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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谯 周是三国时蜀国益州集团中颇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精通儒术 ,又 是当地土著 ,在 以
“
法

”
治国、

“
荆

楚人贵
”
的诸葛亮时代并不显达。当曹魏灭蜀时,他 力劝刘禅投降,使 蜀汉免受兵燹之灾,其 本人却因此见贬于后

世。谯月门生众多,著 名者有文立、桂轸、李密等,他 们在入晋后仕途畅顺,青 云平步 ,与 吴蜀故地其他贵胄的境遇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 不仅与谯月的生平行事及其影响 ,也 和司马氏政权出身儒学世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 :谯 月 ;益 州集团;全 蜀之功 ;儒 教

中图分类号 :Κ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n000-5315(2003)Os硐 129叼6

谯周是汉季益州土著集团中的重要人物。在刘

璋降刘备时,曾 积极表示赞同,但人蜀后却
“
不与政

事
”
[1](卷 四十二《谯周传》);及至魏兵压境 ,又 说服

刘禅投降。既为史家称有
“
全蜀之功

”
,复亦因此见

贬于后世。西晋一统 ,吴 、蜀故地大族贵胄的仕途均

甚委顿 ,但蜀地降臣谯周及其门生却多受眷顾。关

于蜀国降士在晋廷的遭际情况的研究仍不多见 ,对

谯周这位一度对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研究则

更寥寥。本文尝试将谯周生平行事与吴、蜀降士的

际遇结合起来 ,从蜀汉政权各区域集团间的利益冲

突及蜀、晋两朝治国政策之不同等多种角度 ,作一立

体的考论。

- 谯周其人及其著述

谯周字允南 ,蜀汉巴西西充人。巴西乃郡名 ,属

益州 ,治所在阆中(今 阆中)[2]。 《晋书 ·地理志》

记载 ,益州在汉初有
“
汉中、巴、蜀

”
三郡。东汉建安

六年(201年 ),刘璋
“
以巴郡为巴西

”
。

谯周是一个博览群书、精通儒学、坦诚而有识见

的人。《三国志 ·蜀志 ·谯周传》记载 ,他
“
幼孤 ,与

谯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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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兄同居。既长,耽古笃学 ,家贫未尝问产业 ,诵 读

典籍 ,欣然独笑 ,以 忘寝食。研精六经,尤 善书札。

颇晓天文 ,而不以留意 ;诸子文章非心所存 ,不悉遍

视也。身长八尺,体貌素朴 ,性推诚不饰 ,无造次辩

论之才 ,然潜识内敏。
”
从其著述看 ,此当非虚言。

谯周著述甚夥。《三国志 ·谯周传》云 :“ 撰定

《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馀篇。
”
《隋书

·经籍志》、《丨日唐书 ·经籍志》、《唐书 ·艺文志》并

著录有《五经然否论》(即 《五经论》)、 《古史考》、

《三巴记》、《谯子法训》、《谯子五教志》(新 《唐志》

无
“
谯子

”二字)五种,但均已亡佚。《隋志》另录

《论语注》一篇 ,两 《唐志》已不载,则 唐时已不见完

书。此外 ,清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和文廷式的《补

晋书艺文志》补有《丧服图》、《后汉记》、《礼祭集

志》、《蜀本纪》、《益州志》、《异物志》、《谶记》、《天

文志》、《灾异志》等九种题为谯周所撰 ,则 其亡佚当

在更早之时。

明清时辑有谯周佚著四种。其一 ,《 论语谯氏

注》1卷 ,马国翰辑 ,收人《玉函山房辑佚书》。其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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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然否论》1卷 ,辑本有三,分别为王谟辑《汉魏

