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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体诗的遗产:虚拟京洛与情感塑形

蔡丹君

[摘要]在历史上饱受批判的宫体诗,是链接汉乐府与初唐歌行的不可忽视的一环。宫体诗抽

离了汉乐府讲述城邑平民生活与家庭伦理的叙事内核,虚拟历史时空线索,将琐碎的物象、事类叠

加在一起,建构出一种概念化的城市图景。城市街衢之间的游侠、倡妓等形象鲜明的特定人群获得

凸显,并替代了汉乐府中作为主角的城市底层平民。同时,宫体诗人又提炼出类型化的世俗情感,
或关于历史、人生沉浮的咏叹,或关于游子思妇的缠绵等等,将之作为城市图景的空隙之间隐伏的

抒情笔墨。这些被塑形过的情感类型,最终凝结为了初唐诗人所理解的 “古意”。总之,从汉乐府、
宫体诗到初唐歌行,中古诗歌文本内部的语言艺术发展过程,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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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体诗产生于萧纲成为太子之前①,发源于梁代的荆雍地区②,它所包含的女性、都城、宴

会、闺怨等内容,在客观上接续了汉乐府中城邑生活相关的主题③。与乐府诗关注城市伦理叙事不

同的是,宫体诗人热衷描述市井风情,抒发城市生活中普遍世俗情感,呈现出的是一种 “情无所

治,志无所求”④ 的情感、境界。它消解了汉乐府中原有的城市伦理叙事,将城市虚构为倡家、游

侠活跃的舞台,并在虚拟的历史时空中排列与城市相关的历史人物,将城市叙事置于现实与历史的

双重时间线索的流动变化之中。这些说明宫体诗自有一套虚构城市图景的诗学法则。
宫体诗关于城邑图景的建构法则,反映了在陈隋唐之际诗歌语言艺术的嬗变。闻一多先生认为

卢照邻 《长安古意》是连接这两个诗歌时代的代表作⑤,事实上,它对宫体诗的集成反映在 “纸上

京洛”的搭建以及相关情感的塑形。这类初唐歌行不在少数,以下将具体研究宫体诗的这份艺术遗

产,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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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丹君,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caidanju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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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跃进:《关于宫体诗研究的几个问题》,载 《古典文学知识》,1994(5)。
徐艳认为,“宫体”可以存在于各体之中———无论是乐府古辞,还是文人五言诗、七言诗。即便将 “宫体”扩充到 “宫体文”。

见徐艳 《“宫体诗”的界定及其文体价值辨思》,载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
刘加夫曾统计南朝乐府诗1000余首,将之区分为艳情、边塞征战、咏物、江南风情、说理咏怀、宴饮歌舞、都市繁华、游

仙、游侠等几个方面,而将以女性为书写对象的,称为艳情乐府诗。参见刘加夫:《试论南朝文人的艳情乐府诗》载 《山东师范大

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
傅刚:《宫体诗论》,载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1)。
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载闻一多:《唐诗杂论》,1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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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洛图景的符号化重塑

在西汉时代就有谚语称 “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而西向笑”,“反映了当时某些追求享乐的人对于

长安的向往”①。在汉乐府或者西晋文人拟乐府诗中,城市是通常是被作为一种情感、故事发生的

背景来呈现的,并非作者描写的对象。汉晋之间,如 《相逢行》 《长安有狭斜行》 《名都一何绮》
《长安道》《洛阳道》等乐府题目,都与都城相关。其中,汉乐府相和歌辞 《相逢行》不断发展,后

来裂变为两个题目:《长安有狭斜行》和 《三妇艳》②,前者此后专门用于描述都城景象,后者则与

女性题材逐渐相融。汉末文人诗中,《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写都城中的游子对不可企及的都

城生活所发出的长叹。③ 西晋以后,陆机作 《拟青青陵上柏》,其中的 “名都一何绮”④ 一句,之

后演化成为新的诗题。陆机写长安都城的壮丽与市井生活中的游侠元素,主题仍然在于抒情而非对

都城的细节镌刻。而西晋诗左思、鲍照等人的诸多诗作中提及的都城,也有类于此。
宫体诗则塑造了完全不同的城市状貌。宫体诗发源于荆雍,城市商业繁荣,是仅次于建康的经

济中心。萧纲、萧绎兄弟长期出镇于此多年,他们以及他们身后文学集团的文士们,被认为是宫体

诗的发起人。萧绎说 “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⑤,所谓 “风谣”,即是南朝乐府民歌吴

声、西曲。在宫体诗人的笔下,繁华的荆雍之地,尽是美丽女子和她们身处的市井人烟。如萧纲

《雍州曲三首》⑥ 《北渚》《大堤》,都是攫取城市生活中的片段,描写市井行旅中的经济生活景象。
有学者考证,这里的大堤是当时的郡府所在地,是孕育并产生 《大堤》歌舞的地方⑦,也即诗中的

