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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之死及其文化象征意义

曹 旭，全 亮

(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 出生于士族家庭的刘宋史学家、文学家———《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元嘉年间

死于非命，罪名是谋反。范晔确实参与了谋反。但范晔的谋反是被人诱导的，是中了刘义隆君

臣设置的圈套。宋文帝刘义隆在消灭了著名士族文人谢灵运以后，又消灭了范晔这个狂傲不

羁的士族代表; 以达到打击士族，集中军权、分化相权、加强文化专制的一系列目的。作者通过

分析范晔之死及其原因，揭示其文化象征意义。以范晔之死为标志，东晋以来士族与皇族分权

的局面随之结束，此后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范晔之死，象征着皇权的胜利，也象征古典史

学传统的没落。史学逐渐被纳入皇权的轨道，以往士族文人私修历史的局面被彻底改变。范

晔死后，史学家通常只能奉旨修史。官史代替私史，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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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晔出身经历与文史之学

范晔( 398—445) ，字蔚宗，南阳顺阳( 今河南

淅川) 人，刘宋史学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世

代冠缨的儒学士族家庭，家庭条件相当优越。
范晔的曾祖父范汪，官至东晋安北将军、徐兖

二州刺史，可惜得罪了权臣桓温，丢了官职，退居

吴郡讲学，留下了医学著作《范汪方》。祖父范

宁，官至豫章太守，从事儒学教育和研究，著有

《春秋榖梁传集解》。父亲范泰，是东晋末年的重

臣; 因为支持刘裕，在刘宋初期官运亨通，官至侍

中、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特进。范

泰的儿子们也在刘宋陆续担任官职。
范晔虽然家学渊源，生于名门士族。但由于

是小妾生的庶子。母亲把他偷偷地生在厕所里，

碰伤了他的前额，故范晔小字称“砖”。明白身世

和地位的范晔少年发奋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

章，能隶书，晓音律。为嫡母所生哥哥范晏所嫉

妒，父亲范泰亦不喜欢范晔，早早地将他过继给从

伯范弘之。这使范晔一生敏感，怕人歧视，喜自我

标榜，傲岸不羁，不肯迎合他人。范晔善弹琵琶，

能创新曲。宋文帝暗示其演奏，范晔假装胡涂，不

肯为皇帝弹奏。一次宴会，宋文帝对范晔说: “我

想唱一首歌，卿可为我伴奏否?”范晔只得奉旨弹

奏。待宋元帝一唱完，即停止演奏，不肯多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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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范晔不信鬼神，反对天命论，抨击佛教虚妄。
其思想由侄孙范缜继承、完善。

范晔长期辅佐彭城王刘义康，先后担任冠军

参军、右军参军、荆州别驾从事史、司徒从事中郎。
任尚书吏部郎时，刘义康的母亲去世，范晔身为旧

部，也来参与丧事。深更半夜，范晔和弟弟打开窗

户，听挽歌下酒，被人发现，激怒了刘义康，被宋文

帝刘义隆贬到宣城当太守，因为不得志，开始撰写

《后汉书》。直到刘义康倒台，范晔才终于回到京

城，开始了新的仕途。公元 444 年，范晔升任太子

詹事。第二年卷入刘义康的谋反大案，被刘义隆

灭族。
虽然范晔的《后汉书》没有写完，但是思想深

邃，体例严谨，语言精练，在后世的影响越来越大，

逐步取代了《东观汉记》、谢承《后汉书》等东汉历

史书，成为公认的“正史”。在文学方面，范晔也

是当时重要的一家，被钟嵘《诗 品》评 价。《诗

品·宋詹事范晔》条说: “蔚宗诗，乃不称其才。
亦为鲜举矣。”“不称其才”，指范晔的诗歌，不能

与其才学相称。史称范晔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

隶书，晓音律。又颇以才气自负。《狱中与诸甥

侄书》自谓:“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
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唯志可推耳。”“吾杂

传论皆有精意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

《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

往不减《过秦》篇。赏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

之而已。”“赞，自是吾文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

变不穷，同合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

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

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陈延杰《注》
说:“今观其《乐游苑应诏》诗:‘山梁协孔性，黄屋

非尧心。’用事深切，亦自秀逸，但不如其文之美

赡可翫耳。抑所谓不称其才也。”许文雨《讲疏》
说:“长瑜流放，曜璠、蔚宗坐诛，当时以罪人目

之。罪人而不称其才，时论限之也。”“鲜举”，疑

误。古直《笺》谓“‘鲜举’当为‘轩举’，形近而讹

也。”甚是，但无版本根据。现“鲜”，作“鲜明”解。
“举”，作“高拔”解。鲜举，谓鲜明挺拔。如作“轩

举”，则高拔飞举，谓蔚宗诗虽未能称其才，仍高

出时流一截。其《临终诗》说:“祸福本无兆，性命

归有极。必至定前期，谁能延一息? 在生已可知，

来缘忄画无识。好丑共一丘，何足异枉直。岂论东

陵上，宁辨首山侧。虽无嵇生琴，庶同夏侯邑。寄

言生存子，此路行复即。”亦直言其志，寄托高远。
由于范晔《后汉书》创造性地专设置“文学列

传”，让文学进入历史，最后蜕变成文学史，影响

巨大。此后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
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都受到影响。刘勰

