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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认为，从东汉中晚期到晋宋之际，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创作传统的确立期。依据此期的诗歌艺
术的音乐背景、艺术精神、创作方法与风格，作者提出了魏晋诗歌艺术这一概念，并加以论证。作者
在传统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研究所得，将一诗歌艺术系统分为东汉中晚期、建安、正始、西晋
、东晋和晋宋之际六个阶段，对各阶段诗人群体的社会文化特征、审美理想、诗歌观念及诗风演变做
了系统的研究。本书视野开阔，新见迭出；既有宏观的论述，又有微观的考察。本书第一版出版后，
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多种学术奖。此次再版，作者精心加以修订并加注，增加了新
的绪论，反映了作者从本书初版以来在中古诗歌研究方面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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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精彩短评

1、很狼狈地补标回来系列⋯⋯大二下。
2、这是中古诗歌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一部著作，但是，我个人从中获益不是很多。可能是我读得不
够仔细吧。里面涉及思想文化的部分，我感觉比较熟悉，其中关于诗歌艺术的内容，大处我也多少有
所了解，所以，只有当作者对作家与作品进行具体分析时，我才感到新鲜。作者的艺术眼光很敏锐，
可惜，由于这部著作更关注的是“外缘”的问题，不是侧重诗歌艺术本身的问题，所以，长处没有得
到充分展示。书的序言中，作者的导师陈贻焮先生引及作者所写的一联诗：“夕阳落后闲云好，坐到
千山入梦时。”写得真好！
3、分析具体诗歌的时候比较入味w
4、1993年一版一印
5、梳理清楚，胜义甚多。儒玄离合、文质消长、诗乐关系演进都讲得很漂亮，虽然谈到诗歌，还是
觉得有点不够爽
6、从文化背景中把握诗歌，从哲学意义中感悟文学
7、超级棒的一本书（据说考试知识点全在里头了）。
8、元气淋漓。
9、说实话，钱志熙先生的书和文章，我还没发现喜欢的。为什么呢？
10、钱公！
11、还是论文参考OTL
12、钱老师的博士论文，哎呀呀！！！个人觉得写得比他推荐我看的《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述》要好！
13、男神的书，给四星。看了一半，没能看完。接近于文学史类型的著作，很多观点略显陈旧，不过
还是有不少启发。比如讲到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之外的另一模式、清谈场合与《十九首》、
《咏怀》与子书风气，等等。此外，论正始玄学很清晰，对我这种玄学盲来说是很好的扫盲。。
14、魏晋文学的力作，葛晓音先生之序言以足以说明——只是写法过于传统⋯⋯
15、夕阳落后闲云好，坐到千山入梦时。真好诗。
16、喜欢作者的两句诗:夕阳落后闲云好，坐到千山入梦时。才情，性情⋯⋯
17、[SH/preserved]I207.227.35/8747
18、还用多说什么嘛？文学史与经学、政治、音乐、哲学的“一元化多层次”（阎爹的词我乱用的⋯
⋯）效果十分不错，再版以后修订比之前要好了。魏晋诗歌研究的顶尖作品，后世学者估计是绕不开
了⋯⋯
19、对于哲学方面的论述很有力，比其他模棱两可的学者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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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章节试读

1、《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73页

        文学创作是美的创造，但是却不能因此而认为作家的创作可以等同于审美活动，不能说创作过程
即是审美过程，它不是作家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审美活动。因为文学创作不是对对象的审美，尤其不
是客观地描述美感经验，而是作家激情的流露（似乎不够切），诗歌创作尤其如此。

2、《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50页

        一个诗歌艺术系统，当它确立了基本的艺术原则之后，在进入铺张扬厉、踵事增华的发展阶段和
积累了丰富的技巧时，就会有一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这时候，如果所逢的时代是一个缺乏饱满的
诗性精神的时代（紧扣本书主题），这种扩大诗境的内在趋势就会导致许多非诗性的内容进入诗境。
而在正常情况下，诗歌艺术趋向成熟，诗歌创作中表现理性的内容也会增多，这是因为超越感性而把
握理性是人类的本能（本能？），它也同样体现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只有诗性精神特别充盈，对诗歌
艺术原则领会得很深刻的诗人，才能处理好诗中理与情的关系，抵御住用诗歌表现抽象理念的诱惑。
而一个缺乏诗性精神的诗人或时代，则往往会因扩大诗境，表现理性内容的趋势而失去单纯而明确的
艺术原则，诗歌创作中的非诗化因素就会增多。

