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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任何学术活动都不可能脱离社会需要而存在。
不被社会需要所认可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丧失，另一方面是自身发展活力的丧失。
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说，衡量一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其标准之一是它对社会需要的满足程度。
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讨论社会需要的不同种类，对不同学科的定位就会更加合理一些。
比如，经济学参与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学参与国家的法制建设，现实生活对这一类学科的需要是一般
人也能理解的。
一般人所忽略或未能充分理解的是现实生活对古代史、古代哲学和古代文学这一类学科的需求程度。
造成这种忽略或理解之不充分的主要原因是对社会需要的理解过于简单、肤浅和狭隘。
社会需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应用型的需要。
在一个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时代，高度的工业化和商业化所引发的道德危机、心理危机，不仅会造
成诸多人格的病态发展，而且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利益的剧烈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读一点《史记》、《汉书》，读
一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涵泳古代的人文智慧，不仅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陶冶我们的性
情，丰富我们的人生，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无疑也是有裨益的。
这是一种显层次的需要，当然值得重视；另一种需要是隐层次的，非应用型的，在我看来更值得重视
。
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其历史还不长。
西方走在前面，中国走在后面。
一个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其是否兴旺发达取决于凝聚力的强弱。
而所谓凝聚力，是以现代民族文化为其核心的。
在建设现代民族文化的过程中，重新体验中国传统文学的价值，创造性地加以阐释，使之成为现代民
族文化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是21世纪的重大课题，是足以让古代文学研究者感到自豪和任重道远的课
题。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丛书即旨在满足这一层次的社会需要，旨在为现代民族文化添砖加瓦。
这一愿望尽管有些奢侈，却是促使我们潜心于学术的基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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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两晋之际与东晋前期的玄言诗人及其创作　　郭璞，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
生于晋武帝咸宁二年（276），295年从郭公受业，300年为临沮长，307年避地江东，作《流寓赋》
，313年为王导参军，318年拜著作郎，320年迁尚书郎，为太子所重，322年以母忧去职，323年为王敦
记室参军，324年因借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终年49岁。
王敦乱平后追赠弘农太守。
郭璞一生深受郭公影响，据《晋书》本传：　“有郭公者，客居河东，精于卜筮，璞从之受业，公以
《青囊中书》九卷与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术，攘灾转祸，通致无方，虽京房、管辂不能
过也。
”虽然“璞好经术，博学有高才，而讷于言论，词赋为中兴之冠”，有“其辞甚伟，为世所称”的《
江赋》，但其卜筮之术，仍然遭到缙绅之士的嘲笑。
于是“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来抒发其“鹪鹩不可与论云翼，井蛙难与量海蒸”的悲愤。
从总体上来看，其思想虽非纯儒，也非典型的玄学中人之思想，而当“归为由汉儒发展而来的儒术、
方术混而不分的卜筮的一派”①，但也照样超越不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因而打上了玄学思想的深深
