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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元化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思想家，著述宏富。
在其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信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对当代中国的诸多重大问题
，均发表有他自己独到见解的论著。
最近他的十卷本文集即将问世，但为了便利更多的读者，王先生在其全部著述中择其精要，编为单行
本出版。
这些单行本系按类编纂，总名曰《清园丛书》。
这本《读文心雕龙》就是本丛书单行本之一。
此外，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新星出版社刊行的《读黑格尔》、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的《沉思与反思》
、上海书店出版社刊行的《清园谈戏录》。
即将出版的还有《读莎士比亚》等。
这些单行本皆可视为先生的思想要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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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元化（1920年11月30日－2008年5月9日），著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现代作家、著名学者、
《文心雕龙》研究学者。
1920年11月30日生湖北武昌，祖籍湖北江陵。
曾用笔名洛蚀文、方典、函雨等。
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
抗战爆发後，辗转天津、青岛流亡到上海。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
曾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
后在上海《文艺通讯》负责组织工作。
1940年至1941年参加编辑《奔流》和《奔流新辑》。
1942年任上海地下党文委。
1945年负责编辑《时代日报》副刊《热风》。
同年下半年至1946年下半年，负责编辑《联合晚报》副刊《夕拾》。
此后在北京铁道学院任中文讲师，在上海负责编辑《展望》杂志。
1949年初《展望》被反动派查封，后又负责编辑《地下文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文心雕龙>>

书籍目录

小引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
作论??《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 心物交融说“物”字解?〔附释二〕 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附释三〕 审美
主客关系札记??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 “志气”和“辞令”在想象
中的作用 ?〔附释二〕 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附释三〕 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
格： 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 刘勰风格论补述 ??〔附释二〕 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释《比兴
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 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 “离方遁圆”补释 ?〔附释二〕 刘勰
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附释三〕 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附释四〕 再释《比
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 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附释一〕 《辨骚篇
》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附释二〕 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
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 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附释二〕 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附释一〕 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
性??〔附释二〕 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附释
一〕 陆机的应感说 ???〔附释二〕 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附录《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文心雕龙>>

章节摘录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
《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
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
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
，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白天，缉遐（熙）景祚。
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
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
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
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
《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
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
其问首尾相距，将及四载。
”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
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
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公元四六五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
公元五二。
或五二一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
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
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
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人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
增补。
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
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骑校尉。
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
而序之。
”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
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
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
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
《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
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
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
”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
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
”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
、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
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
《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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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
《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人士族。
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
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
、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
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
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
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
球辞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
臣不敢奉诏。
’上改容谢焉。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
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
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
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
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
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
族的世系，以防冒滥。
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
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
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
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
《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第一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
位。
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
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
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
《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
，欲出华外镇。
《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
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
”《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
尝谓其子日：“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
”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
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
《寒素论》）。
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
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理由有下面几点：　　第一，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问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
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
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
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最早人物。
《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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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
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
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
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
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
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
《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
《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
。
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
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
”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
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
也是不可靠的。
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士族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
诸人则附于各传内）。
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最显赫的人物。
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
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
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
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
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
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
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人官僚大地主阶级。
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
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最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
。
《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
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
”（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
）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
《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
，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
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
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日：‘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
须此？
’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
”（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
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最高统治集团。
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
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
《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日：‘臣小人，出自本县武
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
’帝日：‘由江敩谢鍙，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
’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日：‘移吾床让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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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日：‘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
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
行，不避高下。
齐建元中，为正员郎。
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日：‘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
’彦回日：‘寒士不逊。
’”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
“寒士”亦庶族之通称。
（《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
举。
）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
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
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
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
”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
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订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
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
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
碑文一事即可说明。
法献为僧祜师，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
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
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
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
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
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
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
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
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
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
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
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
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昕”，玷辱世族，
“莫斯为甚”。
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
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
相契之处。
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
”这是不无理由的。
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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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读文心雕龙》就是本丛书单行本之一。
此外，已出版的单行本还有新星出版社刊行的《读黑格尔》、上海辞书出版社刊行的《沉思与反思》
、上海书店出版社刊行的《清园谈戏录》。
即将出版的还有《读莎士比亚》等。
这些单行本皆可视为先生的思想要义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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