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魏六朝“文人无行”批评

话语的形成与演化

—以文人处境与取士标准的转变为视角

徐 俪 成

摘    要    东汉以后，“文人无行”成为针对文人群体的主要批评话语。东汉时“文人无行”话语主要侧重

于批评文人为求官不择手段，“苟容取幸”的行为；南朝以后，“文人无行”的侧重点转为批评文人倚仗文

才傲视他人，“恃才傲物”的行为。“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演化，反映出两汉到魏晋南北朝取士标准由

 “以德取士”到“以文取士”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拥有社会地位却缺少相应权力保障的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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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人”有“文德之人”“饱学之人”“文章之士”等多重涵义，①在“文章之士”意

义上的文人，大多时候都是受人重视的群体，但名虽益彰，谤亦随之，汉代以来，对于文人的批评就从未

停止，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对文人道德瑕疵的批评。汉末曹丕《与吴质书》中“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

行”②的断语，经南北朝刘勰、颜之推、萧子显、姚察、杨愔等人的重述与发挥，最终简化为“文人无

行”，成为文人无法摆脱的恶谥。③

汉魏六朝是“文人无行”这一话语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关于这一话语的内涵及理论意义，学者已

有充分讨论。④不过，目前的研究，大多站在文人的立场，探讨“文人无行”话语对文人的影响，以及文
 

①先唐关于“文人”的定义，参见于迎春：《中国早期历史中文学、文人的形态和观念》，《中国学术》2001 年第 1 期；龚鹏程：《中国文

人阶层史论》，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39 页；李春青：《“文人”身份的历史生成及其对文论观念之影响》，《文学评

论》，2012 年第 3 期；陈詠红：《“文人”概念起源考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5 期；中嶋隆藏：『中国の文人

像』，東京：研文出版，2006 年。本文在讨论“文人”或“文士”话题时，使用的均是东汉后常见的“文章之士”的含义。

②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魏志》卷 21《王卫二刘傅传》裴注引《魏略》，《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第 608 页。

③关于“文人无行”话题在各个时代的演变，参见党月瑶、熊湘：《文人与德行：中国古代相关话题的生成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5 期）。关于文人与德行的联系，与文人对“文人无行”的接受和反驳，参见吴承学、沙红兵：《身份的焦虑−中国古

代对“文人”的认同与期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1 期。

④如陆晓光：《传统文化中文艺家的道德困厄−从古代“文人无行”恶谥谈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 年第 1 期；巩本栋：

 《〈文心雕龙·程器〉新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 年第 2 期；彭玉平：《论“文人相轻”》，《中山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6 期；周兴陆：《刘勰“文德”论新探》，《文艺理论研究》，2015 年第 1 期；夏静：《中国文学思想史

上的“文德”论》，《文艺研究》2017 年第 10 期；党月瑶、熊湘：《文人与德行：中国古代相关话题的生成与演变》，《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18 年第 5 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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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此批评的反驳，少有学者深入探讨“文人无行”话语产生的社会、文化原因。

 “文人无行”主要指文人的德行瑕疵，正如于迎春先生指出的，对“德行”的要求，本是对士人的普

遍要求，文章写作本身与道德并无逻辑关联，也就是说只有当文人广泛参与政治、获得士人身份后，是否

 “无行”的问题才变得重要，①这显示了文人的士人身份在“文人无行”话语中的关键意义。然而需要进

一步追问的是，既然“德行”是对士人的普遍要求，那么任何士人都有“无行”的可能，为何人们认为

 “无行”的特征在“文人”身上特别显著？这个问题涉及到文人在士人群体中的定位问题，要解决这个问

题，需要从早期文人的政治地位和仕宦状况入手。

刘勰的《文心雕龙·程器》最早系统地总结了文人的各式瑕疵：

　　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

威，马融党梁而黩货，文举傲诞以速诛，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轻脆以躁竞，孔璋憁恫以粗疏，丁仪贪婪以

乞货，路粹餔啜而无耻，潘岳诡譸于怀愍，陆机倾仄于贾郭，傅玄刚隘而詈台，孙楚狠愎而讼府，诸有此

类，并文士之瑕累。②

 《程器》篇的主题，是讨论文士在政治方面建立事功的重要性，其中谈论“文士之疵”，侧重于分析文人

因道德瑕累在政治上受挫的种种表现。③其中所述文人瑕累主要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求取名利心切而不

顾节操，最终因攀附权贵获讥，如杜笃、班固、马融、王粲、陈琳、丁仪、路粹、潘岳、陆机等人的事

例，本文中统称为“苟容取进”型瑕累。第二类是因自恃文才而轻视世俗，最后因刚愎傲慢而失败，如孔

融、祢衡、傅玄、孙楚等人的事例，本文统称为“恃才傲物”型瑕累。

这两类文人的瑕累中，“苟容取进”是批评文人利用文才自结权贵，在仕途中获得优势，“恃才傲

物”是批评文人自恃文才而目中无人。前者与文人进入士人群体的途径直接相关，后者则与“文才”成为

精英评价标准的情况联系密切。由此可见，“文人无行”这一话题，虽然是对文人的贬低，但却是在文人

仕宦、社会地位提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既然如此，那么文人又为何会遭受“无行”的批评？这些批评又