遗书钞》、马国翰辑《玉函山房辑佚书》及黄爽辑《黄

氏逸书考》。其三 ,《 谯周古史考》1卷 ,章宗源辑 ,收

于《平津馆丛书》、《训纂堂丛书》、《龙黔精舍丛

书》。黄爽《黄氏逸书考》辑本作《古史考》,亦 1卷。

其四,《 法训》1卷 ,亦有三种辑本,分别为陶宗仪《说

郛》、黄爽辑《黄氏逸书考》和王仁俊辑《玉函山房辑

佚书续编》[3]。 据《隋志》及两《唐志》,《 论语注》

原为10卷 ,《 五经然否论》原为5卷 ,《 古史考》原为

zs卷 ,《 法训》原 8卷 ,可见原书已散佚大半,辑轶所

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严可均《全晋文》所辑谯

周佚文有题名者共 9篇 ,阙名之断章 19篇 ,分别辑

自《三国志》、《后魏书》、《通典》、《御览》、《齐民要

术》、《北堂书钞》、《初学记》等[4]。

从谯周著述中可以看出,谯周之学,以 经学为核

心,而史学亦著。谯周以蜀地土著,多撰有地方史

乘 ,如《三巴记》、《蜀本纪》、《益州志》等。《华阳国

志》卷一之魏晋部分,大 多即取材于谯周《巴记》。

谯周又颇擅谶纬、术数及五行灾异之术。司马彪

《续汉书 ·五行志》有云 :“ 故泰山太守应劭、给事中

董巴、散骑常侍谯周并撰建武以来灾异,今合而论

之,以 续前志。
”
此亦可证谯周所学,颇为当世所重。

二 谯周入蜀与蜀汉统治集团内部的地域集团

矛盾

益州本为刘焉、刘璋父子所统治。刘焉人川时 ,

亲戚故旧跟着他来的人很多 ,形 成一个政治性的集

团。这些外来地主集团经济势力的发展 ,必然会使

益州土著地主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害。因此 ,益州地

主如王咸、李权、任歧、贾龙等纷纷武装起兵 ,意在推

翻刘焉的统治。十几年中 ,战乱不断 ,直到焉子刘璋

继位 ,才依靠东州兵的力量 ,平定了内乱。但是 ,益

州土著地主集团对刘璋始终没有好感 ,刘 璋也始终

没有能得到他们更多的支持。

刘各能取得益州 ,正 是依靠了土著集团的中坚

人物蜀郡人张松、郡人法正等的力量。他们以为只

要刘备入蜀 ,刘璋失势 ,本集 团的势力就可以抬头

了。据《三国志 ·蜀志 ·先主传》记载 :“ (张 )松还 ,

⋯⋯说璋曰/刘豫州,使君之肺腑 ,可 与交通。
’
璋

皆然之,遣法正连好先主。
”
过些时候 ,张松又说刘

璋 :“ 不得豫州 ,则 敌攻其外 ,民攻其内,必败之道。
”

刘璋于是
“
遣法正请先主

”
。又《先主传》注引《吴

书》曰:“ 各前见张松 ,后 得法正,⋯ ⋯因问蜀中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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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 ,兵器府库人马众寡 ,及诸要害道里远近 ,松等具

言之 ,又画地图山川处所 ,由 是尽知益州虚实也。
”

[1](卷 三十二《先主传第二》)可见 ,益州土著人士确实

对刘氏人蜀发挥了重要作用。
“
豫州人蜀 ,荆 楚人贵

”
。刘备人四川后 ,绝对

信用荆州人士 ,如诸葛亮、庞统、蒋琬、费柿等 ,对益

州土著则是既拉拢又打击。例如 ,广汉人彭蒙 ,刘各

人蜀之初 ,他也立了一些功劳 ,后 来因不愿外放 ,颇

有不满之心 ,被刘各杀害[1](卷 四十《彭茉传》)。 刘

各初入蜀 ,蜀郡张裕对刘各颇无礼。蜀汉政权刚建

立 ,张裕又造谣言说刘各九年后将失掉益州。刘备

因此
“
常嫌其不逊 ,加 忿其漏言

”
,于 是将张裕

“
下

狱 ,将诛之
”
,诸葛亮问该安那一种罪名 ,刘 各干脆

地说 ,“ 方兰生门,不 得不衄
”
。于是 ,“ 裕遂弃市

”

