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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嬗变大势的

初步确立者———曹植


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和以《庄子》、《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
学体系，中国诗歌长河的大势流变为“二源”合“一流”。曹植诗

"

括《风》、《雅》，组织《庄》、

《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这“二源”合“一流”的

嬗变大势，这是曹植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

关键词：曹植；中国诗歌；二源一流；建安诗歌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０５９８（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１４－０４

一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源于南、北两大诗学体

系。北方诗学体系以《诗经》为代表，南方诗学体

系以《庄子》、《楚辞》为代表。《庄子》虽为文，但

其中蕴含着浓郁的诗性精神，对后世诗人、诗歌的

影响，并不逊于“诗骚”。一般说来，北方的冰山

大川、茫茫雪原，赋与北方诗歌质朴阳刚之气，南

方的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赋与南方诗歌绮丽阴柔

之美；北方黄土高坡的艰苦的自然环境，赋与北方

诗歌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南方鱼米之乡的相对

富庶，赋与南方诗歌更多的浪漫主义气质。中国

诗歌发展的大势走向，即这南、北诗学体系的振荡

交融，“二源”合“一流”而汪洋恣肆，气象万千。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战乱分裂，这两大

诗学体系虽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启发，产

生过“磁场”效应，但基本上还是平行发展，并未

真正的交融整合。秦汉天下一统，中国诗歌本应

“二源”交汇，“南、北”合流，但时人忙于政权的巩

固、制度的建构和意识形态的确立，特别是汉代文

人“尊《诗》为经，变《骚》为赋”，将《诗经》作了皇

权政治的图解，将“长于幽怨”的楚辞变为“润色

鸿业”的汉赋，反倒迷失了“风、雅”、“庄、骚”的诗

性精神，至使秦汉文人诗坛一片荒凉。直到东汉

末年，随着政权的腐朽、经学的衰微和子学的复

兴，诗性精神才渐渐苏醒，出现了代表汉代文人诗

歌最高成就的《古诗十九首》。建安时期，“魏武

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

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

才云蒸。”（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掀起中国诗

歌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开创了中国古诗的

黄金时代。而建安诗歌的一代繁盛，正是“得

《风》、《雅》、《骚》人之气骨”（范温《诗宗建

安》）［１］，披沙拣金，正本清源，恢复、继承并初步

融合这南、北诗学优秀传统的结果。钱志熙的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也谓“建安诗人的诗美观渊

源于汉五言诗和汉乐府，也明显地受到《诗经》、

《楚辞》的影响。”［２］唐代以陈子昂为代表的诗歌

革新运动一扫“六朝铅华”，标榜“风雅兴寄”、“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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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风骨”，后来李白的“蓬莱文章建安骨”（《宣州

