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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直以来学界关于 《文心雕龙》与庄子的交叉研究，主要集中在 《庄子》对 《文心雕龙》的影响、 《文心雕

龙》对庄子创作、艺术精神的沿袭及创新、二者文献关联即 《文心雕龙》对 《庄子》义理、术语、事典、语辞等借

用或化用，等等。笔者目力所及，率先以对 《文心雕龙》批评庄子详情展开研究的是高林广先生的 《〈文心雕龙〉的

〈老〉〈庄〉批评》［高林广：《〈文心雕龙〉的 〈老〉〈庄〉批评》，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
第１期］，高先生在文中老、庄并评，分析义理，颇为翔实；次年，罗蔷薇女士在 《〈文心雕龙〉征引诸子文献考》

中，钩沉出 《文心雕龙》征引 《庄子》条目之具体情况；尔后，高林广先生在专著 《〈文心雕龙〉先秦两汉文学批评

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版）中设专章，对 《文心雕龙》批评 《老》《庄》作更加细致入微的阐述；期间亦有刘生

良先生在其 《〈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三章魏晋南北朝———庄学盛世下文学阐释接受
的强势推进之第二部分：刘勰 《文心雕龙》与 《庄子》中，从儒道佛兼取体系下 《文心雕龙》对庄子其人其书的直

接评述，《文心雕龙》具体写作中对 《庄子》的征引和化用，《文心雕龙》文学理论对 《庄子》的吸纳接受与发展等

三个方面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孔娜娜女士则直接以 《文心雕龙》对 《庄子》的接受为研究对象 （孔娜娜：《〈文心

雕龙〉对 〈庄子〉的接受》，陕西理工大学学位论文，２０１９年），具体而微地对二者关系做深入探讨；上述诸文，都
是 《文心雕龙》与 《庄子》交叉研究领域的金玉、竹柏，虽异质而同贞，本文就是在高、刘、罗、孔四位学者弘论

的基础上，选择更为细小的角度，分条理析、系统论述 《文心雕龙》直接批评庄子的详情，属 《文心雕龙》批评庄

子问题的进一步细化、深化，亦可视为对四位学者文章的拾遗、补阙。

《文心雕龙》批评庄子研究

胡　辉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 文学院，云南 临沧 ６７７０００）

摘要：《文心雕龙》全书６个篇目８次直接论及庄子，对庄子思想、文艺观、作品风格展开全面批评，所
言大体客观中肯，代表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批评的最高水准。具体、细致地解析这些评价，一来对 《文

心雕龙》与庄子的交叉研究有所补阙，二来有助于规避以今人文学史观眼光评骘刘勰批评庄子的误区，

最大限度还原刘勰批评庄子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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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心雕龙》论及先秦两汉作家逾一百人次，

可谓 “上下百家，体大而思精，真文囿之巨观”［１］，

庄子就是文心艺囿中的一员，并引起学界关注①，

笔者注意到 《文心雕龙》在 《明诗》《诸子》《论



说》等６个篇目中，８次论及庄子①，代表魏晋南

北朝时期庄子批评的最高水准，对我们研究庄子有

重要意义；故对 《文心雕龙》直接批评庄子详情，

辨析如下，以求教于方家。

一、《文心雕龙》批评庄子条目汇编

《文心雕龙》② 全书５０篇，其中 《明诗》 《诸

子》《论说》《情采》《时序》《知音》共６篇共８
次论及庄子，遍及 《文心雕龙》文体论、创作论、

文学评论，详见表１。下文就依表中次序详述并评
论刘勰批评庄子的得失。

表１　 《文心雕龙》批评庄子条目汇总表

序号 评论 篇目出处 备注

１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

告退，而山水方兹

《文心雕

龙·明诗》
文体论

２

逮及七国力政，俊硋鱋起。

盂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

道以翱翔，墨翟执俭确之教，

尹文课名实之符……

《文心雕

龙·诸子》
文体论

３
是以庄周 《齐物》，以论为

名；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

争途矣

《文心雕

龙·论说》
文体论

４

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

饰也

研味 ［李］孝老，则知文质

附乎性情；详览庄韩，则见

华实过乎淫侈

《文心雕

龙·情采》
创作论

５
是以世极箏鍃，而辞意夷泰；

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

之义疏

《文心雕

龙·时序》

文学

评论

６
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

此庄周所以笑 《折杨》，宋

玉所以伤 《白雪》也

《文心雕

龙·知音》

文学

评论

二、《文心雕龙》文体论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从 《明诗》到第二十五篇 《书记》都是文体

