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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吴兴沈氏宗族文学研究                                                                 摘要 

I 

摘 要 

    沈氏一族在东汉作为移民户迁至吴兴武康，至晋末之时已发展成江东豪族。进入南朝

后，该宗族通过襄助刘裕建宋而跻身士流，发展至南朝中后期已完全脱去尚武之风，涌现

出一批优秀文人学者，成功转型为文化士族。本文从基本史料入手，试图对沈氏宗族成员

思想、人格及具体作品进行研究，探讨在六朝纷繁多变的时局和社会思潮下，吴兴沈氏家

风、家学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对家族成员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并评价其家族在南朝

的文学成就与地位。 

正文结构及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首先考察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在南朝的发展变化。其次探究其家门风气与家

学传统的变迁原因及具体内容。再次研究其宗族信仰情况。 后分析其宗族文化特征。 

第二章研究吴兴沈氏宗族的学术状况。首先梳理吴兴沈氏宗族成员经学与史学方面的

著作，厘清其在历代书目的著录及后世流传情况。其次以沈重为代表，具体分析其经学成

就与家学渊源。 后分析吴兴沈氏宗族学术研究的特点与价值。 

第三章研究吴兴沈氏宗族的文学作品。首先梳理吴兴沈氏宗族成员文集流传及诗文创

作情况。其次通过详细分析沈约和沈炯两位文人的作品，探究沈氏宗族诗文创作之特色与

成就。 后评价吴兴沈氏宗族文学创作在南朝文坛的影响与地位。 

 

关键词：吴兴沈氏；家风家学；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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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Abstract  
    The Shen family moved to WuKang in Wuxi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s 

immigrant households, and had developed into a wealthy and influential clan by the end 

of the Jin Dynasty. After entering the Southern, by helping Liu Yu establish Song Dynasty, 

the clan became one of the scholars. Then in the late Southern Dynasties, the clan 

completely got rid of the military traditions, and with a number of writers and scholars, the 

family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nto cultural nobles.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search into the thoughts, personality and specific work of Shen family and 

to discusss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tradition and culture of Shen famil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family study and literary creation with the background of numerous 

and varied Six Dynasties, then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 and status of Shen family in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The structure and main content are as follows: 

Chapter One first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Shen clan in 

Wuxing and its family cul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hen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family tradition and culture of Shen family, later talks about the belief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and at last presents the feature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Chapter Two researches into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Firstly, the chapter introduces great works of Shen family in Confucianism and 

historiography and figure out bibliographic situation in history and the spreading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n the chapter presents the achievement in Confucianism and its 

relations with family culture of Shen Zhong, who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Shen family. At 

last, this chapter shows the academic feature and value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Chapter Three studies Shen’s literary works. First the chapter shows the literary 

creation status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then talks about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chievem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of Shen family in Wuxing by analyzing the literary works 

of Shen Yue and Shen Jiong, and finally evaluate the achievement and status of Shen 

family in literature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Key Words: Shen Family in Wuxing; family tradition and culture; literary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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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选题依据与研究对象 

吴兴沈氏确切可考之历史始自东汉沈戎。在汉魏六朝，吴兴沈氏是少数绵延几个世纪、

谱系清晰的宗族之一。孙吴亡国后，沈氏一族凭借其尚武门风，上升为拥有很强势力的江

东豪族。晋宋之际，该宗族通过辅助刘宋建国而跻身士流。在士族化的同时，其门风也相

应发生由武入文的转变。到南朝中后期，吴兴沈氏已成长为俊杰辈出的文化士族。纵观六

朝时期江东地区土著士族的发展，吴兴沈氏不仅人数众多，且在军、政界以及文坛均占有

重要地位。特别是南朝时期，沈氏宗族发挥的历史作用甚至超过江东传统的顾氏、陆氏等

文化士族。 

选择吴兴沈氏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该宗族的发展历史非常具有特色。吴兴沈氏在东汉

