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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判现实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复杂&

庞大的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情艺术再创辉煌的

唐代诗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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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对唐诗的影响是多方面

多层次的#这是由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是一个庞

大的复杂系统#概括地说#这个系统对唐诗的影响

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作用’由于以$毛诗%经学

阐释为主体的儒家诗教产生于封建时代#人们往往

从批判封建时代意识形态的角度把儒教诗教影响

唐诗的负面作用看得比较突出#这无疑具有一定的

参考价值#然 而 如 果 片 面 强 调 儒 家 诗 教 的 负 面 影

响#忽略儒家诗教正面影响的理性分析#就可能陷

入认识的偏颇与误区’本文从诗歌的人文精神&批
判精神和艺术创造三个方面谈$毛诗%及其经学阐

释影响唐诗的文学价值’

一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影响唐代诗歌的人文精

神较为广泛深刻’唐诗抒写的诗人心灵世界中诸

如政治人格&隐逸情怀&人伦情怀的感受体验等#正
属那个时代人文精神主导方面的感受体验#而这些

感受体验的价值观念#莫不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

的影响制约紧密相关’
首先#唐 代 诗 人 兼 官 员 的 现 象 相 当 普 遍#$毛

诗%及其经学阐释所塑造&颂扬的周代官员如召伯&
尹吉甫&仲山甫等#往往成为诗人从政的楷模和歌

咏的对象’$毛诗序%阐释)召南*时+D,卷D之D-DB#把召

伯定格为在岐周至江汉成功推行文王德政教化的

朝廷贤臣典型#)召南*中$甘棠%的经学阐释则突出

地颂美召伯在)甘棠*树下行政听讼&勤政爱民的德

化政绩#通过国人思其人&爱其树的阐释来塑造朝

廷贤臣勤政爱民的政教形象#使)甘棠*成为封建社

会中官员政治人格的象征’唐诗中用)甘棠*来象

征诗人政治 人 格 的 作 品 屡 见 不 鲜#突 出 者 如 白 居

易#其$三 年 为 刺 史 二 首%之 一+",卷@!D-@$F!&$别 桥 上

竹%+",卷@@D-@B"F&$答 刘 禹 锡 白 太 守 行%+",卷@@@-@B$G&$别

州民%+",卷@@F-G##$&$送 陕 府 王 大 夫%+",卷@@H-G#@$&$宴 后

题 府 中 水 堂 赠 卢 尹 中 丞 昔 予 为 尹 日#创 造

之%+",卷@GB-G""G等#虽然创作于不同时期#诗人总是把

)甘棠*视为勤政爱民&德治化民的象征#总是感觉

到自己愧对)甘棠*所象征的应有政治人格和德治

业绩#反映出他在从政生涯中所憧憬的政治人格理

想以及这种憧憬未能完满实现的惋惜心态’$三年

为刺史二首%之一-

!!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 口"唯 向 城 郡 中!
题诗十余首"惭非甘棠咏!岂有思人不"
召伯行政于南土#不重烦劳百姓#决讼 于 甘 棠

之下#其教著于南国#爱民之心深深打动百姓#$毛

诗%及其经学阐释所塑造的召伯德政深入人心#故

)国人被 其 德#说 其 化#思 其 人#敬 其 树*+D,卷D之@-$H#
而白居易诗说自己刺史杭州三年)无政在人口*#故
有)惭非甘棠咏*的内疚#两相对照#流露出白居易

憧憬的政治人格理想不能完满实现的怏怏情绪#但
却让人看到了)召伯*形象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尹吉甫是$小雅.六月%等诗篇及其经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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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载和塑造的朝廷栋梁之臣!其人文武双全!"六
月#孔疏说他薄伐玁狁!敌不敢当!遂追奔逐北!至