遵循着怎样的逻辑和机制？下面，本文将分别从取士途径和精英评价标准的角度，探讨这些问题。 

一、取士观念的才德转换与文士的苟容取幸之累

东汉前中期文官的常规求宦之途，主要有察举、征辟、太学、门荫四条。④其中又以察举和征辟最为

重要。从任用方式上看，察举与征辟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才与察举或征辟者的关系。察举是地方向朝廷推

荐人才，被举荐者主要由乡里层层向上推举，⑤士人想要得到推荐，必须在乡里获得良好名声，能够直接

为乡里宗族带来好处的孝悌德行最为重要。⑥而征辟是三公及州郡长官为自己幕府或官府招募人才，被征

辟者的政治才能直接关系到长官下属机构的运行效率，因此士人要想在征辟中获得优势，注重的就不是道

德孝行，而是在幕府中处理具体政务的能力。

东汉地方长官或幕府的诸多政务之中，文书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东汉初光武帝平定河西后，特地

向窦融招募写作章奏的人才，窦融推荐班彪后，光武立即“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⑦。汉章帝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5 May  2021

 

①正如于迎春先生所言：“文人在士阶层中自成一类之后，它也仍然隶属于其中，在精神原则、价值理想、人生出路、阶层品性上，依然同

一于士。”因此他们必须和其他士人一样，受到道德、事功、学术等方面的要求。于迎春：《论汉代“文人”的复合性》，《中国典籍与

文化》2019 年第 2 期。

②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 719 页。

③巩本栋：《〈文心雕龙·程器〉新探》，《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8 年第 2 期。

④参见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第三编第一章《选官制度》，济南：齐鲁书社，1985 年，第 306−325 页。

⑤参见卜宪群：《秦汉“乡举里选”考辨》，《社会科学战线》2008 年第 5 期。

⑥正如杜恕在《体论·臣》中所言：“士之结发束修，立志于家门，欲以事君也。宗族称孝焉，乡党称悌焉……及其为人臣也，称才居位，

称能受禄。”可知乡党重视的主要是士人的“孝悌”等德行，而君王官长重视的才是具体才能。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全三国文》卷 42，北京：中华书局，1968 年，第 1287 页。

⑦《后汉书》卷 40《班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13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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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这种对文书之才的重视开始制度化，章帝在建初元年诏书中明确表示，应恢复前代“敷奏以言，则文

章可采”①的取士方式；汉顺帝阳嘉元年令进一步明确将公文写作能力列为官员选任的最重要标准，宣布

郡国举孝廉“诸生通章句，文吏能笺奏，乃得应选”②。

文书工作的背后是一整套文书行政系统。除朝廷中央外，从宰相三公到州郡刺、守的各级长官，都需

要有文才的掾属帮助自己处理公文、撰写政论文章，故此他们在征辟时常喜欢选用文章之士充实幕府。如

崔骃上《东巡颂》后，窦宪直接将他由处士招辟为掾属，“宪府贵重，掾属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

唯骃以处士年少，擢在其间……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③，成为幕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员。这种重视文书之才的取士风气，在东汉催生出许多以公文写作名世的文人，如葛龚“善为文奏。或有

请龚奏以干人者，龚为作之，其人写之，忘自载其名，因并写龚名以进之。故时人为之语曰：‘作奏虽

工，宜去葛龚’”；④周树“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序要，得无罪也”⑤等等，均以公文写作能

力在政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王充在《论衡·超奇》中赞赏周树“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

守孟观上书，事解忧除，州郡无事，二将以全”，并将他称为“文士之雄”⑥。

皇帝、地方长官对文书人才的重视，导致能文之士在士人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赶上了此前因为儒学

入仕者的比例，士人群体开始分为熟谙儒家经典的学者型官员“儒生”和擅长政务与文章写作的实干型官

员“文吏”⑦两个阵营。⑧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分析了两者的区分，认为当时的仕宦环境是“将以官课

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⑨文吏在征辟中相对儒生占有优势。

这种高文吏、贱儒生的情况，破坏了儒生原有的仕宦优势，因而遭到了儒生的反抗，儒生反抗文吏的

首要武器，就是“德”。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西汉以来，选官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德取士”⑩。要证明

文吏缺乏仕宦资格，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指出他们的道德瑕疵。正如上文所说，取士过程中士人的德行，具

体体现在乡里的舆论风评。然而，凭借文书之才得到长官赏识的士人中，有许多是因为无法得到乡里美

名，才走上征辟道路的，如杜笃“少博学，不修小节，不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

托”⑪；赵壹“恃才倨傲，为乡党所摈”⑫，最终仕为郡上计吏；吴质“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

