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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粲在荆州交游颇丰，可考证者凡十二人，他们对王粲在荆州的诗文创作及思想形成具有较大影响。王粲

在荆州的大部分诗文创作皆与其当时的交游有关，它们反映了王粲备受世人认可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如四言

赠答诗专以“情胜”，劝谏之文以情动人等。此外，王粲与荆州友人司马芝有较多的相似政治观点和处世之道，

与宋衷、刘表有共同的学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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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关于王粲的研究日趋成熟，但王粲荆

州交游似乎少有学者关注。就王粲现存诗文来看，除

《登楼赋》和《七哀诗》[西京乱无象][荆蛮非我乡]
外，他投靠曹操前的诗文创作皆与其荆州交游有关。

本文拟通过考察王粲在荆州的交游情况，以探讨其对

王粲的诗文创作和思想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一、王粲的荆州交游 
 
    东汉末年，王室极度衰微，各地群雄并起，割据

一方，互相残略。在战乱频仍的中国，只有荆州刘表、

辽东公孙度以及西蜀刘璋父子治下为当时相对太平之

地。许多士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奔入荆州。刘表对他

们施以安抚政策，并大力兴办官学，使得荆州聚集了

众多文士。《后汉书·刘表传》载：“表招诱有方，威

兼洽，其奸滑宿贼更为效用，万里肃清，大小咸悦

而服之。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慰赈

赡，皆得资全。”[1]王粲亦于初平三年(192 年)①避难荆

州。他在荆十六年，主要过着“振冠南岳，濯缨清川。

潜处蓬室，不干势权”[2]的生活。虽然政治上不得刘

表重用，但他在荆州文化建设及交游方面收获颇丰。

笔者据《三国志》《后汉书》及其他相关史料考得王粲

荆州交游凡十二人，大致分两类：当权者、同僚友人。 
(一)当权者 
1. 刘表 
刘表字景升，山阳高平人，早年师从王粲祖父王

畅。《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裴松之注引谢承《后汉

书》曰：“表受学于同郡王畅。”[3]( 211)后领荆州牧，割

据一方。王粲避难荆州，投入刘表幕下。建安三年(198
年)，刘表领兵攻打长沙张羡。王粲作《三辅论》为刘

表制造舆论宣传，文曰：“天生五材，金作明威。长沙

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

下战，去暴举顺。”[4](133)  
建安九年(204 年)，刘表的同盟袁谭、袁尚兄弟相

争不和，王粲为刘表作文与袁氏兄弟。建安十年(205
年)②，刘表在荆州兴办官学，卓有成效，王粲作《荆

州文学记官志》： 
有汉荆州牧刘君，……乃命五业从事宋

衷新作文学，延朋徒焉，……耆德故老綦毋

闿等，负书荷器自远至者，三百有余人。……

六略咸秩，百氏备矣。[4](137) 
王粲的《英雄记》对此亦有记载：“州界群寇既尽，

表乃开立学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闿等撰《五经章句》，

谓之《后定》。”[4](252)由上可知，王粲在荆州政治和文

化上的活动，都与刘表的立场与举措有直接的关联。 
2. 刘琮 
刘琮，刘表第二子。刘表病亡，他袭荆州牧一职。

建安十三年(208 年)，曹操攻荆州之际，王粲劝其投降

曹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引《文士传》

载王粲劝说刘琮：“如粲所闻，曹公故人杰也。雄略冠

时，智谋出世，……将军能听粲计，卷甲倒戈，应天

顺命，以归曹公，曹公必重德将军。……粲遭乱流离，

托命此州，蒙将军父子重顾，敢不尽言！”[3](598)王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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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劝降有功，被曹操封为关内侯。 
(二) 同僚友人 
1. 士孙萌 
士孙萌，字文始，扶风人。初平三年(192 年)，王

