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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 

吕晓洁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９）

［摘　要］近年来，一向备受冷落的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渐趋活跃，出现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关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
学的诸多重要问题如诗文创作、文学思想、文学集团等得到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和研究，但研究也存在着视角过于单一、观念

陈旧、比较研究不足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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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帝王及其家族的文化政策与南朝文学的繁
荣密切相关。帝王提高文学地位，亲身创作诗文，主

张文学新变，组织文学活动，奖掖才藻之士，重视子

孙文才培养。南朝皇族经历了由文学修养较低到成

为文学领袖的蜕变。帝王及其宗族以帝王之尊组织

文学活动，其喜好对南朝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对形式美、纯文学的追求成为南朝文坛普遍风气。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南朝文学存有偏见，贬低并排斥

南朝文学绮艳奢华的特征，南朝帝王文学同样难以

得到学术界认可。近年来，随着中古文学研究的进

一步深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在整个中古文学

发展中的的作用逐渐被学界重视起来。围绕南朝帝

王及其家族文学出现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学位论文。

本文在综合以往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南朝帝王及

其家族文学按照朝代顺序依次进行论述，每个朝代

之中的皇族文学研究以诗文研究、文学思想研究、文

学集团研究为内在逻辑进行，以期呈现出南朝帝王

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

　　一　宋齐梁陈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刘宋文学在中古文学史处于转关地位，上承晋

代，下启南朝，所以对刘宋帝王及其家族的深入研

究是十分必要的。但是鉴于刘宋皇族文化修养普

遍不高、文学成就较少等原因，故而未能引起研究

者注意，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李春艳的硕士论文《刘宋皇室文学活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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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晓洁：近年来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综述

