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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及其诗史价值

论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及其诗史价值

赵晓华

摘　 要： 南朝古意诗以思妇、从军、言志为主要题材，这些都是汉魏诗歌中的典型题材，也是诗人以“古意”命题的基本联

系。 古意诗的题材特征是拟古传统在南朝诗坛发生新变的反映，而它在历代重要诗歌总集、类书中复杂的异题情况，又
提示出其以古意写今情的创作宗旨。 故而有别于着意描摹声色的宫体诗，古意诗在题材上有复古的特质，一些作品也采

用了汉魏诗歌中相应的表现手法。 同时，它在体式上又程度不同地受到诗坛主流诗风的影响，表现出新体诗的特征。 古

意诗的题材类型及表现方式都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但总体说来它在南朝诗坛上具有恢复汉魏古诗传统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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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朝刘宋后期，诗坛出现一类以“古意”为题的诗

歌。①至齐梁，古意诗的创作颇为风靡。 有古意诗存世的

诗人有沈约、萧衍、吴均等十四位，共计作品数量近三十

首，其中吴均、何子朗、王枢等人的古意诗属于应和之作，
可见当时的创作者与作品数量应不止此数，说明以“古
意”为题在南朝诗坛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创作现象。

这一创作现象已受到学界的关注，如葛晓音先生强

调古意诗由晋宋拟古诗发展而来，而更多反映的是齐梁

新体诗的趣味（９４—９５）；钱志熙先生则指出古意诗具有

客观言情的特征，与同时代的拟古、效古、拟乐府作品共

同担任齐梁绮艳体诗中的复古角色 （“论齐梁陈隋”
１４４—４６）。 两位先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古意诗

与齐梁诗坛古今体变化的关系。 此外，韩宁、仲瑶也注意

到了相关现象（韩宁 ５９—６３；仲瑶 ８５—９２）。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古意》这一诗题与《拟古》

《效古》《学古》这类标题的指示功能不完全相同。 《古
意》强调“意之古”，这首先是就内容上的特点而言的，同
时，有些古意诗在一些类书、总集里还有不同的标题，这
些异题在标明诗歌内容的性质方面是有所区别的，反映

出古意诗在立意与题材之间有比较特别的关系。 本文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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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入手，探讨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类型，以进一步认识它

在诗歌史上的价值。

一

由现存的南朝古意诗作品来看，闺情与从军两类题

材是最为显著的，它们在历代文献中的编录比较集中，与
前代诗歌的渊源关系及其立意方式也相对一致，故这一

部分首先探讨这两类题材。
闺情是南朝古意诗主题之一大宗，有接近半数的南

朝古意诗见收于“艳歌集”② 《玉台新咏》中，便是对这一

现象最为集中、显豁的说明。 又，《艺文类聚》“闺情”一类

下录有三首《古意》（欧阳询 ５６７—６９），同时，该类下收录

的吴均《闺怨诗》，在《玉台新咏》中亦题作《古意》 （吴兆

宜 ２２７）。 由这些总集、类书的收录及一些作品的异题情

况，可以看到古人对于南朝古意诗的闺情题材有比较明

确的认识。 从这些作品的内容上来说，也的确是古诗、古
乐府中较多表现的女子情感类型。 如《玉台新咏》中收录

的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中的一首：

贱妾思不堪，采桑渭城南。 带减连枝绣，发
乱凤凰篸。 花舞依长薄，蛾飞爱绿潭。 无由报

君信，流涕向春蚕。 （吴兆宜 ２２７）

此诗又载于《艺文类聚》 “木部”中，题为《采桑》 （欧阳询

１５２３），后《乐府诗集》 “相和歌辞·相和曲” 《采桑》题下

亦录此诗（郭茂倩 ４１５）。 《艺文类聚》与《乐府诗集》两

处文献中的标题直接表明它与汉乐府《陌上桑》的联系。
诗歌着力刻画女子之明艳、春光之旖旎，与《陌上桑》的场

景相似。 结尾两句转而表达思念情人而无消息可达的哀

情，在乐景的渲染下尤为悲切。 诗中思妇的相思之深沉，
可与古诗中罗敷的坚贞形象联系起来。 可以看到，《采
桑》《古意》两个标题都能够说明诗歌的内容，但它们指示

的内容层次是不同的，《采桑》仅仅标明了女子的形象从

古乐府中来，《古意》则提示出诗人以为这种相思情感缘

于古诗，是有其高古的价值的。
进一步说来，《古意》这一标题向读者提示的是作品

内容与诗人立意的关系。 如鲍令晖《古意赠今人诗》因时

序迁移而念及游子无衣，诗题便直接指出用高古之意赠

予今人的题旨。 “古意”强调与“今”、即诗坛流行之体相

对，无疑暗含着诗人的价值判断。 源于古诗的闺思题材、
意之高古、诗人以古写今的立意，几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我

们思考。 同时，闺情古意诗复杂的异题情况，亦提示出诗

人借古写今的立意。 如《艺文类聚》“闺情”类下收录的刘

孝绰《古意》，此诗亦为《文苑英华》 “乐府”类下“古意三

十三首”之一，而“寄赠”类中又题作《古意送沈宏》。③此

诗全篇化用甚至袭用古诗中对于思妇情感的表达，如“相
思昏望绝，宿昔梦容光。 魂交忽在御，转侧定他乡”四句，
在措意与措辞上都承袭《行行重行行》。 《古意赠沈宏》这

