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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士人群体(幼属文)现象的流行与
文论中(才主学辅)观念的确立

徐俪成

摘Q要! 南朝士族子弟间兴起的$幼属文%之风#源于汉末以后$以名取士%的社会风气( 晋宋之后#文
章成为士人攫取名声#积累入仕资源的手段( 在惧怕年命不永*以早达为高的社会风气下#南朝后期士
族子弟出仕时间普遍提前#$幼属文%现象也逐渐向低幼化发展#学习属文甚至提到了学习1五经2和史
传之前(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社会中大量出现以$幼属文%成名的早熟作者#社会舆论也更倾向于用
$天才%解释文才的来源( 这些舆论深刻影响了刘勰*钟嵘等齐梁间主要文学评论家#使他们在论及文
学才能时更倾向于使用$才主学辅%的解释结构#将天才视为结撰文章的主要能力( 这种观念深深影响
了此后中国文论中对天才的崇奉(
关键词! 幼属文+Q早仕+Q文才+Q才学关系
作者简介! 徐俪成#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文学研究( 通讯
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 TUU 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邮政编码! YUUY[V( 电子邮箱!
@%0+0\T^^X1%,0<*+: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东师范大学引进人才启动费项目$汉魏六
朝士人群体文人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 YUVaS3KBMDGhOU\[-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华
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跨学科创新团队项目 $多元视域下的江南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
YUV^S3KBMqAOUU^-的阶段成果(

6$(-*! O7#O"#,$ +9S0"2;="%.%,-O"0%,%,-0,$ .7#S1.0(2%17:#,.+9.7#/"%+"%.;+9O02#,.%, G%.#"0";3"#0.%4%.;$6"%,-.7#
I+6.7#", R;,01.%#1
:;%(#"<(! O7#."#,$ +9#0"2;5"%.%,-."0%,%,-0:+,-0"%1.+*"0.1$6"%,-.7#I+6.7#", R;,01.%#1%1$#"%4#$ 9"+:.7#*+,*#8.+9
$1#2#*.%,-+99%*%021(;"#86.0.%+,% 1%,*#.7#20.#S01.#", D0, R;,01.;<)9.#".7#d%, R;,01.;# .7#$#:+,1."0.%+, +92%.#"0";1&%221
70$ (#*+:#+,#+9.7#:0%, :#.7+$1+9-0%,%,-"#86.0.%+,# 0,$ 0"%1.+*"0.1.76170$ .+-#.0$#?60.#."0%,%,-%, 5"%.%,-1&%2211%,*#
.7#%"*7%2$7++$<>#*061#+9.7#9#0"+9#0"2;$#0.7# 0"%1.+*"0.1%, .7#I+6.7#", R;,01.%#1%,*2%,#$ .+1.0"..7#%"8+2%.%*02*0"##"0.
4#";#0"2;0-## 1+.7#;*+62$ 8"+:8.2;"%1#.+.7#8+1%.%+,17%-7 #,+6-7 .+#,70,*#.7#%"90:%2;%,.#"#1.1<O+-#.0-++$ 1.0".%,
8+2%.%*02*0"##"# $#1*#,$0,.1+90"%1.+*"0.170$ .+0$40,*#.7#(#-%,,%,-+92%.#"0";."0%,%,-# #4#, (#9+"#.7#1.6$;%,-+93+,96*%0,
0,$ 7%1.+"%*02*2011%*1<)10"#162.# :+"#0,$ :+"#.##,0-#"117+5#$ .7#%".02#,.%, 2%.#"0.6"#(#9+"#-#..%,-0(6,$0,.&,+52#$-##
0,$ 2%.#"0";.7#+"%1.12%&#G%6 l%#0,$ 7̀+,-F+,-1.0".#$ .+0.."%(6.#.7#$#9%,%,-90*.+"+92%.#"0";0(%2%.;.+.02#,."0.7#".70,
2#0",%,-<O7%1+8%,%+, 70$ (##, 16**##$#$ (;20.#"-#,#"0.%+,1+92%.#"0.%0,$ 1*7+20"1# *+,1."6*.%,-.7#9017%+, +9.02#,.5+"17%8
%, 0,*%#,.37%,#1#2%.#"0";*"%.%*%1:<
=*>?,#'%! #0"2;5"%.%,-."0%,%,-+Q#0"2;%,4+24#:#,.%, 8+2%.%*1+Q2%.#"0";.02#,.+Q.02#,.M2#0",%,-"#20.%+,17%8
:5(),#! J54$<)*&.# /7<R<# 02#*.6"#"0..7#R#80".:#,.+937%,#1#G0,-60-#0,$ G%.#"0.6"## S01.37%,0K+":02B,%4#"1%.;<
D%1"#1#0"*7 9+*61#1+, 0,*%#,.37%,#1#2%.#"0.6"## #18#*%022;2%.#"0.6"#+9P#$%#40237%,0<)$$"#11! R#80".:#,.+937%,#1#
G0,-60-#0,$ G%.#"0.6"## S01.37%,0K+":02B,%4#"1%.;# TUU R+,-*760,F+0$# P%,70,-R%1."%*.# I70,-70%YUUY[V# 37%,0<

)V[W)



南朝士人群体#幼属文$现象的流行与文论中#才主学辅$观念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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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美国汉学家傅汉思在研究0旧唐书)文苑传1时"曾
经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0旧唐书)文苑传1
中&关于某人在年青时*善著文+的说法竟一字未改地重
复了八次"字句稍有变动但内容未变的也达十次之多.
有三篇传记告诉我们这些文人在很小时%六岁/八岁和九
岁&就能写出很好的文章了.$%VZ&傅汉思认为这种写法
属于文苑传的固定模式"反映了#十世纪时史官们头脑中
所形成的对于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成见$%VU&. 事实上"只
要我们将眼光稍稍扩展到更早的史书"就会发现"这种对
幼年文学才能的渲染"早在南朝末年的史传中就已经非
常流行了"而这种风气的产生"则更可以追溯到汉末魏晋
之际. 近年来"随着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的大量出土"已
经有不少学者对唐代幼儿文学教育与#幼属文$现象进行
了讨论"但是很少有学者将视线延展到南朝以前"讨论
#幼属文$之风产生的历史逻辑. 以笔者管见"只有胡大
雷先生0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1一文对南朝
#幼属文$之风有过系统的材料梳理. 本文拟在胡先生论
文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风气"继续深入讨论#幼属
文$之风的形成原因"并试图以#幼属文$之风为背景"探
讨刘勰/钟嵘讨论#才$#学$关系时普遍认同#才主学辅$

的原因.

