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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屈原创作为主体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

特殊的意义。它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

头，对后世影响巨大。历代文学评论家对此都有所论

述，如刘勰曰：“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

《离骚》哉！⋯⋯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于

并能矣。⋯⋯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1］又如胡应麟

曰：“屈原氏兴，以瑰奇浩瀚之才，属纵横艰大之运，因

牢骚愁怨之感，发沈雄伟博之辞。上陈天道，下悉人

情，中稽物理，旁引广譬，具网兼罗，文词巨丽，体制闳

深，兴寄超远，百代而下，才人学士，追之莫逮，取之不

穷。使谓争光日月，讵不信夫！”［2］

应该说，楚辞一直影响了中国文学两千多年，它

不仅在五、七言诗方面肇开先河，而且在艺术手法上，

对古典文学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对楚辞

的研究评价之风则自汉代开始就绵绵不断。汉人依

《经》立论，如扬雄、班固、王逸等人，都是以经文经义

为准绳来品评屈原骚体的。时至南朝，随着文学意识

的觉醒高涨，在楚辞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上，则冲破

了汉代经学的桎梏，代之以文学为主的探索。在提到

这一时期研究楚辞的大家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便

是刘勰、钟嵘、裴子野、萧统等人。的确，他们著书立

说，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议论，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

的视角，推动了文学新思潮的发展。然而笔者认为，

作为梁代后期文学的倡导者及中坚力量的梁简文帝

萧纲，对楚 辞 的 研 究 与 继 承 发 展 亦 有 不 可 忽 略 的 贡

献。那么，究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如何？萧纲在楚辞

学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呢？

一

萧纲（公元 503 - 551 年），字 世 缵，小 字 六 通，南

朝梁武帝第三子。4 岁时被立为晋安王，中大通二年

（公元 530 年），为 都 督 南 扬、徐 二 州 诸 军 事，骠 骑 将

军、扬州刺史。次年四月，昭明太子萧统卒。五月，萧

纲被继立为皇太子，入住东宫 19 年。太清三年（公元

549 年），梁 武 帝 死 后，他 被 叛 将 侯 景 拥 立 为 傀 儡 皇

帝，但不过两年即被害死。梁元帝萧绎即位后，尊其

号为“简文皇帝”。

《梁书》本纪云：

（天监）十三年，出为使持节、都督荆、雍、梁、南北

秦、益、宁 七 州 诸 军 事、南 蛮 校 尉、荆 州 刺 史，将 军 如

故。十四年，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

史，持 节 如 故。⋯⋯（普 通）四 年，徙 为 使 持 节、都 督

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

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征

为都督南扬、徐二州诸军事、骠骑将军、扬州刺史。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天监十三年，萧纲

12 岁时，曾 任 荆 州 刺 史 一 职。普 通 四 年，萧 纲 21 岁

时，又任雍州刺史一职，历时约八年。萧纲还作有《玩

汉水》、《入 溆 浦》等 诗 篇。由 此 可 知，萧 纲 曾 到 过 湖

南、湖北一带，在长江、汉水流域生活多年。因而可以

说，萧纲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受到楚地文化的熏陶。

楚辞的第一位大作家屈原的家乡在今湖北秭归。

秭归，在 当 时 属 荆 州。 北 魏 郦 道 元（ 公 元 446 年 或

472—527 年 ）《 水 经 注·江 水 注 》中 引 袁 山 松《 宜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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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云：

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垅堰縻漫，

犹得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

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虽畦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庙，

捣衣石犹存［3］。

这些 传 说 与 记 载，在 北 朝 的 郦 道 元 尚 且 如 此 清

楚，曾任荆 州 刺 史 的 萧 纲 当 知 道 更 多 关 于 屈 原 的 传

说，甚至很有可能曾去过本州管辖下的秭归。

萧纲在雍州治所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几乎度过

了他的大部分青年时期。唐代杜佑《通典》云：

宋文帝割荆州置雍州，号南雍。魏、晋以来，常为

重镇，齐、梁因之［4］。

雍州，即襄阳，春秋战国时为楚国的一 部 分。据

《战国策·楚策一》记载：

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

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

文中所指位置大约包括今之湖北、湖南、安徽、江

苏，以及陕西、河南、四川、贵州的一部分。光辉灿烂

的楚辞文学正是在这片物产丰茂、艺术兴盛的广袤疆

域上诞生的。虽然楚辞自汉以降，渐趋式微，但楚辞

的直 接 流 脉，始 终 清 晰 可 见。概 言 之，大 体 有 二：其

一，衍变为各类诗歌；其二，化生为赋。自幼爱好文学

的萧纲，身处在这样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显然

很有可能受到楚辞的影响。

二

萧纲自幼聪明博学，“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

博综群言，善谈玄理”［5］。他长于文辞，富于著述，有

文集一百卷，杂著六百余卷，数量之多，为历代帝王所

罕见。其中最能代表他的文学见解和楚辞观的是《与

湘东王书》。文中，萧纲在批评“京师文体”时论及了

《楚辞》：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

既殊比兴，正背风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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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