3、《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页

        我国古代的诗歌发展史，据初步观察，是由《诗经》、《楚辞》、以魏晋为中心的中古前期诗歌
、以齐梁为中心的中古后期诗歌、唐宋古律诗、宋元词曲等几个大的诗歌艺术系统构成。

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01页

        陆机的乐府诗，也是按照缘情绮靡的程式来创作的，只是不像傅玄那样死扣本事，而是善于在题
目本身的意思上发挥，一如命题作文。所以陆机的乐府诗，篇目和内容多是相扣的。这样看来，“缘
情绮靡”对陆机本人来说也就是“缘题演写”了。但他又与曹、阮以想象力来展开诗境不一样，主要
是依照先在的题意，利用自己才福学博的优势来展开诗境。所以陆机的诗人工有余而天然不足，缺乏
情性的自然流露。⋯⋯与阮籍一样，陆机也爱在诗中表现生命、荣衰等主题，但阮籍诗中理性与感性
相融化，是真正的有感而发。陆机则纯粹从理念出发，尽管搜览了许多物象来完满题旨，但总觉得是
一种演绎式、图例式的作法，像是在论证，而不是在抒情。（具体的诗歌写法上，为何会让人产生此
种感观呢？）

5、《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68页

        曹植在生命的后期，常常表述这样的一个信念，即他相信心灵具有巨大的力量，它能够感应而生
灵变。游仙诗和《洛神赋》等浪漫主义的作品，都是这种意识的产物。《精微篇》中那几个历史上遭
受不幸的人物，都是因为他们的“精微”，使得天地感应，发生奇迹。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杞妻哭死夫，梁山为之倾。子丹西质秦，乌白马角生。邹衍囚燕市，繁霜
为夏零。
在《自戒令》中也说了于此诗相近的一些话：“信心足以贯于神明”，“精诚可以动天地金石”。很
明显，这里有向曹丕、曹叡表白忠诚之心的意思。但它对曹植生活的意义超出了这一点，它成了他支
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作为诗人的曹植，这种来自生活的信念，很大程度上已被转化为艺术创造
、艺术想象的一种原则，启发了他对浪漫艺术的追求。精微感应天地而发生奇迹，这只是神话，但挚
情和激情能够引导想象力，产生宏伟的意象，导致广阔的境界的形成，这正是艺术创造的一个规律。

6、《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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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陆机《遂志赋序》历论崔篆《慰志赋》，冯衍《显至赋》，班固《幽通赋》，张衡《思玄赋》，
蔡邕《玄表》，张叔《哀系》等作品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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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练而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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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备讬作者之末，聊复用心焉。
风格研究滥觞于建安时曹丕等人，但比较笼统，且风格研究不是建安文学理论的重心。到了西晋时期
，像傅玄、陆机这样的作家，即以摹拟为能事，其对前人创作的语言风格，自然也就特别着意地分析
揣摹。而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其主旨不在于阐扬文学的基本原理，如钟嵘《诗品
》所作的那样；而在于明渊流，辨体制。与傅玄、陆机所论正复相似。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晋文学理论
的特点。

7、《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8页

        但是，有些社会群体，它所具有的功能和社会属性，与诗的精神是隔膜的；有时某些社会群体甚
至具有抵制诗性精神、排斥诗性精神的观念和传统⋯⋯譬如那些从事纯粹功利性的活动或纯粹理性化
的活动的群体，都可能是一些缺乏诗性精神的群体。我国先秦时期的墨家和法家都是缺乏诗性精神的
群体。相反，儒家和道家，是比较具备诗性精神的群体（论述有些表面化）⋯⋯上述的法吏、经生、
侍从文人，就是汉代知识阶层的三个组成部分⋯⋯三个群体都没有他们作为知识者阶层所应该具有的
独立性，因此，群体中的成员也先天地缺乏独立人格的自觉意识。（可能是从西汉时期无“诗性精神
”逆推的。但不能说没有诗歌流传就人格不独立）

