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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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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 于司马相如的籍贯 ,历 来多认为是蜀郡成都。我们在大量查阅古代文献的基础上 ,结 合有关专家学者

的研究成呆 ,认 为司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 ,成 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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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在中国辞赋学史上拥有很高的地位 ,

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十分深远。关于司马相如的籍

贯 ,《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明确记载 :“ 司

马相如者 ,蜀郡成都人也。
”
匚1彐 (2999页 )《 汉书》卷五

七上《司马相如传》的记载与此相同匚2彐 (2529页 )。

我们认为 ,司 马相如的故里当在今四川省南充市蓬

安县 ,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地。关于这一问题 ,近

10多 年来 ,四 川省 (主要是南充市、蓬安县)的 专家

学者进行了比较深人的探索 ,有关论文及资料亦汇

编为《相如故里在蓬安》一书匚3彐 ,在学术界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近几年来 ,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一

问题的讨论。⒛04年 10月 ,在 由教育部省属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

化研究中心、司马相如研究会主办 ,中 共蓬安县委、

蓬安县人民政府承办的
“
司马相如与巴蜀文化研讨

会
”
上 ,不少专家学者又对司马相如故里问题提出了

一些新观点、新材料。本文拟结合这些观点和材料 ,

对相如故里问题进一步加以探讨 ,不妥之处 ,敬请专

家同行批评指正。

从地理沿革来看 ,司 马相如故里所在地的名称

几经变迁。汉时 ,相如故里属巴郡安汉县。南朝梁

武帝天监六年(507年 ),划安汉县地(今蓬安县绝大

部分及南充市高坪区东北一角、仪陇县新政一带、营

山县西部、岳池县北部部分地域),设 置新县 ,以
“
相

如
”
作为县名。县治在今蓬安县锦屏镇匚4彐 (l页 冫。

明太祖洪武年间(1368年 一1398年 ),省相如县 ,直

属蓬州。1913年 ,蓬州改名 ,取
“
蓬州

”
、
“
安汉

”
之首

字 ,定名蓬安县。在历史上 ,“相如
”
作为县名存在了

八百多年。

梁朝统治者设置相如县的官方文献早已荡然无

存。。据目前所知 ,北 周(557年—581年 )地理文献

《周地图记》最早记载了设置相如县的缘曲。李防等

撰《太平御览》卷一六七《州郡部十三 ·果州》引《周

地图记》云 :“相如县有司马相如故宅 ,因 以名县郡。
”

匚5彐 (816页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剑南东道五
·果州》云 :“ 司马相如故宅在县南二十里。《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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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其地有相如坪 ,相 传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

