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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

E日F永田拓治

摘
!

要!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

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

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

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

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

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关键词!上计制度$&耆旧传'$&先贤传'$编纂

序
!

言

)隋书*卷
!!

)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

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

#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

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

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

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

#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
!E

杂述篇$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

)陈留耆旧*%周斐%

)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

者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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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

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

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

"&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

!

"

$

%

&

关于)隋志*史部杂传中收录的人物传"有逯耀东的)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东大图书公司
'###

年,%胡

宝国的)杂传与人物品评*+收录于)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
'##!

年,等研究#

关于&耆旧传'%&先贤传'是乡里社会为了夸耀自身的见解"可举出狩野直祯的)华阳国志6成立N

,

8

:*+载

)圣心女子大学论丛*

')

"

)("!

年,%渡部武的)&先贤碝'&耆旧碝'6流行D人物评论6

-

7OP:*+载)史

.

*

D'

"

)(O#

年,等研究#

刘知几!)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OD

年#

亦有史料将&周斐'记作&周裴'#但是鉴于现存佚文均记作&周斐'"且)晋书*卷
")

)周浚传*引劳格)晋书校勘

记*有&-裴.当做-斐.'的校语"故而本文认为&裴'是&斐'的误写#

)晋书*卷
D'

)王隐传*载!&太兴初"典章稍备"乃召隐及郭璞俱为著作郎"令撰晋史#11贫无资用"书遂不就"

乃依征西将军庾亮于武昌#亮供其纸笔"书乃得成"诣阙上之#'可见东晋初期史书编撰之困难#另外"关于图

书流通的情况"在)晋书*卷
D'

)孙盛传*中记载有!&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

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11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俊#太元中"孝

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由此来看"当时的书籍并非大量流通"多数人实

际上难以得见#这对认识&耆旧传'%&先贤传'的性质有一定补助#这暗示当时&耆旧传'%&先贤传'编撰不易"

并不能流通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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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

#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

&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

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

#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

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

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

一%上计制度与先贤

东汉时期"各个地区多编纂有人物传"如+蜀郡临邛,郑廑)巴蜀耆旧传*%+蜀郡成都,赵谦)巴蜀耆旧

传*%+广汉郡,王商)巴蜀耆旧传*%+汉中郡南郑,祝龟)汉中耆旧传*%+汝南郡汝阳,袁汤)陈留耆旧传*%

+陈留郡,圈称)陈留耆旧传*以及)京兆耆旧传*%)冯翊耆旧传*%)扶风耆旧传*%)三辅耆旧传*%)沛国耆

旧传*%)庐江耆旧传*%)鲁国先贤赞*等等#由此可知"各个郡国均有许多被视为&先贤'的人物#虽然东

汉时期的人物传以&耆旧传'为命名主流"但本文采用在意义上包含&耆旧'的&先贤'一词作为这类人物

的统称#&先贤'意指&具有杰出事迹的先人'#

对于东汉王朝来讲各地辈出的先贤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2 )太平御览*

$卷
E"!

&人事'部&弁'上引

谢承)后汉书*云!

郭宏为郡上计吏"朝廷问宏颍川风俗所
!

"土地所出先贤%将相%儒林%文学之士#宏援经

以对"陈事答问#出言如浮"引义如流#

虽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这条史料记载了朝廷向颍川郡上计吏郭宏询问颍川风俗%郡内先贤%将相%儒

林%文学各种人士的问题#据此可知"朝廷有意在了解各地风俗的同时还了解各地先贤#

据)通典*

%卷
!!

职官
)S

郡太守条记载"汉代上计需要报告的内容为!

汉制"岁尽"遣上计掾史各一人"条上郡内众事"谓之计偕薄#

根据纸谷正和的研究"&郡内众事'指由县%道向郡%国提交的上计簿中涵盖的户口数%垦田面积%钱谷收

支%盗贼案件数目%漕运情况"以及土地境界图%宗室名籍%戍卒的财物报告+作为边郡的话,%劝农成果%

理讼情况%系囚狱死者数的报告+自地节四年+前
""

,起,#除此之外"依据尹湾汉简"上计内容还包括郡

国面积%地方行政机构%吏员配置%长吏活动等"且需附上佐证户口数%钱谷收支统计情况的详细报告或

簿籍&

#另外"据)后汉书*

'卷
'

)明帝纪*永平元年+

SD

,注引)汉官仪*的记载!

天子以正月上原陵"公卿百官及诸侯王%郡国计吏皆当轩下"占其郡国谷价"四方改易"欲

先帝魂魄闻之也#元会仪见下#

在正月上陵礼中"地方计吏将会向上汇报郡国谷物价格%地方行政+&四方改易',等问题(

#

从以上事例可以得知"东汉王朝通过地方上计制度获得各种信息#通过上计制度报告的&先贤'对

于王朝而言应该同样意义重大#而且"鉴于上计时可能需要上报地方先贤的情况"地方郡国有必要预先

掌握本地先贤的信息#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各地区如何管理先贤的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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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正史及各个史书与&耆旧传'%&先贤传'之间的关系"参见永田拓治!)汝南先贤碝*6编纂*"载)立命馆文学*

")(

"

'#)#

年$)周

斐3汝南先贤碝4辑本*"载)大阪市立大学东洋史论丛*

)O

"

'#)#

年#

参照永田拓治!)Q先贤碝RQ耆旧碝R6

/

史的性格
0

汉晋时期6人物D地域6叙述D社会*+载)中国
J

社会D文化*

')

"

'##"

年,%

)状DQ先贤碝RQ耆旧碝R6编纂
J

Q郡国书RSTQ海内书RU

J

*+载)东洋学报*

()J!

"

'##(

年,#

李
!

窻!)太平御览*"中华书局
)("#

年#

)通典*"中华书局
)(DD

年#

参照纸谷正和!)汉时代7GLM郡县制6展开*"朋友书店
'##(

年"第
"

章)前汉後半期7GLM郡(国DJ6守(相7

1

VM

规制6

2

化*%第
D

章)尹湾汉墓简牍D上计(考课制度*#关于上计制度"可参照镹田重雄的)郡国6上计*+初出
)(E!

年"收于同

著)秦汉政治制度6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

)("'

年"第
)#

章,%严耕望的)中国地方性质制度史 甲部*第
D

章&上计'"+载)&中央'

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五
W

*"

)(OE

年#,

)后汉书*"中华书局
)("S

年#

渡边信一郎在)天空6玉座
!

中国古代帝国6朝政D仪礼*+柏书房
)(("

年,第
)

章)元会6构造
!

第二节 元会仪礼6成立
!

第

二期(西晋
#

六朝末*中认为元会礼与上陵礼是同一礼仪#渡边在文中揭示了元旦时执行上计报告的元会礼是皇帝代表的中央

政府与地方郡国之间贡纳
J

从属关系更新的象征"指明了元会仪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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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纪(桓帝纪*

!上卷第
')

永兴元年+

)S!

,条记载!