粲与其一起投奔荆州刘表。二人在荆州过从甚密。后

士孙萌因其父士孙瑞有功于汉帝，被封为澹津亭侯。

他离荆就职之际，王粲作《赠士孙文始诗》。《三国志·魏

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三辅决录注》曰：“瑞字君

荣，扶风人，世为学门。瑞少传家业，博达无所不通，

仕历显位。卓既诛，迁大司农，为国三老。每三公缺，

瑞常在选中。……天子都许，追论瑞功，封子萌澹津

亭侯。萌字文始，亦有才学，与王粲善。临当就国，

粲作诗以赠萌，萌有答，在《粲集》中。”[3](186) 
士孙萌的《答王粲诗》现已不存，但王粲《赠士

孙文始诗》保存完好，诗曰： 
天降丧乱，靡国不夷。我暨我友，自彼京师。

宗守荡失，越用遁违。迁于荆楚，在漳之湄。在

尅漳之湄，亦 晏处。和通篪埙，比德车辅。既度

礼义，卒获笑语。……尔之归蕃，作式下国。……

既往既来，无密尔音。[4](81−82) 
王粲与士孙萌皆为名公之后，又一同避难荆州，

两人谊深情契。诗中所谓“和通篪埙，比德车辅”，前

半句出自《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篪、埙是两种乐器。孔颖达疏：“其情相亲，其声相

应……其恩亦当如伯仲之为兄弟，其情志亦当如埙篪

之相应和。”[5]后半句“比德车辅”，“比德”意谓同心

同德。《国语·晋语八》：“君子比而不别。比德以赞事，

比也。”[6]车辅谓牙床与颊骨，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

存。诗中言二人恩如兄弟，和谐相应，又称道君子之

交，同心同德，可见王粲与士孙萌关系甚为密切。 
2. 蔡睦 
蔡睦，字子笃，陈留考城人。蔡睦早年与王粲共

同避难荆州，后归故里，王粲作诗以赠。王粲《赠蔡

子笃诗》曰： 
翼翼飞鸾，载飞载东。我友云徂，言戾旧

邦。……君子信誓，不迁于时。及子同寮，生死

固之。何以赠行？言授斯诗。中心孔悼，涕泪涟

洏。嗟尔君子，如何勿思！[4](80) 
《晋书·蔡谟传》载：“(谟)曾祖睦，魏尚书。”[7](2033)

《文选》李善注王粲《赠蔡子笃诗》引《晋官名》曰：

“蔡睦，字子笃，为尚书。”[8](334)五臣注《文选》吕

向注曰：“蔡子笃为尚书，仲宣与之为友，同避难荆州，

子笃还会稽，仲宣故赠之。”[9](417)据此诗，可知王粲

与蔡睦为朋友兼同僚的关系，所谓“君子信誓，不迁

于时。及子同寮，生死固之”。在这首诗中，诗人流露

出了深厚的情谊。诗以“翼翼飞鸾，载飞载东”起兴，

引出友人东归故里，结尾四句写惜别时的涕泪交加及

对友人永不忘 的盟誓，都反映了王蔡二人的交好之

深。 
3. 文颖 
文颖，字叔良，南阳人，为刘表荆州从事，与王

粲交好。文颖后归曹，任甘陵丞。颜师古《汉书叙例》

载：“文颖字叔良，南阳人，后汉末荆州从事，魏建安

中为甘陵府丞。”[10]王粲集中有《赠文叔良诗》，诗曰： 
翩翩者鸿，率彼江滨。君子于征，爰骋西

邻。……既慎尔主，亦迪知几。探情以华，睹著

知微。……惟诗作赠，敢咏在舟。[4](82−83) 
《文选》李善注曰：“干宝《搜神记》曰：‘文颖，

字叔良，南阳人。’《繁钦集》又云：‘为荆州从事。’

