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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落士族劉拇身世探微

摘要

本文以劉雄、個人身世為主軸 ， 探討東竟劉輯、作為軍功集團後代的仕宣情

形。東堯劉氏在劉宋時期因軍功興起 ， 劉載、伯祖劉穆之曾經位高權重於當

時 ， 然而家族勢力隨後逐漸沒落 ; 劉棍、仕宣僅止於低階品級。蕭梁時代各

種文學集團林立 ， 士族文風頗盛 ， 然而因為高門大族講究地望 、 籍貫 ， 出

身低階士族的劉輯、未能一展長才 ， 劉藏在蕭梁一代僅見用於參與佛經的編

導息 ， 而其著作〈文心雕龍〉亦並未受當時重視。梁武帝摧用寒門乃至一般

士族掌握實際政治權力 ， 而劉雄、 因為專精文學而非行政 ， 始終未能任職要

官。本文從劉蟬的個人身世著眼 ， 反映南朝之沒落士族空負個人能力卻無

從發揮 ， 無奈於現實環境的現象。

關鍵詞:劉棍、東免劉氏南朝士族文學集團佛經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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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r奉時而騁績」的劉被

〈文心雕龍〉作者劉懿為東完莒縣人，歷經劉宋末、蕭齊、蕭梁三代。
劉懿家貧早孤，二十歲失估守喪三年後入上定林寺投靠沙門僧祐'協助
僧祐整理佛經，並研讀經典，居於上定林寺十多年期間寫作的〈文心雕龍) , 

則多反映積極入仕的心態。{文心雕龍﹒程器)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湖中，散

果以彪外。被稱其質，預章其幹。搞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
在任棟梁。窮則讀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若此文人，
應梓才之士矣! 2 

劉益且在〈序志〉篇中記載受孔子召喚的夢境，藉此表示自己受聖人所
託'寫作〈文心雕龍}以儒家之道為本，將聖人言論反映於作品中。劉血
本於儒家思想，希冀能夠「奉時而騁績J 且上定林寺位於南京紫金山，
高僧雲集，各王侯經常往返，在南朝四百八十個寺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劉懿入寺「依沙門僧祐J 頗有「終南捷徑」的意味。 3

i 本文關於劉棍、生平的年代採用近人牟世金先生的考定。牟世金， (劉棍年增匯考}
(成都:巴蜀書祉， 1988) 。

學!棍. (文心雕龍絲;主〉卷1O(程器) (台北:中拳書局. 1986 '四部備要集部，
于攀書局據原刻本校刊) • 16 0 

3 易健賢. (劉~‘三夢和他的「奉時以騁績」心態一一關於{文心雕龍}成書的思
考) • (貴州教育學院院報(社會科學版) ) 1 (貴州. 1996)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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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書成。「皇軍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

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平之於車前，狀若貨幫者。」 4劉fÆ千方百計想認

識吏部尚書沈約，以攔車的方式等候。終於受沈約推薦'起家奉朝請，進

入仕途。劉蟬 24 歲入定林寺， 37 歲得沈約推薦'起家奉朝請;遂與當時

文士交流。「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切之J 梁天監 19 年昭明太子及其
門下「昭明十學士」等編黨{昭明文選) , (昭明文選〉的選文多為劉懿

〈文心雕龍〉曾評論的文章。然而劉懿既為昭明太子「深愛 J 時為東宮

舍人的他為何在 55 歲，上書自請出家?南朝官僚致仕制度多以七十懸車作

為告老還鄉的年齡6 , 70 歲致仕在齊朝曾一度制度化。劉蟬的才能若為皇

室所用，為何在蕭梁年間編黨的文選〈華林遍略〉、〈通史〉、〈歷代賦〉、

〈古詩文苑英華) ，均無劉蟬出力的痕跡?劉懿〈文心雕龍〉是在上定林

寺定居時所做，書中鮮有佛語在〈文心雕龍﹒序志〉也表露出劉懿積極

入仕的決心。以儒家思想為本的他卻為何在步入仕途以後，僅只是參與佛

經的編寡?劉蟬撰文的長才可在〈文心雕龍〉略窺究竟，蕭梁皇室為何捨

劉輯之長，一再命令劉fÆ參與編慕佛經?劉懿僅為「參與」編黨佛經，而

非主導其事，是否表示劉蟬實際並未受重用?

本文從劉懿及其文「未被時流所稱」 8的現象探討著眼，首先以劉蟬的

家世出發，祖父劉靈真及伯祖劉秀之、父親劉尚以及劉蟬本人的官品在蕭
梁時代的等級象徵'說明曾以軍功起家的東亮劉氏沒落情形。第二部分探

4 姚思眉鞋. (梁書〉卷 50 (劉棍、傳) (台北:台灣商務. 1988) '411 。

5 姚思祿. (梁書〉卷 50 (J'J提﹒傳) .411 。

6 蕭子顯﹒〈南齊書〉卷 6 (明帝紀) r 永明 7 年」條車~A卸史中丞沈淵表奏 r 百
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

7 (文心雕龍}一書中，佛語僅見的〈論說篇〉的「般若」、「團 ilJ 0 

8 姚思康. (主要書〉卷 50 (劉蝦、傳) • 41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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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齊梁時代的文學集團，文士交流仍多限於士家大族，如竟陸八友、昭明

十學士;劉蟬的未獲重視，是否也反映了南朝閥閱之別?梁武帝雖燿用一

股世族乃至寒人，但多著眼於官僚行政上的能力，長於文學、佛理的劉越
是否因此宮位始終是低階的清職?最後稍加介紹蕭梁時期佛經的編黨情

形，見諸史籍記載的是111懿撰寫僧人的傳記、劉懿跟隨僧祐整理佛經、以

及受梁武帝之命參與編黨佛經的事跡。文末將本文所探討的大事與劉懿個

人的經驗作對照。希冀從東亮劉氏與當時文學世家的關係、劉蟬個人能力

以及南朝官員選拔之背景，管窺在南朝蕭梁一代，沒落士族劉fÆ在當時政

治、文化結構中的可能意義。

一、東免劉氏的家世探討

根據王伊同先生〈五朝門第〉考察東亮劉氏家第如表:

