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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盛行于南朝的 �文义�,其实是 �文�与 �义�的联合体, �文�指诗文辞赋, �义�指经典大义, 实则是对经

典的阐释及对有关经典问题的学术探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和文人学士修养的全面化, 以及 �文

义�审美趋向一致,使 �文义�并词成为必然, 而刘勰则是将 �文义�这一当时流行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评

著作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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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序志∃赞曰: �生也有涯, 无涯惟智。逐

物实难, 凭性良易。傲岸泉石, 咀嚼文义。� [ 1]关于 �文

义�,历来无具体论述。详察 ∀文心 ∃, 仅 �义 �之用就达

139处,意义繁多。而 �文义�联用有两处: 一为上述; 一为

∀章句∃之 �寻兮字承句, 乃语助余声。舜咏 ∀南风∃, 用之

久矣, 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 �无益文义 �, 不

难理解, 即言 �兮�字无助于诗文章句的实义, �文义�属于

偏正词组。但于 �咀嚼文义�之 �文义�, 则难以用上述构

词的诠释方法解释清楚。在宗法 �五经�以论文的 ∀文心∃

中, 刘勰自始至终视经典为文学的准则, 大致不会在结穴

之处表现为重文轻义。下面结合中古时风, 对 �文义 �作

些粗浅考释。

一

中古时期的史籍文献在言及文人学士乃至帝王的好

尚与才能时, 多有 �文� �义�并词现象。如∀何充传∃: �充

风韵淹雅, 文义见称。� [ 2]卷77∀世说新语# 政事∃ �何骠骑作

会稽�条刘孝标注引∀晋阳秋∃: � (何充 )思韵淹通, 有文义

才情。� [3] ∀王羲之传 ∃: �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

义冠世。� [2]卷80∀王雅传∃引王雅语: � (殷仲堪 )以文义著

称。� [2]卷83∀谢弘微传∃称 � (谢 )混风格高峻, 少所交纳, 唯

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 �。[ 4]卷58 ∀刘义庆

传∃: � (义庆 )为性简素, 寡嗜欲, 爱好文义。� [ 4]卷51∀庾杲

之传∃: �杲之少而贞立,学涉文义。� [ 5]卷34等等。与文人学

士所好尚的 �文义 �同时被并词于史籍文献的还有 �文

史�、�文艺 �等,如 ∀宋书 # 范晔传∃: �鲁国孔熙先博学有

纵横才志, 文史星算, 无不兼善 %% (范晔 )爱其文

艺。� [4]卷69

这些好尚 �文义 �的传主在 �文�一端的表现比较明

显,朱自清先生尽管注意到了中古时期有关 �文义�的表

述,却偏执于 �文�一端。他在∀中国文学批评研究讲义∃

中不无揣测地说: �南朝史书多&文义之士 ∋ 的称谓, 大概

是指作诗的人。%%文义与文学意思差不多, 不过文义较

重文,而文学较重学。� [6] 136方笑一在∀论东晋永和文学∃

一文中大抵是套用了朱先生的说法: � &文义 ∋ 一词, 大体

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 ∋。� [ 7]这一说法明显忽视了 �文义

之士�好尚的另一端,即 �义 �。 �义�是其才能、修养的重

要方面,如∀文明王皇后传∃: �后年八岁, 诵∀诗∃∀论∃,尤

善∀丧服∃。苟有文义, 目所一见, 必贯于心。� [ 2]卷31∀杜京

产传∃: � (京产 )颇涉文义,专修黄老。��学遍玄儒,博通史

子,流连文艺, 沈吟道奥。� [ 5]卷54可见, �义�涵盖较广 ,并非

只是附丽于 �文�而无有所指。

�文义�早在东汉时期撰著的史籍文献中就有联用,

�文学�、�儒学�并提。∀汉书 # 儒林传∃: �黜黄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 �; 并以 �文章尔雅, 训辞深

厚�的文学、儒学之士为官,自此 �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

学之士�。[ 8]卷88同书卷九∀元帝纪∃引班固外祖兄弟语: �元

帝多材艺,善史书。%%少而好儒, 及即位, 征用儒生, 委

之以政, %%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孝宣之业衰焉。�元

帝先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 以刑名绳下; 其为太子时曾建

议 �宜用儒生�而受宣帝批评: �奈何纯任德教, 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 好是古非今, 使人眩于名实, 不知所守,

