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1卷第 吒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I。 21,No。 4

1994年 lO月   Journal of schuan N°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ctober,1994

论三国时期的重学意识

昝绍志 周维仁

内容提要 三国时期 ,群雄割据 ,战 乱频仍。各方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都 在不遗

余力地招揽人才。加之门阀观念被突破 ,人 物品评之风兴起 ,造 成继战国时期之后的又

一次
“
重学意识

”
高扬 ,人才荟萃的局面,从 而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 三国时期 重学意识 唯才是举

毛泽东曾说 :“吾人览史 ,恒赞叹⋯¨三国竞争之时 ,事态百变 ,人才辈出,令 人喜读。珂1]三
国

时期人才众多,从上到下 ,大都好学 ,重视知识 ,重视人才 ,重视教育。刘备
“
年十五 ,母使行学 ,与

同郡刘德然、辽西公孙瓒俱事故九江太守卢植
”
。曹操二十岁举孝廉为郎 ,本想

“
于谯东五十里筑

精舍 ,欲秋夏读书 ,冬春射猎 ,以 待天下清平 ,方 出为仕
”
,只 因乱世 ,身不由己,被卷入政治斗争纷

乱的洪流中。《魏书》本纪说
“
魏武御军三十余年 ,手不释书1昼则讲武策 ,夜则思经传 ,登高必赋 ,

及造新诗 ,被之管弦 ,皆成乐章
”
。他的黄须儿越骑将军曹彰 ,史称少善射御 ,臂 力过人,手格猛兽 ,

不避险阻 ,数从征战,意气慷慨。曹操却抑之 :“汝不念书慕圣道 ,而好学乘汗马击剑 ,此一夫之

用。
”
陈思王曹植

“
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善属文

”
。《魏书》说魏文帝曹丕

“
年十八能属

文 ,有逸才 ,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
”
。

孙权
“
年十五 ,吴郡太守朱治举孝廉 ,扬州刺史严宋举权为茂才

”
。他劝吕蒙和蒋钦读书与阚

泽封侯这两件事 ,就是
“
重学意识

”
的典型例证。初权对吕蒙及蒋饮曰 :“ 卿今当涂掌事 ,宜学问以

自开益。
”
蒙曰 :“在军中常苦多务 ,恐不容复读书。

”
权曰 :“卿言多务 ,孰若孤?至统事以来 ,省三史

诸家兵书 ,自 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 ,学必有得之 ,宁 当不为乎?光武当兵马之务 ,手

不释卷 ,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耶?” 吕蒙于是发奋读书 ,笃志不倦。几年以后 ,学

识大进。鲁肃谋取荆洲 ,吕 蒙密陈三策。一向小看吕蒙的鲁肃大为惊叹 ,拊蒙背曰 :“吾谓大弟但

有武略耳 ,至于今日,学识英博 ,非复吴下阿蒙。
”
孙权也叹道 :“ 人长而进 ,盖吕蒙、蒋钦不可及也。

富贵荣显 ,更能折节好学 ,耽悦书传 ,轻财尚义 ,所行可迹 ,并作国士 ,不亦休乎 !丬
刃阚泽

“
家世农

夫 ,至泽好学 ,居贫无资 ,常为人佣书 ,以 供纸笔 ;所写既毕 ,诵 读亦遍 ,追思论讲 ,究览群籍 ,兼通

历数 ,由 是显名。举孝廉 ,除钱塘长。赤乌二年 ,拜太子太傅。泽以经传多文 ,难得尽用 ,乃斟酌诸

家 ,刊约礼文及诸注说 ,以 授二宫。又著乾象历注 ,以 正时日。以儒学勤劳 ,封都乡侯
’’l3I。 在封建

社会中 ,特别是在战火纷飞的三国动乱时期 ,不是以显赫的军功或突出的政绩 ,而是以
“
儒学勤

劳
”
封侯 ,实属罕见。

士大夫中,好学之士 ,在三国时期比比皆是。诸葛亮在隆中 ,虽然过着粗素清苦的
“
布衣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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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却发愤博览群书 ,广交士林 ,密切关注国家形势。巴西太守、后迁丞相长史的向朗因马稷失街

亭事件 ,坐 免官还成都 ,“ 自去长史 ,优游无事三十年 ,乃更潜心典籍 ,孜孜不倦 ,年逾八十 ,犹手自

校刊定谬误 ,积聚篇卷 ,于时最多
”
。张昭以老病 ,退职离休 ,在里宅无事 ,乃著《春秋左氏传》及《论

语注》,瀚墨不辍 ,终年八十一岁。钟会年少 ,受母教诲 ,“年四岁授《孝经》,七 岁诵《论语》··⋯·十五

岁使入太学 ,问 四方奇文异训
”
。成年之后 ,更是 日夜勤学 ,以 才能技艺闻于世。《三国志 ·钟会

传》说他
“
及壮有才数技艺而博学

”
。《书断》说他

“
善书。录书逸致飘然 ,有 凌云之志

”
。王隐《晋

书》载司马宣王女婿、征南将军杜预
“
智谋渊博 ,明 于礼乱 ,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成一家之

