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关 司 马 爵 政 变 的 几 个 问 题

杨 耀 坤

司马兹政变
,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
。

这一事件后
,

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政权
,

后又取而代之
,

开创了世家大族统治的历史
。

但旧史对这一事件及其前后史事的记载多所篡

改
` 少

,

为后世治史者造成重重困难
。

故时至今日
,

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还有不少分歧的看法
`

如近几年出版的范文澜 《中国通史 》
、

王仲荤 《魏晋南北朝史》 以及李志 民
、

柳 春 藩 《关

于司马鼓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
r三’等

,

就有分歧的看法
。

我在读史中对其中某些问题略有浅

见 ,
现简述于下

,

以求教正
。

一
、

魏明帝时期的政治

有著作认为
,

曹氏集团在
“
魏文帝时开始腐化

,

魏明帝时腐化加甚
。 ” ( 3 ,又有的说

: “

曹

魏的政治在曹睿时开始走下坡路
” , “

曹爽掌政时期
,

则更为黑暗腐败
” 〔 ` , 。

但是
,

也有著

作认为
: “

曹睿统治的时期
,

是魏王朝的全盛时期
。 ” `

扣对这一问题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呢 ?

说曹王
、

曹睿时期政治腐败者
,

多举曹不开始在洛阳修建宫室
,

至曹睿时又大加扩建
,

并多

纳民女以充后宫
,

耗费巨大 ; 又圈禁土地
,

广设猎场
,

给人 民造成灾害等等
。

这些固然是曹

睿后期的弊政
,

但不能以点概面
,

应当具
、

体地全面
_

地分析
。

就以修建宫室而论
,

自董卓挟持

汉献帝西迁长安
,

洛阳宫室焚毁殆尽
。

建安元年献帝逃归洛阳时
,

史称
: “
是时宫室烧尽

,

百

宫披荆棘
,

依墙壁间
。 ” ` 州刘协也只有住于张杨新建的简陋宫室— 杨安殿

`二, 。此后的 二 十

涂年中
,

汉献帝都于许
,

而曹操又以邺为据点
,

对洛阳并未修复
。

到了建安二十五年
,

曹操

征汉中至洛阳
,

才修建了建始殿“ ’
。

曹王代汉后建都洛阳
,

方能于
“
建始殿朝群臣
” ` ”
。

因

此
,

曹王建都洛阳后营建宫室
,

似无可厚非
。

只是曹王开灵芝池
、

天渊池
,

以及曹睿营建的

规模太大
,

过于劳民伤财
,

这是他们侈靡的表现
。

在政治方面
,

曹王代汉后的主要 目标
,

在于巩固政权
。

他继承了曹操权法并用的为政方

针 ( ` 。少,

继续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拥护
。

他提倡儒学
,

封孔羡为宗圣侯
,

恢 复 太 学

,

尊 崇 世 家

大 族 的 代 表 人 物 等 等

,

便 是 他 争 取 世 家 大 族 的 主 要 措 施

。

但 另 一 方 面

,

曹 还 却 在 强 化 中 央 集

权

。

他 改 秘 书 为 中 书

,

设 置 中 书 监

、

令 掌 管 机 要

。

尚 书 台 事 实 上 成 了 执 行 机 构

。

至 于 三 公

,

更

“
不 使 知 政

,

遂 各 僵 息 养 高

,

鲜 有 进 纳

” ( , ` J。

曹 不 就 这 样 把 大 权 集 中 在 自 己 手 里

。

他 还

鉴 于 东 汉 外 戚 宦 官 专 权 乱 政 的 教 训

,

在 即 将 代 汉 时

,

就 下 令

: “
宦 人 为 官 者 不 得 过 诸 署 令

,

为 金 策 著 令

,

藏 之 石 室

。 ”
任
’ ,
在 他 即 帝 位 后

,

又 下 令 禁 止 太 后 外 戚 与 政

〔
王
’ , 。

这 就 铲 除 了 东 汉

后 期 乱 政 的 根 源

。

曹 王 在 位 七 年 而 卒

,

其 子 曹 睿 继 位

。

曹 睿 更 能 继 承 其 父 祖 权 法 并 用 的 为 政 方 针

。

他 即 位

后

,

继 续 笼 络 世 家 大 族

,

争 取 他 们 的 支 持 拥 护

。

如 以 钟 舞 为 太 傅

,

华 散 为 太 尉

,

王 朗 为 司 徒

,

陈 群 为 司 空

,

陈 矫 为 尚 书 令

、

司 空

,

等 等

。

但 另 一 方 面

,

曹 睿 更 强 化 了 中 央 集 权

。

他 即 帝 位

前

,
因
“
不 交 朝 臣

,

不 问 政 事

,

唯
潜

思 书 籍 而 已
” (

护
少。

曹 不 对
此 不 放 心

,

临 终 时 便 指 定 曹



、

陈 群

、

曹 休

、

司 马 鼓 为 辅 政 大 臣

。

但 曹 睿 即 位 后

,

却 令 曹 真 出 镇 关 中

,

曹 休 出 镇 淮 南

,

司 马 兹 出 屯 宛

。

东 晋 孙 盛 说

: “
闻 之 长 老

,

魏 明 帝 天 姿 秀 出

,

… … 沉 毅 好 断
。

初

,

诸 公 受 遗

辅 导

,

帝 皆 以 方 任 处 之

,

政 自 己 出

。 ” “ ’ ,
对 能 加 强 中 央 集 权 的 中 书 监

、

令

,

曹 睿 更 加 宠 任

。

《 三 国 志 》 卷 二 五 《辛 毗 传 》 云
: “
中 书 监 刘 放

、

令 孙 资

,

见 信 于 主

,

制 断 时 政

。 ”
故 曹 魏

的 法 家 集 权 政 治
,

在 曹 睿 时 期 最 为 显 著

。

曹 睿 除 紧 握 大 权 外

,

对 具 体 政 务 还 相 当 关 心

,

对 行 政 官 吏 又 严 加 督 促

。

他 曾 亲 至 尚 书 台

“
欲 案 行 文 书
” r ’ ` , ,

检 察 政 务

。

他 甚 至 对 某 些 官 吏

, “
知 其 不 尽 力 也

,

而 代 之 优 其 职
,
知 其

不 能 也
,

而 教 之 治 其 事

”
、

竺

)
。

足 见 他 对 政 务 相 当 关 心

。

曹 睿 认 为 官 吏 要 做 到 无 私 是 不 可 能 的

,

但 应 做 到 先 公 而 后 私

。

他 曾 下 诏 说

: “
忧 公 忘 私 者 必 不 然

,

但 先 公 后 私 即 自 办 也

。 ”
口
` )
所

以 他 对 官 吏 之 询 私 舞 弊
,

严 加 禁 绝

。

他 曾 担 心

“
台 阁 禁 令 之 不 密

,
人 事 请 属 之 不 绝

,

作

`

迎

客 出
入 之 制
’ ,

以 恶 吏 守 寺 门
” f戈’ ) ,

严 防 官 府 拘 私 受 贿

。

曹 睿 要 求 官 吏 忠 诚 笃 实

,

勤 于 职

守

。

他 曾 对 吏 部 尚 书 卢 毓 说

: “
选 举 莫 取 有 名

,

名 如 画 地 作 饼

,

不 可 唤 也

。 ”
卢 毓 因 进 言

.

“
古 者 敷 奏 以 言

,

明 试 以 功

。

今 考 绩 之 法 废

,

而 以 毁 誉 相 进 退

,

虚 实 相 蒙

。 ” ( 2 。 )
曹 睿 即 采

纳 卢 毓 建 议
,

命 刘 助 作 《都 官 考 课 法 》
,

作 为 考 核 官 吏 优 劣 之 准 则

。

后 虽 因 曹 睿 去 世 而 未 施

行

,

但 也 可 看 出 曹 睿 对 官 吏 督 导 之 严 格

。

曹 睿 虽 然 对 臣 下 产 厉

,

但 也 能 接 受 一 些 意 见

。

如 《三 国 志 》 卷 二 五 《杨 阜 传 》 载
:

阜 尝 见 帝 著 绣 帽

,

被 缥 续 半 袖

,

阜 问 帝 曰
: “
此 于 礼 何 法 服 也 ?

