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司马爵曹爽之争的
.

评价问题

李 志 民 柳 春 藩
一一

;

一
;

司马巍同曹爽之间的斗争是三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

正始十年 ( 2 49 年 ) 受曹 爽

排挤的
、

装病不问政事的司马豁
,

突然发动政变
,

杀掉曹爽及 其 党 羽
,

控制 了朝政
。

之后不

久
,

又镇压了太尉王凌的谋反
,

为司马氏最后夺取曹魏政权打下了基础
。

如何评价司马彭 ( 或司马氏集团 ) 和曹爽 ( 或曹爽集团 ) 之 间 的 斗 争呢 ? 过去看法不

一
。

总的说来是否定司马鳃者居多
。

封建统治者和史家用正统主义观点
,

讥讽他 “ 篡
” 夺别

人夭下①
。

解放后
,

史学界对他也多持贬低的态度
。

甚至有人说司马彭战胜曹爽是
“ 历史上

一个不幸的事件
” ②
。

这种评价是不公允的
。

评价一 个历史人物 ( 或集团 ) 在历史
_

仁的作用
,

主要的是看他的 所 作 所 为
,

是否对社

会
、

对历史的发展有利
,

是否对经济
、

文化的发展有利
,

而不是看他的出身如何
,

或者是否

夺取了别人的政权
。

司马鳃是一个有谋略的军事家⑧ 和政治家
。

他虽然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④
,

但政治

思
.

想并不落后
,

他执行的一些方针政策在歼
.

介集团中比咬卫来是下嗯的
,

起到了一定的积极

作用
。

他协助曹操
、

辅佐谙工
,

谋画献策
,

_ 一

。
.

,闪 心
一、

小汉政一 述是 、 匆 点义的 ;

他是曹魏统治集团中
,

最能接受
、

继承和推行曹操进步政策的人

在政治上
,

司马鳃注意改善政治
,

缓和阶级矛 盾
。

魏 明 帝 片 几盛修宫室
,

直姓劳瘁
,

“

力役不已
,

农桑失业
” ⑤
。

他上书要求罢除一些摇役
,

以减轻 州
一 `

的负担
。

景初二年 ( 2 3 8

年 ) 司马鳃在远征辽东前夕
,

谏告明帝说
: “

自河以北
,

百姓困穷
,

内外有役
。

势不并兴
,

宜假绝内务
,

以救时急
。 ” ⑥ 自辽东返回后

* “
役者犹万余人

,

雕玩之物动以千计
。

至是皆

奏罢之
,

节用务农
,

天下欣赖焉
。 ”

对新征服的地区
,

司马赘也注意 “ 劝农桑
,

禁浮费
” ,

因而 “ 南土悦附
” 。

他还劝明帝对新附的边郡民户
,

不要
“

密网束下
” , 要
“
弘以大纲

,

则

自然安乐
” 。

他对手下将士的约束也比较严
,

禁止他们
“

侵侮
”
老百姓
。

青龙中
,

司马鳃在

长安立军市
, “ 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
” ,

他得知这一情况后
,

怒召军市侯
,

杖一百
, “ 严持

吏士 ”
。

自是以后
, “ 军营
、

郡县各得其分
” ⑦
。

可见司马豁是较为注重民力和民意的
。

连

他的政敌丁谧
、

毕轨等人也不得不承认他
“
甚得民心 ” ⑧
。

司马鳃很注重节俭
,

临 死 前 留 下

遗 命

,

要 求 把 他 葬 于 首 阳 山

, “
不 坟 不 树
” , “

敛 以 时 服
,

不 设 明 器

” 。

这 种 思 想 和 作 风

,

在 当 时 浮 华 厚 葬 风 气 盛 行 的 情 况 下 是 难 能 可 贵 的

。

在 经 济 上

,

司 马 鳃 关 心 农 业 的 发 展

,

注 意 兴 修 水 利 和 屯 田
事 业 的 推 广

。

早 在 司 马 豁 为 皿

相 军 司 马 时

,

就 首 先 提 出 实 行 军 屯 的 建 议

。

他 对 曹 操 说

: “

昔 箕 子 陈 谋

,

以 食 为 首

。

今 天 下

不 耕 者 盖 二 十 余 万

,

非 经 国 远 筹 也

。

虽 戎 甲 未 卷

,

自 宜 且 耕 且 守

。 ”

曹 操 采 纳 了 这 个 建 议
,

“
于 是 务 农 积 谷

,

国 用 丰 赡

” 。

正 始 二 年 ( 2 41 年 )
,

司 马 爵 督 军 伐 吴

, “
欲 广 田 积 谷

,

为 兼 并

之 计

” ,

要 邓 艾 协 助 他

。

邓 艾 提 出

“
开 河 渠

” “
通 运 槽

” ,

在 淮 河 南 北 大 搞 军 屯 的 建 议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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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 如 艾 计 施 行
” 。 “
遂 北 临 淮 水

