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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四入倡导下
“
分路扬 镳

”
,即 对 于

“
宫体诗

”
有着各自的发展。

“
宫体诗

”
在初期,是以萧纲为首的东

宫文人 (包括萧绎 )为主要成员的贵族沙笼

文学。由于
“
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

之士,焕乎俱集
”

①,上有好 者 ,下 必 甚

之,于是
“‘

宫体
’

所传,且变朝野
”

②。
“
后生好事,递相放习

”
③, 

“
境内化之,

浸以成俗
”

④。当时著名文入诗 皆 属
“
宫

体
”
,于是, 

“
宫体诗

”
成了梁陈时期诗歌

文学创作的主要代表。

历来对于
“
宫体诗

”
的评 价 ,或 称 其

“
情多哀思

”, 
“
意浅而 繁

”
⑤ ;或 谓 之

“
止乎衽席

”, 
“
思极闺圃

”
⑥。故而 《梁

书 》有
“
轻艳

”
之讥⑦, 《南 史 》有

“
轻

靡
”

之责⑧, 《北史 》有
“
淫放

”
之斥⑨,

后世沿袭,多置
“
宫体

”
于不屑一顾。

“
官体诗

”
都是

“
止乎任席

” “
思极闺

闱
”

的艳体诗或色情诗吗?考察了现存
“
官

体诗
”

代表作家作品之后,我们的回答是 :

不尽如此。

所谓
“
艳体诗

”
,当指描写 男 女 爱 情

的、辞采华艳的诗作;所谓
“
色情诗

”
,是

指把妇女当作玩物,从而描写其色貌情态的

诗作,两者虽难以明确划分,却有着各自不

同的主要特点。据此标准,特将
“
宫体诗

”

代表作家的艳体诗列表于下 :

也评
“
宫体诗

”
和《玉台新咏》

周

研究南北朝文学,必然要注意到梁陈时

期的
“
宫体诗

”
。雨

“
宫体诗

”
赖以保存较

多的,是徐陵所编 《玉台新咏》。对于二者

的看法,历来是毁多于誉,这似 乎不够 公

允。本文试为之说。
“
官体

”
之说,始见于如下史料:

“(上 )雅好题诗,其序云: ‘余七岁有

诗癖,长而不倦。
’
然伤于轻艳,当 时号曰

‘
宙

体
’。

” (《 梁书 ·简文帝纪》)

“(擒 )属 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 ⋯

王入为皇太子,转家令,兼掌管记, 寻带领

直。柄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 ‘
宫体

’
之号,

白斯而起。
” (梁 书 ·徐抿传》)

“
粱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

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

分路扬镳。
” (《 北史 ·文苑传序》)

“
搞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 东

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

并绮艳,故世号为
‘
徐庾体

’
焉。

” (《 用书

·”乏信传》 )
“
粱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

制,止乎衽席之问;雕琢蔓藻,思 极闺闰之

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
‘
宫

体
’
。
” (《隋书 ·经籍志》)

据上述史料可知: 
“
官体诗

”
产生于梁大同

萧纲为皇太子之时。其创始人有 萧 纲 、 徐

漓t庾肩吾.萧绎等人。四人中作用最大者

当是徐耦,其文体轻丽, 
“
春坊尽学之

”
,

所谓
“
尽

”
,当包括萧纲等人。徐陵、庾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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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约占总数百分之十六的艳体诗中,把妇 《执笔戏书诗 》(“舞女及燕姬

”
)、 《娈童

女当作玩物来描写,刻划其色貌情态的色情  诗》(案 :表现变态的色情),萧绎《咏晚栖

诗仅有十首左右,如 :

°
青牛丹毂七香车,可忄令今夜宿侣家。倡

家高楼乌欲栖,罗帏翠帐向君低。
” (萧 纲

《乌栖曲》)“织成屏风金屈膝,朱唇玉面灯

前出。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合羞不自前。”

(同上)“卓女红妆期此夜,胡姬沽酒谁 论

价。风流荀令好丿L郎,偏能傅粉复薰香。″

(徐陵《乌栖曲》)

又如萧纲《夜听妓诗》(“合欢蠲忿叶
”

)、

这类诗中,较具代表性的有 :

