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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司马相如学识渊博!功底扎实!文才惊人" 关于相如之学的来历!学界存在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相如从
胡安受经#相如从其父受学等说法" 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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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辞赋家#班固称
其$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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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艾轩称其$赋之圣者%

)(*!!))

& 刘勰,文
心雕龙-卷八,练字-云/$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
深& 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岂直才悬#抑亦字隐&%

)!*AE""相如文才惊人#学识渊
博#具有多方面的文化素养&

从相如,上林赋-+,难蜀父老-+,封禅书-等传
世之作中#可知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且尊崇儒术&

关于相如青少年时代师从的对象#现存相如文集未
记载#,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亦未提及#

这为后人留下了极大的想像空间& 王瑶先生在,读
5史记.司马相如传6-中指出/$蜀中文化开明是始
于文翁的守蜀#而司马相如是以学术文章显世的第
一人00相如对于蜀中文化#且有领导推动的事实(

而蜀中文风之盛#却是在他以后的事情& 那么相如
自己的教育#又是从何而来的呢1%

)E*!K)这一疑问是
具有代表性的& 相如之学#究竟从何而来#围绕这一
话题#学界存在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相如从胡安受
经+相如从其父受学等说法& 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

一?文翁派遣相如受经说
在关于司马相如受学的诸多说法中#以此说的

影响最大& 据目前所知#这一说法最早见于,三国
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 传中记载#秦宓在致
蜀郡太守王商的书信中说/$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
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故
,地里志-曰/3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2%

)"*F((此
说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如司马贞为,史记-

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 $相如既学%句所作,索
隐-称/$按/秦密云/3文翁遣相如受七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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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召南为,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蜀地学于京师者
比齐鲁焉%句作,考证-云/$按,蜀志-/秦宓曰/3文
翁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2然则相如即文
翁所拔以为蜀人师者& 其语与,地理志-所云3繇文
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者2正合& 但此,传-及,相如
传-并无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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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卷五八
,梁孝王世家-记载#司马相如早在景帝时便已离
蜀#并为梁孝王所知& 相如之学#与蜀郡太守文翁化
蜀显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相如本人更不可能被文
翁派往长安学习经术& 据,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记载#文翁派遣赴长安求学的是$郡县小吏%张叔等
人#非秦宓所说的司马相如(张叔等人$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非仅学儒家经典#更非秦宓所说的$七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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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肯定#司马相如青少年时代确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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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过经学教育#但这一教育却与蜀郡太守文翁无
关!

&

蒙文通先生认为/$司马相如少时#文翁尚未于
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多本,六经-#

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
矣&%

)**(F这一说法是符合实际的& 早在文翁化蜀之
前#巴蜀文化就已经是长江上游较为发达的区域文
化& 西汉前期#随着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空前频
繁#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已取得了相当的进
展#儒学在巴蜀地区也有所传播#这为产生司马相如
这样杰出的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翁派遣相如
受经说#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司马相如的实际
情况的&

二?相如从胡安受经说
此说多见于古代典籍& 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一三,名胜记第十三上.川南道-云/$按,益都耆旧
传-/胡安#临卭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
经&%同书卷七四,神仙记第四.川南道-引,方舆胜
览-云/$白鹤山#在卭州城西八里& 常璩曰/临卭名
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之白鹤也& 汉胡安尝于山
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 司马相如从
胡安先生授易于此&%

)K*AF"#((E黄廷桂等,四川通志-

卷二五,山川.直隶卭州- $白鹤山%条注云/$在州
西七里& ,华阳国志-/临卭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

即此北有孤石耸立#高百丈#常有鹤巢其上#因名&

汉胡安教授山中#今有点易洞&%同书卷二七,古迹
.直隶邛州- $点易洞%条注云/$在白鹤山#汉胡安
建讲易学#司马相如从之受经&%同书卷三八之一
,隐逸.直隶邛州-$汉胡安%条注云/$临邛人#隐居
白鹤山讲学#司马相如从之受经&%

