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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荒傳奇　階級背後的意義邊荒傳奇　階級背後的意義

2015-05-17  記者 林燕婷 文

魏晉南北朝九品官人制度下，世家大族世代為官；身負軍籍之人世代從軍；平民亦永無翻身的可

能，此書中政治與宗教分治的朝代，政治尚且如此，宗教也不遑多讓。道教、佛教之中同樣有階

級之分，分為掌握主權的教主、高層、一般教眾，以及為其做牛做馬的耕戶、奴婢們，階級制度

的壓迫讓低位者群起反抗，造就動盪不安的局面。

《邊荒傳說》這本歷史小說以後人省思的角度描寫歷史，並處處藉著那些獨醒之人之口，道出作

者對當時社會的荒淫無度、階級弊病產生的反思。

 

多元民族　微妙的階級平衡多元民族　微妙的階級平衡

故事的起源位在主角燕飛最愛的地方──邊荒集，它是南北雙方交戰的緩衝地帶，居住著來自南北

方不同族群的人，或良民、或刀頭舔血之徒、或趁此搜刮利益之人，過去數百年在這片土地上居

住之人，經常面臨戰爭的洗禮、無家可歸流離之途，因此膽敢在此生存之人，或多或少存有一絲

僥倖與狼子野心，期待在邊荒集冒點生命危險做一筆大買賣發家致富，或是得以證明自己的能力

，受到君王重用。

有趣的是，邊荒集像是反映著這片大陸上勢力的消長，最強大的是氐幫，其後是鮮卑幫、匈奴幫

、漢幫、羌幫和羯幫，雖不屬於各個國家，各民族仍是仰仗國家和血緣依據，擁護著各族的利益

，在這片民族眾多的小小邊荒集內，彼此偶有爭吵、械鬥，卻仍維持著邊荒集的和平。

位處秦、淮河一帶，南北對峙局面正中的邊荒集。（圖片來源／bbs）

這批荒人少了階級的束縛，不吝於展現貪婪之姿，儘管盡顯醜態，可相比勾心鬥角的高官權貴來

得更加單純、可愛，這也是在階級制度陶冶下的社會中，難以看到的景象。

現代臺灣的局勢相比五胡亂華時期要好的多，沒有這麼多民族的競爭，國家體制也相形完善，然

而，民族間卻依然存有隔閡，最典型的閩南、客家族群對立，在國民黨、民進黨兩大獨大時期被

吵得沸沸揚揚，閩南人對客家人的偏見出現在政治、職業場域中，類似「客家人很小氣」之類的

標籤貼在客家族群身上，卻不曾想過彼此已經開始使用相同的文字、語言，均已影響對方文化甚

深，卻還受限於族群的框架中。

 

無奈的階級宿命無奈的階級宿命

故事一開始，即揭示九品官人法下門第士族必然的衰敗，邊荒傳說牽涉的不只是國家間的利益，

光是東晉皇室與各世家爭權奪利的勾心鬥角，就已經讓世家對皇室存有異心；皇室篤信佛教、大

興寺廟，不再關心朝野時事；世家內毒害兄長、為奪家族首位；不顧外族入侵、世家大族只短視

家族的權力，更是東晉覆滅不可忽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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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許鴻財許鴻財

本期為喀報二一五

期，共有14篇稿
件，在數量上面為本

學期最少。不過媒材

使用豐富，電視專題二篇，新聞圖

表二篇、文字六篇，動畫四篇、照

片故事一篇。 本期頭題為候怡安
的〈歷史承載　東歐動畫之流〉，

從東歐動畫...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侯怡安侯怡安

她搭上潮流揮一揮

袖， 結果非但攪和
了空氣分子還成功帶

走 一片雲彩。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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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衣巷在東晉時期為門第世族王家、謝家居住之地，

