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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的孝道之思
———析梁武帝《孝思赋》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梁武帝萧衍的《孝思赋》及序文，成为六朝传世文献中的赋体名篇。从《孝思 赋》的 序 文 中，我 们 可

以真切地感受到，作为南朝梁朝的开国皇帝，梁武帝将自己未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视为终生遗憾。为了弥补

自己未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憾，梁武帝曾建造佛寺于金陵的名胜之区，建造佛殿于皇宫之中，由 此 将 佛 教

的功德观念纳入了自己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思想和情感之中。《孝思赋》寄寓着梁武帝的无 尽 孝 思，主 要

包含尊礼重孝、触景生情、见贤思齐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梁武帝《孝思赋》值得特别重视的原 因，在 于 其 强 化 了

孝道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相互关联，并使儒佛两家由对立趋向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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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武帝萧衍（４６４－５４９）雅 爱 读 书，即 便 后 来

贵为帝王，于万几宸函之暇，依然是手不释卷。有

一次，他读《孝子传》，触发了自己未能报答父母养

育 之 恩 的 终 生 遗 憾，由 此 撰 写 了 《孝 思

赋》［１］３３６－３３７，成为六朝传世文献中的赋体名篇。
梁武帝祖籍兰 陵（今 山 东 枣 庄 峄 城 东），其 先

祖于永嘉中南迁武进（今江 苏 常 州），东 晋 于 其 地

侨置兰陵郡，称 南 兰 陵，故 又 为 南 兰 陵 人，为 齐 武

帝萧赜之 族 弟，才 兼 文 武，为 竟 陵 王 良“八 友”之

一，又曾率军击退过进犯的北魏，累以军功封授都

督六州诸军 事、辅 国 将 军、雍 州 刺 史。齐 武 帝 崩，
其侄萧鸾杀其 后 而 自 立，是 为 明 帝。明 帝 在 位 五

年病死，子萧宝 卷 继 位，屠 戮 宗 室 方 镇，杀 萧 衍 长

兄萧懿并派兵攻袭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萧

衍起兵靖难，杀萧宝卷，于５０２年自立为帝，改 国

号为梁，在位四 十 八 年，晚 遭 侯 景 之 乱，被 软 禁 于

台 城 之 内，困 饿 而 崩 于 净 居 殿 内，寿 八 十 六

岁。［２］１６７－２２６

梁武帝《孝 思 赋》前 有 长 篇 序 文。从 序 文 中，
我们不仅能够体会到这位开国帝王对于自己未能

报答父母养育之恩 的 终 生 抱 憾，而 且 能 够 了 解 到

他为了弥补这一心灵上的重大遗憾所采取的一些

弥补措施。从这 篇 赋 的 正 文 中，我 们 还 可 以 感 受

到他对父母亲情所持有的无尽孝思。

一、终生抱憾

　　从《孝思赋》的序文中，梁武帝叙说了自己未

能与父亲临终告别的伤心往事。梁武帝萧衍本是

南朝齐朝开国勋臣萧顺之的第三子，七八岁时，母
亲便去世 了，他 是 在 家 庭 保 姆 的 护 理 下 长 大 的。
萧顺之虽然有十一个儿子，但由于萧衍少年聪慧，
资兼文武，盛名令誉著于当时，因此肯定会对他给

予较多的关注。萧 衍 十 几 岁 时 就 步 入 仕 途，初 为

卫军将军王俭的东 合 祭 酒，很 快 受 到 了 王 俭 的 赏

识，被请为户曹属。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

学，萧衍与沈约、谢朓等号为“八友”。二十多岁之

后，萧衍出任齐随郡王镇西咨议参军，任职于荆蛮

之地，通信多有 不 便，他 也 很 少 了 解 家 中 的 情 况。
因此说，萧衍长大后一直忙于公务，并没有多少时

间 在父亲身边侍奉尽孝。齐永明八年（４９０）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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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萧衍在出差途中 隐 约 听 到 了 父 亲 身 体 不 太 好

