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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对陆云文学批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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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陆云的文学批评一直受人关注"通过保留陆云文学批评思想最多的+与兄平原书,的材料作具体分析$

可以发现$陆云的文学批评显然受到了张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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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的文学批评#古人早有置辞#.三国志5吴

书5陆逊传/裴松之注引.机云别传/($云亦善属文#

清新不及机#而口辩持论过之&%

*

@

+

@!"*

.晋书/本传亦

云($虽文章不及机#而持论过之&%

*

)

+

@#A@皆认为陆云

文学创作不及其兄#但$持论过之%&这里的$持论%

即是指陆云的文学批评&近来学界对此也很重视#

研究成果颇多#如从其中探讨陆云文学思想的单篇

论文就有很多篇#如萧华荣.陆云$清省%的文学

观/

*

!

+

)姜剑云.论陆云$文贵清省%的创作思想/

*

#

+

等&本文拟对陆云文学批评所受张华之影响作一专

门研究&陆云文学批评的材料保存于其.与兄平原

书/中#黄侃就曾认为$士龙与兄平原书牍#大抵商量

文事%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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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文以.与兄平原书/的材料作具体

分析&申而论之#大抵四端&

一

$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絜!势"

!而不取悦

泽&常忆兄道张公父子论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

其言&%

*

"

+

@!A这条材料至少说明三点&

其一#说明陆云!甚至包括陆机"未入洛时论文

乃是$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先辞%即先

重视文辞的安排#认为诗文应注重语言的华丽&$先

辞后情%就是以作品的外在形式去制约作品的思想

情致&$不取悦泽%即忽视了诗文的娱悦胸怀)滋润

心灵的情感作用&陆云这是实话实说&陆云出自江

东士族#江东学风承两汉学风重经学儒术&这种学

风导致文风不太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写和表达&

其二#说明张华论文是$先情后辞%的&$主情%

是六朝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至陆机提出$诗缘情而

绮靡%更是理论表达上的高峰&但在陆机之前#张华

父子对$情%与$辞%的关系有明确的见解#那就是$先

情后辞%的文学主张#对情极为重视&这对陆机$诗

缘情绮靡%说有直接影响&张华的有关论述今已不

存#但他在其诗歌中屡屡阐发诗歌的抒情特征#其

.答何劭/说($是用感嘉贶#写出心中诚&发篇虽温

丽#无乃违其情&%

*

,

+

"@A张华认为诗应$写出心中诚%#

即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

情%#他把情感放在第一位#而将文辞放在第二位#体

现了$先情后辞%的文学主张&其.太康六年三月三

日后园会诗/说($于以表情#爰著斯诗&%

*

,

+

"@,这些都

提出诗歌抒情之特征&张华诗歌创作也体现了抒情

性#特别是五言诗#情思细腻深婉#无论是表达相思

,+



之苦的.情诗/#抒发人世兴衰的.杂诗/#还是表现内

心矛盾的赠答诗!如.答何劭/"#都是以情入诗#而非

简单的应景之作&诗人流连于身边的琐细生活与感

受#恋情)柔情)离情)哀情等人间常情都纳入了他的

抒情范围#故钟嵘$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

A

+

)@,

#

何焯称为$女郎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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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今日便欲宗其言%#说明陆云后来接受张

华的影响#论文先重情和悦泽&这是陆云接受张华

影响的自我表露&陆云论文很讲究$悦泽%)$流泽%)

$纬泽%之说($久不作文#多不悦泽#兄为小润色之#

可成佳物#愿必留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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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武帝赞/如欲管管流

泽#有以常相称美%

*

"

+

@!A

,$.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

靡靡清工#用辞纬泽%

*

"

+

@#@

&除此之外#陆云论文尤

重$情%&首先#他以$情%为主要标准对历代文学进

行了批评($大文难作#庶几可以为.关雎/之见

微&%

*

"

+

@!A

.诗经/作品众多#陆云只推举.关雎/#是因

为它是感情自然流露之作&至于.楚辞/#陆云以为

.九歌/$古今来为如此种文&以此为宗矣%

*

"