究》［１］对刘宋帝王及其家族文学进行了全面论述。

李春艳在详细介绍刘宋帝王家族起源、文化心态的

基础上阐释了刘宋文学繁荣与帝王间关系。此外，

她对刘宋皇族的诗歌、文章进行了较具体的分析。

首先，按诗歌体裁分为乐府诗、古体诗两类进行研

究。其次，在每个类目下具体分析该类诗歌内容题

材、艺术风格及帝王对其繁荣所起到的作用。李春

艳还将刘宋皇族的文章按照体裁分为骈体文、散体

文、辞赋三类进行细致的描述，阐释刘宋皇族散文

的特色与价值。论述精细是李春艳论述的特色，如

在介绍刘宋皇族创作吴声西曲时例举了宋少帝、宋

孝武帝、刘义庆等多位皇室成员的创作成果进行详

细说明。通过李春艳的《刘宋皇室文学活动研究》，

我们对刘宋帝王及其家族的文学成果有了一个较

为直观且全面的了解。

陈桥生的《刘宋诗歌研究》［２］虽非研究刘宋帝

王及其家族文学的专门著作，但书中第二章第二

节，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章第一节都直接、间接地探

讨了刘宋帝王及其家族文学，许多观点新颖独到，

颇具启发性。比如陈桥生认为刘宋时代崇尚博学

之风与帝王和士族间的文化较量有关；帝王的审美

追求与永嘉诗风繁密藻饰风格的形成密切相关。

单篇论文翟景运《南朝皇族与吴声西曲的创作与传

播》［３］就帝王与吴歌西曲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

说明。除了皇族的寒庶出身、文化心态、审美趣味

外等已被阐述的情况外，翟景运认为皇族子弟任职

荆州、皇族参与商业运作等同样也是吴声西曲繁荣

的原因。

文学集团与南朝文学相互促进。文学集团的

兴起与繁荣是南朝文学的特点之一，因此众多学者

将研究重心放在对南朝帝王文学集团的研究上。

丁国祥的硕士论文《论南朝文人集团》［４］对南朝帝

王文学集团进行了系统梳理。按时间顺序先后介

绍了刘义庆、萧子良、四萧、陈叔宝等七个皇族文学

集团。论述全面、脉络清晰是该文的优点，但该文的

不足之处在于对刘义庆文学集团的论述太过简略，

没有具体分析诗文内容、体裁、艺术风格。丁国祥认

为刘义庆集团主要成就在于著书传世，并不重视诗

文创作及诗歌艺术的探讨。丁文虽因简略而有所遗

憾，但仍有一定道理。与丁国祥观点相悖的是李春

艳，李春艳硕士论文对临川王刘义庆、庐陵王刘义

真、始兴王刘?、建平王刘景素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进

行系统研究，得出刘宋时期皇族文学集团非常兴盛

的结论。笔者认为，刘宋皇族出身寒庶但重视子孙

教育，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后，文化水平有所提升。

刘宋皇族文学集团是南朝帝王文学集团的初始阶

段，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值得研究者关注。韦运韬的

《论刘宋文学兴盛的原因》［５］指出刘宋皇族文学集团

有力地促进了刘宋文学的繁荣发展。韦氏认为文学

集团内部成员间的相互切磋有助于文学新变的产

生，帝王的倡导有助于扩大新变的影响。

　　二　南齐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曹道衡先生的《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６］从家

族文学的角度来分析南朝文学，对齐梁萧氏家族的

发展及文学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曹先生的著

作虽非对齐代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专论，但书中第

一至第四章对南齐皇族文学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涉

及四块内容：兰陵萧氏的世系，南齐皇族，南齐皇族

与士族关系，南齐文风的演变。该书论述全面、见

解深刻，对于研究兰陵萧氏文学具有重大价值。对

于学界比较忽视的齐国开国君主萧道成，曹先生也

给予了适度的重视。曹先生认为萧道成文学思想

较为保守，其诗歌创作上推崇谢庄“典雅古奥”的诗

歌风格，赞赏追求繁缛雕琢的陆机、潘岳，此种保守

态度与其政治地位有关。

廖雨的硕士论文《南齐宗室文学研究》［７］对南齐

宗室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廖雨首先对

“宗室文学”进行界定，进而对南齐宗室的诗文创作

进行较具体的分析，得出南齐宗室诗歌创作具有“诗

作题材的集中化”“诗作体制的多样化”“诗作艺术的

华美化”的特征，南齐宗室赋作呈现“题材多样化”

“体制短小化”“艺术骈俪化”的特征。此外，该文对

南齐宗室文化传统及文人集团都有所研究。

对南齐文学发展起巨大作用的是竟陵王萧子

良。梁学翠的硕士论文《萧子良研究》［８］是较早对

萧子良进行全面客观论述的文章。作者首先论述

了萧子良文学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生平、思想性

格，接着具体分析其诗文创作并总结其创作风格：

“以文为娱的创作心态”，“含真抱朴的审美倾向”，

最后论述萧子良的文学地位。该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将文学主张运用到书法艺术

的研究，用书法审美实践佐证文学风格。对萧统

表、启、书、铭为主的文章的研究是该文的又一特

色，通过分类研究后，该文得出萧统书札讲究形式

美，而表、启、铭则重质轻文的结论。

对南齐帝王及其家族文学风格及思想进行探

讨的博士论文有杜志强的《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

研究》［９］，硕士论文有廖雨的《南齐宗室文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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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７］和梁学翠的《萧子良研究》［８］。杜志强具体