的消息，这使他 极 为 挂 念，“昼 则 辍 食，夜 则 废 寝，
方寸烦乱，容 身 无 所”［１］３３７。他 立 即 递 交 辞 呈，启

程还家。当时的主帅，即随郡王萧子隆，多次派人

要求萧衍暂且停留 一 个 晚 上，以 便 第 二 天 到 江 津

码头为他举办 送 行 仪 式。但 是 萧 衍 心 情 急 迫，已

经等不及了。他找来一只小船，连夜赶路，顾不得

夜黑浪大，航行危险。不曾想船行至定陵（东吴景

帝孙休墓，在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乡松山村）就

坏了，幸好萧衍家有 一 个 叫 周 仲 达 的 门 客 正 担 任

雀头（今安徽省铜陵县北）戍 主 的 职 务，离 此 地 不

远，借来船只，使 萧 衍 得 以 继 续 顶 风 冒 浪，昼 夜 兼

行。当萧衍回到 家 中 之 时，其 父 萧 顺 之 已 经 去 世

了，他还是没 能 与 父 亲 见 上 最 后 一 面。萧 衍 为 此

伤心欲绝，五内分崩，他甚至打算终生为父亲守护

坟墓，不过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大哥萧懿的认可。
梁武帝在《孝思赋》序文中讲到自己虽膺帝王

之任却不能弥补未报父母深恩的遗憾。梁武帝萧

衍的父亲去世之后，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齐武帝

的子孙失势，其侄萧鸾在萧衍的辅佐之下，先是入

朝拜相，不久登基为帝，是为齐明帝。其时齐武帝

亲信豫州刺史崔慧 景 深 感 朝 廷 形 势 对 自 己 不 利，
志怀反复，厚 招 奸 滑，而 北 魏 孝 文 帝 为 了 迁 都 洛

阳，发动攻打齐 朝 的 战 争，齐 境 震 动，齐 明 帝 遂 起

用萧衍坐镇寿 阳。一 方 面 防 备 北 魏 南 侵，另 一 方

面也防范崔慧 景 叛 乱。萧 衍 认 为，自 己 的 这 次 任

命，也是父亲 遗 留 恩 德 的 结 果。他 说：“时 有 北 门

狡虏寇边，朝廷 以 先 君 遗 爱 结 民，咸 思 在 昔，故 旧

部曲，犹 有 数 千，武 庆 宗 将 领，留 防 彼 镇，时 便 有

旨，使扞寿春。王事糜烂，辞不获免。”［１］３３７原来寿

春将士都是他父亲的老部下，他出镇寿春，有利于

团结当地军民，实 现 齐 明 帝 的 战 略 意 图。而 萧 衍

凭借他出色的政治 能 力，不 仅 阻 止 了 齐 军 将 帅 欲

进攻崔慧景的苗头，而且还设法安抚崔慧景，在无

形中消除了崔慧景 的 反 侧 之 心，由 于 齐 朝 上 下 一

心，取得对北魏 作 战 的 优 势，边 境 也 就 安 定 下 来。
萧衍由此成为齐朝 著 名 的 军 事 将 领，在 不 断 的 征

伐中逐渐成长为齐 朝 最 有 权 势 的 人 物，于 齐 中 兴

二年（５０２）受禅为 帝，改 元 天 监，成 为 南 朝 梁 朝 的

开国皇帝。虽然 富 贵 至 极，他 仍 然 不 能 忘 怀 自 己

未曾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遗 憾，因 此《孝 子 传》所

载子路对孔子所讲的那一番话尤其能打动他的心

弦：“由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百里

之外；亲殁之后，南游于楚，从车百乘，积粟万 锺，

累茵而坐，列鼎而食，愿食藜藿之食，为亲负米，不

可复得。”他自述感受云：“每感斯言，虽存若亡，父

母之恩，云何可报。慈如河海，孝若涓尘，今日 为

天下主而不及 供 养，譬 犹 荒 年，而 有 七 宝，饥 不 可

食，寒不可 衣，永 慕 长 号，何 解 悲 思！”［１］３３７父 母 已

逝，兄长亦亡，自 己 虽 然 贵 为 天 子，但 却 不 能 对 生

育和培养自己的亲 人 有 任 何 的 好 处 和 供 养，萧 衍

的遗憾似乎在权力的顶峰被无穷地放大。
我们不排除梁武帝撰写《孝思赋》及其序文具

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 也 不 能 动 辄 判 定 他 的 相 关

情感就是虚 伪 的。作 为 一 个 心 智 健 全 的 正 常 人，
梁武帝置身于危机 四 伏 的 政 治 军 事 斗 争 环 境 中，
我们宁可相信他比一般人更怀念自己童年和青少