“
初桃丽新采,照地吐其芳。枝 间留紫

燕,叶里发轻香。飞花入露井,交干拂华堂。

若映窗前柳,悬疑红粉妆。
”(萧纲《咏初桃

诗》)“三晨生远雾,五里暗城闰。从风疑细

雨,映 日似游尘。乍若飞烟散,时如佳气新。

不妨呜树乌,时蔽摘花人。’(萧 绎 《咏雾

诗》)“奋江下白帝,画舸向黄牛。锦缆回沙

碛,兰挠避获洲。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

建平船柿下,荆 门战舰浮。岸社多乔木,山城

足迥楼。 日落江风静,龙吟回上游。
” (庾信

《奉和泛江诗》)

此外还有萧纲 《秋晚诗 》、《晚 日后堂诗》、

《咏蛱蝶诗 》,萧绎 《巫 山高 》、 《咏细雨

诗》、庾肩吾《赠周处士诗》,徐 l离 《咏枯

诗》、馀陵《氵扦阳逍》工苜、 《春日诗》,

鸟诗》,、 徐陵《乌栖曲》(“绣帐罗 帷隐灯

烛
”
)等。这些诗作,旨在表现不健康的色情

欲望,反映了宫廷王公贵族的腐朽生活,是
应该批判和摈弃的

′
。此夕卜的艳体诗,描写上

层贵族空虚无聊的生活,片面追求辞藻的华

丽,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艳体诗 (包括色

情诗 )在八百一十三首作品中,毕竟只占百

分之十六的比例,在它之外,还有更多的写

景咏物的诗作 :

庾信 《镜诗 》等等。它们当中,内 容多为模

山范水,吟风月、弄花革,社会意义不大。

但是,诗中每每展现出清新的意境, 自然界

种种事物的情态生动逼真地跃然纸上。这在

艺术上,无疑是对晋宋山水诗风的继承和发

展,其中不少诗已由对偶诗体向唐代律诗过

渡,对于它们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萧纲等人还有一 部 分 边 塞军旅诗,是
否都属

