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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明太子十学士

”
和《文选 》

鳊辑的关系

屈 宁 元

我三年前曾写过一篇《
“昭明太子十学士”说》9作为首届 《昭明文选 》国际学术讨论

会附论文,载在 《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6月 版 )中。对 于 “十学

士”和《文选 》编辑的关系,虽 曾提到,但不曾明确地指出他们不能代替昭明太子萧统对于

主持编辑《文选 》的地位。因此在这一篇论文中,我要补充说明我对于这一事实的看法。仍

得从 “十学士”谈起。         。

萧统在短短的三十一岁中,所编著的书籍竟达一百卷以上。帝子之贵,储贰之尊,而勤

奋如此,实在难得。但是他有很多优越的条件,除了东宫有书三万卷 (当 时 的书,全 是 写

本,三万卷很不易得,梁元帝平侯景后搜去公私藏书也不过七万卷 )以外,还聚集一批高才

博学的师友。 “十学士”便是在他左右作为学术顾问的有名师友集团。

邵思 《姓解》(1035年 刊成,翻刻在 《古逸丛书》中 )卷二《弓》部 f张”字下说:“ 张

缵、张缅并为昭明太子及兰台两处十学士。〃又《刀》部
“
刘”宇下说: “

刘孝绰为昭明太

子十学士。〃 “到”字下说: “到洽为昭明太子十学士。”又 《阜》部
“
陆”字下说: “

陆

锤为梁昭明太子十学士之一。”卷三 《一 》部 “王”字下说:“王筠为梁昭明太子十学士。”

“昭明太子十学士”这个称呼,《 姓解》屡次提到,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谓 “十学

士”,除了张缵、张率、张缅、刘孝绰、到洽、陆锤、王筠七人之外9还有那三人呢?这个

答案,可 以在 《南史·王锡传 》黑找到。

《王锡传 》附《南史 》卷二十三 《王珑传》之后 (锡为骇兄子份之孙 )。 《传》称锡再

迁太子洗马,时萧统尚幼,萧衍敕
“
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

兼师友。又敕陆亻垂、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r时
之选”。所谓 “十学士”,原来除 《姓解》所举七人之外,还有王锡、谢举、王规三人。

“十学士”是萧统年幼时萧衍替他拣选的师友,而昭明是萧统死后的谥号。当时只能称
“
太子十学士”。所渭

“昭明太子十学士”,当然是后来的追称。
“十学士”在 《梁书》、 《南史 》里都有传,而且都作过东宫官属;除谢举外9他们的

生卒年代都可以弄清楚。

王锡字公嘏,琅邪临沂人 (这是史书记他的原籍,以下诸人同 )。 父琳,尚萧衍同母妹

义兴长公主。锡是萧统的表兄。他 匕、八岁时9犹随长公主入宫。萧衍很葚欢他聪敏9常常



向鞘士夸灌。后除太子洗马,萧统那时还很小,没有怎么接触臣僚。萧衍敕统: “
太子洗马

王锡、秘书郎张缵,亲表英华,朝中髦俊,可 以师友事之。”因为帝戚的关系,锡封为永安

侯。传见 《梁书》卷二十-(附 《工份传》)、 《南史》卷二十三 (附 《王珑传 》)。

锡中大通六年 (534)正月卒,年三十六。当生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 (499。 年龄按我国

古代习惯算法,以生年作一岁计,下悉同 )。

张缵字伯绪,范阳方城人。尚萧衍第四女富阳公主。缵是统的姐夫。性好学9兄缅有书

万卷,他昼夜披读,几乎不停手。迁太予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书 记,和 王 锡齐

名。传见 《梁书》卷三十四 (附 《张缅传》)、 《南史 》卷五十六 (附 《张弘策传 》)。

缵太清三年 (549)为 岳阳王萧察所害,年五十一。亦当生于永元元年 (硖 99),与王锡

同庚。

陆f垂字佐公,吴郡吴人。他少勤学,善 写文章:曾在宅内建两间茅屋,谢绝和人往来 ,

这样搞了几年。所读书只一遍便能背诵。有一次借人 《汉书 》,丢失 《五行志》四卷,默写

还给借主,几乎没有脱误。梁天监年间,制礼作乐,多出其手。萧衍赏爱棰才,敕撰 《新刻

漏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管东宫书记。又诏为 《石阙铭》,表上 于 朝 廷。传见