年时期那段承欢于父母膝下无忧无虑的岁月。而

且惟其情真意切，朴实自然，才使这篇赋文成为传

世的名作。

二、心灵补偿

　　从《孝思赋》的序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梁武

帝称帝之后，为了弥 补 自 己 未 能 报 答 父 母 养 育 之

恩的遗憾，曾建造佛寺于金陵的名胜之区，建造佛

殿于皇宫之中，由此 将 佛 教 的 功 德 观 念 纳 入 了 自

己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思想和情感之中。
梁武帝萧衍登基之后，虽然可以运用最高 的

祭礼，即祭天之礼祭 祀 自 己 的 父 母 双 亲 及 列 祖 列

宗，但毕竟已是天人永隔，为此他以孝亲的名义建

造了极其奢 华 的 佛 寺 和 佛 殿。就 统 治 政 策 而 言，
梁武帝可谓是南北 朝 时 期 最 具 文 化 意 识 的 帝 王。
他大力推崇儒学，注重儒家经典教育，同时对道教

也表现出 极 大 的 尊 重，与 高 道 陶 弘 景 结 交 甚 深。
但在个人的信仰和 归 趣 上，他 主 要 还 是 一 位 非 常

虔诚的佛教徒，这也就是他修行的各种福德因缘，
同时具有了为父母 双 亲 恪 尽 孝 道 的 意 味，可 以 给

他的未能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带来真切的心理安慰

和心灵补偿。因 此，他 不 仅 以 诚 敬 之 心 读 诵 和 注

疏佛教经典，而 且 还 舍 身 奉 佛，为 僧 众 洒 扫，甚 至

还“于锺山下建大 爱 敬 寺，于 青 溪 侧 造 大 智 度 寺，
以表罔极之情，达追远之心。不能遗蓼莪之哀，复

于宫内起至敬 殿，竭 工 匠 之 巧，尽 世 俗 之 奇，水 石

周流，芳树杂沓”［１］３３７。萧衍也由此成为中国历史

上以最为佞佛而著称的皇帝。僧史对此有非常详

细的记录，可以为我们了解《孝 思 赋》中 这 几 句 话

提供很好的参考。
佛教界的高僧们意识到，梁武帝信仰佛教，读

—１１—

梁武帝的孝道之思



诵与注疏佛教经典乃至舍身、造寺等行为，都具有

孝道思想的影响因素。初唐僧史家道宣指出：“自

武帝膺运，时三 十 有 七，在 位 四 十 九 载，深 以 庭 荫

早倾，常怀哀感，每 叹 曰：‘虽 有 四 海 之 尊，无 由 得

申罔极。’故留心释典，以八部般若为心，良是诸佛

由生，又即除灾涤累。故收采众经，躬述注解，亲

临法座，讲读敷弘，用此善因，崇津灵识。频代 二

皇，舍身为僧给使，洗濯烦秽，仰资冥福。每一 舍

时，地 为 之 震。相 继 斋 讲，不 断 法 轮。”［３］４２７庭 荫，
指父母之爱；罔 极，指 父 母 的 养 育 之 恩 最 为 高 厚；
崇津灵识，即尊崇、超度父母的灵明神识。道宣意

