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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益部耆旧传》探微

王 仲 镛

内容提要 陈寿《益部耆旧传》,是在东汉以来形成的
“
清议

”
之风的历史时代背景

下撰写而哎的。陈寿不满意前人所作,故有这部
“
经远

”
之作。他出身士族 ,又 职居中正 ,

虽厌恶
Ⅱ
清议

”
弊俗 ,却不可能完全否定

“
清议

”
本身的作用。此书 大约亡于唐代 ,但 影

响颇大,其佚文散见于唐宋类书及注书征引,有待搜辑。由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

家,故《益部耆旧传》之作 ,既含有他的爱憎理想 ,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如 果

结合《华阳国志》、《三国志》、《后汉书》等书进行研究 ,《 益部耆旧传》在我国史学尤其是

方志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则 更清楚了。

关键词 陈寿 《益部耆旧传》 清议 《三国志》 《华阳国志》 方志

陈寿的著作 ,除《三国志》以外 ,据《华阳国志》和《晋书》中的《陈寿传》记载 :还有《益部耆旧

传》十篇 ,《 古国志》五十篇 ,《官司论》七篇 ,以 及《释讳》、《广国论》等。此外《隋书 ·经籍志》著录有

他纂辑的《魏名臣奏事》四十卷。另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 ,不著撰人 ;而《旧唐书 ·经籍志》、《新

唐书 ·艺文志》著录 ,题陈寿撰。可惜 ,这些著作 ,今天全部佚亡了,只有《益部耆旧传》,从别的书

籍引用和唐宋类书中,还能见到少数零星破碎的佚文 ,已无从了解其全貌。别的几种 ,俱无可考。

陈寿是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史学家之一。对《三国志》,古今学者已经作了多方面的研究 ,今

后还要向进一步纵深发展。对于《益部耆旧传》,尽管材料丛残 ,但它在当时和后代都曾产生过较

大影响 ,为了全面研究陈寿 ,我 们却不可以完全忽视它。

因此 ,拟就以下几个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益部耆旧传》撰作的时代背景

我们知道 ,自 东汉建立以来 ,光武帝刘秀惩于西汉末年士风败坏 ,王莽摄政 ,儒生们比之月

公 ,歌功颂德 ,遍于天下 ,于是提倡名节 ,用人选官 ,注重
“
经明行修

”
之士 ;而把进退铨衡的重任 ,

放在乡邑州里。订立制度 ,所谓
“
乡举里选

”
。对于一个推举入仕的人 ,必先考其生平行事 ,进行评

议 ,作出品目高下的鉴定 ,所谓
“
品第

”
,因此有

“
一经品题 ,便成佳士

”
的话 ;主持这种评议的 ,是地

方上有高名重望 ,而又善于
“
核论人物

”
的人 ,这种评议 ,称为

“
清议

”
。东汉末年 ,“天下言拔士者 ,

咸称许(劭 )、 郭(泰 )”。在《后汉书》二人《传》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忄l活动的一些情况。。

这种
“
清议

”
,渐渐形成=代风俗。从好的方面说 ,它使人人爱重名誉 ,如有赃污淫盗 ,触犯礼

法 ,一玷清议 ,便为人所不齿。而且 ,直接影响到他进身的道路泅卩使出仕以后 ,其升沉废黜 ,还要

受到
“
清议

”
的制约。这类事实 ,史书上记载很多。当然,这种

“
清议

”
,主要还是操持在地方的世家

大族手中‘所谓
“
礼法

”
,也在于维护封建秩序 ,而且还常被用来打击报复 ,互相攻讦 ,造成种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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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的弊病。

三国时 ,曹操出身寒族 ,他少时
“
任侠放荡 ,不治行业

”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得到桥玄指

点 ,结交了许劭 ,但在起兵以后 ,他却主张
“
唯才是举

”(建安十五年春令,见《武帝纪》。下同),以为
“
有

行之士未必能进取 ,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乙未令),明令征求

“
负污辱之名 ,见笑

之行 ,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见《武帝纪冯丨《魏书>。 而且立意要扫

除借
“
清议

”
以互相攻讦的弊俗。下令说 :“ 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 ,父子异部 ,更相毁誉。

昔直不疑无兄 ,世人谓之盗嫂 ;第五伯鱼三娶孤女 ,谓之挝妇翁 ;王凤擅权 ,谷永比之申伯 ;王商忠

议 ,张匡谓之左道 :此 皆以白为黑 ,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 ,四者不除 ,吾 以为羞。
”(建安十年

九月令,见《武帝纪》)一段时期 ,为了实行这些主张 ,对
“
清议

”
之风 ,曾 经发起巨大的冲击。可是当他

死后 ,曹丕晶i立 ,代汉 ,即帝位 ,在黄初元年(2zO年 ),即采纳陈群的建议 ,制九品官人之法。其制 :