论证了萧子良对萧道成文学思想的“新变”，指出萧

统没有去继承其父保守的文学思想，而是以永明领

袖的身份重视声律的创造及平易流丽的诗风的实

践。廖雨认为南齐皇室的文学创作具有浓重的娱

乐性质，其诗文多为咏物酬唱之作，目的在于炫耀

文采，故而诗风绮艳奢靡、气格羸弱。梁学翠通过

对萧子良的“含真抱朴”说、沈约的“三易”说、谢眺

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说进行细致比较，得出三

者文学思想相类，都追求平易自然的诗歌风格的

结论。

以南齐皇族为核心的文学集团是研究者关注

的焦点。王大雷先生的《中古文学集团》［１０］一书对

中古文学集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此书虽非

南齐文学集团专论，但书中第七章则对南齐的皇室

文学集团进行了细致的解读。王大雷先生介绍了

萧长懋、萧子良、萧子隆、萧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创

作情况。通过比较分析，指出萧子良文学集团已经

摆脱文人雅集的集会性质，成为具有鲜明的文学纲

领的文学集团。普慧的《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

及其盟主的作用》［１１］认为文学集团盟主的文学思

想、美学追求对文学集团的创作主张、艺术风格的

形成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集团盟主萧子良

对音律的热衷直接推动西邸文学集团声律论、永明

体的产生。

　　三　萧梁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与研究相对较冷的宋齐帝王文学相比，萧梁帝

王及其家族文学则是研究者用力较多、成果较为丰

富的领域。胡德怀先生的《齐梁文坛和四萧研

究》［１２］是研究萧梁帝王文学的学者应当注意的一

部著作。该书运用独特的框架和视角，分“齐梁文

坛”“四萧评传”“四萧年谱”三大板块来研究齐梁

文学。胡德怀先生在求真务实的同时，新见迭出。

比如在对齐梁文学的评价上，他突破以往学术界对

齐梁文学的偏见，认为齐梁文学既有负面意义，亦

有积极意义。

林大志的博士论文 《四萧文学研究对》［１３］对

梁代四萧作了全面的论述，内容包括四萧生平思

想与文学关系、齐梁文学递变、四萧文学思想及

诗文创作。其中，对诗文的分析较为细致。比如，

林大志将萧纲的诗歌按照题材分为宫体、咏物、

写景三类进行细致分析，将四萧辞赋分为宫体、

咏物、述怀、玄思、艺术五类详细论述。王大志

论文中的学术见解新意间出，给人有益的启迪。

比如林氏认为萧纲的宫体诗确实具有浓重的艳情

特征，但以往学术界将萧纲宫体诗视为色情淫靡

之作则有失偏颇。

强中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对萧梁帝王及其家

族文学进行研究。《从写形向写意过渡———萧梁帝

王诗歌的审美特性》［１４］从另一角度对萧梁皇族诗

歌进行审视，通过具体分析作品来展现萧梁帝王诗

歌风格由繁缛形似向简净小巧转变的过程，体现了

“中国诗歌从写形向写意过渡的审美特点”。《萧

梁帝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多重原因》［１５］则对萧梁帝

王诗歌题材琐屑的原因作了进一步探讨，强氏认为

帝王尚俗的喜好，乐府民歌的启发，文学观念的新

变，政权巩固的需要等均是导致其题材琐屑的原

因。这些观点是在具备详实的材料的基础上认真

推敲得出的，这些文章从很多方面对林大志的论文