何足委任?� [ 8]可知, �孝宣之业衰�乃元帝受 �文义�牵制

的缘故,即征用文学儒者, �纯任德教、用周政 �。此所谓

�文义�,或是文儒之士, 或是文治儒术。又 ∀韦贤传附子

韦玄成传∃有 �古之辞让,必有文义可观, 故能垂荣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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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贤是 �兼能∀礼∃∀尚书∃, 以∀诗∃教授 �的 �邹鲁大儒�,

韦玄成 �少好学, 修父业, %%以明经擢为谏大夫�。[ 8]卷73

不难看出, �文义�并指文学、儒学。∀杨雄传∃载, 桓谭将

杨雄之书比作儒家经典, 称其 �文义至深, 而论不诡于圣

人�。[8]卷87下要之 ,此一时期的 �义 �大体只与儒学思想、儒

家经典有关。

刘师培先生深得 �文义�之别,他在 ∀宋齐梁陈文学概

略∃中说: �考之史籍, 则宋文帝时, 于儒学、玄学、史学三

馆外, 别立文学馆,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明帝立总明观,

分儒道文史阴阳五部, 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

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 亦以当时为

最盛。� [9] 66其意思是 �文史�、�文义�并词, 即证明文学已

获得与 �史��义�同等地位, 而文学又有别于 �史��义�诸

学。以史料验之, 此说甚是。∀孔琳之传∃: � (琳之 )好文

义, 解音律,能弹棋, 妙善草隶。� [ 4]卷56首先, �文义�是有别

于 �音律�、�弹棋�、�草隶�的; 其次, 它们虽是并词联用,

但都有两项不同的内容。又∀朱异传∃云: � (异 )遍治∀五

经∃,尤明∀礼∃∀易∃, 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 皆其

所长。年二十, 诣都,尚书令沈约面试之 ,因戏异曰: &卿年

少, 何乃不廉? ∋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 &天下唯有文

义棋书, 卿一时将去, 可谓不廉也。∋ � [ 10]卷38如果将沈约所

谓 �文义棋书�来映对朱异所长, �义 �应是对 ∀五经 ∃一类

经典的研究, 朝廷并为之设有 �义学士 �, 如 �梁简文在东

宫, 雅爱经术,引 (郑 )灼为西省义学士。� [ 11]卷71汉魏以后,

本为儒家经典的∀易∃却成了玄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文义

之士�在 �义�一端也多有突出表现, 如上文提到的殷仲堪

能清言, 喜读∀道德论∃,其谈理与韩康伯齐名;何充 �性好

释典�等等。无疑, �义�已涵盖儒释道。

�文义�的并词联用, 首先在于 �义�有其特定内涵, 而

�文�与 �史� �义�又有着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社会价

值。若按刘宋比较成熟的 �四学�分科来框定 �文义 �, 则

可说: �文�所对应的是 �文学�, 它侧重于诗文辞赋的创作

与批评; �义�所对应的则是 �儒学� (涉及释道 ), 其内涵因

玄学的兴盛和佛教的流布较汉代逐步扩大,对经典进行主

体性阐释和研讨是其旨归。

二

�义�原本是和仁、忠、信等同被儒家宣扬的道德概念

之一, 作为一种至高品质和德操, 为东汉士人所标举, 与

�名�并成为他们的最高价值取向, 即极力表现出对 �义�

的追求和以争利为耻。∀后汉书# 刘般传∃载,刘恺 �当袭

般爵, 让与弟宪,遁逃避封%%肃宗美其义�。[ 12]卷39汉儒对

�义�的诠释是: �义者, 宜也。%%明是非, 立可否, 谓之

义。� [8]卷58 ( ∀公孙弘传 ∃ ) �义�这类道德概念为社会提供

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判断是非的标准, 世人或 �训之

义方�, [12]卷68 ( ∀郭太传∃ )或 �示以义方�, [ 12]卷 65 ( ∀张奂

传∃ )而且,袁宏所谓 �名教�也就成了 �义教�。[ 13] ( ∀后汉

纪# 序∃ )对 �义�的崇尚也就进一步转化为士人对包孕了

这些传统核心思想且文简字质、旨意玄微的儒家经典大义

的主体性把握,这种熔铸主体意识具有鲜明反思色彩的经

典阐释逐渐成为时代潮流, 即 �义学 �。陆贾 ∀新语 # 道

基∃云: � 义者圣之学, 学之者明, 失之者昏, 背之者

亡。� [ 14] ∀儒林传# 召驯传∃: �驯小习 ∀韩诗∃, 博通书传,

以志义闻, %%帝嘉其义学。� [ 12]卷79下同卷 ∀杨仁传 ∃载:

�其有通明经术者, 显之右署, 或贡之朝, 由是义学大兴。�

东汉郑玄以∀毛诗笺∃开后世义疏之先河 [ 15] (参阅焦循

∀孟子正义# 孟子题辞疏∃ ), 于是, 义疏之学打破了汉儒

繁琐注经、谶纬风行的格局,在魏晋玄风的鼓荡下, 尤其是

南朝,蔚为大观。

∀晋书# 郭象传∃载: �向秀于旧注外而为 ( ∀庄子 ∃ )

解义,妙演奇致, 大畅玄风, 惟∀秋水 ∃、∀至乐∃二篇未竟,

秀卒。秀子幼,其义零落, 然颇有别本迁流。象为人行薄,

以秀义不传于世, 遂窃以为己注, 乃自注∀秋水∃、∀至乐∃

二篇,又易∀马蹄∃一篇, 其余众篇或点定文句而已。其后

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 其义一也。� [ 2]卷 50对这

桩学术公案是非姑置勿论, 仅从曾被东汉士人视作行为准

则的 �义�在形而上的探索一端来考察, 它已将主流思想

与经典要义融为一体, 并呈现开放包容的状态。孔颖达则

站在儒家立场批评江左义疏: �若论住内住外之空, 就能就

所之说,斯乃义涉于释氏, 非为教于孔门也。� [ 16] ( ∀周易

正义序 ∃ )这里的 � 住 �、�空 �、�能 �、�所 �为佛教之

说; [ 17] 525说明这个时期的义学已不固守儒典。而且, 治经

者又弃别注经传统, �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

意说为得理�, [ 12]卷 74突出自我对经典要义的把握。 �义�

在此层面上发生了学术内容和形态的变化。

∀隋书# 经籍志一∃ [ 18]经部著录表明, 自魏晋以降,尤

其是南朝,经学研究著作多以 �义�、�大义�、�义疏�冠名。

∀张讥传∃所载很能说明这一现象,张讥 �撰∀周易义 ∃三十

卷, ∀尚书义∃十五卷, ∀毛诗义∃二十卷, ∀孝经义∃八卷,

∀论语义∃二十卷, ∀老子义 ∃十一卷, ∀庄子内篇义 ∃十二

卷、∀外篇义 ∃二十卷、∀杂篇义∃十卷, ∀玄部通义∃十二

卷。� [ 11]卷71由于 �义�是对经典的研究,业已以著述方式文

化并递相传承 , 其借助 �文�的性质有所显现, 故而能如

�史�一样,与 �文�并称之。尽管 �义�在重 �义理�的玄风

鼓荡之下经由道德概念渐变而为对经典的学术性研究,但

其表现形式和内涵仍决定于研究对象, 与 �文�的区别较

明显。因此,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 �文义�大体相当于今

天所谓 �文学�。

三

相对于上述以著述为主的 �义疏�, 还有本于经典的

�讲经�、�述义�, 从字面含义即可知与讲解、谈论经典有

关。如∀严植之传 ∃载: �植之讲, 五馆生必至, 听者千余

人。� [ 10]卷48又∀张正见传∃云: �梁简文雅尚学业, 每自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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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经, 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 吐纳和顺,进退详雅, 四座

咸属目焉。� [19]卷34南朝之所以盛行对经典的讲述, 与其时

以 �文义�取仕的时风有着极大的关系, 这恐怕也是义学

得以昌盛的主要原因。∀南史 # 齐宗室始安王遥光传∃:

�太子不悦学,唯漫游是好, 朝议令蔡仲熊为太子讲∀礼∃,

未半, 遥光从容曰: &文义之事, 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

官耳。皇太子何用讲为? ∋ 上以为然, 乃停讲。� [11]萧遥光

所谓 �文义之事�当然包括 �文�与 �义�两端, 而 �伎艺�所

突出的则是文学的创作和对经典的义疏。又∀梁书# 武帝

纪中∃引∀武帝诏∃: �今九流常选, 年未三十,不通一经, 不

得解褐。� [10]余嘉锡先生说: � &通 ∋ 谓解说其义理, 使之通

畅也。晋、宋人于讲经谈理了无滞义者, 并谓之通。� [ 3]231

其后世亦如之, 梁武帝定 �通经�为取仕标准, 无疑强化了

以 �义�取仕之风。

�讲经�、�述义�既促进了南朝 �义学�的繁荣, 也确实

成就了讲述者的仕途。如贺瑒、孔子袪、朱异、贺琛、皇侃、

贺蒨等, 都是 �精力专门、尽通其业 �的讲述经典大义的行

家, �于学讲说, 听者数百人�。[ 10]卷48姚察在 ∀儒林传论∃中

称他们 �遭梁之崇儒重道, 咸至高官�。[ 10]卷 48善解旨意, 甚

或比附经典者, 亦能得到赏识, 如 ∀南齐书 # 褚炫传 ∃记

载, 褚炫因善于比附经典而得到宋明帝擢拔 , �入殿侍文

义�;这当然还有文学、口才等因素。南朝时期, 学士文人

以开坛讲说为形式, 以经典为讲说之资, 或是绍魏晋清谈

之余绪。所谓 �清谈�, 一般是指学士文人以探讨有关∀周

易∃∀老子∃∀庄子∃的玄学问题以及儒学等其它方面的学

术问题为基本内容, 以讲究修辞和技巧为基本方式而进行

的一种谈讲和论辩。[ 20]67、P84如∀戚衮传 ∃: �简文在东宫, 召

衮讲论。又尝置宴集玄儒之士, 先命道学互相质难, 次令

中庶子徐摛驰骋大义, 间以剧谈。摛辞辩从横, 难以答抗,

诸儒慑气。时衮说朝聘义, 摛与往复,衮精采自若,领答如

流, 简文深加叹赏。� [ 11]卷71∀陈书# 马枢传∃:梁邵陵王 �纶

时自讲∀大品经∃, 令枢讲∀维摩 ∃∀老子 ∃∀周易 ∃, 同日发

题, 道俗听者二千人。王欲极观优劣, 乃谓众曰: &与马学

士论义, 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 于是数家学者各起问

端, 枢乃依次剖判,开其宗旨, 然后枝分流别,转变无穷, 论

者拱默听受而已。� [ 19]卷19

此一时期的开坛聚讲, 多以 �义�为辨析核心和讲谈

对象, �义�实际是学者们对经典的研讨所形成的思想观

念。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八 �六朝清谈之习�条中

所言: �至梁武帝始崇尚经学, 儒术由之稍振, 然谈义之习

已成, 所谓经学者,亦皆以为谈辩之资。%%是当时虽从

事于经义, 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辨相争胜,与晋

人清谈无异, 特所谈者不同耳。� [ 21]可见, �讲经 �、�述义�

的重点还是在经学。

四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 晋宋以来的士人们的政治热情

明显不如建安文人那样心系天下、渴望建功立业, 而是将

目光进一步内敛, 关注于个体的情感世界,独任怀抱 ,放眼

于社会人情之外, �爱好文义,不以人俗累怀 �。[ 4]卷 93因此,

与前人相比,这一时期的学士文人更显得优游从容。 �士

人并以文义为业 �, [ 4]卷76或 �专以谈义自业 �; [ 5]卷 24而且,

�义�是以聚谈、赏会、附庸风雅等面目作为 �闲业 �出现

的, ∀南齐书# 陆澄传∃: �晋世以玄言方道, 宋氏以文章闲

业。� [ 5]卷39∀资治通鉴∃进而解释: �自宋世祖好文章, 士大

夫悉以文章相尚, 无以专经为业者。� [22]卷136虽不免夸张,

但确为风尚。他们在悠闲适意的氛围中赋诗谈义, 越来越

注重言辞的雕缋和求异追新的格调。

�义�讲究藻饰 ,与作文的路数基本一致。∀谢朗传∃

云: �朗善言玄理, 文义艳发。� [ 2]卷79又∀左贵嫔传∃: 左芬

�少好学, 善缀文%%言及文义,辞对清华,左右侍听, 莫不

称美。� [ 2]卷31∀世说新语# 文学∃中记录的所谓 �叙致精丽,

才藻奇拔�, �才藻新奇, 花烂映发�云云, 都是称赞讲谈者

言辞的华美。这就使得听者在欣赏其精义辩才的同时,也

能从其华丽的藻饰中获得如同赏读 �宏丽精华�之文的满

足。∀世说新语# 文学 ∃对这类审美满足感的描述颇多,

如 �四坐莫不厌心�、�众人莫不抃舞�、�一坐同时拊掌而

笑,称美良久�等等;甚至阐发出的高妙义理有时竟被艳丽

华美的言辞所掩盖, 听者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 不辩其理之

所在�; [ 3]义疏 �辞又过华, 虽为文笔之善, 乃非开讲之

路�。[ 16] ( ∀尚书正义序∃ )从藻饰这个层面来看, �文义�的

兼善尽美成了士人的共同追求, 如 �傅亮自以文义之美, 一

时莫及�。[ 4]卷73 ( ∀颜延之传∃ )