作为移民户来到吴兴武康，先后实现了豪族化与士族化，其发展历程可作为考察江东非士

族阶层在中古时期门第社会生存的样本。其次，六朝时期的学术文化与世家大族是密不可

分的。陈寅恪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谈到：“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

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
①
吴兴沈氏宗族强盛、支系繁多，自晋宋以降，名人辈出。沈驎士

在《沈氏述祖德碑》中称其宗族“德文并著，辉映先后……名人代有，照耀史册”
 ②
。沈氏

一族在南朝时期文人才士辈出，研究其宗族文化与文学创作是观察南朝江东学术文化状态

的一个切口。家风决定家学与家教，而家学传统等关系到南朝士族对政治、文化等领域的

贡献。譬如沈氏杰出人物沈约，其政治地位特殊、文学贡献突出、思想多变，这些与其宗

族历史发展变迁均有关联。 

 

二、研究现状与价值 

上世纪 80 年代后，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的人数大为增多，渐有人以六朝门阀士族为对

象进行宗族史研究，但大部分人都把目光集中到王、谢等门第隆崇、历史记载较多的侨姓

宗族，以及顾、陆、朱、张等吴姓大族，对于吴兴沈氏这支南朝后起之秀的研究目前尚不

多，分析也不够全面。 早对吴兴沈氏宗族作出论断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有三个著名观点：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147 至 148 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17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南朝吴兴沈氏宗族文学研究                                                                   绪论 

2 

沈氏信奉天师道、“颇有源出于溪族之嫌疑”
 ①
、其由武力强宗“进入文化士族阶段在沈约

以后”
②
，不过他并未详细考证该宗族的发展演变，后两条观点也值得商榷。 

学界目前对于吴兴沈氏宗族的研究情况如下： 

（一）专著 

系统研究江东世家大族的专著有：毛汉光的《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

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一书是 早涉及吴兴沈氏一族的专著。此书用量化统计方法考察

当时五品以上官员的任职情况，得出吴兴沈氏在南朝的政治地位仅次于琅琊王氏和陈郡谢

氏的结论。事实上，六朝时期官衔与实际权力之间并不完全挂钩，有的官职只是虚衔，只

以此作为判断世家大族政治地位高低的依据，其结论未必准确。方北辰的《魏晋南朝江东

世家大族述论》（文津出版社，1991）有两个贡献，一是把吴兴沈氏一族放置于江东世家大

族的群体中进行观察；二是首次较为系统地整理了沈氏族人在文学与学术方面的成就。但

此书偏重于史实的罗列，缺乏理论性的论述。王永平的《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

苏古籍出版社，2003）对吴兴沈氏的家风、地位变迁、学术文化、宗教信仰这几方面均有

论述，但对于历史文本的解读不太充分。吴正岚的《六朝江东士族的家学门风》（南京大学

出版社，2003）偏重于探讨沈氏的宗教信仰，其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沈氏家学 初是

信奉老庄玄学，后玄儒兼备；二是将刘宋后沈氏信仰情况分作奉道、奉佛、兼奉佛道三类，

认为此种分别是因文化水平高低不同。这点实难苟同。 

唐燮军的《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是近年来

对吴兴沈氏宗族作出较全面研究的理论专著。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对吴兴沈氏的谱系

及宗族成员行迹做了考释，下编论述吴兴沈氏从汉末到南朝的发展演变情况与宗族文化的

传承。在探讨沈氏文学创作情况时，以沈约和沈炯为例。此书弥补了前人研究中很多不足

之处，不仅对吴兴沈氏士族化过程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论及士族化之后的发展动向，