论，其中 《明诗》《诸子》 《论说》３篇对庄子展

开直接批评，详见下文。

（一）《文心雕龙·明诗》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明诗》是 《文心雕龙》的第六篇，也是文体

论的开篇，黄侃先生认为此篇在文体论中居引领地

位，他说： “古昔篇章，大别之为有韵无韵二类，

其有韵者，皆诗之属也。其后因事立名，支庶繁

滋，而本宗日?削，诗之题号，由此隘矣。彦和析

论文体，首以 《明诗》，可谓得其统序。”［２］这是一

篇诗史，专门阐明诗体的源流、诗歌发生发展的规

律，较为具体地结合作品，循序考察汉、魏、两晋

以至刘宋初年诗歌的历史演变，纵论各个时期代表

作家、作品及成就。

在论及宋初诗歌创作的变化时，就关涉庄子，

他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

方兹。”笔者认为，刘勰此说关涉到中国诗歌尤其

是山水诗的流变，评语十分精当，显示出卓越的鉴

赏、分析能力，详解如下。

首先，“在东晋诗坛上 ‘庄老’与 ‘山水’并

不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它们共同存在于士族文学这

一大系统中，构成了东晋士族文学的双重主题。”［３］

而刘勰是以文学史眼光来看待山水诗发展，恰当表

述了 “庄老”与 “山水”，玄言诗和山水诗之间的

关系是 “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

情。”［４］由于 “刘勰 《文心雕龙》限于体例，其

《明诗》诸篇论历代文学，详论仅至于东晋，而刘

宋之 ‘近代以来’的文学，一般仅用概论的方法

略加评论，尽管其理论批评有针对当时文坛的批评

意旨”［５］，如何理解 “庄老告退”就成了关键。

故此，罗宗强先生就说：“刘勰所说的 ‘庄老

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不确切的，老庄之人生境

界进入文学，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山水意识

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６］葛晓音先生主张

“‘庄老告退’如仅指文学中玄言成分的消退，确乎

６１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①

②

囿于个人水平，本文仅只就 《文心雕龙》中直接批评庄子的内容，认真加以钩沉训诂、析理弘义，故与高林广

先生、刘生良先生、罗蔷薇女士、孔娜娜女士梳理 《文心雕龙》批评庄子条目数量有所出入，特此说明。高、刘、

罗、孔四位学者，在 《文心雕龙》与庄子交叉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本文撰写也颇受上述几位学者启发，一并致谢。

本文所引 《文心雕龙》原文，皆出自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文中未说明者同，
不一一标注。



不错，如果理解成思想界玄风的告退，则又未必然

了。……山水诗在宋初大行于世后，玄学佛学仍然

契合无间，而且更加兴盛，玄谈之风直接到隋初才

稍见革除。”［７］综合罗、葛二位学者的观点，可发现，

刘勰谓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是发现了玄言诗对

山水诗在思想情趣上的促进作用，二者都是庄老思

想的旨归，一方面，玄言诗借山水自然寄托诗人的

玄学感悟，增加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山水诗从玄

言诗中孕育变化出来的，在具体的诗篇内容上，言

玄理与山水描摹结合起来，凸显出自然山水的审美

价值，从而具有丰腴的审美意趣，更重要的是 “刘

勰之语强调了 ‘庄老’与 ‘山水’之间的差异性，

……如果不强调 ‘庄老’与 ‘山水’之间的差异

性，则无法说明诗歌从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型。”［３］

其次，刘勰说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是以

谢灵运为宗、为最的。詹
(

先生谓：“案谢灵运诗

喜用老、庄，而此云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者，盖山水诗化庄、老入山水，一扫空谈玄理，淡