”

帝 默 然 不 答

。

自 是

不 法 服 不 以 见 阜

。

再 如 曹 睿 锐 意 营 建 宫 室 之 事

,

《三 国 志 》 卷 二 四 《孙 礼 传 》 载
:

明 帝 方 修 宫 室

,

而 节 气 不 和

,

天 下 少 谷

。

礼 固 争 罢 役

,

诏 日
: “
敬 纳 镜 言

,

促 遣 民

作

。
”
时 李 惠 监 作

,

复 奏 留 一 月

,

有 所 成 讫

。

礼 径 至 作 所

,

不 复 重 奏

,

称 诏 罢 民

,

帝 奇

其 意 而 不 责 也

。

后 虽 继 续 营 建

,

但 也 因 大 臣 之 谏 而 有 所 减 省
俘
’ )
。

故 孙 盛 听 故 老 说

:
魏 明 帝
“
优 礼 大 臣

,

开 容

善 直

,

虽 犯 颜 极 谏

,

无 所 摧 戮

,

其 君 人 之 量 如 此 其 伟 也

。 ” ` ’ “ ’

曹 睿 还 很 重 视 刑 狱

。

他 常 说

: “
狱 者

,

天 下 之 性 命 也

。 ”

内
少
他 改 平 望 观 为 听 讼 观

, “
每

断 大 狱
,

常 幸 观 临 听 之
” ( 么̀ 、 曹 操

、

曹 主 时 均 承 用 秦 汉 !日律
。

而 汉 律 至 东 汉 后 期 就 有

“
叔 孙

宣
、

郭 令 卿

、

马 融

、

郑 玄 诸 儒 章 句 十 有 徐 家

,

家 数 十 万 言

。

凡 断 罪 所 当 用 者

,

合 二 万 六 千 二

百 七 十 二 条

,

七 百 七 十 三 万 二 千 二 百 徐 言

。

言 数 益 萦

,

览 者 益 难
” (

均

。

曹 睿 针 对 如 此 繁 杂

的 刑 律 条 文

,

以 及 在 执 法 中 出 现 的 弊 病

,

最 初 规 定 只 用 郑 玄 章 句

, “
不 得 杂 用 徐 家

” 邝
尸

,

又

采 纳 卫 凯 的 建 议

,

设 置 律 博 士

,

教 导 官 吏 正 确 执 法

。

后 来 又 命 陈 群

、

刘 劫 等 人 删 约 旧 律

, “
定

为 魏 法
,

制 《新 律 》 十 八 篇
、

《州 郡 令 》 四 十 五 篇
、

《尚 书 官 令 》
、

《军 中 令 》 合 百 八 十 徐

篇
” ( ’
了
)
。

这 较 繁 杂 的 汉 律

,

已 经 精 简 了

。

对 人 民 来 说

,

是 有 一 定 好 处 的

。

在 军 事 方 面

,

曹 睿 成 功 地 对 付 了 蜀 汉 诸 葛 亮 的 北 伐

。

诸 葛 北 伐 从 公 元
2 27 年 开 始

,

至

23 4 年 止
,

历 时 七 年

。

其 中 孙 吴 还 数 次 配 合 进 攻 合 肥 新 城

。

而 曹 睿 除 派 曹 真

、

司 马 鼓 西 拒 诸 葛

亮

,

派 满 宠 南 击 孙 吴 外

,

还 在 具 体 战 略 上 亲 自 指 挥

。

如 青 龙 二 年
( 2 3 4 )

,

司 马 鼓 与 诸 葛 亮

相 持 于 渭 滨

,

诸 葛 亮 激 司 马 鼓 速 战

,

曹 睿 却 诏 司 马 璐

: “
但 坚 壁 拒 守 以 挫 其 锋

,

彼 进 不 得 志

,

退 无 与 战

,

久 停 则 粮 尽

,

虏 略 无 所 获

,

则 必 走 矣

。

走 而 追 之

,

以 逸 待 劳

,

全 胜 之 道 也

。 ”
俘
。 )
并

派 辛 毗 杖 节 奉 诏 督 察 之
。

又 如 拒 孙 权 的 满 宠

,

欲 放 弃 新 城 退 守 寿 春

,

曹 睿 不 同 意

,

因 而 取

胜

。

曹 睿 甚 至 还 亲 临 前 线 督 导 军 队

。

如 太 和 二 年 ( 2 2 8 )
,

诸 葛 亮 突 然 北 伐

,

魏 无 准 备

,
全

9 0
·



,

关 中 震 响

,

朝 臣 无 计

。

曹 睿 遂 遣 曹 真 都 督 关 右 诸 军

,

又 遣 张 部 督 军 五 万 西 拒

,

自
己

又 亲 至 长 安 以 张 声 势

,

遂 有 街 亭 之 胜
;
又 如 青 龙 二 年

,

诸 葛 亮 北 伐 屯 于 渭 滨

,

孙 权 又 犯 合 肥

新 城

,

曹 睿 遂 乘 舟 东 征

,

孙 权 遁 走

,

都 成 功 地 指 挥 了 对 蜀

、

吴 的 战 争

。

故 《三 国 志
·

明 帝 纪 》

注 引 《魏 书 》 说 曹 睿
: “
行 师 动 众

,

论 决 大 事

,

谋 臣 将 相 咸 服 帝 之 大 略

。 ”
又 辽 东 公 孙 氏

,

自 东 汉 末 就 据 有 辽 东

。

在 曹 操

、

曹 王 时 代 虽 从 属 于 汉

、

魏

,

但 却 自 行 传 袭

,

实 同 割 据

。

至

曹 睿 时

,

公 孙 渊
“
南 通 孙 权

,

往 来 赂 遗

” 。

后

“
遂 自 立 为 燕 王

,

置 百 官 有 司

,

遣 使 者 持 节 假

鲜 卑 单 于 玺

,

封 拜 边 民

,

诱 呼 鲜 卑

,

侵 扰 北 方

” 〔 , ’ , 。
曹 睿 先 后 三 次 遣 军 讨 伐

。

最 后 一 次 由 司

马 鼓 率 军 进 讨

,

所 战 皆 捷

,

斩 公 孙 渊 父 子

。

辽 东 一 带 的 广 大 地 区 才 直 接 纳 入 了 曹 魏 的 统 治

。

从 上 述 各 方 面 看

,

曹 睿 还 是 一 个 有 作 为 的 国 君

。

他 在 位 期 间 的 政 治

,

也 是 比 较 好 的

。

司

马 氏 之 取 代 曹 魏

,

并 不 是 因 为 曹 魏 政 治 之 腐 败

。

二

、

曹 爽 与 司 马 鼓 之 辅 政

司 马 兹 出 自 河 内 温 县 的 世 家 大 族

。

《晋 书
·

宣 帝 纪 》 说 他
: “
少 有 奇 节

, … ”
,

伏 膺 儒

教

。 ”