于大原之地$王师所以得胜!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

吉甫!其才略可为万国之法%D&卷D#之"’F@#!其将才武略

堪当国家栋梁$"大雅(崧高#载)吉甫作诵!其诗

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D&卷DH之!’D"D$!"大雅(烝

民#载)吉甫作诵!穆如清风*%D&卷DH之!’D""@!"大雅(韩

奕(序#说)"韩 奕#!尹 吉 甫 美 宣 王 也*%D&卷DH之@’D""F!
"大 雅(江 汉(序#说)"江 汉#!尹 吉 甫 美 宣 王

也*%D&卷DH之@’D"@#!可见其作颂美之诗的文彩才华$这

样一个周代的朝廷栋梁之臣!被唐人作为政治人格

的楷模 和 歌 颂 的 形 象!是 顺 理 成 章 的 事$如 张 说

"奉和圣 制 送 王 晙!边 应 制#首 起 二 句)六 月 歌 周

雅!三 边 遣 一 作 谂 夏 卿*!标 明 其 诗 有 直 承"毛

诗(小雅(六月#之意!诗末的)朝廷谓吉甫!邦国

望君平*%"&卷HH’BF$!称朔方节度使王晙有如周代的尹

吉甫一样!是当今朝廷的栋梁!君王的股肱!邦国的

希望$诗中一方面由于其)应制*性质而充满歌颂

溢美的腔调!另一方面却表现出张说把文武吉甫作

为一种政治人格的理想标准来比拟王晙的文德武

功!折射出张说心目中朝廷大臣的理想样板$又如

权德舆"送张仆射朝见毕归镇#称颂张仆射)东方连

帅南阳 公!文 武 吉 甫 如 古 风*%"&卷!"!’!F!"!再 如 高 适

"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陈希烈#诗句)能为吉甫

颂!善用子房筹*%"&卷"D@’""!@$综上看来!"毛诗#及其

经学阐释所记载+塑造+颂扬的尹吉甫形象确如孔

疏所说!起到了)为万国之法*的表率作用!成为唐

代诗人所效法的政治理想人格榜样!对张说+权德

舆和高适等诗人成为朝廷大臣的人生追求不无深

刻影响$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所记载+塑造+颂美的理

想政治人物!尽管打着封建社会的浓厚烙印!其价

值观念中不无落后的因素!但这些人物勤政爱民+
尽职为国+建 功 立 业 和 文 德 武 功 等 方 面 的 政 治 品

格!对于引导唐代诗人追求君臣遇合!参与现实政

治!关注国计民生!渴望建功立业等!不无一定的正

面作用!从而使诗人们所创作的诗歌表现出一定的

昂扬向上因素$
其次!唐代诗人隐逸情怀的形成具有多种文化

因素!而"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影响则是不可忽视

的重要因素$经学家把一些"毛诗#作品阐释为贤

人的隐逸情怀!例如"卫风(考槃#!其"序#曰’)"考
槃#!刺 庄 公 也$不 能 继 先 公 之 业!使 贤 者 退 而 穷

处$*%D&卷!之"’""#不 能 进 则 退!不 能 仕 则 隐!涧 阿 乃 隐

居场所!经学阐释以为隐逸一方面构成对人君不能

任贤的反讽怨刺!另一方面则可使贤人自乐$唐人

接受了"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意义并把这个意义

转 换 为 自 己 诗 歌 的 隐 逸 情 怀!如 常 建 "送 陆

擢#%"&卷D@@’D@G!!刘长卿"瓜洲驿奉饯张侍御公拜膳部

郎中,,#%"&卷DG#’DGG@!韦 应 物"拟 古 诗 十 二 首#之

七%"&卷DHF’DHBG!岑 参"太 一 石 鳖 崖 口 潭 旧 庐 招 王 学

士#%"&卷DBH’"#@"!高 适 "同 群 公 十 月 朝 宴 李 太 守

宅#%"&卷"D@’""!D!杜 甫 "营 屋 #%"&卷""#’"!"H+"别 董

"#%"&卷""!’"!$G!钱 起 "中 书 王 舍 人 辋 川 旧

居#%"&卷"!H’"FFG!奚贾"严陵滩下寄常建#%"&卷"BG’!!GG!白

居易"题卢秘书夏日新栽竹二十韵#%"&卷@!H’@HFD!李群

玉"自 澧 浦 东 游 江 表 途 出 巴 丘 投 员 外 从 公

虞#%"&卷GFH’FG$$!齐 己"金 江 寓 居#%"&卷H@#’B@$B!吴 筠"题

龚山人草堂#%"&卷HG!’BF@H等!这 些 诗 歌 中 的 隐 逸 情 怀

无不与经学家对"考槃#的经学阐释直接相关$尤

其是吴筠的"题龚山人草堂#!全诗抒发隐逸情怀!
表达山人结庐世外!灭迹忘机!超出尘网的清高人

格!其诗结尾)但歌考槃诗!不学梁父吟*在全诗语

境中生发出贤者隐逸的素淡情致$又如"式微#首

章)式微式微!胡不归？*!郑笺云’)-式微式微者.!
微乎 微 者 也$君 何 不 归 乎？ 禁 君 留 止 于 此 之

辞$*%D&卷"之"’DG!唐人接 受 了 这 一 阐 释 并 把 它 作 为 表

达隐逸情怀的诗歌意象来使用!如王维"渭川田家#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孟浩然"都下送辛大之

