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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授业解惑，乐莫大焉，而收怀东为弟子，乃我生平一大乐事也。
今闻其博士学位论文即将出版，问序于我，更是喜不自胜，遂欣然命笔以述原委云。
　　怀东皖人，勤奋好学。
尝从母校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静先生攻读硕士研究生，专治魏晋南北朝文学，苦学三载，学识大进。
一九九七年秋，怀东来山东大学，从我研治隋唐五代文学。
入学之始，我即指定“杜甫与六朝文学”为其博士学位论文，以便发挥其所长，冀收事半功倍之效。
　　魏晋六朝，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
但自唐迄今，千馀年来，对六朝文学的评价，却是毁誉参半，褒贬不一，大概言之，贬多于褒，毁多
于誉，甚至在某个时期，几近全盘否定。
对六朝文学的评价，涉及许多重大文学问题，甚或关系到对文学本质的认识。
但直至近二十年来，对其评价方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而诗圣杜甫，可谓是公正评价六朝文学之第一人。
杜甫之前，对六朝文学几乎是一片挞伐之声。
隋末大儒王通，对六朝文学攻击不遗余力。
其《中说?事君篇》云：“子谓文士之行可见：谢灵运小人哉！
其文傲，君子则谨。
沈休文小人哉！
其文冶，君子则典。
鲍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
吴筠（当为“均”）、孔（稚）圭，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
谢庄、王融，古之纤人也，其文碎。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诞。
或问（刘）孝绰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
或问湘东王兄弟，子曰：贪人也，其文繁。
谢跳，浅人也，其文捷。
江总，诡人也，其文虚。
皆古之不利人也。
”对南朝文人几乎——骂倒，其所肯定者，仅颜延之、王俭、任坊数人而已！
李谔《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亦云：“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
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
”降及李唐，对六朝文学的谴责之声仍不绝于耳。
唐初史臣，对六朝文学多持批判态度，《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更直斥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庾信为
“词赋之罪人”。
“初唐四杰”虽有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但其对六朝文学的认识仍有极大的偏颇。
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所云，与乃祖王通一脉相承；杨炯、卢照邻辈，持论亦与王勃无异。
以高倡复古为革新的陈子昂，对六朝文学更是一笔抹倒。
大诗人李白，时或难免子昂的偏颇：“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又曰：“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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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太白在创作实践上对六朝文学还是颇多借鉴的，尤其对谢跳情有独钟，赞不绝口，可谓“一生低
首谢宣城”，太白的创作和理论是充满矛盾的。
　　惟独杜甫不然！
他在创作和理论的结合上，较为正确地解决了借鉴六朝文学的问题。
其《戏为六绝句》有云：“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这“清词丽句必为邻”，正是对六朝文学的肯定；而“恐与齐梁作后尘”，则是对六朝文学的批评
。
故清人冯班云：“千古会看齐梁诗，莫如老杜。
晓得他好处，又晓得他短处。
他人都是望影架子说话。
”六朝时期的重要诗人，杜甫几乎都已论及。
他对陶、谢、庾、鲍、阴、何的赞誉，更是人所共知。
李白是杜甫最景仰的诗人和朋友，而他用“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来褒扬这位诗仙，足以见出诗
圣杜甫对六朝文学的高度评价。
杜甫既“别裁伪体”，又“转益多师”，博取众长，细大不捐，故能成就一部博大精深的杜诗。
中唐诗人元稹正是基于此而率先提出了杜诗“大小之有所总萃”说，嗣后秦观在《韩愈论》中又加发
挥。
而微之、少游所论列者，大半为六朝诗人。
舍六朝，何来律诗的成熟！
何来唐诗的繁荣！
舍六朝，杜甫何以集其成，又何以成其大！
故清人厉志云：“终唐之世，善学汉魏六朝，以少陵为最。
”张溍更进而云：“千古善学六朝者，唯（杜）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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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诗史运动与作家创造：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是以笔者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吸收评
审和参加答辩会专家的意见增删、修订而成的。
杜甫人格伟岸崇高，诗歌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诗歌史、文化史上永远之丰碑，然其生平坎坷
，一生啼饥号寒，伤时悯乱，忧国忧民，笔者心深爱之。
然而，爱好不等于能够研究，更何况杜甫研究自古称“学”，硕果累累，千家注杜，蔚为大观。
因此，笔者选择杜甫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博士论文题目，自然有不自量力、力不从心之感。