文叔良作《移零陵文》，而粲集又有《赠叔良》诗。献

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刘表，然叔良之为从事，盖事

刘表也。详其诗意，似聘蜀结好刘璋也。”[8](335)文颖

奉刘表之命出使益州，王粲作为同僚以诗赠行，劝戒

其言语须谨慎得当，以免生祸害身。 
4. 潘文则 
潘文则，生平事迹不详。王粲集中有《为潘文则

思亲诗》，诗曰： 
穆穆显妣，德音徽止。……庶我刚妣，克保

亹亹遐年。 惟惧，心乎如悬。如何不吊？早世徂

颠。……仰瞻归云，俯聆飘回。飞焉靡翼，超焉

靡阶。思若流波，情似坻颓。诗之作矣，情以告

哀！[4](84) 
潘文则的母亲逝世，王粲为其写哀情切切的《思

亲诗》，可见王粲与潘文则交情匪浅。 
5. 宋衷 
宋衷(又作宋忠)，字仲子，南阳章陵人，任荆州

官学五业从事。建安十三年(208 年)，归曹。《经典释

文·序录》载：“宋衷字仲子，南阳章陵人，后汉荆州

五等从事。”[11]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也有记载，

见上文刘表条引文。 
王粲撰《荆州文学记官志》以总结荆州官学的成

就，说明他是荆州官学的重要成员。宋衷本为荆州官

学的主要负责人，则两人在官学中应有较多的交往。

沈玉成《王粲评传》即言：“从一些迹象来看，王粲在

荆州十五年，曾和经学大师宋忠有所交往。”[12] 
6. 裴潜 
裴潜，字文行，河东闻喜人。避乱荆州时，裴潜

认为刘表坐拥荆州却不图进取，其势必败，故而弃表

而去。《三国志·魏书·裴潜传》载：“裴潜字文行，

河东闻喜人也。避乱荆州，刘表待以宾礼。潜私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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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处，

其败无日矣。’遂南适长沙。”[3](671)从裴潜与王粲私下

评论刘表来看，二人私交很深。 

7. 司马芝 
司马芝，字子华，河内温人。早年避乱荆州，与

王粲、裴潜私交甚深，参见上一条交游考引文。司马

芝于建安十三年(208 年)归曹，在此之前其“居南方十

余年，躬耕守节。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3](386)

司马芝“居南方十余年”，而王粲在荆州十六年，可知

两人留居荆州的时间一致，又是知交，因此他们长期

的交往势必对彼此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这表现

为他们在具体的政治思想上有较多的共通性。 

8. 王凯 
王凯，王粲族兄。初平三年(192 年)，与王粲一起

离开长安，投奔荆州刘表。刘表纳其为婿。建安十三

年(208 年)，归曹。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王粲二子

因参与魏讽谋反事件，而被曹丕斩杀。后曹丕将王凯

子王业过继给王粲。《三国志·魏书·钟会传附王弼》

裴松之注引张华《博物记》载：“初，王粲与族兄凯俱

避地荆州，刘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

凯有风貌，乃以妻凯。凯生业，业即刘表外孙也。”[3](796) 

9.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早年从宋衷受学，

为刘表江夏从事。后归吴。潘濬在荆州时，王粲赏识

其“对问有机理”。此见其本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

“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阳王粲见而贵异之。

由是知名，为郡功曹。”[3](1397) 

10. 繁钦 
繁钦，字休伯，颍川人。繁钦能文，有辩才，长

于书记，又善为诗赋。汉献帝初平间避乱荆州。后投

曹操，为豫州从事。据《晋书·习凿齿传》载： 
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

卧龙之吟；……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

遗事犹存，星列满目。[7](2153−2154) 
又据《太平御览》卷一八 O 引《襄沔记》记载：

“繁钦宅、王粲宅并在襄阳，井台犹存。”[13]由此可

知，繁钦与王粲在荆州所居应相距不远，二人可能有

所交往。 
以上所列是有史料可考的与王粲在荆州有交游

行为的十二人。此外，东汉末年，与王粲一样避难荆

州的士人有很多，如邯郸淳、和洽、傅巽、杜裘、赵

俨、韩暨、刘廙、杜夔、桓阶等。王粲在荆州十六年，

可能与这些人也有交往，只是材料不足，不敢妄作猜测。 

 