《文心雕龙》在论述各个时代、各体文学时，大量

引用范晔《后汉书·文苑列传》中人物和文学故

事，范晔历史中的文学，成了刘勰《文心雕龙》的

评论资源和思想资源。

二、范晔死因的争论

范晔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遭此厄运，于是

引来了许多议论。
首先范晔临死前就留下了自相矛盾的自我评

价。他在 遗 诗 里 面 说“虽 无 嵇 生 琴，庶 同 夏 侯

色”，表示自己如同嵇康和夏侯玄，是受人牵连而

被冤枉的。他在遗书《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说“吾

狂衅覆灭，岂复可言? 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又

承认自己闯下滔天大祸，是个罪人。
沈约《宋书》、李延寿《南史》、司马光《资治通

鉴》基本上都认为“范晔谋反”是事实，对范晔多

有贬斥。《宋书》基本上站在刘宋皇室立场上，

《宋书·范晔传》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范晔“谋反”
的全过程，里面充满了主观臆断，如“晔默然不

答，其意乃定”、“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其谬

乱如此”等等。沈约评论范晔:“古之人云:‘利令

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倾!”沈约认为范晔被利益

冲昏了头脑，最后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李延寿《南史·范晔传》简化了范晔“谋反”

的记录，增添了两个细节: 范晔参加武帐冈祖道，

因为胆怯而不敢发动叛乱; 范晔在狱中给刘义隆

的白团扇题写了宋玉的诗句“去白日之昭昭，袭

长夜之悠悠”。李延寿评价范晔: “蔚宗艺用有过

人之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倾?”李延寿承认

范晔才华出众，但也表示看不懂范晔为什么要去

参加政治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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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四》引用梁

朝裴子野的议论: “夫有逸群之才，必思冲天之

据; 盖俗之量，则愤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

之以礼，殆为鲜乎! 刘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贪

权，矜才以徇逆，累叶风素，一朝而陨。向之所谓

智能，翻为亡身之具矣!”裴子野也是士族文人，

他认为刘湛、范晔都因为贪恋权力，炫耀才华，追

随叛逆( 刘义康) 而招来灭族大祸。

到了清朝，有一些学者开始为范晔“翻案”，

如王鸣盛、陈澧、傅维森等人。他们认为范晔不可

能谋反，是横遭诬陷而死的。而沈约等人对范晔

不怀好意，让范晔留下了恶名。［1］( P408 ～ 410) 这些学

者普遍盛赞《后汉书》，不相信其作者是一个“乱

臣贼子”。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评

论范晔:“今读其书，贵德义，抑势力，进处士，黜

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

相无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惟尊独

行。”王鸣盛认为《宋书》的记录“全据当时锻炼之

词书之”。这些学者看出了《宋书》中的一组内部

矛盾: 孔熙先以皇家不和范家联姻为由激怒范晔;

事实上范晔已经和吴兴昭公主结为亲家。

民国学者张述祖作《范蔚宗年谱》，一方面认

为王鸣盛等人的翻案总体上合情合理，一方面认

为沈约不会污蔑范晔。至于“范晔谋反”的真相，

张述祖希望读者根据史实，自己作出判断。［1］( P410)

1988 年，汪涌豪作《范蔚宗谋反一事辨证》，

认为范晔参加谋反是必有的事情，史书并没有污

蔑范晔，清朝学者的翻案文章缺乏直接证据，不能

成立。［2］

2006 年瞿林东、李珍作《范晔评传》，认为范

晔不是谋反集团的主谋，但也和孔熙先、谢综等谋

反分子有直接联系。《宋书》的多次强调范晔是

主谋，不符合事实。《范晔评传》认为刘宋君臣矛

盾尖锐、卑鄙小人引诱利用是“范晔谋反”的客观

条件，而范晔的性格缺点是主观条件。两者结合

造成了范晔的悲剧。［1］( P65，P66)

