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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
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465－约521），字彦和。
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
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
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
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
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
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
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
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
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祜，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
帮助僧祜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
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
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
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
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
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
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
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
其后不久便去世了。
刘勰的生卒年，史无明文记载。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四六五年，卒于公元五二O、五二一年间，比较可信。
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
《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
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
宣扬佛教的。
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
同的思想倾向。
《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
《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
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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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部宏伟巨制，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
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
作者刘勰的文学观，以儒家为主，兼容道家和佛家思想。
他对人物和作品的评点，见解精辟，开中国文学批评史之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品风格刚健，富有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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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南朝梁）刘勰 注译：周锋 王运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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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题解：本篇论述文章的声律。
自此以下至《指瑕》共九篇，研讨用词造句的各种问题，研讨对象即《情采》篇所谓采。
《镕裁》认为，作文应先定三准，次讨字句。
所谓采，也就是字句的文采。
全篇可分三段。
第一段说明，文章的声律，本于人的语言声音有高下疾徐之不同，是自然产生的；但要认识其道理，
使所作文章声韵和谐合律，却是不容易的。
第二段提出运用声律的原则和方法。
指出声调有飞声、沉声之区分。
飞声、沉声，与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浮声、切响相当，大约飞声、浮声指平声，沉声、切
响指上、去、入三声，即后世所谓仄声。
认为飞声、沉声要“辘轳交往”，间隔运用，以取得声调的变化与和谐。
又指出如果一句中运用不相连的双声字、叠韵字（即沈约所谓八病中的傍纽和大韵、小韵三种病），
就会造成声律的不和谐。
异音相从，即指飞声、沉声要间隔运用，双声字、叠韵字不得隔字运用，这样才能取得声调和谐。
可见刘勰论声律，虽未明确提出四声、八病等名称，但他对沈约所提倡的声律说实际是赞同的。
当时许多文人对声病的规律还不认识，所以说“选和至难”，至于一般诗文的押韵，为大家所熟悉，
所以说“作韵甚易”。
这一段讲永明声律说的要义，是全篇重点所在。
第三段联系前代文人的作品和议论讨论声律。
认为曹植、潘岳的作品，譬如宫商大和，声调随处和谐，陆机、左思的作品，则有时乖离。
又认为《诗经》中的作品音韵清切，属于正声，楚辞和陆机作品夹杂楚地方言，音韵就多错乱。
最后指出，要使文辞切合声韵，须有辨别声律的洞察能力，谨慎安排，而不能随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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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心雕龙译注》：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
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
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
——《文心雕龙·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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