“
宫体

”,历来似无明确看Ⅱ法。现在

我们从整体角度认识
“
宫体

”
诗人,这类作

品, 自不应排斥在外。梁普通初至中大通三

年萧纲封皇太子期间,梁朝同北朝及境外少

数民族之间时有战事①。身居平西将军、宁

蛮校尉、安北将军、骠骑大将军等 职 的 萧

纲 ,亦多次参 △战芋④,这反映在他作品中,

|萧 纲 萧 绎 徐 拥 蹴 吾
|终

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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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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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   |   |   |—— —̄  -— --————————̄——
Π
~~~~~— -—

 ∫        |        |        |        ∫        ∫l 丨
    |弼 |Ψ |弼|写曼翌笙茔遐己~ェ兰⊥~兰竺~If竺⊥~罗^廴



也有拄写迕塞和军旅生活 F勹 诗歌,如 《陇西

行 》二苗、 《雁门太守行 》(其二 )。 作为

萧绳幕僚或文学侍从巾其他
“
宫体

”
诗入 ,

也前后写过河类题材之作,如 庚肩吾 《登城

北望诗 》、徐撼 《胡元人行 》、徐陵 《关山

月》二苜、庾信 《出自蓟北门行 》等。它们

虽然多拟乐府9不脱离题名原意,ˉ却表现了

粱代社会生活f与 一个方面。在这 当 中 , 有
“
沙飞朝似幕,云起夜疑城

”
⑩、 “

陇暮风

恒急9关寒霜自浓
”

④昀边塞风 光 ,也 有

“
往午郅支服,今岁革于平,方欢凯乐盛 ,

飞盖满西京
”

⑤的捷报频传;有
“
遥忆甘泉

夜,暗泪断人肠
”

⑩、 “
思妇高楼上,当 窗

应未眠
”

⑦的征夫离情,也有
“
当 思 勒 彝

鼎9无用想罗裙
”

⑧、 “
单于如未系,终夜

慕前踪
”

⑩沟尚武精神和为国立功之志。这

些作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积极作用是显

而易见沟。它对唐代边塞诗也发生过积极的

影响。如果一概炫之以
“
轻靡

” “
淫放

”
,

耒免失于武断。至于反映
“
侯景之乱

”
这一

梁代重大政治事变的作品,在
“
宫体诗

”
中

也不难见到 :

“
胯彼阪田,嗟斯氛雾。谋之不臧,褰我

王度。
”(萧纲《愍乱诗》)

“
邮亭一回望,风尘千里昏。青袍异春草,

白马即吴门。獯戎鲠伊洛,杂种乱车裘辕。辇道

同关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礼国犹

存。肢牖爻虽赜,尧城吏转尊。泣血悲东走,

i贞 戈念北奔。方凭七庙略,誓雪五陵冤。人事

今如此,天道共谁论。
” (庾肩吾《乱后行经

吴邮亨诗》》

元论定性分析或是:定 量分 析 , 
“
宫 体

诗
”

都Πt能以
“
止乎狂席

” “
思极闺闱

”
概

之,它时或
“
意浅

”,时或情深;时或
“
轻

艳
”
,时或雄壮。它总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现

了梁陈工代时或稳定、时或动荡 的 社 会 现

实 。

在 t术形式上9 
“
宫体诗

”
也有很多值

/2

得肯定之处。
J出

注意从乐府古诗和南北朝乐

府民歌中汲取营齐,特划足受吴声民歌 |fΙ 劲

晌很氵白t,如 肃
'丙

亻:仑 }闾 济》、萧 绎 《呆 莲

曲》以硬二人各作 《寒闺诗 》等,均 取意于

吴声民歌之
“
子夜嵌

”
。这促使

“
宫体诗

”

门语言流畅白然,诗风呈现出清新∴I特 色。

晋宋山水诗对自然景仂纯客观泅 拍 写 , 在
“
宫体诗

”
屮逐渐与丿、访真情实感稆结合 ,

而考究声律盅'。 齐代
“
永明体

”
,亦 为

“
宙

体
”
诗人所采用, “

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

靡,复逾于往时
”

④。这些无疑是对前者的

继承和发展。同时,唐代格律诗 在
“
宫 体

诗
”

中已现端倪。杨慎在他莎f纂的 《五言律

祖》中,就太量选录了梁陈之间沟
“
新体

”
,

其实也是
“
宫体诗

”,并举出 : 
“
全 章 吻

合,惟张正见 《关山月 》及崔鸿 《宝剑 》、

邢巨 《游春 》,叉庾信 《舟中夜诗 》四苜,

真唐律也。
”

胡应麟更补充说: 
“
六朝五言