一$ (幼属文)的定义及刘宋以前的发展状况

本文所谓#幼属文$"指文人在幼童时期撰写文学作
品的行为. 在研究这个课题之前"我们首先要定义所谓
#幼属文$的年龄范围.

#幼属文$主要涉及孩童幼年学习文章写作的问题"
因此应从关于幼年教育的史料中寻找相应的时间节点.
战国到西汉的时期"孩童开始启蒙的时间还没有非常整
齐的规定"到了东汉"这个时间划分基本被定为八岁和十
五岁的统一标准. 班固 0汉书)食货志1提到! #馀子
,66-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
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
%VVYY&班固参与讨论编纂的0白虎通)辟雍1对这个年龄
划分做出了解释!#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学何' 以为八岁
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 七八十五"阴阳备"故十五
成童"志明"入太学"学经术.$%陈立 YT\&在此基础上"成
书于东汉中后期的0四民月令)正月1又载!#农事未起"
命成童已上入大学"学五经"师法求备"勿读书传. 砚冻
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本注!#成童已上"谓年十五
以上至二十(幼童"谓九岁以上至十四$. %石声汉 Z&这
里对幼童和成童的划分"即以东汉初年以来#入小学$和

#入大学$的年龄为依据"说明这种划分已是#四民$的普
遍共识. 因此"本文也将#幼属文$的年龄定为十五岁以
下的#幼童$时期.

在上述儒家典籍中"并没有提及幼童的文章写作训
练"但至少在西汉后期"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在童年时代进
行写作训练. 扬雄在0法言)吾子1中说#或问!*吾子少
而好赋'+曰!*然. 童子彫虫篆刻.+$%汪荣宝 [T&"可见
其于童子之时就已经将作赋当作爱好. 又0法言)问神1

曰!#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乌乎"九龄而与我0玄1文.$
%汪荣宝 VWW&可知扬雄之子扬乌在九岁时已经参与了
0太玄经1的创作.!

此外0太平御览1卷六百二#幼属文$

引0东观汉记1曰!#班固,66-九岁能作赋颂. 因数入
读书禁中"每行巡狩"辄献上赋颂.$ %YaVV& 0后汉书)班
固传1因言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
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范晔 V\\U&这也是#幼属
文$最早的事例之一.

扬乌和班固的#幼属文$固然使人惊奇"但都有各自
家庭特殊文学氛围的影响"在汉朝幼童中并不普遍. 到
了东汉后期"随着文章在仕宦中作用的提高"出现了边韶
这样#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范晔 YWY\&的专门文章
教育家. 幼年的文章训练"也从零散的个人爱好"逐渐成
为了社会风尚. 如徐邈#七岁涉学"诗赋成章$ %李昉编
Va^U&. 周不疑#年十三,66-时有白雀瑞"儒林并已作
颂"不疑见操授纸笔"立令复作. 操异而奇之.$ %Va^V&
0文选注1引0三辅决录1言士孙萌#少有才学"年十五"能
属文$%萧统编 VVUT&等等. 特别是在0三国志1及裴注对
曹魏王室的记载中"曹丕#年八岁"能属文.$%Ta&曹植#年
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TTa&曹衮
也是#少好学"年十余岁"能属文.$%T^\&普遍有幼属文的
事迹. 这也与曹氏父子本人对文学的爱好与曹操对诸子
#少诵诗/论$%魏宏灿 \UV&的要求分不开.

由于统治者的个人爱好"在整个曹魏时代"#幼属文$
的事迹不绝于史"比如0三国志)魏志)诸夏侯曹传1裴
注引荀勖0文章叙录1及0世语1说到曹操的连襟夏侯渊的
儿子夏侯惠和夏侯荣"一个#幼以才学见称"善属奏议$"

另一个#幼聪惠"七岁能属文$%Ya\&. 这都是少年文章天
才. 曹魏九品官人法成立之后"#才$#地$成为取士的两
个重要标准. 其中门第决定的#地$固然是最关键的因
素"但在门第相同的情况下"想要取得理想乡品"还需要
让中正对自己做出有#才$的品状.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对#才$的偏重不同"在三国时期"#文才$已经成为#才$

的重要内容了. 如0三国志)魏志)裴潜传1言裴秀!#弘
通博济"八岁能属文"遂知名. 大将军曹爽辟.$%Wa\&0晋

)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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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裴秀传1引渡辽将军毌丘俭将裴秀推荐给曹爽时说
他!#生而岐嶷,66-博学强记"无文不该,66-非徒子
奇/甘罗之俦"兼包颜/冉/游/夏之美+.$%VU\a2\^&在这
里"#幼属文$的事迹已经成为毌丘俭推荐裴秀时重点强
调的优势.