[1](卷 四十二《周群传》)。

雷近芳指出,根据陈寿《三国志》各传和裴松之

注等资料 ,除蜀主刘备、禅父子外 ,蜀 汉统治集团有

籍可考者凡 189人 [5](”-34页 )。 其中,属 于刘各

故旧集团的有 ” 人 ,占 总考察人数的 11。 “%;荆

楚集团“ 人 ,占 “.6%;巴 蜀集团的构成人数为 9z

人 ,占 48.1%;甘陇集团共 9人 ,比 例为 4.7%。 由

此可以看出,蜀汉统治政权内部的四大区域集团的

实力很不均衡。甘陇集团最弱 ,他们人数少 ,人幕

晚 ,掌握实权 ,并参与蜀汉决策的人物仅姜维一人 ,

却又因时值蜀汉后期的穷途末路 ,横 遭种种势力的

牵掣。故旧集团的人数亦不甚多 ,但其成员身份特

殊 ,权高位重 ,他们或与刘备布衣之交 ,同起而共命

(如关羽、张飞);或与蜀汉宗庙与共 ,裙带紧联 (如

刘锬、糜竺),因 此在重大决策时往往起着决定作

用。荆楚集团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是人才济济、文武

兼备 ,其成员大多是失去旧依托而又不甘平庸沉沦

的士人。巴蜀集团成员大多为本地豪强 ,部 分人士

虽籍属北方或由荆楚而来 ,但 因其入蜀已久 ,又得遇

刘璋 ,其在蜀汉政权下的基本利益与巴蜀土著一致 ,

因而他们能结成相对坚固的区域自保势力。作为地

方势力 ,巴 蜀集团亦极具排外性 ,极欲维护政治经济

的既得利益。但在新政权下 ,巴 蜀集团人数虽多 ,却

远不能企及故旧及荆楚集团的尊显富贵。虽然法正

等得遇刘备 ,可他在巴蜀势力中影响不大 ,又 因早

死 ,未能起多大作用。余则不合作与遭压制者众多。

涪人杜微终刘备之世称聋不出,诸葛亮再三礼请不

能强起之。刘巴、费诗皆因谏刘各缓称帝王而遭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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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孟达亦因
“
忿争不和

”
[1](卷 四十《刘封传》),各

受排挤而领兵降魏。巴蜀势力中,很有一些有实力

者 ,初 时尚能隐忍 ,至刘各方逝、后主幼弱时,黄元、

朱褒、雍闾、高定、刘胄等相继起义 ,一时四方起兵。

因此 ,像谯周这样的土著人物 ,虽 未见打击 ,却

也并非举足轻重 ,再加上
“
性推诚内敏 ,无造次辩论

之才
”
,终蜀之世 ,不过任了一个

“
位亚九列

”
的光禄

大夫 ,除了在劝刘禅投降时站了出来以外 ,一直
“
不

与政事
”
,而以

“
儒行见礼

”
[丬 (卷四十二《谯周传》)。

三 谯周的
“
全蜀之功

”

蜀汉后主景耀六年(公元 263年 ),魏 大将军司

马昭派钟会、邓艾统率大军共 18万人分道伐蜀。钟

会由斜谷人汉中,姜维退守剑阁。邓艾以奇军从阴

平间道取江油 ,进克涪县 ,攻杀诸葛瞻于绵竹 ,直逼

成都。

刘禅急召群臣会商 ,有的主张投奔东吴 ,有的建

议逃往南中七郡。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土著地主集

团,却公开主张投降。谯周以为 :“ 自古以来 ,无 寄

他国为天子者也 ,今若人吴 ,固 当臣服。⋯⋯魏能并

吴 ,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

之耻 ,何与一辱?且若欲奔南 ,则 当早为之计 ,然后

可果 ;今大敌以近 ,祸 败将及 ,群 小之心 ,无一可保 ,

恐发足之日,其变不测 ,何至南之有乎 !” 后主犹疑

于人南 ,谯周上疏曰 :“ 南方远夷之地 ,平常无所供

为 ,犹 数反叛 ,自 丞相亮南征 ,兵 势倡之 ,穷 乃幸从。

是后供出官赋 ,取 以给兵 ,以 为愁怨 ,此 患国之人

也。
”
后主

“
于是遂从周策

”
[1](卷 四十二《谯周传》)。

后人多认为谯周说后主投降是
“
苟存之道

”
,谯

周是
“
驽臣

”
。比如《三国志 ·蜀志 ·谯周传》裴注

引孙绰的评价 :“ 自为天子而乞降请命 ,何 耻之深

乎!夫为社稷死则死之 ,为社稷亡则亡之⋯⋯推过

于其父 ,俯首而事雠 ,可 谓苟存 ,岂 大居正之道哉 !”