+

@!+

&陆

云用$情%批评王粲作品#$视仲宣赋集#.初征/).登

楼/#前耶甚佳#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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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云

还对陆机富含深情的作品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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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

"

0

@!,

情言深至$+述思,自难希"

/

"

0

@#@

兄前 表 甚 有 深 情 远 旨$可 耽 味$高 文

也"

/

"

0

@#"

+咏德颂,甚复尽美$省之恻然"

/

"

0

@!,

.咏德颂/应即.晋书5张华传/末所言之.咏德赋/(

$华诛后#!陆机"作诔#又为.咏德赋/以悼之&%

*

)

+

@*,,

故$省之恻然%#即使人动情&无恻然之言肯定无情#

陆云是否定的($.答少明诗/亦未为妙#省之如不悲

苦#无恻然伤心言&%

*

"

+

@!D陆云还用$情%多次批评了

自己的作品#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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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愍,33情难非体中所长$欲遍周流$云

意亦谓为佳耳"

/

"

0

@#*

可见#$情%成了陆云批评作家作品的重要标准#

故他提出了$附情而言%

*

"

+

@#)的观点#其意就是说#作

品要凭着感情去说话#这是作家进行创作构思时要

以传情为准则#而在组织篇章时也要遵循抒情的需

要&实际上#这是主张情感在文学构思和文学成篇

两个环节上的中介作用&而这$情%#乃是与个性有

关的自我感情和抒情#与儒家之$伦理%)$社会%之情

不同&重$情%如此#诚如陆云自云$今日便欲宗其

言%#是接受了张华的影响的&

二

读.与兄平原书/我们会发现#陆云多次以$清%

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作家作品(

!!

省+述思赋,$流深情至言$实为清妙"

/

"

0

@!,

+漏赋,可谓清工"

/

"

0

@!,

+吊蔡君,清妙不可言"

/

"

0

@!,

+丞相赞,云 (披结散纷)$辞中原不清

利"

/

"

0

@!,

+茂曹碑,皆自是蔡氏碑之上者"比视蔡氏

数十碑$殊多不及$言亦自清美"

/

"

0

@!A

尝闻汤仲叹+九歌,$昔读+楚辞,$意不大爱

之"倾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

/

"

0

@!+

+祖德颂,无大谏语耳$然靡靡清工"

/

"

0

@#@

兄+丞相箴,小多$不如+女史,清约耳$作文

正尔自复佳"

/

"

0

@#!

兄+园葵,诗清工$然犹复非兄诗妙者"

/

"

0

@##

以上
+

例#$清妙%一词出现
)

次#$清工%一词出

现
!

次#其余如$清利%)$清美%)$清绝%)$清约%#各

一次&我们可以$清省%来概括!此处我们不厌其烦

的罗列#亦在强调$清省%在陆云文学批评活动中的

重要性#亦可见张华影响之事实"&而这正是陆云另

一重要的批评思想&他曾自我明确宣称过($云今意

视文乃好清省&%

*

"

+

@!A刘勰亦认为陆云 $雅好清

省%

*

@*

+

@)*!

&

当然#这种批评思想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影响"

#

但张华的影响肯定是其中重要的&张华诗文清省华

净#其大部分作品偏于抒情写意#而且抒情自然明

净#少有繁琐赘语#故显$清省%&有学者指出#张华

这种$清省%风格是他在咸宁中与张协)左思)张载等

悠游创作而形成的*

@@

+

))!

