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简介】 

刘勰（约 465 年—约 520 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

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

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

名。晚年在今山东省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 

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

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刘勰能在距今 1500 余年之遥，提出这如许之多

难超其苑囿的精辟修辞理论实为难能可贵。其修辞之论，既有理性的阐释，又有

言证、事证，既涉文章内容形式，又关作者思维、气质、涵养、才情。 

【推荐理由】 

《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

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

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

文体计有 59 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达 44 种，占文体总数四分之三。 

《文心雕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精密的批评的书，“体大而虑周”，全书重点

有两个：一个是反对不切实用的浮靡文风；一个是主张实用的“攡文必在纬军国”

之落实文风。刘勰把全部的书都当成文学书来看，所以本书的立论极为广泛。 

——《教育部推荐大学生必读书目 100 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