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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祭(比哀诗·西京乱无象〉注释辨误Y

杨思贤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罔江苏南京 210(97) 

[摘 要] 王某《七哀诗》第」首"西京乱无革"句中的"无革 "----i司，历来 J王家都解释均"无道，没有秩序，不像样

于二本文指出，这懈释是错误的。而错误的根源则是仅边将善正的矛盾。通过辩析比较，本文认为，王诗中的

‘无革" -----i.司的走忠不是"无道而应从属于《左传·襄公九年 1的典故，走骂是"上天不显示征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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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祭 4七哀诗·西京乱无象》篇可谓是脸炙人

口。几乎任何一种涉及到汉魏六朝时期的文学作品

选本都会选录此诗。它通过几幕短景再现了汉献帝

初平三年开始的董卓部将李催、郭泡祸乱长安的惨

剧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又具有史料价值。由

子盛名在外罔所以本诗的注本很多。本文对诗中首

旬的"无象"二字的目前通行注释提出质疑团并予以

分析罔提出自己看法。

气本诗中"无象"←寸司的通行注释
( 1)余冠英(仪魏六朝诗选且"无象，犹言无道

或无法。，， 111 (P. X14) 

( 2) 程千帆、沈祖菜((古诗今远在"无象犹无
道罔没有秩序。" I ? I (P. 19) 

( 3)王气中((魏晋六朝诗歌鉴赏集)) "无象罔就
是无道不像样子。，， 1 川 (P. 1 到

( 4)郁贤怡、张采民(任主安七子诗笼注)) "liL无
象罔犹言乱得不成样子。，， 141 (P. ]:!]) 

( 5)吴云《建安七子集校注)) "乱无象罔乱的不
成样子。，， 151 (P. Hl) 

其他的注本还有很多罔但是解释与上举各家基

本相同。那么罔按照这种解释罔"西京乱无象"这句诗

应理解为"西京动乱不堪毫无秩序，不成模样。"

二、《文选〉岸善注的矛盾与各家对

李善注的因袭
传统诗文讲究用典罔那么罔"西京乱无象"这句诗

，收稿日期 I 2005- 12- 23 

有没有用典故呢?显然是用了。(仗选〉批诗的李善

注:曰

" ((佐氏传》。晋侯问子士弱曰‘吾闻之罔宋灾罔

子是乎知有天道，可必乎们对曰‘国乱无象不可知
也" I 61 (P. l29) 

此段是((左传·襄公九年〉黯悼公与士弱的 段

对话。事实上，笔者也是在阅读((左传〉汪此时发觉

"西京乱无象"的用典所在。

李善在指出该旬的典故出处后专门对"象"字

又进行了注解

"指草经〉汩‘执大琴、天下往。'河上公注曰

‘执罔守也罔象罔道也。圣人守大道罔则天下万民移心
归往也， ,, 1 61 ( p. l29) 

既然"象道也"那么"无象"自然就是无道，也

可以理解为毫无秩序罔不成样子。这应该是以后各

家注释这句诗的本源。但是李善对此句的注解却有

着明显的矛盾罔那就是他所引的(佐传〉冲的"象"字

与(始德经〉冲的"象"字的内涵根本不同。

(佐传〉冲的那句"国乱无主虫"究竟应该如何解

释罔我们应该回归(佐传〉汶本进行探究。(佐传·襄

公九年在

"九年春宋灾尸，晋侯问子士弱曰‘吾闻之罔

宋灾罔子是乎知有天道罔何故窄'对曰‘古之火正罔或

食子心或食子睐，以出内火。是故昧为鸦火心为

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阀伯居商丘罔祀大火罔而火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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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相士因之罔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罔必

始子火罔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公曰‘可必乎窄'对

曰‘在道。国乱无象罔不可知也。， " 1 7 1 ( 

宋国发生无名火灾( (1也传〉冲"火"与"灾"意义

不同。 不知火之起因罔归之子天罔曰"灾'\宣公十六

年云"天火曰灾"因人为而起曰"火" )晋悼公听

说宋因火灾而知天命如何感到疑惑，因此向士弱发

问团士弱指出罔这是殷商的传统(而宋人为殷商之后罔

有此说法罔自然不足为奇)。晋悼公紧接者又问团是

否 定自创亘过这种方式而得知天命("可必乎" ) '?士

弱子是作出了回答"在道。国乱无象不可知也。"

