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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子山集》研究

研究生：劉慕真

一、論文題目

《庾子山集》研究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南北朝時代，傳統文學的中心在南朝，而北朝除樂府民歌之外，其文人詩壇

則是顯得比較荒涼的。至北魏末到北齊時期，雖出現號稱「北地三才」的溫子昇、

魏收和邢邵，但他們的作品評價並不高。直至梁末庾信由南入北，才為北朝詩壇

打開新的局面。
1

庾信的創作以梁朝滅亡爲界，分為前後二期，是南北朝傑出的文學家，特別

是其入北後的作品，將精巧的南朝詩歌藝術技巧與北朝雄渾質樸的文化特徵結合

起來，取得一定的成就。故庾信作為一個混亂時代的目擊者，其作品在中國文學

發展史上，顯然有他不可磨滅的價值；且對後代有重要的啓發作用，在文學史上

也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截至目前為止，前人在庾ㄩ

ˇ

信生平、年譜考訂，及其詩賦作品的研究上，成

果相當豐富。而大部份的研究的焦點，多半放在〈擬詠懷詩二十七首〉、〈哀江

南賦〉及其序上，偏重探討庾信後期作品由南入北後呈現的「鄉關之思」，梳理

出庾信詩文融合南北文風的特點。上述之前人研究，多從單一主題切入，較少能

針對《庾子山集》之編纂注釋、版本流傳及其收錄作品內容等，結合其一生作宏

觀的探討。此外，前人雖在庾信詩賦研究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對於《庾子山集》

中所收大量的書信、代作、誌銘與連珠等作品，卻少有研究。

南北朝時期，駢文大盛，獨占文壇，特別是梁後期和陳代，駢文進入高潮。

梁昭明太子、簡文帝、元帝都是駢文能手。在他們的提倡下，南朝文事特盛。而

此時期的文章特點，一是用典激增，以致晦澀；二是四六句型漸成常規；三是雕

琢之風盛行。庾信、徐陵便是此階段的代表作家，後人稱他們的作品為「徐庾體」。

庾信的駢文名作〈哀江南賦序〉，受到歷來相關研究者的注意；除〈哀江南賦序〉

之外，《擬連珠》四十四首也是庾信的重要駢文作品；而他的碑、銘、書、贊之

類的應酬之文，在《庾子山集》裡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亦多有精品。
2
清人蔣

士銓《評選四六法海‧總論》云：「唐四六畢竟滯而不逸，麗而不遒，徐孝穆逸

而不遒，庾子山遒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對庾信的駢文給予很高的評價，因

此可以說，庾信的作品，是南北朝駢文中很重要的一派。

總結上述，有鑑於前人在《庾子山集》的版本與注釋相關研究，以及庾信的

連珠、碑、銘、書、贊等作品上較缺乏深入的探討；本論文之撰寫，將以《庾子

1
參見張三通《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台北：經史子集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 121。

2
詳見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初版)，頁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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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集》為主要研究材料，期望能對整理《庾子山集》之編成、版本流傳及注釋資