二$ 齐梁追求早仕之风与属文年龄的提前

到了南朝"士人群体中崇尚文才之风愈发浓烈"0南
史)王俭传1言!#先是宋孝武帝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
尚"莫以专经为业.$%TZT&可知文才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
经学. 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南朝士人群体对幼年文章
训练的重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钟嵘0诗品序1说到
南朝士族习文的风潮时说!#今之士俗"斯风炽矣. 裁能
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66-至使膏腴子
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 T[&可知在朝
廷政策和社会风气的双重推动下"尚在#裁能胜衣"甫就
小学$之时便开始学习文章写作"已经成为#士俗$间的
常态.

在南朝以前"早慧并非当时人人都推崇的美德. 0三
国志)蜀志)诸葛瞻传1引诸葛亮与兄长诸葛瑾的书信
中提及儿子诸葛瞻说!#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
成"恐不为重器耳.$ %Z\Y&不但不为儿子的早慧感到欣
慰"反而认为孩子失去了成大器的空间. 在这种认识的
影响下"不少人在教育子女时"并不一味追求早慧. 曹魏
王昶在0诫子侄书1中说!#夫物速成则疾亡"晚就则善终.
朝华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 是以大雅君
子恶速成"戒阙党也.$%陈寿 a[T&因此他为子侄们取名
沈/默/浑/深"告诫他们不要着急露名扬己.

但是到了南朝以后"史书中对早慧的记载不断增加"
戒早达/尚晚成的舆论逐渐消失"士族子弟竞相以早成为
荣"甚至形成了#早达$的具体年龄标准"如0南齐书)徐
孝嗣传1载!#%徐&孝嗣姑适东莞刘舍"舍兄藏,66-语
舍曰!*徐郎是令仆人"三十余可知矣. 汝宜善自结+.$
%aaV&0南齐书)王融传1载!#%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内
望为公辅.$%^YY&0南齐书)张欣泰传1载!#%张&欣泰少
时有人相其当得三公"而年裁三十.$ %^^[& 0梁书)武帝
纪1载!#%王&俭一见%萧衍&"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
*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 %Y&可知
南朝高门士族子弟中间"普遍流行一种#三十为侍中E令
仆E公辅$的仕宦预期"能达到这种预期"方才会对自己的
仕宦经历比较满意(相反"如果士族到了三十岁还没有得
到美职"则会非常沮丧"如0南齐书)陆慧晓传1载!#%陆
慧晓&除为尚书殿中郎. 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
晓年逾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
邪'+.$%^UT&

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官员铨选的人甚至当时的执政

者都会因此受到责难"如0宋书)谢景仁传1说!#景仁
,66-年三十"方为著作佐郎. 桓玄,66-谓四坐曰!
*司马庶人父子云何不败"遂令谢景仁三十方作著作佐
郎+.$%V[Z\&0南史)范晔传1说!#初"何尚之处铨衡"自
谓天下无滞才"及%孔&熙先就拘"帝诘尚之曰! *使孔熙
先年三十犹作散骑侍郎"那不作贼'+$%^TT&这皆是显例.

南朝士族中间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崇尚早达的风气"

早历清显为自己和家族带来的荣誉和利益自然是最关键

的因素(与此同时"这种风气还与当时士人对自己年寿的
预期有关. 0世说新语)贤媛1载!

QQ王浑妻钟氏生女令淑!武子为妹求简
美对而未得!有兵家子!有俊才!欲以妹妻之!乃
白母!"**#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不
有长年!不得申其才用+ 观其形骨!必不寿!不
可与婚+(武子从之+ 兵儿数年果亡+ $刘义庆
^UV%

对于寒人来说"升至才华可得施展的官位需要一定的时
间"因此这位兵家儿最终能达到的成就"与他的寿命是息
息相关的. 对于士族来说"虽然仕途会比较顺利一点"但
是年龄仍旧是他们前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限制. 0南史)
江淹传1载"江淹三十五岁即为齐中书侍郎"#王俭尝谓
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
书金紫' 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V[TU&
从王俭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南朝人的认识里"年寿正
是预测仕途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南朝人如此看重年寿对仕途的影响"也与南朝以后
士人对自己寿命的预期普遍降低有关. 0南史)顾协传1
言!#张率尝荐之%顾协&于帝%梁武帝&"问协年"率言三
十有五. 帝曰!*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
衰. 如协便为已老+.$%VTVZ&在北来士人眼中"南方卑湿
之地会明显影响自己的寿命"因此三十岁已经算是衰年
了. 在这种认识下"即使王谢高门中"也不乏对子女寿命
的担忧"0梁书)文学)谢征传1载!#征幼聪慧"%谢&璟
异之"常谓亲从曰!*此儿非常器"所忧者寿(若天假其年"
吾无恨矣+.$%aV^&谢璟是谢征的父亲"他在孩子幼年前
程似锦之时"却说出了#所忧者寿$这样的悲观评语"并非
杞人忧天"0宋书)谢庄传1载谢庄与刘义恭笺"自述谢家
#家世无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
%YVaY&这可见年寿之忧确实是谢家代代相承的诅咒.

不论一个人的地胄才华多么显赫"仕宦经历多么#平
流直进$"总还是要走完一定的流程"不可能刚解褐便当
上宰相. 如果一个#有公辅之望$的士族子弟"活不到兑
现#公辅$的年纪就在升迁的过程中英年早逝的话"不仅
自己的优质资源付诸东流"也会影响到家族#世胄$的地
位. 在这种情况下"有才华的士族子弟希望自己能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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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岁#已衰$之前获得#侍中$#公辅$之类的美官"也是可
以理解的了.