郡邑设小中正 ,州设大中正 ,由 小中正品第人才 ,以 上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 ,司徒再核 ,然后付尚

书选用。这是走回头路 ,把推举人才之权 ,仍然付之乡邑
“
清议

”
。唐代的史学家柳芳在所著《姓系

论》中说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 ,尊世胄,卑寒士 ,权归右姓已。
”
结果造成所谓

“
上品无寒门,下 品

无士族
”
的局面。而

“
清议

”
中所发生的造谣诬陷 ,互相攻讦的事实 ,更是史不绝书。

i⊥ 种
“
清议

”
的风俗在当时的巴蜀地区还有其特殊之处。最先作益州牧的刘焉 ,就是以

“
积学

教授,举贤良方正
”
起家的人物。他死后 ,与族弟许劭一同举行

“
月旦评

”
,享有海内高名的许靖 ,应

刘璋招请入蜀 ,相继任巴郡、广汉、蜀郡太守 ,在他直按治理的地域以内 ,“清议
”
之风自然受到极

大的鼓励。刘备入蜀以后 ,许靖也受到尊礼 ,封为司徒。史载 :“靖号年七十 ,爱乐人物 ,诱纳后进 ,

清谈不倦。丞相诸葛亮皆为之拜。
”

(《三国志·许靖传》)这可说明为什么在陈寿之前 ,就会有那么多

的人 :“蜀郡郑伯邑、太
ˉ
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以博学洽闻 ,作 巴、汉《耆旧

传》”的缘故(见《华阳国志·陈寿传》。

原来 ,这种《耆旧传》是直接与当时乡里品第人物的
“
清议

”
之风连结在一起的。它的作用 ,第

一是通过记载本地区名宦乡贤的事迹 ,来揭示选举所要求的功德材行的标准。第二是记载本地区

重要门族及其人物 ,兼及家庭、师友、官属等社会关系 ,评述他们之间的行为得失。第三是称颂懿

德高行 ,表彰奇节义举 ,借以砥励名节 ,辅助教化。在
“
清议

”
成风的时代 ,评论人物 ,已经成为-代

人的共同习尚,而撰写人物传记 ,一时也成了这一时期历史著作的主要内容。除了《耆旧传》或《先

贤传》这种以地区分的人物传记之外 ,还有以人的行为分的《高士传》、《逸民传》、《高隐传》、《孝子

传》、《扌友传》、《孝德传》、《止足传》、《知己传》、《良吏传》、《忠臣传》、《文士传》以至《高才不遇

传》、《阴德传》、《悼善传》之类。同时 ,各大士族的《家传》与名贤钷公的《别传》、《行状》等等也不

少。有人统计 ,不下千种以上。其名目,在《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及《隋书 。经籍志》中,略可

考见。

陈寿的《益部耆旧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背景中撰写而成的。

二、陈寿身世与《益部耆旧传》的撰作动机

据《华阳国志 ·陈寿传》记载 ,陈寿是不满意郑伯邑、赵彦信等人所作巴、汉《耆旧传》,以 为
“
不足经远

”
,因此才从事撰作的。这里 ,我们准备就如何理解

“
不足经远

”
的问题 ,作些探讨。这就

关涉到陈寿的身世及其撰作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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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阳国志》载 ,他是在
“
大同后 ,察孝康 ,为本郡中正

”
的时候 ,撰写此书的。安汉 (今四川南

充)陈 氏,是一个新起的士族。汉顺帝时 ,陈禅出身乡举里选 ,为司隶校尉 ,子澄 ,有清名 ,官至汉中

太守 ,子孙由是
“
显名州里

”
(《后汉书·陈禅传》)。 距陈寿之生 ,不过八九十年。陈寿生于蜀汉后主建

兴十一年癸丑之年(233年 ),距今一千七百六十年。所谓
“
大同

”
,指 蜀汉为曹魏所灭(263年 )之

年。两年后 ,司 马炎受魏禅 ,即帝位 ,建立晋朝 ,改元泰始 (265年 -274年 )。 据《三国志 ·谯月

传》陈寿自言
“
泰始π午,予尝为本郡中正

”
,则他撰写《益部耆旧传》当在此前后数年之间 ,约为三

十五、六岁。在
“
察 萦廉 ,为本郡中正

”
以前 ,他因受乡里

“
清议

”
的攻讦 ,曾 经吃过很大的苦头。《晋

书 ·陈寿传》载 :

陈寿字承祚 ,巴西安汉人也 ,少好学 ,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 ,大臣皆曲意

附之 ,寿 蚀不为之屈 ,由 是屡被谴黜。遭父丧 ,有疾 ,使婢丸药 ,客往见之 ,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 ,坐是沉滞