而且对沈氏宗族文化有独特看法，提出曲学阿世是其宗族文化不变的内核。此外，对于学

界关于沈氏信仰问题的分歧，他认为沈氏族人的信仰不同是因各人处境、性情等不同而自

由选择的结果。此书是由多篇论文组成，所以内容过于零散庞杂，导致有些方面论述不能

细致深入。譬如书中罗列了沈氏宗族文学与学术作品情况，但并未分析宗族成员的文学艺

术创作与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二）期刊论文 

1.探讨吴兴沈氏在六朝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历史舞台上所起的政治与军事作用：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第 37、1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② 陈寅恪，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 136 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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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的《从武力强宗到文化士族——吴兴沈氏的衰微与沈约的振起》（浙江学刊，

1990，第 4期），这是首篇关于沈氏宗族史的专题研究论文，在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该文将

吴兴沈氏在东汉到南朝末年的发展流变分成四个阶段，分析沈氏宗族的特点及成因。文章

后一部分主要论述沈约的成就与作用。陈斯风的《南朝名门吴兴沈氏宗族考论》（社会科

学辑刊，2001，第 4 期）对吴兴沈氏在东汉六朝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得出该宗族 显赫

的时期是陈代的结论，同时探讨其在南朝长盛不衰的原因。陈群的《两晋之际吴兴沈氏考》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00，第 7期）、《吴兴沈氏与刘裕建宋》（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

第 3期）、《吴兴沈氏与刘宋皇权政治》（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第 2期）、《南朝后期吴

兴沈氏考释》（江西社会科学，2002，第 6期）四篇论文分段考察吴兴沈氏在不同时期的发

展状况。林佳骊的《沈约的家世及其特点》（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0，第 4期）追溯了沈

氏宗族的起源，考察其南迁前的模糊历史及定居吴兴到沈约诞生之间的发展情况。王友敏

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吴兴沈氏宗族》（杭州教育学院学报，1996，第 1期）从社会史的视角

探求这一宗族长盛不衰的原因及该时期宗族制度的若干特点。 

2.有关沈氏宗族文化素养与文人作品的研究： 

嵇发根的《六朝时吴兴沈氏文人的崛起与发展》（湖州师专学报，1998，第 1期）是首

篇纵向研究该宗族文化的论文，此文不仅涉及到沈氏文人的作品，亦提到沈氏宗族的文化

素养在不断提高。但他认为吴兴沈氏从武力强宗转到文化士族是在陈代，这并不符合历史

情况。另外，文中还存在一些讹误。 

3.研究吴兴沈氏宗族信仰： 

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从“沈氏述祖德碑”谈吴兴沈氏与道佛二教》（东南文化，1992，

第 5 期）一文主要是通过沈麟士撰写的《沈氏述祖德碑》谈吴兴沈氏早期对道教的信仰以

及后期佛教的融入。 

除上述期刊论文外，目前海内外暂无专门研究吴兴沈氏宗族的硕、博士论文发表，只

有郭桂彬的硕士学位论文《六朝吴兴文学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在

第四章提及吴兴沈氏文人的创作情况。此文将吴兴沈氏宗族的文学创作放置于区域大环境

中考察，并与当地其他家族横向互见，但对于吴兴沈氏的研究只涉及部分章节，其内容并

不详细，理论分析也较少。 

上述专著与论文中对于吴兴沈氏的研究偏重于历史政治方面，然沈氏宗族在南朝中后

期涌现不少文士，相关论著对于这个宗族的文学创作研究较少且不系统。由此可见，对于

吴兴沈氏一族的探索尚有空白之处，仍有进行研究总结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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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目标与方法 

（一）研究目标： 

1.梳理吴兴沈氏宗族的发展历程。 

2.探究吴兴沈氏家门风气与家学信仰的转变。 

3.研究吴兴沈氏宗族文学与学术情况。 

4.分析吴兴沈氏文人的成就与家风家学之关系，并总结其在南朝时的地位。 

（二）研究方法： 

1.文史综合分析法。吴兴沈氏一族的发展与六朝的历史情况紧密相关，因而研究该宗

族必须结合南朝历史背景来进行深入分析。 

2.文本阅读分析法。通读沈氏文人的作品，对之进行文本分析，从而掌握其基本情况，

了解他们对南朝文学的贡献。 

3.文献研究法。通过广泛搜集和查找文献，从而获得相关的研究资料，并对之进行整

理分析，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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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吴兴沈氏的宗族文化 