&咸宁乃晋武帝灭吴前之

年号#而陆云在吴灭后才入洛#所以张华这种$清省%

风格在陆云入洛前就已形成&今天我们据陆.与兄

平原书/的材料可知#陆云对张华这种$清省%风格早

有评语($张公文无他异#正自情!清"省无烦长#作文

正尔自复佳&%

*

"

+

@#)陆云认为张华文之特征在于$清

省%!无烦长即清省"#此乃评张华文$清省%风格第一

人也2 后世文论家亦多认同陆云之评#钟嵘.诗品5

中品/$宋豫章太守谢瞻)晋仆射谢混)宋太尉袁淑)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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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征君王微)宋征虏将军王僧达诗%条说($其源出于

张华&才力苦弱#故务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

*

A

+

),,

刘勰亦云($张华短章#奕奕清畅&%

*

@*

+

@A*+而陆云$作

文正尔自复佳%之评亦可看出他对这种风格的心仪

与赞扬#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中接受其影响似亦

是自然而然之事#故如上所引陆云在具体的文学批

评中多次以$清%这样的字眼来评价作家作品&与此

相关的另一证据如下(

与$清省%相对的就是$繁富%#因陆机为文有此

特点#故张华曾提出批评#.晋书5陆机传/$机天才

秀逸#辞藻宏丽#张华尝谓之曰(0人之为文#常恨才

少#而子更患才多&1%

*

)

+

@#A*陆云对此深以为然#不仅

在与其兄的书信中曾转述张华之评($张公昔亦云(

兄新声多之&%

*

"

+

@#@还承张华之风#对其兄诗文之

$多%进行了多次批评(

!!

兄文章之高远绝异$不可复称言$然犹皆欲

微多"

/

"

0

@!A

+二祖颂,甚为高伟"33然意故复谓之微

多"(民不辍叹)一句$谓当省"

/

"

0

@!D

+感逝赋,愈前$恐故当小不! 然一至不复

减"

/

"

0

@!,

然不云其愈于与+渔父,$吾今多少有所定$

乃所欲去留粗尔"

/

"

0

@#*

看来#陆云认为陆机文之$多%!陆云说得委婉#

称为$微多%"乃是其弊的看法也与张华的影响有关&

三

$仲宣文#如兄言#实得张公力&如子桓书#亦自

不乃重之&%

*

"

+

@!A陆云听其兄陆机说张华特别推崇王

粲的作品&确实如此&正是由于张华等的提倡#西

晋诗人对王粲作品颇为关注#如张载仿王粲作.七哀

诗/#潘岳作令诸诗#如.河阳县作诗/).在怀县作诗/

等#以登楼起兴#继之以写景言志#其遣词造句也有

与王粲同者&钟嵘认为张华$其源出于王粲%

*

A

+

)@,

#

当非空穴&

陆云亦受此影响#不仅体现在创作上#$前登城

门#意有怀#作.登台赋/%

*

"

+

@#*

#而且在具体的文学批

评中多次提到王粲作品($.登楼/名高#恐未可越

耳%

*

"

+

@#@

,$视仲宣赋集#.初征/).登楼/#前耶甚佳#

其余平平#不得言情处%

*

"

+

@#"

&不仅如此#陆云更是

以王粲作品为标准来品评他人作品#如与其兄陆机

作品进行比较批评($兄诗多胜其.思亲/耳&.登楼

赋/无乃烦.感丘/&其.吊夷齐/#辞不为伟&兄二吊

自美之&%

*

"

+

@!A

影响所及#其他人亦如此#如.与兄平原书/中提

到的真玄#他说($兄文当作宣辈&%

*

"

+

@#"宣乃仲宣#即

王粲&真玄认为陆机当与王粲同列#这也是拿王粲

与其他人并列&

当然#$其余平平%之评亦显示了在陆云心里在

推崇王粲的同时也觉得他享有过誉#这非本文内容#

故置之不论&

四

还有就是音韵方面#张华也有影响&$张公语云

云(兄文故自楚&%

*

"