“宜城”。宫体诗人只表达对城市生活的直感,而并不会像东汉赋家那样,去探寻城市繁华背后的朝

代兴替、文物制度等深层因素。
诗中姬妾也是宫体诗人绘制的城市图景中的一部分。记录荆雍城市生活时,宫体诗人写下了大

量 “观妓诗”。这类 “妓”是城市中的一类掌握歌舞技艺的女子,具有一定的商业属性。萧纲 《艳
歌篇十八韵》歌咏凤楼倡女的妆容、乐器演奏和舞姿⑧,萧绎 《登颜园故阁》讲述的是舞馆中有妓

留客⑨,萧纪 《同萧长史看妓》⑩、刘孝绰 《遥见邻舟主人投一物众姬争之有客请余为咏》 《淇上

人戏荡子妇示行事诗》等,所写的都是这类 “倡家女”与 “良人”,或者 “美人”与 “上客”的酒

乐歌舞欢会。宫体诗利用这种繁华喧闹的商业图景,将城市生活设定在了一种狂欢氛围中。
这些描写歌舞欢会的 “场合诗”中的城市,与汉乐府中的城市图景有很大的不同,既不反映社

会冲突,也不承载真情实感的抒发,而是呈现上层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萧纲 《和湘东王横吹曲三

首》之 《洛阳道》中,佳丽、大道、游童、蚕妾、金鞍、龙马、罗袂等等,琐碎的物象构成了直观

的城市繁华的场面。沈炯 《名都一何绮诗》写的是宫阙高楼、云母琉璃、帝王妃子,孔奂 《赋
得名都一何绮诗》夸耀京都仪服之盛,周弘正 《名都一何绮诗》中写名都宫观 “金璧藻华珰”
等等。在宫体诗人的影响下,文人对城市有了新的审美。汉末五言诗中游子远游都城的忧伤,在这

类诗歌中被淡化甚至抹除,都城商业的繁华、政治地位的崇高,宫殿器物之尊贵等是被用力描写的

对象。绮碎的物象仿佛华丽的碎屑,拼粘出一幅意念感的、而非具象感的城市画像。“富贵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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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松林:《<长安道>和 <长安有狭斜行>》,载霍松林:《霍松林学术随笔集》,115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吴大顺:《从 <长安有狭斜行>到 <三妇艳>歌辞的流变看清商三调在南朝的演进》,载 《中国诗歌研究》,2009(1)。
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538页,中华书局,201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册,688页,中华书局,1983。
萧绎撰、许逸民校笺:《金楼子校笺》,966页,中华书局,2011。

⑧⑨⑩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1918、1902 1903、2038 2039、1899、1837、1836、1911、
2448、2536、2463页,中华书局,1983。

魏平柱:《南朝乐府 <大堤>之 “大堤”非襄阳城之大堤》,载 《襄樊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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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就是用华丽琐碎物象来堆砌的写作方式,完成的是城市生活象征符号的聚合,构建出了平面

的、商业化了的物欲空间。过去,这被视为是一种堕落的诗风,但是,它反映世俗眼中城市的旖旎

繁华,后世诗歌提供了新的诗歌美学①。
南朝文人拟乐府 《长安道》《洛阳道》等,在书写城市风光时会虚构历史时间,借汉晋故事或

历史典故的点缀,来建构出一种古老的历史时空感,或者说,是以古老的历史时空感,来获得一种

“无时间感”,仿佛一切历史故事都在同一个城市空间中永恒上演。宫体诗中城市图景的艺术塑形,
是在虚构的时间中完成的。与城市相关的典故,会被宫体诗反复利用。庾肩吾 《赋得横吹曲长安

道》中的平陵钟、新丰树等②,陈暄 《长安道》中的 “张敞车单马,韩嫣乘副轩。”③ 江总 《洛阳

道二首》笔涉旧都故迹、历史中的人物,如李膺、绿珠、孙秀等④。这些典故的存在,说明南朝诗

歌中的都城书写多服从于隶事,而并非写实性的描写⑤。但它们还富有一种抽离时间的意义。而这

类描写一般只完成对都城的概述,不会着意书写都城的任何细节。如陈叔宝 《长安道》点名了几座

宫殿,如建章宫、未央宫、长乐宫、明光宫,并让它们相互连属,诗人仿佛在这些历史遗迹中一路

穿梭,最后停留于城中倡家:“建章通未央,长乐属明光。大道移甲第,甲第玉为堂。游荡新丰里,
戏马渭桥傍。当垆晚留客,夜夜苦红妆。”⑥这样的诗学构思,为乐府、文人拟乐府中的都城书写带

来深刻的变化。人们不再执着于在这类诗体中讲述都城中到底发生过怎样的具体的故事。宫体诗人

“有向 《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等经典致敬的创作意图”,而且还在完成了对诗歌本身的 “去脉

络化”(de-contextuallization)⑦。沿此而来,卢照邻 《长安古意》中展现了一幅有线索、有细节的

长安图景:“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

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梁家画阁天中起,汉帝金茎云外直。楼前相望不相知,陌上相

逢讵相识?”⑧ 诗中的长安就像一幅流动的图画,人群车马流动,一路景观华丽,气氛迷离,散发

着一种蓬勃的生命力。读者仿佛坐在青牛白马七香车之上,沿着都城的街衢,一路观望。开头的

“青牛白马七香车”,可能是来自宫体诗萧纲 《乌栖曲》中的 “青牛丹毂七香车”。卢诗的意脉,是

写穿过都城的繁华景象、去往娼家,有宫体诗中城市生活风情的具象。而萧纲 《乌栖曲》的下文正

是 “可怜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帐任君低”⑨。从这些物象、意脉来看, 《长安古

