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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衡不仅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名垂青史，而且以其文理兼通的天赋在 文学领域 占据一席之地 ，他 

的赋作和诗作在 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伟大的革新意义。而后人 因其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而往往忽视 了他在文学 

上的造诣，事 实上 ，张衡在科学上的严谨 态度也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探讨张衡在东汉文学尤其是赋作与 

诗作上的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以彰显这位伟人卓著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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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的全才伟人张衡 ，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 

奇技伟艺，而且在哲学 、史学 、文学等方面也都有所建 

树。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 ，像张衡这样 “如此全面发展之 

人物 ，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 ，令人敬仰 ”⋯。而 

在文学方面 ，他的赋作和诗作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 

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 

一

、赋 作 的创新 

张衡的赋体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 

主要以模拟创作为主，如《二京赋》、《南都赋》、《七辩》等， 

以 《应间》为标志张衡的赋作开始转入述志赋的行列，直 

至晚年 的作品如 《思玄赋》、《鸿赋》、《冢赋》、《骷髅赋》、 

《归 田赋》等进行抒情小赋的写作 。 

张衡赋的演变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所体现。 在 

张衡早期的赋作中，主要是针对山川景物 、帝王功业的歌 

颂 ，虽然作品也不乏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指责，但总体 

是怨而不怒的。有论者认为张衡的大赋作 品并无太大创 

新 ，说 《二京赋》有模拟班固《二都赋》之嫌 ，“西京雄丽欲 

掩孟坚 ，东京则气不足 ，举其辞不若东都之简当，惟末章 

讽戒挚切处为胜。”}2 但事实上张衡的作品还是为大赋的 

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是扩大了大赋反映社会生活 

的层面 ，张衡做《二京赋》时的眼光已不同于班 固，他更能 

注意社会上的人情风俗 ，而不仅仅局限与对繁华都邑的 

铺陈排比；二是对具体事物的描写更加细腻 、形象，在《南 

都赋》 中作者尽情讴歌 了家乡的美丽富饶 ，铺 阵整齐有 

致，文辞富缛流丽 ，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 ，真可 

谓是汉赋奇观；三是在叙述中引入深刻的议论 钿 《二京 

赋》中“今公子苟好剿民以蝓乐，忘民怨之为仇 也：好殚物 

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毫l舟。”[31 

张衡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解释君 民关系 ，以劝戒统治 

者善待百姓的进步政治主张。更可贵的是 ，对张衡来说 ， 

他不仅是位辞赋家 ，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他的学 

问较其他赋家更加全面，其大赋也更能以渊博 的知识来 

充实，运用的材料也更加丰富。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 

张衡的京都大赋可谓是汉大赋的集大成者 。 

而到后期 ，生活的沧桑、仕途的黑暗、对人民疾苦的 

体察都一一体现在张衡的文学作品中。从《应间》至《思玄 

赋》、《骷髅赋》、《冢赋》再到 《归 田赋》，作品中所表现的已 

由外部的繁华物质世界转入 内在情感的咏叹。从 《应间》 

开始已不再有大赋中的豪迈 ，而是接受述志赋的影响 ，以 

追求道德意识的自重为主了。如果说在 《应间》中作者还 

只是委婉地抒发 自己的感慨的话 ，并 以反驳 “间者”疑问 

的形式抨击现实 ，那么在 《思玄赋》中作者则不借助任何 

委婉形式，而勇于直抒胸臆 。到了《归 田赋》作者试 图展现 

给我们的是他所构想 出的一派生机盎然的世外桃源，换 

言之，作品已转向寻求生活中美的所在了，可以说这片世 

外桃源正是作者诗化人格境界的家园。 

在完成 内容转化的同时 ，其作品风格也 由早年拟制 

长篇巨赋的热情幻化成了晚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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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衡的小赋体现了精短抒怀，去浮就实 ，去繁就简，在讲究 

句式的整饬之中刻意淳朴真实的风格，其节奏顺畅，韵律 

和谐 ，通俗雅淡而不妖艳 ，完全改变了汉 大赋铺采摘文、 

夸张堆砌的写作形式。这种由铺张华丽的大赋到清新 自 

然的抒情小赋的演进不仅是张衡个人创作 的转变，更是 

整个东汉辞赋史上的重要变革 ，它拓宽了赋体 的创作领 

域和美学意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张衡拟中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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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中有创 的赋体创作才拯救也丰富发展 了濒I临僵死的汉 

