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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懿早期与曹魏政权之关系
栾文洁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 　司马懿年少即有雄豪之志 , 其不臣之心从入仕之初就已产生。由于受到儒家传统的影响 , 他早期本不欲屈节曹氏 , 而

在曹操的压迫下不得不伪装成曹氏的积极拥护者 , 潜伏在其政权中 , 伺机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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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imaYihadtheambitionandahearttorebelfrombeingenrolledtoCaoCao' sgovernmentinhisearlyage.Bacauseoftheimpact

oftraditionalConfucian, hedidn' twanttoservetoCaoclan.ButunderthethreatofCaoCao, hehadtopretendtobeanactivesupporterofCao-

weiGovernment, latenting, andwa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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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懿在曹魏政权内四十余年 , 历经武帝 、文帝 、明帝 , 是

为三朝元老 , 但同时也是曹魏政权的掘墓人 ,他于正始十年发

动高平陵政变 , 篡夺了政权 , 为后来西晋的建立打下根基。史

学界大多认为司马懿的叛逆之心产生于明帝死后 、其势力已

经无可匹敌之时 , 但事实上 , 他的不臣之心从入仕之初即产生

了。本文即就司马懿早期与曹魏政权的关系略加分析论述 ,以

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推进。

一

在正史材料的记载中 , 可以看到司马懿早年并不愿入仕

曹氏政权:“汉建安六年 , 郡举上计掾。 魏武为司空 , 闻而辟

之。帝知汉运方微 , 不欲屈节曹氏 ,辞以风痹 ,不能起居。魏武

使人夜往密刺之 , 帝坚卧不动。及魏武为丞相 ,又辟为文学掾 ,

斥行者曰:̀若复盘桓 , 便收之。' 帝惧而就职。” [ 1]史家对这段

材料历来有争议。周一良先生引宋人叶适《习学记言》 “懿是

时齿少名微 , 岂为异日雄豪之地 , 而操惧惮之至此? 且言不欲

屈节曹氏 , 亦可笑也”, 谓 “叶氏之言近是 ”, 对司马懿是否真不

愿入仕表示怀疑。[ 2]今人张大可也认为 ,司马懿 “未急用于世 ,

不受曹操征辟 , 坐作声价”, 并非真不愿入仕。[ 3]

但笔者认为 , 司马懿早年确有避世之心。

首先 , 《晋书 · 宣帝纪》载 , 司马懿 “少有奇节 , 聪朗多大

略 , 博学洽闻 ,服膺儒教。汉末大乱 , 常慨然有忧天下心 ”。从

阶级出身上看 , 司马懿和曹操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陈寅恪先

生曾指出:“魏晋统治者的社会阶级是不同的。 不同处是:河

内司马氏为地方上的豪族 , 儒家的信徒;魏皇室谯县曹氏则出

身于非儒家的寒族。” [ 4]魏晋时期社会等级划分森严 , 同样作

为统治阶级的 “士族”即陈寅恪先生所说之 “豪族”, 与门第出

身较低的 “寒族” , 在社会地位上差距甚大。士族不与寒族通

婚 , 甚至不相往来。二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也有所差别:东汉以

来的世家大族多伏膺名教传统 ,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而 “寒族”

则倾向于实践性 、功利性强的名法思想。

曹操出身寒族 ,且与阉宦有关 , 这便决定了曹氏的崇尚与

政策与崇尚儒学的士族大不一样。据史料记载 , 曹操性忌 ,

“重豪强兼并之法 ” [ 5] , 压制士族 , 且 “细政苛惨 , 科防互

设” [ 6];对其下属 “援属公事 , 往往加杖 ”, 以至于使何夔做出

“常畜毒药 ,誓死无辱”的极端行为 [ 7] 。熊德基先生在其文《魏

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考证 ,曹操在政

治上倾向于庶族地主 , 故除钟繇在关中因情况特殊而能独当

一面外 , 他是不让士族地主领兵的。直到司马懿掌兵后 , 其子

孙才藉此而取得天下 ,士族才从此得以专政。[ 8]

司马懿的家族河内司马氏是当地的望族 , 服膺儒教 , 其家

族成员世代为官 。以士族出身而屈从于寒族出身 、欲图篡汉的

曹操 , 显然与其从小接受的社会观念和儒家思想相冲突。这是

司马懿当初不愿屈节曹氏的一个原因。

另外 , 《三国志·魏志·胡昭传》注引《高士传》载:“初 ,晋

宣帝为布衣时 , 与昭有旧。同郡周生等谋害帝 , 昭闻而步陟险 ,

邀生于崤 、渑之间 , 止生 , 生不肯。 昭泣与结诚 , 生感其义 , 乃

止。”胡昭是当时的著名隐士 , 曹操为司空 、丞相时 , 多次对他

礼辟 , 他都婉言谢绝 ,终生不仕。他比司马懿年长十七岁 ,二人

有如此至深的情谊 ,可谓忘年之交 、生死之交 ,由此可知二人在

思想观点上必有极强的共鸣。 曹操征辟胡昭的时间与征辟司

马懿相仿 , 故此时少年司马懿有避世之心也属自然。这是他不

愿屈节曹氏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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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入仕之后 , 司马懿不久即迅速成为一个曹氏政权的积极