汉水 ,聚薄郁然 ,其 台名相如琴台,高六尺 ,周 四十四

步。
”
匚6彐 (4页 )据此 ,设置相如县的缘由是因其境内

保存有与司马相如有关的历史遗存。关于《周地图

记》,《 隋书》卷三三《经籍二》著录为一○九卷 E7彐

(986页 )。 由于此书宋时尚存 ,故《太平御览》、《太平

寰宇记》等书得以征引。这为我们了解梁朝设置相

如县的缘由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非常珍贵。

在封建时代 ,郡 县的设置是朝廷的一件大事。

而按照正常的申报程序来讲 ,相如县的设置 ,当 是经

过地方官吏层层上报 ,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梁武帝萧

衍审查设置理由和命名依据后方才批准匚8彐 (4页 )。

同时 ,相如县的设置 ,与 梁代统治者对司马相如的热

爱似也有很大的关系。武帝学识渊博 ,文学造诣极

深 ,能重用文士。《梁书》卷三《武帝纪下》载 :武帝
“
天情睿敏 ,下笔成章 ,千 赋百诗 ,直疏便就 ,皆 文质

彬彬 ,超迈今古
”
匚9彐 (96页 )。 同书卷四九《文学上》

载 :“高祖聪明文思 ,光宅区宇 ,旁求儒雅 ,诏采异人 ,

文章之盛 ,焕乎俱集。每所御幸 ,辄命群臣赋诗 ,其

文善者 ,赐 以金帛,诣 阙庭而献赋颂者 ,或 引见焉。

其在位者 ,则 沈约、江淹、任防 ,并 以文采 ,妙绝当时。

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 ,

或人直文德 ,通 宴寿光 ,皆后来之选也。
”
E9彐 (685—

686页 )对于汉代
“
辞宗

”
司马相如 ,武帝当是充满景

仰之情的。他析安汉地 ,以
“
相如

”
名县的做法 ,除了

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外 ,还 当与他对相如的迫慕有很

大的关系°。

古代一些正史、地理书记载了相如县与司马相

如之间的关系。如《丨日唐书》卷四一《地理四》云 :“相

如 ,汉安汉县地 ,梁置梓潼郡。周省郡 ,立相如县 ,以

县城南二十里 ,有 相如故宅二。相如坪 ,有 琴台。
”

E10彐 (1674页 )《 宋史》卷八九《地理五》
“
相如

”
注 :“ 以

南有司马相如故宅而名。
”
匚11彐 (2224页 )在地理书方

面 ,中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阙卷》逸文卷一据《纪

胜 ·顺庆府》记云 :“ 相如县 ,周 闵帝省县。”匚12彐

(1067页 )又 据《纪胜 ·果州》记云 :“ 相如故宅 ,在县

南二十五里 ,居滨嘉陵水 ,有 台名相如琴台,水 北有

相如坪。
”
E12彐 (1o67页 )其后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一五六《潼川府路 ·顺庆府》
“
司马相如