,

白 钟 离 而 南 横 石 以 西

,

尽 讹 水 四 百 余 里

,

五 里 置 一 营

,

营 六 十 人

,

且 佃 且 守

。

兼 修 广 淮 阳

、

百 尺 二 渠

,

上 引 河 流

,

下 通 淮 颖

,

大 治 诸 阪 于 颖 南

、

颖

北

,

穿 渠 三 百 余 里

,

溉 田 二 万 顷

,

淮 南

、

淮 韭 皆 相 连 接

。

自 寿 春 到 京 师

,

农 官 兵 田

,

鸡 犬 之

声

,

肝 陌 相 属

。

每 东 南 有 事

,

大 军 出 征

,

泛 舟 而 下

,

达 于 江 淮

,

资 食 有 储

,

而 无 水 害

。 ” ⑧

可 见 军 屯 的 规 模 是 很 大 的
。

这 一 措 施 具 有 战 略 意 义

,

它 为 以 后 晋 一 举 灭 吴

,

统 一 全 国

,

奠 定

了 雄 厚 的 物 质 基 础

。

在 和 西 蜀 毗 邻 的 关 中 地 区

,

司 马 彭 也 注 重 经 济 的 发 展

。

史 载

: “
太 和 四 年 ( 2 3。年 ) 关

中饥
,

宣 王 表 徙 冀 州 农 夫 五 千 人 佃 上 邦

,

兴 京 兆

、

天 水

、

南 安 盐 池

,

以 益 军 实

。 ” L 时 司 马

爵 之 弟 司 马 孚 为 度 支 尚 书
, “
遣 冀 州 农 丁 五 千 屯 于

_

上
邦

,

秋 冬 习 战 阵

,

春 夏 修
田 桑

。

由 是 关

中 军 国 有 余

,

待 贼 有 备 矣

。 ” L 太 和 五 年
,

诸 葛 亮 第
四 次 北 伐 时

,

司 马 尧 领 兵 拒 之

。

有 人 提

出
“
自 荃 上 邦 左 右 生 麦 以 夺 贼 食
” ,

魏 明 帝 不 许

。

并 增 兵 给 司 马 爵 使 护 麦

。 “

宣 王 与 亮 相 持

,

赖 得 此 麦 以 为 军 粮

。 ” L

青 龙 元 年 ( 2 3 3年 )
,

司 马 鳃 在 关 中

“
开 成 国 渠

,

自 陈 仓 至 槐 里 筑 临 晋 破

,

引 济 洛 溉 局 卤

之 地 三 千 余 顷

,

国 以 充 实 焉

。 ” L 青 龙 三 年
,

关 东 地 区 饥 攫

,

司 马 鼓

“
运 长 安 粟 五 百 万 解 输

于 京 师

”
以 济 粮 荒

,

宜之 是 和 他 注 重 关 中 地 区 的 农 业 生 产 厂 并 取 得 了 相 当 成 绩

,

分 不 开 的

。

三 国 时 期

,

曹 操 是 民 屯 的 主 要 推 行 者

,

而 司 马 郊 则 是 军 屯 的 主 要 倡 议 者 和 推 行 者

。

司 马

熬 对 北 方 经 济 的 恢 复 和 发 展

,

起 了 一 定 的 积 极 作 用

。

在 用 入 上

,

司 马 彭 注 意 推 荐 选 用 一 些 有 才 干 的 文 武 人 才

。

早 在 黄 初 年 间

,

司 马 彭 就 荐 举

刚 直 不 阿

、

主 张
“
宽 惠 百 姓
”

的 鲍 勋 为 御 史 中 皿
,

使

“
百 寮 严 惮

,

周 不 肃 然
” 。

鲍 勋 多 次 谏

阻 文 帝 游 猎

,

终 被 曹 玉 寻 故
杀 掉

。 `才
勋 内 行 既 修

,
一

廉
而 能 施

,

死 之 日
,

家 无 余 财

,

” @ 青 龙
一

军

叮 ` 夕 戈
认 年 )

,

明 帝

“
沼 公 卿

1

举 才 德 兼 备
者 咨

二
人

从

,
· :

询 马
鳃

以

充
娇

满 史
太

原
王

旋
应 选

。

三

-

赦
懂 政 治

,

通 军 事

,

著 有
《 治 论 》
、

《 兵 书 》
, “
勤 劝 百 姓

,

垦 田 特 多

” 。

司 马 郭 推 荐 了

他

,
’