对子此句罔杜预注曰"言国无道罔则灾变亦殊罔故不
可必知。" 1 71 (附 194ü- 1则而孔颖达的正义说得更明白

"公曰此事‘可必乎，"但有m.失必致火乎?对曰

在君之所行道耳。 若时政小失罔天未弃之罔或下灾

异罔冀其觉悟罔或可常有火灾也。若国家昏乱罔无复

常象，不可知也。琴、1冒妖祥有所琴、似，以戒人也。国

若无道，灾变亦殊。既无所象故不可必知
也。" 1 71 (1-'1-'. 1蚓卡阳今人杨伯峻也认为"意谓国政紊

乱罔上天不示预兆罔亦不可认识"民 1 (P. 制由此可见罔

士弱的意思是究竟能否通过这种方式获知天意完

全在子国家是否有道("在道" )。如果国君是循道而

行罔那么有点小过失罔上天会通过某些征兆来暗示罔

冀其改过罔若举国大乱罔纲常颠倒罔那么天已弃之罔根

本不会有征兆出现这种方式也就不管用了。在这

里罔"象"就是征兆罔预兆的意思罔与(始德经))"执大

象罔天下往"中的"象"字的意思完全不同。

李善注解中的矛盾子此已经显而易见。后来i者

家都承认"西京乱无象"的用典出自((左传〉冲的这段

话(如清王士祺编选、清闻人俊笼注的《古诗

笼))' 9 ' ('剧团今人郁贤怡、张采民两位先生笼注的(键
安七子诗笼注 ))1411' 121) )，但是在解释时却都用了李

善所引的指草德经商可上公注，很明显这可能都是因

袭了李善的错误。

三、史料的证明
先秦两汉典籍中"象"字的涵义多本子(惆易》。

(惕·系辞上传》云"是故闺户谓之坤罔辟户谓之乾罔

闺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韩

康伯注曰"兆见曰象。" 1 101 (P. ~2) ((周易集解》引苟爽

曰 "ì冒日月星辰光见在天而成象也。，， 1 11 1( P. 597) ((易·

系辞上传》又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IIOI(P.~2) ((惕·系辞下

传》云"象也者罔像此者也。""象"是兆见罔征兆罔是

圣人用具体的形象容貌来象征适宜的意义的。李善

所引(佐传》典故中的"象"字罔正是这个涵义罔而非

"道"的意思。

国大乱则无象罔这种关子天人关系的解说起自

(佐传〉所记载，而在后世典籍中并不少见，现列举几

例以为佐证。

( 1)李邮(仕应天神龙皇帝策文)) "不虞之灾忽
生子月才腋罔无象之鉴独愤子神抵。，， 1 121( P. 22l5) 

(2H销唐书〉治二十七下"夫五事感子中而

五行之祥应子下，无纬之变彰子上。若声发而响和，

形东而影随罔故王者失典型之正罔则星辰为之乱行罔

汩彝伦之叙罔则天事为之无象。当其乱行、无象罔又
可以历纪齐乎';1 " 1 川(P. 6l2) 

( 3)苏舜卿((上仁宗皇帝论玉清宫灾丑"贤君见

变罔能修道以除凶罔乱世无象罔天不遣告。今幸得天

见之变罔是降下修道之日罔岂宜忽哉，， 1 1 41 (P. ln) 

另外罔值得注意的是罔在古人笔下罔"无象"一词

还有种完全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太平的象征。 这

里也举两例。

( 1)朱鹤龄(锦经通义》卷十 《维天之命〉漳寻 l

郝敬曰"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者治具铺张 非

太平也。 太平无象罔故以天命於穆罔文德不显畸形容

其至 。 天无言而万物生罔圣无为而万民化罔此所以为
太平也。，， 1 151 

( 2) 创日唐书·牛僧而传丑"僧前奏曰‘臣

等待罪辅粥，无能康济然臣思太平亦无象。今囚夷

不至交侵罔百姓不至流散罔上无淫虐罔下无怨能罔私室

无强家罔公议无窒滞罔虽未及治理罔亦 i冒小
康。，， 1 161 ( P.斜72'1

但是不管是象征国乱还是太平罔"象"字都是征

兆的意思。

最后，我们回到(比哀诗·西京乱无象〉糯本身 。

通过对((左传〉冲"在道。国乱无象罔不可知也"这句

话的探究罔我们知道罔国家出现小瑕疵罔尚可挽救罔若

乱到人神共愤，天已弃之则"无复常象" (详见前引

孔颖达正义) 。 那么罔王禁在写作 (Ç七哀诗〉汩寸罔西京

(长安)的情况如何呢? (1侣汉书·董卓传〉坛

"僚、泡等以王允、吕布杀董卓尸 ，围长安。城

峻不可破守之八日吕布军又曳病内反引催众得

入。城溃罔放兵掳掠罔死者万余人 。 ... .允....后数

日见杀。 ...时长安中盗贼不禁罔白日掳掠罔催罔泡罔



(樊)稠乃参分城成各备其界罔犹不能制罔而其子弟

纵横罔侵暴百姓。是时毅-I!~五十万罔豆麦二十万罔

人相食氏白骨委积罔臭秽满路。 .....催、泡遂复理

兵相攻尸'乱兵入殿罔掠宫人什物罔催又徙御府金

用乘舆器服罔而放火烧宫殿官府罔居人悉尽
I 171 (PP. 刀ll- ?页页7>

东汉王朝晚期迭经宦官乱政罔农民起义罔权臣倾

轧已是摇摇欲坠，经此惨变更是奄奄 息国乱已

至极点。此时西京的景象在王祭看来，完全符合"国

乱无象"的状况罔他作此诗哀叹汉室将亡罔抒写百姓

与自己的悲哀。 "西京乱无象"句用典自"在道。国

乱无琴、不可知也"当无可疑。因此"西京乱无象"

句比较准确的理解是西京动乱不堪(国家将亡七以

至上天已放弃汉室罔不再给征兆以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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