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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 洪 生 卒 年 及 隐 居 罗 浮 考

程 喜 霖

葛洪是料朝道教的代丧人物
,

又是著名的化学家
、

医学家
,

在文化科学史上占有爪要地

位
。

可是对其生平事迹
,

详细记述者不多
,

尤其是对他的生卒年没有记毅
,

甚至对其年岁亦

史载非一
。 《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云 :

洪在罗浮山卒
, “

时年八十一
,

①
。

《太平衰宇记》卷一六O 袁彦伯《罗浮记》载
:
葛洪宇稚川

,

句容人
。

在罗浮山
“

炼丹积年
,

忽直岱书云
:
当远行寻药师

,

刻期当去
,

岱疑其异
,

便狼狈往别
,

既至而洪已亡
,

时年六十
一

。 ”

而《晋书拼注》卷七十二《葛洪传》对其年岁考订云
:

洪卒
, “

时年八十一
。

案
: 《寰宇记》一

百六十
,

引袁彦伯《罗浮记》作时年六十一 , 《御览 》六百六十四
,

引《晋中兴书》亦作年八十一
,

则作六十一者误也
。 ”

断注的作者吴大怪
、

刘承千取八十一说
,

认为六十一说为非
。

也有的人

认为六十一说为是
,

可是对葛洪的生卒年却未进行考究
。

究竟葛洪生卒何年 ? 是八十一岁
,

还是六十一岁?

《抱扑子
·

外篇
·

自叙》云
: “

昔大 (太 )安中石冰作乱
。 ” “

义军大都督 (顾泌 ) 邀洪为将兵都

尉
” , “

遂募合数百人
,

与诸军旅进
,

曾攻贼之别将
,

破之
。 ”

因功捆洪伏波将军
。

据《晋书拼注》卷七十二《葛洪传》载
: “

太安中
,

石冰作乱
,

吴兴太守顾秘为义军都督
,

与

周觅等起兵讨之
,

秘擞洪为将兵都尉
,

攻冰别率
,

破之
。

〔注引
: 《御览》三百二十八《抱扑子

·

外篇 ))( 今本佚 ) 日 :
张昌反于荆州

,

奉刘尼为汉主
,

乃遗石冰击定扬州
,

屯于建业
。

宋道衡说

冰求为丹阳太守
,

到郡发兵攻冰
,

召余为将兵都尉
,

余年二十一
,

见军旅 (此句有脱字 ) 不得

已而就之
。

宋侯不用吾计
,

数败
。

吾命宋侯从月建住华盖下
,

遂收合徐烬
,

从吾计
,

破石冰
。

案
:

宋道衡不见于史
,

盖为顾秘部将
。

〕迁伏波将军
。 ”

检《晋书》卷一 0 0 《张昌传》
、

《陈敏传》 : “

张昌
,

本义阳蛮也
。 ”

太安二年五月
,

举兵反
,

攻破郡县
,

昌别率石冰寇扬州
。

十二月
,

扬州秀才 (议郎 )周犯
、

前南平内史王矩
、

前吴兴内

史顾秘起义军以讨石冰
。

冰退自临淮趣寿阳
,

征东将军刘准遣广陵度支陈敏击冰
。

永兴元年

( 3 0 4年)三月
,

陈敏攻石冰斩之
,

扬徐二州平②
。

又《资治通鉴》卷八十五晋纪七惠帝太安二年 ( 3 0 3年 ) 十二月条
:
顾秘

、

周犯
、

王矩举兵讨

石冰
。 “

于是前侍御史贺循起兵于会稽
,

庐江内史广陵华谭及丹阳葛洪
、

甘卓皆起兵以应秘
。

犯
,

处之子 , 循
,

邵之子 , 卓
,

守之曾孙也 (三家皆吴之强宗 )
。 ”

上引史实说明
:

其一
,

公元三 O 三年 (惠帝太安二年 ) 五月
,

张昌
、

石冰领导长江 中下游

流民起义
,

石冰攻占扬州
。

十二月
,

以顾秘
、

周 犯为首的江东大族
,

组织地主武装与石冰对

抗
。

三O 四年 (惠帝永兴元年 )三月
,

顾秘
、

周犯
、

陈敏等镇压了石冰
。

葛洪参与了镇压石冰

事件
,

曾为顾福部将宋道衡的下属
,

因军功卓著
,

被顾秘握为伏波将军
。

其二
,

葛洪是在

三 O 三年十二月
,

应召为将兵都尉
,

时年二十一岁
,

向上溯二十一年
,

为公元二八二年 (西晋武

帝太康三年 )
,

当为葛洪生年
。



广东是葛洪从师学道
,

退隐尸解的地方
,

但史载葛洪不止一次到广州
。

《晋书》卷七十二

《葛洪传》云
: “

洪早天下乱
,

欲避地南土
,

乃参广州刺史松含军事
。

及含遇害
,

遂停南土多年
,

征镇橄命一无所就
。 ”

