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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类》所载庾阐
《为郗鉴作檄李势文》考辨

赵晓兰,佟 博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成都文类》卷四七所载庾阐《为郗鉴作檄李势文》之篇题与其内容不符,更与史实相违。《成都文类》所
载庾阐《檄李势文》之“为郗鉴作”当作“为庾翼(稚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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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文类》是南宋庆元年间编纂的一部有关成都诗文

的分类纂次的总集,共五十卷。卷四十七载有晋庾阐《为郗

鉴作檄李势文》[1]卷四七,811一文。郗,原作“郄”,校刊者据《晋

书·郗鉴传》校改。《艺文类聚》卷五八作《檄李势》[2]1045。此

文又 载 于 《全 晋 文》卷 三 八,题 作 《为 庾 稚 恭 檄 蜀

文》[3]卷三八,1680。

《为郗鉴作檄李势文》中,称“翼以下才,任符分陕”,其

中,“翼”为伐蜀主帅自称,与篇题中之“郗鉴”不符。篇名显

然有误。

检《十六国春秋》七八,称:“是月(太和元年四月)晋遣征

西将军领南蛮校尉庾翼率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来

伐,破别将李桓于江阳,乃为檄示势曰:‘告巴蜀士民:夫昏明

代运,否终则泰。贤哲睹机以知变,不肖灭亡以取祸。昔皇

运中消,乾纲暂弛。曜、勒穷凶,肆暴神州;李、刘启逆,窃逼

岷川。翼以不才,任符分陕,未能仰宣皇化,招携以礼,而使

三邦之民,制于犬羊之群,元元之命,悬于豺狼之口,所以假

寐永叹,疢如疾首者也。凡百黎民,秋毫不犯,檄到勉思良

图,自求多福,无使兰艾同焚,永作鉴诚。信誓之明,有如皎

日。’”[4]七八,963-964这里的檄文,即上述《成都文类》中庾阐所

作之檄文。庾翼率兵伐蜀事,又见于《晋书·庾亮传》附庾翼

传,传曰:“(翼)遣益州刺史周抚、西阳太守曹据伐蜀,破蜀将

李桓于江阳。”[5]卷七三,1935据此,可知《成都文类》中庾阐所作檄

文篇题中之“郗鉴”当为庾翼即庾稚恭之误。

庾翼,字稚恭,《晋书》卷七三有传。翼“风仪秀伟,少有

经纶大略”[5]卷七三,1931,“雅有大志,欲以灭胡平蜀为己任,言论

慷慨,形于辞色”[5]卷七三,1932。自晋成帝咸康年间(335-342)

起至晋穆帝永和元年(345),为北伐收复中原及蜀地,庾翼及

其兄庾亮付出了整整十年的辛劳,但终未能如愿。

蜀中动荡由来已久。现据《晋书》记载,撮举如下:“(西

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十二月,……益州刺史赵廞与略

阳流人李庠害、成都内史耿胜、犍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

固、西夷校尉陈总,据成都反。”[5]卷四,97“永宁元年(301)春

……略阳流人李特杀赵廞,传首京师。”[5]卷四,97“永宁元年

(302)……冬 十 月,流 人 李 特 反 于 蜀。”[5]卷四,99“太 安 元 年

(302)……五月……,太尉、河间王颙遣将衙博击李特于蜀,

为特所败。特遂陷梓潼、巴西,害广汉太守张微,自号大将

军。”[5]卷四,99“太安二年(303)……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

刺史宋 岱 击 特,斩 之,传 首 京 师。夏 四 月,特 子 雄 复 据 益

州。”[5]卷四,100“永安元年(304)……冬十一月……李雄僭号成

都王。”[5]卷四,104“永兴二年(305)……六月……李雄僭即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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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国号蜀。”[5]卷四,105“永嘉四年(310)……夏四月……李雄

陷梓潼。”[5]卷五,120“永嘉五年(311)……春正月……李雄攻陷

涪城,梓潼太守谯登遇害。”[5]卷五,122“建兴二年(314)春正月

……杨武大 略 汉 中,遂 奔 李 雄。”[5]卷五,128“建 兴 四 年(316)
……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害南广太守孟桓,帅二郡三千馀家

