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

hnrbhh7726@163.com 本版责编/鲍 宏淮 河2024年 12 月 3日 星期二 3

刘文典与《淮南子》
高 旭

在民国时期“淮南子学史”上，皖籍
学者刘文典 （1889-1958）所著 《淮南鸿
烈集解》占有重要的一页 ，被梁启超誉
为“颇好”，被胡适赞为 “最精研有法 ”，
成为推动《淮南子》这部“绝代奇书”、旷
代道典从“古代”传播走向“现代 ”研究
的重要助力。 尽管刘文典对《淮南子》研
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古籍校勘之学”
上，用力精深，创获颇多，但基于坚实深
厚的文献研究造诣，他对《淮南子》一书
也形成了自己精当而独到的整体认识
与评价，这集中反映在其为 《淮南鸿烈
集解》所作《自序》里。

在简练扼要的《自序》中，刘文典从
思想文化和文献校勘两个方面，具体阐

明了自己对《淮南子》一书的学术认识，
也表达出专治此书所秉持的根本的学
术理念及态度。

在思想文化上，刘文典高度评价淮
南王刘安与“淮南学派”所著 《淮南子 》
的特殊的历史价值 ，认为此书堪称 “博
及古今 ，总统仁义 ，牢笼天地 ，弹压山
川 ”的著作 ，更是称扬其为 “眇义之渊
丛，嘉言之林府”。 刘文典所言“博及古
今”“牢笼天地”的看法，承袭自唐代著
名史学家刘知几的 《史通 》，而所言 “总
统仁义”， 则是接受于东汉学者高诱为
自身“淮南子注”所写《叙目》的认识。 与
前人一致，刘文典同样认为《淮南子》是
一部蕴涵宏富的大著作，贯通天人古今

之学，无论是其“义”，还是其“言”，都值
得充分肯定，因此用“渊丛”“林府”来揭
示和评价《淮南子》特有的文化内涵、历
史价值，是符合实际、允乎其当的。

对 《淮南子 》一书的学派归属及思
想性质，刘文典虽然没有直接用“道家”
或 “杂家 ”来界称 ，但实际上倾向于前
者。 在《自序》中，他指出《淮南子》是“太
史公所谓 ‘因阴阳之大顺 ，采儒 、墨之
善，撮名、法之要’者也”，换言之 ，即是
认为《淮南子》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
旨》里所论述的汉代“道家”。

与思想文化方面的精要评价不同，
刘文典从文献校勘为主要内容的学术
史视角出发，对《淮南子》一书在清代的

考据整理情况有更为具体深入的评析。
他指出，《淮南子》从成书以来，由于“历
二千祀”的流传不易，其书“钞刊屡改 ，
流失遂多”， 尤其是在历史上出现了东
汉两种“淮南子注”（许慎注、高诱注）相
“溷澖”的复杂情况，以致于产生 “句读
由其相乱，后之览者，每用病诸”的严重
问题。 因此，如何对《淮南子》原书进行
文献校勘上的严谨整理，使之准确晓畅
而易读，就成为清代以来众多学者的学
术追求。 刘文典认为，一方面“清代诸师
如卢文弨、洪颐煊、王念孙、俞樾 、孙诒
让、陶方琦之伦各有记述 ，咸多匡正 ”，
对《淮南子》文本的校勘整理有历史贡
献，但另一方面 ，以上诸人的研究成果

又实际存在着“书传繁博，条流踳散，卷
分袠异，检核难周”的不足，无法有效地
汇聚融合在一书之中来体现，不便于学
者使用。 而且，对于清代学者已有的诸
种见解 ， 刘文典强调也需要 “沿波讨
原”，展开进一步的比较研究，使现代学
者能够明确其中之得失 ，知所 “攸适 ”，
而不至于“迴遑歧途”，不明所从。 在刘
文典而言，这也正是他从事《淮南子》文
献校勘研究的学术动因。

刘文典自言 “少好校书 ， 长而弥
笃”，专治《淮南子》一书后，更是在 “讲
诵多暇”中“有怀综缉，聊以锥指 ，增演
前修”， 不断深化与完善已有的校勘成
果 。 刘文典明确指出所采用的治学方