合律者,杨所集四首外,徐搞 《咏笔 》、徐

废 《斗雉 》、沈氏 《彩毫 》虽间有拗宇,体

亦近之。若陈后主 《春砌落芳梅 》、 江 总

《百花疑吐夜》、陈昭《昭君词 》、祖孙登

《莲调》、沈炯 《天中寺 》、张正见 《对酒

当歌 》、 《衡阳秋夕 》、何处士 《春 日别才

法师 》、王由礼 《招穗士》十余篇,皆唐律

丽杨不收
”

④。此外有萧纲 《梁尘诗 》、徐

陵 《关山月》等诗,也完全台乎唐俾
^。

在诗

歌情调上,唐代王昌龄
“
宫怨诗

”
,也明显

地受过
“
宫体诗

”
门影响。 “

宫体诗
”

既是

对宋齐诗歌妍继承和发展,又为唐代律诗开

创了新声,它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产生过

积极的作用和影晌。至于其色情之作`也对

当时社会风气和文学创作发生过消极影响,

则是今天我们应当批判沟。

说到
“
宫体诗

”
,人们自然会联想起徐

陵所编的诗集 《玉台新咏》,这是因为此集

选录了较多的
“
宫体诗

”
。这里试图探讨一

下它 fJJ选录标扌、编撰恿囚及是书均历史价



值。

徐歧 《玉台折咏序 》

“
沽文满改,i怔 芍药之i匕 ;扌 iI∷ 迕搞,宁止

i打 萄之{讨 。丿1JH登 高P时有缘情之 h=;万午公

主,非尢累你之辞。
” “

iⅡ 1往世亻l箴 , 当今巧

{I刂 ,分诸胺闩,故在鸿都。J∫(柑 篇章,元由披

览讠于是然脂暝写,弄笔展1r,选录艳歌,凡

为十卷。

"元
参与I坝,亦靡滥于风人,泾汨

之间,若 j沂 i而 己。
”

④

这一段话 p反 映 了徐 陵 《玉 台新 咏 》沟选录

标 准 :以
“
元参 与雅颂

” “
靡 滥于风人

”
为

其思想内容之标准,以
“
清文

” “
新 制

”

为其艺术形式之标准。

从集中绝太部分言恬诗看, 每 每 含 有
“
乐而不淫,哀而不饬

”
⑧之意,均未超出

“
发乎情,止乎礼义

”
④、 “

温柔敦厚
”

④

之儒家诗教昀规范。正因如此,徐陵才称其
“
靡滥于风人

”
。纪容舒评足集: 

“
郑卫之

风,圣人不废,苟心知其意,温 柔 敦 厚 之

旨,亦未尝不见于斯焉。〃⑧纪晓岚 《四库

全书总日 ·集部 ·别集类一 》也称之: 
“
虽

皆取绮罗脂粉之词,雨 去古未远,犹有讲于

温柔敦厚之遗,未可概以淫艳斥之。
”
许裢

《玉台新咏序笺注》亦同二纪之说⑦。由此可

见,徐陵是以
“
诗三百

”
为范例,把

“
温柔

敦厚
”

的儒家诗教作为编选 《玉台新咏》作

品 f勺 思想标准。

在 《玉台新咏》选诗之艺术 标 准 上 ,

f清文
” “

新制
”

是其鲜明的特色。被大量

选入集中∴J“宫体诗
”
, 《隋书 ·经籍志 》

评之
“
清辞

”
, 《北史 ·文苑传 序 》称 其

“
清绮

”,无不抓住
“
清

”̄
之特 色 。 所 谓

“
新制

”,据 《梁书 ·庾肩吾传 》: 
“
齐永

明中,文士王融、谢卜∫‘、沈约文 章始 用 四

声,以为新变户至是转拘声韵,弥 尚丽靡,复

逾于往时。
”

《梁书 ·徐搞传 》: 
“
i占幼雨

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

拘润体◇
”

是则听说
“
新帝i″ ,当庋i1礻 梁

以来讲究
“
声律

”
之作。 《北 史 ·文 苑 传

序 》评梁太同以后沟诗
“
争驰新巧

”
。 《玉

台击i咏序 》珞
“
惟属意于新诗

”,并以
“
新

咏
”

命名是集。叉 《文心雕 龙 ·明 诗 》 :

“
怙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

世之所竞也
”
,也指出追求

“
新

”
辞,是当

时诗歌创作均主要风气。徐陵处于这样的背

景之下, 自然以其时代淘文学风尚作为 《玉

台新咏》泅选录标准。

所以说, “
无参与雅颂

” “
靡 滥 于 风

人
”

泅思想标准和
“
清文

” “
新制

”
沟艺术

标准既与 《玉台新咏》入选巾作品相符合,

叉与
“
近世之所竞

”
的文学潮流 相 一 致 。

“
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

是选者的眼光
”

⑧,而选者的眼光又何尝不

反映了选者所处时代的文学眼光 !

《玉台新咏》的编撰原因,历来众说纷

纭。刘肃 《大唐新语 》卷三: 
“
梁简文帝为

太子,好作艳诗,境内化之,寝以成俗,谓

之
‘
宫体

’
。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

陵拱 《玉台集 》,以大其体
”,然而此说无

考。 《郡斋读书志》卷二
