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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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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隋唐诗歌

隋朝和初唐诗歌

自北朝以来，南方的文学风气就对北方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虽然隋唐两朝是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

实力自北而南统一全国的，北方的政治、经济要明显强于南

方，但是从隋朝建立到唐睿宗景云年间大约一百三十年的时

间里，南朝诗风却仍然在全国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唐朝建立

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诗歌的发展缓慢，不光南朝诗歌里一

些固有的弊病没有被纠正，而且，诗歌的创作中心几乎完全转

移到宫廷，受此影响，唐初的诗歌自由抒情色彩较淡，内容也

多以歌功颂德或娱乐为主。不过，唐初的诗歌并不是完全没

有建树，唐初的宫廷诗人们在诗歌创作上吸收和总结了前代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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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诗歌进行改进、创新，丰富了诗歌的表

现形式，使唐代诗歌更加丰富和完善，对于唐诗走向成熟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批新的诗人应运而

生，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渐渐对陈腐、缺乏生气的诗歌风气感到

不满，强烈要求对诗歌创作进行改革，由此，唐代的诗歌创作

在一大批优秀诗人的努力下逐渐摆脱宫廷藩篱，最终开一代

新风，促进了唐诗高潮的到来，留给后世一个不朽的神话。

隋代诗歌

隋朝立国很短，历二世而亡，统治不满四十年，因此在文

化方面建树不多。但由北朝入隋的三位诗人———卢思道

（５３５—５８６年）、杨素（５４４—６０６年）、薛道衡（５４０—６０９年），

仍然留下了一些颇有特色的诗作，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北方诗人的创作往往建立在南方诗歌的基础上，以南方

诗歌为典则，但杨素的诗歌创作却有些不同寻常。他本身可

以被看作一个豪杰，他胸怀大志，南征北战，又有多年的宦海

生活经验，因此诗风独到。杨素的诗现存多为五言，风格“雄

深雅健”（清刘熙载《艺概》）。诗中虽然也有一些对景物的细

腻的描写，如“兰庭动幽气，竹室生虚白。落花入户飞，细草当

阶积。”（《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之类，但这类描写在南朝诗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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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常见，而对于一些过于艳丽的词汇，杨素的诗中很少出现。

而且观察杨素每一首诗的总体气象，无论是描写边塞生活，还

是叙旧抒情，都寄寓着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意境苍凉，给人一

种沧桑之感。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如《出塞二首》其二：“汉虏

未和亲，忧国不忧身。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据鞍独怀

古，慷慨感良臣。历览多旧迹，风日惨愁人。荒塞空千里，孤

城绝四邻。树寒偏易古，草衰恒不春。交河明月夜，阴山苦雾

辰。雁飞南入汉，水流西咽秦。风霜久行役，河朔备艰辛。薄

暮边声起，空飞胡骑尘。”叙旧抒情的诗如《赠薛播州诗》十四

章中：“衔悲向南浦，寒夜黯沈沈。风起洞庭险，烟生云梦深。

独飞时慕侣，寡和乍孤音。木落悲时暮，时暮感离心。离心多

苦调，讵假雍门琴。”

相较于杨素的诗，卢思道和薛道衡的诗具有浓重的齐梁

风格。比如在卢思道的《采莲曲》中有“珮动裙风入，妆销粉汗

滋”，《后园宴》中有“媚眼临歌扇，娇香出舞衣”等一类的诗句，

显示出浓郁的宫廷气息。薛道衡的诗富丽精巧，而且以此见

长，最著名的是他的《昔昔盐》，以传统的闺怨为题材，在描写

上虽然没有多少创新，但抒情却极委婉细致，将南朝诗歌的长

处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如“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

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句，描写女子独居时的落寞与凄凉，将

女子哀苦的心情完整地衬托出来，一向受到后人的称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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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方的诗人，薛道衡等人的诗歌在多是凸显南朝诗