谓梁武帝以父母早 亡，自 己 无 法 报 答 养 育 之 无 极

深恩，故而希望通过自己读诵、注疏、讲解佛经、代

父母双亲舍身佛寺 为 奴 等 方 式，为 父 母 积 累 福 德

因缘，以便来 生 得 生 善 处。较 之 其 他 的 对 梁 武 帝

此类行为的相关理 解，道 宣 此 论 应 该 说 还 是 颇 得

梁武帝 之 心 的。梁 武 帝 虽 然 曾 经 游 心 于 般 若 之

学，但以识神为 佛 性，主 张 神 不 灭 论，与 主 张 缘 起

性空的般若思想似 有 一 间 之 隔，但 与 当 时 普 通 民

众所理解的佛教极 为 相 契，且 以 之 作 为 恪 尽 孝 道

的方式，已明显具有与中国固有思想观念，特别是

儒家重视孝亲的传统融为一体的致思倾向。
梁武帝为父亲萧顺之所造的大爱敬寺，可 谓

是极尽奢华之能事。道宣述其盛况：“为太祖文皇

于锺山北涧建 大 爱 敬 寺，纠 纷 协 日，临 睨 百 丈，翠

微峻极，流泉灌注。锺鲸遍岭，饫凤乘空。创塔包

巖壑之 奇，宴 坐 尽 林 泉 之 邃。结 构 伽 蓝，同 尊 园

寝。经营彫丽，奄若天宫。中院之去大门，延袤七

里。廊庑相架，檐霤临属。旁置三十六院，皆设池

台，周宇环遶。千有余僧，四事供给。中院正殿有

栴檀像，举高丈八。匠人约量，晨作夕停，每夜 恒

闻作声，旦视辄觉功大，及终成后，乃高二丈有二，
相好端严，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屡感征迹。帝又

