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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的延续与新变

林家骊 　孟国中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仍然延续并发生了新变 ，这种新变体现在诗人的主体精神层面 、艺术

审美情趣以及作品的内容 、艺术风貌等诸多方面 。这类诗歌突破了传统的“玄言诗”义界 ，展现出新时期

的思想与艺术面貌 ，可称为“玄思态诗歌” ，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值得引起重视的文学现象 。

［关键词］玄言诗 ；玄言诗风 ；南齐诗坛 ；延续与新变

The Continuation and New Changes of the Artistic Fashion
of Xuanyan Poetry in the Nanqi Dynasty

Lin Jiali 　 Meng Guozhong
（School o f H umanities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８）

Abstract ：The artistic fashion of Xuanyan poetry was not only alive ，but also continuing to
produce new changes in the Nanqi Dynasty ．Such changes were present in the following areas ：
the spirit of the poets ，the aesthetic appeal of the poems ，the content and the artistic style of
poetry ，etc ．These poems extended beyond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Xuanyan poetry″ ，and
demonstrated the ideas and spirits of a new era ．This is a phenomenon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
Key words ：Xuanyan poetry ； the artistic fashion of Xuanyan poetry ； the poetry in the Nanqi

Dynasty ；continuation and new changes

纵观中国诗歌史 ，玄言诗的产生 、发展与演变是个重大问题 。玄言诗风的走向及其对特殊阶段

诗歌发展的影响 ，更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自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 ，学界对玄言诗的研究

取得了重大的成绩 ，尤其是近十年来 ，对玄言诗的研究更是进入了总结与反思阶段 ，出版的专著有

陈顺智的枟东晋玄言诗派研究枠
［１］

、张廷银的枟魏晋玄言诗研究枠
［２］

、胡大雷的枟玄言诗研究枠
［３］

、王澍

的枟魏晋玄学与玄言诗研究枠
［４］等 。单篇论文也有不少 ，辛文 、黄志浩的枟魏晋玄言诗研究综述枠一文



对三十年来魏晋玄言诗的研究状况作了回顾性的评述［５］
，丁功谊的枟玄言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枠

［６］
、

徐国荣的枟大陆近二十年玄言诗流变研究之检讨枠
［７］

、吕晨的枟近年来玄言诗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枠
［８］

等论文 ，都对玄言诗研究现状进行了积极的反思 ，所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玄言诗的义界与发展的

分期流变上 。丁功谊认为 ：“二十余年来 ，学界对玄言诗的定义众说纷纭 ，从而导致了玄言诗研究在

分期 、发展 、流变及评价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分歧 。”
［６］１５０目前学界基本接受胡大雷对玄言诗所作的新

的界定 ，认为“以玄学思想方法来体悟玄理的诗 ，才是典型的 、完全的玄言诗”
［９］５９

。徐国荣在综合

目前学界关于玄言诗义界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 ，对玄言诗的义界进行重点补充 ，强调“玄言诗是

以玄学思维方式来体悟玄理的诗 ，其中的玄理包括三玄和佛理”
［７］２０

。至于玄言诗的发展阶段 ，一

般将其下限“定位于晋宋之际”
［７］２４

。如李绍华认为 ：“在时间上 ，玄言诗滥觞于正始和西晋 ，在西晋

末永嘉年间到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大盛于诗坛 ，东晋末刘宋初开始向山水诗演变 。”
［１０］１５而事实上 ，晋

宋之际是山水方滋而庄老未退［１１］
。至于玄言诗风的影响更是贯彻整个南北朝时期 ，如高华平的

枟佛理嬗变与文风趋新 ———兼论晋宋间山水文学兴盛的原因枠一文便是这方面研究的积极而有益的

探索［１２］
；许总的枟中国古代哲理诗三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轨迹枠一文将魏晋时期的玄言诗 、隋唐时期

的道释诗和两宋时期的理学诗作为中国古典哲理诗的典型形态一并考察 ，对于探讨玄言诗的影响

也有着启示意义［１３］
；王澍的枟论玄言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枠一文认为 ，玄言诗风对后世文人精神风

貌和文学审美观念的影响波及整个文学史乃至文化史［１４］
。可见 ，玄言诗风的走向及其对特殊阶段

诗歌发展的影响 ，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深入研讨的课题 。

顺着刘勰“宋初文咏 ，体有因革 ，庄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
［１５］６７的理路 ，玄言与山水的问题被定格

为晋宋之际“诗运转关”的核心内容之一 。关于这一点 ，文学史家已有基本共识 。如 ：“宋诗的内容 、

题材和风格沿袭晋诗而来 ，同时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是玄言诗的告退和山水诗的

兴起 。”
［１６］１８６

“晋宋之间的文学创作 ，特别是在诗歌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过

渡 。”
［１７］２７

“刘宋时代的‘江左三大家’谢 、颜 、鲍改变了东晋质木无文的玄言诗风 。”
［１７］１１７这些可贵的

研究成果为我们指明了山水诗如何兴起与发展的过程 ，但并没有最终解决玄言诗风的变化与走向

问题 。刘宋山水诗兴起之后 ，这个问题在诗歌史的研究上似乎不言自明地被抹杀了 。此后 ，“玄言

在文学中告退 ，山水代之而盛”
［１６］１８９成为文学史的普遍常识 ，尽管“告退”一词本身仍然具有模糊

性 。事实上 ，刘宋山水诗歌兴盛之后 ，玄言诗风并没有消失 ，在这个问题上 ，仅仅承认以谢灵运为代

表的山水诗创作仍然带着玄言的尾巴是不够的 。已有研究者充分肯定并强调 ：诗歌经由元嘉时期

的发展之后 ，到了大明 、泰始年间 ，仍然有一个以“玄学为主”的“文风大变”阶段 ，而且 ，这“是元嘉文

风向永明文风转变的重要过渡阶段”
［１８］２１３

。徐公持先生也明确指出 ：“此后诗歌发展虽代有特色 ，

人有特色 ，不可能重复再现前代前人风貌 ，但清虚恬淡传统在诗风中影响 ，却始终存在 。”
［１９］４６２可

惜 ，此后玄言诗风的延续与具体变化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相关研究应有的注意与重视 。有鉴于此 ，本

文尝试探讨玄言诗风在南齐诗坛的延续与变化 ，以期求正于方家 。

一

“南朝诗文风气的第一次变化在晋 、宋之交 ，第二次变化在刘宋大明 、泰始以后 ，集中表现于齐

武帝永明时期 ，延续到梁代普通年间 ，前后约五十馀年 。”
［１７］１１７这集中于永明时期的第二次“诗变” ，

就是诗歌创作中四声的自觉应用和规则化最终引导诗歌逐渐走向格律化 ，即“永明体”的产生与发

展 。从山水诗的兴起再到永明体的新生 ，总的来说 ，诗歌正在日渐远离玄言 。但是 ，“这种‘解放’带

有不彻底性 。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 ，他的作品仍然是文学和玄言 、佛理的有机结合 ；颜延之的应

制诗 ，更像‘三颂’或者有韵的典诰”
［１７］１１８

。那么 ，到了永明时期 ，诗歌是否真正完成了这一“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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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永别了玄言呢 ？经笔者调查 ，其实远没有这么彻底 ：一方面 ，在永明诗歌中仍然可以看到不少的

