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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及表现

林家骊 　孙 　宝
（浙江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魏晋儒学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魏晋“文学” 、“文章”吸纳儒家政教观 ，又体

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 ；魏晋文学对抒情性的强调 ，离不开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的继承与发扬 ；魏晋世

儒家学对文人儒家人格理想及文风旨趣的形成影响深远 ；魏晋儒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促进了以

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为前提的颂美或批判之作的产生 。

［关键词］魏晋儒学 ；文学 ；互动

On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on the Literature of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Lin Jiali 　 Sun Bao
（Department o 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 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In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Confucianism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literature in four aspects ：（１） Wenxue and Wenz hang absorbed the Confucian outlook o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while keeping the outstanding traits of literature itself ． （２ ） Lyricism was
emphasized ，with the carrying forward of the Confucian notion or philoso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and the Han Dynasty ．（３） Confucianism achieved a profound impact on Confucian scholars摧
personalities and literary tastes ．And （４） Confucianism penetrated all domains of the society and life ，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compositions of praise and criticism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Confucian values
Key words ：Confucianism in Three Kingdoms and the Jin Dynasty ；literature ；interaction

目前 ，学界对魏晋文学与儒学的交融互动情况关注较少 ①
，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原因 ：从思想



层面看 ，魏晋玄学兴盛 ，儒学虽是此期的统治思想 ，但多体现出中衰及保守特征 ，不及玄学更受士林

及统治上层的推崇 ；从文学观念的发展看 ，学界多注重魏晋文学在抒情性及形式美等方面的突破 ，

强调魏晋文学与儒学疏离的一面 ，而对它继承先秦两汉儒学文艺观的另一面缺乏足够重视 ；从人格

涵养的形成看 ，魏晋刑名法术 、老庄佛学与儒学形成争鸣局面 ，文人的人格层次 、价值观念更趋丰富

多元 ，而学界较少注意到魏晋儒学对文人的显在作用已转为潜在的影响 ；从文学创作上看 ，学界多

津津乐道于魏晋文学的玄化特征 ，如对玄言诗 、玄言赋的研究日趋深入 ，却对此间流露出鲜明儒学

思想意趣的诗文关注不够 ，对其艺术特征和成就的评价也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 ，虽然魏晋儒学萧条

以及文学自觉化进程加速是造成两者关系松动的决定性因素 ，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外在表现

形式仍呈现出深入 、广泛 、多样等特质 。因此 ，笔者拟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探讨 。

一 、魏晋“文学” 、“文章”观对儒家政教观的吸纳与文学化特征的凸显

魏晋时期文学意识已趋于独立 ，然而其与儒家教化原则又具有并行不悖 、勾连互动的特点 ，

通过考察此间“文学”和“文章”两个观念的演变就可以看出 。 魏晋“文学”具有多重含义 ，如作为

儒家经典文献 、礼仪典制之学 、学校庠序 、军府或太子属吏等 。除此之外 ，魏晋“文学”还多包含

辞章才艺与儒家经典之学的双重内涵 。如曹操枟百辟刀令枠说 ：“吾诸子中有不好武而好文学者 ，

将以次与之 。”
［１］卷三 ，１０６７上 阮籍枟与晋王荐卢播书枠说 ：“潜心图籍 ，文学之宗 ；敷藻载述 ，良史之

表 。”
［２］６６张华枟答何劭诗枠其二说 ：“虚恬窍所好 ，文学少所经 。”

［３］３４４上庾亮枟武昌开置学官教枠说 ：

“四府博学识义通涉文学经纶者 ，建儒林祭酒 。”
［１］卷三六 ，１６７１上上述“文学”大多融合辞章与学术两个

层面 ，然而辞章的意义比重已非常大 。如陆机枟谢吴王表枠说 ：“复以颇涉文学 ，见转为殿中郎 。”