料方面有所貢獻。至於庾信作品內容的探析，因前人在詩賦方面已有豐碩的成

果，筆者僅將重點放在《庾子山集》所收之書信、代作、擬作類作品，分析庾信

駢文的藝術風格、創作技巧，進而理解庾信在文學史上的價值和影響。

三、研究範圍與義界

今通行之《庾子山集》十六卷，乃是經清人倪璠注釋。庾信的作品在他生前

結集，據宇文逌原序云：

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

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

合二十卷。
3

《隋書‧經籍志》著錄為二十一卷，或以為多出的一卷是隋平陳之後，蒐集到庾

信在南方的舊作補入的。但《舊唐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所載仍為

二十卷，所以具體情況已難推斷。

宋代的一些書目也記作二十卷，但宋本今已不存，今天所見的本子，當是明

人抄寫類書及《文苑英華》等集合重新編定而成的。其中以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刊

《庾開府集》是最早的，共四卷。其次，是嘉靖年間的朱曰藩刊本，共六卷，較

朱承爵刊本完備，但此二本所收之作品，皆有詩無文。詩文合集，應以萬曆年間

的屠隆評點本為較早，共十六卷，有《四部叢刊》影印本。天啟元年張燮本亦為

十六卷，今通行的張漙《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即由張燮本而來。這些刊本多有

疏誤，如碑志中誤收楊炯文兩篇，據倪璠的考證，應是抄錄《文苑英華》時未細

辯所致。
4

關於《庾子山集》的注釋，隋文帝開皇初年，太子舍人魏澹最早奉廢太子楊

勇之命為《庾信集》作注，惜書不傳。
5
直到清代《庾集》才出現兩家注本，一

是吳兆宜之《庾開府集箋注》十卷；一是倪璠之《庾子山集注》十六卷。《文津

閣四庫全書》收錄倪璠《庾子山集注》題要說明倪注本：

以吳兆宜所箋《庾開府集》，合眾手以成之，頗傷漏略，乃詳考諸史作

年譜，冠於集首。又旁採博蒐，重為註釋，……比核史傳，實較吳本為

詳。
6

由此可知，倪注本以吳注本為基礎，於集首加上庾信年譜，並透過旁徵博引，詳

實考核，補正吳注本的缺漏之處。而兩注本之卷數何以相差六卷，經筆者初步分

析：吳注本十卷，卷一、卷二收錄庾信賦作，卷三收錄樂府歌辭，卷四、卷五收

3
引自《庾子山集注‧滕王逌原序》，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集部二，別集類一(台北：商務印
書館，2006年初版)，頁 28-29。
4
詳見《文津閣四庫全書》所收，倪璠《庾子山集注》題要：「集末〈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伯母東平俊夫人李氏墓誌銘〉，並考核年月，證以《文苑英華》，知為楊炯之文誤入信集。」

(台北：商務印書館，2006 年初版)，頁 318。
5
參見《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年五版)，卷五十八，列傳第二十三，〈魏澹傳〉，頁 1416。

6
同註 4，頁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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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詩，卷六收錄表、啟、書、移與教類，卷七收錄連珠、序、傳、碑、銘類，卷

八卷九收錄碑文，卷十則為墓誌銘。倪注本十六卷，卷一收錄庾信賦作，而〈哀

江南賦〉並序單獨收於卷二，卷三、卷四收錄詩作，原本在吳注本合為一卷的樂

府歌辭，倪璠更將之細分為卷五樂府，卷六郊廟歌辭。卷七收錄表，卷八為啟、

書類，卷九單獨收《擬連珠》四十四首，卷十為贊類，卷十一收教、移、序、傳

類，卷十二收銘類，卷十三、十四為碑文類，卷十五、卷十六收錄墓誌銘。由上

述可見，倪注本之分類較吳注本細，注釋內容及史料考證亦更加豐富，《四庫全

書》題要認為倪注本是「辯證頗精密」，故不應以「蕪冗為嫌也」，至於兩注本

之體例比較、所收錄作品是否有差異，則待筆者撰寫論文時詳細分析整理。

本研究之焦點既放在《庾子山集》之編成與注釋體例之比較，及其收錄之書

信、代作、擬作類文章內容風格探析，兼及庾信生平三方面，則研究之材料首要

以《庾子山集》之吳注本、倪注本為主，並輔以史料之考證，希冀能將吳注、倪

注之體例、特色、優劣等，作有系統的整理與呈現。至於《庾集》收錄作品內容

風格探析，與庾信生平之研究材料，為求兼具全面性及深入性，研究參考文獻包

括相關政治、思想、史學等著作，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及當代有關之研究著作、

博碩士論文、期刊等，皆作為研究之參考。試圖將庾信之作品從題材、內容、風

格特色及對後代創作的影響等方面作全面性的討論。

四、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旨在探討《庾子山集》的編成過程及流變狀況，與吳注、倪注之比較，

兼論庾信生平，並將《庾集》中收錄之作品作深入探討，故研究時採取文獻分析

法及歸納法為主。

文獻分析法主要運用於整理《庾子山集》之版本與流傳相關史料，分別探析

吳注本、倪注本之體例與注釋特色，並將庾信的文章依其創作時間分期，次按體

裁、內容加以分類，再以所學的理論方法考證他的傳記，印證其作品。此外，亦

運用文學創作和批評理論，理解其作的審美情趣和藝術效果。

歸納法則是將上述分析文獻資料後得出的論點統整，以建構出本篇研究的核

心。如此回顧庾信走過的創作道路，系統的總結他文學史上獨特的地位、傑出成

就及深遠影響，深刻的理解庾信的文學價值。

進行研究時，筆者採取的步驟如下：

(一)資料蒐集與整理

首先蒐集庾信其人和其作品的相關史料、今人研究著作等。作為初步理解庾

信的家世、經歷、所生存的年代和時代變遷對他的作品造成了哪些影響。今人的

研究著作則可以提供筆者進行研究時更多元、客觀的思考方向。

(二) 整理《庾子山集》的編成與流傳

梳理《庾子山集》版本與流傳狀況之相關文獻資料記載，並歸納出今通行本

的版本淵源。

(三)《庾子山集》吳注本、倪注本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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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步驟涉及兩注本之體例、內容特色及優劣比較等。