一、吴兴沈氏宗族在南朝的发展概况 

（一）族源追溯 

考察吴兴沈氏宗族的起源，主要有沈约的《宋书·自序》（下简称《自序》）和沈驎

士的《沈氏述祖德碑》，这两份文献均有提及沈氏宗族起源方面的内容。沈约称其宗族为

台骀后裔，《自序》言：“昔少暤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

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颛顼嘉之，封诸汾州。其后四国，沈、姒、蓐、

黄。沈子国，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春秋之时，列于盟会。定公四年，诸侯会召陵伐楚，

沈子不会，晋使蔡伐沈，灭之，以沈子嘉归。其后因国为氏。”①沈驎士称其宗族出自姬姓，

为周文王士子聃季后裔。《沈氏述祖德碑》曰：“沈本姬姓……迨武王受命，其同母弟聃

季载，乃文王十子也。有才德，为司空，封于汝南平舆之沈亭，为沈子国，沈氏得姓，实

始诸此。”②而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四上》和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七“沈”姓起源也

都采用沈驎士的说法。 

关于吴兴沈氏宗族起源问题，历代均有考辩。唐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吴兴沈先，

约、炯之言有异。”③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称《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的记载“皆承

用逐家谱牒，多有谬误，内沈氏者 可笑……”④。今人林佳骊认为沈约将吴兴沈氏列为百

鸟之王少昊金天氏之后，是有意识地将吴兴沈氏纳入南方鸟图腾文化的范围。⑤而唐燮军则

认为以上两种起源说法均存在疑问，沈约“将台骀后裔与姬姓沈子国孑遗合为一体”，而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记载将“姬姓沈氏与楚国公族四十一个分支之一的芈姓沈氏混

为一谈”。⑥ 

沈氏一族的起源已湮灭于历史长河，加之后人在追溯先辈之时主观上多愿意攀附著名

历史或神话人物，不可尽信，是故想要清晰考证出沈氏的源流已不可能。本文关注的是自

东汉沈戎迁居至会稽乌程县余不乡后的沈氏宗族。沈戎之后，沈氏宗脉谱系大致清晰。 

沈戎，字威卿，东汉初为光禄勋，九江从事，后迁济阳太守。因劝降叛贼尹良而被光

武帝封为海昏侯，辞而不就，举家迁徙至会稽乌程县余不乡（西晋时隶属吴兴郡武康县，

                                                        
① 沈约《宋书》，第一百卷，第 244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17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 刘知几，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 240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④ 洪迈《容斋随笔》，第六卷，第 82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⑤ 林佳骊，沈约的家世及其特点 [J].杭州：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10.7 
⑥ 唐燮军《六朝吴兴沈氏及其宗族文化探究》，第 10-12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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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浙江德清县境内）。唐代《沈浩丰碑文》记载其：“始过江，为著姓之 ，子孙位至二