鄂#)因君故乡去!遥一作还寄式微吟*等!这些诗歌

宗旨皆为抒写隐逸情怀!而其意象的意义正是植根

于"式微#首章经学阐释之中的$
关于唐代诗人隐逸之风根源的研究!学界已经

发表了许多意见!诸如道家+佛教林下风流的影响

等!我们认为还可以补充一点的意见则是唐诗中所

抒发的诗人隐逸情怀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影

响也有直接关系$
第三!唐诗的人伦情怀抒写主要体现 在 父 子+

兄弟+朋友之情等方面!产生了许多优秀诗篇$而

唐诗中有些抒写人伦情怀的作品则直接与"毛诗#
及其经学阐释紧密相关!"小雅(白华#的经学阐释

意义多被唐人用来抒写儿子对父母的孝敬之情!如
储光羲"洛潭送人觐省#%"&卷D!B’D@D@’

!!清洛带芝田!东流入大 川"舟 轻 水 复 急!
别望杳如仙"细草生春岸!明霞散早天"送君

唯一曲!当是白华篇"
此诗起首一联扣题点明送人的地点和洛水景

象!描写清清洛水如带飘过芝田!向东流淌汇入大

川$颔联承写送人!离别的轻舟在奔流的洛水上急

驰!远望这飘忽轻舟中的离人!恍若神仙一般!诗人



以轻松的笔 调 写 离 别 之 事!"黯 然 伤 神!唯 别 而 已

矣#的情绪荡然无存$颈联宕开一笔写景!两岸春

草嫩绿!早晨的天空一抹明丽的朝霞!绿岸夹清水!
水面映朝霞!清新明丽的景色烘托出送别友人的轻

松喜悦心情$尾联结穴点明送人觐省$%小雅&白

华’为 佚 诗!其 %序’曰("%白 华’!孝 子 之 洁 白

也$#)D*卷B之@(F#B以"孝 子 洁 白#的 赞 美 话 语 来 送 友 人

归觐省亲!一方面照应了题目!另一方面又为诗歌

轻松喜悦明丽的情调注入了一种人伦情怀!使人陡

然明白送别"孝子#归觐父母乃是祝愿友人及早归

家以尽孝道!以享天伦之乐!故诗歌一变伤别题材

而为轻松愉悦的明丽情调$又如棠棣+棣华常被唐

人用来作为表达兄弟之情的诗歌意象!棠棣+棣华

的意义源于%小雅&常棣’$杜甫%和江陵宋大少府

暮春雨后同诸公及舍弟宴书斋’("渥洼汗血种!天

上麒麟 儿$才 士 得 神 秀!书 斋 闻 尔 为$棣 华 晴 雨

好!彩 服 暮 春 宜$ 朋 酒 日 欢 会!老 夫 今 始

知$#)"*卷"!"("GGH棣 华 喻 指 其 弟!彩 服 兼 指 诸 公!颈 联

两句并写暮春雨后$%小雅&常棣’首章说("常棣

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郑笺说"兴
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荣复弟#!兄弟的恩亲最为

显耀和厚道)D*卷B之"(GFB!因而杜诗"棣华#还隐含着深

厚的兄弟恩亲之意!充满着真挚的人伦情怀$
如果拂去上述一类唐诗所接受的%毛诗’及其

经学阐释的儒家伦理道德一面!那么!唐诗中所抒

写的人伦情怀实际上反映了诗人对平凡而普遍的

亲情+友情的真实感受体验!而这种感受体验的诗

意表达固然含有人性等其他因素!但%毛诗’及其经

学阐释的影响不能说不是其重要因素之一$

二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除了影响到唐诗所表现

的人文精神之外!对唐诗批判现实的文学精神亦有

相当深刻的影响$%毛诗’的经学阐释充满着批判

精神!从统治阶层的政治政策到时政弊端!从统治

者的个人品格到其家庭关系+人伦道德!从社会风

俗到人伦道德!凡有不合儒家政教标准的东西!%毛
诗’的经学阐释都用"刺#+"怨#+"悯#+"伤#等话语

进行针砭批评!尽管其批判的价值观念带着封建时

代的因素!但其针砭社会政治+人伦道德弊端时所

高扬的批判精神却对文学的批判现实精神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批判精神主要凝聚在

"怨刺#二字上!%毛诗序’阐述"怨刺#的话语集中有

三点(一是"刺上#的目的不能 脱 离"主 文 而 谲 谏#

的特殊方式!其特点是人臣用讽谕箴刺君上!不直

言君之过失而又能使人君自知其过而悔改,二是追

溯了"变风变雅#产生的五大原因!综合起来看即指

时事政局和礼义人伦的混乱!因而所谓的"变风变

雅#也是一种怨刺!一种对政治时局和礼义人伦混

乱的批判,三是表明"诗#可以在政教得失+人伦兴

废和刑政 宽 苛 等 方 面 带 着"诗 人#的 感 情 讽 刺+批

判$不惟"风#可以具有"怨刺#功能!"雅#也可以怨

刺时政的衰乱!%毛诗序’所说"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废兴也#表明!王政由善而恶!天下失道!作

