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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诗学的!物理"探求

蔡丹君

摘!要#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物之声$色的发现及描绘之能事#成为晋宋诗学发展的核心内容% 对于这一近世潮流#
钟嵘$刘勰都给予了批评% 他们主张诗歌创作不应耽于物色之巧#而应继承汉魏比兴传统#回到!应物斯感"这样的物我
关系的表达之中% 这些批判为后世所接受#引发了诸多对晋宋诗学的否定性意见% 事实上#晋宋之际的知识环境决定了
诗人对世界产生强烈的探求之欲,,,人们借由博物学$玄学思辨等方法来识得!物理"% 诗人!观看"万物#继而通过玄
思将客体之!物理"与主体之!生理"联系在一起#!感物"模式遂退居次要地位% 在晋宋诗人的!物理"探求之下#物我平
等而处#又彼此互通% 无论是晋宋诗中!物"的呈现#还是!理"的通达#对于诗歌史而言#皆既是哲学思维水平的升格#也
是语言艺术水平的升格#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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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诗学的"物理#探求

!!晋宋诗学在齐梁时代受到了诸多批判, 其
中%钟嵘.刘勰讨论的焦点%落在了诗人到底应该
如何处理物我关系这个问题上, 例如%钟嵘批评
陆机"尚规矩%'不(贵绮错%有伤直致之奇#'钟嵘
$#"!$#6(%意思是他对"物#刻画太过&刘勰认为
西晋诗风"稍入轻绮#'刘勰 -^(%而刘宋以来"情
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 '-^(这种挖空
心思去状物的风气%蔓延至钟.刘所在时代的当
下, 诗人们以纷繁语言来竞写"物#%这让他们感
到诗风在没落%于是他们都希望回到"气之动物%
物之感人# '钟嵘 $(."应物斯感# '刘勰 -9(这
样的汉魏诗学的"感物#模式%重建"比兴#传统,
这场诗学批判%历代备受肯定, 然而%事实上%这
场批判与晋宋诗学本身的价值是一种"脱轨#的
关系$ 当晋宋诗学展现出对"理#的探索时%钟.刘
认为它的缺陷在于"辞#, 于是%后世的人们透过
钟.刘的意见来理解晋宋诗学的整体价值时%总是
困惑重重%最多是寻找一些齐梁诗歌艺术兴起的
碎末因子%但是对晋宋诗学对"物理#的探求之功
有所失察%而这才是关切到诗学思维与语言发展
的关键,

"物理#是晋宋诗歌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是
指万物之本体, "理#这一概念来自郭象玄学%它
也会被表述为"某一事物的0性1 '自性( 0本性1
0性分1等等%它们都是指某一事物之所以为某一
事物者%也就是某一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素质
'天然如此的素质(#'汤一介 $-9(, 在玄学的发
展过程中%"郭象对理的使用%标志着一个决定性
的分水岭# '任博克 #$(, 汉代以及之前的诗学
与哲学有其同质的一面%借用汤用彤先生的话%是
"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 而魏晋玄学是
"脱离汉代宇宙之论'?;E@;P;JM;B?;E@;J;+M(而
流连于存存本本之真 ' ;+0;P;JM;B0K/;BM;C
T/=+J(#'汤用彤 6^!6%(, 伴随着玄学的发展%
晋宋诗人在汉魏诗人"感物#的基础上%发展了
"观物#的方法和对象%并尝试理解"我#在世界万
物之中究竟是如何存在的, 只有理解了晋宋诗
学对"物理#的探求%才能明白钟.刘晋宋诗学批
判的本质是什么%晋宋诗运之转关又究竟是如
何达成的, 以下尝试梳理这些问题%以求教于
方家,

一$ 作为晋宋诗学批判的!应物斯感"说

春兴秋悲是中国古代诗歌中最常见的情感之

一, 从先秦汉魏诗的内容来看%基于四时.月令的
知识%是人们推知万物与自我关系的基础, *礼
记)月令+ *四民月令+等月令书%都在提出物候
对人的生产.生活的影响%强调根据物与四时之间
的关系来安排具体到各种作物的农业生产时间,
春草萌发为春%草木摇落为秋, *诗经+中%标志
季节变化以及转折起落的物%如蟋蟀.秋草.黄鸟
等%总是最能吸引诗人关注的目光, 人们在流动
的时间中感受物的变化%并且将之与自身的生命
衰荣联系起来, 这种感物思维模式%概括地说%是
源自汉代"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自然观# '钱志
熙 "56(, 在西晋之前%它在以四季分明的温带
落叶阔叶林气候对应的地区为地域背景的诗歌中

是常见的,
汉魏诗歌中%人们对物的描述和刻画%基本上

围绕主观抒情的需要, 例如%汉末文人五言诗
*古诗十九首+中寒士的感情%大多依托物候而
抒, 如*古诗十九首)明月皎夜光+ '逯钦立
##5(中%促织的鸣叫%星辰'玉衡(的转移%衰草上
的白露%树上的秋蝉与远去的玄鸟!!!这些自然
变化之物%牵动诗人的衷肠, 而节候的变化%对应
着世情的变化%于是这首诗的后八句谈论了友情
的易于消逝%感慨人间真情的不长久, 这种以物
候之变来指代人世变迁的写法%是汉魏诗学的突
出特点之一, 曹丕多写秋日%*杂诗二首+其一提
及秋夜%以"白露沾我裳#"草虫鸣何悲#来烘托徘
徊不安的心境'65$(, 他的*寡妇诗+中"霜露纷
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 '65#(一句%将秋来万物
凋零.心境忽如死灰的情绪%抒发到极致, 他的
*燕歌行+更是一幅离人思妇的断肠图%虽未明说
季节%但明月皎皎.星汉西流的天象变化即是在表
达物候之变'#16(, 而曹植前期的作品则多写春
日%如*杂诗七首+之七写到了一个草木茂盛却又
带着寂寞和忧虑的春日$"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
庭, 空室自生风%百鸟翩南征, 春思安可忘%忧戚
与我并,#'69^!69%(曹丕登基以后%曹植的政治
地位下滑%于是将满腔郁愤托意为"秋风发微凉%
寒蝉鸣我侧#'69#(, 曹魏时代其他文人%以物候
催发性情%同样是借语于季节, 如徐干*室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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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惨惨时节尽%兰叶凋复零#"凉风动秋草%蟋蟀
鸣相随, 冽冽寒蝉吟%蝉吟抱枯枝, 枯枝时飞扬%
身体忽迁移# '#^^(%虽对节气物候纯为白描%但
也充满了身世之感, 这类例子皆基于汉魏诗歌创
作模式!!!"感物#,