笔者考察历史文本，综合前贤的高见，认为范

晔之死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多重矛盾激化

之后的结果，需要分析来龙去脉，才能接近真相。

三、范晔之死的真相

440 年，长期执政的刘义康被刘义隆突然打

倒，随后被严密软禁在江州。虽然刘义隆表面上

给予刘义康丰厚的物质待遇，但仍然掩饰不住内

心勃勃的杀机。当时龙骧参军巴东扶令育给刘义

隆上表，恳请皇帝“速召义康，返于京甸，兄弟协

和，君臣缉穆，息宇内之讥，绝多言之路”，立刻遭

到了刘义隆的杀戮。刘义隆和刘义康的姐姐———
会稽长公主刘兴弟也在家庭宴会上为刘义康请

命，刘义隆被迫指着父亲刘裕的陵墓发了誓。444
年，刘兴弟去世了。刘义康失去了姐姐的庇护，形

势岌岌可危。①刘义隆在策划进一步打击刘义康。
而刘义康的余党孔熙先、谢综等人在谋划怎么让

刘义康卷土重来。这一场不可调和的斗争就是范

晔“谋反”的基本背景。
虽然《宋书·范晔传》提供了范晔“谋反”的

不少证据，但真正能落实的只有一条。
《宋书》提到“( 范晔) 门胄虽华，而国家不与

姻娶”，而范晔已经和吴兴昭公主结为亲家，连孙

子都有了。《宋书》这两处记录自相矛盾。
范晔得知了孔熙先、谢综等人的阴谋，给刘义

隆上密奏，引经据典劝皇帝处决刘义康。《宋书》
认为这是范晔“既有逆谋，欲探时旨”。这种论断

也说不过去。如果刘义隆听从范晔的建议，把刘

义康处决了，那么孔熙先、谢综等人自然失去了拥

戴的对象，丧失了谋反的基础。所以范晔的真正

企图大概是想保全自己的外甥谢综等人。
如此事关重大的密信递上去，刘义隆竟然没

有回应，范晔只能认为自己失宠了。要是刘义隆

翻脸不认人，定范晔一个“离间骨肉”的死罪，也

是很简单的事情。而在猜忌成性的刘宋皇帝手

下，失宠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沈约在《宋书》卷四

十四《谢晦传》里面也承认:“免书裁至，吊客固望

其门矣。”刘宋皇帝往往一方面纵容大臣奢侈享

乐，一方面对失宠的大臣果于杀戮。
而范晔参与谋反的唯一确证，就是《宋书》全

文收录的范晔代替刘义康写作的《与徐湛之书》。
《南史·范晔传》却认为《与徐湛之书》出自孔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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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之手。
《宋书·范晔传》和《南史·范晔传》都记载

孔熙先让弟弟孔休先预先写好了“檄文”。《宋

书》照录了“檄文”全本，里面假设刘义隆被禁卫

军将领赵伯符杀害了，宰相也都被叛军杀害了，于

是徐湛之、范晔、萧思话、臧质、孔熙先、孔休先率

军平乱，一举诛杀叛徒，迎立刘义康。这封“檄

文”可以称得上是一篇浪漫主义的梦话。
而《与徐湛之书》低沉徘徊，与孔休先慷慨激

昂的“檄文”大相径庭，确实应该出自范晔笔下，

类似于一篇自杀之前的遗书。文章虽然是以刘义

康的名义写的，基本上是范晔自己的心声，而且是

范晔的催命符。
《与徐湛之书》首先反省了自己的一些缺点:

任性动情，有错不改，做事不专心，喜怒变化快。
刘义康和范晔都曾经长期得到刘义隆的重用，所

以随后就对刘义隆表忠心，接着讲述了自己的悲

惨遭遇———被奸臣污蔑，其实也就是失去了皇帝

的信任，生命危在旦夕。最后是范晔理想中的造

反计划———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后由刘义康取而

代之。这恐怕也是他多年研究东汉历史的一个心

得。曹操就是靠挟持汉献帝，才逐渐夺取政权的。
《宋书》和《南史》都说孔熙先是这封书信的

主使，不合常理。因为无论在现实官场中，还是在

叛党人事安排里，范晔的地位都高于孔熙先。假

如是受孔熙先指使，这封信断然不会是如此“凄

凄惨惨戚戚”的文字。所以主使者只能是地位尊

贵的收信人———徐湛之。
徐湛之是刘兴弟的儿子，也是刘义隆和刘义

康的外甥，此时俨然成了谋反集团的领袖，掌握了

大量机密文件。445 年农历十一月，徐湛之突然

给刘义隆递上奏章，把范晔、孔熙先等“同党”全

部出卖了。刘义隆下令镇压，谋反集团立刻全军

覆没。
徐湛之控告范晔“比年以来，意态转见，倾动

险忌，富贵情深，自谓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

攻伐朝士，讥谤圣时，乃上议朝廷，下及籓辅，驱扇

同异，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简”。原来徐

湛之就是皇帝的卧底，早就报告了范晔的一举

一动。

范晔被捕后试图抵赖，可是面对白纸黑字的

《与徐湛之书》，只好认罪。
刘义隆和徐湛之诱杀范晔，最直接的证据就

是徐湛之的事后说明。445 年，范晔等人在狱中

把徐湛之的许多“丑事”都抖出来了。徐湛之受

到强烈的舆论压力，被迫去“投案自首”。刘义隆

安慰他，命令他回封地守孝，避开流言蜚语。据

《宋书·徐湛之传》记载，徐湛之于是给刘义隆上

表，表面上是检讨书，其实是感谢信，甚至还有点

邀功请赏的味道。这封奏章，可以说是整个阴谋

的自供状。
徐湛之在皇帝的秘密授意下，打入谋反集团，

用各种“诱引之辞”，让他们留下确切证据。据

《宋书·范晔传》记载，徐湛之是这样诱导范晔

的:“臧质见与异常，岁内当还，已报质，悉携门生

义故，其亦当解人此旨，故应得健儿数百。质与萧

思话款密，当仗要之，二人并受大将军( 刘义康)