个标题又揭示出借古诗中女子相思念远之情来表达送别

友人的情谊。
需注意的是，随着诗歌史的发展，文人拟写古诗、乐

府诗中的闺思题材，非单纯叙闺思，很大程度上，都是跟

诗人的述恩荣联系起来的，如吴淇评曹植《七哀诗》曰“借
闺房儿女之私，以写臣不得于君之思” （汪俊 　 黄进德

１１９）。 并由此在诗歌史上形成一个承传久远的“男子作

闺音”“以男女喻君臣”的传统，这些作品都强调女子感情

的坚贞，具有伦理价值。 上文所述鲍令晖《古意赠今人

诗》，在《艺文类聚》“乐部·乐府”类（欧阳询 ７６３—６４）、
《乐府诗集》（郭茂倩 ８７６）、“琴曲歌辞”中都作为《秋风》
著录，作者是吴迈远。 《秋风》这一乐府题显示出对《古诗

十九首·凛凛岁云暮》、曹丕《燕歌行》等汉魏文人诗、乐
府诗中感时令、叙闺思的创作传统的拟写。 若此诗作者

确为吴迈远，则为男性诗人的作品，便可看成诗人借女子

的闺思写自己的不得志。 再如《玉台新咏》所收王融《古
意诗二首》（吴兆宜 １５７），在章樵二十一卷本《古文苑》中
作《和王友德元古意二首》，章氏题注曰：“忠臣不忘其君，
犹贞妇之思念其良人，骚雅比兴皆然。 二诗盖拟古遗意”
（卷九 ２１８—１９）。④德元为王晏长子，未有诗作传世。 王

晏仕齐世祖、高宗两世，最初官位显达颇受宠信，后却因

高宗猜疑、以谋反罪名被诛，王德元与弟德和俱被诛（《南
齐书》 ７４４）。 王融诗和王德元《古意》，第一首刻画女子

急切盼行人返归的心情，其二则重在表现思妇坚贞等待

之情难以向行人表白的焦灼，未尝不能说是男性诗人的

骚怨之情。 故而正如盛唐诗人王昌龄明确指出：“古意

者，非若其古意，当何有今意；言其效古人意，斯盖未当拟

古”（王利器 ３００）。 王氏一方面肯定“古意”之“古”，与
拟古渊源密切；另一方面，又指出写“古意”是为了表达

“今意”，在这一层面上，古意诗又与拟古诗有别。
颜竣《淫思古意诗》对“男子作闺音”这一委婉言志的

诗歌传统继承得最为鲜明，在古人那儿便有较为明确的

认识。 颜诗曰：

春风飞远方，纪转流思堂。 贞节寄君子，穷
闺妾所藏。 裁书露微疑，千里问新知。 君行过

三稔，故心久当移。 （逯钦立 １２４２）

此诗在《通志·乐略》中录为《古调二十四曲》之一，郑氏

又撰《遗声序论》曰：“遗声者，逸诗之流也。 ［……］无非

雅言幽思，当采其目，以俟可考” （郑樵 ６３１），肯定《淫思

古意》与《古辞十九首》在构思立意、创作宗旨上具有一致

性，皆可用“雅言幽思”来概括。 此诗“裁书”的场景与

“故心久当移”的猜测，都是由《十九首》而来。 后世诗论

家认为《十九首》中“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一句乃

“诗人善怨”的模本，⑤而钟惺、谭元春评颜诗，同样也是围

绕思妇情感的“雅怨”特征来说。 钟、谭二人首先指出《淫
思古意》这一标题“四字造得奇”（钟惺　 谭元春 ４８２），可
见此词乃颜竣首创，亦说明其立意出人意表。 又言：“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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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之言敦厚，中无限凄切。 孀居独宿有贞名，贞节寄君

