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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笔者近年来研习魏晋十六国河西历史的心得，最初的考虑还包括南北朝河西历史，但在准
备之时感觉一来资料有限，二来前辈学者已有较多的论述，自己把握不好，因此最终只涉及魏晋十六
国河西历史。
将书名定为《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主要是因为本书只是我的雕虫之作，许多论点还需以后进一步
充实的缘故。
由于书中对相关内容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故不再重复，这里就想对十六国时期五凉政权的兴衰与“基
本经济区”理论结合起来，略作补充。
　　“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冀朝鼎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
的发展》一书中提出的。
冀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
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
是在牺牲其他地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
。
”此后，许多学者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如邹逸麟先生也指出：“我国封建社会里，每个王朝要站住脚，必须有一个基本经济区以支持此政权
。
它们对这一基本经济区的农田水利十分重视。
秦汉建都关中，建有郑国渠、白渠。
汉唐时期是黄河下游平原，大型水利工程多建于此。
两宋以后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王朝的基本经济区，东南水利占全国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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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魏晋十六国时期，各政权各民族间相互攻伐，战乱不息。
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前凉、前秦、后凉、后秦、南凉、西凉、北凉等多个政
权的统治。
本书在爬树整理古代书籍、近现代国学大师研究成果和简牍学、敦煌学资料的基础上，将历史上河西
走廊这一特殊的地理界域作为一个“经济区”整体来研究，向广大读者展示了在魏晋十六国这一纷乱
背景下河西地区的政权更迭、郡守人选、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人口移动、学术变迁等情况。
本书是一部值得仔细研读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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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汉魏之际河西局势　　前已述及，汉末长时间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凉州民变给河西社会带
来了严重的影响。
在东汉朝廷一直颇具市场的“弃凉”之议不绝于耳，直到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六月，东汉“
分凉州河西四郡为雍州”。
《后汉书·孝献帝纪》注日：“谓金城、酒泉、敦煌、张掖。
” 可知此时河西四郡已为东汉朝廷势力所不及，另置雍州，则是加强对河西的控制。
又据《三国志》卷18《庞洧传》注引《典略》：　　张猛字叔威，本敦煌人也⋯⋯建安初，猛仕郡为
功曹，是时河西四郡以去凉州治远（按，时凉州治冀县，今甘肃甘谷县，故云。
引者），隔以河寇，上书求别置州。
诏以陈留人邯郸商为雍州刺史，别典四郡。
时武威太守缺，诏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补之。
商、猛俱西。
初，猛与商同岁，每相戏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责望。
暨到，商欲诛猛。
猛觉之，遂勒兵攻商。
⋯⋯后商欲逃，事觉，遂杀之。
是岁建安十四年也。
至十五年，将军韩遂自上讨猛，猛发兵遣军东拒。
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猛）乃登楼自烧而死。
　　上引两条史料所记同为一事，但《孝献帝纪》记分置凉州事于兴平元年（公元194年），而《典略
》则只云“建安初”，未知孰是。
而且此事本为东汉朝廷加强对河西四郡的控制而起，但朝廷所任命的刺史郡守却因个人恩怨互相攻击
，又给割据西北的军阀韩遂以可乘之机，使河西重新陷入混乱之中，最终事与愿违。
显然，经过凉州民变之后，东汉朝廷已经逐渐失去对河西地区的控制能力。
此后，河西局势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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