太尉袁汤致仕#汤字仲河#初为陈留太守#褒善叙旧"以劝风俗#尝曰!&不值仲尼"夷齐

西山饿夫"柳下东国黜臣#致声名不泯者"篇籍使然也#'乃使户曹吏追录旧闻"以为耆旧传#

出身于汝南郡的袁汤到任陈留太守后"让户曹吏追录旧闻"编纂耆旧传+即)陈留耆旧传*,#文中重要的

是&追录旧闻'这一点#原因在于"&追录'表明原本就有关于先贤的基础记录"且其管理与郡户曹有关#

户曹是由本郡出身人员担任的一种职役"据)续汉书(百官志一*所记&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主要职

掌民户%祠祀和农桑事务"

#正是基于此"袁汤试图从出身陈留郡的户曹手中获取关于先贤的信息"了

解先贤#

对先贤的了解在)三国志*卷
)E

)魏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有如下记载!

太祖徵+刘,晔及蒋济%胡质等五人"皆扬州名士#每舍亭传"未曾不讲"所以见重$内论国

邑先贤%御贼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之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夙夜不解""及见太

祖"太祖果问扬州先贤"贼之形势#

可见"先贤是作为内政的议题被讨论的#曹操在了解扬州局势时"不仅询问乱贼形势还一并涉及先贤的

情况"显示出对先贤的了解在地方统治中占据重要地位#

至于这种了解究竟在地方统治中具有何种分量")后汉书*卷
D'

)方术传(王乔传*载!

王乔者"河东人也#显宗世"为叶令#乔有神术""百姓乃为立庙"号叶君祠#牧守每班

录"皆先谒拜之#

明帝时期+

SOJOS

年在位,人王乔死后"百姓为他建造了称为叶君堂的祠庙#当地刺史%郡太守赴任时"

都需要首先参拜这个由百姓设立的王乔祠#

又如)后汉书*卷
"E

)延笃传*中也有类似记载"

延笃字叔坚"南阳韜人也""举孝廉"为平阳侯相#到官"表龚遂之墓"立铭祭祠"擢用其

后于畎亩之间#

延笃+2

J)"O

,是桓帝时期+

)EOJ)"O

年在位,人士#他在举孝廉到任平阳侯相时"参拜了龚遂墓"并擢

用其子孙#据)汉书*卷
D(

)循吏传(龚遂传*"&龚遂字少卿"山阳南平阳人'"是西汉宣帝时期+前
OEJ

前
E(

,的人#此外")三国志*

$卷
S'

)吴志(顾邵传*中也有!

起家为豫章太守#下车祀先贤徐孺子之墓"优待其后#

吴郡顾邵
'O

岁起家豫章太守"到任时参拜了豫章先贤徐稚+孺子,之墓"并优待徐稚子孙#徐稚与顾邵

之父顾雍+

)"DJ'E!

,是同一时期的人"在灵帝初年+

)"DJ)DD

年在位,以
O'

岁高龄亡故#如上各例所

见"郡国长官新任之际"都会最先参拜地方先贤之墓"表彰%优遇先贤子孙"以此作为统治地方的开始#

先贤之所以在地方统治中受到重视"可以从郡太守回避本籍任职的原则和地方豪族势力延伸两方

面考虑%

#正如)后汉书*卷
O!

)朱穆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所记!&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

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年二十为郡督邮"迎新太守"见+朱,穆曰"君年少为督邮"因族势"为有令德#'东

汉时期"地方豪族势力对县令%太守的影响增大"郡中右职多由他们占据#他郡出身的郡太守以表彰在

地方上受重视的先贤为纽带"融合与地方豪族的关系#

接下来产生的问题是"从外地赴任的地方官员在刚刚上任时是如何知道任职地先贤墓地情况的呢2

上文)三国志(顾邵传*的事例"可以解读为顾邵乘着赴任公车直接到徐稚墓前参拜#可见在上任前"顾

邵就已经了解豫章先贤徐稚的情况#

与这个问题相关"近年公布了一些极其有趣的材料#这便是
'##!

年
)'

月至
'##E

年
'

月在郴州市

苏仙桥遗址东汉至宋元时期的古井群中发掘的西晋简#据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市文物处编的

(

)S

(

!

"

$

%

袁
!

宏!)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
)(D(

年#

关于户曹"可参照严耕望!)中国地方性质制度史 甲部*第
'

章&郡府组织'"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五
W

*"

)(OE

年#

)三国志*"中华书局
)(S(

年#

参照滨口重国!)汉代7於LM地方官6任用D本籍地D6

-

*"载)秦汉隋唐史6研究*下
3

"东京大学出版会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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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郴州苏仙桥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

!

,"本次出土晋简
(#(

枚+包含残简和
S

枚无字

简,"简报中公布了
)"!

枚+约占整体
)!a

,晋简的释文和
E(

枚图版#据简报介绍"参照简中出现的惠

帝元康+

'()J!##

,%永康+

!##J!)#

,和太安+

!#'J!#E

,三个年号"这批晋简的主要内容被定为西晋桂阳

郡郡府文书档案#由于简文尚未完全公布"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根据如下几例与上计相关的简"并分

析简报中已经公布的
)"!

枚简文"可以大致推断这批晋简的内容大部分应与上计有关"

!

)J"D

!

桂阳郡上城邑户口田租绵绢贾布计阶上书

)JO)

!

城邑户口田租乡亭邮驿米谷绵绢贾布

'JSO

!

伏遣上计掾赍谨上臣君诚惶

在这批郴州晋简中"如下三枚与汉故平舆令张喜墓和汉故长沙太守胡滕墓相关的简也包含在上计相关

简的部分内!

'J'E'

!

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

'J''D

!

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碑

'J'"E

!

汉故郡察孝廉刘尚墓石碑

张喜和胡腾在东吴时期张胜所编的)桂阳先贤画赞*中均有本传"可视为桂阳郡的先贤+详细论述见本文

第三节,#这种将先贤墓地信息作为上计内容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地方长官对先贤和先贤墓的重视#

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疑问"太守到任后之所以能够即时参拜任所的先贤墓"可能是因为上计报告中涵盖

了先贤墓和石虎%石柱%石碑等相关信息#而且)太平御览*卷
D"#

饮食部
)D

&饵粢'条引)风俗通*记载!

汝阳彭氏墓近大道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过荫墓树下"以饵著石人头"忽

去而忘之#行道人见饵"怪问之"或人调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转以相

语云"头痛者磨石人头"腹痛者磨石人腹#遂千里来"就号曰贤君#如此数年前饵母闻之"为人

说之"乃无复往者#

引文细致记载了墓的相关情况#通过引文很容易了解到"彭氏墓前的石人设立在面对大道的地方"而且

因为一些细微小事就能成为信仰对象#这种情况对于了解当时乡里社会先贤墓的地位很有助益#

此外"需要引起注意的还有在表彰先贤的同时"往往一并优待先贤之后的情况#据)三国志*卷
'D

)魏书(王浚传*记载!