《梁书》卷二十七,《 南史 》卷四十八。

锤普通七年 (526)卒 ,年五十七。当生于宋明帝泰始六年 (470)。 在 “十学士”中,

年最长。                 .
张率字士简,吴郡吴入。他与陆锤幼相友狎,曾经同车拜会沈约,适值任叻在坐,约向

防介绍说: “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由此他们与任哜也相友善。除太

子仆,迁太子家令,与中庶子陆亻垂、仆射刘孝绰,对掌东宫管记,传见 《梁书》卷三十三,

《南史 》卷三十一 (附 《张裕传 》)。

率出为新安太守,大通元年 (527)卒 ,年五十三。当生于宋苍梧王元徽三年 (厶 75)。

率卒后,萧统曾与弟纲令云: “近张新安汊致故,其人才笔弘雅,亦足嗟借。”

谢举字肓扬,陈郡阳夏人。中书令览之弟。幼好学,能清言,与 览齐名,世 人 为 之 语

云: “王有养、矩,谢有览、举。”养是王筠的小字9矩是王泰的小字:举累迁太子舍人、

庶子、家令,掌东宫管记,深为萧统赏接。传见《梁书》卷三十 七、《南 史 》卷 二 十 (附

《谢弘微传》)。

举太请二年 (5硅 8)、 侯景寇京师,卒于围中。史不言其卒时岁数,因此不能确知其生

年。但是举为览弟,据 《梁书》卷十五 《览传》(附 《谢Ⅱ出传》)说 ,览天监十二年(513)

为吴兴太守,卒于官,年三十七,则当生于宋顺帝升明元年 (477)。 假定举比览小两岁,则

当生于齐高帝建元元年 (姓 79)。 举的生年,大约在这个时候。 (《 南史 》脊二十览附《谢

弘微传》,不言其卒时岁数,但谓梁武帝平建邺,览时年二十余。平建邺在齐和 帝 中兴元

年,即501,若览生于升明元年9则此时二十五岁,亦相符合。 )

王规字戚明,琅邪临沂人。累迁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与 陈郡殷钧、琅邪王锡、范

阳张缅,同侍东宫,俱为萧统所礼。传见 《梁书》卷四十一, 《南史 》卷二十二 (附 《王昙

首传 》)。

规大同
=.年

(53G)卒 ,年四十五。当生于齐高帝建元十年 (4θ 2)。

王筠字元礼,一字德柔,琅邪临沂人。尚书令沈约,当世词宗,每见筠文,以为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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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作《郊居赋 》。构思很多日子,没有写完,乃邀请筠来,出示未成之 稿。筠 读 至 “
雌 霓

(五激反,入声 )连蹯
”,约抚掌欣汴,说 : “仆常恐人呼为霓 (五鸡反,平声 )。

”
又读

到 “坠石、石追星”及
“
冰悬焰而带坻”,筠都击节称赞。约说: “知音者稀,真赏殆绝。所

以相邀,正在此数句耳。”筠累官迁太子洗马、中舍人,并掌东宫管记。萧统爱文学士,常

与筠及刘孝绰、陆亻垂、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统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说: “所谓左挹浮

丘袖,右拍洪崖肩 (用郭璞 《游仙诗》)。
”其见重如此。统死,萧衍命筠为 《哀策文 》∶

传见 《梁书》卷三十三、 《南史 》卷二十二 (附 《王昙首传》冫。

筠太清三年 (549)在萧子云宅惊坠井卒,年六十九。当生于齐高帝建元三年 (姆1)。

刘孝绰本名冉,字孝绰9彭城人。幼聪敏,十七岁能写文章。他的舅父齐中书郎王融很

称赏他。他父亲的朋友沈约、任防、范云闻其名,都特别坐车去拜会他。累迁太子舍人、洗

马、太子仆,掌东宫管记。萧统修建乐贤堂,乃使画工先画孝绰的像。统文章繁富;众学士

都争取为他编纂,统独使孝绰收集而序之。传见 《粱书》卷三十三、 《南史 》卷三十九 (附

《刘酗传 》)。

孝绰大同五年 (539)卒 ,年五十九。当生于齐武帝建元三年 (481)。

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少知名,学行兼优。谢眺文章盛于一时,见洽深相称赏,每

日引与谈论。累迁太子中舍人、中庶子,与庶子陆F亟对掌东宫管记。传 见《梁 书 》卷 二 十

七、 《南史 》卷二十五 (附 《到彦之传 》)。

洽大通元年 (527)卒 ,年五十一。当生于宋顺帝升明元年 (477)。 洽卒后,萧统与弟

纲的令说: “明北兖 (指明山宾 ),到长史遂相继凋落,伤恒悲惋,不能已已。去岁陆太常

(指陆亻亟)殂殁,今兹二贤长谢。陆生资忠履贞,冰清玉洁,文该四始,学遍九流;高情胜

气,贞然直上。明公儒学稽古,淳厚笃诚;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倘值夫子,必升孔堂。到

子风神开爽,文义可观:当官莅事,介然无私。皆海内之俊士,东序之秘宝。此之嗟惜,更

复何论!”