言
”
。《三国志 ·杜畿传》注引 :武帝司马炎谓杜预曰 :“ f即 有何癖 ?”曰 :“ 臣有《左传》癖。

”

普通黎庶阶层 ,好学勤奋之人亦比比皆是。例如 :《魏书 ·邴原传》注引《原别传》说 ,原十一而

丧父 ,家贫早孤 ,邻有书舍 ,原过其傍而泣。师问曰 :“ 童子何悲?”对曰 :“孤者易伤 ,贫者易戚 ,夫书

者 ,必 皆俱有父兄者 ,一则羡其不孤 ,二则羡其得学 ,心中侧然而为涕零也。
”
师亦哀原之言而为之

泣曰 :“ 欲书可耳。
”曰 :“无钱资。

”
师曰 :“童子苟有志 ,我徒相教 ,不求资也。

”
於是遂就读书,-冬

之间,诵《孝经》、《论语》。自在童龀之中,岿然有异。既长 ,“单步负笈 ,苦身力行
”
远游求学 ,后与

经学大师郑玄齐名 ,海内清谈 ,谓青州有邴、郑之学。又如步骘避难江东 ,单身贫因,与广陵卫旌同

年相善 ,俱 以种瓜自给 ,尽勤四体 ,夜诵经传。吴帝孙权赤乌九年 ,代陆逊为丞相 ,犹诲育门生 ,手

不释书,被服居处 ,有如儒生。再如魏文帝常侍王象 ,年少时家贫为人奴仆 ,后 为人放羊 ,偷读诗

书 ,被主人鞭笞。《三国志 ·杨俊传》注引《魏略》云 :“新出之中 ,惟象才最高 ,受诏撰《皇览》,数年

成 ,合四十余部 ,八百余万字。⋯⋯京师称美 ,称为儒宗。
”
蜀汉史学家谯周幼孤 ,长大后好古笃学 ,

家里虽贫穷 ,却不热衷产业 ,一心致学。
“
诵读典籍 ,欣然独笑 ,以 忘寝室

”
。作《古史考》二十五篇 ,

皆凭旧典以纠其谬。《晋书 ·陈寿传》说 ,陈寿
“
少好学 ,师事同郡谯周

”
。在谯周指导下,陈寿阅读

了大量古代史著 ,尔 后他能撰成传世的良史《三国志》,是与谯周早年的培养分不开的。

三国时期 ,战火纷飞 ,猛将如云 ,而好学敬儒的将帅亦比比皆是。史称
“(张 )邰虽武将 ,而爱乐

儒士 ,尝荐同乡卑湛 ,经 明行修
”
。明帝曹睿乃

“
擢湛为博士

”
。破虏将军李典

“
好学问,贵儒雅 ,不

与诸将争功 ,敬贤士大夫 ,恂恂若不及 ,军 中称其长者
”
。黄盖年少时 ,虽处贫贱 ,常以负薪余间 ,学

书疏 ,讲兵事。甘宁
“
颇读诸子

”
。太史慈则

“
少好学

”
。吕蒙说关羽

“
入长而好学”读《左传》略皆上

口”
,所以有关羽千里走单骑 ,秉烛读《春秋》的传说。张飞也并非一昧莽撞的武夫。《三国志 ·刘

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说 :“ 张飞尝就巴宿 ,巴不语
”
,说明张飞有意去亲近当时

“
诸文诰策皆出

其手
”
的尚书刘巴。所以,魏谋臣程昱等感称 :“ 羽、飞万人之敌也。羽善待卒伍 ,而骄于士大夫 ;飞

爱敬君子 ,而不恤小人。
’’II]

建安时代是中国由统一入割据的过渡时期 ,这 时候的入才风起云涌 ,有如春秋战国气象 ,单

就文学一项而论 ,就被历代学者誉为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在汉灵帝的有力支持下(鸿

