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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三不朽"思想对曹主曹植兄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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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不朽思想的提出，为古代土人树立了人生价值目桥，对他们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c 曹玉和

曹植作为建安立学的领军人物，对"三不朽"思想的接受各奇偏重，纵观他们的 生，三不朽的影响贯穿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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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二不朽'乡，对古代士人的影响极大，这 思

想不仅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而且影响到他们的创作

观。汉末至魏晋足一时期，社会动荡不玄，政权更 j圭频

繁，原有的吐会思想体系也被打破，儒家思想的正统地

位面临威胁。然而'己对文人的影响仍不可 J忽视，儒家的

理念在文人心里已经根深蒂固，即使在魏晋时期也是

:王样的。

一"不朽"思想

最早谈到不朽的是《国语)) 1'0 <<左传》司《国 i吾》中记

载叔孙%~说"其身攻哭，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

朽。列'1 阳3 咄咄开始认识到，假设一个人的观念或者吕

论梳传 F 来，那么这个人的精神将会长存，也就意味着

死而不朽。关于这个吕论『更详细的描述出现在《左传》

中，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了范宣子和叔孙豹的

段对话"穆叔到1 沓句范宣子逆之，问焉。日‘古人有言

曰『死而不朽『何谓i!u '稽叔未对 3 宣子曰‘昔旬之植，

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祖J 龙氏，在南为王军韦氏，在

i司为唐杜氏句普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日

‘以豹所|司，此之谓世禄 p 非不朽也。鲁南先大夫喊立

仲，既没 3 其言立，其是之谓乎!可]罔二乙末上有立德，其

次有立功，其次有丘吉。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叩]

( Pl0 J7. 1088 ) 

在这段对话中『叔孙豹否定了贵族的所谓"不朽"

~x ， 指出世代受封是世禄，而非不朽司他认为，真正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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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表现在二方面立德、立功、立言，要有明显的社会价

值3 而非个人得失和家族兴衰，更注重的是精神影响，

而非物质和l 放。

叔孙豹提出的" 不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后

来又经孔子阐发成为儒家价值观的核心?进而成为中

国传统生命价值观的主导思想。"二不朽"思想在提出

时就已经划定了明显的层次，首先是立德 然后是立

功 5 最后才是立言，拒立德放在第一 1tr. ，突出了德行的

重要性 q 因而古人在许价文人的成就时，总是先看文人

的德行，品行高尚的文人才会被世人所推崇 3 司马光有

一段话，表达出了"德"对一寸人的重要性"才有，德之

资也德者才之 Vljl 也。 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

才德兼亡谓之‘愚人气德胜才谓之·君子气才可主德谓之

‘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

小人，不若得愚人。何 m'p 君子挟才以为苦仆人挟才以

为恶司挟才以为善，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 s 恶亦无

斗、至臭。只[，j( F1 4. t 在这种道德价值观的约束下，古代的文

人愚注重的就是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创作上，也会持以

谨民严肃的态度。创作出来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三不朽'思想指出，个

人只有通过对社会做出贡献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5 因

此 3 立功就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途径。受此影响，

中国古代的文人都怀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建功立业、

驰骋沙场成为他们作品中的普遍内容 d 古代文人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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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和立功作为人生昌要目标『立言只是退而求其次

的策略。尽管如此，立言仍是文人心目中实现不朽的一

条重要远径 9 所以在没有条件立德和立功的情况下，古

代文人往往会迸发出前所未码的激情去著书立说，创

造出流传干古的佳作。正~L1 tiJ 马迁所说"昔西伯拘美

里， '寅周易，孔子应陈蔡，作春秋白屈原放淫，著离骚，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

传吕鼠，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

愤之所为作也。叫4]( 四问

二曹a:;曹梢兄弟对"三不朽"思想的接受

作为建安时期文坛上的领军人物，曹圣曹植兄弟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人生价值的认定上与"三不

何"思想完全吻合。立德既然伴在"三不朽"的第 位步

说明只有圣贤才能达到这个标准，而 般的士人难以

企及。曹&曹植二人也就只以立功和立言作为自己的

生命价值标准。不敢言立德，是出自文人的谦虚，在行动

却要以德为标准来约束自己司儒家固守着严格的伦

理秩序3 遵守着"君君，臣臣 3 父父 ， .:r-:r 灭的教条 3 始终

奉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愧'等道德规范，孔子的思想是

"仁"、 EIi 广泛的爱、这说明孔子要求建立 种既有严格

秩序?叉有‘博爱

来看 5 曹 2巫z在德行上显然没有曹植可令人称道司曹王对

其父曹娱也玩，千心机 甚至在送曹抉出行时假装哭泣

以 j墨父宠，对待兄弟，丝毫不念骨肉情分?屡次想置曹

植于死地，对待僚属，更是心狠手辣， rJ lJ 当上皇帝、就

下令诛杀曹植的党羽。曹圣的行为与孔子提倡的‘仁"