"雅#者可以站在正得失的立场上来"刺其恶#!批判

"王政之废#$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把复杂庞大的

%毛诗’经 学 阐 释 理 论 体 系 的 功 用 概 括 为"论 功 颂

德#和"止僻防 邪#两 个 方 面!"功 德#+"僻 邪#乃 为

善+恶二元价值观的另一表述!经学阐释即在于以

%诗’为对象来阐释所应颂美和所应批判的历史人

物+事件!达到用%诗’的政教目的$应该颂美的不

外"政遇醇和#!而"时当惨黩#则必须用"咏歌#去表

达"怨刺#!去"畅怀舒愤#地进行批判!从而达到正

邪防失+匡正人君的目的$孔颖达的概括双关了历

史与现实!一方面从阐释的角度预设出历史上"作

之者#的批判意图!另一方面则昭示现实中的诗歌

作者可以沿着预设的批判传统来批判当下的"时当

惨黩#!这样!经学阐释中的批判精神才具有现实的

价值意义!历史的批判才能转换为现实的批判!经

学的批判精神才能从历史的阐释中生成为文学的

批判现实品格$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这种批判精神对唐诗

批判现实的创作思想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唐代许

多具有现实批判精神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

%毛诗’及其经学阐释中所谓"怨刺#精神的影响!杜
甫堪称代表$杜甫诗歌达到了现实批判的高峰是

不争的共识!其主要源头即是深深植根于%毛诗’及
其经学 阐 释 的$杜 甫 通 经 学!幼 年 得 到 过 很 好 的

%诗’+%书’教育!%诗’+%书’成为杜甫重要的知识背

景之一$其%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漫卷%诗’%书’喜
欲狂#+%哭长孙侍御’"道为%诗’%书’重#和%避地’
"%诗’%书’遂墙壁#!都显示%诗’%书’与他的关系!
高适%赠杜二拾遗’"传道招)提*-堤.客!%诗’%书’
自讨论#)"*卷"D@("""G也是证明$杜甫的文有用%毛诗’
的例子!如%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之五中的"%诗’
曰(/文王小心翼翼0#)!*卷"G(""#@用%大雅&大明’"维

此文王!小心翼翼#$%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

碑’"诗人%关雎’!风化之始!乐得淑女11进贤才

以辅佐君子!不淫其色#)!*卷"G(""""用%毛诗序’!而杜



诗用!毛诗"及其经学阐释更多达GH#处#@$%说明他

对!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理解与熟悉的程度&因此%
说杜甫吸收!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怨刺(批判精

神而转化为自己诗歌理论和创作的现实批判精神%
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杜甫的诗歌观念把!毛诗"经学阐释的’风雅(
作为自己所追求一个诗学标准%其!赠比部萧郎中

十兄"’词华倾后辈%风雅霭孤鶱(#!$卷D)FF%把萧兄诗

歌创作的’风雅(精神比作鸟之飞鶱云际%给予了很

高评价%标准正是!毛诗"经学阐释的’风雅(精神&
!戏为 六 绝 句"’别 裁 伪 体 亲 风 雅%转 益 多 师 是 汝

师(#!$卷DD)B#D%则把 别 裁 伪 体 与 亲 近 风 雅 相 对 照%表

明杜甫把’风雅(作为自己诗歌创作最高标准的观

念&杜甫在这样一种诗歌观念的制约和指导下%创
作充满’怨刺(精神%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批判现实

的高峰%就不难理解了&把风雅比兴怨刺的传统转

化为诗歌对现实的批判%杜诗不乏其例%如!园官送

菜并序"#!$卷DB)DF!$)’伤小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
比而作诗(%正如陈允锋所说)’这就非常明确的表

明写诗 的 目 的 即 在 于 以 比 兴 手 法 来 讽 刺 社 会 现

实&(#G$D!$杜甫此诗第二层紧扣第一层末二句’青青

嘉蔬色%埋没在中园(来展开其现实批判)

