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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武帝诛竟陵王事与刘宋宗王镇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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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摘　要 ]宋孝武帝与竟陵王诞曾先后出镇雍州 ,与雍州地方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孝武帝依

靠雍州势力上台后 ,竟陵王无疑对孝武帝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所以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 经历此

事 ,孝武帝意识到由宗王镇边会造成尾大不掉之势 ,于是对方镇格局进行了调整。但是 ,这一措施却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边异姓势力的兴起和刘宋政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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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孝武帝刘骏为宋文帝第三子。元嘉三十年 (公

元 453年 ) ,太子刘劭弑杀文帝 ,刘骏率众入讨 ,于新

亭即皇帝位。 攻克建康后 ,刘骏诛杀二兄刘劭及刘

浚 ,随后又平定了叔父刘义宣的反叛。在两次平叛过

程中 ,其弟竟陵王刘诞都立有大功 ,但后来兄弟二人

矛盾激化 ,以至兵戎相见。 《宋书》卷 6《孝武帝纪》

载:

(大明三年 )秋七月己巳 ,克广陵城 ,斩

诞。悉诛城内男丁 ,以女口为军赏。是日解

严。辛未 ,大赦天下。 尚方长徒、奚官奴婢

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顺孙、义夫、节妇 ,赐

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贫之家 ,与近行顿所

由 ,并蠲租一年。

在刘宋骨肉相图的事例中 ,至于屠城的只有这样一

例。又孝武帝屠城之后 ,还大赦天下 ,普赐粟帛 ,以为

庆事。 孝武帝残酷若此 ,庆幸若此 ,原因何在呢? 同

书卷 79《竟陵王诞传》载: “初讨元凶 ,与上同举兵 ,

有奔牛之捷 ,至是 (讨义宣 )又有殊勋 ,上性多猜 ,颇

相疑惮。而诞造立第舍 ,穷极工巧 ,园池之美 ,冠于一

时。多聚才力之士 ,实之第内 ,精甲利器 ,莫非上品 ,

上意愈不平。……诞既见猜 ,亦潜为之备 ,至广陵 ,因

索虏寇边 ,修治城隍 ,聚粮治仗。嫌隙既著 ,道路常云

诞反。”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但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

快 ,似乎还有一个不得不然的背景。

刘裕在北伐过程中 ,曾任命诸子守卫边镇 ,最早

的一次是义熙十三年 (公元 417年 )正月留第三子刘

义隆镇守彭城 ,当时刘裕准备西伐姚秦。刘裕攻克长

安后东还 ,又留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 ,后义真杀死长

史王修 ,以致“人情离骇 ,无相统一” [1 ]
(卷 61,刘义真

传 ) ,晋军大败而还。这种事情显然不能重演 ,故刘裕

临终时 ,没有一个宗王被安置在沿边地区。刘裕的这

种布置既是为了诸王的安全考虑 ,更是为了达到以

中制外的目的。

文帝时期 ,则常常任命宗王坐守边镇。元嘉七年

(公元 430年 ) ,到彦之北伐 ,文帝命南兖州刺史刘义

欣进镇彭城 ,以为“众军声援” [1 ]
(卷 51,刘义欣传 )。刘

义欣寻迁镇寿阳 ,直至元嘉十六年 (公元 439年 )病

死方罢 ,历时 10年。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45年 ) ,文

帝“方事外略” [1 ]
(卷 72,刘铄传 ) ,便以刘骏为雍州刺

史 ,镇襄阳 ;罢南豫州并豫州 ,以刘铄为刺史 ,镇寿

阳 ;以刘义季为徐州刺史 ,镇彭城。 随后这沿边 3镇

多任命皇子守卫 ,襄阳继刘骏之后有刘诞 ;寿阳一直

由刘铄镇守 ,至元嘉三十年 (公元 453年 )方罢 ;彭城

继刘义季之后先后由刘义宾、刘骏居之。另元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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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 (公元 451年 ) ,刘义恭领南兖州刺史 ,镇盱眙 ,