玄理“说教” ；另一方面 ，玄言诗风作为泽流已久的一种诗歌艺术风尚 ，仍然渗透于永明作家的诗歌

创作中 。放眼齐代诗坛 ，仍然不难看到一些不容忽视的玄言诗创作 ，玄言诗风对作家创作的渗透与

影响是斑斑在目的 。比如顾欢的枟临终诗枠 ：

五途无恒宅 ，三清有常舍 。精气因天行 ，游魂随物化 。鹏鹍适大海 ，蜩鸠之桑柘 。达生任

去留 ，善死均日夜 。委命安所乘 ，何方不可驾 。翘心企前觉 ，融然从此谢 。
［２０］１３８１

又如王秀之的枟卧疾叙意枠 ：

贞悔不少期 ，福极固难豫 。疾药虽一途 ，遂以千百虑 。景仄念徂龄 ，带缓每危曙 。循躬既

已兹 ，况复岁将暮 。层冰日夜多 ，飞云密如雾 。归鸿互断绝 ，宿鸟莫能去 。辍我丘中琴 ，良由一

嗟故 。隐沦迹有违 ，宰官功未树 。何用揽余情 ，恨恨此故路 。岂言劳者歌 ，且曰幽人赋 。
［２０］１４７７

这两首诗都写于诗人的特殊时期 ，前者是在临终的时候 ，后者是在卧病之际 ，都是在个体生命

经受严重考验的时刻 ，这时他们想到的是借助某种永恒的理念寻求永远的超脱或暂时的解脱 。王

秀之的这首诗 ，谢朓还有和作 ，也即枟和王长史卧病枠 。此诗后半首言 ：“愿缉吴山杜 ，宁袂楚池荷 。

清风岂孤劭 ，功遂怀曾阿 。勿药良有畅 ，荏苒芳未过 。幸留清尊味 ，言藉故田莎 。”
［２０］１４４４它提供了对

疾病与困苦的另一种思索 。谢朓自己也写“卧疾”题材的诗 ，如枟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枠 ，沈约则有枟酬

谢宣城朓枠 ，其结语道 ：“将随渤澥去 ，刷羽泛清源”
［２０］１６３５

。同类型的诗歌 ，沈约还有枟和左丞庾杲之

移病枠 ，江淹也有枟卧疾怨别刘长史枠 。

可见 ，玄思影响于作家的不仅仅是诗歌 ，更重要的是仍然作为一种精神形态根植于他们的思想

之中 ，而且创作主体的这种玄思态精神在永明时期是普遍现象 。这里所谓的玄思 ，是指作家结合人

生实际出发的 、广义的哲学本体论或价值论的思考 ，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 、表现于作品中的作家

思想精神面貌 ，笔者称之为玄思态精神 。作家的思想精神面貌必然影响他们的创作 。如竟陵王萧

子良在枟行宅诗序枠中说 ：“余禀性端疏 ，属爱闲外 。往岁羁役浙东 ，备历江山之美 。名都胜境 ，极尽

登临 。山原石道 ，步步新情 。回池绝涧 ，往往旧识 。以吟以咏 ，聊用述心 。”
［２０］１３８３也就是说 ，他即便

是在游览山川 、欣赏草木的时候 ，也是禀性而往 ，是以“我”观物 ，多变的风景皆须应和不变的“我” 。

这种玄思态的主体精神必然影响到他的创作 ，从而使他的诗歌仍带着玄言诗的风味 。如其枟后湖放

生枠 ：“释焚曾林下 ，解细平湖边 。迅翮抟清汉 ，轻鳞浮紫 。”
［２０］１３８３秉持着自己的道心去看天下众生

的佛性 ，诗人的诗歌面貌可想而知 。另如枟游后园枠也是这个道理 ：“托性本禽鱼 ，栖情闲物外 。萝径

转连绵 ，松轩方杳蔼 。丘壑每淹留 ，风云多赏会 。”
［２０］１３８３谢朓游山玩水也不例外 ，且看他的枟游山枠 ：

托养因支离 ，乘闲遂疲蹇 。语默良未寻 ，得丧云谁辩 。幸莅山水都 ，复值清冬缅 。凌厓必

千仞 ，寻溪将万转 。坚崿既崚嶒 ，回流复宛澶 。杳杳云窦深 ，渊渊石溜浅 。傍眺郁篻簩 ，还望森

柟楩 。荒隩被箴莎 ，崩壁带苔藓 。鼯狖叫层嵁 ，鸥凫戏沙衍 。触赏聊自观 ，即趣咸已展 。经目

惜所遇 ，前路欣方践 。无言蕙草歇 ，留垣芳可搴 。尚子时未归 ，邴生思自免 。永志昔所钦 ，胜迹

今能选 。寄言赏心客 ，得性良为善 。
［２０］１４２４

在“凌厓必千仞 ，寻溪将万转”的山水搜奇与悟赏中 ，我们仍然看到一个玄思态的主体在寻求自

然与理趣的相互印证 。 “要欲追奇趣 ，即此陵丹梯 。皇恩竟已矣 ，兹理庶无暌”
［２０］１４２５

，山水游赏一方

面固然是自然美的愉悦 ，另一方面则在于主体精神的自由抒发并得到自我的认可 ，“及兹畅怀抱 ，山

水长若斯”
［２０］１４２５对于诗人来说似乎更加重要 。从中我们看到 ，虽然经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努力 ，客

观上玄言诗已经向田园 、山水诗过渡 ，但诗人们浸习已久的玄思精神并没有一时俱变 ，因此 ，即便到

了山水诗已经有了一段崭新发展后的齐代诗坛 ，玄言诗风仍然延续着 。至于永明体的另外几个代

表作家如沈约 、王融等人 ，同样也深受玄言诗风的影响 ，并且创作了为数不少的玄言诗作 ，除上文所

举外 ，下文另有统计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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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逯钦立先生的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枠共辑录齐诗七卷 ，卷六“杂谣歌辞”以下不计 ，共有诗人

４５位 ，其中僧人 １位 ，有姓无名者 ４位 。若同一诗人的组诗 、个别特殊的同题诗以及残句皆按 １篇

计算 ，则共计诗歌 ２４０篇 。其中 ，存诗仅 １篇者达 ２７人 ，存 ２篇者 ６人 ，存 ３篇与 ４篇者各 １人 ，共

计 ３５人作诗 ４６篇 ，诗人比重达 ８７ ．５％ ，而作品仅占总数的 １／６ ；此外不到 ２００ 篇的作品中 ，谢朓

１００篇独占 ５０％ 强 ；其他存诗 ５篇以上者仅有 ７人 ，按作品数量排列 ，分别是王融（５３篇） 、陆厥（１０

篇） 、刘绘（８篇） 、王俭（７篇） 、萧子良（６篇） 、孔稚珪（５篇）和张融（５篇） 。当然 ，这只是依据逯先生

的断代辑录 ，另外还应考虑到那些后来由齐入梁的重要诗人 ，如沈约 、江淹 、范云等永明时期的代表

作家 。那么 ，在这样的总体创作情况下 ，玄言诗风的延续问题又如何呢 ？笔者就典型的例子以表 １

统计说明 ：

表 1 　 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枠中受玄言诗风影响的作品

诗 　人 现存诗歌总量 受玄言诗风影响的作品 玄言作品比重

萧道成 ２ 痧枟塞客吟枠（“定寰中之逸鉴 ，审雕凌之迷泉 。悟樊笼之或累 ，怅
遐心以栖玄”）

５０％

王 　俭 ７ 痧枟侍太子九日宴玄圃枠（“微言外融 ，几神内王 ⋯ ⋯寥寥清景 ，霭
霭微霜 。草木摇落 ，幽兰独芳 。卷言淄苑 ，尚想濠梁 。”）

１４％

顾 　欢 １ 痧枟临终诗枠 １００％

萧子良 ６ 痧枟游后园枠 、枟行宅诗（并序）枠 、枟后湖放生枠 ５０％

王 　融 ５３ 痧
枟法乐辞枠十二章 、枟赠族叔卫军俭枠 、枟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七韵
应司徒教枠（“道胜业兹远 ，心闲地能隙”）、枟萧咨议西上夜集枠