子，一从远闻，一以寄远，不淫不伤［……］”，“君子望妇人

在贞节，妇人疑君子在移心，先自尽而后疑人，妙于妒者

也”（钟惺　 谭元春 ４８２）。 联系颜竣生平，他早年一直追

随宋孝武帝，颇受重用，孝武帝践祚后累迁吏部尚书，却
因诤谏恳切而触怒孝武帝，落得下狱被赐死的悲惨下场

（《宋书》 １９５９—６６）。 诗中“故心久当移”之句，未尝不

能说是诗人托言思妇的担忧而隐晦地表达对孝武帝恩宠

不再的埋怨。
从作品的用语与构思来看，确实可谓婉曲幽妙，如

钟、谭二人所评：“藏”字不胜幽怨；“裁书”句，曲尽妇人之

心，然语轻妙，不作恶（钟惺 　 谭元春 ４８２），并认为颜竣

诗歌“清思密绪似欲过其父（按： 颜竣为颜延之之子）”
（钟惺　 谭元春 ４８２）。 “清思密绪”之评，正可反映出颜

诗立意的虑详、曲折。 袁枚《随园诗话》曰：“古乐府‘羞涩

佯牵伴’五字写尽女儿情态，唐人因之，有‘强语戏同伴，
希郎闻笑声’ 之句 ［……］ 皆不愧淫思古意矣” （袁枚

２４３）。 袁氏所谓“淫思古意”，亦是说后世模拟古乐府中

表现女儿真挚、直率的情态，对古诗中女子的心理活动揣

摩得很细密。 而章学诚在追溯小说源流时，说到：“其始

不过淫思古意、辞客寄怀，犹诗家之乐府古艳诸篇也”（章
学诚 １５８）。 章氏认为作者在构思小说时，通过仔细揣摩

古人之意来寄托怀抱，犹如古乐府的作者通过揣摩女子

的心思来暗托己志，则不仅从表现方式上，更是从作品的

立意、题旨上指出“淫思古意”与“辞客寄怀”相通。
闺情之外，游侠、从军是南朝古意诗另一类特征比较

鲜明的题材。 如《文苑英华》所收五首南朝古意诗，四首

都与从军主题相关（李昉 １０１５），其中王僧孺一首、吴均

一首在《艺文类聚》中归到“游侠”类下，也题作“古意”
（欧阳询 ５８０）。 吴均另外一首在《类聚》中题作《战城

南》，收到“战伐”类下（欧阳询 １０６７）。 在诗歌创作中从

军、游侠题材最初便是以抒发诗人情志为主，故而古意诗

以它为题材，创作实质与闺情古意诗相似，都是借他人情

感来寄托诗人之情志，也是王昌龄所谓“以古意写今情”。
吴均《古意·杂虏寇铜鞮》曰：

杂虏寇铜鍉，征役去三齐。 扶山翦疏勒，傍
海扫沈黎。 剑光夜挥电，马汗昼成泥。 何当见

天子，画地取关西。 （逯钦立 １７４７）

诗歌以凝练、概括的笔触，选择典型场景表现主人公赴边

途中的情形，节奏紧凑明快，凸显少年报国杀敌的恳切决

心。 《类聚》“言志”类下录有吴均《咏怀诗》，曰：“仆本报

恩人，走马救东秦。 黄龙暗迢递，青泥寒苦辛。 野战剑锋

尽，攻城才智贫。 唯余一死在，留持赠主人” （欧阳询

４６８）。 题旨与古意诗基本一致，可见“古意”与“咏怀”具
有相通的诗学内涵。

此诗在《艺文类聚》“战伐”类中题作《战城南》（欧阳

询 １０６７），而《文苑英华》中，《古意》与《战城南》两个标

题下重出，周必大、彭叔夏的校订时删去了《战城南》的文

本，只存目，并注曰：“此第四首，而五卷有之，题作《古

意》，今存于后而削此”（李昉 ９６９）。 可见吴均“杂虏寇铜

鞮”一诗在流传中确实有《古意》及乐府《战城南》两个诗

题，而周必大等人存、削的选择，亦可反映出《古意》这个

标题所体现的诗人借从军报国以委婉言志的意义。
而《古意·西都盛冠盖》以曹植《名都篇》为蓝本，刻画

了一位以游冶为务、骄纵恣意西汉长安贵游子弟的形象：

西都盛冠盖，九逵尘雾塞。 中有恶少年，伎
能专自得。 玉鞭莲花剑，金苣流星勒。 聊为路

傍人，写鞚长楸北。 （逯钦立 １７４７）

此诗用托古之法，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对现实的批判。 《梁
书》本传称其 “家世寒贱，至均好学有俊才” （《梁书》
６９８），吴均可以说是典型的六朝士族政治下凭借自己才

学进入仕途的寒素士人，所以表现这样一位高族恶少年，
颇有自伤身世之意。 而且题曰“古意”，诗人强调这样一

种现象自古而来，一方面对现实的讥刺在某种程度上淡

化了，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去批判，可说力度更为深

重。 抑或，又可说是诗人自我宽解之辞，此中曲折的用意

及温柔敦厚的笔法是十分复杂的。
吴均的这两首作品完全借古代从军少年或贵游子弟

的形象、情感寄托自己的功名抱负，借鉴汉乐府中第三人

称客观叙述的视角，有意隐去了诗人的今情，可以说是对

宋末以来在闺情题材中以思妇口吻委婉言志的古意诗创

作的一种认同。 而王僧孺《古意诗》模拟张华《游侠篇》的
模式，前六句极力描绘鲜衣怒马的游侠少年形象，后六句

转到由此引发的出处思考上：“虽非学诡遇，终是任逢遭。
人生会有死，得处如鸿毛。 宁能偶鸡鹜，寂寞隐蓬蒿”（逯
钦立 １７６１）。 同张华诗一样，此诗直接表达出诗人切身

的人生感慨。 吴均与王僧孺的古意诗虽然在抒情言志的

构思上有所不同，但“以古意写今情”的用意是一致的。
而且从军报国的志向与男性诗人的身份更为贴合，能够

妥当地说诗人借之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故而，虽然这

一类古意诗出现时代稍晚，⑥数量也较少，却更加明朗地

揭示了古意诗的特征与意义。

二

由上述闺情、从军类古意诗在文献中的收录情况及

异题情况可以看到，古意诗与拟古诗、拟乐府存在着明显

的交叉重合。 《艺文类聚》所载何思澄《古意》，在《玉台

新咏》《文苑英华》中都题为《拟古》 （吴兆宜 ２５７；李昉

１０１８）。 而且，《文苑英华》把题为《古意》与题为《拟古》
的两类作品并属于“乐府”一类下，都直观地反映了古意与

拟古都取材于古诗、古乐府这一诗学特质。 葛晓音、钱志熙

两位先生都注意到南朝古意诗的题材特征，⑦并由此指出

古意的实质为拟古。 然而，需要进一指出的是，古意诗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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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题材类型与南朝诗坛上拟古传统的新变亦是密切相

关的。
从《昭明文选》“杂拟”类中所选录的作品来看，以陆

机、陶渊明、谢灵运、江淹等为代表的拟古诗创作者，或以

“轨范曩篇”的方式对原作进行亦步亦趋的仿写，或继承

汉魏古诗的创作精神，或学习古诗风格，不管出于何种拟

古的初衷，汉魏诗歌中客观言情的创作方式，即托言思

妇、游侠的口吻代诗人抒情言志的方式却继承得比较少，
至刘宋后期方渐渐恢复这一传统。 如刘铄《拟古诗》，虽
延续陆机变化其辞而师其意的作法：“拟古三十余首，时
人以为亚迹陆机”（《南史》 ３９５）。 但从现存的四首作品