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

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

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

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5］

所谓“京师文体”，当指在复古文学思想影响下的

京师文风。所谓“懦钝”、“浮疏”、“阐缓”，就是规摹经

诰文体和“庙堂”文学，从而形成的不近性情、呆板空

疏、僵滞烦冗、缺乏诗美的创作风气。萧纲认为应当

把文学作品的写作与经典著作的著述区别开来，文学

创作既不能从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灵感、搜集素材，

更不能刻意摹拟、依经立意。因为这两者有着不同的

写作目的、写作意图，不同的构思以及不同的表述方

式。抒情、写景、言志的文学作品是作者有感于外物，

通过艺术的思维活动，把外物所引发的审美感受、审

美愉悦以及审美联想，借助于一定的艺术手法把它表

现出来。所以说，萧纲不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与经典

著作的区别，而且看到了文学作品的审美意义与审美

价值，进而强调了文学的审美性。

萧纲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吟咏情性”一

类的作品，应当遵循怎样的审美要求，但从他对当时

诗风的品评中，不难窥见其创作取向和审美追求。他

批评当时一些使他不满意的文风，因为那些作品“即

殊比兴，正背风骚”。背离了《诗经》、《楚辞》写景、抒

情的比兴传统，自然就不会对客观物象有真切敏锐的

审美感受，也 就 不 会 产 生 真 挚 感 人 的 艺 术 魅 力。 同

时，萧纲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一文中，则明确表达了

他的文学观。他称赞新渝侯萧日英 三首描写美人之风

姿体态的闺愁宫怨和诗，是“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

字里”的“性情卓绝，新致英奇”之作。由此可知，在萧

纲看来，“吟咏情性”一类的制作就是指那种内容是抒

写情志、形式上华美丽靡的文学作品。

在《与湘东王萧绎书》中，萧纲指出“湛湛江水”是

美的，与《大传》的质朴玄奥是不同的。“湛湛江水”句

出自《楚辞·招魂》。以此衡量，他认为楚辞作品是符

合唯美主义标准的。楚辞起源于富有浪漫山野之气

的先秦楚文化土壤，风格瑰丽，文采绚烂，充满浪漫情

怀。因而楚辞艺术在一定程度上与萧纲的审美情趣

契合，得到他的认同。实际上，萧纲已经把《楚辞》看

作了“吟咏情性”的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

萧纲关于对楚辞的论述，虽只有只言片语，不成

系统，但从中已可看出，他对楚辞艺术成就的赞赏，主

要着眼于情感和文采两个方面。

首先，萧纲十分重视诗文的情感特征。从《尚书·

尧典》到《毛诗序》，儒家一直恪守着“诗言志”的传统，

直到魏晋才有所改观。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诗

缘情而绮 靡，赋 体 物 而 浏 亮”，言“缘 情”而 不 论“言

志”，认为诗用来抒发内心情感不必受礼制的束缚，遂

开一代风气。齐梁时，人们虽然仍在“情志”的名目下

讨论文学，搬用汉儒《诗大序》的“吟咏情性”说，但已

有了本质的不同。儒家道德规范下“志”的内涵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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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掉，其时 已 声 色 大 开，走 的 大 都 是“缘 情”的 路 子。

