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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２５００多年前，孔子集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于一体，

创立儒学，聚徒讲学，形成了儒家学派。西汉时期，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获得了独尊的地位，在中国古代
社会持续了２０００余年。近代以来，在 “打倒孔家店”“全盘西
化”等思潮的冲击下，儒家文化辉煌不再，危机四伏。近年
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强盛，复兴民族文化、提高文化
软实力成为国家的战略需要，儒家文化再度引起人们的重视。

汤一介、李中华先生主编的九卷本 《中国儒学史》，舒大刚先
生主编的三卷本 《儒学文献通论》等代表性成果陆续出版，北
京大学、四川大学主持的儒学文献集大成之作 《儒藏》的编纂
正在进行之中，儒学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
方面面。中国古代与现实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只有纳入儒家文
化的视野之中，才能得到深入的理解和切实的解答。从这个角
度而言，儒学研究仅仅关注儒学基本经典、儒学杰出人物以及
儒学发展史的宏观梳理是远远不够的。儒学研究应该是多元
的，某一个领域、某一部作品、某一种现象等都可以作为研究
的切入点，这样才能全面、具体、生动地展现儒家文化的传播
与影响。本书所收的三篇文章，就是儒学研究多元化的尝试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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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巅峰之作，汉代巴蜀
思想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对 《文心雕龙》的成书
作出了重要贡献。《文心雕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 《原
道》篇阐释了儒家圣人与儒家经典在人文历史上的主导作用，
《征圣》篇指出儒家圣人具有最高的美言美行，《宗经》篇具体
提出 “文出五经”的观点等。以扬雄 《法言》等为代表的著
述，是 《文心雕龙》以儒家文艺思想为主导的创作论和审美论
的重要来源。《汉代巴蜀三杰与 〈文心雕龙〉》以儒学、区域
人物与文化为视角，对研究 《文心雕龙》文艺思想的来源有很
大的参考价值。

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 “儒家文化圈”的重要
国家之一。《三国演义》与 《平家物语》是中日两国文学史上
家喻户晓的名著，都受到了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平家物
语〉与 〈三国演义〉儒家文化之比较》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在
东传日本之后，日本民族对儒家文化接受利用的发展脉络；文
中通过文化考察和文本细读，揭示了两书忠义观、天命观和女
性观的异同，指出同一文化在不同民族国家中的传承，在不同
时期会发生不同的断裂和选择，从而对文化传统的积淀产生不
同的导向。文化主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文学也对文化的
积淀和选择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平家物语〉与 〈三国演义〉

儒家文化之比较》对理解文学与儒学的互动以及研究儒学在异
域的传播与影响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马国翰是清代著名的辑佚学家、藏书家，辑有 《玉函山房
辑佚书》，编有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玉函山房辑佚书·经
编》辑录佚书４２２余种，《子编·儒家类》辑录佚书６８种。马
国翰共辑佚儒学佚书４９０种，约占其所辑佚书总数的８０％，

为儒学研究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玉函山房藏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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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录·经部》著录图书１０４８部， 《子部·儒家类》著录图书

１９７部。马国翰收藏的儒学著作共计１２４５部，约占其藏书总
量的３０％，是他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辑佚第一家：马
国翰藏书研究》分析了马国翰藏书的来源、种类、数量、版
本、应用以及 《玉函山房藏书簿录》提要的主要内容，从文献
传播的角度展现了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王万洪、黄健平、王姝与我共同问学于四川大学。四川大
学既有深厚的儒学研究传统，也是当前国内儒学研究的重镇，

我们四人能够合作出版 《儒家文艺思想视野下的文史研究新
探》，也算是人生的一种机缘吧。

郭国庆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于贵阳花溪河畔

·３·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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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巴蜀三杰与 《文心雕龙》 　

成书于南朝齐梁之际的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学理论
的巅峰之作。通观 《文心雕龙》全书，其中对汉代蜀中思想
家、文学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的论述非常多，巴蜀三杰①

每每出现于 “文之枢纽”“论文叙笔”“剖情析采，笼圈条贯”