谢罣楼饯别校书叔云》）、杜甫的“劣于汉魏近风

骚”（《戏为六绝句》）等，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

这“二源”合“一流”的诗学传统和大势走向。

二

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

《古诗十九首》，下开盛唐陈子昂、李白、杜甫诸

人，初步确立中国诗歌长河“二源”合“一流”的嬗

变大势，这是建安诗歌一代繁盛的原因所在，也是

建安诗歌对中国诗史的一大杰出贡献。当然，这

是一个时代的事业，是建安诗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其中的大家手

笔、天才诗人的作用是巨大的，曹植作为“建安之

杰”（钟嵘《诗品·总论》）而“独占八斗”（《释常

谈》卷中引谢灵运语）的贡献是特出的，这正如袁

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说：曹植诗“既体现

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

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

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这一切

都通过他凝聚在五言诗的制作上，形成了他自己

的风格，……这是一个时代的事业，却通过了曹植

才获得完成。”［３］真正以创作实绩初步融合南、北

诗学传统，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

嬗变大势的诗人，当首推曹植。

曹操现存诗２１首，皆为乐府，这已足见汉乐
府对曹操的强大影响。曹操诗槁目时艰，肠断民

瘼，反映了汉末的时代乱离和民生疾苦，也显然继

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

神和艺术表现手法，他的《薤露行》、《蒿里行》、

《苦寒行》、《谣俗辞》、《却东西门行》等大量诗

作，以事件为基本要素，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其情

感抒写也总是缘事而发，这正是汉乐府艺术精神

的典型特征。曹操诗古直悲凉、质朴刚健，与汉乐

府的质朴刚健、率直任真也一脉相传。曹操诗写

理想，抒豪情，将言志与缘情相结合，如《对酒》、

《度关山》《短歌行·周西伯昌》、《短歌行·对酒

当歌》、《步出夏门行》等诗作，则明显继承了汉末

文人古诗言志抒情的路子，有郦炎、仲长统等的

《见志诗》、《述志诗》的遗风。曹操长于四言诗，

似与《诗经》四言诗千载相关，然曹操四言诗，虽

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诗经》影响，但总体上讲，“非

《风》、《雅》体也”，“是乐府四言所自出”，并且

“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胡应麟《诗薮》内篇卷

一），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也谓曹操四言“正

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主要是源

于汉乐府四言诗而非《诗经》四言诗。曹操的杂

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和

杂言楚辞体的风格，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

言体和游仙诗。中国的游仙诗有两个源头，一以

屈原的《远游》、《离骚》为代表，言在仙趣，意在志

讽，“籍此以写胸中之牢落”（朱乾《乐府正义》卷

十二），一以汉乐府游仙诗为代表，叹老嗟岁，乐

生恶死，求仙访药，期求长生。而曹操游仙诗“思

得神药，万岁为期”（《秋胡行》其二）“交赤松，及

羡门，受要秘道爱精神”（《陌上桑》），明显源于汉

乐府游仙诗；虽然曹操也“不戚年往，世忧不治”，

但毕竟与屈原“悲时俗之迫厄兮，将轻举而远游”

（《远游》）、“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

（《离骚》）的骚情牢落，不是一回事；曹操的杂言

体也与楚辞杂言体相差有间，更接近汉乐府三、七

言相杂的体式。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

德诗犹是汉音”。曹操诗的艺术渊源，主要还是

出自汉乐府和汉末文人古诗，尤以汉乐府的影响

最大。

曹丕现存诗４０余首，然乐府诗就有２５首，占
了近６０％的比重，并且与曹操一样，同为“乐府妙
手”（钟惺《古诗归》卷七），“乐府酷是本色”（胡

应麟《诗薮》内篇卷二）。曹丕工于言情，一半以

上的诗作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并且如《燕

歌行二首》、《杂诗二首》等大量诗作，已摆脱汉乐

府“缘事而发”的套路，多选择“秋风萧瑟”、“白露

寒霜”、“草虫悲鸣”、“孤雁南翔”等“意象”来立

象见义，抒写性情，或“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

君不敢忘。”“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弃置不

复陈，客子常畏人。”采取直抒胸臆的手法，这与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

集”（刘熙载《艺概》卷二）的艺术精神相同，而与

汉乐府强烈的叙事性和情附于事的手法不类。刘

熙载所谓“百端交集”乃谓《十九首》的强烈抒情

性，与汉乐府的明显叙事性不同；所谓“凿空乱

道”，乃指《十九首》或直抒胸臆或立象见义，与汉

乐府的“缘事而发”不同。所以陈祚明《采菽堂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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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选》卷五谓曹丕“其源出于《十九首》”。（应该

说，曹丕诗主要源于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尤

以《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更大。另外，钟嵘《诗品》

卷中谓曹丕诗“其源出于李陵”，而李陵“其源出

于楚辞”，于是学术界有人断言曹丕主要受楚辞

的影响。其实不然，曹丕诗虽也多少受到楚辞的

影响，如《寡妇诗》“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

凄。”但曹丕诗中缺乏屈原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批

判精神。）曹丕还写了约占其诗四分之一比重的

四言诗，如《短歌行》、《秋胡行》、《善哉行》、《丹

霞蔽日行》、《煌煌京洛行》等，这与曹操四言诗一

样，也是“属于乐府四言体，而非《诗经》四言

体”［４］。曹丕还写有少量杂言体诗，这也与曹操

杂言一样，主要受汉乐府杂言体的影响。

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

才略》），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

响小一些。王粲存诗２０首，大多为徒诗，乐府诗
较少，并且王粲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风格，皆与

《古诗十九首》相差有间，所以王世贞《艺苑鮐言》

有云：“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

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若仲宣、公干，便觉自

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经》的影响，这正如徐

祯卿《谈艺录》所说，王粲“得之二《雅》”，方东树

《昭昧詹言》卷三也谓其“直嗣二《雅》”，陈祚明

《采菽堂古诗选》卷七也称王粲诗“乃小雅、变风

之余”，读王粲诗中近三分之一的四言徒诗（非乐

府四言），这一点也显而易见。王粲“遭乱流寓，

自伤情多”（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

序》），多抒遭乱流寓之情、怀才不遇之苦、思定思

治之叹，与长于幽怨之情的楚骚相近，故钟嵘《诗

品》卷上谓王粲诗“其源出于李陵”，刘熙载《艺

概》卷二谓“王仲宣诗出于骚”，这是很有艺术眼

光的。王粲诗辞采华美，“文若春华”（曹植《王仲

宣诔》），也与《诗经》的古拙、汉乐府的质朴和《古

诗十九首》的平淡不类，而与楚辞的“朗丽”、“绮

靡”（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相似。

刘祯存诗近２０首，无乐府，皆徒诗。其诗多
用比兴或直抒怀抱，故钟嵘《诗品》卷上称刘祯

“其源出于古诗”，张玉毅《古诗赏析》卷九谓其

“本于国风”。阮禹存诗１２首，其中乐府１首，徒
诗１１首，“平典不失古体”（钟嵘《诗品》卷下）。

“建安七子”中陈琳、应场、徐干存诗太少，不

足论。

曹植存诗 ９６首，其中乐府诗 ５１首，占其诗
５３％，并且“汉人乐府本色尚存”（胡应麟《诗薮》
内编卷二），如《门有万里客行》、《泰山梁甫行》、

《美女篇》、《七哀诗》等大量乐府诗，很得汉乐府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神韵。曹植“柔情丽质，