(四)分析影響庾信文風形成的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

庾信在官宦生涯中的種種遭遇，都為他的思想及作品風格帶來相當大的影

響，故要理解庾信文風何以前後期有顯著不同，勢必要先從內因外緣這兩方面著

手深入分析。

(五)庾信作品繫年

此步驟將完成作品分期工作，以梁亡為界，庾信四十二歲前後，將《庾子山

集注》中各卷收錄的作品分為前後兩期，藉此釐清庾信由南入北後，作品風格有

哪些轉變。

(六)以《庾子山集》卷七至卷十六為主要探討對象

依照研究動機與目的中所述，前人在庾信詩歌及賦的研究上，取得豐富成

果，故筆者欲以《庾集》卷七至卷十六的文類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排除卷一至卷

六所收之詩、賦、樂府。在此步驟，筆者將進行各卷所收文章內容之寫作技巧、

風格特色的分析探討。

(七)歸納出庾信作品前後兩期轉變的幾個面向

透過步驟六的分析，在第七部驟嘗試為庾信創作的轉變，以及藝術價值作出

客觀的評價。並在最後總結出庾信和《庾子山集》對後世文章創作的影響。

五、前人相關研究成果述評

庾信其人及其作品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庾信年譜考訂、作品繫年校正和

文集整理、以〈哀江南賦〉為焦點的庾信賦文研究、以〈擬詠懷詩〉為核心的庾

信詩歌研究、庾信文風轉變及藝術成就方面的探討，以及庾信的人格評價、分析

其詩賦作品的文學價值及影響等，以下將細分說明之：

(一)庾信的生平與年譜考定

首先是關於庾信年譜考訂，葉慕蘭著《庾信年譜新編及其詩歌析論》
7
，以

倪璠所撰之〈庾子山年譜〉為據，加詳了南北朝年號及增加西元紀年，並增補糾

謬〈倪譜〉，重加編定為〈庾信年譜新編〉，為庾信研究的合理化、科學化奠定

了堅實的基礎。而劉文忠《鮑照和庾信》
8
、興膳宏《望鄉詩人──庾信》

9
則將

庾信的生平結合其代表作，完整且富有文學性的呈現庾信的一生，為理解庾信所

處之時代背景提供豐富的材料。

(二)《庾子山集》校注和文集整理

庾信作品繫年校正和文集整理，以許逸民校點的《庾子山集注》，最為詳實，

取得最大成果。該書以康熙二十六年倪注本為底本，參以《四部叢刊》影印屠隆

本，又兼用《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作為校本。另外，詩的部

分還用明朱曰藩本比勘，郊廟歌辭用《隋書‧音樂志》覆核。對該書，曹道衡先

7
葉慕蘭《庾信年譜新編及其詩歌析論》(台北：洪葉文化，2004年初版)。

8
劉文忠《鮑照和庾信》(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初版)。

9
興膳宏著、譚繼山譯《望鄉詩人─庾信》(台北：萬盛出版，1984年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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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曾評說：「許逸民校點，覆核引書，校改錯字，較原刊本為據，卷末並有附佚

