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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侠文化"!!!!西南大学学报!今古传奇武侠版!合办!! 主持人#韩云波!
!!主持人语#"##?年!大陆新武侠的出版和创作

都可谓达到了"鼎盛#!但"鼎盛#并不代表高水平!
某种意义上主要是数量的泡沫!创作心态和赏评心

态都有某种浮躁$刚刚获得黄易武侠文学奖的凤

歌!就深感当下武侠创作道路上的孤寂$而作为大

陆新武侠领军阵地的%今古传奇武侠版&目前也存

在着一个转折!然而!究竟是向哪一边转以及如何

转!却让人费尽思量$"##$年"月下旬!凤歌从他

的家乡奉节!也就是曾让诗圣杜甫留下了许多不朽

篇章的古夔州!回到%今古传奇武侠版&履新!出任

主编一职!许 多 读 者 都 对 此 寄 予 厚 望!而 除 了%沧

海&的连载一枝独秀之外!武侠世界给人的感觉终

究还是"蜀 中 无 大 将#$"##@年$月!本 栏 目 开 办

’当时名为""A世纪中国侠文化#(!次年初!汤哲声

教授即在本栏目撰文提出!武侠小说到了今天!"写
人#已经不再是武侠小说创新的突破口!应该更多

角度)更多层次地演绎各类文化$但是!如何"写文

化#!他当时却并未细说$本栏目一直注意拓展中

国侠文化的研究领域!注意将其延伸到古今中外的

广大地域和不同时段!注意延伸到多学科多文化的

人类知识领域$本期栏目的三篇文章就是从差异

极大的三个不同角度立论的!而且都同时将目光投

向了比武侠小说本身更加广大的文化空间$其中!
刘飞滨的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立论!虽然现存汉末

建安时代的游侠诗数量并不多!但却依然是汉末三

国那个"勇侠#’当时!魏国人鱼豢著%魏略&!其中有

%勇侠传&(时代的折光!而从儒家角度来理解游侠!
这是侠文化向着主流文化提升的开始$秦宇慧是

较早"潜水#于网络的!现在她进入学院来研究网络

武侠的历时变迁!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和切身体验!
其文章自然别有一番天地!论述了作为新传媒的网

络对于武侠小说的重大影响$吴安新的专业是法

学!他从法理学角度对"侠#做阐释!提出了侠的实

质是"私力 救 济#的 观 点!虽 然 论 述 还 不 够 深 入 细

致!但意义是 重 要 的!这 就 犹 如 罗 尔 斯 提 出"正 义

论#那样的角度!对"侠#的深层次的伦理功能和社

会结构功能进行剖析!如果进一步沿此思路展开!
也许会有助于对我们长期纠缠不清的关于武侠小

说和侠文化之道德评价迷雾的澄清$总之!本期的

三篇文章!其意义集中到一点!就是当下武侠文化

以及武侠小说的提升!正有待于中国侠文化之各类

文化研究的深入$

建安游侠诗与儒家精神

刘 飞 滨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A##?B"

摘!要#游侠诗于建安时期进入士人手中#从现存数量极为有限的作品来看#主要表现为诗人对游侠形

象的写实和理想化改造的并存$建安诗人表面上描写游侠#歌唱游侠#其精神实质则是借这一特殊形象表 达

他们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建安诗人虽然很多时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 形

骸的行为#但是思想主流却依然是儒家的东西$所以#从儒家思想出发解读建安游侠诗是合乎情理的$

关键词#建安&游侠诗&入世情怀&儒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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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侠诗滥觞于汉代的游侠歌谣#而于建安时期

进入士人手中#开启了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成为文

学史上非常重要的现象$"#世纪B#年代以来#关

于游侠诗的专门研究文章已有数十篇之多#本文在

" 收稿日期#"##?E#%E"?
作者简介#刘飞滨!AF$"E"#男#陕西户县人#四川 师 范 大 学 文 学 院#讲 师#四 川 大 学 宗 教 学 研 究 所 在 站 博 士 后#主

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现有成果基础上!从整体上检讨建安游侠诗"建安

游侠诗虽然数量极为有限!但游侠形象的塑造为后

来者薪火相传!其积极刚健的入世情怀更是沾溉千

古!体认建安游侠诗及其精神实质!意义颇为深远"