法：一是重视吸收前人成果，“采拓清代
先儒注语，构会甄实，取其要指，豫是有
益，并皆钞内 ”；二是强调考据辨析 ，立
论坚实，以此明确是非，去伪存真，“其有
穿凿形声，竞逐新异，乱真越理，以是为
非”，则“随文纠正，用祛抑或”；三是突出
一己之心得创见，“管窥所及，时见微意，
觕有发明，亦附其末”；四是不强“不知”
以为“知”，坚持做到“一循途轨，未详则
阙”。

刘文典一生对《淮南子》的文献校勘
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 ，“事一力专 ”，精
刻研究十余年。 从《淮南鸿烈集解》“自
序”即可看出其承袭自清代“朴学”的严
谨不苟、务实求真的治学精神，也因此，
他对《淮南子》一书的整体性的认识与
评价，可谓是言简意赅，精当独到。时至
今日 ， 重新回顾和审视这位民国时期
“淮南子学史”上的卓有贡献者，我们仍
可从其所论中得到可贵的学术启示及
精神启迪。

寿春图 喜欢你努力奋进的样子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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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楚世家》 记载，“东徙都寿

春，命曰郢”。这是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
“寿春”名称的记录。

太姒，是周文王姬昌的正妻。周文王
姬昌和太姒一共生育了 10 个儿子， 伯邑
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
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叔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五个儿子。
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分封叔度

于蔡地，成为蔡国的始封君，叔度这一脉
从此以封地蔡为氏， 一般称为蔡叔度或
者蔡叔。

蔡叔度是蔡姓始祖，蔡姓源于蔡国。
蔡国是周朝首批分封的姬姓诸侯

国。
蔡国 （公元前 1046-公元前 447

年），续国 559 年，共有 25 位国君。
蔡昭侯蔡申 （公元前 518 年—公元

前 491 年，担任蔡国国君 28 年）是蔡国
第 21 位国君。公元前 493 年，蔡昭侯把
蔡国都城从上蔡迁至州来， 并改州来为
下蔡。

蔡国以下蔡为都，续国 47 年，历蔡昭
侯、蔡成侯、蔡声侯、蔡元侯、蔡齐侯 5 个
国君，公元前 447年，被楚国灭于下蔡。

学界也有认为， 下蔡是今天安徽省
淮南市凤台县。

但学界更多认为，公元前 262 年，楚
相春申君黄歇改下蔡为寿春。下蔡，就是
寿春。

如果“州来方国都邑州来、蔡国最后
都城下蔡、 楚国最后都城寿春， 实为一
处，就是寿春城”成立的话，那么，蔡国都
城下蔡，就是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寿县，
历史上首次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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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元年， 也就是公元前 209 年

秋天，秦朝廷征发闾左（楚地方言，“闾”
是指里门，“左” 指居住在里门左侧的平
民百姓） 贫民屯戍渔阳 （秦朝设置渔阳
郡，治所在渔阳县，今北京市密云区）。

陈胜、 吴广等 900 余名戍卒就在此
次征戍队伍之中，途中在蕲县（今安徽省
宿州市）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
达目的地，按照当时秦朝律例，全部要被
斩首。陈胜、吴广振臂揭竿，篝火狐鸣、鱼
腹传书，这就是著名的大泽乡起义。

起义军推举陈胜为将军， 吴广为都
尉。 连续攻占大泽乡和蕲县， 并在陈县
（楚旧都陈城， 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建立张楚政权。

英布是春秋时期的英国后裔， 英国
为楚国所并，大致位置在六国（今安徽六
安） 附近， 当时英国与六国一起并入楚
国。英布受黥刑（在脸上刺字，再涂上墨
炭），在骊山服刑，人称黥布。

英布，楚人。
天下英豪纷然响应， 死囚英布亦在

其间。在战阵中不惧生死、舍命搏杀的英

布， 很快在秦末泛滥的农民起义军中脱
颖。

如同大河分流、长路分歧，纷杂的农
民起义军渐渐归附成两大阵营即刘邦和
项羽，英布于是成为项羽帐下的一员猛将。

英布为项羽舍生忘死， 屡次立下战
功。 项羽这个人历来个性鲜明， 爱恨分
明、赏罚分明，如同他死心塌地爱着美女
虞姬， 所以他也从来不掩饰对英布的恩
宠，于是封英布做了西楚的九江王。

楚汉之争到了生死之时。 在汉王刘
邦的蛊惑和许诺下，项羽的爱将、西楚九
江王英布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摇动。