·３·

① 刘勰在 《文心雕龙·铨赋》篇中称荀况、宋玉、枚乘、司马相如、贾谊、王
褒、班固、张衡、扬雄、王延寿十人为 “辞赋之英杰”，顺此，有研究者简称司马相
如、王褒、扬雄三人为汉代 “蜀中辞赋三英杰”。实际上，从三人的创作成果目录与
《文心雕龙》对三人的实际征引来看，称他们为 “蜀中辞赋三英杰”是不妥当的，准
确的称呼应是 “汉代巴蜀文学三英杰”，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远远不止辞赋体裁。因
此，称 “辞赋三杰”范围过窄，有以偏概全之嫌，故而本文以 “汉代巴蜀文学三杰”

称之，简称巴蜀三杰。因为刘勰没有引述过严遵的作品或思想，因此，本文暂不采用
班固 《汉书》所说的 “四杰”之谓。



的重要位置①，作为 《文心雕龙》全书文学思想、作家作品、

创作得失、理论批评的经典代表，其文学创作与文艺思想是刘
勰创作该书的重要取材对象。具体说来，王褒主要以辞赋创作
成就影响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与辞赋观，司马相如与扬雄则
不仅以其卓越的创作成为划时代的经典作家代表，在 《文心雕
龙》的枢纽论、作品论、思维论、风格论、修辞论、作家论、

鉴赏论、时序论、通变论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且以其文
艺理论思想深刻影响了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美学观念与
创作目的。在以往的 “龙学”研究中，对汉代蜀中三杰的杰出
贡献关注甚少②，故本文对此略作探讨，以求抛砖引玉，将巴
蜀三杰为 《文心雕龙》的产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揭示出来。

·４·

①

②

《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清人章学诚以 “体大思精”目之，被 “龙学”研
究界公推为定论。在 《序志》篇中，刘勰自述其书之结构体系曰：“盖 《文心》之作
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
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

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攡 《神》 《性》，图 《风》 《势》，苞 《会》
《通》，阅 《声》 《字》，崇替于 《时序》，褒贬于 《才略》，怊怅于 《知音》，耿介于
《程器》，长怀 《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位理定名，彰乎大 《易》
（衍）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刘勰将 《文心雕龙》分为四个部分：从 《原
道》至 《辨骚》这五篇以 “文之枢纽”目之，可称为枢纽论；从 《明诗》到 《书记》

这二十篇属于 “论文叙笔，囿别区分”的文体论；《神思》到 《程器》二十四篇属于
全面的 “剖情析采，笼圈条贯”部分，学术界一般将其分为创作论 （《神思》至 《总
术》）与批评论 （《时序》至 《程器》）两块；最后是总纲性质的 《序志》一篇，称
为序论。在具体阅读或研究的时候，一般将序论放在最前面，枢纽论作为核心理论纲
要紧随其后，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作为展开的主体，依次放在后面。这样安排顺
序的好处是由小到大，可以更好地还原 《文心雕龙》理论体系从缘起、纲领到全面论
述的脉络顺序。

直接论述司马相如与 《文心雕龙》的论文只有高林广先生 《文心雕龙的司马
相如辞赋批评》一文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直接论述王褒、扬雄与 《文心雕龙》的论文还没有。



汉代巴蜀三杰与 《文心雕龙》 　

一、序论：树德建言，扬雄影响

刘勰在 《序志》篇中明确告诉读者，《文心雕龙》的写作

动机有三：一是求得令名，二是选择 “文章”而不再解经，三

是要写成写作理论著作，其根本目的是借 《文心雕龙》彰令

名、求不朽。刘勰以为生命脆弱，为了 “树德建言”，一定要

写本书留下来，这是古人 “名德”思想直接影响的结果，蜀中

学者扬雄是刘勰取法的重要对象。

据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

曾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 “三不朽”说，这三者是经久不

废，流芳百世的。孔子则认为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

语·卫灵公》），在立德、立功不成的情况下，述而且作，编

次 《春秋》，删 《诗》正乐，名德俱彰。司马迁身遭宫刑，因

为 《史记》未完而坚持 “退论书策”，他希望自己的著作能
“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均有 《史记》，“则仆偿

