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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萧文学群体与梁代诗风之变

林家骊 , 陶　琳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 由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组成的四萧文学群体 ,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

期、萧统为首的成长期 ,以及以萧纲、萧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纵观这一嬗变过程 ,前后将近五十年 ,几乎

贯穿有梁一代的始终。由于“四萧”各自文学倾向的不同 ,使得这一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主

张 ,也随着领军人物的转换而相应发生“崇尚古典 ———主张通变 ———追求新变”的改变。同时 ,“四萧”又

凭借他们的强势政治地位及优秀文学才能 ,各自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 ,展开各种文学活动 ,从

而得以引领整个梁代诗风经历了“古雅清丽 ———雍容典丽 ———华艳绮丽”的转变过程。因此 ,四萧文学群

体是梁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组织 ,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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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Xiao’s Literary Group and the Change of Poetic Style in the Liang Dynasty
L IN Jia2li , TAO Lin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re , Zhej iang University , Hangz 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The Xiao’s literary group , consisting of the father Xiao Yan and his sons Xiao Tong ,

Xiao Gang and Xiao Yi , underwent three periods of develop ment : t he initial period rep resented by

Xiao Yan , t he growt h period rep resented by Xiao Tong , and t he mat urity period rep resented by

both Xiao Gang and Xiao Yi. The whole of t hree periods lasted for nearly fif ty years during the

Liang dynasty (5022557) . Because of different literary tendencies of four Xiaos , t he dominant

literary views of t he group changed with t he change of each rep resentative : f rom advocating

classicism to inheriting t he t radition and making alterations and t hen to seeking new changes. At

t he same time , relying on t heir st rong political position and literary talent s , t hey each organized

literary group s wit h t hemselves as t he core , carrying out all kinds of literary activities ,which led

to a t ransformational period f rom being classical and elegant to being natural and gracef ul and

finally to being ornate and vivid in terms of t he poetic style during the Liang dynasty. Therefore ,

t he Xiao’s group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literary organization in t 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Liang

　



dynasty , which is wort hy of at tention and in2dept h research.

Key words : t he Xiao’s literary group ; poetic style ; classical and elegant ; nat ural and gracef ul ;

ornate and vivid

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 ,父子数人雅好文学 ,又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 ,通过理论主张、文学

创作以及组织文人集团活动 ,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 ,莫过于建安时期的“三曹”与梁代的“四

萧”。“三曹”指曹氏父子 ,“四萧”即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对于“三曹”的研究 ,已有甚

多学者涉猎。而“四萧”虽然也已引起学界注意 ,但是将“四萧”作为群体性的组织来考察 ,研究其对

梁代诗风之影响 ,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文学群体 ①的定位标准并不像流派、集团那么严格 ,笔者认为 ,只要生活时代大致相同 ,彼此之

间联系密切 ,并存在文学交流活动 ,就可视为一个文学群体。据此 ,具有家族血缘和政治命运联系

并活跃于梁代文坛的“四萧”,显然可以被称为“四萧文学群体”。这一文学群体尽管成员不多 ,但存

在时间比较长 ,从发轫之初到衰落消亡 ,前后将近五十年 ,几乎贯穿了有梁一代的始终。再加上群

体的四位成员在梁代政坛及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 ,使得他们的文学倾向对当时的诗风

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周勋初先生在《梁代文论三派述要》②一文中 ,主张将梁代文学分为以裴子野、刘之遴为代表的

守旧派 ,以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 ,以及由徐 　父子和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 ,这一看法在学界

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功不可没。就大体而言 ,这三派可分别与萧衍、萧统以及

萧纲和萧绎的文学倾向相对应。但具体来看 ,其实还是存在着许多差别。应该说 ,归属于同一群体

的四萧 ,在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上既有相近相通之处 ,又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他们都主张文学是发

展进化的 ,但就新变的程度 ,即文学继承和创新的问题 ,却存在着差异 ;又如他们都提倡在质文并重

的基础上 ,追求以“丽”为主的形式美 ,但对“质”与“文”的内涵 ,以及“丽”的程度 ,各自又有不同的看

法。而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四萧具有不同的文学倾向 ,这不仅影响到四萧的文学思

想 ,也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 ,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因此 ,把“四萧”作为

一个文学群体来研究 ,梳理四萧文学群体的嬗变情况 ,尤其是厘清各个阶段因其领军人物的变换而

相应改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倾向 ,也就基本把握了梁代主体诗风的变化脉络。

一

梁武帝天监七年 (508)八月丁巳 ,萧绎诞生。是年 ,萧衍四十五岁 ,萧统八岁 ,萧纲六岁。四萧

文学群体由此进入发轫期。天监十二年 (513) ,六岁的萧绎奉敕为诗。据萧绎《金楼子 ·自序篇》:

