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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情表》：莫为“孝”“忠”遮望眼
筅李 彬

（昆山市第一中学，江苏 苏州 215300）

摘 要：《陈情表》是李密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使用的障眼法。鉴于蜀汉时期蜀地本土人士与外
来执政者在政治主张与实际利益上的根本对立，李密既不存在为蜀汉政权尽忠的心理基础，也无
反对司马氏王朝的实际行动。《陈情表》除了借孝释疑外，充满了对晋武帝的歌颂与对功名的追求。
考察《陈情表》写作的历史背景以及李密入晋后的人生轨迹，方能更好地理解李密的写作动机。
关键词：知人论世 摒弃蜀汉 归顺西晋 借孝释疑

◆文本解读

南宋文学家赵与时曾言：“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
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
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1］此言是
《陈情表》“孝情说”的滥觞。对于李密写作《陈情表》的缘由，苏
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有这样的表述：“李密为什么不
肯出仕做晋朝的官员呢？说自己的祖母年事已高，无人照顾，当
然是事实，可是，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中国文人内
心深处的忠君观念，所谓‘忠臣不事二主’，也是一种气节的表现
……此时蜀国刚刚亡于司马氏之手，在李密看来，这个新王朝只
是篡位。再加上对已经灭亡了的蜀汉政权有着浓烈的怀旧心理，
对新登基的晋武帝哪里能够立刻就产生臣服的感情？”［2］这是一
种“忠心说”。李密真的是为了“孝情”、为了忠于蜀汉旧朝而作
《陈情表》拒绝出仕吗？如果只读出“孝”“忠”二字，岂不有买椟
还珠之憾？

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理解，不能靠主观臆想。如果文本内容和
史实高度关联，就还需要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知人论世，否则就会
陷入盲人摸象般的尴尬境地。知人论世的“世”是有长度的，它既
指作者写作某作品时的一时一事，还包括其此前的出身、立场、
观点；如果再观察作者此后的一系列人生轨迹，或许还能祛除他
在作品中“王顾左右而言他”的遮蔽。多数论者常常关注“一时一
事”的“世”，往往走入迷途。细读文本，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
其行”。孙绍振教授指出：“比实用理性的还原更重要的是科学理
性的还原。文学形象的核心是审美情感，但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情
就是一切，作为形象核心的底蕴的应该是带着理性深度的志，它
是情感的基础。”［3］不管什么样的感知、逻辑和价值，都是离不
开历史的，都不能不包含在历史的还原之中。本文即从三国时
期政治、文化、军事的角度还原历史现场，既考察李密在蜀汉时
的利益立场，也观照李密入晋后的人生轨迹，解析《陈情表》
“孝”“忠”背后的隐情，挖掘李密写作此文的背景与动机。

一、少仕伪朝，不矜名节———摒弃蜀汉政权是必然选择
李密为什么把自己效忠的蜀汉政权称为“伪朝”？在故国刚

刚灭亡之际就叛旧投新，在奉行“忠臣不事二主”信条的封建社

会就不怕落得“贰臣”的骂名吗？要想探析内在缘由，我们有必
要梳理一下蜀地本土人士和蜀汉政权的关系，或许就能厘清这
位刚刚经历故国灭亡的臣子到底会不会“对已经灭亡了的蜀汉
政权有着浓烈的怀旧心理”。

蜀汉建国于巴蜀，其政权以外来人士为主体，客观上给本
土豪强带来了仕进机会，只要没有重大事件打破这种脆弱的平
衡，暂时都可相安无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蜀汉时期蜀地本土
人士与外来执政者在政治主张与实际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这
集中表现在对北方政权的不同态度上，外来执政者的代表人物
如诸葛亮、姜维等都坚持北伐，而本土人士则多主张保境安民、
反对用兵。鉴于蜀汉立国之初强势政治人物的存在，尤其是诸
葛亮在世期间，本土人士一直不敢有大的违逆；但是当这些政
治元老去世后，双方力量出现彼此消长，情况就有了较大的变
化。如张翼（犍为武阳人），曾与姜维领兵，在“维议复出军”时，
他却“以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4］。杨戏，“延熙二十年，随大将
军姜维出军至芒水。戏素心不服维，酒后言笑，每有傲弄之辞。
维外宽内忌，意不能堪，军还，有司承旨奏戏，免为庶人”［5］。这
类事例不胜枚举，它们表明蜀地本土人士对北伐政策的强烈不
满。何以如此呢？主要原因是当权本土人士皆为蜀地豪族的代
表，他们不想以蜀地有限的资源、人力与强大的北方政权进行
长期的消耗战。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蜀地本土人士在司
马氏大举用兵之时，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蜀汉景耀六年冬，魏国
大将军邓艾率兵长驱入蜀。此时，蜀地士人代表且一直反对北
伐的谯周力主献降，史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6］。
谯周以“全国之功”，被时任魏相国的司马昭封为阳城亭侯。