于寺中龙渊别殿造金铜像，举高丈八。躬伸供养，
每入顶礼，歔欷哽噎，不能自胜。预从左右，无 不

下泣。”［３］４２７这座佛寺周长达七里，旁置三十六院，
供僧一千多人，规 模 可 谓 宏 伟，其 殿 堂 楼 阁，林 泉

园囿，所塑佛像等事，也极为壮观。梁武帝经常前

去礼拜，每次都 是 虔 诚 顶 礼，甚 至 呜 咽 泣 下，左 右

随从无不为之动容。
梁武帝为母亲所造大智度寺在规模上虽不及

大爱敬寺，但 也 颇 可 称 道。道 宣 述 云：“又 为 献 太

后于青溪西岸建阳 城 门 路 东 起 大 智 度 寺，京 师 甲

里，爽垲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陆之显要。殿堂 宏

壮，宝塔七层。房廊周接，华果间发。正殿亦造丈

八金像，以申追福。五百诸尼，四时讲诵。寺成之

日，帝顾谓群后曰：‘建斯两寺，奉福二皇。用表罔

极之情，以达追远之思。’”［３］４２７与大爱敬寺建造于

钟山北涧不同，大智 度 寺 直 接 建 在 京 师 最 好 的 社

区之中，不仅地 势 朝 阳，高 广 敞 亮，而 且 是 交 通 要

道，水陆 两 便，寺 院 中 殿 堂、宝 塔、房 廊、花 果、树

木、塑像，一应俱全，极尽华美。因为是以母亲 的

名义建造的，因此寺中所供养的，是五百尼僧。梁

武帝的各 位 兄 弟，都 位 封 亲 王，故 而 文 中 称 为 群

后，梁武帝向他们明确表示，自己之所以建造大爱

敬寺、大智度寺这两座寺院，就是为了给父母追荐

冥褔，用以表谢父母养育的罔极深恩，表达人子慎

终追远之情怀的。
分别为父母建造豪华的寺院，以资冥褔，似乎

还不足以表达其无 尽 的 孝 思，梁 武 帝 又 在 宫 中 建

造了至敬殿。道 宣 述 云：“于 中 宫 起 至 敬 殿、景 阳

台，立七庙室，崇宇严肃，郁若卿云。粉壁珠柱，交

映相耀。设二皇座，具备诸礼，冠蕴奁箧，举目 兴

慕，晨昏如 在。衣 服 轻 暖，随 时 代 易。新 奇 芳 旨，
应时日荐。”［３］４２７梁 武 帝 毕 竟 是 皇 帝，不 仅 需 要 处

理军国要务，而且出行时还必须警跸护卫，多有不

便，因此他又在 皇 宫 之 中 建 造 了 至 敬 殿、景 阳 台、
七庙室，将殿堂装饰得非常庄严，在其中设置父母

的神位，摆上盛 放 冠 冕 的 箱 奁 等 物，一 眼 望 去，顿

时令人生起斯人尚 在 的 敬 重 之 心，梁 武 帝 早 晨 和

晚上都去礼拜问安，所放衣服随着节候而变化，每
天都供上各种各样新鲜的花果和美食。对于自己

已经去世的父母，梁 武 帝 算 是 真 正 做 到 了 事 死 如

生、事亡如存。
佛教初传东 土 之 际，因 其 出 家、独 身、禁 欲 等

独特的修行方 式，曾 被 儒 家 学 者 攻 讦 为 不 孝。但

是经过四五百年的磨合，至梁武帝之时，中国人表

达自己孝心和哀思的场所，除了传统的园陵、祠庙

之外，又增加了佛寺一地，这自然也是佛教入乡随

俗，落地生根，与 中 国 固 有 文 化 深 入 融 合，实 现 自

身形态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三、无尽孝思

　　梁武帝以报答父母之恩的名义建造了规模宏

大、殿堂完备、装饰豪华、像设庄严的佛寺和佛殿，
虽然可以使自己的 孝 道 之 思 有 所 寄 托，但 无 形 中

也会使之得到高度的强化。当他每日都可以如礼

如仪地礼拜时，自己获得心灵的安慰。但是，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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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于军国大事而无暇致敬时，他又会弥增惭怍，心
怀愧疚，因此他不无痛切地自陈：“限于国事，亦复

