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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经立义”即依托经典而建构意义，它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

是《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主要方式。汉代之前，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中，并以语言为载体发挥教

化作用，圣人崇拜、经典崇拜和语言崇拜以及尊师敬老的思想共同组成“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汉武帝时

设“五经博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衍生出理论建构和学

术研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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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经立义”有广、狭两种意义：狭义的“依经立
义”指的是在经学系统中产生的，以儒家经典为阐发

对象的意义生成与言说方式；广义的“依经立义”主

要指以学界熟悉的典籍为依托，设立其先验合法性并

由此生发自己观点的话语生产范式与意义生成方

式。［１］就《文心雕龙》的理论建构而言，其主要构建方

式是“依经立义”，并且是一种狭义的“依经立义”。

因此，“依经立义”即依托儒家经典而建构意义。

明确提出“依经立义”一词的是刘勰。刘勰在

《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

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
&

，则时乘六龙；昆仑

流沙，则《禹贡》敷土。

这段话是对王逸《楚辞章句序》的概括。王逸

《楚辞章句序》，推衍刘安《离骚传》的观点，反驳班

固《离骚序》的评价，称屈原为“俊彦之英”，称《离

骚》为“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对屈原及其作品给予

了高度赞扬；称颂屈原“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

的高尚品质，并尖锐斥责了班固标榜的明哲保身、苟

合取安的处世原则；针对班固将《离骚》与《诗经》对

立的做法，指出《离骚》接续了濒于断绝的《诗经》传

统，充分肯定了《离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２］王逸

的论述方法是从《诗经》《尚书》《周易》等经典中寻

求根据，以证实“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



焉”［３］。他认为，《诗经》的作者有所谓提起耳朵以

示警戒之语，屈原则是委婉地加以讽谏（其讽谏态

度甚至还没有《诗经》中的某些诗作那样激烈恳

切）。《离骚》之作，依据经典而立论，如其中谈到的

驾龙乘凤便与《易经》中的“时乘六龙”相似；其中又

谈到昆仑、流沙，其也与《尚书·禹贡》中谈到的大

禹治理水土的内容一致。王逸评价屈原及其作品

（包括《离骚》以外的其他作品）时，不是单独谈论屈

原及其骚赋，而是立身于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大背景并以儒家“五经”作为参照，认为离骚

是符合五经创作原则（乃就委婉含蓄而言）与表现

手法（乃就想象、夸张等手法而言）的。

刘勰将王逸“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

焉”的观点提炼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依

经立义”虽为刘勰最早明确提出，但在刘勰之前，它

就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

心理之中。“依经立义”的前提是经典的确立，并且

“依经立义”的经学阐释方式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比如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敬老等。

一、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体现了人类的英雄崇拜情结，体现了

人们对历史早期那些创立伟业、造福苍生的伟大人

物的无限崇敬与爱戴。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之言。”（《论语·季氏》）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

为美。”（《论语·学而》）

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天下之权衡也……

凡言议期命，是非以圣人为师。（《荀子·正

名》）

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

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

信。（《孟子·滕文公上》）

圣人以神道设教
'

而天下服矣。（《易·

观·彖》）

《论语》《孟子》《荀子》《易传》的成书时间虽不

能完全确定，但其成书于战国至汉初、在汉武帝设立

“五经博士”前应该是可以肯定的。这些书中所说

的“圣人”“先王”是指儒家极力尊崇的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子等人。“畏圣人之言”，“是非以圣人为

师”，“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明显地表现出古

人的“圣人崇拜”思想。

“圣人崇拜”尤其与孔子密切相关。据司马迁

《史记》记载，孔子是“六经”的重要整理者：“孔子之

时，周室衰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踪三代之体，

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４］１９３５－１９３６，

“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４］１９３６，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于