一

!!建安游侠诗现仅存四首完整作品和一残篇!分
别为王粲#咏史$其二%阮瑀#咏史$其三%曹植#名都

篇$%#白马篇$和#结客篇$"王%阮作品写实色彩浓

厚!表现出初创特点"而曹植作品则有艺术上的加

工创造!标志着游侠诗在其初创阶段即已有了成熟

表现"
王粲#咏史$&A’BB其二云(

!!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 滨"缟 素 易 水 上!
涕泣不可挥"
诗写易水送别!#史记)刺客列传$(*太子及宾

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
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

垂泪涕泣"又前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

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

冠"于是荆 轲 就 车 而 去!终 已 不 顾"-&"’"%!@王 粲 诗

真实地呈现了当时的历史场面"荆轲的身份%送行

之人及送别时众人的穿戴%情感的悲痛等等均本乎

史实"就风格而言!乃直陈其事!质朴无华"
阮瑀#咏史$&A’A%F其三云(

!!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 宾"图 尽 擢 匕 首!
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

击筑 歌!悲 声 感 路 人"举 座 同 咨 嗟!叹 气 若

青云"
此诗亦写 易 水 送 别!不 过 较 之 王 粲 诗 更 为 详

尽"开篇两句介绍燕太子丹和荆轲之间的特殊关

系!二人虽有主宾之别!荆轲却被太子丹视为上宾

而礼遇有加"这一情况!亦史有所载"#史记)刺

客列传$载!燕太子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日
造门 下!供 太 牢 具!异 物 间 进!车 骑 美 女 恣 荆 轲 所

欲!以顺适其意-&"’"%!A"第三句以下是对易水送别

场面的真实描述"除了王粲诗中所涉内容外!还交

代了荆轲此行的目的...*长驱西入秦-!以及为实

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图尽擢匕首-!同时

又有对*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这一重要细节的

描写"另外!由于运用了夸张比喻手法!如*悲声感

路人-%*叹气若青云-等!使得诗歌中明显有浓烈的

悲壮气氛"不过!总体言之!全诗所写基本上还是

囿于史实!其悲壮气氛以及某些感情因素!乃史实

本身所具!非诗人有意生发"

不同于王%阮二人的写实!曹植在诗中 根 据 自

己的思想情感需要将游侠形象精神化!使之成为他

抒情言志的极好凭借"#名都篇$&!’@B@云(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 年"宝 剑 直 千 金!
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驰骋

未能半!双兔过我前"揽弓捷 鸣 镝!长 驱 上 南

山"左挽因右发!一 纵 两 禽 连"余 巧 未 及 展!
仰手接飞鸢"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归来

宴平乐!美酒斗十千"脍鲤!胎 虾!炮 鳖 炙 熊

蹯"鸣俦啸匹侣!列 坐 竟 长 筵"连 翩 击 鞠 壤!
巧捷唯万端"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云散

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诗中塑造了一位京洛少年形象"他轻捷劲健!

骑术高超!箭法过人!斗鸡走马!驰骋狩猎!很是潇

洒俊爽"游侠的英勇精神和非凡武艺于其身上完

美聚集"但这又不是一个普通的江湖游侠"他穿

戴华贵%生活优裕%地位颇高!显然具有贵公子的身

份"在他的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气息"他虽然面对

*白日西南驰-的景象而生发出*光景不可攀-的感

叹!但是*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

烁着青春%自 由 和 欢 乐-&@’A"?"结 合 曹 植 的 性 情 与

身份!这位少年可谓作者自己的理想化身"#白马

篇$&!’@AA亦云(

!!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 驰"借 问 谁 家 子!
幽并游侠儿"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

秉良弓!楛矢何参差"控弦破 左 的!右 发 催 月

支"仰手接飞猱!俯 身 散 马 蹄"狡 捷 过 猿 猴!
勇剽若豹螭"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羽檄

从北来!厉马登高堤"右驱蹈 匈 奴!左 顾 凌 鲜

卑"寄身锋刃端!性 命 安 可 怀"父 母 且 不 顾!
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

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从 精 神 气 度 来 看!此 诗 应 是 曹 植 早 年 所 作"