者累年。

看来史文叙述有些含混 ,把
“
被谴黜

”
和

“
坐是沉滞

”
记为两段时间的事情。据《晋书 ·何攀传》载 :

荜居心平允,莅官整肃,爱乐人物,敦儒贵才,为 梁、益州中正,引致遗滞,巴西陈寿、阎义,犍为费立皆

西州名士,并被乡闾所谤,清议十余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滥。

这说叫陈寿
“
屡被谴黜

”
和

“
乡党贬议

”
、
“
坐是沉滞

”
是一回事 ,其时间长达十余年之久。而他之所

以遭
“
乡党贬议

”
,必然与忤黄皓有关。这种事情 ,在 当时是常见的,如《晋书 ·卞壶传》所载 ,卞壶

的父亲卞旰的情况就是如此 :“父粹以清辨鉴察称。弟裒 ,尝忤其郡将 ,郡将怒讦其门内之私 ,粹遂

以不训苋讥议 ,陵迟积年
”
。因得罪郡将 ,乡 里

“
清议

”
便以不能训弟加罪于他 ,和 陈寿因得罪弄威

权的宦官黄皓 ,竟因生病让婢女做药丸 ,被
“
清议

”
见贬 ,“谴黜

”
十余年 ,不是-样吗?遭受这种

“
冤

滥
”
达十余年之久 ,他的感受 ,当 然是极其深刻的。

泰始初 ,他受到巴郡地方官 (或州大中正)的推举 ,“为本郡中正
”
,承担了品第本郡人才的职

责。这时 ,他一方面深知乡里
“
清议

”
的流弊 ,对九品中正的制度 ,不无怀疑 ;另一方面 ,他对诸葛亮

用人 ,开诚心 ,布公道 ,循名责实 ,不拘资次的作法 ,十分钦佩。甚至对曹操用人唯才 ,不问品行的

主张 ,也相当赞赏。这两种思想 ,在《三国志》中表现得极为清楚 :他对诸葛亮的正面肯定不须说 ;

对曹操三次下令 ,征用
“
负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 ,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

”
的作法 ,都一一详

加记载 ,著其令文。又载其建安十年九月令 ,指 责
“
阿党比月

“
,“更相毁誉∵,“ 以白为黑 ,欺天罔

君
”
的弊俗 ,表明

“
四者不除 ,吾以为羞

”
的志愿。其意存赞许 ,也是较然可知的。另一方面 ,他对于

九品屮正的制度 ,则在《三国志》全书中,只有《陈群传y制九品官人之法 ,群所建也
”一语 ,不载其

疏 ,也更无详细的记述。他对二者所持的态度 ,不是十分清楚吗?

但是 ,他毕竟出身于士族 ,又职居中正 ,他厌恶
“
清议

”
弊俗 ,却不可能完全否定

“
清议

”
本身的

作用。他仍然想通过《益部耆旧传》的撰作 ,和《三国志》一样 ,来达到
“
辞多劝诫 ,明乎得失 ,有益风

化
”(盹颉《上(三国志〉表》)的政治效果 ,这就是他所谓

“
经远

”
的实在意义。而原有诸作 ,则 以为

“
不

足经远
”
。同时 ,这也与写作文章的工拙有关。当时曹丕就有

“
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
的话

巛典论·论文D。
“
言之不文 ,行而不远

”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不足经远

”
当就内容与形成两方面

言之。自陈寿的《益部耆旧传》出来 ,果然 ,原先五人所作的《耆旧传》都不传了。

把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上呈晋武帝的是文立。文立与陈寿同为巴郡人 ,都是当时巴西大儒谯

月门下的高材生。文立被时人比作孔子门下的颜回,陈寿则为子夏。文立在晋朝建立以后 ,被晋

武帝司马炎首批重用 ,借以招纳人才 ,安抚梁、益二州的人。他
“
甄致二州人士 ,铨衡平当 ,为士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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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称
”(见《晋书》及《华陷国志·文立传》)。 陈寿书成 ,由 他疏表上呈晋武帝 ,并得到武帝的赞赏 ,他们

实际上都是从当时的政治需要着眼的。接着 ,陈寿也与寿良、李宓、王崇、李骧、杜烈等西州才士 ,

同入京洛了(见《华阳国志·王化传》。       °

陈寿的老师谯周是蜀中最号
“
渊通

”(见《华阳国志)的学者 ,尤精蜀中掌故 ,著有《古史考》、《后
汉纪》、《蜀本纪》、《益州志》、《三巴记》等历史著作。陈寿学于谯月的时候 ,“ 治《尚书》、三《传》,锐

