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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虽然陆云所著«陆子»一书已经散佚ꎬ且无政论散文传世ꎬ但由于其文学作品具有鲜明的说理倾

向ꎬ故仍可清晰地扪及其跳动的思想脉络ꎮ 从现存的作品看ꎬ陆机思想偏于“传统”ꎬ陆云思想则偏于“维新”ꎮ
如果说伏膺儒术的家族学风是陆机思想的支点ꎬ那么玄体儒用的洛下学风则是陆云思想的支点ꎮ 所谓“玄体”ꎬ
主要表现在以玄学为本体的生命哲学及其认知方法上ꎻ“儒用”ꎬ则主要表现在以儒学为致用的社会理想和价值

人生上ꎮ 然而ꎬ即便是“儒用”ꎬ也仍然深受玄学的儒道兼综的社会论及人性论的影响ꎮ 可见ꎬ史书评价陆云“虽

文章不及机ꎬ而持论过之”ꎬ绝非虚美之词ꎮ
〔关键词〕陆云ꎻ思想ꎻ玄体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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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云曾著«陆子»十篇ꎮ 嵇君道曰:“«陆子»
十篇ꎬ诚为快书ꎮ 其辞之富者ꎬ虽覃思不可损也ꎻ
其理之约者ꎬ虽鸿笔不能益也ꎮ” 〔１〕 君道赞赏«陆
子»“辞富”“理约”ꎬ不可损益ꎻ东晋理论大家葛

洪ꎬ又将这一评价引入«抱朴子»书中ꎬ可见«陆
子»问世后反响之强烈ꎮ 一般说来ꎬ子书皆有相

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及鲜明的思想倾向ꎮ 惜乎ꎬ
«陆子»散佚ꎬ无由得见庐山面目ꎮ

虽然«陆子»已经散佚ꎬ且今存之«陆云集»
又无陆机«辨亡论»«五等诸侯论»这一类闪烁思

想之光的政论散文ꎬ但由于其文学作品具有鲜明

的说理倾向ꎬ故仍可清晰地扪及其跳动的思想脉

络ꎮ 从现存的作品看ꎬ陆机思想偏于“传统”ꎬ陆

云思想偏于“维新”ꎮ 如果说伏膺儒术的家族学

风是陆机思想的支点ꎬ那么玄体儒用的洛下学风

则是陆云思想的支点ꎮ 所谓“玄体”ꎬ主要表现

在以玄学为本体的生命哲学及其认知方法上ꎻ
“儒用”ꎬ则主要表现在以儒学为致用的社会理

想和价值人生上ꎮ 然而ꎬ即便是“儒用”ꎬ也仍然

深受玄学的儒道兼综的社会论及人性论的影响ꎮ
可见ꎬ«晋书陆云传»评价其“虽文章不及机ꎬ
而持论过之”ꎬ绝非虚美之词ꎮ

然而ꎬ学界对陆云思想研究多为零金碎玉ꎬ
周国林认为儒家学说是二陆思想基础ꎬ〔２〕姜剑云

认为崇尚清简素朴是陆云思想的特征ꎬ〔３〕二人皆

抓住一点ꎬ不及本质ꎮ 系统研究付之阙如ꎬ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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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如下ꎮ

一、以一为本:生命哲学论

陆云既无玄学论著留存于世ꎬ亦无哲学本体

的抽象论证ꎬ但这并不代表他对玄学思想没有研

究ꎬ对哲学本体思考缺位ꎮ 发掘其文学文本ꎬ即
可发现:陆云入洛之后ꎬ深受王弼玄学熏染ꎮ 其

“以一为本”的生命哲学ꎬ就深受王弼玄学“以无

为本”的影响ꎮ
玄学本体论直接影响了陆云创作的思想取

向ꎬ其抒写隐士的作品表现得尤为显著ꎮ 歌颂隐

士本是西晋流行的题材之一ꎬ但是陆云汲取了汉

末文人的说理艺术ꎬ融贯了洛下玄学的哲理玄

思ꎬ其隐士之歌浸润着更为浓郁的哲学思辨色

彩ꎮ 在这类作品中ꎬ“道”和“一”成为其生命哲

学的核心理念ꎮ 如«登遐颂郊间人»:“媚兹伯

阳ꎬ常道是夤ꎮ 遗物执一ꎬ妙世颐神ꎮ”此之

“常道”———亘古不变之道ꎬ即老子之“道”ꎬ而非

老子所言“道可道ꎬ非常道”的“常道”ꎻ“一”也就

是道ꎬ“执一”即执守其道ꎮ “道”和“一”二者的

理论内涵基本一致ꎮ 然而ꎬ士龙又并非从本体哲

学上论述“道”和“一”的理论属性ꎬ而是从生命

哲学上阐释“道”和“一”对于人生的意义ꎮ 无论

是缘夤于道ꎬ抑或遗物执一ꎬ其归趣乃在于“妙世

颐神”———妙达世理ꎬ颐养情性ꎮ «逸民赋» 又

曰:“世有逸民兮ꎬ栖迟乎于一丘ꎮ 委天刑之外心

兮ꎬ淡浩然其何求ꎮ 陋此世之险隘兮ꎬ又安足以

盘游? 杖短策而遂往兮ꎬ乃枕石而漱流ꎮ 载营抱

魄ꎬ怀元执一ꎮ 傲物思宁ꎬ妙世自逸ꎮ 静芬响于

永言ꎬ灭绝景于无质ꎮ”栖息一丘、枕石漱流的隐

士ꎬ所以超然世俗ꎬ恬淡无欲ꎬ轻视外物而求安ꎬ
妙悟世理而自隐ꎬ乃在于 “载营抱魄ꎬ怀元执

一”ꎮ “元”即为始ꎬ始则为“一”ꎮ 所谓“一”ꎬ在
«老子»之书中是“道始所生”ꎮ 其第十章曰:“载
营魄ꎬ抱一ꎬ能无离乎?”河上公注:“魂静志道不

乱ꎬ魄安修德延年也ꎮ 言人能抱一ꎬ使不离于身ꎬ
则长存也ꎮ 一者ꎬ道始所生ꎬ太和之精气也ꎮ” 〔４〕

简言之ꎬ“一”虽生成于道ꎬ却又是阴阳的生成本

原ꎮ 所以ꎬ王弼玄学则直接将“一”等同于“道”:
“万物万形ꎬ其归一也ꎮ 何由致一? 由于无也ꎮ
由无乃一ꎬ一可谓无ꎮ” 〔５〕万物归于一ꎬ由无致一ꎮ
道为无ꎬ“无”不可言ꎬ故以“一”言之ꎬ故曰“一可

