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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 、将军 、皇帝 、佛教徒
———梁武帝萧衍的社会角色及文学人格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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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李中华(1944-),男 ,湖北随州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

学研究;杨晓东(1980-),男 ,河南舞阳人 ,武汉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主要从事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研究 。

[摘　要] 南朝萧衍曾是“竟陵八友”之一。在齐末的社会动荡中 ,他统率军队 ,开创了新

王朝 。登上皇帝宝座后 ,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 ,文治武功俱有可观 。晚年他又是一个

痴迷的佛教徒 ,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 ,最后在侯景之乱中悲惨地死去。萧衍的一生 ,经历了由

文士 、将军 、皇帝 、佛教徒的社会角色转换 ,这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关键 词 ] 萧衍;皇帝;佛教徒;文学人格

[中图分类号] I206. 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6)02-0187-10

在中古文坛上 ,梁武帝萧衍一直引人瞩目 。《梁书 文学传序》曰:“高祖聪明文思 ,光宅区宇。旁求

儒雅 ,诏采异人 。文章之盛 ,涣乎俱集。”
[ 1]
(第 685 页)《南史 梁本纪》曰:梁武帝“制造礼乐 ,敦崇儒雅 ,

自江左以来 ,年逾二百 ,文物之盛 ,独美于兹”
[ 2]
(第 225 页)。梁武帝在位长达 48年 ,其间诗文创作兴盛 、

作者众多 ,造成了文坛的繁荣景象 ,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而从另一角度切入 ,萧衍又是生平经历最为

奇特 、社会角色最为繁复的一个生命个体:年轻时 ,他是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 ,是一介文士;在齐末的

征战中 ,他是一个深于韬略 、所向披靡的军事将领;登上皇帝宝座后 ,他是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 ,文

治武功俱有可观;他生命的晚年又是一个痴迷的佛教徒 ,曾经多次舍身同泰寺 ,最后在侯景之乱中悲惨

地死去。萧衍的社会角色与文学人格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摄 、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补充 ,成为南朝文学中

一道独特的景观 。其中所寄寓丰富的文化信息 ,尤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这就是本文试图加以新的探

讨与解说的。

一

萧衍(464—549),字叔达 ,南兰陵中都里人。他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萧道成建

立南齐王朝 ,萧顺之参预佐命 ,封临湘县侯 ,历官南齐侍中 、卫尉 、领军将军 、丹阳尹。在这种皇亲贵戚的

家庭中 ,萧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少而笃学 ,洞达儒玄”[ 1] (第 96 页) ,又“博学多通 ,好筹略 ,有文武

才干”[ 2]
(第 168页)。青年时期的萧衍 ,便以其博学兼有干练之才而受到当时名流的一致推崇 。

萧衍 20岁左右开始步入仕途 。他先是担任巴陵王萧子伦的南中郎法曹行参军 ,迁卫将军王俭东阁

祭酒 ,后来转到萧子良门下 ,任司徒西阁祭酒 ,从而成为“竟陵八友”中的成员。关于“竟陵八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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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 Buddhist , Literature Pers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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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ographies:LI Zhonghua (1944-), male , Pro fessor , Schoo l of Chinese Language &Li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majo ring i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YANG Xiaodong

(1980-), male , Graduate , Schoo l o f Chinese Language & Li terature , Wuhan

University , majoring in li terature histo ry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bstract:XIAO Yan , once being the member of “eight f riends of JingLing King”to ok command of

the armies and brought a new dynasty during the social unrest at the end o f Qi Dynasty. As the

empero r w ho reigned the longest among all emperors in Southern Dynasties , he made remarkable

administ rative and m ili tary achievements af ter his throne. How ever , in his last y ears , XIAO indulg ed

himself in buddhism and he even w anted to be the buddhist in Tong Tai Temple. Fo r his w hole life ,

XIAO experienced three phases includeing lite rator , general and buddhist emperor. And his literature

creation benef ited a lo t f rom his character shi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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