*幽并游侠儿-武艺高强!身怀绝技!勇猛过人!平日

里驰骋江湖!行侠仗义!当边事紧急之时!他毅然决

然*捐躯 赴 国 难-!精 神 气 节 可 歌 可 泣"从 客 观 上

看!曹植于诗歌中让游侠从江湖步入边塞!把个人

行为纳入了国家行为轨道!在游侠诗创作上是一种

创造!表现出了新的特色"主观上看!他让游侠立

功边关!表现了其建功立业%垂名后世的强烈思想

感情"曹植让游侠跳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

价值观念而肩负起了建功立业的伟大使命!树立了

*士为报国而死-的新的价值观念"曹植的情感是

激切的!而他把这一情感寄寓在一个武艺高强%身

手不凡的英武侠少身上!诗中充溢着*一种丰满的%



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A"?$现仅存四句的

%结客篇&"!#%@A云’

!!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 芒"利 剑 鸣 手 中!
一击而尸僵"
因残缺而难于直接获知诗意的最终 指 向$但

据(结客篇!这一游侠乐府诗题本身可作出相应推

断$%结客篇&为%结客少年场行&之别题)创制于曹

魏时期)主 旨 是(言 轻 生 重 义)慷 慨 以 立 功 名 也!$
据此可知)上述残句应在诗歌前半部分)其后当有

对游侠少年慷慨立功之抒写)其主题*结构及手法

应与%白马篇&一致$
关于建安游侠诗)虽然目前仅见有限 的 几 首)

但据相关情况来看)其创作在当时似乎不应如此萧

条$建安时期)侠风泛起)社会上下尚武好侠之风

颇为浓厚)必然给士人的游侠诗创作营造一种社会

氛围)影响所及绝非个别诗人)这从曹魏上层人物

诗歌对勇武精神的热烈歌颂即可窥一斑$曹植自

不必说)曹丕*曹睿两位帝王也是如此$曹丕诗+佚
题,"%#@#@’(行行游且猎)且猎路南隅$弯我乌号弓)
骋我纤骊驹$走者贯锋镝)伏者值戈殳$白日未及

移)收获三十余$!描写军士狩猎)流露出对英勇武

力的极大欣赏$曹睿%堂上行&"%#@A$’(武夫怀勇毅)
勒马于中原$干戈森若林)长剑奋无前$!赞颂冲锋

陷阵的战士)其勇猛无畏*壮烈在怀)令人油然而生

崇敬之意！上者所倡)下必和之$可以推 知)颂 扬

勇武精神的诗歌在建安时期为数自当不少$同时)
这样的内容于当时出现在乐府中似乎也能说明同

样的道理$勇武精神很容易与游侠相勾连)那么)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对勇武精神的崇尚自然

很容易让人在创作中联想到游侠)产生一定数量的

游侠诗$
建安游侠诗开创了一个新的题材领域)也开创

了一种新的抒情方式$此后)在中国诗歌史上便出

现了一首首动人的英雄赞歌)也出现了一种诗人们

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独特展现$

二

!!建安游侠诗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风标)这不仅表

现为一种充满阳刚之气*撼人心魄而又丰厚鲜活的

新型题材对人们的巨大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表现为

一种强烈的精神感召力$诗人表面上是在描写游

侠*歌唱游侠)实质则是借以表达他们在儒家思想

影响下的慷慨入世之情$根据风格差别可将现存

作品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王粲*阮瑀的诗歌$慷 慨 悲 凉)荡 人

心魂)与建安诗歌总体精神一致$这与(易水送别!
本身的悲壮性*诗人精神气质及其所处的特殊时代

环境等都有重要关联$而要深入体认其精神内质)
则需从建安诗歌精神的全面观照入手$

建安诗歌)慷慨悲凉$外在感受上给人一种心

灵上的冲击与震撼)内在实质则主要表现出当世诗

人思想感情上的两大主要特征)即对于现实的不尽

忧叹和对生命的深沉感念$
建安诗人忧时伤世之情在作品中有突出表现$

董卓之乱令诗人感慨万千)曹操一方面对朝廷任人

不善深表沉痛)所谓(惟汉二十世)所任诚不良$沐

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另一方面对董卓倒行逆

施愤然指斥)(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

业)宗庙以 燔 丧!"?#%$对 战 乱 所 造 成 的 万 户 萧 疏*
民不聊生)他也不无切肤之叹’(铠甲生虮虱)万姓

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 百 遗 一)
念之断人 肠$!"?#?王 粲 亦 有 同 调)%七 哀 诗&’(出 门