可 谓 知
人

。

后 来
司 马 爵 向 他 请 教 政 事

,

他 主 张

“
抑 绝 浮 华
” “
务 崇 节 俭
” “
约 官 实 禄

;

励 以 廉 耻

,

不 使 与 百 姓 争 利 呵
L
。

确 是 一 个

“
德 才
”
兼 备 的 人

。

司 马 彭 还 能 从 下 层 寒 士 中 选 拔 人 才

。

如 邓 艾

“
家 贫
” “
为 农 民 养 犊
” , “
以 口 吃

,

不 得

作 干 佐

。 ”
但 很 有 才 能

,

司 马 彭
“
奇 之

,

辟 之 为 缘

,

迁 尚 书 郎

” L
。

他 协 助 司 马 鳃 搞 军 屯

,

获 得 良 好 效 果

。

后 来 成 为 独 挡 一 面 的 大 将

,

并 率 军 一 举 灭 蜀

。

史 称

: “
邓 艾 为 大 将 三 十 余

年

,

赏 罚 明

,

善 恤 卒 伍

,

身 之 衣 食

,

资 仰 于 官

,

不 为 苟 素 俭

,

然 终 不 治 私

,

妻 子 不 免 饥 寒

。 ” L

石 苞 出 身 微 寒
,

与 邓 艾 同 为 典 农 部 民

,

曾 一 起 为 郭 玄 信 御 车

。

青 龙 中

“
弩 铁 于 长 安
” ,

得 见

司 马 彭

, “
宣 王 知 焉

。

后 耀 为 尚 书 郎

,

历 青 州 刺 史

,

镇 东 将 军

。 ” L 南 阳 州 泰 也 是 一 个 有 才

能
“
好 立 功 业
”
的 人 物

。

初 为 荆 州 刺 史 裴 潜 从 事

,

司 马 豁 镇 宛 时

,

将 其 选 用

,

州 泰

“
居 丧
” ,

司 马 勃

“

留 缺 待 之
” ,

摧 为 新 城 太 守

。

后 来 历 任 充

、

豫 州 刺 史

, “
所 在 有 筹 算 绩 效
” L
。

后

人 称 赞 司 马 彭
“
知 人 善 拔
” ,

使

“
王 基

、

邓 艾

、

周 ( 州 ) 泰
、

贾 越 之 徒 皆 起 自 寒 门 而 著 绩 于

朝

,

经 略 之 才 可 谓 远 矣

。 ” 颐

对 于 司 马 露 的 政 绩

,

王 船 山 曾 评 论 说

: “
司 马 彭 执 政

,

而 用 贤 恤 民

,

务 从 宽 大

,

以 结 天

下 心

。

于 是 而 自 摺 绅 以 迄 编 氓 乃 知 有 人 生 之 乐

” L
。

除 后 一 句 话 有 些 过 誉 外

,

其 余 应 该 说 是

符 合 实 际 的

。

上 述 情 况 表 明

,

司 马 露 是 一 个 有 远 见 卓 识

、

有 作 为 的 政 治 家

。

他 可 以 说 是 属 于 地 主 阶 级

中 的 清 明 派

。



,

他 的 儿 子 司 马 师

、

司 马 昭 相 继 执 政

。

他 们 虽 然 不 象 其 父 亲 那 样 有 见 识

,

但 也

是 有 一 定 作 为 的

。

在 同 他 们 的 政 敌 进 行 政 治

、

军 事 斗 争 的 同 时

,

也 做 了 些 有 意 义 的 事 情

。

嘉 平 四 年 ( 2 5 2年 )
,

司 马 师 开 始 控 制 朝 政

, “
命 百 官 举 贤 才

,

明 少 长

,

恤 穷 独

,

理 废

滞

。 ”
安 排 和 重 用 一 些 司 马 彭 时 期 提 拔 起 来 的 有 才 干 的 文 武 官 员

,

在 中 央 和 地 方 发 挥 他 们 的

作 用

。

于 是

“
四 海 倾 注

,

朝 野 肃 然
” L
。

司 马 师 掌 政 的 时 间 不 长 就 病 死 了

。

正 元 二 年 ( 25 5年 ) 司马昭执政后
,

对 政 治 经 济 制 度 作 了 一 些 改 革

。

在 政 治 上

, “
诸 禁 网

烦 苛 及 法 式 不 便 于 时 者

” ,

他

“

皆 奏 除 之
” L
。

并 且 患 前 代

“
律 令 本 注 烦 杂
” “

科 网 本 密

” ,

令 贾 充