来看，都表现男女阔别之情，其中明确有三首以女子主观

抒情的方式遣词立意，情思摇荡，较陆机之作更接近古诗

的抒情风貌。 鲍照《绍古辞七首》在传统闺思主题上加入

行人从军的内容，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便凸显了这种相

思情感的价值意义，与解《诗》传统中的伦理价值相接。
而汉魏诗歌中的从军题材，亦在此时重新进入诗歌创作

的领域。 《艺文类聚》即以鲍照《拟古诗·幽并重骑射》、
袁淑《效古诗》为“游侠”类诗的滥觞。 齐梁的拟古诗承着

刘宋而来，亦较多采用以思妇、游侠代言的方式，如沈约

《效古诗》写夫妻的阔别，取譬于树木的分离，显然是模拟

思妇细腻的抒情口吻。 范云《效古诗》、何逊《学古诗三

首》，也都以鲍照《拟古诗·幽并重骑射》为蓝本，塑造慷

慨从军的少年形象。 可以说，鲍照等人取汉魏诗歌中的

思妇、从军题材写作拟古诗，对齐梁诗坛赋写汉乐府中征

夫思妇情感、少年从军意气有直接的影响。
故而可以说，古意诗以闺情、从军题材为主，是拟古

传统新变风气中的一部分。 然而诗人以“古意”命题，强
调意古，揭示出这一题材在伦理价值上有其特别之处。
闺情类古意诗大多模拟上文所举鲍照《绍古辞》的模式，
把闺思与从军两类题材结合，在表现的思妇情感上首先

也有这样一种高古的价值。 如吴均《古意·匈奴数欲

尽》，便有意地把征戍与思妇题材结合起来，言情笔法亦

颇为“温柔敦厚”：

匈奴数欲尽，仆在玉门关。 莲花穿剑锷，秋
月掩刀环。 春机思窈窕，夏鸟鸣绵蛮。 中人坐

相望，狂夫终未还。 （逯钦立 １７４６）

此诗本意是想表现征人思归之心，却不直写其思家心切，
而是想象家中妻子对自己的翘首企盼。 这种构思方式也

是取法《诗经》，即陈贻焮先生论《东山》“妙在取影”之艺

术效果（钱志熙　 杜晓勤 ２４５—４９）。 故此诗在表现征夫

思归的情感上，可谓有风人之旨。 再如萧衍《古意诗二

首》（其一），也是写征夫与闺中女子两地相思之情，但用

比兴开篇，亦效法汉魏诗中的措辞方式：

飞鸟起离离，惊散忽差池。 嗷嘈绕树上，翩
翩集寒枝。 既悲征役久，偏伤垄上儿。 寄言闺

中妾，此心讵能知。 不见松萝上，叶落根不移。
（逯钦立 １５３４）

诗歌前四句以古诗中常见的飞鸟离散的场景起兴，后面

四句写两地相思情，分别从闺中思妇与征人两个角度写，
明白晓畅。 但从征人的角度想象闺中思妇自伤又伤己的

多重伤悲，又用“既”“偏”这样的转折连词表现出征人对

于思妇情感的感激，言情之复杂，耐人寻味。 “寄言”的对

话句式读来亲切、温情，在某种程度上舒缓了前面极力刻

画的相思之苦。 最后松萝关系坚贞、牢固的比喻，亦足以

媲美《诗经》“经夫妇、厚人伦”的礼教观。 故此诗言情可

谓直而不露、曲而不隐、哀而不伤。 而第二首全篇以富有

比兴意味的场景转换，委婉地表现出抒情主人公的坚贞

情感无人知晓的落寞。 可知古意诗之“古”，一方面指题

材之古老，另一方面，也是说以高古的笔法去表现古老的

题材，使得这样一种题材所呈现的面貌，不同于同时期以

咏物之法表现的思妇、从军题材。
沈约表现女性题材的作品较多受到后人的诟病，被

认为是宫体诗的滥觞，如《梦见美人诗》《十咏二首》，但其

《古意诗》却颇受称赏。 此诗以“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

伤”的结尾来表现女子“怨而不怒”的坚贞等待，陈祚明评

曰：“以质见古，虽浅实深” （陈祚明 ６３２），王夫之亦认为

此乃沈约诗中唯一有“生人之气”的句子（王夫之 ２３７—
３８）。 王夫之所谓“生人之气”即是与齐梁诗坛流行的纯

粹以赋题、咏物之法描摹女子的宫体诗相对来说的。 故

而可以说，在古今分流⑧的齐梁诗坛，同样以思妇、从军为

题材，古意诗所表现的情感类型首先就反映出当时诗坛

上诗学观念中古今的分化。 而萧衍以比兴的手法、刘孝

绰全面袭用汉魏古诗的辞句，则是从内容与体式上都恢

复汉魏古风。 然而另一方面，在更多的古意诗体式上，又
明显反映出受到并时新体诗风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诗人

有意用新体表现古意，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
沈约《报王筠书》曰：“古情拙目，每伫新奇。 声和被

纸，光影盈字”（《梁书》 ４８５）。 这里所说的“古情”与“新
奇”的关系，大抵可以说明他们创作古意诗的旨趣。 沈约

《古意诗》结尾云“明月虽外照，宁知心内伤”，以景结情，
善于造境，是齐梁人对诗歌艺术探索的一大创制。 王融

《古意诗二首》，王闿运《八代诗选》选入“齐以后新体诗”
中，反映其新体的特征。 比如善用景物的动态变化来点

染思妇情绪，如其一：“坐销芳草气，空度明月辉”“巫山彩

云没，淇上绿条稀”两句，以月华的暗淡、芳草的衰歇、巫
山彩云隐没、淇上绿条稀疏来暗示女子由昼至夜、日复一

日的无止境的等待。 其二开篇以“霜气下孟津，秋风度函

谷”形容时序迁移，概括又形象，表现出动态的感觉，与思

妇感激而动的心理相应。 较之《十九首》“凛凛岁云暮，蝼
蛄夕悲鸣”“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栗”这样直接写时节变

化的句子，可谓“新奇”。 但这种由时序迁移引发生命感

伤的写法，又是《古诗》之常情，故陈祚明称其“起句有古

情，结亦相应” （陈祚明 ７３５）。 二诗同样以景结情，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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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情感的抒发有一种主动的节制。
沈约、王融、萧衍的作品虽难以考其具体创作年代，