枟与吴王表枠又说 ：“臣以职在中书 ，诏命所出 。臣本以笔札见知 。”
［１］卷九七 ，２０１６下可见 ，“笔札”之才才

是陆机以“颇涉文学”迁升的直接原因 。 总之 ，魏晋“文学”一词虽为组合概念 ，但其对文学创作

才能的偏重非常明显 ，这已与先秦两汉时期大为不同了 。 葛洪说 ：“圣人实之于文 ，铸之于学 。

夫文学也者 ，人伦之首 ，大教之本也 。”
［１］卷一一七 ，２１３４下他已将辞章之“文”与经典诸子之“学”区别并

列 ，“文”的独立价值自然被突出出来 。吴人陆景枟典语枠亦称 ：“所谓文者 ，非徒执卷于儒生之门 ，

摅笔于翰墨之采 ，乃贵其造化 ，礼乐之渊之盛也 。”
［１］卷七〇 ，１４３３下陆景特意指出“文”具有“执卷于儒

生之门 ，摅笔于翰墨之采”的两重性 ，体现出魏晋文学观从先秦两汉文章博学向缀篇修辞的过渡

状态 。

“文章”一词 ，魏晋之前除指色彩条纹外 ，主要指儒家典章制度 、经典文献等 。两汉“文章”已多

有文学化的含义 ，魏晋则呈深化之势 。如夏侯惠枟荐刘劭枠说 ：“文章之士 ，爱其著论属辞 ；制度之士 ，

贵其化略较要 。”
［１］卷二一 ，１１６５下华覈枟上疏请召还薛莹枠说 ：“莹涉学既博 ，文章尤妙 ，同寮之中 ，莹为冠

首 。今者见吏 ，虽多经学 ，记述之才 ，如莹者少 。”
［１］卷七四 ，１４５０下葛洪枟抱朴子枠说 ：“观此二人（指陆机 、

陆云） ，岂徒儒雅之士 ，文章之人也 。”
［１］卷一一七 ，２１３２上他们无疑充分认识到“文章之士”与“制度之士”或

“儒雅之士”与“文章之人”的不同 ，并有意识地突出“文章尤妙” 、“记述之才”的独特价值 ，“文章”文

学化色彩显然加深了 。应该说 ，魏晋“文章”较“文学”更接近后世文学观念 。如魏明帝枟诏何桢枠说 ：

“扬州别驾何桢 ，有文章才 ，试使作枟许都赋枠 。”
［１］卷九 ，１１０４上 陆云枟与兄平原书枠说 ：“文章当贵经

绮 。”
［１］卷一〇二 ，２０４３上陶渊明 枟五柳先生传枠说 ：“常著文章自娱 ，颇示己志 。 忘怀得失 ，以此自

终 。”
［４］卷六 ，２８７上由此可知 ，魏晋士人将“文章”作为对诗赋创作的概括之辞 ，已与后世文学观念差别不

大 。正因如此 ，魏晋文学总集也往往冠以“文章”之名 ，如挚虞枟文章流别集枠６０卷 、枟文章流别论枠２

卷 、枟文章志枠４卷 ，荀勗枟文章叙录枠１０卷等 ，即是其例 。 枟文章志枠 、枟文章流别集枠 、枟文章流别论枠乃

是挚虞对汉魏辞赋及其他应用文体创作搜罗 、编选以及评骘高下的成果 。他总结“文章”的意义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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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者 ，所以宣上下之象 ，明人伦之叙 ，穷理尽性 ，以究万物之宜者也 。王泽流而诗作 ，成功臻而颂

兴 ，德勋立而铭著 ，嘉美终而诔集 。祝史陈辞 ，官箴王阙 。”
［１］卷七七 ，１９０５上挚虞在“文章”中寄寓深厚的

道德教化意蕴 ，无疑顺承了汉代儒学化的文学观念 ，同时其外延也扩大到诗 、颂 、诔 、箴等方面 。当

然 ，将儒家六艺经典与“文章”联结 ，并非挚虞一人的观念 。如傅玄枟傅子枠说 ：“枟诗枠之枟雅枠 、枟颂枠 ，

枟书枠之枟典枠 、枟谟枠 ，文质足以相副 。玩之若近 ，寻之若远 ，陈之若肆 ，研之若隐 ，浩浩乎其文章之渊府

也 。”
［１］卷四九 ，１７４０下 就充分体现出以儒家六艺经典作为文学源头的意识 ，这对刘勰 枟文心雕

龙 ·宗经篇枠也不无影响 。

二 、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与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