"感物#的背后%是以五行思想为核心的宇宙
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人与一切事物%皆在这个统
一的宇宙之下%且彼此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刘
勰认为物我关系的核心%是人的情感随着四季的
物候之变来转移$"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
动%心亦摇焉,#'刘勰 -1#(人们对四时兴衰的认
知%最终酝酿出了诗学抒情中的比兴传统, 钟.刘
推举的源自汉魏的比兴传统%实际上就是以物候
写心的诗学模式, 物与心之所以产生譬喻关系%
背后仍然是汉代宇宙论的表现%也即汤用彤先生
所总结的$"汉代之又一谈玄者曰$0玄者%无形之
类%自然之根, 作于太始%莫之与先,1 '张衡*玄
图+(此则其所谓玄%不过依时间言%万物始于精
妙幽深之状%太初太素之阶, 其所探究不过谈宇
宙之构造%推万物之孕成,#'汤用彤 6%(

在"应物斯感#"引譬连类#这类模式中%诗人
不太在意表现物的多样性%也不去深究它们的具
体特征, 比如%在屈原辞中%"物#因此会被按照
道德是非整体上的两面来作区分!!!"*离骚+之
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
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洪兴祖 "!#(, 郑毓
瑜女士曾深度讨论过"引譬连类#这种传统的文
学创作手法%认为中国文学中的意象常常存在一
种"连类#现象%它使每件事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 物被赋予了社会人才有的道德辨识标记以
后%实则泯灭了它自己的存在特性,

曹魏文人会在诗歌中"共享#一些经典的物
象%并不会对它们进行细致的区分和描摹, 邺下
诗人作品中的物象会被重复使用%比如黄鸟.惊
风.白日等等, 人们借由这些四时之物表达情感%
而不在意物的具体形貌%实则已经是将这些物从
实际生活中作出了概念抽离的凝练%使之完全服
务于兴感, 既然抒情被放在了诗歌的第一位%那
么诗歌对物本身就不会有很深的探索%诗人仅需
取物的基本特征入诗即可, 因此%有的诗人会背
离"物感#的真实性%转向利用典故%将这些引譬
连类之言化用为套语, 宇文所安先生曾总结曹叡
*乐府诗+中"春鸟向南飞#这一句%它的逻辑与自

然真实是背道而驰的%因为这首诗一方面在再现
夜越来越长.众鸟南飞的秋天景象%对明月的指称
也和秋天一致%却要将鸟称为"春鸟#, 这种季节
错乱感让人疑惑%但这个"春#字作为修饰语出
现%是在提醒读者%这是 "对景色的 0再现 1
'B/QB/E/+0)0=;+(%因此这些景色反映的是诗歌的
逻辑%不是现实生活的逻辑,# '宇文所安 1"(再
比如%*古诗+之*东城高且长+中写道$"回风动地
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
怀苦心%蟋蟀伤局促,#'逯钦立 ##"(这几句诗仿
佛是一组关于四季的快进镜头$ 眨眼间%风来了%
秋草枯黄%转而又绿了, 四季如此腾转变化%瞬息
便飞速转入岁暮, 晨风鸟在哀鸣它的悲苦%而蟋
蟀感到生存之局促, 秋草.晨风与蟋蟀%皆是与
*诗经+相通的田野意象%它们经过文人诗的反复
使用和模拟%从此成为物候更迭的象征, 读者只
要看到这些意象%就知道它们对应的是何种情感,
于是%自然物象在文本中被符号化了, 所以%钟.
刘所执念的"物感#%在汉魏诗歌中未必真正发生
过%它也可能是一种停留在文本层面的诗歌语言
习惯的沿袭,

而进入晋宋以后%诗人们对物的竞写%导致
"物#现而 "感#藏%这引起了很多批评 '钟嵘
6^(, 即便是针对自己最为钟爱的谢灵运%钟嵘
也颇有微词%评价说$"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
以繁芜为累,#'钟嵘 $-5(他评价颜延之时%也强
调了他"尚巧似#"又喜用古事# '钟嵘 "^5(这两
宗"大罪#&他对鲍照的批评也是落在"善制形状
写物之词# "贵尚巧似# '钟嵘 "15(这类问题上,
被列为中品的陶渊明%反而是符合钟嵘的要求的,
钟嵘认为他的诗歌语言风格是"文体省净%殆无
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 '钟嵘 "-5(, "省
净#二字%恰好与将陆机.谢灵运评价为"尚巧似#
还有"繁芜#等观点是相对的%而陶渊明得到这样
的评价%是因为他符合钟嵘对赋比兴斟酌使用的
期待!!!"辞兴婉惬#, 钟嵘希望能让诗歌创作
回到"比兴传统#%并将汉魏诗作为这种传统的典
范, 他提倡在赋.比.兴三义之下作诗%且对这三
者的取用要各自有度'钟嵘 69(, 在比兴传统
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以"取类#为基础来实现的物
我关系%以物候之感入诗$"若乃春风春鸟%秋月
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
也,#'钟嵘 6^(也即事物感荡心灵%引发所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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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诗, 钟嵘赞赏谢惠连%称其"风人第一# '钟
嵘 "%6(, 所谓"风人#%其实就是指善用比兴,