8、《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74页

        玄言诗是唯美的、唯客观地诗歌。它不是以诗性精神来感动人，而是用它的唯美的、唯形式的表
现来娱悦人。⋯⋯而西晋诗人的拟古、典雅、绮靡、写物，大致上都可以说是将诗歌创作理解成客观
地审美活动，将诗美理解成一种客观美，诗人的责任在于描述这种美，只是将本来似乎客观存在的美
，通过艺术的手段表现出来。这样看来，玄言诗人的这种创作方式及蕴藏于其背后的文学思想，只是
对上述艺术观念的强化。玄言诗乃至山水诗中客观美、唯美因素的显著增加，正是人们在观念上混淆
了诗歌艺术表现与审美活动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玄言诗与西晋绮靡
之作、南朝宫体诗放在同一层次上加以考察。当然，诗人的理性观念并不能完全支配他的创作活动，
一个诗性精神充沛的诗人，或是一个诗人在诗性精神充沛的时候，他们是能够突破观念的限制，用实
际的创作实践弥补观念上的缺陷，纠正观念的偏颇的。所以玄言诗、宫体诗等偏离诗歌艺术原则的文
学现象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们的作者群体缺乏诗性精神。

9、《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83页

        （阮籍《清思赋》）⋯⋯接着他认为人类如果要感悟至美的东西，必须首先去除日常的感受，离
开现实中耳目所能听察的具象的东西：
是以微妙无形，寂寞无听，然后乃可以睹窈窕而淑清。故白日丽光，则季后不步其容；锺鼓阊铪，则
延子不扬其声。
陆机认为创作之前要“收听反听，耽思旁讯”，刘勰主张“陶钧文思，贵在虚静”，都与“是以微妙
无形”数句接近。艺术想象应该鄙斥凡近，进入心灵活跃的境界。在此基础上阮籍进一步论述只有专
一、宁静、精诚，才能见神妙之象：
夫清虚寥廓，则神物来集；飘遥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欲，则泰志适情
。伊衷虑之遒好兮，又焉处而靡逞？寒风迈于黍谷兮，诲子而游（青鸟）。申孺悲而毋归兮，吴鸿哀
而象生。兹感激以达神，岂浩漾而弗营？志不觊而神正，心不荡而自诚。固秉一而内修，堪粤止之匪
倾。
排除俗念俗情，放弃具象的观察，空气所有，方能达到洞察幽冥，深思浮涌的境界。作者还列举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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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

些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说明精诚感激而出现神奇之象。这就说明前面所说的“清虚寥廓”不是指思维
寂灭的状态，而是指排除外虑，精诚专注地追寻、期待那种非目之可见、耳之可闻的真正的美。阮籍
这里多少接触到了想象是在热情的诱导下产生的这样一个美学原理。

10、《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81页

        只有摆脱了单纯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才能获得这样比较空灵的艺术表现。古诗作品，首
先给人的是某种感受，某种印象，这同乐府诗首先给人以事件完整性的印象不同。这一点《古诗十九
首》尤其突出。就全篇而言，发端之处，总是先声夺人，一两句诗就已经将全诗的情感格调凸现出来
，我们要再读下去的愿望，也完全不是来自了解事件的要求，而是被它的情调所吸引。如“行行重行
行，与君生别离”，一开始就给人以一种沉重的感受，我们被它吸引，想再读下去，可我们不是为了
了解作者是怎样别离的这件事本身，而是要感受作者是怎样因别离而痛苦，同时我们以往有关别离这
一类生活经验也完全被重新唤起，尽管有时候这种唤起是不自觉的，但我们确实是在用以往的生活经
验去感受诗歌作者的感情。反过来说，如果作者的用意在事件本身的完整叙述，包括细节性的真实，
那样，我们自然也会发生共鸣，寄之同情，但是我们的态度肯定会客观得多。换言之，即我们是在客
观地了解他人的事情。而古诗作品则以强烈的直感印象，顷刻之间打破主客观界限，让我们放弃阅读
中惯有的冷静、客观的态度。古人多说到古诗工于发端且长与结尾，就是因为古诗作者强调直觉印象
，有意识造成先声夺人和余意悠扬的效果，这是对单纯的叙事格式的突破。