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

六艺”［４］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

《系》《说卦》《文言》”［４］１９３７，这就是说“六经”都经

孔圣亲手整理，有清楚的圣人胎记。

出于对圣人的崇拜，人们自然会对经圣人整理、

有着圣人胎记的“六经”也存有崇拜之情，于是就发

展成“经典崇拜”。

二、经典崇拜

经典首次确立是在汉武帝时期，但此前已有经

典意识。“经”字取义，盖有二说，一是《说文解字》

所说的“经，织从（纵）丝也”，二是刘熙载《释名·释

典艺》所说的“经，径也，常典也”。［５］２７这两种解说都

表明“经”地位很重要，很有价值。

孔子之前，《诗》《书》《礼》《乐》常用于培养贵

族子弟，《礼记·王制》有言：“春秋教以礼乐，冬夏

教以诗书。”［６］孔子开设私学，教育学生，也应该

“主要以《诗》《书》、礼、乐为教材”［５］２８－２９。“孔子习

《易》，修《春秋》之时，已是晚年。因此《易》与《春

秋》成为儒者研习的科目，应当在孔子之后。”［５］２９结

合司马迁《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

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４］１９３８的说法来看，

姜广辉之说有理。此处的“六艺”当指“礼乐射御书

数”六种技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而没有

提及《易》和《春秋》，因此《易》和《春秋》成为儒者

研习科目可能是在孔子之后。如此则可以推论，在

孔子之后，《诗》《书》《礼》《乐》《易》《春秋》（此亦

称“六艺”者）成为儒者研习之书。

战国之时，学派林立，“各家学派标榜自家宗旨，

称自家所习之文献为‘经’，以竞压别家文献”［５］２９。

所以，各家各派都把本派所研习的文献称作“经”，道

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法经》等，而

８３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儒家则将修习之“六艺”也看作“经”。“是‘经’名之

立，应始于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之时。”［５］２９

除了自相标榜以竞压别家文献外，导致儒家称

“六艺”为“经”的原因，可能还和“六艺”本身的传

统性、规范性有关。正如姜广辉所指出的那样，

“‘诗经’虽是后来的说法，但《诗》在缀以‘经’名之

前已有了典的地位。这是由于在《诗》中有先祖的

仪型，圣王的灵光，民族的历史，人生的启示和思想

的积淀。”［５］４４８同样，《尚书》被称作“经”之前也体现

了“典”的意识。《尚书·说命下》说：“学于古训乃

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监于先王

成宪，其永无愆。”［７］１７５此外，《毕命》也说：“惟德惟

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７］２４５这里的

“古训”“大训”“先王成宪”都是指古圣先王的规范

和训诫。

“典”的意识和“经”的立名，可看作是“经典崇

拜”的体现。① “经典崇拜”与“圣人崇拜”实质上是

相通的，因为“经典”经过圣人整理，记载着圣人的

言行，崇拜圣人自然崇拜经典。于是，两者也成为

“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三、语言崇拜

圣人具有崇高的道德与伟大的人格，人们需要

用语言来宣扬、歌颂。士大夫往来于诸侯国之间，需

要拥有语言和文采才能不辱使命；普通人需要语言

才能交流情感，表达志向，只有了解各种情况下不同

的语言表现，才能准确地辨认说话者的精神、心理与

思想等。所以，儒家很重视语言。在“五经”确立之

前，儒家典籍中的有关材料表明人们已经有了语言

崇拜的思想。因此，语言崇拜也成为“依经立义”的

思想基础之一。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

（《诗经·大雅·抑》）

诗人认为，白玉的瑕疵还可以磨去，语言上的错

误却是无法洗刷的。这里体现了一种“不能在语言

上出现错误”的自觉意识。

将叛者，其辞鷆，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

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

其辞屈。（《周易·系辞下》）

“我知言。”

“何谓知言？”

曰：“
(

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

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

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

矣。”（《孟子·公孙丑上》）

《周易》微观地谈到了主体道德操守、精神状态

与语言表现之间的关系，《孟子》则主张通过对语言

的深入分析找出语言背后的错误，但“知言”还不是

目的，要阻止这些错误的言辞在人们的心理产生，更

不能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８］

《左传》此处引用的“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说明

人们要通过有文采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其志向，孔子

主张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表明语言须文采才

能流传很远。这是对语言功能（言志）与效果（行

远）的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

为众多能言善辩之士提供了展示才能的舞台。“烛武

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文心雕龙·论说》），两

位辩士用雄辩的口才保护了国家，留名青史；纵横家

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凭借高超的游说技巧，获得财

富和地位（《文心雕龙·论说》所谓“六印磊落以佩，

五都隐赈而封”），体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

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论说》）的巨

大影响。辩士横行，无疑会强化人们对语言的崇拜。

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这就是广为人知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命题。通过立言，个体可以实现生命的不朽价值，就