烙印。
　　其文学活动主要在两晋之际，创作恰好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东晋初期玄言诗的特征。
郭璞今存诗《答贾九州愁》（三章）、《与王使君诗》（五章）、《答王门子诗》（六章）、《赠温
峤诗》（五章）、《游仙诗十九首》，此外还有残篇七首。
从诗歌形式上来看，除了《游仙诗》以及残篇中的五篇之外，基本上都是四言诗；从创作时间上来看
，有一部分诗可以明确地断定为西晋时所作，如残篇“杞梓生荆南”，《诗纪》作《赠潘尼》，至于
其（游仙诗十九首》也可能是作于西晋时期，有一部分则作于永嘉之后。
《答贾九州愁》显然作于南渡之后，诗歌的第二首就涉及到永嘉之乱：　　顾瞻中宇，一朝分崩。
天纲既紊，浮鲵横腾。
运首北眷，邈哉华恒。
虽欲凌翥，矫翮靡登。
俯惧潜机，仰虑飞罾。
惟其佥哀，难辛备曾。
庶唏河清，混焉未澄。
　　在东晋初，反映永嘉之乱的完整诗篇并不多见，就此而论本诗的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诗中“顾瞻中宇”、“运首北眷”说明诗人当时已经身在南方，“一朝分崩”、“天纲既紊”正指西
朝倾覆，而“浮鲵横腾”、　“庶唏河清，混焉未澄”又反映了“五胡”正在遘乱的史实，至于“俯
惧潜机，仰虑飞罾。
惟其睑哀，难辛备曾”四句则典型地表现了当时诗人的恐惧心理，也正好应了诗题之“愁”字。
诗歌的第三首则表现了“自我徂迁”之后“忧虞匪歇”的内心世界与最终走向隐逸的人生选择：“未
若遗荣，闷情丘壑。
逍游永年，抽簪收发。
”这种逍遥高蹈的人生哲学正是其《游仙诗》思想的延伸。
郭璞的《与王使君诗》（五章）也同样作于永嘉之乱后，第一章中有“道有亏盈，运亦凌替。
茫茫百六，孰知其弊。
蠢蠢中华。
遘此虐戾”之句可见，第二章复云“穆穆皇帝，因灵所授。
英英将军，惟哲之秀”，前两句是说晋元帝登基一事，后两句则是就时任扬州刺史的王导而言，所以
陆侃如先生以为此诗作于太兴元年（318）三月以后是可信的①。
第三章继而赞美王使君“怀远以文，济难以略”，并望其能够一朝“方恢神邑，天衢再廓”，第五章
则转而大谈玄学人生哲学：“靡竭匪浚，靡颓匪隆。
持贵以降，挹满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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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答王门子诗》（六章）也同样作于乱后，如其五章云“皇极委夷，运有经纶”即为一证。
全诗除了表达与王门子的情谊之外，也用了不少的篇幅抒发其高世之情，如第五章之“聊以傲咏。
不荣不遁。
敢希寂放，庶几无闷”，第六章之“遗物任性，兀然自纵。
倚荣凋蔼，寓音雅弄。
匪涉魏阙，匪滞陋巷。
永赖不才，逍遥无用”，渗透于中的还有一种深深的不遇之感。
这种偃蹇不进、才高位卑之叹在《赠温峤诗》　（五章）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子策骐骏，我案骀辔
。
进不要声，退不做位。
遗心隐显，得意荣悴。
尚想李严，逍遥柱肆。
”（第四章）《晋书》本传云：“明帝之在东宮，　与温峤、庾亮并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学见重，
埒于峤、亮，论者美之。
然性轻易，不修威仪，嗜酒好色，时或过度。
”本诗当作于太兴二年（319）迁尚书令前后不久，与其《客傲》同样表现了自己“才高位卑”的不满
情绪。
当然其中也仍然有一些玄言，如用“清规外标，朗鉴内景”赞美和评价温峤，用“言以忘得，交以淡
成”来形容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情等等。
在郭璞今存的诗作中，或许残诗“北阜烈烈，巨海混混。
垒垒三坟，惟母与昆”时间最晚，据《世说新语？
术解篇》载：”郭景纯过江，居于暨阳。
墓去水不盈百步，时人以为近水。
景纯曰：　　‘将当为陆。
’今沙涨去墓数十里，皆为桑田。
其诗　　曰⋯⋯”永昌元年（322）郭璞以母忧去职，葬母后，复于次年（明帝太宁元年）为王敦记室
参军。
　　郭璞最著名的一组诗是《游仙诗十九首》。
这十九首诗，完整的只有十篇，其他则为残篇断句。
关于本组诗的创作年代，陈沆认为是作于为王敦记室参军时，云：“景纯劝处仲以不反，知寿命之不
长，　《游仙》之作，殆是时乎！
青溪之地，正在荆州，斯明证也。
”①然而仅仅是依据“青溪”这一地名在荆州便认定该诗作于东晋，证据明显不足。
通览这一组诗，与前述其他诗歌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没有留下一点永嘉之乱的痕迹，没有对过
去生活的回顾与对现实环境的叙述，相反倒是充满了理想，读来觉得英气逼人，尤其是诗歌华美的辞
藻和整练的文句，从诗歌风格上看似乎更接近于西晋的绮靡诗风。
如为一般选本所选的第一首：　　京华游侠窟，　山林隐遁栖。
朱门何足荣？
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
因此我们认为这一组诗当作于西晋时期。
虽然与上述几首诗歌的创作年代不同，但与它们显然有着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对玄理的表达，如“漆
