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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心雕龙》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百科全书”，它兼容并包，出入经史，旁涉道玄，最后归宗文
学；从文化形态来看，全书洋溢着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呈现出天人合
一的文学观念，币这些又都深融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之中。

　　首先，《文心雕龙》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对于各家学说中有利．于说明文学问题的观点
都加以采纳。
至于贯穿全书的主导思想则不外儒道两家，两家又有区别，即以道为体，以儒为用。
道体儒用、体用结合，是《文心雕龙》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传统哲学精神在刘勰书中的一个具
体体现。
体用结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传统，所谓“体”指最高指早原则，所谓“用’，指实现原则的具体
措施。
儒、道两家哲学代表了先秦诸子学说的最高成就，道家哲学属于处柔守静、返本归根的本体哲学；儒
家哲学属于崇学尚行、建功立德的致用哲学。
刘勰论文一方面要“寻根”、“索源”，探讨文学之本，所以标榜道家自然之道；另一方面又要“赞
圣”、“设教”，发挥文章之用，因此抬高儒家圣人之道。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其主旨即是论文之体用。
纪评：“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明其当然”指文学的社会功能，“明其本然”指文学的抽象本体。
载道设教，尚行重用，为儒家道统；原道溯本，谈天说地，是道家趣旨。
刘勰要论文之本原，必借道家思想以补儒家不足。
同时，刘勰要论文之效用，又必以儒家之说克服道家的缺失。
而《文心雕龙》中洋溢着的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是以儒道哲学为思想材料，在魏晋玄风中孕育形成
的。
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结晶，又是一定时代的产物。

　　其次，《文心雕龙》又是一部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文论著作，全书充满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
。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过程，一个有始有终、有盛有衰的过程。
史家自觉地从整体的发展的角度把握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
这一意识正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
刘勰认为《春秋》意旨精深，文字简约，所以左丘明就根据“原始要终”的原则，“创为传体”，“
转受经旨，以授于后”(《文心雕龙．史传》)。
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也说自己发愤修史，意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
坏之纪”。
将历史盛衰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努力从变化发展的全过程来认识历史，是《史记》的一个重要特色
，也是《史记&gt;&gt;成功的关键所在。
刘勰非常重视“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史传》强调：“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
征盛衰，殷鉴兴废。
”除《史传》篇论述“原始要终”的史学意义外，在其他篇目里刘勰还进一步总结了它在文学上的意
义。
《章句》：“原始要终，体必鳞次”；《附会》：“原始要终，疏条布叶”；《时序》：“原始以要
终，虽百世可知也”。
在《序志》篇，刘勰更是直接提出了“原始以表末”的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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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次，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持一种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大文学观”突出表现在“天
人合一”的文学观念上，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思想养分中。
钱穆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
”天人合一、心物相通的思想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子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并成为渗透各个文化学
派的基本思想。
《文心雕龙》所说的“道”和“文”都包括两方面的内涵：天道一一人道；天文一一人文。
天道与人道相通，本原于天人合一的自然之道，因为天地间生生不息的生命(从万物到人)，均为阴阳
二气所化育，同体自然生命之大道；天文与人文连贯，则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因为无
论是天地之文还是人心之文，都表现出造化的生命精神，而最终又都切合于自然之道。
那么，刘勰又是如何具体沟通天道与人道、天文与人文的呢?大致说来，约有三法：一是借《周易》作
中介，贯通天道人道；二是以“三才”为前提，论证天人一体；三是用“圣人”作纽带，联结天文与
人文。

　　最后，《文心雕龙》中体用结合的哲学精神、原始要终的史学意识和天人合一的文学观念，追根
溯源都与兼解折衷的思维方式有关。
思维方式是传统文化的内核，它深融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民族特色。
法国社会学家列维。
布留尔说：“具有自己制度与风俗的一定类型的社会也必然具有自己的思维样式。
”中国文化的思维六式虽有多种，但最基本的样式莫过于分而为Z-、执两用中的“中和”方式。
刘勰继承了这种“分两尚中”的思维方式，以此来“弥纶群言”，写作《文心》。
他论文力主“折衷”，反对“复似善骂，多失折衷”(《奏启》)的极端做法，认为“折之中和，庶保
无咎”(《章句》)，《序志》篇还特别申明《文心》是本着“擘肌分理，唯务折衷”的方法来写作的
。
“折衷”的前提是“执两”，只有对事物的两端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兼解以俱通”(《定势》)，
才能处理好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做到不偏不倚、求中持平，实现“以裁厥中”(《附会》)的
目的．因为?物的发展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
度，事物就发生质变，向反面转化了。
所以，刘勰在分析具体的文学问题时，总是采用分两折衷的方法：一方面对文学问题分而为二，兼解
俱通，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体与术、质与文、才与学、奇与正、古与今等；另一方面在分两
兼解的同时，又强调“能执厥中”(《封禅》)，力求把对立的双方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这种兼解折衷的方法，就是刘勰的艺术辩证法。

　　《文心雕龙》在中国文论史上影响深远，历代研究者层出不穷，成果众多。
其中文?注释方面，清代黄叔琳注和纪昀评的《文心雕龙辑注》?今人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刘永
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最流行；字句校勘方面，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及《补正》、王利器
的《文心雕龙校证》最重要；理论研究方面，近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今人王元化的《文心雕
龙创作论》、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最著名。
研读者可根据需要，选择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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