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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步骘作为临淮淮阴步氏家族的代表人物, 东汉末年避难江东, 饱尝艰辛。后来进入孙权幕府,

建安十五年, 步骘受命领兵入交州, 为孙吴开辟疆域; 任职荆州, 不断举荐士人, 反对孙权重用校事吕壹。

孙权步夫人 宠冠后庭 , 孙权屡欲立其为后, 引起统治集团上层的激烈纷争; 其女全公主凭依孙权的支

持, 暗中操纵了 二宫构争 等一系列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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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立国虽以江东为核心区, 但其兴亡与江

淮地域的关系特别密切, 其政权中不少文武俊杰

皆来自淮河南北地区。汉末军阀混战不断加剧,

江淮地区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地人民纷纷渡江避

难, 这其中包括一些豪强和文士, 有的还携其家

族南来, 成为江东的流寓人士。当时江淮人士比

较集中地流寓江东,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是地缘关系, 江淮地域距江东较近, 避乱江东比

较便利, 特别是那些携家族南迁者, 更是如此;

二是由于孙氏父子长期在这一地区活动, 与当地

人士结成紧密联系。就中心城市而言, 如淮北之

彭城、江北之广陵等地的流寓士人数量相对较

多、影响较大, 也比较受重视。处于两地之间的

临淮淮阴是淮河流域的重镇, 处于南北军事对抗

的关键地带, 其地也有人流移江东, 对孙吴政权

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其中最为突出者当推淮阴步

氏之步骘一支。

一、步骘在孙吴的活动及其文化性格

据 !三国志∀ 卷 52 !吴书#步骘传∀, 步骘

( ? ~ 247) 字子山, 临淮淮阴人, 是孙权主政时

期一位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人物, 参与了诸多重

要的军政大事, 位至丞相。下文对其在江东的际

遇及其影响略作论述。

1 对淮阴步氏门第的蠡测及步骘性格的文

化特征

关于临淮淮阴步氏之家族渊源及其门第,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注引 !吴书∀: 晋有大

夫杨食采于步, 后有步叔, 与七十子师事仲尼。

秦汉之际有为将军者, 以功封淮阴侯, 骘其族。 

查考 !元和姓纂∀ 等姓氏、谱牒方面的著作, 追

溯淮阴步氏族源, 皆本于此, 可以大致推测淮阴

步氏是秦汉之际因军功受封徙居此地的, 其后代

则定居下来。不过, 这一家族的具体发展状况如

何, 则少有记载。步氏进入正史, 是三国时期的

步骘及孙权步夫人步练师, 但都没有明确记载其

门第。 !步骘传∀ 载 世乱, 避难江东, 单身穷

困 , !孙权步夫人传∀ 则载其与骘同族, 因乱随

母避难庐江, 成为孙策俘虏。这表明步氏流动都

是以小户为单位, 家族意识及其势力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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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越来越强调门户的汉末社会, 应当属于地方

性的小族, 用当时人的标准可视为 单家 , 不

能算作世家大族。

当然, 步氏家族的一些房支开始儒家化, 具

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步骘初渡江, 生活极为困

苦, 但他依然能够保持士人的品格。对此, !三

国志∀ 本传载: 世乱, 避难江东, 单身穷困,

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 俱以种瓜自给, 昼勤四

体, 夜诵经传。 他后来虽位至孙吴丞相, 但依

然保持着儒生的品节: 赤乌九年, 代陆逊为丞

相, 犹诲育门生, 手不释书, 被服居处有如儒

生。 注引 !吴书∀ 载: 骘博研道艺, 靡不贯

览, 性宽雅沈深, 能降志辱身。 从当时情况看,

这是很不容易的。关于步骘初渡江的生活状况,

本传有一段记载:

会稽焦征羌, 郡之豪族, 人客放纵。骘

与 (卫) 旌求食其地, 惧为所侵, 乃共修刺

奉瓜, 以献征羌。征羌方在内卧, 驻之移

时, 旌欲委去, 骘止之曰: 本所以来, 畏

其强也; 而今舍去, 欲以为高, 祗结怨耳。 

良久, 征羌开牖见之, 身隐几坐帐中, 设席

致地, 坐骘、旌于牖外, 旌愈耻之, 骘辞色

自若。征羌作食, 身享大案, 肴膳重沓, 以

小盘饭与骘、旌, 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

骘极饭致饱乃辞出。旌怒骘曰: 何能忍

此? 骘曰: 吾等贫贱, 是以主人以贫贱遇

之, 固其宜也, 当何所耻? 