孙盛亦曰 :“ 春秋之义 ,国君死社稷 ,卿 大夫死位 ,况

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 !周 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 ,亡

礼希利 ,要冀微荣 ,惑矣。⋯⋯禅既暗主 ,周实驽臣 ,

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 ,不亦远乎 !” [1](卷 四

十二《谯周传》注引)

其实 ,在钟会、邓艾伐蜀之前 ,谯 周似并未有投

降之心。他最终选择了劝降 ,则 主要是因为其本人

所属的区域集团利益占了上风。

谯周是地道的益州土著 ,他所作的一切也多以

此为出发点。早在诸葛亮时期 ,谯 周就多次劝谏

“
魏不可伐

”
。姜维穷兵黩武 ,功绩不立 ,谯周更作

《仇国论》以讽。因为蜀汉能否战胜曹魏 ,夺 取天

下 ,于他们这些土著来说无切身的好处 ,倒 是连年征

战 ,会给他们带来利益上的损失 ;而且如果西蜀真的

攻克了洛阳,蜀地的重要程度必然会受到影响 ,中原

人士更会与他们竞争官禄。对后主在人吴与奔南中

间的犹疑 ,于谯周等来说 ,无宁投降更符合他们的利

益。因为蜀汉政权本不能代表他们全部的利益 ,它

的覆亡 ,也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害 ,反可驱逐荆

楚等外来地主势力 ,而益州土著地主集团更能获得

长足的发展。

不管谯周劝降是否有害于大道 ,但
“
刘氏无虞 ,

一邦蒙赖
”(陈寿语 )却 是事实。检阅刘禅降前蜀国

的实力 ,实不容乐观。《三国志 ·蜀志 ·后主传》裴

注引王隐《蜀记》云 :“ (禅 )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

簿 ,领户二十八万 ,男 女口九十四万 ,带 甲将士十万

二千 ,吏 四万人 ,米 四十万斛 ,金银各二千斤 ,锦 绮彩

绢各二十万匹,余物称此。
”
查《续汉书 ·郡国志》顺

帝永和五年蜀郡 11县 有户 30。 弱2万 ,人 口 135。

4臼 万。从永和到汉末 ,除 马相之乱外 ,成都一直平

静。建安十九年 ,刘 璋全城以降。《华阳国志 ·刘

先主志》记先主克蜀之后 ,“ 赐诸葛亮、法正、关羽、

张飞金五百斤 ,银千斤 ,钱 五千万 ,锦 段万匹。其余

各有差
”
[6]。 仅刘备赏赐给诸葛亮等四人的财物

就有黄金 ⒛00斤 、白银 钔00斤 ,已 多于刘禅降魏时

国库所存 ,其他还有马超、赵云、黄忠、李严等将领、

数万军士 ,则 赏赐的数 目定然极大。蜀地经过刘各

父子休养生息几十年 ,户 口、国库怎么反而大有减

损?可见 ,蜀汉 50年 中,号称治者 ,只 是没有叛乱罢

了。封建剥削严重 ,农 民生活困难 ,逃 亡 日多 ,户 口

锐减 ,则是真实情况。因此 ,蜀汉的迅速灭亡 ,连年

征伐、徭役不息才是根本原因。邓艾兵至而后主不

敢守城 ,也正由于此。由此益可见蜀汉末年成都之

空虚。

又《三国志 ·蜀志 ·后主传》记 ,蜀 汉建兴十四

年夏四月 ,后 主
“
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

于广都
”
;延熙十年 ,“ 凉州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

众降
”
,姜维将其

“
居之于繁县

”
;延熙十七年冬 ,姜

维又
“
拔狄道、(河间)河关、临洮三县民,居 于绵竹、

繁县
”
。蜀汉国之所以屡徙羌胡人居广都、繁县等

水利灌溉之沃野 ,主要原因就是当时农村凋敝、户口

锐减。同时 ,由 于姜维的穷兵黩武 ,“ 众庶由是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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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而陇已西亦骚动不宁
”
[丬 (卷 四十四《姜维传》)。