”
注 :“《元和

郡县志》:在相如县南三十五里 ,居滨嘉陵水 ,有 台名

相如琴台 ,水北有相如坪。⋯⋯《十道志》云 :相如有

别业于此。
”
匚13彐 (妮 37一 4238页 )“ 弹琴台

”
注 :“《十道

138

志》云 :左滨西汉水 ,丛 薄蔚然 ,名 相如琴台。
”
E13彐

(423砝 页)“ 洗笔池、卓剑水、舞剑台
”
注 :“ 皆司马长卿

故迹。按县令韩振《记》云 :世传琴台镇乃长卿之别

业也 ,光圣寺乃长卿之故宅也。
”
匚13彐 (4234页 )欧 阳

态《舆地广记》卷三一《梓州路》云 :“ 上相如县 ,汉 安

汉县地。梁置梓潼郡。西魏废郡 ,置相如县。县南

二十里有司马相如故宅 ,因 以名焉。隋属巴西郡。

唐武德四年来属。有琴台镇、龙角山、嘉陵江。”匚1续彐

(908页 )《 太平寰宇记》卷八六《剑南东道五 ·果州》

云 :“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 ,兼立梓潼郡于此Q至后

周郡废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 ,因 以名县 ,其

宅今为县治。”匚6彐 (4页 )以 上材料均有力地证明了相

如县的设置与司马相如有关 ,其史料价值不容低估。

从不少文人的作品中可看出,在 明代之前 ,古相

如县为司马相如故里的观念已深人人心。如《全唐

文》卷一三四载唐初相如县令陈子良《祭司马相如

文》云 :“维大唐贞观元年 ,岁 次丁亥 ,五月壬子朔 ,十

六 日丁卯 ,相 如县令陈子良谨遣主簿谯悦赍桂醑兰

骰之奠 ,敬祭故文园令司马公之灵 :惟君夙敏 ,雅 调

雍容。含章挺生 ,慕蔺斯在。题桥去蜀 ,杖 策人关。

终倦梁园之游 ,还悦临邛之客。杨意为之延誉 ,王孙

以之开筵。弹琴而感文君 ,诵 赋而惊汉主。金门待

制 ,深 嗟武骑之轻 ;长 门赐金 ,方验雕龙之重。及乎

茂陵谢病 ,游岱无归 ,空 留封禅之书 ,遂感宸衷之悼。

是知声名籍甚 ,绝后光前 ,厥迹犹存 ,余芳无泯。予

忝宰兹邑,似觌遗尘 ,抚 事怀贤 ,实 劳寤寐。夫游九

原者 ,慕 随会而增悲 ;望魏都者 ,伫侯嬴而顾步。仰

惟往彦 ,差 拟其伦 ,缅 彼风猷 ,载 深长想。至于蕨蘩

可荐 ,黍稷非馨 ,庶降明灵 ,幸垂嘉佑。神其如在 ,希

能飨之 !” E15彐 (1354页 )陈子良(565—632年 ),吴人 ,

著名学者、诗人。隋时为杨素记室 ,入唐后官右卫率

府长史 ,任太子李建成学士 ,后 徙相如县。贞观六

年 ,卒于相如县令任上。《舆地纪胜》卷一五六《潼川

府路 ·顺庆府》
“
唐相如县石龛佛像记

”
注 :“在县治 ,

县令陈子良撰。
”
E13彐 (42哎 1页 )《 全唐文》卷一三四收

录有陈子良六篇文章。其中 ,《 平城县正陈子斡诔并

序》写于相如县 ,乃陈子良于贞观六年二月十日夜梦

见亡弟后所作匚15彐 (1352— 1354页 )。 《祭司马相如

文》作于贞观元年(627年 )五月 ,距梁天监六年设置

相如县仅一百二十年。从
“
厥迹犹存 ,余芳无泯。

⋯⋯似觌遗尘 ,抚事怀贤
”
等语 ,可 知司马相如故宅

直到唐初时依然存在。陈子良是隋唐之际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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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学家 ,他 以相如县令 的身份亲 自撰文祭奠乡贤

司马相如 ,这一行为本身便很能说明问题。

曹学俭《蜀中广记》卷二八《名胜记第二十八 ·

川北道》
“
蓬州

”
条载 :“今州有相如祠 ,宋王俦以旧本

长卿像图于祠壁 ,祠成 ,为《记》略云 :‘ 伏念长卿杰出

于西京文章极盛之际 ,至今薄海内外 ,人 无贤愚 ,皆

知有长卿。言语之妙 ,若揭 日月。俦尝过县之琴台 ,

乃《图经》所谓长卿故宅者 ,一时遗迹 ,彷佛尚在。’又

谓 :‘ 县虽僻左 ,而江山风物可乐也。从其人游 ,皆好

学 ,能文章 ,亦有所 自来矣。’
”
匚16彐 (354页 )王俦 ,《 宋

史》卷四五三有传。《四川通志》卷七上《名宦 》
“
王

俦
”
注云 :“字尚友 ,平 阳人。乾道中知乐至 ,廉 洁谦

恭 ,宽 民严吏 ,民 立生祠祀之
”
匚17彐 (314页 )。 据《蜀

中广记》所录王俦《相如祠记》,宋时 ,相 如县建有相

如祠堂 ,相如故宅遗迹直到南宋孝宗乾道年间(1165

年-1173年 ),仍未完全湮灭。相如故里人士好学、

能文 ,而其源又在于司马相如的影响 ,这也说明了相

如县与司马相如的特殊关系。

事实上 ,明 代之前 ,在 司马相如为
“
蜀郡成都人

”

之说盛行的同时 ,人们亦普遍接受古安汉县为司马

相如故里的说法。如《全唐诗》卷五三九载李商隐

《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诗云 :“梓潼不见马

相如 ,更欲南行问酒垆。行到巴西觅谯秀 ,巴 西惟是

有寒芜。
”
匚18彐 (6174页 )据《太平寰宇记》卷八 四《剑

南东道三 ·剑州》记载 :“ 长卿山在县南五里 ,旧 名神

山。按《图经》云 :唐玄宗幸蜀 ,遥 见 山上有窟 ,近 臣

奏此汉司马相如读 书之窟 ,敕 改为长卿 山。
”
匚6彐 (6

页)谯秀 ,字符彦 ,巴 西西充 (今 四川省 阆中县西南 )

人 ,谯周之孙 ,以 志向高洁著称于世。李商隐此诗为

我们透露出这样一条重要的信息 ,即 他是把司马相

如当作原梓潼郡所属相如县之乡贤看待的。又 ,《 全

唐诗》卷五三九载李商隐《杜工部蜀 中离席 》诗云 :

“
美酒成都堪送老 ,当垆仍是卓文君。

”
匚18彐 (6161页 )