、

郑 冲

、

羊 枯

、

杜 预 等 十 四 人

,

本 着

“
姆 其 苛 秽

,

存 其 清 约
” L 的 原 则

,

正 式 制 定 新

律

,

到 晋 武 帝 泰 始 四 年 ( 26 8年 ) 完成
,

颁 行 全 国

。

这 个
《 晋 律 》 实 质 上 固 然 是 地 主 阶 级 专

政 的 工 具
,

但 它 的 内 容 比 汉 律 已 大 为 精 简

,

这 样 就 相 对 减 轻 了 人 民 动 辄 触 犯 刑 律

、

处 罪 轻 重

无 准 的 弊 端

。

同 时 律 文

“
减 泉 斩 族 诛 从 坐 之 条
” , “
去 捕 亡

、

亡 没 为 官 奴 脾 之 制

” L
。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可 以 说 是
“
刑 宽 禁 简
” L
。

在 经 济 上

,

咸 熙 元 年 ( 2创 年 )
,

司 马 昭
“
罢 屯 田 官 以

均 政 役

,

诸 典 农 皆 为 太 守

,

都 尉 皆 为 令 长
” L
。

开 始 废 除 民 屯 制 度

。

屯 田 制 度 是 在 特 定 的 条

件 下 发 展 起 来 的

, `

言 对 经 济 的 恢 复 和 发 展 起 一 定 的 积 极 作 用

。

但 屯 田 客 的 地 租 负 担 很 重

,

身

份 地 位 很 低

, 一

到 一 定 时 期 便 不 能 继 续 适 应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

在 新 的 情 况 下

,

司 马 昭 罢 掉 屯 田

官

,

嫂 除 民 屯 制 度

,

将 民 屯 的 一 些 国 家 佃 农 改 变 为 国 家 的 一 般 编 户 齐 民
一

一
自 耕 农

,

使 他 们

的 经 济 负 担 有 所 减 轻

,

身 份 地 位 有 所 提 高

,

这 对 生 产 力 的 发 展 是 有 好 处 的

。

此 外

,

在 军 事

土

,
,

司 马
乒

馨 子
景 元

四
年 ( 邓3年 ) 派邓艾 钟会领兵灭 掉 骂汉

,

为 以 后 晋 灭 吴 统 一 全 国 创 造

了 有 利 条 件

,

这 也 有 值 得 肯 定 的 一 面

。

由 此 可 见

,

所 谓 司 马 郭 父 子 是 欢 国

“
一 个 权 比 腐 朽 的 奥 团
” L 的 结 选

,

是 站 不 住 脚 的

。

二
而 再 看 看 曹 多 趁 之 扭
一

伙

。 ,

一

一

、 二

曹 爽 虽 然 是 曹 操 的 宗 室 后 代
,

但 向

,

是 曹 氏 的 不 肖 子 孙 乡 果 说 鲁 魏 的 政 治 在 曹 教 时 升 如

走 下 坡 路

,

那 么 在 曹 爽 掌 政 时 期

,

则 更 为 黑 暗 腐 败

。 几

曹 爽 并 无 政 治 才 干

,

主 要 是 凭 借

“
宗 室 支 属
”

的 身 针 享 握 政 权 的

。

明 帝 托 孤 之 时

,

他

“
流 汗 不 能 对
” ,

幸 亏 中 书 监 刘 放 缘 其 足

,

耳 语 教 他 说

* ` 了

旅 以 死 奉 社 程

” @ ,

才 算 接 下 了

辅 政 的 重 任

。

为 了 树 立 个 人 威 望

, “
立 威 名 于 天 下
” ,

他 不 听 司 马 鼓 的 劝 阻

,

冒 然 率 大 军 攻

蜀

,

结 果 大 败 而 归

,
·

“
关 中 为 之 虚 耗
妙 L
。

冀 州 的

“
清 河

、

平 原 争 界

,

八 年 不 能 决

” ,
刺 史

孙 礼 按 天 府 所 藏

“
烈 祖 ( 明帝 ) 初封平原时图决之
” 。
这 本 来 是 个 公 正 的 好 办 法

,

但 曹 爽 却

偏 信 清 河 之 诉

,

认 为

“
图 不 可 用
” 。

孙 礼 上 书 具 理 力 争

,

曹 爽
“
勤 礼 怨 望

,

结 刑 五 岁

” @
。

可

.