精《史 ,,KK汉 》”,也是专攻史学 ,《 益部耆旧传》是他用意
“
经远

”
之作 ,其成就自有可观 :《 晋书 ·陈寿

传》于因使婢丸药 ,遭乡党贬议 ,沉滞累年之后 ,接着记载 :“ 司空张华爱其才 ,以 寿虽不远嫌 ,原情

不至贬废 ,举为孝廉 ,除佐著作郎。
”
看来 ,又 把他的经历搞乱了。在

“
文立表上”

他的《益部耆旧

传》之前 ,张 r丨
'下

宙见到他的著作 ,何从
“
爱其才

”?常璩是与他时代相隔最近的蜀中后辈 ,自 当以

他的记钱为 {!;实 :“察孝廉 ,为本郡中正
”
在入洛之前。看来是他的《益部耆旧传》,在

“
文立表上

”
之

后 ,得到武帝赞赏 ,接着才是
“
司徒张华爱其才

”
,“除佐著作郎

”
的。《晋书》在

“
除佐著作郎

”
后 ,又

云 :“出为阳平令 ,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 ,领本郡中正。
”
而《三国志 ·

浒葛亮传》载陈

寿《上〈诸葛氏策凵录〉表》,篇末自署 :“泰始十年
=月

一日癸已,平阳侯相臣陈寿上。
”
他在泰始五

年 ,已
“
为本郡中正”

,《晋书》却把此事叙在上《诸葛亮集》之后 ,又把
“
平阳侯相

”
改为

“
阳平令

”
,其

误显以。《益部耆旧传》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因 此还有
“
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的常宽等著作出

现 (《 毕阳国J&· 常宽传>。 常宽就是著《华阳国志》的常璩的族祖。

九品中正的制度 ,自 曹魏建立以后 ,一直施行于两晋、南北朝 ,几百年间不断有人指出种种流

弊 ,旧 议i`莘 ,却仍然因循下去 ,直到隋唐为止。而与之为-体的乡里
“
清议”,亦百弊丛生 ,以 至

宋、齐、唯、陈四朝 ,在每朝皇帝即位开国实行大赦的诏令当中,都无例外地要提到
“
其犯乡论清

议 ,赃污淫盗者 ,皆洗除先注 ,与之更始
”
这样的话 (俱见《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的《武帝

纪》)。 这一制度的存在 ,是与当时的门阀政治相终始的。当时
“
清议

”
的威力很大 ,不仅在于乡里 ,

即使已经出仕服官 ,仍然受到
“
清议

Ⅱ
的制约 ,如《晋书 ·卞壶传》:“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没 ,其继母

终丧 ,归于前夫之子 ,后遂合葬于前夫。卞壶劾之 ,以 为犯礼害义。诏以式付乡邑清议 ,废弃终身。
”

而陈芍从入朝任佐著作郎 ,平阳侯相 ,再任著作郎 ,又经杜预推荐 ,“授御史治书
”
,以 后

“
以母忧去

职。母遗言令葬洛阳 ,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 ,竟被贬议 ,再致废辱
”

(《晋书·陈寿传》)。 在今天

看来 ,他顺从母亲遗愿,葬在洛阳而不归葬于蜀的作法 ,本合情理 ,丝毫无可非议 ,竟会遭到这样

的结果。我们结合《华阳国志》中另外一些事实记载 :如说
“(张 )华表令兼中书郎,而《魏书》有失

(荀 )勖 意,勖不欲其处内,表为长广太守
”

(《 陈寿传》)。 又说 :“ (李骧)初与(陈 )寿齐望 ,又相昵友 ,

后与寿情好携隙 ,还相诬攻
”(同上)。

“(王化)少弟崇 ,与寿良、李宓、陈寿、李骧、杜烈同入京洛 ,为

二州标俊 ,五子情好未必能终
”

(《 王化传》)等等。这都说明当时上有朝廷大官中书监苟勖的不满 ,

下有同入洛阳的巴蜀人士彼此间的矛盾倾轧 ,而陈寿为人 ,性格比较正直 ,在人物传记中,明于是
△得失,秉笔直书 ,有所褒贬 ,必多恩怨。韩愈说过 :“ 夫为史者 ,不有人祸 ,则有天刑。

”
(《与刘秀才

论史书》)我 们再看他仕蜀时不附宦官黄皓 ,以及谯周告诫他 :“卿必以才学成名 ,当被损折 ,宜深慎

之
”
的话 ,他的生遭旰谤 ,死受讥评 ,是不足为怪的。这样的时代里 ,他撰《益部耆旧传》的

“
经远

”
之

意 ,自 然无法实现。随占圯品中正制的废止 ,“清议
”
之风 ,随 以息灭 ,其书虽见重-时 ,也不能不和

其他千百种以人物传记为主要内容的历史著作一样 ,同归于佚亡的命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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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益部耆旧传》的影响及其佚存情况