乎寡味之风也”［８］２０８，南朝宋初的山水诗中仍有庄

老玄言，谢灵运是山水诗的积极倡导者，且谢诗仍

具备玄言意味，多见玄言诗句，如王世贞说：“汉

魏间诗人之作，亦与山水了不相及。迨元嘉间，谢

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务穷幽极妙，抉山

谷水泉之情状，昔人所云 ‘庄老告退，而山水方

滋’者也。宋齐以下，率以康乐为宗。”［９］又沈德

潜认为：“刘勰 《明诗篇》曰：‘庄、老告退，而山

水方滋。’见游山水诗以康乐为最。”［１０］

最后，刘勰所谓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

实质是 “庄老”并未全尽退去，山水诗在 “庄老”

的滋润下滋长为诗体之一格，故陶礼天先生指出：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实质是 “诗歌中偏好议

论说理、直接表达庄老玄理的玄言诗风已经消歇，

而追求山水形似的描写以及借助这种描写来抒情达

理的写作山水诗的风气正在兴起。”［５］陶先生的评

骘是公允和中肯的，算得上刘勰的知音了。

（二）《文心雕龙·诸子》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先秦诸子之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为我国

哲学的渊薮，作为哲理散文的子书是先秦学术思想

的结晶，更是我国的文学史上灿烂的高峰，旷古绝

今，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心雕龙列诸子为辞章的一

体，《诸子》篇对先秦以迄魏晋的诸子之书，述流

别、评优劣，在论述先秦子书时，由经学谈到文

学，举孟轲、庄周等九流十家的著作揭示其特色，

再由文学笼圈子学，熔子学于文学范畴，具体到庄

子，刘勰说 “述道以翱翔”，言简意赅地概括出了

《庄子》的基本面貌，既是肯定性的评述，也正抓

住了 《庄子》想象丰富，驰骋于天地之间的风格

特点，符合 《庄子》的创作实际，详情如下：

一方面， 《庄子》散文堪称先秦诸子之翘楚，

“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１１］ 《文心雕龙》注意到

了 《庄子》的风格特点， “翱翔”，本指鸟飞，此

处用翱翔来说明逍遥自得，“述道以翱翔”指庄子

追求超脱于世外的逍遥自如与道翱翔的思想，即

“司马迁所谓 ‘其言洋自姿以适己’也，即述道

翱翔之旨”［８］６２８，十分精准地道出 《庄子》在论述

上逍遥自适、自由奔放的特点，“翱翔”有庄子所

追求的逍遥之意。且 “庄书首篇之所以会以庄书

中从未完整出现过的 ‘逍遥游’一词作为篇名，

乃是因为 《逍遥游》篇的主旨与 ‘逍遥游’的内

涵是贯穿全书的总纲，是连接所有问题的主

线”［１２］１１７，加上 “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祈向，首表现

于 《逍遥游》，《逍遥游》可以说是 《庄子》书的

总论”［１３］，可见，刘勰对 《庄子》的艺术表现形

式、特点有深刻的认识。

另一方面，刘勰用 “庄周述道以翱翔”来肯

定庄子之文的丰富内涵，虽然 “总的看来对 《庄

子》的文章特点和文学价值认识不清”［１４］１５７，但在

其所处的时代，却展现了他超越同时代评论家的文

学发展观、文学鉴赏趣味。如 《文选》有云：“老

庄之作，管孟之流，益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

本，今之所选，又亦略诸”［１５］２，也许是萧统认为

诸子之文不符合 “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１５］３

的标准，而刘勰将诸子之文列为专门一体，于此比

萧统的视野要广阔得多。

（三）《文心雕龙·论说》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论说》是 《文心雕龙》的第十八篇，专门研

究论、说两种文体，分开来阐述 “论”与 “说”，

内容丰富，持论辩证，对于今人写作，具有借鉴和

指导意义，就此，刘永济先生说：“论之为体，盖

著述之利器，而学术之千城也。其用有二：一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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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宗义，一以破彼异说。破而能立，然后敌黜而我

