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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

吴正岚
(南京大学中 国思想家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制IOK)

摘 要本文通过追溯险机关于出处去就观海的家族渊源『发现孙吴数十年间经明行修的江

东学风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兴思潮的影响陆氏家族中陆泪、陆进等人在开吴士风的变革中

得风气之先陆氏家风遂产生了陆喜尚道德名望和陆抗重立功立事的分化?险机秉承了乃父之风

而重视功名进取因此他入洛以后『很快接受了束时借势的中原士风。陆机趋手'1 求进的行为方式

遂成为江东士入中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关键词险机『孙吴士风『扬郭抑许陆氏家风立功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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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康末年起『陆机在十余年的仕晋生涯中『先

是因与贾谧亲善而为世人所讥『在八王之乱中『赵

王伦篡位时他参与劝进事宜『其后他又驱驰于成都

王摩下因语而死。 当其时张翰、顾荣等江东士人

大多不约而同地南归吴会。 他们还曾试图劝说陆机

与之同归故里但"机负其才望而志匡世难故不

此， 1I1 陆机被害后?孙惠与朱诞书曰"马援择君?

凡人所闻不意三陆相携暴朝杀身伤名可为悼

叹 0" I 21 点明了陆机与其它江东士人在出处问题上的

分歧f 杀身伤Z 语?则表达了孙惠对陪机的生命

硕灭和名节蒙尘的双重惋惜。

陆机在乱世不能激流勇退先后投靠馁臣贼党?

可见其仕进求名之念甚切而固节守操之心几无。

其原因在于陆机从变化了的孙吴士风中接受了 些

新观念的熏陶『而入洛以后『更沾染了当时对于功名

时势的流行观念。

一、厉俗明教江东士人好议论、

重名节的传统

东汉以来『清议之风盛行桓灵之间尤以品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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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著名者为郭泰、许由。史称郭素‘性明知人好