文十餘條。」總而言之，該書搜羅完備，資料富贍，考辨精審，成為了研究庾信、

乃至治中古文史者案頭必備資料。
10
王茂福〈庾信賦倪注辯誤十例〉

11
，則舉出十

例針對倪璠注庾信賦作中「言有未備，義有未詳」之處，參酌其他的古籍考證並

補充，但未對倪注的體例分析有所論述。

(三)庾信詩文相關研究

在詩歌研究方面的著作，上述提及的葉慕蘭《庾信年譜新編及其詩歌析論》，

除庾信年譜的考訂外，亦將庾信詩歌按體裁與內容分別析論，包含五言小詩、樂

府歌辭、宮體詩與應酬奉和類詩作，以及後期的重要作品〈擬詠懷〉二十七首等。

為後進理解庾信詩歌的格律、修辭和詩風轉變上提供詳盡的材料。李國熙《庾信

後期文學中鄉關之思研究》
12
，以庾信的「鄉關之思」為觀察焦點，探索庾信後

期文學的核心特色。

期刊論文方面，有陳松雄〈庾信辭、賦風擅南北之勝〉
13
，透過庾信辭賦遠

承陸機，進學沈約，下開初唐四傑等主題，探析庾信辭賦融南北異調的藝術技巧

與價值。何世劍〈庾信詩文接受及其當代意義〉
14
，以「接受」者，即「讀者」

的視角，與作品對話，試圖對庾信詩文的歷代接受做全面系統的考察梳理，藉此

樹立起影響深遠的「庾信體」新寫作範式，認為庾信詩文「以悲為美」的精神成

為了後世寫作思想的泉源。冷衛國〈合南北文學之兩長──庾信辭賦及其辭賦觀

的先導意義〉
15
，將觀注的焦點放在庾信前後期辭賦觀的轉變，指出庾信前期的

賦學觀念，仍沒有徹底擺脫漢賦作家曲中奏雅的套路，直至後期提出的「雕蟲篆

刻，其體三變」說，才體現了他對往代文體的反思。

學位論文方面，則有《庾信詩研究》
16
、《庾信詩探析》

17
、《庾信〈擬詠懷

詩〉研究》
18
等篇，或針對〈擬詠懷詩〉為主要材料，或將庾信全部詩作詳細分

類作深入探討，在庾信詩的特色、價值以及對仗、用典的形式技巧，及其創作的

心理分析，都有值得參考的見解。劉俊廷《南北朝新變風貌之庾信作品研究》
19
，

則透過分析比較庾信前後期作品風格，展現庾信作品之新變風貌。至於賦方面，

有《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
20
、《論庾信〈哀江南賦〉的愛國意識對後世〈哀〉

10
詳見何世劍〈二十世紀以來與信研究綜論〉(江西：寶雞文理學院學報，2009年 8月第 4期)，

頁 33。
11
王茂福〈庾信賦倪注辯誤十例〉(溫州：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學報，2005年 6月號)，頁 159-160。

12
李國熙《庾信後期文學中鄉關之思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初版)。

13
陳松雄〈庾信辭、賦風擅南北之勝〉(台北：東吳中文學報，2007年 11月第 14期)，頁 1-21。

14
何世劍〈庾信詩文接受及其當代意義〉(江西：南昌大學學報，2010年 3月第 2期)，頁 112-118。

15
冷衛國〈合南北文學之兩長──庾信辭賦及其辭賦觀的先導意義〉(山東：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2005年 7月第 5期)，頁 70-75。
16
邱淑珍《庾信詩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0年)。

17
劉俞《庾信詩探析》(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專班碩士論文，2003年)。

18
陳位王《庾信〈擬詠懷詩〉研究》(嘉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2003年)。

19
劉俊廷《南北朝新變風貌之庾信作品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年)。

20
許東海《庾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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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的影響》
21
、《庾信賦篇用典之研究》

22
等學位論文，在整理庾信賦作，其前後

期創作風格之比較，用典技巧等藝術特色，以及庾信文學地位的再評價有所貢獻。

(四)綜論或其他相關研究

此部分有三篇大陸學者的期刊論文，周曉英〈論庾信的悲劇意識〉
23
以西方

文藝理論中的「悲劇」概念，觀察庾信的特殊境遇，在歷史、人生上的深刻反思，

並認為隨著時光的流逝與其在北朝處境的改變，庾信的悲劇意識逐漸獲得消解和

淡化。張喜貴〈地域文化與庾信創作之關係〉
24
整理出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個路

標：金陵、江陵和長安，認為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創作留下永遠抹不去的艷麗底色，

而荊楚文化則使庾信的作品出現「胡化」的特徵，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

信的創作，從而使庾信成為窮南北之勝的作家。吉定〈世紀回眸：庾信研究的回

顧與展望〉
25
廣泛的蒐集了近百年海內外庾信相關的研究著作，並分為六個代表

性的專題進行全面的回顧與梳理，最後針對以往研究的不足之處進行有系統的總

結，指出有待今後努力突破的研究方向。

上述之前人研究成果，皆對庾信之生平、作品考訂整理或是創作技巧，與文

學地位影響評價等作出一番貢獻，也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豐富的材料，本篇研究

便是在這些前人的基礎上，再進行資料的整理考訂，並針對前人在《庾子山集》

研究上的不足之處，如注本的比較、碑誌表啟等應用文方面，作宏觀的探討，客

觀的評價，以期能在庾信相關研究上為後進提供更為詳盡的資料。

六、研究大綱

本篇論文章共分為六章，在條列標明各章節前，以下先說明如何安排各章之

分節與撰寫方向：

第一章「緒論」，共分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義界、研究方法與步驟、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四節，為對本次的研究及撰寫作必要的背景說明。