无所见)白骨避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目不忍睹之乱世惨景让诗人(悟彼下泉人)喟然伤

心肝!"A#B?$%从军 行&其 五 也 是 悲 从 中 来)不 可 断

绝’(四望无烟火)但见林与丘$城郭生蓁棘)蹊径

无所由$雚蒲竟广泽)葭苇夹长流$!"A#FA在对满 目

疮痍的 描 写 中 更 有 无 尽 的 凄 凉)痛 击 肝 肺$蔡 琰

%悲愤诗&所 言 更 觉 悱 恻’(斩 歼 无 孑 遗)尸 骸 相 撑

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 关)迥 路

险且阻$还顾邈冥冥)肝脾为烂腐$所略 有 万 计)
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

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 汝)岂 复

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棰杖$毒痛 参 并 下)
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

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诗人以其亲身

见闻悲切地描述了战乱带来的生灵涂炭惨景)令人

目眦欲绝)毫发上指$如此等等)不胜枚 举$建 安

诗人感事忧时)回肠荡气)体现在诗歌中)便是一种

慷慨悲凉之气$
建安诗人在感念时事的同时)对个体生命的嗟

叹也相当强烈$蔡琰%悲愤诗&描述她从匈奴回归

故园以后的情景’(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

远眺望)魂 神 忽 飞 逝$奄 若 寿 命 尽)旁 人 相 宽 大$
为复强视息)虽生何聊赖$托命于新人)竭心自勖

厉$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经历巨大伤痛之

后)诗人心中蓄满了愤懑和忧愁)感觉自己神魂飞

逝)仿佛寿命已尽$对生的疲惫和意义的消逝)使

其再嫁之后的生活更多地是萦绕着恐惧)时常感慨



!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AFF&蔡琰的浩叹源于

个人遭遇"其实"建安诗人的此类情感"甚至于在嗟

怜风月’池苑狎戏’叙述恩荣酣宴的游宴诗中也是

如此&曹丕(于 玄 武 陂 作)记 游 写 景"却 于 结 句 说

!忘忧共容 与"畅 此 千 秋 情#$%%@##"旨 归 在 于 忧 叹 中

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珍视&曹植(箜篌引)写宴享

宾客"前半部分精彩地描绘了宴会的丰盛和气氛的

融洽"最后却写道*!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盛

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先民谁不 死？知 命 复 何 忧&#$!%@%F在 生 活 的 一 片 华

美中有着对时光流逝’生命终将有尽的深沉思索&
此等诗例"不一而足&建安诗人对于个体生命的观

照是普遍的"有明显的两个结点*一是忧"一是叹&
在对生命的忧叹中透露出浓重的悲凉之意"在对生

命的叹息中散发出浓烈的慨然之气&
从慷慨悲凉"从浩叹感怀"我们看到的 是 建 安

诗人的融入和关切&面对社会的破败"他们忧愁’
怅惘"悲痛不已&破败的社会使其个体生命更多地

散发出忧伤和嗟叹"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热

情&诗人们是在以丰富的感情热爱着生活"热爱着

生命&这样的情感"理性地看"正是儒家入世思想

的显现&那么"以此为基点"王粲和阮瑀的游侠诗

就不难理解了&其作品表面上看是面对历史的无

限感叹"而深层去看"则是诗人于历史感叹中抒写

着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社会人生深切关怀&
第二类是曹植的游侠诗&这类诗歌意气风发"

充溢着青春劲健的生命活力和昂扬奋进的积极精

神&(名都篇)展现的是一个身手不凡’倜傥潇洒的

游侠少年形象"他的生活自由多彩"饱含热情"令人

钦羡&他虽然也有!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的刹

那间淡淡的黯然之感"但总体上传达的是青春的热

烈和生命的欢乐&这位游侠少年对生活的态度实

际上折射出了曹植本人的生活追求"那就是生命的

不甘沉默&显然"这种对生活的激情拥抱也是儒家

社会关怀的映现&如果说(名都篇)反映了曹植面

对生活的基本态度"那么(白马篇)则透射出充满激

情的人生理想"这是他在较高层次上与儒家精神的

会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
次 有 立 功"其 次 有 立 言"虽 久 不 废"此 谓 之 不