像建立崇高道德与伟烈丰功的人一样永垂不朽。无

疑，这是古人语言崇拜的制高点。

“语言崇拜”也是和“圣人崇拜”“经典崇拜”紧

密相连的。因为圣人之言行与思想凝结在经典的语

言之中，经典以语言为载体发挥经典的教化作用。

三者相互联结，共同成为“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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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当然，此时学者虽然对经书格外尊重，然尚无后世那种超乎寻常的神圣化、神秘化的倾向。



四、尊师敬老

众所周知，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推行“有

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教育

方法，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在教学理论与教育实践

两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说孔子是中国最伟大

的教育家，应无异议。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知识渊博、

魅力非凡的老师，自然会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和喜爱。

《论语》中随处可见“子曰”，这里的“子”都是

指孔子，是对孔子的尊称。孔子首开私学，对学生只

收一点微薄见面礼（“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

焉。”———《论语·述而》），所以他桃李满天下。孔

子常常和学生在杏坛下讨论，并相互启发，所以他在

各方面都有杰出学生。学生们对孔子非常尊重，他

们称孔子为“夫子”，并在孔子身旁尽心服侍，陪伴

孔子周游列国。孔子死后，学生们都为他守孝三年，

其中子贡因没能在最后时刻服侍孔子而为其守孝六

年。孔子后学编撰《论语》，以记录孔子与其弟子们

的言行，这是对孔子的尊崇，也为孔子思想学说的广

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大儒孟子继承、发

扬了孔子的儒家学说，使孔子的儒家学说声望日隆。

这其中，孔子学说的博大精深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

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不能不说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除了有尊师的传统，还有敬老的传统。

儒家历来重视孝道，对自家长辈的尊敬自然是应有之

义。孟子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运于掌”［９］，主张由己及人，尊敬自家长

辈及其他人的长辈，爱护自家小孩及其他人的小孩，

治理天下就易如反掌了，这也是敬老传统的体现。

《礼记》则记载了人们敬老的许多情形，如：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

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

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

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

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

五十不从力政，六十不与服戎，七十不与宾客之

事，八十斋丧之事弗及也。（《礼记·内则》）

从以上引言可以看出，年纪越大，政府对老人越

照顾越尊重，老人的地位也越高越优越。这是敬老

的具体体现。

敬老与尊师相结合，构成了古人对于师长的尊

敬，而对于师长的尊敬又让人们愿意遵循师长的教

诲，愿意以师长的言行为榜样。这样的心理逐渐沉

积，慢慢形成了古人对师长权威的顺从心理，而这也

是“依经立义”产生的思想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尊

师敬老与圣人崇拜虽都是对前人、对权威的尊崇，就

孔子本人而言，他既是“圣人”又是“师长”，在他身

上，体现了“圣人崇拜”与“尊师敬老”的统一。但

“圣人崇拜”与“尊师敬老”的具体内涵并不一样：

“圣人”是取得伟大功绩、产生深远影响的伟人，获

得了社会群体内的广泛认同，“师长”则在影响力与

认可度上有较大差距，但两者都留下可供后人效仿、

遵从的教训或常规。这些教训或常规，也就是原始

意义上的“经典”。

综上可知，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尊师

敬老等思想逐渐累积传播，为“依经立义”奠定了思

想基础。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于建元五年（公元前 １３６年）设“五经博
士”，经学正式确立后，“依经立义”也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人们阐释经典的基本方法，并由此衍生为一种

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理论建构方式和学术

研究方式，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由此，“依经立

义”也就成为《文心雕龙》理论建构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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