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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研究】

《文选》李善注的文献学价值*

杨 波

摘 要:《文选》李善注是隋唐时期众多注疏学中的佼佼者，也是第一部对文学作品进行系统注疏的经典之作。李

注中遗存的部分古籍文献，成为后世校注古籍、辑佚古书、订正版本、考察文献流传情况的重要资料，堪称中国注疏

学史上的一朵奇葩。通过对《晋纪总论》李善注主要征引书目的分析，可归纳出李善注文献学价值的三个层面: 一

是继承乃师衣钵，反映时代风尚; 二是征引文献繁富，堪称“考证之资粮”; 三是注疏体例严谨，奠定《文选》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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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

的一部文学总集，《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列为“文章

之衡鉴，著作之渊薮”。根据《隋书》卷三五《经籍

志》四统计，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始，

至梁沙门释宝唱撰《法集》百七卷，共计著录总集

“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

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①。这些总集大多已

经失传，“《文选》是其中极少数流传下来的文学总

集之一，因此就成为研究先秦到齐梁间文学发展演

变的最直接、最原始的文献渊薮”②。

一、继承乃师衣钵，反映时代风尚

《文选》研究兴起于隋唐之际，《新唐书·李邕

传》记载:“( 李善) 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

其业，号‘《文选》学’。”③唐代以诗赋取士，士亦以

诗赋名家，故《文选》日益风行。李善广泛借鉴了裴

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前人的

注疏成果，将《文选》三十卷析为六十卷，详加校点，

引证赅博，校勘精审，尤其偏重于词源和典故的注

释。清代史学家赵翼有一段文字，或可看作李善注

《文选》学术渊源的详细注脚。文曰:

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
至梁昭明太子《文选》之学，亦自萧该撰《音义》
始。入唐则曹宪撰《文选音义》，最为世所重，

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悉本之。又有许淹、李

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

行。淹、罗各撰《文选音义》行世。善撰《文选

注解》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至今

言《文选》者，以善本为定。④

对于屡遭《新唐书·李邕传》、《四库全书总目》
等书所诟病的李善注“释事而忘意”，古今中外的一

些学者均持不同的看法，认为李善注引用大量语典

和事典，恰恰是注释《文选》这部文学总集所必须

的。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亦云: “李善对于隋唐《文

选学》之以‘音义’为中心的倾向，甚不以为然。他

很早就认清此一方向有重大的不足和缺点，乃着手

有突破性的《文选》批注，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的学

者。他除了重视传统的语言的批注方法外，又进一

步地以文学的角度，对照汉魏六朝文学的特征; 深入

《文选》的内部，以翔实地纠明所有典故出处为重

点，因此开创了《文选》批注上划时代的新局面。”⑤

李善精通文字、训诂、音韵之学，博览群书，详密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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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史称“淹贯该洽，号为精详”。

二、征引文献繁富，堪称“考证之资粮”

李善批注《文选》时引经据典，征引文献资料特

别繁富，引书计达一千七百种左右⑥。据有关文献

记载，李善注征引的许多古籍，唐宋以后亡佚大半，

元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时仅十存一二。李注中

遗存的古籍佚书，如吉光片羽，成为后世校注古籍、
辑佚古书、订正古籍版本、考察书籍流传情况的重要

资料，被后世学者誉为“考证之资粮”。
首先，解题提纲挈领，形式多样。解题是目录学

上的专用术语，一般指对书籍的作者、卷次、内容、版
本、学术渊源或相关评价等情况的说明。而李善注

《文选》时对某一类文体或作者情况的简要说明，实

为变化多样的不具名解题: 或简要介绍作家情况，或

交代文章写作背景，或引用史传以代解题，或言简意

赅提示理解，或提纲挈领阐释文义，等等。其最典型

的解题表现在卷一《赋甲·京都上·两都赋》一文

四解题。卷首《赋甲》下注云: “赋甲者，旧题甲乙，

所以纪卷先后; 今卷既改，故甲乙并除，存其首题，以

明旧式。”述《文选》卷次之沿革，解题一也。《京都

上·班孟坚两都赋二首》下注云: “自光武至和帝，

都洛阳，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洛阳，故上此词

以谏。和帝大悦也。”述班固《两都赋》之写作背景，

解题二也。《两都赋序》作者“班孟坚”条下注文云:

“范晔《后汉书》曰: 班固，字孟坚，北地人也。年九

岁能属文，长遂博贯载籍。显宗时除兰台令史，迁为

郎，乃上《两都赋》。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

中护军。宪败，固坐免官，遂死狱中。”述班固生平

事迹，寓世事无常之意，解题三也。《两都赋序》首

句“或曰: 赋者，古诗之流也”下注云:“《毛诗序》曰:

《诗》有六艺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也。诸引

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

类此。”总述注《文选》的体例与原则，高屋建瓴，提

纲挈领，解题四也。四项解题各有侧重，又与原书互

为表里，体现出李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

传统。
其次，批注以本书注释为主，次以经史子部注

之，再补之以己见。骆鸿凯称赞李善注“援引赅博，

经史传注，靡不兼综，又旁通仓雅训故，及释梵诸书，

史家称其淹贯古今”⑦，确非溢美之词。《文选》卷

四九收录干宝《晋纪》中的两篇史论，即《晋纪·论

晋武帝革命论》和《晋纪总论》。干宝有良史之才，

其《晋纪》是 18 家晋史中比较完备的西晋史书之

一，也是编年史中最好的一种，为南朝臧荣绪撰《晋

书》、唐修《晋书》、裴松之注《三国志》大量征引，刘

知几《史通》称“其书简略，直而能婉，甚为当时所

称”⑧。历代学者对干宝及其《晋纪》好评如潮，从

李善注释的情况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李善注《晋

纪总论》共征引了 66 种书目或篇目、合计 266 条，其

中经部 14 种、96 条，史部 24 种、129 条，子部 16 种、
27 条，集部 12 种、14 条。而引用次数最多的当属干

宝的《晋纪》一书，共征引《晋纪》46 条，其中直引

《晋纪》39 条，引《晋惠纪》2 条，《晋怀纪》3 条，《晋

武纪》1 条，《晋愍纪》1 条，约占引书总数的 17． 3%。
李善在征引大量经史子部典籍注释的同时，常

增补以己见，真知灼见屡见笔端。李善注征引书目

或篇目以经、史、子三部居多，内容涵盖了政治、社

会、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大大提高了注文的文献

实证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下面所列征引三条

以上的主要书目，或可窥见李善注引书情况之一斑:

经部引用《毛诗 39 条，《论语》8 条，《孝经》3 条; 史

部引用《左氏传》23 条，《尚书》18 条，《汉书》10 条，

王隐《晋书》8 条，《东观汉记》4 条，《魏志》4 条，范

晔《后汉书》3 条，孙盛《晋阳秋》3 条，《史记》3 条，

《国语》3 条; 子部引用《管子》3 条，《庄子》3 条，《孟

子》3 条。⑨再如卷七潘安仁《藉田赋》注分别就“耕

藉”、“藉田赋”、“潘安仁”三个条目做了解题，其中

“耕藉”条注云: “臣瓒《汉书注》曰: ‘景帝诏曰: 朕

亲耕，本以躬亲为义。’藉，谓蹈藉之也。”“藉田赋”
条注云:“臧荣绪《晋书》曰: 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

族初藉于千亩，司空掾潘岳作《藉田颂》也。”“潘安

仁”条注云:“臧荣绪《晋书》: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

牟人。总角辩惠，摛藻清艳，乡邑称为奇童。弱冠，

辟司空太尉府。举秀才，高步一时，为众所疾。然

《藉田》、《西征》，咸有旧注，以其释略，故并不取

焉。”⑩

再次，批注博采众长，大量引用魏晋以前的古

注。李善注《文选》，广泛地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引用旧注 29 种瑏瑡，可谓广博。他善于博采众长，或

直接引用原文及前人批注，或以原文为前署兼采众

家之注，或直接引用各家注释尤其是通行本的名家

批注，或称举某家某书注。试以李善注《晋纪总论》
引《毛诗》为例说明之。李善注《晋纪总论》共引《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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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39 条，位居引书次数第二名，其中直接引用《毛

