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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陆机的"拟古诗#虽为拟作’但却在原作的规制下’刻意经营’锤炼词句’增加对偶.不仅使诗句更

具精致均衡的文人色彩’而且因其以对仗的形式铺展中段’又使得诗歌整体结构更显工稳对称’体现了对诗

歌艺术形式的新的审美追求.对宋齐以后诗体的稳定及诗歌的审美取向深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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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拟"古 诗 十 九 首#共 十 二 首&4,’以 往 学 术 界 多

以规模古制;亦步亦趋的观点观之’故未受到应有的重

视.但拟作不是创制’也并非拘泥因袭;束身奉古.虽然

在诗歌内容上受到原作的限制’且弱化了个人情感’但
却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表现出自觉的创新意识.<拟古十

二首=从古籍中提炼语言以至使用典实’讲求声音色泽

之美和辞句的偶对’以及出于对情景位置的经营而使

诗歌结构工整规范化’都使拟作呈现出一种技巧的和

审美的观念.其中不乏与五言诗在六朝的演进趋势相

吻合处.故客观地评论陆机拟古诗的地位不能拘囿于

其文贵创新的理论与其创作实践的差距’而应以拟作

与原作的差异中呈现出的特定的诗歌理想为立足点’
窥探<拟古十二首=中反映的新型的诗歌审美追求及其

历史意义.

一

西 晋太康诗坛肇始于模拟’而<太康之英=陆机尤

以摹拟著称.其<拟古十二首=被萧统编入"文选#’钟嵘

"诗品#亦曾提及.而当时文坛由魏入晋的老诗人傅玄

有<拟四愁诗=四首’被陆机尊以师礼的张华有拟古诗

一首’张 载 亦 有<拟 四 愁 诗=四 首’但 张 载 只 一 首 收 入

"文选#<杂拟上=.可知陆机<拟古十二首=名重一时.
然而六朝之后’对陆机<拟古十二首=多见贬责.陈

祚明云-<士衡诗束身奉古’亦步亦趋>>拟古乐府’稍
见 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1,贺贻孙云-<陆士

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迄’句句蹈袭’然去古

人 神思远矣.=&(,李重华云-<陆士衡"拟古诗#’名重当

世’余每病其呆板.=&9,直至当代仍有论者不 断 指 斥 陆

机<拟古十二首=因袭旧套;按题敷衍’于篇章结构甚至

句式都不做变化’只是替换词语而已.综观此类评论’
都不无偏颇处.关于拟古’王瑶先生认为-<本来是一种

主要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
前 人 的 诗 文 是 标 准 的 范 本’要 用 心 地 从 里 面 揣 摩;模

仿’以求得神似.=&),既是摹拟就非创制’意指陆机搦管

之 前’"古诗十九首#就已对其拟作预设了一个意义规

定’诗人必会受此规定性的制约’论者若一味从其拟作

中找题材创新’无疑是<南辕北辙=.况且陆机对拟古之

作也有自己的看法.其在"遂志赋序#中写道-昔崔篆作

诗’以 明 道 述 志’而 冯 衍 又 作"显 志 赋#’班 固 做"幽 通

赋#’皆依仿焉.张衡"思玄#’蔡邕"玄表#’张叔"哀系#’
此 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简而有情’"显志#壮而泛

滥’"哀系#俗而时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练而

和惠’欲丽前人’而优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
而不绞’哀而不怨矣.崔;蔡冲虚温敏’雅人之属也.衍

抑扬顿挫’怨之徒也.岂亦穷达异事’而声为情变乎?余

备托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2,

陆机具体分析了前此述志系列作品的风格特征’
虽 含斟酌取舍’露才扬己之嫌’但其<聊复用心=之<用
心=在<相依仿=的拟作中呈现出了刻意经营’规整诗歌

结构形态之意’并非只是文辞上的标新立异.
我们知道’陆机在"文赋#中力主创新.<虽抒轴于

予 怀’怵 他 人 之 我 先’苟 伤 廉 而 衍 义’亦 虽 爱 而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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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展示了其作文力求戛戛独造之大决心&’在有无

而 黾 勉 &当 浅 深 而 不 让&虽 离 方 而 遁 圆&期 穷 形 而 尽

相!"#(%表现了突破旧规&勇于创新的豪气&但理论毕竟

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意图&况自汉末文学自觉至太康已

)*余年&求新 求 变 之 风 弥 漫 天 下 之 际&陆 机 之 言 表 达

的只是一种趋势&大可不必以此来苛求其拟作!而且&
在+文赋,中’他所最为敏锐观察的是创作的过程和写

作的灵感!"#-%但最重要的是’拟古十二首"蕴藏着一种

技巧的和审美的观念&所表征的唯美主义倾向也暗合

六朝的诗歌理想!