“余六岁解为诗 ,奉敕为诗曰 :‘池萍生已合 ,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 ,日映水光浮’。”[1 ]920而在此

之前 ,萧衍早已是有名的文学家 ;萧统五岁就“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

通大义”[2 ]165 ;萧纲六岁就能“属文”,七岁便“有诗癖”[2 ]109 。由此可见 ,在天监十二年 ,“四萧”各人

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另外 ,由“奉敕为诗”四字可知 ,萧绎此诗是奉萧衍之命所作 ,显

351第 5 期 林家骊 , 陶琳 : 四萧文学群体与梁代诗风之变

①

②

关于“群体”的概念 ,参见贾晋华在《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 页)一书序文中的论述。

他说 :“诗人群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 ,但长期以来一直与‘诗歌流派’的概念混淆不清 ,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规范。本

书为诗人群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即指在一定时间段里 ,曾经聚集于一定地点从事诗歌唱和或其他文学活动 ,彼此联系密

切而相互影响的一定数量的诗人所形成的群体。”

参见《周勋初文集》第 3 册《文史探微》,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9 - 102 页。



然这是一次文学交流活动。因此可以确定 ,四萧文学群体于本年正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 ,天监十二年在当时便被人们视作齐梁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正如

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所述 :“钟嵘著《诗品》是以沈约作为入评的最后一位

作家。萧统编《文选》所录作品也基本上都出于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作家之手 ,即止于沈约的卒年。

看来 ,在当时人的心目中 ,沈约之死 ,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段落的结束。这个历史段落 ,就是永

明文学。”同样 ,笔者认为 ,从对整个梁代文坛的影响度来看 ,四萧文学群体在天监十二年的诞生 ,才

可以称得上是“预示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段落的开端”[3 ]401 。

四萧文学群体从发轫之始到正式诞生的这几年 ,由于萧统三兄弟都尚未成年 ,也没能具备系统

的文学思想 ,因此 ,他们的父亲 ,即梁武帝萧衍 ,毋庸置疑地充当了四萧文学群体之首。《梁书 ·武

帝纪》称萧衍“下笔成章 ,千赋百诗 ,直疏便就 ,皆文质彬彬 ,超迈今古”[2 ]96 。早在南齐永明年间 ,萧

衍就与沈约、谢 　等同游竟陵王萧子良西邸 ,成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登基以后 ,萧衍更是以

人主之尊 ,招揽并奖励文学之士 ,组织了以他为核心的萧衍文人集团。据《梁书 ·文学传序》记载 :

“高祖聪明文思 ,光宅区宇 ,旁求儒雅 ,诏采异人 ,文章之盛 ,焕乎俱集。每所御幸 ,辄命群臣赋诗 ,其

文善者 ,赐以金帛 ,诣阙庭而献赋颂者 ,或引见焉。其在位者 ,则沈约、江淹、任 　,并以文采 ,妙绝当

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 ,或入直文德 ,通宴寿光 ,皆后来之选

也。”[ 2 ]685萧衍大力倡导文学创作 ,经常召集众人宴饮赋诗。如《梁书 ·到沆传》载 :“时高祖宴华光

殿 ,命群臣赋诗 ,独诏 (到)沆为二百字。”[ 2 ]686又如《梁书 ·刘孺传》载 ,刘孺“后侍宴寿光殿 ,诏群臣

赋诗 ,时孺与张率并醉 ,未及成 ,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 :‘张率东南美 ,刘孺洛阳才 ,揽笔便应就 ,何

事久迟回 ?’其见亲爱如此”[2 ]591 。

凭借自己的帝王地位、通过频繁地组织文人集团活动 ,萧衍在四萧文学群体和中央文坛占据了

主导地位。概而言之 ,萧衍的文学倾向主要表现为崇尚古典。由于萧衍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

留存于世 ,所以我们只能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加以整理归纳。以下史实 ,略可证明 :

第一 ,登基之初 ,萧衍便“思弘古乐”[4 ]287 ,下诏访求雅乐。之后 ,鉴于自晋室南渡以来“遗声旧

制 ,莫有记者”,“乐器在库 ,遂至朽坏”等现实情况[5 ]540 ,萧衍便决定亲自主持定制“大梁之乐”。据

《隋书 ·音乐志上》:“帝既素善钟律 ,详悉旧事 ,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 ,名之为通 ⋯⋯又制为

十二笛 ⋯⋯用笛以写通声 ,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 ,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 ,施以七声 ,莫不和