但从诗中所写情境来看，当是诗人个体的创作。 沈、王二

人的作品虽然受到新的诗歌趣味的影响，追求华藻巧对、
极力表现纤细的光影变化，但他们的写景还主要是为点

染女子心情服务的，从整体来看，还是客观叙述的语调。
而至梁代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诗六首》、萧纲《和湘东

王古意咏烛诗》、何子朗《和虞记室骞古意诗》、王枢《古意

应萧信武教诗》等作品，从诗题上便可以看出，以“古意”
为题咏写闺情发展为梁代宫廷文人唱和的一种诗歌类

型，故而在表现方式上，咏物、写色的成分更为突出。 萧

子范《春望古意诗》前七句均以艳词描绘春景，末句才点

出“妾床空”的抒情视角（逯钦立 １８９７）；何子朗《和虞记

室骞古意诗》也花了六句笔墨极力表现女子的体态之美

与春情之旖旎，最后两句方点出思君的情意 （逯钦立

２０７８）。 再如吴均六首和诗，咏写女子感情时亦突出对女

子容饰的刻画描绘，如“带减连枝绣，发乱凤凰篸” “莲花

衔青雀，宝粟钿金虫”“花钗玉腕转，珠绳金络丸”（逯钦立

１７４５—４６）等诗句，对偶工丽，并用对照的形式表现浓丽

色彩，梁代咏物之风的影响甚为明显。
吴均、王僧孺的游侠、从军题材古意诗，在某种程度

上也与诗坛主流的趣尚一致。 前文提到范云、何逊等人

都热衷以拟古、拟乐府名篇表现从军题材，他们程度不同

地在诗中效仿汉魏诗慷慨悲凉的风格，与清浅婉媚的时

流诗风形成对照，体现了 “含清浊、中今古” （《梁书》
６９３）的诗美理想。 吴均诗风以“清拔有古气”传名于时

（《梁书》 ６９８），其古意诗在表现少年壮志的劲健慷慨上，
也确实得汉魏古诗之气韵。 但作品在具体的刻画描摹上

却是较为新颖的，如“扶山”两句借用对偶的形式进行巨

大空间的概括，而“剑光”“玉鞭”两句，极力描绘鲜亮的色

彩以及追求声色的瞬间变幻，是新变诗风的一大特色。
可以说，齐梁诗坛古今体融而未分的状态（钱志熙，“论齐

梁陈隋” １４１），这两首古意诗表现得十分突出。 王僧孺

《古意诗》在塑造形象时以富丽精工的偶句结构，较吴均

诗更为铺张扬厉。 《梁书》称“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

未见者，世重其富”（《梁书》 ４７４）。 由此诗可见一斑。
此外，齐梁诗坛，尤其是梁代的新变之风对古意诗创

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诗歌体式上，在题材上，亦可以看到

古意诗与新变诗风的同流发展。 如吴均《和萧洗马子显

古意六首》所写内容，便不局限于汉诗、汉乐府，也取材于

南方的歌谣乐府。 “春草可揽结”一诗，直接用东晋歌谣

之辞起句“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撷”，⑨然而歌谣为讽兴

时事而作，吴均这里只是取字面意思来起兴，渲染春光融

融以反衬诗中思妇独居的怨切。 再如“妾家横塘北，发艳

小长干”，横塘、长干都是吴声西曲中常见的地名。 可见

吴均同样以“古意”为题，是在立意上继承汉乐府客观地

表现女儿情态，与其《拟古四首》之《陌上桑》《秦王卷衣》
重于描摹声色不同。 而诗中表现的坚贞、深沉的相思情

感，又与传统古意诗一致。

萧纲、萧绎二人唱和的《古意咏烛诗》，更直接用“古
意”来咏物。 萧绎诗曰：

花中烛，焰焰动帘风。 不见来人影，回光持

向空。 （逯钦立 ２０５８）

从《艺文类聚》的著录来看，咏烛诗至谢朓方有表现。 谢

诗所咏乃宴会上的烛影，通过描绘烛火照曜下的宫殿、帷
幕、宝琴、云髻、金器来侧面表现烛火之光亮，最后“恨君

秋月夜，遗我洞房阴”一句，由咏物带出情感，但显然也是

为文造情，是齐梁咏物诗的典型。 而萧绎《古意咏烛》不
正面刻画烛火的物态，而是通过表现烛焰与帘风相撩动的

飘忽光影来烘托闺中萧骚不宁的等待情绪。 作品用力点

在于客观言情，而非绮靡咏物。 故萧绎在咏烛前冠以“古
意”，可以说是对“古意”表现闺情的一种肯定。 萧纲的和

诗，咏物与写情的痕迹更为明显，不似原诗融合无迹：

花中烛，似将人意同。 忆啼流膝上，烛焰落

花中。 （逯钦立 １９７７）

葛晓音先生认为这两首诗采用的三五五五体式在当时较

为新颖（葛晓音 ９５）。 或者说，萧绎题作“古意”，也有把

古情与他这种新体的形式对照来说的用意。 而萧绎另一

首《古意诗》为三韵体，此体其时作者不多，于萧绎诗中最

多见，且都写闺怨。 萧纲集中有《和湘东王三韵诗二首》，
分别为《春宵》《冬晓》，亦可说明其题材特征。 但这些作

品与《古意诗》相比，也还是有摹象与写意的区别。 说明

萧绎等梁廷诗人在探索新的诗歌体式时，仍然注意题面

与表现方式相配合。 在这样的诗学兴趣下，古意诗的复

古与新变，无疑有了更多的内涵与诠释空间。

三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思妇、从军类古意诗中，诗人寄

自身情感经验于他人情感之中，又因受到诗坛风气的影

响，在内容、体式、形式各方面都呈现出古今交杂的面貌，
也导致了古意诗的价值长久以来没有被充分认识。 同

时，文献著录中复杂的异题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

这一局面。⑩然而通过考察异题，我们可以妥当地确定诗

人以古意抒情言志的意图，故而古意诗不仅是在题材上，
更是在创作精神上恢复汉魏古诗的传统，因而使得流行

咏物写色的南朝诗坛亦有较为健举的诗风。 在诗歌笔法

上，古意诗亦与汉魏诗歌言志婉曲、甚至《诗经》的“风人

之旨”相接。 此外，南朝还有一些直抒胸臆的古意诗，在
文献著录中与学古、咏怀等标题有所重合，直接体现其绍

续汉魏言志、咏怀的精神，在诗歌史上，亦能获得较为正

面的评价。
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学习汉魏

诗歌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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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出陇北，长望阴山云。 泾渭各异流，恩
情于此分。 故人赠宝剑，镂以瑶华文。 一言凤