卷五四○《寄蜀客》诗云 :“君到临邛问酒垆 ,近来还

有长卿无。
”
E18彐 (6199页 )从 两诗所用典故可看出 ,

李商隐又受到《史记》所载相如事迹的影响。推而广

之 ,在 明代之前的文人看来 ,相如县为相如故里的说

法与相如为
“
蜀郡成都人

”
的说法是同时并存、并不

矛盾的。

值得一提的是 ,相如县被废除之后 ,一些文人仍

能明了司马相如与蓬州的渊源。如清道光年间所编

《蓬州志略》卷九收录有明人卢雍、清人洪运开等人

的诗作 ,卢雍《谒长卿祠》诗云 :“蜀中人物称豪杰 ,汉

室文章擅大家。此地 卜居犹故迹 ,当 时名县岂虚夸 。

琴台积雨苍苔润 ,祠 屋滨江草树斜。莫问少年亲涤

器 ,高风千载重词华。
”
E19彐 (123页 )《 琴台夜月》诗

云 :“县废名犹在 ,琴亡台未荒。临邛卖酒处 ,千 载共

清光。
”
E19彐 (124页 )同名诗云 :“ 相如一去已年年 ,县

废台空名 自悬。莫道当垆花影尽 ,至今皓魄尚娟

娟。
”
匚19彐 (12唾 页)洪 运开《琴台夜月》诗云 :“汉相班

班挺壮猷 ,长卿才调也风流。梁园客至联今雨 ,巴 国

人传此旧游。古佛一龛泉响激 ,暮 山千叠月轮秋。

清光应照闺中妇 ,尚 恐婵娟感白头。
”
匚19彐 (125— 126

页)据此 ,明 清时 ,相如祠依然存在 ,相如琴台也未荒

芜 ,相如对蓬州人仍有着较大的影响。又 ,清人方旭

所编《蓬州志》卷下收又录有清人姚莹所作《蓬州

诗》,诗末云 :“ 司马昔有城 ,平 原实治所。仰依名贤

迹 ,开卷聊对语。
”
EzO彐 (127页 )民 国时所修《蓬安县

志稿》卷一二《文征》收录有清人伍联芳《蓬州城感

怀》诗 ,诗末云 :“ 长卿去后唯陈迹 ,文 雅何年复古

风。
”
匚21彐 (129页 )

应该指出,上 引诸诗的作者均与蓬州有着密切

的关系。如卢雍曾担任四川学政 ,到过蓬州 ,洪运

开、姚莹担任过蓬州知州 ,伍联芳则为蓬州本地人 ,

故他们了解相如县的来历 ,了 解相如与蓬州的特殊

关系。但从总体上来说 ,随着古相如县名的消失 ,人

们对相如县的来历、司马相如与蓬州的关系等 ,已 逐

渐遗忘 ,或知之甚少。如在清以后编撰的南充、蓬安

志书中 ,“ 流寓
”
、
“
侨寓

”
等字眼充斥其中,这 明显是

受《史记》说法影响所致。民国年间所编《蓬安县志

稿》中 ,“ 流寓
”
、
“
故里

”
等字眼同时出现。可见 ,有关

编撰人员心中是有疑惑、矛盾的匚22彐 (7页 )。

据目前所知 ,明人曹学俭是相如县被废除后首

次明确提出相如县为司马相如故里的学者。他在

《蜀中广记》卷五四《蜀郡县古今通释第四 ·川北道

属 ·蓬州》中指出 :“梁天监中置。相如县 ,长卿桑梓

也。
”
E16彐 (734页 )曹学俭曾担任四川右参政 ,迁按察

使 ,《 蜀中广记》当作于他在蜀中任职之时。《四库全

书总目》卷七○《史部地理类三》称其书
“
搜采宏富 ,

颇不愧广记之名。⋯⋯谈蜀中掌故者 ,终 以《全蜀艺

文志》及是书为取材之渊薮也
”
E23彐 (627页 )。 又 ,清

人王培荀在《听雨楼随笔》卷七《相如故迹》中指出 :