「劉欽之

劉爽一劉仲道 ! 劉秀在一劉景遠
← 111粹之
」劉靈真一一-劉尚一一-劉懿

劉肥..................劉穆之一一劉式之一可-劉歇一可-劉祥

(西漢 L劉衍

」劉慮之

資料來源:王伊同{五朝門第) (下) (十一)東亮莒人劉氏

(香港新界沙田:中文大學出服社. 1978 ) 筆者在此僅作部分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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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官位與品級

東亮劉氏為南朝南下之僑姓世族。劉穆之為劉宋時期開國元老，因軍

功拔握為前軍將軍、南康郡公、司徒，食芭三千戶 9權重一時。劉秀之在

南朝宋時官至司空，為一品宮。 10劉穆之、劉秀之均被追贈三公，食芭千

戶以上，為當時顯赫世族。蕭齊時期，劉fÆ之父親劉尚曾任越騎校尉 (4

品)。劉懿本人最高官至步兵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梁武帝天監 7 年改革

官品，將九晶晶秩改為文官 18 班、武官 24 班 。劉懿起家奉朝請 ( 2 班) , 

後兼中軍臨川王宏記室 (6 班) ，轉車騎倉曹參軍(3班)、太末令、步兵

校尉兼東宮通事舍人(兼職為 l 班) ，若換算成九品官人法的品級，皆約

莫 7 品官上下。 11劉懿歷任之宮職皆大抵尚在清官之列，位清且實權亦不

重，但與一般高門士族比較，存在著明顯差異。劉懿叔祖劉秀之任司空( 1 

品) ，而劉懿最高任職步兵校尉兼東宮遇事舍人(東宮通事舍人之兼職相

當 7 品) ，東亮劉氏一族官僚生涯顯然是逐漸沒落中。

奉朝請為一種加官虛銜， (宋書 ﹒百官志下 ) : r奉朝請，無員，亦

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

請召而已。」 l2南齊永明中，任「奉朝請」之名者有六百餘人。 13劉懿 37

歲起家奉朝請，高門士族吳興沈約亦起家奉朝請，然而沈約是在 21 歲即入

允約. (宋書) (下)卷 42 (劉秀之傳)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百納本二十

四史. 1988) .752 0 

10 沈約. (宋書) (下)卷 81 (劉穆之傳) • 1186 0 

11 本文官品的換算，參照闊步克先生的說法 。見聞步克. (品位與職位一一秦漢魏
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 (北京:中拳書局 .2∞2) . 357-359 。

12 沈約. (來書) (上)卷 40 (百官志下) • 719 0 

IJ 蕭子巔. (南齊書〉卷 16 (百官志)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百納本二十四史，

1988) .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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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士。同為奉朝請之起家官，吳輿沈氏年 20 初即入仕'入仕年歲之差別亦表
示了地位之分。 14

魏晉南朝軍府下管轄的官員品級依軍府府主本身的品級而定，官府屬

吏的品級是受長官之品級所制約決定。劉懿任職中軍臨川王蕭宏之記室、

車騎將軍夏侯詳之倉曹參軍、仁威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地位品級亦受長官

蕭宏、夏侯詳、蕭績影響 。 以梁天監以後的武官 24 班視之，班數越多，其
官愈重要 。 中軍將軍蕭宏為 23 班(3品)、車騎將軍夏侯詳為 24 班 (2

品)、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續為 16 班。劉懿之長官班數既為節節下滑，是否

意味著劉懿本人地位亦漸漸剝蝕?

東亮劉氏雖然在晉宋之際曾因軍功顯貴，官至一品司空，傳至劉懿卻

沒落至「家貧，不婚娶」 l5 。〈南史﹒劉祥傳〉 記載劉I祥被高門司徒褚彥

稱呼為「寒士 J r寒士」雖非等同於「寒人 J 的劉祥既然為劉穆之的
會孫，卻被如此稱呼 。 可見東完劉氏一家之沒落 。

(二) 軍功之家東免劉氏

根據毛漢光先生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區別士庶之標準， 三代之中有

二代居官五品以上者爵士族;稍有門資聲望，父、祖曾任官，並未達士族

標準者，視為 「小姓 J 其餘為寒素 。 17汪征魯先生〈魏晉南北朝選宮體

M 姚思康. (梁書〉卷 1 ( 武帝紀土) r f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史 J 世
家大旗在 20 歲即可以入仕，一般士族或是寒門得年過 30 才能入仕。 -'

15 姚思廉. (梁書〉卷 50 (劉揖傳) • 410 。

16 唐長孺， (t賣史釋詞) .收錄於{鈍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 254-262 。唐長孺先生
特舉史書記我 r.寒士」數例，說明 r .寒士」仍屬於士人階層，絕非寒人 。

1 7 毛;美光.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7) . 140-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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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研究〉強調士庶之分應參考文化(經學)、地域、時空等因素。 18士族
與寒門之劃分為相對而言，因為家門時有升降，寒門藉由任官步入低等士
族尚稱可能，但要躍入高門大族則絕對困難。在士庶區分嚴格的東晉南朝，
東亮劉氏雖非高門大族，卻也不是寒門庶族;東亮劉氏勉強可列入次級士

族 。 但劉氏叉與一般士族不同。劉蟬叔祖劉秀之以軍功起家，軍功之家在
南朝表示的意義可以作為觀察劉起身世的一個重要角度。

宋文帝劉裕代晉，以百餘人的力量帽起於京口，率領寒微兵家北伐;

於是一群社會位望不高的家族因軍功興起，東亮劉程之跟隨劉裕，立下汗
馬功勞， ~J宋建立以後，劉穆之任左僕役、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內
總朝政，外供軍旅，權傾一時。"這些軍功士家的政治生涯與軍事結構的