!!园吏未足怪!世事固堪 论"呜 呼 战 伐 久!
荆棘暗长原"乃知苦苣辈!倾夺蕙草根"小人

塞道路!为态何喧喧"又如马 齿 盛!气 拥 葵 荏

昏"点染不易虞!丝 麻 杂 罗 纨"一 经 器 物 内!
永挂粗刺痕"
杜甫的诗歌%把世事乱后小人喧喧当道以及自

伤贤人君子隐居避人的身世感慨%用比兴与对照抒

写出来%在 比 兴 怨 刺 中 对 良 莠 颠 倒 的 现 实 给 予 批

判&其他作 品 如!种 莴 苣"*!牵 牛 织 女"*!江 月"*
!古柏行"*!虎牙行"*!锦树行"等%都与!毛诗"及其

经学阐释 的 风 雅 比 兴 怨 刺 精 神 直 接 相 关#G$D!H&而

其最著名的一些代表作品%如!悲陈陶"*!哀江头"*
!兵车行"*!丽人行"等%正如元稹所说%是’寓意古

题%刺美 见 事%犹 有 诗 人 引 古 以 讽 之 义 焉(和’自

!风"*!雅"%至于乐流%莫非吟讽当时之事(#F$的典

型代表%也是深深植根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

雅怨刺精神之中的&
再如韩愈&在中唐经学复兴语境中%韩愈是一

个通经致用的特殊人物%!新唐书"载他’尽能通!六
经"(%其!答崔立之书"喊出了’作唐之一经%垂之于

无穷(的口号&韩愈与!毛诗"关系可举两个例子)
一是与!毛 诗"专 家 施 士 丐 关 系 特 殊%一 为 四 门 博

士%一为太学博士%二人为国子监同僚%为施盖棺定

论的墓铭 即 由 韩 愈 所 作%其!施 先 生 墓 銘"#$$DGG"反

映出施士丐治!毛诗"威望之高和名气之大&另据

记载%施士丐所讲说的!毛诗"章句%正如!唐语林校

证"卷二说)’刘 禹 锡 云)与 柳 八*韩 七 诣 施 士 丐 听

!毛诗"%说+维鹈在梁,)梁%人取鱼之梁也&言鹈自

合求鱼%不合于人梁上取其鱼%譬之人自无善事%攘
人之美者%如鹈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说+山
无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无可怙也&以

岵之无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
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

