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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传》

前言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
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
，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
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
，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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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传》

内容概要

本书叙述了刘勰、钟嵘的生平事迹；通过对其著作《文心雕龙》、《诗品》的剖析，全面地论述他们
的文学思想及其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地位；对于刘勰的佛学思想、史学和诸子学思想以及钟嵘
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观点，也作了介绍。本书的特点，一是努力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尽
可能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加以认识和表述，阐释文献力求符合原意，对于一些概念、用语作了较细致
的解释；二是对于两位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努力追溯其历史渊源，考察它们与时代风气的关系，并
与后世的文论进行比较，从而论述它们产生的必然性，评论它们的历史地位。本书努力吸取学界已有
的成果，同时也有作者自己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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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明，1942年生于四川重庆。196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任中学语文教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
中文系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该校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魏晋南北
朝文学批评史》、《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均为王运熙、杨明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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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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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刘勰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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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不朽的文论著作《文心雕龙》
第四章 刘勰论史书和诸子书
附  《钟嵘评传》
第一章 钟嵘的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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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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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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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传》

后记

刘勰、钟嵘这两位文学理论批评家的评传已经写完。感谢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给予这样一个
机会，让我把学习中的一点体会呈献于读者面前。能够有机会参与匡老亲自规划、主持的这项重大工
程的工作，在我是深感荣幸的。刘勰、钟嵘都说文学的起源很早。刘勰举出上古葛天氏时的乐辞，认
为是最早的诗歌；钟嵘则举出舜时的《南风》和《卿云》。其实他们同时代的沈约也已经说过，“歌
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确实，在人类的幼年时代，就有了文学，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成长而发展
，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那么，有关文学的思想理论，本身也就是人类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
部分，与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等等一样，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和自身的发展逻辑。文学思
想的发展当然会受到其他社会现象、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决定其发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因素，
还是文学创作的实践。我国古代文论，尤其具有实践性的品格。

Page 7



《刘勰评传》

编辑推荐

《刘勰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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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传》

精彩短评

1、太深奥，没有看懂，以后再看
2、　　据《梁书·刘勰（xié）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
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
终于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
，风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
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文之枢纽”，阐述了作
　　刘勰
　　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
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
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
　　文心雕龙
　　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
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
两个部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
龙》从内容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
严密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
于文学创作、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
可或缺的依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
　　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
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
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
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
此书“深得文理”（《南史·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
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
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
　　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
（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
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文心雕龙》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
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1]
　　贡献与影响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
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
　　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
。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
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
　　刘勰
　　，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
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
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
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
骨峻」；在《情采》篇里，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
张「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
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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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评传》