11、《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00页

        张华按着自己的审美观来拟想诗歌风格。我觉得他对于诗歌，心目中有着某种“度”，他最善于
按照这个“度”来调和诗中的情意、物象、词藻，力求达到一种和谐的美。也是从他开始，“物象”
在诗歌中具有了比较独立的地位，诗歌艺术观念中开始注重图写物象。

12、《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67页

        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从理想的高度来讲，是一种既善又美的人格，也是一种艺术化的人格。这
种人格学说，将人生理解为玄道本体的寄托物，所以一切行为中都渗透着“玄”的意味。为此，就须
注重平常人生中德不平常的表现。这种表现可以是具体的行事，但更常见的是通过清言和艺术来寄托
自然玄远之旨。尤其是东晋中期，江表无事，清言游艺之风甚盛，玄学家多精通音乐、书法和文辞，
并且爱玩奇物、山水，如王羲之好鹅，支道林好鹤和马，其意多在寄托。所以，玄学家的人格渐向艺
术家人格转化，或者说兼有艺术家的人格。只是艺术在这里，仍然是渗透着玄意的。

13、《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85页

        音乐的本体仍是一种自然的和声，它具有能愉悦人心的属性，即客观性的美。不同的节奏旋律具
有不同的效果，所以和声有善恶即美与不美的区别，而不具有社会属性的哀乐之情。“声音自当以善
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则无系于声音。”嵇康认为音乐的美存在于和声的本体之
中，但和声无哀乐，这就是主张美具有超现实性，是以本体的形式自然地存在着。人类在音乐中寄托
哀乐之情，是人为的利用。所以社会性的哀乐之情与音乐本体之美无关。

1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2页

        盛汉时期是一个相对和谐，缺乏产生诗情的能量源泉的时代。（和谐阻碍诗性？“和谐”是后世
的看法，模糊化了的视野）

15、《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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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这里的“情”主要是指情事和题旨，与我们所说的“情”并不完全一
致。这种“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实际上是魏晋之际和西晋时代诗坛上所流行的一种创作程式，尤其
是在乐府诗创作中，更是时人的一种“法门”。这里所缘的情，是前人作品中的情事，或时他人的情
事，并非诗人自己心中扰动不安、非吐不可的诗情。这种创作程式导致诗歌创作缺乏内在的激情。

16、《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92页

        不说人间的各种纷争，就是一人之身，也是耳目相羞：”目视色而不顾耳之所闻，耳所听而不待
心之所思，心欲奔而不适性之所安，故疾疢萌则生意尽，祸乱作则万物残矣。“阮籍认为人类地全体
犹如人身的一体，如果离开自然的原则，都会处于矛盾的状态之中。

17、《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49页

        只是由于歌功颂德、感激恩荣毕竟不是最深刻、最自然的感情体验，创作上又难免带上不纯的动
机，且”欢愉之词难工“，因此它们的质量总体上看时不高的。（以悲为美论？）

18、《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65页

        西晋诗人的学古则近乎模拟。他们再创作之前，往往先进行一番认真的研究，对自己所要运用的
体裁的特点，渊源流变，前代在该创作上的得失异同等等作仔细的考察，然后开始自己的创作。傅玄
开了这一风气。傅氏的整个创作，都是以因袭为主，他的精力基本上是用在辨体制、明流变之上。他
每作一诗一赋，大概都要先揣摩一下这些问题。（对前代的学习）

19、《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60页

        模拟古诗古乐府，取古人之意，用自己的一套语汇辞藻去替换，如傅玄和陆机都是这样，尤其是
陆氏的拟古诗十二首，句句对应地替换古诗语言。这最能见出晋人的创作态度，创作似乎仅仅只是一
种形式化的表现。他们都未能自由地抒发自己，更谈不上深刻地揭示现实了。（那创作的冲动何在？
）