（“寸心无远近”）、枟游仙诗枠五首 、枟诃诘四大门枠 、枟在家男女恶
门枠 、枟大惭愧门枠 、枟努力门枠 、枟回向门枠 、枟星名枠（“谁谓无正心 ，大
陵有霜颖”）、枟奉和月下枠（“独知此夜月 ，依迟慕神赏”）

２３％

张 　融 ５ 痧枟白日歌（并序）枠 、枟别诗枠 ４０％

徐孝嗣 ２ 痧枟答王俭枠 ５０％

陆慧晓 １ 痧枟游仙枠 １００％

陆 　厥 １０ 痧枟奉答内兄希叔枠 １０％

袁 　彖 ２ 痧枟游仙枠 ５０％

钟 　宪 １ 痧枟登群峰标望海枠 １００％

谢 　朓 １００ 痧

枟蒲生行枠 、枟游山枠 、枟游敬亭山枠 、枟将游湘水寻句溪枠 、枟暂使下都
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枠 、枟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枠 、枟始之
宣城郡枠 、枟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枠 、枟始出尚书省枠 、枟观朝
雨枠 、枟冬日晚郡事隙枠 、枟秋夜讲解枠 、枟和刘西曹望海台枠 、枟新治北
窗和何从事枠 、枟和萧中庶直石头枠 、枟奉和随王殿下枠（其三 、五 、

六 、十 、十一）、枟和纪参军服散得益枠 、枟和王中丞闻琴枠

１８％

范 　云 ３９ 痧
枟当对酒枠（“狥性良为达 ，求名本自欺”） 、枟古意赠王中书枠（“岂
知鹪鹩者 ，一粒有馀赀”） 、枟答句曲陶先生枠 、枟赠俊公道人枠 、

枟建除枠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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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诗 　人 现存诗歌总量 受玄言诗风影响的作品 玄言作品比重

江 　淹 ６０  

枟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枠 、枟从建平王游纪南城枠 、枟渡西
塞望江上诸山枠 、枟游黄蘖山枠 、枟陆东海谯山集枠（“永愿白沙渚 ，

游衍遂相从 。 丹山有琴瑟 ，不为忧伤容”） 、枟卧疾怨别刘长
史枠 、枟赠炼丹法和殷长史枠 、枟冬尽难离和丘长史枠 、枟吴中礼石
佛枠 、枟采石上菖蒲枠（“冀采石上草 ，得以驻馀颜 。赤鲤傥可乘 ，

云雾不复还”） 、枟无锡舅相送衔涕别枠（“心远路已迥 ，意满辞未
陈”） 、枟感春冰遥和谢中书枠之二（“观书术不变 ，学古道恒真 。

若作商山客 ，寄谢丹水滨”） 、枟清思诗五首枠 、枟杂三言枠（其中的
枟构象台枠 、枟访道经枠 、枟镜论语枠）

２３％

沈 　约 １５２  

枟长歌行枠其二 、枟君子行枠 、枟豫章行枠 、枟东武吟行枠 、枟怨歌行枠 、

枟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枠第四章 、枟游金华山枠 、枟酬谢宣城朓枠 、

枟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枠 、枟早发定山枠 、枟循役朱方
道路枠 、枟和竟陵王游仙诗枠二首 、枟游沈道士馆枠 、枟酬华阳陶先
生枠 、枟还园宅奉酬华阳先生枠 、枟华阳先生登楼不复下赠呈枠 、

枟奉华阳王外兵枠 、枟赤松涧枠 、枟八关斋枠 、枟休沐寄怀枠 、枟宿东
园枠 、枟和左丞庾杲之移病枠 、枟和刘中书仙诗枠二首 、枟和王卫军
解讲枠 、枟秋晨羁怨望海思归枠

１６％

　 　 注 ：（１） 谢朓另有七首与人联句 ，不计在内 。

（２） 江淹的枟杂体诗枠三十首 、枟效阮公诗枠十五首等组诗都按一篇计 ，其中像枟嵇中散康言志枠 、枟郭弘农璞游仙枠这样

的作品 ，虽然语杂玄思或仙心 ，但因是刻意模仿古人 ，故以下考察其玄言创作时也不予统计 。

（３） 枟登北固楼枠非沈约所作 ，不计算在内 。

以上尚是一个不完全的保守统计 ，因为到了齐代 ，一方面玄言在诗歌中可以句摘的现象正在大

幅度减少 ；另一方面 ，玄言诗风新的变化使当时的不少玄思作品已经很少如东晋的玄言诗那般 ，因

“三玄”的色彩浓重而凝固乃至于僵化 ，使人一眼就能辨识 ，相反 ，一些没有明显玄言语词的诗歌却

深受玄思风气影响的情况 ，在齐代不是个别现象 。东晋玄学的繁盛关键在于 ：“玄学以其崇尚虚无

的本质特征 ，正好给士大夫们提供了精神解脱的良方 ，以及实现心理平衡的支撑点 。要之玄学的虚

冲退静精神 ，正适合偏安政治及门阀士族闲适生活之需要 ，以故成为东晋士大夫阶层思想文化风

尚 ，历百年而不衰 。”
［１９］４５５而到了南齐 ，士人对于玄学关注与喜好的相关因缘和价值意义取向都已经

发生了变化 ，玄学对士人精神的影响维度也发生了偏移 ，这些都是新的时代特点影响下的新生因素 ，

与之相关的玄言诗风产生新变是势所必然的 。关于这种玄言诗风新的变化 ，下文将重点探讨 。通过

表 １ ，可以肯定的是 ，即便对那些仅留存一两首作品的诗人不进行玄言作品比值的统计 ，当时受玄言诗

风影响的作品的平均比重也仍然在 ２０％ 以上 ，尤其是前举存诗 ５篇以上的 ８位诗人以及范云 、江淹 、

沈约等共 １１位重要诗人的作品 。从他们的生平和作品综合衡量 ，没有明显受到玄言诗风影响的仅刘

绘一人 。这些都足以说明玄言诗风在齐代诗坛仍然延续不息 ，仍然是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 。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某些早期玄思的主题仍在延续 。如萧赜枟估客乐枠中的“感忆追往事 ，意

满辞不叙”
［２０］１３７７

、江淹枟无锡舅相送衔涕别枠中的“心远路已迥 ，意满辞未陈”
［２０］１５６７之句 ，都是套用辞

不尽意和得意忘言的命题 ；此外 ，王融枟栖玄寺听讲毕游邸园七韵应司徒教枠中的“道胜业兹远 ，心闲

地能隙”
［２０］１３９５

、谢朓枟观朝雨枠中的“方同战胜者 ，去翦北山莱”
［２０］１４３２之句 ，也仍然可以看出陶渊明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２０］９９８

、“贫富常交战 ，道胜无戚颜”
［２０］１００９之类玄思的影子 。可见 ，玄言诗

风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延续性 。而像“游仙诗”这样自身题材化很强的诗歌倒没有多大的变化 ，可见

玄言诗不仅仅是个题材问题 ，尤其是发展到后期 ，更重要的还是诗歌艺术风尚的问题 。另外 ，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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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发展所带出的不仅仅是山水诗 ，同时还有对理趣诗生成的影响［１３ １４］［１９］４６０ ４６２
。齐代咏物诗兴