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杜志强的博士论文《兰陵萧氏家族及其文学研

究》［９］是研究四萧皇族文学的又一力作。杜志强论

文对学术界尚未开掘或开掘不深的领域给予极大

关注，如杜氏较早地对侯景之乱带给萧氏成员文学

创作题材、情感、诗风上的巨大变化进行探讨。对

于研究成果尚少的萧氏皇族的赋作分题材、体裁展

开详细论述。对罕有研究的宣扬佛教教义的赋文

作了细致解读。杜文发人所不能发，颇有启发意

义。杜氏认为萧氏皇族创作与实践间存在矛盾的

原因是其未能掌握恰当的抒情方式和丢失了风骚

直面现实的传统。

在对萧梁帝王及其家族诗文进行深入研究后，

学者们又纷纷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萧氏皇族文学思

想的研究中来。高云的博士论文《四萧文艺思想研

究》［１６］将萧氏父子的文学思想分为两个板块进行

系统梳理。一个板块着重研究四萧对文学审美特

性的认识，四萧文学的表现对象和功能，四萧文学

审美取向和批评标准、四萧求新求变的文学发展

观。另一个板块重点论述四萧的词采论和创作论。

高云擅长用比较的手法来挖掘四萧文学思想的特

征，通过将其与三曹文艺思想纵向比较，与刘勰、钟

嵘文艺思想横向比较，来展现其发展流变，突出其

时代特色。

对南朝文人集团的分析是研究萧梁帝王及其

家族文学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丁国祥的硕士论文

《论南朝文人集团》［４］从整体上论述了南朝七个影

响较大的帝王文学集团，其中包括对四萧集团成员

构成、文学活动、理论主张、创作风格等的介绍。沈

意的《试论文学集团的政治性———以梁代两大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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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为例》［１７］重在探讨文学集团与政治之间的关

系，他认为虽然萧统、萧纲文学集团是较为纯粹的

文学集团，但仍不能忽视其政治斗争的本质。孙静

文的硕士论文《梁武帝与唐太宗帝王文学集团之比

较研究》［１８］将梁武帝文学集团与唐太宗文学集团

进行对照研究，得出梁武帝文学集团结构松散、文

学性较强，唐太宗文学集团组织性、政治性更强一

些的结论。

　　四　陈代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陈代作为末世王朝，存在时间短，国力较弱。

经过梁末的侯景之乱，南朝文学遭受重创。与绚丽

夺目的梁代文学相比，陈代文学黯然失色。对于陈

代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研究，少有专著，大多包含

在中古文学研究之中。相关的著作有：刘师培的

《中国中古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

史》，罗宗强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龚显宗

《论梁陈四帝诗》等。刘师培在其著作中指出陈叔

宝爱好文学、重视文士促进了陈代文学的复苏。曹

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中的陈代部分对陈叔

宝文人集团的成员进行了全面的介绍。罗宗强的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认为陈叔宝时期文学创