那天晚上， 当背楚投汉决心未定的
英布，来到汉王刘邦的军帐拜见时，他却
见到了此生未曾见过的难堪一幕， 只见
汉王刘邦衣冠不整、 头发凌乱地坐在床
上，正在自己给自己洗脚。

自感受到奇耻大辱的西楚九江王英
布，鼻子差点被气歪了，甩袖而出。

然而，及至来到汉王刘邦给他准备的
府邸时， 英布同样惊讶得差点掉了下巴，
宫殿的规模、 室内的陈设远远超过汉王，
更有一大群美妾正在等待着给他洗脚。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生来就
是要做王的。比如刘邦，他虽出身寒微，
却有异于常人的禀赋。

刘邦用他一贯而特立的方式， 彻底
将不可一世的英布降伏。

历史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英布的背
弃，伤透了项王的心，让他战胜汉王一统
天下的雄心和自信发生了坍塌。 垓下之
战，乌江对决，英布在项王背后给了他沉
重一击。

楚汉之争尘埃落定。
秦末出现了双雄， 然而历史在徘徊

中无奈地作出选项，他选择了刘邦。
大汉之门，自此开启了。
西汉高祖四年，即公元前 203 年，汉

高祖刘邦分封有功之人， 封英布为淮南
王， 首置淮南国， 都六 （今安徽省六安
市），辖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

汉初政权、汉高祖皇权稳固之后，疑
心很重的汉高祖刘邦开始清洗在他看来
似乎怀有异心的开国功臣。韩信、彭越已
先后被杀。

预感到自己即将被清洗， 英布觉得
不能坐以待毙，决定起兵造反。

反正迟早都是死，与其像韩信、彭越
那样被冤枉诛杀，何不如主动出击，绝地
反击，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即便死，也要死得壮烈、豪气！
公元前 196 年， 英布在淮南国举兵

造反。
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 亲擒之，问

他：朕待你如此之厚，你为何还要反朕？
英布坦诚回答：谁不想当皇帝呢？再

说，皇上编制罪名，滥杀有功之臣。如今，
我和皇上三观不和， 皇上的德行已不配
做我大哥！

英布的这一席话， 把刘邦气得差点
从马背上摔下来。

其实，在生擒英布之时，汉高祖刘邦
念在英布所立赫赫战功以及两人之间深
厚情谊，并不想要英布死。

只要英布悔过，并向刘邦求饶，刘邦
准备留他一条活命。

无奈，英布并不想乞求刘邦而苟活。
刘邦只有成全。英布被处死。
公元前 196 年， 汉高祖刘邦将自己

的第七个儿子刘长封为淮南王， 并将淮
南国都从六迁至寿春。

寿春开始成为西汉淮南国国都。
公元前 174 年， 汉文帝认为刘长意

图谋反，将其流放，刘长于流放途中绝食
而死。

公元前 164 年， 汉文帝将淮南国一
分为三，封刘长的三个儿子刘安、刘勃、
刘赐分别为淮南王、衡山王、庐江王。

寿春仍为淮南国都城。
公元前 122 年，淮南王刘安、衡山王

刘赐谋反案发，二王自杀，汉武帝一气之
下，废除淮南国。

从公元前 203 年设置淮南国， 至公
元前 122 年废除淮南国，淮南国续国 81
年。先后历英布、刘长、刘喜、刘安四任淮
南王。

从公元前 196 年，至公元前 122 年，
淮南国以寿春为都 74 年。

就是在这 74 年间， 以寿春为都的淮
南国，孕育和诞生了名垂青史的两项大事。

第一件大事，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
发明豆腐，八公山成为豆腐发源地。

第二件大事， 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
客们，编撰了鸿篇巨著《淮南子》。

还有一件，也算是大事件。因为淮南
王六安的八个门客“八公”（苏非﹑李尚﹑
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修
炼成仙化山，楚国时期的楚山，从西汉改
名为八公山。

这是八公山得名之始。
作为西汉淮南国都的 74 年，寿春自

褪去楚国最后都城的光环之后， 迎来它
最高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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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豪杰纷起，英

雄皆出。
那个时候，曹操、刘备、孙权还没有

形成三足鼎立，三分天下更没有显现。
东汉王室的衰微，豪强势力的割据，

乱世纷争的无序， 让心怀野心和梦想的
各方英豪们浮想联翩。

东汉时期，全国划分为十三州，这十
三州分别是：幽州，冀州，并州，兖州，司
州（司隶校尉部），豫州 ，徐州 ，荆州 ，青
州，扬州，凉州（先设雍州，后改凉州），益
州，交州。各州设置牧或刺史，作为最高
行政长官。