朽&#$$%A#BB建功立 业 是 儒 家 不 朽 人 生 的 追 求 之 一&
曹植在创作中让游侠从江湖走向边关去报国杀敌’
建功立业"正是这一积极要求的生动表白&

曹植受儒家思想影响而表现出浓厚的奋进精

神是颇 具 代 表 性 的&建 安 是 乱 世"也 是 进 取 的 时

代&纷乱的世界激发起了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和功业欲望"他们希望一展才华"流芳千古&曹操

(短歌行)慨叹人生如朝露"转瞬即逝"在有生之年

希望聚集四海之英"一统天下"成就大业&功业在

怀而思贤若渴"豪情壮志跃然纸上"这一情怀到了

晚年也 没 有 衰 减*!老 骥 伏 枥"志 在 千 里&烈 士 暮

年"壮心不 已&#$?%"A他 的(度 关 山)’(对 酒)等 也 莫

不透射出昂扬之情&曹丕风流儒雅"作品总体上显

得文弱"但也并非没有积极奋发的精神"其(艳歌何

尝行)云*!男儿居世"各当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

留&#$%%!F$进取之 心 可 谓 昭 然&围 绕 在 曹 氏 父 子 周

围的诗人也莫不如是&王粲(从军诗)’陈琳(游览)
等无不强烈地抒写自己的积极用世之心&建安诗

人的如此情怀"就是在游仙诗中也多有抒发&曹操

(精列)!年 之 暮 奈 何"时 过 时 来 微#$?%"的 忧 患"(秋

胡行)其二!不 戚 年 往"忧 世 不 治#$?%B的 感 慨"曹 丕

(折杨柳行)’曹植(五游咏)’(远游篇)’(仙人篇)’
(游仙)等"莫 不 涌 动 着 一 股 热 情’一 种 功 业 精 神&
他们在辞赋’散 文 中 也 常 常 如 此"曹 丕(浮 淮 赋)’
(述征赋)"曹植(东征赋)’(洛阳赋)’(述行赋)"王

粲(登楼赋)等"都很有代表性&可见"建安诗人普

遍的进取精神"正是儒家积极入世精神在诗人思想

中的深层积淀"这种现象也为我们认识曹植的游侠

诗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通过对游侠形象的塑造"建安诗人强烈地抒发

了其积极情怀&他们将面对社会’面对人生的激昂

情感和游侠刚健勇武的外在特征相结合"其抒情更

显浓烈了&

三

!!从儒家思想切入认识建安游侠诗是符合实际

的"建安诗 人 在 很 多 方 面 都 表 现 出 深 层 的 儒 化 现

象&虽然从大的思想文化环境来看"这一时期儒家

思想堕落倾颓"不再有往日气象"但它依然以不同

于前代的特点或显或隐地存在于人们思想深处"发
挥着潜在的影响作用&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把儒

学抬高为官学"儒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董仲舒依

经立义"坐而论道"开启了儒学经学化道路&建安

时期"随着社会的大变动"儒学丧失了其思想统治

地位而走向衰败"但是它的影响却深固难徙&(魏

略)以董遇’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详等

七人为儒宗$B%@"#"足见儒士依然济济&当时的一些

士人在活跃与自由的气氛中"主张越出经学窠臼"
寻求儒学的新出路"清除谶纬迷信"一定程度上继

承发扬了先秦儒学的积极精神"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这种社会文化环境下!儒家思想普遍存在于

建安诗人身上!曹氏父子便很能说明问题"曹氏家

族可谓素有 儒 风!曹 操 曾 祖 父 曹 节#素 以 仁 厚 称"
邻人有亡豕者!与节豕相类!诣门认之!节不与争$
后所亡豕自还其家!豕主人大惭!送所认豕!并辞谢

节!节笑而 受 之%&B’A"曹 操 祖 父 曹 腾 亦 承 传 家 风!
为人称颂"史载!他自年少时便温良恭谨!历事四

帝!未尝有过"#蜀郡太守因计吏修敬于腾!益州刺

史种暠于函谷关搜得其笺!上太守!并奏腾内臣外

交!所不当位!请免官治罪"帝曰()笺自外来!腾书

不出!非其罪也"*乃寝暠奏"腾不以介意!常 称 叹

暠!以为暠得事上之节"暠后为司徒!语人曰()今

日为公!乃曹常侍恩也"*%&B’A曹操的父亲曹嵩也被

誉为#质性敦慎!所在忠孝%&B’""从曹操曾祖父起!
三代以来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的敦厚忠孝可