王凌字彦云"太原祁人也""文帝践阼"拜散骑常侍"出为
"

州刺史""徙为扬%豫州刺

史"咸得军民之欢心#始至豫州"旌先贤之后"求未显之士"各有条教"意义甚美#

王浚在出任豫州刺史之际首先表彰了先贤的子孙后代#

这种对先贤子孙的重视在)后汉书*卷
"E

)卢植传*中亦有表现!

建安中"曹操北讨柳城"过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

模"国之桢干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闾$郑丧子产"仲尼陨涕#孤到此州"嘉其余风#)春

秋*之义"贤者之后"宜有殊礼#亟遣丞掾除其坟墓"存其子孙"并致薄?"以彰厥德#'

材料显示"建安
)'

年+

'#O

,曹操征讨柳城途径涿郡时"援引&春秋之义'"认为有必要对贤者+这里指卢

植,子孙加以&殊礼'并派遣丞掾清理逝于初平三年+

)('

,的涿郡先贤///卢植的坟墓"慰恤卢植子孙"供

上祭酒"以彰显卢植高德#可见"曹操认为表彰先贤除了先贤本身"还应延及先贤子孙#

曹操所言&春秋之义'具体指的是什么呢2 )三国志*卷
''

)卢毓传*裴注引)续汉书*中"在记载前引

)后汉书(卢植传*相同的事件后"还有&春秋之义"贤者之后"有异于人'的字句"可见"时论认为贤者的

子孙与普通人不同#又如)后汉书(卢植传*注引)公羊传*昭公二十年!

君子之善善也长"恶恶也短#恶恶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孙#贤者子孙"故君子为之讳也#

上文指出先贤之善善及子孙"即认为由于受到先贤品德的熏陶"先贤的子孙也会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当

(

'S

(

!

"

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考古辑刊*第
D

辑"岳麓书社
'##(

年#

参照伊藤敏雄%永田拓治!)郴州晋简初探*"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唐史学会第十一届年会"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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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乡里社会对先贤及先贤后代的重视可见一斑#缘此"当政者表彰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优待他们的子

孙"以顺应乡里舆论倾向为治政方针#

此外"当政者对先贤的表彰和对其子孙的优遇"还可能会为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另外的影响#身为

先贤子孙"不仅在乡里社会"也会得到朝廷优待#因此不难推测"当时人们认为若自己的亲戚中先贤辈

出"那么自己不仅在乡里社会中地位上升"连带在朝廷中的政治身分也会相应提高#如此一来"对&先

贤'的认定"中央政府的意图与乡里社会的认知之间便会产生偏差#

二%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与管理

前文已经论述了乡里社会对先贤的重视情况#表现之一就是东汉以来"以乡里社会为主体修建的

大量私庙和祠堂#这可以作为乡里社会是否将某个故人认定为&先贤'的依据#下面试举几例进一步说

明#)后汉书*卷
!#

)杨厚传*记载!

杨厚字仲桓"广汉新都人也""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太尉李固数荐言

之#本初元年+

)E"

,"梁太后诏备古礼以聘厚"遂辞疾不就#建和三年+

)E(

,"太后复诏征之"经

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于家#策书吊祭#乡人谥曰文父#门人为立庙"郡文学掾史春秋飨射

常祠之#

广汉人杨厚死后被乡里谥为&文公'"门人为他设立庙祠#郡文学掾史+郡学教官,春秋时节举行飨射+一

种飨宴和弓射的仪式,时也常常祭祀他#可见"杨厚庙祭祀已成为地方统治的一部分#

那么"被乡里社会视作先贤并为之立庙立祠的人"是否全部都能受到政府的认可呢2 )三国志*卷

!S

)蜀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记有如下事例!

+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

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步兵校尉习隆%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闻周人怀

召伯之德"甘棠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铸金以存其像#自汉兴以来"小善小德而图形立庙

者多矣#况亮德范遐迩"勋盖季世"王室之不坏"实斯人是赖"而蒸尝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

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尽顺民心"则渎而无典"建之京

师"又翨宗庙"此圣怀所以惟疑也#臣愚以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使所亲属以时赐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庙#断其私祀"以崇正礼#'于是始从之#

诸葛亮死后+

'"!

,"各地请求祭祀诸葛亮"但因为于礼不合而被禁止#虽然对蜀国功勋卓著"死后却没有

获得朝廷的祭祀认可#)三国志*卷
!S

)蜀志(诸葛亮传*又载&景耀六年+

'"!

,春"诏为亮立庙于沔阳'"

死后
!#

余年终于获得设立祠庙的许可#这表明即使被乡里社会视作贤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中央政府

的立即认定#诸葛亮的事例虽然与其他出身于乡里社会的先贤情况有所不同"不过也能暗示当时乡里

社会认定与中央政府的认定之间存在一定偏差#

此外"上述史料表明"东汉以来社会上出现为仅有些许善德的先人绘故像%设私庙的风潮"同时也显

示出当时蜀地百姓四时季节私行的祭奠已经出现混乱#为了抑制这种混乱"中央政府有必要管理地方

祠庙的设立"崇正仪礼#中央政府一方面尊重民众设立的私庙"另一方面又意图对其加以统管#中央政

府的这种管理甚至还涉及到古来就有的私庙#如)三国志*卷
)

)武帝本纪*裴注引)魏书*载!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

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曹操尚任济南相时"就曾毁坏在当时乡里犹有影响力的西汉功臣刘章祠庙"禁止祭祀#在他掌权之后"

进而全面根绝淫祀#

通过以上各例可知"私祠%私庙的滥设会给百姓生活带来混乱"也会成为地方统治的妨碍#因此"为

了防止蛊惑百姓的温床///私祠%私庙的滥设"朝廷有必要对先贤进行管理#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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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卷
'"

时序部&冬'上引)汝南先贤传*

!

!

周举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骨"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

火#由是土人每至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岁多死者#举既到"乃作?书以置

子推之庙"言盛冬止火"残损人命"非贤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还温食#于是众惑稍解"风俗

颇革#

出身于汝南郡的并州刺史周举废止了介子推忌月不吃热食这种于民众生活不利的旧习"为民去惑"改易

风俗#据此可知"王朝禁止的&淫祠'是那些侵害百姓利益的祠庙#文中周举尊崇介子推为贤者"禁止的

不是介子推本人"而是以介子推祠庙为中心的迷信风俗#即使是贤者祠庙也可能成为淫祠的温床"这一

点非常值得重视#正如前文)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提到的"东汉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仅有

细微善德便修建祠堂庙的风潮"伴随着当时的迷信风俗"可能成为淫祠潜在温床的祠庙在各地大量设

立#即便仅从曹操和周举的事例也能看出"对于中央政府来讲这种情况当然应当禁止#

但是从)后汉书*卷
!#

)杨厚传*中杨厚庙的祭祀来看"朝廷并没有取缔所有私祠#如此一来"认定

为先贤的标准就成为我们要探讨的话题#下面通过曹魏的例子"对中央政府认定先贤和力图确立这种

选择标准的相关活动加以考察#

东晋陶潜撰)圣贤群辅录*

"引)文帝令*和)甄表状*记载+下文引用的)圣贤群辅录*均指)文帝令*

和)甄表状*,!