刘勰对晋宋诗学的批判%同样集中在了状物
过分追求形似的诗风上, 他觉得没有必要在状物
上花费太多的力气%因为"物有恒姿%而思无定
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 '刘勰 -16(%意思
就是%物是永恒的%它的姿态是没有变化的%是人
的思考让它获得语言技巧的塑形而已, 基于此%
他觉得"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
而析辞尚简#'-16(%也就是说%在物色的形容上%
作者需要为"情#留出余地$"物色尽而情有余者%
晓会通也,#'-16(在他的论证中%一首诗如果过
于关注物姿.物色%就会造成辞繁%失却抒情的空
间, 刘勰强调的是"比兴传统#中的"感#!!!"是
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
之区, 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
心而徘徊# '-1#(, 这其中反映的一种物我关系
的逻辑是$ 诗人有七情%故而能借用物之盛衰来
感物%继而进入吟志的环节,

事实上%"感物#模式在晋宋之际消退%首先
是因为对物的四序变化所产生的情感波动%为玄
学思想否定%而并非因为诗人对物象的追逐和刻
画%导致了"感#的消亡, 郭象认为$"人生而静%
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欲也, 物之感人无穷%
人之逐欲无节%则天理灭矣,#'郭庆藩 "#5(人如
果因为"感动#而触动情性的波动%那么这是一种
"逐欲#状态, 一旦在感物方面毫无节制%就违背
了"人生而静#的天性%不利于养生.养性, 因此%
遭遇玄风之后%汉魏诗中常见的"感物#模式一定
会被超越的, 超越的方式%就是在诗歌中呈现对
"理#的深刻认知, 如孙绰的*秋日+诗因为对汉
魏传统多有沿袭%被认为是玄言诗中尚有"文采#
的诗%但是它本质上已经开始在逐"理#%而非沉
溺于"感#, 诗曰$"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 湛
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 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
凋, 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 澹然古怀心%濠上
岂伊遥,#'逯钦立 15$!15"(在这首诗中%秋日
的季节变化引领着全篇的意脉%催动情感的兴发,
在此前提下%诗人再将目光延向万物%于是有了后
面几句关于枯荣之理的表现, 代表秋之特征的疏
林.虚岫和庭林%纯出于诗人自己的描摹%是新的
物象命名, "抚菌#"攀松#皆为用典%诗人借此二
物而言及"悲# "羡#之感%是对生命的理性认识%

而不是要去代入到季候的枯荣感受中, 诗的最后
四句中%诗人的感受与秋日带来的时变被明确拉
开了距离, 诗人自命为一个居于林野.不问市朝
之人%而自己所怀之古心%就像濠上之乐一样逍
遥, 从此诗可见%感物模式在玄风到来以后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感物的余绪%夹杂在对物理的朦
胧认知中%体现了玄风之下物我关系的悄然变化,
物我之间的关系在此时并不是更远的%而是更近
了, 这类诗歌在晋诗中是为数不少的, 比如陆机
的诸多拟古诗%皆未脱"踟蹰感节物# '-%^(的风
味, 他的*东宫作诗+是一首应诏诗%其中也有
"岁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 载离多悲心%感物情
凄恻#'-%9(这种符合感物模式的句子, 潘岳的
*内顾诗+也是在感物基础上%讲述人生中难以抛
却的深深情愫'-#9(, 陆机*园葵诗二首+'其二(
中%思考一株晚凋之葵的生命寓意%颇有理性之
语%后四句云$"庇足周一智%生理各万端, 不若
闻道易%但伤知命难,# '-15(他还有一首无题残
诗云$"物情竞纷纭%至理自宜贯, 达观傥不融%
居然见真膺,#'-1#(

综上可见%钟.刘对晋宋诗学的批判是一种整
体化的总结%他们略过了晋宋诗歌中具体而微的
事实, 而他们的批判影响深远%他们所标举的汉
魏诗学中的"感物#传统%在此后文学发展的进程
中%也被当作一剂针对诗歌形式主义的良药, 事
实上%晋宋诗人利用诗歌的形式言理%顺应了当时
的哲学发展之变%将"物#视为与"我#平等之客
体%改变了汉魏以来诗歌中常见的"感物#思维模
式%但是也并没有完全抛却"感物#的一些遗留影
响, 总体来看%晋宋诗学的哲学思维是在进步的,
下面结合晋宋的具体作品%来谈谈具体进步在
何处,

二$ 观物得理# 东晋诗人对物我关系的
哲学升格

!!晋宋之际之所以能拥有"声色大开#'沈德潜
9#"(的诗学局面%首先是因为遇到了一个重要的
知识发展契机%即博物学的发展, 如当时陆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郭璞注*山海经+ *尔
雅+等%都在将人们的视野引向真正的自然界'江
晓原 "#(,

承此而来%西晋诗人开始关注物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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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机的*文赋+最早提及了物的多样性的问题$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 纷纭挥霍%形难为状,#
'萧统 ^-9(因为物是多样的%所以为物作出特定
的描述是有难度的, 陆机认为%克服这些难度%需
要更加深切地考虑好辞.意关系%也要处理好情与
物之关系$"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
进,#'^-#(这里的"情#%是指对万物保持好奇与
探索之心, 他形容这份好奇之心如旭日东升之
晨%初始朦胧%逐渐清晰%直至一切物象涌入心中%
变得更分明, 既然万物在天地之中%如何能使它
们进入笔端呢- 陆机认为关键则在于找到"理#$
"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 信情貌之不差%
故每变而在颜,# '^-6(准确地叙述物之理%才是
最为关键的, 陆机十分重视"物#本身的地位$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
其遣言也贵妍,# '^--(也就是说%要根据物的多
样性%在观物的基础上来会意.遣言, 而过分充沛
的情感%并不能对文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只有尽
力去掌握物之存在%才能获得自己与宇宙之间的
开塞之途, 可以说%陆机的这番探索已经走在了
物我关系的新的哲学理解层面上,