韵。”[ 4 ]288 - 289萧衍本人的亲自参与 ,再加上萧衍文人集团成员如沈约等人的积极配合 ,天监四年

(505) ,梁朝便“礼乐制度 ,粲然有序”[4 ]304 。又据《隋书 ·律历志上》,隋炀帝“大业二年 ,乃诏改用梁

表律调钟磐八音之器 ,比之前代 ,最为合古”[4 ]392 。可见萧衍定制雅乐之成功。

第二 ,萧衍经常在公开场合对那些辞义典雅的作品予以褒赞。如《梁书 ·陆倕传》:“又诏 (陆

倕)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 :‘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 ,足为佳作 ⋯⋯’”[ 2 ]402又

如《梁书 ·江革传》:“中兴元年 ,高祖入石头 ,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 ,乃使革制书与昂 ,于坐立

成 ,辞义典雅 ,高祖深赏叹之 ,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 2 ]523 当然 ,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裴子野的赞

赏。裴子野是梁代主张复古崇质的代表人物 ,史载其“为文典而速 ,不尚丽靡之词 ,其制作多法古 ,

与今文体异”[2 ]443 。而萧衍称之为“其形虽弱 ,其文甚壮”[ 2 ]443 。

第三 ,萧衍亲自主持定制乐府曲辞 ,雅化吴声、西曲。据《南齐书 ·萧惠基传》:“自宋大明以来 ,

声伎所尚 ,多郑、卫淫俗 ,雅乐正声 ,鲜有好者。”[6 ]811受社会风尚的影响 ,萧衍对新声俗乐自然也发

生了兴趣。但是 ,他又不满这些声曲的俚俗气息 ,因而对吴声、西曲加以改制 ,使其雅化。如《乐府

诗集》卷五 ○引《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冬 ,武帝改西曲 ,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 ,《江南弄》七

曲 ⋯⋯又沈约作四曲 ⋯⋯亦谓之《江南弄》云。”[7 ]726 又如《乐府诗集》卷五一引《古今乐录》:“《上云

乐》七曲 ,梁武帝制 ,以代西曲。”[7 ]744今存萧衍《江南弄》和《上云乐》各七首 ,内容多与道教的游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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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有关。其中《江南弄》主要从女子的声色情态入笔 ,有些涉及男女恋情 ,用词清丽 ,情感蕴藉。萧

衍还有《襄阳蹋铜蹄歌》三首留存。据《隋书 ·音乐志上》:“初武帝之在雍镇 ,有童谣云 :‘襄阳白铜

蹄 ,反缚扬州儿。’识者言 ,白铜蹄谓马也。白 ,金色也。及义师之兴 ,实以铁骑 ,扬州之士 ,皆面缚 ,

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 ,更造新声 ,帝自为之词三曲 ,又令沈约为三曲 ,以被弦管。”[ 4 ]305据此可知这

三首诗是萧衍应童谣而作。诗歌从儿女情态着笔 ,写义师的英姿功业 ,情辞真切 ,格调清健。事实

上 ,萧衍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诗方面。这些乐府诗歌 ,占其现存诗歌数量的近二分之

一。其中那些雅化西曲、吴歌的作品 ,大多具有自然清丽的特点。而那些模拟汉魏乐府古题的作

品 ,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照高楼》等 ,则大都以古题写古事 ,质朴

古雅 ,风格浑成。因而 ,张溥称他的作品是“魏晋风烈 ,间有存者”[8 ]206 。

第四 ,萧衍对所谓“博事”极为喜爱并十分看重。他经常组织文人隶事赛典 ,还非常争强好胜。

《梁书 ·沈约传》以及《南史 ·刘峻传》都有相关记载。为此 ,沈约和刘峻都惹怒了萧衍。前者差点

被治罪 ,后者更是令萧衍厌恶 ,不仅得不到萧衍的再次引见 ,甚至当刘峻编成《类苑》后 ,萧衍又故意

下令撰写《华林遍略》,以显示高其一等 ,从中可见萧衍倾向古典的一面。

第五 ,萧衍还亲自编选了《历代赋》一书 ,身体力行地来表达自己崇尚古典的文学倾向。

众所周知 ,“因循”与“变革”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据此 ,相对来说 ,萧衍更侧重于

前者 ,倾向于注重对前代文学精华的继承 ,从中再适当寻求变化。所以 ,在四萧文学群体的发轫期 ,

萧衍的这种文学倾向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 ,萧衍的文学倾向又影响到萧衍文人集团的众多

成员。如“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 ,也创作了《江南弄》、《襄阳蹋铜蹄歌三首》等许多乐府诗 ;又如吴