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⑬等等。这些人在入仕途径中，没有经过乡里的道德考验，这也成

汉魏六朝“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形成与演化

 

①《后汉书》卷 3《章帝纪》，第 133 页。

②《后汉书》卷 6《顺帝纪》，第 261 页。

③《后汉书》卷 52《崔骃传》，第 1721 页。

④《后汉书》卷 80《文苑传》李贤注引《笑林》，第 2617 页。

⑤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263 页。

⑥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 613 页。

⑦两汉时期，由公府、藩国、州郡长官辟召的副手，如主簿、从事、诸曹参军等均称为“吏”，地位较高，任郡吏即为入仕，与唐以后不入

流品的“吏”有所区别（参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上编第二章《“吏”之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3−118 页）。西汉时期，“文吏”多偏指熟习法律的“文法吏”而言，但到了东汉，吏阶层的文化素质普遍提高，《论衡·程材》谓文

吏“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论衡校释》，第 539 页），正说明东汉时期文书写作在文吏工作中的重要性。又《论衡·超奇》

言“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论衡校释》，第 607 页），并将“在州为刺史任安举奏，在郡为太守孟观上书”的周长生称为

 “文士之雄”，可见在当时人看来，从处理文书的角度文人和文吏的概念有相当的重合性。

⑧关于文吏和儒生的关系，龚鹏程先生《儒学·吏学与文书政治》（龚鹏程：《文化符号学：中国社会的肌理与文化法则》，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333−340 页）一文中已有提及，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第十章《儒生与文吏的融合：士大夫政治的定

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中论之甚详，本文深受其启发。但阎先生书中的关注点在于作为官僚的行政能力与作为学者的个

人道德修养两种素质在士大夫身上统合起来的过程，其中对文吏的关注偏重于“吏”，对“文吏”之“文”的意义未做深入探讨。且其中

引用《论衡》的部分，只及《程材》，并没有考虑到《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六篇互相联结的关系，故此只

看到儒生和文吏之“分”，没有看到二者在“文人”层面上的结合，仍给本文留下了继续讨论的空间。

⑨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 534 页。

⑩关于两汉察举制“以德取人”的倾向，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6−13 页。

⑪《后汉书》卷 80《杜笃传》，第 2595 页。

⑫《后汉书》卷 80《赵壹传》，第 2628 页。

⑬《三国志》卷 21《王卫二刘傅传》，第 6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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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儒生攻击的重点。按照王充所言，当时儒生指出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

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①认为文吏从小不习儒经，因而缺少道德修养，为官后则会毫无原则地迎

合长官意志，逢迎谄媚，玷污品行。王充本人虽然认为文吏、儒生各有优劣，但还是认同儒生对文吏的批

评，认为“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胜，以忠负”。②由此可见，在

王充所处的东汉中期，儒生对文吏批评的主要方面，在于文吏为谄媚上级而不顾道德节操，这正符合刘勰

对于文人的批评中“苟容取幸”的面向。

其实，儒生以文吏“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为由，认为他们的品德修养必有瑕疵，这种推演逻

辑上并不成立：未曾研习儒学经典的人，完全可以既忠且孝；相反，饱读诗书而道德堕落的儒生一样大有

人在。③儒生在这里将“遵守道德”偷换为“熟谙儒学”，正是为了将自己在儒学方面的长处，转化为道

德方面的权力话语，再通过对文吏德行的攻击，获得仕宦竞争的优势。由于儒生拥有对“德”的解释权，

因此他们对文吏的批评，客观上将“文人”与“品行有亏”捆绑在了一起，成为“文人无行”话题的滥

觞。东汉末年汉灵帝兴办“鸿都门学”④，“本颇以经学相引，后诏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相课试”。⑤

儒生看到自己的仕宦途径被文人抢占，立刻发起攻击，其重点还在道德上，如阳球上奏批评鸿都门生“斗

筲小人，依凭世戚，附托权豪，俯眉承睫，徼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

青”⑥，将鸿都门生描述成投主上所好，攀附权贵的势利小人，这与《论衡》中王充站在儒生角度批评文

吏“苟容取幸”，背后的批评话语是相同的。

由此观之，东汉文人遭到“苟容取幸”的批评，其关键不在“苟容”，而在“取幸”，文人凭借写作

公文、处理政务的能力，受到朝廷和显贵的青睐，成为官场的宠儿，挤占了传统儒士的仕宦空间。儒士则

利用自己在经学方面的优势，将“饱读经典”引申为“严守道德”，再批评文士因经学不熟而道德堕落，

最终达到压制文士的目的。文士之中固存在道德有缺者，但作为一个群体被冠以“苟容取幸”之名，却明

显有失公允。文人所以身陷这样的道德指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以才取士”观念逐渐兴起之时，获得

大量入仕机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德取士”的观念依然是支配性的取士标准，而对“德”的解释权，

却掌握在他们的仕宦对手儒生手里。

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汉末曹丕对文人的批评。曹丕《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