《薷部耆旧传》大约亡于唐代。唐初所著《隋书 ·经籍志》著录 :巛 益部耆旧传》十四卷 ,陈长寿

撰。
”
陈长寿 ,即陈寿 ,盖所据传本作

“
长寿

”
,未加订正 ,殆以书不常见之故。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

笔》遂谓
“
疑亦术之一字

”
,以 此书为汉中陈术字申伯者所撰。章宗源、姚振宗的《隋书 ·经籍志考

证》已辨其非。新、旧《唐志》俱作巛益部耆旧传》十四卷 ,陈寿撰
”
,可证《隋志》之误。至于

“
十篇

”

作
“
十四卷

”
,乃书l朱分合之故。刘知几《史通 ·杂述篇泸郡书

”
一流 ,举到陈寿《益部耆旧传》,而未

加以评论。下面说 :“郡书者 ,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施于本国,颇得流行 ,置于他方 ,罕 闻爱异。其

有如常噱之诔审(指《华阳国志》),刘晒之该博 (《 新唐书 ·艺文志》刘晒有《凉书》十卷 ,《 敦煌实

录》二十卷 ,书亡),而能传诸不朽 ,见美来裔者 ,盖无几焉。
”
所称赞的 ,已不及陈寿的书了。唐人著

书征引及所编类书中,今可见者 ,司 马贞《史记索隐》三条 ,颜师古《汉书注》一条 ,李贤《后汉书注》

六条 ,李善《文选注》一条 ,类书《北堂书钞》十条 ,《艺文类聚》二十条 ,《初学记》七条。其他少见征

引。囚此,我 们疑心在唐末五代时期 ,《益部耆旧传》原书已很难见到 ,《 旧唐书 ·经籍志》所载 ,也

是裉讯《隋 J:》移录。欧阳修曾参加《崇文总目》的编纂 ,而《目》中不载《益部耆旧传》,说明当日内

府亦不存此书了。《新唐书 ·艺文志》所载 ,亦 出《隋志》,但他们对《隋志》所载巛续益部耆旧传》二

卷
”
,未 见原书 ,因《三国志注》引有《益部耆旧杂记》,遂改巛续益部耆旧传》二卷

”
为

“
《益部耆旧杂

记》二卷
Ⅱ
 Q纯 出推断。清人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和章宗源、姚振宗的《隋书 ·经籍志考证》各有不

同的沈法,沈涛甚至以《续益部耆旧传》二卷即为陈寿所作 ,真是愈说愈远了。

宋初所修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引用《益部耆旧传》最多 ,共有六十六条。《太平广记》只两

条。细加考察 ,我们发现《御览》所引此书的条文 ,与引用他书者不同 ,引 用他书者 ,与原书无大出

入。偶有文字异同,多为传写之误。而引自此书者 ,每一人一事 ,而记载情节不同 ,文字出入很大 ,

几乎不象同出一书。并且重复很多 ,如张宽、王 l屯 、何祗等人 ,同记一事 ,凡四五见 ,也有详略字句

的不同。似乎俱采自他书征引,不一定出于原书。至于乐史《太平寰宇记》所载
“
任文公

”
、
“
黄帛

”
、

“
赵瑶

”三条 ,则完全引自《太平御览》。自《崇文总目》以下 ,尤袤《遂初堂书目》、晁公武《郡斋读书

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俱未著录《益部耆旧传》,颇疑此书 ,宋人已不复得见了。

把以上诸书所能见到的佚文 ,加上更早引用在《三国志注》中的十三条 ,《 水经注》一条 ,合起

来看 ,共有七十三人《传》文的零星片段 ,有的只有一二句 ,所记的事 ,也 只有一枝一节。明人陶宗

仪巛说郛》卷五十八)和清人王仁俊巛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曾有辑本 ,俱不完全。陶辑只有十六条 ,王

揖只一条 ,都没有超出上举范围。对着这些残缺的佚文 ,再一回顾晋武帝当年见到此书的赞赏 ,以

及常璩
“
较美《史》、《汉》”的评价 ,真是不可想像了。值得庆幸的 ,是被刘知几与《益部耆旧传》同归

于为
“
郡书

”
一流 ,而称其

“
详审

”
,以 为

“
能传诸不朽 ,见美来裔

”
的常璩《华阳国志》,除小有残缺

外 ,原书还赫然具在。连同时被他称为
“
该博

”
的刘晒的著作 ,也都佚亡于南北宋之交了。《华阳国

志》是现存四川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地方志 ,也是中国的第一部地方志。在此书中,常璩写了《陈寿