均 ,“文体清拔有古气 ,好事者或学之 ,谓为‘吴均体’”[2 ]698 。这样 ,古雅清丽的诗风便成为梁初文坛

的主流。这对前人诗风的传承十分有益 ,促进和推动了梁代文学的兴旺发展。据钟嵘《诗品序》所

云 :“今之士俗 ,斯风炽矣。才能胜衣 ,甫就小学 ,必甘心而驰骛焉。”[9 ]21虽是批评之意 ,却也反映出

当时文学风气的真实情况。

二

天监十四年 (515)正月乙巳 ,萧统行冠礼 ,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并活跃于文坛。笔者认为 ,这是四

萧文学群体进入成长期的标志 ,也是这一文学群体发轫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历

时较长 ,约从天监后期开始直至中大通年间。之所以称其为成长期 ,具体表现在这段时间里萧统三

兄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他们的文学水平都逐渐有了提高。如普通三年 (522) ,萧统的作品已

被编成文集。据《梁书 ·刘孝绰传》:“太子文章繁富 ,群才咸欲撰录 ,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2 ]480

又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 ,盛德备乎东朝 ⋯⋯”[10 ]3312 又如《南史 ·陆罩

传》:“简文居蕃 , (陆罩)为记室参军 ,撰帝集序。”[11 ]1205作品集编成之后 ,萧纲示集于张缵 ,张缵作书

答谢 ,萧纲又作《答张缵谢示集书》。书云 :“纲少好文章 ,于今二十五载矣。”[10 ]3010可知当时萧纲为

25 岁 ,则其文集最迟当于大通元年 (527)编成。再如萧绎也撰成了《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

尹传》、《研神记》等著作。据《南史 ·阮孝绪传》:“湘东王著《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

(传) 》、《研神记》,并先简孝绪而后施行。”[11 ]1895考《金楼子 ·著书篇》:“《丹阳尹传》一帙十卷 ,金楼

为尹京时自撰。”[ 1 ]912可推知这些作品当完成于萧绎由丹阳尹改任荆州刺史 ,即普通七年 (526) 以

前。由此而知 ,四萧文学群体已从最初“一枝独秀”逐渐演变为“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中 ,以占据政

治地位为绝对优势的萧衍和萧统联合为一方 ,居于文学群体主导地位 ;而萧纲和萧绎则各居一方为

辅。四萧文学群体内部的这种演变 ,又进而影响到梁代文坛的格局。普通七年 ,当萧绎出任荆州刺

史后 ,梁代文坛开始逐渐形成建康、雍州和荆州三个文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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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 ,从天监中后期开始 ,萧衍个人兴趣的重点就逐渐由“尚学”转向“慕法”[11 ]1720 。另外 ,从

萧衍《净业赋序》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 ,天监后期 ,萧衍“四体小恶”,服用了刘澄之、姚菩提开的药

后 ,“病逾增甚”[10 ]2950 。由此可知 ,当时萧衍的身体也一度出现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他没有更多的

精力去引领文学的发展。于是 ,四萧文学群体的领军重任甚至整个梁代中央文坛的领导之职 ,自然

就落到了时任太子的萧统肩上。

萧统“生而聪睿”。《梁书》载 :“读书数行并下 ,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 ,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

剧韵赋之 ,皆属思便成 ,无所点易。”[2 ]165 - 166萧统对文学活动非常喜爱。因此 ,加冠以后 ,他便凭借

自己的地位、人品以及才学 ,组织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据《梁书 ·昭明太子传》:“(萧统)

引纳才学之士 ,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 ,或与学士商榷古今 ;闲则继以文章著述 ,率以为常。于时

东宫有书几三万卷 ,名才并集 ,文学之盛 ,晋、宋以来未之有也。”[2 ]167萧统文人集团的成员 ,最主要

的是“东宫十学士”。据《南史 ·王锡传》云 :“时昭明太子尚幼 ,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 ,不限

日数。与太子游狎 ,情兼师友。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 ,十人

尽一时之选。”[11 ]640 - 641萧统经常与门下学士游宴赋诗。如《梁书 ·庾仲容传》载 :“(庾仲容) 当出随

府 ,皇太子以旧恩 ,特降饯宴 ,赐诗曰 :‘孙生陟阳道 ,吴子朝歌县 ,未若樊林举 ,置酒临华殿。’时辈荣

之。”[ 2 ]723 - 724又如《梁书 ·王筠传》载 :“昭明太子爱文学士 ,常与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

宴玄圃 ,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 :‘所谓左把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 2 ]485

同样的 ,通过组织文人集团活动 ,萧统逐渐取代萧衍 ,在四萧文学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考