完全背离。相比之下乡曹植却一直用儒家的道德规范约

束自己，对曹操，对曹圣步完全出自真性惰，对曹圣一直

敬爱有力口，即使在立捕之争气氛最紧张的时候，曹棺仍

称赞曹至"翩翩我公子、机巧忽若神 r展曾对曹操

说‘ l悔甜侯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逞，其殆庶

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二ζ贤才君子，不

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 3 实天之所以钟植于大魏

而本授无穷之作也。 "[5Jσ3 这段话虽有夸大成分，但仍

表明曹植在为人上甚为人推崇。

在立功上，曹圣和曹植的观点基本 致，在 人早

期的诗歌中季都表现出了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司曹 &ft二

《艳司生何尝行》巳-þ借荡 r妻之口指出"男儿居世 3 各当

努力，肇迫日暮，殊不久留"[叫 '"4万《令诗》曰‘衷哀下民

靡「辛，吾将以时整理 q 叩l' P75Ql曹圣的诗歌透露出，他的人

生理想就是要以有限的生命为社会做贡献，立功扬名，

获得不朽。曹植的立功意识更为强烈，这种意识深深的

融入他的人生价值观当申，至死不渝。曹植早期的代表

作《白马篇儿塑造了 个骑马飞驰，奔赴沙场的游侠儿

形象，他建功立业的愿望由此可见 斑 q 在 t 与杨德祖

书》中，曹桶明确表示‘吾虽薄德，位为清侯?犹庶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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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成为曹植最大的人生理想。即使在各受压抑的时

期 其创作也处处可见 JL种意向的流露，如《求自试

表)) : "今臣无德可述，无功可纪，若此终年，无益国胡萝

将挂风人彼已之讥。是以上渐玄冕，饵H鬼朱敛。只[坷阳。

言辞恳切，始终不肯放弃立功这个念头。曹主曹桶兄弟

的强烈的立功思想，除了受儒家思想影响外， 定程度

上与他们的军事家兼政治家的父亲 曹操也有恨大

关系，两人都曾多次跟随曹操南征 ;[t 战，耳濡目染5 立

功的意识要比 般的士人强烈得多。

在立言上，曹圣曹搞 人的观点大相径庭。曹主在

《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d

E寿有时而尽 3 荣乐止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规未若

文章之无穷司是以古之作者，高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 5

斗、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 "[10]

( "巧'在这篇文章中，曹圣将著书立说提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 I也指出著书立说的目的是为了立言扬名、本垂不