在玄学影响下%诗歌超越了月令模式%走出了
自然定势约束的"叹逝#主题和以物来论道德是
非的"取类#.譬喻理念, 诗人们转而从"观物#的
角度%肯定并叙写物的多样性, 西晋初年%嵇喜的
*答嵇康诗四首+'其一(表现出了对观察"物#的
兴趣!!!"逍遥步兰渚%感物怀古人#%其中出现
了很多与"观看#近义的动词%如"仰瞻# "俯察#
等, '逯钦立 995(虽然%在这首诗中%"四时代
谢#'99$(仍然是人们关注物的重要前提%但深入
探究这种代谢内在的道理的意图已经有所显现,
且铺排事物之间%融合了很多诗人自己的独造%如
诗中出现的华堂.浚沼.灵芝.清泉还有禽翔.绿
水.兰渚%都是更为丰富的物的形容或命名, 再如
陆云描摹植物%已经开始细化它的具体形状$"绿
房含青实%金条悬白璆, 俯仰随风倾%炜烨照清
流,#'^$%(通过这些诗学中迥异前代的物之命
名%晋宋诗学构建出了新的物的世界,

沈德潜看到了诗至于宋以后诗运的"转关#
特性%但也只强调了 "声色#的表面变化现象,
声.色之义%西方汉学家直接翻译为 E;'+('声音(
和E=JK0'视觉(%其实强调的也是事物外表'X;K
]/;<:'=6 (, 但是%在晋宋诗运转关之际%

"物#之所以能与人构成新的关系%不仅仅是因为
它表面声色的展现%而更在于它的存在方式被重
新定义和理解%从而引导人们思索自己的存在方
式, 晋宋诗学的特别之处即在于此%它将人们之
前对物的感受%发展为对物的观察, 这个环节%是
人们进行"物理#探求的关键一步%是由玄学促
成的,

以刘勰为代表的齐梁文学批评家%对物的多
样性的表现是持消极态度的, 刘勰梳理以往的文
学经典%认为从*离骚+开始%对物的描写出现了
一些繁复.芜杂的端绪$"及*离骚+代兴%触类而
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0嵯峨1之类聚%
葳蕤之群积矣,# '刘勰 -16(而这种风气又被汉
赋家"长卿之徒#发挥到极致%这些人虽然用尽描
摹之能事%但"繁而不珍#, 基于这样的取类观%
他对汉代文学中的物事夸耀%也是非常不满的$
"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
亡,# '-5"(刘勰曾主张用极简之语言来描述
"物#%并且要"情貌#并存相谐%即"皎日彗星%一
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 并以少总多%情貌
无遗矣# '-1#(, *东坡题跋+卷三 *评诗人写
物+%标举此句%称"诗人有写物之功#, 这里的
"写物#%实则就是体现物之理'苏轼 $^(, *姜斋
诗话+曾对此作过阐述$"苏子瞻谓0桑之未落%其
叶沃若1%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
足以当0沃若1%固也, 然得物态%未得物理, 0桃
之夭夭%其叶蓁蓁10灼灼其华10有■其实1%乃穷
物理,#'王夫之 $^(这里的"物理#%仍然是指物
象%并非玄学意义上的 "理#, 晋宋诗中的 "物
理#%恰恰是那些哲学省思之句%是从物的观察中
获得的哲学总结, *文心雕龙)物色+提及的四
时感物%其哲学认知基础%是认为人与自然都处在
一个共感的循环中, 这种看法%实际上仍然植根
于汉魏传统中那些非常牢固的世界观念, 比如
*淮南子)原道训+所说的$"音之数不过五%而五
音之变%不可胜听也&味之和不过五%而五味之化%
不可胜尝也&色之数不过五%而五色之变%不可胜
观也,#'刘安等 $"(再如 *淮南子)俶真训+$
"今夫万物之疏跃枝举%百事之茎叶条蘖%皆本于
一根%而条循千万也,# '"5(这些本质上都是"以
少总多#的"取类#%它的背后就是道家以"道#凌
驾于一切之上的基本原则, 在中国古典诗文传统
中%将事物放进类物'类应(关系之中%形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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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或建构世界的基本模式%比抽离出来更重要%
当然也就更不可能只是将"物#视作客观外在的
"对象#%或自然科学上的"物质#%等等'黄应贵
$$(,

随着玄学的深入%人们不仅关注物的多样性%
更关注物的本体性, 这种本体性%郭象玄学将之
概称为"理#, 晋宋诗歌中的物%是指"万物#%也
即郭象所说的"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
然为正#这个"万物#, 郭象用"理#来概述万物%
让万物进入人们的哲思之中%而不再是表面"物
象#的呈现, "郭象抽离出以理为根基的各适其
性的抽象结构%万物并不是在0气1本的存在论意
义上相通的%而是在形式化的抽象结构中会通为
一%是反思性的%而非直观性或体悟性的,#'田丰
%#(如哲学学者所说%郭象通过这一系列的"自
生#"独化#学说%打破了过去的宇宙根本论%这相
当于否定了外因的决定作用%而认为万事万物存
在一个"性#本体%认为事物存在于宇宙之间%并
且不断变化的终极动因%正是这样自性, 而事物
的一切现象%不过是它本性的某个方面的展现
'王晓毅 95(, 郭象让物去除了是非的标签%而
这是通过"理无是非#来论证的, "理无是非%而
惑者以为有%此以无有为有也,# '郭象 #"(这种
去是非论%对于诗学突破感物模式而言尤其有意
义%宇宙之万物从此不再在诗学中被利用为道德
判断之意象.情感起伏之喻体%而是物本身, 于
是%人们通过观物来认识物理的过程%在诗歌中也
表现得越来越丰富, 如许询诗曰$"良工眇芳林%
妙思触物骋, 篾疑秋蝉翼%团取望舒景,# '逯钦
立 %16(这是一首咏物诗%慨叹良工的高超技艺
中暗含了体物之玄想%故而所制作的竹篾薄如蝉
翼%扇如满月, 顾恺之*神情诗+曰$"春水满四
泽%夏云多奇峰, 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寒松,#
'1#5(这四句诗看上去仍是四时的老调重弹%但
其实已经不再是月令模式下常见的"徂物#%而是
意在观察四季中的生机之物,