都门学),在蔡邕等人的影响下 ,出 现了文质相称的新气象。此时名家荟萃 ,佳作迭出。曹操、曹丕

和曹植 ,都是建安时代的大诗人。复有
“
建安七子

”
,如 曹丕《典论》所说 :“ 斯七子者 ,于学无所遗 ,

于辞无所假 ,咸 自以骋骐骥于千里 ,仰齐足而并驰。
”
他们的作品 ,为后人所传诵。著名女诗人蔡文

姬也是建安文学中的一颗璀灿明珠。她是蔡邕的女儿。自幼勤读 ,能背诵数百诗篇。初夫亡无子 ,

后为胡骑所获 ,归南匈奴左贤王 ,生二子。曹操念蔡邕无嗣 ,把她赎回中国 ,嫁给陈留董祀。这就

是了后人乐道的
“
文姬归汉

”
的故事。《三国志 °王粲传》注引《列女传》云 :“ 莒操问文姬曰 :‘ 闻夫

人家多坟籍 ,犹能记忆之不 ?’ 文姬曰 :‘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 ,流离涂炭 ,罔有存者 ,今所诵忆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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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余篇耳。”她的《悲愤诗》、《胡笳十八拍》均是这一时期文学上的代表作。魏文帝甄皇后
“
九岁喜

书 ,视字辄识 ,数用诸兄笔砚。兄谓后言 :‘汝当习女工 ,用书为学 ,当作女博土耶 ?’ 后答言 :‘ 闻古

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 ,不知书何由见之 J’

’Es]她
的《塘上行》,也不失为五言诗的上乘

之作。

封建时代的儒学所推崇的德行 ,是为封建经济和封建政治服务的。汉代儒者 ,将先秦儒者提

出的忠孝仁爱等 ,阐发为
“
三纲五常

”
的教条。儒家是肯定君权的 ,孔子提出

“
正名

”
说 ,就是要求君

臣父子夫妇等各守本位 ,维持群体安定。儒学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理论基础。《北史 ·儒林传》上

说 :“儒者 ,其为数也大矣 ,某利物也博矣 ,以 笃父子 ,以 正君臣,开正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

王损益 ,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 ,而斯文不坠。
”
这非常深刻地阐明了汉代以来儒学的作用。儒家学

说 ,推崇经世致用 ,儒者由士而仕 ,在封建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功能 ,以 匡辅君主
“
治国平天下

”
。

所以东汉以后 ,魏、蜀、吴三国缔造者 ,也无不提倡儒家经学 ,聚揽人才。然而汉末以来 ,封建统治

者失去了昔日的权力 ,原有社会运转机制完全瘫痪 ,旧 日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已暂时让位于各

阶级、各政治集团激烈斗争的需要。所有社会成员 ,似乎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解脱。社会旧有秩

序被打破 ,新的秩序尚未建立 ,即使在魏、蜀、吴三国鼎立形成之后 ,新的秩序仍在建立之中。因之

各社会成员 ,自 觉或不自觉地脱离了原有的社会地位 ,置身于各政治集团之中。周瑜曾引用东汉

初年马援对刘秀说过的一段话 :“ 当今之世 ,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
”
士者安身立命 ,往往在此一

举 ,正所谓
“
凤翱翔于千仞兮 ,非梧不栖 ;士伏处于一方兮 ,非主不依

”
。

在长期分裂割据 ,战乱频仍 ,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 ,每一个人 ,每一家族 ,每一社会集团,每一

割据政权 ,都要求得生存、自立和发展 ,因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重视人才 ,则必须充分

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人才群体的优势 ,从而有利于个人聪明才智的充分显示。加之 ,东汉一

统帝国的瓦解 ,人 民热衷于寻找重新统一和治国的理论 ,这些时代条件 ,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所谓
“
事态百变 ,人才辈出

”
的特殊时期。

汉初 ,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的建议 ,在京师立太学 ,又令郡县推荐孝廉、茂才供朝廷选用 ,

将儒生的德行与仕途结合起来。汉末和三国时期 ,庶人阶层和中小地主阶级的人要想做官 ,只有

先读书 ,学好儒家经学 ,能写文章奏表 ,通过课考 ;或被察举、征辟 ,才能走上仕途。因而两汉以来 ,

特别是东汉和三国时期 ,元论中央太学 ,地方庠序和私家讲学 ,都十分发达。太学生数以千数 ,游

学之土 ,数 以万计。一家私馆有的学生动辄数百上干。蔡玄教授经学 ,门徒常有千人,历来著录共

有一万六千人。郑玄避黄巾之乱 ,“客耕东莱 ,学徒相随 ,已数千人
”E6]。

社会阶级的分化浮沉和动荡 ,必须导致

^。

才的大量涌现。各政治军事集团为了自身的利益 ,

亦放弃传统的用人的清规戒律 ,不拘一 格 ,广揽人才 ,为广大士人阶层敞开了大门。而在两汉时

期实行的
“
察举制

”
、
“
征辟制

”
名义上重视道德、文章 ,实际上所选拔者多为徒有虚名的华门士族 ,

或欺世盗名的假名士 ,其流弊至东汉末年愈演愈烈。曹操
“
唯才是举

”
的方针 ,正是针对这种弊端

而提出来的。曹操所举的贤才中,一半是出身下层 ,身处卑位的人物。可见
“
唯才是举

”
的主要目

的是打破社会地位的藩篱 ,能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而且有才必用 ,用必尽才。求之若渴 ,屈 己待