變遷也有著密切關係 。 南朝宋、齊王權的建立，以長江下游的京口軍團為
主 ;梁朝時期，則是以長江中游的荊襄軍團為中心。 20南齊蕭道成代宋，

自然疏遠原本憑藉京口軍團發跡的劉氏，而東亮劉氏由於失去軍權的掌
喔，勢力受到影響。另一方面，由於南齊前期軍事戰爭相對減少，軍功之
家若非往文化發展，即會面臨沒落一途。 21劉懿個人在梁朝，代表藉以武
轉文的方式，企圖擠身豪門士家;然終因高門自成一圈的閥閱之別而未能

盡意。

18 玉征魯. (魏晉南北朝邊官制度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 68-69 • 
" 陶希聖. (南朝士旅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上)創來) • (食貨月刊) 4: 8( 台北，

1974) . 5 。
" 陳寅悔. (述來晉主導之功業) (金銘館叢摘初編)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01) . 69. 
21 方北辰. (鈍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 • (台北文i拿出版社. 1991) . 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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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學集團

(一) 南齊時期的「竟陵八友」

南齊時以蕭子良為中心西郎文學集團「竟陸八友 J 正式形成時間應

是在齊武帝永明 5 年，蕭衍、謝跳、王融、蕭臻、范雲、任明、陸僅在西

部揪籠山(南京城東北) ，成為文人薔集之文化中心。 22竟陵八友皆才華

出泉，為當時所著名的文士。竟陵八友文學集團的成立，除了彼此之間相

識時間久、才華誠然冠冕於當時以外，也有文人彼此交遊攀附以獲取名聲

的社會因素。南齊永明年間，至少有四個文人集團活躍於當時，王儉集團、

蕭子良的永明集團、蕭疑集團、蕭子隆集團， 23為文人才士雲集之中心。

其中叉以琪哪王氏王儉為最核心的集團;蕭道成代齊，王儉有「佐命之功J'
王儉博學強記，喜用典，影響至蕭子良為首的文學集團。這些文學集團多

以門第互稱，很此交遊攀附。

竟陵八友從事禮佛活動亦多，其中永明十年(492) 竟陸王蕭子良請求

沙門僧祐去三吳講經，僧祐與蕭衍等人相識，文人也多以事佛為好，劉懿

既然在永明 8 年即「入定林寺，依沙門僧祐 J 劉懿應是有機會藉由僧祐

與竟陵文人結識的。齊武帝建武五年 (498) ，上定林寺釋法獻卒亡，法獻

22 劉躍進， (門閥t坐在奈與永明文學) (北京:生活、損害、新知三聯書店， 1996) , 

28-29 0 接劉躍進的說法，竟陵八次最遲至永明五年已然形成。時年沈約 47 歲、
平雲 37 歲、任防 28 歲、謝跳及蕭衍 24 歲、王敵 21 歲、蕭深 20 歲左右、陸俊 18
"'"。

封 閉采平， (士庶關條與齊梁文學集團) , (文學遺產) 3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院文學所， 1994) , 27-2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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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弟子釋僧祐為之造碑墓側，時為丹陽尹的沈約為釋法獻製艾。 24建武 5

年劉蟬己入定林寺八載，若僧祐為其師造碑、沈約製文，費j聲:亦應該有機

會與沈約結識，為何遲至梁初 〈文心雕龍〉已成，劉蟬尚得裝作「貨幫者」

擋在沈約車前，才能將〈文心雕龍) r干書」沈約?沈約喜與文士交往，

譬如儒學冠於當時的劉青鼠，沈約虛心拜謂;劉珊養子劃顯也以儒學聞名於

世，時為太子少傅的沈約引薦劉顯為「五官橡 J 0 2S而東亮劉懿卻得需要

花費一番功夫才能見著沈約，待遇的差別相當程度上顯示了當時門閥之區

隔 。

(二) 蕭梁時期的文學集團 26

蕭梁時期，文風鼎盛。〈南史﹒文學傳〉

自中原沸騰，五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

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

集。 27

2< (祭)慧絞等t異， (高僧傳合集) (上海:上海古繪出版社， 1995) 0 0要)慧
紋， (高僧傳〉卷 13 (興福第八齊釋法獻 11 、齊釋法獻 12) '89-90 。

25 姚思泉， (祭書〉卷 40 (劉顯傳) '329 。

26 蕭察時代文學集團可大致粗分為三:以裴子野、劉之遴為首，依附在禁武帝蕭衍
的周圍，主要貢獻在考古、校蟬，如裝子野撰{來略〉、劉之遴校{漢書〉、劉
靈識刪減〈尚書)另為在晉安玉蕭鋼身旁的徐陵、徐論、祭肩吾等，編革宮燈
詩{玉台新詠) ;另外是昭明太子的東宮文士，如劉孝綽、陸偉、王筠、到洽等，
而創棍、〈文心雕龍〉顯現的「折衷」、 ril變」思想，與昭明太子文學主張大抵
相通。見周勵初， (祭代文論三派述要) , (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 (南京，

江a省新拳書店， 1999) '230-253 0 本文I!~探討以昭明太子為首的東宮集團。

27 李延壽， (南史〉卷 72( 文學傳)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百納本二十四史，

1988) '7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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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昭明文選》與《文心雕龍》

以昭明太子為首的東宮文學集團，編黨〈昭明文選) ，文選選入先秦

到梁代(約前的0-526 )近一千年、一百三十位作家、六百七十六個篇題

的作品。〈昭明文選〉雖多有收入自秦迄梁的文學評論著作，如曹丕的 〈典

論論文〉、摯虞的〈文章流別論〉、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 ......。劉

蟬的〈文心雕龍〉與鍾嶸的〈詩品〉中所評論的著作， (昭明文選〉大都

收入 28然而〈昭明文選〉卻也並非與〈文心雕龍〉如此相契合， (昭明
文選〉與〈文心雕龍〉只在選錄與評論的作家、作品上頗多重疊，卻不必

然意味著〈文心雕龍〉受昭明太子等人重視。"歷屆學者研究〈文心雕龍〉
與〈昭明文選〉多以〈梁書﹒劉懿傳) r昭明太子深愛接之」出發，說明

劉蟬的〈文心雕龍〉與〈昭明文選〉關係頗密切，且〈文心雕龍〉將文體
分做 33 類(若加〈文心雕龍﹒辨騷篇) r騷體」類，則為 34 類) ，與〈昭

明文選〉分文章為 37 類，分類之項目大抵類似。 30然而這並不代表(昭明

文選〉的編慕深受劉攝的影響。〈文心雕龍}多次批評摯虞的文章， (昭

明文選〉延用摯虞〈文章流別集〉的文章體類名稱;劉fÆ褒揚四言詩貶低

五言詩， (昭明文選〉推崇五言詩。劉懿注重文學政治教化的社會功能，

{昭明文選〉介紹多種文體(文心雕龍〉所評論的文章年代多久遠，評

論古文詳細而時文省略， (昭明文選〉選文則以與年代時間相隔較為接近

"屠守元， (文選導讀) (成都:巴蜀書祉， 1996) '12. 