盛 ，一些诗人已经开始从泛泛的应制咏物转向对物理与理趣的追寻 ，兼以关照人事 ，如范云的枟咏

井枠 、枟悲废井枠 ，沈约的枟芳树枠 、枟咏新荷应诏枠等 ；江淹一些作品的结句则往往爱借物理来映衬人情 ，

以此来拉远 、提升意境 ，如枟还故园枠“请学碧灵草 ，终岁自芬芳”
［２０］１５６０

、枟应刘豫章别枠“愿效卷施草 ，

春华冬复坚”
［２０］１５６３

；沈约的一些议论性乐府也爱用俗理 ，如枟君子行枠“良御惑燕楚 ，妙察乱渑淄 。堤

倾由漏壤 ，垣隙自危基 。嚣途或妄践 ，党议勿轻持”
［２０］１６１５

、枟梁甫吟枠“奔枢岂易纽 ，珠庭不可临 。怀

仁每多意 ，履顺孰能禁 。露清一唯促 ，缓志且移心”
［２０］１６１８之类 。沈约的乐府诗中更是可以看到很多

借事理或物理的议论和推论来结构诗篇的 ，典型的如枟怨歌行枠 ：“时屯宁易犯 ，俗险信难群 。坎坛元

淑赋 ，顿挫敬通文 。遽沦班姬宠 ，夙窆贾生坟 。短俗同如此 ，长叹何足云”
［２０］１６２１

。这种将主体纳于

时空的无限境遇中来思考问题的方式 ，无疑是从玄思精神发展而来 ，这一点也可从沈约的枟悼亡枠诗

与潘岳的同题之作的比较中看出 ，这里就不赘论了 。

三

玄言诗风在齐代诗坛的延续绝非如物理惯性那般简单 ，而是有着整个齐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多

方面整合的 、特定的历史土壤的栽培 。齐代社会儒 、佛 、道三教流行而兼达融通的思想文化潮流 ，是

玄言诗风继续盛行且发生新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

其一 ，继刘宋之后 ，萧齐政权对儒学仍然予以维护与强化 。 “萧道成倡导儒学 ，崇尚文学 ，世风随

之而变 。”
［１８］２３７建元四年（４８２） ，萧道成在给王俭等人的遗诏中强调 ，治理天下的道理就在儒教之

中［２１］３８
。齐武帝萧赜秉承父训 ，大兴儒学 ，故建元 、永明时期儒风昌盛 。永明二年（４８４） ，“太子步兵校

尉伏曼容表定礼乐 。于是诏尚书令王俭制定新礼 ，立治礼乐学士及职局 ，置旧学四人 ，新学六人 ，正书

令史各一人 ，干一人 ，秘书省差能书弟子二人 。因集前代 ，撰治五礼 ，吉 、凶 、宾 、军 、嘉也”
［２１］１１７ １１８

。永

明三年（４８５） ，文惠太子萧长懋“于崇正殿讲枟孝经枠 ，少傅王俭以擿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义疏”
［２１］３９９

。

萧赜借此机会特别下诏说 ：“皇太子长懋讲毕 ，当释奠 ，王公以下可悉往观礼 。”
［２１］５０于是 ，这次释奠活

动最终成为永明作家一次较大的儒事活动 ，王俭 、萧子良 、王思远 、阮彦 、王僧令 、袁浮丘 、沈约等当时

的一大批文士都作诗纪念 ，影响甚广 。永明五年（４８７） ，太子萧长懋亲临国学 ，策试诸生 ，乃至史家慨

叹道 ：“太子以长年临学 ，亦前代未有也”
［２１］４００

。永明七年（４８９）正月 ，齐武帝又下诏敬修孔子庙 ，二月

下枟量给孔子祭秩诏枠 。诏文品赞孔子道 ：“宣尼诞敷文德 ，峻极自天 ，发辉七代 ，陶钧万品 ，英风独举 ，

素王谁匹 。功隐于当年 ，道深于日月 。”
［２１］５６四月下枟定婚礼诏枠 ，十月又下枟吉凶条制诏枠 。政府对儒学

的重视以及当时儒事活动的丰富于此可见一斑 。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的西邸文士集团也组织并参

与了大量的儒事活动 。刘 “儒学冠于当时” ，萧子良“亲往修谒”
［２１］６７９

。刘 死后 ，萧子良作有枟登山

望雷居士精舍同沈右卫过刘先生墓下作枠 ，沈约 、谢朓 、虞炎 、柳恽等人都有奉和之作 。除了组织诗文

唱和 、研讨声律外 ，萧子良还“集学士抄枟五经枠 、百家 ，依枟皇览枠例为枟四部要略枠千卷”
［２１］６９８

，史传称其

“善立胜事 ，夏月客至 ，为设瓜饮及甘果 ，著之文教 。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 ，皆发教撰录”
［２１］６９４

。当时相

随左右的儒学文士可谓如鱼得水 ，这对整个永明文学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其二 ，刘宋时期以帝王为核心的崇佛潮流至齐代仍然盛衍不息 ，而皇室成员中已然蔓延的佞佛

倾向的剧烈程度 ，以及所造成的社会影响的巨大 ，则尤胜于刘宋时期 。引领这股潮流的头面人物便

是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和文惠太子萧长懋 。 枟南齐书 ·竟陵文宣王萧子良传枠记载 ：“（萧子良）与文惠

太子同好释氏 ，甚相友悌 。子良敬信尤笃 ，数于邸园营斋戒 ，大集朝臣众僧 ，至于赋食行水 ，或躬亲

其事 ，世颇以为失宰相体 。”
［２１］７００释慧皎枟高僧传枠具体记有他们与佛徒之间的一些亲密交往 。萧子

良留下的文学作品不多 ，却有很丰富的佛学著作 ，有枟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枠共 １１６卷 ，其中枟净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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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净行法门枠２０卷 。萧子良是永明作家的核心人物 ，他对佛教与佛徒的热衷势必影响士林 。永明

五年 ，萧子良开西邸 ，“招致名僧 ，讲语佛法 ，造经呗新声” ；此时永明作家群已经形成 ，在此形势下 ，

佛教对作家们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道俗之盛 ，江左未有”
［２１］６９８

。据笔者考察 ，建元 、永明时期 ，以萧

子良和萧长懋为核心的佛事活动确属频繁 。建元四年（４８２）三月 ，齐太祖崩 ，六月 ，萧子良进封竟陵

王 ，为纪念祖父 ，萧子良“敬制释迦像一躯”
［２２］３１２３

。又据沈约枟为文惠太子解讲疏枠 ：“皇太子以建元

四年四月十五日 ，集大乘望僧于玄圃园安居 ，宝地禁苑 ，皆充供具 。”
［２２］３１３７永明元年（４８３）前后 ，萧子

良开始召纳士众 ，永明作家群也逐渐形成 。 永明元年二月 ，萧子良“置讲席于上邸 ，集名僧于帝

畿”
［２２］３１３７

，对永明作家而言 ，这可以说是第一次集体的佛教熏陶 。其他如释慧皎枟高僧传枠卷一三

枟齐安乐寺释僧辩传枠载 ：“永明七年二月十九日 ，司徒竟陵文宣王梦于佛前咏枟维摩枠一契 。同声发

而觉 ，即起至佛堂中 ，还如梦中法 ，更咏古枟维摩枠一契 。便觉韵声流好 ，著工恒日 。明旦即集京师善

声沙门龙光普智 、新安道兴 、多宝慧忍 、天保超胜及僧辩等 ，集第作声 。”
［２３］５０３释僧祐枟略成实论记枠

载 ：“齐永明七年十月 ，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 ，请定林僧柔法师 、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

寺迭讲 ，欲使研核幽微 ，学通疑执 。即座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 ，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 ，续讲

枟十诵律枠 ，志令四众净业还白 。”
［２４］４０５这次佛学讨论至永明八年（４９０）正月二十三日结束 ，“即写枟略

论枠百部流通 ，教使周颙作论序”
［２４］４０５

。 枟续高僧传枠卷六枟梁杨都建初寺释明彻传枠载 ：“齐永明十

年 ，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 。”
［２５］１５３其他如枟续高僧传枠卷五枟梁杨都安乐寺沙门寺沙门释法申

传枠 、枟梁杨都建元寺沙门释法护传枠 、枟梁钟山上定林寺沙门释法令传枠等也都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礼