《谯周传》亦云 :“ 军旅数出,百姓凋敝。
”
正如当时吴

国丞相张悌所评价的那样 :“ 今蜀阉宦专朝 ,国无政

令 ,而玩戎黩武 ,民 劳卒弊 ,竞 于外利 ,不修守备。
”

[1](卷 四十八《孙皓传》天纪四年注引《襄阳记》)司 马昭

伐蜀 ,他估计 ,“ 彼强弱不同,智 算亦胜 ,因 危而伐 ,

殆其克乎
”
。

国力不足以维继 ,人 民不愿意作战 ,益州土著地

主投降的论调又高唱人云 ,蜀 汉政权便只有投降这

一条路。孙盛等以为彼时
“
战虽屡北 ,未有土崩之

乱 ,纵不能君臣固守 ,背城借一 ,自 可退次东鄙以思

后图
”
[1](卷 四十二《谯周传》注引),显 为不察之言。

司马昭在灭蜀之后 ,确实也对益州土著地主集

团眷顾有加。为了满足他们驱逐外来利益集团的要

求 ,也为了防范蜀汉残余势力在益州的再起 ,魏咸熙

元年(公元“4年 ,灭蜀后的第二年 ),“ 内移蜀大臣

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复二

十年田租
”
[6](《大同志》)。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

图注》曰 :“ 河东郡 ,今山西省西南部地 ,与关中隔一

黄河。自蜀迁河东者必经关中。徙家财力不能远移

及因便请留关中者当有之。惟名势特高具有号召力

之家 ,必徙至河东 ,以杜后患。此辈皆属高赀巨室 ,

到关中与河东后 ,仍 自购田为地主 ,晋朝廷免其二十

年田租以优之 ,俾其生活不失在蜀时之优越。
”
司马

昭控制下的曹魏政权内移宗预、廖化、诸葛显等大

族 ,并要求他们一定得徙至河东 ,如 此就将旧蜀汉政

权中非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都召回中原去 ,这部

分势力终于随着蜀汉的覆没撤出益州了。由于益州

土著地主集团没有经过武装过程 ,因 此保卫本阶级

利益的力量比较薄弱。西晋末年 ,流 民进人巴蜀 ,益

州地主就无法抵御 ,而没能像江东世家豪族大地主

一样
“
三定江南

”
[7]。

对于
“
全国之功

”
的第一人谯周 ,司 马昭首先封

其为阳城亭侯。又
“
累下诏所在发遣周。周遂舆疾

诣洛 ,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 ,就拜骑都尉
”

[1](卷

四十二《谯周传》)。 裴松之注引《益部耆旧传》曰 :“ 益

州刺史董荣图画周像于州学 ,命从事李通颂之曰 :

‘
抑抑谯侯 ,好古述儒 ,宝道怀真 ,鉴世盈虚 ,雅 名美

迹 ,终始是书。我后钦贤 ,无言不誉 ,攀诸前哲 ,丹青

是图。嗟尔来叶 ,鉴兹显模。
’”

一时官显名闻。

四 谯周门生在西晋的境遇及西晋王朝对待蜀

吴降士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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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为之立传的谯周门人有五人 :罗 宪、陈