" 陳學舉， ( (文選}與{文心雕龍〉對史~~:文章評錄標準之差異) , (文藝學研
究) 118 (南京:河海大學人文學院 '1998.12) '40-43. 

m 穆克宏， ( (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條) , (臨 i斤師-4-學報) 18 : 2 (福建，
1996.04) '4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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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為主。 31 (昭明文選〉與〈文心雕龍〉實際上差異之處甚多，關係

並非相當密切。

昭明太子喜好文士，當時的才學之士，都集中在昭明太子的東宮附近。

昭明太子蕭統曾撰古今典詰文〈正序) 10 卷、五言詩〈文苑英華集) 2。

卷，唐代時均亡候 32另外尚有〈文章英華) 20 卷、〈昭明文選) 30 卷 。

昭明太子其間所編著的書籍有一百卷以上。才學之士幫助昭明太子編集群

書，其中最著名的是「昭明十學士」 33 。「昭明十學士」中，現那王錫、

王規、王筠、范陽張續、張緬、吳都陸僵、吳郡張率、陳郡謝舉、彭城劉

孝綽、彭城到恰'皆為高門大族。「昭明十學士」的設立，應為天監 11

年 (512) ，蕭統時年 12 歲;而昭明十學士的年歲由 43 歲(陸僵)到 14

歲(張績和王錫)不等。天監 11 年，劉蟬 46 歲，劉fÆ於前一年已為仁威
南康王蕭績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昭明書台在「蔣山定林寺後山北高峰上」

34與蕭績任職於南徐州、I (京口)相距甚遠。劉懿當時雖兼任東宮通事舍人，

似乎並未受昭明太子重用，而是跟隨蕭績於南徐州、卜〈昭明文選〉編慕的

31 趙福海， ( (文心 ﹒時序}篇與〈文選}時義觀比較研究〉收入於《文心雕龍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2∞0) ， 6ω-626 。且〈文心雕龍〉
要求作家改變「近附而遠疏」的風氣， {昭明文選〉所收數宋齊作品相當多，二
者之比較，亦可見王運熙、楊明， (靈鬼晉南北朝文學批評史) , (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 '1989) '280-281. 多所論列。

31 居守元， (文選導積) '21 。

J3 蕭子顯， {南史}卷 23 (王~傳) '272. r (五)錫，字公蝦......這太子洗鳥，
時昭明太子尚幼。初，武帝敕錫奧秘書郎張鑽使入宮，不限日紋，與太子游神，

情兼飾友。又敕陸佳、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舍、張緬為學士，
十人畫一時之遲。」可尋得「昭明十學士」之名。

l4 (家新安)張教頭編， (明新安)失或校， (六朝事蹟綺類〉卷土 o要昭明
書台) (土海:商務印書館， 1936)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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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雖然學者說法不一， 35編黨的年代大致在劉懿卒亡 (522 )之後， (昭

明文選〉當無劉館出力之痕跡。然而劉懿自天監 10 年兼任東宮通事舍人之
後，卻也沒有任何在昭明太子旗下幫助編黨書籍或是與文士交遊的記載。

天監 15 年，劉懿仍為蕭績之記室，撰{梁建安王造刻山石城寺石像碑) ; 

天監 17 年，劉fÆ薦請二郊與七廟同用蔬果，於是升任步兵校尉，並依舊兼
掌東宮通事舍人。天監 18 年，劉懿再次入定林寺與沙門慧震編慕群經。劉

fÆ實際上待在昭明太子身邊的時間大致不出天監 16 年至 18 年，短短的 2
年時間，叉無編集參與的紀錄，昭明太子何來地「深愛接之 J ? 

2.士族與文化集團

蕭梁時代文風鼎盛，蕭梁皇室皆廣交文人，以提高自己的聲望地位 。
〈梁書 ﹒文學傳序)

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字，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
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鼎，
詣闕庭而獻頌者，或引見焉。 36

梁武帝引進文學之士，吳興沈約、江淹、任助、彭城到況、吳興丘遲、
東海王僧孺、吳都張率;彭城劉孝綽、劉孺、彭城到溉、到洽、吳郡陸佳，

35 居守元， (文選導讀〉之推論，認為{昭胡文選}的編算在 526-531 年悶。而另
有說法認為是普通 3 年三 6 年 (522-525 )來宮文人才士最為繁盛的時候所編，見
書射康等， (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7 1) '85. 且也有
{昭明文選〉之編算為太過元年三大通二年 (527-528 )的說法，見清水凱夫著，
周文海擇， ( (文選〉的編革實況研究> '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4(鄭州， 1994) 。而無論何時開始編革{昭明文選〉劉棍於天監二年 (521 )年 已出
家，盟年i是卒-

M 姚思康， (梁書〉卷 49 (文學傳上>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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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對待他們「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 37 。如劉孝綽在宴會上

作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蹉賞，由此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
徐、南徐三州事」 38 ，後來官至秘書丞;劉孝綽還曾以一詩之功被拔攘，