如钟嵘从文学角度出发，指出了情的哀怨成分，摆脱

了儒家讽谏说的影响，对“吟咏情性”的理解形成自己

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情来源于自然社会两方面，从而

把《乐记》和《文赋》提出的物感说推演了一步，在理论

上揭示了社会生活环境决定诗人创作这一命题。对

于情的来源，萧纲也同钟嵘一样，接触到“感物而动”、

“吟咏性情”的命题，即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思想感情以

及人的情感在创作中自然流露。他在《答张缵谢示集

书》中道：

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

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

塞笳；或乡思恻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

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

“寓目”就 是 眼 中 所 见，“写 心”就 是 表 达 内 心 感

受。这和钟嵘指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时，强调的

“即目”、“所见”相类似。萧纲又在《诫当阳公大心书》

中道：

立身之 道，与 文 章 异：立 身 先 须 谨 慎，文 章 且 须

放荡。

这是一封诫子之书，应是其肺腑之言。萧纲告诉

儿子，立身必须首先要谨守儒家礼义之道，即“砥身砺

行，由于经术”。在勉之以“立身之道”后，他又教之以

为文之道：“文章且须放荡”，即文学创作可以摆脱儒

教礼义的束缚与拘限，可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

义”。他所倡导的宫体诗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产物。

楚辞，尤其是屈原的作品，汉人是放在“言志”的

范围中看待的，而事实上其“志”已变。朱自清先生在

《诗言志辨》一书中指出，屈原“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

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

要的地位”［!］。的确，楚辞深于情。屈子之情充塞八

极、弥漫寰宇。他为战乱漫延、民不聊生而哀：“皇天

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

春而东迁”（《哀郢》）；他为楚国君王而哀：“岂余身之

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他为自己的理想无

由实现而哀：“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离骚》）。与 悲 相 对，屈 原 还 喷 吐 了 自 己 的 怨 怼 之

情。他为君主的反复无常而怨：“曰黄昏以为期兮，羌

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离

骚》）；他为精心培养的人才的变节而怨：“虽萎绝其亦

何伤兮，哀众芳之荒芜”（《离骚》）；他为奸佞党人的嫉

贤妒能而怨：“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

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离骚》）。因此，萧

纲侧重于从情感方面赞赏《楚辞》，比起汉儒强调忠君

讽谏之意，更能触及《楚辞》的艺术价值。

其次，萧 纲 惜 采 重 文，十 分 强 调“文”的 重 要 性。

他在《昭明太子集序》中道：

窃以文之为义，大哉远矣！故孔称性道，尧 日 钦

明，武有来商之功，虞有格苗之德。故《易》曰：“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以含精吐

景，六上九光之度，方珠喻龙，南枢北陵之彩，此之谓

天文。文籍生，书契作，咏歌起，赋颂兴，成孝敬于人

伦，移风俗于王政，道绵乎八极，理浃乎九垓，赞动神

明，雍熙钟石，此之谓人文。

由自然万物的“天文”推到“人文”，提高了“文”的

地位，其论证方法与昭明太子的《文选序》如出一辙。

所谓“人文”，范围很广，指一切文化学术，包括封建礼

乐制度、儒家经典以及诸种文体文章。“天文”与“人

文”相附会，强调了文章的社会功能和地位。在萧纲

笔下是对所有文章统而言之的，这样就把“吟咏情性”

这类与政教无直接关系的诗文，抬到崇高的地位了。

萧纲也十分重视艺术形式之美。如他在《临安公主集

序》中道：“文 同 积 玉，韵 比 风 飞。 谨 求 散 逸，贻 厥 于

后。”又如他在《昭明太子集序》的结尾，称道昭明的诗

文“近逐情深，言随手变，丽而不淫。”由此可见，萧纲

所追求的“篇什之美”，大体同刘勰《文心雕龙》中总结

的“情文”、“声文”、“色文”要求相类似。

汉代士人对《楚辞》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屈原的

遭遇、立身 行 事、人 格 和 沉 江 殉 志 等 问 题 的 评 价 上。

纵观两汉，从 贾 谊 到 王 逸，对 屈 原 的 评 价，经 过 了 怀

疑、否定到全面肯定。这是从以黄老思想到正统儒家

思想接受和重塑屈原人格精神的过程，儒家思想通过

自身的斗争、整合，寻求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完善、系

统的阐释。两汉屈原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楚辞学从

一开始就迈出了一大步，取得了像王逸《楚辞章句》这

样可喜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即依

经按骚的思维方式使楚辞的研究始终游离在真正的

艺术探讨 之 外。直 到 齐 梁 时 代，楚 辞 才 作 为 文 学 作

品，引起人们的重视。正如刘勰所说，屈原之作“惊采

绝艳”，“《骚 经》、《 九 章 》，朗 丽 以 哀 志；《 九 歌 》、《 九

辩》，绮 靡 以 伤 情；《远 游》、《天 问》，环 诡 而 惠 巧；《招

魂》、《大招》，耀艳而深华。”惜采重文，对文学创作来

说就是重视文学自身的规律。萧纲从文采的角度对

楚辞的艺术成就给以赞赏，体现了他对文学特征的重

视。而只有以审美的态度来审视文学，才更能揭示文

学的本质，萧纲对楚辞的评价便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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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纲“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

