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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语·雍也》中记载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孔子

回答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向孔子提

出了同样的问题。而孔子却回答说：“闻斯行之。”学生公西

华不解。孔子解释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

之。”由此看出孔子对众弟子的性格、特点了如指掌，有针

对性的教学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孔

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了解

学生的方法。首先，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与学生同甘苦、共患

难，对他们的特点往往用一两个字就能概括。如“柴也愚，

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噎”((《论语·先进》)，“由也果，赐

也达，求也艺”(《论语·雍也》)。孔子还经常组织一些小

型的座谈会，让大家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傲到场所欲言。

《公冶长》中就有这种“各言尔志”的记载。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生的个性得到了张显，教师也就了解到了学生的

真实情况。其次，孔子也常采用个别观察的方法，听其言，

观其行。如孔子评价弟子颜回的特点时说：“吾与回言终

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

语·为政》)运用这些灵活方法，孔子培养出了众多不同成

就的学生。如德行卓著的颜渊，擅长文学的子游、子良，善

于从政的冉有、季路，言语见长的宰我、子贡。

以人为本的教育改革的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开展，

要求学生健康地成长、快乐地学习，提高对事物的感知、分

析、判断能力。教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面对的是千差万

别的学生。面临的是瞬息万变的教育情景，没有固定的模式

可以模仿。借鉴孔子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把对学习的领

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能“闻一知十”，发挥能

动性，以对所学的知识融会贯通。

四、用满腔的热情爱护学生

伟大教育家孔子非常重视师生间良好关系的建立。弟

子冉伯牛得了重病，他不顾别人的劝阻，不怕传染前去探

望，并握着弟子的手悲痛地说：“斯人也有斯疾也!斯人也

有斯疾也!”(《论语·雍也》)高徒颜渊旱逝，子日：。噫!

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内心的悲痛之情难以

抑制。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获得良好教育效果的

保障，孔子对弟子的热爱还表现在以下几点：尊重、信任、

严格要求。孔子倡导“当f■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

鼓励学生追求真理，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反对学生对教

师唯唯诺诺，主张师生间平等交流。另外在对待学生上孔

子往往作到宽严相济，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对于弟子子路

的粗率，孔子就批评道：“野哉由也!”(《论语·子路》)；看

到宰予昼寝，子日：“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于

予与何殊!”(《论语，公冶长》)当发现学生的错误得到改

正时，及时给于表扬。如看到子路有进步时，目；“由也升

堂矣”。(《论语·公冶长》)对于学生身上的“闪光点”，他

常高度赞扬。例如对于学生颜回的勤学不懈就不只一次

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论语·雍也》)学生只有被老师欣赏、爱护、平等对待，他

们的个性才会得到充分展示，才更愿意与老师交流，创建科

学、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师生间

的关系僵化，教师的形象扭曲，阻碍了相互问的沟通交流。

学生的积极性挫伤。爱是一把打开学生心灵的钥匙，师生

问的情感互动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树立克服困难

的勇气。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2500年前他所提出的

教师理论，至今依然有着鲜活的生命力。现在我们大力提

倡素质教育，其中品德素质是灵魂、知识是基础、能力是根

本。教师不仅要具备高尚的道德素养、渊博的知识而且要

拥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对学生的满腔热爱。因此，对

孔子教师理论进行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深刻理解素质

教育的内涵；另外一方面，在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中可以将孔

子的教师理论作为指导，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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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衡不但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我国文学史上取