梁武帝曾做〈籍田詩) r高祖以孝綽尤工，即日有敕，起為西中郎湘東王

諮議參軍」 39雖然後來劉孝綽婉拒之，但這件事情還是代表梁武帝當場想

升任劉孝綽的意圖。中大通 5 年，梁武帝宴群臣樂游苑'命令褚翔與王訓

做二十韻詩 r即日轉宣成王文學，俄遷為友」 40 。由宣成王「文學」升

為宣成王「友 J 算是相當特殊之待遇。

而屬於一般士族的庚於陵於天監年間拜太子洗馬:

舊事，東宮官暑，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
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舍並摧充職，高祖曰:

『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 .n時論以為美。 41

庚於陵是(哀江南賦)的作者庚信的伯父，陳寅佫先生考證庚氏一族

本來「負洛而居 J 永嘉之亂，中原乏主，所以遷至南揚新野縣，隨即遷

南郡江陵縣，庚氏雖為僑姓高門，政治地位卻遠次於江東洛陽如王導等大

族。 42同樣南遷定居，東亮劉氏與庚於陵皆屬一般士族，但軍功之家的劉

氏與庚於陵的文質士族，仍然有所差異 。 根據方北辰先生的研究，南方高
門僑姓軍權喪失，逐漸失去軍事影響力，高門大旗為維持社會地位，多以

J7 姚思S晨， (禁書〉卷 49 (劉芭傳> ， 397 。

38 姚思廠， (果書}卷 33 (劉孝綽傳> , 276. 

39 姚思康， (祭書〉卷 33 (劉孝綽傳> '277 。

~O 姚思康， (祭書}卷 41 (諸翔傅> '399. 

~I 姚思康， (祭書〉卷 49 (庚於陵傳) '397. 

'2 陳寅悔， (集晉南北朝史演講錄) (合肥:黃山書祉， 2∞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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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見著。同時梁武帝好文，多授以世家大族文職高官，士族也樂以文雅
著稱，因此蕭梁政權依舊以高門任職清官。的前述之彭城劉孝綽、河南褚

翔、現珊王訓、汝南周舍皆為世家大姓;庚於陵亦屬於高門大族。士庶區
隔嚴格化的結果，使得高門大族憑藉血統以及婚姻關係作為地位區隔;政

治上高鬥清望官容易取得，遂多以文風清談為尚，並鄙薄武事，齊梁之際

尤然。"世家大族或以清談玄理，或以經學注述，文集之編集亦多。

梁朝皇室貴族多從事總集的編慕。安成王蕭秀好賢下士，招練劉峻編

築〈類苑} 120 卷 45天監 7 年 (508 )由劉杏主持編黨{壽光書苑} 200 

卷，天監 15 年梁武帝蕭衍命徐勉舉學士入華林園撰{華林遍略} ，徐勉、
何思澄、顧協、劉杏、王子雲、鍾嶼等六人，以及華林園學士百餘人參與
編華〈華林遍略} 700 卷。 46蕭衍尚命令編黨〈通史} 600 卷 47蕭子顯、

吳均參與。 48周舍負責〈歷代賦} 10 卷編慕 。 "武帝自撰 〈連珠} 1 卷50以

及〈制旨連珠} 10 卷51 要求何俗之、賀湯、嚴植之 、明山賓等文士，撰
吉凶軍賓嘉五禮 1000 餘卷52 。簡文帝蕭鋼也有「高崙學士」的組成，蕭鋼

的 方北辰， {鈍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 • 90 。

4. 唐長孺. {氣晉南北朝陽唐史三論} • (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1卯2) • 1位。
叫 姚思康. {祭書〉卷 22 (安成康玉秀傳〉仆"。

46 李延d巷. (南史〉卷 72( 何思澄傳) • 745-746 。
47 姚思康. {梁書〉卷 3 (武帝紀下) • 60. 

\.8 姚思廉. {梁書}卷 3封5 (蕭子烙傳) • 29叮5 。以及同書卷 4崢9 (吳均傳) • 4ω 
" 姚思a廉~. {梁書}卷 49 (周與胡傳) • 403 • 

m 姚思S晨. {梁書﹒丘遲} : r 時高祖著{連珠} .認;群臣繼作者十餘人. (丘)
運文最美。」

51 鈍徵. {F賣書}卷 35 (經給志) • 1087 • 

52 姚思康， (~要書〉卷 3 (武帝紀下 )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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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晉安王時代命庚肩吾、劉孝威等抄撰叢集。 53蕭鋼在雍州組織了陸罩、

蕭子顯等三十人，於中大通 6 年編成〈法寶連璧} • 54蕭梁皇室躍用文人

編慕群書是為一普遍現象。而文人集團多為現那王氏、陳郡謝氏、彭城劉

氏、吳郡陸氏、汝南周氏、徐陵、庚信父子、柳偉、何遜兄弟。文學世家

成為一種社會現象。 55高門掌握文化上的優勢。而劉輝以軍功世家出身，

企圖以武轉文，但高門大族因為軍事地位漸受侵蝕，只得更為講究門閥之

別，以求社會地位之保持。因此在文化上，在在顯示的是顯赫士族的文學

集團。這也許是劉懿被攪於當時文學集團之外的主因。

三、梁武帝蕭衍與士人

梁武帝天監四年 (505 )詔曰:

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能解禍。若有才同干、

顏，勿限年資。 56

天監八年:

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還可量加敘錄，雖

付牛監羊肆，寒品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遭隔。 57

" 姚思S晨. {祭書〉卷 49 (庚於陵傳) • 398 。

" 姚思康. {梁書〉卷 4 (簡文帝紀) • 66. 記載蕭鋼旗下文人嘗編〈昭明太子傳〉
5 卷、〈諸王傳} 30 卷、{種大義} 20 卷、{老子義} 20 卷、{莊子教} 20 卷、
{長春義吉己} 100 卷、{法寶連璧} 3∞卷，行於當世。

封 閉采平. ( 士庶關條與齊祭文學集團 ) • 22-28 。

56 姚思S晨. {梁書}卷 2 (武帝紀中) •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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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重視儒學經典，命明儒何，格之、賀湯、明山賓、沈峻、嚴植之

等五經博士各主一館，館有生員數百;射策通經者升任為吏。梁武帝時官

學頗振，天監初年設置圈子學以及五館學、州都學:分遣博士祭酒，巡視
州都立學。"