世家子弟为了早日达到#三十公辅$的目标"一方面
需要加快转官晋升的速度"另一方面也要努力提前解褐
的年龄. 据0梁书1载"南齐末年"萧衍上表齐和帝"陈说
限制入仕年龄的弊端"表中说当时#俗长浮竞"人寡退情"

若限岁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实昏童"籍已逾立"滓秽名
教"于斯为甚$%Y\&. 由此可知"当时士人甚至会刻意更
改户籍"增加自己名义上的年龄"达到提早入仕的目的.
为了应对这种年龄作弊的情况"在南朝几乎每代皇帝都
有限制入仕年龄的措施"但绝大部分努力都以失败告终.
0南史)谢庄传1 载! #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
,66- 至是 %宋孝武帝时& 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
,66-$%TTT&限年入仕的命令不到一代便告失效(0梁
书)武帝纪1载梁武帝天监四年诏令!#今九流常选"年未
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 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
%[V&但就连规则的订立者梁武帝自己"也在破坏着自己
的规则"0陈书)王冲传1载其#年十八"起家梁秘书郎$
%Y\T&(0梁书)王份传附王锡传1载王锡#十四"举清茂"
除秘书郎$%\YW&(与之齐名的张缵则#起家秘书郎"时年
十七$%李延寿 V\^T&. 如果以上三位作为皇亲"还不具
有说服力的话"那么0陈书1载陈郡殷氏的殷不害#年十
七"仕梁廷尉平$ %[Y[&"0北齐书1载琅琊颜氏的颜之推
#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 %WYU&等例子都可说明"在
年寿焦虑的刺激下"梁武帝限制入仕年龄的努力对高门
士族并没有太大的约束力."

三$ 幼童教育中文章与学问的先后关系

宫崎市定在0九品官人法研究1中讨论魏晋人士争取
乡品的情况时论断说!#当时"一般以二十岁为出仕年龄"

为了取得高的乡品"就必须在此之前成为社交界的明星.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正规的学习是来不及的.$%VUa&到了
齐梁两代"既然许多士族子弟都希望能在二十岁以前解
褐"那么成为社交界明星的年龄就需更加提早. 这又进
一步提早了士族子弟开始学习的年龄. 正如0颜氏家
训)勉学1中所说"当时#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
教"多者或至0礼1/0传1"少者不失0诗1/0论1$%王利器
V[V&. 这在尚文风气的影响下"文章训练也是幼童教育
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在0责子1诗中抱
怨自己的五个儿子"中有曰!#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66-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龚斌 YWY&生动体现
了一位父亲对儿子们在十五岁#志学$之前的幼童时代不
愿接受#文术$学习的焦虑.

按照儒家传统的教育观念"幼童所受的教育的内容"

除了#六甲$#九九$之类生活基本知识之外"就是#六经$
和#六艺$等儒家经典与礼仪"并没有学习其他内容的空

间"但到了南朝以后"世俗关心的学业"渐渐从经学转向
了文学"这种转向也体现在了世族对子弟的教育中. 裴
子野在0雕虫论1中申说!#宋初迄于元寿"多为经史"大明
之代"实好斯文. ,66-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
摈落六艺"吟咏情性.$%李昉"0文苑英华1 \^a\&在裴子
野看来"刘宋以来好文之风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年少$
#总角$之幼童"在本该学习儒家经典六艺之时"将时间都
耗费在了诗文写作上.

裴子野的观察也可以在史籍中得到验证"0陈书)谢
贞传1载梁朝末年!#%谢贞&母王氏"授贞0论语1/0孝
经1"读讫便诵. 八岁"尝为0春日闲居1五言诗"从舅尚书
王筠奇其有佳致"谓所亲曰!*此儿方可大成"至如#风定
花犹落$"乃追步惠连矣.+由是名辈知之. 年十三"略通
0五经1大旨. 尤善0左氏传1.$ %[YW&可见谢贞在学习
0论语10孝经1之后"便马上开始练习撰写五言诗"再过五
年以后"才#略通0五经1大旨$. 又如0南齐书)高逸)
顾欢传1言!#%顾&欢年六七岁书甲子"有简三篇"欢析计"
遂知六甲. 家贫"父使驱田中雀"欢作0黄雀赋1而归"雀
食过半"父怒"欲挞之"见赋乃止. 乡中有学舍"欢贫无以
受业"于舍壁后倚听"无遗忘者. 八岁"诵0孝经1/0诗1/
0论1.$%ZY^&在文中"顾欢作0黄雀赋1的年龄是#六七
岁$"正与学习#书甲子$同时"而在作0黄雀后1两年之
后"八岁的顾欢才开始背诵儒家经典中最基础的0孝经1
和0论语1.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知"南朝世族中那些#幼属文$的
孩童"在开始学习写作时"大多数没有经受过完整的经学
训练"也没有读过太多史传杂著"自然谈不上博学. 事实
上此时幼童在培养语感"学习诗文体式/音韵/章法/句法
时所凭借的教材"主要是前人的文学作品"因此阅读/背
诵前代诗文经典也成了幼学的重要内容. 刘勰在0文心
雕龙)通变1中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
范宋集.$%TYU&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0南史)任昉传1载!
#任昉,66-幼而聪敏"早称神悟. 四岁诵诗数十篇"八
岁能属文.$%V[TY&0陈书)傅縡传1载!#縡幼聪敏"七岁
诵古诗赋至十余万言. 长好学"能属文.$%[UU&从背诵诗
赋的年龄来看"他们背诵前代诗文作品的时间"应该已经
先于通读0五经1和史传的时间了. 0隋书)李谔传1载李
谔上书隋文帝"要求改革当时江左传来的奢靡之风"文中
江左竞骋文华的风气下"#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
甲"先制五言$%VT[[&. 儿童纷纷将诗文的训练提早到经
史之前. 而对那些#未窥六甲"先制五言$的孩童来说"自
然不能要求他们在文章中表现出太多学问修养了.

四$ 幼属文的特性与齐梁文论
对(才)(学)关系的讨论

QQ#幼属文$之风导致的先属文/后学问的学习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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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响到了齐梁文论中对文学创作时#天才$#学问$关系
的认识. 六朝以来"随着文学在社会文化中地位的提高"
关于文才来源的讨论也逐渐兴盛起来"其中#学问$和#天
才$则是六朝文人在讨论这一议题时最为关心的两个
因素.

