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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五言诗人秦嘉的许多历史掌故#主要是据

虞世南)北堂诗钞*卷一百三十六载%+!秦"嘉#字

士会#陇西人也#!汉"桓帝时任郡上计掾#入洛#除

黄门郎#病卒于津乡亭(,后来的)通渭县志*采用

其说#代代因袭( 至于秦嘉徐淑夫妇的身世#记载

文字特别少( 一般情况下#人们根据最早收录的秦

嘉'徐淑赠答诗)玉台新咏0赠妇诗序*曰%+秦嘉#

字士会#陇西人也#为郡上掾( 其妻徐淑#寝疾还

家#不获面别#赠诗云而(,按照汉朝的惯例#每年各

县的垦田'户籍'钱粮等要编制计簿#报送郡里#再

由郡里汇总以副本呈送朝廷#此为+上计,#担任进

京送上计簿的官员叫+上计掾,( 正是因为秦嘉接

受了这个差事#又恰逢徐淑生病回娘家养病#使得

夫妻二人+不获面别,#只能借助书信互通款曲-!.

(

但是#这个对秦嘉进京的认识是存在误区的#经不

住推敲(

##一#进京是任职不是述职

)后汉书*未给东汉末年五言诗的奠基者秦嘉

立传#造成了许多历史疑问( 明代通渭知县张二南

在)平襄怀古*中感喟%+寂寂空山中#竞得此双绝(

何意范氏史#模糊多鹘突,(

-%."GJ后来人们以+应奉

岁使,和秦嘉身为郡上计掾为依据#得出+岁使,就

是去京履行上计掾的公务的结论( 刘景云先生认

为%+汉时专门由上计掾'史上计于朝廷( 其职掌除

奉达计簿外#还代表郡国守相参于朝会'备询政俗#

且能评议守相的能否&承中央诏敕#宣达于守相#以

为行政的准则(,

-$.汉代确实有地方向中央呈报施

政情况的制度#作为官员考课依据#被称作上计(

)后汉书0百官志*%+岁尽#遣吏上计(,县道令长

+秋冬集课上计于属郡国,( 上计制分两级#县道令

长将本县户口'垦田'赋税征收'钱谷出入等编为计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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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呈报郡国&再由郡守国相将所辖县道计簿汇总