作崇尚娱乐性、游戏性，是宫体诗创作的余声。龚

显宗《论梁陈四帝诗》认为陈叔宝的诗文真正做到

了“文学的生活化”和“生活的文学化”。

全面系统研究陈叔宝及其诗歌的硕士论文是

严绘的《陈叔宝及其诗歌研究》［１９］。作者先对陈叔

宝的家世、生平及其儒道佛思想作了较为详细的介

绍，然后重点论述陈叔宝诗歌内容、风格技巧。严

氏认为陈叔宝的诗歌具有绮艳明丽的特征，同时认

为后主对五言诗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杨淑敏的

《陈叔宝诗歌风貌论》［２０］认为陈叔宝是陈代文坛最

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诗歌以锻炼警句及生动的

细节描写见长，格律的运用愈发成熟，这都为唐诗

高峰到来奠定了基础。

韩安逸的硕士论文《南朝群体性诗歌创作研

究》［２１］第二章第四节详细阐述了陈代文人群体性

创作活动。作者认为陈代群体性诗歌创作基本上

是以陈后主及狎客为主体，创作目的仅为满足娱乐

需求，诗歌沦为文字游戏，致使陈代诗歌病态发展。

韩安逸观点略显偏激，论述不够周全。毛振华的博

士论文《侯景乱后梁陈文学研究》［２２］中也对陈叔宝

文学群体的诗文创作进行了论述。毛氏总结陈叔

宝文学群体诗歌创作特点有四：一是集体性、欢娱

性；二是体裁多为宫体乐府诗；三是题材多为女性

和山水风光；四是有鲜明的审美追求。毛氏对陈叔

宝边塞乐府诗的关注是该论文一大亮点。作者认

为陈叔宝喜爱北方箫鼓之乐，凭借对边塞生活的想

象拟作边塞诗。此外，毛振华还对以陈文帝、陈宣

帝为中心的文学群体作了进一步介绍。这对于更

广泛了解南陈帝王文学有着重要意义。

嵇发根《陈叔宝及其皇室文人述论》［２３］在重点

论述了陈叔宝的宫廷游宴诗和边塞诗的同时，对

陈叔宝诗歌形式上的进步及其对后世文学的贡献

进行细致解读。如指出陈叔宝的 《玉树后庭花》

和 《乌栖曲三首》等七言乐府诗已近乎七言排律；

《长相思二首》《古曲》等杂言乐府诗则是词的开

端。此外，他还对研究较少的陈氏宗族文士如陈

叔齐、陈叔文、陈叔达等进行了简要介绍，认为

陈叔齐的 《技记》、陈叔达的 《南记》同为寄痛

寓志的佳作。

陈后主文学集团的研究成果颇丰。方静的硕

士论文《陈后主文人集团研究》［２４］理清了三个问

题：一是陈后主文人集团性质问题；二是陈后主

文人集团发展过程概述问题；三是陈后主文人集

团诗歌题材、风格、形式等特点归纳问题。丁国

祥的硕士论文 《论南朝文人集团》对南朝文人集

团发展脉络进行细致研究，认为陈叔宝集团的宫

廷文学继承了梁代宫体诗的女性题材、浮艳诗风，

格律上则更为强化。胡大雷先生的 《中古文学集

团》［１０］一书以文人集团为切入口研究陈代文学，胡

先生认为以陈叔宝为中心的文学集团过分重视文

学的娱乐属性，完全忽视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最终导致陈代文学的堕落。王欣的博士论文《中古

文学场域研究》［２５］从 “场域”角度解读陈代文学

走向末路的必然性。王欣认为南朝文学场对形式

的追求与政治伦理场对文学功能的追求二者本身

并不矛盾，但随着陈后主集团沉迷文学娱乐属性，

致使二者矛盾加深，最终导致整个文化系统及政

权系统的崩溃。

　　五　关于宋齐梁陈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的
评价

　　回顾关于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的研究成果，
有六个方面的缺憾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对南朝帝

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比如，

关注文学繁荣时期文学成就高的帝王，冷落其他朝

代帝王文学；仅对某一皇室最具特征的文学式样进

行研究，忽略其他方面研究；多关注南朝皇族文学

发展状况，忽略了文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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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视角过于单

一，缺乏新的研究观念、方法。目前研究多局限于

单纯的作品分析。南朝帝王文学研究应转向多角

度综合分析，如从宗教思想、审美趣味、艺术表现等

角度加以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注重各种视角的融

会贯通。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加关注跨

学科间的研究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进。如王欣的

博士论文《中古文学场域研究》中 “场域”研究视角

的引入值得借鉴。第三，对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

研究缺乏纵向、横向比较研究。今后南朝帝王及其

家族文学研究可从比较对照的角度进行深入开掘。

比如对宋齐梁陈四代帝王，南陈、晚唐、晚明末代帝

王文人集团文学创作进行纵向对比，对四萧与刘勰

等士族文学进行横向比较研究都可作为今后重点

研究的领域。第四，对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

缺乏平衡性。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中存在

热门朝代、体裁、作家扎堆研究，其他朝代、体裁、作

家则颇受冷落的现象。比如，梁代四萧的研究成果

颇多，其中大量论文引用相同的材料，得出的结论

也是千篇一律，缺乏创新。又如体裁上的研究存在

不平衡性。与南朝皇室诗歌研究的盛况相比，对皇

室赋作、文章研究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些都是研

究中的遗憾之处，可以成为今后工作重点挖掘的领

域。第五，对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缺乏更为

严谨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南朝皇族诗文研究

主要依据的文献是逯钦立的辑校本《先秦汉魏晋南

北朝诗》和严可均的《全上古二代秦汉三国六朝

文》，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少残缺、错误，这就给研究

工作的进行带来不便。所以对南朝文献的搜集整

理、辨别真伪，编年注疏等工作亟需开展。第六，对

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研究缺乏对一些问题的深

入探讨。在全面系统研究南朝帝王及其家族文学

的基础上，学者仍需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比如，儒道佛三家思想对南朝帝王创作的影

响；萧绎复杂矛盾的性格与其创作间的关系；杂文

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与南朝皇族与何关联，等等，今

后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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