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

叹曰：‘此 子，吾 家 之 东 阿’”。 年 长 后，更 是“篇 章 辞

赋，操笔 立 成”。他 又 喜 好 写 诗，自 称：“余 七 岁 有 诗

癖，长而不倦”，所作诗赋多写艳情，风格妖冶艳丽，风

靡一时，号曰“宫体”。史臣称其：“文艳用寡，华而不

密，体穷淫丽，义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风俗。”可见

其对当时文风的影响。

真正进入文人创作的时代应当从屈原开始，所以

沈约说：“屈原、宋玉导清源于前”。屈原的骚体诗，对

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是很大的。历代文人没有谁不

读楚辞，不受到楚辞的影响，萧纲亦不例外。萧纲的

诗赋创作 与 楚 辞 也 有 着 十 分 密 切 的 关 系，具 体 表 现

如下：

第一，萧纲摹仿楚辞的“兮”字句形式，创作的骚

体诗———《应令》诗。

诗云：

蠡浦急兮川路长，白云重兮出帝乡。平原忽兮远

极目，江甸阻兮羁心伤。树庐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

去泱泱。远烟生兮含山势，风散花兮传馨香。临清波

兮望石镜，瞻鹤岭兮睇仙庄。望邦畿兮千里旷，悲遥

夜兮九回肠。顾龙楼兮不可见，徒送目兮泪沾裳［7］。

全诗十四句，用的全是“三字结构 + 兮 + 三字结

构”的句式，这也正是《九歌》中典型的句型之一。

第二，萧纲的很多诗赋，沿用了楚辞中的语句。

语句上的沿用，如《述羁赋》中的“涕淫淫其若霰”

一句，出自《九章·哀郢》。又如《应令》诗中的“顾龙楼

兮不可见”一句，出自《九章·哀郢》的“顾龙门而不见”

句。再如《秋 兴 赋》中 的“洞 庭 之 叶 初 下”一 句，出 自

《九歌·湘夫人》的“洞庭波兮木叶下”句。

第三，萧纲的很多诗赋，沿用了楚辞中的词语。

如《秋夜》中 的“高 秋 度 函 谷，坠 露 下 芳 枝”，“坠

露”一词，出自《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句。又如《赠张缵》中的“九疑势参差，江

天相蔽亏”，“九疑”一词出自《九歌·湘夫人》的“九疑

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句。又“三春澧浦叶，九月

洞庭枝。 洞 庭 枝 袅 娜，澧 浦 叶 参 差 ”句，其 中 的“ 澧

浦”、“洞 庭”两 地 名，是 楚 辞 中 较 为 常 见 的 地 名。 如

《九歌·湘君》中云：“驾飞龙兮北征， 吾道兮洞庭”，

又云：“捐余 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醴”与“澧”

通）。又如《九歌·湘夫人》中云：“ 兮秋风，洞庭波

兮木 叶 下”，又 云：“捐 余 袂 兮 江 中，遗 余 兮 醴 浦”

（“醴”与“澧”通）。类 似 的 例 子 还 有 很 多，此 不 一 一

枚举。

第四，萧 纲 诗 赋 中 的 很 多 地 方，化 用 了 楚 辞 的

意思。

如上文提到的《应令》诗中，主人公离别故都、乘

舟远行的 情 节，以 及 回 望 故 都 已 遥 不 可 见 的 悲 伤 之

情，显然是对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等诗篇

的一种摹写。又如《采莲赋》云：“常闻蕖可爱，采撷欲

为裙。”楚辞中常说到以香草为衣裳装饰，采荷为裙之

说，系从《离 骚》中 的“制 芰 荷 以 为 衣 兮，集 芙 蓉 以 为

裳”句化用而来。又如《秋兴赋》云：“淹留而荫丹岫，

徘徊而搴木兰”，系从《离骚》中的“朝搴陂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句化用而来。

第五，最值得注意的是萧纲的宫体诗赋对楚辞中

的女性题材的继承与发展。

楚辞虽然主要用来宣泄诗人内心的不平，但其中

也不乏描写女性的作品。屈原的组诗《九歌》中就有

几篇是女神的 礼 赞，如《湘 夫 人》、《山 鬼》、《少 司 命》

等。屈原笔下的女神大都写得要眇宜修、神采灵动。

与屈原并称的宋玉，更是以浓墨重彩酣畅淋漓地展现

女性美，如他在《招魂》中对侍女明眸善睐和女乐长袖

善舞的 描 绘。 当 然，最 具 代 表 性 的 还 是 他 的《 高 唐

赋》、《神女赋》以及《登徒子好色赋》等篇。另一首作

者难明的《大招》，也很醉心于女性美的刻画，不仅描

绘美人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

情。其中“朱唇皓齿”、“丰肉微骨”、“小腰秀颈”之类

的用语更是颇为华丽与明艳。

萧纲现存的宫体诗赋，对楚辞中的女性题材的继

承与发展，是非常显著的。就宫体诗而言，萧纲便以

女性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最多。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