张缅字元长,缵兄。累官太子舍人、洗马、中舍人、中庶子。传见 《梁书》卷
=十

四,

《南史 》卷五十六 (附张弘策传 》)。

缅中大通三年 (531)卒 ,年四十二。当生于齐武帝永明七年 (489)。 缅卒后9萧统与

缵书说: “贤兄学业该通,莅事明敏。虽倚相之读坟典,邰谷之敦诗书,惟今望古,蔑以斯

过。自列官朝,二纪将及9义惟僚属,情实亲友。文筵讲席,朝游夕宴,何曾不同兹胜赏,

共此言奇?如何长谢,奄然不追!且年甫强仕,方申才力,摧苗落颖,弥可伤惋。”

上面是 “十学士”的简单介绍。

萧衍为统置
“十学士”,应当在什么时候呢?据史载,统天监元年 (502)十∵月,立为

皇太子,时年二岁;五年 (506)六月9出居东宫,时年六岁;丿、年 (509)九月,释奠于国

学,时年九岁。 “十学士”的设置,这三个时间都有可能。但依史实记载,却还在这以后,

《南史·王锡传 》说,锡 “十三为国子生,十四举清茂9除秘书郎,再 迁 太 子 洗马
”
∶

然后说, “
时昭明太子尚幼”云云,是 “十学士″的设置当在王锡十四岁,或更在后。王锡

十四岁时,为天监十一年 (512),这时萧统十二岁。 “十学士”的设置,如在这
一

年,则
“十学士”的年龄应当是这样的:

陆任四十二岁9年纪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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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率三十八岁。

到洽三十六岁。

谢举若生于芭79年 ,则 当三十四岁。

置筠和刘孝缂都三十二岁。

张纲二十四岁。

置蚬二十
一

岁。

张缵和王锡都十四岁,年纪最小。
“十学士”的设置时间,可以作如上推定。

萧统平生最大的著述事业是编辑 《文选》。 “十学士”对于 《文选 》的编辑有 什 么关

系,这是值得探讨的间题。

《文选 》选文,录不录生存人物的作品,须得先解决这个问题。晁公武 的《郡 斋 读 书

志》卷二十 (衢州本 )集部总集类在 《文选 》条下说: “窦常谓统著 《文选 》以何逊在世 ,

不录其文,盖其人既在,而后其文克定。然则所录皆前人作也。”这里引用窦常的话,不知

出于何处。有两种可能,一是窦常曾纂韩栩至皎然三十人诗约三百六十篇为 《南 薰集 》三

卷,此·书也在 《郡斋渎书志》卷二十和 《崇文总目》(钱辑本 )卷五总集类著录,是否序文

申提到《文选 》不录存者的体例,其书已亡,无从得知。一是
“
窦常”二字为 “常宝鼎”之

误,常宝鼎有 《文选著作人名》三卷,见 《郡斋读书志》卷九史部书目类 (《 新唐书 ·艺文

志》史部目录类作《文选著作人名目》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集部总集类作《文选 名 氏

类闾》十卷,《 崇文总目》〈钱辑本卷二 〕史部目录类著录 《文选著作人名目》三卷 冫,《太

平御览 》卷六百二犹引其逸文,这个书也有提到 《文选 》不录存者体例的可能。但是 “
其人

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见于钟嵘《诗品序 》,萧统的《文选序》中没有

这样∷的话。窦常或者常宝鼎用 《诗品》的体例推论 《文选 》,依据虽嫌不足,但作为同时出

现的相类之书,理或当是如此。 《文选 》选文,不录存者9这个条例,如果成立,它的编辑

时代便可以确定。
“十学士”中陆锤的《石阙铭》和 《新刻漏铭》已经录I入 《文选 》卷五十六。 《文选 》

不录存者之作,则其成书当在普通七年 (526)亻亟死已后。但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 (531)四

