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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永嘉之乱āĀ衣冠南渡ā，导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Ǒ两晋至南北朝

是民族大融合也是国家大分裂的时期，且看üü

两晋南北朝：断裂带上的蚌埠
ǃ张建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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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味是清欢
ǃ王绪谦

Ž老同学！ž，听到喊声，正蹲在地
上全神贯注侍弄南瓜的史进急忙站起
身，转过脸来，见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
前，眼前一亮，也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
Ž老同学！ž并疾步迎了过来ʪ我们相拥
在一起，一时百感交集ʪ

我兴致勃勃地参观起他的庄园，
他正在掐花打头的南瓜生长在屋后，
排列两行，留有足够的间距，施的是土
杂肥ʪ南瓜秧已经坐果，他带着几分得
意介绍说：Ž我种的南瓜有两种，一种
是青南瓜，炒吃清脆可口；一种是黄南
瓜，烧稀饭又绵又甜ʪž其实，真正的风
景还是在门前ʪ他家的房屋前面是一
片空旷地带，约有1亩多地ʪ以前猪羊
散养的时候，种不住庄稼，只能任由搁
置ʪ后来，猪羊实行圈养，他这块土地
便有了利用价值ʪ为了松土，他专门找
到铁匠铺，打造了一把钢火过硬的铁
锹，一锹一锹地挖土，累了就席地而
卧，眯上一会，歇歇腿脚；缓过神来接
着干活ʪ他喜欢唱歌，哼起歌来，身上
似有使不完的劲ʪ他唱歌的时候，自家
的小猫小狗都跑过来，蹦来蹦去地给
他助兴ʪ他的身旁放着一个大茶杯，一
喝就是一整天ʪ喝下的是清水，流出的
是汗水ʪ

汗水浇灌了他的田园ʪ如今，他家
门前这块土地长满了庄稼ʩ蔬菜，一派
盎然生机ʪ大面积种植的是花生ʪ花生
是这一带的主要农产品之一，经济价
值和食用价值都很高ʪ别看这1亩多
地，年年丰产丰收，我的老同学每年除
留足食用的花生外，还能卖上2000多
块钱，要不，他咋干得那么上心呢！你
瞧，这花生刚浇过水，正开花坐果呢！
在花生地边角有一方菜园，辣椒ʩ西红
柿ʩ黄瓜，都是地地道道的农家菜ʪ菜
秧上挂满了果实，这让老同学的生活
更加有滋有味了ʪ

他家的生活物品较为丰富，光电
动车就有两辆ʪ一辆是三轮车，可以
装载种子ʩ化肥等农用物资，主要应
用于农业生产ʪ一辆是两轮车，轻便

灵活，主要用于出行ʪ其实，他很少出
门，一天到晚就摆弄庄稼ʪ要不就刨
个树根，把树根碎块晒干以后，整整
齐齐地堆放在一起，盖上防雨的塑料
布，长年燃用ʪ他使的是一台可移动
的锅灶，轮式驱动ʪ天气晴好的时候，
就把锅灶移动到外面烧火做饭，那腾
起的炊烟把乡村生活的味道带到无
边的天际ʪ他会做发面馍，馒头蒸的
又软又香又筋道，堪称一绝，就连村
里的老太太吃了他做的发面馍都夸
他的手艺好ʪ他煮大骨头ʩ猪蹄子的
时候，香气弥漫整个村庄，那些称兄
道弟的铁哥们别着白酒赶来啃骨头，
月光下的乡村，醉倒在几个男人的酒
杯里ʪ老同学要么不赶集，一赶集就
置办足量的食品，看他的冰箱就能感
受他生活的油水有多大，大鱼大肉塞
得满满的，轻轻松松就可整一大桌
菜ʪ在琳琅满目的冰箱里，最吸引我
的还是那个老旧的蒜窝ʪ蒜窝里装满
了青椒和大蒜混合而成的菜泥，这是
最入味的一道菜，锅贴馍就菜泥越吃
越有味，辣的人头上冒汗还是欲罢不
能ʪ想不到，老同学也好这一口ʪ其
实，生活的酸甜苦辣有时就藏在一道
菜里ʩ一个故事里ʪ说起这个蒜窝，老
同学的眼睛湿润了，他说这是父辈留
给他的遗产，它代表着朴素的家风ʪ
在生活清苦的年代，一蒜窝菜泥就是
一家人的就饭菜，那种味道亘古绵
长，那味道永远藏在我们的心底ʪ

我的这位老同学已经50多岁了，
至今仍孑然一身ʪ岁月催人老，昔日的
风华少年，如今已两鬓染霜ʪ老同学相
信缘分，尽管至今没有找到另一半，但
他心态平和，他说，一切都顺其自然
吧！正是这样的生活态度，让他始终热
爱和拥抱生活ʪ他的田园生活是令人
羡慕的，有耕耘ʩ有收获ʩ有享受ʩ有快
乐，何须憧憬虚无的诗与远方ʪ十多年
没见面，今天偶然路过他的门前，和他
一起品味生活，感悟人生，也是一次难
得的收获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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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荆山城残存的城墙Ǒ