传》。他根本不记载当时人们对陈寿所造作的诬谤流言,而对他的《耆旧传》、《三国志》、《古国志》

等历史著作 ,称其
“
品藻典雅

”
;对《官司论》等论政之作 ,则称其能

“
依据典故 ,议所因革

”
。又记载

了
“(陈 )寿《魏志》有失(荀 )勖意 ,勖不欲其处内

”
和

“
遵继母遗令 ,不附葬 ,以是见讥

”二事 ,痛惜他
“
英贤排摈

”
,“ 位望不充其才

”
的遭遇。常璩可算陈寿的同乡后辈中真正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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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国晋初 ,巴蜀地区,文学不如北方 ,乃至江南 ;而史学则特别发达。当时从事著作的人很

多 ,常璩撰作《华阳国志》时 ,作 了一个回顾和总结。他说 :巴蜀自汉以来 ,“ 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

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 ,任给事等各集传记 ,以 作《本纪》,略举其隅。其次圣称贤 ,

仁人志士 ,言为世范 ,行为表则者 ,名 著史录。而陈君承祚 ,别为《耆旧》,始汉及魏 ,焕乎可观。然

三州土地 ,不复悉载。《地理志》颇言山水 ,历代转久 ,郡县分建 ,地名改易 ,于以居然辨物知方 ,犹

未详备。
”
他分别从历史、人物、地理三个方面来考察有关巴蜀地区的历史著作过去所达到的水

平 ,进一步要求自己当前所撰作的《华阳国志》必须开辟一条新路 ,综合前人成果 ,把地理志、编年

史、人物传三种体裁熔为一体 ,因而使《华阳国志》成为中国方志史上的开山之作。特别值得注意

的 ,是他对过去在三方面的历史著作中,最为赞赏 ,以 为无复遗憾的只有人物传方面的陈寿《益部

耆旧传》一书。所谓
“
焕乎可观

”
,语出《论语 ·泰伯沪焕乎其有文章

”
。史尚文 ,所以有

“
文胜质则

史
”

(《论语·雍也》)的话。在他看来 ,陈寿此书 ,已经达到了历史著作的最高标准。

由于《益部耆旧传》的存在 ,所以常璩在《华阳国志》的人物传方面 ,采取了陈寿《三国志》在

《杨戏传》中对杨戏所写《季汉辅臣赞》的处理办法。陈寿说 :“其戏之所赞而今不作传者 ,余皆注疏

本末于其辞下 ,可以确知其仿佛云尔。
”
他把杨戏对每个人物所写的《赞》列在前面 ,下面再注出这

个人物的事迹。常璩则说 :“故《耆旧》之篇 ,较美《史》、《汉》,而今志州部区别 ,未可总而言之 ,用敢

撰约其善 ,为之述赞 ,因 自注解 ,甄其洪伐 ,寻事释义 ,略可知其前言往行矣。
”

(《先贤士女总赞》序)

陈寿的《益部耆旧传》所载人物是没有分地区的 ,常璩则按现行州部区域 ,再吸取《益部耆旧传》的

内容和精神实质 ,仿效杨戏《季汉辅臣赞》,为每个历史人物作《赞》;并据以自注于下。他的整个

《先贤士女总赞》,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种情况 ,也就是他在本书《序志》篇中所讲的
“
约取《耆

旧》士女英彦
”
。在《先贤士女总赞》序中,他总结全书的人物传部份 ,更说 :“璩晚生长乱 ,故老已

没 ,莫所咨质 ,不详其事 ,但依《汉书》、《国志》,陈君所载 (《 益部耆旧传》)凡士女二百四十八人而

已。后贤二十人 ,合二百六十八人 ,以示来世之好事者。
”
由此 ,我 们可以推知 ,《益部耆旧传》所载

全部人数 ,共为二百四十八人。而今我们从上述所能见到的佚文当中,能知其姓氏的 ,已不过四分

之一了。后贤二十人 ,主要是根据他族祖常宽
“
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撰成的 ,但他明白地说 :

“
揆之《耆旧》,竹素宜阐。今更撰次损益 ,足铭后观者凡二十人 ,缀之斯篇。

”
(《后贤志》序)他是以

《益部耆旧传》作为典范 ,来进行
“

撰次损益
”
的。除此以外 ,常璩在《巴志》、《汉中志》、《蜀志》、《南

中志》的地理史部份和《先主志》、《后主志》的编年史部份中,也时时采用了《益部耆旧传》的内容。

至于《三国志》,就更不用说了。刘知几称举到陈寿的《益部耆旧传》,而归美于常璩的《华阳国志》。

其实 ,没有前者 ,后者是不可能
“
传诸不朽 ,见美来裔

”
的。

四、余论

从以上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 ,陈寿所著的《益部耆旧传》,原是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的产

