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 

課題二：北方政局與江南地區的開發 

第二章：江南地區的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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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江南地區背景 

- 上古時期，長江流域屬於熱帶雨林氣候。 

- 古籍描述為瘴漫之地，象、犀牛等熱帶動物棲息其中。 

- 春秋戰國時期，楚、吳、越三國利用水利工程，改造環境以適合農業發展。 

- 東漢開始，進入小冰河時期，氣溫下降，原本是熱帶的地區變成亞熱帶或溫帶氣候。 

- 江東、巴蜀地區因而得到一定的經營，但北方地區經濟的發展仍然是全國的重心。 

 

 

 

 

 

 

 

 

 

 

 

 

 

 

 

 

 

 

 

 



三千年中國氣溫變化 

 
 



二、人口南遷 

- 魏晉南北朝時期，旱霜連年，農業大受打擊，加上朝廷腐敗，缺乏救濟，形成流民四竄。 

- 此時期亦因北方戰亂頻頻，大量人民為求避禍，而逃離戰爭地區。 

- 人口大量南遷，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 

 
2.1 州牧混戰 

- 東漢黃巾之亂爆發，地方州牧賦予更大權力去平亂，平亂之後，各州牧為爭奪地盤而火併。 

- 南方地區相對戰事較少，人們為求遠離戰禍，開始南遷。 

- 北方人民分別向蜀地、荊南及江東地區南遷，當中以江東佔多。 

 
2.2 五胡亂華 

- 西晉雖一度統一天下，但不久發生八王之亂，社會不穩。 

- 永嘉之亂發生後，五胡紛紛起兵互相攻伐，中原再度陷入混亂。 

- 北方進入五胡十六國時期，戰亂不斷。 

- 司馬氏在南方建立東晉政權，政局相對穩定。 

 
2.3 衣冠南渡 

- 琅邪王司馬睿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導支持下，於建康建立東晉政權。 

- 王氏一面聯絡原有江東大族共同擁戴東晉政權，一面安置南來士族。 

- 在東漢末所形成的世家士族率其宗族、賓客、部曲大規模南渡江南。 

- 東晉於江南地區設立僑州、僑郡，安置北來士族及人民。 

- 人口不斷南遷，江東地區無法容納，開始向更南的閩、粵遷徙。 

- 這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史稱「衣冠南渡」。 

 

 

 



【F1P3T2_兩晉時期民族遷徙】 

 
 



三、對江南發展影響 

- 大量北方人口的南遷，充實了江南地區的勞動力。 

- 人口的湧入催生開墾荒田和改良種植環境。 

- 他們帶來北方的先進生產技術。 

- 南方少數民族於漢族融合，加速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 長江中下游一帶（太湖流域、鄱陽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迅速發展。 

- 現今福建、廣東和廣西一帶，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開發。 

- 人口南遷也帶來手工業技術，如紡織、冶煉等。 

- 因先進技術南傳，手工業產品改良，促進商品經濟發展。 

- 為日後中國經濟重心南移開其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