2014年11月，蚌明高速工地一处砖室墓Ǒ

1984年涂山园艺场出土的六朝时
期的青釉四系盘口瓷壶Ǒ

2004年蚌宁高速太平岗墓葬出土
的Ā太建九年ā楔形砖Ǒ

两晋之际，中国为何出现南北大分
裂ʩ人口大迁徙？

或许是天气惹的祸！
从历史时期的气象资料看，秦汉暖

期之后，中国气候进入了近400年的冷
期，几乎覆盖了魏晋南北朝的全段ʪ由
于气候变冷，气候带南移，Ž靠天吃饭ž
的北方游牧民族遭遇生存危机ʪ漫长的
冬季让牛羊牲畜无草可食，北方的匈
奴ʩ鲜卑等游牧民族纷纷南下，按照祖
先的传统，举起弓箭放马抢粮ʪ一开始
只是抢一把就跑，无奈寒冷的天气年年
如此，包括西北的氐族和羌族等Ž五胡ž
游牧民族，干脆都放手一搏，攻城略地
之后，扎下营盘不走了，推平了田垄阡
陌，在南方温暖的土地上放牧牛羊ʪ在
中原政权强大时，就以投降ʩ归化之名，
南下与汉族胡汉杂居ʪ三国至西晋，游
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争夺生存空间的战
斗不断 ，最后形成了分裂对峙的南
北朝ʪ

就中国南方而言，东汉末至隋统一
前，以建康为都，经历了吴ʩ东晋ʩ宋ʩ
齐ʩ梁ʩ陈六个朝代，故这一历史分期又
有Ž六朝ž的说法ʪ

蚌埠市博物馆《古代历史文化陈
列》介绍：Ž两晋时期，随着北方少数民
族的南下，淮河成为中原统治者与少数
民族角逐的界河，历尽兵燹ʪ长时间的
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发展，蚌埠地区人
口锐减，经济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甚至
倒退之中ʪž《安徽地方志》则论：三国两
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几度动乱和分裂，
而安徽地区正处于南北分裂的Ž断裂ž
地带，社会生产力屡遭破坏，经济一度
衰退ʪ南北朝时期淮北地区的小麦亩产
不仅低于汉代，甚至低于先秦ʪ

如果说安徽地区处于南北分裂的
Ž断裂ž地带，淮河一线就是断裂带的
Ž裂口ž，受伤更大ʪ故两晋南北朝时期，
蚌埠地区少有重要的历史遗迹，出土文
物也多为平民墓葬的器物ʪ原在淮河岸
边的当涂县，也被迁移到长江之南ʪ

Ā衣冠南渡ā，当涂县侨

置江南

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军攻陷洛
阳，晋帝被俘，这就是Ž永嘉之乱žʪ侥幸
活命的西晋贵族纷纷南逃，史称Ž衣冠
南渡žʪ之后，南方出现东晋；北方则是
匈奴ʩ鲜卑ʩ羯ʩ羌ʩ氐Ž五胡乱华ž，先后
有十六个小国走马灯似的此兴彼亡ʪ

两晋南北朝是国家大分裂ʩ民族大
融合的时期ʪ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中原人口大量南迁，形成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人口大迁徙ʪ资料显示：在四ʩ五世
纪之交，全国七分之一的人口由黄河中
下游迁往江南ʪ不仅人民流徙，地方政
府也跟着搬家，建立流亡政府，安徽境
内一下子多出了上百个郡县ʪ蚌埠涂山
之南ʩ淮河之滨的当涂县也被侨置到
江南ʪ

西晋实行州ʩ郡ʩ县三级政权，蚌埠
地区淮河以南部分属扬州ʩ淮南郡ʩ钟
离县ʩ当涂县，淮河以北部分属豫州ʪ东
晋挟Ž淝水之战ž之威，一度将边境线推
到黄河，但更多时候是与北方的Ž五胡
十六国ž在淮河一带拉锯，蚌埠地区先
后被北方的刘汉ʩ后赵ʩ前燕ʩ前秦ʩ后
秦ʩ后燕等国占领ʪ东晋及南朝的宋ʩ
齐ʩ梁ʩ陈，均先后收复过沿淮ʩ淮北地
区ʪ由于南北方互有胜负，因此蚌埠地
区反复易主ʪ