物 ,随着时代的变迁 ,它有自己的兴亡史。但是 ,由 于陈寿是一个优秀的史学家 ,在写作中,既含有

他的爱憎理想 ,也体现了他的史德和文学才能 ,其书虽亡 ,在《三国志》的《蜀书》中,关于巴蜀人物

的传记 ,必有所采用。特别是常璩的《华阳国志》,从它的《先贤士女总赞》中我们可以考知《益部耆

旧传》所载二百四十八人的姓名和主要事迹。它是
“
约取《耆旧》士女英彦

”
而来的。

“
约取

”
就是

“
节录

”
。因此我们在今天所见到的佚文中,有溢出

“
约取

”
所不及的材料。有还在《华阳国志》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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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部份 ,可 以见到 ,细 审可知。而后来范晔修《后汉书》亦有所掇取。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陈寿的

《益部耆旧传》虽然佚亡 ,它的内容 ,它的精神实质 ,还大体存在。正由于这个原因 ,我 们考察两汉 ,

特别是后汉至三国一段时期巴蜀地区的历史人物 ,陈寿此书的作用已为《华阳国志》以及《三国

志 lIKK后汉书》所取代 ,所以唐人注书 ,已 不甚引用《益部耆旧传》了。司马贞《史记索隐》、颜师古《汉

书注》、李善《文选注》等 ,所引不过一二条 ,他们不是直接引用《三国志泯后汉书》,就是引用《华阳

国志》了。

今天 ,如果我们要了解《益部耆旧传》,单凭辑佚的工作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我 们必须同时结

合《华阳国志》以及《三国志》、《后汉书》来进行研究。比如 ,我们在上文讨论到陈寿《益部耆旧传》

的写作动机时 ,曾 说他结合 自己身世的遭遇 ,对当时用人的九品中正之法和f清议
”
之风 ,有 自己

的见解 ,便可在《益部耆旧传》的佚文中 ,见到这样一段 :

每朝会,祗次洪坐。嘲祗曰:“ 君马何驶?”祗曰:“ 故吏马不敢驶,但明府未著鞭耳。”众传之以为笑。(《三

国志·杨洪传》注引)

这是对《杨洪传》文的一点补充。《传》文说 :

始洪为李严功曹,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洪迎门下书佐何祗,有 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为广汉太

守,时洪亦尚在蜀郡。是以酉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陈寿撰写《三国志》,把当时与何祗相嘲的一段插曲丢掉了 ,而《华阳国志》却载了全过程 :

初,洪为犍为太守李严功曹,去郡数年 ,已 为蜀郡.严故在职;而蜀郡何祗为洪门下书佐,去郡数年,洪

故在官。是以西州咸服亮之能揽拔英秀也。后洪祗俱会亮门下,洪谓祗曰:“君马何驶?”祗对曰:“故吏马不

为驶,明府马不进耳。”(《刘先主志》)

从上举材料可以看到 ,陈寿对诸葛亮用人能各尽其材 ,不拘资次 ,是十分赞美的。而另一方面 ,在

《华阳国志》中 ,对当时以善于评论人物最为著名的许靖 ,却记载了这样的事 :

(刘备入蜀以后)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军府事,正扬武将军,蜀郡太守。关羽督荆州事,张飞为巴西太

守,马超平西将军,不用许靖。法正说曰:“ 有获虚名而无实者,靖也。然其浮名称播海内,人将谓公轻士。
”
乃

以为长史。(《先主志》)

原来 ,刘备、诸葛亮对许靖的尊重 ,是照顾他的虚名太大。这在《三国志 ·许靖传》没有写进去的情

节 ,却记入《华阳国志》里 ,其来源盖出于蜀中故老的传闻。陈寿被
“
时人称其善叙事 ,有 良史之

才
”(见《晋书·陈寿传>,这也是他

“
明乎得失

”
的一个表现。

材料真是过于零星破碎了。我们也许还能以某些片段佚文为线萦 ,再找到原书中其他的消

息。如所见佚文中,有记载妇女的材料十多条 ,这是与它同时或先后出现的那些《耆旧传》、《先贤

传》当中所没有的。当然 ,有刘向的《列女传》在前 ,但刘向意在兴王教 ,昭法戒 ,“ 以戒天子
”(见《汉

书·刘向传》),而 陈寿于《益部耆旧传》中,载有为妇女所写的传记五十多个 ,把妇女的品德才智 ,

嘉言懿行:加以记载 ,与耆旧、先贤 ,相提并论。这对当时轻视妇女的社会意识 ,是一个突破。后来

范晔《后汉书》特立《列女传》一目,是正史驴的创举。他在《列女传序》中说 :“高士弘清淳之风 ,贞

女亮明白之节 ,则其徽美未殊也 ,而世典咸漏焉。
”
说明他是受到陈寿的启发才这样作的。在《后汉

书 ·列女传》中 ,“广汉姜诗妻
”
、
“
汉中程文矩妻

”
、
“
犍为盛道妻

”
、
“
孝女叔先雄

”
各传 ,皆与《华阳

国志》所载事实相同,盖俱出于《益部耆旧传》。而其中的《孝女叔先雄传》,与《益部耆旧传》文字、

情节几乎完全一致。试看 :