因于探索"理#的立场%东晋诗的四季描写被
置换了艺术内核, 诗人已不再只是描述季节更迭
之下的生命感受%而更想通过观万物来探索生命
之理%找寻人所未知的自然秘境, 潘岳诗中说$
"春秋代迁逝%四运纷可喜, 宠辱易不惊%恋本难
为思,#'逯钦立 -#6(这与"叹逝#的情感是完全
反其道而行之的%诗人是在表达%他对于"四运#

是以一种接受的态度来面对, 结尾的"恋本难为
思#%意思就是去追寻这一切之根本%则是要费思
索的, 再如殷仲文诗"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
将四季的变化视为"理化#规律%接下来才说$"独
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 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
紧,#这看似进入了一个"感物#的逻辑%但很明
显%诗人想要探讨的并非自己的情感%而是秋天之
中的诸物之理$"何以标贞脆%薄言寄松菌, 哲匠
感萧晨%肃此尘外轸,#'1##!1#6(诗人是要作为
一个"哲匠#%来思索生命为何脆弱.为何有荣枯,
而他不但没有因为物变而情感波动%甚至很快为
自己解惑$"广筵散泛爱%逸爵纡胜引, 伊余乐好
仁%惑祛吝亦泯,#'1##!1#6(湛方生*秋夜诗+起
于悲秋之物感%继而又接受了"凡有生而必凋#这
样的生命现象%从玄学角度体悟应告别物之感怀%
最后两句说$"万虑一时顿渫%情累豁焉都忘, 物
我泯然而同体%岂复寿夭于彭殇,# '16-(这正是
郭象玄学所追求的至高境界%也即"物一与化#,

从东晋诗的整体情况来看%有一部分诗人对
"理#的发现和陈述%并不是来自山水的触动%而
是将所习得之玄理知识%还原到山水之中, 比如%
支遁在诗歌中还原了他从玄学角度对"物#的深
层思考, 在*咏大德诗+一诗中%"物#出现了三
次$"品物缉荣熙%生途连惚恍#&"既丧大澄真%物
诱则智荡#&"摄生犹指掌%乘彼来物间# '逯钦立
$5%"!$5%#(, 在这里%"物#被高度抽象化%且有
多层涵义, 一方面%"物#与"生#构成一组辩证关
系, 它既有与"生途# "摄生#等相通的成分%但
是%人一旦失去对"真#的持守%丧于"物诱#%就可
能失去人生之"智#, 另一方面%物相当于不待人
加以选择%而纷涌于宇宙之间并与"我#相遭遇的
"来物#, 而只有掌握了"摄生#的基本法则%运筹
它们于指掌之间%才能驾驭这些"来物# '$5%"!
$5%#(, 支遁的这些发现%或许确实就是他的日
常"咏怀#%如果寻一句诗作为他的思想的概括的
话%那就是$"心与理理密%形与物物疏, 萧索人
事去%独与神明居,# '$5%$(在诗人看来%"人事#
是萧索的%而心对"理#的追求.对"神明#的精神
期待%反而是更有趣味的,

"领握玄标# '释僧祐 1$(的支遁%为了实现
玄佛之互通%主动融入了当时名僧云集的玄言诗
写作潮流%作了诸多方面的创新, 他一方面稍稍
靠近汉魏传统%一方面又将之偷梁换柱%将谈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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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置换成谈玄的内容, 例如%支遁的诗中虽然
也有节候之物%但并非用于感怀, 如他的*五月
长斋诗+开头说$"炎精育仲气%朱离吐凝阳, 广
汉潜凉变%凯风乘和翔, 令月肇清斋%德泽润无
疆, 四部钦嘉期%洁己升云堂, 静晏和春晖%夕惕
厉秋霜,#'逯钦立 $5^%!$5^1(他以冷静的口吻
叙写四季物候%并不赋予它们任何感情色彩, 在
感物模式中%依照特定的四时之取类%就能得知诗
人要抒发何种感情, 而这首诗中的"物#%如凯
风.春晖.秋霜等%都是为了说明"渊汪道行深%婉
婉化理长#'$5^%!$5^1(这样恒远的哲理, 这些
物感内容%形成了支遁诗学中"丰蔚的修辞#%"避
免诗歌成为枯燥的玄理演绎#'蔡彦峰 $$6(, 这
种从万物之间跳脱出来冷峻观看之%完全符合支
遁自己对"逍遥#义的解释$"物物而不物于物%则
遥然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逍然靡不适,
此所以为逍遥也,#'郭庆藩 %(

支遁现存两组*咏怀诗+'分别为*咏怀诗+五
首和*咏怀诗+两首(%已经完全看不到原本属于
这个汉魏传统题材的"感物#的踪影%是纯粹"理#
化了的咏怀, 物候背景.取类观身的方式%也是汉
魏诗人基本的表达理路, 与其说是咏怀%不如说
是要在万物之理中安放自己的神思, 在这样的境
界下%支遁对诗歌功用的理解%绝非传统的诗言
志.诗缘情%而是在诗中实现对性.理的理解和表
达%如$"重玄在何许%采真游理间, 苟简为我养%
逍遥使我闲, 寥亮心神莹, 含虚映自然,#'逯钦
立 $5%5(他的有些诗%其中虽有"感物思所托#这
样的基调%也有一些山水的形容%但是%诗意的重
心%仍然是纯粹的一番玄理%如"隗隗形崖颓%冏
冏神宇敞, 宛转元造化%缥瞥邻大象# '$5%5(,
因此%这里的"感物#%与钟.刘所言之感物不是一
回事%它充满了对物质本真的探索欲望%与"踟蹰
观象物#'$5%5(并无二致,