魏文帝初为丞相%魏王"所旌表二十四贤"后明帝乃述撰其状#

魏文帝旌表二十四贤$

"明帝撰述二十四贤&状'"入选者有杜乔%张奂%向栩%陈蕃%施延%李膺%朱寓%杜

密%韩融%荀爽%房植%姜肱%陈球%王畅%申屠蟠%张俭%郑玄%冉趚%李固%郭泰%朱穆%魏朗%徐稚%皇甫规等

人#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到丧命于党锢之祸的陈蕃%杜密%李膺和不得已逃亡的张俭等党人"姜肱%申屠

蟠%郑玄%徐稚等远离朝政的隐逸之士"张奂%皇甫规这样对战羌%匈奴的度辽将军"还有黄巾之乱中被宦

官杀害的向栩#他们都是距文帝+

''#J''"

在位,选定二十四贤时"已间隔了两三代+父%祖父辈,"活跃

于东汉桓+

)E"J)"O

年在位,%灵+

)"OJ)D(

年在位,%献+

)D(J''#

年在位,时期的人士#

二十四贤由文帝选定"明帝授状#其中朱寓的&状'为+引自)圣贤群辅录*,!

司隶沛国朱寓字季陵#一名诩#右一人"访其中正无知行状者#告本郡访问耆老"识寓

云!&桓帝时遭难"无后#'

材料表明"郡中正不知道朱寓的事迹"便寻找耆老来了解朱寓的情况#郡中正利用乡里信息参与制作先

人&状'的现象值得关注#此外明帝还著有)海内先贤传*"比较汝南郡中正周斐编写的)汝南先贤传*和

出自明帝之手的)海内先贤传*"就可以发现明帝在编写)海内先贤传*时利用了各郡中正手中先贤%耆旧

的信息#可以说"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对之前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和每郡选定的先贤

能否得到魏王朝正式认可"均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二十四贤的选定表明这些人正是魏王朝理想的

先贤形象"也会成为以后先贤认定的标准#

又)三国志*卷
E

)高贵乡公纪*裴注引)魏名臣奏*云!

励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禄叙爵"莫美于显能"是以楚人思子文之治"复命其胤"汉室嘉江

公之德"用显其世#伏见故汉大司农北海郑玄"当时之学"名冠华夏"为世儒宗#文皇帝旌录先

贤"拜玄适孙小同以为郎中"长假在家#

二十四贤之一的郑玄受到旌表"他的孙子郑小同亦被拜为郎中"获得长假在家的许可#选定二十四贤时

不仅表彰先贤本人"还惠及子孙#这种做法会给当时的乡里社会带来不少影响#这或许也是人物传的

(

ES

(

!

"

$

)后汉书*卷
")

)周举传*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

本文使用的版本是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刊本)五朝小说(魏晋小说*收录的)圣贤群辅录*#

)史通*古今正史第二记载&魏黄初中"唯著先贤表"故)汉记*残缺"至晋无成'"可知黄初年间"有一部叫做)汉记*的先贤表"但具

体信息不明#



E日F永田拓治!上计制度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

主流名称在东汉时期为&耆旧传'到曹魏时却转变为&先贤传'的主要原因!

#例证之一就是)汝南先贤

传*#虽然从现存的东汉&耆旧传'中还不能确认传中是否有编者的同族#但是"周斐的)汝南先贤传*中

可以发现几篇周斐同族汝南郡安城周氏的传#这种记载汝南郡安城周氏先贤辈出的情况"可能是周斐

表达自己与先贤关系的一种方式"

#如果)汝南先贤传*中的立传者周嘉%周畅%周业%周盘+磐,%周燮%

周乘被王朝追认为先贤"安城周氏就会成为先贤辈出的&先贤之家'#

然而"想要成为中央认定的先贤"还需要向朝廷上报#晁载之)续谈助*卷
E

引殷芸)小说(许劭别

传*

$云!

汝南中正周裴%表称!&许劭高节遗风"与郭林宗%李元礼%庐子干%陈仲弓齐名#'

)汝南耆旧传*的编者周斐任汝南郡中正时"上表称汝南郡先人许劭&高节遗风'"堪与郭林宗%李元礼%庐

子干%陈仲弓等辈齐名#与二十四贤之一朱寓的情况相同"许劭的例子也表明先人的信息是通过郡中正

向中央上表报告的#

这种郡中正掌握的资讯和各郡国编纂的&耆旧传'%&先贤传'向中央汇报的情况"在)华阳国志*

&卷

))

)后贤志(陈寿传*中有如下记载!

大同后"察孝廉"为本郡中正#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太尉赵产%及汉中陈申伯%祝元

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寿以为不足经远"乃并巴汉撰为益部耆旧传十

编#散骑常侍文立表呈其传"武帝善之#+再,为著作
#

#

西晋统一天下后"时为郡中正的陈寿编纂了)益部耆旧传*#成书后"散骑常侍文立上表将这部)益部耆

旧传*呈给武帝'

#可见"武帝知晓各地在编纂&耆旧传'%&先贤传'#而且"郡中正陈寿正因为编撰)益

部耆旧传*表现出的优秀才能而被任命为著作郎"掌管史书撰写#这再次证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

纂不仅仅是乡里社会的自矜行为#又)宋书*

(卷
)E

)礼志一*载!

魏国初建"事多兼阙"故黄初三年"始奉璧朝贺#何承天云"魏元会仪无存者#

即使仪注不明"魏王朝还是举行了元会#前文已述"元会时各郡国上计报告"曹魏可能也是在元会时上

计汇报先贤情况#

如上所示"中央在认定先贤时"利用各郡中正编写的先人状和当时各个地方盛行编写的&耆旧传'%

&先贤传'的情况更加明晰#接下来"中央对先贤的认定和管理在西晋时期出现了划时代的事件#)晋

书*

*卷
'"

)食货志*记载!

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

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

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訤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

如之#

规定了依据官品可占田的最高限额#文中规定"依据官品高低"官员亲族的恩荫也有级差"对宗室%国宾

+二王三恪"即夏商周后裔"以及东汉后裔山阳公%魏陈留王,和先贤子孙的处理也一样#这是中央明确

承认先贤子孙具有特权身分的重要史料#

此外"&先贤之后'范围的界定也存在疑问#中岛敏编写%西岛定生译注的)晋书食货志译注*将文中

(

SS

(

!

"

$

%

&

'

(

*

可以确认的是东汉时期
)!

部人物传中"以&先贤'冠名的仅
'

部+)庐江先贤赞*%)鲁国先贤传*,"剩下的
))

部人物传均以&耆旧

传'冠名#与此向对"东汉以后"三国时期的
)'

部人物传中"以&耆旧传'冠名的仅
E

部"两晋时期的
)#

部人物传中仅
!

部#可见

东汉以后"&先贤传'成为冠名的主流+参照附表,#

确认此后东晋时期"习凿齿的)襄阳耆旧记*%虞预的)会稽典录*中均有编者本族立的传#

)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DE

年#

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中考证&裴'做&斐'"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DO

年#

关于陈寿)益部耆旧碝*"可参照王仲镛!)陈寿3益部耆旧传4探微*"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

年第
!