二、荆州交游对王粲诗文风格的影响 
 

今存王粲投归曹操前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三类：赠

答类，如《赠蔡子笃诗》《赠士孙文始诗》等；政治功

用类，如《为刘表谏袁谭书》《为刘表与袁尚书》等；

自我抒情类，即《登楼赋》《七哀诗》[西京乱无象]等。

前两类占其投曹前诗文的绝大部分，且都与其荆州交

游有关，可以说，王粲的荆州交游极大地促进了其当

时的诗文创作。 
钟嵘《诗品》评王粲曰：“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

之词。”[14]王粲入邺后，诗文风格以积极昂扬为主，

少有“愀怆之词”，因此钟嵘这一评语主要针对王粲投

曹前所表现出来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而发论。赞誉极

高的《登楼赋》和《七哀诗》无疑为此风格的代表作

品，但与王粲荆州交游有关的其他两类作品亦充分表

现了这一以情见长的风格。 
王粲在赠答诗中既流露出对友人的难舍之情，又

注入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对世路的忧虑，可谓情挚婉凄、

愀怆动人。如《赠蔡子笃》“我友云徂，言戾旧邦。……

悠悠世路，乱离多阻。济岱江衡，邈焉异处。风流云

散，一别如雨。人生实难，愿其弗与。……及子同僚，

生死固之。……中心孔悼，涕泪涟洏。”王粲涕泪交加

不舍友人蔡子笃离荆归故乡，亦感叹世路乱离，人生

多违。一句“风流云散，一别如雨”道尽了人生的无

奈和无常。陈祚明曾言：“情至语反质直，不务繁绘。

‘风流云散’八字，飘渺悲凄。”[15]《赠文叔良》一

诗为王粲送文颖出使蜀地以结好刘璋。王粲对文颖去

蜀之言行叮咛备至，“君子慎始，慎尔所主。……既慎

尔主，亦迪知几。探情以华，睹著知微。……成功有

要，在众思欢。人之多忌，掩之实难。”王粲生性谨慎，

其对文颖多番强调须“慎始”“慎尔主”“睹著知微”，

可以说是王粲在倾其人生经验以告文颖，望其出使顺

利，两邦成泰。两人的深厚情谊亦显然可见。《为潘文

则思亲诗》则站在潘文则的立场上，抒发对逝去的潘

母绵绵无绝的深切哀痛，“形景尸立，魂爽飞沉。……

仰瞻归云，俯聆飘回。飞焉靡翼，超焉靡阶。思若流

波，情似坻颓”，悼诗充满了哀婉悲凄之情。 
王粲赠答诗以四言为体，以离情、悲情、悼情渗

透其中，充分反映了其以情见长的风格。这正如韩国

学者崔宇锡所言：“王粲诗多以‘情胜’，其四言诗，

亦不例外，处处流露出浓厚之抒情色彩。”[16] 
不唯赠答诗以“情胜”，王粲在荆为刘表所作的政

治应用文也表现了这一风格，如《为刘表谏袁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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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4](115−117)、《为刘表与袁尚书》[4](118−120)两篇。刘表