谓无”ꎮ 而王弼玄学 “以无为本”ꎬ “一” 既谓

“无”ꎬ亦即为道ꎮ 故后来苏辙曰:“一ꎬ道也ꎮ 物

之所以得为物者ꎬ皆道也ꎮ” 〔６〕 陆云所言之“怀元

执一”ꎬ意取玄学ꎬ亦即怀其本而守乎道ꎮ 所不同

的是ꎬ王弼从本体哲学上论“一”ꎬ乃探求自然之

本体ꎻ陆云从生命哲学上说“一”ꎬ乃探求生命之

本体ꎮ 二者着眼点不同ꎮ
作为生命哲学的本体之“一”ꎬ从主体状态

上说ꎬ是“自然”“齐物”ꎻ从主体本性上说ꎬ是“天
真”“冲漠”ꎻ从主体行为上说ꎬ是“无为”“忘我”ꎮ

所谓之“自然”ꎬ乃指主体呈现的生命状态ꎮ
其«与陆典书书»之六曰:“每惟大人挺自然之妙

质ꎬ禀渊姿之弘毅ꎮ”质性本然ꎬ自在自足ꎬ犹如嵇

康之“土木形骸”ꎻ“自然”ꎬ是生命的本然状态ꎬ
也是这种生命状态的生成本原ꎮ 二者是亦体亦

用的关系ꎮ 其«寒蝉赋»曰:“彰渊信于严时ꎬ禀
清诚乎自然ꎮ”得之造化ꎬ受之天道ꎬ亦即“道与

之貌ꎬ天与之形” («庄子德充符»)ꎮ 在这里ꎬ
“自然”与“道”亦即“一”ꎬ是异名同质的概念ꎮ
如果从存在的角度上说ꎬ这种生命状态又是建立

在“齐物”的哲学理念上ꎮ «庄子齐物论»曰:
“天地与我并生ꎬ而万物与我齐一ꎮ”因为“道通

于一”ꎬ天地与我、万物与我ꎬ都是一种无差别的

存在ꎬ所以“齐一”ꎮ 这样ꎬ陆云就将庄子的自然

哲学巧妙地转化为生命哲学ꎬ所以«逸民赋»曰:
“物有自遗ꎬ道无不可ꎮ 万殊有同ꎬ齐物无寡ꎮ”
若以齐物视之ꎬ物虽万殊而本质则一ꎬ一旦齐一ꎬ
则“可乎可ꎬ不可乎不可”(«庄子齐物论»)ꎬ消
解了差别ꎬ就不会自遗其咎ꎮ 因此ꎬ“齐物无寡”
又成为行为选择上消解了价值取向的价值取向ꎮ

在主体本性上ꎬ这种自然的生命状态又以

“天真”为内核ꎮ 所谓天真ꎬ就是不染尘俗的自

然本性ꎮ 其«荣启期赞»序曰:“遂放志一丘ꎬ灭
景榛薮ꎮ 荣华溢世ꎬ不足以盈其心ꎻ万物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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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ꎬ不足以易其乐ꎮ 绝景云霄之表ꎬ濯志北溟之

津ꎮ 岂非天真至素ꎬ体正含和者哉?”之所以荣华

盈世ꎬ不可动其心ꎬ外物纷纭ꎬ不可改其乐ꎬ乃因

为荣启期纵情丘山ꎬ栖身林薮ꎬ息影于云霄之外ꎬ
涤志于天池之水ꎬ性守至纯之本真ꎬ体含自然之

和谐ꎮ 这种情性就是庄子所言之“天真”ꎮ «庄
子渔父»曰:“真者ꎬ所以受于天也ꎬ自然不可

易也ꎬ故圣人法天贵真ꎬ不拘于俗ꎮ”脱去生命的

桎梏ꎬ独任自然ꎬ法天贵真ꎬ就是本性的天真ꎮ 如

果从心理状态的角度考察ꎬ本性天真就是心境

“冲漠”ꎮ 所谓冲漠ꎬ就是玄远幽寂的心境ꎮ 张

协«七命»虚构了一位“含华隐曜”的冲漠公子ꎬ
李善注:“冲漠ꎬ冲虚恬漠也ꎮ” 〔７〕 而后ꎬ冲漠成为

一个稳定的意象镶嵌于文学作品之中ꎮ 陆云«四
言失题»之八曰:“牧彼纷华ꎬ委之冲漠ꎮ 漂志垂

天ꎬ矫心冯阁ꎮ”修养深厚美德ꎬ归之玄远幽寂ꎬ方
有垂天漂远之志ꎬ高标尘世之心ꎮ 也就是说ꎬ一
切超然的境界皆本原于本性的“天真”和心境的

“冲漠”ꎮ
在生命哲学中ꎬ“自然”和“天真”是一体两面

的存在ꎬ郭象«庄子齐物论»注曰:“任自然而忘

是非者ꎬ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ꎬ又何所有哉!” 〔８〕生

命之自然状态正是主体之天真情性的外在表征ꎬ
一旦独任天真ꎬ即可“任自然而忘是非”ꎻ“天真”
与“冲漠”也是一体两面的存在ꎬ冲漠之心境是

天真之性情的心理表征ꎮ 于是ꎬ无论“任自然而

忘是非”ꎬ抑或任天真而“委之冲漠”ꎬ都成为行

为选择上消解了无价值取向的价值取向ꎮ
由此可见ꎬ无论阐释生命状态抑或生命本

性ꎬ其理论指向都在于人生行为的选择上ꎮ 于

是ꎬ“无为”成为陆云强调的主体行为准则ꎮ 其

«逸民赋»曰:“殉有丧之假乐兮ꎬ方无身其孰哀ꎮ
美达人之玄览兮ꎬ邈藏器于无为ꎮ”顺乎自然ꎬ等
同生死ꎬ身藏治国之器而不用于世ꎬ方为达人之

玄鉴ꎮ 依照老庄哲学ꎬ顺乎自然ꎬ表现在人生行

为上就是“无为”ꎮ 无为并非“不为”ꎬ而是顺应

造化之变、不逆自然之性而为之ꎬ此即老子所言

的“为无为”ꎮ «老子»第三章曰:“为无为ꎬ则无

不治ꎮ”魏源«老子本义»曰:“无知、无欲则无为ꎮ
纵有聪明知识者出ꎬ欲有所作为ꎬ而不敢自为ꎮ
无为之为ꎬ民返于朴而不自知ꎬ夫安有不治者

哉!” 〔９〕魏源所论乃无为的政治策略ꎬ而老子所言

的“无为”是“道”的表征ꎬ故第三十七章亦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ꎮ”河上公注:“道以无为为

常也ꎮ” 〔１０〕然而ꎬ陆云所言之“无为”则与“道”同
位ꎬ所以一边说“藏器于无为”ꎬ另一边又说“道
实藏器”ꎮ 无为藏于“器”ꎬ道亦藏于“器”ꎬ故知

二者属于同位的概念ꎮ 老子所说的无为ꎬ主要着

眼于社会哲学ꎻ陆云所说的无为ꎬ主要着眼于生

命哲学ꎮ 所以他又用“无为福始”ꎬ告诫吴王“崇
丰侈”就是祸患的先兆(«西园第既成有司启»)ꎮ

在行为选择上ꎬ“无为”又必须以“忘我”为

心理前提ꎮ «逸民赋»又曰:“并家于国ꎬ等朝于

野ꎮ 荣在此而贵身兮ꎬ神居形而忘我ꎮ”庄子强调

“坐忘”ꎬ坐忘又是必须经历“外天下”“外物”“外
生”的心理过程ꎬ才能达到的精神境界ꎮ 后来郭

象«齐物论»注ꎬ又以“忘我”为核心ꎬ分别论述忘

是非、忘有无、忘智慧的三种境界ꎮ〔１１〕 陆云却从

生命哲学的角度ꎬ着重强调忘功名、忘尊卑ꎬ超然

世俗ꎬ守神贵生ꎮ 可见ꎬ陆云之“忘我”“无为”云
云ꎬ在内涵上扬弃庄学ꎬ部分撷取于玄学ꎮ 所谓

“忘我”ꎬ只是等同朝野ꎬ消解世俗的利禄追求ꎻ
“无为”ꎬ唯在顺乎自然ꎬ本质上则是脱去生命桎

梏的明哲保身ꎬ这就将行为选择上的消解了价值

取向的价值取向ꎬ进一步清晰地表达出来ꎮ
士龙从“以一为本”的哲学观念出发ꎬ始终

以人生行为选择为基点ꎬ探讨生命哲学的内涵ꎬ
主张顺乎自然ꎬ齐一物我ꎬ持守本性ꎬ超越尘俗ꎬ
等同朝野ꎬ达乎无为ꎬ以消解世俗价值取向的形

式ꎬ形成了以道家理论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体

系ꎮ ———此即上文反复论说的“消解了价值取向

的价值取向”ꎮ

二、相对主义:认知方法论

“以一为本”的生命哲学本体观ꎬ也包含了

陆云对于人生和世界的哲学认知ꎮ 然而ꎬ“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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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只是认知人生和世界的起点ꎬ由此而衍生