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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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四句即是。
　　这里自然引出另外一个问题：这组《游仙诗》是否为玄言诗？
刘宋檀道鸾将他的创作看成是玄言诗的发端，所谓“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即是以诗歌来表现道家
思想。
但是“道家”　　一语，从辞义上看本就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追求长生不老，希冀肉体成仙的道
教，二是指追求风神潇洒、遗形取神之老庄玄学。
前者是一种宗教的人生理想，后者是一种哲学或审美的人生理想，两者略有差异。
但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道教的建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老子哲学的，而且在玄学兴起之后
人们追求审美的人生理想和对精神的高扬，也往往促使人们隐遁出世，于是升仙的道教形式也往往被
注入遗形取神、高蹈风尘的玄学内容。
因此，至郭璞时代两者已融合为一了。
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指完章）便成为这一时代风尚的表征。
檀道鸾称之为“始会台”，也正因为其《游仙诗》还保持了传统游仙诗那种生动形象、富于变化的特
点，还富于一点“灵变”，富于一种俊逸的色彩。
但是他也开始表述老庄玄理了，如说“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啸傲遗世罗，纵情在独往；明
道虽若昧，其中有妙象”，等等，这种写法和对游仙态度的改变，也导致了其诗非纯为游仙而作。
　　钟嵘却认为：　“（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
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
《翰林》以为诗首。
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
而云：　‘奈何虎豹姿。
’又云：‘戢翼栖榛梗。
’乃是坎填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李善《文选》注却说：　“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
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兼（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
”游仙在于否弃人世，最终达到肉体成仙，而李善认为郭璞不够超脱．没有彻底表现出遗弃人事的态
度，以至于“见非前识”，其诗与以前之游仙诗作不同。
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李善眼光之犀利，然而这种不同正在于玄学以即世为出世的审美人生态度。
清代陈柞明《采菽堂古诗选》一语中的，揭破了这层意思：“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
乃在造语奇杰，非关命意。
”　“以仙姿游于方内”正是玄学即世而出世的人生态度，采用了“仙姿”这种超世的外在形式。
清陈沆则立足于玄言的角度对李善和钟嵘的评论作出了批评，认为二人均未得其本意，他说：　“景
纯游仙诗振响两晋，自钟嵘谓其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填咏怀，非列仙之趣。
李善亦谓其文多自叙，未能餐霞倒景，锱铢尘网。
见非前识，良匪无以。
质诸弘农，窃恐哑然。
”他进而阐释道：　“殉物者系情，遗世者冥感。
系情者难平尤怨，冥感者但任冲元。
取舍异途，情辞难饰。
今既蝉蜕尘寰，霞举物外；乃复肮脏权势，流连蹇修，匪惟旨谬老庄，毋亦卜迷詹尹。
是知君子两弃，非必无因；夷叔长辞，正缘笃感云尔。
世累情繁，此情未睹，毁赞两非，比兴如梦。
是用屏彼藻绘，直揭胸怀。
⋯⋯何焯谓景纯游仙之什，即屈子远游之思，殆知言乎？
”①对郭璞《游仙诗》性质的认识，应该说程千帆先生于《郭景纯、曹尧宾游仙诗辨异》中之说最中
旨綮：“观其引辞敷藻，固皆玄胜之谈，而忖彼表旨抒情，终系出处之际。
”又说：“合诸诗以观，则谓景纯乃由人世之志难申，故出世之思转积，因假《游仙》之咏，以抒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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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之怀，殆无可致疑者。
故黄先生曰： ‘景纯斯篇，本类《咏怀》，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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