意》正是放大了篇幅的宫体诗。它不是写古老的汉乐府与汉末五言诗中的长安,而是写南朝以来宫

体诗中的长安,他直接借用了宫体诗人在描绘城市状貌时使用的语词符号,固定的主题、线索,构

成了相类似的城市图景。如王勃 《临高台》鸟瞰楼台景物,又精绘出诸多城市生活细节;骆宾王

的 《帝京篇》是仿佛是手持地图的一场游走,将都城中的名胜一一道出,就像是对都城风光的导览

等等。
 

一旦对都城采用远望的姿势,那就意味着诗中的叙述者已不在都城中,他是在用旁观者与

沉思者的视角完成对都城总体印象的反思。
总之,经过事类叠加之后,诗中所写的故事明显并不真实,而流为一种看似无直接抒情意义的

铺衍。而是要通过这样的隶事的再现,营建出一种盛世氛围。陈隋诗人在模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一套容易被沿袭下来的、通用的语词符号,就像是诗中城市画面的零部件。于是,曾在汉晋乐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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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旭:《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载曹旭、吴承学主编: 《庆祝王运熙教授八十华诞文集》,3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⑥⑨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1982、2542、2568 2569、2507、1922页,中华书局,1983。
王瑶:《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载 《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8(1)。
祁立峰:《论宫体诗与抒情传统之关系———兼论梁陈宫体的三种类型》,载 《成大中文学报》第40期,2013。
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册,522 523页,中华书局,1999。

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674 675、833 834页,中华书局,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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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作为抒情或叙事背景的城邑,在宫体诗人的笔下,逐渐变成了以绮碎的物象、历史典故的碎片

构成的风景,是一种文本意义上的 “纸上京洛”。当这种有关都城的主旨思想确定,就为典故、譬

喻进入歌辞带来了更多的可能,为初唐歌行留下了一份语言艺术的遗产。

二、城市伦理叙事的消解与抒情 “空隙”的利用

汉乐府描写城邑生活时,主要展现的是故事冲突或者城市生活伦理批判。如 《陌上桑》《羽林

郎》《孤儿行》《妇病行》等,皆如此类,都是对某种伦理失序现象进行批判或控诉。但是,到了宫

体诗人笔下,故事线索被淡化,城市伦理批判也基本归零。宫体诗通过乐府古辞的改造,消解了汉

乐府旧题故事,完成了对都城人群景观的重塑。都城诗的主角不再是失意的来自远方的底层文人、
故乡中的无名思妇,而是游侠、倡家等商业社会中的人群。在宫体诗虚构城邑图景时,它在文本层

面所完成的对汉乐府伦理叙事的消解与基于倡家、游侠等人群的抒情 “空隙”的利用,是非常值得

关注的写作法则。
汉乐府 《陌上桑》讲述的是采桑女罗敷与太守邂逅相见、罗敷智斗太守的故事。在宫体诗人笔

下,不但被弱化了这种矛盾冲突,还加入了艳情色彩。萧纲 《采桑》开启了对 《陌上桑》宫体改写

之端,将一个充满严重冲突的街头故事,铺写成了委婉曲折、情思缠绵的自诉式抒情之篇,结尾的

表意暧昧不清,与汉乐府完全有别:“必也为人时,谁令畏夫婿。”① 此外,萧纲 《妾薄命篇十韵》
中也提到了罗敷。这种写法,之后颇为流行。吴均 《拟古四首》之 《陌上桑》将罗敷写成了心思缠

绵的思妇②。萧子显 《日出东南隅行》③ 何思澄 《南苑逢美人诗》④ 都是对这首乐府的宫体化改写。
陈后主 《采桑》⑤中的劳动妇女虽然是在采桑,但她柔弱、妩媚,有香艳之感。诗的结尾 “不应归

独早,堪为使君知”是一声无力的叹息,罗敷当面拒绝、呵斥太守等丰富的故事画面被删去了。汉

乐府 《陌上桑》中的女子自陈有夫婿,提倡坚贞的道德观念,而对意欲不轨的太守发出了批判之

语。反抗主题被抽离之后,这一乐府旧题的内容变成了对采桑女的外貌刻画,与城市生活伦理撇离

了关系。
陈代宫体诗人笔下的 “罗敷”,她的装扮与举止以及周围环境对她的烘托,让她看上去很可能

是倡家。后主 《日出东南隅行》将女主人公的名字换为南威,让她身穿红裙绿绮,“当垆送客”⑥,
便是作为倡家来写的。从罗敷到思妇再到倡家,可以看到同主题的乐府诗,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