由魏晋到南朝"士人们在学术领域关注的重点由玄
理渐渐转向博学"在儒/玄/文/史四个领域中"都表现出
崇尚渊博知识的风气%胡宝国 VWT&. 从文学方面看"以
颜延之/王俭/任昉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在诗文中酷爱用
典"在极端的例子里"已经到了每句皆用典的程度%何诗
海 \U2\[&. 要写出这样的文章"前提是阅读大量经史
百家之文"积累大量的词汇量和典故量. 故此汉魏六朝
文人常常论及学问对文章创作的重要性"0文心雕龙)事
类1引曹操曰!#张子之文为拙"然学问肤浅"所见不博"专
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难"难便不知所出"斯则寡闻
之病也$%WVT&. 认为张子的文章水平不高"主要是因为
不够博学. 0晋书)殷仲文传1载!#%殷&仲文善属文"为
世所重"谢灵运尝云!*若殷仲文读书半袁豹"则文才不减
班固.+言其文多而见书少也.$%YWUT&这也强调了博学广
览对提高文才的作用.

虽然两晋南朝史传中"#博学善属文$是称赞文士的
常用套语"但随着出仕年龄的提前"六朝士族子弟开始文
章学习的年龄也越来越小"许多以#幼属文$打出名气的
士族子弟们"在#能属文$之时"连通五经都不一定能做
到"更遑论熟读各类史传杂记"达到#博学$的水平了. 现
实的变化"使人们难以再用#博学$来解释少年才子们的
文才来源"只得转换思路"将文才的产生归因于少年的
#天才$与#天分$.

儒家经典中本有关于天才的叙述"0论语)述而1中
孔子明确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何晏Q邢昺 Y[^\&可见儒家经典虽然承认#天才$"但从
未将#天才$看作君子不可或缺的素质. 而到了齐梁以
后"文士们对#天才$变得越来越热衷"在文章中颂美他人
#天纵生知$的情况变得屡见不鲜"如王融为齐文惠太子
所作哀策文言其#诞惟妙善"克自生知$ %严可均 Y^W\&.
沈约0武帝集序1言萧衍#诞纵自天"生知在御$ %\VY\&.

萧纲在0上昭明太子集别传等表1中言萧统#禀仁圣之姿"
纵生知之量",66-明月西流"幼有文章之敏$%\UUY&等
等"几乎已经成为奉承权贵的套语. 0上昭明太子集别传
等表1中将#幼有文章之敏$当作#纵生知之量$的证据"

可见#幼属文$已经是#生知$的表现之一%\UUY&.
除了上述抽象形容之外"南朝人还常常会用#梦中得

才$的故事"将这种#天才$产生的过程"形象地表现出来.
类似故事最早出现在0太平御览1所引刘宋臧荣绪撰写的
0晋书)罗含传1中"后来被收入唐修0晋书1!

$罗含%少时梦五色鸟入怀!遂取吞之+ 含

觉!胸中如吞物!意谓不吉+ 乃告叔母朱氏+ 朱
氏曰&'此鸟有文章!汝当善文章矣+(果如其言+
$V^\^%

到了齐梁以后"此类故事越来越脍炙人口"而且被套
用到了不同的人物身上.

江淹"**#少而沉敏!六岁能属诗+ 及长!
爱奇尚异+ 自以孤贱!属志笃学!洎于强仕!渐
得声誉+ 尝梦郭璞谓之曰&3君借我五色笔!今
可见还+4淹即探怀!以笔付璞+ 自此以后!材思
稍减+ $萧统编 a[[%

$任昉%父遥!齐中散大夫+ 遥妻裴氏!尝昼
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
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 $.梁书/
YTV%

$徐陵%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
肩上!已而诞陵焉+ 时宝志上人者!世称其有
道!陵年数岁!家人携以候之!宝志手摩其顶!
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云法师每嗟陵早成
就!谓之颜回+ 八岁能属文+ $.陈书/ \YT%

$纪少瑜%年十三!能属文+ "**#少瑜尝
梦陆倕以一束青镂管笔授之!云&'我以此笔犹
可用!卿自择其善者+(其文因此遒进+ $李延寿
Va^W%

关于这类故事"周勋初认为产生于六朝战乱频生的
社会里人们热衷#占梦$"用来在混乱的社会中增加确定
性的风气.#

但是从文本特征上来说"这几则记梦的故事
则更像0宋书)符瑞志1中记载的那些神授君权的灵梦"
这类故事的流行"很好地体现了南朝人对文章才能#非学
而得$的广泛认可.

这类#文才天授$的故事"也影响到了南朝文论的作
者. 刘勰在0文心雕龙)序志1中自称!#予生七龄"乃梦
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
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 大哉圣人之难
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3$%aYT&第一个梦中的#七彩云锦$
显然是上引故事中#五色笔$ #五色鸟$ #彩旗$的又一形
态. 刘勰在做了这两个梦以后#怡然而喜$"于是#搦笔和
墨"乃始论文$%aYW&. 不但对#文才天授$的观念深信不
疑"甚至将之当成了自己从事文论写作的动力.

南朝另一位重要文论家钟嵘"也深受此类故事的影
响"他在0诗品1对江淹的评价中特地引录了0梁典1中
#江郎才尽$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
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
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一五色笔以授之. 尔后为
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UW&这里钟嵘不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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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之才的来源归为天授"而且又进一步将#江郎才尽$
的原因归结于上天对文才的回收. 在钟嵘这里"天才对
文章写作能力起到的作用"无疑更为关键.