蚌埠市区西部今马城镇一带，因北
面涂山，故初名当涂ʪ当涂国为西汉时
期首设，属九江郡ʪ王莽当政后，大改天
下地名，当涂改为山聚ʪ东汉时当涂除
国为县，三国时当涂县废，西晋时复置
当涂县，属淮南郡ʪ东晋咸和四年（329
年），中原战乱蜂起，战火迫近淮河，当
涂民众纷纷南迁以避战乱，于是侨置当
涂县于江南ʪ义熙十年（413年），分于湖
县一部为当涂县境，江南的当涂由侨置
县变成实置县ʪ此时，淮河岸边的当涂
已更名为马头郡ʪ

兵连祸结，城头变幻大

王旗

201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禹会
村遗址考古发掘期间，对遗址南马城镇
的小新庄一带进行勘探，发现大面积汉
代文化分布，与历史记载的汉代当涂侯
国ʩ当涂县恰相对应ʪ

处在Ž南北断裂带ž大裂口上的蚌
埠地区，在南北分裂对峙时期，常常是
人逃田荒ʩ赤地千里ʪ勘探发现，小新庄
的文化面貌集中在战汉时期，之后文化
有断层现象，显示该城址曾被废弃ʪ从
禹会村遗址多年考古发掘结果看，自涂
山而南，在天河淮河夹峙的带状区域，
双墩文化ʩ大汶口文化ʩ龙山文化从北
向南次第分布，文化中心区不断南移；
至汉代，中心区在小新庄一带ʪ之后，中
心区略向西移，沿淮要津成为新的城
址ʪ东晋ʩ前秦等南北政权先后今新城
口一带设垒筑城，互为攻防，往往朝南
夕北，城头变幻大王旗ʪ

除新城外，南北朝时期淮河怀远段
还短暂出现过湄城ʩ团城ʩ梁城ʩ白鹿
城ʩ葛山城等，由于战火不断，不久皆
废ʪ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的是荆山城ʪ

行走怀远荆山南坡，林木草丛间兀
然可见大石垒筑的墙体，时断时续，逶
迤而下ʪ清嘉庆《怀远县志¢营建志》记
为Ž古荆山城也žŽ旧志云本梁魏战争时
所筑žʪ记载筑城的史料不多，而记载修
筑荆山堰的不少，如：《 梁书¢昌义之
传》：Ž督众军作荆山堰ž；《方舆胜览》：
Ž梁魏战争时又筑堰以灌寿阳ž；宋濂
《游荆涂二山记》：Ž梁魏交兵时，就山筑
堰以灌寿春，其遗迹犹斑斑可见žʪ

与荆山堰同时的还有淮河下游浮
山峡的浮山堰ʪ梁天监十三年（514年），
梁武帝萧衍欲以水代兵ʩ倒灌寿春，下
令在浮山拦河筑坝，不料一年而溃ʪ之
后再筑，两年后筑成高20丈ʩ长9里的巨
坝，果然，浮山以上至寿春皆成泽国ʪ寿
春城虽被水淹，但魏军早就未雨绸缪，
转移到八公山上ʪ《资治通鉴》记载，几
个月后Ž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
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
入海ʪž酿成一场罕见的大灾难ʪ

1500年过去，五河浮山堰遗迹尚
存，已成文物，而怀远荆山堰则遗迹
成谜ʪ

Ā花砖ā流行，成为考古

断代标准

从市博物馆50年考古发掘的记录
上，可以看出Ž花砖墓ž的词条频频出
现，且年代多集中在汉魏六朝时期ʪ砖
室墓自西汉中后期开始出现于关中和
中原地区，东汉时流行全国，直至近代ʪ
墓室一般仿阳宅样式，用长方砖铺地ʩ
砌墙，顶部多为穹窿形券顶，也有较复
杂的Ž盝顶ž，即顶部有四条正脊围成平
顶，正脊四角向下延伸四条垂脊，分割
出四个坡面ʪ蚌埠市博物馆曾在淮上区
曹老集镇杨湖村发现一座Ž盝顶ž样式
的古墓，为砖室墓中较高等级的墓葬ʪ

汉代及以后部分年代的墓室内壁
和墓门上还有彩色壁画，各地都出土不
少汉代画像石ʩ画像砖或砖画组成的镶
嵌画ʪ汉代墓砖多为青砖，选料经过淘
洗，制作较精细ʪ过去垓下等汉墓较多
的地区，耕地翻出的汉代墓砖多被用作
砌猪圈ʩ盖厕所ʪ

至南北朝时期，墓砖侧面有乳钉
纹ʩ大钱纹ʩ花草纹等，有的砖上或雕或
塑人物ʩ动物像，特征比较明显，因此
Ž花砖ž成为考古界对这一时期墓葬的
断代标准之一ʪ

2004年4月，淮上区吴小街镇太平
岗村附近的蚌明高速公路工地，发现两
座券顶砖室墓，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从墓
砖上的乳钉纹ʩ几何纹和墓室形式，确
定两墓葬为南北朝时期的墓葬ʪ工作人
员还发现多块样式精美的Ž赵ž字券顶
砖，这是蚌埠市首次发现的姓氏铭文墓
砖ʪ从字体上看，与汉代流行的隶书书
法有明显的区别ʪ专家认为，该字体表
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特征，是我国
汉字书史上由隶书向楷书转变的一大
例证，或可列入中国书法史ʪ