诗体中的变化。
这种彻底改变汉乐府故事内核、完全以宫体笔法加诸其上的拟作手法,甚至蔓延到了汉乐府

《妇病行》这种悲剧题材中。汉乐府 《妇病行》⑦ 原本讲述了一个久病妇女临终托孤等内容的悲剧

故事。久病妇女与这位贫穷的、无力抚养子女的鳏夫,来自城市底层阶级——— “舍孤儿到市”和

“买饵”等语说明了他们生活在城市。而取材于这个题材的宫体诗,不但与汉乐府 《妇病行》中底

层阶级的人生悲剧毫无关系,且极具艳情色彩。如江总 《妇病行》⑧用慵懒风流之态塑造病妇,用

翡翠帷、蒲萄酒等贵物来点缀其生活环境,他所写的这位女性应是一位擅长琴舞等艺术技能的倡

家。诗中 “夫婿”所忧虑的不是妇女疾病难愈、孤儿抚养,而是不知府上还有哪位舞姬能舞 “大垂

手”。这就抽离了汉乐府中有关城市底层生活悲剧的内核,将之置换成了艳情诗,汉乐府原有的叙

事于是进一步被消解了。而 《妇病行》这个乐府旧题之所以还能为宫体诗人注意到,是因为其中有

“妇”这个女性角色。而像 《孤儿行》,就不会有宫体诗加以模拟了,因为它缺少能让宫体诗发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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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⑤⑥⑧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1901 1902、2501、2501、2571页,中华书局,1983。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1723、1816、1807 1808页,中华书局,1983。

郭茂倩:《乐府诗集》,5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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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的角色。
宫体诗人不再对城邑普通平民的故事表示浓烈兴趣,只是将城邑相关的部分元素加以发挥,将

之描绘成统一的审美趣味和画面。由于这些画面已经不再具有叙事性,宫体诗在消解了汉乐府的城

市伦理叙事之后,呈现了一个无情节、无故事的文本。宫体诗人笔下的城市,没有像汉乐府那样具

体可感的故事,而是只有被类型化了的故事指代。这种写法,本质上是将俗文学的表现手法放到了

诗歌创作中。
与这类故事抽离的写法相并行的,是其他一些乐府诗主题也在同时遭遇裂变和故事内核的置

换。汉乐府 《相逢行》在宫体诗人的反复拟作中发生了变化,“三妇”的部分还获得了深入加工。
傅刚师曾对这一问题做过完整的考证,他认为将 《三妇艳》单独列出是乐工的行为,而刘铄则利用

这一题目来写诗①。这一行为对当时诗坛影响很大。梁武帝 《长安有狭邪行》末段谈到 “三妇”
时,将她们的丝织品和乐器都换成了更为富贵的类别或者具有倡家风味的乐器:“大妇理金翠,中

妇事玉觹。小妇独闲暇,调笙游曲池。丈夫少徘徊,凤吹方参差。”② 萧纲的同题 《相逢行》末句

涉及到三妇,纯以宫体出之③,吴均 《三妇艳诗》④也同样如此。至陈后主 《三妇艳词十一首》⑤除

其中第二首有 “大妇主缣机,中妇裁春衣”、第十首 “裁罗襦”以外,此外各首中都与纺织女红无

关,而是突出她们的妆容、歌声、琴瑟技能,将她们塑造为情思缠绵婉曲的倡家形象。张正见 《三
妇艳诗》⑥写法与此类似。这里的男性主角,不再是内庭中的 “丈人”,而是 “上客”,这三妇应就

是都城中的倡家,而并非一个富贵家庭中的三个儿媳。《三妇艳》自身内部的不断裂变,也是此时

宫体诗艺术作用的结果。汉乐府富含城市生活伦理意味的叙事,至宫体诗中被消解了。对于南朝的

这种 “大失本旨”的写作风习,《颜氏家训·书证篇》加以严厉批评,认为有悖汉乐府中的伦理。⑦
卢文弨注举例了自宋南平王钎始仿乐府之后六句作 《三妇艳》诗,到梁昭明太子、沈约、王筠、刘

孝绰、吴均、陈后主、张正见等人对此题的创作,认为他们 “皆大失本指”⑧。明代陆时雍同样认

为,“梁诗妖艳,声近于淫。靓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⑨。这是因为宫体诗在呈现城市

图景时,娼妓成了繁华世界的象征者。
现存宫体诗中的宫廷歌舞伎与市井中的歌舞伎,其实都是城市中的底层人物。如徐陵 《杂曲》

所写的是宫中舞伎⑩,江总 《杂曲三首》写的都是市井倡家。江总 《梅花落》中写 “长安少年多

轻薄。两两共唱梅花落”“桃李佳人欲相照。摘叶牵花来并笑”是倡家场景,还有 《宛转歌》串

起了诸多传统诗歌主题中的女子们,皆是写酒筵上的倡家,名之为韩娥、楚妃、湘妃等,但诗中

“已闻能歌洞箫赋,讵是故爱邯郸倡”点明了她们的身份。顾野王 《艳歌行三首》或用历史上乐府

中的、传说中的女子来命名倡家,如 “东城采桑返,南市数钱归”“长歌挑碧玉,罗尘笑洛妃”,或

点明她们是娼妓。她们在宴饮场合弹琴度曲,场景淫靡浮华。于是,卢思道 《美女篇》说到都城的

图景,就将之等同于倡家群体之盛:“京洛多妖艳,馀香爱物华。”游子和倡家的故事颇具有猎奇

感,接近俗文学中的文化趣尚。这种具有猎奇性质的讲述,既是来自商业社会的,也是为了迎合商

业社会的。
但是,正是因为倡家等人群被作为了一种主要的城市人群景观,宫体诗人在主题叠加的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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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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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刚:《南朝乐府古辞的改造与艳情诗的写作》,载 《文学遗产》,2004(3)。
④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1514 1515、1725页,中华书局,1983。
⑤⑥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1904 1905、2502、2473、2527、2573 2574、2574、2575、2468