独立，再说鸾无群。 何得晨风起？ 悠哉凌翠氛。
黄鹄去千里，垂涕为报君。 （逯钦立 １５６２）

开篇两句一写往事一写实景，但契合无际，构成一个渺远

宏阔的时空。 后两句用泾渭异流比喻友人离去，下句解

释上句，是古诗比喻常用之法。 而后插入友人赠宝剑的

场景，也是效法古诗寓抒情于事件的表现中，如“客从远

方来，遗我一书札。 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而这一场

景又有比兴意味。 俞绍初先生把此诗的作年系于江淹随

刘景素在荆州任其幕府主簿时（俞绍初 　 张亚新 １２—
１３）。 据史书记载，刘景素对江淹有知遇之恩，但江淹不

赞同他举事反少帝，常从容进谏，而刘不纳 （《梁书》
２４９）。 可想见江淹在刘幕府中的矛盾心理及惶惶失志之

态。 故诗中鸾凤的比喻，既是友朋间的宽慰思念之辞，也
比喻诗人的高节。 嵇康《五言赠秀才诗》、何晏《拟古诗》
（亦题为《言志诗》）中都以鸾凤为喻、比兴言志，可说是江

淹“古意”之机杼所出。 嵇康诗有版本误作《古意》，也正

反映出后人对古意诗创作的理解。江淹《杂体诗三十首》
中有《嵇中散言志》一诗，说明江淹亦以嵇康诗中“言志”
的特征为重。 但拟诗中较多地掺杂老庄玄理，体现了拟

诗务在表现正始诗风之变的意图。 而古意诗则是写实与

拟古结合，在写离情时诗人有意化用古人对离别的表达，
但其中的失志之悲与失侣之叹，正与江淹此诗的遭际密

合无间，也使得诗歌在凸显古意的价值上更加完足。
此诗在 《广文选》 中题为 《效阮公体》 （逯 钦 立

１５６２），虽不知《广文选》所本，但亦可以反映出编者认为

江淹古意诗继承阮籍诗讽兴、言志之旨。 诗人不直接说

出自己的寥落失志与无所适从的悲慨，而是隐含在友朋

的离情背后，确有“阮旨遥深”的特点。 嵇康诗言志的精

神与阮籍诗深隐的特征相融合，正说明江淹对汉魏诗歌

有意的继承与仿效。
再如范云《古意赠王中书诗》，模拟建安文人互为赠

答之作，全篇“以古人之意运之”，体制上亦恢复魏诗以

散句为主、杂以比兴的作法：

摄官青琐闼，遥望凤皇池。 谁云相去远，脉
脉阻光仪。 岱山饶灵异，沂水富英奇。 逸翮凌北

海，抟飞出南皮。 遭逢圣明后，来栖桐树枝。 竹

花何莫莫，桐叶何离离。 可栖复可食，此外亦何

为。 岂知鹪鹩者，一粒有余赀。 （逯钦立 １５４４）

此诗的旨意，古人有两说，主要分歧在于结尾“鹪鹩”的寓

意上。 《六臣注文选》刘良注曰：“鹪鹩，小鸟也。 一粒，一
米也。 言食少而易有余赀，以此喻己” （《六臣注文选》
４８８）。 以鹪鹩为范云自比，取其卑微之态。 而章樵则认

为范云用鹪鹩每食不过一粒的寓言来劝诫王融不要贪荣

躁竞。 林晓光对此已有辨析，从范、王二人的身份地位考

察，赞同刘良注的说法，认为此诗可为“干谒诗” （林晓光

１７３—８２）。 从古意诗的创作性质来看，此诗“古意”源于

刘桢《赠徐干》，与刘诗之意应当是比较贴合的。 刘桢《赠
徐干》结尾四句曰：“兼烛八纮内，物类无颇偏。 我独抱深

感，不得与比焉。”李周翰注曰：“言日光照烛天下无所偏

颇，而我独抱此深感，失志不得与比于众物也” （《六臣注

文选》 ４４１）。 江淹《杂体诗三十首》拟刘桢诗题作《刘文

学感遇》，亦可见刘桢诗突出的主题乃自伤失志。 故当是

刘良的注较为妥当，范云以“古意”赠王融，虽不能直接说

希望得到王融的援引，但也流露出范云因官位不显而抑

郁之态。 问句的结尾方式，既向对方表明心迹，又有怨思

低徊未足道的意味，在古意之中今意表现得充沛而曲折。
范诗在《古文苑》 中又作 《学古贻王中书》 （章樵

２２４—２５），进一步反映出范诗不仅在意旨上，同时在构

思、措辞、比兴手法上都学习汉魏古诗。 这一标题与《古
意赠王中书融》所体现出的特征是相通的。 而《古诗纪》
中题作《览古赠王中书》 （逯钦立 １７７１），则跟诗歌的内