魏晋士人尤为强调文学创作的抒情 、娱情 、言志等功能 ，这离不开对此前儒家情性观的继承 。

如枟谷梁传 ·僖公二十二年枠载 ：“人之所以为人者 ，言也 。人而不能言 ，何以为人 ？言之所以为言

者 ，信也 。言而不信 ，何以为言 ？信之所以为信者 ，道也 。信而不道 ，何以为道 ？”
［５］卷九 ，２４００下

枟郭店楚

墓竹简 ·语丛四枠说 ：“言以词 ，情以旧 。非言不酬 ，非德亡复 。”
［６］２１７显然 ，儒家认为言语是人之为人

的根本特征 ，是道的载体 ，须遵从信的原则 。另外 ，言辞还具有传达情感的功能 。当然 ，关于言辞 ，

孔子曾提出文质彬彬的观念 ，其中蕴涵了中和适度的审美标准 ，更是礼法意识在语言观方面的映

现 。因此一定程度上说 ，先秦儒家的情性说与文质观高度统一于礼仁和合的道德范畴之中 。两汉

强调文学在经学视阈中的辅翼功能 ，作为文学本体重要构成方面的情性 、言辞则牢牢就范于经学教

条之下 ，颂扬德业 、恢弘礼教之作在在多有 ，刻画内心情感 、追求语言藻饰的作品则不多 ，扬雄枟太

玄枠是屈指可数的例子之一 。扬雄注重情感价值 ，强调言辞对内在情志的抒写功能 ，同时又认为两

者须遵从文质彬彬的原则 。 枟法言 ·先知枠就说 ：“圣人 ，文质者也 ⋯ ⋯声音以扬之 ，枟诗枠 、枟书枠以光

之 。”
［７］２９１在扬雄看来 ，圣人不史不野 、文质兼济 ，枟诗枠 、枟书枠则又是彰显圣人德美的范本 ，这种思想

代表了汉人的普遍认识 。

顺承两汉文学抒情观 ，魏晋士人在诗赋创作中更加追求自身情感的充分展示 。如曹植枟七启枠

说 ：“夫辩言之艳 ，能使穷泽生流 ，枯木发荣 。庶感灵而激神 ，况近在乎人情 。”
［８］１３５张华枟答何劭诗枠

其二说 ：“是用感嘉贶 ，写心出中诚 。”
［３］卷二四 ，３４４上挚虞枟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枠说 ：“情发于中 ，

用著斯诗 。”
［９］７５８刘琨枟答卢谌诗枠说 ：“文以明言 ，言以畅神 。”

［９］８５２王浚枟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枠说 ：

“赋诗尽下情 ，至感畅人神 。”
［９］７７５陶渊明枟感士不遇赋序枠说 ：“夫导达意气 ，其唯文乎 ？”

［４］卷五 ，２５５王羲

之枟用笔赋序枠说 ：“夫赋以布诸怀抱 ，拟形于翰墨也 。”
［１］卷二二 ，１５８０上应该说 ，魏晋士人强调诗赋的抒情

性 ，对儒家既有言志抒情观的继承之处还是十分明显的 。

当然 ，魏晋文士抒情时追求自然状态下的应物感发 ，而非预设伦理准则下的被动抒发 ，这与汉

代文人有所区别 。像卢谌枟赠刘琨诗枠说 ：“情以体生 ，感以情起 。”
［９］８８１张骏枟东门行枠 ：“临川悲逝者 ，

节变动中情 。”
［９］８７７司马睿枟诏答诸葛恢枠 ：“情发于中 ，而寄乎物 。”

［１］卷八 ，１５０７下陶渊明枟九日闲居枠 ：“敛

襟独闲谣 ，缅焉起深情 。”
［４］卷二 ，５４可见 ，魏晋士人注重在时节物候 、礼赠篇什中移植情感 、寄托怀想 ，

他们不但愈加关注主体自我的心灵世界 ，又对外在自然投入更多欣赏的意趣 ，情景交融 、物我一体

促生了魏晋诗赋中清新淡雅 、自然和融的一面 。魏晋士人往往将人的情感表现纳入对天地艺术再

现的范畴中来 。成公绥枟天地赋序枠就说 ：“赋者 ，贵能分理赋物 ，敷演无方 ，天地之盛 ，可以致思

矣 。”
［１］卷五九 ，１７９４上魏晋士人重视自我情感 ，更重视在天地物类和合统一的前提下表达自我情感 ，因此

描摹事物详备精细 ，展示内心悱恻缠绵 ，成为魏晋文风中相辅相成的两个主题 。这些在陶渊明这里

皆臻于艺术化境 ，他在枟饮酒枠其十四中所说的“不觉知有我 ，安知物为贵”
［４］卷三 ，１５９

，就是天人一体 、

物我混融的集中体现 。可以说 ，魏晋文学的重情风貌既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 ，又充分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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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情物交感的创作理念 ，促生了此间抒情 、咏物之作互联并兴的景观 ，相对两汉情制于礼 、