孝女叔先雄者 ,犍为人也。父泥和 ,永建初为县功曹。县长遣泥和拜檄巴郡太守 ,乘船堕湍水物故。尸

丧不归:雄感念怨痛 ,号泣昼夜 ,心不图存 ,常有自沉之计。所生男女二人 ,并数岁 ,雄乃各作囊 ,盛珠环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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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 ,经百许日稍懈。雄因乘小船 ,于父堕处恸哭 ,遂 自投水死。弟贤 ,其夕梦

雄告之 :“却后六 日,当 共父同出。
”
至期伺之 ,果与父相持 ,浮于江上。郡县表言 ,为雄立碑 ,图象其形焉。

,  (《后汉书 ·列女传>

再看《益部耆旧传》的记载 :       ·

孝女叔光(先 )雄者,犍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为县功曹,乘船堕湍水物故 ,尸丧不归。号泣昼夜 ,心不图

存 ,所生男二人,并数岁 ,雄乃各为突 ,盛珠环以系儿,数为诀别之辞。家人每防闲之。稍解 ,因乘小船 ,于父
堕处痛哭 ,遂 自投水死。弟贤,其夕梦雄告之 :“ 却后六日,当共父同出。”至期伺之 ,果与父相持(浮于)江上。

郡县表上,为雄立碑 ,图象其形焉。(《太平御览》卷三九六引《益部耆旧传》)

又看 :

永建元年十二月 ,县长赵祉遣吏尼(泥 )和拜檄巴(蜀 )郡守 ,过成湍滩 ,死 。子贤求丧不得。女络年二十
五,乃分金珠作二锦更 ,系儿头下。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女络乃乘小船至父没所,哀哭自沉。见梦告贤曰:“ 至
二十一日与父尸俱出。”至日父子浮出。县言郡 ,太守萧登高之 ,上 尚书,遣户曹椽为之立碑。(《 华阳国志 ·

蜀志y符县
”
下)

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叔先’
,复性 ,省作

“
先

”
;“雄

”
乃

“
雒

”
之讹 ,“ 雒

”
一作

“
洛

”
,

与
“
络

”
形近而误。《华阳国志 ·黄帛传y符有先络獒道帛

”
,“络

”
与

“
帛
”口十韵。据钱大昕(熊会贞

说 )。

此外 ,在《后汉书 ·方术传》中,任文公、杨由、李邰、折像、段翳、董扶、郭玉诸人《传》,亦当出

于《益部耆旧传》。其中任文公、杨由、段翳、董扶、郭玉诸人事迹 ,《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均引用
了《益部耆旧传》的片段佚文 ,可相对证。李邰、折像事见《华阳国志》,实亦出于陈寿此书。值得特
别一提的 ,是《后汉书 ·方术传》中的《郭玉传》,它说 :

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钓于涪水,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
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征
六微之伎,阴 阳隐侧之术。

而在《北堂书钞》卷二二引《益部耆旧传》有
“
广汉有老翁 ,钓 于涪水 ,自 号涪翁

”
一条 ,可知《后汉

书》即采 自《耆旧传》。再取《华阳国志》所载《郭玉传》、《李助传》参看 :    。

郭玉字通直,新都人也。明方术,伎妙用针,作《经万颂说》,官至太医丞。
(李 )助字翁君,涪人也,通名方,校 医术,作《经方颂说》,名齐郭玉。

我们就可以发现 ,当 时的巴、蜀地区 ,乃是针灸疗法发展很大的地区 ,涪翁即是在民间行医的一代

大师 ,他著《针经》,说 明其地位的重要 ,医家奉行 ,有如经典。传至郭玉、李助、都著了《经方颂说》,

以阐其术。这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 ,是应当特别记上一笔的。任乃强先生认为《针经滩卩《隋书 ·

经籍志》著录的《黄帝针经》(见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我国中古时代的医书多托之神农、黄帝 9他的

说法 ,是有道理的。

由于对技术知识的重视 ,他在《益部耆旧传》中还为出生于阆中的西汉改《颛顼历》为《太初
历》的著名历算家洛下闳写了《传》(《 史记·历书》司马贞《索隐》引,并见《北堂书钞》卷一三 0、 《艺术类聚》

卷五及《太平御览》卷二、卷一六)。 后来 ,在《三国志 ·魏书》还写了《方伎传》。由此可见 ,陈寿的《益部

耆旧传》,不仅在我国方志的发展史上 ,有其重要作用 d卩 在
“
正史

”
的编纂中,也是有影响的。自

《后汉书》以下 ,唐人编纂《晋书》、《隋书》,以 至后来的新、旧《唐书》等 ,一般都立有
“
艺术

”(或称
“
方伎

”
)、

“
列女

”二者的《列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