虽然Ž六朝ž时期蚌埠地区人口分
布零散，但在一些沿河ʩ沿湖自然条件
优良的区域，也有一些较大的聚落村
镇，且有较长的延续性ʪ2012年，在浍河
北岸固镇县城关镇大楼村，发现一处涵
盖两汉至清代近60座古墓的大型古墓
葬群，其中大部分为两晋南北朝时期的
墓葬ʪ在这些墓葬中，既有结构简单ʩ墓
室窄小ʩ陪葬品简陋的平民墓，也有结
构复杂ʩ墓室面积较大ʩ陪葬品较多的
Ž富人ž墓ʪ

墓群中部ʩ编号为36号的墓葬，就
是一座高等级墓葬ʪ该墓建筑结构比较
讲究，分前室ʩ后室和耳室ʪ该墓曾被多
次盗掘，前室后室均空无一物，但耳室
保存相对完整，考古人员在耳室内发现
不少陪葬品，包括青蛙造型的玉石席
镇，铁矛ʩ柄缶ʩ陶灶ʩ瓷罐ʩ钱币等，其
中两件青瓷罐十分精美ʪ青瓷是南朝的
代表性瓷器ʪ

正如墓形砖饰成为断代标准，墓葬
形制ʩ墓砖的精致程度ʩ陪葬品的变化
等，则成为社会标尺，对研究蚌埠地区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历史文化变迁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ʪ

反复撕裂，创伤长期难

以愈合

两晋时期蚌埠地区最出名的人物
当属龙亢桓温ʪ受祖上Ž三代帝师ž的荫
庇，出身世家大族的桓温年纪轻轻就得
以封官受爵，迎娶了南康公主ʪ后来西
平巴蜀ʩ北伐中原，逼近长安ʪ功勋既
成，位高权重，就有了点Ž彼可取而代
也ž的意思，奈何不愿背上Ž谋逆žŽ篡
位ž，却暗示可受Ž禅让ž，哪知直到62岁
病死也没能上位ʪ未竟的事业在30年
后，被他的小儿子桓玄完成了ʪ拥兵在
手的桓玄威逼晋安帝Ž禅让ž帝位，但半
年后即兵败被杀ʪ桓玄的最大功绩可能
就是令官方公文Ž改简为纸ž，从此纸作
为书写载体大行其道 ，促进了文化
传播ʪ

纵观蚌埠地区人文历史的发展曲
线，自汉代鼎盛之后，就进入了下行
区间ʪ

两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多于统一，
战乱多于和平，是生灵涂炭ʩ社会倒退
的四百年，是礼崩乐坏ʩ道德沦丧的四
百年ʪ阶层分化ʩ阶级固化，Ž举贤不出
世族，用法不及权贵ž，门阀士族与庶族
平民对立ʪ所谓魏晋风度，只不过是喝
酒吹牛ʩ放浪形骸，是Ž竹林七贤ž等持
不同政见者在司马氏集团高压之下的
无奈之举ʪ即便是陶渊明，也只能Ž守拙
归园田žʪ虽有Ž闻鸡起舞ž的励志故事，
更多的是苟且偷安ʪ避世ʩ厌世的玄学ʩ
宗教，成为普遍的精神寄托ʪ

Ž文衰žŽ道溺ž是以苏轼为代表的
士人学子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和社会政
治的点评ʪ喜读史评史的毛泽东认为，
应该以Ž二分法ž看待魏晋南北朝时期：
社会大动乱ʩ大分裂，这不好；但经济重
心南移，南方的广大地区得到了全面开
发，生产技术普遍提高ʪ许多少数民族
纷纷入主中原，战乱频仍，这不好；但民
族大融合，大家庭在新的组合中稳定
了，文化交流更充分ʩ内容更丰富ʪ

脍炙人口的《木兰辞》是南北朝最
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也最能反映那个
杂糅ʩ混乱ʩ矛盾的时代ʪ木兰替父从
军，渡黄河越黑山，北伐燕山胡骑，明明
是一个汉家侠女北上征虏戍边的故事，
但起因却是Ž可汗大点兵ž，可汗是对游
牧民族大王的称呼，但诗中毫无违和
感，就这么Ž胡汉融合ž，形成一个奇怪
的统一体ʪ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安徽人口的凹
地ʩ经济发展的低谷ʪ而处在南北断裂
带上蚌埠，伤口反复撕裂，长期难以
愈合ʪ

山水相依（国画） 王夕敏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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