的相对主义ꎬ则是具体的认知方法ꎮ 这种认知方

法ꎬ对老庄哲学既有继承ꎬ也有扬弃ꎮ 虽然ꎬ陆云

所言之“一”与老庄之“道”内涵相同ꎬ但是ꎬ老庄

以“道”为本体ꎬ其相对主义是对现象存在的抽

象认知ꎬ其认知方式是将社会哲学、生命哲学融

贯于自然哲学之中ꎻ陆云以“一”为本体ꎬ其相对

主义是对主体存在的抽象认知ꎬ其认知方式是将

社会哲学、自然哲学融贯于生命哲学之中ꎮ 在认

知对象和认知方式上ꎬ二者皆有所不同ꎮ
毫无疑问ꎬ陆云的相对主义认知论也是以自

然为逻辑基点ꎬ以社会为观察对象ꎬ但是认知的

重点却又落实在主体的生命哲学上ꎮ
在自然哲学上ꎬ陆云以“一” “多”的辩证关

系为哲学基点ꎮ 本体为 “一” 为 “道”ꎬ万物为

“多”为“象”ꎮ 道存于宇宙万物ꎬ“日征月盈ꎬ天
道变通” («四言失题八章»之二)———天道之变

蕴涵于造化的现象之中ꎬ然而ꎬ在抽象认知上ꎬ却
又无法直接借助自然造化的现象探求本体之

“道”ꎬ因为一切现象都只是相对的存在ꎮ 其«登
台赋»曰:“仰凌眄于天庭兮ꎬ俛旁观乎万类ꎮ 北

溟浩以扬波兮ꎬ青林焕其兴蔚ꎮ 扶桑细于毫末

兮ꎬ昆仑卑乎覆篑ꎮ 于是忽焉俛仰ꎬ天地既必ꎮ
宇宙同区ꎬ万物为一ꎮ 原千变之常钧兮ꎬ齐亿载

于今日ꎮ 彼区中之侧陋兮ꎬ非吾党之一室ꎮ 本达

观于无形兮ꎬ今何求而有质ꎮ”若自登台视之ꎬ海
水浩荡ꎬ树林葱郁ꎻ若自天庭视之ꎬ则扶桑细微ꎬ
昆仑低小ꎮ 俯仰天地ꎬ追寻宇宙本原ꎬ时空一体ꎬ
万物齐一ꎬ空间和时间的变化都是相对的存在ꎮ
他明确指出ꎬ这种相对主义的认知本原于无形之

道ꎬ不可求之于有形之象ꎮ ———有形之象是有差

别的相对存在ꎬ无形之道则是无差别的绝对存

在ꎮ 显然ꎬ这种认知方法直接源于老庄ꎮ
在老子哲学中ꎬ唯有“道”是绝对的存在ꎬ现

象则是相对的存在ꎬ有与无、阴与阳、雌与雄、刚
与柔、高与下、清与浊等等ꎬ都是相对且可以互相

转化的存在ꎮ 庄子接过老子衣钵ꎬ将其相对论发

挥到极致ꎮ «庄子齐物论»曰:“物无非彼ꎬ物

无非是ꎮ 自彼则不见ꎬ自知则知之ꎮ 故曰彼出于

是ꎬ是亦因彼ꎮ”郭象注曰:“夫物之偏也ꎬ皆不见

彼之所见ꎬ而独自知其所知ꎮ 自知其所知ꎬ则自

以为是ꎮ 自以为是ꎬ则以彼为非矣ꎮ 故曰彼出于

是ꎬ是亦因彼ꎬ彼是相因而生也ꎮ” 〔１２〕 彼与非彼、
是与非是ꎬ并非两种不同的存在ꎬ而是因为主观

认知视角的不同而产生ꎮ 从认知上说ꎬ二者具有

相对性:从主观的角度看ꎬ既是“彼”又是“是”ꎬ
二者具有差异性ꎻ从客观的角度看ꎬ既是“非彼”
又是“非是”ꎬ二者具有齐一性ꎮ 所认知的现象ꎬ
差异是相对的ꎬ齐一则是绝对的ꎮ 齐一之“一”
即为道ꎬ故曰“道通于一”ꎮ 认知中相对存在的

有形之象ꎬ只有在绝对“齐一” 时ꎬ才能与道相

通ꎬ一旦执著于有形之象的差异性ꎬ就不可能藉

之而求道ꎮ 由此可见ꎬ陆云相对主义认知方法接

受庄子学说的影响更为显著ꎮ
在社会哲学上ꎬ陆云亦以“齐一”为哲学基

点ꎬ考察社会人生的兴废崇替ꎮ 他以夸张的笔

调ꎬ将“荣犹振颖ꎬ坠若颓荒”惊心动魄地展现在

世人眼前ꎮ 其«登台赋»以描写登上三台的所见

所感为核心ꎬ将三台眼前的荒凉冷落和曾经的繁

荣鼎盛ꎬ在穿越式的隐性比较中ꎬ论述前代兴废

之事ꎮ 其文曰:“于是精疲游倦ꎬ白日藏辉ꎮ 鄙春

登之有情兮ꎬ恶荆台之忘归ꎮ 聊弭节而驾言兮ꎬ
怅将逝而徘徊ꎮ 感崇替之靡常兮ꎬ悟废兴而永

怀ꎮ 隆期启而云升ꎬ逝运靡其如颓ꎮ”此乃抒写归

去时的感慨:白日西沉ꎬ神灵倦游ꎬ方因登台流

连、放逸情感而自责ꎬ于是启驾离去ꎬ然而却又徘

徊盘桓ꎬ惆怅兴感ꎬ感悟人世盛如云升ꎬ衰如物

坠ꎬ兴废何其无常! 他虽没有像庄子那样绝对地

否定世俗的一切价值判断ꎬ但对现实趋之若鹜的

荣华利禄ꎬ却始终保持着一份警醒ꎮ 荣辱齐一则

是其基本的价值判断ꎬ“忘我” “外物”是其理想

的心理蕲向ꎬ所以强调“并家于国ꎬ等朝于野”
“神居形而忘我” («逸民赋»)ꎬ“闲居外物ꎬ静言

乐幽”(«四言失题六章»之五)ꎮ 而“宇宙同区ꎬ
万物为一”的“齐一”之“道”则是其基本的哲学

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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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老子“道生一ꎬ一生二ꎬ二生三ꎬ三生