但是，在中国诗史甚至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如果避重就轻，绕开了杜甫，很多问题、很多现象
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因为杜甫诗歌确实是中国古代诗史发展的顶峰，是既“集大成”又“开诗世界
”的重大转关，是中国古典诗歌理论成就与特色的现实表现（最近出版的杨义先生的《李杜诗学》就
是从中国古典诗歌理论的角度研究、总结李、杜诗歌成就的开创性著作）；就杜甫研究本身而言，不
少问题也有待于深化，比如杜甫的诗歌创造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诗歌史的发展为他提供了不
可或缺的背景条件、艺术经验，有鉴于此，本文就试图将杜甫诗歌活动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诗歌流变
、诗史运动中作综合考察。
这种研究论题还涉及如何确认影响关系、如何解释作家的继承与创新关系等文艺学命题，而现有的有
关研究理论与模型，如传统文学研究通过寻找字句出处以确认影响关系、当代文艺学对于作家继承与
创新关系大而化之的解说等，在面对具体的文学史问题时缺少深刻的解释力，这就更增加了此项课题
研究的难度。
由于个人学养、才力以及时间之不足，目前提交的是个人读杜、研杜的一点心得而已，是笔者奉献给
诗人杜甫的一瓣心香。
笔者殷切地期待着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笔者想这不仅对笔者个人是一种帮助和提高，也是深
化笔者们共同深爱的诗人杜甫研究之需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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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张忠纲引论：杜诗“集大成”说及其阐释方法考论第一章　六朝文学成就与初盛唐人的评价第二
节 “六朝”概念含义溯考第三节　士族社会及其文化特征第四节　六朝审美文化之开拓第五节　初盛
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反思及其贡献第六节　初盛唐审美文化之继承性“永怀不江左逸，多谢邺中奇”与
唐诗繁荣第二章　“《文选》理”与杜甫的立场第一节　《文选》在唐代传播的诗学意义第二节　杜
甫接触《文选》的途径与意义第三节　六朝诗之“弘丽”与“选体”第四节　杜甫接受“选体”的背
景与总体认识第三章　杜甫与田园诗人陶渊明第一节　陶渊明与晋宋之际诗风演变第二节　陶渊明其
人其诗被接受过程第三节　陶、杜思想异同论第四节　田园诗的超越性与现实性第五节　从“文取指
达”到“风骚共推激”第四章　杜甫与山水诗人谢灵运第一节　谢灵运的诗史贡献及其影响第二节　
杜、谢人格异同论第三节　山水诗与行旅诗、抒情诗第四节　典重的写景与超越的思考第五节　“有
意作诗”与艺术精神的弘扬第五章　杜甫与社会诗人鲍照第一节　鲍照对于其时代的超越第二节　杜
甫处境变化及其与鲍照的共鸣第三节　思想转型与现实批判第四节　“险俗”与“俊逸”第六章　杜
甫与永明体诗人谢跳第一节　永明体与谢跳的诗史地位第二节　杜甫的接受与“讽诵”之诗学意义第
三节　“绮丽”之美第七章　杜甫与梁陈诗人“阴、何”第一节　趋向近体的梁陈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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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节　初盛唐人对六朝文学的反思及其贡献　　就自觉的理论认识说，唐人是如何看待六朝诗
歌的呢？
明代学者张溥曾有感唐人对于六朝诗人庾信的强烈批评，指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实近，穷情写
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庾子山集题词》）　　一个新的王朝建立之后，对前代进行批判并总结
经验教训几乎是历史的通例。
隋朝国祚日短即重蹈南朝覆辙，对于唐人来说，大唐王朝好像就在南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南朝覆
亡的教训似乎近在眼前，触目惊心。
当唐代统治者面对六朝历史和六朝文学的时候，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教训，而不是文学发展问题。
由于南朝文学的发展确实是与门阀士族的腐朽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初唐人对六朝文学甚至整个魏
晋南北朝文学必然采取一种反省、否定的基本立场，而此前六朝人对于自己时代文学、文化的批判也
给唐人以影响。
　　当六朝文学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当时某些学者就已经发觉问题并试图加以纠正。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突破了儒家诗教理论的限制；而到了南朝后期，文学形式美探讨严重脱离内
容，追求诗歌的愉悦作用以致于不避色情，这在当时就引起了少数觉醒者的警惕与反对。
刘勰反对脱离内容需要的形式主义，而钟嵘更是明确反对用典和声律：“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
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余谓文制本须诵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
至平上去人，则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
”（《诗品》）由梁陈人北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
义为皮肤，华丽为衣冠。
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
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
放逸者流荡而忘门，穿凿者补缀而不足。
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了”这些批评者的态度还叮以说是见仁见之智不同意见。