同盟袁绍病亡，其二子相争于内，王粲因此为刘表致

书袁谭和袁尚，意在劝和。两书中，王粲紧紧抓住“一

理两情”，即和能成事，争则败事之理及父子之情和兄

弟之情，对袁氏兄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王粲在两

书中首先陈理以谏袁氏兄弟，“未有弃亲即异，兀其根

本，而能全于长世者也”“二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

姜氏危哉”。在这一道理下，王粲抓住袁绍因曹操而死

这一事，谏劝袁谭、袁尚二人应子承父业，报仇为先。

王粲举齐襄公灭纪国为其九世祖齐哀公报仇和士匄承

荀偃之业继续伐齐终使荀偃死而瞑目为例，以劝袁谭

明确报仇的重要性和首要性，“昔齐襄公报九世之雠，

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义，君子称其信”；

另一面，王粲亦劝袁尚以报仇为先，“当惟曹是务，不

争雄雌之势”；“有难忍之忿，且当先除曹操，以卒先

公之恨”。此外，王粲还假设袁氏兄弟相争，曹操乘虚

而入后的后果“则是太公坟垅，将有汙池之祸，夫人

弱小，将有灭族之变”。王粲通过陈理、举例、叙情等

方法，试图让袁氏兄弟认识到当务之急是除曹操，报

父仇。在把握住父子之情的基础上，王粲在两书中又

强调兄弟之情。在《为刘表谏袁谭书》中，王粲将袁

谭比为贤明的郑庄公和舜，希望袁谭本于兄弟之情，

能够像郑庄公和舜一样以宽容为 ，接纳其后母，原

谅其弟。《为刘表与袁尚书》则通过批评袁谭“迷于目

前”，赞扬袁尚“智数弘大”这一贬彼褒此的方式，劝

袁尚基于兄弟之情以宽和为本，“以大包小，以优容

劣”。 
尽管袁氏兄弟最后还是难止干戈，相争而败，但

王粲“一理两情”的两封劝谏书写得真挚感人，情理

兼具，极尽劝谏之思。 明人张溥对此二书予以充分肯

定，其曰：“袁显思兄弟争国，王仲宣为刘荆州移书苦

谏，今读其文，非独词章纵横，其言诚仁人也。昔颍

考叔一言能感郑庄，使母子如初。仲宣二书，疾呼泣

血，无救阋墙。袁氏将丧，顽子执兵，即苏张复生何

益哉？”[17] 
无论是赠答诗还是政治应用文，王粲这些与交游

有关的诗文都突显其情感作用，它们与《登楼赋》《七

哀诗》一样，皆为“愀怆之词”，都表现了王粲为世人

所称誉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 
 

三、荆州交游对王粲政治和 
学术思想的影响 

 
王粲客居荆前后有十六年之久，在此期间，除为

当权者刘表制作一些政治应用文外，他的其他作品大

部分与其交游有关，可见与同僚友人的交往应为他生

活的重要部分，其以情见长的诗文风格即在荆州形成。

此外，他的政治、学术思想及处世之道亦与其荆州交

游有较大的关联。 
政治思想和处世之道的影响一般需要在情投意合

的基础上，假以相当的时日方能产生。据上文所考，

与王粲有笃厚情谊的友人不为少，但多交往时间较短，

如士孙萌、蔡子笃等，因此他们对王粲思想的影响较

难看出。而兼具知交和长期交往两个条件的司马芝，

对王粲思想的影响痕迹十分明显。这不仅表现在两人

皆尚儒法并用的思想，如司马芝宽以待民，严以治“妖

刑”[3](388)；王粲作《儒吏论》《爵论》《难钟荀太平论》

等提倡儒法兼济，而且他们在具体的政治思想和为人

之道方面都表现出较多的共通性。 
1. 反对吏之“苛暴”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一官吏发现被盗

“官练”挂于“都厕上”，而 疑其系女工所为，并将

她收押入狱。司马芝则认为：“刑罪之失，失在苛暴”，

他反对官吏“脏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

诬服”的“苛暴”断案方法，并要求官吏应当遵从“简

而易从，大人之化”之政，宽宥断狱。[3](388) 
王粲《儒吏论》[4](131)批判 笔吏的“察刻”，提

倡“吏服训雅”。这与司马芝的思想大体一致。只是王

粲比司马芝更进一步，他分别分析了 笔吏之“察刻”