以物比德的前提下情与物较少勾连的情况 ，无疑前进了一大步 。

三 、魏晋世儒家学与文风旨趣的形成

魏晋家学在儒学传承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它对文人品格 、文学修养的形成都具有重要

作用 。如出自东吴名门的陆云就多有对诗赋铭赞等创作的真知灼见 。他说 ：“省枟述思赋枠 ，流深情

至言 ，实为清妙 ⋯ ⋯ 枟文赋枠甚有辞 ，绮语颇多 ⋯ ⋯ 枟咏德颂枠甚复尽美 ，省之恻然 。 枟扇赋枠腹中愈首

尾 ，发头一而不快 ，言乌云龙见 ，如有不体 。 枟感逝赋枠愈前 ，恐故当小不 ？然一至不复灭 。 枟漏赋枠可

谓清工 。”
［１］卷一〇二 ，２０４２上由此可知 ，陆云崇尚清省简约 、典雅精拔的文风 ，对于赋的起承转合 、首尾照

应方面尤为留心 ，同时还注重作品中情感意蕴的传达 ，赏鉴力颇高 。就陆云的诗赋创作来看 ，隶事

情况较多 ，文风略显典重 ，自然也是其品评观念的反映 。陆机也不例外 ，他虽有时能调和清绮与繁

缛之间的关系 ，但就多数作品来看 ，辞藻 、典事的冗积现象还是较为突出 。陆云 、陆机的隶事之习正

与时下复古风气密切相关 ，枟抱朴子 ·外篇 ·钧世枠说 ：“近者夏侯湛 、潘安仁并作枟补亡诗枠 ，枟白华枠 、

枟由庚枠 、枟南陔枠 、枟华黍枠之属 ，诸硕儒高才之赏文者 ，咸以古诗 、枟三百枠未有足以偶二贤之所作

也 。”
［１０］卷三〇 ，１５５ １５６然而 ，儒学家学与补经世风一方面推动了魏晋文坛的复古创作 ，另一方面又造成

此类作品质木无文 、僵化滞涩的通病 。如傅咸枟七经诗枠首开从儒家经典中集句为诗的先例 ，夏侯湛

枟昆弟诰枠中“於戏” 、“呜呼” 、“俞” 、“吁” 、“都”等语词 ，均源自枟尚书 · 尧典枠 、枟舜典枠 、枟康诰枠 、枟酒

诰枠 、枟召诰枠 、枟大诰枠等篇 ，它们点缀在诰辞里就多有赝古之嫌 。对此 ，张溥说 ：“见枟弟诰枠总训群子 ，

绍闻穆侯 ，人伦长者之书也 。但规模帝典 ，仅能形似 ，刻鹄画虎 ，不无讥焉 。”
［１１］１５７其实 ，张溥对夏侯

湛的批评也适用于魏晋多数的拟经之作 。

魏晋士人的世族谱系意识非常强烈 ，在儒学家风的熏陶之下 ，他们不仅弘扬其宗族观念 ，也促

进了自身文人与儒士双重身份的叠合 。魏晋诗歌中多有吟咏情怀 、抒发志向 、追慕节操 、批判现实

的作品 ，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儒学价值 、人格精神化 、文本化和风格化的表现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如

何劭枟杂诗枠说 ：“勤思终遥夕 ，永言写情虑 。”
［９］ ６４９潘岳枟悼亡诗枠其二说 ：“赋诗欲言志 ，此志难具

纪 。”
［９］６３６郑丰枟答陆士龙诗四首 ·南山五章枠其五说 ：“诗以言志 ，先民是经 。”