由此可见，蜀地本土人士本来就和蜀汉政权离心离德，所
以在灭国时投靠新主人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蜀汉政息人亡，
力主投降的本土人士怎么会有“浓烈的怀旧心理”？这样看来，
李密作为谯周的高徒、蜀地本土有影响力的人士，在司马氏开
出的政治支票面前，称蜀汉政权为“伪朝”理应就在情理之中。
一篇《陈情表》，区区四百余字，稍加留心，就会发现表中“臣”字
用得最多。除去“前太守臣逵”“后刺史臣荣”两个，李密自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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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次“臣”，几乎一口一个“臣”，崇敬之极，肉麻之至。读《陈情
表》，我们明白李密在表中这样口口称“臣”，实质就是俯首臣
服，愿为犬马。当然，这样的“忠”和《出师表》中诸葛亮表现出来
的“忠”是不一样的，这是有奶就是娘的“忠”，是利益选择后的
“忠”。《出师表》中，诸葛亮“追先帝之殊遇”，“感激”先帝“猥自
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全文六百余字，“臣”字不过出现 16
次。“报先帝”“忠陛下”的思想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
“遗诏”，时时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兴复汉室”
大业，表现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品格。历史上
从没有人怀疑过诸葛亮的这份忠诚之心，因为大家理解他感激
先帝的知遇之恩是发自内心的，合情合理的。按照常理，魏征经
过颇多过节才加入唐太宗阵营，更需以卑微之态来歌功颂德、表
达心迹。可是，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全文五百余字，只是开头
一处因奏疏固定格式的需要用了一个“臣”字，虽是臣子上奏，却
毫无奴颜婢膝、摇尾乞怜之态。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陈情表》这
样表示忠诚，虽然感天动地，但是总给人一种虚伪的感觉，晋武
帝何德何能值得李密如此五体投地地献忠？一个使故国灭亡的
刽子手值得前朝旧臣李密甘愿为之“死当结草”去报恩？李密岂
是一般“怀旧”之人！既不是为蜀汉守节，也不是拒官新朝，那为
什么不立即出仕呢？李密的真实想法应该是做官时机尚未成熟，
借口却是祖母“供养无主”，这是李密在官场上耍滑头的地方。

二、逮奉圣朝，沐浴清化———归顺西晋政权是为了获得更
大利益

曹魏景元四年，曹魏的实际统治者司马昭用兵蜀汉。面对
司马氏强大的军事压力，蜀汉后主刘禅“智力孤危”，再加上谯
周等人的极力劝降，不得已做了魏国“安乐公”。灭蜀后，为了进
一步分化蜀国执政集团，彻底摧毁蜀汉政权根基，尽快稳定蜀
汉地区统治秩序，司马氏采取了两种不同手段。一是对蜀汉外
来人士尤其是掌握军政实权的人士强制北迁，既最大限度地免
除地方动荡的后患，又借此平复蜀地本土人士长期以来所受外
来人士排斥的怨气。二是鉴于蜀地本土人士在蜀汉灭亡之际积
极投降的态度，司马氏认为他们是一支可以合作利用的力量，
所以灭蜀之后就在蜀地实行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特赦益州
士民、复除租赋之半五年”，令蜀汉旧臣“使蜀慰劳”［7］，“（泰始）
二年春，武帝弘纳梁、益，引援方彦”［8］。晋廷希望能够借助他们
的力量缓和与蜀地的矛盾，并进一步削弱蜀地势力，这些做法
客观上给蜀地本土人士增加了更多的仕进机会。从史料上看，
政策初始，蜀地本土人士是充满期待的。

首先被征辟的便是巴蜀硕儒谯周，他是蜀汉政权中的一个
标志性人物（谯周的入仕对李密来说，扫除了他侍奉晋朝即是
对蜀汉不忠的精神障碍）。此外，先前入晋为官的罗宪等人也对
蜀地本土人士进行了举荐，积极投入新政权的怀抱。“四年三
月，从帝宴于华林园，诏问蜀大臣子弟，后问先辈宜时叙用者，
宪荐蜀郡常忌、杜轸、寿良、巴西陈寿、南郡高轨、南阳吕雅、许
国、江夏费恭、琅琊诸葛京、汝南陈裕，即皆叙用，咸显于世。”［9］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晋武帝希望蜀地名士李密（李密的