焦征羌是当地土豪, 缺乏文化修养, 对流寓人士

较少同情心。步骘等人 求食其地 , 不得已委
曲求全。由步骘所谓 吾等贫贱 一语, 其生活

之困窘和内心之苦衷当不难想见。卢弼 !三国志

集解∀ 卷 52 !步骘传∀ 于此条下有案语云: 此

真饱经世态、识透人情之语, 大有韩信忍辱胯下

之风, 同产淮阴, 习闻有自, 迨斩徇吴巨, 宾服

南土, 又与韩信之国士无双, 一军皆惊者何异? 

作为出身 单家 的寒士, 他们既得不到朝廷命

官的护佑, 也得不到当地土豪的尊重, 只能一度

为人佃客。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 步骘等游士还是相互交

结。步骘与广陵卫旌 以同年相善 自不必谈,
!三国志∀ 骘本传注引 !吴书∀ 又载其 与琅邪

诸葛瑾、彭城严 俱游吴中, 并著声名, 为当时

英俊 。诸人是张昭之后孙吴侨寓文士中的主要

代表, 对军政大局有重要作用。他们始终相互扶

助, 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友谊和合作关系, 这是与

他们早年流落江东的经历有关的。据 !三国志∀

骘本传, 颍川周昭著文评论他们的品格、气质,

他引用 !论语∀ 的话说: ∃恭而安, 威而不猛% ,

丞相 (步骘) 履之矣。 陈寿在 !三国志∀ 卷 52

传末有 评 云: 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

见器当世。 所谓 德度规检 , 正是指其品德与
节操。由此可见, 步骘作为流寓江东之儒学士

人, 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 依然保持着士人的风

范和尊严。

2 步骘征服、安抚交州及其意义

步骘在江东生活状况和仕途的变化是在孙权

主政之后。建安五年 ( 200) , 孙策遇刺, 其死前

遗言孙权调整政策, 注意 举贤任能 。孙策自
献帝兴平末年渡江后, 主要致力于军事征服, 不

仅对江东本土世族采取 诛戮英豪 的政策, 而

且对流寓人士也未大力提携, 以致孙策死时, 出

现了 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 未有君臣

之固 的情况。据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在张

昭、周瑜等人的辅助下, 孙权 招延俊秀, 聘求

名士 , 步骘等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入孙权幕
府的。 !三国志∀ 卷 47 !吴书#孙权传∀ 注引

!傅子∀: 及权继其业, 有张子布以为腹心, 有

陆议、诸葛瑾、步骘以为股肱, 有吕范、朱然以

为爪牙, 分任授职, 乘间伺隙, 兵不妄动, 故战

少败而江南安。 至于步骘之具体职务, 本传载:

孙权为讨虏将军, 召骘为主记, 除海盐长, 还

辟车骑将军、东曹掾。 建安年间, 步骘主要的
军政业绩是初步平定交州。

交州地区虽相对偏僻, 但汉末以来也处于动

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不仅当地的土豪屡生裂隙,

制造割据; 而且曹操、刘表等外来势力都参与对

交州的争夺, 导致这一地区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也开始用兵交州, 打通对南方

地区的交通门户, 扩大其生存空间。据 !三国

志∀ 卷 49 !吴书#士燮传∀, 士氏为苍梧广信
(今广西梧州) 人, 交州著姓, 自两汉之际以来,

世代仕于州郡, 士燮曾游学洛阳, 官至交趾太

守。汉末, 曹操以汉献帝之名任命的交州刺史是

朱符, 符为 夷人所杀, 州郡扰乱 , 士燮表其

弟壹为合浦太守、次弟徐闻令 领九真太守, 弟

武领南海太守。这样, 士氏兄弟同为四郡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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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长一州, 偏在万里, 威尊无上。&&当时贵
重, 震服百蛮, 尉他不足喻也。 士燮本为经生,

精于 !春秋左传∀, 为之作注, 燮体器宽厚, 谦

虚下士, 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 形成了
交州地区社会稳定、学术繁荣的局面。这样, 交