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⑦

此语固然可理解为泛指文人品行问题，但从上下文来看，主要批评的还是文人的贪冒求进。在东汉至魏

晋，“名节”常常与世俗功名对立，如班彪批评《史记》“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⑧，王充《论

衡·程材》曰“材能之士，随世驱驰；节操之人，守隘屏窜”⑨，西晋初李密《陈情表》批评自己“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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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 545 页。

②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 534−535 页。

③如西汉儒宗叔孙通被司马光评为“徒窃礼之糠秕，以依世、谐俗、取宠而已。”（《资治通鉴》卷 11“汉高皇帝六年”，北京：中华书局

1956 年，第 376 页），汉武帝时儒学大家公孙弘被司马迁评为“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郤者，虽佯与善，阴报其祸”（《史

记》卷 112《平津侯主父列传》，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2951 页）。东汉马融则“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将军《西第颂》，以此颇

为正直所羞”（《后汉书》卷 60《马融传》，第 1972 页），三人都是饱读“圣教”的大儒，但均没有因此在道德上变得完美。

④关于鸿都门学对后世文学影响的系统讨论，最早见于刘季高《鸿都门学在中国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收入《刘季高文存》，上海：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08 年。另可参见于迎春《东汉后期经术与才艺的冲突及“鸿都门学”的意义》，《江海学刊》1997 年第 2 期；胡旭《鸿都

门学、曹氏家风与汉魏文艺的繁荣》，《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4 期；钱志熙《“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

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1 期。

⑤周天游：《八家后汉书辑注》，第 307 页。《续汉书》中所谓“尺牍”，兼指笺表奏记等公文，并非仅指书信。关于尺牍一词含义的演

变，参见赵树功：《中国尺牍文学史》第一章第一节《尺牍的流变》，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2−8 页。

⑥《后汉书》卷 77《酷吏列传》，第 2499 页。

⑦《文选》卷 42《与吴质书》，萧统：《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 1897 页。又见《三国志》卷 21《王卫二刘傅传》裴注

引《魏略》，第 608 页。

⑧《后汉书》卷 40《班彪传》，第 1325 页。

⑨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第 5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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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达，不矜名节”①，潘岳《西征赋》自叹入仕后“寮位儡其隆替，名节漼以隳落”。②均以“不顾名

节”特指追逐权势。曹丕在下文中将徐幹之“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作为“鲜能以名节自立”的反例，

更证明这里的“名节”主要说的就是谦退自守之节，③如此则曹丕批评的“不护细行”之文士，主要指那

些随世驱驰、躁进求名而不顾乡里道德之誉的文人。这些文人虽然在当时能够取得才名和地位，但在后世

却难免会遭到道德方面的诟病，故不能以名节自立，此论可谓切中肯綮。

值得注意的是，曹丕此段言论，并非对文人的全盘否定。在汉末人物品鉴的话语体系里，唯圣人能中

正不偏，而常人之才则各有偏至，但只要才得其所，一样能发挥巨大作用。④故此，“不护细行”虽在

 《尚书》原典中是贬义，⑤但在东汉以后已有变化，如王符《潜夫论》云：“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

行小瑕曷足以为累乎？”⑥认为细行并不可掩大德；汉末荀攸等为曹操作《劝进笺》，甚至说曹操推辞九

锡和魏国之封是“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⑦，公然劝说曹操放弃“细行”。因

此，曹丕说文人“不护细行”，仅是说文人在品行上常常不够完美，并无特别的贬低之意，这与后世所谓

的“文人无行”是有程度差距的。 

二、以文取士的流行与“恃才傲物”的批评

指责文人为求官而谄媚君上、不惜名节，是东汉以来“文人无行”批评的主要侧重点，但到了南朝以

后，这一侧重点开始有所转变。《南齐书·谢超宗刘祥传》末“史臣曰”：

　　魏文帝云“文人不护细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无竞，身名之外，一概可蔑。既徇斯

道，其弊弥流，声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贵身，翻成害己。故通人立训，为之而不恃也。⑧

 《梁书·文学传》末说：

　　魏文帝称古之文人，鲜能以名节自全。何哉？夫文者妙发性灵，独拔怀抱，易邈等夷，必兴矜露。大则

凌慢侯王，小则慠蔑朋党；速忌离訧，启自此作。⑨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说：

　　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进取。今世文士，此患弥切，一事惬

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傍人。加以砂砾所伤，惨于矛戟，讽刺之祸，速

乎风尘，深宜防虑，以保元吉。⑩

以上几家对文人的批评，都不再涉及文人为求取官位而不惜名节的行为，而是将矛头对准了文人“恃才傲

物”的习性。颜之推和姚察看来，文章本身吟咏情性的特质，会使文人在创作时自我意识过度扩张，导致

他们不加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他人的鄙视；萧子显则认为文人为了求取名声，常常刻意作出恃才傲物的姿