两类：

一类是描摹女性的外貌以及女子活动的，如《美

女篇》、《江 南 弄·采 莲 曲》、《美 人 晨 妆》、《咏 内 人 昼

眠》、《和徐录事见内人作卧具诗》、《戏赠丽人》、《咏美

人看画》等 等，大 多 文 字 纤 巧，格 调 轻 浮。 且 看 这 首

《戏赠丽人》：

丽妲与妖嫱，共拂可怜妆。同安鬟里拨，异 作 额

间黄。罗裙宜细简，画屦重高墙。含羞来上砌，微笑

出长廊。取花争间镊，攀枝念蕊香。但歌聊一曲，鸣

弦未肯张。自矜心所爱，三十侍中郎。

诗中起首六句写一对丽人的梳妆打扮：她们都是

以拨为簪插在鬟中，但所贴的花黄却各不相同；系上

打着细褶裥的罗裙，穿好彩画的高鞋帮鞋子。“含羞”

以下写这对丽人的神态动作：她们含羞带笑，迤逦行

来；一路上摘取花朵，争着插在发间，与簪钗上的宝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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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掩映生辉；她们还攀下花枝，嗅吸着花蕊的清香；

走到众人面前，她们聊且清唱一曲，不肯拨弄丝弦奏

乐；原来她们的心上人年轻显赫，怪不得这样自矜任

性。这首诗把这对丽人的妩媚、娇憨、任性，描绘得细

致具体，活灵活现，流露出诗人的欣赏之情。

另一类是表现女子内心世界的，或抒发情思，或

揭示心态，如《怨 歌 行》、《和 人 爱 妾 换 马》、《秋 闺 夜

思》、《伤美人》、《咏人弃妻》、《金闺思》等等，大多情调

哀宛，意蕴缠绵，属传统的“闺怨”题材。且看这首《和

人爱妾换马》：

功名幸多种，何事苦生离？谁言似白玉，实 是 愧

青骊！必取匣中钏， 作饰金羁。真成恨不已，愿得

路旁儿。

诗的开篇二句便以问句形式，强烈地传达出少女

心中的压抑和痛苦。接下来“谁言”二句声泪俱下，让

弃妾的满 腹 苦 恨、辛 酸、哀 怨 与 愤 怒 一 齐 喷 涌 而 出。

“必取”二句又承上两句反问语气而言。连她的故物

也被一并交换它物，那薄幸男子的毫无心肝，从中益

发可以想象。诗的最后两句，正面点出弃妾深深的怨

“恨”：宁愿嫁给一个地位低贱的人，倒可以白头偕老，

远胜于做那无情无义的贵公子的小妾。全诗以女子

口吻抒发其遭受遗弃的悲苦之情，体现了诗人的同情

之心。

至于萧纲的宫体赋中，亦有不少对女子情态的描

绘。如《筝赋》云：

于是乎 余 音 未 尽，新 弄 萦 缠，参 差 容 与，顾 慕 流

连。落横钗于袖下，敛垂衫于膝前，乍含猜而移柱，或

斜倚而续弦。照琼环而俯捻，度玉爪而徐牵。见微之

有趣，看巧笑之多妍，抗长吟之靡曼，杂新歌之可怜。

歌曰：年年花色好，足待爱君傍。影入著衣镜，裙含辟

恶香。鸳鸯七十二，乱舞未成行。故乃宋伟绿珠之好

声，文君慎女之清角，上掩面而不前，言韬辉而耻学，

实独立之丽人，乃入神之佳乐。

又如《采莲赋》云：

于是素 腕 举，红 袖 长，回 巧 笑，堕 明 当。 荷 稠 剌

密，亟牵衣而绾裳；人喧水溅，惜亏朱而坏妆。物色虽

晚，徘徊未反。畏风多而榜危，惊舟移而花远。

作者 的 审 美 感 受 力 十 分 细 致 敏 锐，用 笔 又 颇 轻

灵，对女子的服饰、动作、神态及心理都有细致入微的

刻画。

综上所述，从萧纲的生平经历来看，他少年时，很

有可能到过湖南、湖北一带，青年时又极有可能在长

江、汉水流域生活多年，因而深受楚地文化的熏陶及

楚辞的影响；从萧纲的文学理论来看，他着眼于情感

和文采两方面，对楚辞予以赞赏和推崇，认为楚辞作

品是“吟咏情性”的唯美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从萧纲

的诗赋创作来看，无论是用词、句式，还是意思、题材，

他的作品对楚辞都有很多继承与摹仿之处。总之，楚

辞对萧纲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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