州地区实际上控制在士氏家族手中。但建安八年

(203) 曹操命张津为交州刺史, 张津迷信道术,

为其部将区景杀害。刘表趁机派遣赖恭代张津为

交州刺史, 以吴巨为苍梧太守。但二人不协调,

互相争夺, 削弱了刘表在交州的势力。曹操则顺

水推舟, 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 领

交趾太守, 使其获得了合法控制交州的地位。

赤壁之战后, 刘表父子的荆州势力已不复存

在, 曹操则暂时退出了对江南的争夺。这给孙权

提供了机会。建安十五年 ( 210) , 孙权命步骘征

交州, 其骘本传载此事曰:

建安十五年, 出领鄱阳太守。岁中, 徙

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 领武射吏千人, 便

道南行。明年, 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

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 外附内

违。骘降意怀诱, 请与相见, 因斩徇之, 威

声大震。士燮兄弟, 相率供命, 南土之宾,

自此始也。

这里概括地记述了步骘夺取交州的过程。根

据有关记载, 在这一过程中, 步骘文武并用, 加

强对交州的控制。所谓武, 就是对一些反抗势力

予以坚决打击。!三国志集解∀ 卷 52注引 !交广

春秋∀ 载步骘入交州, 仅有将吏 400人, 苍梧太

守吴巨 拥众五千 , 力量强大, 骘 以兵少,

恐不存立 , 巨有都督区景, 步骘加以分化, 并

寻机将二人处死。又载: 骘杀吴巨、区景, 使

严舟船, 合兵二万下取南海。苍梧人衡毅、钱博

宿巨部伍, 兴军逆骘于苍梧高要峡口, 两军相

逢, 于是遂交战。毅与众投水, 死者千有余人。 

钱博逃亡, 到吕岱时归降。这样, 步骘以少数兵

力入岭南, 经过艰苦的军事斗争, 基本上控制了

交州的局势。

另一方面, 步骘也认识到, 要长期稳固统

治, 仅依靠武力征服是难以实现的, 必须利用当

地大族特别是士氏的影响。!三国志#吴书#士燮
传∀ 载:

建安十五年, 孙权遣步骘为交州刺史。

骘到, 燮兄弟奉承节度。而吴巨怀异心, 骘

斩之。权加燮为左将军。建安末年, 燮遣子

入质, 权以为武昌太守, 燮、壹诸子在南

者, 皆拜中郎将。&&燮每遣使诣权, 致杂

香细葛, 辄以千数, 明珠、大贝、流离、翡

翠、 瑁、犀、象之珍, 奇物异果, 蕉、

邪、龙眼之属, 无岁不至。壹时贡马凡数百

匹。权辄为书, 厚加宠赐, 以答慰之。

士燮对孙权的归附, 主要是步骘从中发挥了联

络、沟通的作用。这样, 自建安十五年至孙权黄

武五年 ( 226) 的十多年时间里, 步骘一直镇守

交州, 改变了岭南地区自汉末以来的混乱局面。

当然, 与后来吕岱对交州的控制相比较而言, 步

骘的管理带有羁縻之道的性质, 士燮家族享有

半自治 的特权。步骘这样做, 不仅仅体现出

其个人的从政态度, 而主要反映出当时孙吴的国

力及其相关政策。总的说来, 步骘占有交州, 是

孙吴发展中的一件大事, 他不仅拓展了孙吴的疆

域, 而且打通了孙吴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联络南洋

及其他地区的道路。后来吕岱不断派使节到东南

亚地区,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尽管这一业绩并非

在步骘手中完成, 但作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他的

作用是不应漠视的。

3 举荐士人, 劝谏孙权

建安后期, 孙权将主要精力用于荆州的争

夺, 并图谋称王。220年, 孙权征步骘至长沙,

骘领兵万人, 震慑零陵、桂阳等地的夷蛮势力。

黄龙元年 ( 229) , 孙权称帝于武昌, 骘进位骠骑

大将军, 都督西陵, 与陆逊共同主持荆州上流的

军政。不久, 孙权回建业, 留下太子孙登, 并以

陆逊为太傅, 教导太子。应该说, 陆逊是当时荆

州地区最高的军政长官。当时荆州不仅军政地位

重要, 而且孙权留下了大量的文武僚佐。孙权返

都建业, 荆州士人的升降难免受到影响。这不仅

关系到个别士人的地位, 更关系到孙吴用人政策

改革等重大问题。其实, 自黄武年间以来, 江东

世族代表人物陆逊等人便不断要求孙权排斥佞

小, 重用儒学士人, 减缓刑罚。孙权虽表面应

付, 但内心里, 他崇尚法术之治, 不断强化专制

集权。这样, 荆州的陆逊与建业的孙权之间便存

在着政治观念和具体政策的分歧。孙吴的政治斗

争及其性质问题极其复杂, 其集团内部既有寒门

与士族的分别, 也有南、北地域的差异, 其间往

往相互作用, 难以简单分别。在黄武、黄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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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为他们正名。不仅如此, 步骘还上书批评孙权