期#关于其成书年代"可

参照曹书杰!)陈寿3益部耆旧传4成书年代考*"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S

年第
!

期#

)宋书*"中华书局
)(OE

年#

)晋书*"中华书局
)(OE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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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贤之后'解释为&古代圣贤的子孙"即孔子的子孙等'

!

#然而"以)先贤传*为首"难以确定当时史

书中的&先贤'指的就是孔子#权举一例说明")晋书*卷
('

)文苑传(袁宏传*记载!

+袁宏,后为)东征赋*"赋末列称过江诸名德"而独不载桓彝#时伏滔先在温府"又与宏善"

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温知之甚忿"而惮宏一时文宗"不欲令人显问#后游青山饮归"命宏同

载"众为之惧#行数里"问宏云!&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2'

袁宏撰写的)东征赋*中罗列了诸多东晋以后有名德的人士"却没有记载当时权臣桓温的父亲桓彝"桓温

对此抱有怨恨#文中桓温就称他的父辈诸人为&先贤'#因此"本文倾向于认为)晋书(食货志*中的&先

贤'指的是与当时时代相隔不远的贤者#如果以上的认知不致大误"那么)晋书(食货志*的这条材料可

以说正式明确了中央对先贤的认定%管理以及先贤子孙特权身分获得的标准#

综上所述"中央政府尊重乡里社会重视的先贤"地方长官在上任后立即参拜先贤坟墓"优待先贤子

孙#与此同时"又基于防范地方滥立私庙%私祠引起民乱的统治需要"中央也致力于管理各个郡国的先

贤#尤其是曹魏"采取了由王朝认定先贤并优待其子孙的措施#

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将先贤子孙也视作贤人加以优待的举措"乡里社会为了取得由中央认定的&先

贤之后'的特权身分"在三国时期以后"编纂主流由&耆旧传'转为&先贤传'#从这个层面讲"乡里社会编

纂&耆旧传'%&先贤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政策导向的结果#

三%上计制度与)襄阳耆旧记*

东晋时期出现了与以往&耆旧传'%&先贤传'体裁完全不同的人物传#这就是因撰写)汉晋春秋*而

知名的习凿齿"编纂的)襄阳耆旧记*

$

#)郡斋读书志*

%卷
(

)襄阳耆旧记*条记载!

右晋习凿齿撰#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其山川城邑"后载其牧守#隋)经籍志*曰)耆旧记*"

唐)艺文志*曰)耆旧传*#观其书纪录丛脞"非传体也"名当从)经籍志*云#

)襄阳耆旧记*不仅记载了襄阳人物"还记有襄阳地区的山川城邑%牧守等信息#实际上"从现存)襄阳耆

旧记*来看"本书不仅记载了出身襄阳的先人"还涵盖了刺史%山%陂%池子%水%城%台%坛%坟%冢%亭子%桥

等内容#

下面将比较现存)襄阳耆旧记*的佚文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异同"并从它们与上计制度的关

系角度进一步深入讨论#

首先选取荆州地区编纂的以下几种&耆旧传'%&先贤传'作为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分析对象

+各个传记的具体情况"即卷数%编者均依据)隋书*卷
!!

)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和)旧唐书*卷
ES

)经籍志*

乙部史录杂传类以及)新唐书*卷
SD

)艺文志*乙部史录杂传记类,#

)%

)桂阳先贤画赞*"编者东吴左中郎张胜"内容不详#除)隋书(经籍志*记为
)

卷外"其它目录均

记为
S

卷#由于本传之外还有&画赞'"多出的几卷可能是&画赞'部分#本书尚存佚文
)#

条"立传者包

括张熹%成武丁+武丁%成丁%成子,%程曾+程
4

,%胡滕%苏眈%罗陵六人#

(

"S

(

!

"

$

%

参照中岛敏!)晋书食货志
&

盰*"载)东洋文库*

'##O

年"第
)DS

页"注
"#"

条#另"陈连庆的)晋书(食货志校注*+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

年"第
)SE

页,指出"&前代名人之后"如孔子后裔#'

关于习凿齿"可参见刘静夫!)习凿齿评传*"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
)(()

年$黄惠贤!)3晋书(习凿齿传4评述*"载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黄惠贤!)对习凿齿卒年及其著作的检讨和蠡测*"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

料*第
'"

辑"

'#))

年#

关于)襄阳耆旧记*名称的使用"在)三国志*裴注中引用为)襄阳记*")后汉书*李贤注中使用了)襄阳耆旧传*%)襄阳耆旧记*%)襄

阳记*三种名称#此外"就现存佚文来看")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
)(D'

年,中)襄阳耆旧记*

S

条")襄阳耆旧传*

'

条$)北堂书

钞*+文海出版社
)("'

年,中)襄阳耆旧记*

!

条")襄阳耆旧传*

O

条")襄阳传*

)

条#)初学记*+中华书局
)("'

年,中习凿齿)襄阳

耆旧记*

'

条%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

条$)太平御览*中)襄阳耆旧记*

)D

条")襄阳耆旧传*

))

条")襄阳传*

)

条"大体上各传记的佚

文数都相同+但是)太平御览*卷
E)O

人事部&忠勇'条在引用)襄阳耆旧传*后紧接着引用了)襄阳记*,#)后汉书*中"注文引)襄阳

耆旧传*

!

条%)襄阳记*

E

条$)续汉书*注引)襄阳耆旧记*

'

条")襄阳耆旧记*)襄阳耆旧传*)襄阳记*均有收载#)三国志*注中仅

有)襄阳记*

)D

条#从现存佚文很难判断究竟是哪个名称是正确的#本文统称为)襄阳耆旧记*"引用史料则遵循各个史料中的说

法#此外"类书中仅讨论)襄阳耆旧传*和)襄阳耆旧记*#又现存)襄阳耆旧记*的优秀辑本有舒焚%张林川共同校注的)襄阳耆旧

记校注*+荆楚故书丛刊"荆楚书社
)(D"

年"另收录于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黄鳪贤的)校补襄阳耆旧

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DO

年"收于同著)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与资料*"湖北人民出版社
'#)#

年,#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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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阳先贤记*"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
)

条#立传者
)

名+苏眈2,#

!%

)桂阳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
"

条#立传者
E

名+张熹%罗陵2%程桓%苏

统%苏鮃,#

E%

)零陵先贤传*"编者不明+)五朝小说*%)说郛*

!记为司马彪撰"但依据不明,"

)

卷"佚文
''

条#

立传者刘巴%郑产%周不疑#又)太平御览*卷
(OD

菜茹(瓜条引用了)零陵仙贤传*"不知与)零陵先贤

传*有何关联"立传者李融#现存)零陵先贤传*佚文中无此条内容#

S%

)武陵先贤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仅见)水经注*卷
!"

%)艺文类聚*卷
S

%)北堂书

钞*卷
""

%卷
O!