眷遇，必无异同。思话三州义故众力，亦不减质。
郡中文武，及合诸处侦逻，亦当不减千人。不忧兵

力不足，但当勿失机耳。”臧质、萧思话都是刘宋

皇室的外戚，深受刘义隆倚重，此时都手握重兵，

在北部边疆防备北魏。“郡中文武”指丹阳尹徐

湛之自己的亲信部下。在这些花言巧语的诱骗

下，范晔终于写下了致命的《与徐湛之书》。
徐湛之看见叛乱分子一步步落入圈套，心里

十分惊喜，“既美其信怀可履，复骇其动止必启”，

掌握了整个叛乱集团的核心机密。时机成熟，徐

湛之就告发了叛乱阴谋，为刘义隆彻底打倒刘义

康立下了大功。447 年，徐湛之守孝完毕，回京城

担任中书令兼太子詹事等一系列要职，权倾朝野。
453 年，徐湛之和刘义隆一起被太子刘劭砍死在

皇宫里。当时刘义隆和徐湛之正在秘密商议废掉

太子，结果被刘劭听到风声，先下手为强了。能够

和刘义隆深夜讨论废立大事，可见徐湛之是刘义

隆晚年最信任的大臣。
范晔骨子里是瞧不起徐湛之的，他曾经在

《和香方》里面讽刺徐湛之“浅俗”。但是徐湛之

很早就成了孤儿，从小就得到刘裕的关爱。他在

官场混迹多年，早已经磨练成为一只老狐狸。范

晔虽然学富五车，但是玩政治阴谋方面，远远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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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义隆和徐湛之，所以轻易就落入了陷阱。平时