拥护者:建安十六年 , 曹操讨张鲁 , 司马懿从之并献策曰:“刘

备以诈力虏刘璋 , 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 , 此机不可失也。今若

曜威汉中 , 益州震动 , 进兵临之 ,势必瓦解。 因此之势 ,易为功

力。圣人不能违时 , 亦不失时矣。”建安二十四年 , 孙权上表陈

说天命 , 司马懿亦趁势劝进曰:“汉运垂终 , 殿下十分天下而有

其九 , 以服事之。权之称臣 ,天人之意也。虞 、夏 、殷 、周不以谦

让者 , 畏天知命也。” [ 9]这与其当初 “不欲屈节曹氏 ”判若两人 ,

又将作何理解? 我们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 , 依其气质 、性格来

分析:

从心理学上讲 , 气质是个人典型的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

力特征 , 具有先天性;而性格是表现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

式的个性特征 , 是长期生活实践中塑造出来的。气质是性格形

成的自然基础;性格对气质有一定制约作用 ,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调控 、掩盖或改造气质。

司马懿的气质属于典型的 “多血质”。此类型人的各种心

理活动和外部动作都非常敏捷而又极易发生变易 , 感受性低

而耐受性较高 , 情绪兴奋性高 ,善于表现 ,可塑性强。其活泼好

动 , 颇不甘于寂寞;情绪和情感活动灵活多变 ,外部表露明显。

司马懿本不愿加入曹氏集团 , 但经曹操的几次威逼之后

即就范 , 与三国时期许多宁死不仕的儒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 这

与其气质的多变性有关。而他在被迫入仕后 ,又屡遭曹操的猜

忌:“魏武察帝有雄豪志 , 闻有狼顾相 , 欲验之。 乃召使前行 ,

令反顾 , 面正向后而身不动。又尝梦三马同食一槽 , 甚恶焉。

因谓太子丕曰:̀司马懿非人臣也 , 必预汝家事。' 太子素与帝

善 , 每相全佑 ,故免。帝于是勤于吏职 , 夜以忘寝 , 至于刍牧之

间 , 悉皆临履 ,由是魏武意遂安 。” [ 10]这从一方面反映出青年司

马懿在从政之初并不善于自我掩饰 , 与外部表露明显;同时他

在得知被怀疑之后果断采取措施 , 免除杀身之祸 , 也得益于其

敏捷善变的气质。

正是以这种气质为基础 , 他才能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

生存下去。而史料记载他 “内忌而外宽 ,猜忌多权变 ”, 坚忍狡

诈 , “及平公孙文懿 , 大行杀戮。 诛曹爽之际 , 支党皆夷及三

族 , 男女无少长 , 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 , 既而竟迁魏鼎

云。” [ 11]可见其手段之残忍 、阴毒。他还精于伪装 , 在与曹爽集

团的斗争中 , 诈病不理政务 ,李胜前去刺探虚实 ,他便做出一副

“年老沉疾 ,死在旦夕”之态 ,李胜竟对政敌动了恻隐之心 , 垂

泪向曹爽汇报说:“太傅患不可复济 , 令人怆然。” [ 12]这便是后

来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练就的性格。如此 ,司马懿才得以巧

妙地骗过曹氏集团 , 在其政权内部逐渐扎下根基。

三

三国时期群雄并起 ,曹魏政权内部亦人才济济 、卧虎藏龙 ,

而司马懿最终能够夺得政权 , 这还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以及

历史机遇的眷顾 。然而 ,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依据 , 内因是

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司马懿的个人意愿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

是他后来能够夺权的主观前提条件。

起初 , 曹操以多年的政治敏感度怀疑司马懿有 “雄豪志 ”、

“非人臣”, 是相当准确的。 《晋书·宣帝纪》载 ,司马懿 “少有

奇节 , 聪朗多大略 ,博学洽闻 , 服膺儒教。汉末大乱 , 常慨然有

忧天下心” 。年少时期即胸怀天下 , 与其直到晚年发动高平陵

政变而自立家门 ,是相吻合的。

综上所述 , 司马懿在入仕之初即怀着雄豪之志与叛逆之

心 , 在曹魏政权内部潜伏四十余年 , 表面上臣服于曹氏 ,但实际

上从未改变自己的初衷。确切地讲 ,他在曹氏政权内所做的一

切 , 都是在为自己服务 、为自己的事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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