副本呈报中央丞相#或由皇帝亲自受计#皇帝据此

考察地方官员政绩( 每年岁终郡国向京师的上计

称+常课,#三年一考察称+大课,( 上计使者#西汉

时县道上计郡国#由令长丞尉自行&郡国上计中央#

郡国守相却不亲往#而是派遣守丞'长史代行#称为

上计使者( )后汉书0杨震列传*%+时郡国计吏多

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

食者众(,

-G.!""%但是#秦嘉是否也像这些+郡国计

吏,成为追名逐利的+浮食者,呢2 当然不是( 首

先#秦嘉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而是一个得+圣人

心法,的高士( 据清乾隆二十六年)通渭县志*载%

+如汉世之秦#明时之白#虽未能如周程诸子#有阐

幽而发微#然而立德立言#皆称不朽#洵为一邑之文

献(,

-J. " H!%据秦嘉自己称言%+趋走风尘#非志所

愿#惨惨少乐,(

-J. !& HJG可见他是一个高洁君子#自

视甚高#不会挖空心思#利用+岁使,之便#为自己谋

得一个+浮食,郎位的( 其次#东汉的+岁使,制度#

并不是只限于上计制度#朝廷奖掖人才'擢拔官员#

推荐孝廉'茂才#也在每年的+岁使,之列( +本初

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岁

满课试#拜官有差//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

生(,

-'.$$^尽管东汉的举孝廉制度受到了当时人们

的诟病#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童

谣#但是#作为发现和培养官吏和官员预备人才的

一种方法#被制度化的保存了下来( 应劭)汉官仪*

曰%+世祖诏%3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 丞相故

事#四科取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

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

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

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自今以后#审

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

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

以职(4,

-G.!"^'由此可见#秦嘉的洛阳之行#不一定

是去履行上计掾之+岁使,之职#相反#他更有可能

是因为+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

令,#得以征召成洛阳之行的( 其三#根据徐淑+虽

失高素浩然之业#亦是仲尼执鞭之操也, 的说

法#

-J.!& HJ'秦嘉显然在出使洛阳之前#就知道了朝

廷的重用( 但是#他像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

愿意成为一个+浩然高素,的君子#而不愿意被人

+驱使风尘,( 然而#+博学宏词#驰声先汉,的他已

经被自己的诗名和策论所累#再也不可能实现笑傲

山林的理想了( 其四#倘若秦嘉仅仅是进京送上计

簿副本#接受朝廷和皇帝质询#那么我们可以断定

这不是一个永久的工作#两三月就能回来#何必要

带夫人眷属同行2 但是#从秦嘉徐淑所遗留的诗文

看#显然秦嘉是要带徐淑一同前往帝都洛阳的(

+念当奉时役#去尔日遥远( 遣车迎子还#空往复空

返( 省书情凄怆#临食不能饭(,

-J.!& HJ'可以看出#

秦嘉在这首诗里#因为+去尔日遥远,#即日子太长#

+遣车迎子还,一同前往#不料竟是+空往复空返,#

徐淑的病让秦嘉多么失望和孤独( 但是#从此可看

出秦嘉赴京不是以上计掾的身份去洛阳例行+岁

使,#而是受到朝廷征召要出仕为官了(

##二#-屈王圭璋.受朝廷重用

据徐淑)与夫秦嘉书*载%+知屈王圭璋#应奉

岁使( 策名王府#观光上国,(

-J.!& HJ'所谓圭璋#就

是两种贵重的玉制礼器( )礼记0礼器*%+圭璋

特(,孔颖达 疏%+3圭璋特4者#3圭璋4#玉中之贵

也&3特4谓不用他物媲之也( 诸侯朝王以圭#朝后

执璋#表德特达不加物也(, )淮南子0缪称训*%

+锦绣登庙#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圭璋又比

喻高尚的品德( )诗0大雅0卷阿*%+閧閧??#

如圭如璋(,郑玄笺%+王有贤臣#与之以礼义相切

磋#体貌则閧閧然敬顺#志气则??然高朗#如玉之

圭璋也(,晋陶潜 )赠长沙公*诗%+谐气冬暄#映怀

圭璋(,陶澍注%+怀有圭璋之洁(,圭璋也比喻朝廷

有用的人才( 这里到底是比喻秦嘉的品格还是写

实2 根据文意#应当是写实#是指丈夫秦嘉被朝廷

重用#因为以徐淑之才不会不知道+圭璋,一词的分

量( +诸侯朝王以圭#朝后执璋,#这说明只有天子

近臣才有可能执+圭璋,之礼( 关键在+知屈王圭

璋,之+屈,为何意2 +屈,在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

徐淑替丈夫自谦#有+委屈,之意( 如+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诸葛亮)出

师表*"二是+强迫,之意( +力不胜#皆屈为僮(,

!柳宗元)童区寄传*"显然这是一封私人书信#徐

淑没必要过分的和自己的丈夫自谦#因而被强迫的

成分显得更多了些( 秦嘉自己在诗文中也是这种

情感的流露( +当涉远路#趋走风尘#非志所慕#惨

惨少乐(,那么#为什么说是+强迫,征召的呢2 延

熹二年#梁冀被诛#许多士人依附梁冀( 桓帝+悉收

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它所连

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 太尉胡

广'司徒韩寅'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

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 故吏'宾客免除者三

百余人#朝廷为空(,

-'.$^!这时#皇帝急于士林的支

持#稳定朝局和人心( 但是#+尚书令陈番上书荐五

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颖

川李昙( 帝悉以安车' 玄?备礼征之# 皆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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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士林非但不为朝廷分忧#反而处处与为桓