和缙绅儒之“迂缓”的成因：“( 笔之吏)起于几案之

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

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

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断割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

能得矣。”针对 笔吏和缙绅儒自身弊病，王粲提出“吏

服训雅，儒通文法”的解决方法，以达到“宽猛相济，

刚柔自克”的效果。 
2. 提倡以农为本 

《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载司马芝就当前社

会从商弃农的现状，提出“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务

农重谷。……国家之要，惟在谷帛。……臣愚以为不

宜复以商事杂乱，专以农桑为务，于国计为便。”
[3](388−389)司马芝十分强调“农桑”的重要性，提出谷帛

为“国家之要”。王粲《务本论》[4](135)的主旨也是以

农为本，他认为“八政之民也，以食为首”。此外，王

粲还进一步提出兴农的具体措施，即将赏罚与兴农结

合，提出设官吏以监督农业生产每一个环节，农兴则

赏吏，农败则罚吏。“设农师以监之，置田畯以董之，

黍稷茂则喜而受赏，田不垦则怒而加罚。……种不当

时、耘不及节、收不应期者，必加其罚；苗实逾等，

必加其赏也。农益地辟，则吏受大赏也；农损地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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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吏受重罚。”监农官吏在这种责任制下，势必尽职以

促进农业生产，国家也就达到兴农固本的目的了。 
3. 亮直的为人之道 

司马芝为人刚直堂正，与他人交往有不满之处或

异已之言，皆当面说出，从不背后议论他人。《三国

志·魏书·司马芝传》载：“芝性亮直，不矜廉隅。与

宾客谈论，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无异言。”[3](389)

王粲《反金人赞》[4](130)亦有相似的思想流露，“金人”

事见《孔子家语》，“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堂

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

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

事多患，安乐必戒……。’”[18]孔子赞扬闭口不语以避

祸的金人，王粲则 度鲜明地反对孔子对金人的赞美，

并提出“一言之赐，过乎屿璧”，批评“面言匪忠，退

有其谪”的“不敦”风气。他认为应做一个亮直之“君

子”，对朋友有益的话应及时当面说出，是为“诲焉是

益”，而非三缄其口。这与司马芝的为人之道比较一致。 
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司马芝与王粲在荆州长