万物”ꎬ是一种演绎式抽象ꎬ那么陆云“本达观于

无形”ꎬ则是一种归纳式抽象ꎮ 陆云观察的逻辑

起点并不在于宇宙本体ꎬ而在于社会现象ꎮ “凭
虚槛而远想兮ꎬ审历命于斯堂”(«登台赋»)ꎮ 对

于历数天命的感悟ꎬ并非由绝对理念的“道”推

衍而来ꎬ而是凭栏遥想而生ꎮ 同样ꎬ对“宇宙同

区ꎬ万物为一”之“道”的感悟ꎬ也是由仰观天庭、
俯察万物而生ꎮ 这就表现出文学家与哲学家认

知世界的分野ꎮ 然而ꎬ同是哲学家ꎬ且又皆建立

在本体哲学的基础上ꎬ庄子与老子的认知方法却

有所不同ꎮ 庄子论道ꎬ基本由具体的现象存在为

出发点ꎬ所以«庄子»多以“寓言”为现象存在ꎬ最
终回归于“道”的抽象ꎮ 如«逍遥游»通过鲲鹏和

蜩学鸠ꎬ朝菌蟪蛄和冥灵大椿ꎬ宋荣子和列子等

现象的比较ꎬ形象化论述了大小之辨、寿夭之辨、
荣辱之辨ꎬ最后抽象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
人无名”的哲理ꎻ«齐物论»也通过南郭子綦隐机

而坐、狙公赋芧、尧问于舜、啮缺问于王倪、瞿鹊

子问于长梧子、罔两问景及庄周梦蝶等独立而连

贯的故事ꎬ抽象“道通于一”的齐一之论ꎮ 也正

是在自然现象的观察中ꎬ跳出自我ꎬ认知现实ꎬ跳
出人类ꎬ认识自我ꎬ从而得出“物无非彼ꎬ物无非

是ꎮ 彼是莫得其偶ꎬ谓之道枢ꎮ 枢始得其环

中ꎬ以应无穷”的抽象结论ꎮ 陆云归纳式思维的

认知方法ꎬ也带有浓郁的庄学色彩ꎮ
在生命哲学上ꎬ陆云以“自然”为哲学基点ꎬ

将人生短暂的感叹、神仙之思的遐想ꎬ最终消解

在“齐一”生死、顺乎自然的生命哲学之中ꎮ
毋庸置疑ꎬ陆云诗赋浸透着强烈的生命意

识ꎬ人生短暂的忧伤几乎成为其吟咏的主调ꎮ 其

«愁霖赋»曰:“何人生之倏忽ꎬ痛存亡之无期ꎮ
方千岁于天壤兮ꎬ吾固已陋夫灵龟ꎮ 矧百年之促

节兮ꎬ又莫登乎期颐ꎮ 哀戚容之易感兮ꎬ悲欢颜

之难怡ꎮ”人生倏忽ꎬ存亡难料ꎬ长寿不能ꎬ百年难

期ꎬ故伤情满怀ꎮ 一个“何”字的痴问ꎬ将无可奈

何的失落直接推向前台ꎮ 所以诗人常常以夸张

的笔调ꎬ将人生短暂的惊悚描写得无以复加ꎮ 其

«岁暮赋»感叹人生百年ꎬ世间千岁ꎬ其流逝之迅

疾犹如一呼一息的瞬时存在ꎮ 这是何其惊心动

魄! 如此短暂人生ꎬ却又因裹入功名利禄ꎬ而成

为政治祭坛上的牺牲品ꎬ“形瑰者征咎ꎬ体壮者为

牺ꎮ 虽明文而龙藻兮ꎬ终俛首而受羁ꎮ 立修名于

祸始兮ꎬ登全生于戾阶”ꎬ因此他明确告诫:“戒
彼覆餗ꎬ冒此栋隆ꎮ 慎微如显ꎬ乃保身以终”
(«逸民赋»)ꎮ 所以ꎬ入洛之后ꎬ虽然浮沉宦海ꎬ
难以抽身ꎬ但是逸民的栖息丘山、缥缈的神仙之

思ꎬ成为他心造的精神家园ꎮ
然而ꎬ心造的幻影毕竟无法替代生存的现

实ꎮ 丘山ꎬ欲归隐而不能ꎻ神仙之思ꎬ也只是偶尔

泛起的虚妄遐想ꎬ于是道家“齐一” “自然”的哲

学就成为疗救苦难人生的麻醉剂ꎮ 其«四言失题

六章» 之四曰:“精气为物ꎬ或降或升ꎮ 徂落攸

往ꎬ神奇有登ꎮ 死生为徒ꎬ存亡曷胜ꎮ 谓予不信ꎬ
遗籍有征ꎮ”诗人由时光飘逝而思考庄子生死齐

一的哲理:物禀天地元气ꎬ盛衰相续ꎬ死生齐一ꎬ
稽之典籍ꎬ死亡之至ꎬ正是飞升神奇境界之时ꎮ
其«岁暮赋»更反复讨论了生死齐一、顺乎自然

的问题:“仰悲谷之方中兮ꎬ顾悬车而日昃ꎮ 百年

迅于分嘘兮ꎬ千岁疾于一息ꎮ 咏大椿之万祀兮ꎬ
同蟪蛄于未识ꎮ 岁难停而易逝兮ꎬ情艰多而泰

寡ꎮ 年有来而弃予兮ꎬ时无算而非我ꎮ 祗生心于

日顺兮ꎬ虽呼翕其难假ꎮ 摄 生于逆旅兮ꎬ欲淹

留其焉可ꎮ”日影迁逝ꎬ年过迅疾ꎬ物之短长ꎬ亦将

泯然而逝ꎻ日月逝矣ꎬ人生如寄ꎬ年寿有时而尽ꎬ
不可淹留ꎮ 百年千岁ꎬ也止于一呼一息而已ꎬ唯
有庄生齐一生死的生命哲学ꎬ才能让人获得心灵

的暂时解脱ꎮ 于是ꎬ如何对待生死相依的残酷现

实ꎬ就成为必须严肃思考的哲学命题:“彼鉴寐之

有时兮ꎬ亦始卒之固然ꎮ 鉴通人之炯戒兮ꎬ
惧晏平之达言ꎮ 苟长生而自得兮ꎬ将奚待而

有夭ꎮ 考大德于天地兮ꎬ知斯言之益矫ꎮ”死亡如

同假寐ꎬ生死必然相依ꎻ针对齐景公的牛山之悲ꎬ
晏子关于生死之言实在是通达之论ꎻ若长生可

得ꎬ何有寿夭? 考天地之大德ꎬ唯在顺乎自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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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为徒ꎬ存亡曷胜”ꎬ诗人心灵的纠结ꎬ终于