不信鬼神的范晔临死前一反常态，发誓要和徐湛

之“相讼地下”，当然不是“其谬乱如此”。因为徐

湛之是把范晔引入陷阱的直接凶手。
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粗疏，偏偏让他参与机

密; 刘义隆知道范晔性格高傲，偏偏让他经常坐冷

板凳; 刘义隆知道范晔得罪了众多朝臣，偏不放他

出去做官; 刘义隆知道范晔举报刘义康事关重大，

偏偏装聋作哑; 刘义隆知道范晔满怀怨恨和恐惧，

故意让徐湛之去劝诱范晔。范晔入狱之后，无论

如何仇恨徐湛之，想在招供里面咬死徐湛之，也都

是白费心机。因为徐湛之和刘义隆是乘一辆马车

的猎人，而范晔只是落入陷阱的猎物而已。
刘义隆处死了范晔等人之后，终于能“名正

言顺”地严惩刘义康，剥夺其官爵待遇，开除出刘

宋宗室，流放到更偏远的安成郡。公元 451 年，刘

义隆派人秘密杀害了刘义康。

四、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相权的胜利

刘义隆统治的元嘉年间，政治形势和东晋时

期大不一样，突出表现就是皇权专制日益加强。
皇帝采取集中军权、分化相权、任人唯亲等措施，

改变了东晋以来士族分权的局面。
刘裕依靠新北府军取代东晋，建立刘宋。刘

裕、刘义隆父子视军权如生命，大力清除异己力

量。东晋后期开创北府军的陈郡谢氏首当其冲，

遭到了沉重打击。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混附和

荆州军阀刘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谢氏家族的

另一个代表人物谢晦，试图在荆州独树一帜，在元

嘉初年也被刘义隆消灭了。为了独揽军权，刘义

隆甚至不惜自毁长城，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了老

将檀道济。
曹操、司马懿和刘裕都是借助相权夺取皇权。

刘义隆的兄长宋少帝刘义符也被大权在握的宰相

废黜并且杀害了。刘义隆即位以后，清洗了辅政

大臣，分化相权，让一群宰相互相牵制，牢牢把大

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据《宋书·卷六十三·殷景

仁传》记载，殷景仁“俄迁侍中，左卫如故。时与

侍中右卫将军王华、侍中骁骑将军王昙首、侍中刘

湛四人，并时为侍中，俱居门下，皆以风力局干，冠

冕一时，同升之美，近代莫及”。
这些大臣虽然官爵高显，还能够亲近皇帝，然

而实际权力却很有限。试图有所作为的大臣通常

心有怨言。据《宋书·王华传》记载，宰相王华觉

得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经常感叹: “宰相顿

有数人，天下何由得治?”据《宋书·刘湛传》记

载，另一个宰相刘湛也感叹权力太小: “今世宰相

何难? 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
刘裕确立了任人唯亲的用人原则，让年幼的

儿子封王出镇，掌握战略重地，提拔庶族外戚，负

责边疆防御。刘义隆继承了父亲的这一策略。起

初他让弟弟刘义康当宰相，自己当甩手掌柜。后

来刘义康和刘湛结为一体，相权越来越强势，以至

于对皇权构成了威胁。440 年，刘义隆采取非常

手段，贬谪刘义康，杀死刘湛，分封自己的儿子为

王，陆续出镇战略要地，避免了大权旁落。
陈郡谢氏的文艺天才谢灵运，和“聪明爱文

义”的庐陵王刘义真关系亲密。刘义真允诺得志

之后，封谢灵运为宰相。不过在刘义真被废杀之

后，谢灵运的宰相梦成为泡影。刘义隆继位之后，

谢灵运一度表面上受到礼遇，随后不断遭到贬谪，

最终被杀害。
范晔既是刘义康的旧部，又是谢氏家族的姻

亲。刘义隆对他不可能完全信任。刘义隆一边提

拔范晔，一边就派人监视他，沈约的父亲沈璞就曾

经担任这个角色。440 年，始兴王刘濬被刘义隆

任命为扬州刺史。刘濬的母亲潘淑妃是刘义隆的

宠妃。刘义隆对刘濬也宠爱异常，于是任命沈璞

担任主簿，而让范晔担任长史，一起辅佐刘濬。据

《宋书·自序》记载，刘义隆就悄悄召见沈璞，说:

“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浚以弱年临州，万物皆属

耳目，赏罚得失，特宜详慎。范晔性疏，必多不同。
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

也。”沈璞因为接受了如此重大的任务，于是早晚

都很努力，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给刘义隆打小报

告。具体的行政措施，一定按照皇帝的精神执行。
范晔看到皇帝明察秋毫，所以变得老实谨慎，而根

本不知道皇帝和沈璞有秘密的联系。“范晔性

疏”，这就是刘义隆对范晔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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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442 年，范晔表面上进入朝廷，参与机

密。实际上皇帝仅仅视他为文艺弄臣。《宋书·
范晔传》中刘义隆明言“( 范晔) 但以才艺可施，故

收其所长，频加荣爵，遂参清显。”范晔自视甚高，

“常耻作文士”，没有多少实权，自然产生了怨言。
这时候，朝廷的宰相有一群人: 庾炳之、沈演

之、何尚之、徐湛之等等。他们的职位时常发生变

动，互相之间也斗得厉害。这里面有刘义隆很大

的责任。刘义隆吸取刘义康和刘湛结盟的教训，

故意造成大臣之间的内斗，以维持自己仲裁者的

地位。大臣们普遍也吸取教训，一边内斗，一边享

受，以讨好皇帝为己任。范晔对这种局面是非常

不满的。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十分重视生活品质，熏香

成为了重要的生活内容。范晔在《和香方》里面，

把其他朝廷大员比作各种香料，极尽讽刺之能

事: ②“‘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虚燥’，比

何尚之”; “‘詹唐黏湿’，比沈演之”; “‘枣膏昏

钝’，比 羊 玄 保”; “‘甲 煎 浅 俗’，比 徐 湛 之”;