叛,降于李雄。”[5]卷五,130“建兴五年(317)……春正月……李

雄使其将李恭、罗寅寇巴东。”[5]卷五,131“(东晋明帝)太宁元年

(323)春正月……李雄使其将李骧、任回寇台登,将军司马玖

死之。越 嶲 太 守 李 钊、汉 嘉 太 守 王 载 以 郡 叛,降 于

骧。”[5]卷六,159“咸和元年(326)……九月……李雄将张龙寇涪

陵,执太守谢俊。”[5]卷七,170“咸和五年(330)……冬……李雄

将李 寿 寇 巴 东、建 平,监 军 毋 丘 奥、太 守 杨 谦 退 归 宜

都。”[5]卷七,175“咸和六年(331)……秋七月,李雄将李寿侵阴

平,武都氐帅杨难敌降之。”[5]卷七,176

从以上撮举的并不完备的晋蜀间的战事,可见其时晋王

朝与蜀中割据者摩擦不断,情势严峻,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

漫长岁月里,蜀地政权是晋尤其是东晋前期君臣的心腹大

患。

然而,其后蜀中政权的一系列变故,给东晋平定巴蜀带

来了天赐良机。据记载:

  咸和九年(334)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伪位。
……冬十月,李雄子期弑李班而自立,班弟玝与其将焦

哙、罗凯等并来降。[5]卷七,178

咸康四年(338)夏四月,李寿弑李期,僭即伪位,国
号汉。[5]卷七,181

巴蜀政权的动乱,给东晋、给庾氏兄弟带来了灭胡平蜀

的希望。咸和九年(334),就在李雄死后,“加平西将军庾亮

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5]卷七,178。咸康五年

(339)“三月乙丑,广州刺史邓岳伐蜀,建宁人孟彦执李寿将

霍彪以降。夏四月辛未,征西将军庾亮遣参军赵松击巴郡、

江阳,获石季龙将李闳、黄植等”[5]卷七,181。

然而,天 有 不 测 风 云。“(庾)亮 自 邾 城 陷 没,忧 慨 发

疾”[5]卷七三,1923,就在遣偏军伐蜀之次年即咸康六年(340)春正

月,庾亮不幸去世,时年52岁。

庾亮虽卒,兄终弟及,庾翼“授都督江、荆、司、雍、梁、益

六州 诸 军 事、安 西 将 军、荆 州 刺 史、假 节,代 亮 镇 武

昌”[5]卷七三,1932。其时庾翼年仅36岁。他以帝舅之特殊身份,
“年少超居大任,遐迩属目,虑其不称”[5]卷七三,1932。然而,其后

庾翼的业绩证明人们的担忧是多余的。“翼每竭志能,劳谦

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

称其才干”[5]卷七三,1932。其时,灭胡平蜀的大计又一次被提上

日程,前文述及翼遣周抚、曹据伐蜀即在此时,《檄李势文》也
作于此时,其中“任符分陕”正与庾翼之职任相符。

据《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华阳国志》:“李势,字
子仁,略阳临渭人,本巴西宕渠賨人也。其先李特因晋乱据

蜀,特子雄称号成都。势祖骧,特弟也。骧生寿,寿篡位自

立。势即寿子也。”[6]卷中之上,32。建元元年(343)八月,“李寿

死,子势嗣伪位”[5]卷七,186。李势荒淫无道,倒行逆施,其时蜀

已有 必 亡 之 势。然 永 和 元 年 (345)秋 七 月 庚 午 “庾 翼

卒”[5]卷七,192,时年仅41岁,庾翼的英年早逝使庾氏兄弟平蜀

的宏愿又一次成为泡影。永和二年(346)十一月辛未,被庾

翼荐于明帝的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

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托其弘济艰难之勋”[5]卷九八,2568-2569,

乘李势微弱,率众西伐,遂于永和三年(347)春三月乙卯,“攻
成都,克之。丁亥,李势降,益州平”[5]卷八,193。至此,庾氏兄

弟平蜀之夙愿总算得以实现。此时,上距庾亮兴师北伐的晋

成帝咸康年间,过去了十余年。
《成都文类》卷四七《檄李势文》篇题中“为郗鉴作”实为

讹误。据史书记载,咸康五年(339)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

郗鉴毙”[5]卷七,182,而李势嗣李寿位则在建元元年(343)八月,

其间相隔四年整。此外,郗鉴生前从未“任符分陕”,亦与檄

文内容不符。

至于《成都文类》致误之因,笔者认为,《艺文类聚》卷五

八《杂文部》四《檄》载檄文多篇,其中第六篇为《晋庾阐为郄

鉴檄青州文》,第七篇为“又《檄李势》曰”,《成都文类》编纂者

或据《艺文类聚》录入,因上下文相连而致误。其间,《艺文类

聚》及《成都文类》中“郗”皆作“郄”或可作一佐证。

综上所述,《成都文类》卷四七《为郗鉴作檄李势文》之篇

题有误,“为郗鉴作”当作“为庾翼(稚恭)作”,原题或因编纂

者连文而及而致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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