在道家齐一、自然的理论中获得了解脱ꎮ
陆云的生命哲学亦如庄子ꎬ充满无可调和的

哲学悖论ꎮ 避开一切矛盾ꎬ保身全生ꎬ养亲尽年ꎬ
是«庄子养生主»的核心命题ꎮ 然而ꎬ«齐物

论»“方生方死ꎬ方死方生ꎻ方可方不可ꎬ方不可

方可ꎻ因是因非ꎬ因非因是”的齐一生死观ꎬ又消

解了“养生”的意义ꎮ 避祸全身、养性守真的生

命哲学与顺乎自然、齐一生死的人生态度ꎬ成为

合理却又无解的悖论ꎮ 既然无解ꎬ陆云也必然无

法跳出这一悖论的弓彀之外ꎮ
无论是现象与本体的自然哲学、隆崇与衰颓

的社会哲学ꎬ抑或齐一生死、顺乎自然的生命哲

学ꎬ陆云都全面接受了庄子哲学ꎬ相对主义则是

其基本认知方法ꎮ 在思辨逻辑上ꎬ由老子的演绎

抽象到庄子的归纳抽象ꎬ既是道家哲学内部的演

化轨迹ꎬ也是魏晋玄学由正始何晏、王弼到中朝

向秀、郭象的演化轨迹ꎮ 如果说ꎬ正始以老学思

辨为主体ꎬ那么中朝则以庄学思辨为特质ꎮ

三、向往盛世:社会理想论

然而ꎬ精神的超越并没有消解陆云积极用世

的情怀ꎮ 心系盛世ꎬ是陆云无法释然的政治情

结ꎮ 其«赠顾骠骑思文»之八前四句曰:“昔周

之隆ꎬ有任有姒ꎮ 内刑圣敬ꎬ外崇多士ꎮ”正是在

对历史盛世的遥想中ꎬ投映了诗人的社会理想ꎮ
西周礼乐社会建立之后ꎬ已经形成了系统的

社会文明制度ꎬ然而兴废交替ꎬ盛衰相续ꎬ仍然是

习见的历史现象ꎮ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的

兴废盛衰呢? 诚然ꎬ不同的政治结构、阶层权重

以及经济基础、利益分配ꎬ决定了影响社会兴废

盛衰的因子各有不同ꎬ但是ꎬ政治秩序、治政方

略、吏治体系则是影响社会盛衰的三大核心因

子ꎮ 因此ꎬ崇尚伦理ꎬ一统天下ꎬ重构井然的政治

秩序ꎻ化育为宗ꎬ刑德兼治ꎬ施行有效的治政方

略ꎻ简贤授能ꎬ勿用小人ꎬ建构合理的吏治体系ꎬ
是陆云基本的社会理想ꎮ

由于生遭乱世ꎬ一切既定的政治秩序已经破

碎一地ꎮ 于是ꎬ重构井然的政治秩序ꎬ是陆云社

会理想的核心ꎮ 他强调社会文明的根基ꎬ乃在于

“先识经始ꎬ实综彝伦” («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

此诗»之一)ꎮ 也就是说ꎬ先哲经营规度ꎬ条贯万

物伦理ꎬ既是必然也是必要的社会原则ꎮ 因此ꎬ
他对上古盛世常常充满着诗意的向往ꎬ«移书太

常府荐张赡»曰:“盖闻在昔圣王ꎬ承天御世ꎬ殷
荐明德ꎬ思和人神ꎮ 莫不崇典谟以教思ꎬ兴礼学

以陶远ꎮ 是以帝尧昭焕ꎬ而道协人天ꎻ西伯质文ꎬ
而周隆二代ꎮ”上古圣王承天命而治世ꎬ举荐明

德ꎬ和谐人神ꎬ敦崇典谟ꎬ教化百姓ꎬ复兴礼学ꎬ陶
冶边夷ꎬ因此帝尧功高日月ꎬ道协人天ꎬ文王注重

文德ꎬ二代兴隆ꎮ 陆云所言之典谟教化、道协人

天的本质ꎬ就是建构和谐的政治秩序ꎮ 其«四言

失题八章»之六又曰:“厥初生民ꎬ有物有类ꎮ 自

古有称ꎬ大宝以位ꎮ 烝徒式好ꎬ骏奔攸遂ꎮ 启予

有闻ꎬ诲尔达贵ꎮ”天之生民ꎬ方以类聚ꎬ名号地

位ꎬ圣人所珍ꎬ故众人效法ꎬ各司其职ꎬ遵循天性ꎬ
谨守伦理ꎮ 在陆云看来ꎬ自然秩序和伦理秩序是

政治秩序的两大支点ꎬ所以«与朱光禄书»«与严

宛陵书»等也反复强调伦理秩序的社会意义ꎮ 建

构以伦理秩序为基点的政治秩序ꎬ是其社会秩序

观的核心ꎮ
陆云的部分应制诗ꎬ并非仅仅是献谀之辞ꎬ

在对西晋歌舞升平的描绘中ꎬ浸透着自己的社会

理想ꎮ 如«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四:“南
海既宾ꎬ爰戢干戈ꎮ 桃林释驾ꎬ天马婆娑ꎮ 象齿

南金ꎬ来格皇家ꎮ 绝音协徽ꎬ宇宙告和ꎮ”南方臣

服ꎬ干戈止息ꎻ牛去车驾ꎬ放于桃林ꎻ马脱鞍辔ꎬ婆
娑而舞ꎻ四海珍宝ꎬ贡献皇室ꎻ礼乐谐调ꎬ天人协

和ꎮ 所描绘的西晋升平和谐的景象ꎬ固然带有应

制诗美颂的特点ꎬ与乱离的社会现实不啻相距千

里ꎬ然而正是生遭乱世ꎬ刺激了诗人对天下一统

的和平盛世之向往ꎬ所以重构政治秩序ꎬ达到天人

和谐ꎬ是诗人无法企及却又充满遐想的政治理想ꎮ
政治秩序的建构ꎬ在集权文化上ꎬ依赖于国

家意识形态ꎻ在社会实践中ꎬ依赖于有效的治政

方略ꎮ 因此ꎬ施行有效的治政方略ꎬ是重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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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秩序的内在驱动力ꎮ 他的诔颂文章ꎬ往往通

过颂美人物的政绩ꎬ将自己的政治理想投映其

中ꎮ 如«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诔»赞美夏少明出

守武昌、湘东之政绩:上正其身ꎬ下明典法ꎬ广施

教化ꎬ移易陋俗ꎬ百姓安宁ꎬ遗民得举ꎻ公车至之ꎬ
轻刑罚ꎬ行教化ꎬ整饬伦理ꎬ推崇礼仪ꎬ仁泽博施ꎬ
恩威并重ꎬ使百姓安宁悠闲ꎮ 这显然是借助颂美

夏少明的政绩ꎬ描绘自己的政治理想ꎮ 接着ꎬ在
颂美少明出守豫章的政绩中ꎬ进一步昭示了自己

的政治理想:“皇道御世ꎬ与民靡偏ꎮ 敷彼惠政ꎬ
济此未均ꎮ 思一黔首ꎬ濯溉义渊ꎮ 观风树

政ꎬ德音允张ꎮ 洪化既摅ꎬ礼乐克昌ꎮ 闲非秋厉ꎬ
惠淑春阳ꎮ 广命俊乂ꎬ惟弓与旃ꎮ 丘园靡滞ꎬ鸾
骥凭轩ꎮ 岂方伊类ꎬ捉发躬勤ꎮ 震我声教ꎬ迈向

惟殷ꎮ 君化大扬ꎬ自北而南ꎮ 君泽本沃ꎬ河汉载

咸ꎮ 庆辉云荫ꎬ埿润川渐ꎮ”先言治世之大道:济
民允正ꎬ施行仁政ꎬ公平均衡ꎬ博行仁义ꎬ涤除陋

俗ꎬ醇厚民风ꎮ 然后赞美府君少明治理豫章之业

绩:先观风俗ꎬ施以德治ꎬ广施教化ꎬ复兴礼乐ꎬ薄
刑罚ꎬ重仁政ꎻ勤于政事ꎬ礼贤下士ꎬ广用俊才ꎬ野
无遗贤ꎬ因此教化大行ꎬ人心思贤ꎬ自北而南ꎬ君
泽广被ꎮ 可见ꎬ陆云的政治理想是以孟子 “仁