风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北方文人的气质。其中薛

道衡在行军途中所写的一些咏怀诗，慷慨激昂，很有一定的代

表性，比如《渡北河》：“塞云临远舰，胡风入阵楼。剑拔蛟将

出，骖惊鼋欲浮。雁书终立效，燕相果封侯。勿恨关河远，且

宽边地愁。”而卢思道所作的《从军行》，在这方面更是技高一

筹，为世人称道：

朔方烽火照甘泉，长安飞将出祁连。犀渠玉剑良家子，白

马金羁使少年。平明偃月屯右地，薄暮鱼丽逐左贤。谷中石

虎经衔箭，山上金人曾祭天。天涯一去无穷已，蓟门迢递三千

里。朝见马岭黄沙合，夕望龙城阵云起。庭中奇树已堪攀，塞

外征人殊未还。白雪初下天山外，浮云直上五原间。关山万

里不可越，谁能坐对芳菲月。流水本自断人肠，坚冰旧来伤马

骨。边庭节物与华异，冬霰秋霜春不歇。长风萧萧渡水来，归

雁连连映天没。从军行，军行万里出龙庭。单于渭桥今已拜，

将军何处觅功名？

这种以七言歌行体来描写边塞风情，记录军旅生活，并从

中穿插闺妇怨思的诗风，原本在梁朝、陈朝诗人所作的诗中就

已经普遍流行的，但那一时期的诗里有很多色彩艳丽描写，格

调略显低沉。而卢思道在《从军行》中却为这一类的诗歌创作

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诗歌气势恢弘，境界辽阔，句式不拘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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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灵活多变，在虚词的承接和韵脚的流转上，气势充沛，

节奏活泼爽朗，堪称初唐七言歌行的先河。正如明人胡应麟

所评价的那样：“音响格调，咸自停匀；体气丰神，尤为焕发。”

（《诗薮》）

另外，在隋代还有一个特殊而又庞大的作者群，他们不是

别人，正是围绕在皇帝周围的宫廷文人。隋炀帝杨广周围就

曾有这样一群宫廷文人。杨广对诗歌有一定研究，在他做晋

王时，就曾招揽了一些才学之士。杨广即位后，他当初所招揽

的那些才学之士也大多跟随杨广地位的上升成为宫廷文人。

这其中比较著名的主要有柳瓨、王眘、王胄、诸葛颖、虞世基、

徐仪等，他们都经历过梁代、陈代，因此对当时风靡的绮丽文

风都很熟谙，而他们作为宫廷文人，所作诗歌多属“应制”、“奉

和”一类，其才能被束缚在絺章绘句上，有一种为文而造情的

倾向，而且往往无病呻吟，单从《暮秋望月示学士各释愁应教》

这一类题目上就能看出端倪。相较起来，倒是身为皇帝的杨

广本人的一些诗篇还有些可观之处。比如杨广所做的一首

小诗：

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

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

这首诗里对意象进行了精心处理，配置十分巧妙，画面虽

简单但却富有情味。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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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宫廷文人之中，也出现了一些风格不同的诗

人，其中比较有代表的是孙万寿。他在配置江南时，曾作《远

戍江南寄京邑好友》一首，诗长四十二韵，因诗中情感流露真

切，不事浮华，震撼当世，为时人所传唱。又作《东归在路率尔

成咏》一首，流露出寒士对于自己失志不平的感伤：

学宦两无成，归心自不平。故乡尚千里，山秋猿夜鸣。人

愁惨云色，客意惯风声。羁恨虽多绪，俱是一伤情。

以孙万寿诗歌为代表的这一类诗，不同于宫廷文人的矫

揉造作，在真情流露上技高一筹取胜。虽然这类诗的总体成

就不高，也未能形成一定的气候，但却向世人表明了诗坛变革

的主力必定来自于宫廷之外的这一重要事实。

在隋朝初年，还曾发生过一起企图以行政手段来改变文

风的事件。《隋书·李谔传》上记载，隋开皇四年，隋文帝颁令

全国对文体进行改革，并在同年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

幼之治罪。隋文帝改革文风的核心主要是提倡“公私文翰，并

宜实录”，主张将应用文中的华艳藻饰去除，提倡实用。如果

单从这方面来说，隋文帝改革文风对文学没有太大影响，但如

果引申开来，则是一种对当时文学所走的极端路线的完全否

定。李谔曾经在《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中毫无忌讳地指出，自

曹魏以来，“竞骋文华，遂成风俗”，主张对此绳之以法：“请勒

有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文帝非常赞同李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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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张，并将《上隋高祖革文华书》“颁示天下”。过去曾有人

认为这个事件对于隋唐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可是在事实上，虽然它提出去除前代文学的某些弊病的主张，

但实际上却是企图运用文字狱的手段，让文学沦为为皇权统

治服务的工具。

与此相对应的，隋朝末期又出现了王通（号文中子）的文

学观。王通聚集门徒，广布学说，虽没有对诗歌提出反对意

见，但他却对汉儒的诗教说极为推崇，认为诗当“上明三纲，下

达五常”，“征存亡，辨得失”（《中说·天地篇》）。在这一理论

的影响下，王通对诸如谢灵运、鲍照、庾信、徐陵等一批南北朝

以来的著名作家，几乎全部一笔抹杀。王通的理论是一种很

鲜明的反文学理论。虽然诸如隋文帝、孙万寿、王通等人都曾

创作或提出一些不同于当世的诗歌或观点，但在隋唐文学发

展的进程中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但他们所显露出的思想倾

向，却是值得注意的。

初唐宫廷文人和律诗的完成

唐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对文艺采取了一种较为宽容的态

度 。唐太宗李世民在对待文学上认为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

虽然他不齿于前代帝王如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等人虽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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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才却不懂治国之道的作为，但是作为一个千古以来少有

