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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

内容概要

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开篇“话说天下大势”，将西周末期至三国时代的历史概括为“分久必合，合
久必分”，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中国历史的“大势”。尽管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
势，但分裂也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相当长的时期。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
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的时间。”中国历史
上的“分裂”无疑是值得关注与研究的。
　　论文中的一些思想、观点曾引起海内外的学界的微微关注，受益于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
所优良的教学之风。研究所的先生们学术研究注重创新，教学注重奖掖后进，民谓“老师做的学生不
做，学生做的老师不做”，这才有学生的思想、观点在不长的时期内即在学术界有了一定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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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间地带第一节　南北分裂、对峙形势与“中间地带”的界定第二节
　地理因素与中间地带第二章　三国时期的中间地带之争第一节　蜀魏战争中的汉中和陇右第二节　
魏蜀东三郡之争第三节　吴魏战争中的江淮、江汉和荆州第三章　中间地带与东晋守国第一节　东晋
守国的形势与战略第二节　淝水之战所见东晋中间地带战略第四章　南北朝中间地带的争夺－－以宋
魏淮北争为中心第一节　泰始之乱前的魏宋淮北之争第二节　宋失淮北－－以薛安都降魏为中心第三
节　北魏对淮北的经营第四节　刘宋失淮北与南北朝政治、军事形势第五节　附论一：南朝武力内耗
与中间地带的消失第六节　附论二：南朝时期中间地带人口之争第五章　荆襄地区与南北政局第一节
　荆扬之争、荆雍之急与中间地带第二节　齐、梁时期南北政权对雍州的争夺第三节　后梁政权与南
北朝晚期政局第六章　仇池立国与中间地带第一节　地理因素与仇池立国基础第二节　南北争夺形势
与仇池外交第三节　仇池政局与立国精神第四节　仇池立国的军事战略第七章　三国时期中间地带少
数民族之争第一节　魏蜀争夺氏、羌第二节　魏吴争夺祖中夷（蛮）第三节　吴、蜀、魏（晋）争夺
武陵、建平与宜都蛮第八章　南北朝时期的蛮族与中间地带的争夺第一节　北附蛮人与中间地带的争
夺第二节　南朝蛮人与中间地带的争夺第九章　中间地带的经济考察第一节　中间地带的农业经营第
二节　南北经济交流与中间地带结语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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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

精彩短评

1、博士生的毕业论文，果然⋯不说啥了，看了起码让自己增加点拼指标性论文的能力。
2、大三下，泛泛通读。多为史料和前人研究的综述，鲜有作者本人的创见。文字一般。似乎“中间
地带”这个课题大有搞头。。。
3、算有创见吧，但是分析尚浅，尤其是关于中间地带蛮族问题上的分析，尚待加深。此块尚大有可
为。
4、这样的书，不能说读过就如何了，此为资料，必要时随时可查。此书对南北对立时代那些为双方
反复争夺的中间地带有较好的梳理，喜欢六朝史的人，可以看看。
5、说到地域和地缘问题又想起这本书。应该说它总体上没给我特别惊艳的印象，然而在这个问题上
有成套梳理，确实开了个很不错的头。中间地带比所谓的“典型文化”地区有深挖空间，原因是他们
到底怎么两边甚至多边吃素材（⋯⋯）把自己养胖，是个按说很有能动性的过程。
6、1、中间地带的定义和重点。2、薛安都降魏失淮北为南北对峙转向南降北升的转折点。3、南北对
青齐豪族的招纳和人口土断等政策。4、荆襄地区。5、仇池在南北的依违关系。6、南北贸易尤其是“
边将互市贸易”的史料总结。
7、应该说如此概念很有思考价值，如果用政治地理的角度看或许有帮助。但是作者自己都没有一个
清楚的认识，所谓“中间”并没有显得那么中间，“必争之地”似乎更贴切，书中提到的真正算得上
中间的可能只有仇池国。
8、11.09.24 专一政治一个方面，已经很不错了，相当扎实，批评作者没有面面俱到让人难以接受，你
指望这个主题还能写成什么样子呢？当然，还有很多话没有说透。我希望这书总不至于是给读史不精
的人用来长见识用的吧，可以丰富理论架构的史事还有很多。ps:南北朝仅仅是政治上的地缘关系就值
得好好研究，很多关键的地方应该实地去看看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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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

精彩书评

1、1.书名叫做“中间地带研究”。本来我是希望从里面看到具体讨论这些地方政治和社会变迁的，不
料想通篇只是说中间地带很重要，梳理了一下各个政权对这些地方的经营和争夺。具体分析远不如田
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里面涉及到的一点。仇池国是写得多，因为有专书在前面。2.资料来源
，除了正史就是几位前贤的著作。本来引用没什么不好，可说不出自己的创见，就白白浪费纸墨了。
田先生的不少话，都被拿来复述过了。3.还是很希望有真正做这方面的书来给我看。比如专门分析一
下流民的组织，或者研究一下晚渡士人的态度。我还是继续看周一良先生的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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