千石。”① 

《沈氏述祖德碑》记载：“戎子酆，字圣通，零陵太守，有善政，芝草生，黄龙见。

次曰礼，尚书令。酆子侍御史景，字孟高，安平相。浒字仲高。帝以景端鲠清直，迁相河

间王，捕诸奸佞，导王以礼，帝赐衣一袭以嘉之。景子荆州刺史彦，彦子湘东太守文涞，

涞子海阳令夔，夔子澜，澜子充，充子劲，官扬威将军，死节不屈，朝廷嘉其忠，赠东阳

太守。劲子大长秋赤黥及吏部尚书嘉。赤黥长子膺期，晋大中大夫。中子叔任，益州刺史。

少子说道，梓潼太守。嘉子发，散骑常侍，次子坰，车骑将军。膺期生四子，长庆之，累

建大功，加始兴公，赠司空。次虔之，为安乐令，居官清素，民皆德之。次岳、次峻，并

文名冠世，峻为西台学士。其他支派咸昌，名人代有，照耀史策，统而举之，或远引高蹈，

或致君泽民，或立言垂范，或折冲御侮，或孝友于家庭，或忠节殉国难。沈氏之兴，莫是

过也。”② 

《自序》记载：“戎子酆字圣通，零陵太守，致黄龙芝草之瑞。第二子浒字仲高，安

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浒子鸾字建光，少有高名，州

举茂才，公府辟州别驾从事史。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政绩，显名汉朝，复

以女妻鸾。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举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③ 

《沈氏述祖德碑》中记载戎生二子，长曰酆、次曰礼。《自序》中仅记载沈酆。而《新

唐书·宰相世系表》中记载沈戎有酆、懿、齐、恭四子。唐燮军认为《自序》疑在“第二

子浒”之前脱“酆”字。此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即使沈酆长子无官职与成就，也不至被

省略不予记载。 

自沈浒和沈景后，沈氏宗族分成两支。沈浒，字仲高，无功名载于史册。出自沈浒一

脉的吴兴沈氏成员主要有沈警、沈穆夫、沈田子、沈林子、沈约、沈重等。沈景是沈氏宗

族第一位被记载入正史的人物。《后汉书》记载：“顺帝以侍御史吴郡沈景有强能称，故

擢为河间相。”④出自沈景一脉的吴兴沈氏成员主要有沈充、沈演之、沈庆之、沈怀文、沈

怀远等。 

（二）晋宋之际 

吴兴沈氏在东汉初年迁居江东后不久，凭借勇猛门风开拓其在江东区域的势力，并快

速积累大量财富，完成豪族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非常迅速，《三国志》中尚不见有关吴兴
                                                        
①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开元 536 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②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3179 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 
③ 沈约《宋书》，第一百卷，第 244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范晔撰《后汉书》，第五十五卷，第 1220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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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氏之记载，但两晋时，沈氏已成为江东有名的豪族大姓。《晋书》载：“今江东之豪莫

强周、沈，公万世之后，二族必不静矣。”
①
此处钱凤已将豪族新秀沈氏与江东老牌豪族义

兴周氏相提并论。此时正当孙吴亡国，吴郡陆氏等具有军事实力的江东旧族受到严重打击，

吴兴沈氏则以地方“武力强宗”的身份登开始上江东的政治历史舞台。 

在门阀政治的社会背景下，吴兴沈氏宗族势力虽大，但“清望”不高，难以望江东文

化旧族之项背， 因而一直在寻找能够获得更多利益与更高地位之机会。然而机会却伴随着

危机一起到来了，东晋王敦叛乱时，属于沈景一脉的沈充参与其中并招来杀身之祸。晋元

帝永昌元年（322），王敦打出“清君侧”旗号，以诛刘隗及刁协为名起兵攻打建康，得到

周礼等士族的帮助，得以入据建康。太宁二年（324），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的第二次

叛乱。发兵前沈充曾对妻子表露出强烈的求取功名之心，他发愿：“男儿不竖豹尾，终不

还也。”
②
时晋明帝欲讨伐王敦，遣沈桢前去劝说沈充，并许诺将来授予沈充司空之位。沈

桢对沈充说：“今此之举，将行篡弒耳，岂同于往年乎？”
③
沈充拒劝，作此回应：“三司

具瞻之重，岂吾所任？且丈夫共事，始终当同，宁可中道改易！”
④
沈充坚持要帮助王敦，

是因为他明白沈氏宗族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无法获取更多利益，所以愿意放手一搏。时年