察萧统的文学倾向 ,概而言之 ,主要表现为主张通变。刘勰《文心雕龙 ·时序篇》云 :“文律运周 ,日

新其业。变则堪久 ,通则不乏。”[12 ]167所谓“通变”,就是既要继承传统 ,又要有所变化。萧统主持编

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诗文总集《文选》,而《文选序》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文选序》云 :“盖

踵其事而增华 ,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 ,文亦宜然。随时变改 ,难可详悉。”[ 10 ]3067 萧统认为 ,文学

发展进化的过程 ,就是在吸取并融合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 ,推陈出新 ,创造出更为华美繁复的文

学作品。这正是典型的通变思想。同时 ,萧统认为 ,一篇好的文学作品 ,既要有充实的内容 ,又要有

精美的形式。为此 ,他力主追求一种典丽相宜、温雅结合的文风。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

华〉书》云 :“夫文典则累野 ,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 ,典而不野 ,文质彬彬 ,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

之 ⋯⋯”[10 ]3064综观萧统现存的诗作 ,大多呈现出雍容典丽的风貌。如《宴阑思旧》是萧统为悼念明

山宾、到洽、陆倕和殷芸所作 ,温雅真挚 ,哀而不伤 ;《和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是萧统为萧衍《游钟山

大爱敬寺》所作的和诗 ,以描绘山寺庙宇四周的自然景色为主 ,鲜活生动而又有疏朗之致 ,体现了其

对温雅相宜风格的追求。

萧统在承继萧衍尚古文学倾向的同时 ,又主张通变 ,把“因循”与“变革”看做是同等重要的互动

的两个方面。于是 ,萧统的文学倾向自然占据了处于成长期的四萧文学群体的主导地位。同时 ,主

张通变的文学倾向以及倡导雍容典丽的诗风又影响到萧统文人集团的众多成员。代表者如刘孝

绰 ,《颜氏家训 ·文章篇》称其诗风具有“雍容”[13 ]942 的特色。《梁书》载 ,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 ,世

重其文 ,每作一篇 ,朝成暮遍 ,好事者咸讽诵传写 ,流闻绝域”[2 ]483 。这种诗风逐渐发展成为梁代中

前期文坛的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到普通末年萧纲和萧绎也已成长起来 ,并各自在藩镇驻地组织起以自己为

核心的文人集团 ,但是 ,就当时对整个梁代文坛的影响来看 ,他们还无法与萧统相提并论。而且这

时的萧纲和萧绎显然也唯萧统马首是瞻。最突出的表现如天监十七年 (518) ,萧统在玄圃园讲经 ,

萧纲参与讲席并作《玄圃园讲颂》。萧统称 :“所制讲颂 ,首尾可观 ,殊成佳作 ,辞典文艳 ,既温且雅。

岂直斐然有意 ,可谓卓尔不群。”[10 ]3060可见萧纲的作品符合萧统的审美观念 ,因而得到赞誉。又如

萧绎作于普通年间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云 :“能使艳而不华 ,质而不野 ,博而不繁 ,省而不率 ,文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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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约而能润 ,事随意转 ,理逐言深 ,所谓菁华 ,无以间也。”[10 ]3053这段话与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

〈诗苑英华〉书》中的语句意思非常接近 ,都是强调中和之美。于此也可见萧绎对萧统文学主张的接

受和认同。

三

时至中大通年间 ,四萧文学群体经过了十多年的成长 ,其主力成员萧统三兄弟的文学修养和文

学创作才能都日趋成熟 ,左右梁代文坛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四萧文学群体稳步向成熟期迈进。就在

这个关键时刻 ,身为领军人物的萧统因溺水惊吓而染病暴亡。最终 ,萧衍选择了立萧纲为太子 ,应

该说 ,这是客观上促进四萧文学群体发展成熟的一项重要举措。

萧纲“幼而聪睿”,喜好写诗 ,“读书十行俱下 ,辞藻艳发 ,博综群言 ,善谈玄理”[11 ]232 。四岁时 ,

便被封为晋安王。天监十三年 (514)开始外任刺史 ,历居藩地 ,其中在雍州七年 ,历时最久 ,对于萧

纲来说也最为重要。萧纲在雍州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据《梁书 ·庾肩吾传》:“初 ,太

宗在藩 ,雅好文章士 ,时肩吾与东海徐 　,吴郡陆杲 ,彭城刘遵、刘孝仪 ,仪弟孝威 ,同被赏接。”[2 ]690

由此 ,萧纲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因而 ,在接任太子之位后 ,萧纲以原晋安王府的幕僚为