政”为基点ꎮ 所以ꎬ在他看来ꎬ“德被苍生”“却愚

以化”(«赠鄱阳府君张仲膺»)ꎬ是治政的核心ꎻ
“秉文共武”“明德审罚”(«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

诔»)ꎬ是治政的原则ꎮ 唯此ꎬ才能使社会进入

“绝音协徽ꎬ宇宙告和”的和谐的秩序状态ꎮ
有效的治政方略ꎬ固然以井然的政治秩序为

前提ꎬ但是建构合理的吏治体系则是其基本保

证ꎮ 一方面ꎬ陆云正面论述选官对于国家兴废盛

衰的意义ꎬ其«嘲褚常侍»曰:“官人ꎬ国之所废兴

也ꎮ 古之兴王ꎬ唯贤是与ꎮ 吕望渔钓ꎬ而周王枉

驾ꎮ 宁戚叩角ꎬ而齐王忘寐ꎮ 委斯徒而靡好爵ꎬ
释短褐而服龙章ꎮ 姬姜之族ꎬ非无人也ꎻ亲昵之

爱ꎬ非无怀也ꎮ 取彼庸贱之徒ꎬ登之佐臣之列ꎮ
故九贤翼世ꎬ而有命既集ꎻ五子佐时ꎬ匡霸以济ꎮ
夫唯能官人之所由也ꎮ”国家兴废在于选官得人ꎬ
“唯贤是与”是明君的不二选择ꎬ而不是任人唯

亲ꎬ亲昵所爱ꎮ 所以ꎬ吕望垂钓渭滨ꎬ文王立为

师ꎻ宁戚叩角而歌ꎬ齐王拜为卿ꎬ皆赐以高位ꎬ班
列朝臣ꎮ 上古盛世ꎬ因九贤辅世ꎬ天命归之ꎻ战国

齐桓ꎬ由五子佐政ꎬ称霸诸侯ꎬ皆是选官得人的结

果ꎮ 另一方面ꎬ陆云又告诫肉食者ꎬ“开国承家ꎬ
勿用小人”(«从事中郎张彦明为中护军»之七)ꎮ
一旦“小人用事”ꎬ必然“大道凌替”ꎬ“乱之所兴ꎬ
在于小人得亲ꎻ治之所废ꎬ在于君子自替ꎮ 废兴

治乱ꎬ由此而已”(«言事者启使部曲将司马给事

覆校诸官财用出入启»)ꎮ 社会要达到“文教内

辅ꎬ武功外御” («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

三)、“风澄俗俭ꎬ化静世波” («赠汲郡太守»之

四)的理想状态ꎬ就必须朝有谏臣ꎬ野无遗贤ꎬ
“博延俊茂ꎬ熙隆载典”(«移书太常府荐张赡»)ꎬ
建构一个合理的吏治体系ꎮ

政治秩序、治政方略、吏治体系ꎬ既有理论上

的逻辑关系ꎬ又有实践中的互动关系ꎮ 三者之

间ꎬ以政治秩序为核心ꎬ政治秩序决定治政方略

和吏治体系ꎬ治政方略和吏治体系又反作用于政

治秩序ꎬ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生态链ꎮ
然而ꎬ陆云理想社会的政治秩序并非纯粹的

儒家伦理秩序ꎮ 如上所论ꎬ既包括自然秩序ꎬ又
包括伦理秩序ꎮ 也就是说ꎬ陆云理想社会的政治

秩序乃以儒家伦理为结构形式ꎬ以道家自然为哲

学内核ꎮ
陆云将“先识经始ꎬ实综彝伦”作为社会文

明的根基ꎬ事实上就是以道家的自然观为哲学内

核ꎮ 其«会射堂皇太子见命作此诗»之一曰:“芒
芒大极ꎬ玄化烟煴ꎮ 颓形成器ꎬ凌象垂文ꎮ 大钧

造物ꎬ庶类群分ꎮ 先识经始ꎬ实综彝伦ꎮ”固然强

调“先识经始ꎬ实综彝伦”的伦理秩序的建构ꎬ然
而ꎬ这种伦理秩序是天地造物、物从其类的自然

选择ꎬ先哲对伦理秩序的经营规度ꎬ也必然顺乎

自然ꎮ 这就将儒家的伦理秩序和道家的自然无

为有机统一ꎮ «移书太常府荐张赡» 所提出的

“道协人天”的秩序论ꎬ既包括汉儒天人感应之

说ꎬ也蕴涵道合自然之意ꎮ
在集权社会中ꎬ君主是政治秩序建构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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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ꎮ 陆云理想中的君主ꎬ既是道德深厚者ꎬ又是