20、《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41页

        “文”的基本含义就是重于表现，通过形式反映内容。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是发展的，一
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汉魏之际的新型儒者，尤其是一些崇儒的文学家，对儒家的文质观做出
了不同于汉代经生儒士的新理解，使文质成为当时美学思想中有活力的一对范畴，对建安文学的发展
和文学风格的多样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新型儒者与古代儒者的重合点在何处？对伦理的重视吗？）

21、《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04页

        陆机将诗分析成“文”“意””物“三个要素，同一个意可以用不同的物象来表达，因此大胆地
抽取古诗的意，用自己的言和象去置换。⋯⋯陆机用这种方法作拟古诗，却忘记了诗与《易》究竟不
同。不错，诗也是为了将某种意念传达给读者，但这不是它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它的主要目的。它
的主要目的是将一种统一的，从整体的完整性中体现出来的美感传达给读者。并且对于作者来说，诗
是他的主观感情的抒发，有直感表现的特点。因此，一首诗无论对于作者还是对于读者，都是绝对的
个性化的。诗中的物象和词藻，表面上看起来，它们也具有符号的性质，但实际上它们不是符号，更
不能单独地抽取，移置他处而保证它本质不变。陆机所犯的就是这个毛病，他将诗的语言、诗的形象
符号化了。作为理论，他分析文学中”文“”意“”物“三要素，是比”气“和”文质“理论进步得
多了。但如果在实际创作中也硬性地分剖出文意物三层，或是像拟古诗似的逐句拟写，或是像拟乐府
诗似的缘题演写，就与古诗古乐府的抒情言志、浑朴自然背道而驰了。这种理论上的进步而导致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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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退化的情况（这是一种普遍规律吗？理论的进步导致实践的退化？），在西晋诗人中具有一定的
普遍性。

22、《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页

        如以魏晋文人诗为中心的魏晋诗歌艺术系统与以齐梁文人诗为中心的齐梁诗歌艺术系统，它们的
音乐基础不同，前者是以源于战国的汉魏音乐系统为母体，后者则是以晋宋齐梁的南方民间音乐系统
为母体。两个诗歌艺术系统的文化背景也不同，因而形成不同的文学思想。

23、《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71页

        事实上，西晋时期诗歌与音乐脱节，新体诗失去了它的音乐基础，这正是典雅、藻丽的语言风格
取代生动活泼、朴质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风格的一个重要原因。偶对、绮合，乃至文字格律的萌芽，
这些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补救音乐的丧失而产生的，试图以语言的节律取代乐曲之美。

24、《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75页

        玄学家认为所有具有质的规定性，具有名的限定的事物，都不是世界的本体。世界的本体是超越
在万事万物之上，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和名的限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世界的本体是“
无”。王弼《老子指略》曰：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無形，由乎無名。無形無名者，萬物之宗也。不溫不涼，不宮不
商。聽之不可得而聞，視之不可得而彰，體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嘗。故其為物也則混成，為
象也則無形，為音也則希聲，為味也則無呈。故能為品物之宗主，苞通天地，彌使不經也。若溫也則
不能涼矣，宮也則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故象而形者，非大象也；音而聲者，非大音
也。
这里有些直观体验的成分，但主要是运用无限否定的思维方式寻找本体，是纯思辨的逻辑演绎。

25、《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41页

        徐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与曹植笔下的女子一样，有人伦的美德。而曹丕笔下的女子，则重在自
然之美，伦理意识相对来说淡薄很多，如《善哉行》等篇所见。徐干、曹植诸人所塑造的这一类型的
女性形象，也可看成是新型的儒者人格在艺术上的幻变。

26、《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4页

        序二

值得重视的是，本书确立这一诗歌艺术系统的依据，并不是简单地搬用“系统论”的概念和框架，而
是从魏晋文化的内在统一性和外在整体性出发，将一般综合研究中通常考虑到的政治、经济、门阀士
族制、儒学玄学的发展等多种因素融为一体，找出其内在的深层联系，使文化背景成为一个有机的整
体。这种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综合研究”机械罗列文学发展诸多因素的惯用方法。同时，作
者又避免了全方位的融合容易导致类似目前流行的文人心态研究的倾向，能从一个更高更集中的角度
，来宏观地审视学术文化与诗歌的关系。其原因应在于作者找到了贯串于这些复杂文化现象中的一些
基本思路，这就是书中经常提及的“诗性精神”、“艺术原则”、“艺术精神”、“人格理想”等概
念。

