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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讲义》内容介绍：公元184年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
地方割据势力增长，为封建割据创造了条件。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而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也不可能消除封建割据的因
素，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割据的因素就有可能发展起来，形成公开的封建割据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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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他们把兵力集中在扩大自己的势力和继续镇压各地分散的人民起义方面。
　　董卓到了长安后，在一场政变中被杀。
但是董卓尽管死了，他手下的将领仍旧继续占据关中，自相残杀。
关中地区在这些凉州军的统治下遭到极为严重的破坏，死亡人口不计其数，土地荒芜，据说仅仅几年
的时间，就搞得路上见不到人，呈现一片荒凉景象。
西汉、东汉的两个首都（长安和洛阳）就这样在统治者的厮杀下遭到了破坏。
而其他地方军解散回去以后，也同样互相兼并，大肆屠杀抢掠，形成了一个混战的局面，使生产陷入
停顿。
　　董卓之乱以后（说得早一些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以后），社会经济遭到最严重的破坏，人口大量减
少。
举个例子来说，颍川郡是东汉时期人口最多的地方，其中的鄢陵县原有五、六万户，经过镇压黄巾起
义以及后来的混战以后，只剩下几百户了。
当时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大幅度下降，生产萎缩，出现了大量的荒地。
在这种情况下，粮食问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当时不仅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就是那些靠劫掠为生的军人也没有东西可劫掠的了。
所以，袁绍虽占领了河北的大片土地，而他的军队只能靠吃桑葚来维持；袁绍的兄弟袁术占领淮南，
其军队也只能靠吃蚌蛤来维持。
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陷于停顿。
第二个问题是人口大量减少。
当时政府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大量减少，与东汉时期比较，减少了六分之五。
这减少的六分之五的人并不是都死亡了。
当时死亡的人确实不少，但更多的人则是变成了地主豪强的依附者，即所谓的宾客、部曲。
因为当时处在混战的形势下，人民无法从事生产，而要坚持生产，便不得不依靠地主豪强的军事保护
。
　　我们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人民起义虽然处于低潮阶段（从黄巾军的主力被镇压以后，人民起义
便处于低潮阶段），但人民的斗争并没有停止。
当时河北黑山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活跃在河北一带，直到曹操占领冀州以后才解散；江苏和山东之
间的青徐黄巾，也发展到几十万人，后为曹操所败，其中大多数被曹操收编为自己的军队。
人民起义除这两支比较大的力量以外，用黄巾名义分散的义军不仅在北方，而且在长江流域，从四川
一直沿江东下，到处都是。
这些分散的起义军，从公元184年到204年一直坚持斗争，虽然分别为当地的统治者所镇压，但也教训
了那些割据的“群雄”，迫使他们认识到：单靠镇压是不行的，必须另外考虑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办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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