由于深受#文才天授$观念的影响"钟嵘和刘勰在讨
论文才时"虽然也重视学问的作用"但又往往将天才的重
要性置于学问之前. 例如刘勰虽然在0文心雕龙)事类1
中极力强调博学对文章的作用"但他又说!#夫姜桂同地"

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 ,66-是以属意立文"
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
学褊狭"虽美少功.$%WVT&在刘勰一贯的折中观念下"他
努力强调才学两者不能偏废"但是在#文章由学"能在天
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才为盟主"学为辅佐$等等文
辞中还是显示了在刘勰的理论中"要写好文章本质上还
是要靠#才$而不是靠#学$"博学只是为完美地发挥#才$
提供条件而已.$

到了专论五言诗的钟嵘0诗品1中"#才$相对于#学$
的支配地位变得更为突出. 在0诗品1里"钟嵘首先区分
了文和诗两种文类对用典的需求差别!#若乃经国文符"
应资博古. 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
于用事'$%Va[&在吟咏情性的五言诗那里"#古今胜语"多
非补假"皆由直寻$%Va[&. 刘宋以来重视博学比类的作
品使#文章殆同书钞$#拘挛补衲"蠹文已甚$%V^U2^V&.

之后"钟嵘将决定作品优劣的关键因素归结到了作者本
人的天分上!#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词既失高"则宜加
事义. 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V^V&所谓的#自
然英旨$"即天赋的才能情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天资$

之#才$. 在对任昉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出
钟嵘心中两者主次的不同. 0诗品1卷中评价任昉曰!#彦
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昉深恨之. 晚节
,66-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 少年士子"效
其如此"弊矣.$%\VW&任昉少年时期就没有作诗的才华"
在晚年达到#博学$的水平以后"喜欢在诗中彰显自己的
学问"反而带坏了一代诗风. 这样的评论"与钟嵘无视江
淹晚年学问更深的事实"将晚年江淹文章水平的退化"归
结为#天才$的消失"采用了相同的逻辑.

刘勰和钟嵘的论述"都明确区分了文章写作中#学
问$和#天才$的不同功用"并且均将作者的#天才$作为
决定文章优劣的最主要因素"在晋朝之前的文论里"我们
几乎看不到到这样的分疏. 齐梁时代的人会津津乐道于
#天才$的重要性"对儿童早慧的关注"显然起到了重要作
用. 同时"刘勰/钟嵘为代表的#才主学辅$的文学观也影
响了隋末唐初史家对文才的看法"李百药在0北齐书)文
苑传序1中说!#文之所起"情发于中. 人有六情"禀五常
之秀(情感六气"顺四时之序. 其有帝资悬解"天纵多能"

摛黼黻于生知"问珪璋于先觉"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犹仪
凤之冥会八音"斯固感英灵以特达"非劳心所能致也.$
%WUY&完全将#天$定为文才的最主要来源"而#摛黼黻于

生知"问珪璋于先觉$的表述"针对的显然就是那些在五
六岁即能属文的神童们.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
中所谓#譬雕云之自成五色$的比喻"正与徐陵母#梦五色
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刘勰#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

之类的#天授文才$之梦若合符契"可见类似#天授文才$
的故事的影响"已经从文学批评领域转移到史学领域了.

结L论

梁朝后期进入北齐的颜之推在撰写0颜氏家训1时特
地告诉子弟!#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 钝学累功"不妨
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 但成学士"自足为人. 必乏
天才"勿强操笔.$%王利器 Y\a&在这里"颜之推特地区别
了决定学问和文章成就的主要因素! 决定学问好坏的因
素是积累"纵使缺乏天资"只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总能
做出#精熟$的学问(而决定文章优劣最重要的因素是作
者的天才"不论作者多么努力"没有天才还是无法写出真
正优秀的作品"不如干脆放弃以文章成名的想法. 不少
学者将这段话当作南北朝文论中讨论#才学主次$问题时
赞同#才$高于#学$的例子. 然而在关注这段话文论方面
的内涵时"我们还应该注意"颜之推写下这段话的主要目
的"并不是要对才学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教育
自己的子弟们"如何在年轻时就做好学习规划"正确选择
自己的人生道路. 因此"颜之推在这里强调#必乏天才"
勿强操笔$"与其说是发表自己的文学观点"不如说是一
种出于实用主义的告诫.

重新审视这段话的背景"我们可以发现"中古时代的
文论"很多都不是在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单纯背景下
展开的"在文论中体现的文学观点"常常与当时的政治环
境/社会风气"乃至文学训练等实用目的关系密切. 本文
所讨论的南朝后期#才主学辅$观念的形成"就是如此.

虽然关于#才性$的讨论"在魏晋时期就已经十分热烈"但
正因为南朝士族社会对文章创作的极度关注"才使得人
们在文学创作领域中重新审视#才性$问题"开始在文才
和天性的关系上做文章(正是因为南朝士族为了兑现自
己#三十为公辅$的期望"将出仕年龄不断提前"才使得士
族子弟不得不在#博学$之前学会写文章"不断生产#文才
天授$的故事"强化人们对#文章天才$的认同"最终在重
视#博学$的社会整体气氛中"使#才主学辅$成为文才来
源的主流观念. 和颜之推不同"刘勰和钟嵘的本意"自然
是要讨论理论化的问题"但他们的观点背后"却隐含着社
会风气变化下"人们对于子弟文章才能培养的现实关切.

南朝以后"#才主学辅$的文才观依旧不断绵延. 陆
扬认为"如0文心雕龙1中#能在天资$之类#以才性为文
学之本的观点到了唐代更被发扬光大"加上对政治书写
的力量的渲染"造成文学才能的神秘化.$%Y[W&赵树功则
进一步说明"在唐朝之后"这种崇奉文才的观念更是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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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的内心"影响遍及诗/文/词/曲/小说的批评之中"成
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核心观念之一. %TZ2W^&如果说
对#能在天资$的认同"将强烈的神秘性赋予文章创作"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文才崇拜的重要原因(那么南朝#幼属
文$现象的流行"正应视为文才崇拜形成过程中不可忽视
的滥觞之一.