月,《 文选》的编辑又不会晚于此时。因此可以确定 《文选 》的编辑时限,应当是526ˉ531

这六年之:间。这个时候,张率和到洽都相继死亡 (二人皆殁于527年 冫。 “十学士”中便 有

三人不可能参加编辑工作。除这三人以外,其他七人是否全都参加 ,(这是无法断定的¤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刘孝绰。刘孝绰平时最为萧统所推重。他和到溉、到洽兄弟有怨隙,

《槊书 》、 《南史》的孝绰本传都有记载。刘峻 (孝标 )的 《广绝交论 》讽刺任防门下之士

忘恩,即影射的到氏兄弟。溉见此文,愤恨已极,投之于地,而孝绰却与诸弟书特别称赏此

文。 《广绝交论 》李善注引刘蹯 《梁典 》载此事颇悉 (见 《文选 》卷五十五,今本
“孝绰”

误为 “
孝标”,据胡克家 《考异》订正 )。 《文选 》选入 《广绝交论 》9可以作为孝绰是在

剜:洽亡后参与编辑工作的一个主要人员的佐证。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 《文选 》,萧统的《文

选序》有旁注说: “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我们前面已提到,《 梁书·刘孝绰传 》曾有

这样的记载 “
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 (《 南史》略周 冫

这篇序还载在今传本的《昭明太子文集 》前面。但是,这个旁注写在 《文选序》上,而且说

50



。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与 《梁书》、 《南史》所说集萧统文章而作序的事完全不同 ,

必定是两回事。因此,这条旁注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信息,即萧统的著名古代文论经典蕃

作《文选序 》,也出于刘孝绰的代笔。刘孝绰在 《文选 》编辑工作上的吡位,真太重要了!

刘孝绰是萧统编辑《文选 》的主要助手,还有材料。 《文镜秘府论·南集。集论 》: “或

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 《文选》,自 谮毕乎天地”悬渚

日月。” (此用唐元兢 (思敬 )《 古今诗人秀句序》,见友人王君利 器《校 注》冫这里 括

明协助萧统编辑《文选 》的主要人物是刘孝绰。 《玉海》卷五十四 《艺文·总集文章》引钟 ∷

兴∷书目》: “《文选 》,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 才 士所 蕃

赋、诗、骚、七、诏、册、令、教、表、书、启、笺、记、檄、难、问:、 议 论、 序t颂Ⅱ

赞、铭、诔、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
”原注: “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也沿鼐刘串

绰助萧统集 《文选 》的说法。

不过,这里还要说明几个问题。刘孝绰是萧统编辑 《文选 》的主要助手Ⅱ不能因:此抹杀

萧统是主持编辑者这一事实,更不能说刘孝绰是 《文选》的实际编辑者。从萧统、的`文 学 紊

养,他著述的丰富,他对于文学人才的尊重,怎么能说他对于 《文选 》只是挂名,象-些专

制帝王的 “御纂
”、 “

敕编”呢?萧统和他的父亲萧衍有些矛盾,远不止关于丁贵嫔葬地的
·

问题,也不止关于吴兴三郡劳民开漕的问题。刘孝标 (峻 )是萧衍很不喜 欢 的文 人Ⅱ《甯

史 》、 《梁书》本传都载有他抵牾萧衍之事《 《梁书 》较略 )。 《辨命论 》是他点明钋对萧

衍的议论而发的,这篇文章却选入 《文选 》卷五十四了。李善在题下注云: “孝标 植根 淄

右,流寓魏庭,冒履艰危,仅至江左。负材矜′地,自 谓坐致云霄。岂图逡巡十狳,雨荣惭△

命。因兹著论,故辞多愤激。” 《辨命论 》的入选,反映了萧统对于文学作品的好恶并不以

萧衍的意志为转移。 《广绝交论 》的入选,也绝不只是刘孝绰借此报复到氏兄弟”萧统对于

任肪就有与他的父亲萧衍不同的态度。任哜 (彦升冫替萧衍写的《天监三年策秀才文 》,谭

献称之为
“
非独代言,实寓讽谏” (《 骈体文抄 》评语 )。 这三首文章使任妨落了个 “

居职

不称”的罪名,丢掉了
“
参掌大选”的权柄 (《 梁书 》、《南史 》本传 )。 而《文选 》却把

它选入了 (卷三十六 )。 为任肪身后悲凉鸣不平的《广绝交论 》,它的入选,肯定也是萧统

的意旨。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萧统的气魄、卓识,刘孝绰是不可能有这种冒犯当时君主的胆

量的。刘孝绰是萧统的得力助手,这样说没有错;但因此而把《文选 》的主编权从萧统手上

夺取给刘孝绰,那就完全错了!