寿、李密、杜轸及文立 ,皆 巴蜀人士 ,除罗宪外 ,并见

于《华阳国志 ·后贤志》。

五人各有特色 ,皆是独当一面的杰出人才。罗

宪投身军旅 ,“ 方亮严整
”
,以 忠烈闻名 ;陈寿好学多

思 ,才华横溢 ,有 良史之名 ,著有《古国志》50卷 、《三

国志》65卷、《益部耆旧传》10卷。李密人
“
孝友

”
列

传 ,文立跻身
“
儒林

”
。杜轸号为

“
良吏

”
,百姓为立

生祠。周之门人
“
方陈寿、李密为游、夏 ,以 文立为

颜回,罗 宪为子贡
”
,能 以孔门弟子方之 ,足见谯周

门生数量之众 ,师生名望之高。

蜀汉降魏后 ,谯周门生皆能人洛。据《晋书 。

陈寿传》,陈 寿人晋举孝廉 ,除著作佐郎 ;出 补阳平

令 ,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 ,迁 长广太守 ,不 就 ;授 治

书御史 ;母忧去职 ,起为太子中庶子 ,未拜。除了陈

寿仕途稍坎坷外 ,余者并在晋廷历任高官。李密为

晋武帝赞为
“
士之有名 ,不虚然哉

”
,以 太子洗马征

至洛 ,徙 尚书郎,出 为温令 ,去为本州大中正 ,后迁汉

中太守[8](卷八十八《孝友列传》)。 虽最终被免官 ,

但其子仍出仕 ,“ 长子赐 ,州 别驾 ,汶 山太守 ,少 与东

海王司马元超友昵。少子兴 ,太傅参军。幼子硕 ,宁

浦太守
”
[6](《 后贤志》)。 杜轸

“
累迁尚书郎

”
[8]

(卷九十《良吏列传》)。 文立人晋为州别驾从事 ,举秀

才 ,拜济阴太守 ,迁 太子中庶子 ,仕至尚书[8](卷九

十一(儒林列传》)。 罗宪泰始初人朝 ,诏 曰 :“ 宪忠烈

果毅 ,有才策器干 ,可 给鼓吹。
”
又赐山玄玉佩剑。

泰始六年卒 ,赠使持节、安南将军、武陵太守 ,追封西

鄂侯 ,谥 曰烈[8](卷 五十七《罗宪传》)。

西晋平吴以后 ,对吴蜀故地旧臣大抵防范多于

信任。人晋的其他蜀吴降人 ,境遇却很难堪。

泰始初 ,时 为太子中庶子的文立
“
上表请以诸

葛亮、蒋琬、费栉等子孙流徙中畿
”
[8](卷 九十一《儒

林列传》)。 蜀人不见用 ,可见一斑。《华阳国志 ·大

同志》又记泰始五年 ,“ 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

臣,名 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 ,皆依故官号为降
”
。文

立的意思是 ,大 臣名勋之后 ,皆 当人士 ,纵使不才 ,亦

不得参加厮剧徭役。反过来 ,还是说明彼时蜀汉大

臣后人的处境艰难。考蜀国名勋之后 ,在晋廷显扬

者确实寥寥。比如诸葛亮 ,其子瞻及瞻长子尚战死

在绵竹 ;瞻次子京 ,咸熙元年内移河东 ,为郡令 ,后位

至江州刺史 [1](裴 注引《诸葛氏谱》和《晋泰始起居

注》)。 蜀五虎大将之子大多早亡 ;蒋琬子蒋斌、蒋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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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死在乱军中;费栉诸子在史书中也仅记到在蜀的

