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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陆龟蒙，字鲁望。长洲(今江苏吴县)人，生年不详；约唐中和元年(公元 881 年)卒。是唐代著名的农学家、文学家，其家

族本是吴地大族，来源于西汉陆烈，陆家家族中除了陆龟蒙之外，名人辈出，其后裔也人才济济，终迁出吴地而落户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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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龟蒙是晚唐时期一名杰出多才的诗人、散文家和农

学家，他的创作成就突出，属于唐代高产作家，尚永亮、张娟

在《唐知名诗人之层级分布与代群发展的定量分析》（文学

遗产 200306）中归纳出唐代诗人高产层创作量居前十位者

即有陆龟蒙，这十位知名高产诗人依次是白居易、杜甫、李
白、元稹、刘禹锡、齐己、贯休、陆龟蒙、李商隐、韦应物，这些

人多为唐代诗人中第一、二流的大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唐诗的繁盛和辉煌主要就是由他们创造的，陆龟蒙为唐诗

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陆龟蒙是晚唐诗坛至宋时期过渡的历史舞

台上的重要人物，他的成就与贡献，与他的家庭出生密切相

关，他受其家族的遗传，接受其文化熏陶，自成一体而独树

一帜，可以说，陆氏家族的族系是研究陆龟蒙成就与贡献的

不少或缺的一环。
陆龟蒙出生于吴地的一个显赫家族陆氏，《新唐书》一

九六本所说陆龟蒙“居淞江甫里”，其中的淞江，又称松江，

自太湖东北流，经吴县东入海，《新唐书·表》七十三下《宰相

世系表》三下说西汉陆烈之“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自秦汉

晋唐以来，陆氏族昌于吴郡，陆烈的子孙，包括陆龟蒙皆为

吴郡吴县人。颜荛《自草墓志》云：“（颜荛）寓于东吴，与吴郡

陆龟蒙为诗论之交，一世无渝。”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
卷六有收录颜荛该文，同卷还收有《陆龟蒙追赠》（题注薛许

州附）也说到“唐吴郡陆龟蒙。”范成大的《吴郡志》之《人物》
章说：“陆龟蒙字鲁望，元方七世孙，宾虞子。”按综上所述，

陆龟蒙的籍贯应该是吴郡。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卷

四中“陆龟蒙笠泽丛书四卷”条载“唐陆龟蒙，鲁望也，苏州

人”，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三以及《北梦琐

言》卷六、《全唐文》、《全唐诗》都说是“苏州”，实际上，吴郡

即是苏州，因此可以确切的说，陆龟蒙的籍贯应该是苏州吴

县。

陆龟蒙出生于吴县的名门望族，到他已经是渐渐没落，

他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大的成就，和其家族的渊源是密切相

关的，他的思想和生涯，也同样深受其家族的影响，而他的

品格和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后代。
陆氏主源有三：一出自古帝颛顼之后陆终氏封于陆乡

（山东乐陵县），子孙以封地为姓，至今已有 4000 年历史；二

出自战国时齐宣王封幼子田通于陆，子孙以陆为姓；三是他

族改陆姓，如西周时允姓戎人建陆浑国，国灭后子孙改为陆

姓，北魏时鲜卑人、广西古骆越人等改陆姓。
西汉时任吴县令的陆烈（田通五世孙），卒后葬吴郡胥

屏亭，子孙入籍吴中，后世衍为江南巨族，吴地一直是陆氏

繁衍发展中心，作为陆烈的子孙后代的陆龟蒙，即生在吴

地，长在吴地。
陆氏自汉受封徙吴郡，名人辈出，远祖陆闳，曾是东汉

光武帝时的尚书令。陆闳的子孙皆在东汉为官。三国时，东

吴孙氏政权能在江东立足，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得了吴中“顾

陆张朱”四大家族的支持。陆绩曾为吴国玉林太守，不但是

一位清正廉明的官，而且学术成就极高，虽然只活了三十二

岁，却留下了不少重要著述，如《周易注》、《周易日月变例》、
《太平经注》等，对“易学”研究作出很大贡献。据《三国志》等

书记载，陆绩在郁林为官时十分清廉，除书籍外几乎没有什

么家产，在他谢职回乡养病时，因无资可载，船体太轻，无法

渡海，只得搬一些石头压在船上。这些石头被后人誉之为

“郁林石”，成了陆氏家族的传家宝。《新唐书》也有类似的记

载：“远祖绩尝事吴为郁林太守，罢归无装，舟轻不能越海，

取石为重，人称其廉，号‘郁林石’，世保其居云。”[1]

在唐代陆姓仍是大姓，苏州吴县陆氏在唐代就是江南

世家大族，在唐前期政治上颇为显赫，其家学优势主要在经

学、文学和书法。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记载，陆龟蒙的

七世祖陆元方族属太尉枝，即太尉兴平康伯陆玩之后，陆玩

浅析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族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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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东晋。陆元方伯父陆柬之，官太子司议郎，以书专家，少学