期的交往，对王粲政治思想和处世之道都产生了较大

的影响。此外，裴潜对王粲也有所影响，如王粲评价

刘表“自以为西伯可规”，实本自裴潜的“乃欲西伯自

处”[3](671)。 
在学术思想影响方面，首推刘表。五经之中，刘

表重视《易》《礼》，其著有《周易章句》和《新定礼》。

王粲对此二经也研习较深。据《汉晋学术编年》载，

王粲著作除诗赋外有：《尚书问》四卷、《汉末英雄记》

十卷、《新撰杂阴阳书》三十卷、《去伐论集》三卷、

《算术》《荆州文学官志》《魏国登歌》《魏国安世歌》

《魏国俞儿舞歌》四篇及《魏朝仪》。[19]《新撰杂阴

阳书》现只存书名，但就是从书名也可知其应与《易》

有关，而《去伐论集》今业已亡佚，但刘勰在《文心

雕龙·论说》中将其与魏晋玄学著作并列，“详观兰石

之《才性》，仲宣之《去代(伐)》，叔夜之《辨声》，太

初之《本玄》，辅嗣之《两例》，平叔之《二论》，并师

心独见，锋颖精密，盖人伦之英也。”[20]这说明《去

伐论集》即使不是《易》学著作，也应与《易》有涉。

在礼乐制度方面，王粲投曹后，司侍中一职，他的主

要职责是典定朝廷礼仪制度、改制宫廷雅乐等，《三国

志·魏志·王粲传》载：“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

恒典之。”[3](598)王粲不仅擅长典定朝仪，撰有《魏朝

仪》，还著有《爵论》，且熟谙服珮之法，其本传裴松

之注引挚虞《决疑要注》曰：“汉末丧乱，绝无玉珮。

魏侍中王粲识旧珮，始复作之。今之玉珮，受法于粲

也。”[3](599)由上可知，王粲和刘表两人皆重《易》《礼》。

刘表为荆州官学的领导者，他的学术倾向必然会对官

学产生导向作用。王粲是荆州官学的骨干，刘表对他

影响较大，因而两人治经有相同之处。 
除了刘表，宋衷对王粲的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宋衷治经迥异于北方郑玄，时人虞翻即指出“若乃北

海郑玄，南阳宋衷，虽各立注，衷小差玄而皆未得其

门，难以示世”。[3](1322)师从宋衷的王肃撰文讥斥郑玄，

《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载：“(肃)年十八，从宋忠

读《太玄》，而更为之解。……肃善贾、马之学，而不

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

礼》、《左氏》解，……肃集《圣证论》以讥短玄。”[3](414−419)

间接师从宋忠的李譔亦与郑玄治经相左，《三国志·蜀

志·李譔传》：“父仁，字德贤，与同县尹默俱游荆州，

从司马徽、宋忠等学，譔具传其业，……著古文《易》、

《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

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

述，而意归多同。”[3](1026)与王肃、李譔一样，王粲治

学倾向同于宋衷，异于郑玄。王粲曾作《尚书问》以

难郑玄，据《颜氏家训·勉学》篇载：“吾初入邺，与

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

事。”[21]《旧唐书》卷一百二《元行冲传》载元行冲

《释疑》曰：“自此之后，唯推郑公。王粲称伊、洛已

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

多阙，郑氏道备，粲窃嗟怪，因求其学。得《尚书注》，

退而思之，以尽其意，意皆尽矣。所疑之者，犹未喻

焉。凡有两卷，列于其集。”[22]另外，据侯康《补后

汉书艺文志》载，王粲撰《尚书问》难郑玄，引起郑

玄弟子田琼、韩益的不满，他们就王粲《尚书问》作

《释问》以反击。《隋书·经籍志》载王粲著《尚书释

问》，实际上是王粲《尚书问》和田琼、韩益《释问》

的合并。[23]王粲治学倾向与宋衷一致，与郑玄相异，

表明王粲受到了宋衷的影响。 
综上所述，王粲荆州诗文创作多与其交游有关，

它们反映了王粲备受世人认可的以情见长的诗文风

格；王粲与司马芝的交游影响表现在两人的具体政治

思想的形成和处世之道的诸多相似之处；与刘表、宋

衷交游影响则表现在王粲治学重《易》和《礼》，且不

同于北方郑玄之学。可以说，王粲荆州交游是研究王

粲的一个重要切入口，而王粲荆州交游的考论对学界

王粲研究走向全面、成熟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 目前学界对王粲投奔荆州刘表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其中俞绍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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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粲年谱》持初平三年说，其考证翔实可信，故本文取其说。

详参俞绍初校点《王粲集》，中华书局，1980 年 5 月，第 97 页。 
② 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作年有二说：建安五年说和建安十年

说。前者以俞绍初为代表，后者以曹道衡和沈玉成为代表。曹

沈二人考证更精详，本文取其说。详参曹道衡、沈玉成著《中

国文学史料丛考》，中华书局，2003 年 7 月，第 6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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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xtual research on Wang Can’s social association in Ji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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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twelve persons who could be proved to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Wang Can in Jingzhou, and 
they also had deep influences in his poems and thoughts. As to his poems’ style, Wang Can’s poems in Jingzhou were 
related to his social associations there, and these compositions expressed the highly valued emotional style of the poet. 
For example, the four-word poems were especially emotional, while the advocating articles are moving. As to his 
thought, Wang Can shared similar political and life philosophies with Sima Zhi, and shared common academic 
preferences with Song Zhong and Liu B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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