为当世楷模"曹操少年时代虽曾放荡不羁!其思想

中儒+道+墨+法等融于一体!但相比较而言!深层的

儒家思想还是比较稳固的"他#文武并施!御军三

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B’%@"
曹植于,武帝诔-中亦言其父#既总庶政!兼览儒林!
躬著雅颂!被之瑟琴%&!’AFF"在曹操的诗文中!称颂

周文王+周公+孔子之言语随处皆是"他执政期间!
虽贵刑名法令!然严律之下则是体恤民情!力施#仁
政%!其,捐河北租赋令-+,收田租令-+,存恤从军吏

士家室令-+,复肉刑令-诸篇即是明证"他还以#仁
义为名!礼 乐 为 荣%&?’B!力 主#修 文 学%!倡#仁 义 礼

让之风%!以 期#先 王 之 道 不 废%&?’!"$他 也 褒 奖 忠

孝!或称枣祇天性忠能!次称田畴忠武又著!如此等

等!在其表+令中多有所见"再者!曹操选拔人才时

主张唯才是举!而实际上他所选用的人才多是德才

兼备的"曹植 在,七 启-中 就 曾 赞 美 父 亲#举 不 遗

才!进各异方"赞典礼于辟雍!讲文德于明堂!正流

俗之 华 说!综 孔 氏 之 旧 章"散 乐 移 风!国 富 民

康%&!’A""基于感情因素!此言或有夸张之嫌!但也

很能反映一些问题"另外!就曹操最高的社会理想

而言!也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儒家色彩"他于,度关

山-+,对酒-二诗中所热情描绘的#封建五爵!井田

刑狱%&?’!!#仓谷满盈!班白不负戴%!#人耄耋!借得

以寿终!恩德 广 及 草 木 昆 虫%的#太 平 时%&?’@!即 是

源于,孟子-的仁政以及,礼记-的陟方+巡狩+考侯+
省农+正刑等事!#其旨言王者德泽广被!政理人和!
万物咸 遂%&F’"?"可 以 说!曹 操 有 明 道+征 圣+宗 经

之迹"曹丕也是从小接受着儒家教育!他#年八岁!
能属文"有 逸 才!遂 博 贯 古 今 经 传!诸 子 百 家 之

书%&B’%$!他曾说自己#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

四部+史+汉+诸 子 百 家 之 言!靡 不 毕 览%&A#’BA!曹 植

也言其兄长#歧嶷幼龄!研几六典!学不过庭!潜心

无妄%&!’!@""曹植#年 十 余 岁!诵 读 诗+论 及 辞 赋 十

万言%&B’%%$"于此!在 曹 氏 家 风 可 见 一 斑"围 绕 在

曹氏父子周围的诗人!思想深层也大略相似"
建安诗人多沐于儒学!对于道德修养的追求多

受儒家规范影响"儒家重德!在#三不朽%目标中!
#立德%即居首位",论语-中关于#德%及其重要性

时 有 讲 述!如 #志 于 道!据 于 德!依 于 仁!游 于

艺%&AA’?$+#有 德 者 必 有 言!有 言 者 不 必 有 德%&AA’A@?

等"受此濡染!建安诗人对于个人道德修养极为推

崇!如曹丕即宣扬#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
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A#’?$"同时!他也严厉批评

一些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A#’??"曹

植亦云(#无功而爵厚!无德而禄重!或人以为荣!而
壮夫以为耻"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

以垂名也"%&A#’A%A他 不 光 以 道 德 自 律!也 常 以 之 与

朋友互勉!其,赠丁翼-云(#君子义休偫!小人德无

储"积善有 余 庆!荣 枯 立 可 须"%&!’A@A,赠 徐 干-云(
#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亮怀璵璠美!积久德愈