2469、2629页,中华书局,1983。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477页,中华书局,1993。
颜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479页,中华书局,1993。
陆时雍:《古诗镜》卷17,1页a面,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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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中,仍然可以在流动的都城繁华叙事与相关典故铺排后,在结尾留下一丝抒情空间。如 《洛阳

道二首》① 在简要点名都城名物后,诗歌最后落在宫体的爱情主题之上。“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

何”“相看不得语,密意眼中来”分别是两首诗的结尾,它们赋予了全诗艳情诗婉转的抒情余味,
仍然具有对抒情传统有所继承的特征。徐陵的 《中妇织流黄》②,是将 《相逢行》中 “三妇”之

“中妇”,塑造为一位独守空闺的纺织绢制品的女性,将她的情绪和心理描写得很细腻,尤其是将蜘

蛛、百舌鸟也就是乌鸫两个动物意象嵌入其中,形成静与闹的对比,显得意脉婉约。
除了倡家,侠客这一城市人群形象也仍然存在。如徐陵 《刘生》塑造了一个任侠的、不容于世

的刘生③;江总 《刘生》则更倾向于将之塑造为游侠④。从这些类型化写作,或者在同一主题之上

翻新语词、典故等艺术形式中,读者已经很难看出其中作者本人的创作情思。至唐初,虞世南 《门
有车马客》也是写繁华都城对士子的压抑,其中没有主角,只有繁华景象,只是在诗的结尾处质

问:“如何守直道,翻使谷名愚”
 

⑤,尚留一丝对 “不遇”境遇的叹息。卢照邻是一位写作了大量

文人拟乐府的诗人,他对隶属宫体诗范畴的这类旧题有着充分的改作经验。如他也写过宫体诗人热

衷的题材 《刘生》,结尾说 “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⑥,诗中的情感力量主要来自于结尾。世俗

中的悲欢离合、侠气义气,是宫体诗乐于书写的内容释放出了一种诗性的意味。
在这类诗中,历史典故的堆砌最终以咏叹作结。李巨仁 《京洛篇》名为写长安,实则加入了咏

史的气调,慨叹 “竞结萧朱绶,争攀李郭船。独悲韩长孺,死灰犹未燃。”⑦这是对历史人物命运沉

浮的一声悲凉的回应。顾野王 《长安道》⑧等托名汉之长安之作,以历史人物做譬喻写长安之繁华

与不可企及。诗人在状写长安时,表面联系的是历史典故,虚拟了历史古迹,实则是在写当今的豪

贵之家。在这些触及历史典故、历史记忆碎片的文人拟乐府中,诗人们留下了一些情感表达的空

隙。诗人认为这些景观皆可在渭川桥上遥望,而无法真正进入到都城中。这种回望视角,是陈代宫

体诗为物象堆叠、典故碎陈的都城描写所留出的一丝情感空间。而这丝情感空间非常重要,此后,
初唐歌行中的宇宙思考、生命醒觉等等,都是经由这个空隙中进入到了诗篇之中。

在梳理清楚了宫体诗中城市人群景观的建构之后,再来看初唐歌行,会发现二者在人群景观方

面的深度相似性,它也几乎是以豪贵、侠客与倡家等为核心人群的。如王勃 《临高台》歌咏倡家

“锦衣昼不襞,罗帏夕未空。歌屏朝掩翠,妆镜晚窥红”,而这趟京洛之旅的终点,也是 “银鞍绣毂

盛繁华,可怜今夜宿倡家”⑨。刘希夷 《公子行》写洛阳天津桥上的公子和娼家: “天津桥上繁华

子……此日遨游邀美女,此时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郁金香,飞来飞去公子傍。” 骆宾王的歌行

中多次出现游侠:
 

“少年重英侠……遨游灞水曲,风月洛城端。且知无玉馔,谁肯逐金丸”;“侠
客珠弹垂杨道……京华游侠盛轻肥” 等。

萧涤非先生曾论南朝乐府 “由叙事变而为言情,由含有政治社会意义者变而为个人浪漫之作,
桑间濮上,郑卫之声,前此所痛斥不为者,今则转而相率以绮艳为高,发乎情而非止乎礼义,遂使

唐宋以来之情词艳曲,得沿其流波,而发荣滋长,而蔚为大国,此固非一二大诗人之所能为力者

也。” 而宫体诗人正是参与到这一诗学嬗变过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宫体诗的文人拟乐府这类