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安书》）司马迁同

时认为，令名的追求是很困难的，一般人想的是如何享受富

贵，轻身安乐，所以这种 “发愤著书”的精神 “可为智者道，

难为俗人言”，一般人做不到。

上述诸人之外，扬雄论 “名”最多，集中体现在他的学术

著作 《法言》之中，对刘勰的影响也最大。①　扬雄认为，圣人

之所以被后人尊敬，是因为德行政教样样兼备，才能留下美好

的名声。《重黎》篇提出 “令名”一说，韩信、黥布因为叛逆

汉室，名声虽有，但不足为法。《学行》论述学习，以为 “名

·５·

① 扬雄论 “名”，是与 “实”相联系， “名实”之论与 《文心雕龙》的 “文道”

关系类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誉以崇之”是学者的必然追求。 《孝至》篇则说： “不为名之

名，其至矣乎！为名之名，其次也。”要求在追求美名声誉的

时候，必须要有道义精神，因此，他主张通过修养德义来完善

自我，再求令名。《渊骞》篇对蜀中名家李仲元极为推崇，显

示了扬雄征圣不仅崇古，也法则近代的新变意识，其主要原因

就是李仲元名德昭彰，榜样感化力量十分巨大。同时，扬雄还

主张以实际行动来彰显令名，《先知》篇论述 “为政日新”的

重要一环，就是 “乐其义，厉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

然”，重视美言美行，感化教育。《君子》篇提出实际行动对建

立美名的重要作用，“人必先作，然后人名之”，要求在行动上

有过人之处，美名才会得到彰显。在此基础上，扬雄对君国将

相、功臣名卿有自己辩证的看法，《渊骞》篇论述 “近世名将”

“近世名卿”以及外交大臣、著名作家几十人，在赞美他们功

德的同时，也批评他们不合儒家教义的地方。上述汉代名人大

量出现于 《文心雕龙》一书中，对刘勰论述 “文士将相”与
“九代文学”有直接影响。扬雄不仅倡导名德思想，更在立言

不朽方面作出了实践表率，《汉书·扬雄传·赞》说他 “实好

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 《易》，

故作 《太玄》；传莫大于 《论语》，作 《法言》；史篇莫善于
《仓颉》，作 《训纂》；箴莫善于 《虞箴》，作 《州箴》；赋莫深

于 《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

相与放依而驰骋云。”① 诚然，如果没有写成那么多著名的京

都大赋和学术著作，扬雄之名不可能如此卓著。而扬雄晚年轻

鄙辞赋，转向学术研究，仍然是 “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

立言不朽之心在继续推动着他的著述研究工作，使他在哲学思

·６·

① ［东汉］班固：《汉书》（影印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５９５～３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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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文字小学、应用写作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刘勰重视名德，深感生命脆弱：“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

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①

因此，《文心雕龙》根本的写作目的是 “树德建言”，至于成书

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当前 “龙学”研究的学术热潮，并

不在他预设的创作动机之内。刘勰不仅渴求令名，而且以此为

本，作为 《文心雕龙》品评作家作品的基本标准，并极力在书

中树立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除了从文章体裁、写法技

巧、风格特点、修辞技法、影响作用等方面来论述写作，还往

往以儒家经典的思想标准来衡量历代作家作品的思想是否雅

正、有无违背经典、有无奇谈怪说。跳出 《文心雕龙》，考察

刘勰的生平，可知从他托身定林寺、博通经纶、写作 《文心》、

拦道沈约，到出仕梁代、做官三十多年的大半生，都是在令名

功德思想的支配下走过来的。刘勰毕生所坚持的令名功德心

态，也是 《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重要证据。②

二、文之枢纽：五经含文，三杰模范

在 《文心雕龙》的序论中，扬雄立言不朽的理论与实践成

就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 《文心雕龙》的性质毕竟是写

作理论著作而不是伦理学著作，因此，发展到 “文之枢纽”的

·７·

①

②

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６１０页。

对于 《文心雕龙》的主导思想，学术界有儒家主导说、道家主导说、佛家主
导说、三教合一说四种主要意见。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学术界曾以此为中心进行了一
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辩论。从 《文心雕龙》一书的写作理论性质来说，佛家主导说站不
住脚；从书中序论、枢纽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的论述实际来看，道家文艺思
想尽管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理论影响，但也不是本书的主导思想；三教合一说也因此不能
成立；学术界的主流意见是儒家思想主导了 《文心雕龙》从写作目的到文学思想的方方面
面。