庐山僧侣的诗同样展现了他们观物得理的玄

学理路%而这正是"自然#从哲学概念转入审美范
畴的关键'葛晓音%*唐诗流变论要+ "59(, 他们
常将山水作为"万物#这一抽象哲学概念的具象%
把它纳入与玄思相关的讨论, 这些讨论%恐怕其
主观意图原本并不是审美%而是"超游罕神遇%妙
善自玄同# '逯钦立 1#%(%也即寻求对玄理的印
证, "冥#字在他们的诗中%甚为多见%如刘程之
*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中说$"孰至消烟外%晓然与

物分, 冥冥玄谷里%响集自可闻,#"险雨列秋松,
危步临绝冥,# '1#^(这些山水之间具体存在的
"冥#%也是抽象的"玄冥#之写照, 诗人如此着
笔%是让山水情境类似于一种宇宙或者方外之拟
态, 庐山僧侣们的追随者张野的庐山诗中%更是
看不到任何关于山水本身的内容%而全是佛理之
阐悟, 这些深思之求%凌驾于状物之上%且表达非
常抽象%无怪乎前人学者如黄侃会认为这些句子
类似于佛语偈子'陈允吉 $51!$$"(, 再如在庐
山诸道人*游石门诗+这组诗中%"序#分担了景物
铺叙的内容%而"诗#的部分则是要去"言理成篇#
的%也就是阐说玄理, 山间之行%是为了"端坐运
虚论%转彼玄中经, 神仙同物化%未若两俱冥#
'逯钦立 $5%9!$5%-(, 可见%石门之游中%山水
的细节没有被充分呈现%而是被一些文本典故装
饰了起来%也就是说"物#并不"昭晰#, 诗的表意
重心%始终还是在表达对"理# "性#等方面的追
求, 诗中有"超兴非有本%理感兴自生#这样的句
子%"尤能揭示玄言诗作者对诗情的认识%寄兴生
于理感#'钱志熙 "%6(, 这与汤用彤先生总结的
当时流行于南方的"心无义#论是相合的, 僧肇
在写给刘遗民的回信中说$"心无者%无心于万
物%而万物未尝无也,#他还曾总结此论之得失%
说"此得在于神静%而失在于物虚#'汤用彤 9^(,
这一类玄言诗后来被时代抛弃%正是因为它几乎
纯是"托意玄珠#%"神静#而"物虚#%最终只剩下
了诗的形式%而失去了诗的意趣, 即便如此%它们
对此后刘宋的诗歌而言%也是颇有过渡意义的,

总之%博物学.玄学的发展为东晋诗人提供了
一个新鲜.优裕的知识环境, 人们观物得理%体悟
生命%提升了哲学思维水平%而语言风格也迥异于
前代, 钟嵘认为此际诗歌语言是"理过其辞%淡
乎寡味#%而事实上%这些几乎告别"熟语#.拒绝
在诗歌中"共享#物象的独创之言%正体现了诗歌
语言艺术的另类发展, 刘宋时代的诗人们正是在
此基础上实现"物理#与"物感#的调和%补足东晋
诗歌的一些缺憾%以下继续论之,

三$ 谢灵运诗对!物理"与!物感"的调和

谢灵运的晋宋诗学推进之功%在于他调和了
"物理#与"物感#的关系, 谢灵运诗中反复出现
的"物#概念%一般都会被作为"山水#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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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之渊 $^%!$%-(%而且主要是挖掘它的艺术
审美价值, 其实%所谓的"山水#诗%其创作本意
是探求物理%并将物理之求引申至生理, 谢灵运
的很多"山水诗#%是首尾完整的玄思之作, 谢诗
中的玄言非但不是赘疣%反而可能是他创作的核
心, 登履山水%俯仰万物%都是为了观"物理#并
获得对"生理#的认知, "生理#是谢诗中常出现
的%它不仅包含了物之"理#%也包括了关于"人#
也即"我#的存在之"理#, 在这类诗歌中%谢灵运
不断加深着对自我的认知%于是也调和了物我关
系%使得此际诗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走向理.辞平
衡的趋向,

谢灵运诗给人的感觉是"大有东晋人的笔
意# '童岭 ^"(%这是因为%基于"物理#来识得
"生理#这样的篇章逻辑%在东晋诗中比较多见%
而谢灵运又对之加以了吸收和改造, 东晋袁宏的
四言诗颇多玄意%突出的是神悟, 他的诗有些接
近嵇康的四言诗%如*从征行方头山诗+曰$"峨峨
太行%凌虚抗势, 天岭交气%窈然无际, 澄流入
神%玄谷应契, 四象悟心%幽人来憩,# '逯钦立
1"5(这首诗中的"神#与"悟#配合着山川自然变
化而生%是诗人观看山川万物之所得%但无法将作
者与山川放在同一共感的联类模式中, 再如他的
*采菊诗+%曰$"息足回阿%圆坐长林, 披榛即涧%
藉草依阴,#'1"5(这样的四句%按照过去的说法%
几乎纯粹是"写景#%但实际上是诗人在反思当如
何在林涧中"息足#%也即思考自身在万物之间如
何存在, 康僧渊*又答张君祖诗+面对山水%是将
之拟想为一个"万物#生息的"方外#世界$"高尚
凝玄寂%万物息自宾, 栖峙游方外%超世绝风
尘,#'$5^-(后人期待在山水诗中看到的情兴%晋
宋人并无兴趣%他们想要了解的是"物理#和"生
理#, 而且%晋宋诗人不仅仅在一个开放的室外
空间中认识"万物#%也会在室内体悟自然之理%
这也是郭象玄学将万物归于一理的要义在普通诗

人这里得到的反馈, 王彪之*登治城楼诗+仅有
残句%但恰好就反映了这一点$"俯观陋室%宇宙
六合%譬如四壁,#'1""(这些诗%都并非纯粹的玄
言诗%而是用"观物#来体现获得玄理的过程%并
将这些玄理视为物我之本质%最后无不落笔于物
我之和谐,