容、构思皆不合。 此外，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

诗》在《文选》中编入“游览”一类，亦表现出“古意”与“览
古”的交叉。 但显然也是“古意”这一标题更能展现徐诗

的价值。 徐诗曰：

甘泉警烽候，上谷抵楼兰。 此江称豁险，兹
山复郁盘。 表里穷形胜，襟带尽岩峦。 修篁壮

下属，危楼峻上干。 登陴起遐望，回首见长安。
金沟朝灞浐，甬道入鸳鸾。 鲜车骛华毂，汗马跃

银鞍。 少年负壮气，耿介立冲冠。 怀纪燕山石，
思开函谷丸。 岂如霸上戏，羞取路傍观。 寄言

封侯者，数奇良可叹。 （逯钦立 １７７１）

诗歌首先描绘琅邪城的险峻地势，但用汉代北方地名代

琅邪城所在的南方，同样把诗歌的表现对象置于古时汉

代的时空中。 “登陴”两句引入诗人的叙述视角，客观地

铺写游侠少年出场的场面，亦是学习汉乐府的表现方式。
“怀纪”以下四句，分用四个典，每两句都从正反两个角度

表明少年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以及对军事纲纪的遵守。 何

焯认为“普通之末，拓跋内乱，梁武屡命将北伐。 悱以此

时，和到溉诗也”（卷四十六 ９００）。据《南史·徐勉传》，
徐悱颇有才学，然自小体弱多病，患足疾，早卒。 故而诗

歌在结尾借李广“数奇”的悲剧，叹息自己的壮志难酬。
正如《六臣注文选》 评点： “此皆悱之心事以报于溉”
（４１８—１９）。 陈祚明亦言：“华庄，末有感慨”（《采菽堂古

诗选》 ８８６）。可以看出徐悱在诗中借古人事来表达自己

的功业志向，正用反用，情感激昂，乃汉魏慷慨言志的传

统。 沈德潜亦赞其“在尔时已为高响” （沈德潜 ２７５），此
言明确地肯定了徐诗在诗坛上的价值。

范云、徐悱的古意诗都创设了一个古代的场景，与题

旨“高古之意”相应。 这也是思妇、从军古意诗常用的模

式，如沈约诗“挟瑟丛台下”、萧绎诗“妾在成都县，愿作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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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云”、吴均诗“西都盛冠盖”，都有意虚置一个古的时空，
与今形成对照，有言情委婉的效果。 故而从诗歌“作用”
的角度来说，《古意诗》借古意表现今情，是陆机《文赋》强
调立意的延续，已非汉魏诗重自然的抒发。 梁末颜之推

《古意诗二首》（其一），在借古喻今中淋漓述情，古意与今

情有如水乳交融，不见“作用之迹”：

十五好诗书，二十弹冠仕。 楚王赐颜色，出
入章华里。 作赋凌屈原，读书夸左史。 数从明

月燕，或侍朝云祀。 登山摘紫芝，泛江采绿芷。
歌舞未终曲，风尘暗天起。 吴师破九龙，秦兵割

千里。 狐兔穴宗庙，霜露沾朝市。 璧入邯郸宫，
剑去襄城水。 未获殉陵墓，独生良足耻。 悯悯

思旧都，恻恻怀君子。 白发窥明镜，忧伤没余

齿。 （逯钦立 ２２８３）

此诗仿照阮籍《咏怀诗》、左思《咏史诗》中自述生平的作

法，是以“古意”命题的一个方面。 这种叙述个人经历的

题材在齐梁其他题目的诗歌中是比较少的，因而充实了

当时诗坛的诗歌题材。 此外，颜诗亦用比拟的方式，托言

楚王宫里的豪侠之士，以楚宫覆灭代梁廷的覆灭，前人认

为颜之推出于隐晦避祸的考虑而以“古意”为题、以古喻

今。这种考虑不无可能，但更主要的是，诗人有意继承汉

魏诗歌的创作传统，托言古人古事，把国破家亡之沉痛哀

思放在历史的时空中加以表现、反思。
其二则采用比兼赋体，以咏怀、咏史诗中较多表现的

隋侯珠、和氏璧为喻，赋写珠玉宠辱浮沉的经历中暗示诗

人自己“一生而三化”的人生遭际。 而且二诗都运用汉

魏古诗中常见的盛衰对比的手法来结构全篇，在表现方

式与诗歌立意上得汉魏古诗之体则。 同时，遣词造句上

多处化用前人诗句，乃传统拟古之法，反映出颜之推认识

到古意诗根源于拟古传统，并有意在体制与创作精神上

恢复传统拟古诗。 颜之推《古意诗二首》在《艺文类聚》录
于“言志”类下（欧阳询 ４６８—６９），可说是对南朝古意诗

创作性质的一个说明与总结。
可以看到，江淹、范云、徐悱、颜之推这几位诗人以古

意诗写自己亲历的生活，直接与诗人的情怀抱负相关，合
在一起恰好涵盖了古代诗人在政治生涯中可能遭遇的主

要情境。 这类诗歌是南朝古意诗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也充实了齐梁诗歌的题材。

余　 论

古意诗在南朝诗坛较其他诗歌有较为突出的复古特

征，首先体现在它以思妇、从军、言志为主要内容，这些是

汉魏诗歌中较为典型的题材类型，相对于南朝而言是比

较“高古”的，故而它们都以“古意”为题。 同时，诗人在创

作时也较多地采用汉魏诗歌中的表现手法，形成相应的

艺术特征。 这就是古意诗在南朝诗坛上的基本面貌及积

极意义。 此外，古意诗的作者们多数关系密切，常有各种

唱和活动及群体唱和的作品，但他们的古意诗并没有呈

现出完全统一的面貌。 可以说，从古意诗在刘宋末产生

至南齐永明时期，以“古意”赠答遣怀这一创作方式已为

诗人们认识到，但它主要属于个体的创作，个体创作才是

诗人最主要的抒发情志的机会，故而古意诗表现出言志

的特征。 而至梁代，吴均、萧纲、萧绎、萧子范、何子朗、王
枢等人咏写闺情的作品，又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渐趋于