舅氏虞世南。陆少保，字元方，即陆龟蒙在唐代的七世祖。陆
元方为武后时宰相，《旧唐书》本纪第六载“辛丑，司宾卿豆

卢钦望为内史，文昌右丞韦巨源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秋官侍

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资治通鉴》卷

第二百六载曰：“丁未……以天官侍郎陆元方为鸾台侍郎、
同平章事。”“太后问鸾台侍郎、同平章事陆元方以外事，对

曰：‘臣备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闻；人间细事，不足烦圣

听。’由是忤旨。庚寅，罢为司礼卿。元方为人清谨，再为宰

相，太后每有迁除，多访之，元方密封以进，未尝漏露。临终，

悉取奏稿焚之，曰：‘吾于人多阴德，子孙其未衰乎！’”《通

典·职官典》卷一至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他任职期间，“举

其所知，不问仇党”，任人唯贤，他为人正直诚信，卖宅的故

事已成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陆元方也是位诗人，曾写了

《早春游望》诗寄给杜审言，杜因有感于陆元方能够在宦游

中赏玩春光，而自己却在异乡为“归思”所苦，便作《和晋陵

陆丞相早春游望》一诗以和原唱。
陆元方之子陆象先举制科高第，开元间为工部尚书、户

部尚书，景云二年（711）拜相，他的名望很高，而且执政一向

讲求“仁恕”，说“政在治而已，必刑法以树威乎？”认为“天下

本无事，庸人扰之为烦耳。第澄其源，何忧不简邪？”陆象先

这种作风，很受下属和百姓的爱戴。他活了七十二岁，晚年

官至太子少保。贺知章与陆象先族即有姻亲关系，陆象先乃

贺知章族姑之子，二人甚相亲善，陆象先尤其敬仰贺知章之

风流旷达，曾云：“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

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2］贺知章

进士及第后，即为陆象先援引得授四门博士。陆象先四世孙

陆翚，陆翚为汝州参军。陆象先从侄陆涓，为唐代著名诗人，

代宗永泰二年(766)任同官主簿， 同年在湖州参与颜真卿、
皎然等数十人之联唱，后结集为《吴兴集》十卷，后来他官至

阳翟令，《全唐诗》存其联句一首。陆涓之孙陆翱，善作咏物

诗，“才调宛丽”［3］。陆翱的长子陆希声博学善文，《唐语林》
卷二载：“陆翱为诗有情思，……题鹦鹉、早莺、柳絮、燕子，

皆传于时。……长子希声，好学多才艺，勤于读史，非寝食未

尝释卷，中朝子弟好读史者无及。”陆希声又精于儒学，通

《易》、《春秋》、《老子》，著述甚多，有《周易传》两卷、《春秋通

例》三卷、《道德经传》四卷等，可惜现在都没有保存下来，他

还工于书法。
陆余庆为陆元方之从叔，少与陈子昂、宋之问、卢藏用

等交游，并与他们及道士司马承祯等结为“方外十友”，“虽

才学不逮子昂等，而风流强辩过之。累迁中书舍人。”［4］陆余

庆有一子，失名字，曾作诗嘲其“善论事而谬于判决”［5］。陆

余庆有孙陆海、陆长源，陆海长于五言诗，为贺知章赏识。陆

长源为陆海之弟，又善书法，精于史学，《新唐书·艺文志》史

部编年类著录其《唐春秋》六十卷，《辨疑志》三卷，与湖州诗

人孟郊为好友。陆象先六世孙即是陆龟蒙，陆龟蒙的父亲陆

宾虞是唐咸通时侍御史，陆龟蒙诗文赋并长，通六经大义，

尤精《春秋》之学，与皮日休齐名，是湖州、苏州刺史幕僚，文

学兼农学家，后隐居松江甫里。陆龟蒙的从子陆德兴为义

乌、桐庐尉。另一从子陆德邻为库部员外郎。陆德休也是陆

龟蒙从子，为越州法曹参军。
但是陆龟蒙自己的儿子大概没有很发达的，他在《送小

鸡山樵人序》中曰：“不忍见儿孙寒馁之色。”可见当时陆龟

蒙家境已落，本来就无心仕途的陆龟蒙，加之于乱世之中，

隐于吴地，不求闻达，所以他的儿子史上未传。但他的后裔

却名人辈出，陆德原是晚唐陆龟蒙的九世之孙，志书说他

“好学博古，是个颇有文化修养的谦谦君子”。当时陆家祖上

是大地主，元末时，苏州富家纷纷败落，陆家则趁机买进了

大量田地。刚开始时，陆德原在家乡甫里(今甪直)镇上经商，

后来他把商店开到了苏州城里。由于他决策正确，经营有

方，再加上用人得当，生意做得十分红火，财产源源不断增

长，终于成为“赀甲吴中”的巨富。陆龟蒙的十一世孙陆惠元

校正其笠泽丛书，收集其先祖陆龟蒙的文集，陆龟蒙作品能

够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陆惠元可谓功不可没。
据浦东的《陆氏宗谱》中记录，元代末年，陆龟蒙的第十

三代孙陆子顺从江苏吴江迁上海县马桥镇，从此陆龟蒙的

后裔成了上海籍。陆子顺生有多子，其中一个叫陆余庆，陆

余庆有个儿子叫陆德衡（字竹居），官至承事郎，他又将自己

的一族从马桥镇迁到了“浦东洋泾之原”，就是今陆家嘴一

带。陆德衡有一个孙子叫陆深，字渊，号俨山。他从小聪明过

人，读书勤奋，明弘治十四年（1501 年）以应天乡试第一名

中举，四年后又以会试二甲第一名进士。他又任子监司业，

又晋祭酒，陆深又是当时官衔最大的上海人。 陆深发迹

后，一面在家乡浦东大兴土木，兴建私家花园———后乐园，

同时重新扩建祖坟。陆深的发展，使其浦东家乡也被人们叫

作“陆家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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