“‘甘松、苏合’比慧琳道人”。
范晔自比沉香，“沈实易和，盈斤无伤”。沉

香，来自沉香木，是一种珍贵的热带香料，味有些

辣，但是无毒，药用价值很高，作用时间很长。范

晔固然是自卖自夸，也是表达自己埋没多年的怨

气。这种怨气和前些年争夺相权的谢灵运、刘湛

很有些类似。所以范晔不得善终，并不是偶然的。
刘义隆消灭范晔，又乘机扫荡了刘义康的余

党，进一步巩固了皇权对相权的优势。

五、范晔之死象征皇权对士族的胜利

范晔自称“狂衅覆灭”，是清醒而准确的自我

总结。“狂”是范晔的性格，直接导致了刘义隆君

臣的嫉恨。“衅，血祭也”［3］( P60) ，刘义隆和刘义康

手足相残，却让范晔成为血腥的祭品。吕思勉先

生认为:“南北朝时，狂傲之甚者，无过谢灵运与

王僧达。”［4］( P989) 其实中间还应该添上一个范晔。
范晔之死，也是士族败落的象征。

东晋时期，皇帝和士族维持着权力的脆弱平

衡。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作

为士族的代表，相继执掌朝政。士族能够长期维

持权力，表现在对高级官僚的垄断、发达的大庄园

经济、家族传承的文化教育以及相对独立的武装

力量。陈郡谢氏作为东晋末年的头等士族，曾经

在政坛上举足轻重。顺阳范氏虽然不如陈郡谢氏

那样辉煌，其代表人物得志时能担任方面大员，失

意依旧能诗书传家，从容自保。
刘裕、刘义隆父子逐步巩固皇权，不容许士族

挑战皇权，特别注意防范和拉拢谢氏家族。谢混、
谢晦等人桀骜不驯，挑战刘氏父子的皇权，相继付

出了生命代价。［5］谢澹、谢弘微等人谨小慎微，甘

为皇权的附庸，终于保全了自己的性命。
刘义庆《世说新语》以谢灵运为最后一个名

士。范晔身为陈郡谢氏的姻亲，和谢灵运、王僧达

一样，都是魏晋风流的遗民。在君主专制的刘宋

王朝，这类文化遗民只能满腹怨气，处处碰壁，如

果不加收敛，随时会有杀身之祸。可悲的是他们

依旧我行我素，逐渐走上了自己的末路。
根据《宋书·谢灵运传》的记载，谢灵运是北

府军统帅谢玄的嫡孙，早年袭封康乐公，才华卓

异，影响很大，“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

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谢

灵运引领着当时士族的风尚，“性奢豪，车服鲜

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著名的登

山鞋———谢公屐就是谢灵运的发明创造。
刘义隆希望谢灵运成为理想的文学 侍 臣，

“寻迁侍中，日夕引见，赏遇甚厚。灵运诗书皆兼

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既自以

名辈、才能应参时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许; 既至，

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
然而谢灵运的理想是出将入相，继承和发扬

祖先谢安、谢玄的光荣事业。在刘宋强势的君权

统治下，谢灵运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很快发

现自己不能掌权，于是称病，不愿意上朝，整天寄

情山水，任意出游。皇帝逐渐不能容忍，于是让他

回封地“养病”，随后找到了借口，罢了他的官。
刘宋建立之后，身为前朝康乐公的谢灵运已

经被降低了爵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谢灵运回到

封地，也逐渐失去了以前的地位和权益。他带领

着几百人游山玩水，被地方官当成了“山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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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改建大庄园，又和地方官发生了尖锐冲突。
地方官控告谢灵运有“异志”。谢灵运随后又被

贬为临川内史。高傲的谢灵运依旧寄情山水，不

甘心当一个处处受约束的地方官。朝廷派人来逮

捕他。谢灵运兴兵抵抗，最终以“叛逆”的罪名被

刘义隆杀掉了。
谢灵运临终前写诗: “送心自觉前，斯痛久已

忍。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他对刘宋皇权已

经忍了很久了，刘宋皇帝对他也忍了很久了。
刘义康和陈郡谢氏关系密切，也是招致刘义

隆猜忌的重要原因。刘义康娶了谢晦的女儿，又

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谢述的儿子谢约。谢曜、谢述

兄弟相继担任刘义康的长史。谢述的儿子谢综担

任刘义康的司徒主簿。刘义康贬谪江州期间，谢

综选择继续追随刘义康，担任记室参军。刘义康

如果能东山再起，谢氏家族很可能会重新获取较

大的政治权利。这是专制君主刘义隆绝不允许出

现的局面。范晔是谢综和谢约的亲舅舅，又是刘

义康的老部下，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犹豫不决，缺

乏警惕，最终难逃杀身之祸。
范晔是谢灵运精神上的继承人，物质上也不

落后，“性精微有思致，触类多善，衣裳器服，莫不

增损制度，世人皆法学之”，继续引领着士族的

潮流。
范晔在刘义康府上听挽歌下酒，看似不近人

情，却是在实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魏晋名士

里面喜欢唱挽歌、听挽歌的人还真有不少。据

《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
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 “张

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张 酒后，挽歌甚凄苦。
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嵇康

主张“声无哀乐”，就是要把音乐乃至文艺从礼法

政教的桎梏下面解放出来，争取宽松的创作自由，

反对给艺术作品乱贴政教标签。范晔当然拥护嵇

康的主张，“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

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 其中

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而

来”。魏晋名士对于挽歌，基本上还是自弹自唱，

自我欣赏。范晔竟然拿王爷府上的挽歌助酒，当

然是冒犯了刘宋皇权，立刻遭到了贬谪。刘义隆

还是照顾了范泰的脸面，否则范晔此时就会有牢

狱之灾。
可是范晔并没有接受教训。范晔擅长弹琵

琶。刘义隆早就知道范晔有这一手，几次暗示他

表演。谁知道范晔坚决不弹。有一次朝廷举行宴

会，君臣觥筹交错，刘义隆对范晔说: “我欲歌，卿

可弹。”范晔迫不得已，勉勉强强弹了一曲。刘义

隆唱完，范晔也立刻停止了弹奏。
这件事情看起来不大，却可见范晔和刘义隆

尖锐的文化冲突。古代倡优隶卒属于贱民阶层，

可以得到君王的宠爱，但是终究地位很低。司马

迁就曾经抱怨汉武帝用他当太史令，其实是“倡

优蓄之”。范晔是士族，不愿意在皇帝面前降低

自己的身份。皇帝暗示弹琵琶，范晔如果立刻照

办，那就是把自己等同于倡优了。
在皇权衰微的东晋，士族之间也流行用音乐

作为精神交流的方式。遇到知音，参加盛会，士族

名流一般都愿意展示自己的音乐才艺。据《世说

新语·任诞》记载: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

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

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

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

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

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桓子野和王子猷宾主

相得，心 心 相 印，共 同 演 奏 了 魏 晋 风 流 的 一 段

佳话。
刘义隆虽然贵为皇帝，可他并不是范晔的知

音。朝廷大臣虽然天天见面，几乎都和特立独行

的范晔关系恶劣。虽然是盛大宴会，范晔根本不

愿意展现自己引以为豪的才艺，给别人喝酒助兴。
范晔的这种狂傲行为可是出现在君主独裁的元嘉

年间，必然得罪猜忌心很重的刘义隆，完全是拿自

己的生命开玩笑。［6］

范晔还给孙子起名“鲁连”。“鲁连”，就是大

名鼎鼎的鲁仲连，宁肯蹈海而死，不愿看到秦王称

帝。当年谢灵运被刘义隆、刘义康逼急了，题了

“反诗”: “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③谢灵运、
范晔等人忠诚于士族名士的理想信念和生活方