七月，沈充兵败退回吴兴，误入其旧部将吴儒家。沈充对吴儒说：“尔以大义存我，我宗

族必厚报汝。若必杀我，汝族灭矣。”
⑤
吴儒不肯接受，杀了沈充。后来沈充之子沈劲长大

后果然灭了吴氏满门。 

沈充襄助逆贼，本是灭族亡家之祸，但东晋朝廷衰败，执行的并不严格。《晋书·沈

劲传》记载沈劲原本“当坐诛，乡人钱举匿之得免”
 ⑥
。但沈劲成年后因其父之罪，不得入

仕，沈劲选择从军来解开这个困局。吴兴郡将领王胡之本应北守洛阳，他向朝廷推荐沈劲

作为参军前去。时鲜卑族慕容氏进犯中原，沈劲自己募集一批士兵帮助将军坚守洛阳，后

被俘遇害。朝廷为示嘉奖，追赠他东阳太守之位。沈劲拼死之举终于挽回了东晋朝廷对吴

兴沈氏的印象，其后沈充一脉子孙重新获得仕进机会。 

沈氏宗族第二次危机发生于东晋末年，沈浒一脉的沈警及其子沈穆夫等卷入孙恩之祸。

沈警一脉的仕进精神同样热烈，沈约在《自序》里提到沈警时说“家世富殖，财产累千金，

仕郡主簿，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仕进意，谢病

归。安固留不止，乃谓警曰：‘沈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
                                                        
① 房玄龄等《晋书》，第五十八卷，第 1575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房玄龄等《晋书》，第九十八卷，第 1714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房玄龄等《晋书》，第八十九卷，第 154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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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尔。’”
①
此处“无仕进意”应不是沈

警本心，只是区区参军之位并不能满足他。以沈警之出身，走正常仕进道路无法被擢升至

高位，因而无法提高家族政治地位。加上沈警家财丰厚，难免会通过其他途径来达成愿望。

《自序》记载：“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为前军主簿，与警

书曰：‘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以吏职婴之也。’初，钱唐人

杜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京邑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

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

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时在会稽，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其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恩为刘牢之所破，辅国将军高素于山阴回踵埭执穆夫及伪吴郡太守陆瑰

之、吴兴太守丘尫，并见害，函首送京邑，事见《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预素无士行，

为警所疾，至是警闻穆夫预乱，逃藏将免矣，预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

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渊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
②
文中提及沈警“累世事道”，

可见他们参与此次政治斗争是由于家族道教信仰。若孙恩造反成功，沈氏当为开国元勋，

政治地位与之前自不可同日而语，然而孙恩之乱被刘牢之所统领的北府兵镇压了。此次沈

氏家难可谓损失惨重，仅有沈穆夫五子得存，余皆身死。 

东晋孙恩之乱后，朝廷统治摇摇欲坠，各路集团相互倾轧火拼。晋宋迭代之时，沈氏

一族辅助刘裕建宋，以军功跻身士族，家门武将由此勃兴，文武并举的趋势已经开始形

成。 

由于祖父沈警和父亲沈穆夫参与孙恩造反，沈田子兄弟几人不得不踏上逃亡之路，避

祸途中他们投入刘裕麾下。沈田子兄弟当时已沦为“国家罪人”，奉命平叛的刘裕却收容

他们，这显然存了利用沈氏武装力量的心机。时晋庭衰落，刘裕想有一番作为需要有人效

犬马之劳，而沈林子兄弟已没有选择，只能跟随刘裕，希冀能够建立军功，复兴沈氏一族。

沈田子兄弟非常骁勇善战，在刘裕北伐战争中屡次担任前锋，夺取多次胜利，沈氏兄弟可

谓刘宋政权建立之功臣。义熙十二年（416），沈田子与傅弘之入据青泥，姚泓带步兵数万

围攻了仅有几百人作疑兵用的沈田子队伍。此时沈田子为鼓舞士气，对他所带领的士兵们

说：“诸君捐亲戚，弃坟墓，出矢石之间，正希今日耳。封侯之业，其在此乎！”
③
此言表

现了沈氏族人心中对于建功立业的热切渴望。此后沈田子身先士卒，所向披靡，获得此战

胜利。不过沈田子功成名就的愿望并未实现。沈田子、王镇恶、傅弘之等虽为刘裕的股肱

                                                        
① 沈约《宋书》，第一百卷，第 163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同上 
③ 沈约《宋书》，第一百卷，第 1632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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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臣，但刘裕却设计令沈田子和王镇恶互相残杀，用一箭双雕之手段除去他们。沈田子之