)A)*EA(#")@#()E姜宸英
,湛园札记-卷一云/ $胡安#临卭人#相如从受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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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对当代学者亦有一定的影响& 如金生杨先
生在,汉唐巴蜀易学研究-中认为/$史书记载司马
相如从临邛胡安受,易-#而胡氏易学渊源不明#但
比文翁遣弟子受学似还要早&%$胡安授,易-司马相
如#而地点就在临邛#是其易学并非传自博士& 胡安
易学源于何人#史书未有明确记载#由此看来#蜀中
易学在文翁兴学之前就已经有所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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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蜀中广记-+,四川通志-等记载#司马相如
从胡安受经说#见于陈寿,益都耆旧传-+常璩,华阳
国志-及祝穆,方舆胜览-中& 但,益都耆旧传-早

佚#今本,华阳国志-无此条#,方舆胜览-卷五六,邛
州-$白鹤山%条注云/$在城西八里& 常璩曰/临邛
名山曰四明#亦曰群羊#即今白鹤也& 汉胡安尝于山
中乘白鹤仙去#弟子即其处为白鹤台&%同卷所载
$四六% 云/ $胡氏之易# 相如之赋# 在汉有
闻&%

)A!*KF@#KFF书中并未记载司马相如从胡安受经一
事& 因此#此说可靠与否#值得怀疑&

应该指出#巴蜀易学源远流长#独具特色& 程颐
有$易学在蜀%

)AE*A)EE)之叹#刘咸炘有$在六艺经首#

三圣,大易-之传#蜀为特盛%

)A"*(A))之语& 但在西汉
前期以前#巴蜀易学的传承情况不明& 而司马相如
从胡安受经说#当是后世文人对相如师承关系作出
的一种推测#其说法虽然不一定可靠#但并非空穴来
风&

三?相如从其父受学说
此说乃著名学者王瑶先生提出#在学界具有一

定的影响& 应劭,风俗通义序-云/$周+秦常以岁八
月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

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 蜀人严君平有千
余言#林闾翁孺才有梗概之法& 扬雄好之#天下孝
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
治正#凡九千字&%

)A@*(王瑶先生,读5史记.司马相
如传6-在引用,风俗通义序-后#指出/$据此可知当
秦亡以后#学者们入蜀的也很多#而且连秦的秘室文
献也有携入的& 而严君平及林闾翁孺才等族#也都
是这时入蜀#并非祖居蜀中的&%

)E*!K!他在文章中推
测道/

??以情理来说!相如在景帝初就到京师供职!

而且又那样有才力!自然是早年在蜀时就受到
了良好的教育" 再以当时蜀中一般文化情形的
僻陋说!则他的教育只能受之于家庭" 所谓
1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2!就
是指他在家庭学习时的情形说的" 可知他的父
亲一定是位有优良学识的人!其姓名事迹所以
没有流传下来!是因为入蜀的学者多半是罪犯
的关系" 由其家中仍保有渊博的学识看来!他
们迁蜀的时期不会太早!大概是秦亡后天下大
乱时迁入的$据上引.风俗通义/序!知道那时
入蜀的学者很多" 子婴降汉为纪元前()F年!

汉景帝即位为纪元前A"@年!中约五十年左右"

由此推之!当时入蜀的可能就是相如的祖父"

入蜀后学者不善于治生产!所以家境仍是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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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文景天下大定之时!他父亲大概已经年纪大
了!遂居家课子!不再求仕了" 所以相如虽然生
在那样荒僻的地区!还是能够少年知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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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
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 少时好读书#学击
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 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
人#更名相如&%司马贞为$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句所
作,索隐-云/$孟康云/3爱而字之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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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书-卷五七上,司马相如传-记载/$司马相如字长
卿#蜀郡成都人也&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

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颜师古
为$名犬子%句所作注云/$父母爱之#不欲称斥#故
为此名也&%其为$慕蔺相如之为人也#更名相如%句
作注云/$蔺相如#六国时赵人也#义而有勇#故追慕
之&%

)A*AK(!金国永先生认为/

??关于相如的青少年!.史记/有一段十分重
要的话被班固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又被历代
.史/.汉/注家所误训!原文是)'少时好读书!

