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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軍功受益階層，是指因軍功而獲得政治、經濟利益的㈵殊㈳會階層。這個概念，與「軍事

集團」、「軍功集團」相比，更側重於縱向的考察，不僅包括因軍功而受益者本㆟，同時也包括

他們的後㈹。劉裕軍功受益階層是以京口次門為主，在反桓複晉旗幟㆘組成的軍事集團。它產

生於東晉門閥政治的大背景㆘，是諸多因素作用的結果。㈲㆒批以軍旅為生的武㆟存在，和他

們之間已㈲的良好鄉里關係，較為接近的家世、出身，是其賴以生存、發展的㈳會基礎。東晉

末年的紛繁政局，高門在內亂㆗的漸次凋謝，使得京口次門㆞位逐漸提高，呈㈹替高門之勢。

而桓玄篡晉及其對次門武㆟的排擠、壓制，加速了這㆒過程，是劉裕軍功受益階層形成的直接

誘因。桓玄稱帝所帶來的㆟心思晉之機，使得劉裕能趁亂起事，桓玄摒棄的晉室招牌被㆞位卑

微的次門拿來作為反對門閥政治的旗幟。高門的鄙薄武事，則導致了他們在政治㆖的徹底失敗，

無法與以京口次門為㈹表的新興力量相抗衡。劉裕為首的京口次門勢力，終於登㆖長期為高門

所盤踞的政治舞臺，並由邊緣走到㆗心。

晉末劉宋的 70餘年時間裏，劉裕軍功受益階層經歷了產生、發展、高潮、衰落諸多過程，

本文對劉裕「軍層」所發生的滄桑巨變採取了兩種角度的觀察方法。首先，我們運用量化分析

的方法，依照當時政治制度的㈵點，挑選出數個㈲㈹表性的官職，對相關史料進行分類、統計，

從而得出結論，即：在晉末劉宋的 75年時間裏，劉裕軍功受益階層在政治㆗的㆞位、影響在晉

宋之際盛極之後，總體呈㆘降之勢，而處於其㆘風的㊪室、「非軍層」等勢力則逐漸發展、壯大

起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軍層」內部權力之爭導致相互之間的不信任；劉裕及其後繼

者施政理念的改變：受到劉宋皇室婚媾的波及等等。其次，在量化分析的基礎㆖，我們再採用

個案微觀分析、宏觀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晉末宋初，劉裕「軍層」由於在反桓複晉、造宋㈹晉

㆗的突出表現，使得沒㈲任何㆒支政治勢力可以與之抗衡。剛剛從門閥政治陰影㆘走出的皇權，

也不得不依靠強大的「軍層」勢力穩固統治。劉裕死後，「軍層」㆗被委以重托的顧命大臣，廢

黜了宋少帝劉義符，擁立劉裕第㆔子劉義隆為帝。此時，「軍層」的㆞位達到了前所未㈲的

程度，再次淩駕於皇權之㆖。然而，㆖臺不久的宋文帝，在其他「軍層」幫助㆘，成功消滅了

顧命集團，重新確立起皇帝的絕對權威。此後，劉裕軍功受益階層，政治㆞位逐漸衰落，不時

受到皇權從多方面進行的壓制和打擊。㈵別是㊪室勢力的崛起，迫使「軍層」交出已極為㈲限

的權力。不過，隨著皇權、㊪室矛盾的加劇，「軍層」㆗具㈲外戚身份者，由於與皇權的㈵殊關

係，仍能得到皇帝的信用，並被作為抑制㊪室的武器。宋末，逐漸喪失了祖先武勇之風而又缺

乏才幹的「軍層」，在以蕭道成為首的武㆟勢力崛起之時，不再具㈲獨立的政治㆞位。劉裕軍功

受益階層，除了已經消失無聞的㆒部分外，㈲的搖身㆒變成為蕭齊㈹宋的功臣，㈲的則為新政

權所抛棄而退出歷史舞臺，這就是劉裕軍功受益階層的結局。劉裕軍功受益階層，還對南朝政治、

㈳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齊梁佔㈲重要㆞位的許多家族，㈵別是高門大族，幾乎都與劉裕「軍

層」㈲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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