其所对#*去就*避忌也&+魏,%大-+阙,%楼观也&
人臣将入%至此则思其遗阙&+桓楹,者%即今之华

表也-桓*华声讹%因呼为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

状也&又说%古碑有孔&今野外见碑有孔%古 者 于

此孔中穿棺以下于墓中耳&又说!甘棠"之诗%+勿

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上言

+勿剪,%终言+勿拜,%明召伯渐远%人思不得见也&
毛!注"+拜犹伐,%非也&又言+维北有斗%不可挹酒

浆,%言不得其人也&毛*郑不注&(#H$在经学阐释方

面不无见解%韩愈说他’明毛*郑!诗"(自然包含着

一定 的 敬 仰 成 分&二 是 韩 愈!上 宰 相 书"引!小

雅.菁菁 者 莪"时#$$D"!H%用 了"##余 字 解 释!菁 菁

者莪"%可 谓 其 经 学 再 阐 释%若 比 之 施 士 丐 说!毛

诗"%一点也不逊色&可见韩愈对!毛诗"及其经学

阐释的熟悉和深入&
韩愈曾把!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风雅(精神

用作反对夷乐新声的武器%!上已日燕太学听弹琴

诗序"’歌 风 雅 之 古 辞%斥 夷 狄 之 新 声(#$$DG@!%实 质

上是用’风雅古辞(来排斥流行于当时艺坛的夷狄

新声%这与他的文学复古理论紧密相关&!毛诗"及
其经学阐释的’风雅(概念是一个包容了美刺精神

的复杂概念%面对’时当惨黩(*社会不公和遭受谗

陷时%韩愈接受并运用’风雅(中的’怨刺(精神%其

!为分司 郎 官 上 郑 余 庆 尚 书 相 公 启"说’!$鸠"平

均%歌于!国风"-从事独贤%!雅"以怨刺(#$$D$H"&韩

愈曾按照!唐六典"而索’功德使(%得罪宦官%分司

东都%!上郑尚书相公"在此背景下%先用!曹风.$
鸠"的经学阐释义’喻人君之德%当均一于下也&以

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鸠(#D$卷$之$)@$F来批判政治的不

公平%又 用!小 雅.北 山"的 经 学 阐 释 义 来 表 达

’!雅"以 怨 刺(的 现 实 批 判&其 接 受!风 雅"的’怨

刺(精神在文中得到了很好的证明&
韩愈诗歌中%不少作品接受了!毛诗"及其经学

阐释的’怨刺(传统而转化为现实批判精神%如!古

风"*!归彭城"*!利剑"*!射训狐"*!东方半明"*!猛



虎行!等"怨愤情绪的强烈"批判锋芒的锐利"无不

植根 于 #风!$#雅!的 %怨 刺&精 神 之 中’#古

风!(B)卷D*"@诗云*

!!今日曷不乐？幸时不用兵!无曰既蹙矣"
乃尚 可 以 生!彼 州 之 赋"去 汝 不 顾!此 州 之

役"去 我 奚 适？ 一 邑 之 水"可 走 而 违#天 下 汤

汤"曷其而归？好我 衣 服"甘 我 饮 食!无 念 百

年"聊乐一日!
这首诗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哀刑政之苛&的怨

刺主旨’首四句先正言若反"以诘问说眼下没有兵

灾祸乱"民生为何不乐？意谓和平环境民生当乐+
后用让步句说即使兵乱以后老百姓尚能生存下去’
首四句显然是说兵乱尚未把百姓逼到绝境’接下

四句采用比拟"表达赋税苛政猛于战争之意’而行

文化用了#魏风,硕鼠!%莫我肯顾&$%誓将去汝&$
%适彼乐土&等语汇来描述老百姓被沉重的赋税苛

政所困"欲逃而又无所逃的艰难绝境"怨刺之深无

异#硕鼠!’最后四句既抒写善良的理想愿望"又以

反讽来表达更加沉痛的批判’诗人用第一人称来

传达百姓心声"渴望有好衣服$甘饮食的生活"而且

并不奢望一辈子有这样的生活"只翘盼能过上一天

这样的好日子’最低的善良愿望相对于最沉重的

赋税苛政来说"无疑只是转瞬即逝的破灭泡影"对

照结构的反讽张力中流露出长歌之哀深于痛哭的

哀怨情绪和批判主旨’这样的艺术构思和表达"无
疑与#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时当惨黩"怨刺形于

咏歌&精神一脉相承"胡谓所说%辞弥婉而意弥痛"
#山枢!$#苌楚!之遗音也&(B)卷D*"GI"F的评价"确为有

识之见’
韩愈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谢自然诗!$#汴州乱

二首!$#苦寒!$#永贞行!$#三星行!$#病鸱!$#华山

女!等"其批判现实的精神都与#毛诗!及其经学阐

释的风雅怨刺有直接关联’韩愈诗歌的批判现实

精神源于%风雅&"在此基础之上他吸收其他文学优

良传统而%创 立 了 不 平 则 鸣 之 说&(D#)"又 超 越 了 传

统的%风雅&’

三

!!唐代抒情诗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是比兴"许多

诗人都把比兴作为重要的文学追求或艺术标准"其
创作往往在必要的时候自觉运用比兴艺术来抒发

自己的感受体验"也用比兴艺术来衡量别人的诗歌

创作’唐代诗人用比兴艺术来抒发多方面社会生

活与自我心灵的感受体验"主要有两个类型"一是

写男女相思$相怨$追求$失落的抒情诗"一是咏物

言志的抒情诗’
第一个类型的抒情诗艺术往往跟#毛诗!及其

经学阐释紧密关联’#毛诗!经学阐释多用比兴阐

释男女关系"如#邶风,谷风!$#周南,关雎!$#陈

风,衡门!和#小雅,伐柯!等"形成了以夫妇譬君

臣的阐释策略’这对唐人影响不可小视"在严肃的

科场上"有人把这种阐释策略转换来表达明君求贤

臣之义"如皇甫琼#对!*%-忧在进贤."道叶#采苓!
之化+-恩无不逮."德合#樛木!之风’&(DD)其对策之

文用#毛诗!篇名及经$#序!等来组织自己的表达"
用例集中且典型"尤可注意的是"#关雎!序%忧在进

贤&与#樛木!序%恩下逮&已被皇甫琼理解为以男女

譬明君贤臣的象征意义"#毛诗!经学阐释的意义已

被转换为创作表达的意义’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唐
代诗人接受了#毛诗!经学阐释以男女比君臣的象

征意义"白居易的#新 乐 府,太 行 路 !写 妇 女 色 衰

被弃的哀怨"小序明确地说主旨是%借夫妇以讽君

臣之不终也&"诗中也把怨刺君臣之间%朝承恩"暮

赐死&的底蕴通过女子色衰即被弃的身世直白地托

出’由于人间夫妻与近代君臣的遭遇在艺术上同

形同构"借夫妇以讽君臣的表达艺术才能从#毛诗!
经学阐释策略转换为创作的表现艺术"尽管白居易

#太行路!的比兴象征艺术十分浅显直露"在主文谲

谏方面尚不完美"但其创作旨意却是植根在#毛诗!
经学阐释的%男女君臣&之中的’