同书卷六十六《刘弘传》云 :
太安中张昌作乱

,

诏荆州刺史
、

镇南将军弘

讨昌
,

昌平
。 “

时荆部守宰多阔
,

弘请补选
,

帝从之
。 ”

检含亦在其列
,

永兴三年 ( 3 0 6年》
,

邓

弘
“

卒于襄阳
” 。

同书卷八十九《秘食传》云 :
含字君道

,

中书待郎
。

永兴初 (3 0 5 年 )投奔刘弘
,

后值广州刺史王释病故
, “

弘表含为平越中郎将
,

广州刺史
,

未发弘卒
。

或欲留含领荆州
,

含

性刚躁
,

素与弘司马郭肋有隙
,

冲疑含将为己害
,

夜掩杀之
。 ”

据《抱扑子
.

外篇
·

自叙》云
: “

谁国称居道 (居
,

君之误 )见用为广州翩史
,

乃表请洪为参

军
。

虽非所乐
,

然利可避地于南
,

故龟勉就焉
。

见遣先行催兵
,

而居道于后 遇害
,

遂 停 广

州
。 ”

又《晋书断注》卷七十二《葛洪传》载
:

葛洪到广州
,

因祛含遇害
,

其它镇将
“

见邀用皆不

就
。 ”

遂
`

师事南海太守上党鲍玄 (玄字前脱太字 )
。

玄亦内学
,

逆占将来
,

见洪深重之
,

以女妻

洪
。

洪传玄业
,

兼综练医术
,

凡所著撰
,

皆精核是非
,

而才章富赡
。 ”

史实说明
,

公元三 O 六年
,

葛洪二十四岁
,

在襄阳被广州刺史播含任为参军
,

当他先行

到广州后
,

逢刘弘卒
,

旋系格含遇害
,

葛洪只好滞留广州
。

于是投奔南海太守鲍玄学道
,

玄

非常器重洪
,

并把爱女鲍姑嫁给他为妻室
,

葛氏未妇继承了鲍玄的练丹术和 医 学
。

因 此
,

三 O 六年
,

葛洪首次到岭南是决定他成为道教徒的契机
。

葛洪晚年再次到广州
,

并隐居罗浮山又是何年 ?

《抱扑子
·

外篇
·

自叙》略云
:
公元三一一年琳帝永嘉五年 )

,

葛洪
、

鲍姑从南海回到故

乡丹阳句容 , 三一四年 (憨帝建兴二年 )
,

琅哪王司马睿进位承相
,

辟洪为椽 , 三一八年 (东

晋元帝建武二年
,

三月改元大兴 )
,

司马睿即帝位
,
。

以洪
“

平贼 (石冰 )功
,

踢爵关内侯
” ; 三二

七至三二九年 (成帝咸和二至四年 )
,

洪应成帝召
,
参加平定苏峻之乱

,

因军功
,

司徒王导召

洪为司徒椽
,

迁洛议参军
。

其时
,

葛洪密友干宝
“

荐洪才堪国史
,

选为散骑常侍
,

领大著作
。

洪固辞不就
,

以年老
,

欲炼丹 以祈遇寿
,

闻交处出丹
,

求为句屁令
。

帝以洪资高
,

不许
。

洪

日
:

非钦为荣
,

以有丹耳
。

帝从之
。

洪遂将子侄俱行
。

至广州
,

刺史邓岳留不听去
,

洪乃止

罗浮山炼丹
。

岳表补东官太守
,

又辞不就
。

岳乃以洪兄子望为记室参军
。

在山积年
,

优游闲

养
,

著述不辍
。

⑧
”

由此可见
,

葛洪再赴岭南
,

退隐罗浮山是公元三二九年之后的事
,

正值邓岳为广州刺史

之时
。

据《资治通鉴》卷八十八
、

八十九
、

九十二
、

九十三
、

九十四载
:
从公元三一二年 (惠帝

永嘉六年 ) 到三二八年 (东晋成帝咸和三年 )
,

郭呐
、

王机
、

陶侃
、

阮孚相次任 (或兼) 广州刺

史
。

直到三二九年喊和四年 )
,

才转卞敦为安南将军
,

广州刺史
,

因病未赴任而卒
。

三三 O

年 (咸和五年 )三月
,

陶侃联军平定郭默之乱
, “

诏以侃都督江州
、

领刺史 , 以邓岳 (擞 )督交
、

广诸军事
,

领广州刺史
。 ”