朽，很显然 3 曹圣将立言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有超越立

德立功的嫌疑。其实:王并不矛盾5 曹王身七具有限治家

的特肢，立功和立言在他身上可以得到完美的统 。曹

圣所指的‘文章"包括两类，所谓‘经国之大业气指的是

诏、策、章、表、奏、议等，强调的是它的政治功用，帮助

他更好地去治理国家?梗他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这属于

立功的范畴，另一类才是真正意义立的文学著作。 iEix

末动荡的社会环境里 3 文人的生命意识都非常强烈 3 生

命无常，只有著书立说方能死而不朽 3 曹圣的这 观

占，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

i 文学创作的自觉。曹植在对待立言上，观'"恰恰相

反。在《与杨德祖书》中 5 曹植说"辞赋小道，因未足以

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 r云先朝执斡之臣耳3 犹

称 ;[1 夫不为也。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

1m 惠 F 民，建京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即J

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宫

之实录，辨时俗二ζ得失，定仁义二ζ衷，战一家之言，虽未

能藏之于名山 3 将以传之于|司好 "[llj 凹均言辞之中透露

出?立功才是他最大的人生理想，设若不自己立功，他才

会退而求其次去立言 q 并且曹植认为能让人不朽的著

作是史书，而不是纯粹的文字著作，与曹圣观点迥异。

= 曹主5曹植的思想与其命运的联系

在曹操的众多儿子当中，曹 3二和曹植的矛盾最为

突出。由于在jL捕问题 t曹操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使

得以曹&曹植为首的两个文人集团多年来明争暗斗。

曹植天性率真 3 井无意夺婿，曹圣却善于坑弄手段句视

曹植为心腹大意。曹主 k台后，就地不及待地珠杀曹梧

的党羽，压制曹植 q 终立帝明帝两朝，曹植的自由一直

受到很大的限制，始终未获起用。



曹圣与曹棺命运的不同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恨大

的关系 q 上文提到，曹主受到立德观念的影响很小，那

么曹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沓书·傅玄传》记载 1粤玄有

一段评论指出"魏文慕 jjij 达，而天下贱守节司 JU二纲维

不摄，而虚无放荡之沧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

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lll] F1 317-131 <li"患 J左"即指 个人生活

随意，不拘礼节，甚至有意识地士对抗或破坏儒家礼法

制度，曹圣的这种性格特点使得他做出许多不合乎礼

法的事情。相比之下，曹植一直恪守着儒家的伦理溢德

观念时刻约束自己的行动，无论扮离的是儿 r或是兄

弟或是臣子哪种角色， 1m都会用儒家的道德观念去衡

量自己的行动。在立捕之争的过程中，曹植的党羽多次

游说曹操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却深受儒家"立捕

以长"观念的影响，不愿逾越礼法，曾对曹彰明确的表

明自己的态度"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只['可用两人受

立德观念的影响差别如此之大，曹主既善于玩弄权术，

又不受礼法的限制，曹植天性率真、又处处自律，所以

他被曹圣王元茹于股掌之中也就不足为奇 i 立摘之争

王胜植败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在立功和立言上，曹圣偏重的是立言，曹植偏重的

是立功。然而?纵观曹主 生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不

仅仅是为了立言。从青年时期，他就把自己定位成储君

身份，从他的诗来看舍我高殿，↑司为泥中?在昔用武，

爱暨公旦司载主而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唯人所赞

我独何人能不靖I:fiL? -r ((黎阳作》其) ['钉 P前言辞之中

将自己比喻成救国救民的英雄?建功立业的愿望也表

现得非常强烈 q 曹植眼中的立功，不仅表现在军事上，

也表现在政治建树 L 要实现自己的立功愿望 3 岳须当

t统治者司所以在夺捕的过程中，曹ì'的种种努力都基

于他的立功愿望。曹圣 tW 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

采取了 系列有力的措施以巩固统治，从黄初三年到

黄初六年 次证吴、试图推进统 的进程口从历史的角

度来看，曹圣还是 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这些作为，

与立功观念的影响是先不开的。至于曹王为什么一再

表示出自己看重的是立吕，当是因为他有立功的条件，

可以痛快淋南地施展自己的立功愿望，所以口头 t就

不捷，而他此时缺少的是可以让自己不朽的著作，所以

他就急切地要弥补这个缺憾。曹植重立功、轻立言也是

坯个原因，鲁迅先生在 iZ个问题上有过很精辟的阐述，

他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的好，一

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

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一马

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意， '莲

说立章是无用了。飞《窥晋风度与又章与药及酒之关

系))) [l jJ P 命曹桶一生都在寻求jL功的机会，期望在政治

t 能有所成就，这在曹圣看来无疑是一种巨犬的威胁 d

曹圣具有政治家的心机，也有政治家的手腕3 曹植越是

热心于政治，曹王就越是要压制他，甚至多次想置曹植

于死地。曹植强烈的立功愿望造成了他后期命运的悲

惨，虽然明帝曹雪立对他的态度有所缓和，但始终对他保

持着戒备之心 q 曹植一尘都在渴望立功，却因此影响了

自己的整个人生，他身上更多的是又人气质3 少了政治

家的天分s 直到死，也没有机会在政治 t.:fl 所作为 5

以致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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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Ideology ofthe "Three Eter丑ities" on Cao Pi &Cao Zhi 

PU Er- Ii 
(C叩 artrnenl of α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c of Zht'T制l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0 ， αlina) 

Abstract: The (, Three Eternitieνset电 a 20，斗1 of the 飞'âlue of hfe for the ancient scholars and makes U 

fàr- reaching implications on theÌr fates. As the leader of Jian ~4n Literature , Cao Pi & Cao Zhi had dif!èrent bias 

\\hen 也eyacc叩ted the "lhree Etemities" , the irnpact of the ideology i世]uenα1 their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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