注释&H,(*%'

! 在汉魏之际"扬乌为父亲作0太玄1时出谋划策斟酌字
句的具体故事就已经非常流行"很可能是最早被称为#圣
童$的幼儿. 参见王子今! 0汉代儿童生活1%西安! 三秦
出版社"YUVY 年&第 VU^ 页. 又王子今!#汉代齐鲁*神
童+$"0齐鲁文化研究1a%YUU^&! VYZ2\Z.
" 关于南朝各阶层士族的起家年龄"参阅川合安0南朝貴
族制研究1第九章0南朝官人7起家年齢1%东京! 汲古書
院"YUVT 年&第 YT^2WZ 页.

# 关于六朝文人的梦"参见周勋初!#刘勰的两个梦$"
0周勋初文集1第三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YUUU 年&

第 VUW2VUa 页. 相关讨论亦可见小南一郎!#六朝文人8
97夢$"0未名1a%VZ^^&! TZ2aU.

$ 关于0文心雕龙1中#才主学辅$思想的阐释"参见赵树
功!#论刘勰文才思想的天人视域$"0文艺理论研究1 T
%YUUW&! aa2aZ.

引用作品&+,#E%7$(*''

班固! 0汉书1"颜师古注. 北京! 中华书局"VZWY 年.
,>0," N6<!"#;-/2%&8%52"#;1: A8:1/28OS$<h0, I7%-6<

>#%H%,-! 7̀+,-760>++& 3+:80,;" VZWY<-
曹丕! 0曹丕集校注1"魏宏灿校注.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

社"YUUZ 年.
,30+" /%<!"#P::%212#( R%G*'#2#$%&0/%5R1%=-<S$<

=#%D+,-*0,<D#9#%! ),76%B,%4#"1%.;/"#11" YUUZ<-
陈立! 0白虎通疏证1. 北京!中华书局"VZZ[ 年.
,37#," G%<P::%212-%:/2%41-;+ !%:J<>#%H%,-! 7̀+,-760

>++& 3+:80,;" VZZ[<-

陈寿!0三国志1"裴松之注. 北京!中华书局"VZaV 年.
,37#," I7+6<)#.%&(/%52"#!"&##V-:J(%G/<S$</#%

I+,-L7%<>#%H%,-! 7̀+,-760>++& 3+:80,;" VZaV<-
范文澜! 0文心雕龙注 1.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VZT^ 年.
,!0," =#,20,<P::%212-%:/2%!"#7-2#&1&8B-:( 1:( 2"#

R1&6-:J %5 A&1J%:O >#%H%,-! /#+82#J1 G%.#"0.6"#
/6(2%17%,-D+61#" VZT^<-

范晔! 0后汉书1"李贤注. 北京!中华书局"VZWT 年.
,!0," h#<!"#;-/2%&8%52"#712#&;1: A8:1/28<S$<G%

l%0,<>#%H%,-! 7̀+,-760>++& 3+:80,;" VZWT<-
房玄龄! 0晋书1. 北京!中华书局"VZa[ 年.

,!0,-" l60,2%,-<;-/2%&8%52"#Q-: A8:1/28<>#%H%,-!
7̀+,-760>++& 3+:80,;" VZa[<-

傅汉思! #唐代文人!一部综合传记$"0美国学者论唐代
文学1"倪豪士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VZZ[ 年.

, !"0,&2#" D0,1 D< # O0,- G%.#"0.%! ) 3+:8+1%.#
>%+-"087;<$ A-/.+//-%:/%: 2"#7-2#&12+&#%52"#!1:J
A8:1/28 ,8 PG#&-.1: 9."%'1&/< S$< =%22%0: D<
K%#,7061#"< I70,-70%! I70,-70% ),*%#,. >++&1
/6(2%17%,-D+61#" VZZ[<-

龚斌! 0陶渊明集校笺 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VZZW 年.

,N+,-" >%,<R%G*-'12-%: 1:( R%GG#:21&8%: 2"#R%''#.2#(
$%&0/%5!1%E+1:G-:J<I70,-70%! I70,-70%),*%#,.
>++&1/6(2%17%,-D+61#" VZZW<-

何诗海!#齐梁文人隶事的文化考察$" 0文学遗产1 [
%YUUT&! Y\2\[.

,D#" I7%70%<#)362.6"02_(1#"40.%+, +4#".7#)22#-+"%#1+9
.7#G%.#"0.%%, .7#q%0,$ G%0,-R;,01.%#1<$ 7-2#&1&8
;#&-21J#[%YUUT&! Y\ \[<-

何晏集解"邢昺疏! 0论语注疏1"0十三经注疏1"阮元校
刻.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VZZa 年.

,D#" h0,<S:2#&*&#212-%: %5P:1'#.2/<S$<l%,->%,-<!"#
!"-&2##: R%:5+.-1: R'1//-./D-2" P::%212-%:/<S$<F60,
h60,<I70,-70%! I70,-70%),*%#,.>++&1/6(2%17%,-
D+61#" VZZa<-

胡宝国! #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 0文史1 [ %YUUZ&!
VTV2VaV.

,D6" >0+-6+<#A,+52#$-#!%"1.! O7#G#0",%,-).:+187#"#
%, .7#I+6.7#", R;,01.%#1<$ $#: 9"-[ %YUUZ&!VTV
VaV<-Q

胡大雷!#中古时期家族对儿童的*文学+教育$"0梧州学
院学报1V%YUU^&!WZ2aa.