态，以显示不同于流俗。与“苟容取进”相比，“恃才傲物”对社会的道德伦理并没有太大伤害，但却容

易遭到他人的怨恨。故此以上三家，最终都将“恃才傲物”的弊端归结为“取忤人世”“速忌离訧”和

 “讽刺之祸”这样对文人自身的伤害。

从传世文献看，在《三国志注》所引《平原祢衡传》之前，几乎没有单纯以文学才能为依据轻视或冒

汉魏六朝“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形成与演化

 

①《文选》卷 37，第 1695 页。

②《文选》卷 10，第 442 页。

③《中论序》言徐幹生平曰：“灵帝之末年也。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售，竞相尚爵号，君病俗迷昏，遂闭户自守，不与

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也强调徐幹不追逐权势，清高守节的品德。徐幹著，龚祖培点校：《中论》，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年，

第 1 页。

④参见汤用彤：《读〈人物志〉》，《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 3−4 页。

⑤“细行”出自《尚书·旅獒》“不矜细行，终累大德”，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 195 页。

⑥《潜夫论·论荣》，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36 页。

⑦《三国志》卷 1，第 41 页。

⑧《南齐书》卷 36，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716 页。

⑨《梁书》卷 50，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806 页。

⑩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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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其他士人的记载。①也就是说“文人恃才傲物”的观念，要在东汉末年以后才开始逐步产生，而到了南

朝，对文人批评的主要侧重点已经完全从“苟容取进”转到了“恃才傲物”，萧子显和姚察甚至将曹丕

 “文人不护细行”的断语也解释为对“恃才傲物”的批评，可见这种观点的流行非常迅速。那么，对文人

的主要批评从“苟容取幸”转向“恃才傲物”的原因是什么？其中又反映了文人处境怎样的变化呢？

上文已述，东汉人之所以会用“苟容取进”的道德缺陷批评文人，是因当时虽然“以才取士”的观念

已经开始兴起，但“以德取士”仍然是公共话语中的主流取士标准。然而到了汉末，“以才取士”和“以

德取士”之间的主次关系，已经逐渐逆转。徐幹在《中论·智行》中明确主张才高于德，认为曾参、原宪

虽然德行过人，但“不得与游、夏列在四行之科，以其才不如也”。②在同一时期，曹操发布了著名的三

 《求贤令》，公开招募“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③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④者，这都表现

出乱世之中政治家和思想家对“以才取士”标准的接受和认可。⑤文章之才作为诸多才能的一种，在魏晋

之后也受到了更多关注，⑥到了南朝，随着尚文之风的流行，文才甚至开始取代经学，成为取士的主要标

准，《梁书·江淹任昉传论》曰：“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⑦可以作为这种

取士标准转变的总结。

当“以文取士”成为取士主流标准之后，“文人”在士人群体中的地位也有了相应的变化。首先，按

裴子野所说，刘宋中期以后“闾阎少年，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⑧，“以文求进”已经成

为士人的普遍行为，自然很少有人会去特别批评文人“苟容取幸”。其次，既然士大夫普遍都能“吟咏情

性”，那么在士大夫中能够特别被标举为“文人”的，就不再是普通能文之士，而是文才远高出一般士人

的文学家，“才高”就取代了“能文”，成为“文人”的重要身份标志，在尚文的风气中，这也成了精英

士人的身份标志。

随着这样的身份变动，文才之士逐渐产生了以文才为核心要素的群体自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文人群体认识到本群体与他群体间的区别，并开始以文才为标准，建构出“文才之士”与“无

文之人”两个对立群体。《晋书·谢琰传》载谢琰“与从兄护军淡虽比居，不往来，宗中子弟惟与才令者

数人相接”⑨，即使是陈郡谢氏的同宗，也只有其中的“才令者”才得与谢琰交往，可知谢琰在交友时，

对“才”的认同已经超过了宗族认同。《宋书·王球传》载：“（王）球公子简贵，素不交游……尚书仆

射殷景仁、领军刘湛并执重权，倾动内外，球虽通家姻戚，未尝往来。颇好文义，唯与琅琊颜延之相

善。”⑩王球的两位姻亲殷景仁为陈郡殷氏，刘湛为南阳刘氏，在刘宋时都算是高门，且当时均身居高

位。但刘湛“不为文章、不喜谈议”⑪，殷景仁“学不为文，敏有思致，口不谈义，深达理体”⑫，均在

文章谈义方面修养不高，因此王球宁愿和自己没有姻亲关系、门第也较低的颜延之互相交往。像谢琰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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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后人或将赵壹这样的例子算作“恃才傲物”，赵壹这样的文士虽然表面上看确实高傲，但归根结底还是故意作出高傲姿态以吸引权贵注

意，且并没有特别将文才作为傲世的资本，因此虽可以称“傲物”，但所恃并非文才。

②徐幹著，龚祖培点校：《中论》，第 14−15 页。

③《三国志》卷 1《武帝纪》，第 32 页。

④《三国志》卷 1《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第 49 页。

⑤关于魏晋之间才德问题的讨论，参见唐长孺：《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收入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第 293−306 页。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 年第 10 期。

