[ 2]
(卷 59 , 赵

王伦传)。又吴人在晋朝仕进艰难 ,赵王伦却颇为照顾 ,陆机 、郗鉴 、贺循 、顾荣 、戴若思 、刁协 、应詹等皆为

其所辟 ,见《晋书》各人本传。淮南王允都督扬 、江长达 10年 ,元康九年(299年)被召还时 ,所将之“淮南

奇才剑客”也随同入朝[ 2](卷 64 ,淮南王允传)。齐王冏起兵于许昌 ,上台后也是宠任亲昵 ,以“五公”为心

膂
[ 2]
(卷 59 ,齐王冏传)。长沙王乂一直被贬在国 ,冏起兵时 ,乂率国兵应之 ,其后国兵便是他依靠的主要

力量[ 2]
(卷 59 , 长沙王乂传)。成都王颖更是如此 ,冏失败后 ,他一直于邺城悬执朝政 ,被立为皇太弟后 ,又

将乘舆服御迁于邺城 ,罢宿卫兵以属相府 ,更以王官宿卫[ 2]
(卷 59 ,成都王颖传)。

任职中央的多是势族高门 ,而宗王的僚属具有浓厚的地方 、寒庶色彩 ,自然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仇

视。随着宗王相争的发展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东海王越充当了维护中

央权益的角色。参《晋书》卷 37《高密王泰传》及卷 59《东海王越传》 ,越出于司马懿之弟司马馗一系 ,这

一系多任职中央 ,在宗室中甚有声望。越本人也“少有令名 ,谦虚持布衣之操 ,为中外所宗” ,官至司空 、

领中书监 。这种家世及个人资历 ,便成为东海王越上台的重要凭借。

河间王颙得势的原因与越有异:越居于中央 ,得到朝臣支持;颙居于方镇 ,攀附于成都王颖 。颙于元

康九年(299年)出镇关中 , “石函之制 ,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 ,颙于诸王为疏 ,特以贤举”[ 2]
(卷 59 ,河间王颙

传)。宗王相争中 ,颙虽然居于西部重镇 ,但因为血缘太疏 ,不能成为争夺的主角 ,只能随势而动 ,见机行

事:齐王冏起兵时 ,他不知所从 ,初附赵王伦 ,后闻冏 、颖兵盛 ,又回应二人;冏上台后 ,颙见颖于惠帝为

亲 ,有望登上宝座 ,自己可为宰相 ,于是推颖为首 ,先伐冏 ,后伐乂;颖失败后 ,奉惠帝迁至长安 ,颙才上台

执政 。可见 ,只是在宗王中有实力者死伤殆尽之后 ,河间王颙才有了成为主角的机会 。

四 、小　结

旧史在解释某一事件时 ,往往说“非惟天时 ,抑亦人谋也”[ 6](卷 35 , 诸葛亮传),这句话其实也适用于

“八王之乱” 。所谓“天时” ,在这里指社会背景 。我们知道 ,门阀势力的发展至迟可追溯到西汉末年至东

汉后期 ,本地大姓子孙享有优先进用的权利已被视为通例[ 7]
(第 43 页)。司马氏在代魏之前开始任用宗

室成员出镇入辅 ,就社会背景而言 ,目的应在于对付日益增长的门阀势力 。所谓“人谋” ,在这里指晋武

帝的一系列用人政策 。宗王可以巩固皇权 ,但同时也能对皇位构成威胁 ,所以 ,武帝对他们敬而远之 ,对

血缘很近的至亲尤为猜忌 。为了对付宗王 ,武帝又从近臣集团中培植了外戚势力 ,先是重用太子妃党贾

氏 ,后来又宠任更为亲近的后党杨氏。

这样 ,在晋武帝生前便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 ,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晋武帝);外戚(后

党 、太子妃党);宗王(尊亲 、至亲 、疏亲);门阀 。这个权力结构是由皇帝一手构筑的 ,同时也由皇帝来操

纵。晋武帝死后 ,即位的惠帝是弱智 ,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 ,后党 、太子妃党 、尊亲 、至亲 、疏亲

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 。整个事件之所以发生 ,追根溯源 ,都是因为皇权与门阀这一矛盾的存在 ,中间的

所谓外戚与宗王 ,都是为加强皇权而在门阀之上人为培植出来的叠加势力 ,“八王之乱”不过是这些叠加

势力的汇演。令人眼花缭乱的外戚与宗王掩盖了“八王之乱”的本质 ,待这些人死伤略尽 、尘埃落定之

后 ,门阀势力才居于主导地位 ,出现东晋的门阀专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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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　见《西晋“八王之乱”爆发原因研究述要》 ,《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 年第 5 期。福原启郎从国家私权化及士大夫舆论

的角度对“八王之乱”作了考察 ,见《八王之乱的本质》 , 《东洋史研究》第 41卷第 3号 , 昭和 57 年。

②　“至亲” 、“疏亲”的概念都见于《晋书》 。“尊亲”在《晋书》中指尊崇亲属 , 本文为表述方便 ,用作名词 ,主要指辈分及地

位较高的司马懿之子。其中 ,齐王冏为惠帝之从弟 ,论辈分和血缘都不能称尊 , 但其父为武帝之同母弟齐王攸 ,其母

为贾后之姊 ,这种身分是他得势的重要原因 ,故划入“尊亲”一类论述。

③　秦王柬 、楚王玮来朝事见《晋书》各人本传 , 淮南王允来朝事见卷 4《惠帝纪》及卷 46《刘颂传》 。诛杨骏时 , 楚王玮屯

司马门 ,下邳王晃领护军 、屯东掖门 ,东安王繇屯云龙门 、兼统诸军 ,淮南王允的国相刘颂屯卫殿中 , 诛杨骏后 ,高密

王泰领骏营 ,见《晋书》各人本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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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utline of the “War of the Eight Princes”

LU Li

(School of H umanities , H ua' nan Normal Unive rsity , Guangzhou 510631 , Guangdong , China)

　　Biography:LU Li(1969-), male , Doctor , Lecturer , School o f Humani ties , Hua' nan No rmal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the histo ry o f Wei , Jin , Southern and No rthern dynasties.

Abstract:This art icle , by analy zing the causes of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of di fferent pow er

groups that appear in the w ar of the eight princes , conside rs tha t a py ramid-shaped st ructure o f pow er

has been established before the death of Empe ro r Jinwu.Emperor is on the top of the py ramid;the

fo llow ing s are maternal relatives , impe rial princes and g reat fami lies.A fter the death of Empe ro r

Jinw u , the dif ferent pow er g roups ascend and descend one by one because the idio tic Empe ro r Hui

can' t cont rol the st ructure , the g reat families come to pow er at last.This disturbance can be

at tributed to the contradiction of empero r and g reat families.

Key words:West jin dynasty;war of the eight prince s;pow er st 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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