《玉海》引用 《中兴书目》注说《文选 》是萧统
“
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分明是

袭用的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 》,却无端地添上了何逊之名。何逊传见 《粱书》卷四.十九、

《南史》卷三十三 (《 附《何承天传 》),他平生未作东宫官属,史书也没出现过他和萧统

往来关系的材料。他是不可能参预萧统所主持的编辑群书的工作的,《 文选 》的编辑找不到

任何何逊参加的踪迹。 《梁书·何逊传 》说: “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 重 于世,世·
渭 之何、

刘。
” (《 南史 》本传略同)是不是因此由刘孝绰而牵扯到何逊?这条注文是没有依据的。

提到何逊和 《文选》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也须要辨别清楚。上面曾举 《郡斋读书志》

引窦常的话说: “
统著《文选》,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这个话不确切。何逊生平,《梁

书 》、 《南史 》所记甚略9且有抵牾。 《梁书》说: “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

卒。” 硭南史 》则说: “
卒于仁威庐陵王记室。”考庐陵王萧续曾两次督江州诸军事,一在



天监十六年 (5】 7),一在大同元年 (535)。 右逊随府江州在大冂元年9则 萧 统 编 辑《文

选 》9逊犹在世;若为天监十六年,则 《文进》编辑时逊逝去已久。今案: 《梁书》、 《南

史 》并称逊卒后东海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王偕孺卒于普通三年 (522,见 《梁书 》卷 三 十

三;《 南史、》卷五十九谓是普通二年 ),则何逊逝世的时间,以天监十六、七年为是。 《南

史 》又谓南平王萧伟 “闻逊卒,命迎其柩而殡葬焉”。萧伟卒在中大通四年 (532,见 《梁

书》卷二十二; 《南史》卷五十二谓卒于大通四年9大通无四年,当脱一中字 ),若何逊大

同元年以后始卒,萧伟怎么能迎其柩?王僧儒又怎能集其文呢?《 文选 》编辑的时候,何逊

是早已死去了的。 《颜氏家训·文章篇》说: “
何逊诗实为清巧,多形似之言,扬都论 者 恨

其每病苦辛,饶贫寒气,不及刘孝绰之雍容也。虽然,刘甚忌之,平生诵何诗,常云:蘧居

响北阙,湎忄画不道车。又撰 《诗苑》,止取何两篇,时人讥其不广。”这就是当时对于何逊

的看法。他的文章不入选,并不因为他在世。窦常的话靠不住。 《文选 》编辑前十年,何逊

已死去,这就完全否定了他参加 《文选 》编辑工作的可能。

萧统著述繁富,没有 “
十学士”的协力帮助是不可能的;但不一定每部 著述,都 必 然

“十学士”全体参加。而且协助萧统从事著述的,恐怕也不限于 “十学士”。当时作过东宫

官属的,如 明山宾、殷钧、殷芸等,都可能在萧统的著述事业上献替可否,相助为理。特划

值得注意的是 《文心雕龙 》的作者刘勰。据 《粱书·文学传》称勰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即兼东

宫通事舍人。南康王萧绩进号仁威将军在天监十年 (511,见《梁书·高祖三王传),这正是萧

衍为萧统置 “十学士”的时候。后在天监十六年 (517),勰又请二郊与七庙 飧荐同用蔬果

(时间据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卷十推定 ),迁步兵校尉,仍兼舍人如故。而且 史 称萧 统
“
好文学,深爱接之” (《 粱书》、 《南史》同 )。 不管萧 统 编 辑《文 选 》时,刘勰在世

与否 (勰卒于萧统逝世之前或后,有不同说法 ),他的文艺思想影响萧统的选文标准,那是

毫无问题的。
“
昭明太子十学士”和 《文选 》编辑的关系,可以作上述的探讨。

(上按第31页 )

②⑧《新华社史话》,新华出版社1088年版,笫 54页、第87-ˉ 88页 。

∵③新华社语言广播部《XH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 》(1947年 6月 10日 )。

⑤④⑩⑩⑦⑧④⑧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 版,第 13I页、第133页、第133页、第

134页、第160页、第156页、第160页、第146页 。

⑥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笫 2卷 ,第 666页。

⑧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给晋察冀总分社的指示。
ˉ

⑨④④②④⑧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ε 8c年版,第 253页 、第⒛2页、第

203页.笫 186页 、第】86页 、第zO1页。

②⑧《周恩来选集 》上卷,第 223页 、第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