佛盛事 。其间 ，因范缜枟神灭论枠而引起的辩论更是“朝野喧哗 ，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２６］６７０

。

当时不独皇室崇佛 ，而且整个社会上下层都已习染了这股风气 。像琅琊王氏 、陈郡谢氏 、南阳

舞阴范氏等家族 ，于晋世皆已沾习佛教 。王导的孙子王珉 ，敏于佛理 ，当时传为佳话 ，其后子孙僧

亮 、僧衍 、僧远 、僧虔 、僧绰辈 ，都与佛教有渊源 ；到了竟陵文士王融这里 ，则已是将佛教的影响带入

他的文艺创作 ，如枟净住子颂枠 、枟法门颂启枠等 。再看陈郡谢氏 ，据释慧皎枟高僧传枠记载 ，谢安与当时

名僧交往频繁 ；谢灵运“笃好佛理 ，殊俗之音 ，多所达解”
［２３］２６０

，与慧远 、释僧包 、释僧镜等交谊深厚 ，

与法勖 、僧维 、法纲 、慧琳辈更有书信问核教义 ，枟石壁立招提精舍枠 、枟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枠 、枟辨宗论枠

诸诗文中都体现出佛教对其文艺创作的影响 ；谢朓与佛教的关系虽然没有明确系统的记载 ，但枟秋

夜讲解枠 、枟奉和随王殿下枠之六等诗作 ，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诗歌语言 ，都是以佛理和佛学修养为基

础 。再看南阳舞阴范氏 ，范氏家族本是儒学世家 ，在晋室南渡之后 ，渐趋儒佛兼融的路子 。范宁与

僧侣的交往从释慧皎枟高僧传枠的枟晋蜀龙渊寺释慧持传枠及枟晋京师安乐寺释慧受传枠可略考见 ；到

了范泰 ，他已经敢与谢灵运一起大胆宣言 ：“六经典文 ，本在济俗为治 ，必求灵性真奥 ，岂得不以佛经

为指南耶 ！”
［２３］２６１范云为太学博士 ，他的精神世界也具有多重性 ，“事寡嫂尽礼 ，家事必先咨而后

行”
［２６］２３１

，在实际事务上俨然是儒者作风 ，但从他的枟赠俊公道人枠等却可以看出他受到过佛教的影

响 。其他如吴姓沈氏 ，族上与佛教的关系虽不甚明了 ，但沈约本人广交僧众 ，后来更是受统治者影

响而煽情于佛事 ，大肆写作佛学文章 。再如江南陆氏也深受佛教的熏染 ，族中大儒陆澄曾作枟法论

目录序枠 ；陆倕今存枟答释法云书难范缜神灭论枠 、枟志法师墓志铭枠 、枟天光寺碑枠等有关佛教的文章 ；

陆杲更是“素信佛法 ，执戒甚精 ，著枟沙门传枠三十卷”
［２７］１２０５

。儒 、佛会通是江左时期汝南周氏的一大

特征 。周颙是永明作家中深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儒 、佛会通 ，在当时颇具典型意义 。 枟高僧传 ·晋建

康建初寺帛尸梨蜜传枠
①载 ：“太尉庾元规 、光禄周伯仁 ⋯ ⋯ 皆一代名士 ，见之 ，终日累叹 ，披衿致

契 ⋯ ⋯ （周 遇害）密往省其孤 ，对坐作胡呗三契 ，梵响凌云 ；次讼呪数千言 ⋯ ⋯ ”
［２３］３０受此家世影

响 ，周颙用心儒学 ，又善佛理 ，著枟三宗论枠 ，曾“颂经中因缘罪福事”婉谏宋明帝“所为惨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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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２１］７３０

。永明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王僧孺也是儒 、佛兼摄的代表 ，从他现存的枟慧印三昧及济

方等学二经序赞枠 、枟忏悔礼佛文枠 、枟礼佛唱导发愿文枠等文章 ，不难看出他兼通佛学并深受影响的一

面 。再如江淹 ，他初仕之主刘景素有意于佛学 ，枟高僧传 ·宋京师庄严寺释昙斌传枠载 ：“宋建平王景

素亦咨其（引者按 ，指传主昙斌）戒范”
［２３］２９１

。值此期间 ，江淹仕途艰难 ，而爱子夭折 ，人情惨痛 ，精

神压抑 ，因此渐始接受佛教思想也是情理所致 。如其枟伤爱子赋枠言 ：“余无衍于苍衹 ，亦何怨于厚

地 。信释氏之果灵 ，归三世之远致 。愿同升于净刹 ，与尘习兮永弃 。”
［２２］３１４５总的来说 ，当时永明文士

积极研习佛学 ，广泛参与佛事 ，佛教对他们的影响已经兼施于精神世界与文艺世界 。

其三 ，天师道教的传播与发展对于士人精神世界与文艺创作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虽然东晋

之后天师道的影响一度衰弱 ，但它早先与世家大族所建立的关系并没有断绝 ，到了宋代更是受到了

皇室的垂青 。陈国符枟道藏源流考枠所载枟陆修静传枠言 ：“宋元嘉末 ，市药京师 。文帝召之于内 。讲

理说法 ，不舍晨夜 ，孜孜诱劝 ，无倦于时 。帝服膺尊异之 。时太后王氏雅信黄老 ，降母后之尊 ，执门

徒之礼 。”
［２８］３９又言 ：“宋明帝思弘道教 ，广求名德 ⋯ ⋯ 先生辞之以疾 。 频奉诏 。帝未能致 ，弥增钦

伫 。中使相望 ，其在必至 。”
［２８］４０陆修静到京后 ，朝廷为他筑崇虚馆 ，“盛兴造构 ，广延胜侣 ，先生乃大

敞法门 ，深弘典奥 。朝野注意 ，道俗归心 。道教之兴 ，于斯为盛也”
［２８］４１

。可见天师道教在当时已由

一种民间的信仰浸布于社会的政治高层 ，加之天师道教的传布本身具有家族性的特点 ，如永明文士

中不少作家祖上累世奉道 ，所以天师道对士人精神的影响在某些方面甚至胜于佛教 ，这一点在沈约

那里就表现得很突出 。沈约是名副其实的道教世家子弟 ，自幼受天师道思想的影响是很自然的 ，他

本人后来与道士陶弘景的私交也很深 ，所以在他的诗歌中 ，诸如枟和竟陵王游仙诗枠 、枟游沈道士馆枠 、

枟和刘中书仙诗枠之类富有道教色彩的作品很多 。沈约晚年病重的时候 ，“梦齐和帝以剑断其舌 。召

巫视之 ，巫言如梦 。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 ，称禅代之事 ，不由己出”
［２６］２４３

，为此还无意中得罪了最高

统治者 ，可见在沈约内心深处 ，根本信奉的是天师道教 。

其他如陈郡阳夏谢氏和道教徒关系密切 ，与道教渊源颇深 。谢安居会稽时即与道教徒有来往 ，

王羲之 、许询等皆与他相从友好 ；谢灵运幼时寄养于钱塘杜明师 ，钱塘杜氏是道教世家 ，谢氏若无道

学渊源 ，恐很难“送灵运于杜治养之”
［２９］３９

；到了竟陵文士谢朓 ，他娶王敬则女儿为妻 ，而王敬则的母

亲是女巫［２１］４７９
，从中间接可以看出 ，谢朓与道教的关系不仅受自身家世的影响 ，同时也可能受到王

氏家世的影响 ，因而谢朓的创作中浸染道教色彩的作品比较多 。会稽与吴郡都是当时江南道教盛

行的地方 ，孔稚珪 、张融的家族都曾受影响 。张融先人张茂度在卢循起义时就“受其符书 ，供其调

役”
［３０］１５０９

，后来孙恩等人在吴地传道布教 ，张氏作为地方大族更是深受影响 。张融弱冠之时即受道

士陆修静青睐 ，陆修静曾将白鹭羽麈扇赠送张融 ，谓“此既异物 ，以奉异人”
［２１］７２１

。孔稚珪的父亲

“事道精笃”
［２１］８３５

，孔稚珪本人又好与道士交游 。 枟道藏源流考枠辑南齐道士枟孙游岳传枠载 ：“齐永明

二年 ，诏以代师 ，并任主兴世馆 ⋯ ⋯孔德璋 、刘孝标等争结尘外之好 ，名士沈约 、陆景真 、陈宝识等咸

就学焉 。”
［２８］４５江淹除爱好佛学外 ，对道教也颇有兴趣 ，他的枟丹砂可学赋枠及枟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