见

曹 爽

刚 }复自用和昏馈无能
。

曹 爽 把 持 朝 政 后

, “
日 纵 酒 沉 醉
” “
饮 食 车 服

,

拟 于 乘 舆

;
尚 方 珍 玩

,

充 物 其 家
;
妻 妾

盈 后 庭

,

又 私 取 先 帝 才

一

人 七 八 人

,

及 将 吏

、

师 工

、

鼓 吹

、

良 家 子 女 三 十 三 人

,

皆 以 为 伎 乐

。 ”

还
“
作 窟 室

,

绮 疏 四 周

,

数 与 ( 何 ) 晏等会其中
,

饮 酒 作 乐

。 ” L 曹 爽 等 人 的 骄 奢 无 度
,

是

有 昌 共 睹 的

。

其 弟 中 领 军 曹 羲

“
深 以 为 大 忧

,

数 谏 止 之
” ,

并 且

“
著 书 三 篇

,

陈 骄 淫 盈 溢 之

致 祸 败

,

辞 旨 甚 切

” ,
曹 爽
“
甚 不 悦
” 。

侍 中 钟 毓 参 加 曹 爽 的 酒 宴 回 家 后

,

其 母 说

: “
乐 则

乐 矣

,

然 难 久 也

。

居 上 不 骄

,

制 节 谨 度

,

然 后 乃 无 危 溢 之 患

。

今 奢 僧 若 此

,

非 长 守 富 贵 之

道
” L
。

何 晏 之 妻 金 乡 公 主 对 其 母 说

: “
晏 为 恶 日 甚

,

将 何 保 身
? ” ⑨ 杜 有 道 妻 严 氏 说

:

“
晏 等 骄 侈

,

必 当 自 败

” ⑧
。

辛 毗 的 女 儿 宪 英

一

也 说

: “
曹 爽 与 太 傅 俱 受 寄 托 之 任

,

而 独 专 权

势

,

行 以 骄 奢

,

于 王 室 不 忠

,

于 人 道 不 直

” L
。

」G



, “
共 分 割 洛 阳

、

野 王 典 农 部 桑
田
数 百 顷

,

及 坏 汤 沐 地

以 为 产 业

,

承 势 窃 取 官 物

,

因 缘 求 欲 州 郡

,

有 司 望 风

,

莫 敢 件 旨

。 ”
他 轻 视 杰 出 的 机 械 制 造

家 马 钧 的 发 明 创 造

,

还 限 制 和 反 对 马 钧 搞 试 验

。

L

在 用 人 方 面
,

曹 爽 推 行 任 人 唯 亲 的 政 策

。

对 廉 洁 耿 直 的 官 员

,

子 以 排 挤 打 击

。

如 王 观 掌

少 府

,

曹 爽 派 人 将 公 物 据 为 私 有

,

王 观 得 知 后
“
皆 录 夺 以 没 官

” 。

少 府 统

“
御 府 内 藏 玩 弄 之

宝
” ,

曹 爽 等

“
奢 放

,

多 有 干 求

护 ,

但

“
惮 观 守 法
” ,

便 把 他 徙 为 太 仆

。
L 另 一 方 面

,

他 把

一 些 阿 谈 附 会

、

缺 乏 政 治 才 干

、

崇 尚 浮 华 的 人 引 为 己 用

。

如

“
毕 轨 及 邓 脆

、

李 胜

、

何 晏

、

丁

谧 皆 有 才 名

,

而 急 于 富 贵

,

趁 时 附 势

,

明 帝 恶 其 浮 华

,

皆 抑 而 不 用

。

曹 爽 素 与 亲 善

,

及 辅

政

,

骤 加 引 耀

,

以 为 腹 心

。 ” L 其 中 何 晏 是 个
“
粉 白 不 去 手

,

行 步 顾 影
”
的 浪 荡 哥 J I

J ,

他 同

夏 侯 玄 等 人

.

“
竞 为 清 谈

,

祖 尚 虚 无
” ,

常 常 是
“
谈 客 盈 座
” L ,

开 创 了 魏 晋 清 谈 的 先 河

,

被 鲁

迅 斥 为
“
空 谈 的 祖 师
” ·

他 任 吏 部 尚 书 主 选 举 后

,

更 是
“
依
挚
用 事

,

附 会 者 升 进

,

违 作 者 罢

退
” ⑥ , “
其 宿 与 之 有 旧 者

,

多 被 拔 耀

” L
。

邓 题
“
少 得 士 名 于 京 师
” ,

曾 任 中 书 郎 等 职

,

因

“
与 李 胜 等 为 浮 华 友

” ,

被 明 帝

“
斥 出

,

遂 不 复 用

” 。

他

“
为 人 好 货

,

前 在 内 职

,

许 藏 艾 授

以 显 官

,

艾 以 父 妾 与 腌

,

故 京 师 为 之 语
日

: `

以 官 易 妇 邓 玄 茂

。 ’