祖父李光曾任东汉朱提太守，在当地有很高的威望，这从李密
的老师谯周的身上就可看得出来。如果不是凭着李密祖父的名
声，祖母孤孙怎能轻易获得这样师从名门的机会呢？）能出来做
官，安抚民心。后人说李密一直有着浓厚的忠君思想，但是我们
有这样一个疑问：李密这个“忠”，是忠于蜀汉旧朝呢，还是所谓
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去忠于新朝呢？且看《陈情表》中的一番表
白：“奉圣朝”，臣仆颂君之词；“沐浴清化”，臣仆无比感激新朝
的话。称呼和感激之情都能使晋武帝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宠
臣在对君主说话，心情不能不为之一乐。接着，李密具体地陈述
“沐浴清化”的事实：一是太守推举他为“孝廉”，这是褒奖德行；
二是刺史荐拔他为“秀才”，这是赞扬才能。“辞不赴命”乍一看
并非“沐浴清化”，但其实是最大的“沐浴清化”，因为晋朝的地
方官吏不但承认并且大力表彰了作者的孝德和才干，而且体谅
了他的惨苦处境，有情有恩，厚爱有加，因为只有以德施政的清
明盛世才会允许臣子“辞命”。“沐浴清化”的重要的依据是“诏
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武帝“特下”诏书，又授
予辅佐太子的要职。面对最高统治者的一再提拔，作为降臣的李
密越发激动不已，不能不“具以表闻”：不仅陈情，更是感谢皇恩
浩荡、政治“清化”。如此入情入理，晋武帝早已乐不可支了。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写出《陈情表》两年后，祖母过

世，李密立即撕下遮羞布，抓住晋武帝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冠
冕堂皇地出任洗马，完成了一个亡国旧臣向新朝权臣的华丽转
身。不久，“出为温令，而憎疾从事，尝与人书曰：‘庆父不死，鲁难
未已。’从事白其书司隶，司隶以密在县清慎，弗之劾也。密有才
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及赐
饯东堂，诏密令赋诗，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无中人，
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武帝忿之，于是都官从事奏免
密官。后卒于家”［10］。时至今日，《赐饯东堂诏令赋诗》仅存上述
残句，但我们依然可从这只言片语中窥见李密对自己仕途的不
满和对西晋王朝门阀制度的失望。由《陈情表》的急切渴望，到《赐
饯东堂诏令赋诗》的心灰意冷，李密入晋后的心路历程在这两篇
作品中表露无遗，他的遭遇是蜀汉本土人士由“棋子”沦为“弃子”
命运的缩影。由此可知，李密热衷功名仕途，渴望步步高升，希图
为晋武帝尽更大忠心，只是因为出身“亡国贱俘”且“棋子”作用已
无而不能得逞而已，乃至心生怨恨，最终被“圣朝”抛弃。

三、圣朝以孝治天下———投合司马氏统治理念以图获得认可
《孝经·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

身。”由此看来，不管李密在祖母 90岁高龄时尚为蜀汉做官（这
是事实），还是在祖母 96岁时（假如）答应出来为司马氏服务，
都不违孝道，也算是前后行为一致。现在他却以尽孝为名“辞不
赴命”，托词而已。他内心不是反对和司马氏的合作，只是想暂
时避开士人“名节”的矛盾，于是造成了人们以为他不愿和司马
氏合作的误解。

李密不想马上出来做官，但晋武帝方面催逼得很紧，一则
因为晋武帝并不了解李密的心理，二则是政治形势紧迫。于是，
“诏书切峻，责臣逋慢。郡县逼迫，催臣上道；州司临门，急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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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为了表白心迹，达到暂避风头，不想让人看出来立即更换
门庭投靠新主人的目的，李密就在“孝”字上大做文章，把自己
的行为归入晋武帝的价值观念中去，来一个温柔的绑架，毕竟
将来要在新主人那里混饭吃。所以，李密就实话实说：“不矜名
节”，“岂敢盘桓，有所希冀”。但是说不出来做官完全是为了供
养祖母刘氏，是为了“孝”，则是半真半假。古人云“忠孝不能两
全”，为忠臣则不得为孝子，为孝子则不得为忠臣，这是一个两
难选择。李密很聪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
长，报养刘之日短也”，把祖母刘氏养老送终之后，再向新主人
尽忠，这样晋武帝也就有了接受的可能。