尊，邪摧而正显。是故此体之兴废，常舆学术相始

终。战国之世，百家争鸣，而诸子著作，亦各文辨

纵横，庄周齐物，针砭名家，荀卿礼乐，抵鞻墨

学，韩非显学，两非儒墨，荀卿解蔽，并弹诸家，

其最著也。”［１６］

《论说》详细说明 “论”的概念、类别及其从

先秦到魏晋时期的发展概况时论及庄子说 “是以

庄周 《齐物》，以论为名；……于是聃周当路，与

尼父争途矣”，见解精辟，符合实际。

首先， “齐物论”究竟是 “齐物”连读还是

“物论”连读，历来注释家见仁见智，但无论如何

刘勰注意到了 《庄子》对 “论”的意义和影响，

首推 《齐物论》，认为子书中以 “论”名篇者，

《齐物论》是之始和发端，并进一步肯定了 《齐物

论》是 “弥论群言”“研精一理”的代表之作，这

对推崇儒家经典文章持 “文源五经”说的刘勰来

讲，尤显他对 《庄子》有客观、深入、全面的

认识。

其次，“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聃周”即

老子和庄子。 “魏代自太和以讫正始，文士辈出。

其文约分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净简约，

文质兼备，虽阐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

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

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１７］，乃至玄风盛行。

刘勰谓 “聃周当路，与尼父争途”来形容当时老

庄思潮弥文苑，产生巨大影响，玄论与儒家思想争

胜联系正始时期的思想和创作实际，参酌刘勰用

“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肯定傅嘏、何晏、夏侯玄

等所作的论文，可见刘勰的这一论断是符合事

实的。

三、《文心雕龙》创作论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情采》是 《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一篇，全篇

专门、系统论 “文”与 “质”，是文术论的枢纽，

“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

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

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令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

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盖揉曲木者

未有不过其直者也”［３］，在 《文心雕龙》全书中占

有重要位置。

本篇指出自然界许多事物都有文采，相应地，

文章也当有文采，证明文章自然需重视藻饰绮丽，

并引用庄子、韩非的言论，如是评说： “庄周云，

‘辩雕万物’，谓藻饰也。” “详览庄韩，则见华实

过乎淫侈。”此说，一是刘勰对 “辩雕”产生了误

读，将他视作 “藻饰以辩雕”之文而予以批评，

二是这里固然有刘勰 “宗经”的思想，但也显现

了他对 《庄子》文章风格认识方面明显的不足。

首先，《庄子·天道》：“故古之王天下者，知

虽落天地，不自虑也；辩虽?万物，不自说也；能

虽穷四海，不自为也。”［１８］１３２高林广先生指出：

“《庄子》的意思说：古来为天下所归往的人，他

的明辨虽然周遍万物，但并不称道自己。显然，这

里并没有强调 ‘藻饰’，也不是谈文采和修饰的问

题，刘勰的理解有误。”［１４］１５９

其次，刘勰更以 “华实过乎淫侈”，来评价

《庄子》和 《韩非子》，显然对 《庄子》绚丽的想

象、夸张、显而易见的虚构，“以卮言为蔓衍。以重

言为真，以寓言为广”［１８］３４７的创作手法，及汪洋恣

肆、奔放不羁的散文体言说，认识不够充分。但笔

者认为，以 “宗经”为导向的刘勰 “试图把 ‘采’

说成是任何内在条件的必不可少的外在光彩，同时

又不能摆脱那种与之对应的焦虑：修饰性文采不过

是装饰而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真正的美只能来

自内部；而外在部分——— ‘辞’ （也就是文学的措

辞）和文彩只起到增强作用，尽管它们必不可少，

就像衣物少不了布、丝、毛等原料”［１９］，“文学作品

必须有文采，但文和采是由质和情决定的，文采只

起修饰作用，所以说 ‘辞者文之经，辞者理之

纬’”［８］１１５８，刘勰在把握 《庄子》风格的精髓上出现

的偏差，并不影响 《情采》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

上对文质关系的最好的阐释之一。

四、《文心雕龙》文学评论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一）《文心雕龙·时序》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时序》篇梳理和总结文学发展的历史，并申

述影响文学历史发展的社会政治因素，体现了刘勰

的文学发展史观，对后世文章写作、鉴赏、批评极

具指导作用。

《时序》全文跨越九代，在论述东晋时期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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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变，并总结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时，刘勰说：