“
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 ,实今之蓬州人 ,后 迁成都 ,又

居临邛 ,三 处皆有琴台。蓬州 ,隋之相如县 ,以 相如

13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所居之地而名。明初 ,乃省入蓬州。其故宅在州南 ,

琴台在宅右 ,傍嘉陵江。
”
匚24彐 (471页 )王培荀为清代

饱学之士 ,他在四川为官十四年 ,踪 迹所至 ,遍 及 巴

蜀。蔡振武《序》称其书
“
凡蜀人士及游宦于蜀者 ,嘉

言懿行 ,志 乘所缺 ,无不摭拾而存之 ,以 至异物、殊

俗、轶事、寓词悉识焉
”
匚24彐 (l页 )。 他们的说法是建

立在较为可靠 的史实以及 自己亲身闻见 的基础上

的 ,决非向壁虚构 ,并给后人以较大的启发。

实际上 ,在 明代之前 ,所谓 司马相如 的故里 问

题 ,是不成其为
“
问题

”
的。而 自从明代废除相如县

之后 ,人们普遍拘泥于司马相如为
“
蜀郡成都人

”
之

说 ,对 相如与蓬州之间的关系已不甚了解。正是在

这种情况下 ,相如故里问题 ,才被曹学俭等人当作一

个
“
问题

”
,郑重地提出来 ,以 期澄清历史真相。

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司马相如的故里问题 ,我 们

有必要在此对《史记》的说法进行一番研讨。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中称
“
采其尤著公卿

者
”

,“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
”
E1彐 (3o73页 )。 《隋

书》卷七十五《刘炫传》云 :刘炫
“
乃自为赞曰:通人司

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 ,皆 自叙风徽 ,传

芳来叶。
”
E7彐 (1722页 )刘知几《史通》卷九《序传》云 :

“
盖作者自叙 ,其 流出于中古乎?按屈原《离骚经》,

其首章上陈氏族 ,下列祖考 ,先述厥生 ,次显名字。

自叙发迹 ,实基於此。降及司马相如 ,始 以自叙为

传。然其所叙者 ,但记 自少及长立身行事雨已。逮

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 ,

放文园之近作 ,模楷二家 ,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

旧辙 ,班 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 ,实烦于代。虽属辞

有异 ,而兹体无易。
”
匚25彐 (256-25?页 )同 书卷一六

《杂说上》云 :“ 马卿为《自叙传》,具在其集中。子长

因录斯篇 ,即 为列传。班氏仍旧,更无改夺。固于

马、扬《传》末皆云 :迁 、雄之《自叙》如此。至于《相

如》篇下 ,独无此言。盖止凭太史之书,未见文园之

集 ,故使言无画一 ,其例不纯。
”
匚25彐 (四 0页 )据此 ,司

马相如
“
始以自叙为传

”
,有开创之功。其《自叙》

“
但

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 蔑尔

无闻
”
。也就是说 ,《 自叙》并未涉及到相如家族来

源、祖籍、出身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 ,存在着先天的

不足。而司马迁
“
因录斯篇 ,即 为列传

”
,对此未作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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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说明。班固沿袭《司马相如列传》,亦未作任何改