第二章「影響庾信文風的內外因素」，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二節；欲探

討作家作品，須先對作家之生平與所處時代背景有所了解，故此章針對南北朝的

時代背景與庾信的個人生平兩方面作資料的整理爬梳，以明暸庾信文風形成及變

化的原因。

第三章「《庾子山集》的編成及流傳」，分為《庾子山集》的編成及流傳、

吳兆宜《庾開府集箋注》探析、倪璠《庾子山集注》探析與兩注之比較四節，探

討今通行本《庾子山集》十六卷之版本主要淵源，以及吳注、倪注之體例、內容

特色與優劣比較。

21
李鈞俊《論庾信〈哀江南賦〉的愛國意識對後世〈哀〉賦的影響》(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

所碩專班碩士論文，2000年)。
22
林素美《庾信賦篇用典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專班碩士論文，2001年)。

23
周曉英〈論庾信的悲劇意識〉(重慶：濮陽技職學院學報，2009年 4月第 2期)，頁 92-93。

24
張喜貴〈地域文化與庾信創作之關係〉(江蘇：船山學刊，2010年第 1期)，頁 141-145。

25
吉定〈世紀回眸：庾信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下(江蘇：南陽師範學院學報 2007年第 4期、

第 5期)，頁 45-47、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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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庾子山集》收錄之應用文類探析」，著重探討《庾子山集》中收

錄的應用文類，因各卷所收錄之篇章多寡不一，故將各類文體大致平均分配為：

表、啟、書類，擬連珠四十四首，贊、教、文、序、傳類，雜銘與碑誌類，墓誌

銘類共五節來探析。試圖透過庾信的應用文類作品，觀察庾信文風的轉變與藝術

技巧上的價值。

第五章「庾信和《庾子山集》在歷史上的評價及其對後代創作的影響」，探

討歷代評論諸家對庾信的作品毀譽參半，其受到毀譽的關鍵為何。而庾信對後代

的創作又有哪些影響，以上問題將於此章分兩節討論。

第六章為「結論」，綜合各章節的探討，作一扼要的整理，並總評庾信在學

創作上成就與得失，為庾信做出客觀的評價。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義界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第二章 影響庾信文風形成的內外因素

第一節 外在因素：時代背景

一、南朝文學環境

二、北朝文學環境

三、南北文化融合

第二節 內在因素：庾信生平

一、少年得意，東宮時期

二、初入仕途，出使東魏

三、侯景之亂，江陵陷落

四、屈仕北朝，思歸無望

第三章 《庾子山集》的編成及流傳

第一節 《庾子山集》的編成及流傳

第二節 吳兆宜《庾開府集箋注》探析

一、吳注本之體例

二、吳注本之內容特色

第三節 倪璠《庾子山集注》探析

一、倪注本之體例

二、倪注本之內容特色

第四節 吳注本與倪注本之比較

一、吳注、倪注相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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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吳注、倪注相異處

三、吳注、倪注之優劣比較

第四章 《庾子山集》收錄之應用文類探析

第一節 表、啟、書類探析

第二節 擬連珠四十四首探析

第三節 贊、教、文、序、傳類探析

第四節 雜銘與碑誌類探析

第五節 墓誌銘類探析

第五章 庾信和《庾子山集》在歷史上的評價及其對後代創作的影響

第一節 庾信和《庾子山集》在歷史上的評價

一、前期作品之評價

二、後期作品之評價

第二節 庾信和《庾子山集》對後代創作的影響

第六章 結論

七、預期研究成果

本篇論文之預期研究成果：

(一)《庾子山集》的編纂流傳狀況相關文獻資料及前人論述的整理爬梳，理解今

通行本之淵源。

(二)吳注本、倪注本在注釋體例、內容特色與比較上有系統化的整理，並能評定

出兩注本之優劣。

(三)透過《庾子山集》中的應用文類探析，補充前人在庾信駢文研究上的不足之

處，進而對庾信其人其作品能有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並客觀的為庾信在文學

史上給予一適切的評價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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