［９］７２２均有意识运用儒

家赋诗言志 、因物起兴 、立名不朽等文艺手法和价值原则 ，它们正是诗人儒化人格的外显 ，因此诗中

也自然流动着中和 、典雅的人文气息 。然而 ，魏晋士人从儒家精神原则出发的批判意识在作品中也

有充分体现 ，如徐幹的枟中论 ·谴交枠 、枟抱朴子 ·外篇 ·交际枠 ，即对世人交往的庸俗性和功利性加

以抨击 ，他们坚持儒学伦理价值原则 ，翔实而形象地揭露了汉末乃至西晋私相请托 、奔竞势利的世

风 ，其笔法雄劲 ，遣论畅达 ，逻辑明晰 ，对比鲜明 ，又呈现出儒者文风激越耿介的一面 。

魏晋文士强调儒学经典的文学性 ，提升文学地位的现象也不容忽视 。如枟抱朴子 ·外篇 ·安贫枠说 ：

“六艺备研 ，八索必该 ，斯则富矣 。振翰摛藻 ，德音无穷 ，斯则贵矣 。求仁仁至 ，舍旃焉如 ？”
［１０］卷三六 ，１６３就反

映了葛洪将六艺探研与摛藻为文结合的态度 。他主张文为道次 ，道不离文 。 枟抱朴子 ·外篇 ·尚博枠

说 ：“文可以废而道未行 ，则不得无文 ⋯ ⋯尔则文章虽为德行之弟 ，未可呼为余事也 。”
［１０］卷三二 ，１５７ １５８因

此 ，他认为即使乡讴俚曲 、军旅鄙词 ，亦有观风之用 、助教之效 ，而对当下那些吟风弄月 、绮靡空洞的诗

赋之作也并不欣赏 ，认为“或贵爱诗乘浅近之细文 ，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 ，以磋切之至言为 拙 ，以虚

华之小辩为妍巧”
［１０］卷三二 ，１５７

，其批判的关键自然在于它们缺乏宣教载道的内涵 。再如王粲枟七释枠说 ：

“辞不必繁 ，以义为贵 。道苟不同 ，听言则醉 。”
［８］１３３孙绰枟孙子枠说 ：“典籍文章之言也 。治出于天 ，辞宣

于仁 。”
［１］卷六二 ，１８１５下都表明以道 、义 、仁为核心的儒学价值观在魏晋士人文学意识中的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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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魏晋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渗透及其文学表现

魏晋儒学虽然受到玄学的有力冲击 ，其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左右力量仍不可忽视 。 枟抱朴子 ·外

篇 ·循本枠说 ：“德行文学者 ，君子之本也 ，莫或无本而能立焉 ⋯ ⋯积习则忘鲍肆之臭 ，裸乡不觉呈形

之丑 ⋯ ⋯将救斯弊 ，其术无他 ，徒擢民于岩岫 ，任才而不计也 。”
［１０］卷四一 ，１８３这就强调了儒学作为立身

之本的重要性 ，同时也指出了它对纠正放诞世风的积极作用 。深受儒家礼法观念制约的政治心态

也向文学创作领域渗透 ，以诔谥文为例 。 枟世说新语 ·文学枠载陆退说 ：“丈夫之德 ，表于事行 ；妇人

之美 ，非诔不显 。”
［１２］２６０显见其强化诔谥文的礼法内涵 。这种强调还上升为对其文学形式美的追

求 。 枟世说新语 · 文学枠载 ：“桓公见谢安石作简文谥议 ，看竟 ，掷与坐上诸客曰 ：‘此是安石碎

金 。’”
［１２］２６７又“孙兴公作枟庾公诔枠 。袁羊曰 ：‘见此张缓 。’于时以为名赏 。”

［１２］２５８可以说 ，从诔谥文的

礼法意识到其艺术风格的追求 ，集中体现了魏晋儒学礼法化到文学化的发展脉络 。

魏晋儒学意识在日常生活中多有影响 ，也促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 。如在向善修养方面 ，三国吴