这 样 一 个 世 家 大 族 的 儒 家 信 徒

,

对

“
赞 阉 遗 丑
”
的 曹 氏

,

自 然 是 看 不 起 的

,

故 当 曹 操 召

辟 司 马 鲍 时

,

他 就 托 疾 不 赴

。

《晋 书
·

宣 帝 纪 》 云
: “
帝 知 汉 运 方 微

,

不 欲 屈 节 曹 氏

,

辞 以

风 痹

,

不 能 起 居

。 ”
这 自 然 是 假 托 之 辞

。

《晋 书
·

宣 穆 张 皇 后 传 》 云
: “

宣 帝 初 辞 魏 武 之 命

,

托 以 风 痹

,

尝 暴 书

,

遇 暴 雨

,

不 觉 自 起 收 之

。

家 淮 有 一 蟀 见 之

,

后 乃 恐 事 泄 致 祸

,

遂 手 杀 之

以 灭 口
。 ”
后 来 司 马 鼓 还 是 迫 于 压 力

,

出 仕 曹 氏

。

《晋 书
·

宣 帝 纪 》 谓
: “
及 魏 武 为 垂 相

,

又 辟 为 文 学 椽

,

救 行 者 日
: `

若 复 盘 桓

,

便 收 之

。 ’
帝 惧 而 就 职

。 ”
陈 寅 洛 对 此 有 云

:
官 渡

战 后

, “
士 大 夫 阶 级 不 得 不 隐 忍 屈 辱

,

暂 与 曹 氏 合 作

,

但 乘 机 恢 复 之 念

,

未 始 或 忘 也

r ’ 。〕。
司

马 璐 正 是 这 类

“
士 大 夫 阶 级
”
的 代 表
。

司 马 兹 在 曹 操 执 政 时 期 并 未 受 到 多 大 重 用

,

及 至 曹 王 为 魏 太 子

,

司 马 菇 为 太 子 中 庶 子 后

,

才 与 曹 王 关 系 日 渐 密 切

。

曹 王 代 汉 后

,

他 便 列 居 要 位

。

曹 王 死 时

,

他 已 和 曹 真

、

曹 休

、

陈 群 同

为 浦 政 大 巨

。

但 曹 睿 即 位 初 期

,

由 于
“
政 由 己 出
” ,

司 马 鼓 等 人 被 派 遣 出 镇

,

同 时 曹 真

、

曹 休 的

威 望 又 比 司 马 鼓 高

,

故 司 马 姜 在 曹 魏 政 权 中 的 地 位 还 不 能 居 于 首 位

。

至 太 和 二 年 曹 休 死

,

太 和

五 年 曹 真 死

,

司 马 鼓 遂 独 担 伐 蜀 重 任

,

掌 握 了 魏 国 的 主 要 兵 力

。

至 伐 蜀 战 争 胜 利

,

以 及 平 定

辽 东 公 孙 渊

,

司 马 鼓 的 声 望 已 无 人 可 及 了

。

按 照 常 规

,

如 果 曹 睿 此 时 去 世

,

司 马 鼓 应 是 当 然

的 辅 政 大 臣

。

但 事 实 却 有 曲 折

,

因 曹 魏 君 臣 对 司 马 潞 能 否 忠 于 魏 王 朝

,

有 的 人 巳 产 生 了 怀 疑

。

早 在 对 蜀 战 争 胜 利 前

,

司 马 师 妻 夏 侯 徽 就 看 出 司 马 氏 父 子 之 野 心

。

《晋 书 》 卷 三 一 《景 怀 夏

侯 皇 后 传 》 云
:

景 怀 夏 侯 皇 后 讳 徽

, … …母 曹 氏
,

魏 德 阳 乡 主

。

… …魏 明 帝 世
,

宣 帝 居 上 将 之 重
,

诸 子 并 有 雄 才 大 略

。

后 知 帝 非 魏 之 纯 臣

,

而 后 既 魏 氏 之 甥

,

帝 深 忌 之

。

青 龙 二 年

,

遂 以

鸿 崩

。

夏 侯 徽
之 被 毒 死

,

正 说 明 了 她 对 司 马 氏 父 子 看 法 的 正 确

。

而 又 不 止 夏 侯 徽 有 这 种 看 法

,

如 光

禄 勋 高 堂 隆 临 死 时
就 上 疏 曹 睿 说

: “
宜 防 鹰 扬 之 臣 于 萧 墙 之 内

。

可 选 诸 王

,

使 君 国 典 兵

,

往

往 棋 跨

,

镇 抚 皇 麟

,

翼 亮 帝 室

。 ” ” 少高 堂 隆 所 说 的
“
鹰 扬 之 臣
” ,

就 是 司 马
鳃

。

曹 睿 较 早 对

司 马 赘 也 有 疑 心

。

他 曾 问 尚 书 令 陈 矫

: “
司 马 公 忠 正

,

可 谓 社 樱 之 臣 乎
? ” 陈 矫 答

: “
朝 廷

之 望
,

社 翟 未 知 也

。 ” ` ’ ` ,
君 臣 俩 对 司 马 鼓 能 否 忠 于 魏 王 朝 邹 有 了

坏 疑
,

因 而 曹 睿 对 司 马 鼓 就



。 一

在 他 病 危 时
,

出 乎 常 情 地 排 开 了 司 马 鼓

,

并 违 背 其 父 之 成
命

,

命 燕 主 宇 为 大 将 军

,

与 夏 侯 献

、

曹 爽

、

曹 肇

、

秦 朗 等 共 同 辅 政

` 3 3
少
。

后 由 于 夏 侯 献

、 ·

曹 肇 不 满 中 书 监

、

令 刘 放

、

孙

资

,

刘 孙 二 人 惧 有 后 患

,

而 二 人 又 党 于 司 马 氏
,

故 曹 宇 为 大 将 军 仅 四 日
,

刘 放

、

孙 资 便 乘 间

搬 出

“
先 帝 诏 救

,

藩 王 不 得 辅 政

”
的 金 牌

,

阻 止 曹 睿 的 决 断

,

并 荐 举 太 尉 司 马 鼓 辅 政
“ ` )

.

由

于 司 马 菇 羽 翼 已 成

,

曹 睿 也 无 可 奈 何

,

但 仍 不 放
心 让 司 马 鳃 为 辅 政 之 首

,

欲 以 一 宗 室 亲 贵 控

制 他

。

故 曹 睿 问 刘 放

、

孙 资

: “
谁 可 与 太 尉 对 者

? ” 刘 放 答
: “
曹 爽
。 ”
曹 睿 疑 惑 说
` “
堪

其 事 否 ?
”
因 曹 睿 知 道 曹 爽 资 望 轻 而 能 力 弱

,

不 是 司 马 赘 之 对 手

。

而 曹 爽 也 自 知 责 任 重 大

,

又 非 司 马 鼓 之 匹 敌

,

故

“
流 汗 不 能 对
妙 ` ’ s ’
。

但 病 危 之 曹 睿 又 找 不 出 更 适
当 之 人 选

,

只 有 以 曹

爽 为 大 将 军

,

用 老 练 之 能 臣 尚 书 孙 礼 为 大 将 军 长 史
` ’ 6 ’ ,

以 弥 补 曹 爽 之 不 足

。

最 后 遂 免 除 曹 宇

等 人 的 官 职

,

以 大 将 军 曹 爽 为 辅 政 之 首

,

与 司 马 鼓 共 辅 幼 主 曹 芳
`

在 曹 芳 即 位 后 的 正 始 初 期
,

曹 爽 与 司 马 鼓 还 无 矛 盾

。

《三 国 志 》 卷 九 《曹 真 传 附 爽 传 》

( 以下 简称 《曹 爽 传 》 ) 云
: “
初

,

爽 以 宣 王 年 德 并 高

,

恒 父 事 之

,

不 敢 专 行

。 ”
同 传 注

引 《魏 略 )}(
,

2
`

亦 云

: “
宣 王 以 爽 魏 之 肺 腑

,

每 先 推 之
;

爽 以 宣 王 名 重
,

亦 引 身 卑 下

,

当 时 称

焉

。 ”
这 些 记 载 当 是 事 实

。

但 《曹 爽 传 》 又 说
,

至 何 晏

、

邓 肠

、

丁 谧

、

毕 轨

、

李 胜 等 人 进 用

后

,

丁 谧 遂 为 曹 爽 策 划

, “
使 爽 白 天 子

,

发 诏 转 宣 王 为 太 傅

,

外 以 名 号 尊 之

,

内 欲 尚 书 奏 事 先

来 由 己

,

得 制 其 轻 重 也

” 。
于 是

“
诸 事 希 复 由 宣 王

。 ”
这 些 说 法 就 值 得 研 究 了

。

清 人 王 念 斌

对 此 已 提 出 异 议

,

认 为

“
此 特 晋 人 之 辞 耳

” 口
。 ,
。

其 辨 析 之 数 点

,

皆 有 道 理

,

不 复 赘 述

,

仅 补

充 王 氏 所 未 及 者

。

技 《曹 爽 传 》 云
:

(明 ) 帝寝 疾
,

乃 引 爽 入 卧 内

,

拜 大 将 军

、

假 节 镶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事

、

录 尚 书 事

,

与

太 尉 司 马 宣 王 并 受 遗 诏 辅 少 主

。

明 帝 崩

,

齐 王 即 位

,

加 爽 侍 中

,

改 封 武 安 侯

,

邑 万 二 千

户

,

赐 剑 履 上 殿

,

入 朝 不 趋

,

赞 拜 不 名

。

《晋 书 》 卷 一 《宣 帝 纪 》 又 云
:

与 大 将 军 曹 爽 并 受 遗 诏 辅 少 主

。

及 齐 王 即 帝 位

,

迁 侍 中

、

持 节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

录

尚 书 事

,

与 爽 各 统 兵 三 千 人

,

共 执 朝 政

,
更 直 殿 中

,

乘 舆 入 殿

。

据 上 所 载

,

曹 睿 布 置 后 事 时

,

以 曹 爽 为

“
大 将 军
、

假 节 镶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事

、

录 尚 书 事

” ,

则 军 政 大 权 皆 由 曹 爽 总 握

。

而 司 马 鼓 仅 以 太 尉 身 分 参 掌 军 权

,
·

并 无
录
尚 书 事 一 职

。

这 也 可 看

出 曹 睿 对 司 马 赘 之 防 范

。

至 曹 睿 死

,

曹 芳 即 位 后

,

司 马 鼓 才 为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

录 尚 书 事

” ( ” 几

这 一 安 排
,

不 知 出 于 曹 爽 之 胆 怯

,

还 是 由 于 刘 放

、

孙 资 之 怂 恿

,

马 鼓 虽 有 了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

录 尚 书 事

”
之 职

,

曹 爽 的 地 位 权 力

说 曹 爽
“
内 欲 尚 书 奏 事 先 来 由 已

,

得 制 其 轻 重

”

详 情 已 不 可 得 知
。

但 是

,

司

,

仍
在 司 马

潞 之 上

。

故 不 能

之 由 太 尉 转 为 太 傅

,

并 非 曹 爽 有 意 排 斥 他

。

大 司 马

,

实 出 于 对 司 马 豁 之 尊 崇

。

因 太 傅

、

,

就 排
斥 了 苟

马 鼓

,

把 他 转 为 太 傅

。

司 马 鼓

为
太 傅

,

实 由 朝 廷
考 虑 到 司 马 氏

加

“

大

”

从 曹 爽 的 上 表 看
(` 。 ’ ,

曹 爽 提 出 以 司 马
彭 为 太 傅

、

大 司 马 位 皆 高 于 大 将 军
“ ’ 之 ,

斌 于 最 屠 只 以 司 马 茹

字

.

有 通 上 之 橄
“ , ’ ,

故 去 其 大 司 马 之 职

。

但

“
诏 书

却 明 育
: “
篡 以 太 尉 为 太 傅

、

持 节 统 兵 都 督 诸 军 事 如 故

。 ” “ ” 则 司 马 赘 掌 军 之 权 并 未 变 动
。

至 于 参 与 朝 政 方 面

,

司 马 赘 录 尚 书 事 一 职

, “
诏 书
”
中 虽 未 明 言

,

史 籍 中 也 没 有 明 确 记 载
,

但 从 某 些 事 实 来 看
,

司

一

马 鼓 仍 是 执 政 者 之 一

。

例 如 《三 国 志 》 卷 九 《夏 侯 尚 传 附 玄 传 》 有 一

段 司 马 鳃 向 夏 侯 玄 征 求 时 政 意 见 的 记 载
。

其 开 头 即 谓

“
太 傅 司 马 宣 玉 间 以 时 事

,

玄 议 以 为

”

云 云
。

其 后 则 载

:

宣 王 报 书 日
:

啊
审 宫 择 人

,

除 重 官

,

改 服 制

,

皆 大 善

。
·

一

恐 此 三 事

,
当 待 贤 能 然

9;



。 ”
玄 又 书 日

,
t’. … ,. 今 公 侯 命 世 作 宰

, ` “
一

犹 垂 谦 谦 曰 待 贤 能
,

此 伊

、

周 不 正 殷

、

姬 之 典 也

。

窃

令 发 之 日

,

下 之 应 也
犹 响 寻 声 耳

,

…

拼 弃曹爽与司马赘辅政之初, 虽 然 曹 爽 的 地 位

、

权 力 高 于 司 马 鳃

爽 并 不 敢 独 断 专 行

。

只 是 曹 爽 进 用 何 晏

、

邓 甩

、

丁 谧

、

毕 轨

、

夏 侯 玄 等 人 后

,

渐 渐 形 成 了 一

个 集 团

。

这 个 集 团 可 能 对 有 利
于 世 家 大 族 的 传 统 制 度 有 所 改 变

,

损 害 了 世 家 大 族 的 利 益

。

这

是 司 马 氏 所 不 容 许 的

。

但 最 初 双 方 没 有 发 生 太 大
的 冲 突

。

后 来 随 着 矛 盾 的 发 展

,

正 始 八 年 司

旦 徽 擂 耗 卑 不 与 甘 富

。

军 不 始 十 年 檬 分 动 政 亦 消 灭 了 曹 瑰 墓 团

.

兰

、

曹 爽 集 团 之 改 制

在 《三 国 志 》 等 史 籍 中
,

屡 见 曹 爽 集 团 改 变 旧 章 制 度 的 说 法

。

如 《三 国 志 》 中 的 《曹 爽

传 》
、

《蒋 济 传 》
、

《刘 放 传 》 注 引 《孙 资 别 传 》
、

《王 凌 传 》 注 引 《汉 晋 春 秋 》
、

《王 架

传 附 应 扬 传 》 注 引 《文 章 叙 录 》
,

《晋 书 》 中 《宣 帝 纪 》
、

《天 文 志 》 等 等
,

都 说 曹 爽 等 人

变 易 旧 章

,

屡 改 制 度

。

但 变 易 的 具 体 内 容 各 书 均 未 记 载

。

甚 至 连 司 马 鼓 发 动 政 变 后

,

在 奏 免

曹 爽 等 人 的 奏 章 中

,

也 只 说 曹 爽
“
背 弃 顾 命

,

败 乱 国 典

” “ 6 少 ,

却 无 具 体 事 实

。

这 就 不 能 不 使 人

怀 疑

,

难 道 曹 爽 等 人 之 变 易 是 利 国 益

一

民 的 吗 ? 而 夏 侯 玄 与司 马兹 之 论 时 政
,

正 可 对 此 作 一 旁

证

。

夏 侯 玄 是 曹 爽 集 团 的 重 要 成 员

` 毋 ’ 少 。

在 曹 爽 辅 政 初 期

,

他 曾 任 散 骑 常 侍

、

中 护 军

。

曹 魏 时

散 骑 常 侍 与 侍 中 等 共 平 尚 书 奏 事

,

中 护 军 掌 宿 卫 兵 又 主 武 官 选 举
〔 ` , 少 ,

皆 为 要 职

。

正 是 夏 侯 玄

任 此 职 时

,

司 马 鼓 向 他 征 询 对 时 政 的 意 见

。

夏 侯 玄 的 意 见 有 三 点

( ` ’ ) :

第 一

,

限 制 中 正 干 预 政 府 用 人 之 权

。

他 说

: “
自 州 郡 中 正 品 度 官 才 之 来

,

有 年 载 矣

,

缅

缅 纷 纷

,

未 闻 整 齐

万 ,

其 最 大 的 弊 病

,

是

“

中 正 干 拴 衡 之 机 于 下

,

而 执 机 柄 者 有 所 委 杖 于 上

,

上 下 交 侵

,

以 生 纷 错

” 。

他 主 张 使 各 级 官 长

“
各 以 其 属 能 否 献 之 台 阁

,

台 阁 则 据 官 长 能 否 之

第

,

参 以 乡 阎 德 行 之 次

,

拟 其 伦 比

,

勿 使 偏 颇

。

中 正 则 唯 考 其 行 迹

,

别 其 高 下

,

审 定 辈 类

,

勿 使 升 降

, 。

这 样 就 可 各 行 其 职

,

杜 绝 政 府 用 人 中 的 弊 病

。



,

将 州 都
县 三 级 行 政 机 构

, 改 为 州 县 两 级

。

他 说
, ` 今 之 长 吏

(按
`
指 县 官 )

,

皆

君 吏 民

,

横 重 以 郡 守

,

累 以 刺 史

。

若 郡 所 摄

,

但 任 刺 史

。 ”
他 指 出

,

若 省 去 郡 一 级 机 构 后

,

到

“
省 烦 费

,

丰 财 殖 谷

”
. 、 “
官 省 事 简
” 、

唯 在 大 较

,

则 与
州 同

,

可 使 数 以 万 计 的 郡 吏

,

无 为 再 重

。

宜 省 郡 守

,

“
还 亲 农 业
” ,

就 可 收

“
乱 原 自 塞
” 、

才 有 次

,

治 功 齐 明
”
等 五 大 好 处

。
总 之

,

省 去 郡 级 机 构

,

是

“
大 化 宣 流

,

民 物 获 宁

” 、 “
官

“
便 民 省 费
”
的 好 措 施

。

第 三

,

改 革 奢 侈 之 服 制

。

他 说

:

“
今 科 制 自 公

、

列 侯 以 下

,

位 从 大 将 军 以 上

,

皆 得 服 续

锦

、

罗 绮

、

纹 素

、

金 银 饰 镂 之 物

,

自 是 以 下

,

杂 彩 之 服

,

然 朝 臣 之 制

,

已 得 作 至 尊 矣

,

玄 黄 之 采

,

已 得 通 于 下 矣

。

他 主 张

: “
车 舆 服 章

,

皆 以 质 朴

,

禁 除 末 俗 华 丽 之 事

” ,

“
弥 侈 之 心 自 消 于 下 矣

” 。

通 于 贱 人

,

虽 上 下 等 级

,

各 示 有 差

,

”
这 是 造 成 奢 侈 不 合 礼 制 的 原 因

。

则 可 使 t’+ 卜素之教兴 于 本 朝
” ,

夏 侯 玄 上 述 矫 正 时 弊 的 三 项 主 张

,

对 加 强 中 央 集 权

,

削 弱 地 方 豪 强 势 力

,

减 轻 人
民 负 担

,

树 立 朴 素 风 气

,

都 是 很 有 好 处 的

。

特 别 是 省 去 郡 一 级 机 构

,

对 削 弱 地 方 豪 强 势 力

,

减 轻 人

民 负 担

,

意 义 尤 大

。

因 自 汉 代 至 魏 晋

,
郡 国 守 相 除 由 中 央 政 府 任 命 外

,

守 相 下 属 的 官 吏

,

皆

由 守 相 召 辟 本 郡 人 担 任

` , 。 ,
。

而 被 召 辞 的 对 象

,

自 然 是 本 郡 的 豪 强 大 姓

。

豪 强 一 旦 仕 郡 后

,

便

可 利 用 职 权

,

渔 肉 乡 里

,

欺 压 百 姓

。

正 如 夏 侯 玄 所 说

: “
干 郡 之 吏

,

职 监 诸 县

,

营 护 亲 党 乡

邑 故 旧

,

如 有 不 副

,

而 因 公 掣 顿

,

民 之 困 弊

,

咎 生 于 此

。 ” r , `少
郡 被 省 去 后

,

豪 强 大 姓 的 这 种

权 势 自 然 也 被 取 缔

,

对 豪 强 大 姓 是 极 为 不 利 的

。

因 此 司 马 鼓 虽 肯 定 它
“
皆 大 善
” ,

但 又 说

:

“
恐 此 三 事

,

当 待 贤 能 然 后 了 耳

。 ” ` , 2
少
又 把 它 完 全 否 定 了

。

夏 侯 玄 的 政 治 主 张 虽 被 司 马 菇 否 定 了

,

但 正 始 中 却 有 过 合 并 郡 县

、

省 减 官 吏 的 措 施

。

《三 国 志 》 卷 三 《齐 王 芳 纪 》 嘉 平 五 年 有 云
: “
自 帝 即 位 至 于 是 岁

,

郡 国 县 道 多 所 置 省

,
-

俄 或 还 复

,

不 可 胜 纪

。 ”
又 《晋 书 》 卷 三 九 《荀 助 传 》 云

: “
魏 太 和 中

,

遣 王 人 四 出

,

减 天

下 吏 员

,

正 始 中 亦 并 合 郡 县

,

此 省 吏 也

。 ”
并 合 郡 县

,

虽 与 夏 侯 玄 省 郡 的 主 张 不 完 全 相 同

,

但 并
合 的 目 的 在 于 省 吏

,

这 与 夏 侯 玄 省 郡 减 吏 的 目 的 又 是 甲 致 的

。

因 此

,

夏 侯 玄 的 政 治 主 张

,

可 能 对 当 时 的 施 政 措 施 是 有 一 定 影 响 的

。

也 正 因 为 如 此

,

我 们 似 乎 可 从 夏 侯 玄 的 政 治 主 张

,

推 测 曹 爽 集 团 在 正 始 期 间 改 变 旧 章 制 度 的 动 向

。

四

、

曹 爽 之 用 人

有 著 作 认 为

, “
在 用 人 方 面

,

曹 爽 推 行 任 人 唯 亲 的 政 策

” , “
把 一 些 阿 谈 附 会

、

缺 乏 政

治 才 干

、

崇 尚 浮 华 的 人 引 为 己 用
” 户

3〕
。

但 是

,

《太 平 御 览 》 卷 二 三 八 (( 职 官部 )) 引减荣绪 《晋

书 》 却 说
: “
大 将 军 曹 爽 辅 政

,

高 选 贤 明 以 为 官 属

。 ”
现 《晋 书 》 所 载 曹 爽 选 用 的 官 属

,

亦 多 为 当 时 精 明 能 干 之 士

,

而 他 们 又 并 非 曹 爽 之 亲 近 故 旧

。

在 曹 爽 被 诛 后

,

他 们 又 大 多 为 司

马 氏 所 进 用

,

有 的 还 成 了 司 马 氏 集 团 之 骨 干

。

例 如 裴 秀

, “
少 好 学

,

有 风 操

” ( , `少 ,
时 人 为 之

语 日
: “
后 进 领 袖 有 裴 秀

” 。

曹 爽 辅 政 时

,

渡 辽 将 军 母 丘 俭 举 荐 之

,

曹 爽 遂 以 秀 为 大 将 军 椽

。

曹 爽 被 杀

,

司 马 氏 控 制 政 权 后

,

裴 秀 又 为 廷 尉 正

,

后 又 为 司 马 昭
“
安 东 及 卫 将 军 司 马

,

军 国

之 政

,

多 见 信 纳

” 。
又 如 王 沈

, “
好 书

,

善 属 文

” 。
曹 爽 辅 政 时

,

辟 为 大 将 军 橡

,

又 为 中 书

门 下 侍 郎

。

司 马 氏 掌 政 后

,

又 为 治 书 侍 御 史

、

秘 书 监

。

后 便 成 为 司 马 氏 之 忠 实 死 党

。

再 如 荀

助

, “
博 学

,

达 于 政

” ,
曹 爽 辟 为 大 将 军 椽

,

又 为 中 书 通 事 郎

。

曹 爽 被 杀

,

t’f 〕生 故 吏 无 敢

往 者
” ,

而

“
韵 独 临 赴

,

众 乃 从 之
” 。
司 马 氏
拿 权
后

,

又 以 之 为 安 阳 令

、

骤 骑 从 事 中 郎

、

廷

9 4
-



,

又 参 司 马 昭
“
大 将 军 军 事
” ,

并 以 有 功

, “
赐 爵 关 内 侯

,

转 从 事 中 郎

,

领 记 室
” ,

成

了 司 马 氏 之 功 臣

。

其 他 如 王 浑

、

郑 冲

、

卢 钦

、

鲁 芝

、

杨 综

、

辛 敞

、

羊 枯

、

阮 籍 等

,

皆 为 当 时

智 能 之 士

,

均 为 曹 爽 所 召 辟

。

他 们 原 与 曹 爽 并 无 亲 故 关 系

,

而 后 来 又 为 司 马 氏 所 用

。

故 谓 曹

爽 推 行 任 人 唯 亲 的 政 策

,

是 不 大 符 合 事 实 的

。

至 于 何 晏

、

邓 庵 等 人

,

《三 国 志 》 对 他 们 的 记 载 本 不 真 实
,

我 们 不 可 轻 易 地 据 以 指 责 他

们

。

例 如 《三 国 志
·

曹 爽 传 》 说
:

南 阳 何 晏

、

邓 肠

、

李 胜

,

沛 国 丁 谧

、

东 平 毕 轨 咸 有 声 名

,

进 趣 于 时

,

明 帝 以 其 浮 华

,

皆 抑 黔 之

。

及 爽 秉 政

,

乃 复 进 取

,

任 为 心 腹

。

据 《三 国 志 》 及 裴 松 之 注 引 有 关 史 籍 所 载
,

在 魏 明 帝 时 因 浮 华 而 被 抑 默 的 共 十 五 人
“ 于
’ 。

其

中 属 曹 爽 集 团 的 只 有 邓 腌

、

李 胜

、

夏 侯 玄 三 人

。

何 晏

、

丁 谧

、

毕 轨 三 人

,

并 未 因 浮 华 而 被 抑

黔

。

何 晏 虽 为 名 士

,

但 并 未 参 与 浮 华 之 交

。

他 之 所 以 未 受 曹 王

、

曹 爽 重 用

,

是 因 为 他 以 前 在

官 中

a
无 所 顾 惮

,

服 饰 拟 于 太 子

,

故 文 帝 特 僧 之

,

每 不 呼 其 姓 字

,

常 谓 之 为

`

假 子
, 。

晏 尚

主

,

又 好 色

,

故 黄 初 时 无 所 事 任

。

及 明 帝 即 位

,

颇 为 冗 官

。 ” r s ` )
丁 谧

,

既 非 名 士

,

也 未 参 与

浮 华 之 交

。

《魏 略 》 谓 丁 谧
, “
少 不 肯 交 游

,

但 博 观 书 传

。

为 人 沈 毅

,

颇 有 才 略
” 。
只 因 于

魏 明 帝 太 和 年 中

,

在 邺 城 对 诸 王 无 礼

,

曾 被 收 入 邺 狱

,

而

“
以 其 功 臣 子 原 出

。

后 帝 闻 其 有 父

风

,

召 拜 度 支 郎 中

” 〔 ,
乡

。

毕 轨

,

既 未 参 与 浮 华 之 交

,

还 得 到 曹 睿 之 重 视

。

《魏 略 》 云
: “
轨

以 才 能
,

少 有 名 声

。

明 帝 在 东 宫 时

,

轨 在 文 学 中

。

黄 初 末

,

出 为 长 史

。

明 帝 即 位

,
入 为 黄

门 郎

,

子 尚 公 主

,

居 处 殷 富

。 ” ` ’ 日 )
可 见 何 晏

、

丁 谧

、

毕 轨 三 人 与 曹 睿 抑 默 的 浮 华 之 士 没 有 关

系

。

观 正 始 八 年 七 月 何 晏 规 谏 齐 王 芳 之 奏 议

,

也 可 知 其 并 非 浮 华 之 士

。

其 奏 云
:

善 为 国 者 必 先 治 其 身

,

治 其 身 者 慎 其 所 习

。

所 习 正 则 其 身 正

,

其 身 正 则 不 令 而 行

。

… …

是 故 人 君 者
,

所 与 游 必 择 正 人

,

所 观 览 必 察 正 象

,

放 郑 声 而 弗 听

,

远 债 人 而 弗 近

,

然 后 邪 心

不 生 而 正 道 可 弘 也

。

… …可 自 今 以 后
,

御 幸 式 乾 殿
及 游 豫 后 园

,

皆 大 臣 侍 从

,

因 从 容 戏 宴

,

兼 省 文 书

,

询 谋 政 事

,

讲 论 经 义

,

为 万 世 法

。
( ’ 9 )

清 人 钱 大 听 和 陈 遭 都 认 为 《三 国 志 》 作 者 迫 于 压 力
,

对 何 晏

召

不 无 诬 辞
” ,

而 却 巧 妙 地 在 《齐

王 纪 》 中 载 何 晏 此 奏 议
,

有 意 让 后 人 窥 知 何 晏 的 一 点 真 貌

。

何 晏 乃 是 一 个

“
有 大 儒 之 风
”
的

能 人
r 6 “ )
。

在 实 际 为 政 中

,

何 晏 等 人 也 是 比 较 出 色 的

。

《三 国 志 》 卷 二 九 《管 格 传 》 注 引 《管 格 别

传 》 载 冀 州 刺 史 裴 徽 说
: “
何

、

邓 二 尚 书

,

有 经 国 才 略

,

于 物 理 无 不 精 也

。 ”
又 《晋 书 》 卷

四 七 《傅 玄 传 附 咸 传 》 载 傅 咸 上 书 云
: “
正 始 中

,

任 何 晏 以 选 举

,

内 外 之 众 职 各 得 其 才

,

架

然 之 美 于 斯 可 观

。 ”
傅 咸 此 言 应 很 真 实

,

不 会 有 所 夸 张

。

因 何 晏 为 司 马 氏 政 敌

,

傅 咸 既 为 晋

臣

,

不 可 能 对 何 晏 虚 构 赞 美

,

并 且 傅 咸 的 父 亲 傅 玄

,

与 何 晏 等 人 有 怨 仇
` 6 ’ ) ,

傅 咸 更 不 会 有 意

称 赞 其 父 之 仇 敌

。

主 持 吏 部 选 事 的 何 晏 既 如 上 述

,

主 持 武 官 选 事 的 夏 侯 玄 也 很 有 成 绩

。

《世

语 云 : “ (夏侯 ) 玄世 名知人
,

为 中 护 军

,

拔 用 武 官

,

参 戟 牙 门

,

无 非 俊 杰

,

多 牧 州 典 郡

,

立

法 垂 教

,

于 今 皆 为 后 式

。 ” ( ` 2 ’
主 持 地 方 政 务 的 李 胜 也 较 称 职

。

《曹 爽 传 》 注 引 《魏 略 》 云
:

“
胜 少 游 京 师

,

雅 有 才 智

。

… … 曹 爽 辅 政
,

胜
为 洛 阳 令

。

夏 侯 玄 为 征 西 将 军

,

以 胜 为 长 史

。

… …累 迁 荣 阳 太 守
、

河 南 尹

。

胜 前 后 所 宰 守

,

未 尝 不 称 职

。 ”

至 于 史 籍 中 说 曹 爽 集 团 之 过 恶 者
,

恐 多 为 政 敌 或 晋 人 诬 枉 不 实 之 辞

。

如 《曹 爽 传 》 往 引

《魏 略 》 谓 何 晏
、

邓 肠

、

丁 谧 为 台 中 三 狗 之 说

, 《魏 略 》 已 明 言 是 当 时 的
“
谤 书
” ,

则 无 疑

为 政 敌 攻 击 之 辞

。

又 如
《晋 书
·

宣 帝 纪 》 说
“
曹 爽 用 何 晏

、

邓 脆

、

丁 谧 之 谋

,

迁 太 后 于 永 宁



”
之 《资 治 通 鉴 》 又 照 抄 录

。

胡 三 省 对 此 即 驳 斥 说

: “
据 陈 寿 《志 》

,

太 后 称 永 宁 宫

,

非

徙 也

。 一
.