奖训士类-1 飞叉许渤与许靖‘好共 论乡党人物每

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以后汉书》本

传 1- 在汉末清议风气的影响下孙吴士人亦好为议

论。陆机《辩亡论》曰"奇伟则虞翻、陆绩、张温、张

以讽议举正。，， 141 g捷、张、陆等人均出自江东世家大

族『诸人均好为议论『以正时俗。虞翻曾斥康芳"失

忠与信『何以事君俨(((三国 志》本传)陆绩与荆州庞统

友善并曾与统相约天下太平之后与庞统共料囚

海之士。可见其对于人物品评的兴趣。他曾反对

"今论者不务道德怀取之术『而惟尚武"以三国 志》本

传)正可窥见其以儒家正统议论时弊的特点。张温

更是以"亢喊否之谭 效褒贬之义"以三 国志》本传)著

名。

在品评人物的风气大为盛行的同时?名士奖拔

后进、交游结党的现象也极为普遍。如顾由之拔举

丁 、张秉、吴紧、殷礼诸人于幽贱叉史称町剖广交

四海名士"自州郡庶几及四方人士往来相见?或言

议而去?或结厚而且IJ" (((三 国 志》本传 1. 因此世以剖为

知人 。 又虞翻曾拔举丁览、徐陵等人其子忠、耸皆

作者简介吴正岚((968- )女『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讲师『文学博士。



好识人物。这种风气之甚之烈甚至成为风俗。《晋

斗争 虞预传》称"余姚风俗各有朋党。宗人共荐

( 虞)预为县功曹欲使沙汰秽浊f 葛洪指出"汉之末

年吴之季世 举士也必附己者为前?取人也必多

党者为ij(' 151 议论交游之风如果不能保证公正的

品评标准?势必产生党同伐异之弊?他是从反面揭示

了孙吴交游风气之盛。

与清议精神生息相关的是士人的操行节义观

念。如许由之简别清浊与其自身之崇尚名节是互

为表里的。而其议论又无疑能敦促士人改操饰行。

清议精神在孙吴也同样起到了砾前士节的作用。

分析孙吴士人的名节观念必须首先回阿吴地

士风之传统。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吴有太伯之

三让据《史i[))16 1 吴太伯、弟仲雍为周太王之子『王

季历之兄。季历贤『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和昌『

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以避季历。太伯三让

的文化积淀势必对士人的观念产生深刻影响使得

以隐逸节义相尚成为吴地士风的重要特色。如陆

机《吴趋行》也以"泰f自导仁风仲雍扬其波" (I( 陆机

集》卷六)为吴地文化传统之源头所在。又如虞翻在

与王朗论及全稽英贤时认为"昔越王黯让位i1t于

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太f自之传邪俨(((三国

志·虞翻传》裴注引 4会稽典录))1 可见『吴越传统文化中

崇尚名节廉让的观念对于士人有着深刻影响。

孙吴初年士人对汉末清议精神的张扬?又进

步强化了士人的节操观念。清议人士的节义风概往

往表现为家风间德。如张温姐妹以节烈著称" 1lffr姊

妹三人皆有节行为混事已嫁者皆见录夺 a 其中妹

先适颐承?官以许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饮药而死。

吴朝嘉叹?乡人图画为之赞颂云以三国志·张温传》

裴注引4丈士传))1 又如陆绩之女郁生适张1Jîfr弟白张白

迁死异邦后有1 生"抗声日召节『义形于色冠盖交横『

誓而不许"以三 国志·张温传》裴注号 [I( 姚信集圳。又据

史"故吴之风俗相驱以急言论弹射以刻薄相尚。

居三年之丧者?往往致毁以死 0" I 71 i主既表明了 清议

与名节之关系?又反映出孙吴崇尚名节的激烈程度。

这种砾而操行的风气『甚至到了晋代以后仍然可见

其流风余韵。如东晋苏峻之乱中『江东士人或如陆

畔芝随帝在石头?举动方正?不以凶威变节" (I(晋书》

本传)丁潭之"及侍中钟雅、文IJ 超等随从不离帝例"

( I(晋书》本传 1. 忠心护驾或如孔坦、陶回等谋议出兵

以保帝室。此时中原士人能不改节操者寥寥无几?

江东士人去伊并能保全名节?善始令终"(I(晋书·孔愉丁

潭传论))1，可见孙吴崇尚士节观念之影响深远。

二、扬郭抑许陆氏家族与江东

新兴士风的萌芽

(寸扬郭抑许之论的产生

孙吴士风就其整体而言『继承了东汉经明行修

的传统?是故较中原文化为保守民l但随着时代的发

展?士人的行为模式、立身准则等也发生了 定的变

化。

在孙吴士风的变迁中?暨艳事件的发生是 个

重要的转折点。暨艳由张1Jîfr寻|致而为尚书其人"性

猖厉好为清议见时郎署混浊淆杂多非其人?欲减

否区另IJ" 以三国志》本传)于是弹射百僚贬 高就下因

为树敌太多?反遭当事人诽谤最终导致暨艳及选曹

郎徐彪之自杀张温亦因平素与艳、彪观点相同书

信往来频繁『而获罪被废 g 张1Jlfr之被废『固然一方面

因为孙权嫌其声名太盛恐终不为己用『但另一方面

他与暨艳共为清议沙汰清浊是一重要因素。正如

诸葛亮分析张温获罪原因云"吾已得之矣?其人于

清浊太明善恶太分0" (I( 三国 志·张温传》裴注引 4会稽

典录))1

暨艳事件的发生透露了喊否人物的清议风气

开始受到抑制的消息。 清议丰应识别清浊?对人物

的品评包括褒赞和非难两方面的内容然而暨艳等

人因好为清议揭发他人过失而获罪表明当时对于

人物品评有要求扬人之善『反对贬人之恶的倾向 g

从孙吴士人对暨艳事件的评论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士人开始对汉末清议之风进行反思。

史载因为尚书暨艳盛明减否『扬人之失陆机

从祖陪酒致书 暨艳曰"若令善恶异流贵汝顿月旦

之评诚可以厉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远模仲尼

之泛爱?中则郭泰之弘济?近有益于大道也以三国

志·陆璀传))1

陆E冒对于暨艳的劝告?反映出孙吴社会思潮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新动向将好为人物品评的许、郭两