、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
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
、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
　　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
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此同时，
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表达
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
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标准。
　　《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是
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心
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今
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
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参考资料：（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其他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还有文集行世。据《梁书》卷
十五刘勰本传记载，“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
传。今尚存《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
、《资治通鉴》、《梁书》等。）
3、感觉重复内容有些多，有的地方描述不到位
4、　　钟嵘（468年－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出身世族，“好学，有思理
”，精《周易》，有辞章修养，在南朝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
　　曾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方式撰写《诗品》（原名《诗评》，北宋后改称为《诗品》
），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以后，品评自汉至梁122位五言诗作家，齐梁之际，文学思潮
浮靡讹滥，故书中提倡风力，反对玄言，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古典文学批评名著。《诗品》有评曹操
父子，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乃嫌其“古直”而少文彩。
　　目录 [隐藏]
　　1 特色
　　2 重要主张
　　3 争议
　　4 贡献
　　5 参考文献
　　特色[编辑]
　　
　　钟嵘建立了“历史法批评”方法，以探索源流及评定价值为两大要务：
　　他将从汉到齐、梁时代的一百多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
优劣为铨次。’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共122人。
　　他对于各家的作品，往往肯定其源出于某人与某体，标出国风、小雅、楚辞为五言诗的三大系统
。
　　重要主张[编辑]
　　
　　反对用典
　　反对声病
　　反对玄风
　　争议[编辑]
　　
　　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我们可以分析说明，但是很难评定等级，这样作很容易流于主观成见。钟嵘
《诗品》中较有争议的作家等级，如：刘桢、陆机、潘岳、张协列于上品；曹丕、陶渊明、鲍照、谢
脁列为中品；而曹操列为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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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贡献[编辑]
　　
　　《诗品》最成功之处，应在对各家诗歌风格之论析，往往极其中肯。如：陶渊明虽置于中品，但
其评语不仅备极推赏，而且能说出陶诗最大的优点，从评语来看，钟嵘对陶诗的推崇，实在超过对其
他列为中品，甚至上品的诗家，只是碍于当时的文学风尚，以及钟嵘认为陶渊明的诗源自于中品的应
璩，而《诗品》并没有源下而流上的例子，因此陶诗不能超过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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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据《梁书·刘勰（xié）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
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32岁时开始写《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
书成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该书共计三万七千余字，分十卷五十篇，书超前人，体大而虑周，风
格迥异，独树一帜，对后世影响颇大。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分上、下部，各二十
五篇，包括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四个主要部分。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论
“文之枢纽”，阐述了作刘勰者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从《明诗》到《书记
》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可称是文体论。下部，从《神思
》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文心雕龙的问题
，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
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专门探讨.可称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
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最后一篇《序志》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文心雕龙》从内容
上说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体大思精，具有严密的体系
，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是我国文学理论遗产的瑰宝，对于我们现在从事于文学创作
、文艺批评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由上古至南齐以前我国文学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的依
据，值得我们重视和好好研究。其成就是杰出的、空前的、是举世公认的。然而，由于刘勰身名未显
，当时的学术界还不大知道他，《文心雕龙》问世后，这部心血的结晶却得不到文坛的重视，名流的
首肯。当时沈约名高位显，在政界和文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刘勰想首先取得他的承认，却没有机
会接近他。一次，刘勰把书背着，像一个卖书的小贩似的，在大路边等着沈约。当沈约坐车经过时，
便拦住了他。沈约好奇地把《文心雕龙》拿来阅读，立即被吸引，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南史·
刘勰传》），大加称赏。后来又常常把《文心雕龙》放在几案上随时阅读。经过沈约的称扬，刘勰的
名气才大起来，《文心雕龙》终于在士林中传播开来。同时，三十八岁的刘勰，也告别了居留十多年
的定林寺，“起家奉朝请”，踏上了仕途。刘勰所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是我国古代第一篇文学批
评著述。他主张文学作品应有“风骨”（充实的内容）、华美的形式（文采），并提出文学批评的六
条标准（“六观”）及其必须具备的修养，系统阐述先秦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文心雕龙》引论古今文体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刘知几的《史通》、清朝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并称中国文史批评三大名著。[1]贡献与影响《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当时文风的「浮诡」、
「讹滥」，纠正过去文论的狭隘偏颇。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突出贡献是：①初步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
。他认为，文学的发展变化，终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他在《时序》篇中说：「文变
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并在《时序》、《通变》、《才略》诸篇里，从上古至两晋结合历代政
治风尚的变化和时代特点来探索文学盛衰的原因刘勰，品评作家作品。比如他说建安文学「梗概而多
气」的风貌，是由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而形成；东晋玄言诗泛滥，是由于当时「贵玄」的社会
风尚所决定。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对文学发展的决定影响。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了文学演变的继承关
系。并由此出发，反对当时「竞今疏古」的不良倾向。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②分析论述了文学创作
内容和表现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在《风骨》篇里，他主张「风情骨峻」；在《情采》篇里，
他强调情文并茂。但在二者之间，他更强调「风」、「情」的重要，他主张「为情而造文」，反对「
为文而造情」，坚决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③从创作的各个环节上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应该避免
的失败教训。他指出，在创作上，作家「神与物游」的重要，强调了情与景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
他还指出，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存在着差异的结果。针对当时
「近附而远疏」、「驰骛新作」的风气，他提出了继承文学传统的必要，论述了文学创作中「新」、
「故」的关系。此外，他对创作中诸如韵律、对偶、用典、比兴、夸张等手法的运用，也提出了许多
精辟的见解。④初步建立了文学批评的方法论。在《知音》篇里，他批评了「贵古贱今」、「崇己抑
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之解」的不良风尚，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与
此同时，他还提出了「六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
辞在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是否严谨妥当；五
观事义，看其用典是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完美。这在当时是最为全面和公允的品评
标准。《文心雕龙》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发展史上具有巨大的奠基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是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在中国，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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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版本有影元至正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另有
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
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参考资料：（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其他除《文心雕龙》
外，刘勰还写过不少有关佛理方面的著作，在梁代还有文集行世。据《梁书》卷十五刘勰本传记载，
“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然其文集在唐初已失传。今尚存《梁建安
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和《灭惑论》两篇散文。（本文史料主要引自《南史》、《资治通鉴》、《
梁书》等。）
2、钟嵘（468年－518年），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出身世族，“好学，有思理”，
精《周易》，有辞章修养，在南朝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曾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
士”的方式撰写《诗品》（原名《诗评》，北宋后改称为《诗品》），成书于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
年）以后，品评自汉至梁122位五言诗作家，齐梁之际，文学思潮浮靡讹滥，故书中提倡风力，反对玄
言，是一部专论五言诗的古典文学批评名著。《诗品》有评曹操父子，钟嵘将曹操置于下品，乃嫌其
“古直”而少文彩。目录 [隐藏]1 特色2 重要主张3 争议4 贡献5 参考文献特色[编辑]钟嵘建立了“历史
法批评”方法，以探索源流及评定价值为两大要务：他将从汉到齐、梁时代的一百多名诗人，分为上
中下三品。‘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铨次。’其中上品11人，中品39人，下品72人
，共122人。他对于各家的作品，往往肯定其源出于某人与某体，标出国风、小雅、楚辞为五言诗的三
大系统。重要主张[编辑]反对用典反对声病反对玄风争议[编辑]作家与作品的价值，我们可以分析说
明，但是很难评定等级，这样作很容易流于主观成见。钟嵘《诗品》中较有争议的作家等级，如：刘
桢、陆机、潘岳、张协列于上品；曹丕、陶渊明、鲍照、谢脁列为中品；而曹操列为下品。贡献[编
辑]《诗品》最成功之处，应在对各家诗歌风格之论析，往往极其中肯。如：陶渊明虽置于中品，但其
评语不仅备极推赏，而且能说出陶诗最大的优点，从评语来看，钟嵘对陶诗的推崇，实在超过对其他
列为中品，甚至上品的诗家，只是碍于当时的文学风尚，以及钟嵘认为陶渊明的诗源自于中品的应璩
，而《诗品》并没有源下而流上的例子，因此陶诗不能超过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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