五篇专论时，就必须对写作的 “枢纽”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

这一部分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树立儒家思想的指导地位
和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二是从哲学高度提出人文尚丽的文学
观念，并在具体作家作品的比较中落实到写作实践上来。在这
两个问题中，巴蜀三杰均有重要的影响。

（一）扬雄 《法言》与 “圣文雅丽”
《文心雕龙》的枢纽论部分共有五个专题：《原道》《征圣》

《宗经》《正纬》与 《辨骚》。《原道》篇从哲学高度阐释了自然
之道的华丽特点、人文原道必定 “郁然有采”的基本属性、儒
家圣人与儒家经典在人文历史上的主导作用等问题，其核心是
“人文”有采，为后两篇论述儒家经典的 “雅丽”之美打下理
论基础。《征圣》篇指出儒家圣人具有最高的美言美行，其政
化、事迹、修身均以 “贵文”为要，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儒
家经典就具有了 “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
适”的特征与写作技法，是学习写作的最高范本，而且 “圣文
雅丽，衔华佩实”，具有雅而且丽的审美风格，笼罩或雅或丽
的一切文章。《宗经》篇具体提出 “文出五经”的观点，认为
《诗》《书》《礼》《易》《春秋》衍生出后代所有的文章体裁类
型 （事实上，从 《明诗》到 《书记》的二十篇文体论正是按照
“五经发其源”的体例来设计安排的），同时指出五经具有美好
的 “六义”特点①，学习五经，可以养成 “六义”中优良的正

·８·

① 《文心雕龙·宗经》论此：“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
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
淫。”笔者以为，《宗经》“六义”与 《知音》“六观”应该合观统照，才能全面地看出
刘勰对文学创作与鉴赏的理论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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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写作技能，改正不良的写作弊端。① 《正纬》篇通过比较指
出纬书具有丽而不雅的特点，“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写作可
以借鉴，刘勰开始承认文章写作与儒家经典的区别。《辨骚》篇综
述汉代五家评屈之论，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 《楚辞》和经
典相比较具有 “四同”与 “四异”，屈原的 《楚辞》体现了最高的
文采之美，是历代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影响后世，泽被千
秋。②

通过上面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枢纽论的五个专题
以 《宗经》为核心，确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在全书的理论
与创作主导地位。③　但这只是从指导思想角度来说的，落实到具
体的写作问题上，这五篇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点：极力主张文学
尚丽。《原道》指出人文有采，这一基本属性为典而不美的儒家经
典提供了具有文采之美的哲学依据，纬书与 《楚辞》本就华美异
常，这样，作为 “人文”的经、纬、骚共有尚丽的属性，“文出五

·９·

①

②

③

对于 “六义”的研究意见颇多。易中天先生将 “六义”与风、骨、采合起来对接
观照，得出 “风骨”就是雅丽之文审美理想的看法；王志彬先生认为单看 “六义”尚属片
面，还应该结合 《知音》篇 “六观”说，二者的结合，才是 《文心雕龙》批评论的整体意
见；还有的研究者以为这是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实际上，“六义”的排列顺序是由情
到文 （采），转化来看，就是 《情采》篇论述的文质关系说，以及如何正确创造彬彬 “正采”

的方法论。“圣文雅丽，衔华佩实”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分而为六是对雅丽的细化，合六为一
是对雅丽的整合。雅丽即 “六义”，不仅是创作原则，同时是审美原则与批评原则。

有的研究者认为 《辨骚》篇应该归属于文体论部分，这是从文体归类的角度来看
的，其说不妥：一则因为刘勰自述是将本篇列于 “文之枢纽”部分；二则 《辨骚》篇在论
述 《离骚》特点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总结 “枢纽”论五篇的核心内容，即文学
创作应该在经典雅正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华丽之美，雅丽结合。从这个角度讲，纬书
与 《离骚》在本质上都是 “丽而不经”的作品，《辨骚》以归入 “枢纽”论为宜。

“文之枢纽”以 《宗经》篇为核心，这是近年来 《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新
的探究发现。一般认为，枢纽论部分应该以 《原道》篇为核心；詹福瑞、孙蓉蓉、李
建中等研究者则认为应该以 《宗经》篇为核心，因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文艺思
想，笔者认同此说，同时认为 《辨骚》篇专论文学创造的新变范例与诗骚结合、奇正
结合的创作原则，这才是真正阐释文学写作之枢纽的篇目。