文帝“以兖土凋荒 ,罢南兖并南徐州 ,当别置淮南都

督住盱眙 ,开创屯田 ,应接远近 ,欲以授铄” [1 ] (卷 72,

刘铄传 ) ,后未实行 ,刘铄归戍石头城。

可见 ,自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45年 )以后 ,文帝

对北伐的经营主要集中于彭城、寿阳、襄阳 3个沿边

重镇。 镇守者并非捍边大将 ,而是宗室子弟 ,且以皇

子居多。但仅仅刘义欣、刘诞稍有政绩 ,其余诸人则

多无功勋可言。如元嘉二十三年 (公元 446年 ) ,魏军

南下 ,北境扰动 ,时刘义季镇彭城 ,“惩义康祸难 ,不

欲以功勤自业 ,无它经略 ,唯饮酒而已” [1 ]
(卷 61,刘义

季传 ) ; 元嘉二十七年 (公元 450年 ) ,刘义恭总统群

帅 ,出镇彭城 ,时魏军退走 ,自彭城北过 ,义恭“震惧

不敢追” [1 ]
(卷 61,刘义恭传 ) ,且欲弃城逃走。 尽管如

此 ,宗王镇边可以避免兵权旁落甚至政权易手 ,故文

帝北伐虽屡遭失败 ,而宗王镇边却久久不废。这一举

措固然消除了来自异姓的威胁 ,但为宗王的内部相

争埋下了隐患。

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45年 ) ,刘骏徙都督雍梁

南北秦 4州及荆州之 6郡诸军事、宁蛮校尉、雍州刺

史。史言“自晋氏江左以来 ,襄阳未有皇子重镇 ,时太

祖欲经略关、河 ,故有此授”
[1 ]

(卷 6,孝武帝纪 )。元嘉

二十六年 (公元 449年 ) ,又以刘诞为都督雍梁南北

秦 4州及荆州之 2郡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时

“上欲大举北讨 ,以襄阳外接关、河 ,欲广其资力 ,乃

罢江州军府 ,文武悉配雍州 ,湘州入台税租杂物 ,悉

给襄阳”
[1 ]

(卷 79,刘诞传 )。 如前所述 ,文帝经营北伐

集中在徐豫与襄宛两线。徐州的彭城与豫州的寿阳

长期以来即是南北攻守的重镇 ,而襄宛地区的居重

则是元嘉后期的事。襄宛成为此伐的重要基地 ,既与

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 ,又与其地方势力的发

展息息相关。 史言旧宛“比接二关 ,咫尺崤、陕 ,盖襄

阳之北捍 ,且表里强蛮 ,盘带疆埸”
[1 ]

(卷 100,自序 )。

襄阳“疆蛮带沔 ,阻以重山 ,北接宛、洛 ,平途直至 ,跨

对樊、沔 ,为鄢郢北门” [2 ]
(卷 15,州郡志· 雍州 )。 江陵

“去襄阳步道五百 ,势同唇齿 ,无襄阳则江陵受敌 ,不

立故也” [2 ] (卷 15,州郡志· 荆州 )。 自晋末以来 ,“胡亡

氐乱 ,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1 ] (卷 37,州郡志· 雍州

刺史 ) ,这一带成为流民聚居地之一。东晋末年至刘

宋前期 ,随关中地区得而复失 ,“三辅流民出襄阳” [ 1]

(卷 37,州郡志· 冯翊太守 ) ,其地方势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
[3 ]

(第 36- 49页 )。襄阳地方势力的兴起为文帝经营

北伐提供了社会基础 ;文帝以皇子出镇襄阳则反过

来加强了襄宛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刘骏于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45年 )出镇襄阳 ,

至二十五年 (公元 448年 )为萧思话取代 ,历时 3年。

刘诞于元嘉二十六年 (公元 449年 )出镇襄阳 ,至元

嘉二十八年 (公元 451年 )的臧质取代 ,历时 2年。 2

人在襄阳的主要活动是讨蛮与北伐 ,由于这些军事

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雍州地方势力 ,所以 2人

的出镇经历总是与雍州地方势力联系在一起。许多

发迹于雍州的重要将领曾先后受 2人指挥 ,有些人

虽非雍州本地人 ,却与雍州地方势力密切相关 ,也曾

先后隶于 2人。 现钩稽史料 ,将这些人列举如下:

(一 )沈庆之。《宋书》卷 77《沈庆之传》: “吴兴武

康人也 ,……迁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军 ,领南东平

太守 ,又为世祖抚军中兵参军。世祖以本号为雍州 ,

随府西上。……还京师 ,复为广陵王诞北中郎中兵参

军 ,加建威将军、南济阴太守。雍州蛮又为寇 ,庆之以

将军、太守复与随王诞入沔。 ……二十七年 ,迁太子

步兵校尉。…… (二十九年 )亡命司马黑石、庐江叛吏

夏侯方进在西阳五水 ,诳动群蛮 ,……十月 ,遣庆之

督诸将讨之 ,诏豫、荆、雍并遣军 ,受庆之节度。三十

年正月 ,世祖出次五洲 ,总统群帅 ,庆之从巴水出至

五洲 ,谘受军略。”按刘诞于元嘉二十一年 (公元 444

年 )二月为北中郎将、南兖州刺史 ,镇广陵 ,则是月沈

庆之始为刘诞中兵参军 。刘骏于是年七月进号抚军

将军 ,则是月沈庆之迁刘骏中兵参军 ,时刘骏为南豫

州刺史 ,镇石头。 刘骏于元嘉二十二年 (公元 445

年 )为雍州刺史 ,镇襄阳 ,则是年沈庆之随府西上。沈

庆之还为刘诞中兵参军的时间不明 ,然沈庆之领南

济阴太守 ,南济阴属南徐州 ,时刘诞为南徐州刺史 ,

时间是元嘉二十一年 (公元 444年 )至元嘉二十六年

(公元 449年 )。庆之复随诞镇襄阳 ,时间是元嘉二十

六年。元嘉二十七年 (公元 450年 )沈庆之又还为太

子步兵校尉。元嘉三十年 (公元 453年 )正月 ,刘骏出

次五洲 ,沈庆之复受刘骏统领。则自元嘉二十一年

(公元 444年 )至三十年 (公元 453年 )间 ,沈庆之两

次隶属于刘诞 ,又两次隶属于刘骏 ,且先后随同 2人

出镇襄阳 ,刘骏入讨刘劭时则为刘骏司马。

(二 )柳元景。《宋书》卷 77《柳元景传》: “河东解

人也。曾祖卓 ,自本郡迁于襄阳 ,……世祖西镇襄阳 ,

义恭以元景为将帅 ,即以为广威将军、随郡太守。

……随王诞镇襄阳 ,为后军中兵参军。……臧质为雍

州 ,除元景为冠军司马、襄阳太守。 ……又使率所领

进西阳 ,会伐五水蛮。世祖入讨元凶 ,以为谘议参军 ,

领中兵 ,……配万人为前锋 ,宗悫、薛安都等十三军

皆隶焉。”可知柳元景自刘骏西镇襄阳后即为其部

下 ,刘诞代刘骏后则随刘诞讨蛮、北伐。 刘骏入讨刘

劭时复随刘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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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宗悫。 《宋书》卷 76《宗悫传》: “南阳人也。

……随 (江夏王义恭 )镇广陵。……元嘉二十二年 ,伐

林邑 ,悫自奋请行 ,义恭举悫有胆勇 ,乃除振武将军。

……后为随郡太守 ,雍州蛮屡为寇 ,建威将军沈庆之

率悫及柳元景等诸将 ,分道攻之 ,群蛮大溃。 ……三

十年 ,孝武伐元凶 ,以悫为南中郎谘议参军 ,领中

兵。”据同书卷 97《夷蛮传》 ,克林邑在元嘉二十三年

(公元 446年 )五月 ,宗悫当在此后不久为随郡太守 ,

时刘骏镇襄阳。后刘诞代刘骏 ,则随刘诞。刘骏入讨

刘劭时复随刘骏。

(四 )薛安都。《宋书》卷 88《薛安都传》: “河东汾

阳人也。 …… (元嘉二十一年 )安都与宗人薛永宗起

义……归国。 ……世祖镇襄阳 ,板为扬武将军、北弘

农太守。虏渐强盛 ,安都乃归襄阳。 ……二十七年 ,

随王诞板安都为建武将军 ,随柳元景向关、陕 ,率步

骑居前 ,所向克捷 ,……二十九年 ,除始兴王浚征北

行参军 ,加建武将军。 鲁爽向虎牢 ,安都复随元景北

出 ,……仍伐西阳五水蛮。世祖伐逆 ,转参军事 ,加宁

朔将军 ,领马军。”