式，挣扎于帝王专制的刘宋时代，深深感受了文化

遗民的痛苦和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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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晔在遗书中坦陈自己一生的成就和遗憾，

他所钟爱的文学、史学、音乐、书法在残酷的政治

斗争中都派不上用场。他终于明白时代已经容不

下自己了。但是，范晔临死仍然保持了士族名士

的那份文化优越感，还要给侄儿、外甥写信，希望

谢庄等晚辈当自己的精神传人。不过后来谢庄吸

取谢灵运、范晔等人的教训，大写风花雪月和官样

文章，老老实实当一个文学侍从，终于躲过了帝王

的屠刀，得以善终。从这一点讲，范晔确实具有夏

侯玄、嵇康的风骨。

六、范晔之死象征私史传统的没落

中国上古时期的史学相当发达。周朝衰落，

诸侯兴起，各诸侯国纷纷利用史学人才为自己服

务。董狐、齐太史、南史氏等优秀史学家成为秉笔

直书的代表。史学为各国贵族服务，史学家本身

也是贵族成员。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采取措施控制思想，

把不利于秦朝统治的六国史书基本烧毁，“敢偶

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在这种严酷政

策下，私修史书成了弥天大罪。
农民起义和六国贵族反扑相结合，推翻了不

可一世的秦王朝。史学也在逐渐复兴。司马谈、
司马迁父子继承祖先的传统，融合先秦诸子的哲

学，创造了划时代的史学巨著———《史记》。司马

迁在创作史书的过程中，因为大胆表示了自己对

时事的不同见解，得罪了汉武帝，遭遇了残酷的宫

刑。司马迁希望《史记》能够“究天人之际 通古

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成为自己精神的载体，成为

自己生命的延续。司马迁的肉体虽然被阉割，但

是精神却更加奋发雄健。此时，汉武帝正在推行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力图控制思想。司马迁

当然清楚《史记》不可能立刻面世，采取了“藏之

名山，副在京师”的保管措施。到了汉宣帝时期，

《史记》才被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布于世。虽然

如此，《史记》的部分章节还是遭到了删改，《今上

本纪》等篇目不翼而飞。
东汉以谶纬儒学为统治思想。班彪、班固父

子尊奉东汉王室，善于给皇帝歌功颂德。但班固

还是因为“私修国史”遭遇牢狱之灾。好在汉明

帝慧眼识珠，班固因祸得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史

学家，从而基本完成了卷帙浩繁的《汉书》。东汉

皇帝组织班固等史学家开修当代史，经过几代史

学家的努力，基本完成了《东观汉记》，开创了官

修史书的先河。但是《东观汉记》成于众人之手，

内部矛盾甚多，里面充斥了谶纬迷信思想，在东汉

末年的大乱中又有所散佚。后世学者纷纷以《东

观汉记》为基础，重修后汉史书。最终还是范晔

的《后汉书》基本完成了对《东观汉记》的改造。
魏晋以来，政局混乱，反而给史学家的创作留

下了自由发挥的空间。随着士族力量的增强、造
纸业的发展，史学家创造了大量的私史著作。这

些私史种类繁多，立场各异，鱼龙混杂。修史几乎

成为了士族文人的特权。大量私史成为士族文化

的载体。家传、谱学的繁荣，其实也反映了士族的

利益。刘 宋 的 强 势 宰 相 刘 湛，也 写 下 了《百 家

谱》，作为铨选官员的依据。这种局面显然不利

于刘宋的皇权统治，因为刘宋皇室和外戚，基本上

出身于庶族地主。编史书、论家谱，庶族地主肯定

不是士族文人的对手。
刘义隆加强皇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官修

史书，学在官府”，大力控制思想和舆论。
元嘉初 年，刘 义 隆 就 命 令 谢 灵 运 撰 写《晋

书》，理由是冠冕堂皇的“晋氏一代，自始至终，竟

无一家之史”。刘义隆一方面试图把谢灵运改造

成皇权驾驭下的可用之才，一方面企图借助谢灵

运的声名，垄断晋朝历史的编写权，掩盖晋宋之际

的历史真相。刘裕当年打着复兴晋朝的旗号，起

兵讨伐篡权夺位的桓玄。谁知刘裕战胜桓玄之

后，对待晋室比桓玄还不如，连续残害了两代东晋

皇帝，最终建立了刘宋。谢灵运自然不甘心当一

个御用史学家，草草写完了提纲就不干了。谢灵

运不但没有修完《晋书》，反而产生了“韩亡子房

奋”的叛逆情节。不过刘义隆的这种手段，为后

世的专制君主所继承。组织前朝遗老遗少编修前

朝史书，逐渐成为一种控制思想和舆论的统治

方法。
随后刘义隆授意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补充

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北方的曹魏多有贬斥，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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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蜀汉多有褒扬。当时刘宋和北魏处于对峙之

