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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隋代出现了宴饮赋诗、应制酬唱、编纂总集类书等一系列文学活动，对文学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使

这一短暂的王朝留下了相对丰富的作品。隋文人著述甚丰，然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散佚严重。梳理史

志、总集等相关资料，可以考察隋文人别集的流传保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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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581 年，杨坚建立隋朝，是为隋文帝。立

国之后，他励精图治，除旧布新，开皇年间出现了

“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

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1］的治世局面，为南北民

族与文化融合提供了契机。杨坚本人虽“不悦诗

书”，但对文学的发展也颇为关注，对有声望的文

人很推重，尤其是对由北朝入隋的文人如薛道衡、
李德林等非常赏识。由南朝入隋的文人虽多居闲

职，也基本有着平稳的生活状态。这些由南北朝

过渡而来的文人，积极投入到新朝的文化建设和

文学创作中，隋代前期文学的创作局面由此打开。
开皇前期，文帝发起了一次自上而下的文体

改革活动。这次文学活动史料记载极少，现存隋

代文人著作中也仅有李谔的《上书正文体》［2］一文

对此次文体改革的宗旨、内容、效果做了记述。据

李谔此文可知，为“屏黜轻浮，遏止华伪”，文帝普

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甚至不惜动用行

政处罚的手段加以干预，旨在为文坛树立重实用、
尚教化的创作观念。这次文体改革活动对扭转

齐、梁以来的浮华文风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

忽视了文学的艺术特质，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开皇年间的另一次重要文学活动是由陆法言

等人发起的音韵大讨论，当时的重要文人薛道衡、
魏澹、卢思道、李若、辛徳源、颜之推、刘臻、萧该等

都参与了讨论。他们“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3］，

为此后《切韵》的成书做了有利的准备。此次讨论

是隋代音韵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对当时及以后

的文学创作都有深远的意义。
隋代有据可征的其他文学活动大多是以炀帝

杨广为中心而展开的。杨广仁寿四年 ( 604 ) 七月

即帝位，在位十四年。杨广的历史功过后世多有

争议，但他的文学成就及其对隋代文化、文学发展

的推动作用却不可否认。
出生在北地的杨广，对南方文化颇为热衷。

开皇十年( 590 ) 他出任扬州总管，镇守江都，到开

皇十九年 ( 599 ) 离开江都，其间经历了近十个年

头。这是杨广直接接触南方文化的时期。史载他

不仅学习庾信体，还“言习吴音”［4］，力求消除南北

方言不同所造成的交流不便。他称赞江东“衣冠

人物”:“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

至”。［5］他广揽文士，其中多为南方人，如柳顾言、
诸葛颍、虞世基、虞世南、王胄等，他们围绕在杨广

周围进行文学活动与文学创作。由梁入隋的柳顾

言很受杨广赏识，是晋王府学士集团的中坚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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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

人”［6］，直接影响着杨广的诗文创作。这些文士入

隋前就曾受到梁、陈或北齐、北周帝王、贵族的礼

遇，扮演过侍从文人的角色，并有过宴饮赋诗、应

制酬唱的创作经验。入隋后亦积极参与文学活动

与文学创作，在隋代文坛较为活跃。
南北朝以来兴盛的宴饮赋诗、应制酬唱等活

动依然是隋代宫廷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现存隋

诗中存有许多杨广与身边文人唱和的诗篇，亦可

反映出当时宫廷文学酬唱活动的兴盛。如虞世基

入隋后深受杨广礼遇，他的诗多为奉和杨广之作。
诸葛颍是当时典型的侍从文人，深得杨广喜欢，

“炀帝即位，迁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帝每

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7］。杨广有

《赐诸葛颍》诗，赞其才学。诸葛颍现存诗六首，全

是奉和应制诗，其《銮驾北巡记》、《幸江都道里

记》记述的即是杨广即位后的巡幸活动。
除了宴饮酬唱活动外，编撰总集、类书等也是

隋代重要的文学活动形式。早在开皇元年( 581) ，

彦琮与当时著名文人陆彦师、薛道衡、刘善经、孙

万寿等共同编撰了佛教典籍《内典文会集》。［8］开

皇三年，秘书监牛弘上表请求遣人搜访、校写异

书。当时所得异书，大多纸墨不精，书写拙恶，“于

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

霈、南阳杜頵等，于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

藏于宫中，其余以实秘 书 内、外 之 阁，凡 三 万 余

卷”［9］。统一后的隋朝经籍因此大备。
炀帝杨广在做扬州总管时，曾组织百余名学

士修撰书籍。即位后，修撰未尝停止，“自经术、文
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蒱博、鹰狗，皆