人分而论之?反对许由的月旦之评?却提倡郭泰之弘

济 g 若论许、郭之另IJ.((续谈助》卷囚殷芸《小说))号|

《许由 JIJ传》曰"自汉中叶以来其状人取士?援引扶

持『进导招致『则有郭林宗 g 若其看形色『目童声t 断

冤滞摘虚名?诚未有如剖之熬也。尝以简别清浊为

务 0" 191 则许由主简别清浊?而郭泰则重扶持士人 。

孙吴士人在取则郭泰i3:一点上并无异议。 与郭泰

风概类i!:!、者『如吴郡顾渤颗)I[ 周昭称其" ((论语))言



L 夫子怕怕然善诱人'又曰L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

E! ，( 颐)豫章有之矣 是以人无幽滞而风俗厚

焉'以三国志·张顾诸 葛步传论训。他指出顾由是以赞

誉人物的方式施行教化。周 日召还论及当时士人致祸

之由曰"古今贤士大夫所以失名丧身倾家害国者

急论议也 急论议则伤人周日召重视颐由

之奖拔人物而非议"急论议者'可知他同样将许郭

分而论之『并且伸郭屈许。

对于许郭有所轩梧的说法又可见于陆机祖父

陆社与诸葛恪的讨论中。据史"初『 暨艳造营府之

论逊谏戒之?以为必祸。又谓诸葛恪曰在我前者?

吾必奉之间升。 在我下者『则扶持之。今观君气陵

于上? 意藏于下?非安德之基也"以三国 志·陆地传))1，

由此不难看出『陆逊亦倡郭泰弘济之风。诸葛恪知

陆逊不满于自己的沙汰清浊?因此他与陆逊书责难

清议之风?所发者实为陆逊之观点"自汉末以来?中

国士大夫如许子将辈?所以更相 i旁汕或至于祸?原

其本起非为大仇惟坐克己不能尽如礼而责人专

以正义。 " (I( 三国 志·诸葛 恪传))1 这里对许子将的批评

恰与陆逊之扶持士人之说相辅相成?在扬郭抑许这

一点上陆逊之观点与陆瑶等人如出一辙。

伸郭屈i午的观点之产生是以"弃珉录用"的现

实为背景的 a 当汉末群雄纷争之际『世好纵楼弃熙

录用的现象较具普遍性。以襄阳庞统而言统"性好

人伦『勤于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

之统答曰 h 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

人多。方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谭即声名不足慕

企不足慕企而为善者少矣。" ( II 三国 志》本传)可见对

于士人以奖掖为急、不求全责备的做法?并非孙吴独

有。孙吴士人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伸郭屈许的

理论。如陪酒以为"今王业始建?将 大统?此乃汉

高弃珉录用之时也以三国志》本传)诸葛恪与亟相陆

逊书亦云"杨敬叔传述清论『以为方今人物明尽『守

德业者不能复几宜相左右?更为辅车上熙国事?下

相珍惜f 可见世积乱离、人才寥落是陆逊等人重郭

泰风概的原因 g 朱据反对举清厉浊『也是由于"天下

未安『直以功覆过『弃南举用'以三国 志》本传)。

"弃珉举用" 的说法提示了伸郭屈许的社会思

潮对士人的名节观念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弃珉录

用之说『近于曹操著名的‘唯才是举归令a 其建安十

五年诏指出"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f

( II三国 志·武帝纪))1 十九年令叉曰"夫有行之士未必

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 而

陈平定汉业。 " ( II 三国志·武帝乡。)陈平一事可作汉 高

弃珉录用之佳例。这正说明了伸郭屈许的社会思潮

在孙吴的产生是沾染了曹魏新兴思潮的结果 。 当

然?孙吴士人重"弃珉录用并没有曹魏走得那么

远『他们在时势论之外『又援引孔子等儒家先贤之说

进行论证?如陆南曰"夫圣人 事善矜愚忘过记功

宜远模仲尼之泛爱以三国志》本传)叉诸葛恪认

为"仲尼不以数子之不备而寻|以为友不以人所短

弃人所人也以三国志》本传)可见伸郭屈许?并没有

导致儒家道德原则的全面崩 溃 。

(二)孙吴士风的变化

对于汉末清议精神的反拨还是多多少少地带

来了孙吴士风的变化。以陆氏为代表的孙吴士人伸

郭屈许『为与清议密切相关的士节观念的变化打开

了 个缺口 。 不仅如此重郭轻许势必导致士人热

衷于求名逐苦而忽视砾前节操必将使得"道德名

望"与‘立功立事"这两项丰应并行不悖的品质?在不

同的士人身上发生分化a 对一部分士人来说功名

进取之心将日益强烈道德操行观念则有可能相对

趋于泼漠。

吴末晋初江东士人对功名进取的热衷『可以从

当时思想界的 些争论中看出。关于君臣遇台的讨

论即是其一。太康中『扬州别驾陈总为华谭该行因

问曰"思贤之主以求才为务?进取之士以功名为先?