意

者

,
一

晋 诸 臣 欲 增 曹 爽 之 恶

,

以

`

迁

,

字 加 之 耳

。 ” (6 ’ )
又 如 《三 国 志 》 卷 二 八 《王 凌

传 》 注 引 《汉 晋 春 秋 》 载 王 广 所 言
“
曹 爽 骄 奢 失 民

,

何 平 叔 虚 而 不 治

”
等 等

,

裴 松 之 已 疑 为

习 凿 齿 所 自 造

。

再 如 《曹 爽 传 》 注 引 《魏 末 传 》 说 何 晏 妻 金 乡 公 主
, “
即 晏 同 母 妹
” 。
裴 松

之 已 证 其 不 实

,

并 说
: “
此 措 绅 所 不 忍 言

。 ”
显 然 也 是 政 敌 对 何 晏 的 攻 击 诬 蔑

。

至 于 司 马 鼓

以 曹 爽 集 团
“
大 逆 不 道
”
之 罪 而 诛 及 三 族

,

当 时 蜀 汉 大 将 军 费 伟 设 甲 乙 论 已 为 曹 爽 集 团 申

辩
( “ ’
总 之

,

由 于 司 马 氏 之 党 对 曹 爽 集 团 多 所 诬 蔑 中 伤

,

留 下 了 不 少 不 实 之
辞

,

尔 后 司 马 氏 又 成

为 最 高 统 治 者

,

建 立 了 晋 王 朝

,

故 晋 人 更 有 意 地 将 此 等 诬 枉 不 实 之 辞 写 入 著 作

,

给 后 人 留 下 了

不 少 假 象

。

我 们 在 研 究 魏 末 晋 初 这 一 段 历 史 中

,

去 伪 存 真 的 工 作 更 为 重 要

,

不 应 轻 易 地 依 据

某 些 诬 枉 不 实 之 辞 而 全 盘 否 定 曹 爽 等 人

。

( 1) 现存记载这段史事最早的著作是陈寿 《三 国 志 》
,

而 《三 国 志 》 成 于 西 晋
。

其 中

《魏 书 》 部 分
,

主 要 依 据 鱼 豢 《魏 略 》和 王 沈 《魏 书 》
。

而 鱼 豢 《魏 略 》 是 私 撰
,

王 沈

《魏 书 》 是 官 修
。

官 修 书 更 具 约 束 性

,

故 陈 寿 写 曹 魏 史 事 多
以 王 沈 《魏 书 》 为 篮

本
。

而 王 沈 是 司 马 氏 死 党

,

于 魏 晋 更 迭 之 际

,

多 为 司 马 氏 回 护

。

东 晋 人 时 这 一 点
已

经 指 出

,

《太 平 御 览 》 卷 二 三 三 引 王 隐 《晋 书 》 云
: “
王 沈 为 秘 书 监 著 《魏 书 》

,

多 为 时 讳

。 ” 《史 通
·

古 今 正 史
》 亦 谓 王 沈 书 “ 多 为 时 伟

,

珠 非 实 录
” 。
不 仅 王 沈

`

书
如
此

,

晋 人 所 撰 魏 末 史 著

,

大 多 也 有 此 偏 向

。

《 史 通
·

书 事
》 云

: “
若 王 沈
、

孙

盛 之 伍

, , · ·

… 论 王 业
,

则 党 悖 逆
而 诬 忠 义

,
叙 国 家

,

则 抑 正 顺 而
褒 墓 夺

。 ” 故 跪 存

魏 末 史 料
,

数 量 既 少

,

问 题
又 多

。

( 2 ) 载 《史 学 集 刊 》 1 9 8 2年 4期
。

( 3 ) 范 文澜 《中 国 通 史 》 第 二 册 第 28 5 页
。

蔚 伯 赞 主 编 《 中 国 史 纲 要 》 第 二 册 第 1 2 页 也

说 曹 魏 政 权 至 魏 明 帝 曹 春 时
, “
政 治 也 很 腐 败

。 ”

(4 ) 李志民
、

柳 春 藩
《 关 于 司 马 链 曹 臾 之 争 的 评 价 问 题 》

。

( 5 ) 王 仲 带 (( 魏晋南 北朝 史》 上 册 第 14 3页
。

( 6 ) ( 7 ) 《后 汉 书 》 卷 九 《献 帝 纪 》
。

(8 ) 见《三 国 志 》 卷 一 《 式 帝 纪 》 注 引 《世 语 》

(9 ) 《三 国 志 》 卷 二 《 文 帝 纪 》 装 松 之 按 语
。

( 1 0 ) 关于 曹魏 时期 采 用权 法并 用 的 为政方 针
,

参 见 拙 著 《从 傅 报
`
难 刘 动 考 课 论

,
看

曹 魏 为 政 的 特 点 》
,

载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中 国 古 代 史 论 丛 》 第 九 挥

。

( 1 1 ) 《三 国 志 》卷 二 四 《 高 柔 传 》
。

( 1 2 ) ( 1 3 ) 见 《三 国 志 》 卷 二 《文 帝 纪 》
。

(1 4) 《三 国 志 》 卷 三 《 明 帝 纪 》 注 引 《魏 书 》
。

( 1 5 ) 《 三 国 志 》 卷 三 《 明 帝 纪 》 注 引 孙 盛 语
。

(1 6) 见 《三 国 志 》 卷 二 二 《 陈 娇 传 》
。

( 1 7 ) ( 1 8 ) 《三 国 志 》 卷 一 六 《杜 黄 传 附 怒 传 》
。

( 1 9 ) 《资 治 通 鉴 》 卷 七 二 魏 明 帝 太 和 六 年
。

《三 国 志
.

杜 战 传
附

怒 传 》 与 此 略 同
,

而

有 不 可 解 之 字

,

故 从 ((通鉴 》
。

( 2 0 ) 《三 国 志 》 卷 二 二 《卢 毓 传 》
。

( 2 1 ) 《三 国 志 》 卷 二 二 《陈 群 传 》 谓 陈 群 上 疏 谏 队 营 建 宫 室
, “
帝 于 是 有 所 减 省

” 。

( 2 2 ) 《三 国 志 》 卷 三 《明 帝 纪 》 注 引 孙 盛 语
。

(邪 ) ( 2 4) 《三 国 志 》 卷 三 《明 帝 纪 》

( 2 5 ) ( 2 6 ) ( 2 7 ) (( 晋书》 卷 三 十 《刑 法 志 》
。

( 2 8 ) 《三 国 志 》 卷 三 《明 帝 纪 》
。

(2 9) 《三 国 志 》 卷 八 (( 公 孙度 传 附渊传 》
。



( 3 0 ) 陈寅
j

洛 《金 明 馆 丛 稿 》 初 编 《书 世 说 新 语 文 学 类 钟 会 撰 四 本 论 始 毕 条 后 》
。

( 3 1 ) 《三 国 志 》 卷 二 五 《 高 堂 隆 传 》
。

卢 弼 《 集 解 》 引 胡 三 省
、

李 慈
铭 说

,

谓 高 堂 隆

之 言 是 针 对 司 马 鳃 的

。

( 3 2 ) 《三 国 志 》 卷 二 二 《 陈 娇 传 》 注 引 《世 语 》
。

( 3 3 ) 见 《三 国 志 》 卷 三 《 明 帝 纪 》 注 引 《 汉 晋 春 秋 》
。

( 3嫂) ( 3 5 ) 以上 事实 见 《三 国 志 》 卷 一 四 《刘 放 传 》 注 引 《世 语 》
。

( 3 6 ) 《 三 国 志 》 卷 二 四 《孙 礼 传 》 云
: “
明 帝 临 崩 之 时

,
以

曹 交 为 大 将 军

,

宜 得 良

佐

,

于 床 下 受 遗 诏
,

拜
礼 大 将 军 长 史

,

加 散 骑 常 侍

。 ”

( 3 7 ) 原 书 注引无 书名
,

《三 国 志 集 解 》 引 陈 景 云 说 疑 为 《魏 略 》
。

( 3 8 ) 见王悉斌 《 白 田 草 堂 存 稿 》 卷 五 《魏 志 怜 论 》
。

( 3 9 ) 按 《 资 治 通 鉴 》 卷 七 四 魏 明 帝 景 初 三 年 载
: “
太 子 即 位

,

年 八 岁

,

… … 加 曹 突
、

司 马 鼓 侍 中

、

假 节

、

都 督 中 外 诸 事

,

录 尚 书 事

。 ”
这 是 将 《 曹 臾 传 》 与 《晋 书

·

宣

帝
纪 》 简 单 地 综 合 在 一 起

,
而 没 有 区 别 二 人 为

“
都 督 中 外 诸 军

,

录 尚 书 事

”
的 具 体

时 间
,

是 不 确 切 的

。

( 4 0 ) 曹 臾表 见 《三 国 志 )} 卷 九 《 曹 臾 传 》 注 引 《魏 书 》
。

( 4 1 ) 汉魏 时期
,

太 傅 为 上 公

,

位 在 三 司 上

。

曹 魏 时 太 司 马 亦 高 于 大 将 军

。

如 黄 初 三

年

,

曹 仁 由 大 将 军 为 大 司 马 ( 见 《三 国 志
·

文 帝 纪 》 )
。

太 和 四 年 曹 真 由 大 将 军 为

大 司 马

,
而 司 马 她 却 由 骡 骑 将 军 为 大 将 军 副 曹 真 伐 蜀 ( 见《三 国 志

·

文
帝
纪 》 )
。

可

见 大 司 马 高 于 大 将 军

。

( ,12 ) 《 曹 爽 传 》 注 引 《魏 书 》 载 曹 芳 使 刘 放
、

孙 资 所 作
诏 书 有 云

: “
今 大 将 军 荐 太 尉

宜 为 大 司 马
,

既 合 先 帝 本 旨

,
又

放 推 让

,

进 德 尚 勋

。

… … 脱 甚 嘉 焉
。

脱 帷 先 帝 固 知

君 子 乐 天 知 命

,

纤 芥 细 疑

,

不 足 为 忌

,
当 顾 柏 人

、

彭 亡 之 文
,

故 用 低 回
,

有 意 未 遂

耳 !
· ·

一

其
以
太 尉 为 大

傅

。 ”
潘 眉 《三 国 志 考 证 》 卷 三 说

: “
玩 此 诏 旨

,

盖 谓 趁 姓

司 马 氏

,

今 若 拜 大 司 马

,

则 司 马 氏 加 大 名

,

嫌 于 逼 上

,

近 柏 人

,

彭 亡 之 诚

,

亦 非 所

以 安 司 马 氏 也

,

故 但 拜 太 傅

,

不 拜 大 司 马

。
” 《晋 书 》 卷 一 《 宣 帝 纪 》 则 谓

: “
朝

议 以 为 前 后 大 司 马 累 莞 于 位
,

乃 以
帝 为 太 傅

。 ”