经”在审美特点上不会被动摇。但是儒家雅正的文学观念与文学
尚丽的基本属性交汇融合，必然会激荡出两个方向相反的基本观
念：尚雅贬丽与雅丽结合，这一对矛盾互现的基本文学观念贯通
于 《文心雕龙》全书之中。

刘勰的主要选择是折衷经典之雅与纬骚之丽，走雅丽结合
的路子。在 《宗经》篇论述经典 “六义”之后，刘勰引用扬雄
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故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
文也。”据此可知，刘勰提出经典之 “六义”，论证经典具有文
采之美，除了 《原道》的哲学依据，在具体写作理论层面上的
根源，正是扬雄 “五经含文”的主张。

扬雄的思想丰富深刻，整体上呈现出儒家为主而儒道结合
的特点。在他的辞赋创作实践与学术著作中，我们可以梳理出
许多对 《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哲学、文学、美学思
想，这些思想集中在其代表作 《法言》之中，并表现于 《报刘
歆书》《反离骚》《太玄经》《汉书·扬雄传》等文献之中。自
孔子以后，对 《文心雕龙》雅丽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扬雄，这
可以从 《文心雕龙》全书三十八次直接论述扬雄所出现的重要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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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若干次化用其 “丽则丽淫”主张的运用情况清楚地看出
来。① 具体而言，扬雄对 《文心雕龙》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

·１１·

① 这三十八次论述分别是： 《宗经》：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 “五经”之含文也。
《辨骚》：扬雄讽味，亦言 “体同 《诗》雅”。《辨骚》：马扬沿波而得奇。《诠赋》：王扬骋
其势。《诠赋》：子云 《甘泉》，构深伟之风。《诠赋》：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
者也。《颂赞》：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 《清
庙》，或范 《》《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铭箴》：至扬
雄稽古，始范 《虞箴》，作 《卿尹》《州牧》二十五篇。《诔碑》：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
秽。《哀吊》：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深反 《骚》，故辞韵沈膇。《杂文》：扬雄覃思文阁，

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 《连珠》。《杂文》：扬雄 《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
为工。《杂文》：子云所谓 “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诸子》：扬雄 《法言》，

归乎诸子。《封禅》：扬雄 《剧秦》，班固 《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书记》：扬雄
曰：“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书记》：史迁之 《报任安》，

东方之 《谒公孙》，杨恽之 《酬会宗》，子云之 《答刘歆》：志气槃桓，各含殊采；并杼轴
乎尺素，抑扬乎寸心。《神思》：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体性》：子云沈寂，

故志隐而味深。《通变》：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见刘扬言辞，常辄有
得。”《通变》：扬雄 《校猎》云：“出入日月，天与地沓”。《丽辞》：自扬马张蔡，崇盛丽
辞。《比兴》：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织综 “比”义，以敷
其华。《夸饰》：及扬雄 《甘泉》，酌其余波：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
《夸饰》：子云 《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夸饰》：酌 《诗》 《书》之旷旨，翦扬马之甚
泰。《事类》：及扬雄 《百官箴》，颇酌于 《诗》《书》。《事类》：以子云之才，而自奏不学；

及观书石室，乃成鸿采：表里相资，古今一也。《事类》：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
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练字》：扬雄以奇字纂 《训》。《练
字》：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
《时序》：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历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
世，则扬、班俦矣。《时序》：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才略》：扬
子以为 “文丽用寡者长卿”，诚哉是言也！《才略》：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

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 《知音》：扬雄自称： “心好沉博绝丽之
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程器》：扬雄嗜酒而少算。《程器》：彼扬马之徒，有文无
质，所以终乎下位也。其重点有三：一是在 《宗经》《事类》等篇目中论述扬雄的宗经观
点；二是引用扬雄的文学理论见解，为论述作论据；三是以扬雄的作品为对象，进行审美
与创作的评价。整体上看，扬雄具有经学家、文学家、理论家的数重身份，刘勰论述扬
雄，赞美非常之多。而扬雄辞赋评论 “丽淫丽则”的主张，更是雅丽思想直接取法的对
象，书中若干次运用或化用之。总而言之，扬雄是继孔子之后，对雅丽思想影响最大的儒
家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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