宫体诗咏物、雕藻之习。 可见在宫体诗渐趋风靡的梁朝，
古意诗进一步受到今体的影响，复古的特征有所减弱，说
明古意诗所体现出的齐梁诗坛学习汉魏诗歌的复古创作

还只是支流。 而且作品题材主要限于思妇、从军，题材的

窄狭也限制了其复古功能的发挥。
进入唐代，古意诗的题材较南朝更为丰富，诸多诗人

如王绩、陈子昂、李白、贯休都有以“古意”为题的作品，反
映出他们对古意诗的复古价值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古

意诗由此成为唐诗复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歌史上亦

有积极的价值，值得另外作深入的研究。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本文所讨论的作品依据逯钦立先生辑录的《先秦汉魏

晋南北朝诗》（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 若不做特别说

明，文中提到的诗题与文本均据此书。 又，嵇康《五言赠

秀才诗》，逯先生指出 《嵇康集》 有注曰： “一本作 《古

意》。”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以明代黄省曾嘉靖乙酉年仿

宋刻本为底本，把此诗与另外十八首四言诗合为《兄秀才

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此诗排在第一首，曰：“六朝诗集，
题目及序次与此同。”并引叶渭清的说法：“《初学记》十八

引‘双鸾匿景曜’四句作嵇康赠秀才入军诗，《艺文类聚》
九十引六句亦作魏嵇叔夜赠秀才诗，二书均出唐人，又均

引此书，然皆不云古意，必是嵇集旧不如此。”戴注指出乃

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把这十九首分作两题，第一首于集

前总目中题作“五言古风一首”，题目作《五言》，下有注

云：“一本作古意。”本文沿用戴注的考证，故把嵇康此诗

排除在讨论范围外，见戴明扬《嵇康集校注》（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第 ２ 页。
② “艳歌集”之说出自徐陵《玉台新咏·序》。 其言曰：
“于是，燃脂暝写，弄笔晨书，撰录艳歌，凡为十卷。”见吴

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玉台新咏笺注》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８５ 年），第 １３ 页。
③ 《古意送沈宏》只存目，但注言“已见二百五卷”。 当是

周必大、彭叔夏等人校订时因重出而删去，并用小字夹注

说明之（《艺文类聚》出版说明第 １ 页），又见《文苑英华》
（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６６ 年）卷二四七，第 １２４７ 页。
④ 九卷本《古文苑》中题作《王友古意二首》，诗题当有文

字上的讹误。
⑤ ［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曰：“‘浮云蔽白日，游子不

顾返’，怨何温也。 ‘浮云蔽白日’意有所指，此诗人所为

善怨。 此诗含情之妙不见其情，畜意之深不知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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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镜》（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任文京、赵
东岚点校，第 １４ 页。
⑥ 江淹《古意报袁功曹诗》，俞绍初先生认为作于刘宋

末，见俞绍初、张亚新《江淹集校注》 （郑州： 中州古籍出

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２—１３ 页。 《乐府诗集》把此诗录为

《从军行》 中的一首（卷三十二 ４８０），但宋本 《江文通

集》、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都以“古意”为题。
且观诗歌所写，意旨不在于表现从军之事，当是郭茂倩误

收，见［明］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四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７９ 页。 明代梅鼎祚《古乐

苑》《从军行》一题下亦已指出此诗非乐府《从军行》。
⑦ 葛晓音先生指出古意诗多取古诗中思妇、怨妇题材，参
见葛晓音：“江淹‘杂拟诗’的辨体观念和诗史意义———兼

论两晋南朝五言诗中的‘拟古’和‘古意’”一文（《晋阳学

刊》３（２０１０）： ８７—９５）。 而钱志熙先生在齐梁绮艳体一

类中肯定古意诗的复古价值，本身就包含着对古意诗写

女子情感这一特征的判定。 参其“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

的古今分流现象”一文（《河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２０１１）：
１４１—１４７）。
⑧ “古今分流”一词借用钱志熙先生的说法。 参看其“论
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一文（《河南师范大

学学报》１（２０１１）： １４１—１４７）。
⑨ 《晋书·五行志》载：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 之歌，
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儿可揽撷。”寻而桓玄篡位，义旗

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诛之。 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

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 故言

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撷也。 见［唐］房玄龄撰，《晋书》卷
二十八（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８４８ 页。
⑩ 如王瑶先生在《隶事·声律·宫体———论齐梁诗》一

文中即把古意诗和宫体诗等同看待，见《中古文学史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２８２—３０９ 页。
 钱志熙先生在论述嵇康《五言赠秀才诗》时亦提到这

一异题情况，并说到：“以双鸾为比体，寓意高洁之士，与
何晏《言志》诗最接近。 何诗又题为《拟古》，可见魏代诗

人，将这种以比兴为体的诗，都理解为拟古之体” （《中国

诗歌通史·魏晋南北朝卷》，１７４）。
 吴淇《六朝选诗定论》题解曰：“凡诗曰‘效古’，古人之

词意并效也。 古意不用其词，专效其意。 至于古意赠某

人，则是赠某人之诗，而以古人之意运之也”（４４３—４４）。
 《南史》亦有记载，“湘东王为会稽，到溉为轻车长史，
行府郡事”。 而徐悱“在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

友”，可知此时二人互为赠答。 见［唐］李延寿撰《南史》
卷六十（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第 １４８６ 页。
 原本作“未有感慨”，据文意当作“末”，李金松点校本

已指出。
 如清代张玉谷曰：“此伤梁室灭亡，自愧不能殉难之诗。
而题曰《古意》，且托于楚王，更用吴师秦兵等字作影，惧
显言之触祸”（５０２—５０３）。
 颜之推《观我生赋》云：“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

辛”（严可均 ４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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