每 所 荐 达

,

多 如 此 比

。 ” L

何 晏 的
“
选 举 不 得 人
” ,

和 他 有 重 要 关 系

:
丁 谧
“
为 井
、

外 似 疏 略

。

而 内 多 忌

” ,

与 何 晏

、

邓

肠 被 称 为 曹 爽

“
台 中 三 狗
” ⑧
。

以 上 情 况 表 明

,

曹 爽 及 其 一 伙 掌 政 时

,

曹 魏 的 政 治 是 黑 暗 腐 败 的

。

这 里 涉 及 对 曹 爽 等 人

a
变 易 !日章
” ⑥ “
变 改 法 度
” @ 的 看 法 问 题
。

肯 定 曹 爽

、

否 定 司 马

彭 的 人 认 为 曹 爽 等 人 的

“
变 改
”
是 革 新 的

,

因 而 他 们 是

“
新 的
”

派 别

, “

新 的 失 败 了
,

老 的

胜 利 了
” ,

所 以 是
“
不 幸 的 事 件
”
一 其 实

,

曹 爽

“
变 改
”
的 内 容 以 及
“

变 改
”
的 程 度

,

史 书

抓 无 明 确 记
豁

不 宫 一 看 刊

“
变 改
”
禁 宁 祥

,

妙
袱

头 它 是 新 的

、

进 步 的

·

应 从 它 对 人 民

、
对

社 会 的 实 际 作 用

、

实 际 效 果 来 考 察

。

从 当 时 人 们 的 评 论 来 看

,

曹 爽 等 人 的

“
变 改
” ,

并 无 积

极 作 用 和 效 果

。

如 太 尉 蒋 济 上 疏 称 他 勺 的 改 易

“
终 无 益 于 治

,

适 足 伤 民
” @
。

应 扬 的 弟 弟 应

豫 对 曹 爽 的

“
多 违 法 度
” “
为 诗 以 讽 焉

。

其 言 虽 颇 谐 合

,

多 切 时 要

,

出 共 传 之

。 ” L 司 马 姗

的 政 敌 王 凌 的 儿 子 王 广 也 说 曹 次 等
“
变 易 朝 典

,

政 令 数 改

,

所 存 虽 高 而 事 不 下 接

” L
。

这 说

明 曹 爽 一 伙 的

“
变 改
”
是 不 切 时 要

,

与 民 不 利 的

,

因 而 不 值 得 称 赞 和 肯 定

。

如 果 说 谁 是 魏 国
“
极 其 腐 朽 的 集 团
” ,

那 应 是 曹 爽 一 伙

,

而 不 应 是 司 马 鼓 父 子

。

对 于 司 马 赘 曹 爽 集 团 的 优 劣

,

王 广 在 劝 阻 王 凌 起 兵 反 对 司 马 鳃 时 说

: “
凡 举 大 事

,

应 本

人 情

。

今 曹 爽 以 骄 奢 失 民

,

何 平 叔 ( 何晏 ) 虚而不治
,

丁

、

毕

、

桓

、

邓 虽 并 有 宿 望

,

皆 专 竞

干 世

。

… … 同 日 斩 戮
,

名 士 减 半

,

而 百 姓 安 之

,

莫 或 之 哀

,

失 民 故 也

。

今 粥 情 虽 难 量

,

事 未

有 逆

,

而 摆 用 贤 能

,

广 树 胜
己

,

修 先 朝 之 政 令

,

副 众 心 之 所 求

。

爽 之 为 恶 者

,

彼 莫 不 必 改

,

夙 夜 匪 懈

,

以 恤 民 为 先

。 ” L 这 段 话 出 自 王 广 之 口
,

应 该 说 是 可 信 的

。

司 马 彭 能 够 战 胜 曹 爽

,

不 是 偶 然 的

。

正 因 为 他 在 政 治 上 是 比 较 有 作 为 的

、

清 明 的

,

才 有

能 力

、

有 条 件 一 举 消 灭

“
势 倾 四 海

,

声 震 天 下
” ,

但 已 腐 朽 不 堪

,

失 掉 人 心 的 曹 爽 集 团

,

并

且 比 较 快 的 稳 住 了 政 局

。

对 此

,

当 时 吴 国 的 屯 骑 校 尉 张 锑 曾 作 过 重 要 的 评 论

: “
司 马 鳃 父

子
,

自 握 其 柄

,

累 有 大 功

,

除 其 烦 苛 而 布 其 平 惠

,

为 之 谋 主 而 救 其 疾

,

民 心 归 之

,

亦 已 久

矣

。

故 淮 南 三 叛 而 腹 心 不 扰

,

曹 髦 之 死

,

四 方 不 动

, … … 任 贤 使 能
,

各 尽 其 心

,

非 智 勇 兼

人

,

孰 能 如 之
? ” @ 张 梯 很 有 政 治见 识

,

后 来 在 吴 国 做 过 皿 相

。

他 的 这 段 评 论 是 客 观 的

、

中

肯 的

。



。

过 去 有 人 认 为 他 是
“
一 个 时 代 的 幸 运 儿
” @

,

显 然 是 不 妥 当 的

。

现 在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结 论

:

司 马 鳃 同 曹 爽 集 团 斗 争 的 性 质

,

是 封 建 统 治 阶 级 内 部 不 同 集 团

间 的 争 权 夺 势 斗 争

。

但 不 管 司 马 爵 的 目 的 企 图 如 何

,

斗 争 的 结 果 却 是 一 个 较 有 作 为

、

较 为 清

明 的 统 治 集 团 代 替 了 一 个 腐 败 无 能 的 统 治 集 团

,

这 对 社 会

、

对 人 民 都 是 比 较 有 利 的

。

因 此 司

马 爵 父 子 战 胜 曹 爽 集 团 非 但 不 是

“
历 史 上 一 个 不 幸 的 事 件
” ,

反 而 应 该 看 成 是 一 件 好 事

,

有

一 定 积 极 意 义

。

不 容 否 认

,

魏 晋 时 期 发 展 起 来 的 世 族 门 阀 势 力

,

总 的 倾 向 是 偏 于 保 守

,

趋 于 腐 败

。

但 不

能 因 此 认 为 世 族 门 阀 中 所 有 的 人

,

都 是 保 守 腐 败 的

,

从 而 不 予 肯 定

,

或 不 予 应 有 的 肯 定

。

尤

其 是 对 汉 末 三 国 时 期 的 一 些 世 代 官 僚 地 主 出 身 的 人 物

,

更 不 能 带 着 这 种 有 色 眼 镜 去 看

。

司 马 豁 的 政 治 军 事 才 能 和 在 历 史 上 起 的 积 极 作 用

,

同 曹 操 相 比

,

是 相 差 一 筹 的

,

把 司 马 熟

和 曹 操 相 提 并 论

,

中 间 划 一 等 号

,

是 不 合 适 的

。

但 同 昏 庸 无 能

、

荒 淫 无 度 的 曹 爽 相 比

,

司 马

鳃 不 知 要 高 明 多 少 倍

。

作 为

“
篡 逆
”
之 臣

,

司 马 弧 被 封 建 统 治 者 唾 骂 千 年

。

作 为

“
世 族
”
的 一 员 和 西 晋 腐 朽 统

治 者 的 祖 宗
,

司 马 豁 也 为 今 人 冷 眼 相 对

。

我 们 应 该 正 确 理 解

“
世 族 腐 朽
”
论

,

具 体 问 题 具 休

分 析

: ,

对 世 族 中 有 作 为

、

有 一 定

“
历 史 功 绩
”
的 人

,

给 予 应 有 的 肯 定

,

还 其 历 史 的 本 来 面 目

。

礁

① 如 石 勒 说 司 马 郭 同 曹 操 一 样
,

是 一 个
“
欺 他 孤 儿

寡 妇
,

狐 媚 以 取 夭 下
”
的 贰 臣 贼 子 ( 《 晋 书
。

石 勒

栽 纪 》 )
。

李 世 夕

.

说 他

沼

虽 自 隐 过 当 年

, -

一

嗤 后 代

”
( 《 晋 书
。

宣 帝 纪

·

制 日 》 )
。

胡 三
、

说 司 马 彭 父 子 是
“
盗 国
”
有 术 的 窃 国 大 盗
。

( 《 资 治 通 鉴 》
,

卷 七 十 六

,

嘉 平 五 年 注 ) 王 鸣

感 说他
“
少 壮 则 为 魏 画 悠 汉 策

,

及 老 则 又 自 为 子

孙 定 篡 魏 策

,

兴 亡 若 置 棋

,

亦 可 叹 矣

。
” ( 《 十 七 史

商 榷 》
,

卷 四 四
, 《 大 谋 奇 策 》 )

② 徐 德 嶙
: 《 三 国 史 讲 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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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司 马 鳃 一 生 的 大 部 分 时 间 是 在 戎 马 住 惚 中 度 过
的
。