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贾谊失分汉文之时'此吴晋

之滞论?可辩此理而后别。" (11 晋书·华 i章传 ))1 这 论

题『讨论士人何以不被君王赏识任用而被称为"吴

晋之滞论'可见它已成为当时士人所热烈讨论的一

个问题。又如?丹阳纪瞻举秀才尚书郎陆机策试

之?其中 策即为"夫成功之君勤于求才立名之士

急于招世理无世不对?而事干载恒背。古之兴王何

道而如彼后之衰世何阙而如此俨 (11晋书·纪瞻传队足

证此类君臣遇台的问题?确实为士人所密切关注。

这样的问题成为执白『其中的原因之一『当为士人求

进之心驱使所致 。 而华谭对这 问题的回答更清

楚地表明吴士对儒家成说的突破。 华以为"承统之

王?或是中才?或复凡人 虽有求才之名而无求才

之实f 如此客观理性地分析君王的才能『以为历世

不乏才能凡庸之主『其逻辑归宿必然是对忠君观念

的动搔。在作为士人立身准则的儒家道德观念的系

统中任何一环的突破都有可能导致整个体系的动

怪 。 君臣之节的恪守如果被附加了条件?那么去就

大义等等都有可能发生变化。



三、立功立事陆氏家风的分化

与陆机的选择

从孙吴士风的总体特征来看?新兴士风的萌芽

并未充分成长起来『士人功名进取之心的增强也并

未改变德行节操的基本框架。但对具体的士人如陆

机而言这种影响却可能决定其整个价值体系 a

陆氏家族向来被视为忠义之门。陆机之七世祖

陆续因节操卓著而名 JIJ((后汉书·独行要IJ传)).其主要

事迹为会稽太守尹兴名歹lJì某反名单陆续与诸郡吏

由洛阳狱就考?续肌肉消烂终无异辞 最终尹兴

案得以昭雪。陆续极重砾而操行『反映出陆机家风

中的东汉士人风操传统的积淀是较为深厚的。这

样的家风也确实在一定程度 t代代相传下去了 g 陆

绩之立身处世正可鲜明地看出乃祖节操的影响 。

即使是主伸郭屈许之论的陆逊也未尝没有奉守儒

教的气息。如其时曹魏流行开川名法治思潮丁仪、如l

等人有刑礼之论?陆逊斥责曰"礼之长于刑久矣?

以细辩而i危先圣之教皆非 也f 他对当时流行思

潮之背离先圣教导?颇为不满 。 直至东晋之世陆机

之从弟畔被誉为" 清操忠贞历职显允且其兄弟事

君如父忧国如家岁寒不明体自门凤"以晋书》本

f轨。可以说『陆氏家风就其主流而言可渭清操忠

贞。

但是暨艳事件发生后反对其简别清浊之举『提

出扬郭抑许之论者?陆氏家族有陆逊、陆南两人 a 变

化了的时代思潮还是在陆氏家风中留下了烙印 g 这

一点从陆抗、陆喜的人格特征的区别 t 可以更清

楚地看出。据《晋书·吾彦传》吴郡吾彦出身寒橄?