用%男女比君臣&艺术来较圆融地表现自我心

灵追求与苦闷的唐代抒情诗"李白$李商隐可为代

表’他们强烈追求君臣遇合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

想"以展示辅弼君主匡济天下的大志"而现实社会

却往往不给他们提供君臣相遇的机会"使其大鹏展

翅的宏图无由实现"心态往往处于追求与失落的二

难尴尬境地"其心灵中的追求$相思$苦闷$失落$哀
怨情绪要通过诗歌艺术抒发出来时"以男女譬君臣

的艺术传统便成为他们创作的选择’李商隐#无题

诗!隐喻的底蕴较为隐晦"而其所采用的比兴象征

艺术却与#毛诗!经学阐释的%男女比君臣&策略紧

密相关"李商隐自己就说过%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

人以喻君子//力均声同"德邻义比&(D")’朱自清

说*%艳情之作以男女比主臣"所谓遇不遇之感’中

唐如张籍#节妇吟!"王建#新嫁娘!"朱庆余#近试上

张水部!"都是众口传诵的’而晚唐李商隐-无题.
诸篇"更为煊赫"只可惜喻义不尽可明罢了’&(D!)这

些诗论表 明"李 商 隐#无 题 诗!的 抒 情 艺 术 渊 源 于

#毛诗!经学阐释的%以男女比君臣&阐释策略"并因

艺术才华与切身体验的生动融会而获得了千百年



来读者的喜爱!李白则把"以男女喻君臣#的抒情

艺术 推 进 到 相 当 完 满 的 境 界$如%感 兴 六 首&之

五’"(卷DH!)DHF@$诗云)

!!西国有美女!结楼青云 端"蛾 眉 艳 晓 月!
一笑倾城欢"高节不可夺!炯心如凝丹"常恐

彩色 晚!不 为 人 所 观"安 得 配 君 子!共 乘

双飞鸾"
又如%长相思&’"(卷DF")DFH@IDFHG)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 啼 金 井 栏!微 霜

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

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 溟 之 长 天!下 有

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

难"长相思!摧心肝"
这两首诗整体构思不出%毛诗&经学阐释"男女

譬君臣#策略所转换的创作方法$其君臣相遇的心

灵独白被男女相思*相求*相怨的意象构思抒发了

出来!%感兴六首&之五带有%毛诗&及其经学阐释

的明显渊 源$%邶 风+简 兮&)"云 谁 之 思？ 西 方 美

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郑笺)"我谁思乎？思

周室 之 贤 者$以 其 宜 荐 硕 人$与 在 王 位!#’D(卷"之")DFG

李白诗的"西国有美女#即与"西方美人#形神莫二!
%感兴&诗"配君子#亦与%毛诗序&"%关雎&乐得淑女

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 贤 才$
而无伤善之心#神髓一脉相承!萧士%所说其"思