体裁的诗歌作品中,读者能看到历史的流动、城市繁华的绽放,也能看到以荡子、娼家、侠客等边

缘城市人群带来的源自底层的活力。面对政治气氛浓郁的城市。宫体诗人却着意于展现市井世俗中

那些普遍的情感。正因关注与歌吟这些普遍的情感,宫体诗所释放的气息,并非一味是孱弱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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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⑧ 逯钦立: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册,2570、2525 2526、2523 2524、2527、2725、2468页,中华书局,
1983。

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1册,475、525页,中华书局,1999。
彭定求编,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全唐诗》第2册,674 675、883、835 837、833 834页,中华书局,1999。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2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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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反而促进了诗歌的世俗化,这也让它更有可能成就一种属于个人的诗。

三、以 “古意”作为塑造情感类型的方法

理解了初唐歌行中的世俗情感提炼这种现象之后,需深入思考这种情感提炼的法则。宫体诗塑

造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世界,它只是负责罗列城市中有怎样的景色、怎样的人,而初唐歌行则是设置

了一个闯入城市图景的人,来反抗这个固定世界中的规律。这也就是洛特曼所说的:“文本中的事

件是人物跨越语义场边界的位移”①。在 《长安古意》中,反抗城市图景中醉生梦死的,是一个选

择了 “年年岁岁一床书”的读书人。而在其他的初唐歌行中,同样也设定了一个超越者,让他来否

定眼前的图景———比如视繁华为空虚,用生命有限的事实来嘲讽缺少生命意识的豪贵等等。初唐诗

人能在宫体诗人留下的情感空隙中做文章,对宫体诗这类 “无情节” “无叙事”的文本做出一种

“跨越”般的举动。沈德潜 《唐诗别裁》概括卢照邻 《长安古意》时云:“长安大道,豪贵骄奢,狭

邪艳冶,无所不有。自嬖宠而侠客,而金吾,皆向娼家游宿,自谓可永保富贵矣。然转瞬沧桑,徒

存墟墓。”② 沈德潜所讲述的,其实正是初唐诗人基于宫体诗人提供的抒情空隙之上生出的一种历

史评论。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是初唐歌行基于宫体诗所生长出来的一个主题部分。因此,“古意”
二字最终并非是古意,反而是基于古老永恒之事而生出的一种新意。“古意”虽然是名词,无论是

在南朝还是在初唐,其实都是一种提炼、凝结类型化的抒情的方法。
关于卢照邻 《长安古意》之 “古意”,前人笼统地将之理解为一种拟古或者怀古之辞。宇文所

安认为,“‘古意’一词很难解释,其意义随着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者而变化。它的本义与 ‘拟
古’相同,但是后来产生了多种意义:‘怀古’(通常是写于访问古迹的场景诗)‘古代的道德’,以

及如同这里的运用历史事物———汉代的长安。以历史典范作为当前借鉴的实践,其历史与中国文学

本身一样长久。”③ 只将 “古意”理解为拟古、或者习作,似乎无法完全解释 “古意”的深层内涵。
这所谓的意,到底是什么呢? 综合来看其实就是抒情,也就是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 “意”。
“意”的凝练与形成,对于从宫体诗到初唐歌行的诗学嬗变或有重要影响。葛晓音先生认为:“我以

为最重要的区别是盛唐歌行的表现角度虽然转向抒情的主体化,而且在表现职能方面如送别、赠答

与七古也有所混淆,但仍保持着乐府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基本特征。只是主要不依靠字法和

句式的重叠反复,而转为情感或层意的复沓。”④ 初唐歌行诗人利用这样的 “一篇之中,三致意

焉”,来凝练出浑成的意脉与诗境,达成一种清通流畅的诗思表达,这一过程的实现,其实是基于

宫体诗的艺术遗产。这份艺术遗产,是指宫体诗在世俗情感方面的凝练之功。张伯伟先生引胡小石

先生所言,说宫体诗的内容中除了闺怨、边塞,还有玄谈。⑤ 这种思考固然是玄谈余续,但因为加

入了大量个人化的内容,而更为接近世俗情感或者说普遍情感。凡写到长安,都会有对城市繁华沧

桑、人生富贵幻灭的思考。
在南北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卢照邻对自己的创作有着高度的艺术自觉。他的创作出发点,与南

朝宫体诗人是不同的。卢照邻曾说 “北方重浊,独卢黄门往往高飞;南国清轻,惟庾中丞时时不

坠。”⑥ 所谓的 “高飞”“不坠”都是在强调意脉诗思的清通,表意的高度凝练性,这背后存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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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意”的过程。卢照邻实际上是将豪贵兴衰、女子青春、游侠意气、士子偃蹇等宫体诗常见的主题

放在了一起思考。他所书写的在都城中熙熙攘攘的人群,并不仅仅是作为风景来看待,也不是讨论他

们在这个空间中的流连,而是在思考人生存的困境。美丽的娼家,不得所爱;权倾一时的豪贵,抵抗

不了历史埃尘的卷掩。在古都的时空中,卢照邻没有停留在普通的记录和感慨之上,而是向自我的内

心深处发出了省思。卢照邻所思考的,是关于人在世间的繁华之中如何生存、如何获得永恒的问题。
他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以扬雄的隐居与这繁华的都城相对立,“寂寥”的人生状态与 “一床书”
的所得,可以用于抵抗人生从巅峰到烟消云散状态的起伏不定。卢照邻 《长安古意》中最动人的情