弟沈林子在刘裕建宋后被封汉寿县伯，沈渊子则战死沙场。以沈田子兄弟为代表的沈氏武

将在刘裕建宋的过程中功绩突出，但牺牲也很大，捐躯沙场者有、死于内斗阴谋者有、鸟

尽弓藏者亦有。不过沈氏一族因军功复兴起来，子弟也因此获得入仕方面的权利。《自序》

里就记载宋文帝颇为提携沈林子之子沈邵、沈璞。沈邵患疾，宋文帝遣御医前往诊治。这

些都是看在其祖上功勋而获得的殊荣。 

刘宋之前，吴兴沈氏宗族所出皆为武将，虽由武入仕，但其中也不乏有文采者，譬如

沈充。《宋书·乐志》曰：“《前溪歌》者，晋车骑将军沈充所制。”①《太平寰宇记》记

载：邑人晋充家于此溪，乐府有《前溪曲》，则充之所制，其词云：“当曙与未曙，百鸟

啼忩忩。”②沈充有还文集二卷，已佚。除沈充外，还有“博览众书”、“留心文义”以及

“虽在戎，旅语不及军事”的沈林子。他不仅在战场立下累累功绩，平日爱好文辞，著述

颇丰。《自序》中提及沈林子：“所著诗、赋、赞、三言、箴、祭文、乐府、表、笺、书

记、白事、启事、论、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后读林子集，叹息曰：‘此人作公，应继

王太保。’”
③
由此可见沈氏一门虽好武善战，但也有习文的传统。 

（三）刘宋时期 

刘宋时期，吴兴沈氏坐至高位的第一人是出自沈景一脉的沈演之。《南史·沈演之传》

记载：“元嘉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先是刘湛、刘斌等结党，欲排废尚书仆射殷景仁。演

之雅仗正义，与景仁素善，尽心朝廷。 文帝甚嘉之。及彭城王义康出蕃，诛刘湛等，以演

之为右卫将军。景仁寻卒，乃以后军长史范晔为左卫将军，与演之对掌禁旅，同参机密。

寻加侍中，文帝谓之曰：‘侍中领卫，望实优显，此盖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④
由此可

见，沈演之深得宋文帝的信任，参与中枢机密，这标志着沈氏一族的在政治地位上的提升。 

同样出自沈景一脉的沈庆之亦是刘宋著名军事人物。沈庆之历经宋文帝、宋孝武帝、

前废帝三朝。起初因沈庆之“忠谨晓兵”，为宋文帝所赏识。多次出征讨伐荆、雍地区之

蛮族，平定叛乱。他屡获军功的同时也不断被升迁，被宋文帝任命为太子步兵校尉，宋孝

武帝任命其为领军将军，加散骑常侍、镇军将军、镇北大将军等。因沈庆之的军功，其同

族子侄辈也有多人被朝廷进用，如沈文秀等。沈景一脉还有沈攸之，他是刘宋后期出自沈

氏一族中的著名将领。沈攸之早年跟随沈庆之四处出征，屡有战功而被前废帝信任。前废

帝被杀后他投靠宋明帝，先后出任镇军将军、鄞州刺史、荆州刺史等职，为一时主将。宋
                                                        
① 沈约《宋书》，第十九卷，第 37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② 佚名《太平寰宇记》，第四册，第九十四卷，第 1886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③ 沈约《宋书》，第一百卷，第 1640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④ 李延寿《南史》，第三十六卷，第 936 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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