在九品官人制度沒落下，兩世家也不再坐享榮華。

（圖片來源／Ctrip）

因九品官人法的設置，世家大族、軍籍和平民皆無法選擇自己的身分，亦不可透過考試制度扭轉

背景，宰相謝安不願出仕為官、將軍朱允不願從軍、而落入社會、佛教階級制度影響的最低階級

不願再為上層階級們服務，不滿轉化為反抗，讓整個社會都動盪不安。

原東晉大將朱允，曾在戰爭中受苻堅俘虜，苻堅本著四海大一家的信念，將朱允納為己用，期盼

世人能稱頌他廣納賢才，可卻全然沒有顧慮到民族間本有的矛盾，最後在淝水之戰中，被戰爭收

留的各族將士們眾叛親離，只因他太過自負且急功好利，朱允的一樁裡應外合才得以實行。

朱允作為內奸，讓謝玄得以引導苻堅做出錯誤判斷的淝水之戰。

（圖片來源／互動百科）

淝水之戰對朱允而言是個轉捩點。即使心中存有貳心，他在戰前只能唯苻堅俯首稱臣，一旦戰爭

告捷，朱允也必定少不了苻堅的賞賜，可劉裕的到來為他帶來了能報效祖國的選擇，他將成為東

晉的內應，提供錯誤的意見誤導苻堅，進而讓苻堅軍落入陷阱。可當他戴罪立功回到東晉時，他

只向謝玄要求一件事──讓他脫離軍籍，免除世代為軍的宿命。

將軍的身分讓朱允無法逃離毫無勝算的戰場，被苻堅俘虜後也因對方以命要挾而不得不與祖國對

立，朱允背負的罵名盡皆來自階級制度的脅迫與對生存的渴望，因此不難想像朱允會對世襲身分

感到厭倦，進而希望自己能歸為平民。

 

當宗教與階級掛勾當宗教與階級掛勾

當時最大的四個宗教分別為：黃巾之亂後由道教分裂出來的太乙教、天師道，還有彌勒教與逍遙

教這兩支佛教的分支。彌勒教在東晉皇室崇信佛教的當頭逐漸興盛，皇室成為孕育宗教的暖床，

這些僧侶在不需親自下田耕作、亦不需納稅的特權下仍不滿足，依然大興佛寺、穿金戴銀，盡顯

宗教的奢侈糜爛。邊荒傳奇描繪的宗教大多是負面一類，以後人反省歷史的角度看待東晉覆滅的

問題，這些禍端都是宗教的階級制度所衍生出來的問題。

二○一四年慈濟內湖開發案的一連串新聞，再度讓臺灣民眾對宗教產生不信任。許多宗教教派一

則打著信仰的名號對教眾收取大量金錢，二則以行善的名義向社會大眾要求捐款，教內高層囊括

財物，過著奢華的生活，亦讓低階的教眾與被騙的民眾心懷不平。

可儘管對宗教的負面新聞頻傳，宗教本身卻沒有絕對善或惡，許多人需要宗教來撫慰傷痛，走出

陰霾，對於社會而言，宗教有其存在的必要，需要被剔除的只是人心的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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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本期為喀報二一五期，共有14篇稿件，在數
量上面為本學期最少。不過媒材使用豐富，電
視專題二篇，新聞圖表二篇、文字六篇，動畫
四篇、照片故事一篇。 本期頭題為候怡安的
〈歷史承載　東歐動畫之流〉，從東歐動畫...

它叫蘆洲　是我的家鄉它叫蘆洲　是我的家鄉

關於我的家鄉，蘆洲，我很少地去探究他的過
去，而這篇文章便是我去理解家鄉的一個過程
記錄。

慈濟內湖開發案引發社會一連串的追查與關注，人們產生對宗教不信任之感。

（影片來源／Youtube）

《邊荒傳說》反映著古代那一段因為外族和中原而動盪不安的歷史，但其實社會族群相處的不和

諧到現在還是時常會看見的問題，現代階級的問題早應在民主社會的提倡下，就該被廢除，但在

現今的臺灣社會依然不乏人對人的歧視，如何消弭這種優劣之分的概念，則是現代人應時時反省

自己的問題。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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