一般寒門子弟可以由入學和試吏進入仕途。南朝任官尚有「寒人掌機

要」的現象 。 世家大族多以清望甚高的文官為主，政治上實際的作用並不

大。因此實際政治權力往往為「權幸」所掌握，如〈南史〉、〈宋書〉、

〈南齊書〉的〈恩幸傳〉、(幸臣傳〉中所載之人。南朝中書通事舍人歷

經齊、梁、陳三朝為掌握機要之職。梁、陳之際，掌握「機要」者以寒門

乃至小姓為多，梁武帝時期，專任或是兼任中書遇事舍人的官職 36 人中，

多為門第較低的士族，如錢塘朱異、會稽孔修源、庚於陵、東海徐勉。"而

這些人中，若是通經者更佳。精通經學的孔修源因為能夠解釋朝儀，為梁

武帝所賞識 60錢塘朱異因為通〈禮〉、〈易} ，受明山賓的推薦而入仕。

梁武帝時期任用一般世族乃至寒門負責重要政事，高門士族官高而虛

名，無甚實權。〈顏氏家訓 ﹒勉學 ﹒ 涉務) : r其餘文藝之士，多迂誕浮

華，不涉事務，纖微過失，叉惜行捶楚，所以處於清高，葦護其短也」 62 。

梁武帝時，任用的中書舍人 36 人當中，大部分是門第較低的士族，且多為

57 姚思4晨， (禁書〉卷 2 (武帝紀中) • 36 。

58 汪征魯. (魏晉南北朝選官制度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261 。
" 方北辰. (重危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 '90 。

曲 姚思眉晨， (禁書〉卷 36 (孔修源傳) '299 0 

61 蕭子顯， (南史〉卷 62 (朱其傳) '634 0 

62 顏之推著，易孟醇、夏光弘室主諱， (顏氏家2月) (長沙:岳麓書祉 '1999) , 
1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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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長經術與文學的才士。 63然而任用文人，梁武帝也酌情做官品上的升降，

有才幹者受拔躍，如徐勉。而一般文人多以清望官任之。天監年間，曾與
蕭衍同窗的「竟林八友」之一的陸懂，曾任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太子
中庶子，陸僵的文章〈新刻漏銘〉、〈石闕銘〉二文為〈昭明文選〉所錄;
眾多文集的編黨以及文學集團的活動也多有陸僵參與，然而陸僵之官職始
終不高，也許是因為陸僵甚無辦事之才幹。 64而梁武帝卻也是對陸佳的評
價甚高的。的魏晉南朝雖以門第見重，但卻也不乏寒門入仕'然而一般士

族乃至寒人受重視，多以政治上的能力為考量。寒門受權用，也是著眼於
與勢家大族相抗衡之用處。劉懿長於文采，然而似乎並無政治上的能力，
對於梁武帝來說沒有重用的必要。劉攝入居定林寺十餘年「奉時而騁績 J ' 

梁武帝卻著眼的是劉蟬的佛學能力一一編黨佛經與撰寫碑文。

四、劉線與佛學之淵源

( 一) 編寡群書與撰寫碑文

梁武帝自天監 6 年至 18 年 (507-519) 敕令僧侶學者從事佛教經論群
書編慕。於中山上定林寺以及宮城旁的華林園進行。釋僧旻負責〈眾經要

抄>> '釋寶唱編黨各類佛教儀典，如「建福」、「禮懺」、「祭紀」等類

ω 方北辰， (氣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 ， 91 。

制 曹道衡， (梁武帝與竟稜八友> ' (齊魯學于05 (曲牟:曲牟師範大學， 1999) , 

52 。
“ 陸僅去世後，蕭統曾勉勵昭明太子蕭統與蕭鋼以陸鐘之賢 r 陸(僅)生資忠屢
負，冰清玉潔，文核四始，學lå九流，高情勝鼠，真然直上。」見姚思S晨， (禁
書}卷 27 <到洽傅> ， 2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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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典籍。“與劉懿最有關係的當屬釋僧祐。僧祐為齊梁之際有名高僧，梁

武帝深加禮遇。天監 9 年 (510)審查偽經、天監 16 年 (51 7) r宗廟去犧
牲」的重大事務，釋僧祐均參與其事;僧祐並整理佛典、編輯經藏。的

劉懿 24 歲因「家貧，不能婚娶」遂入定林寺，跟隨僧l祐'並替高僧撰

寫碑文(高僧傳〉所錄高僧傳記之文章，計有 3 篇高僧之碑文是由「東

亮劉懿」製文，如釋超辯於永明 10 年 (492 )殼於上定林寺，沙門僧祐為
之造碑墓所 r東凳劃懿製文 J 0 68據牟世金先生考定，劉蟬 24 歲入定林
寺， 26 歲撰釋超辯、釋僧秀的碑文。 37 歲雖起家奉朝請，仍在上定林寺編

靠群書。天監 7 年 (508 )雖任地方官太末令(太未為今漸江衝縣) ，隨即
於參與{累經要抄〉的編黨;天監 7 年 11 月開始至 8 年 4 月 ，梁武帝讓
釋僧旻主持，釋僧智、釋僧晃以及時為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記室的劉懿等

30 人，同入上定林寺抄經論，編黨〈眾經要抄} 80 卷 。 69天監 17 年 (518 ) 

為仁威將軍南康王蕭績記室的劉益息，兼任東宮通事舍人;文被命令撰寫《梁

建安王造剝山石城寺石像碑〉碑文，因為建安王蕭偉久病種身，希望藉由
造碑祈福，以解久病;劉懿應時聽從命令而撰碑文。替高僧做傳、編集〈眾

甜 顏尚文， (崇武帝) (台北:宋大圖書公司 '1999) '131-135 0 

的 僧祐多次受教編輯群書，如{出三品在記集 } 10 卷、( i;去苑集) 10 卷、{世界記〉
5~ 、〈釋迦吉普} 5 卷、{薩婆多部相承傳} 5 卷、{弘明集}1O卷、{十誦義記〉
10 卷、{法，長雜記傳銘} 7 卷。見釋僧拾， (出三昌在記集}卷 12 (釋僧拉法集
總目錄序第三) (北京 :中拳書局， 1995) '457-459 。