帝掌权立下汗马功劳的宦官集团进行恶斗#对皇帝

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 桓帝为了争取士林#在政

治上取得主动#强行征召诗名文章冠绝一时的秦嘉

为黄门郎#既有爱惜其才华的成分#更多是对士林

阶层的反击#是一种政治需要( 徐淑也是深悟其中

的要害#才安慰丈夫说是+仲尼执鞭之操,(

##三#任黄门郎并非偶然

据秦嘉的第二首)赠妇诗*所述%+皇灵无私

亲#为善荷天禄(,

-J.!& HJ'我们可以看出#秦嘉任黄

门郎不是通过豪门加士族的门道#对这一点秦家还

是满意的( 但是#黄门侍郎作为皇帝的侍从之官#

能封黄门郎者并不多( 汉代郎官较多#有议郎#文

学郎等#唯独黄门郎乃中枢要职#在宫内+掌侍从左

右#给事中#关通中外( 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

坐,等职责#

--G.!"^'是皇帝近侍( 而五侯之中#单超'

徐璜为中常侍#唐衡'左馆为黄门史#具瑗为黄门

令( 秦嘉作为海内遴选的清醇之士#能否与这些宦

官同流合污呢2 能够肯定#秦嘉不属于宦官一党#

他跻身黄门#当然不能被宦党所容( 但是#据)后汉

书*卷七)桓帝纪论*%+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

笙(,而其所宠信的宦官势力喜爱文辞'智术( 陈寅

恪先生曰%+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两大人

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 阉宦之

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主要之士大夫#其

出身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

为儒家之信徒//当汉末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

而阉宦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3则阉宦则重智术4(

儒学在桓帝心中的地位越来越不重要了(,

-".灵帝

本人也不喜爱儒生#他更爱文辞之徒( 光和元年

!!"^ 年"#灵帝还设置了以书画辞赋为取士方式的

鸿都门学(

秦嘉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是东汉文人五言抒

情诗成熟的标志( 他开创了婉约诗之先河#开拓了

诗歌创作题材( +歌诗宛约#妙语新声(,

-^.

+可谓

中国诗评理论上的3婉约4之祖(,

-C.纵观东汉一

朝#在文学史上能够和秦嘉相提并论者并不多见(

这样秦嘉得到桓帝重视#不能不在桓帝黄门侍郎的

首选之列( 但是#黄门郎却是宦官集团和士人集团

争夺的核心岗位#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岗位#因为他

时时和皇帝在一起#可以说是皇上的核心内参及政

令的传达者#若非极端亲信#不能胜任此职( +按汉

故事#中常侍参选人士#建武以后#乃息用宦官( 自

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之饰#处常伯之任#天

朝政事#一更其手( 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

戚#并荷荣任#放滥骄溢#莫能禁御#穷破天下#空竭

小民( 愚臣以为可悉罢省#尊复往初#更选海内清

纯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即兆庶黎萌#蒙被

圣化矣1,

-'.$^"这是朱穆任尚书时对桓帝上的一道

奏章#由此可见#士人在与宦官集团的争夺中#也非

常重视这些皇帝近臣的岗位安排( 而朱穆在另一

次面见桓帝时#更是直言不讳%+臣闻汉家旧典#置

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 黄门侍郎一人#传

发书奏( 皆用族姓(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

公卿#乃以阉人为常侍#小黄门通命两宫( 自此以

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宿德#

与参政事(,

-'.$C!桓帝对中原士族!他们以清流自

居"并没有多少好感#当然不会答应( 于是#秦嘉入

选黄门侍郎#成了桓帝的首选( 这样既可以满足朱

穆等士族集团+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的政治需

求#也能够符合桓帝为首的宦官集团+尚文辞,#

+重智术,的遴选标准#这迫使秦嘉不得不放弃自己

的人生追求和选择#让他在+封赏逾制#内宠猥盛,

的东汉宫廷和官场上跌宕沉浮( 但是#秦嘉亦因此

既为中原豪门士族不服#又成了宦官集团的眼中

钉#在左右倾轧之中#被迫踏上了一条悲剧人生的

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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