代文学。 

二 、诗 作 创新 

两汉时期 ，在文坛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赋体文学 ，文 

人诗歌创作冷落寂寞。张衡之前 的文人诗，只是沿袭 了 

《诗经》与《楚辞》的体制 ，并无多少创新 ，基本上是 四言诗 

和骚体诗 。尽管七言韵语、五言民歌在西汉 已出现，但并 

未引起文人的足够重视 。张衡以前大部分的汉代文人都 

遵循儒家诗学的原则 ，要求诗歌按正统诗歌—— 《诗》、 

《骚》的道路进行发展，无论在诗体还是诗歌 内容上 ，都应 

符合儒家教化 目的。这一审美期待，极大地束缚了文人的 

诗歌创作视野。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要突破现有诗歌 

因循守旧的状况，在诗体与诗歌 内容上进行 大胆创新。张 

衡正是以其学者文人独有的魄力与创新意识 ，担起了东 

汉诗歌“与世殊计，固孤是求”【4 的改革重任。 

张衡在诗歌方面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五言诗上 。在五 

言诗很少进入文人创作领域的情况下 ，张衡吸收民歌的 

精华 ，大胆地创作了《同声歌》等五言诗作，它既有 民歌的 

率真质朴 ，又不失文人诗的温雅含蓄。张衡的五言涛，在 

拍节上都严格地遵循 了二、三的结构。五言诗句虽 比四言 

诗句仅多出一字，但它的结构已由四言诗的二、二式发展 

为二 、三式，因此，在诗句的拍节上 ，有奇有偶 ，奇偶相配 ， 

富于变化 ，这就摆脱了四言诗拍节单调的困境。另外 ，五 

言诗也适应了当时语言中双音词逐渐增多的情况 ，从而 

使诗歌易于接近口语 ，平易而不古奥。 

不仅如此 ，张衡的 《同声歌》敢于大胆地冲破儒家诗 

教的禁锢 ，抒发 了人类至真至纯的感情 ，热情地赞美 了夫 

妇间正常的情感要求 ，从而大大阔宽 了汉代文人的审美 

视野 ，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 

张衡在七言诗体的成就更为可贵。他 的《四愁诗》可 

以说是我 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t言诗的作品。 

张衡之前，在乐府诗中虽 已出现 《平陵东》、《薤露》等杂 

三、七言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句式 

结构还是音韵运用上都不及《四愁诗》那样与后世七言诗 

如此吻合 ，从诗的拍节上看，全诗每句皆为二 、二 、三的标 

准七言结构，从诗的音韵上看，《四愁诗》每章前三句为 
一 韵 ，后四句为一韵，如首章 “山、翰”押元部韵，“刀、瑶 、 

遥、劳”押宵部韵。这种韵律富于变化，给诗歌创作以较大 

自由，韵随意转 ，可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刘勰称赞“张衡 

《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J。总之 ，张衡的 

诗歌创作 ，在成功地吸收了乐府 民歌的创作经验上，破突 

了传统的四言诗和骚体诗 的体制 ，为我国文人五言诗和 

七言诗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 

三 、后世 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张衡诗赋的伟大成就及其在文 

学史上的卓越贡献。他的叙述大赋创京都大赋长篇之极 

至 ，他的抒情小赋是汉赋风格转变的扛鼎之作 ，他的 《同 

声歌》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五言诗，他的《四愁诗》是我国最 

早的七言诗 ，尤其是其抒情小赋及五言 、七言诗都对后世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抒情小赋 <归田赋》给缺乏生气的东汉赋坛送来 了清 

风 。它的出现 ，预示着大赋时代的即将过去 ，抒情小赋将以 

独立的体式取而代之 ，在文学史上展现其魅力。事实正是 

如此，抒情小赋很快被赋家所接受 ，写作者越来越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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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之为祖祧的。而且 ，抒情小赋又直接 

开启了以后魏晋南北朝的归隐、田园生活题材 ，如晋代 田 

园涛大家陶渊明 《饮酒二十首 ·其五》有名句：“山气 日夕 

佳 ，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这与《归田赋》 

里“极般游之至乐 ，虽 日夕而忘劬”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诗作方面，汲取 了民间文学乐府诗歌营养的 《同声 

歌》也直接启示了陶渊明 《闲情赋》的创作 。陶渊明《闲情 

赋》中，自陈愿化身为美人的衣领 、衣带、眉黛 、莞席 、丝履 、 

影子 、蜡烛 、扇子、鸣琴，其 比喻的丰富新颖，表达感情之真 

挚强烈，既来源于《同声歌》而更甚于《同声歌》。宋姚宽《西 

溪丛语》卷上指出：“陶渊明《闲情赋》，必有所 自，乃出张衡 

《同声》。”此语明确指出了陶渊明与张衡的传承关系，极富 

见地 。到唐朝仿效的人更多 ，如裴诚《新添杨柳词》：“愿作 

琵琶槽那畔，美人长拖在胸前。”又和凝《河满子》：“却爱蓝 

罗裙子，羡他长束纤腰”。无论后人运用这一比喻手法是否 

成功 ，都说明了张衡这一艺术上的创新已获得了后人的接 

受与认同。而仿效张衡模拟女性 口吻进行创作 ，借 以释放 

文人心中的疲惫和焦虑的人也很多，如曹丕有 《代刘勋妻 

王氏杂诗》，曹植有《弃妇篇》，李 白有《自代 内赠》，元稹 、白 

居易亦有这类诗作传世。这些诗歌虽不能断言都是受到张 

衡诗歌的启发 ，但张衡真诚转换性别角色以抒情 的诗歌创 

作手法已为后世文人所接受。至于t言诗方面 ，张衡的成 

功探索虽在当时并未引起文人的应 和，到曹丕才创作了 

《燕歌行》两首 。曹丕之后直至梁陈，才有刘宋时鲍照的《行 

路难》十八首 ，奠定了七言诗的新局面 ，其他 人的创作更是 

寥寥无几。但这恰恰 印证了张衡在 七言涛的运用和创作上 

的超前意识，充分显示出了他对新体诗的创新能力和运用 

能力。梁陈后 ，七言涛才逐渐成为诗坛 的主旋律直至盛唐 

雄远恢宏的七言新诗。虽然张衡的七言诗远不如唐七言诗 

的成熟完美 ，但张衡在七言诗道路上作为开路先锋的作用 

是决不能抹杀的。 

可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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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他的努力 ，引领着汉代文人 

走出模仿因循的困境 ，代表了汉代后期文学的发展方向， 

是汉文学发展的涅檠与新生。无论是他的赋作还是诗作都 

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上起着承接传统 、开创新风的 

重 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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