主力 ,重组东宫官署 ,又进一步扩充了萧纲文人集团。据《梁书 ·庾肩吾传》:“及居东宫 ,又开文德

省 ,置学士 ,肩吾子信、　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2 ]690萧纲“引纳文学之

士 ,赏接无倦 ,恒讨论篇籍 ,继以文章”[2 ]109 。他也经常与文士们宴集赋诗。如《梁书 ·萧恺传》:

“(萧)恺才学誉望 ,时论以方其父 ,太宗在东宫 ,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 ,于宣猷堂宴饯 ,

并召时才赋诗 ,同用十五剧韵。”[2 ]513又如《陈书 ·张正见传》:“梁简文在东宫 ,正见年十三 ,献颂 ,简

文深赞赏之。”[14 ]469从而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更高层次。

于是 ,继任太子的萧纲很快地领军四萧文学群体 ,并成为梁代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 ,其文学倾

向亦随之占据了主导地位。概而言之 ,萧纲的文学倾向主要表现为追求新变。萧子显《南齐书 ·文

学传论》云 :“习玩为理 ,事久则渎 ,在乎文章 ,弥患凡旧。若无新变 ,不能代雄。”[ 6 ]908在“因循”和“变

革”面前 ,萧纲明确反对盲目拟古 ,认为在向前人学习时 ,不可拘泥不化。其《与湘东王书》云 :“若夫

六典三礼 ,所施则有地 ,吉凶嘉宾 ,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 ,反拟《内则》之篇 ;操笔写志 ,更摹

《酒诰》之作 ;迟迟春日 ,翻学《归藏》;湛湛江水 ,遂同《大传》。”[10 ]3011他又大胆创新地提出将立德修

身和文学创作彼此分立的观点。《诫当阳公大心书》云 :“立身之道 ,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 ,文章

且须放荡。”[10 ]3010萧纲还提倡文学创作题材的雅俗并重 ,认为对审美客体的选择重在“寓目”,无拘

古今或雅俗。其《劝医论》云 :“又若为诗 ,则多须见意 ,或古或今 ,或雅或俗 ,皆须寓目。详其去取 ,

然后丽辞方吐 ,逸韵乃生。”[10 ]3013这是对女性艳情这一俗文学题材合理性的肯定 ,实际上也就是对

传统“文质观”中“质”的内涵的重新界定。萧纲推崇华艳绮丽的诗风 ,他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称

赞那三首和诗为“性情卓绝 ,新致英奇”[10 ]3011之作 ,足见其对宫体文学的推崇。综观萧纲现存的诗

文作品 ,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的 ,自然是那些表现艳情的宫体诗。这些作品以女性为题材 ,一类是

直接描摹展现女性本身风情之美的作品 ,如《美女篇》、《美人晨妆》、《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另

一类则表现女子的内心世界 ,属于传统的“闺怨”题材 ,如《怨歌行》、《和人爱妾换马》、《乌栖曲》、《咏

人弃妾》、《金闺思》。两类作品都描写精细 ,注重情采 ,韵律谐美 ,具有华艳绮丽的风格。

萧纲为了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 ,在中大通三年 (531)的冬季 ,写了《与湘东王书》,呼吁萧绎与他

一起倡导新变文风 ,推动宫体诗的写作。对此 ,萧绎给予积极回应 ,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萧绎“聪悟俊朗 ,天才英发”,“既长好学 ,博总群书 ,下笔成章 ,出言为论 ,才辩敏速 ,冠绝一时”[2 ]135 ,

七岁时被封为湘东王 ,之后经历与萧纲大同小异。普通七年 ,萧绎出任荆州刺史。据《梁书 ·刘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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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载 ,萧绎在“西府盛集文学”[2 ]692 ,也组织起萧绎文人集团 ,其成员有刘缓、刘孝绰、刘孝胜、刘

孝先兄弟以及徐君茜、鲍泉、萧淑等。萧绎也经常组织开展文学活动。《北史 ·王褒传》载 :“(王)褒

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 ,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 ,而竞为凄切之辞。”[15 ]2792

就追求新变的文学倾向而言 ,萧绎与萧纲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萧绎提出区别“文笔”,将类似

杂文学的“笔”分离出去 ,使文学的内涵更加纯化。从其“吟咏风谣 ,流连哀思者 ,谓之文”[1 ]911 的定

义可以看出 ,萧绎主要是从文学的抒情性和艺术性入手来认识与把握文学本质的。为此 ,萧绎十分

强调形式美。其《金楼子 ·立言篇》云 :“至如文者 ,唯须绮穀纷披 ,宫徵靡曼 ,唇吻遒会 ,情灵摇

荡。”[ 1 ]911即讲究文采绚烂、音韵谐美、语言精致、情感动人。这具体涉及用典、声韵、辞藻、对偶等诸

多方面。从中亦可见出萧绎对文学审美的自觉追求。综观萧绎现存的诗作 ,表现艳情的宫体诗如

《夕出通波阁下观妓》、《咏歌》、《和林下作妓应令》、《寒闺》、《代旧姬有怨》等等 ,大多倾吐闺中女子

的哀怨情愁 ,写得“婉丽多情”[8 ]215 ,与其“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新变主张正相一致 ,呈现偏向于