中共
E

条佚文#可以确认的立传者有武陵汉寿人潘京+景,%王坦
'

人#

"%

)长沙耆旧传*+或称)长沙耆旧传赞*%)长沙旧部传*,"编者晋临川王郎中刘#刘的具体情况

不明#本书书目和卷数在各个书目中均不同+)隋书*卷
!!

!)长沙+耆,旧传赞*三卷%晋临川王郎中刘

撰#)旧唐书*卷
E"

!)长沙旧邦传赞*三卷%刘成撰#)新唐书*卷
ED

!刘)长沙旧邦传赞*四卷,#只是

仅从现存佚文难以确认是否就是)旧唐书*%)新唐书*收录的)长沙旧邦传赞*#佚文最多的是)长沙耆旧

传*"有
'O

条")长沙耆旧传赞*

S

条#此外还能确认的有)长沙旧部传*

)

条#

O%

)荆州先贤传*")隋书*未收录#依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编者高范"

!

卷#现存佚文
(

条"立传

者有董正%庞统%罗献%马良
E

人#

D%

)荆州先
5

传*"历代书目未收载"编者%卷数不明#佚文
"

条#立传者有庞统%

6

硋%费%罗献

E

人#

仅从以上八种)先贤传*%)耆旧传*的佚文来看"全都只记录先贤的事迹+如孝%廉%义%清等方面,#

与此相对")太平御览*卷
E('

人事部&贪'条引)襄阳耆旧记*

"

!

罗尚贪而不断"付任失所"故遂至大败#蜀人不堪其征求"数万人共连名诣太傅东海王"言

之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直#富拟鲁卫"家成市
$

"贪如虎狼"无复极已#'

本条详细记录了评价极差的罗尚+襄阳人,的事迹#这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有所不同#

由此可知")襄阳耆旧记*的编纂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夸耀乡里#

除此之外")襄阳耆旧记*与其它&耆旧传'%&先贤传'的不同之处"还在于记录牧守+刺史%太守,这一

点#前文已经提到牧守出任时有回避本籍的原则#也就是说"与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仅记录出身于

本地郡县的先贤不同")襄阳耆旧记*还为并非襄阳出身的人物立传#)太平御览*卷
E"S

人事部&歌'条

引)襄阳耆旧传*载!

襄阳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歌曰!&美哉明后"

%

哲惟嶷"陶广乾坤"周孔是则"文武播畅"威

振遐域#'

引文记录了百姓称颂襄阳太守胡烈$善政的歌谣#

最后")襄阳耆旧记*的独有特点是它还记载了山川%城邑#)三国志*卷
S"

)吴志(朱然传*裴注引

)襄阳记*记载!

籸音如租税之租#籸中在上黄界"去襄阳一百五十里#魏时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万余

家屯此"分布在中庐宜城西山鄢%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陆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

谓之籸中#

引文就襄阳郡内的&籸中'

%

"记录了它与治所襄阳的距离以及土地的肥瘦情况等问题#又如)续汉

(

OS

(

!

"

$

%

本稿参照的是陶宗仪辑录)说郛*百卷+)说郛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
)(DD

年,"冯梦龙的)五朝小
+

*+明末刊本"台湾国家图书馆

藏,"陶宗仪辑%陶?重校的)说郛*百二十卷+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刊本"京都大学人文研东方部藏,#

)晋书*卷
SO

)罗宪传附兄子尚*记载!&尚字敬之"一名仲#父式"柯太守#尚少孤"依叔父宪#善属文#荆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刘

乔为参军"并委任之#太康末"为梁州刺史#及赵貵反于蜀"尚表曰!-貵非雄才"必无所成"计日听其败耳#.乃假尚节为平西将

军%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贪"少断"蜀人言曰!-尚之所爱"非邪则佞"尚之所憎"非忠则正#富拟鲁%卫"家成市里$贪如豺狼"无

复极已#.'

)三国志*卷
'O

)王基传*!&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基被诏"当因此震荡江表#'同传裴注引司马彪)战略*云!

&景元二年春三月"襄阳太守胡烈表上吴贼邓由%李光等'"可知此襄阳太守就是胡烈#

关于&籸中'"参照石井仁!)籸中考
J

三国时代7GLM沔南6村坞D流民%蛮夷
J

*"载)三国志论集*"三国志学会
'##D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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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郡国志四*

!荆州条注引)襄阳耆旧传*云!&县西九里有方山"父老传云交甫所见玉女游处"北山之

下曲隈是也#'可见"书中还留存有对山的相关记载#

那么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中不会收录的身负不良事迹的先人%并非襄

阳出身的牧守%甚至传统人物传中完全没有的山川%城邑呢2 前文已经指出&耆旧传'%&先贤传'的编写

与上计制度以及郡中正编纂的故人之&状'关系密切#下面想利用)晋书*卷
E'

)王浑传*中记录的王浑

关于上计的上表和郴州晋简"考察)襄阳耆旧记*的编纂问题#

)晋书*卷
E'

)王浑传*记载!

+惠,帝尝访+王,浑元会问郡国计吏方俗之宜"浑奏曰!&陛下钦明圣哲"光于远近"明诏冲

虚"询及刍荛"斯乃周文畴咨之求"仲尼不耻下问也#旧三朝元会前计吏诣轩下"侍中读诏"计

吏跪受#臣以诏文相承已久"无他新声"非陛下留心方国之意也#可令中书指宣明诏"问方土

异同"贤才秀异"风俗好尚"农桑本务"刑狱得无冤滥"守长得无侵虐#其勤心政化兴利除害者"

授以纸笔"尽意陈闻#以明圣指垂心四远"不复因循常辞#且察其答对文义"以观计吏人才之

实#又先帝时"正会后东堂见征镇长史司马%诸王国卿%诸州别驾#今若不能别见"可前诣轩

下"使侍中宣问"以审察方国"于事为便#'帝然之#

这是一条惠帝+

'(#J!#"

年在位,咨询王浑元会仪中如何询问郡国上计吏&方俗之宜'的史料#从其回

答可知"王浑认为应从方土异同+不同地域的区别,%贤才秀异+各个地区的贤人,%风俗好尚+各个地域的

风俗喜好,%农桑本务+农业发展的情况,%刑狱得无冤滥+刑罚情况,%守长得无侵虐+地方长官是否侵害

百姓,六个方面询问上计吏#惠帝很认同"所以西晋惠帝以后"上计的报告还包括了以上
"

项内容#

下面联系王浑上表"再对)襄阳耆旧记*佚文和带有惠帝年号的郴州晋简加以探讨#

首先")太平御览*卷
''

时序部&夏中'条引)襄阳耆旧传*!

黄穆字伯开"博学为山阳守"有德政#弟奂字仲开"为武陵太守"贪贿无形"武陵人谚曰!天

有冬夏"人有二黄#

引文记载了武陵人评价汝南郡出身"的武陵太守黄奂为政不如其兄黄穆的事例#这应该就是王浑上表

言说的&守长得无侵虐'

$

#

)晋书*卷
(#

)良吏传*曰!