“
玉台新咏

”
条引

唐李康成之语: 
“
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东

朝,特见优遇。时承平好文,雅 尚宫体,故

采西汊以来词人所著乐府艳诗 ,以备讽览。
”

康成系天宝问人,早于刘肃,亦未言及简文
“
令徐陵撰 《玉台集》,以大其体

”
之事。

今人隽雪艳 《玉台新咏》一文提出:徐陵编

此集
“
以供官中妇女们

‘
对玩于书帷,循环

于纤手
’,作为排遣苦闷,消磨光阴的闺中

良伴
”

⑩。

笔者认为, 《玉台新咏》的成书,决非

仅仅出于偶然的个人动机,它有其必然的历

史原因。魏晋以来,我国文学进入了一个自

觉的时代,各类创作并驾齐驱。延及宋代,

文学从儒、玄、史学中独立出来,表 明它的

发展臻于成熟。沈约
“
四声八病

”
说和齐代

〃
永明体

”
, 旨在把文学当作专门沟学问水



研究,而更多的人,则可以把它作为专门的

艺术来欣赏。 《玉台新咏序 》提到官中妇女
“
优游少托,寂寞多闲

”, “
无 怡 神 于 暇

景 '惟属意于新诗
”

。所谓
“
属意于新诗

”
,

就是指宫中妇女把诗歌当作专门的文学艺术

来欣赏。通过欣赏诗歌,既可陶冶情操,又

能娱乐闲暇。 《玉台新咏》所收,多为男女

情诗,这是与当时诗歌敢于描写真性情的文

学风尚相适应的。唯其有真性情,才能以情

动情。徐陵编 《玉台新咏》,正是出于这样

的原囚。所谓
“
永对玩于书帷,长循环于纤

手
”,并非仅仅停留于

“
对玩

” “
循环

”
的

字面意义,它 旨在欣赏诗歌,陶冶情操。因

此,徐陵才称是书的作用
“
因胜西蜀豪家,

托情穷于鲁殿;东储甲观,流咏止于洞萧
”

⑩,盖指此集具有的
“
欣赏

”
和

“
陶冶

”
作

用,比起人们整天沉溺于吟诵铺陈
“
飞动之

势
”

④的
“
显物

”
⑦之作 《鲁灵光殿赋 》和

“
穷变于声貌

”
⑧沟 《洞萧赋 》来,要有意

义得多。其次,宋齐以来,^成熟了的文学进

入了一个总结性的时代,从萧统 《文选 》到

钟嵘 《诗品》、刘勰 《文心雕龙 》,元不标

志着文学在自觉地集往古之大成,发未来之

开端。 《玉台新咏 》作为诗歌专集,也是应

这个总结性沟文学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这
是它成书的社会原因,也是它出世 的 必 然

性。

《玉台新咏 》在我国文学史上宓V价值实

在是值得注意的。首先,它是我国古代第一

部以妇女为表现对象的诗歌专集。其 《序 》

言此集为
“
艳歌

”
,胡应麟称之

“
但辑闺房

一体
”

④,纪容舒视其
“
皆裙裾脂粉之词,

可各艳体之用。其非艳体而苋收者,亦必篇

中字句有涉闺帏。
”

⑤入选沟诗,从不同角

度,描写了不同社会阶层妇女沟思想感情、

生活面貌。其中绝大部分作品,表现了作者

对于妇女忠贞爱情的歌颂,对妇女刁:幸 j萱遇

门同情。在那 i· 仅把妇女当作传宗廿 f弋 门丁

74

具和侍奉男子沟玩物的封建社会里,徐陵敢

于将表现妇女情感山J清新诗作汇编成集,流
传后世,这真是难能可贵了。他在文学史上

开创了妇女爱情诗歌专集的前例,为后世同

类诗集导乎先路,这 白然有其进步的作用。

其次, 《玉台新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自西汊诗歌到梁代
“
宫体诗

”
这六百年间

我国诗歌发展变化沟过程。此时期诗歌语肓

由古朴渐尚华丽,且渐重对偶、用事,声韵

渐趋和谐,五言诗体成为诗歌的主要形式,

七言诗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些都为唐代诗歌

的繁荣奠定了良好淘基础。而 《玉台新咏》

则为我们粗略地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

面貌,它对于今天研究那个时期 的 诗 歌 历

史,有着不可或少的重要意义。

再次,是集成书较早,可 以考较齐梁以

前诗歌之异同得失。 《四库全书总目 ·集部
·总集类一》说: 

“
其中如曹植 《弃妇篇》、

庾佶 《七夕诗 》,今本集皆失载,据此可补

阙佚。又如冯惟讷 《诗纪 》载 《苏伯玉妻盘

中诗 》作汊人,据此知为晋代。梅鼎祚 《诗

乘 》载 《苏武妻答外诗 》,据此知为魏文帝

作,古诗 《西北有高楼》等九首, 《文选 》

无名氏,据此知为枚乘作。 《饮 马 长 城 窟

行 》, 《文选 》亦无名氏,据此 知为 蔡 邕

作。其有资考证者亦不一。
”

所谓枚乘、蔡

邕之说,固难尽信,而言其可补 《文选 》阙

佚,则不为无据了。 《文镜秘府论 ·集论》

亦言王融 《古意 》二首, 《文选 》
“