⑥刘劭《人物志·流业》将“文章”列为人臣才能的一种，参见伏俊琏：《人物志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2 页。

 《三国志·刘劭传》中言夏侯惠推荐刘劭提出八种才能，其中也有“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之说，参见《三国志》卷 21《刘劭传》，第

619 页。

⑦《梁书》卷 14，第 268 页。

⑧《文苑英华》卷 742 引裴子野《雕虫论》，李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3873 页。

⑨《晋书》卷 79，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2077 页。

⑩《宋书》卷 58，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594 页。

⑪《宋书》卷 69《刘湛传》，第 1815 页。

⑫《宋书》卷 63《殷景仁传》，第 16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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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摆脱门第造成的阶级划分，仅通过文才决定交往对象的做法，实质上是通过对无文之士的排除，建构了

一个以文才为核心认同要素的精英群体。

第二，文人以文才为认同标准建构出“文才之士”的群体后，下一步就是突出本群体的特殊性与高贵

性，对“无文之人”的贬低即为一重要手段。《世说新语·排调》载：

　　魏长齐（魏 ）雅有体量，而才学非所经。初宦当出，虞存嘲之曰：“与卿约法三章：谈者死，文笔者

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无忤于色。①

在这段记载中，虞存通过“约法三章”嘲弄魏 不通文章谈义，从而突显了自己在清谈与文学方面的

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无文之士的嘲讽与排斥，很多时候会无视双方门第和政治地位的差别，形成一

种“以下凌上”的态势。《晋书·殷仲堪传》载：“（殷仲堪）复领黄门郎，宠任转隆。（孝武）帝尝示

仲堪诗，乃曰：‘勿以己才而笑不才。’”②晋孝武帝以帝王之尊，也不免担心受到“不才”之讥。这种

情况在南朝更为突出，如梁朝名相何敬容，出身高门庐江何氏，本人是齐武帝驸马，梁朝建国后又久处台

阁，吏材出众，可谓一代人杰，然《梁书·何敬容传》载：“自晋、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敬容独勤

庶务，为世所嗤鄙。时萧琛子巡者，颇有轻薄才，因制卦名离合等诗以嘲之。”③《 梁书·江革传》亦

载：“（江革）次子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词》以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④江从简

以后辈嘲戏前辈高官，反而获得时论赞许，可见不顾门第官位，仅凭文才优势嘲笑其他士人的做法已成当

时文人之间的风气。

文人通过嘲讽和排斥“无文之士”来建立群体认同，提升群体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文人群体与

其他群体的对立。《三国志·荀彧传》裴松之注引《平原祢衡传》言祢衡“恃才傲逸，臧否过差，见不如

己者不与语，人皆以是憎之”⑤，即是文士因排斥无才者而被憎的最早例子。南朝以后类似的情况更为常

见，如梁代文士刘孝绰“仗气负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

与语，反呼驺卒访道途间事，由此多忤于物”。⑥萧子显“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

言，但举扇一㧑而已，衣冠窃恨之”，死后梁武帝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⑦刘、萧拒绝与无文之

士交游，实际上就是通过“无友不如己者”的社交隔绝手法突显自己才能的出类拔萃，但与此同时，被排

除出交游圈的“无文之士”，难免感到遭受侮辱，因而怨恨二人。这种情况的普遍化，也是南朝文人招致

 “恃才傲物”批评的重要原因。

不过，倚仗自己某方面的突出优势，鄙夷、排斥不如己者，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文人的专利。实际上，

刘孝绰、萧子显们的行为，与六朝高门士族嗤鄙寒门、寒人以突显自身门第的方式，几乎如出一辙。刘孝

绰对公卿“不交一言”，正如琅琊王氏的王僧达对寒人出身的路琼之“了不与语”⑧；萧子显对宾客“举

扇一㧑”，正如琅琊王氏的王球举扇阻止寒人弘兴宗与自己同时列席。⑨在世族社会中，高门士族通过婚

姻、仕宦、交游上与其他阶级的区隔，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⑩的态势，显示其崇高的身份，魏晋

汉魏六朝“文人无行”批评话语的形成与演化

 

①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9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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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梁书》卷 37，第 5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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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三国志》卷 10，第 311 页。

⑥《梁书》卷 33《刘孝绰传》，第 536 页。

⑦《梁书》卷 35《萧子显传》，第 568 页。

⑧《南史》卷 21《王僧达传》：“黄门郎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

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74 页。

⑨《南史》卷 57《蔡兴宗传》：“中书舍人弘兴宗为（宋）文帝所爱遇，上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

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君不得尔。’”第 772 页。

⑩《宋书》卷 42《王弘传》，第 13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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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文才之士只不过重施故技而已。由此可见，当某种禀赋成为划分精英的主流标准时，拥有这种禀赋