感,在繁华与幻灭的对比之中达到了高潮。而这种炼意的写法,在初唐歌行中是很多见的。
卢照邻的 《长安古意》等初唐歌行与宫体诗一样,也写豪贵、娼家、侠客等人群,但是,他们对

娼家、侠客这些城市人物群体的理解,是高于宫体诗的,因为他们超越了宫体诗的物象堆砌,而是通

过再现的手法完成了抒情空间的搭建。如 《长安古意》中这个段落写得尤其婉转:“借问吹箫向紫烟,
曾经学舞度芳年。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目鸳鸯真可羡,双去双来君不见?”① 如果

不看下文的话,会以为这只是在说一个在期待爱情的普通少女的心理活动,她能深刻感知时间的流逝

与变化,在青春流年之中,她渴望如比目鱼、如鸳鸯,能获得人生的爱侣。诗接下来刻画了她的妆

容,有关首饰的描写中,结合了自然景物,形成与心理活动的参差的对应:“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帏

翠被郁金香。片片行云着蝉鬓,纤纤初月上鸦黄。鸦黄粉白车中出,含娇含态情非一。”② 双燕双飞、
行云、初月这些词语富含双关意味,既是实写又是比喻,将女主人公的情思之婉转烘托到极致。在

绮碎的物象中找到一种抒情的空间,也是初唐诗人从宫体诗人这里继承到的艺术遗产。
宫体诗人曾将这种描写婉转情思的作品命名为 “谢惠连体”诗。萧纲 《戏作谢惠连体十三

韵》③ 是现存的能够直接探究何为 “谢惠连体”的少数作品之一。关于何为谢惠连体,王运熙先生

曾强调的是它的 “顶针修辞”这一形式,吸收了 《西洲曲》的风格④。从南朝诗论来看,人们对谢

惠连体的认知,或许还包括了它的抒情特征。钟嵘 《诗品》评道:“《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

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⑤ 谢惠连流传后世的主要诗歌作品是 《秋怀

诗》《七月七日夜咏牛女》和 《捣衣诗》等,具有文人拟乐府的抒情风味。《秋怀诗》主要是抒发诗

人不得志之心,“从皎洁的明月、璀璨的群星,写到秋日原野寒蝉的哀鸣、孤雁的悲啼,再进而写

到闺中的孤灯幽幔”⑥。《捣衣诗》是闺怨主题,所写的是一位美人在久别之时的无限愁思。女子的

相思之苦似乎别有寄托,也可以视为是借用性别展开政治对话的传统写作方式,但谢惠连对女性幽

微情绪的精描细绘,则是他的一种独造。萧纲对 “谢惠连体”的拟作主要是模拟谢诗的抒情方式。
在这首 “戏作”中,他不再直接写妇女的体态,而是将女性与春风红花、日影柳丝等具象相融合,
情韵绵长。诗中的 “簪玉”“鸣金”等妇人的头饰,与 “微芳起两袖”“轻汗染双题”等劳动动作相

配合,最终通过 “缝为万里衣”中蕴含的离别痛苦将全诗的情绪推向高潮。宫体诗是 “对女性心理

作出更为复杂刻画的作品”⑦,这种女性心理刻画等应该视作是宫体诗对诗学发展的推动,宫体诗

人找到的这一抒情空间,是宫体诗到初唐歌行的艺术传承链条中值得重视的遗产。
宫体诗中实现炼意的代表作,有吴均 《行路难》五首⑧。这批诗具有浓郁的宫体特征,对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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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都城的主题有很深的影响。第一首是咏物,入宫女子因为琵琶技艺获得皇帝赏爱,她的琵琶却

从此闲置不用,既以咏物视角将桐木、琵琶与美人结合了起来,又将宫怨放在其中。这首诗的情感

表达,也与卢照邻 《长安古意》的结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它同样在思考富贵繁华消失的必然性,
以及想要逃离这种必然性的话又该选择如何选择人生,最终寄意于人生应如衡山桂树般繁茂。吴均
《行路难》的第二首 “青琐门外安石榴”和第三首 “君不见西陵田,纵横十字成陌阡”,《玉台新咏》
没有收入,大概是因为这些内容中不表达明确的男女情思,而只是在讲都城中发生的富贵跌变、沧

海桑田等。第五首以失意宠妃为主角,情感更为深邃,说 “日暮耿耿不能寐,秋风切切四面来。玉

阶行路生细草,金炉香炭变成灰。得意失意须臾顷,非君方寸逆所裁。”此诗写倡家入宫,地位突

然一变,而此后人生寂寞,依然薄命。此诗城市中的富贵与失意同时并存。诗人呈现这种复杂的景

象时,抒情更为婉转。而第五首 “君不见,人生百年如流电”这一首对人生解脱给出了答案———要

走出都城、后宫的繁华,去获得真正的爱情,因此它的结尾是 “不如天渊水中鸟,双去双归长比

翅”。梁朝诗人吴均在六朝诗史上声名未居一流,但是,他在这样长篇的七言文人拟乐府诗中所采

用的这种多主题叠加的写法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对无常或者说宇宙周期规律的反思,都比过去同类