個( 梁)慧綾等摸， (高僧傳令~) • (祭)慧哎， (高僧傳) ，關於釋超辯見卷
12 , (誦經第 7. 釋超辯 1 7) '86 。關於釋僧秀見卷 8 (義解 5 .釋僧秀 12) . 58 。
關於釋僧祐見卷 11 (明律 5 . 釋僧祕 l抖. 81 。

的 (梁)慧校等揍. (高僧傳合集) • (唐)這宜. (續高僧傳) • ~ 5 U生解篇
初﹒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 8) '143 。以及卷 1 (譯經篇初 ﹒梁楊都莊嚴寺
釋寶唱傳 2) . 106 。

圓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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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要抄〉、撰寫碑文，劉懿徒富滿腔文采， (文心雕龍〉既然體大膚、周，

為何劉益且在蕭梁一代受到皇室所用的，僅只為「為文長於佛理」之才能?

(二) (滅惑論〉與〈神滅論〉

現存劉益臣之文章，除了廣為人知的〈文心雕龍〉以外，尚有《梁建安
王造劍山石城寺石像碑〉以及《滅惑、論) 0 (滅惑論〉收入於僧祐所編的

〈弘明集) ，牟世金先生認為〈滅惑論〉應成於〈文心雕龍〉之前，約莫
建武 4 年 (497 )據王元化先生考察， {滅惑論〉應為梁天監 3 至 7 年
(504-508 )所做，為反駁崇道反佛的〈三破論〉之時論，因為〈滅惑論〉
主張玄、佛並用， (文心雕龍〉以「宗經」之儒家思想為主，王更生先生
認為劉懿此篇文章用於迎合上意的可能性很大。 70梁武帝時代佛教政策多

敕令法雲、僧旻等沙門入宮研商擬定。 71天監 6 年 (507 )范續發表「神滅
論」引起梁武帝朝野大嘩，梁武帝於是敕令法雲領頭破論，並主導王侯朝

貴 64 人圍剿范鎮「神滅論 J 0 64 人中有尚書令沈約、更部尚書徐勉:散

騎常侍蕭臻、豫章王主傅王筠、五經博士明山賓、太子中舍劉洽等。“劉

懿天監 6 年先是在車騎將軍夏侯詳下任倉曹參軍， 6 月則擔任地方官太末
令。朝野盛囂塵上的崇佛、反佛大論戰，無論劉益息的〈滅惑論〉成於何時，

劉蟬與這些辯論，似乎幾無見諸史籍的地位。

70 五元化， ( (滅惡論}與劉糙的前後期思想變化) ，收錄於〈文心雕龍講疏)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27-49 0 

71 顏尚文. (梁武帝) '117 。

72 慧紋. (弘明，但〉卷1O(大察皇帝敕這臣下神滅論) , (上海:上海古繪出版社，

1991) . 61-69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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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年代為基準比較當時編集群書之士以及劉蟬的仕途經過。齊永明五

年 (487) r竟陵八友」成立，劉蟬年 21 歲為守喪期間;永明八友皆為高

門之士。梁天監 7 年 (508 )劉否奉敕編慕〈壽光書苑) ，劉懿時為太末令，

而後擔任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記室，隨即入定林寺參與〈眾經要抄〉的編

賽。天監 1 1 年 (512) r昭明十學士」成立，劉懿為仁威將軍記室，跟隨

蕭績於南徐州。天監 15 年 (516 )徐勉、何思澄等文士編〈華林遍略) , 

劉懿當年仍在定林寺撰〈梁建安王造刻山石城寺石像碑〉碑文。近人姚名

達先生〈目錄學〉概觀南北朝佛錄「及南北分立之世，譯經日多，藏經日
富，目錄者接腫而出......釋僧祐之出三藏記集首作小傳及書序為目錄之附

錄。而籍經結藏，亦始於僧祐、實j館之於定林山寺，僧紹、寶唱之於華林

殿，一再撰目，遂成為世業。」 73劃懿以鐘山定林寺四千卷佛經為基礎，

編製定林寺經藏目錄，誠為《梁書}所載的「今定林寺經藏，懿所定也」。

然而徒負文采的劉懿仕宜之途既不順利，編靠群書的文士集團亦無甚劉懿

參與的痕跡，劉益盟的才能是只用在佛學上了。這也許也是「好事佛」的梁
武帝看中劉懿之處吧!

餘論

東晉南朝時期高門的整體傾向是僵武就艾。士族以經學、文學等文化

素養彼此相尚;依據毛漢光先生{中國中古社會史論〉分析，士家大族南

下，因為脫離原都之社會基礎，而有向中央政權靠攏依附的中央化傾向，

或以文才作為致仕之途。 74東亮劉氏從北府軍團興起，劉宋一代是為顯赫

73 姚明遠， (目錄學) (宗教目錄篇 ﹒南北朝佛錄概觀) ,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
館， 2∞2) . 247 • 

7~ 毛;美光.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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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軍功家族，劉穆之、劉秀之的官位列三公，至劉蟬之父劉尚任越騎校尉，

家道已然中落，傳至劉車里早已無軍事之背景，東亮劉氏也就由武質士族轉

向文質士族。留ti~二十多歲入上定林寺，閱覽群書{文心雕龍〉是為劉
懿文學能力的證明;然而南朝門閥森嚴，空有才能的劉餌，雖歷任清望之

宮，終因家門之隔而未受重用，文學集團仍為士家大族所掌握，劉~並無
明顯參與之跡象;而劉懿個人甚為重視的文學才能，也並非梁朝皇室看中
劉蟬的部分。劉揖雖空有「體大思精」如〈文心雕龍〉的滿腹才華，卻也
只能受詔入寺編集佛經。劉懿最後落得自請出家的結果。