(五 )宗越。 《宋书》卷 83《宗越传》: “南阳叶人

也 ,……世祖镇襄阳 ,以为扬武将军 ,领台队。 ……

(元嘉 )二十七年 ,随柳元景北伐 ,领马幢 ,……还补

后军参军督护 ,随王诞戏之曰: `汝何人 ,遂得我府四

字。’ 越答曰: `佛狸未死 ,不忧不得谘议参军。’诞大

笑。随元景伐西阳蛮 ,因值建义 ,转南中郎长兼行参

军 ,新亭有战功。”

(六 )谭金。 《宋书》卷 83《谭金传》: “荒中伧人

也。 ……及安都归国 ,金常随征讨。”

(七 )武念。 《宋书》卷 83《武念传》: “新野人也。

……世祖临雍州 ,念领队奉迎。……擢为参军督护。”

以上所举仅为事迹显明者 ,事实上 ,曾同隶 2人

的当不止这些。据《宋书》卷 77《沈庆之传》 ,刘诞讨

蛮时 ,有“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悫、振威将军

刘 、司空参军鲁尚期、安北参军顾彬、马文恭、左军

中兵参军萧景嗣、前青州别驾崔目连、安蛮参军刘雍

之、奋威将军王景式等”。又卷 77《柳元景传》: “二十

七年八月 ,诞遣振威将军尹显祖出赀谷 ,奋武将军鲁

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入卢氏 ,广

威将军田义仁入鲁阳 ,加元景建威将军 ,总统群帅。”

其中许多人可能以前就是刘骏的部下。

共同的地方势力背景为以后孝武帝诛竟陵王定

下了基调 ,但矛盾的产生还与某些契机有关。元嘉二

十八年 (公元 451年 )臧质代刘诞镇襄阳 ,刘诞还都 ,

寻除广州刺史 ,当镇始兴 ,未行 ,二十九年 (公元 452

年 )改授会稽太守。刘骏于二十八 (公元 451年 )年迁

江州刺史 ,二十九年 (公元 452年 )因缘江蛮为寇 ,文

帝遣沈庆之等伐之 ,又诏豫、荆、雍并遣军 ,并受沈庆

之节度 ,刘骏则为众军总统 ,于是以上所举将领几乎

全部集于刘骏麾下。元嘉三十年 (公元 453年 )正月 ,

刘骏出次五洲 ,会刘劭弑逆 ,刘骏遂率众入讨 ,于新

亭即皇帝位。刘诞则于会稽举兵 ,败刘劭于奔牛。事

平之后 ,孝武帝初欲以刘诞代叔父刘义宣镇江陵 ,时

矛盾还没有显露。后刘义宣不肯就征 ,于是改刘诞为

扬州刺史。 2人既同居建康 ,矛盾的激化遂不可避免

了 ,其导火线则是孝建元年 (公元 454年 )的荆、江反

叛。

据《宋书》卷 79《竟陵王诞传》 ,“义宣举兵反 ,有

荆、江、兖、豫四州之力 ,势震天下。上即位日浅 ,朝野

大惧 ,上欲奉乘舆法物 ,以迎义宣 ,诞固执不可 ,然后

处分。帝加诞节 ,仗士五十人 ,出入六门。上流平定 ,

诞之力也”。孝武帝得以平定荆、江反叛 ,所借助的仍

是雍州势力 ,而刘诞也曾居襄阳 ,故“诞之力”除了在

是否投降刘义宣上“固执不可”外 ,可能还有平叛过

程中的具体指挥 ,这对孝武帝无疑是潜在的威胁 ,所

谓“上性多猜 ,颇相疑惮” ,也当包括这一层。 虽然入

讨刘劭时 ,雍州重将多集于孝武帝左右 ,而且孝武帝

得即皇位 ,优势在孝武帝一边 ,但刘诞两次平叛都立

有大功 ,居扬州时又“多聚才力之士 ,实之第内 ,精甲

利器 ,莫非上品” ,“上意”自然“不平”。 若有意外 ,刘

诞也不是不可以重演孝武帝借方镇之力上台的故

事。 故平叛不久 ,孝武帝即令刘诞出镇京口。 又“以

京口去都密迩 ,犹疑之” ,迁之于广陵 ,并违背武帝遗

诏 ,以刘延孙“据京口以防诞”
[1 ]