中，而且渐渐处于下风。裴松之“尊刘抑曹”的注

解无疑是在证明刘宋统治的合法性。刘义隆很满

意裴松之的注解，夸奖道:“此为不朽矣!”
438 年，刘义隆命令何承天建立史学馆，开修

当代史，力图用皇权控制史学。同时，刘义隆还举

办了儒学馆、玄学馆、文学馆。这一方面是一种有

积极意义的文化建设，另一方面也是试图夺取士

族大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刘宋朝廷招徕了大

量学者和学生，让学术为皇帝的统治服务。史学

馆随后成为制度性的建构，宋孝武帝刘骏甚至亲

自参与修史，留下了丰富的当代史记录。后来沈

约利用这些材料，仅仅花了一年时间，就基本完成

了《宋书》。
而范晔写作的《后汉书》属于私史，继承了司

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脱离了刘宋皇权的控

制。范晔所谓的“正一代得失”，表面上评判了东

汉一朝的政治，实际上也就是在批判现实。《后

汉书》赞扬光武帝保全开国功臣，某种意义上就

是批判刘义隆消灭辅政大臣。刘义隆推崇佛教，

《后汉书》偏偏大力批判佛教。刘义隆希望大臣

成为自己的忠顺奴仆，而《后汉书》却大力赞美桓

谭、李云、孔融等不屈服于君王权势的仁人志士。
范晔的《后汉书》里面有很多先进的创造，达

到了相当的思想深度。范晔发扬司马迁的精神，

不惜篇幅为思想家作传，记录王充、王符、仲长统

等异端思想家对君主专制的质疑。《后汉书》里

面出现了较完整的《文苑列传》，里面的人物大多

是不得志的文学家，第一个是反对迁都洛阳的杜

笃，最后一个是辱骂奸雄曹操的祢衡。范晔以士

族名士的眼光，精心构造了《独行列传》、《方术列

传》、《逸民列传》、《列女传》。这些传记里面的一

些人物，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但是因为有深刻

的思想，或者有卓异的言行，或者有先进的发明，

范晔一定让他们青史留名。《后汉书·西域传》
甚至还记录了古罗马的元老院制度，记录了没有

皇权专制的强盛异国:“其王日游一宫，听事五日

而后遍。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

书投囊中，王室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

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

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

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

故谓之大秦。”后世的官修史书，基本上沦为帝王

将相的家谱汇编，不可能达到范晔的思想高度。
《后汉书》这样特立独行的史书自然得罪了

专制君主。范晔被捕后，《后汉书》也立刻成为刘

义隆、徐湛之等人的重点搜查目标。《后汉书·
皇后纪》李贤注引沈约《宋书·谢俨传》:“范晔所

撰十志，一皆托( 谢) 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

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

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后来梁朝刘昭截

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十志”，和范晔《后汉书》
合为一体，才勉强避免了《后汉书》残缺的遗憾。

班固、蔡邕都是《东观汉记》的作者，也算是

范晔的祖师爷。范晔《后汉书·蔡邕传》记录了

蔡邕仅仅因为流露了对董卓的同情，就被王允视

为叛逆。蔡邕乞求“黥首刖足，继成汉史”。王允

认为“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

无情地处死了蔡邕。范晔在狱中也曾对刘义隆产

生过幻想，希望能够苟活下去，发挥自己的才能，

把《后汉书》编写完毕。随后范晔很快就明白自

己活不下去了，写下了遗书和遗诗。因为专制统

治者和异端思想家是天敌。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哀叹班固:“彪、固讥

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
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

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 然亦身

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呜呼，古人所以致论

于目睫也!”司马迁惨遭宫刑，班固瘐死狱中。范

晔也是“致论于目睫”，其结局比司马迁、班固还

要悲惨。
无独有偶，450 年，北魏史学家崔浩因为编写

历史书，得罪了皇帝和大臣，也遭遇了灭族大祸。
范晔、崔浩相继被灭族，给南北朝的史学家极大的

震慑。史学家逐渐丧失了私修史书的自由，通常

只能奉旨修史。到了 593 年，重新统一南北的隋

文帝明令禁止私修国史。官史代替私史，最终成

为古代史书的主流。范晔的《后汉书》，也可谓是

中国史书中的广陵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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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沈约:《宋书·卷六十八·列传第二十八·武二王》，中华书

局，1974 年，1795 页。

②魏征等《隋书·志第二十九·经籍三》记录“范晔《上香方》一

卷，《杂香膏方》一卷。亡”，可见范晔对香料的确有研究，研究

成果在南朝较有影响。

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中华书

局，1974 年，17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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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ath of Fan Ye and Its Cultural Meaning

CAO Xu，QUAN Lia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Fan Ye，a historian and man of letters，was born into a literati family and the author of Book of Later Han Dynas-
ty． The proud and unruly Fan Ye was killed on the accusation of treason in the Yuanjia Period by the emperor Liu Yilong who
first killed Xie Lingyun，another famous man of letters． The death of Fan Ye symbolized the downfall of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victory of the imperial power． After Fan Ye’s death，the literati were deprived of their power and the cen-
tralization of the emperor’s power was established． Unauthorized historiography was replaced by authorized historiography，and as
a result，the literati were untitled to compil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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