人杨泉枟赞善赋枠说 ：“伊善恶之所施 ，乃祸福之为阶 。 行德安而保身 ，忘为害而自危 。故先民之有

作 ，执温恭而不亏 。云颜冉之遭命 ，怪祸福之参差 。夫二贤之履道 ，历千载而见知 。身既没而名存 ，

厥复戚乎何为 ？”
［１］卷七五 ，１４５３上 １４５３下就体现出以修“善”养“德”作为立名全身之本的意识 。在读书怡情

方面 ，束晳枟读书赋枠说 ：“垂帷帐以隐几 ，被纨扇而读书 ⋯ ⋯颂枟卷耳枠则忠臣喜 ，咏枟蓼莪枠则孝子悲 。

称枟硕鼠枠则贪民去 ，唱枟白驹枠而贤士归 。是故重华咏枟诗枠以终己 ，仲尼读枟易枠于终身 。原宪潜吟而

忘贱 ，颜回精勤以轻贫 。”
［１］卷八七 ，１９６２上束皙以重华 、孔子 、原宪 、颜回等吟咏枟诗枠 、枟易枠而乐道安贫的

事例 ，赞美儒家经典的人格化和诗意化 ，从而在赋中将阅读儒家范本时产生的精神愉悦展现出来 。

儒家伦理情感在魏晋社会中也有充分的渗透和彰显 ，魏晋士人在亲情 、友情 、恩情等方面多自觉奉

行仁德忠义等原则 ，也促进此类题材的创作 。如元李公焕枟笺注陶渊明集枠注引张 评价陶渊明说 ：

“先生高蹈独善 ，宅志超旷 ，视世事无一可芥其中者 。独于诸子 ，拳拳训诲 ；有枟命子诗枠 ，有枟责子

诗枠 ，有枟告俨等疏枠 。”
［４］卷一 ，４０陶渊明的枟命子诗枠 、枟责子诗枠正是魏晋家诫文学题材的一个缩影 ，其中

蕴涵的伦理温情自感人至深 。友情文学化 ，也是魏晋文坛的重要趋势 。 枟毛诗序枠说 ：“枟伐木枠 ，燕朋

友故旧也 。自天子至于庶人 ，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也 。”
［１３］４３４

枟诗经 ·小雅 ·伐木枠不妨可看作魏晋众

多的公宴赠答之作繁兴的先导 。曹丕多喜与邺下文士命题同作 ，其枟夏日诗枠集中体现了与众文士

交游的场景 ：“北坐高阁下 ，延宾作名倡 ⋯ ⋯ 巧拙更胜负 ，欢美乐人肠 。从朝至日夕 ，安知夏节

长 ？”
［１４］１６４他还与诸兄弟同作 ，如枟登台赋序枠说 ：“建安十七年春 ，上游西园 ，登铜雀台 ，命余兄弟并

作 。”
［１４］１２０又枟于玄武陂作诗枠说 ：“兄弟共行游 ，驱车出西城 ⋯ ⋯忘忧共容与 ，畅此千秋情 。”

［１４］１６１曹

丕与建安文士的游宴唱和活动在两晋 、南北朝时期产生广泛影响 。当然 ，这些活动所蕴含的儒学伦

理内涵更值得重视 。

综上所述 ，可作以下结论 ：（１）魏晋文学意义上的“文”多与儒学学养 、经典文献 、礼仪制度等

层面的“学”联合使用 ，魏晋士人重视儒家六艺经典对文学的垂范作用 ，强调儒学文艺观中经世致用

的原则 ，这些都与汉代文士区别不大 。随着文学独立品格的凸显 ，魏晋儒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性也

相应增强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两汉时期文学一味依附儒学的情况 ；魏晋儒学也多由显在的价

值准则向潜在的文人人格 、艺术格调 、审美情趣等方面转化 ，对魏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

（２）魏晋文学与儒学的互动关系丰富多元 ，魏晋“文学” 、“文章”观在充分吸纳儒家政教观的基础

上 ，体现出鲜明的文学化特征 ；魏晋文学强调抒情性 ，是对先秦两汉儒家情性观更大程度上的继承

与发扬 ；儒学家风不仅对魏晋文人儒家人格理想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 ，它还通过儒家学术文学化及

儒家人格文学化等途径影响魏晋文风旨趣 ；魏晋儒学赋予了文学创作深厚的伦理情感和价值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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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 ，推动此期歌颂人伦与批判社会的作品层出不穷 。 （３）魏晋文学一方面改变了两汉文学作为

儒学附庸的地位 ，开启了齐梁标举性灵 、注重辞采声律的风气 ，另一方面又体现出浓厚的儒学积淀 ，

弄清这一阶段儒学与文学的互动方式 ，不仅可从思想史的角度透视它与先秦两汉时期的历史渊源 ，

又对纠正学界片面强调玄学对魏晋文学影响的倾向有积极意义 。 （４）南北朝 、隋及初唐时期 ，统治

者对儒学的提倡同样赋予文学环境儒学化的面貌 ，通过对魏晋文学与儒学关系的研究 ，可以为探讨

儒学与文风建构的历史性课题提供必要的线索和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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