又《晋书断注》卷八十一《邓岳传 》略云
:
肉侃使岳领西阳众讨郭默

。

默平
。

岳
“

迁督交
、

广诸军事
、

建武将军
、

领平越中郎将
、

广州刺史
、

假节
,

得前后勋封宣城

县伯
。 ”

可知邓岳是公元三三O 年三月
,

为广州刺史
,
所以他在三月之前不可能 以广州刺史的身

分接待葛洪
,

而葛洪亦不可能在这之前到广州
。

由是推知
,

葛洪夫妇应于三三O 年三月之后
,

抵达广州
。

只有如此
,

广州刺史邓岳才能不让葛洪去偏远的句属 (即广西北流县之句属山 )
。

虽然邓岳挽留
,

但是葛洪并不愿留广州为官
,
他坚意去广州东北百里之遥的罗浮山隐 居 炼



丹
。

依上所述
,

篇洪睡生子公 元二八二年
,

三 O六年从此玄学遭
,

共 :.7 0 午隐居罗浮山
。

那

么
,

葛洪究竞卒于何年 ?

据《晋
一

}孙卷 七个二《 葛洪传 》载
:
葛洪在罗浮山隐居 多年

, “

忽
’
j l凡疏 云

:

当远行
.

列
!p (药 )

,

克期便发
。

岳得琉
,

狼狈往别
。

而洪坐至日中
,

兀然若目而卒
,

岳至
,

遂不及见
。

时` f / 、十

一
。

视 J霉颇色如生
,

体亦柔软
,

举尸入棺
,

甚轻
,

如空衣
,

做以为尸解得仙云
。 ”

无论是《晋书姗注》本传
、

《御览》
、

《句容县志》
、
《广州府志》等书沿用《晋书》本传

,

说葛

洪八十一岁者 , 或是《太平衰宇记》说葛洪六十一岁者
。

皆云
,

葛洪在罗浮山逝世之前某日钟

写信给广州刺史邓岳
,

岳得书急忙奔赴罗浮已是某日下午或者晚上
,

然洪已于当口中午坐逝
,

岳只看到葛洪将死去不久
,

颜色如生
,

并目睹洪尸入棺安葬
。

这就是说葛洪隐居罗浮山以及

逝世
,

邓 岳都是见证人
。

《晋书姗注》八十一 《邓岳传》 载
:

岳少有将帅才略
,

为王教参军
,

转从事中郎
,

西阳太

守
。

曾参与王含反事
,

含败
,

岳奔蛮王
,

后遇赦复西阳太守
,

参加平定郭狱之乱
,

因军功
,

于咸和五年 (3 3 0 年 ) 三月
,

迁岳广州刺史
。 “

咸康三年 (三为二之误
,

即 3 36 年 )
,

岳遭军伐夜

郎破之
,

加督宁州
,

进征虏将军
,

迁平南将军
。

卒
,

子通门
。

子退为襄阳太守
。

弟邓逸字茂

山亦有武干
,

岳卒
,

以逸监交
、

广州
,

建威将军
,

平越中郎将
,

广州刺史
,

假节
。 ”

同书卷七

《 成帝纪》载
: “

咸康 二年 (3 3 6 年 ) 冬月
,

广州刺史邓岳遗督护王随击夜郎
,

新昌太守陶博击兴

古并克之
。 ”

咸康五年 ( 3 39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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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又《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咸康二年十月条
: “

广州刺史邓岳遣督护王随等击夜郎
、

兴古
、

皆克之
。

加岳督宁州
。 ”

同书卷九十六晋咸康五年三月条
: “

广州刺史邓岳将兵击汉宁州
,

汉建

宁太守孟彦执其刺史霍彪以降 (汉主成以霍刺宁州 )
。 ”

可证邓岳并非在公元三三六年
,

伐夜郎
,

荣升平南将军之后就病逝
。

而到三三九年
,

不

仅健在
,

还亲自领兵打仗
。

然而《晋书》本传却对其卒年记载含糊
。

细审《晋书粼注》卷八十一《邓岳传》载
:
岳

“

字伯山
,

陈郡人也
。

(注引
: 《御览 》二百七十六

《 荆州记 》日 :
邓遐襄阳人也

。

)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报
,

后竟改名为岱焉
。 ”

同书卷七《康帝

纪》载
:

成帝于公元三四二年 (咸康八年 )六月卒
,

成帝母弟琅娜王讳岳
,

字世同
,

继位
,

改元

建元
,

是为康帝
。

建元二年 (3 4 4年 )九月
,

康帝龚
。

又《资治通鉴 》卷九十七晋咸康八年六月条
:

成帝病重
,

车骑将军
、

杨州刺史庚冰辅政
,

“

请以母弟琅那王岳为闹
,

帝许之
。 ”

中书令何充以父子相传
,

为古之旧制说冰
,

冰不听
, “

下

诏
,

以岳为嗣
。 ”
壬辰

,

成帝崩
。 “

甲午
,

琅部王即皇帝位
。 ’

是为康帝
,

翌年改元建元 ( 3 4 3 年 )
。

三四四年八月
,

康帝疾笃
, “

九月丙申
,

立腆为太子
。

戊戌
,

帝崩于式乾殿
。 ”

耽即帝位
,

号穆

帝
。

显然邓岳把本名岳改为激是为了避康帝讳
,

又因同音之嫌
,

干脆更名岱
。

此无疑是在康

帝于公元三四二年六月
,

即皇帝位之后的事
。

因为连中书令何充都不知道
,

亦不同意司马岳

为成帝继承人
,

只是在成帝病笃时
,

掌握军政大权的庚冰擅 自作的决定
。

所以远在广州的邓

岳并不清楚宫廷的斗争
,

不可能顶计司马岳在三四二年做皇帝
,

而在此之前就改名避讳
。

由是

邓岳改岳为擞
,

后竟更名为岱
,

是在康帝 ( 3 42 年 6 月至 3“ 年 9 月 ) 年间的事
,

这期间邓岳

仍在广州刺史任上
。

据《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康帝建元元年七月条
:

皮冰
“

都督荆
、

江
、

宁
、

益
、

梁
、

交
、

广七



州
、

豫州之四郡诸军事
。 ”

建元二年十一月
,

庚冰卒
。

又 《晋书督注》卷五十七《滕情传》载
:

滕含 (情子 )
,

初为庚冰长史
,

因讨苏峻乱有功
,

封

夏阳县 (一说阳夏
,

一说东兴 )开国侯
,

邑千六百户
。

后
“

授平南将军
,

广州刺史
,

在任积年
,

甚有威惠
。 ”

同书卷九十七《南蛮
·

林邑国》载
:

永和三年 ( 3 4 7 年)
, “

文攻 日南
,

又袭 九 真
。 ”

五年 ( 3 4 9年 )
,

征西督护滕竣率交
、

广之兵伐于卢容
,

为文所败
。

不久林邑王范文死
,

子佛

嗣
。

升平 ( 3 5 7 至 3 61 年 )末
,

广州刺史滕含率众伐之
,

佛惧请降
。

依此可知
,

邓岳应卒于公元三四四年十一月庚冰死之前
,

在岳死后一个短暂时间
,

由其

弟逸监广州刺史事
。

但为时不久
,

庚冰就任命亲信滕含为广州刺史
,

这大约是 34 4年左右的事

情
。

因此在永和五年和升平末
,

广州刺史与林邑王范文
、

范佛大战时
,

史书不见邓岳
,

只有

滕峻
、

滕含的记载
,

可见岳早在三四四年十一月以前已不在人世了
。

由上所征引史实说明
:

若按 《晋书》本传所载
,

葛洪卒年八十一岁
,

洪生于公元二八二年
,

那么
,

应当死于三六三年
,

是年是滕含任广州刺史
,

邓岳早在十九年前去世
,

怎能为葛洪安

排葬事呢 ? 显然此记载与事实不符
。

若按《太平寰宇记 》所载
,

洪卒年六十一岁
,

依此洪应当

死于三四三年
,

即先邓岳一年逝世
,

其时正值岳任广州刺史
,

可以为洪处理丧事
,

因而此说

接近事实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 以推断
,

葛洪生于公元二八二年 (晋武帝太康三年 )
,

于三三 O 年 (东

晋成帝咸和五年 ) 隐居罗浮山
,

卒于三四三年 (东晋康帝建元元年 )
,

享年六十一岁
。

注释
:

① 《太平御览》卷六六四 引《晋中兴书》日 :
葛洪隐居罗 浮山炼丹多年

,

忽与邓岱 (岳 ) 书当远行
,

岱至而洪

已亡
, “

年八十一
。 ” 《句容县志

·

葛洪传》
、

《广州府志
.

葛洪传》均转引《晋书》本传云
:

洪年
“

八十一
,
卒

。 ”

② 《晋书》卷五十八《周光传》所载略同
。

③ 《晋书 》卷 七十二《葛洪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