初为小将?跟随吴大司马陪抗抗奇其勇略?遂设法

拔用之。然吾彦仕晋后?武帝问彦"陆喜、陆抗二人

谁多也俨彦对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 立功立事『

喜不及抗此答应F、令陪机兄弟恙怒。吾彦对陪抗、

陆喜二人之评价虽然触怒了陆机兄弟但其议论本

身似不无根据。这 说法揭示了陆氏家风的复杂

性 g 按照儒家的人格理想『立功立事与道德名 望应

该是合二而一的然而吾彦认为抗、喜二人各有偏

长便暗示了陆氏家风中可能存在着多元的道德观

念和价值取向 g 陆机之父陆抗确实功名业绩显著『

而道德名 望稍逊。观其立身行迹?如"抗之克步阐

也诛及婴孩『识道者尤之日后世必受其殃"以三国

志·陆逊传》裴注引 4机云另IJ传训。陆抗克平步阐诚为

巨勋?诛及婴孩则于儒家仁义有亏。而陆抗之从兄

弟陆喜『却以道德名望著称 。 陆喜 其人好为 j青议作

《西州清说当〉传于世?其中之《较论品格篇》认为薛莹

有愧于第一国士之称其根据为当时孙陆政权暴虐

无道有识之士大多高蹈出世薛莹却身仕乱朝而显

名『故其品必不能高。 对于薛莹之出处『三国史臣亦

讥其"于暴酷之朝?屡登显要11.君子殆语言'以三国志·薛

莹传论))1 儒家传统思想有关士人出处去就的原则是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

也『邦无道 富且贵焉『耻也 0" ( ((论语·奉伯))1 陆 喜是反

对显名于乱世的?他对薛莹的评价不高?也正因为薛

的行为违悖了这一传统人格标准。 事实上对是否出

仕乱朝的选择正表明了士人对功名进取和道德名

望孰轻孰重的看法。 陆喜 、 陆抗二人对道德名望和

立功立事的各有所童正显示了孙吴伸郭抑许之风

对陆抗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

陆机在去就问题上所作的选择与其从父陆喜

的观念恰恰相反而接近于其父陆抗。在兼容了重

视功名和砾而操行的多元取向的家风中『陆机更多

地关注立功立事的追求而在 定程度上忽略了对

道德节操的涵养。 从陆机入洛以后的立身行事中『

已经很难看到东汉士人的廉退之节了。从其作品来

看『他除了在诗文中反复地吟咏‘行矣勉良图使尔

修名立"以迦游出西城)). ((陆机集》卷五)的志向以外其

怀念入侍东宫生涯时云"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

炽 0" ( ((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 ((陆机集》卷五)较为独特

地刻划了其仕进之喜悦。他在《五等论》中力主五等

制『反对郡县制的一个重要依据即为"盖企及进取『

仕子之常志?修己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进取之情

锐『而安民之苦迟 0" ( ((陆机集》卷十)在认同了士人的

功名之心的前提下?他甚至已经承认了仕子之进取

心甚于安民心的合理性 g

四、乘时借势陆机对西晋士风的沾染

陆机兄弟入洛以后热心学习包括玄学在内的

中原文化乃至有陆云夜遇王粥之精魂?与之共谈

《老子)).因而谈《老》殊进之传说。 1101 可以想见『西晋

士人的立身原则、价值观念?必然对陪机兄弟的思想

产生冲击。

西晋政权的建立?是司马氏违背儒家礼教?篡夺

曹魏政权的结果 。 统治者在忠义道德上的尴尬处

填『不仅使得政权本身邪正不分『而且导致全社会缺

乏弘扬儒家忠义观念的政治基础?士人的德行节操

便由此颓坏。II川西晋之初?世务荣进。庚峻因此上



疏抗论‘普天之下『先竞而后让举世之士有进而无
{ 

退'以晋书. ß埋岐传圳的社会现象。文IJ是亦因世多进趣

而作《崇让论》。贾谧之"二十囚友\可以说是进竞

士风的最集中的体现。史辛苦‘(贾谧)开阁延宾海内

辐凑『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 莫不尽礼事之"以晋书·

贾谧传))1 0 这是一个热衷于功名和l禄的文人团体。

身居其中的潘岳即认为"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

无轨做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以晋书》本传)史又

称其性轻跺趋利与石崇等滔事贾谧每候其出『与

崇辄望尘而拜。则潘岳其人求进之心甚切?廉让气

节全无。正因为陆机的价值观念中已经打下了重功

名轻士节的基础他入洛后不久便投身于这样 个

为世所讥的圈子a 这些文人之间相互影响的结果『

必然进 步地强化了陆机的功名之心而泼化了他

的节操观念。

在功名仕进之心的推动下促使陆机不避危祸

而效力于诸王的 个观念上的原因?是陆机对所谓

时势的看法。其《豪士赋序》曰"是故苟时启于天『

理尽于人『庸夫可以济圣贤之功斗筒可以定烈士之

业。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J 盖得之于时世也J