“是以世极箏鍃，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

赋乃漆园之义疏。”“箏鍃”意思是遭遇困难；“漆

园”指庄子，庄子曾为漆园吏。全句译作：“世道

虽然非常艰难，文章辞意却平和安泰；写诗一定以

老子思想为旨归，作赋都是对庄子学说的疏

解。”［２０］５１３这点说明，刘勰对于这种文风同时代脱

节持否定态度，以及他对文学与时代风气的关系有

着深刻认识。

东晋诗坛玄言诗抽象议论老庄哲理，“有晋中

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

骋文辞，义单乎此。”［２１］沈约和刘勰看法一致；宋

书·谢灵运传钟嵘之论可作刘勰评论之佐证，他

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

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许询、

桓、庾诸公时，皆平典似 《道德论》，建安风力尽

矣。”［２２］故一些作品 “虽各有雕采”，但枯燥无味

内容空洞，结果是在艰难的岁月里脱离实际，没有

反映出东晋丧乱时代的风貌。

（二）《文心雕龙·知音》批评庄子详情及得失

《知音》是 《文心雕龙》的第四十八篇，论述

如何进行文学批评，涉及文学批评的态度、特点、

方法、基本原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

系统完备的文章鉴赏、批评的专论，王更生高度评

价 《知音》篇说：“当人们还执意地认为中国古代

没有系统完备的批评理论时，如果能回头来读一读

《文心雕龙》的 《知音》，相信他一定会幡然改

观的。”［２０］５４９

刘勰在指明 “观文者”如能深入鉴赏，就可

领会 “文情”时，指出 “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

浅售”，世俗的鉴赏者 “信伪迷真”，抛弃内容深

沉的作品，赏识内容浅薄的作品，提到庄子，说：

“此庄周所以笑 《折杨》，宋玉所以伤 《白雪》

也。”庄周所以讥笑人们爱听 《折杨》歌时，刘勰

的评价虽不尽然到位，但大体中肯、客观。

这里， “笑 《折杨》”，出自 《庄子·天地》，

曰：“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

胜也。”［１８］１２６曲高和寡是文学艺术活动中常见现象，

庄子感叹 《折杨》等古之俗中小曲令听者嗑然动

容、同声大笑，实则是受众文化层次、审美趣味、

经验等方面的不一致造成的，与鉴赏者的品德修

养、业务修养直接相关。难能可贵的是刘勰在谈到

《折杨》《阳春》 《白雪》等作品 “深废浅售”的

无奈后，提出 “博观”“见异”等体现艺术鉴赏普

遍原则的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今天看来是文学经典作品的 《庄子》“思想

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塑造，庄子审美体验

学说中的很多因子，都已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深层

文化心理”［１２］２２４，但在刘勰的时代却有着不同的见

解，刘勰对待庄子是客观而中肯、复杂而微妙的，

他在批评庄子的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思想、文学

认识，实质上是对庄子的再认识过程，由是，我们

不能完全用当下的文学史观来审视刘勰对庄子的接

受和批评，更应该探索的是庄子思想如何被刘勰融

会贯通并在 《文心雕龙》以何面目出现在读者面

前，如此才算没有曲解刘勰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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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图南是一位学者型文化名人，其既以中国
“有为”传统文化为基础，严谨地秉承融通 “内省”

的传统文化精神，又是坚定着 “良知”的马克思

唯物方法论者。目前其重要的文化身份———翻译

家，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楚图南的外国文学

译介大致经历了从学习到创作、历经狱中精神磨难

和精神指引的心理诉求、最终不忘独立人格的自由

精神。对于翻译的本质见解、经久不衰的翻译作

品、不断探索的翻译策略，这些承载了楚图南的重

要文化身份，也与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演变

一起建构起翻译家的身份。因此，有必要对楚图南

的译介活动和翻译思想进行深入探讨。

一、楚图南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

　　楚图南作为外国文学文化的译介者、传播者和
吸纳者，其译介活动与鲁迅、茅盾、郑振铎等其他

２０世纪的翻译家相似，他也是从博览国外文学名
著开始进行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楚图南的外国文

学译介发生于 “文化建构”的中国社会历史文化

语境，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又跨界 “他者”，



态度立场标记来吸引读者的情感，影响并说服读

者。对于英语母语作者而言，自我呈现立场的运

用有助于通过树立个人权威的身份来获得可信

度，表现出对自己观点、主张的信心；而中国作

者较少使用自我显现立场，倾向于在研究中淡化

自己的角色。本文对作者立场标记语的研究印证

了二语学术写作的修辞受作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影

响，特别是受本国语修辞的影响，这对于中国语

境下的学术英语写作和学术论文发表也具有一定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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