的明君，李世民却懂得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二者并不存在直接

的因果关系，所谓的“亡国之音”的陈词滥调也没有对李世民

的文学态度造成影响。同时，作为一个皇帝，李世民本人在文

艺方面的造诣也很高，能够从艺术的角度欣赏文学。李世民

就曾亲自撰写过《晋书·陆机传论》，对陆机“文藻宏丽”的创

作大加称赞。虽然这不能直接导致文学的兴盛，但多少也为

文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不光李世民，唐朝初期的几代君主，如唐高宗、武则天、唐

中宗等，也大都“以万机之暇，游息艺文”（《帝京篇·序》）。

随着唐王朝的日渐强盛，统治者们为了炫耀大唐帝国的

太平盛世，他们招揽天下文士，编纂类书，赋诗文以歌功颂德。

由此，属于唐朝统治者的宫廷文人集团应运而生。其中比较

著名、比较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唐太宗时期的虞世南、许敬宗，

唐高宗时期的上官仪，武则天当政时的“文章四友”（李峤、杜

审言、苏味道、崔融），唐中宗时期的宋之问、沈佺期等。这些

属于统治者的宫廷文人，或者地位显赫，或者极受帝王赏识，

每有诗文出世，天下纷纷效仿。这些宫廷诗人在帝王们的器

重与鼓励下创作出大量的诗歌，但内容往往是歌功颂德、宫苑

游宴之类，感情不深，抒情意味较淡。但和南朝以及隋代的宫

廷诗歌比起来，唐代宫廷诗人的诗歌稍稍归于“雅正”，但也因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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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更显得苍白无力。其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一种艺术风气的

维持上。但是，在这些宫廷诗人的其他一些作品中，有时也流

露出了诗歌沿革的气息；其中有些诗人，还促进了诗歌体制的

建设。

在唐初，繁缛绮错的装饰风格一直是宫廷诗人在艺术上

所推崇和追求的。对于这种装饰风格，宫廷诗人们最初是将

创作的重心放在对偶的修辞技巧上，之后又在创作中加入一

些调声的技术，并且最终将对偶技巧和声韵技术结合在一起，

从而将律诗的完善和定型在形式上作出了突破。早在齐梁时

期，对偶说和声病说就已经在诗坛上出现，但对偶说过于粗

略，而声病说又过于琐细，且两者风格不一。北朝后期和陈隋

时代的诗人，五言诗的律化进一步获得发展，一些诗篇也已和

唐人定型格律的规定相符合，但在理论上却并没有创新，没有

提出新的总结，甚至有些问题（如粘附规则）也没有得到完全

解决。而在七言诗的律化发展上，唐初的宫廷诗人并没有多

大进步，始终处于一种幼稚阶段。唐初的上宫仪曾提出“六

对”、“八对”的说法，同时在刘勰提出的“事对”、“言对”、“正

对”、“反对”之外，又提出以“双声对”、“叠韵对”、“扇对”等一

些把原来仅在词义范围出现的对偶又扩大到字音和句法的对

偶。随后元兢也对对偶进行改进，不仅提出字形和词义对偶

的观点，而且提出调声三术的观点，表现出初唐诗人在将声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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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偶紧密结合过程中所做的新努力。此后从武则天到唐中

宗神龙、景龙年间，一批宫廷诗人创作出大量涌现平仄协调、

又合乎粘附规则的全篇合律的诗篇，将五、七言律诗的发展完

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标志着五、七言律诗的成熟。可以

说，在律诗形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宫廷诗人起到了功不可没

的作用，尤其是在律诗的规范化和对风气的统领上。其中，最

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杜审言、宋之问和沈佺期三人。

杜审言（约６４５—７０８年）字必简，今存杜诗主要为五言律

诗，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杜审言的诗，格律严谨而笔

力雄健，而且无论是在五律还是七律上，杜审言的诗都完全合

律。杜审言曾在武则天天授初年作五言排律《和李大夫嗣真

奉使存抚河东》一首：“六位乾坤动，三微历数迁。讴歌移火

德，图谶在金天……江海宁为让，巴渝辄自牵。一闻歌圣道，

助曲荷陶甄。”全诗长达四十韵，完全合律，由此可见杜审言在

律诗创作上的高深造诣，因此当时的人们对他的诗非常推崇。

杜甫曾称引李邕对杜审言的评价：“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

递。”（《八哀诗》）意即指此。明人许学夷称杜诗为“律诗正宗”

（《诗源辩体》）。杜审言在江阴任职时所作的《和晋陵陆丞早

春游望》一诗，受到明代胡应麟的极力推崇，称赞它为“初唐五

言律第一”（《诗薮》）：

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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