香炉峰枠等作品透露出他与道教的关联 。范云枟答句曲陶先生枠中有“石户栖十秘 ，金坛谒九仙 。乘

鹓方履汉 ，辔鹤上腾天”
［２０］１５４５之句 ，可见对道教也很熟悉 。周颙与佛教关系密切 ，但也不排斥道教 ，

这可以从他与道士杜京产的关系看出 。钱塘杜氏“世传五斗米道” ，杜京产是杜子恭玄孙 ，道业至京

产未歇 ，孔稚珪 、陆澄 、沈约 、张融等曾表荐杜京产 ，称誉杜京产“洁静为心 ，谦虚成性 ，通和发于天

挺 ，敏达表于自然 ，学遍玄 、儒 ，博通史 、子 ，流连文艺 ，沈吟道奥” ，而周颙与孔稚珪等人曾“并致书以

通殷勤”
［２１］９４２

。其他永明时期作家如陆倕也是吴郡陆氏成员 ，因地缘关系 ，祖上与道教也有关联 ，

陆倕的枟游仙枠就流露出一定的道教色彩 。另一作家柳恽 ，出生旧族 ，其父柳世隆“善卜”
［２７］９８５

，“晓

数术” ，著有枟龟经秘要枠
［２７］９８６

，柳恽继承父学 ，著有枟卜杖龟经枠 ，又“性好医术 ，尽其精妙”
［２７］９８９

。从

数术与道教的渊源可以推测柳氏可能也是道教世家 。可见 ，道教作为本土宗教 ，在南朝依然具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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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影响力 ，且已经植入广大士人的精神深处 ，影响了他们的思想 、行为和文艺创作 。

永明文士生活于佛教气氛浓烈的环境中 ，同时又受到传统儒学与本土道教的影响 ，他们的思想

趋于驳杂的同时 ，又渐趋圆融 。如儒士出身的张融 ，“左手执枟孝经枠 、枟老子枠 ，右手执小品枟法华

经枠”
［２１］７２９

，便是持三教融合姿态的典型例子 。他在枟以门律致书周颙等诸游生枠中也说 ：“吾门世恭

佛 ，舅氏奉道 。道也与佛 ，逗极无二 。寂然不动 ，致本则同 ⋯ ⋯夫澄本虽一 ，吾自俱宗其本 。鸿迹既

分 ，吾已翔其所集 。汝可专遵于佛迹 ，而无悔于道本 。”
［２２］２８７３这封书信的对象群比较广 ，可见这种三

教圆融的姿态在当时并非特例 。道教世家出身的孔稚珪也是释 、老兼摄通融的一例 。他在枟答竟陵

王启枠中说 ：“民积世门业 ，依奉李老 ⋯ ⋯至于大觉明教 ，般若正源 ，民生平所崇 ⋯ ⋯始乃迟迟执迹 ，

今辄兼敬以心 。一不空弃黄老 ，一则归依正觉 。”
［２２］２８９９再如江淹 ，他在枟与交友论隐书枠中说自己“既

信神农服食之言 ，久固天竺道士之说 。 守清静 ，炼神丹 ，心甚爱之 ；行善业 ，度一世 ，意甚美

之”
［２２］３１７１

。在枟自序传枠中也说 ：“淹尝云 ，人生当适性为乐 ，安能精意苦力 ，求身后之名哉 ！故自少

及长 ，未尝著书 ，惟集十卷 ，谓如此足矣 。重以学不为人 ，交不苟合 ，又深信天竺缘果之文 ，偏好老氏

清静之术 ⋯ ⋯常愿幽居筑宇 ，绝弃人事 。”
［２２］３１７８在枟无为论枠中又借人之口自我表白说 ：“无学不窥 ，

无事不达 ⋯ ⋯ 至如释迦三藏之典 、李君道德之书 、宣尼六艺之文 、百氏兼该之术 ，靡不详其津

要 ⋯ ⋯ ”
［２２］３１７４如此不一而足 。总之 ，在永明作家那里 ，三教思想呈现兼摄圆融的趋势 ，这是前述齐

代社会三教并行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玄言诗风继续生植的社会文化土壤 。

四

对于玄言诗风在齐代诗坛的新变化 ，我们可以从创作主体的精神品格 、审美情趣以及诗歌的内

容和艺术风貌等诸方面进行考察 。

诗歌玄言内容方面的变化是最明显的 。这一时期的玄言诗已全然不拘泥于“三玄”的章句式诠

释 ，我们已经较少见到那些纯粹拿老庄哲言说教的诗歌 ，即使像范云枟当对酒枠“狥性良为达 ，求名本

自欺”
［２０］１５４３

、枟古意赠王中书枠“岂知鹪鹩者 ，一粒有馀赀”
［２２］１５４４这样比较显见的玄理入诗 ，它也有自

身文本所建构起来的情意的支撑 。内容方面第二个层次的变化就是三教并行与圆融的文化环境使

这一时期的玄言诗歌向宗教倾斜 。王融就是一个大量创作宗教玄理诗歌的典型 ，其作品的一大特

色就是运用宗教题材 ，如其枟法乐辞枠十二章专门歌颂释迦牟尼生平 ，枟诃诘四大门枠 、枟在家男女恶

门枠 、枟大惭愧门枠 、枟努力门枠等也都挂起宗教的门面 。有的则是因为所歌咏的对象或者当时所接触

的内容就是宗教活动 ，所以就很自然地在创作中融入宗教玄理 。如谢朓的枟秋夜讲解枠 ：“四缘去谁

肇 ，七识习未央 。沈沈倒营魄 ，苦荫蹙愁肠 。琴瑟徒烂熳 ，姱容空满堂 。春颜遽几日 ，秋垄终茫茫 。

孰云济沈溺 ，假愿托津梁 。惠唱摛泉涌 ，妙演发金相 。空有定无执 ，宾实固相忘 。自来乘首夏 ，及此

申暮霜 。云物清晨景 ，衣巾引夕凉 。风振蕉荙裂 ，霜下梧楸伤 。六龙且无借 ，三相宁久长 。何时接

灵应 ，及子同舟航 。”
［２０］１４３５

枟奉和随王殿下枠其六 ：“念深冲照广 ，业阐清化玄 。端仪穆金殿 ，敷教藻琼

筵 。船湛轻帷蔼 ，磬转芳风旋 。卷辔栖道树 ，方津棹法舷 。归兴凭大造 ，昭途良易筌 。”
［２０］１４４５再如江

淹的枟构象台枠 、枟访道经枠 ，沈约的枟游沈道士馆枠等 ，都属于这一类作品 。至于在诗歌中化用宗教词

汇 、典故 、哲理 ，则更加普遍 ，如顾欢枟临终诗枠的“五途” 、“三清”
［２０］１３８１

；王融枟星名枠的“仙羽” 、“正

心”
［２０］１４０３

；谢朓枟和萧中庶直石头枠的“偶解金丹要”
［２０］１４４３

，枟奉和随王殿下枠之三的“弘道侍云

梁”
［２０］１４４５

；范云枟答句曲陶先生枠的“石户栖十秘 ，金坛谒九仙 。乘鹓方履汉 ，辔鹤上腾天”
［２０］１５４５

；沈

约枟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枠的“八解” 、“四禅”
［２０］１６３３

，枟酬华阳陶先生枠的“三清” 、“一气”
［２０］１６３７

，等等 。

创作主体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 ，就是前文谈到的玄思态的精神品格最终整合为一种清远独立