为 新 书，无 不 精 洽，共 成 三 十 一 部，万 七 千 余

卷。”［10］许多文人都参与过这样的编撰活动: 大业

初年，虞绰奉诏与虞世南、庾自直等人撰《长洲玉

镜》等十余部类书［11］; 虞世南等四十人编选的《文

章总集》有五千卷之多［12］; 许善心与崔祖璿在炀

帝授意下撰集类书《灵异记》十卷。崔赜大业五年

“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

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13］而

虞世 南 的《北 堂 书 钞》也 是 在 隋 为 秘 书 郎 时

所编。［14］

隋代官方还对当时的书籍目录进行编次，辑

成《开 皇 四 年 四 部 目 录》、《开 皇 八 年 四 部 书 目

录》、《隋大业正御书目录》等书籍。这些目录不仅

为查阅图书提供了方便，还成为贞观史臣编纂《隋

书·经籍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书籍的增多对文化的普及、传播有积极的意

义，且许多类书汇集了南北方的文学成果，为当时

读书人提供了更多阅读和研究的资料。
一系列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以帝王为中心的文

学活动，为隋代文学的发展营造了积极的创作氛

围，也为文人们展示、切磋文学才艺提供了良机，

激发了他们创作的热情，留下了较为丰富的作品。
据《隋书》所载，隋代文人著述甚丰，至初唐时许多

文人的集子尚可寻见。
然隋代自立国后，政治上依然潜藏着许多不

安定因素。就在杨广刚即位之后，汉王杨谅即发

动叛乱，此后又有杨玄感、窦建德、李密等叛乱。
许多文人被牵涉在动乱的政局内，丧命者很多，如

王頍、尹式因助杨谅谋反，兵败自杀; 虞绰、王胄、
潘徽等因与杨玄感私交甚密，玄感败后坐罪至死;

孔德绍在窦建德事败后被杀，刘斌也因窦建德事

“亡归突厥，不知所终”［15］。大业末年的江都叛乱

中，虞世基、许善心等人与杨广一起被宇文化及所

杀。这些动乱造成了文人命运的多舛和颠沛流

离，其文学作品亦可能因此散佚或没有机会结集

行世。且自隋之后，书籍的散佚颇为严重，经历了

几次大的厄运:

隋炀帝在江都，把内府藏书携去，炀帝死，书

亦散佚无逸，这可以算是一厄。安史之乱，长安残

破，唐代藏书焚毁一空，这可以算是一厄。及黄巢

作乱，到处焚杀，所过之处，几于寸草不留，天下文

献丧失大半，这亦算是一厄。以下历宋、元、明到

清，每代都有内乱，而且每经一次内乱，天府藏书

必遭一次浩劫，费了许多工夫所聚集的抄本孤本，

扫荡得干干净净。［16］

可见，隋亡之后，书籍在流传过程中历经浩

劫，损佚严重，虽不见得所有抄本、孤本被“扫荡得

干干净净”，但一些珍贵的本子或失传、或被割裂

杂凑、伪造重抄的现象定然不少。隋代的文集在

流传过程中也面临这样的惨况，如当时较有名望

的李德林，《隋书》载其所撰文集八十卷，因遭乱亡

失，“见五十卷行于世”［17］。而张溥所辑《李德林

集》只载其文 15 篇，诗歌 6 首［18］，与《隋书》所记

相差甚远。另一文人孙万寿，《隋书》本传言其有

集十卷行于世，然今仅存诗 9 首。更有甚者，庾自

直的诗歌曾被隋炀帝赞为“意密理新”［19］，并把他

与虞世基、王胄相提并论，《隋书》本传谓其“于五

言诗尤善”，“有文集十卷行于世”［20］，今仅存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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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笔者梳理隋代以后的重要史书、通志、总集等