泰始受禅"改物君临"纂三叶之鸿基"膺百王之大宝"劳心庶绩"垂意黎元"申敕守宰之司"

屡发忧矜之诏"辞旨恳切"诲谕殷勤"欲使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当此时也"可谓农安其业"吏尽

其能者欤5 而帝宽厚足以君人"明威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结绶者以放浊为

通"弹冠者以苟得为贵"流遁忘反"蜪以为常#

武帝之时"屡次发布&优矜之诏'"意在推进&直道正身'&抑末敦本'&农安其业'&吏尽其能'"并试图改变

&未能厉俗'&政刑以之私谒'&贿赂于此公行'等状况#

实际上)晋书*卷
!

武帝纪泰始四年+

'"D

,六月条记载说!

六月丙申朔"诏曰!&郡国守相"三载一巡行属县"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职宣风展义也#见

长吏"观风俗"协礼律"考度量"存问耆老"亲见百年#录囚徒"理冤枉"详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

患苦#无有远近"便若朕亲临之#敦喻五教"劝务农功"勉励学者"思勤正典"无为百家庸末"致

远必泥#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进之$有不孝敬于父母"不长悌于族党"

悖礼弃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罪之#田畴辟"生业修"礼教设"禁令行"则长吏之能也#人穷匮"

农事荒"奸盗起"刑狱烦"下陵上替"礼义不兴"斯长吏之否也#若长吏在官公廉"虑不及私"正

(

DS

(

!

"

$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中华书局
)(DE

年#

)后汉书*卷
"O

)党锢列传(范滂传*记载!&+范,滂后事释"南归#始发京师"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数千两#同囚乡人殷陶%黄

穆"亦免俱归'"可知黄奂之兄黄穆与范滂同乡"据此推测黄奂应该也是出身汝南郡#

东汉时期就可以看到这种萌芽"据)后汉书*卷
"O

)党锢列传(范滂传*注引)汉官仪*记载!&三公听?长史臧否"人所疾苦"还条奏

之"是为举谣言也#顷者举谣言"掾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州郡行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默尔衔枚'"以&谣言'的形

式向三公汇报长史的善恶得失#此外"为何)襄阳耆旧记*中会记录武陵太守"尚有些难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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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直节"不饰名誉者"及身行贪秽"谄黩求容"公节不立"而私门日富者"并谨察之#扬清激浊"

举善弹违"此朕所以垂拱总纲"责成于良二千石也#於戏戒哉5'

文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郡守于地方统治中应遵循的规范#又同传武帝纪泰始四年+

'"D

,十二月条载!

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

武帝向地方郡国颁布&五条诏书'#可见武帝对地方统治的忧虑#非常巧合的是"在郴州晋简中也可以

看到与上计有关的泰始四年+

'"D

,五条诏书相关简!

"而五条诏书在)文馆词林*卷
"()

中称作)西晋武

帝戒郡国上计掾史还各告守相敕*#

关于各个郡国上计吏与皇帝敕戒之间的关系"据)宋书*卷
)E

)礼志一*引晋武帝咸宁年间+

'OSJ

'O(

,更定的&咸宁仪注'!

晋武帝世"更定元会注"今有)咸宁注*是也"")咸宁注*"先正月一日"守宫宿设王公卿校

便坐于端门外"大乐鼓吹又宿设四厢乐及牛马帷于殿前""漏未尽七刻"群司乘车与百官及

受贽郎下至计吏"皆入"诣陛部立#"乃召诸郡计吏前"授敕戒于阶下#

规定诸郡上计吏于元旦接受皇帝敕戒"

#

武帝对郡国守相异乎寻常的关注由以上事例可见一斑#这应该与王浑上表中主张应考察的&守长

得无侵虐'一条相关#如上所示"王朝对各个郡国的?戒通过上计吏下达到各地"显示出当时上计制度

在对地方统治中的重要性#

但为何)襄阳耆旧记*会记载已去世的牧守呢2 )三国志*卷
)S

)魏书(贾逵传*载!

薨"谥曰肃侯#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为刻石立祠#青龙中"帝东征"乘辇入逵祠"诏

曰!&昨过项"见贾逵碑像"念之怆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逵存有忠勋"没

而见思"可谓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劝将来#'

豫州刺史贾逵死后"豫州吏民为他刻石立祠#还值得注意的是"此后明帝在青龙年间+)三国志*卷
!

)明

帝本纪*青龙二年+

'!E

,秋七月壬寅条,东征的时候"路访吏民修建的贾逵祠堂"瞻视贾逵的石碑和造像"

表彰贾逵"并向天下公布贾逵功绩"以劝将来#又有同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记载!

甘露二年"车驾东征"屯项"复入逵祠下"诏曰!&+贾,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

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5 夫礼贤之义"或扫

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

高贵乡公在甘露二年+

'SO

,东征时再次路经贾逵祠"命人扫除祠庙"加以修缮"可知中央事后承认了被乡

里吏民视作先贤的贾逵#如此例所示"即使牧守已死"牧守及其祠堂在其任职地仍保有一定的影响力"

连朝廷也无法忽视#这可能就是)襄阳耆旧记*中留存有牧守记录的主要原因#

前引郴州晋简中包含有&汉故平舆令张喜墓石虎+

'J'E'

,'%&汉故长沙大+太,守胡滕墓石虎石柱石

碑+

'J''D

,'等关于先贤坟茔情况的报告#这应该属于王浑说的&贤才秀异'#

除)襄阳耆旧记*的事例之外")水经注*

$卷
')

引)桂阳先贤画赞*中记载!

临武张熹%字季智"为平舆令#时天下大旱"熹躬祷雩"未获嘉应"乃积柴自焚#主簿侯

崇"小史张化"从熹焚焉#火既燎"天灵感应"即澍雨#此熹自焚处也#

又)太平御览*卷
"#"

文部&板'条引)桂阳先贤画赞*记载!

胡滕为南阳从事"遇大驾南巡"求索
&

猥#滕表曰!&天子无外"乘舆所幸"便为京师#臣请

荆州刺史比司隶"臣比都官从事#'帝奇其才"悉许#大将军西曹椽亡马"召滕"因作都官鹄头

板"召百官敬服#

(

(S

(

!

"

$

%

参照伊藤敏雄%永田拓治的)郴州晋简初探*#关于五条诏书与郴州晋简的关系"可参照魏斌!)五条诏书小史*"载)魏晋南北朝隋

唐史资料*第
'"

辑"

'#)#

年#

渡边信一郎在)天空6玉座
!

中国古代帝国6朝政D仪礼*+第
)

章,论述元会仪礼成立的过程并探讨上计吏?戒仪礼时"指出"

在年度末的计会日受理上计%慰劳上计吏%咨问地方情况等"在元日之元会?戒上计吏"颁布五条诏书#

)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
)(D(

年#

&喜'通&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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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

卷 第
#

期

以上材料均表明两人在桂阳郡被视为先贤"同时也显示出在乡里社会中被认定的先贤之墓会作为上计

内容被报告#

又如)艺文类聚*卷
(

水部下&陂'条引)襄阳耆旧记*云!&宜城县东北角"有熨斗陂'"记录了陂的位

置#)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阳郡条引)襄阳耆旧传*!&有松子亭%下有神陂%中多鱼%人捕不可得'

记录了亭和陂+&中多鱼',的情况#这些应该是&方土异同'+或者是&方土异同'的基础材料,#关于陂中

多鱼的情况在郴州晋简里有如下记载!