宣"%&!’@"此外!他 对 人 物 的 评 价 也 常 以 道 德 为 重"
王粲死后!曹 植 在 其 诔 文 中 首 先 肯 定 他 #既 有 令

德%&!’A?@即是 明 显 的 例 子"其 他 如 刘 桢 所 云#勉 哉

修令德!北面自宠珍%&A’ABF等!都是建安诗人推举道

德修养的极好说明"
建安诗人也常有对孔子的倾心推尊"曹 植 就

是一个典型!其,学官颂-序曰(#自五帝典绝!三皇

礼废!应期命世!齐贤等圣者!莫高于孔子也"故有

若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诚所谓性与天道不可

得而闻矣！%将孔子视为自古以来天下贤圣之尊!可
见顶礼之情"其文云(#由也务学!名在前志"宰予

昼寝!粪土作诫"过庭子弟!诗礼明记"歌以咏言!
文以骋志!予今不述!后贤曷识"于砾尼父!生民之

杰!性与天成!该圣备艺"德伦三五!配皇作烈"玄

镜独鉴!神明昭晰"仁塞宇宙!志凌云霓"学 者 三

干!莫不俊艾"惟仁是凭!惟道足恃"钻仰弥高!请
益不已"..言为世范!行为时矩"%&!’AA%从孔子的

教育之道+学识+德行以及巨大贡献等各个方面给

予高度称颂!表现了对儒学的极大认同",与杨德

祖书-中也有对孔子之盛赞!所谓#昔尼父之文辞!
与人流 通!至 于 制,春 秋-+游 夏 之 徒 乃 不 能 措 一

辞%&!’A%@"此外!像#生荣死哀%+#年在志学%+#玄鉴

灵察%+#德美周文%等等!或直出,论语-!或化用其

句!这在曹植诗文中相当多"
建安诗人还常常用儒家观点品评人 物"曹 丕



堪为代表!他赞美徐干"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

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说应瑒"斐然有述作之

意#$说"后生可畏!来者难诬#%A#&??等!均是化用’论

语(之句)他还说"昔伯牙绝弦于钟期!仲尼覆醢于

子路!痛知音 之 难 遇!伤 门 人 之 莫 逮#%A#&??!直 接 用

孔子哭子路之事来说知音难觅)
此外!建安诗人对于儒家经典’诗经(亦非常重

视!有着积极的继承与发扬)他们秉承’诗经("饥

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用诗歌反

映国计民生!表达了忧生嗟世的强烈感情!辉映后

世!令人景仰)不仅如此!他们在诗歌中也往往创

造性地借用’诗经(中的成句!或者借用其诗意!或

者化用其 语 句!表 达 思 想 情 感)如 曹 操’短 歌 行(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

嘉宾!鼓瑟吹 笙#%?&F!即 借 用’鹿 鸣(抒 发 思 贤 若 渴

之情*’苦寒行("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A"!
借用’东山(!既写其自比周公之意!又表其体恤百

姓之之情)又 如!曹 丕’秋 胡 行(+朝 与 佳 人 期,有

"企予望之#%%&!F?之句!语出’河广(*’秋胡行(有"有

美一人!宛如清扬#%%&!F#之句!语出’野有蔓草()在

曹植的诗歌 中!类 似 现 象 更 是 不 胜 枚 举-"昔 我 同

袍!今永 乖 别#%!&A$!化 用’无 衣("与 子 同 袍#%A"&A$!*
"昔我初迁!朱华未希!今我旋止!素雪云飞#%!&A$!仿

’采薇("昔 我 往 矣!杨 柳 依 依*今 我 来 思!雨 雪 霏

霏#%A@&""F*"庶 翱 翔 以 解 忧#%!&AB!化 用’羔 裘(诗 句*
"驾言出游#%!&AB!基本上是’竹竿(中的成句)再如!

王粲’七哀诗(云-"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A&B$

’下泉(见于’曹风(!毛诗序说-"’下泉(!思治也!曹
人..思明王贤伯也)#%A!&?F王粲诗中所言之"下泉

人#指’下泉(这首诗的作者!也隐指黄泉之下的贤

君汉文帝)王粲看见"抱子弃草间#的悲惨景象!回
想昔日汉文帝统治下的太平盛世!自然深深理解了

’下泉(一诗的作者思念明王贤伯的心情!表达了他

对于今日长安混乱景象的不满以及对下层百姓的

深切同情)
建安诗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虽然很多时

候表现出或力行霸道$或崇尚玄虚$或放浪形骸的

行为!但是精神主流却依然是儒家思想!因此!从儒

家文化出发去解读其游侠诗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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