不得朝夕 侍 食。唯 有 朔 望，亲 奉 馈 奠。虽 复 得 荐

珍馐，而无所瞻仰。内心崩溃，如焚如灼。情切于

中，事形 于 言，乃 作《孝 思 赋》云 尔。”［１］３３７也 就 是

说，梁武帝的自我意识里，这篇《孝思赋》充满着自

己未能恪尽子 职 的 心 灵 忏 悔。绎 读 全 文，我 们 不

难发现，此赋寄寓着梁武帝的无尽孝思，主要包含

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尊礼 重 孝。梁 武 帝《孝 思 赋》云：“感 四

气之变易，见万物之化成。受天和而异命，禀地德

而齐荣。察蟭 螟 于 蚊 眉，观 蜫 鹏 于 北 溟。俱 含 识

而异见，同有色而殊形。虽万类之众多，独在人而

最灵。礼义别 于 飞 走，言 语 异 于 鹦 猩。念 过 隙 之

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践霜露而凄怆，怀燧谷而涕

零。掩此哀而 不 去，亦 靡 日 而 弗 思。仲 由 念 枯 鱼

而永慕，丘吾感风树而长悲。虽一至而舍生，奉二

亲而何期。”［１］３３７人 生 在 世，可 以 感 受 到 四 季 节 气

的变易，看到 世 间 各 种 生 物 的 化 育 和 生 成。这 些

生物由于禀受了天 地 阴 阳 的 和 合 之 气，从 而 形 成

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可 以 共 同 在 大 地 上 焕 发 出 生

命的荣光，无论是观看蚊眉之前的蟭螟，还是考察

北溟之中的鲲鹏，虽 然 形 体 上 有 微 小 和 巨 大 的 显

著差别，但同 样 都 是 有 知 觉 的 生 命 体。而 在 这 无

量众多的生命形式 之 中，只 有 人 类 才 能 号 称 为 万

物的灵长。在梁 武 帝 看 来，活 动 的 礼 仪 性 特 点 是

人类与飞禽走兽的 界 限，语 言 的 文 明 性 特 点 是 人

类与鹦鹉、猩 猩 的 区 别。人 们 会 感 受 到 时 光 如 白

驹过隙一般瞬息而 过，会 悲 伤 于 岁 月 如 江 河 奔 腾

一样永不停留。因 此，人 们 在 脚 踏 霜 露 的 时 候 会

有一种时光易逝的 凄 凉 悲 怆，在 使 用 新 火 炊 煮 新

获谷物的时候会因人生易老而涕泪零落。无论如

何遮掩，都无法做到不去哀悼、不去思念已经离世

的父母。这时候，梁武 帝 对《孔 子 家 语·致 思 篇》
所载子路与丘吾的 孝 道 之 思 有 了 更 多 的 理 解，子

路于亲没后发出了“愿 欲 食 藜 藿，为 亲 负 米，不 可

得也”［４］８７的感慨，丘吾则为后世留下了“树欲静而

风不停，子欲养而亲不待”［４］８５的名言。他指出，在
父母去世之后，即便是舍弃自己的生灭，再也无法

实现侍奉二老的愿望了。梁武帝将遵循礼仪和恪

尽孝道视为人类异 于 禽 兽 的 内 在 标 志，而 尽 孝 是

循礼的根本，于此足见他对孝道的高度重视。
其二，触景生情。在梁武帝看来，人们对父母

的思念和情感是共生的，对父母的深情一旦引发，

就会源源不断，从而导致对父母的思念不可终止。
这种思念是终身的，是没齿难忘的，会发生在闲居

时，会发生在伤 感 时，会 发 生 在 登 高 望 远 时，会 使

人涕泪交流、热血澎湃。当然了，作为一个理智正

常的人，梁 武 帝 也 知 道，过 度 的 悲 伤 也 是 不 合 适

的，特别是对父母的 怀 念 危 及 到 自 己 的 生 命 和 生

活时，是不符 合 圣 贤 的 教 导 的。他 确 实 是 无 法 释

然于怀，只能默默祷告上苍，希望皇天上帝能够感

知，但又觉得皇天的回报太过茫然，难有定准。他

在巍峨皇宫里 心 碎，在 漫 漫 长 夜 中 肠 断。他 对 父

母的哀思可谓是绵绵不断，未有止息，特别是在他

早晚独处的时候，一 直 都 在 他 的 内 心 之 中 萦 回 不

已，使他既吐不出来，又咽不下去，久而久之，使他

如疯似狂：“至如献岁发晖，春日载阳。木散百华，
草列众芳。对 乐 时 而 无 欢，乃 触 目 而 感 伤。朱 明

启节，白日朝临。木低甘果，树接清阴。不娱悦于

怀抱，但罔极而缠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凉气

入衣，凄风动 裳。心 无 回 而 自 切，情 不 触 而 独 伤。
若乃寒冰已 结，寒 条 已 折。林 飞 黄 落，山 积 白 雪。
旅雁鸣而哀哀，朔风鼓而颲颲。目触事而破碎，心

随 感 而 断 绝。无 一 息 而 缓 念，与 四 时 而 长

切。”［１］３３７一年四季，景色不同，但对父母双亲之孝

思，未尝或易。时光如飞，岁月如电，父母那慈 祥

的音容永远停留在 过 去 的 岁 月 之 中，今 生 今 世 再

难以见到，而对父母的养育深恩，尚未曾有丝毫的

报答。他每念及 此，内 心 中 不 免 油 然 生 起 无 尽 的

悲伤和遗憾，眼 泪 也 就 不 由 自 主 地 流 下 来。他 有

时也埋怨自己，燕 子 随 春 而 来，鸿 雁 逐 秋 而 去，时

节变化无穷，禽虫循环不已，为什么自己就不能节

哀顺变呢？但是 他 心 里 也 很 明 白，自 己 在 万 事 万

物的反复变化之中，始 终 保 持 着 对 父 母 的 孝 思 不

变，是因为今生今世再也难以获得父母的关爱了。
其三，见贤思齐。由序文可知，梁武帝之所以

撰写这篇《孝思赋》，是在阅读《孝子 传》时 受 到 了

强烈的情绪感染，触动了他对自己父母的孝思，因
此，他在借景抒情之后，很自然地与《孝子传》所表

彰的孝子们联系起来。他对西汉时期的金日磾特

别感兴趣，故而在赋 中 也 描 述 得 最 为 详 细：“观 休

屠之日磾，岂教义之所及。见甘泉之画像，每下拜

而垂泣。忽心动而不安。遽入侍于帝室。值何罗

之作难，乃检之以投瑟。超王臣之称首，冠诚勇而

无匹。士行己 之 多 方，见 石 他 之 有 权。身 虽 死 而

名扬，乃忠孝而两全。”［１］３３７此外，他还提到了以刻

木奉母而著称的 “二十四孝”中的丁兰，感得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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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泉的刘镇，火灾中 以 身 护 持 母 亲 灵 柩 感 得 大 雨