的人，自然而然会恃此嘲讽、排斥无此禀赋的“他者”，南朝文人“恃才傲物”行为的本质，不是由文章

才能本身的特性决定，而是由社会中精英的评价标准决定的。正如华峤所说：“夫富贵者负势而骄人，才

士负能而遗行，其大略然也。”① 

三、“文人无行”批评背后的权力博弈

如同上文所述，从汉代到魏晋六朝，对文人的批评经历了从“苟容取幸”到“恃才傲物”的转变。决

定批评侧重点的主要因素，是当时社会中的取士标准和精英评价标准，与文章写作才能本身的性质无关，

这些瑕累也并非文人独有。因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为文人辩解说：“窃妻、嗜酒、扬己、凌物等

玷品遗行，人之非将非相，不工文、不通文乃至不识字者备有之，岂‘无行’独文人乎哉！”②事实上，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中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列举完“文人之疵”后说：

　　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

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

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磬悬，丁路之贫薄哉！③

既然文人的种种“无行”之疵，在其他文武将相身上也都存在，且严重程度犹有过之，那么为什么只有文

人背上了“无行”的恶名呢？刘勰进一步揭示了其中原因：“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

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④刘勰认为，在众多士人中，唯有文人常常背上“无行”的恶名，是

因为他们的职位较低，没有权势的保障。

刘勰的这一观点洵为洞见，值得进一步申发，下面本文就从两个角度解释刘勰所说“文士以职卑多

诮”的具体涵义：

首先，“文士”不是一个排他性的身份概念，常常会与其他身份并行，如曹植既是“文士”又是“公

子”“王侯”；谢灵运既是“文士”，又是“高门”；陶渊明既是“文士”，又是“隐士”等等。在个人

可能拥有的诸多身份之中，“文士”身份的政治地位较低，因此能文之人如果得到了更高的政治身份，世

人便不再以“文士”待之。如曹丕自己文采斐然，但言“古今文士，鲜能以名节自立”时，显然并未将自

己计算在内，这是因为他此时已经有了“魏太子”这样更重要的身份。中古诸正史在编写《文苑传》或

 《文学传》时，所收录的大多是能文而无其他功绩者，《梁书·文学传序》自言收录标准是：“（沈）

约、（江）淹、（任）昉、（王）僧孺、（张）率，别以功迹论。”⑤《 陈书·文学传序》言：“若名位

文学晃著者，别以功迹论。”⑥《 北齐书·文苑传序》言：“或名位既重，自有列传；或附其家世；或名

存后书：辄略而不载。”⑦《 隋书·文学传序》亦云：“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各有本传，论而叙

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

为《文学传》云。”⑧既然如此，则只有那些“才高而无贵仕”的人，才会以“文士”的身份将事迹流传

后世，所谓“文士职卑”，实际上是因为职卑者更容易被归为“文士”。

其次，文士既然职卑，则必缺少势援，别人在批评他们的时候不必担心政治风险。正如上文所述，魏

晋南朝文人“恃才傲物”的种种表现，从模式上看与高门士族蔑视寒门、庶族的表现是完全相同的，然而

历史上对“恃地（门第）傲物”的批评，远远不及对“恃才傲物”的批评。葛洪在《抱朴子·疾谬》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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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做过分析，他认为那些“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气力以求畏。其入众也，则亭立不坐，争处端上，作色

谐声，逐人自安”①的士人，之所以敢于做出矜夸无理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率多冠盖之后，势援之

门”，因而“清论所不能复制，绳墨所不能复弹”。②高门士族天生就能获得家族势力的支援，轻松登上

高位，再反过来利用政治地位压制批评的声音。相比之下，文人所倚仗的只有文才，文才本身并不包含实

际权力，只有通过权势人物的认可才能换取政治地位，因此当文人身份意识增强，开始鼓吹“才俗之

隔”，并受到无文之人的怨恨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去压制这种怨恨，只能无条件

接受“恃才傲物”的恶名。回过头看，那些在《文心雕龙·程器》中被列为“无行”的文人，确实并没有

真正位高权重者，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观点。

相反，文才之士只要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持，就可以既摆出睥睨世俗的姿态，又能摆脱“恃才傲物”之

讥，获得德行兼善的美名。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首先是梁代文士张缵。张缵曾创作《南征赋》闻名当时，被简文帝称为“绮思暧霞飞，清文焕飙

转”③，同时他也是恃才傲物的典型，曾在湘东王面前嘲笑皇子萧祗、萧恭才学不足，又与当时权臣朱

异、何敬容不平，故《南史·张缵传》云其“负其才气，无所与让”④。但是张缵是萧衍妻舅张弘籍的继

嗣，本人又娶了萧衍的女儿富阳公主，属于梁朝外戚，因此他并没有因为恃才傲物导致祸患，反而一直官

运亨通，最后做到了尚书仆射、长兼侍中的高官，最终只是因为卷入了萧绎、萧詧的叔侄之争而丧命。

 《梁书·张缵传》载张缵死后：“及元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其《序》曰：‘简宪（张缵）之为人