得重要成就的文学家，他的一生，擅长诗、赋、铭、赞、诰、诔、

书、疏等各体韵散文辞的创作。张衡的创作道路，大致可以

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在被安帝征召之前，即公元112年左

右，主要以模拟创作为主，如《二京》、《南都》、《七辩》等；

后期是自此以后的创作，又以晚年的作品为主，如《四愁

诗》、《思玄赋》、《归田赋》等，创新求变的成分比较大，这是

张衡创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一、张衡文学创作的思想价值

张衡的文学创作横跨东汉文坛近50年，积淀着社会、

历史、文化与人生的风尘。蕴涵颇深。作为一个有才有识的

作家，张衡对于东汉社会的衰变最为敏感。青年时期不应

征召，不就举孝廉，带着初入世道的自信和清高。当时所作

的《二京赋》。虽然走的是“劝讽”的老路子，但其本意已经

大大突破于此。批判之锋芒毕现。《东京赋》中言：“今公子

苟好剿民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

生优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也。”其中充满着对当

权者的严正批评与警告。同时代的文人大赋虽也有劝讽意

味，但往往藏头缩尾讳不敢言，结果“欲讽反谀”。比较而

言，张衡在此对于社会的关注和对于流弊的指揭是积极坦

诚的，具有相当的进步意义。只不过愈到后来，这种锐气在

复杂混浊的官场生涯中被慢慢磨蚀了。张衡寄身宦海半

世，对于名利平淡从容，倒无急功近利的狂热。

第一类是对社会黑暗、君臣失道的揭露。张衡作品中

较多的是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指责。《后汉书·张衡传》

载：“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

同《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在《二京赋》中，作者假

托凭虚公子之口，写东、西二京的风貌，并借东京洛阳的俭

约修礼，来反衬两京长安的奢侈无度。而事实上．西京天子

的挥霍奢华不是张衡所见，东京天子也并非文中所写的那

么俭约勤政，张衡只是用一个作家的眼光，通过艺术的想象

和对比，旁敲侧击，揭露时弊，颇存“厚古而薄今”之意。

《二京赋》虽是文字形式上的戏作，但其所表现的思想内涵

却是深刻而严肃的。在其他作品中，张衡还揭露了官僚、礼

制不修以及谶纬横行等种种社会弊病。“珍萧艾于重笥

兮，谓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羁腰褒以服箱。行陂

僻而获志兮，循法度而离殃。惟天地之无穷兮，何遭遇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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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这是张衡在其《思玄赋》中对社会不公、压制贤良的愤