为官 ,而未提及人晋后的仕宦。

对吴人来说 ,虽然有司马氏对江南地主的致意

笼络 ,如华谭对武帝策问
“
绥静新附以何为先

”
,即

建议
“
当先筹其人士 ,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 ,待 以

异礼
”
[8](卷五十二《华谭传》),但北人对南人仍有偏

见 ,世代任吴国公卿将相的陆机、陆云兄弟的经历就

是最好的证明。
“
陆机 ,字士衡 ,吴郡人也。祖逊 ,吴 丞相。父

抗 ,吴 大司马
”
[8](卷 五十四《陆机传》)。 陆机、陆云

兄弟吴亡后退居旧里近十年 ,闭 门勤学 ,太康末始人

洛阳。从陆云书札可以窥见南人情绪之一斑。与戴

季甫书云 ,“ 江南初平 ,人物失叙。当赖俊彦 ,弥缝

其缺
”
。与杨彦明书云 ,“ 东人近复未有见叙者 ,公

进屈久 ,恒为邑罔
”
。陆机人洛后 ,在《皇太子宴悬

圃诗》中,犹 自称
“
蕞尔小臣,邈彼荒域

”
。陆云答张

士然诗亦有
“
感念桑梓域 ,仿佛眼中人

”
之句 ,具见

自卑情绪与桑梓之感。而成都王司马颖幕下 ,孟 超

为小都督 ,竟敢公然斥骂河北大都督全军统帅之陆

机为貉奴[8](卷五十四《陆机传》)。 人晋后 ,陆机颠

沛流离 ,仕途坎坷 ,先后投过贾谧、赵王伦和成都王

颖 ,最终因
“
有异志

”
而为颖所杀 ,牵连其全家、陆云

及其从弟陆喜。
“
综观陆士衡一生出处及致祸之

由,似不能不联系其出身吴人考察之也
”
[8][9](γ

页)。

南北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至西晋末尚未改变。

葛洪 ,丹杨句容人 ,隶籍江南 ,其祖为吴之大鸿胪 ,所

著《抱朴子外篇 ·审举篇》尚有表达吴人不平之语 ,

如曰
“
昔吴士初附,其贡士见偃以不试。今太平已

近四十年矣 ,犹 复不试
”
。直至元帝镇江东 ,还 因

“
时南土之士未尽才用

”
,才请顾荣推荐吴士 ,诸人

亦始获仕进[8](卷六十八《顾荣传》)。

但谯周门生杜轸与同郡涪人李骧在晋廷皆任尚

书郎,二人齐名 ,有
“
蜀有二郎

”
之号 ,足见其难能。

郎之为官 ,在 西晋实为清选 [9](Tz页 )。 西晋王朝

对蜀人任高位者 ,实颇警惕。如蜀人何攀平、吴有

功 ,任扬州刺史。
“
石崇表东南有兵气 ,不 宜用远

人 ,征拜大司农
”
[6](《后贤志》)。 由此 ,更表明文

立、杜轸等人能在晋廷颖脱而出、官居高位实为不寻

常之事。这固然源于他们本人的才干 ,然 而不该忽

略的事实是 ,他们几位恰好都师从过谯周。

谯周及其门生得以在晋廷显扬的另一原因是他

们均治六经 ,精通儒术 ;而 司马氏正是儒学大族 ,西

晋的政权基础是高门大族尤其是儒学世家。相对照

的是 ,蜀汉的诸葛亮崇尚法术 ,以 法治国,与 儒家思

想格格不人。

谯周
“
研精六经

”
,“ 以儒行见礼 ,时访大义 ,辄

据经以对
”
[1](卷 四十二《谯周传》),其 著作直接与

六经有关的即有《论语注》、《五经然否论》。佚文

《齐交》言择良友的重要性 ,“ 譬之于物 ,犹之白也 ,

染之以蓝则青 ;游居交友 ,亦人之所染也
”
[4],是 典

型的儒家思想。
“
或 曰:君 子处陋巷 中,奚 乐也 ?

曰:乐得其亲 ,乐得其友 ,乐 圣人之道也
”
[10](卷 四

百六十
'`),表

达孔颜乐处的精神。佚文中还有多处

文字论
“
礼

”
论

“
孝

”
。比女口,“ 羊有跪乳之礼 ,鸡有识

时之候 ,雁有翔序之仪 ,而 人取法焉
”
[11](卷二十

九)。
“
夫孝 ,百行之本 ;替本而求末者 ,未见有得之

者也。如或得之 ,君子不贵矣。乌鸟犹有反哺之心 ,

况人而无孝心者乎
”
[10](卷九百二十)。 《三国志谯

周传》记谯周对刘禅保证 ,降后魏国一定会
“
裂土以

封陛下
”
,不然 ,“ 周请身诣京都 ,以 古义争之

”
,大义

凛然的气势亦颇有儒者风范。

谯周弟子中,李密以孝闻名 ,讲学则
“
忘疲

”
[8]