动。

在刘知几生活的时代 ,司 马相如《自叙》仍保存

完好 ,因 此刘知几能够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进行

比较 ,他得出的结论应是 比较可靠的。在刘知几之

后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司马相如曾自叙为传 ,司 马迁

以此为蓝本 ,撰 成《司马相如列传胛 。而 了解 司马

相如《自叙》以及它与《司马相如列传》之间的关系 ,

对于我们探讨相如故里不无裨益④。

事实上 ,司 马相如的祖先当来 自中原 ,而非巴蜀

土著匚8彐 (7页 )。 《史记》卷一三○《太史公 自序》详细

记述了司马氏的起源 :“ 昔在颛顼 ,命南王重以司天 ,

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 ,绍 重黎之后 ,使 复典之 ,

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 ,程伯林甫其

后也。当周宣王时 ,失 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

典周史。惠襄之间 ,司 马氏去周适晋。晋中军随会

奔秦 ,而 司马氏人少梁。自司马氏去周适晋 ,分散 ,

或在卫 ,或在赵 ,或在秦。其在卫者 ,相 中山。在赵

者 ,以 传剑论显 ,蒯聩其后也。在秦者名错 ,与 张仪

争论 ,于是惠王使错将伐蜀 ,遂拔 ,因 而守之。错孙

靳 ,事武安君 白起。而少梁更名 曰夏阳。靳与武安

君坑赵长平军 ,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 ,葬于华池。靳

孙昌 ,昌 为秦主铁官 ,当 始皇之时。蒯聩玄孙印为武

信君将而徇朝歌。诸侯之相王 ,王 印于殷。汉之伐

楚 ,印 归汉 ,以其地为河内郡。昌生无泽 ,无 泽为汉

市长。无泽生喜 ,喜为五大夫 ,卒 ,皆 葬高门。喜生

谈 ,谈为太史公。
”
匚1彐 (32Bs-3286页 )司 马迁在序 中

道出了司马氏先世原居 中原的历史事实 ,这 对于我

们理解相如
“
祖先所出

”
,当 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

由于史载阙如 ,我们无法窥知司马相如先世入

蜀的具体行程。幸运的是 ,《 汉书》卷八七上《扬雄

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扬雄祖先从 中原迁徙入蜀的

过程 :“扬雄字子云 ,蜀 郡成都人也。其先出 自有周

伯侨者 ,以 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 ,因 氏焉 ,不 知伯侨

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 ,周 衰瓦扬氏或称侯 ,号

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

弊。当是时 ,逼扬侯 ,扬 侯逃于楚巫山,因 家焉。楚

汉之兴也 ,扬 氏溯江上 ,处 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

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 ,处岷山之阳曰郫 ,

有田一廛 ,有 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
”
匚2彐 (3518

页)据前引材料 ,《 扬雄传》乃以扬雄《自叙》为蓝本 ,

具有较高的信实度。而此条材料对于我们理解司马



房 锐 邓郁章 关于司马相如故里问题的再探讨

相如先世 由中原迁居蜀 中的历程不无好处。结合

《太史公 自序》,我们似乎可以做出如下推测 :司 马相

如先世由中原迁移蜀中时 ,可能曾定居安汉县 ,成都

乃相如最后落籍之地。李大明先生指出 :“ 司马相如

的先世曾居古相如县 (西 汉时属安汉县),相 如少时

亦居于此。后居成都 ,而《自叙》所记 自此始 ,即 刘知

几所谓的
‘
但记 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故 自言
‘
蜀

郡成都人
’
,而

‘
祖先所出 ,则 蔑尔无闻

’
了。

”
匚26彐 这

一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在探讨 司马相如故里 问题

时 ,应 当认识到相如《自叙 》是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的。我们似不能因为《史记》阙载 ,就断然否定司马

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司马相如《自叙》并未提及

他与安汉县的关系 ,但其传世之作却为我们探讨其

故里问题提供了一些帮助。如四川师范大学王启涛

先生在考察相如赋的用词情况后发现 ,相如作品中

使用了不少四川方言词 ,其 中一些为川东方言。这

些语言迹象为探讨司马相如与古安汉县的关系提供

了十分可贵的线索匚27彐 。

我们认为 ,在新的历史时期 ,司 马相如故里问题

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对相如故里问题

的探讨与认识也与一般
“
利用历史 留下的蛛丝马迹

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
”⑤有着本质

的不同。相如故里问题是在钩稽史实的基础上提出

的 ,是 一种尊重历史 、尊重古人的表现。同时 ,这 一

问题的提出与探讨 ,对于当今辞赋学研究 ,尤其是司

马相如研究有着较高的价值。此问题决非仅仅局限

于单纯的故里之争 ,它所涉及的领域是较为宽广的。

研究这一问题 ,既有助于弥补司马相如生平事迹研

究中存在的不足 ,还 可推动相关的研究 ,对于我们认

识司马相如产生之巴蜀文化背景 ,中 原文化、荆楚文

化对巴蜀文化的影响 ,汉 代 巴蜀文人的成长历程等

均不无裨益。

注释 :

①《隋书》卷四九《牛弘传》载 :“及侯景渡江 ,破灭梁室 ,秘 省经籍 ,虽 从兵火 ,其文德殿内书史 ,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 ,遣 将