扬州辖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
郡、豫章郡、九江郡六个郡。其区域相当于
今安徽淮河以南、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
江、福建三省，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

公元 197 年，割据扬州的袁术称帝，

国号仲氏，定都寿春。
袁氏皇朝，以寿春为首都，将京畿所

在的九江郡升格为淮南尹， 大肆分封公
卿百官，还在寿春城南、城北筑起皇帝祭
天所用的祭坛，举办大规模祭祀活动。

袁术的奢侈荒淫、挥霍无度，激起淮
南民众极大义愤。

袁术称帝， 引来各方豪强们普遍不
满，也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各方军阀集团
的讨伐。

公元 199 年六月，袁术兵败，退守乌
江亭 （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浦，乌
江河注入长江之处渡口，也称为乌江渡）。

此时，袁术军中断粮，仅余麦屑三十
斛（东汉时期，量器单位包括斛、石、斗、
升等，一石等于两斛，一石等于 120 斤）。

时值盛夏酷暑，骄阳似火，袁术饥渴
难耐，想喝蜂浆水解渴，无奈寻遍军中，
都没有寻找到蜂蜜。

回想自己出身豪门显贵， 享受荣华
富贵，称帝之后，更是奢侈无度，未曾想，
现在却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居然连蜂蜜
水都喝不上。

“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袁术自
言自语。

袁术连连叹息，大口吐血不止，死于
乌江亭。

———公元前 202 年，一代豪杰项羽，
被汉王刘邦的汉军重重围困，兵败垓下。

在乌江渡， 项羽谢绝乌江亭长载其
渡江的再三邀请，义无反顾、毫无二选地
折返战场， 绝不渡江逃生， 绝不投降求
生，血战至死。

大丈夫， 宁愿战死， 也绝不苟活偷
生。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想来，英雄项羽的心思，岂是谁人都

能懂啊。
———蔡国最后都城下蔡（47 年），楚

国最后都城寿春（18 年），西汉淮南国都
城寿春（74 年），东汉末年袁术以寿春为
都称帝、国号仲氏（2 年）。如此算来，寿
春历史上至少四次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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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春，以它一贯的执着奋然前进。尽

管它身披着楚都光环。
秦灭楚之后，置寿春县，寿春为九江

郡治所。
西汉汉武帝元狩元年 （公元前 122

年）， 西汉淮南国王刘安因谋反自杀，淮
南国被废除，寿春为九江郡治所。

三国时，寿春为魏淮南郡治所。
西晋时，寿春为淮南郡治所。
南北朝时，宋朝改寿阳为睢阳，为豫

州、南梁郡治所。北魏时为扬州治所、淮
南郡治所。东魏时，寿春为扬州治所。陈
朝时，寿春为豫州治所。北周，寿春为扬
州治所、淮南郡治所。

隋朝时， 寿春先后为淮南行台尚书
省治所、淮南郡治所。

南宋时，1162 年设置寿春府， 寿春
为治所。1167 年， 寿春为淮南西路安丰
军治所。

元朝时，1277 年， 设置安丰路总管
府，治所寿春。

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秦
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嬴政采纳丞相李斯
的建议，推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
郡，郡下辖县。

郡县制，成为此后各朝政制的基础。
用今天的话来说，郡治，就是省会。
如此算来， 寿春在走出楚国最后都

城的光环之后，至少十次为郡治。
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寿春四次为

都、十次为郡”的源起。

5
历史总有铺垫，也总有转承。
有些历史的伏笔，也许在很早时间，

一些不经意的细节布局， 却能最终成为
影响全局的重要棋子。

公元前 486 年， 吴王夫差为了北上
进军中原，以扬州邗城为起点，开挖了一
条人工河，直达淮河边的淮安末口，把长
江和淮河水系打通并连接起来了， 这就
是闻名于世的运河邗沟。

谁都未曾料想到，一条邗沟，若干年
之后， 竟然危及到了寿春淮河水运中心
和枢纽地位。

众所周知， 邗沟成为后来隋唐大运
河、京杭大运河最基础的一段运河。

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和贯通使用开
始，南北交通的要道东移，寿春作为淮河
水运中心和枢纽地位，被淮安所取代。