(卷 78,刘延孙传 )。但

仍觉不快 ,必欲除之 ,于是令垣阆偷袭广陵。 事既不

成 ,遂令沈庆之公开讨伐刘诞。

在讨伐过程中 ,可以清楚地看到孝武帝、刘诞、

雍州将领三者之间的关系。孝武帝只能依靠雍州将

领 ,而这些人曾为刘诞部下 ,孝武帝又不能完全放

心 ,于是“每玺书催督之 (沈庆之 ) ,前后相继。 及晴 ,

再怒 ,使太史择发日 ,将自济江”
[1 ]

(卷 79,竟陵王诞

传 ) ,并“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庆之官以激之 ,诏无

所问” [1 ] (卷 77,沈庆之传 )。刘诞对故将则犹抱希望。沈

庆之方至欧阳 ,诞即“遣客庆之宗人沈道愍赍书说庆

之 ,饷以玉环刀”。及沈庆之围广陵 ,“诞饷庆之食 ,提

挈者百余人” [1 ]
(卷 77,沈庆之传 )。又诳其众云“宗悫助

我” [ 1] (卷 76,宗悫传 )。 而雍州将领无不效忠孝武 ,几

至刻意的地步。如沈庆之 ,“诞于城上授函表 ,倩庆之

为送”
[1 ]

(卷 77,沈庆之传 ) ,为沈庆之所拒。胡三省认为

“诞之为此 ,以帝猜忍 ,欲以间庆之也。 庆之峻绝之 ,

盖亦自为谋耳” [ 4 ] (卷 129,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四月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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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得其实。又如宗悫 ,“悫表求赴讨 ,乘驿诣都 ,面受

节度 ,上停舆慰勉 ,悫耸跃数十 ,左右顾　 ,上壮之。

……及悫至 ,跃马绕城呼曰: `我 ,宗悫也’ ” [1 ] (卷 76,

宗悫传 )。又如宗越 ,“及城陷 ,世祖使悉杀城内男丁 ,

越受旨行诛 ,躬临其事 ,莫不先加捶挞 ,或有鞭其面

者 ,欣欣然若有所得 ,所杀凡数千人” [1 ]
(卷 83,宗越

传 )。 广陵本来残破 ,但被围 3个月后方陷 ,究其原

因 ,除史书所云“时夏雨 ,不得攻城” [1 ]
(卷 77,沈庆之

传 ) ,及刘诞“在一定程度上得人心支持”外 [ 5 ]
(第 201

页 ) ,恐怕与沈庆之的犹豫顾望也有很大关系。

正因为竟陵王与孝武帝有着共同的雍州地方势

力背景 ,对孝武帝的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所以 ,

孝武帝必欲诛之而后快。这里自然有不乏巧合的因

素 ,但究其根源 ,却正体现了宗王镇边的后果。 此前

刘铄被杀 ,固然是因为他“素不推事世祖 ,又为元凶

所任” [1 ]
(卷 72,刘铄传 ) ,但更重要的 ,恐怕在于他也

是长期镇边的宗王之一 ,有比较强大的势力。而刘宏

“徘徊天人 ,优游经艺”
[6 ]

(卷 48,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

志 ) ,则备受孝武帝喜爱。陷广陵后 ,孝武帝显然汲取

了教训 ,大明五年 (公元 461年 )刘义恭上表陈限制

宗王之法 ,第一条就是“诸王贵重 ,不应居边 ,至于华

州优地 ,时可暂出”
[1 ]

(卷 61,刘义恭传 )。刘宋后期 ,宗

王镇边的事例已经很少 ,即或有之 ,任期也极为短

暂
[7 ]
。如刘昶镇彭城才 1年零 3个月即被逐奔魏 ,刘

休若镇襄阳不到 2年即迁至湘州。 但孝武帝的诛杀

和对方镇格局的调整虽可减少来自宗室内部的威

胁 ,却导致了居边异姓势力的兴起 ,后萧道成能起于

淮阴并取代刘宋 ,就是孝武帝以来限制宗王镇边的

直接后果。所以王夫之认为刘宋灭亡 ,“不可谓非孝

武之师先也” [ 8]
(卷 15,第 116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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