的艺术人格 。尽管这未必是他们现实务世的一面 ，但却鲜明地体现于他们的艺术作品中 。玄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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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使文士主体世界获得超越尘俗而亲近高远清雅的精神体验 ，自然高远的情致成为文艺创作中流

露的艺术主体的主流审美情趣 ，高蹈无为 、绝尘离俗的人生境界追求成为时人共尚的人格境界 。如

何劭枟游仙枠“抗迹遗万里 ，岂恋生民乐 。长怀慕仙类 ，眇然心绵邈”
［２０］６４９

，枟赠张华枠“私愿偕黄发 ，逍

遥综琴书 。举爵茂阴下 ，携手共踌躇 。奚用遗形骸 ，忘筌在得鱼”
［２０］６４８

，程晓枟赠傅休奕枠“茕茕独

夫 ，寂寂静处 。酒不盈觞 ，肴不掩俎 。厥客伊何 ，许由巢父 。厥味伊何 ，玄酒瓠脯”
［２０］５７７等 ，都是这

种艺术人格追求的体现 。这样的作品在齐代作家中是比较多见的 ，而且相对集中于赠答类作品中 ，

因为这类作品的自我表达与心意倾诉都比较集中和直接 。如徐孝嗣枟答王俭枠 ：

书帷停月 ，琴袖承飚 。 结芳幽谷 ，解佩明椒 。 去德滋永 ，怀德滋深 。 行云传想 ，归鸿

寄音 。
［２０］１４１１

徐孝嗣在这篇赠答之作中倾诉的是自己的心灵境界 ，“书帷停月 ，琴袖承飚 。结芳幽谷 ，解佩明

椒” ，描述的虽然是诗人的日常生活 ，但字里行间传递的是诗人对淡然的生存境界和超俗的理想人

格的肯定与追求 。王俭有枟赠徐孝嗣枠 ：

婉婉游龙 ，载游载东 。靡靡行云 ，并跃齐踪 。无类不感 ，有来斯雍 。之子云迈 ，嗟我莫从 。

岁云暮止 ，述职戒行 。崇兰罢秀 ，孤松独贞 。悲风宵远 ，乘雁晨征 。抚物遐想 ，念别书情 。
［２０］１３７９

王俭在该诗中回忆了和徐孝嗣相处的美好时光 ，“抚物遐想 ，念别书情” ，表达了由于各自忙于

公私之事而不能相见的思念 。全诗叙述脉络自然清晰 ，但在诗歌的中间却插入“崇兰罢秀 ，孤松独

贞”两句 ，诗人的用意很明显 ，他就是用“孤松”来象征经过岁月磨洗后仍淡定坚守的情意或操行 ，这

就奠定了诗歌超越尘俗的基调 。其他如王寂的枟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属奉枠 、陆厥的枟奉答内兄希

叔枠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品 。

这种创作主体精神世界的变化影响到他们的审美情趣 ，势必带来玄言诗歌在艺术风貌上的新

变 。这一时期的玄言诗歌在艺术的取向上是追求清淡 、高远 、雅静的风貌 。如谢朓的枟之宣城郡出

新林浦向板桥枠 ：“江路西南永 ，归流东北骛 。天际识归舟 ，云中辨江树 。旅思倦摇摇 ，孤游昔已屡 。

既欢怀禄情 ，复协沧洲趣 。嚣尘自兹隔 ，赏心于此遇 。虽无玄豹姿 ，终隐南山雾 。”
［２０］１４２９

“天际”一联

有意识地将情致往高远清新处推移 ，诗人虽有所“遇” ，而仍然孤独 ，但因为有“赏心”的原因 ，所以是

“孤”而不苦 ，结语“虽无玄豹姿 ，终隐南山雾”就不是一般出于无奈的选择 ，而是津津乐道甚至带着自

诩的味道了 ，从中很容易感受到一种悠然高标 、独立自赏的姿态 。如果我们将此诗与谢朓稍前创作的

枟始之宣城郡枠联系对看 ，就更容易体味到这种清远自赏的特点 。在枟始之宣城郡枠一诗中 ，诗人先以若

即若离的姿态将自己与群体区辨开来 ，接着点明自己的确有与众不同的想法 ，末了在清远的“江海”与

“山林”处归结 ，整首诗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向了独赏与自乐 。沈约的诗歌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典型 。

如枟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枠 ：“眷言访舟客 ，兹川信可珍 。洞彻随清浅 ，皎镜无冬春 。千仞写

乔树 ，百丈见游鳞 。沧浪有时浊 ，清济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 ，俯映石磷磷 。纷吾隔嚣滓 ，宁假濯衣巾 。

愿以潺湲水 ，沾君缨上尘 。”
［２０］１６３５新安江的清澈见底让旅途中的诗人有了一种自赏自悟式的感动 ，诗

歌全由江水的清澈生发 ，几句写实之后便展开大段的联想 ，完成从清净到无为的升华 ，所欲向读者

（“京邑游好”）展示的仍然是一种玄思态的清远自赏 、自得其乐的情怀 。全诗笔调淡而雅 ，中间虽然用

了“千仞” 、“百丈”这样有壮阔与雄豪感的词汇 ，但因为诗人描写的是水中景致 ，所以审美的感觉仍然

是清新而不是豪壮 。再如枟早发定山枠 ：“夙龄爱远壑 ，晚莅见奇山 。标峰彩虹外 ，置岭白云间 。倾壁忽

斜竖 ，绝顶复孤圆 。归海流漫漫 ，出浦水溅溅 。野棠开未落 ，山樱发欲然 。忘归属兰杜 ，怀禄寄芳荃 。

眷言采三秀 ，徘徊望九仙 。”
［２０］１６３６同样是山水行旅诗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清雅的诗人行走悟赏于其间 ，

领起全诗的是“奇”字 ，而归宿全诗的却在“秀”字 ，“野棠”一联甚至有些后来王维“人闲桂花落”的意

味 ，结尾“徘徊”一“望” ，将全诗的情致和独得的玄思推向高远 ，一种淡定与自适流淌于字里行间 。这

种高远 、清雅的自赏有时也会让某些诗人情绪一时昂扬 ，这时作品的整体面貌会略有改变 。如钟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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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登群峰标望海枠 ：“苍波不可望 ，望极与天平 。往往孤山暎 ，处处春云生 。差池远雁没 ，飒沓群凫惊 。

嚣尘及簿领 ，弃舍出重城 。临川徒可羡 ，结网庶时营 。”
［２０］１４７４整首诗歌节奏明快爽朗 ，从高远处落笔 ，

往清新处搜寻 ，那份高扬的情致却正需从后四句去读解 ，是景致触动了玄思 ，也是玄思整合了景致 ，而

这都是“望”中的诗人主体生发的力量 。这或许与某些诗人自身的性情和气质有些关联 。比如此前的

谢灵运多是一意地回环往复 ，往往要写到“山穷水尽”处 、说到“无话可说”时 ，所谓“内无乏思 ，外无遗

物”
［２９］２９

；而谢朓则有多个侧面 ，如枟游山枠表现得比较淡定 ，枟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枠则

相对激昂得多了 ；在沈约那里 ，则基本是一泓不怎么波动的清水了 ，故而钟嵘说他“意浅于江

（淹）”
［２９］５３

，虽则本是就诗论诗 ，但实在也是关乎两个诗人的性情和气质差异的 。

除了以上几个重大的变化外 ，笔者在细读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细节上的特点 ，就是有些诗歌