+

@#*这是张华对陆机诗文音韵问

题的批评#刘勰曾旧事重提过#$张华论韵#谓士衡多

楚%

*

@*

+

@)!,

&这是说在用韵的和谐上#入洛伊始的陆

机与北人有一定距离&因为当时的雅言是洛阳音#

也是韵书类的基础音&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的古

代韵书#如.声类/).韵集/都出于北人之手&而陆机

来自南方#诗文的音韵就不太合洛阳音系#也就是带

有方言性质#即张华所说的$自楚%&后来刘勰说得

更具体清楚些#.文心雕龙5声律/篇称$陈思)潘岳#

吹籥之调%#$陆机)左思#瑟柱之和%

*

@*

+

@)!D

&其意是

说#因为诗歌声韵主要以洛阳音为准#曹植)潘岳生

长于此#故如$籥有定管#无往而不壹%#陆机为吴人#

左思为齐人#洛阳音乃后天习得#所以如瑟#须移柱

调弦#$故有时而乖贰%

*

@*

+

@)!D

&

张华对陆机音韵不和谐的批评#陆云肯定深以

为然#故在与其兄的书信中引张华之言&不仅如此#

今天我们阅读.与兄平原书/会发现陆云在很多地方

谈论音韵问题#比如为了避免自己犯下此弊#陆云还

经常就音韵问题请教其兄#并在诗文用韵方面请其

兄帮助修改#

#$.喜霁/俯顺习坎)仰炽重离#此下重

得如此语为佳#思不得其韵#愿兄为益之%

*

"

+

@!+

,$音

楚#愿兄便定之%

*

"

+

@#*

,$0撤1与0察1皆不与0日1韵&

思惟不能定#愿赐此一字%

*

"

+

@#@

,$.九悲/多好语#可

耽咏#但小不韵耳%

*

"

+

@#@

,$今易上韵#不知差前不-

不佳者#愿兄小为损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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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点都说明了张华对陆云文学批评的影

响&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张华的影响下#陆云进行着

文学批评#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批评思想和文学思想&

接下来的问题是#张华对陆云的影响有无可能

呢-

张华#字茂先#西晋前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在

魏晋文风转变之际#其言论与创作#对于晋初文风的

演变有重要的影响#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坛宗主&张

华且$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候门之士有一

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

*

)

+

@*,#

&故二陆入

洛#首先拜访了张华#获得张华$伐吴之役#利获二

俊%

*

)

+

@#,)之叹&张华和当时的大部分文士都有交

往#相互间经常谈论文学问题#与二陆交往尤笃&二

陆出身于东南高门#自有优越感&$初#陆机兄弟志

气高爽#自以吴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国人士%&但

见张华后#$钦华德范#如师资之礼焉%

*

)

+

@*,,

&陆云

在.与兄平原书/中屡称$张公%#可见一斑&并且#陆

云.与兄平原书/大致写于永宁二年!

!*)

年"#此时

陆云已在北方生活超十年了&陆云出身于江东高

门#从小浸淫了江东学风和陆氏家风&陆云以胜国

遗少身份入洛#希冀有大的仕进#这要求他必须融入

北方文化圈中#即必须接受北方文化圈的影响#当然

包括文学思想方面的影响&张华在某种意义上说就

是当时北方文化的一个代表&故我们认为张华对陆

云文学批评的影响是能成立的&

注释!

!

刘勰.文心雕龙5定势/($陆云自称往日论文#先辞而后情#尚势而不取悦泽#及张公论文#则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辞#势实须

泽&%显然#$絜%当作$势%&

"

我们认为#陆云$清省%文学思想的形成受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洛下玄风的影响&简析如下(现存典籍中#$玄学%二字最早出

现在陆云的事迹记载中&.晋书/本传载($初#云尝行#逗宿古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趋之#至一

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行#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

寻昨宿处#及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尽管这个故事虚诞#但它至少透露出两个信息(陆云入洛求仕#已开始

研习玄学,陆云已经接受了老庄的思想&这个故事把.老子/与玄学)王弼与陆云联系到了一起#陆云接受的是.老子/和王弼

的影响&而.老子/及王弼都提一个$无%字#以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即故事中所谓的$辞致深远%境界&而这在文学思想上

的反映就是$清省%&

#

陆云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音韵方面陆机后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有学者对.文选/所收曹植的
@A

首五言诗和陆机

的
),

首五言诗的用韵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相对于曹植而言#陆机在诗歌创作中开始有意识地避免犯上尾之病&可见#诗

歌声律在陆机手中得到了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参见(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岳麓书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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