在 �文变染乎世情� [ 1] ( ∀时序∃ )的时势下, 文学必然

会推陈出新;正如 ∀南齐书∃卷五二 ∀文学传论 ∃所说: �在

乎文章,弥患凡旧 ,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义学的新变则是

从这个时期儒生讲说经义 �不本先儒之旨� [ 23]卷81开始的,

史称 �师训盖寡�, [23]卷81即讲学务求新颖, 喜立异, 又多诡

辩。∀周易正义序∃云: �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 皆辞尚虚

玄,义多浮诞。� [ 16] ∀尚书正义序 ∃认为, 义疏者 �织综经

文,穿凿孔穴。诡其新见, 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 ,无义

而更生义�。甚至 �负恃才气, 轻鄙先达, 同其所异, 异其

所同。或应略而反详,或宜详而更略。� [ 16]等等。可见,文

学、义学在对新变的取向上不尽相似,其内涵也不相同。

�文义赏会�、�文章谈义�促成了 �文义 �的相容。

∀宋书# 袁顗传∃曰: � (顗 )唯赋诗谈义而已。� [ 4]卷84∀南齐

书# 刘绘传∃云: �永明末, 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 皆凑

竟陵王西邸。� [ 5]卷48以文义冠世的王羲之、谢安、支遁等人

�出则渔弋山水, 入则言咏属文�, [ 2]卷79 ( ∀谢安传 ∃ ) �言咏

属文�即包含着创作诗文与谈论义理两个方面的内容,或

以 �义�入诗文,或借助诗文谈义。他们在兰亭的聚会、庐

山石门的聚会都是 �文章谈义 �。∀谢灵运传∃谓博通儒学

的谢灵运 �文章之美, 江左莫逮�, 而朝廷仅以御用文人待

之, �唯以文义见接, 每侍上宴, 谈赏而已�。[ 4]卷67又∀何尚

之传∃: � (尚之 )雅好文义, 从容赏会, 甚为文帝所知�;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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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他 �爱尚文义, 老而不休,与太常颜延之论议往反 ,传于

世�。[4]卷66�传于世�是指他们有论议 �文义 �的文字作品

流传。他们的子辈何偃与颜峻也 �以文义赏会, 要得甚

欢�。[4]卷59 ( ∀何偃传 ∃ )这类以 �文义�为探讨主题的书信

文章, 多被纳入他们的文集, 而且其中一部分被当作文学

的范本广为流传, 如刘孝标的∀重答刘秣陵沼书∃、∀辩命

论∃等就被收入昭明太子所编的∀文选∃。因此, �文义�的

融会, 很难说 �是玄学或清谈影响文学的具体表现�。[ 24]中

古时期, 尤其是南朝儒学的复兴和文人学士修养的全面

化, 以及 �文义�的交互影响, �文义�并词流行成为必然。

总而言之, 盛行于南朝的 �文义�, 其实是两个完全的

独立体。 �义�从起初儒家所宣扬的道德概念进而成为东

汉士人所标举的至上德操, 从儒家经典要义的主体性学术

阐释到融会释道思想的精义,以至成为文义赏会的内容,

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和中古文学的自觉、文学的新变和文学

创作的繁荣的轨迹重叠,因此, 在儒学尚未完全复兴、正统

化之前, �文�与 �义 �的联合并未即刻离析。 �文义�的流

行作为一个显著的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随着

儒学学术的正统化, �文义 �最终分离。正如前人所言, 孔

颖达撰定诸经之疏, 号曰∀正义∃;自是以来, 著为定论, 凡

不本于∀正义∃者, 谓之异端。[ 25] ( ∀经义考∃卷 14引王袆

说 )义学遂窄变为经典教条, 这对中国思想学术产生了深

远影响。而 �文�在脱离 �义�之后, 进一步地纯粹化, 无

疑, 这一分化对古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更为重要和深刻。

在六朝文化背景之下, 我们不难对刘勰所谓 �傲岸泉

石, 咀嚼文义�作出较为理性的理解。刘勰以 �原道� �征

圣� �宗经�等为 �文之枢纽�, 即深明 �文�与经义的关系,

因为 �文能宗经, 则体有六义�, [1] ( ∀宗经∃ )并且∀文心∃

之作 �体乎经�; [ 1] ( ∀序志∃ )那么, 他愿意 �傲岸泉石�, 要

反复体会的这个 �文义�, 仍当是 �文�与经义。如此, 刘勰

则是将 �文义�这一流行于六朝的文化现象纳入其文学批

评著作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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