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⑤萧绎非但没有认

为张缵的恃才傲物是缺点，反而认为正是因为张缵平素有“不事王侯，负才任气”的性格，他对自己的赏

识才特别真实和感人。

其次是梁陈间的文宗徐陵。《陈书·徐陵传》曾夸赞徐陵说：“自有陈创业，文檄军书及禅授诏策，

皆陵所制，而《九锡》尤美。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尝诋诃作者。”⑥《 陈书·徐陵传》多言徐

陵推赏同僚、奖掖后进的事迹，将他树立为不以文才矜物的道德典型，但是在《陈书》以外的记载中，我

们却也能看到徐陵恃才傲物的一面。如《南史·徐陵传》言：“初，后主为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

曰：‘都不成辞句。’后主衔之。”⑦据此，则徐陵不但会“诋诃作者”，而且批评相当尖刻。又刘

 《隋唐嘉话》卷下载：“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为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

陵还，济江而沉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⑧可见即使面对北朝文坛的佼佼者，徐陵也

会不遗余力地讽刺。以此观之，《陈书》中对徐陵“未尝诋诃作者”的评价显然并不是完全客观公正。但

是，由于徐陵出身相门，在梁陈两朝累登优职，最终在太子少傅的尊位上得以善终，又曾多次推扬《陈

书》作者姚思廉之父姚察的文才，使得姚思廉在编纂《陈书》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关于徐陵“恃才傲物”

的相关记载，反而将他看作有才而自谦的代表。如果不是后来的《南史》《隋唐嘉话》收录的不同材料，

也许“未尝诋诃作者”就会成为徐陵人品的定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他还有“恃才傲物”的一面。

 
综上所论，文人在追求仕进、彰显身份时固然展现出各种缺点，但这些缺点也普遍体现在当时各类士

人身上，与文章写作才能并无直接因果联系。众多士人中，唯有文人受到的道德谴责最多，并非由于文人

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平偏低，而是由于文人群体的特殊社会、政治处境，使他们容易受到道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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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群体兴起于东汉取士标准从“以德取士”转向“以才取士”的时代，他们虽然因为政务处理才能

在征辟中取得了优势地位，但却因此遭到了掌握道德话语的儒生的攻击，他们在仕宦中的优势，也因此被

塑造成“苟容取进”的道德瑕疵。到了南朝之后，“以文取士”逐渐成为主流取士标准，文人在取得群体

认同的过程中，以文才为标准，排斥、嘲戏无文之士，最终又招致了无文之士的反噬，获得了“恃才傲

物”的恶名。同时，文人虽能获得精英地位，但缺少政治实力的奥援，更容易遭受批评，这也使得“苟容

取进”和“恃才傲物”最终汇聚成“文人无行”的话语，成为中国文人长久不能摆脱的恶谥。

 “文人无行”话语的出现和流行，一方面证明了文人群体可以凭借其文章写作才华登上历史舞台，产

生巨大影响力，获得世人关注；另一方面也证明仅凭文才并不足以获得足够的政治权力支持和舆论优势。

而这也是整个中国古代文人处境的缩影。自中古以降，我国士人虽鲜有不用心于文学者，但亦鲜有满足于

自居文人者，刘挚谓“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①，顾炎武谓“以文人名于世，焉足重

哉”②，他们的观点都不是针对文章写作本身的弊端，而是有感于文人地位之低下，认为仅以文人身份不

足以确保在当时和后世获得足够的名声。因此，“文人无行”这种话语，也成了对文人的刺激，使文人

 “不惜费话、费力、费时、费纸来证明他不愿意做文人，不满意做文人”③。这样的心态，使士大夫文学

变得极度发达，也使对出处穷通的讨论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

 （责任编辑：张 曦）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i Conduct Immorally” from Han to Six Dynasties

— On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of the Literati Situation

and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Officials

XU Licheng

Abstract:  After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phrase “literati conduct immorally” (“文人无行”) became

the  main  criticism  of  the  literati  community.  During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 literati  conduct

immorally” discourse was mainly focused on criticizing literati for their “unscrupulous” behaviour in seeking

officials.  After  the  Southern  Dynasty,  the  focus  of  the “ literati  conduct  immorally”  discourse  shifted

to  criticizing  the  behavior  of  literati  who  relied  on  their  literary  talent  to  treat  others  with  pride  and

arrogance.  The evolution of  the  critical  discourse  reflects  the  change of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a  scholar

from “selecting a scholar by virtue” to “selecting a scholar by writing” from the Han Dynasty to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literati, “literati conduct immorally”,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a scholar, medieval China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5 May  2021

 

①《宋史》卷 340《刘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0858 页。

②《日知录·文人之多》，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年，第 681 页。

③钱锺书：《论文人》，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年，第 53 页。

174


	一 取士观念的才德转换与文士的苟容取幸之累
	二 以文取士的流行与“恃才傲物”的批评
	三 “文人无行”批评背后的权力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