慨之言。“群臣奢侈，昏逾典式”，以至灾异不断，国事艰

难；谶纬图说“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宜收藏图谶，一禁

绝之”。这些都表现了作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及勇于批

判现实的精神。

第二类是对山川景物、先帝功业的歌颂。张衡在这方

面所表现出的极大热情与努力，是颇为人所称道的。这种

高唱赞歌的热情与他对于时弊的大胆指斥虽然形成鲜明的

对比，但却出于同一种深沉的民族之爱。“览中域之珍怪

兮，无斯水之神灵，控汤谷于瀛洲兮，濯日月乎中营。”张衡

在其开山之作《温泉赋》里便满怀激情地赞美骊山温泉的

灵妙神韵。《二京赋》中，张衡对泱泱前汉的域广势盛及当

朝班超经营西域成功更是特别津津为他人道。最能体现张

衡这种爱国恋土观念的是其《南都赋》。此赋中，作者从故

乡南阳的地、宝、山、木、竹、泽、鸟、草、原野、园圃、厨膳、酒

酿等一系列景观物产的描述中，尽情讴歌了家乡的美丽富

饶。如描写鸟，作者搜经觅典，俗僻比类，竟铺列16种之多，

字里行间包含着乡土深情。

第三类是对个人生活与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张衡少

年英俊，才思敏捷，自幼就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青年时代

抱着求取功名、振奋祖业的真诚愿望游学三辅。《同声歌》

云：“思为莞簟席，在下蔽匡床。愿为罗衾帱，在上卫风

霜。”用情爱腔肠。“以喻臣子之事君也”。在另一篇仿枚乘

《七发》而作的《七辩》中，作者以无为先生背世绝俗，祖述

列仙，引起七子辩论，最后翻然受命于髯无子的用世之告，

来表达自己的入仕之志。然而，与此不相容的不公道的社

会环境，对于张衡的压抑和排斥是非常严酷的。到了晚年，

这种仕途坎坷、报周无门的失望与迷惘在张衡心中越来越

浓重。《四愁》一诗，手法仿拟前人，“依屈原以美人为君

子，以珍宝为彳-义，以水深雪雾为小人，思以道术相报，贻于

时君，而惧谗邪，不得以通”。其中一唱四叹，反复吟咏，泣

涕涟涟，表现出作家不得申其效国之志的沉重悲哀。在

《归田赋》中，张衡这样写道：“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

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末期。感蔡子以慷慨，从唐生

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尘埃以遐逝，与

世事乎长辞。”当年宏壮的效国尽忠奋其祖业的志向，在经

历了人世宦海的沧海沉浮之后，最后发出一声“与世事乎

长辞”的慨叹，悄然而逝了。张衡主体精神的逐渐失落而

最终落根于思玄归隐之中，也便是正直与才干对于那个腐

朽社会的无奈与感伤了。

二、张衡文学创作的艺术特征

张衡文学创作所涉及的丰富的内容，带来了文学形式

的极大进步，因而表现出与当时其他作家截然不同的艺术

追求。

首先表现在创作题材的扩大与转移。张衡拟班同《两

都》作《二京》，拟枚乘《七发》作《七辩》，拟屈骚作《思玄

赋》、《四愁诗》等，都是以新代旧。拟中有创，积极开拓了文

学的表现范围。《二京赋》中，除了承前风描写皇帝贵族的

生活外，又涉猎了较为广泛的市井生活，举凡商贾，游侠、门

客等各阶层的活动以及里巷艺人的角抵、杂技、百戏歌舞表

演．生动多姿。另外，在张衡的中后期创作中，其不拘于呆

滞的文学遗习，大胆地以“冢”、“髑髅”等人赋，颇令时人咋

舌。汉代及前代的文人创作，本质上仍是上层统治者文化

专制的产物，帝王将相是文人们主要描写歌颂的对象，当时

的文学所界定的范围是相当狭隘的。也是缺乏生机与活力

的。张衡把纷杂多样的市井生活、把“冢”、“髑髅”等不祥

之物、把“与世事乎长辞”的思想引入诗文赋的创作之中，

本身对于文学旧题材观的冲决是强劲的。极大地解放了文

学的题材，使文学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镜子”，并给文学

园地的繁荣提供了新的条件。

其次是对文学境界的突变与超拔。汉大赋虽然繁富绮

靡，斑驳陆离，但多是文辞的铺饰，尚无作家主体精神与文

学境界可言。而抒情小赋及诗歌却于短小清纯之中表现了

作家的思想以及社会、人生与自然的风貌，把外在形式美与

内在意趣美结合起来。这种不可直视的境界，一方面复归

了汉赋产生初年一如贾谊《鸱鸟赋》宣泄情感“嘱文望怀”

的文学风气，把赋作从你唱我哄的拼盘闹剧真正引入雅致

与理念的文学殿堂。赋予文学和作家以活的灵魂；另一方

面，文学境界的营建，也是社会生活作用于文学的外在表

现，是文学自身发展到尽头时求通思变的内在要求——现

实生活使人们再也激不起当年创制宏篇巨赋的热情了。这

场文学境界的革命。不仅拯救，而且也丰富发展了濒临僵死

的汉代文学。在以上对张衡文学创作的简单回顾与探讨

中，我们不难看到，张衡的文学实践，是对于旧有模拟传统

的挣脱，是对于新的文学曙光的凿撬。他的努力，代表了汉

代后期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汉赋发展的涅巢与新生。在汉

代及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张衡是承接传统、开创新风的一块

重要的里程碑。

再次是对文学形式的创新。张衡作赋从模拟人手，拟

作很多。但是，他的模拟却包含了超越前代的积极意识。

张衡鄙薄班固赋的形式，“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创作的《二

京赋》，成为汉大赋的长篇之极轨。《南都赋》仿时人骈俳

之风。力求工整尽妍，铺陈整齐有致，文辞富缛流丽，也是汉

赋奇观。张衡晚年因生活的沧桑，早年拟制长篇巨赋的热

情幻化成了对人世的慨叹与低吟，并由玄言赋的创作开创

了一种新的赋体——抒情小赋。抒情小赋以短小自如、超

拔轻灵的艺术风格，区别于凝重繁富的大赋，其文寄兴闲

适，清婉亮丽。“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

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戒，将翅驾乎篷庐”，更至

于“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这样的小赋，精短抒怀，去浮就

实，去繁就简，在讲究句式的整饬之中刻意淳朴真实，其节

奏顺畅．韵律和谐，通俗雅淡而不妖艳，升华了文学与人生

的境界，在文坛上独起异军，对魏晋及其后的小赋、骈赋产

生了巨大影响。王粲《登楼》、向秀《思归》、陆机《叹逝》、

潘岳《闲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都受到张衡抒情小赋

的影响。张衡对于诗歌的形式也有大胆尝试，他的诗歌开

五、七言文人诗先河。张衡对于诗歌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

对于汉赋的探索之中。汉人不以七言为诗，其时普遍流行

的七言歌谣及文人仿作，在初期也仅具形式，无甚诗意。及

至张衡，他才在大小赋的字数、句数、音律、节奏中认识到诗

及诗歌境界。并把诗境与形式结合起来，显示出朴素的诗歌

观念。他的七言《四愁》、《定情》，五言《同声》及一些四、

六言残句。都体现了一种内容与形式结合后的“诗意”，其

中又以七言影响最大。“七言古乐府外，歌行可法者。汉

《四愁》魏《燕歌》晋《白聍》。”《四愁》一诗仿《诗经》与屈骚

之法．四篇连缀。分别以东望泰山、南望桂林、西望汉阳、北

望雁门作起，每篇七言七句。句法重复叠现，反复咏叹，诗意

盎然。《同声歌》效班同五言《咏史》，更在技法上突破了

《咏史》的“质木无文”。合同一些四、六言残句来看，张衡

对于文人诗的探求已明显，并逐步摒脱“兮”等余声，诗味

渐浓，意境始出，作品亦不再是仅具形式的浅俗歌诀了。明

代诗家胡应麟在其《诗薮·内编·古体下》中评道：“平子

《四愁》。忧柔婉丽，百代情语，独畅此篇。其章法实本风

入，句法率由骚体，但结构天然，绝无痕迹，所以为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