倾盆的徐普济、何 琦，其 他 还 有 王 祥 黄 雀 入 帐、隗

通横石特起、盛 彦 之 开 母 目、邢 渠 之 生 父 齿 等 等，
如此诸多的贤孝之 人，自 然 都 是 梁 武 帝 希 望 树 立

的人伦典范，是他希望自己当然也包括他的臣民，
都能见贤思齐的对象。在梁武帝看来，“灵蛇衔珠

以酬德，慈乌反哺以报亲。在虫鸟其尚尔，况三才

之令人。治本 归 于 三 大，生 民 穷 于 五 孝。置 天 地

而德盈，横四海而不挠。履斯道而不行，吁孔门其

何教”［１］３３７。灵蛇尚能口衔明珠报答救命之恩，乌

鸦尚能反哺衰老的 母 亲 以 报 答 养 育 之 恩，禽 兽 都

能报答所 领 受 的 恩 德，更 何 况 万 物 之 灵 长 的 人。
国家得到 治 理 的 根 本 在 于 实 践 仁、义、孝 三 大 德

行，而生民既分五等，他们终生都须恪尽五种孝道

（即《孝经》所说的天子之 孝、诸 侯 之 孝、卿 大 夫 之

孝、士之孝、庶 人 之 孝），因 此 孝 是 天 地 之 间 最 伟

大、四海之内最通行的道德。如果不能践行孝道，
那么深受孔门教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梁武帝

毕竟是一代帝王，他 最 终 还 是 将 孝 道 与 国 家 治 理

联在了一起。
梁武帝此赋 内 容 非 常 丰 富，有 说 理，有 叙 事，

有写景，有抒情，他在用朴实的语言晓之以理的同

时，还能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动之以情，写得情景交

融，情真意切，这应该是此赋得以流传千古的一个

重要原因。
在笔者看来，梁 武 帝《孝 思 赋》值 得 特 别 重 视

的原因，并不在于该赋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而
在于其间所包 含 的 深 刻 的 思 想 史 意 义。首 先，以

帝王之尊如此大力 地 倡 导 孝 道，无 形 中 极 大 地 强

化了孝道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相互关联。其子梁元

帝对此深有体会，将 提 倡 和 实 践 孝 道 视 为 梁 武 帝

足以比肩以往圣帝明王的地方：“伏寻我皇之为孝

也，四运推移，不以荣枯迁贸。五德更用，不以 贵

贱革心。临朝端默，过隙之思弥轸。垂拱岩廊，风

树之悲逾 切。洁 斋 宗 廊，虔 事 郊 禋。言 未 发 而 涕

零，容不改 而 伤 恸。所 谓 终 身 之 忧 者 是 也。盖 虞

舜、夏禹、周 文、梁 帝，万 载 论 孝，四 人 而 已。”［３］４２７

虽不无誉亲之嫌，却也不是空穴来风。其次，以功

德回向的 方 式，使 儒 佛 两 家 由 对 立 趋 向 于 协 调。
自汉末以来，士大夫多据儒家孝道攻讦佛教剃头、
独身、禁欲为不孝，梁武帝将读诵、注疏、讲说佛教

经典，塑造佛像，供 养 僧 众 和 建 造 寺 院 的 功 德，回

向给自己的父 母 双 亲，希 望 他 们 得 生 善 处。如 此

以来，依据佛教所展 开 的 修 行 活 动 也 就 具 有 了 践

行儒家孝道的内涵 和 意 义，儒 佛 两 家 的 关 系 自 然

就会由相互对立而逐渐趋向于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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