他 成 功 地 阻 止 了 诸 葛 亮 的 进 攻

,

出 奇 兵 杀 死 降

而 复 叛 的 孟 达

,

一 举 歼 灭 割 据 辽 东 的 公 孙 渊

,

很

有 军 事 才 能 和 指 挥 艺 术

。

孙 权 曾 说 他
“
善 用 兵

,

变 化 若 神

,

所 向 无 前
” ( 《 晋 书
·

宣 帝 纪 》 )
。

④ 司 马 鳃 的 高 祖 司 马 钧 曾 任 汉 征 西 将 军
,

曾 祖 量 曾

任 豫 章 太 守

,

祖 父 憔 曾 任 颖 川 太 守

,

父 防 曾 任 京

兆 尹

。

⑤ 《 资 治 通 鉴 》
,

卷 七 十 三

,

青 龙 三 年

。

⑥ 《 晋 书
。

宣
帝
纪 》
。
以 下 文 中 引 用 《 宣 帝 纪 》 的

资 料
,

不 再 注 明 出 处

。

⑦ 《 三 国 志
。

魏 书

·

仓
慈
传
》 , 注 引 《 魏 略 》
。

⑧ 《 三 国 志
·

魏 书

·

曹 爽 传 》 注
。

⑨
、

L 《 晋 书
·

食 货 志 》
。

L 《 晋 书
·

食 货 志 》
。

按 《 食 货 志 》 原 谓 此 事 在 嘉

平 四 年
,

误

,

从 中 华 书 局 标 点 本 校 勘 记 改

。

⑨ 《 晋 书
.

宗
室

传

,

安 平 献
王

孚
》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明 帝 纪 》
,

注 引 《 魏 书 》
。

@ 《 三 国 志
·

魏 志

·

鲍 勋 传 》
。

L 《 三 同 志
.

魏 书

·

王 艇 传 》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邓 艾 传
》 。

L 《 艺 文 类 聚 》
,

卷 五 十 九

,

武 部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三
少 帝 纪
》 , 注 引 《 世 语 》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邓 艾 传 》
,

注 引 《 世 语 》
。

L 《 大 平 御 览 》
,

卷 九 十 五
,

皇 王 部 二

一

卜 西 晋 宣

帝

。

⑧ 《 读 通 鉴 论 》
,

卷 五
,

三 国

。

@ 《 晋 书
·

景 帝 幻
协 。

L 晋 书
。

文 帝 兰 户

。

自

.

一
片

私

、 。

包

`

犯
;

贾 充 传 》
。

L 《 二 国 志
·

魏 书

·

三 少 帝 纪 》
。

L 范 次 演
: 《 中 国 通 史 》

,

第
二

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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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刘 放 传 》 : 生 训 《 世 语 》
。

L 《 资 治 通 鉴 》
,

卷 七 十 四
,

正 始 五 年

。

⑧ 《 三 国 志
.

魏 书

`

孙 礼 传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曹 爽 传 》
,

戳 下 文 中 引 用 《 曹

爽 传 》 的 资 料
,

不 再 注 明 出 处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钟 会 传
》 注
。

颐 《 三 国 志
·

魏 书

。

称 爽 传 》 注 引
, 《 魏 末 传 》
。

L 《 晋 书
·

列 女 传

·

杜 有 道 妻 严 氏 》
。

函 《 三 国 志
·

魏 书

。

辛
毗
传
》 , 注 引 《 世 语 》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社
夔
传
》 注
。

晒 《 三 国 志
“

魏 书

·

王 观 传 》
。

L
、

L 《 资 治 通 鉴 》
,

卷 七 十 四
,

景 初 三 年

。

L 《 世 说 新 语 》
,

卷 上 之 下

,

文 学 第 四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曹 爽 传 》
,

注 引 《 魏 略 》
。

另

《 晋 书
·

傅 玄 传

。

附 傅 咸
》 载

,

傅 咸 称 何 晏 选 用 的

人

“
各 得 其 才
” 。
这 当 和 前 引 《 资 治 通 鉴 》 中 说

的 何 晏
、

丁 谧 等
“
皆 有 才 名
”
一 样

,

是 指 一 些 在

文 化 思 想 上 有 虚 名 的 人

,

而 不 是 指 在 政 治 上 有 才

干 的 人

。

L
、

@ 《 三 国 志
·

魏 书

。

曹 爽 传
》 , 注 引 《 魏 略 》
。

L 《 三 国 志
·

魏 书

·

刘 放 传
》 , 注 引 《 资 别 传 》
。

L 《 资 治 通 鉴 》
,

卷 七 十 五

,

正 始 八 年

。

0 《 三 国 志
。

魏 书

。

蒋 济 传 》
。

晒 《 三 国 志
·

魏 书

·

王
集 传
》 , 注 引 《文 章 叙 录 》
。

L
、

颐 《三 国 志
·

魏 书

·

王 凌 传 》
,

注 引 《 汉 晋 春 秋 》
。

@ 《 三 国 志
·

吴 书

·

兰 嗣 主 传 》
,

注 引 《襄 阳 记 》
。

@ 祝秀侠
: 《 司 马 黔 论 》

, 《 南 风 》 一 卷 一 期
,

1 0 4 5年 2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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