而相对于东晋诗的玄意与神悟而言%谢灵运
诗中的"物#%被赋予了更多的玄学之虚与日常之

实之间的调和性, 首先%在谢灵运笔下%"物#是
有区分的%一方面是尘世之外物%这是自己对之有
所警惕的%即不可以情来沉湎其中, 这一观念起
源很早%嵇康*养生论+就说过$"外物以累心不
存%神气以醇白独著, 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
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 和理日济%同乎大顺,#
'萧统 ""1"!""1#(郭象玄学也提倡"不以物伤
己#'郭庆藩 "#-(, 所以%谢灵运的篇章%常表达
自己与外物之间%需要保持距离, 如$"宿心渐申
写%万事俱零落, 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顾
绍柏 69( "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 积疴谢生
虑%寡欲罕所厥,# '顾绍柏 65( "束发怀耿介%逐
物遂推迁, 违志似如昨%二纪及兹年,# '6$( "逝
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 '9$(这种对物的理解%
也常见于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笔下%比如谢瞻的
*答康乐秋霁诗+提到的"物役#也即俗务.行旅之
艰%是要去除的东西%诗人欣慰的是%在一个独处
之夜%曾经因物役而生的倦怠感能获得安慰也即
"怀劳# '逯钦立 $$#"(, 此外%谢灵运诗中颇有
继承魏晋比兴传统的感物诗%比如*岁暮诗+仍是
叹逝主题%且直引了建安诗人的笔调!!!"明月
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运往无淹物%逝年觉易催#
'顾绍柏 ""(, 在怀人的日常题材中%他也倾泻
情绪%以感物为主%如*庐陵王墓下作诗+即是对
汉魏诗学感物模式的复刻, 而且%他模拟了建安
七子之诗作*拟邺中太子集+%这批诗歌中所涉及
的"物#同样属于尘世之物%看上去都非常具体%
而且%其中一些明显是直接从前人文本语词中继
承而来的典故之"物#, 谢混诗中也多借用汉魏
诗之集句%如$"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 无为
牵所思%南荣戒其多,# '逯钦立 1#6(这种写法%
能去除玄言带来的滞涩%也避免了"生撰之病#
'葛晓音%*八代诗史+ ""9(,

"物#的另一层面%是"万物#之物, 所谓万物
之物%有其哲学抽象性%它们常被置于观.览.赏的
视角%诗人要凭借它们获得对"生理#的体悟%要
完成对万物的"玄化#, "这样一种含灵玄化的本
性显然是站在和日常经验大不相同的层次上%才
能显现出来的#%因此就需要去"转化经验的身心
状态%以求身心与山水之契合# '杨儒宾 "#-(,
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溪行诗+诗中曰$"情用赏
为美%事昧竟谁辨, 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
'顾绍柏 $"$("万物之物#的视角之下%诗人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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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审美而去形容山水之游%而是要展现自己的
"妙物#之赏, 谢灵运认为% "非赏而不可通其
理#, '$$%("理#为何如此重要- 因为它是连接
人与万物的根本, 郭象在强调事物各自依据本性
"独化#的前提下%承认事物之间仍存在着无主宰
非因果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相为#与"相
与#'王晓毅 95(, "物#与 "物#之间% "物#与
"人#之间%都是通过"理#来联结的$"故天地万
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 一物不具%则
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郭
庆藩 ""9(从物理到生理%意思就是将物与人看
成平等的两个方面, 这即郭象玄学中所谓的"性
同得#$"就其异者而言%万物皆有自性%就其同者
而言%则皆有自性%皆不可移乃是万物之同处,#
'杨立华 $9"(

再比如*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
修林茂竹+这首诗%开头四句"跻险筑幽居%披云
卧石门, 苔滑谁能步%葛弱岂可扪#%是"移步换
形#'葛晓音%*八代诗史+ $11(的写法%即按照旅
行线路%将所寓目者收入诗中, 这几句是山水诗
审美角度的佳句%颇有辞采, 然而"感往虑有复%
理来情无存# '一作"感往虑有复%理来清光存#(
才是诗之主题%谢灵运要表达的正是对感物的超
越以及他在山水之间的理性所得, 感物导致的
"虑#%与"理#撇除的"情#%实则都是指人间平凡
的情感, 只有面对万物%观看万物%这些平凡的情
感才能消去, 而这些平凡的情感%即是诗中那些
带有浓郁感物情调的句子$"袅袅秋风过%萋萋春
草繁, 美人游不还%佳期何由敦, 芳尘凝瑶席%清
醑满金樽, 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 结念属霄
汉%孤景莫与谖,#诗人将这些景色称为"孤景#,
而感物的部分%从定义为"孤#以后%就结束了,
此时诗人换成了另一种"观#的姿态$"俯濯石下
潭%俯看条上猿, 早闻夕飚急%晚见朝日暾,#这
里出现了很多感观词语%而非情感体验式的动词%
比如"看# "闻# "见#%而最终得到的结论是一种
万物奔腾不息.时间永远向前的物理%即"崖倾光
难留%林深响易奔 4556持乘日车%得以慰营
魂#, 时光的幽眇与深林的幽眇%相映成趣%彼此
应和%共同走向无穷, 要留住时间%只有乘坐"日
车#!!!诗人用浪漫的神话%对时光的流逝给出
答案, 而"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正是在诗
人观看了众物之后所获得的新知, 这种新知%他

认为简直是一种秘境%是寻常之人无法分享的%而
只能与智者交流!!!"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论#
'顾绍柏 $^6(, 因此%谢灵运的诗学追求%并非
遵循感物模式.与物共情%而是要在物中发现物
理, "善歌以咏%言理成篇#'""6(这句四言诗%恰
可借用为对谢灵运诗学的精妙概括,