司马氏家族夺权篡位，诛杀曹氏宗亲，早已不忠不仁不义，
既无暇“德化人心”，也不能“敦睦九族”，只为遮人耳目而大谈
孝道。至于司马氏为什么尊崇孝道，这也是很有政治思考的。完
成于春秋末期的《孝经》，在继承孔子、曾子孝论的基础上，第一
次提出了“移孝作忠”的思想，把孝提升为政治化的孝伦理。孝
放大而为忠，忠是孝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孔安国传》中写道：
“能孝于亲，则必能忠于君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也。”［11］将对
自己亲人的爱发展为对君主的爱，这样产生的“孝悌”理念超脱
了亲情，不再仅仅局限于血缘。所谓国家，是由“家”组成的
“国”；所谓的“忠”，也就是由“孝”发展出来的，君子之事亲孝，
故忠移于君。由此可知，以孝劝忠，以孝治天下，这是统治者宣
扬孝道的根本目的。李密的狡黠就在这里，在“移孝作忠”的文
化环境中，他假戏真做，投晋武帝所好，鼓吹孝心，表面上是以
尽孝道推辞做官，实质是待价而沽，沆瀣一气。李密写《陈情表》
正处于改朝换代的非常之际，曹氏的天下变成了司马氏的天
下，蜀魏两国旧臣中的不少人，为了保全名节而不愿同司马氏
合作，如著名的“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阮籍“酣饮为常。文
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
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12］，以此表达不
合作的态度。嵇康则公开表示不与司马氏集团合作，写下著名的
《与山巨源绝交书》，最终在李密写《陈情表》的四年前，被司马氏
所害。虽然我们不能以“忠臣不事二主”来苛求所有历史人物，但
不得不承认李密与他们不同：他不是一个重视名节的人，不会为
灭亡的蜀汉政权“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至此，李密彻底打消了
晋武帝的猜疑，扫清名利兼得的障碍。从问题的根本来看，李密
与晋武帝利益上更没有冲突的地方，又何曾有什么违和感？
《陈情表》写于司马昭灭蜀四年后，当时蜀汉虽降，人心却

未归服，东吴尚盘踞一隅，司马氏需要一个相对和平的稳定环
境。如果李密入朝为官，不但能安抚蜀地人心，还能收买曹魏士
人，示范江东吴国。现在李密故作糊涂，晋武帝也在反复思量：
既然李密已经拥护新朝，宣传并实践孝道，我何不借坡下驴，假
戏真做？本来，太子洗马就不是什么重要的职务，更不是非李密
不可。晋武帝真正想知道的，是李密对自己、对晋朝的态度。表
面上看，李密用一个“孝”字让晋武帝放弃了想法，其实，《陈情
表》对晋武帝而言却有更大的利用价值：一是晋武帝数番征召
表现出君王的求贤若渴；二是准许李密的请求显示了君王的体

察民情；三是借机树立李密这一典范，用以表明自己以孝治国
的恩德；四是“清化”的“圣朝”已经得到降臣的衷心拥护，四夷
臣服。这些“广告”效应加上当事人已经臣服的事实，让晋武帝
乐得做个顺水人情：“武帝览之曰：‘士之有名，不虚然哉！’乃停
召”，并“嘉其诚款，赐奴婢二人，使郡县供其祖母奉膳”。与其说
《陈情表》感动了晋武帝，李密暂时不仕，毋宁说晋武帝既收服
了李密，又高调做了一次大宣传，收拢了人心。《陈情表》是李密
以退为进，献给新主人的一份大礼。

仔细研读文章，“臣具以表闻，辞不就职。诏书切峻，责臣逋
慢”这句话值得玩味。它告诉我们，李密在此之前曾呈过一封表
奏，我们姑且称之为“前陈情表”，可以说“前陈情表”是失败的。
我们不知道“前陈情表”的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密没有说服
晋武帝，甚至招来“诏书切峻”的严重后果。那么“前陈情表”和
《陈情表》内容有何异同呢？为何后者打动了晋武帝呢？按照常
理，李密一定不会在“前陈情表”中不详细叙述奉养祖母的缘故，
但是这份孝情并没有打消晋武帝对他这个蜀汉旧臣的严重疑
虑。因此李密在《陈情表》中必须强烈表明的不仅是孝情，更应该
是对“圣朝”的忠诚，晋武帝需要的就是这个态度！原来如此！

一场政治交易终于完成，双方各取所需。李密既不存在对
蜀汉政权“怀旧”的心理基础，也无反对司马氏王朝的实际行
动，《陈情表》在看似陈情、表面拒官的背后，是对司马氏政权的
拥护与赞美。《陈情表》假托“孝情”，实无“忠心”。也许晋武帝比
任何人都更理解李密对他的无限忠诚，后人却把自己当作李密
“孝情”“忠心”（忠于蜀汉）的知音，不亦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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