诗》内容 20 次( 附引毛苌注 2 次、郑玄注 5 次) ，《毛

诗序》5 次，《毛诗·大雅文》6 次( 附引毛苌注 3 次、
郑玄注 5 次) ，《毛苌诗传》1 次，《毛诗行苇序文》1
次，《毛诗葛覃序》1 次( 附引毛苌注 1 次) ，《毛诗六

月序》1 次( 附引郑玄注 1 次) ，《毛诗七月序》1 次，

郑玄《毛诗笺》3 次。所引前人旧注以注的形式出现

17 次，以传、笺形式出现 4 次，超过引文次数的 1 /2
强，基本上涵盖了上述几种征引古书古注的情况。
除此之外，李善注引原文的同时兼及古注的情况比

比皆是。如引《左氏传》附见“毛苌、郑玄注”各 1
次; 引《论语》附见何晏注、孔安国注各 1 次; 引《国

语》3 条，附见韦昭注 2 次，另引韦昭《国语注》1 次;

引《孟子》3 条，附见赵岐《孟子章指》1 次; 《周礼》1
次，附见郑玄注 1 次; 《公羊传》2 次，附录何休注 1
次;《汉书解故》1 次，附见胡广注 1 次，等等。

最后，李善注还经常出现随文体而注的现象。
李善注《文选》时，凡有旧注而义有可取者就采用旧

注，既引经据典而又不局限于引经据典，在爬罗剔抉

过程中鉴别取舍。如张平子《西京赋》“薛综注”条

下云:“善曰: 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

名。其有乖谬，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

皆类此。”因此，程千帆先生称赞道:“寻李善作《注》
之方，原重解故训，疏典实。其有函义渊深，必须曲

畅精微，旁通要眇者，始为之发挥消释，此细玩全书

而可知之也。”瑏瑢

三、注疏体例严谨，奠定《文选》学地位

李善注释时经常不拘材料来源，条列众说之辞，

发明正文之意，重视用文献来补充原文之观点。如

《晋纪总论》“故其积基树木，经纬礼俗，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如此之缠绵也”一句注释曰:

潘元茂《九锡文》曰:“经纬礼律。”王肃《家

语注》曰:“经纬，犹织以成之也。”《国语》:“祭

公谋父曰: 勤恤民隐。”
此处引用 了 3 条 文 献 材 料，是 对 应 原 文“经 纬 礼

俗”、“节理人情，恤隐民事”两处的批注，非相当熟

悉原文和注文无法做到，反映出李善对前代文献的

熟悉程度以及对前人化用前人语言的准确判断和深

厚功力。《文选》卷三五《册魏公九锡文》原文曰:

“今又加君九锡，其敬听后命，以君经纬礼律，为民

轨仪。”注文云:

《左氏传》:“载孔曰: 且有后命。”《家语》:

“孔子曰: 唐叔封于晋，以经纬其民。”王肃曰:

“经纬，犹织以成之。”《国语》:“泠州鸠曰: 尔民

轨仪也。”
由以上两条关于“经纬”的注释可以看出: 李善

注有时直接引用前人注文; 有时先引原始出处，后引

前人注文; 即便引用同一条材料，也间或文字有节

略。这是因为，李善在注引用文献时往往在同类情

况首次出现之处标明注例。如《文选》卷一班固《两

都赋》注自标注例云:“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

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再如《文选》卷

二《西京赋》卷首“薛综注”条下云: “善曰: 旧注是

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谬，臣乃

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文

选》虽然注重释事，但也不忘释义，上述即为明证。
李善注征引内容宏富，注释体例独特，考订典故

精详，辨误正谬客观，是唐初注疏之学总体风貌的集

中体现，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李善“览古人之

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

其简。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瑏瑣的注疏原则，是

《文选》研究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裴松之《三国志注》标志着不同于经注的新

注疏方法的初步形成瑏瑤，那么李善《文选注》则是从

文学角度系统批注文学作品的开端，堪称唐代学术

史上一朵奇葩，对于今人的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具

有超越时空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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