M陆机集》卷 )陆机作《豪士赋》的丰意是讥剌齐王睛

之骄纵但是他在分析齐王得势原因的过程中却提

出了乘时得势对于建功立名的 意义。这种乘时论的

形成『亦与陆机所受的西晋社会思潮的影响密不可

分。

西晋时期『门 l国制度逐步形成『孤寒有才之士进

取无门因此多有作不平之鸣右。如张载《榷论》、王

叶立释时论》、蔡1M孤奋论》等文其主旨均在抨击门

阀制度之埋没人才。如王沈《释时论》反对‘公门有

公卿门有归~" (11晋书》本传L 张载《榷论))则痛斥‘今士

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到碌碌然以取世

资'以晋书》本传)的现象。当世重阀阅使得寒士体

会到于守平之时建功立业的艰难『由此滋生出对纵

横之世的向往。①从对门阀制度的思考、批判出发士

人对时势与仕进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张载

《榷汹〉开宗明义曰"夫贤人君子将立天下之功成

天下之名非遇其时『蜀由致之哉'"这一看法与陆

机之"得之于时芽'的观点可谓如出 辙。张载又

进一步指出"时平则才伏『乱世则奇用 有事之

世易为功无为之时难为名也J 王沈《释时论》也同

样指出才士建功于乱世的规律"英奇奋于纵横之

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f

这些抨击门阀制度的理论自然地导出了功名建

立于时运之上的观点『并且更进步地推出寒士只有

在乱世才能驰骋 己之才的结论。张载等人作出了

这样的分析『然而他们本身并没有躬行之。如王沈因

当时王政陵迟君子多退而穷处遂终于里阁。张载

亦因世乱而称疾归家。这种思潮却深刻地影响了陆

机之立身行事。②陆机不仅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乘时借

势以建功立业的重要『而且在实践中贯彻其凭藉乱世

以驰骋才智的思想。他次又 次地失去了及时抽

身的机会赵王伦败后齐王回收陪机等人付延尉赖

成都王颖、吴王晏之救理而免祸『是时南士顾荣等人

劝机还吴陆机未从?太安二年司马颖、 讨长沙王

1'1. 颖任用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陆机此时已深

知羁旅入宦的艰难乡人孙惠亦劝其让都督于王粹

然而陆机踌路再三终于还是赴命了。

很多学者注意到江东儒学传统和中原新兴玄风

都对陆机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产生了影响。③丰文

试图从江东士风的变迁中找到陆机接受北方新思潮

的依据?并解释何以新兴思想的萌芽未能改变江东

士风的基本特征即使得陆机的立身处事异于其他

江东士人 a 本文通过追溯陆机关于出处去就观念的

家族渊源发现孙吴数十年间经明行修的江东学风

①西汉土人早已有类似的观念如东方朔4答客难》云"(今)圣帝悔流天下震 诸侯真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查于

覆孟弓天下平均弓合为一家弓动发主善事弓犹运之掌弓贤与不肖弓何以异哉俨 (11文选》卷四十五)西晋土人之所以与汉人有类似的

感慨号不仅因为西晋天下一统的局势与西汉相同号 更因为西晋 11 阀制度时有才寒士的压抑 ，

③这不仅囱于时势之论与陆机的功名之心非常契合还与西晋吴士在 11 阀社会中的地位有关， 史称永康初弓州举丹阳

纪路为聋素 . 据4晋书·李重传》西晋寒素的定义为"寒景者当为{丁聋身素无世祥之贤"纪瞻祖亮为吴尚书令父陪为光

禄大夫父祖并官位显赫但纪瞻在西晋却成为"无世祥之贸!的聋素前述吴郡事讲4孤音论))(己快}之作很可能即为失去

了祖荫{丁贤的江东土人而发 ， 又4世说新语·言语归己事棋趾洛洛中人讥其为‘亡国 之余"事讲反唇相讥可知事讲亦身历

亡国失路、为北人压抑之痛苦 中原聋士对门阀制度的不满与江东土族论为聋 11孤士的失落之间便产生了共鸣 ， 亡 国 以

后陆机的社会政治境遇 是陆机接受时势论的现实基础，

③关于陆机4丈赋》的产生与洛下"言章之辩"的关系 请参看周财初师们艾赋)写作年代初撩》载4文史撩攒》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19H7 年版 .



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兴思潮的影响陆氏家族 家族文化的多重机缘决定了孙吴士风的转变最集

中陆南、陆逊等人在孙吴士风的变革中得风气之先? 中地体现在陆机身上使得陆机很快接受了中原新

陆氏家风遂产生了陆喜尚道德名望和陆抗重立功立 兴士风的影响陆机趋和l求进的行为方式遂成为江

事的分化陆机秉承了乃父之风而重视功名进取。 东士人中的 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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