华艳绮丽的风格。

很明显 ,在萧纲、萧绎追求新变的主张中 ,“变革”的地位已远远超过了“因循”。为倡导新变的

宫体诗风 ,萧纲还命徐陵选录了《玉台新咏》一书 ,“以大其体”[16 ]10 。而萧绎也命萧淑编录了《西府

新文》一书。据《颜氏家训 ·文章篇》:“吾家世文章 ,甚为典正 ,不从流俗 ;梁孝元在蕃邸时 ,撰《西府

新文》,史记无一篇见录者 ,亦以不偶于世 ,无郑、卫之音故也。”[13 ]942 可见 ,《西府新文》所录应为当

时流行的新变诗文 ,很有可能是为了呼应《玉台新咏》而编。

追求华艳绮丽的新变诗风 ,在四萧文学群体的成熟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 ,又影响到萧纲、

萧绎组织的文人集团成员 ,代表者如徐陵和庾信。据《周书 ·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 ,掌

管记。东海徐　为左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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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后进 ,竞相模范。每有一文 ,京都莫不传诵。”[17 ]733所谓

“徐庾体”,正是宫体诗的样本。于是 ,华艳绮丽的诗风逐渐成为梁代中后期文坛的主流。

虽然萧统的不幸身亡使四萧文学群体失去了一名重要的领军人物 ,但是 ,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一

文学群体发展成熟的步伐。在文学修养上并不逊色于萧统的萧纲 ,及时承担了领军四萧文学群体

的重任 ,并得到萧绎的全力配合与支持 ,使四萧文学群体很快形成了以萧纲为主、萧绎为副 ,建康东

宫和荆州西府两个文学中心的格局。可以说 ,是萧纲和萧绎联袂主导了四萧文学群体向成熟期的

发展 ,也合力促成了梁代后期诗风的改变及宫体诗创作繁荣的新局面。《隋书 ·文学传序》云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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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730 虽语含贬义 ,但从中也

可以看出萧纲和萧绎“遂移风俗”[2 ]151的重大影响。这也正是四萧文学群体成熟的主要表现。

至于萧衍 ,从天监中后期开始 ,其个人兴趣的重点就逐渐转向“慕法”。除了坚守政权统治者的

位置之外 ,便是沉迷于“菩萨”的角色 ,“大弘释典”[11 ]1721 、“溺情内教”[11 ]1720 ,再加上年老体衰 ,健康

状况一直不佳 ,因而在文学方面已无太大作为和影响了。四萧文学群体进入成熟期后 ,持续了将近

二十年的稳定发展。直至太清二年 (548)八月 ,侯景之乱发生 ,使得梁代社会陷入战乱危机 ,也使四

萧文学群体迅速步入了衰亡期。此后 ,随着萧衍、萧纲和萧绎的相继离世 ,四萧文学群体也就退出

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 ,四萧文学群体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期、以萧统为首的成长期、以萧纲与萧

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这样的嬗变过程。由于文学领军人物的变换 ,使得四萧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文学倾向亦相应改变 ,进而促使整个梁代诗风的转变。即文学倾向经历了“崇尚古典———主张通

变 ———追求新变”的发展过程 ,并相应出现了“古雅清丽 ———雍容典丽 ———华艳绮丽”的诗风嬗变。

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学的繁荣 ,使得梁代文学之盛与文学人才之盛 ,成为南朝之冠。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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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史 ·文学传序》所云 :“自中原沸腾 ,五马南度 ,缀文之士 ,无乏于时。降及梁朝 ,其流弥盛。盖由

时主儒雅 ,笃好文章 ,故才秀之士 ,焕乎俱集。”[ 11 ]1762由此可见 ,四萧文学群体是梁代诗风的主导者 ,

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群体。

四萧文学群体的作用影响不但在梁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后代文学发展也产

生了深远意义。如萧衍的乐府诗“风格浑成 ,意象独出”。陆时雍《诗镜总论》云 :“梁人多妖艳之音 ,

武帝启齿扬芬 ,其臭如幽兰之喷 ,诗中得此 ,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18 ]1408王夫之也赞云 :“其风神音