外一派则不问。
沈约《宋书?臧焘传》批评云：“自魏氏膺命，主爱雕虫，家弃章句，人重异术，又选贤进士，不本乡
闾，铨衡之寄，任归台阁。
”沈约本人就是六朝绮艳诗风的推波助澜者，但是他的诗歌观念却较多地体现着儒家诗教的影响。
梁代裴子野《雕虫论》则是直接针对刘宋以来的诗歌大加挞伐：“古者四始六艺，总而为诗，既形四
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
”“爰及江左，称彼颜谢，箴绣擊蜕，无取庙堂。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高才逸韵，颇谢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笃焉。
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
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
无被子管弦，非止乎礼仪，深心主卉木，远到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切，切而不要，隐而不深，讨其
归途，亦有宋之遗风也。
”他们以儒学为武器，上纲上线，给当时诗歌创作扣上非圣无法的大帽子。
按照这种理论，他们否定的就不止南朝出现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且上溯既往，把建安以来文学脱离儒
家诗教束缚、走向独立与自觉的成就也一笔勾销，显然这是以一种偏颇代替另一种偏颇。
所幸的是这种气势汹汹的批判只是笼统而言，没有联系具体的人物行为，没有扩展到与政治的关系，
且只是某些学者的观点，在当时都没有上升为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到了北魏苏绰和隋朝李谔笔下，对于这种文学之美的否定就和政治联系起来。
苏绰《大诰》云：“惟天地之道，一阴一阳，礼俗之变，一文一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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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汉遗弊，袭魏晋之华诞，五代浇风，因而未革。
⋯⋯克捐厥华⋯⋯。
”《北史?柳庆传》记载苏绰语云：“近代以来，文章华丽，逮于江左，弥复轻薄。
”宇文泰和苏绰着眼点不是文学本身，而是政治的得失。
同样，隋初的文学改革也是具有明确的现实政治目的。
隋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诏改革文体，李谔作《上隋文帝革文华书》，改革的理论根据就是源自于儒
家诗教的“文笔日繁，其政日乱”（《上隋文帝革文华书》）这样一种认识，李谔提出：“魏之三祖
，更尚文词，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
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
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
云之状。
”对六朝文学彻底予以否定，他们甚至采取行政的措施，强行改变文风。
在我们看来，从建安开始，文学突破经学而走向自觉与独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六朝文学在
探讨文学自身之美的道路上前进以至于“流荡忘返”，出现一定的形式主义倾向，甚至出现色情诗，
但是苏绰、李谔等人无论是从政治功利出发还是从儒家诗教出发，对六朝文学的否定显然违背文学发
展规律，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不利于文学发展。
　　当唐人开始理性地反思六朝文学功过是非的时候，前人已经给他们提供两种现成可供参考和选择
的评判立场。
从唐代统治者的文化爱好来说，六朝的绮丽之文无疑适合他们的爱好，但绮艳诗歌与梁陈败亡的密切
关联迫使他们不得不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初唐人在对于前代文学的批判与评价上的争论和纠葛，其实正是为了给唐诗发展找
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既要肯定建安以来思想解放、文学自觉的成就，同时扬弃六朝文学的形式主义倾
向；既要肯定对于美的追求，同时反对淫艳之风——这是一个艰难的任务。
由于儒家诗学的纠缠，问题变得异常复杂。
　　初唐之人态度非常不一致，或只否定梁中期大同之后文学即梁陈宫体诗，或笼统批评齐梁，或否
定江左（六朝），或否定至建安，或否定至屈宋。
提出这些观点的人大概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受到儒学影响较深的学者，最早的代表人物就是隋末唐初的大儒王通，他泥古不化，抱着
儒家采诗观风的愚见，批评后代文学的发展，对于六朝文学家几乎全部否定。
王通之孙王勃沿袭乃祖之观点，从屈原一直抹倒：“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故魏文
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
虽沈谢争鹜，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
”（《上吏部裴侍郎启》）王勃好友杨炯在《王勃集序》中重复王勃的观点：“贾马蔚兴，　　已亏
于雅颂；曹王杰起，更失于风骚⋯⋯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才
，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于坟丘，或独徇波澜，不寻源于礼乐。
”他们主要从儒家礼乐文化的角度全盘否定非实用的、以抒情审美为功能的文学。
《周书?王褒庾信传》批评苏绰的文学复古主义说：“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
行焉。
”移用来评以上观点同样恰切。
显然，这一派是复古派，片面、极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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