文献，对隋代几个重要文人的文集在流传过程中

的保存与散佚情况进行粗略地统计 ( 见表 1 ) ，即

可看出这些文集的现存情况。

表 1: 隋文人别集流存情况表

《隋书》本传

所 载 文 集

卷数

《隋书·经

籍 志》所 载

实存卷数

《旧 唐 书 ·
经 籍 志》所

载卷数［21］

《新 唐 书 ·
艺 文 志》所

载卷数［22］

《通志略》所

载卷数［23］

《直 斋 书 录

解题》所 载

卷数［24］

《七 十 二 家

集》［25］所载

卷数

《汉 魏 六 朝

百三 家 集》
所 存 隋 文

人集

隋炀帝集 55 30 30 55 8 存

卢思道集 30 30 20 20 30 3 存

薛道衡集 70 30 30 30 30 1( 诗集) 2 存

王胄集 10 10 10 10
虞世基集 5 5 5
柳顾言集 10 5 10 10 5

牛弘集 13 12 12 12 12 3 存

杨素集 10 10 10
诸葛颍集 20 14 14 14 14

何妥集 10 10 10 10 10
李孝贞集 20［26］ 10 22 22 10
辛德源集 20 30 30 30 30
李德林集 50 10 10 10 10 2 存

魏澹集 30 3 4 4 3
虞世南集 30 30 30 30
许善心集

说明: 斜线表示该文集在此文献中“未载”或“不存”; 总集中所载隋文集未分卷者，只注明“存”。

从上表可见，隋代文人的集子到宋代时已在

天灾人祸的摧残下多有散失。郑樵《通志略》所载

卷数较多，然《通志略》多沿袭其他史书的说法，其

所录文集卷数未必就是当时所存的实际卷数。比

如薛道衡的文集，《隋书》本传记载有七十卷之多，

至初唐时实存卷数尚有三十卷。上官仪《为李秘

书上祖集表》一文中，曾提到薛道衡、卢思道文集

“久蒙宸照”［27］，亦可证初唐时薛道衡文集尚存。
至宋代，私人所能见到的隋代文人别集已极少。
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载隋人别集，仅见

《薛道衡集》一卷。“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亡

几，多好事者于类书中钞出，以备家数也。”［28］而

《宋史·艺文志》，竟未录隋代文人别集。明代张

溥等人搜集六朝文集时，从史书、总集、类书、佛教

典籍等文献中辑录隋代文人作品而编成别集的也

只有五种。
在一些地方志中，也有一些隋代文人别集的

记载，然所记卷数多摘自隋唐正史，其实修编方志

时这 些 别 集 所 存 已 多 不 全。如 嘉 靖《陕 西 通

志》［29］载《隋炀帝集》五十五卷，《杨素集》十卷，

《何妥集》十卷，《辛德源集》三十卷，《牛弘集》十

二卷; 雍正《山西通志》［30］载《薛道衡集》三十卷，

《柳顾言集》十卷，《王頍集》十卷。这些方志所载

隋人文集的卷数，多与《隋书》、《唐书》中所记相

同，盖转摘自正史，编撰者未必见到原书。之所以

摘录，盖为炫示各地文学由古以来的繁盛而已。
就隋代三十八年的历史来看，当时的文人依

然很努力地进行创作，为这个短暂的王朝留下了

相对丰富的作品。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作品

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出现严重散佚。如今，许多文

人作品只能散见于正史的零星记载、笔记的摘录

以及总集、类书中的辑录了。这给隋代文学的研

究造成了不小的障碍。目前所存张溥辑录的《隋

炀帝集》、《卢思道集》、《薛道衡集》、《牛弘集》、
《李德林集》是较为完整的五种隋代文人别集，为

相对全面地考察这五人的文学创作情况提供了宝

贵资料。另外，清人严可均辑有《全隋文》［31］，搜

罗丰富，共三十六卷，收隋文六百七十篇; 韩理洲

《全隋文补遗》［32］收文七百五十篇。逯钦立所辑
《隋 诗》［33］ 收 诗 近 四 百 五 十 首; 丁 福 保《全 隋

诗》［34］收诗四百五十多首，都是研究隋代文学的

必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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