喜欢营造一种清风淡月的诗歌情境 ，在这种主要通过清明的“月”或者清淡的月色营造起来的氛围

中 ，去含蓄地抒发诗人的人生玄思或人格境界 。如萧子良的枟九日侍宴枠 ，全诗四言八句 ，基本上什

么“意思”也没有说 。诗人的主要精力只是集中于一种情境的描绘 ：“月殿风转 ，层台气寒 。高云敛

色 ，遥露已团 。”
［２０］１３８２这不是为写景而写景 ，应该说诗人是试图将侍宴的整个感思全部存寄在这无

言的“风月”之中 。再如张融的枟别诗枠 ：“白云山上尽 ，清风松下歇 。欲识离人悲 ，孤台见明月 。”
［２０］１４１０

诗人没有直接去倾诉离别的情绪 ，而是先通过 “白云” 、“清风”勾勒含蓄而富有思致的场景 ，然后又什

么都不说出 ，全部托付给了“明月” 。再如前举徐孝嗣枟答王俭枠在讲自己的日常生活时 ，只以“书帷停

月 ，琴袖承飚”八个字代替 ；王寂枟第五兄揖到太傅竟陵王属奉枠末章谈到自己“出处”时 ，也用“寒林泛

月 ，霜峰淡烟 。浊樽湛澹 ，清调连绵”
［２０］１４６１来涵盖 。当时诗歌中对这种“风月”的偏爱 ，有些欲含蓄地

表达诗人的情感或思致 ，有些则纯粹是景色描写 ，如王融枟临高台枠“井莲当夏吐 ，窗桂逐风开 ⋯ ⋯还看

云栋影 ，含月共徘徊”
［２０］１３８９

；枟饯谢文学离夜枠“春江夜明月 ，还看情如何”
［２０］１４０１

；枟春游回文枠“莲池照晓

月 ，幔锦拂朝风”
［２０］１４００

；徐孝嗣枟白云歌枠“风闺晚翻霭 ，月殿夜凝明”
［２０］１４１１

；虞炎枟咏帘枠“青轩明月时 ，紫

殿秋风日”
［２０］１４５９

；陆厥枟京兆歌枠“芳露浸紫茎 ，秋风摇素萼 。雁起宵未央 ，云间月将落”
［２０］１４６５

；江朝请

枟渌水曲枠“桂棹及晚风 ，菱江映初月”
［２０］１４７６

；谢朓枟和王中丞闻琴枠“凉风吹月露 ，圆景动清阴 。蕙风入

怀抱 ，闻君此夜琴”
［２０］１４４７

，等等 。要之 ，“风” 、“月”本身就容易给人一种清淡高远的感觉 ，诗歌中这种

对“风”和“月”并举式描写的偏爱 ，正与这一时期的玄言诗风有很大的关联 。

综上所述 ，山水诗的兴起并不直接意味着玄言诗风的黯然终结 ，即便诗歌发展到永明时期 ，我

们仍然可以看到玄言诗风的存在和不容忽视的影响力 ，齐代社会三教并行而渐趋融通的思想文化

状态 ，为玄言诗风提供了继续根植与发展的土壤 ，并给诗人 、诗歌的内容和艺术风貌都带来了新的

变化 。也正因为这新的历史环境和新的艺术创变 ，原先的“玄言诗”概念已不能完全涵盖新生的内

容 ，用“玄思态诗歌”去指称这一时期的此类作品或许会更加合适 ，而玄言诗风在以上新变中仍然有

着充分的活力 ，且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 ，这些都有必要引起我们研究的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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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校史专栏 ·

马寅初教育思想初探

蓝 　蕾 　金灿灿
（浙江大学 档案馆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马寅初（１８８２ — １９８２） ，浙江嵊州人 ，著名的人口学家 、经济学家 、教育家 。 新中国成立前夕 ，先生于 １９４９ 年 ８ 月出任浙江

大学校长 ，之后调任北京大学校长 。 先生在办学实践中 ，坚持教育与社会相结合的办学方针 ，培养切合国家 、社会实际需求的

高级专门人才 ，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与优秀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 。 本文初步梳理了先生在担任浙大校长期间的教

育思想概况 ，希望能为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和一流大学的创建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

１ ．教育目标和办学目的 。 新中国成立之初 ，对旧中国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任务 。 １９４９ 年

１２月 ，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教育工作的总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它的主要任务是提

高人民文化水平 ，培养国家建设人才 ，肃清封建的 、买办的 、法西斯的思想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先生十分敏锐地认识到

高等教育对建设新中国所负的重要职责 ，在出任浙大校长之初就阐明了大学教育的目标和办学目的 ，即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

下 ，学习新的思想 ，确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 ，与建设相结合 ，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 。 为此 ，先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推

进教育目标和办学目的落到实处 。

２ ．思想政治教育 。 先生十分重视思想教育 ，认为要“将旧的大学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大学 ⋯ ⋯ 必须加强全校师生员工的

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 ，这是改造一个旧大学的中心环节 ，否则一切改革都流于空谈” 。 为此 ，先生着手对浙大的课程设置和内

容进行改革 ，废除了尚非新中国建设亟需的“公民” 、“伦理学”等课程 ，成立负责学生政治学习的“大课委员会”和“政治课教学

委员会” ，开设“社会发展史” 、“新民主主义论”课程并列为必修课 。 先生聘请严仁赓 、孟宪承 、沙文汉等著名教授以及浙江省

委领导担任思想政治课的教师 ，加强师资力量 ，并亲自为师生授课 ，宣讲国内社会经济形势和政策 。

３ ．管理制度创新 。 坚持民主办校精神 ，加强学校管理 。 先生出任浙大校长后 ，“深觉本校的组织庞大 ，不够联系”的不利状

况 ，倡导建立院务会议和系务会议制度 ，以提高效率 ，加强各方面联系 。 为调动师生员工的积极性 ，先生还创立了学校代表大会

制度 。 １９５０年 ４月 １日 ，浙江大学第一次全校代表大会召开 ，先生号召“人人提提案 ，个个想办法” ，极大激发了广大师生建设新

浙大的热情 ，提案高达九百多条 。先生依靠群众 、发扬民主 ，运用代表大会形式来管理学校 ，创造了新中国大学治理的一个典范 。

４ ．教学方法改革 。 先生强调学生实践能力的训练 ，采用“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新教学方法 ，倡导教育教学与劳动实践相结

合 。 比如 ，畜牧兽医学系师生为学校附近的农民医治家畜 ，植物病虫害学系师生下乡防治果树虫害 ，土木系学生参加治理淮

河建设等 。 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使学校办学与建国初期的政府 、企业及有关部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培养了学生为国家 、为

社会 、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５ ．重视服务社会 。 建国初期 ，百废待兴 ，急需人才 。 先生重视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充分发挥浙江大学的人才师资优势 ，

在农学院增设畜牧兽医系 ，在外文系新设俄文组 ，还接受中央和浙江省政府委托代办森林 、电机等各种专修班及水文检测等

训练班 ，有力支持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在先生的支持下 ，浙大学生会服务部与劳工联谊会 、浙大学生公社合办了浙大

民众夜校 ，招收工厂工人 、贫苦儿童入学 。 在夜校成立典礼上 ，先生鼓励学员要有恒心 ，坚持学习 ，互相帮助 ，努力“建立一个

最进步的现代化的国家” 。

先生在浙大的时间虽然较短 ，但在浙大所形成的办学思想和推行的办学举措 ，对于转型时期的浙江大学从一个旧中国的

国立大学到一个新中国的人民大学的过渡与转变 ，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 它不仅是今天大学校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同时

也是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个宝贵经验 ，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讨论与借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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