27、《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85页

        阮籍、嵇康通过玄学的否定性思维，以无为的原则否定了现实美、具象美；又在自然这一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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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了超现实美的存在。在这里玄学思想内在地转化为浪漫文学的美学原则。就否定现实美这一层次
而言，首先表现在文学创作的总体的审美取向上，这就造成了文学风气的转变。

28、《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72页

        尽管名教自然合一的人格模式是以玄学思想为基础，并且还吸取佛学的思想；可建立这种人格模
式却决不是单纯凭借思辨和论述的方法，而是更多地依靠直感把握，通过形象乃至外在形式的因素之
捕捉达到的。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现实人物和历史人物的识鉴、赏誉、品藻来建立人格理想，还由
自然山水领会人格自然的基本涵义。这样，在建立这种人格理想的同事，也建立了他们的审美理想。
因此，东晋人这一精神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积累了许多美感经验，也归纳出接近于美的范畴的
那些东西。

29、《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76页

        马茂元认为朝廷采诗当有遗漏，“这些未被采录的诗歌，无疑地单独在社会上流传；再加上一部
分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后人无以名之，只得泛称之为古诗。古诗和乐府除了在
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而外，实际是二而一的东西。现存乐府古辞中，假如某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
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了原来合乐
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辞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古诗都曾入过乐，但其中确曾有部
分辱国乐的。像《古诗十九首》中有好几篇，唐、宋人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朱乾《乐府正义
》甚至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即其例证。”（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

30、《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144页

        一种新诗体，它本身就是最趋新、最开放的审美趣味的产物。它最初所要尝试表现的内容完全是
情感化的、日常生活化的内容。它对题材的这种选择，完全以最真切生动的审美感受为依据，而很少
受其他理性原则的支配。就诗歌艺术的内在因素来讲，抒情、寓理、象征、体物这几种创作方法与之
相应的语言类型，它们在审美价值上没有高低之分，但从创作的技术方面来讲却有难易之别。抒写性
的语言，主体性强，在运用上自然的成份较多，对语言表达方面的技术上的要求却反而不太高，而描
写性、象征性乃至理语（诗的理语）则相对来说较难把握。这也使得在技巧上还比较简单、诗体特征
还没有被完全把握的新诗体，在它的初期往往以抒情为主。

31、《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318页

        郭（璞）诗的深沉，主要体现在他那通过神仙主题对生命归宿和社会现实流露出来的比较浓厚的
悲剧情绪，这种悲剧情绪有较大的艺术感染力。他追求仙境的自由，而又对这种自由能否达到产生本
能的怀疑，这是郭诗的一重情结；正是这一情结使它区别于纯粹的神仙道教的仙界幻想，而成为诗的
形象，这一形象包含着现实的精神。

32、《魏晋诗歌艺术原论》的笔记-第268页

        研精探微，以构建某种艺术的范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意匠”。陆机《文赋》中说的“辞程才
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就是这个意思。应该说任何作家在创作之前，总有某种艺术范式存在着，只
是情意充沛之时，这种范式只在潜在地起作用，并没有出来干涉创作中的每一步骤。而且创作上纯熟
之极的作家，其艺术范式更是潜藏在神运之中，不显现在清晰的意识之中。但西晋作家常将这种艺术
范式看成客观存在的东西，将它抽象出来，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追摹它，这可说是匠心太明显了。从傅
玄到张华、陆机诸人，西晋的大作家们都十分重视语言风格的创新。他们之间在文学上虽呈师承关系
，但所运用的艺术范式却是在不断嬗变。突破的愿望并不是没有，而且可说是很强烈，但也始终是在
追求形式因素的变化。所以当时人看来，文坛上已是歧变之甚，新风叠出，但在后人看来，却又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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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雷同。这是因为后人从艺术精神着眼，晋人自己则斤斤于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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