,D6" R02#%<#O7#G%.#"0.6"##$6*0.%+, +9.7#*7%2$"#, %, .7#
P#$%#40237%,0<$ Q%+&:1'%5$+H"%+ I:-6#&/-28 V
%YUU^&! WZ aa<-

李百药! 0北齐书1. 北京!中华书局"VZaY 年.
,G%" >0%;0+<4%%0%5@%&2"#&: Y-<>#%H%,-! 7̀+,-760>++&

3+:80,;" VZaY<-

李昉编! 0太平御览1. 北京!中华书局"VZWU 年.
,G%" !0,-<S$<CG*#&-1')#1(-:J/%52"#!1-*-:J F&1<

>#%H%,-! 7̀+,-760>++& 3+:80,;" VZWU<-
222! 0文苑英华1. 北京! 中华书局"VZTW 年.
, <<-:#/24'%//%G/-: 2"#T1&(#: %57-2#&12+&#<>#%H%,-!

7̀+,-760>++& 3+:80,;" VZTW<-

李延寿! 0南史1. 北京! 中华书局"VZaT 年.
,G%" h0,17+6<P;-/2%&8%52"#9%+2"#&: A8:1/2-#/<>#%H%,-!

7̀+,-760>++& 3+:80,;" VZaT<-

)V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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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扬! 0清流文化与唐帝国1.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YUVW 年.

,G6" h0,-<7-2#&%.&1.81:( FG*-&#! P92+(8%5=%'-2-.1'
R+'2+&#%52"#!1:J A8:1/28O>#%H%,-! /#&%,-B,%4#"1%.;
/"#11" YUVW<-

宫崎市定! 0九品官人法研究222科举前史1"韩昇/刘建
英译. 北京! 中华书局"YUU^ 年.

,P%;0L0&%" C*7%10$0<P)#/#1&." %: 2"#@-:#C&1:098/2#G!
4#5%&#2"#F&1 %5SG*#&-1'FU1G-:12-%:OO"0,1<D0,
I7#,-0,$ G%6 d%0,;%,-< >#%H%,-! 7̀+,-760 >++&
3+:80,;" YUU^<-

沈约! 0宋书1. 北京! 中华书局"VZa[ 年.
, I7#," h6#<P ;-/2%&8%52"#9%:J A8:1/28O>#%H%,-!

7̀+,-760>++& 3+:80,;" VZa[<-
石声汉! 0四民月令校注1. 北京! 中华书局"VZWT 年.
,I7%" I7#,-70,<R%G*-'12-%: 1:( R%GG#:21&8%: 2"#9-G-:

E+#'-:J<>#%H%,-! 7̀+,-760>++& 3+:80,;" VZWT<-
汪荣宝! 0法言义疏1. 北京! 中华书局"VZ^a 年.
,=0,-" F+,-(0+<P::%212-%:/2%B%(#'918-:J/<>#%H%,-!

7̀+,-760>++& 3+:80,;" VZ^a<-
王利器! 0颜氏家训集解1. 北京! 中华书局"VZ^U 年.
,=0,-" G%?%<!"#̀ 1&-%&+G%5<1G-'8S:/2&+.2-%:/%5B1/2#&

E1:<>#%H%,-! 7̀+,-760>++& 3+:80,;" VZ^U<-
魏征! 0隋书1. 北京! 中华书局"VZa\ 年.
,=#%" 7̀#,-<;-/2%&8%52"#9+-A8:1/28<>#%H%,-! 7̀+,-760

>++& 3+:80,;" VZa\<-
萧统编! 0文选1"李善注. 北京! 中华书局"VZ^W 年.
,l%0+" O+,-<S$<9#'#.2-%:/%5)#5-:#( 7-2#&12+&#<S$<G%

I70,<>#%H%,-! 7̀+,-760>++& 3+:80,;" VZ^W<-
萧子显! 0南齐书1. 北京! 中华书局"VZaY 年.

,l%0+" %̀@%0,<P ;-/2%&8%52"#9%+2"#&: Y-<>#%H%,-!
7̀+,-760>++& 3+:80,;" VZaY<-

严可均辑! 0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 北京! 中华
书局"VZT^ 年.

,h0," A#H6," #$<R%''#.2#( 7-2#&1&8$%&0/5&%G P:2-K+-28
2"&%+J" Y-: 1:( ;1: 2%2"#9-UA8:1/2-#/<>#%H%,-!
7̀+,-760>++& 3+:80,;" VZT^<-

姚思廉! 0梁书1. 北京! 中华书局"VZa\ 年.
,h0+" I%2%0,<P;-/2%&8%52"#7-1:J A8:1/28<>#%H%,-!

7̀+,-760>++& 3+:80,;" VZa\<-
222! 0陈书1. 北京! 中华书局"VZaY 年.
, <P;-/2%&8%52"#R"#: A8:1/28<>#%H%,-! 7̀+,-760

>++& 3+:80,;" VZaY<-
刘义庆! 0世说新语笺疏1"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 北

京! 中华书局"YUUa 年.
,G%6" h%?%,-<@%2#/2%O7#O02#1+9.7#=+"2$<S$1<G%6

l%0+(%0+ 0,$ h6 d%0@%< >#%H%,-! 7̀+,-760 >++&
3+:80,;" YUUa<-

赵树功!#论古代文艺思想中的文才尊奉观念$"0文艺研
究1Y%YUVY&! TZ2W^.

, 7̀0+" I76-+,-<#O7#G%.#"0";O02#,.=+"17%8 %, ),*%#,.
37%,0$<7-2#&12+&#1:( P&292+(-#/Y%YUVY&! TZ W^<-

钟嵘! 0诗品集注1"曹旭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VZZ[ 年.

, 7̀+,-" F+,-<P::%212#( R&-2-K+#%5=%#2&8<S$<30+l6<
I70,-70%! I70,-70%),*%#,.>++&1/6(2%17%,-D+61#"
VZ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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