淮安一跃成为全国漕运中心和枢纽。
寿春的重要性和地位， 从那时起开

始逐渐旁落。
元明清三朝， 中国的政治中心由中

原北移， 包括粮食在内的大量物资以及
军事用途和军事运输， 很大程度上通过
京杭大运河北运。 京杭大运河的作用更
为突显。

寿春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力， 进一步
减弱。

这也是元明清时期， 寿春几乎很难
成为郡治的根本原因。

另外一个因素，也是与水有关。
南宋建炎二年， 也就是 1128 年，为

防御金兵南下， 东京守将杜充扒开黄河
南岸大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河水
从泗水分流入淮；南宋绍熙五年，也就是
1194 年，黄河南岸决堤，从此长期夺淮
入海， 大量泥沙淤泥使淮河入海出路受
阻， 盱眙与淮安之间的洼地逐渐形成后
来的洪泽湖。这是有史以来，有明确记载
的黄河夺淮入海事件。

黄河水侵夺淮河入海水道，史称“黄
河夺淮”。

此后，宋、金以淮河为界，开始了长
时间的隔河拉锯对峙。

为了阻挡金军， 南宋多次扒开黄河
南岸大堤，不仅扩大了“黄泛区”，更加剧
了黄河水对淮河入海水道的侵夺、抢占。

从南宋绍熙五年，也就是 1194 年开
始，淮河渐渐失去了入海水道。

失去了入海水道的淮河水， 肆意泛
滥。从此，淮河就像一个寻找不到归宿的
顽皮而又淘气的孩童，怨气冲天，脾气暴
躁，四处游荡。每当降雨丰沛的年份，淮
河洪水滔天，流域内严重受灾。每当降雨
稀少的年份， 流域内严重干旱， 赤地千

里，庄稼颗粒无收。淮河流域风调雨顺的
年份，十分稀少而宝贵 。防洪 、抗旱 ，逃
荒、要饭，流离失所，卖儿卖女，成为淮河
流域普遍现象。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吟唱的都
是南宋之前淮河流域鱼米之乡的富裕和
景致。这一切，从南宋开始，便已戛然而
止。

淮河终于堕落成为一条脾气暴躁、
反复无常、水患干旱灾害频仍的大河。

淮河水患， 不仅严重影响到流域特
别是干流沿岸城市的安全， 更严重制约
经济社会发展。

显然，淮河的这些变化，严重影响到
了寿春。

南宋之后，寿春的地位一落千丈。
除了大运河、“黄河夺淮” 这两大主

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对寿春的兴
衰也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寿春特殊的地理位置， 成为历
代兵家必争之地。改朝换代，政权更迭，
外部入侵，内部纷起，战乱和战火总是与
寿春形影不离。 这不仅对寿春造成严重
破坏和损毁， 更严重制约和阻碍寿春经
济社会发展。

6
经过春秋争霸、 战国争雄风云激荡，

周朝分封的众多诸侯国， 最后只剩下秦、
楚、燕、韩、赵、魏、齐，也就是“战国七雄”。

“战国七雄”的国都，都经历过多次
迁都。

我们可以把 “战国七雄” 最后的国
都，今昔状况、前世今生，做一下梳理和
比较。

秦国，最后的都城咸阳，现在陕西省
咸阳市。

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现在安徽省
淮南市寿县。

燕国， 最后的都城蓟城， 现在北京
市。

韩国，最后都城新郑，现在河南省新
郑市。

赵国，最后都城邯郸，现在河北省邯
郸市。

魏国，最后都城大梁，现在河南省开
封市。

齐国，最后都城临淄，现在山东省淄
博市临淄区。

“战国七雄”最后的都城，当它们走
出“战国七雄”最后都城耀眼光环之后，
在其后朝代更迭历史演进的风云际会之
中，都有出色表现，大放异彩。

它们不仅是“战国七雄”的最后国都，
此后，它们各自还多次为都、多次为郡。

它们生来就如此不凡， 此后更是表
现不俗、照耀史册。

比如寿春，过去的寿春光彩夺目，今
天的寿春熠熠闪光， 未来的寿春必定远
途宏阔。

我们不必过于纠结和感叹某一段历
史。

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能放下历史
的眷顾以及历史带来的束缚。

我们一直喜欢的， 不就是寿春努力
而奋进的样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