二

’拟古十二首"在个人情感上不及+古诗十九首,之

’意悲而远".’惊心动魄"&但在表现手法上&把汉赋排

列铺陈.词藻组丽的美学风格熔入拟作中&致使拟作骈

丝丽片充溢篇章&表现了与+古诗十九首,铅华弗御.朴
茂直梗截然不同的艺术追求!称其/’天才绮练&当时独

绝&新 声 妙 句&系 踪 张.蔡!"#0*%概 指 其 援 张 衡.蔡 邕 辞

句缜密&文辞骈俪之赋法入诗!应该说&援赋入诗&并不

始于陆机!’词采华茂"的曹植诗中已有先声&但到了陆

机&他无论在用字1尚巧贵妍2&还是句型1对偶句2&包

括诗歌结构形态上都呈现出规范化的精致工稳的形式

美感!这对宋齐以后’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

言&追媵前句之旨!"#00%的诗风的产生深有影响!有学

者 指 出 曹 植33陆 机33谢 灵 运 构 建 了 汉 魏 晋 宋 诗

史&意即在此!
与+古诗十九首,相比&’拟古十二首"的对偶句明

显 增多&虽然+古诗十九首,中也出现了对偶句&如’胡
马 依 北 风&越 鸟 巢 南 极"&#04%’昔 为 倡 家 女&今 为 荡 子

妇"!但各自很偶然&似不经意吐出&且有民歌口语化语

言风格的遗迹!而在’拟古十二首"中&陆机不仅有意增

加对偶句&且遣词用字极为考究!不惜费力从古籍中提

炼语言&使偶句更加富赡密丽!如’王鲔怀河岫&晨风思

北 林"&前句出自张衡+东京赋,’王鲔岫居"&后一句出

自+诗5秦 风,’鸟穴 彼 晨 风"6’齐 童 梁 甫 吟&秦 娥 张 女

弹"系蔡邕+琴颂,’梁甫悲吟&周公越裳"和应王易+神女

赋,’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与吴娃"的演变6’绮
窗 出尘冥&飞陛蹑云端"源于王延寿+鲁灵光殿赋,’飞
陛揭孽&缘云上征"6’零露弥天坠&惠叶凭林衰!"自’小
雅"’零 露 滑 兮"和 应 璩+报 梁 季 然 书,’顿 弥 天 之 网"
出!#07%此 举 不 仅 使 偶 句 更 显 典 雅&在 形 式 上 也 更 整 密

精工!就略为平直一些的偶句而言&也显示出了陆机的

锤炼之功!如’揽衣有余带&循行不盈衿"之’揽".’循"6
’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之’栋宇".’云汉"6’翻翻归

燕集&’口慧口慧寒蝉鸣"之’翻翻".’口慧口慧"6’飞阁缨红带&
曾 台冒云冠"之’缨".’冒"!即使是如/’牵牛西北廴回&
织 女东南顾"&’粲粲娇容姿&灼灼美颜色"&’凉风绕曲

房&寒蝉鸣高柳"之类简易之对&亦现陆机的刻意经营!
这种修辞上的对偶与铺藻工缛&与汉赋铺采扌离 文

的美学风格是一致的!虽然’拟古十二首"赋的倾向&常
给人繁芜之感&但毕竟陆机将赋法移植进诗歌创作时&
还处于古诗体式的发展初期&所以在含蓄与直露的处

理上还有待后来的诗人进一步完善!再者&因为偶句的

增加&使得拟作比原作在结构上更显精整&这在六朝诗

歌结构的演进中是具特定历史意义的!
+古诗十九首,在诗歌结构上表现为明显的’随变

适 会&莫 见 定 准"!#08%这 种 无 拘 无 束 的 创 作&在 情 感 表

达上虽具’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效果!但更造成’若
辞 失 真 朋&则 羁 旅 而 无 友&事 乘 其 次&则 飘 寓 而 不

安"#09%的涣漫失序现象!如+涉江采芙蓉,/
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遣谁:所思在远

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景心而离居&忧伤而终

老!
开篇二句述明起因并兼及简略的景物描写&接下

去 的六句&皆为情感抒发&这些抒情虽然也有层次1所
思33还顾33忧伤2&但仍属因事而作.顺情而发 的

自然笔法!
而’拟古十二首"则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对诗歌的

中段进行铺展&而且以对仗方式出现的写景成分基本

上都聚集于此!试就+青青陵上柏,将原作与拟作进行

对照&则更为明确!
1原作2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

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

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

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阕百余尺!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

迫!
1拟作2苒苒高陵 艹

频&习习随风翰!人生当几何&譬
彼浊水澜!戚戚多滞念&置酒宴所欢!方驾振飞辔&远游

入长安!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飞阁缨虹带&曾台冒

云冠!高门罗北阕&甲弟椒与兰!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

轩!遨游放情愿&慷慨为谁叹!
原作以六句按叙述的线索来描绘长安&体现出较

为机械的空间上的视角转换6而拟作则靠意象罗列&并
以对句方式的八句渲染铺写长安之富盈景况&甚饶形

象光影之具体感官效果!从句型美的角度看&对仗的形

式又适合人们对平衡与对称的喜爱&也形成了一种审

美张力!在结构上拟作亦比原作更为严整规范.缜密工

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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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诗歌结构!中段铺写是关键所在!是主体的支

撑!而铺写部分之所以能定型!又全赖对仗之功!这在

六朝诗歌结构的演进中是可窥见的"而陆机#拟古十二

首$则在原作的基础上!以对仗的方式更增强中段铺写

的稳定性"他有意促成诗歌形态结构的变异"这种变异

是其技巧和审美观念的实践!与六朝诗歌结构的演进

趋势是一致的"
总之!陆机的#拟古十二首$并非只是对%古诗十九

首&的简单模仿!而更在诗歌的技巧’形态结构上都作

了创新"也属文学自觉时代对诗歌艺术形式的审美追

求的具体表现!在齐梁诗歌的审美旨趣形成的历程中

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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