主题的诗要深邃得多,它的艺术水平已经与初唐歌行相对接近了。
梁陈时代的这类 “古意”诗的确存在一种拟古性。而被称为古意的诗,更为明显的特征是它们

对汉乐府诗的主题进行了 “炼意”,并将之转化为宫体诗主题。刘孝绰 《古意送沈宏诗》① 本是送

别之诗,但以 “古意”中的娼家、荡子来写送别沈宏,可见六朝人对这种托意的写法是接受的。徐

悱 《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诗》② 是借汉家故事来说当下。诗题中所写的登琅邪城,在诗中却写

成了远望长安:“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登陴起遐望,回首见长安。”③ 这种写法也是以古喻

今,在文本层面运筹地理空间,完全突破了实际存在的地理风景。
但是,这样的 “古意”还很可能是作为一种习作题目而存在,它本身就透出凝练情感的方法意

识。梁代诗人吴均 《古意诗二首》④,第一首类似边塞诗,是汉家战场,第二首是写西都中的奇景
和一位 “恶少年”。另外如 《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⑤中的 “古意”则具有叠加的拟古意味。从
六首诗来看,或关于采桑女,将之写成了 “无由报君信,流涕向春蚕”的思妇,或写远别家乡的倡

女,或写思妇的离别之苦,或写一个多情的舞女,或托言汉家事,写思妇在月夜思念在玉门关外攻

打匈奴的丈夫,与月相望,感叹 “中人坐相望,狂夫终未还”。这六首中有部分入 《玉台新咏》,皆

因它的内容中有男女情怨之事。其他诸如王僧孺 《古意诗》则写游侠, “陆离关右客,照耀山西
豪”⑥,此诗在 《艺文类聚》被收入 “人部游侠”类。这些诗被视为具有 “类书”的性质。

初唐之际的诗人有了对历史时空、人生宇宙有了普遍深邃的思考⑦,这种思考与宫体诗人 “炼
意”不无相关。而这类思考,不仅仅来自相对遥远的东晋时代的玄谈,也是来自于时代更近的南朝城

市相关诗歌中通说的世俗情感。这些世俗情感,不外乎是常被作为歌咏对象的那些情感主题。而对市

井世俗情感的提炼,也是陈隋唐易代之际由宫体诗承载的都城书写所达成的语言艺术成就之一。
初唐歌行常用历史迭换的场景写都城风云变幻,其用典与南朝诗人在 《长安道》《洛阳道》等

旧题中所写的表面上区别不大。而在展现京洛图景时,初唐歌行高于宫体诗之处,主要是它实现了

从历史感叹到个体生存的深度省思的超越。站在宫体诗旧有的、空隙般的抒情空间基础上,诗人驰

纵了想象,深入到了这些人群思想状态的细绘中。那些 “汉代金吾”一般的人物,在娼家的罗襦宝

带、燕歌赵舞中醉生梦死。这里有豪华的酒宴欢会、贵重的酒器,迷幻的现实让他们产生了这般的

对世界与自我的认知:“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不但不会意识到生命时间的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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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以为人间富贵是永恒的。卢照邻对人之生存的反思,是建立在这些市井世俗情感的对立面的。在

歌行的结尾,卢照邻将诗中建构的长安风光做了意义上的全部推翻,讲到了沧海桑田的变化:“节
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① 今昔之感,是乐府旧题

在回应历史沧桑兴感时的主要情感,同时也作为了全篇的结语。
初唐诗人站在宫体诗抒情的艺术基础之上,将这种世俗情感的复调式表达,也就是 “意”的浑

成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而这是他们基于过去宫体诗的典范性作品,从文本层面获得的创作经

验。而卢照邻能在艺术上高于其他作品的原因是,他在世俗情感凝练之后,还加入了颇有对比感的

个人情志表达:“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② 这个

部分是对宫体诗中那个有着固定程式的世界的一种突破。这种突破,并非是一种偶然,而是经过了

对 “古意”进行凝练之后的一种充满诗学史意味的突破。

四、结语

“虚拟京洛”这种现象透露出诗歌内部萌发出来的、语言艺术本身的生命活力。在 “模拟”这

种诗学行为广泛存在的六朝,基于文本的诗歌主题建构,有它从属于语言艺术基本规则的方法。宫

体诗对汉乐府中城市状貌、城市人群景观、城市中普遍的世俗情感与伦理等方面的冲击与重塑,正

是它所累积起来的独特的艺术遗产。诞自南朝宫体诗的城市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现实经济

生活的产物,也是文本传递的产物。“模拟”作为在六朝暨隋唐时代广泛存在的诗学传承模式,深

刻影响了此时诗史链条的递伸与诗歌艺术的演进,而 “古意”也并不仅仅是一种诗题,更是一种凝

练并类型化抒情主题、完成诗歌语言艺术建构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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