旨 ,英英遥遥 ,固已笼罩百代。”[19 ]56又如萧统的《文选》成为唐代以及北宋前期文人的诗赋范本 ,以

至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说法。而且至迟在唐代 ,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研究《文选》的学问 ———“选

学”,可见《文选》一书影响之巨。再如萧纲、萧绎倡导的宫体诗风 ,不仅成为陈代文学的主流 ,其流

风余韵还延及初唐甚至晚唐五代。因此 ,对于四萧文学群体 ,我们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加以认真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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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销模式研究
徐国兰

(山东理工大学 远程教育学院 , 山东 淄博 255033)

　　网络直销模式就是充分利用 Internet 的优势来实现企业与客户之间的信息沟通、产品定制、产品传递等功

能的网络营销模式。采用该模式的企业拥有网上在线配置系统、订货系统、结算系统和商品配送系统。其中 ,

在线配置系统是一个专门设计所需产品的数字系统 ,是一个互动的在线系统。客户可以利用它设计自己所需

要的产品和服务 ,从特点、组合价格和发送等多项菜单中进行选择 ,客户的选择给供应商的制造系统发出信号 ,

从而启动采购、组装和发送系统。具体运行过程如下 :网络直销企业首先将自己的产品进行模块化设计 ,将一

个产品分为几个独立的、可以自由组合的可选部分 ,然后将其通过电子商务系统放置在自己的网站上供客户选

择 ;当客户登录到企业网站以后 ,可以选择进入不同的细分市场 ,然后根据商家提供的在线产品 ,并根据顾客的

系统配置和价格要求列出参考产品 ,顾客根据参考标准选择自己所需求的产品 ,或根据可选部件来定制自己需

要的产品。如果客户对已有的选择感到满意 ,就可以通过在线系统向企业下订单。当企业所提供的选择不足

以满足客户的需求时 ,客户可以告诉直销企业 ,企业通过与客户的沟通 ,将客户加入到产品设计中来 ,使客户的

需求信息能够在产品设计中得到体现。最后 ,顾客提交订单 ,企业把订单直接发送到具体的业务部门 ,各业务

部门根据订单进行相应的业务 ,顾客也可以通过网站随时跟踪查询订单的处理进程。

该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根据订单进行生产并直销的网络营销模式 ,它使传统渠道中常见的代理商和零售商

的高额价格消失了 ,同时库存成本也大大降低 ,使企业的产品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该模式的关键点是要控制

好客户与供应商的关系 ,这一关键控制得好 ,企业就会获得相当大的价值。该模式的优点是 :对于企业来说 ,第

一 ,顾客通过互联网直接向企业提出建议和购买需求 ,企业能够达到关于产品、服务和竞争情况的即时反馈 ,并

通过数据库技术和网络控制技术 ,可以很方便地处理每一个顾客的订单和需求 ;然后根据目标顾客的需求进行

生产和营销决策 ,并从顾客的建议、需求和要求中找出企业的不足 ,在最大限度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 ,提高营销

决策效率 ,减少营销费用 ,降低成本 ,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第二 ,由于企业是根据订单来进行生产的 ,所以

能使资产更好地流动 ,并能大大降低库存。对于用户来说 ,该模式合并了大部分中间环节 ,并提供更为详细的

产品信息 ,买主能更快更容易地比较产品的特性及价格 ,从而在产品选择上居于更加主动的地位 ,需求和购买

行为都将更加趋向理智 ,购买的前期决策过程大大得到简化 ;由于企业通过网络直销 ,取消了分销渠道中各级

代理商的渠道成本 ,使总成本及产品价格降低 ,顾客因此而节约开支。

但是 ,该模式也存在以下问题 : (1)网络直销模式要求企业必须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包括订货系统、结算

系统、配送系统 ,采用该模式的企业必须有雄厚的资金作保证 ; (2) 网络直销必然要求实现电子支付手段 ,那些

对网上支付的安全性不信任的网民很难进行网上购买 ; (3)对于有形产品的配送 ,必须要有专业的快速配送企

业进行合作 ,但目前有些国家在这方面有些欠缺 ; (4)在客户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 ,如果企业过分追求个性化服

务 ,就会使生产成本大大提高 ,所以必须有大量客户作保证 ,以形成规模经济 ,企业才能获得高额利润 ; (5)采用

该模式的企业要控制住客户和供应商这一关键环节 ,否则将会出现产品危机。

网络直销作为一种有效的直复营销策略 ,可以大大改进营销决策的效率和营销执行的效果。对于企业来

说 ,网上直销不仅是面向上网者个体的销售方式 ,更包含了企业间的网上直接交易 ,它是一种高效率、低成本的

市场交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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