道法自然者ꎮ 其«大将军宴会被命作此诗»曰:
“巍巍明圣ꎬ道降自天ꎮ 则明分爽ꎬ观象洞玄ꎮ 凌

风叶极ꎬ绝辉照渊ꎮ 肃雍往播ꎬ福禄来臻ꎮ”明君

盛德法乎天道自然ꎬ智慧洞明万象玄理ꎬ其教化

上协天意ꎬ其礼义敬天和人ꎮ 这又将儒家强调的

道德修养和道家强调的道法自然有机统一ꎮ
道法自然ꎬ一旦引入治政ꎬ则是无为而治ꎮ

«陆子»佚文曰:“三皇垂策ꎬ而五帝繁手ꎮ 唐虞

按辔ꎬ禹汤驰辕ꎮ 虽使周公御衡ꎬ仲尼促节ꎬ固不

已也ꎮ” 〔１３〕典宪制度的繁缛ꎬ远古而然ꎬ后世因

之ꎬ难以改变ꎮ 陆云之意乃在于强调简约典宪制

度、无为而治的必要性ꎮ 上文所引«会射堂皇太

子见命作此诗»ꎬ对西晋歌舞升平的描绘ꎬ其中

“桃林释驾ꎬ天马婆娑”ꎬ也完全是一幅得乎天

性、无为而治的盛世蓝图ꎮ 这也隐约地透露出陆

云政治理想的另一层面ꎮ 儒家之“为” 与道家

“无为”ꎬ合目的性地统一在诗人的政治理想之

中ꎮ
综上ꎬ陆云的社会理想以政治秩序为核心ꎬ

以治政方略和吏治体系为两翼ꎬ其思想基点是儒

家ꎬ其哲学内核则是道家ꎮ 玄学的儒道兼综的社

会论ꎬ也深刻影响了陆云ꎮ

四、重铸辉煌:价值人生论

陆云虽也口头上高调宣称“志归丘垄”ꎬ行
为上却并没有“忘却营营”ꎮ 其«赠顾骠骑思

文»之八后四句曰:“亹亹翼翼ꎬ亦继斯祉ꎮ 宜尔

子孙ꎬ福禄盈止ꎮ”赞美顾骠骑勤勉进取ꎬ恭谨政

事ꎬ重振先基ꎬ福荫子孙ꎬ也正流露了诗人的人生

理想ꎮ 当然ꎬ陆云的价值人生有着更为丰满的内

容:“将弘祖业ꎬ实崇奕世”ꎬ重铸世族辉煌ꎻ“昭
治其家ꎬ覃及邦国”ꎬ实现齐家治国ꎻ“明德光远ꎬ
轨量弘济”ꎬ修养醇厚道德ꎬ是其人生的基本价值

取向ꎮ
东吴覆亡ꎬ使江东世族的陆氏家族遭受灭顶

之灾ꎮ 王师伐吴ꎬ身居军队要职的二陆之兄晏、
景被杀ꎻ西晋统一ꎬ江东世族特权利益消逝殆尽ꎮ

于是ꎬ曾经煊赫的陆氏家族顷刻间华厦倾颓ꎬ二
陆也从华屋沦落丘山ꎮ 这种命运的偃蹇变化成

为永恒的痛ꎬ烙印在二陆的心灵上ꎮ 其«答兄平

原»曰:“昔我先公ꎬ邦国攸兴ꎮ 今我家道ꎬ绵绵

莫承ꎮ 昔我昆弟ꎬ如鸾如龙ꎮ 今我友生ꎬ凋俊队

雄ꎮ 家哲永徂ꎬ世业长终ꎮ 华堂倾构ꎬ广宅颓墉ꎮ
高门降衡ꎬ修庭树蓬ꎮ 感物悲怀ꎬ怆矣其伤ꎮ”曾
经“巍巍先基ꎬ重规累构ꎮ 赫赫重光ꎬ遐风激鹜”ꎬ
而今“华堂倾构ꎬ广宅颓墉ꎮ 高门降衡ꎬ修庭树

蓬”ꎻ曾经“昔我昆弟ꎬ如鸾如龙”ꎬ而今“今我友

生ꎬ凋俊队雄”ꎮ 盛世繁华已如过眼云烟ꎬ怎么可

能不让诗人充满无限怆痛! 唯此ꎬ重铸世族辉

煌ꎬ成为二陆积极用世的强大心理动力ꎮ
所以ꎬ陆云一方面低徊曼吟“荣犹振颖ꎬ坠若

颓荒”ꎬ感慨人生历命、盛衰不可逆转ꎻ另一方面

又慷慨高歌“将弘祖业ꎬ实崇奕世”ꎬ希望积极用

世ꎬ改变“坠若颓荒”的现实ꎮ 入洛之后ꎬ“光国

隆家ꎬ人士之望” («吊陈永长书»之三)ꎬ似乎成

为士龙的人生宣言ꎮ “志归丘垄”ꎬ只是试图舔

尽仕宦血痕的心造幻影ꎻ“桑弧蓬矢ꎬ丈夫之志ꎮ
经营四方ꎬ古人所叹” («答车茂安书»)ꎬ才是价

值人生的支点ꎮ 纵然宦海风波ꎬ甚或屡遭冷眼ꎬ
却矢志不渝ꎬ汲汲营营ꎮ 其«与陆典书书»正隐

约展示了这一心路历程:“愚以东国之士ꎬ进无所

立ꎬ退无所守ꎬ明裂眦苦ꎬ皆未如意ꎮ 云之鄙姿ꎬ
志归丘垄ꎮ 荜门闺窬之人ꎬ敢晞天望之冀? 至于

绍季札之遐踪ꎬ结鬲肝于中夏ꎬ光东州之幽昧ꎬ流
荣勋于朝野ꎬ所谓窥管以瞻天ꎬ缘木而求鱼也ꎮ”
东土之士ꎬ进不能立功于国ꎬ退无基业可守ꎬ唯有

裂眦之苦ꎬ失意之痛ꎮ 由钟鸣鼎食坠落到丘山贫

士ꎬ岂敢希冀君主眷顾! 虽欲继承季札遗风ꎬ系
心于晋室ꎬ渴望辉光重照衰微之东土ꎬ荣耀功勋

流布于朝野ꎬ然亦如以管窥天、缘木求鱼一样的

不可得ꎮ ———亡国之余ꎬ进退失据ꎬ知其不可为

而为之ꎬ这心境该是何其沉重! 然而ꎬ诗人并未

退缩ꎬ也未耽于“志归丘垄”的心造幻影ꎬ依然汲

汲奔波于仕途ꎮ 不仅在这一组书信中极力游说

陆典书出仕西晋ꎬ“恢皇纲之大烈ꎬ垂荣祚乎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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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ꎬ而且举凡东土隐居丘垄的翘楚ꎬ陆云或劝其