破平侯景 ,收文德之书 ,及公私典籍 ,重本七万余卷 ,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 ,因 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人郢 ,绎悉焚之于外

城 ,所 收十才一二。巛资治通鉴》卷一六五《梁纪二十一》元帝承圣三年云 :“帝人东阁竹殿 ,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

卷。
”
江陵一炬 ,使大量珍贵的典籍毁于一旦 ,一些记载有司马相如故里情况的典籍 (尤其是梁代官修地理文献)很可能亦随

之烟消云散。

②后武帝子萧统招聚文学之士 ,编集《文选》三十卷。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汉司马相如集题词》云 :“ 梁昭明太子《文

选》,登采绝严 ,独 于司马长卿取其三赋、四文 ,其生平壮篇略具 ,殆 心笃好之 ,沉湎终 日而不能舍也。”徐坚《初学记》卷二四

《居处部》录武帝子简文帝萧纲《琴台诗》云 :“ 芜阶践昔径 ,复想鸣琴游。音容万春态 ,高名千载留。弱枝生古树 ,旧 石抗新

流。由来递相叹 ,逝川终不收。
”
武帝对司马相如的热爱当对其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③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二《汉司马相如集 ·自叙传》附言云 :“余谓此传果马卿自作 ,安得有相如已死 ,天 子遣所忠索书?

又安知没后数岁 ,上始祭后土及礼中岳事乎?然则自叙传应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为止 ,此后别有结束 ,惜 今不传。而
‘
天

子曰’以下 ,还是太史公补足之。近世学士谓相如集中传乃校集者取子长所作附之 ,非其 自笔。然《史通》序传一章 ,详言作

者自叙基于骚经 ,降及相如始以自叙为传。《史通》之意直以后人序传皆作祖于相如 ,断非影响 ,而俗儒多以亡奔涤器等事 ,

胡不少讳 ,以 此为非马卿笔。不知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 ,委 曲周至 ,他人不能代之写照阿堵中也。又按 :《 南史》云 :古之

名人相如、盂坚、子长皆自叙风流 ,传芳末世。则言此文之出相如手 ,非一人矣。
”
何焯《义门读书记》卷一八《前汉书》云 :“传

中终言相如卒后之事 ,则 非止录自叙也。
”
针对《司马相如列传》末尾所写相如卒后之事 ,刘 咸忻《汉书知意》解释道 :“ 要卒后

之言。自是马之所加 ,不 害其余文之本自序也。
”

(《 推十书》第二册 ,成都古籍书店影印,1996年 ,第 13⒛ 页)这 -解释是比较

合理的。

④在 zO02年 10月 召开的
“
巴蜀文化学术研讨会

”
上 ,李大明在探讨相如故里问题时提到了《史记》的记载与司马相如《自叙》之

间的关系。他在提交的论文《相如辞赋与楚辞》后所录《附记》中对此问题亦作了阐述 (参 见《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 ,巴 蜀书

社 ⒛04年版 ,第 107页 )。 受其启发 ,一些学者在探讨相如故里问题时 ,多 能注意到《史》传与相如《自叙》之间的关系。

⑤蔡东洲在《严颜三墓考论》中认为 :“ 利用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和地名的演变为本地增添名胜的事例在地方志中屡见不鲜。
⋯⋯司马相如为成都人 ,明 载于《史记》,而蓬安因曾叫相如县和有琴台、故宅等

‘
遗迹’,坚 持认为

‘
实今之蓬州人’。

”
见《巴蜀

文化研究》(第一期),巴蜀书社 ⒛04年 版 ,第 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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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pproach to si1ma Xiangru’ s Native PIace

FANG Rui,DENG Yuˉ zhang
(Baˉ Shu Culture Research Center, Sichuan Nonη 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8;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Sirna Xiangru, Peng’ an, sichuan637800, China)

AbstraCt:Chengdu of shu Jun is constantly taken as shna Xiangru’ s native place. Based on a

research into a large amount of ancient literature in combin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other

scholars, we beheve that his native place is today’ s Peng’ an County, Nanchong City, sichuan

Province, while Chengdu is his final settlement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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