東晉南朝高門逐漸退出軍事舞台，士家大族鄙薄武事，寧可子弟喜尚

文風。 75東完劉氏在劉宋時期因軍功起家，因繼起之蕭齊軍團的不同，家

道逐漸中落;蕭梁時代，劉~個人企圖從軍功之家轉向文質士家，以求融

入當時高門大族，是為沒落士族企圖找回社會地位乃至政治權力的一個例

證。同時掌機要的寒人寧可透過聯姻或是文風交流，向士族靠攏。因此南

朝時期，高門大族雖然軍事權力、實質政治權力逐漸被寒人及一般士族架
空，但因為社會地位聲望的依舊高張，文化上仍持有優勢，反使得高門世
家以外的階層靠攏依附，以取得社會上的地位聲望;社會上這樣的普遍現

象，卻也是當時寒人雖掌握某種政治權力，卻並未造成社會階層陵替的原

因。

劉蟬的時代也反映東晉士家大族逐漸腐敗以及寒人興起的現象。實際

政權由「掌機要」的寒人及一般士族控制，高門大族只剩下社會地位，高
門大族於是更講求門閥之別，以清談玄理的形式自成一龐大集團;使得士
庶之別在南朝尤為嚴重。過於強調門第聲望，卻只代表士家大族無力於政

治實權受侵蝕下的無奈與反彈。高門或以經學家傳、或以文風相尚、或崇

75 毛，漢光，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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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好玄，文人才士彼此之間的交流，交流之文化圈成為地位象徵，都僅是
使得他們自己淪於文化之裝飾品。

縱觀劉懿一生仕宜之途，奉朝請雖多為士家大族之起家宮，劉懿起家

奉朝請也許是因為沈約的推薦、也許是劉懿自己的門風遺緒，然而奉朝請

只是一種虛職。而後劉懿擔任中軍將軍記室、仁威將軍記室，皆為武官之

僚屬，官品、地位象徵皆不高，而後擔任太末地方之縣令、步兵校尉兼東

宮通事舍人，在官品上既不受重視;文學類叢書的編築也未見其名。梁武

帝好佛，大興佛塔、營造佛寺、辦經鐘講座，聲J聲:居於上定林寺十多年，

佛經的才能卻只成為梁武帝看中劉懿的地方，這也許是「奉時以騁績」的

劉懿始料未及的。

沒落士族劉棍、身世探徵 233 

參考書目

書目

牟世金， (劉麗、年譜匯考) ，成都:巴蜀害社， 1988 。

周貞亮， (梁昭明太子蕭統年譜)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1 。

姚思廉， (梁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 '百納本二十四史。

蕭子顯， (南齊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 '百納本二十四史。

沈約， (宋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 '百納本二十四史。

李延壽， (南史)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8 '百納本二十四史。

闊步克， (品位與職位一一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 ，北京:中華

書局， 2002 。

居守元， (文選導讀) ，成都:巴蜀害社， 1996 。

劉艘， (文心雕龍輯注) ，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1986 '四部備要集部本。

(梁)僧祐， (弘明集) (唐)道宣， (廣弘明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91 。

顏之推著，易孟醇、夏光弘譯注， (顏氏家曾Ij)'長沙:岳麓害社， 1999 。

劉躍進， (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 ，北京:生活、圖書、新知三聯書店，

1996 。

謝康等， (昭明太子和他的文選)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71 。

張敦頤， (六朝事蹟編類〉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5 。

朱銘盤， (南朝梁會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234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第四期

汪征魯， (魏晉南北朝選官體制研究)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

唐長儒， (魏晉南北朝史論叢) ，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唐長孺， (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 ，上海:商發印書館， 1936 。

毛漢光， (中國中古社會史論) ，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97 。

王伊同， (五朝門第) (上) (下) ，沙田:中文大學出版社， 1978 。

顏尚文， (梁武帝)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99 。

陳寅悟， (金銘館叢稿初編)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1 。

王更生， (文心雕龍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9 。

王元化， (文心雕龍講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趙福海， < (文心﹒時序〉篇與〈文選〉時義觀比較研究> '收入於〈文

心雕龍國際學術演討會論文集)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2000 。

(梁)慧校等撰 ， (高僧傳合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

周勛初， <梁代文論三派述要> '收入於〈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 ，南京:

新華書店， 1999 。

陳寅樁， <南朝官制的變遷與社會階級轉變的關係> '收入於萬繩楠主編，

〈陳寅悔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 ，台北:雲龍出版社， 1995 。

方北辰， (魏晉南朝江東勢家大族述論)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

周一良， <論梁武帝及其年代>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1997 。

周一良， < (南齊書﹒丘靈鞠傳〉試析問論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濁> (魏晉

南北朝史論集)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

沒落士族劉棍、身世探徵 235 

周一良， <南朝境內文各種人及政府對待之政策> (魏晉南北朝史論集)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

田餘廈， <論東晉門閥政治> (秦漢魏晉史探微) ，北京:中華書局， 1993 。

程光裕 、徐聖護主牆， (中國歷史地圖)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1984 。

姚明達， (目錄學)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2002 。

中日韓文論文

陶希聖， <南朝士族之社會地位與政治權力(上)劉宋> ' (食貨月于Ij) 4 : 

8( 台北， 1974) 。

間呆平， <士庶關係與齊梁文學集團) , (文學遺產) 3 (中國社會科學文

學院， 1994) 

清水凱夫著，周文海譯， < (文選〉的編寡實況研究> ' (鄭州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1994 ) 。

陳學舉， < (文選〉與〈文心雕龍〉對史都文章評錄標準之差異> ' (文

藝學研究) 118 (南京， 1998) 。

穆克宏， < (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關係> ' (臨訢師專學報) 18 : 2 

(福建， 1996 ) 

易健賢， <劉~三夢和他的「奉時以騁績」心態一一開於〈文心雕龍〉成
書的思考> ' (貴州教育學院院報 (社會科學版) ) 1 (貴州， 1996) 。


	0823-0110
	0823-0111
	0823-0112
	0823-0113
	0823-0114
	0823-0115
	0823-0116
	0823-0117
	0823-0118
	0823-0119
	0823-0120
	0823-0121
	0823-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