'J'")

!

土地生鱼龟鳖譑

该简留有桂阳郡采集鱼种的记录#推测不误的话"这可能是陂中所捕鱼群种类的报告!

#此外"在另外

的郴州晋简中还有如!

'J)S"

!

土地生木松杨楮蓒黄薪椒籹梓蟃板
'

桑粃

'J)D#

!

土地生熊虎豹 蛇蜈蚣鱋能毒害人陆生之属

该简留存有桂阳郡水生%陆生各种动植物的记载#这使人联想到)襄阳耆旧记*里关于山川的记载#在

郴州晋简里还有关于&亭'的记载!

)J'"

!

都邮南到谷驿廿五
&

里吏黄明士三人
&

主

)JOE

!

挛德亭到故佳邮六里废无居人今置迷桥驿

该简记录有亭的设置"各个邮亭间的距离%存废%人员配置等内容#而)艺文类聚*卷
E(

职官部&鸿胪'条

引)襄阳耆旧传*云!

习郁为侍中"时从光武幸黎丘"与帝通梦见苏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鸿胪"录其前后功"封襄

阳侯#使立苏岭祠"刻二石鹿"侠神道"百姓谓之鹿门庙#或呼苏岭山为鹿门山#

文中记录有祠%石像和山#郴州晋简里也有!

'J'##

!

桐梁溪原+源,出县翁原山

'J''E

!

逋溪原+源,出县阳山

简文中留有桂阳郡管辖下的山%河%溪流流向的记录#

那么为什么中央政府要通过上计制度掌握各地山川的情况呢2 关于这个问题"在)宋书*卷
)O

)礼

志*中还有如下记载!

汉时城阳国人以刘章有功于汉"为之立祠#青州诸郡"转相放效"济南尤盛#至魏武帝为

济南相"皆毁绝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绝#至文帝黄初五年十一月"诏曰!&先王

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则郊社"其次宗庙"三辰五行"名山川泽"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世衰

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礼之祭"巫祝之

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明帝青龙元年"又诏!&郡国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诏!&昔圣帝明王"修五岳%四渎"名山川泽"各有定制#所以报阴

阳之功"而当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也#故史荐而无愧词"是

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笃"僭礼渎神"纵欲祈请"曾不敬而远之"徒偷以求

幸"妖妄相扇"舍正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旧礼"具为之制"使功著于人者"必有其报"而妖淫

之鬼"不乱其间#'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厉殃及禳祠#'诏曰!&不在祀典"除之#'

从三国魏文帝黄初五年+

''E

,%明帝青龙元年+

'!!

,以及西晋武帝泰始元年+

'"S

,对山川祭祀的态度可以

看出"与对各郡国先贤的管理相同"对地方山川的祭祀同样出现由中央主导的取向#这可能表明"乡里

社会的山川祭祀也与先贤一样"不一定与中央认定的祭祀完全一致#

如上所述")襄阳耆旧记*中除了记录传统&耆旧传'%&先贤传'的立传内容+贤才秀异,"至少还增添

了西晋时期上计报告中方土异同%风俗好尚%守长得无侵虐等内容#通过与西晋时期上计报告的内容比

(

#"

(

!

关于襄阳地区豪族拥有私人池塘%养殖渔产的情况"上田早苗在)後汉末期6襄阳6豪族*+)东洋史研究*

'DJE

"

)(O#

年,一文中

有详尽论述#而且"如所周知")襄阳耆旧记*编者习凿齿的族人习郁就有大鱼池%小鱼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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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基本可以确定)襄阳耆旧记*是西晋以降"在上计对象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编纂的!

#

然而"在刘宋以后&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出现剧减的情况#)宋书*卷
!

武帝纪永初二年+

E')

,

条记载!

夏四月己卯朔"诏曰!&淫祠惑民费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

立祠者"不在此例#'

刘裕受禅不久就废除了&惑民费财'的各种淫祀#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先贤'和&勋德'立祠者并没有

被废除#也就是说"此时王朝有明确标准区分先贤祠和淫祀#

刘宋以降"中央完成对先贤的控制#与此相应"以先贤子孙的身分获取特权的途径断绝#这可能正

是&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剧减的重要原因#中央对乡里社会的控制不仅停留在先贤"更延伸到山

川#这可能也影响了刘宋时代以后地理书的内容"

#

结
!

语

东汉以后"乡里社会出现了重视彰显先贤的风潮"中央通过上计获取地方先贤的信息"利用这些先

贤实现对地方统治#从中央统治地方的角度看来"如何掌握和管理受到乡里社会认可而设立的先贤祠

堂很重要#因为东汉时期各地为优秀先人设立了数量众多的私祠%私庙供乡里社会尊仰"也有为些许细

小功绩和善行就立庙%立祠的倾向#这些祠庙虽是受到乡里社会重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惑坏百姓生

活的淫祠#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有必要设定针对先贤祠的判断标准#中央采取了利用各个郡国的

上计控制和管理郡国先贤的办法#

这种努力在东汉以后一直延续"三国时期魏文帝%明帝选定二十四贤并撰写二十四贤状"明帝编制

)海内先贤传*等一连串选定先贤的政策"正是这种努力的表现#此后"中央政府对先贤的认定通过规定

占田制中先贤子孙可占份额"至此"这一制度迎来划时代的变化#

另一方面"与中央政府想要稳固地方统治的意图不同"抱着提升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的期待"乡里

社会编纂&耆旧传'%&先贤传'的风潮进一步深化#中央政府出于地方统治的必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

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这种政策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也就是说"中央政

府以选定二十四贤为契机"在占田制中划时代地明确确立了先贤子孙具有的特权#因为中央政府的政

策导向"乡里社会努力编纂&耆旧传'和&先贤传'#

总之"中央政府掌控先贤的意图"特别是乡里社会对上计内容的敏感反应促成了&耆旧传'%&先贤

传'编纂的流行#此外"从郴州晋简可以看出"不仅是先贤"出于取缔各地山川祭祀的需要"上计报告扩

充了各种信息")襄阳耆旧记*就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本文没有像从前那样从乡里社会自身意图的角度考察&耆旧传'%&先贤传'"而是以中央政府的意图

和政策为中心进行讨论#只有借此途径"才能够把握住&耆旧传'%&先贤传'流行时期社会的整体面貌"

才可能为考察汉晋时期的新历史特征"乃至门阀贵族的成立提供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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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文中指出"虽然不能把&耆旧传'&先贤传'和&地理书'视为性质相同的记

录"但是两者在意图夸耀乡里的这一点上十分类似#但是与此相对"胡宝国在)杂传与人物品评*%)州郡地志*+)汉唐间史学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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