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一級 

歷史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 

課題三：魏晉南北朝的社會文化發展 

第一章：士族的生活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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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族的形成 

1.1 社會因素 

- 西漢漢武帝獨尊儒術後，通曉儒家經典的士人可出任官員，形成士人政府。 

- 因印刷術未發明，典籍未能普及，士人對經學的知識成為家學。 

- 通經名儒之子弟因有較佳學習環境，故能累世以經學聞名。 

- 東漢後期出現憑藉家傳經學，得以長期出任公卿的家族，稱為士族。 

- 這些士族又可憑藉政治優勢，發展經濟力量，形成田連阡陌的大地主。 

 

1.2 政治因素 

- 魏文帝曹丕以九品中正制為選拔官員標準。 

- 九品中正制是以家世、品德、才能等來評定人才高低，政府此為錄用及升降標準。 

- 負責品評的中正官，多為士族出身，評定人才時只考慮家世。 

-九品中正制保障了士族壟斷高位的特權，出現「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現象。 

- 曹魏後期，門閥政治逐漸形成。 

- 司馬氏是士族出身，建立了西晉後，頒佈了佔田制及蔭戶制，士族按官品高低可佔田多少及其一定數量親屬、佃客、蔭付者免

除稅役。 

 

 

 

 

 

 

 

 

 

 



二、門閥政治 

- 琅邪王氏的王導為南渡士族領袖，又安撫江南士族，東晉政權得以建立及鞏固。 

- 晉元帝以王導為丞相，王敦都督諸州軍事，並選任南渡士族百餘人為官。 

- 王導一家權勢最盛，時人稱「王與馬，共天下」。 

- 東晉一代，強勢士族輪流當權，王氏被削弱後，庾氏、桓氏、謝氏先後繼起。 

- 士族出掌政府要職，把持政治，史稱「門閥政治」。 

 

 



三、生活面貌 

3.1 南方士族 

- 曹魏及兩晉時期，士族因主持朝政，仍標榜儒學，以維持家世。 

- 東晉時期，士族中出現過不少傑出人才，如王導、謝安、桓溫等。 

- 南朝時期，開國君主多出身寒門，得位後亦多用寒門出掌機要職務，但士族因社會及經濟地位佔優，仍坐享高位。 

- 南朝時期，士族崇尚清談，不重實務，生活奢靡，見識淺薄。 

3.1.1 雅好玄學，崇尚清談 

- 多用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義，摒棄世務，專談玄理。 

- 以主客問難方式進行清談，麈尾成為清談必備的道具，各舞麈尾以助詞鋒。 

 

3.1.2 強調士庶區隔 

- 車服異制，不能同坐交往；婚姻的對象更是嚴格限定。 

- 士庶彼此不能通婚，否則將成為門閥之玷，甚至被降職、治罪或禁錮終身。 

 

3.1.3 養尊處優，喪失應世能力 

- 生活極端奢靡腐化，西晉丞相何曾「日食萬錢」；其子何劭也「一日之供，以錢二萬」。 

- 士族子弟對於鳥獸豢養、博戲、鬥戲、弈棋、音樂一類的娛樂，甚為喜好 

- 例如梁朝建康令王復，從未見過馬，一次見到馬嘶跳，誤認為老虎。 

- 顏之推批評他們五穀不分，何時播種何時收成，全都懵然不知。 

 

3.1.4 追求生活品味 

- 藉文藝創作以展現個人才華，注意形式美的文學，純文學出現，例如謝靈運的山水詩，沈約的聲韻學。 

- 南朝士族特重儀容，著大袖寬衫，綸巾著屐，更特別講究「燻衣剃面，傅粉施朱」。 

 

 

 



3.2 北方士族 

- 處異族統治下，必須廣納、吸收各種力量以壯大實力，故透過婚姻、仕宦的途徑，互相合作。 

- 對同族常抱憐恤救濟的溫情，家族組織易趨於團結，傾向「大家族制」，較重視家族倫理。 

- 重視經術，希望透過政治參與，改變胡族政權，延續中原文化於不墜，並有勉力功業，提高自身政治地位，擴大政治勢力的目

的。 

- 在日常生活方面，因處境較為艱困，故風氣較南朝士族為儉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