对儒学朝臣的监察及其相关制度: 窃闻诸县并

有备吏, 吏多民烦, 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缘衔

命, 不务奉公而作威福, 无益视听, 更为民害,

愚以为可一切罢省。 据 !三国志∀ !吴书#步骘

传∀、!宋书#五行志∀、!晋书#五行志∀ 等资料记

载, 步骘还不断地以天象的灾异情况指斥校事的

胡作非为, 前后凡上书五、六通。正是由于步骘

等人的一再进谏, 孙权终于觉悟, 遂下令捕杀吕

壹等校事官。步骘在校事横行的背景下, 敢于直

言不讳地陈述自己的看法, 为儒学朝臣洗刷罪

名, 痛斥校事的罪孽, 表现出其士人的品格。

孙权赤乌年间, 步骘参与的另一个重大政治

事件是由孙权立嗣引起的 二宫构争 。关于步

骘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及其评价, 因与孙权后宫

制度及其斗争相关, 故将在下文中一并论述。

二、孙权步夫人争后及其对孙吴政治的潜在影响

谈论临淮淮阴步氏在孙吴的活动, 不能不涉

及吴主孙权之步夫人。关于步夫人的情况, !三

国志∀ 卷 50 !吴书#嫔妃传∀:

吴主权步夫人, 临淮淮阴人也, 与丞

相骘同族。汉末, 其母携将徙庐江, 庐江为

孙策所破, 皆东渡江, 以美丽得幸于权, 宠

冠后庭。生二女, 长曰鲁班, 字大虎, 前配

周瑜子循, 后配全琮; 少曰鲁育, 字小虎,

前配朱据, 后配刘纂。夫人性不妒忌, 多所

推进, 故久见爱待。权为王及帝, 意欲以为

后, 而群臣议在徐氏, 权依违者十余年, 然

宫内皆称皇后, 亲戚上疏称中宫。及薨, 臣

下缘权旨, 请追正名号, 乃赠印绶, &&葬

于蒋陵。

由此可见, 孙权之步夫人与步骘同族, 宠冠后

庭 。孙权嫔妃甚多, 得为夫人者也有数人, 惟

步氏最得宠, 所载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 以美丽

得幸于权 ; 二是 性不妒忌, 多所推进, 故久

见爱待 。据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陈寿
评 , 孙权不遵礼法, 后宫制度极其混乱, 长期

未正式立后, 被讥为 嫡庶不分, 闺庭错乱, 遗

笑古今, 殃流后嗣 , 正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 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 围绕孙权立后

还存在着深层的政治斗争。其实, 孙权是有立后

打算的, 其意中之人便是步氏。但广大朝臣则多

表示反对, 他们 议在徐氏 , 致使孙权 依违

者十余年 。徐氏何许人? 据 !三国志#吴书#嫔

妃传∀, 徐氏乃吴郡富春人, 权为讨虏将军在

吴, 聘以为妃, 使母养子登。后权迁移, 以夫人

妒忌, 废处吴。积十余年, 权为吴王及即尊号,

登为太子, 群臣请立夫人为后, 权意在步氏, 卒

不许。后又疾卒。 !三国志∀ 卷 59 !吴书#孙登

传∀ 也载: 初, 登所生庶贱, 徐夫人少有母养

之恩, 后徐氏以妒废处吴, 而步夫人最宠。步氏

有赐, 登不敢辞, 拜受而已。徐氏使至, 所赐衣

服, 必沐浴服之。登将拜太子, 辞曰: ∃本立而

道生, 欲立太子, 宜先立后。% 权曰: ∃卿母安
在?% 对曰: ∃在吴。% 权默然。 由这两段记载,

可知孙权欲立步氏为后, 受到两个方面的反对:

一是朝臣, 一是太子孙登。其实, 这两者之间是

有联系的。孙登是孙权之长子, 而徐氏有抚养之

恩, 登敬之如生母, 坚决主张立之为后。儒学朝

臣坚持儒家嫡长子继承制, 他们支持孙登, 自然

也要求以徐氏为后, 这符合儒家 子以母贵, 母

以子贵 原则。步夫人尽管得到孙权宠爱, 但她

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即未生出儿子, 她只有二个

女儿, 因此, 她也争取孙登的支持, 常赐赠给登

衣物, 登不敢辞, 拜受而已 , 完全出于礼节,

实际上敬而远之, 从而使步氏无可奈何。至于朝

臣赞同徐氏, 反对步氏, 恐与步氏为江北人, 而

徐氏为江东人有关, 反对步氏者当多为江东儒学

大族人物。毕竟, 孙吴一代始终存在着南北人士

地域间的对抗和斗争。在步氏争后的过程中, 步

骘的态度如何呢? 对此, 史无明书, 但可以肯定

地推测: 步骘从家族本位考虑, 他支持孙权立步

夫人为后。而步夫人得宠, 对步骘的仕途升迁是

有所助益的。

步夫人于赤乌元年九月卒。不过, 其影响并

未消失。孙权对其女儿, 特别是全公主鲁班十分

宠爱, 甚至在宫廷内部政治决策上, 对全公主极

为倚重, 赤乌至太元年间发生的 二宫构争 便

主要是由全公主操纵的。孙登死后, 孙权立三子

和为太子 (次子虑也早逝)。但太子和母王夫人

曾与步夫人争宠, 引起全公主的嫉恨。于是, 全

公主一方面陷害太子和母子, 一方面则劝孙权提

高四子鲁王孙霸的地位, 与孙和竞争继承权, 从

而形成了所谓的 二宫构争 之局面。关于全公

主对太子和母子的迫害, !三国志#吴书#嫔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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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吴主权王夫人, 琅邪人也。夫人以选入

宫, 黄武中得幸, 生和, 宠次步氏。步氏薨后,

和立为太子, 权将立夫人为后, 而全公主素憎夫

人, 稍稍谮毁。及权寝疾, 言有喜色, 由是权深

责怒, 以忧死。 同书 !孙和传∀: 是后王夫人

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 和祠祭于庙, 和妃叔

父张休居近庙, 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

因言太子不在庙中, 专就妃家计议; 又言王夫人

见上寝疾, 有喜色。权由是发怒, 夫人忧死, 而

和宠稍损, 惧于废黜。 这样, 由于步夫人与王

夫人之间的争后, 导致全公主对王夫人及其子孙

和的攻击, 形成了持续十多年、对孙权晚年政局

有极大影响的 二宫构争 。由此可见, 从孙权

后宫权力斗争的角度着眼, 二宫构争 是孙权

步夫人与王夫人之间皇后地位之争的延续, 而步

夫人之女全公主则是导演者之一。

在这一事件中, 孙吴文武朝臣发生了分化,

以陆逊为代表的绝大部分朝臣支持太子孙和, 而

步骘则成为拥戴鲁王孙霸一党的领袖。!三国志#
吴书#孙和传∀ 注引殷基 !通语∀:

初权既立和为太子, 而封霸为鲁王, 初

拜犹同宫室, 礼秩未分。群公之议, 以为太

子、国王上下有序, 礼秩宜异, 于是分宫别

僚, 而隙端开矣。自侍御宾客造为而端, 仇

党疑贰, 滋延大臣。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

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

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 宗

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

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

王, 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

孙权、全公主父女是倾向支持步骘一党的, 目的

是利用他们打击陆逊。赤乌八年, 陆逊被逼气愤

而死, 而以步骘继为丞相, 孙权的态度实在太清

楚了, 也说明骘在这一斗争中的表现是甘做孙权

皇权的附庸, 有损于儒学士人的品格。

对步骘的这一立场, 历代史家多有微辞。南

朝刘宋裴松之在 !三国志#吴书#孙和传∀ 中有注
论云: 步骘以德度著称, 为吴良臣, 而阿附于

霸, 事同杨竺, 何哉? (孙) 和既正位, 嫡庶分

定, 就使才德不殊, 犹将义不党庶, 况霸实无

闻, 而和为令嗣乎? 夫邪僻之人, 岂其举体无

善, 但一为不善, 众美皆亡耳。骘若果有此事,

则其余不足观矣! 吕岱、全琮之徒, 盖不足论

耳。 清人何焯 !义门读书记∀ 卷 28 !三国志#
吴志#步骘传∀ 条说: 骘有君子之名, 而二宫

相构, 不能守正, (步) 阐之作逆, 或其余殃

耶!  也表示出鄙视的态度。这都是基于儒家道
德观念的评价。确实, 在这一问题上步骘是失节

的。从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 步骘作出这一选

择, 也有不得已处, 即其与步夫人、全公主的特

殊关系, 使其在 二宫构争 中放弃了士人的严
正立场, 与陆逊等人相左。因为, 在集权专制的

背景下, 全公主一系一旦失利, 步骘必然受到牵

连。为维护家族利益, 步骘甘为孙权与全公主的

政治工具。赤乌九年 ( 246) , 步骘继陆逊之后被

孙权任命为丞相, 其个人政治地位虽达到了高

峰, 但从当时的舆论看, 其声誉却跌入低谷。

步骘的这一政治选择不仅使其个人名节受

污, 而且使其家族卷入孙吴统治集团内部的无谓

纷争之中, 最终遭到覆灭的命运。赤乌十年, 骘

因病而死。他在丞相位上似未发挥什么作用。步

骘死后, 按照孙吴世袭领兵制的特权, 其子协嗣

其位, 统骘所领, 加抚军将军 , 协死, 子玑

嗣, 协弟阐 继为西陵都 , 延续着其家族的地

位。不过, 经过孙权幼子孙亮和孙休的交替后,

废太子孙和子孙皓终为帝。孙皓上台后, 对迫害

其父的政敌加以打击, 步氏家族自然是其打击的

对象。据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凤皇元年

(272) 八月, 孙皓下令征调步阐, 阐累世在西

陵, 卒被征命, 自以失职, 又惧有谗祸, 于是据

城降晋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 载, 步阐以西

陵降晋, 对孙吴荆州防御造成极大的威胁, 孙皓

令陆抗领兵镇压, 阐及同计数十人皆夷三族 。

步骘在汉末带领家族避难江东, 但最终结局是其

子、孙辈却遭到覆灭的厄运, 实在是太可悲了。

对此, 上引何焯的评论已将两者联系起来了, 这

是很深刻的看法。

综上所述, 步骘是临淮淮阴步氏家族的代表

人物, 汉末流移江东, 后来进入孙吴政权。步骘

作为侨寓人士的骨干分子, 在赤壁之战后, 地位

不断升迁, 他出任交州刺史, 对于这一地区的稳

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士人代表, 他能够坚

持士人的立场, 不断荐举儒学士人, 并对孙权重

用校事吕壹发表批评意见。步氏另一位重要人物

是孙权步夫人, 她以其姿色和性格深得孙权宠

爱, 权欲立之为后, 引起江东朝臣及太子孙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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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 导致孙吴政权后期长时间的内部纷争。为

家族利益计, 步骘在 二宫构争 等事件中附会
孙权及全公主, 丧失了士人独立的文化立场, 虽

得益于一时, 但最终给其家族造成了覆灭之祸。

On the Influence of Bu Zhi and the Clan on the Wu Regime

WANG Yong ping
(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s a representat ive figure of Bu Clan in Huaiyin, Buzhi took refuge in Jiangdong ( lower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t the en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fterwards he entered Sun Quan% s Mufu ( office of the

commanding general) . In 210AD, Buzhi led troops to enter Jiaozhou to expand the territory for the Wu Regime;

when he took office in Jingzhou, he recommended scholars and was firmly opposed to SunQuan putting L Yi in an

important position. Sun Quan favored Concubine Bu and wished to appoint her Empress, which, however, led to

intense conflicts among the upper level ruling class. Their daughter, Princess Quan, backed by Sun Quan, manipu

lated secretly a series of political struggles such as the fight for the position of Crown Prince between two sons of Sun

Quan.

Key words: Huaiyin; Buzhi; the Wu Regime; Concubine Bu; Princess Quan

(责任编辑 子 清)

(上接第 84页)

A Probe into the Nascence and Essence of the So called

China s Suzerainty Over Tibet in Late Qing Dynasty 

LI Xin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Since Yuan Dynast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has been exercising complete sovereignty over Ti

bet. With the western capitalist countries entering the stage of imperialism, they started to capture colonies all over

the world. British imperialists coveted Tibet all along, and attempted to appropriate her to themselves. They waged

two invasive wars against Tibet , forced the Qing government to sign a series of unequal treat ies, and invented the

fallacy of the Qing Government s Suzerainty over T ibet . The separatist force still being active, the clarification
and reaffirmat ion of China s sovereignty over T ibet has its immediate significance.

Key words: Tibet; sovereignty; suzerainty; Lhasa Convention; Anglo Russian Convention of 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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