不减文帝”（钟惺《古诗归》卷七），写了不少游子、

思妇诗，特别是《杂诗·南国有佳人》、《杂诗·西

北有织妇》、《杂诗·揽衣出中闺》等，“全法《十九

首》意象，不能辨也”（王世贞《艺苑鮐言》卷三）；

而曹丕的游子、思妇诗，是代人言情，无所寄寓，曹

植的游子、思妇诗则大多以男女之情比君臣之义，

以夫妻失欢喻君臣失和，以浮萍、飞蓬自比世身沉

浮，这又继承的是屈原“香草美人”的艺术传统。

曹植还写了大量游仙诗，虽也“授我仙药，神皇所

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寿同金石，永世难

忘。”（《飞升篇》），“阊阖开，天衢通，被我羽衣乘

飞龙。乘飞龙，与仙期，东上蓬莱采灵芝。灵芝?

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平陵东行》）有服

食成仙，期求长生的一面，这显然受到汉乐府游仙

诗的影响，受到庄子道家思想，包括道教思想的影

响，但更多的是“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韩终

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仙人篇》）“人生不满

百，戚戚少欢娱。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

（《游仙》）更多的是“忧生之心”、“忧患之词”（朱

乾《乐府正义》卷五），更多的是上承屈原《远游》

之意，“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

６４）。曹植志向高远，性行端直，然上不能取信于
君，下不能见容于俗，“忠言而见黜”、“长自弃于

遐滨”（《九愁赋》），与屈原遭遇相似，所以曹植对

屈赋艺术精神的学习和体会是相当自觉的，对

《庄子》远祸全身思想的接受也是非常自然的。

钱志熙的《魏晋诗歌艺术原论》说得好：曹植的游

仙诗“皈依于庄骚结合的艺术境界。由于当时的

道家常常与道教混合，所以曹植能比较自然地借

助游仙的形象寄寓这种艺术精神。……这些诗自

然受到乐府游仙诗的影响，但曹植诗中融进‘骚’

的精神，隐含政治上的感慨，却是乐府民歌所没有

的。”［５］“通过曹植，《庄》、《骚》的艺术精神得到

了复活，……这是曹植对中国诗歌史的一大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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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６］曹植还以“有应《风》、《雅》”（《与杨德祖

书》）相标榜，将“与《雅》、《颂》争流”（《前录自

序》）作为自己作诗、选诗的标准，曹植诗中强烈

的现实主义精神及赋、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的

确是“其源出于《国风》”（钟嵘《诗品》卷上），潘

德舆的《养一斋诗话》卷一也称曹植为“《风》、

《雅》之苗裔”。曹植诗歌代表作《赠白马王彪》，

章法上的顶真蝉连，显然仿效了《诗经·大雅·

文王》，其中“鸱枭”、“豺狼”、“苍蝇”等比兴手法

的运用，也类似《诗经·小雅·青蝇》。所以钱志

熙又评价曹植“将儒家的文学传统和《庄》、《骚》

的文学精神融合到五言诗和乐府诗中。曹植诗歌

中的历史文化的因素，比起汉末和建安的其他诗

人来要突出得多。”［７］黄节的《曹子建诗注·序》

说得更为精炼：曹植“本国风之变，发乐府之奇，

驱屈、宋之辞，析杨、马之赋而为诗。”［８］

三

综上所述，建安诗歌“鸿才接踵，上薄《风》、

《骚》”（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凡例），正处于承上

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

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
!

括《风》、

《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

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

合“一流”的嬗变大势的诗人，当首推曹植。所以

丁晏的《曹集铨评·陈思王诗钞原序》有云：“《三

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

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吴淇的《六朝

选诗定论》卷五也谓“子建之诗，
!

括《风》、

《雅》，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

……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

派的宗也。”也是将曹植作为上承《风》、《雅》、

《庄》、《骚》、《汉乐府》、《十九首》，下开陶渊明、

陈子昂、李白、杜甫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作为中国

诗家的“正轨颛门”、“正派的宗”来标榜，这是曹

植对中国诗史诸多贡献中的第一大贡献，正因为

此，“今之论诗者，但当祖述子建，宪章少陵，古今

之变，于斯尽矣”（吴乔《围炉诗话》），把曹植与李

白、杜甫并尊为“古今三大诗家”（胡应麟《诗薮》

内篇卷二），或把曹植、陶潜、李白、杜甫合称为

“四大诗圣”（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二），

从中国诗歌长河的“二源”合“一流”的大势嬗变

来看，的确不是过誉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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