( 4 3 ) 《三 国 志 》 卷 四 《 齐 王 芳 纪 》
。

( 4 4 ) 司 马她 为太傅在 景初三 年
。

夏 侯 玄 为 征
西 将 军 的 时 间

,

却
无 明 文 记 载

,
而 《三 国

志 》 卷 九 《 夏 侯 尚 传 附 玄 传 》 裴 松 之 的 按 语 谓 曹 爽 于 正 始 五 年 伐 蜀
,

时 夏 侯 玄 已 为

关 中 都 督

。

则 夏 侯
玄 为 征 西 将 军 当 在 正 始 五 年 前

。

( 4 5 ) 见李志 民
,

柳 春 藩 《关 于 司 马 鳃 曹 臾 之 争 的 评 价 问 题 》
。

( 4 6 ) 《三 国 志 》 卷 九 《 曹 臾 传 》
。

( 4 7 ) 夏侯玄是曹灾之姑子
,

与 曹 臾 关 系 密 切

。

司 马 处 政 变 中 他 未 被 诛

,

可 能 由 于 正 始

四

、

五 年 他 为 征 西 将 军 镇 守 长 安 后 未 在 京 都

,

故 未 被 牵 连

。

也 可 能 由 于 他 的 名 气 太

大

,

司 马 氏 一 时 难 以 下 手

。

但 最 终 仍 遭 司 马 氏 残 杀

。

( 4 8 ) 《 宋 书 》 卷 四 十 《百 官 志 》 云
: “
魏
、

晋 散 骑 常 侍

、

侍 郎 与 侍 中

、

黄 门 侍 郎 共 平

尚 书 奏 事

,

江 左 乃 罢

。 ”
又 云

: “
建 安 十 二 年

,

改 护 军 为 中 护 军 … … 魏 初 因 置 护 军
,

主 式 官 选

。 ”

( 4 9 ) 以下三点所引均见 《三 国 志 》 卷 九 《夏 侯 尚 传 附 玄 传 》
。

本 段 有 的 论 述 参
见 台 湾

省 中 华 学 术
院
中 华 史 学 协 会

、

中 国 文 化 学
院 史 学 研 究 所 与 史 学 系 印 《 史 学 汇 刊 》 第

九 期 刘 显 叔 《论 魏 末 政 争 中 的 党 派 分 际 》 一 文
。

( 5 0 ) 参 见 《 日 知 录 》 卷 八 《稼 属 》 条
。

l({ 日唐书》 卷 八 七 (( 魏玄同传 》 载 魏 玄 同 上 疏

则 谓 郡 国 守 相 自置 属 吏 的 制 度 仅 行 于 汉 代
,

至 魏 晋 则
“
归 吏 部
” 。
陈 寅 格 时 此 说 批

云

:

,’9月郡择吏之归中央政府选任
,

始 于 北 齐

,

至 隋 而 成 一 固 定 制 度

,

非 起 于 魏 晋 时

也

。

玄 同 之 言 不 确

。 ”
( 见蒋天枢 《陈 寅 悟 先 生 编 年 事 拜 》 卷 中 第 9 8一 99 页

。

( 5 1 ) ( 5 2 ) 《 三 国 志 》 卷 九 《夏 侯 尚 传 附 玄 传 》
。



( 5 3 ) 李 志 民
,

柳 春 藩 《 关 于 司 马 好 曹 爽 之 争 的 评 价 问 题 》
。

( 5 4 ) 见 《晋 书 》 本 传
,

以 下 列 举 诸 人 所 引 资 科

,
凡

未 注 明 出 处 者

,

均 见 《晋 书 》 本

传
。

( 5 5 ) 见 《三 国 志 》 卷 二 八 (( 诸 葛诞 传 》 注 引 《世 语 》
。

( 5 6 ) 《三 国 志 》 卷 九 《 曹 臾 传 》 注 引 《世 语 》
。

( 5 7 ) ( 5 8 ) 《三 国 志 》 卷 形 (( 曹臾传 》 注 引
。

( 5 9 ) 《三 国 志 》 卷 四 《 齐 王 芳 纪 》
。

( 6 0 ) 见钱 大听 《 潜 研 堂 文 集 》 卷 二 《何 晏 论 》
,

陈 遭 《 东 塾 读 书 记 》 卷 十 四 《三 国 》
。
气

( 6 1 ) 《晋 书 》 卷 九 六 《杜 有 道 妻 严 氏 传 》 谓 严 氏 字 宪
,

有 一 女 名 韦 华

, “
有 淑 德

,

傅 玄

求 为 继 室

,

宪 便 许 之

。

时 玄 与 何 晏

、

邓 咫 不 穆

,

晏 等 每 欲 害 之

,

时 人 莫 肯 共 婚

。

及

宪 许 玄

,

内 外 以 为 忧 惧

。 ” ,

( 6 2 ) 《 三 国 志 》 卷 九 《 夏 侯 尚 传 附 玄 传 》 注 引
。

( 6 3 ) 《 资 治 通 鉴 》 卷 七 五 魏 邵 陵 厉 公 正 始 八 年 注
。

( 6 4 ) 《三 国 志 》 卷 四 四 《 费 伟 传 》 注 引 殷 基 《 通 语 》
。

号 读 苏 小 札 圣

“
独 奏 《 风 将 雏 》
”
析 疑

故 下 文 紧 接
“
况 复 连 年 苦 饥 谨

”
云 云

,

具 体

叙 述 到 密 州 后 情 事

。

如 此 理 解

,

诗 意 方 顺 杨

连 属

。

马 德 富
苍 书 讯 荟

苏 轼 《寄 刘 孝 叔 》 一 诗 云
: “
忽 令 独 奏

《凤 将 雏 》
,

仓 卒 欲 吹 哪 得 谱

。 ”
王 文 浩 注

云
: “
忽 令 独 奏 《风 将 雏 》

”
乃 谓
“
误 占 久

虚 之 等
”
也
。

按

:

王 说 误

。 “
误 占 久 虚 之 等

” ,
出

《东 坡 集 》 卷 十 六 《谢 制 科 启 》
,

乃 嘉 砧 六

年 (一 O 六一 ) 苏轼 应制 科试
“
入 三 等
” ,

授 大 理 评 事 签 书 凤 翔 府 判 官 时 作

。 “
误 占 久

虚 之 等
” ,

即 试 制 科 入 三 等 之 谦 语

,

与 《寄

刘 孝 叔 》 诗 所 作 时 间 及 诗 意 渺 不 相 涉
。

此 诗

作 于 熙 宁 八 年
(一 O 七五 )

,

时 轼 刚 到 密

州

。

《凤 将 雏 》
,

汉 乐 曲 名

。

独 奏

,

紧 承 上

句

“
众 里 笙 谁 比 数

” ,

暗 用 《韩 非 子 》 南 郭 处

士 吹 竿 之 典
。 “
忽 令 独 奏 《凤 将 雏 》

,

仓

卒 欲 吹 哪 得 谱

。
”
意 谓 原 来 如 南 郭 处 士 伙

同 众 人 吹 竿
,

今 由 杭 州 通 判 移 知 密 州

,

独 当

方 面

,

将 独 自 奏 技

,

仓 卒 间 不 知 如 何 从 事

。

《文 学 概 论 问 题 解 答 》

文 学 概 论 是 全 国 高 等 教 育 自 学 考 试 和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汉 语 言 文 学 专 业
、

党 政 干 部 基 油

科 的 必 修 课 程

。

为 了 帮 助 广 大 自 学 者 和 电 大

学 员 对 文 学 基 本 原 理 及 重 点 问 题 便 于 透 彻 理

解 和 融 会 贯 通

,

四 川 省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于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 出 版 了 《文 学 概 论 问 题 解

答 》 一 书
。

该 书 按 以 群 主 编 的 《文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

的 章 节 顺 序
,

对 《文 学 的 基 本 原 理 》 和 刘 叔

成 的 《文 学 概 论 四 十 讲 》 这 两 种 教 材 中 的 若

干 疑 难 问 题 逐 一 作 了 解 答
。

其 中 所 列 出 的 问

题

,

都 是 文 学 概 论 课 程 要 求 掌 握 的 基 本 概

念

、

基 本 原 理 和 重 点 问 题

。

全 书 约 十 九 万 字

,

由 四 川 大 学 冯 宪 光

、

李 益 荪 同 志 编 写

。

书 中 还 收 入 唐 正 序 同 志 写

的 《学 习 文 学 概 论 的 两 个 问 题 》 一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