弃而不

纪
”
,却为 《玉台新咏》所收。吴兆宜 《玉

台新咏笺注序 》称: 
“
孝穆所选诗凡八百七

十章,其入昭明选者六十有九
”,可见其于

齐梁以前的诗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特别值得称道的:我国第一部具有悲剧意义

昀爱情长诗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竟 是 靠

《玉台新咏 》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成 为

古往兮来多少人
`Ji匕

动情均千古绝 lI昌 。在这

十意 义上,汁”编 《下fi新 咏 》Rl文 学 眼



光,确乎是 比较高灼。

注释 :

① 《南史 ·文学传序》

② 《南史 ·梁本纪》

③《隋书 ·经箱志》

④ 《大唐新语》卷三

⑤ 《北史 ·文苑传序》

⑥ 《隋书 ·经籍志》

⑦ 《梁书 ·简文帝纪》

⑧ 《南史 ·梁本纪》

⑨《北史 ·文苑传序》

⑩此据逯钦立《先秦汉魏膏南北朝涛》统计 ,

下同。

① 《梁书 ·武帝纪》: “(普通二年 )七月丁

酉,假大匠卿裴邃节,督众军北讨。
”“(普

通五年六 月 )以 员 夕卜散骑常侍元树为平北

将军,率众北伐。
” “(普通六 年五月 )

遣中护军夏侯宣督寿阳诸军莩 ,北 伐 。 ”

“(中大通元年四月 )癸 已,陈庆之攻魏梁

城,拔之。
”

《魏书 ·肃宗纪》: 
“(梁普

通四年 )十有二月,萧衍遣将寇边。
”

② 《梁书 ·武帝纪》: 
“(普通六 年 )安 北

将军萧纲遣长史柳津破魏乡郡,司马董当门

破魏晋城。
”
《梁书 。徐摘传》: “

大通初,

工总戎北伐.∷ 《染简文帝答徐抿 书 》 :

臼
驱驰五岭,在戎十年,险阻艰难,各更之

矣。
”
 (《 艺文炎聚》卷T∶十六 )

⑩肃纲《陇
`i行

》(其三 )

④萧纲《雁门太守行》(其二 )

⑩肃纲《陇西行》(J苒二 )

⑩徐抿 《胡无人行 》

⑦徐陵 《关山月》(其一 )

⑩肃纲《陇西行 》(其二 )

⑩肃纲《雁门太守行 》(其二 )

④ 《梁书 ·庾肩吾传》

④ 《诗薮 ·内编》卷四

② 《玉台新咏》(徐乃昌影印明赵均小宛堂复

刻宋本 ),下向。

⑧ 《论语 ·八佾 》

⑧ 《毛诗序》

⑧ 《礼记 ·经解 》

④ 《玉台新咏考异序》

⑧ 《六朝文沽笺注》卷八

⑧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 · “
题未定

″
苹六 》

④ 《文史知识》一力,八 四年一期

⑩ 《玉台新咏序》

① 《文心雕龙 ·诠赋》

②王延寿 《鲁灵光殿赋》(李善注《文选》卷

十 一)

④ 《文心雕龙 ·诠赋》

③ 《诗薮 ·外编》卷二

⑩《玉台新咏考异 》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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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参拙作 《天问里的宇宙模式 》,《 巾冂哲学

史文集 》(《 哲学研宄 》编辑部编 )

⑧闻一多 《古典新义 ·离骚解诂 》。

⑨参拙作 《楚辞神话地名杂考 ·悬圃与天池景

观 》, 《华南师大学报 》1982年第4期。

⑩参拙作 《属廴t英华 ·属原作 I尼 里昆仑形象之

分析 》,《 文艺论丛 》笫9辑。叉 《昆仑祁连 说 补

证 》, 《西北史地 》1984年笫2期。

⑧顾颉刚 《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

系统的融台 》,《 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 第2辑。

②金开诚 《离骚
‘
周游三 日

’
辩 》, 《楚辞研

究 》, 《北方论丛 》‘-人 书笫3辑。

⑧参拙作 《马王堆帛画与楚辞 ·月御纤阿 》及

《应龙 》节, 《浙江师院学报 》1980年第2期。

⑦参拙作 《楚辞神话地名杂考亻彐水和冰山》p

《华南师院学报 》1982年第4期。

⑧参拙作 《九河之神及其妻洛t》 , 《郑州大

f≯讠皂报 》1980年笫3期。

⑩参闻一多 《古典新义 ·离艏解诂 》,姜亮夫

《属原赋校注 》。

⑦参拙作 《示 ·王 ·皇 》, 《辽宁大学学报 》

1980年第2期。

⑧参拙作 《楚辞神话地名杂考·流沙与沙暴 》,

《华南师大学报 》1983年笫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