人 ,“青青子矜 ,悠悠我心”
,“ 月公吐哺 ,天下归心

”
。建安十五年《求贤令》曰 :“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

君 ,曷 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 ,曾 不出闾巷 ,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

耳。今天下尚未定 ,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 ,唯才是举 ,吾得用之。
”
在建

安十九年 ,又颁布了《敷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 ,又发布了《举贤勿拘品行令》,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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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而三的强调
“
唯才是举

”
。史称魏武拔俘虏为大将 ,赦死囚为从事。不恶小耻 ,不计小节 ,敬

来贤为上宾 ,礼降将而封侯。所以他雄兵百万 ,战将千员 ,谋士如林。陈寿盛赞曹操
“
官方授才 ,各

因其器 ,矫情任算 ,不念旧恶 ,终能总御皇机 ,竟成洪业者 ,惟其明略最优也。
’’E9]魏

文帝也曾言 :

“
官必用才。以亲 ,非兴邦之选。

”〔:〕 提倡用贤 ,反对用亲。

孙权少年博学 ,性格开朗 ,“择人而任势
”
。孙策死去 ,孙权便向月瑜求教 ,如何策守父兄之业。

周瑜说 :“ 自古得人者昌 ,失人者亡。为今之计 ,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 ,然后江东可定也。
”
孙权招

揽人才 ,知 人善任 ,以 至
“
威震江东 ,深得人心

”
。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 ,鲁肃向孙杈推荐诸葛瑾 ;张

纭又向孙权推荐了顾雍。以后
“
连年以来 ,你我相荐

”
,文得阚泽、严峻 ,薛琮、程秉、朱桓、张温、骆

统、吾粲等 ;武得 吕蒙、陆逊、徐盛、潘璋、丁奉等。一时人才荟萃 ,文武咸集 ,共相辅佐 ,由 此江东岿

然不动。陈寿称赞孙权
“
屈身忍辱 ,任才尚计 ,故能 自擅江表 ,成鼎峙之业丬9彐

。

刘备转战半生 ,仍托栖于人 ,直至襄阳隐哲司马徽的明说暗点 :“所以至今落魄不偶 ,盖 因将

军左右不得人耳。巛襄阳记》说 ,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 ,德操曰 :“儒生俗士 ,岂 识时务 ,识时务

者 ,在乎俊杰 ,此间自有伏龙、凤雏。
”
备问为谁 ,曰 :“ 诸葛孔明、庞士元也。

”
终于使刘备豁然开朗 ,

演出了闻名千古、屈 己求贤的绝唱
“
三顾茅庐

”
。刘备请出诸葛亮出山相助 ,如鱼得水 ,意气风发 ,

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陈寿说刘备
“
弘毅宽厚 ,知人待士 ,盖有高祖之风 ,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

托孤于诸葛亮 ,而心神无二 ,诚君臣之至公 ,古今之盛轨也
”
。

总之 ,一个时期的人才辈出 ,群星汇聚 ,都和时代、社会的巨大转折密切地联系着。一是思想

获得解放 ,学术文化相应得到发展 ,推动社会向前 ;二是每个割据政权在竞争中都要求生存 ,要求

自立和发展。而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史学家司马光曾说 :“ 为治之道 ,莫大于用人。
”
为了

争取人才为己用 ,他们不得不放弃传统的用人的清规戒律 ,不拘一格 ,广揽人才。这样门第观念、

论资排辈思想受到削弱—— 士族寒门势力的消长 ,门 阀制度的瓦解 ,仕途为广大士人阶层敞开了

大门。加之传统观念突破 ,学术文化的长足进步 ,人物品评之风上扬 ,这些就是三国时期
“
重学意

识
”
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因素 ,也是汉末三国时期

“
重学意识

”
的历史背景。

重学的年代 ,必然会形成这时代人才荟萃的局面 ,从而豪杰之士 ,大显身手 ,各显其能 ,或文
“
韬武略 ,或智通双全 ,或勇冠三军 ,或文才横溢 ,或学贯古今。总之 ,三国时期的 重学意识

”
,一方

面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另 一方面 9大批人才的涌现 ,对三国时期的社会和中国文化、历史的发展都

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注释 :

E1彐读《伦理学原理》批语。

E21KK三 国志 ·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E3X三国志 ·阚泽传》。

n彐《三国志 ·张飞传》。       ’

E5彐《三国志 ·甄后纪》注引《魏略》。

E61KK后 汉书 ·郑玄传》。

E7彐《三国志 ·武帝纪》。

E81KK北 史 ·外戚传》。

E9彐《三国志 ·孙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