谢灵运的诗对"物理#的展现%比之于东晋诗
的这一方面更见精细,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的
"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林壑敛暝色%云霞收
夕霏#'顾绍柏 $$"(等%曾被认为是山水诗名句%
实则这两句的重心是诉说晨夕变化的"物理#,
这首诗中虽然没有观和赏这些动词%但诗人作为
在万物之间的穿梭者%已然留影其间!!!诗中有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 出谷日尚早%入舟阳
已微#"披拂趋南迳%愉悦偃东扉#'$$"(, 若是唐
诗%那么这首诗中的"愉悦偃东扉#已经可以为全
诗作结, 但是谢灵运是不会止步于此的%他定然
会在诗中总结为何如此愉悦%最终获得的"生理#
是什么, 于是有了下面这样几句"玄言的尾巴#$
"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 寄言摄生客%试用此
道推,#'$$"(在此次徒步旅行中%"虑#的搁置%让
他感到眼中万物没有羁绊之感%不再触动悲绪%这
是对感物模式中叹逝主题的放弃, 而且他认为%
如此对待物我%澹然看待宇宙的变化%以及这些变
化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与万物的相处之道%可
以分享给那些追求"摄生#的人们, *登石门最高
顶诗+亦是如此%晨与夕之间的攀登%路塞与径迷
导致的困惑%这些与万物交接的过程%无不将诗人
引向关于"理#与"道#的思考, 山水之间%有急
流%有哀猿%但是%诗人认为%要"沈冥岂别理%守
道自不携#%"居常以待终%处顺故安排# '$^%(,
这里要借用郭象之论方能理解, 郭象注*大宗
师+说$"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
而不冥于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
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
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 '郭庆藩
"-%(攀顶于石门%正是"游外#而知万物之性%而
遇险之过程中%正是"无心以顺有#, 物之理%最
终都与生之理相互辉映, 谢瞻已经能明白谢灵运
途中所写的这些景和他所体悟的理%*于安城答
灵运诗+中"寻途途既暌%即理理已对# '逯钦立
$$#"(一句%正是知音之论,

基于这样探索物理的虔诚与对理之所得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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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谢灵运常在诗中表明自己仅可与智者.贤人共
论真意, 他的诸多诗的结尾%经常非常直白地将
普通读者排除在外%如$"匪为众人说%冀与智者
论#'顾绍柏 $^6(%"桑茅迭生运%语默寄前哲#
'""-(%"惜无同怀客%共登青云梯# '$^%(%"不惜
去人远%但恨莫与同# '$$%(%还有"惜无同怀客%
共登青云梯#等, 这类表达自己要与前哲相契%
而在当世则无有知音的孤独感%在谢灵运笔下早
已宣泄得非常浓郁, 这种孤独感%一方面是谢灵
运人生心境的写照%另一方面也是郭象玄学映照
的结果, 郭象玄学认为要万物要"各是其是#"各
适其性#'郭庆藩 #$^(, 谢灵运之所以如此强调
自己一人之游与悟%已经是将自己与前哲比肩%是
寻觅一己迥异于周围世界之"性分#, 这类探求
物理.以物理实现对生理之玄学体悟的诗篇%是谢
灵运对晋宋诗学的极大开创, 谢灵运诗中常见的
"独往#%在后来的盛唐山水诗中%仍然焕发理趣,
葛晓音先生在*"独往#和"虚舟#!!!盛唐山水诗
的玄趣与道境+中指出%盛唐诗人对山水的兴悟
中%不着痕迹地将玄理转化为幽适之趣和自在之
境%这反映了山水诗的哲学本质'葛晓音%*唐诗
流变论要+ #$^!##-(,

另外%在谢灵运之前%谢混以"清新#去"玄
气#的调和之功也值得认可, *世说新语)文学
篇+刘孝标注中说玄言诗风气是"至义熙中%谢混
始改#'刘义庆等 $6#(, 谢混的这种诗史地位%
沈约也附和了$"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
元之气,# '沈约 $^^%(但是%萧子显并不同意这
样的说法%他认为义熙年间两个被称道的诗人%并
没有担负起改变玄风流行的使命$"仲文玄气%犹
不尽除&谢混清新%得名未盛,# '萧子显 15%(在
这里%"玄风#与"清新#构成一种诗学上的反向
词, 所谓的"清新#%究竟是指什么呢- 谢混*游
西池+中"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 景昃鸣禽
集%水木湛清华#是他最受称道之句, 体玄之气
岁未全脱%但风.云.禽.水和木%交织出和谐之景,
诗的最后%他将深奥的玄思放弃了%而是还原到普
通的生之情感%说$"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
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逯钦立 1#6(谢混之
变%即是在于他对物理的观察%并最终落着在对
"生理#的探索之上, 他的这些努力%可以视为谢
灵运诗歌探索的先导,

总之%从探求物理%到体察生理%诗人从中获

得的哲学省思%正是义熙诗人调和物我关系的诗
学轨迹, 诗人主体与万物的联结性开始获得突出
以后%才能迎来诗歌史思维与语言两个主要方面
的风气"大变#, 晋宋诗运转关的实现%一赖诗人
之深思%二赖诗人之博学%正所谓$"极貌写物%有
赖于深思%穷力追新%亦资于博学%将欲排除肤语%
洗荡庸音,#'黄侃 #1(所以%当诗坛迎来"奇才博
学#'黄侃 #%(的谢灵运%这场 "大变#才得以
实现,

结7论

晋宋之际%在诗歌"声色大开#的表面之下%
诗人们通过探求"物理#%构建了新型的物我关
系%即从感物模式转变到了观物模式%这是晋宋诗
歌颇有价值的一面, 那些看似语词陌生.僵滞的
晋宋诗歌%起源于一种哲学思维的追求%即力图通
过玄思%观看万物%来识得物之"理#与生之"理#,
物我关系发生变化%不仅仅是因为郭象哲学造成
的"自性#论%让物有了独立的客体价值%而是因
为人们相信%在探索物理的过程中%人的生命本身
和意义同样能够获得更多的发现, "物#是独立
的%"我#也是独立的%各有特性%但二者之间可以
通过"观#"赏#"想#等富有沉思意义的思维联结
起来, 而为了表述这些理性思维%诗人不再采用
过去沿袭物象的写法%而是尽量地在"以玄对山
水#的过程中去精心刻画%且为了体现一己之独
造而与前人诗歌的语言保持距离%绝不雷同, 正
因如此%晋宋诗学的发展%既是一次哲学意义的升
格%也是一次语言艺术水平的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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