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 相如既学!慕蔺相
如之为人!更名相如"(文义再明白不过了" 犬
子是他父亲为他取的名!而不是注家们所说的
字或爱称" 后来他自己才改名相如" 问题出在
为什么他父亲因他'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
'名之曰犬子(" 班固不理解!妄删'故其亲(

'之曰(五字!把前后的因果关系删掉了!对正
确了解相如青少年时期的情况设下了障碍"

现在先解释一下以犬子为名的真正含义"

.国语3越语上/)'生男子!二壶酒!一犬"(注)

'犬!阳畜!知择人"(可见三国时代的韦昭!都
还懂得勾践所以用犬来激励全国男儿!是希望
他们成人后都要作个大丈夫!在他的领导下振
兴祖国!灭吴雪耻" 那么!在西汉初年的相如之
亲!见相如努力习文练武!'故名之曰犬子(!以
鼓励他日后成长为知择主而事#建功立业的大
丈夫不是很自然的么* 但是!相如并不满足于
作一个一般建功立业的大丈夫!而立志作一个
像蔺相如那样以其大智大勇!建立特殊功勋的
奇男子!所以'更名相如(!不也是很自然的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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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永先生的说法#对于我们了解司马相如早
年的家庭教育是有所启发的& 相如之父为其成长提
供了有利的条件& 少年相如学文习武#父亲对其寄

予了极高的期望#而父亲的期望当对相如人生道路
的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当相如$既学%后#又有
了更高的人生目标与追求& 蔺相如是战国时代赵国
的上卿#以运筹帷幄+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大智大勇
著称于世& 从相如更名之举#可看出他渴望像蔺相
如那样建功立业+青史垂名的志向& 蔺相如位列上
卿#居众卿之长#而相如字长卿#两者之间或许亦有
联系& 另#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亦字长卿#这种$巧
合%恐非偶然"

& 可以推测#相如以$长卿%为字#当
亦有仰慕$兵圣%孙武的因素在内& 由此还可作进
一步的推测/早在青少年时代#相如便对蔺相如+孙
武充满仰慕之情#渴望成为一名文武兼备+智勇双
全+出将入相的英才& 其名$相如%与其字$长卿%在
意义上有一定的关联#这与相如的宏伟抱负是相吻
合的)A**A)( UA)!

& 相如的抱负已超出了父亲的期望#

其给家族带来的欣喜与期望是可以想见的&

应该说#相如之父的见识是超出常人的#他竭尽
所能#为相如的成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相如的成
长#是与其早年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的& 至
于相如之父是否如王瑶先生所称$一定是位有优良
学识的人%+$居家课子%#由于文献阙如#今已不得
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自上个世纪K)年代以来#一些
学者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司马相如的
故里问题进行探讨#得出了相如故里在古安汉县
!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县"#成都为相如最后落籍之
地的结论$

& 这一结论在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而探讨相如的故里问题#对于认识相如早年所接受
的家庭教育及其成长经历等当不无裨益&

应该指出#巴蜀各地文化发展水平是不均衡的&

成都及其周边地区是古蜀文化的中心#从秦国征服
巴+蜀古国#到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成都不仅是蜀
郡统辖的核心区域#还是巴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记载/文翁$修起
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
繇#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 颜师古注
云/$下县#四郊之县#非郡所治也&%

)A*(@*K据此#文翁
在成都兴办学校#招收对象为郊县子弟& 他试图通
过教学#把这些学生培养成基层官吏#从而达到在全
郡范围内施行教化的目的& 据,华阳国志-记载#文
翁化蜀#影响深远#$巴+汉亦立文学%#$巴+汉亦化
之%

)AK*AEA#"!E

& 可以推测#在司马相如生活的时代#成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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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地区的文化水准+学术水平#是远远高于巴蜀其他
地区的& 相如之父从安汉县移家至成都#当是有所
考虑的& 相如在青少年时代一定接受了严格而又系
统的教育!包括经学教育"#其师从的对象当具有渊
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

综上#司马相如渊博的学识+扎实的功底+惊人

的文才#与文翁派遣受经无关& 相如从胡安受经及
从其父受学等说法尽管不一定成立#但相如早年在
蜀中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毫无疑问的& 而相如早
年所接受的教育#对其成为一代$辞宗%+$赋圣%当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虽然由于文献失载#我们或许
无法解开相如的师承之谜#但关于其师承关系的探
讨#仍然具有一定的价值&

注释!

!由于受秦宓之说的影响#关于司马相如在文翁石室传经的说法亦流行于世& 如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七二,剑南西道一.益
州-$孔子庙%条云/$昔司马相如教授于此&%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一,名胜记第一.川西道-云/$,寰宇记-云/石室#司马
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 按秦宓引,地里志-/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秦宓提及的,地里
志-#即,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原文如下/$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
势& 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 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 繇文翁倡其教#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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