(卷八十
'`《

孝友列传》)。 杜轸不仅
“
博涉经书

”
,而且

在地方上为官时
“
道以德政 ,风化大行 ,夷夏悦服

”

[8](卷 九十《良吏列传》),百 姓生为立祠 ,其行为尤与

汉代循吏身兼吏、师双重身份的精神相通。文立
“
专毛诗 ,三礼

”
,做地方官时 ,“ 政事修明

”
,事 东宫

后 ,又
“
尽辅导之节

”
[8](卷 九十一《儒林列传》)。 罗

宪虽是武将 ,然其行为处事亦多儒风。

诸葛亮治理蜀国主要根据的还是
“
法

”
。进人

益州以后 ,他认为刘焉、刘璋父子
“
以宽济宽

”
,“ 德

政不举 ,威刑不肃
”
,致使蜀土人士专权自恣[1](卷

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蜀 中人民
“
思为乱者 ,

十户而八
”
[1](卷 三十七《法正传》)。 针对这种情况 ,

诸葛亮提出了一套由乱到治的方针 ,即 《便宜十六

策 ·治乱策》。其中最重要的是
“
先理强 ,后理弱

”
。

理强 ,即 打击三蜀豪强 ,主 要措施是
“
威之以法

”
,

“
限之以爵

”
[1](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为此 ,诸葛亮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令。《二国志 ·伊

籍传》说伊籍
“
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

科
”
。陈寿《诸葛亮集 目录》中有《法检》上下篇 ,惜

均不见原文。这些科令 ,应 是当时执法的依据。对

于诸葛亮的法治 ,《 三国志 ·张裔传》记载 ,张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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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道诸葛亮
“
赏不遗远 ,罚 不阿近 ,爵 不可以无功  是汉末的著姓名儒。如陈氏 ,陈 群之祖陈实死时 ,

取 ,刑不可以贵势免
”
;陈寿也在其《诸葛亮传》中曰  “

海内赴者
”
达 3万余人 ,二 子陈纪、陈谌

“
齐德同

“
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

”
,应  行

”
,与其父

“
并著高名 ,时 号三君

”
[12](卷六十二

是很客观的记述。                《陈实传》)。 陈群即陈纪之子。钟繇是钟皓的曾孙 ,

西晋的政权基础是门第与儒学的结合。司马氏  钟皓
“
博学诗律 ,教授门生千有余人

”
,被李膺叹为

即以儒学大族闻名。司马懿之父司马防以守礼法达  “
至德可师

”
。钟繇少举孝廉 ,当 时被认为

“
功高德

名于世 ,司 马懿本人
“
博学恰闻 ,服膺儒教

”
[8](卷   茂

”
[丬 (卷十三《钟繇传》)。 这样倚赖儒学世家的政

一《宣帝纪》)。 支持司马氏的有颍川的钟毓、钟会兄  权 自然也看重治经的谯周及其门生。

弟、陈泰(陈群之子 )、 荀叛(荀或第六子 )。 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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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Qiao zhou and Xi JⅠ n’ s Attitude Toward

shu Wu Dynasty CapituIators

ZHU Xia-hua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Na叫 ing Universi1y,Na刂 ing,zhqⅡ ang210093,China)

Abstract:Qia。 zhou,master of Confucianism and aboⅡ 酐nal,one of the complicated J:igures of the

Yizhou chque of shu KingdoⅡ L during Three Kingdoms PeⅡ od, is not proΠ linent in the ti【 nes of zhuge Li-

ang, who believes in t】 rule by law" and employs Jing Chu personnel, and persuades Liu Chan to surrenˉ

der to Wei Kingdom。  This persuasion leads to peace of the country but also innicts scolding upon hi1n。

However, in sharp contrast to other Wu shu capitulators, he and his disciples are more politically comˉ

fonable in Jin Dynasty,wh忆 h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Ⅱn Dynasty and Qiao Zhou share the same be-

lief: Confuci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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