仕进ꎬ或举荐为官ꎮ 其«牛责季友»文ꎬ甚至以调

侃抑扬的笔调ꎬ感叹“嗟呼季友ꎬ盛时可惜”ꎬ劝
说其离隐出仕ꎮ 从弘扬祖业到光照东土ꎬ重铸世

族辉煌ꎬ成为入洛后陆云仕进的心理动力ꎮ
正因为如此ꎬ“昭治其家ꎬ覃及邦国”ꎬ成为

陆云人生主要的价值目标ꎮ 他同友人的赠答诗

以及诔颂文本ꎬ所涉及的人物颂赞或评价ꎬ往往

并非人物真实的存在ꎬ也并非仅仅是献谀之辞ꎬ
而是藉人物颂赞或评价ꎬ深情追忆或想象ꎬ寄托

着自己的人生理想ꎮ 不惟祖考ꎬ即便是其他东吴

前辈ꎬ所创造的辉煌人生都成为他崇拜的偶像ꎮ
其«祖考颂»序ꎬ先总述烈祖郡侯、显考武侯“明
德睿哲ꎬ沉雄特秀”ꎻ然后以“风腾海堣ꎬ电断荆

楚ꎮ 运筹制胜ꎬ底定经略ꎮ 文德光宣ꎬ武功四

克”ꎬ从用兵、治政两个方面ꎬ赞美郡侯际会风云、
文治武功ꎻ用“以光远之度ꎬ袭重规之范ꎬ秉宣朗

之明ꎬ照曾晖之景” “及至中叶ꎬ乱自虎臣ꎬ绥援

既集ꎬ而大难时弭”ꎬ从道德、军功两方面ꎬ赞美武

侯光国承家、功业旷世ꎬ特别凸显其“仍世作宰ꎬ
焜曜祖业”ꎬ绍续家族的辉煌ꎮ 其中ꎬ而今家道衰

落的殷殷之痛ꎬ重铸世族辉煌的人生目标ꎬ也隐

含于深情的追述和自矜的颂美之中ꎮ 同样ꎬ在
«张二侯颂»序中ꎬ极力赞美辅吴将军文侯ꎬ成就

东吴霸业的卓著功勋ꎬ以及“立朝无不易之方ꎬ正
色有犯颜之亮”的“謇謇王臣”之风ꎻ奋威将军定

侯ꎬ德行昭彰ꎬ统一法度ꎬ匡济国难ꎬ文武兼备ꎬ以
及“重规继体ꎬ而大业晖崇”的辉煌人生ꎮ 无论

是«祖考颂»抑或«张二侯颂»ꎬ都突出两点:一是

赞美其文治武功ꎬ二是凸显其光国承家ꎮ 如果说

后者是重铸世族辉煌的动力ꎬ那么前者则是实现

价值人生的典范ꎮ 正是通过有明确寄托的题材

选择和虚美性的夸饰渲染ꎬ昭示其人生理想ꎮ
而«盛德颂»序ꎬ则在历史遥想中表达自己

渴望际会风云的人生情怀ꎮ 如果说上述颂文只

是一种隐性表达的话ꎬ那么这类颂文则将自己的

价值人生鲜明地昭示世人ꎮ 陆云在巡视州邑、途
经汉高祖龙兴泗水之地时ꎬ阅读班固撰录圣功的

史籍ꎬ不禁浮想联翩:“于是即命舟人ꎬ弭楫水沚ꎬ
瞻仰山川ꎬ旧物不替ꎬ永惟圣辉ꎬ罔识所凭ꎬ远眺

迩企ꎬ感物兴哀ꎬ终怀靡及ꎬ拊心遐慕ꎮ 臣命违千

载之运ꎬ身生四百之外ꎮ 恨不得役力圣明之鉴ꎬ
寓目风尘之会ꎮ 挥戈前队ꎬ待罪下军ꎮ 抽锋咸阳

之关ꎬ提钺项籍之领ꎮ”停舟感物ꎬ怅然不知所之ꎻ
抚膺追慕ꎬ感慨生不逢时ꎬ不能效力圣主ꎬ际会风

云ꎬ建立功业ꎮ 于是ꎬ“抽锋咸阳之关ꎬ提钺项籍

之领”的功名遐想ꎬ“仰瞻紫宫ꎬ俯要恍惚”的现

实怅惘ꎬ才使诗人“愚情振荡ꎬ靡审所如” “痛心

自悼ꎬ不知所裁”———失落、痛苦、迷茫ꎬ交织缠

绕ꎮ 这种复杂情绪ꎬ既有盛世的渴望ꎬ亦有功业

的理想ꎮ
为了实现人生的价值目标ꎬ就必须砥砺人

生ꎮ 而道德修养是价值人生实现的基本前提ꎮ
陆云虽然很少直接谈论道德修养问题ꎬ但是在他

对友人以德为先的评价标准中ꎬ则可窥见其基本

价值取向ꎮ 其 «赠顾骠骑思文» 序曰: “«思

文»ꎬ美祁阳也ꎮ 祈(祁)阳能明其德ꎬ刑于寡妻ꎬ
以至于家邦ꎮ 无思不服ꎬ亦赖贤妃贞女以成其内

教ꎬ故作是诗焉ꎮ”赞美祁阳德行昭彰ꎬ内教谨严ꎬ
由齐家而治天下ꎬ实际上也是陆云的人生标尺ꎮ
他在«赠汲郡太守»中以“思我善问ꎬ观德古人”ꎬ
评价奚世都ꎻ«张二侯颂»中以“明德光远ꎬ轨量

弘济”ꎬ评价张承ꎻ«赠顾尚书»中以“体道既弘ꎬ
大德允明”ꎬ评价顾荣ꎬ也都体现了这一人生标

尺ꎮ 他不仅认为国家用人必须“殷荐明德ꎬ思和

人神”ꎬ而且亦因张赡“茂德清粹ꎬ器思清通”而

举荐为官ꎮ 可见ꎬ修养醇厚的道德ꎬ是陆云人生

的重要价值取向ꎮ
在陆云看来ꎬ修养道德有两条基本途径:一

是积学养德ꎬ二是多闻阙疑ꎮ 其«王即位未见宾

客群臣又未讲启» 曰:“闻古之君子ꎬ既盛德在

身ꎬ又外求诸物ꎮ 是以广纳俊士ꎬ博观载籍ꎬ朝夕

师傅ꎬ夙夜勤礼ꎬ宾友嘉客ꎬ讲义于前ꎮ 往古来

今ꎬ日闻于耳ꎬ故知积德广而流芳罔极ꎮ 可

时与师友、文学ꎬ披观文籍ꎬ坐而论道ꎮ 非学无以

闻义ꎬ非士无以行礼ꎮ 臣闻崇山之高ꎬ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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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峻ꎻ沧海之量ꎬ无限于广ꎮ 是以周公一日万事ꎬ
犹复旁观百篇ꎻ孔子假期玩年ꎬ至于韦编三绝ꎮ
由是言之ꎬ虽圣之弘ꎬ亦不能不求之于学也ꎮ”古
代君子内修其德ꎬ外求诸物ꎮ 内修其德者ꎬ须“博
观载籍”ꎬ如高山不厌篑土以成其峻伟ꎬ沧海不弃

细流以就其深广ꎬ即如周公孔子ꎬ虽盛德弘博ꎬ亦
孜孜求学而养德ꎻ外求诸物者ꎬ须与师友、文学之

士坐而论道ꎬ使“往古来今ꎬ日闻于耳”ꎬ方可博

闻而阙疑ꎮ 这篇呈送给吴王的奏启ꎬ实际上全面

论述了君子的修养道德问题ꎮ
然而ꎬ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ꎬ虽也是陆

云人生的价值取向ꎬ但是陆云之“修齐”ꎬ缺少

“养浩然之气”的刚性ꎻ“治平”ꎬ缺少“穷年忧黎

元”的襟怀ꎮ 其内在驱动力唯在重铸世族辉煌ꎬ
从一个角度折射了西晋文人追求“身名夷泰”的
利己主义倾向ꎮ

当然ꎬ陆云的人生理想也并非完全“曳尾”
于世俗之途ꎬ其隐士之歌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心造

的幻影ꎬ行为上的入世与精神上的超然ꎬ是陆云

价值人生的两极ꎮ 以玄为体ꎬ以儒为用ꎬ也是价

值人生的基本标尺ꎮ 其«晋故豫章内史夏府君

诔»曰:“濯踪浩素ꎬ阐志玄流ꎮ 熙光圣代ꎬ迈勋

九区ꎮ”也就是说ꎬ其性素朴ꎬ其志玄远ꎬ光昭圣

朝ꎬ勋盖天下ꎬ既是赞美夏府君ꎬ也是自己的人生

标尺ꎮ 从哲学观上说ꎬ前二句是“体”ꎬ浸染着道

家返璞归真、冲漠玄远的人性观ꎻ从价值论上说ꎬ
后二句是“用”ꎬ弘扬了儒家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的价值观ꎮ
这种人生理想几乎都带有儒道兼综的思想

倾向ꎬ即使是托物言志的作品亦复如此ꎮ 如«寒
蝉赋»:“夫头上有緌ꎬ则其文也ꎮ 含气饮露ꎬ则
其清也ꎮ 黍稷不食ꎬ则其廉也ꎮ 处不巢居ꎬ则其

俭也ꎮ 应候守节ꎬ则其信也ꎮ” 蝉之五德:“文”
“清”“廉”“俭”“信”ꎬ也正是儒家强调的道德核

心ꎬ所以“君子则其操ꎬ可以事君ꎬ可以立身”ꎮ
然而他同时认为ꎬ寒蝉“彰渊信于严时ꎬ禀清诚乎

自然”ꎬ亦即凛冽之时ꎬ明其深诚ꎬ清操之信ꎬ受乎

自然ꎮ 这就将儒家的松柏岁寒之性和道家的本

乎自然之性叠映在一幅图画之中ꎮ
可见ꎬ陆云虽也崇尚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人

生观ꎬ却又部分抽换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论内

涵ꎮ “齐家”的核心是重振世族辉煌ꎬ“治国”的

关键是提振故国地位ꎬ而“修身”则又是醇厚道

德与守性持真的有机交融ꎮ 从后一点上说ꎬ玄学

的儒道兼综的人性论ꎬ同样深刻影响了陆云ꎮ
简要言之ꎬ陆云在行为上是积极用世者ꎬ儒

家思想始终成为孜孜追求价值人生的精神支点ꎻ
精神上则是超越世俗者ꎬ道家思想始终成为对抗

现实异化的行为支点ꎮ 所以ꎬ不仅其生命哲学和

认知方法的思想体系以道家为“体”ꎬ而且其社

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的价值取向亦以道家为

“体”ꎮ “玄体儒用”ꎬ也使士龙的思想远比乃兄

士衡复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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