见君子$尽 心 以 事 之$与 共 禄 位 也#’D@(卷"@)D!HB$不 无

道理!%长相思&更是把"男女譬君臣#的艺术发挥

得淋漓尽致$诗歌抒写一种相思*相求*相怨的心灵

曲折$更富有追求与失落所构成的情感张力$隐含

在整体诗歌意境中的深沉心灵独白欲露而不显$象
外而有象!故%唐宋诗醇&给予了很高评价)"不胜

沦落之 感!%卫 风&,案)当 为%邶 风+简 兮&-曰)云 谁 之

思$西方美人!%楚辞&曰)恐美人之迟暮!贤者穷

于不遇$而不敢忘君$斯忠厚之旨也!辞清意婉$妙
于言情!#’D@(卷!)"@G李 白 诗 以 天 才 浪 漫*飘 逸 奔 放 著

称$而他上述杰出的抒情诗$却是在虚构的男女相

思*相求*相怨的浪漫故事中$向读者述说着自己的

人生遭遇$倾吐着心灵世界哀怨不尽的苦闷$编织

着自我命运的象征画面$尽管这一类诗依然不乏浪

漫的想象力和美人云端的飘逸倩影$但其诗歌意境

中浓郁的现实意味和痛苦的心灵煎熬$却使读者可

以感受到诗人灵魂的悲剧和审美的震撼!
此外$尚有不少优秀的唐人诗篇$如张九龄%感

遇十二首&的汉上寻求游女$%望月怀远&中月光下

的思念美 人$孟 浩 然%万 山 潭 作&月 光 下 幻 想 的 游

女$杜甫%佳人&中日暮依修竹的绝代佳人$韩愈%送

区弘南归&中的窈窕处子王妃$孟郊%出门行&中的

云端美人$贯休%善哉行&中婉如清扬的美人等$构

成了男女相求*美人相思的象征画廊$展示着诗人

们想象力世界中男女相求*相思*相怨的万种风情$
而这些风情画面的底蕴无不是植根于%毛诗&经学

阐释土壤中诗人体验君臣遇合的艺术象征!这一

类诗歌的比兴象征艺术手法跟叙事抒情*营造意境

的其他艺术手法一样$也是把唐诗推向辉煌璀灿的

艺术顶峰的重要手法$没有这种艺术$唐诗的辉煌

就会减掉一分光彩$于此可见%毛诗&经学阐释"男

女譬君臣#阐释策略转换为唐诗创作比兴象征艺术

的重大价值!
第二个类型是抒情言志的咏物诗!%毛诗&中

的草木鸟兽 虫 鱼 等$都 被 经 学 阐 释 赋 予 了 特 定 的

"义#$而 这 些 事 物 的 意 义 被 阐 释 出 来$主 要 依 靠

"兴#的方法!发展到唐代$在文学领域里$人们对

比*兴的认识尽管主要源于经学阐释$但却完全转

换到文学创作指导思想层面上来加以讨论了$产生

了不少相关概念$如比兴*兴寄*兴讽*托讽*兴寓*
寄兴等$这既是当下诗歌创作的理论概括$又是创

作的理论指导!在这些创作理论指导下$唐代诗人

创作了许多 抒 情 言 志 的 咏 物 诗$其 中 不 乏 名 篇 佳

作!如陈子昂%喜马参军相过醉歌并序&讲的就是

抒发自己的幽郁孤愤可以采用"比兴#手法$其%与

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提出"兴寄#$%修竹篇&则以

环境描写渲染$以修竹形象寄托自己的人格追求!
又如白居易%禽虫十二章并序&从理论上认为"诗义

始于%关雎&%鹊巢&#$须借助于比兴方法$如%禽虫

十二章&第五章’"(卷@F#)G"@G$白居易自注"有所感也#$
其感触的意绪被寄寓在所咏事物之中$所咏的是美

丽富贵的鹓鸾和丑陋低贱的乌鸦这两种地位悬殊

的鸟儿$一旦被关闭在深笼里$它们的命运就同样

不自由了$诗歌所叙写的鸟类命运从整体上比兴象

征着诗人身边人物的命运!唐代咏物诗中这类比

体诗不乏杰出作品$如骆宾王%在狱咏蝉&$抒情言

志的方法和目的就是借蝉的高洁却命途多舛来比

兴象征自我的高洁人格和不幸命运$并希望以这种

"情沿物应#的比兴艺术创作$让人知道自己寄寓在

诗歌中的旨意$此诗之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咏物名

篇$是因为比兴艺术的圆融浑成$蝉与人*物与我在

诗中浑然一体$咏物与抒情言志达到了水乳交融的

境界!
韩愈%鸣 雁&’"(卷!!H)!$HF则 是 明 显 带 有%毛 诗&及

其经学阐释影响痕迹的一首比体咏物诗$尽管有人

认为其艺术性不及上首作品$但却可以看作%毛诗&



经学阐释策略如何被转换为唐诗创作方法的一个

范例!姑引其诗如下"

!!嗷嗷鸣雁鸣且飞!穷秋南去春北归"去寒

就暖识所依!天长地阔栖息稀"风霜酸苦稻梁

微!毛羽摧落身不肥"裴回反 顾 群 侣 违!哀 鸣

欲下洲渚非"江南水阔朝云多!草长沙软无网

罗!闲飞静集鸣相和"违忧怀 惠 性 匪 他!凌 风

一举君谓何"
樊汝霖曰"#此诗兴也$%&B’卷D"D#B首句#嗷嗷鸣雁

鸣且飞%出自(小雅)鸿雁*第三章#鸿雁于飞!哀鸣

嗸嗸%!(传*曰"#未得所安集则嗸嗸然$%&D’卷DD之D"FF!

韩愈(鸣雁*诗前半部分#天长地阔栖息稀%+#哀鸣

欲下洲渚非%!表现鸿雁南来北去无所归依的嗷嗷

哀鸣!也是诗人自身命运尚未找到理想归宿的苦闷

情怀象征$由此!韩愈此诗赋予哀鸿以人格的比兴

艺术是渊源于(毛诗*经学阐释的用#兴%阐释策略

的!却又根据文学创作需要和自我抒情言志的当下

体验把这种阐释策略转换为一种创作艺术!创作出

一首借咏物而咏叹自我命运与人生渴望的抒情诗$
综上所述!唐诗在主导的人文精神+批 判 现 实

精神和抒情言志的艺术等方面从(毛诗*及其经学

阐释的复杂庞大体系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从而铸

造了品格昂扬健康+充满人文情怀+现实精神和抒

情艺术再创辉煌的诗歌成就$由此!我们说以(毛

诗*及其经学阐释为代表的儒家诗教对唐诗的影响

具有重要而又健康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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