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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古诗十九首〉树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

• 言丽花
(扬州大学又学院江苏扬州 225IJ(口)

摘 要《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都是到极高的评价『它对后代很多诗人都产生了重要的影

响。作为建安之二杰的曹植他的诗歌创作也深受其影响。本主主要从思想意识形态和艺术在现万法两个层面展开浅析

《古诗十九首))中生命意识、悲剧意识、象征手法、王人精神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创作精神等对曹植诗歌曲l作的直接影响 g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诗歌创作?曹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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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古诗十九ê))在我国诗歌史上历来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它标

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立IJ踩在《文心雕龙》中曾推它为‘五言之

冠墅『而辛中峨的《诗 pi:1p))则称其为‘一字干盒它感情真挚『意芽、

繁重它所开创的很多传统和艺术手法都被后世继承下来。而作

为建安之杰、群才之英的曹饱其诗歌创作也深受《古诗十九首》的

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晌

东汉末年?由于时代的动荡不安、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诗人

们目睹了百姓水深火热的生活和悲欢离合的经历。这种触目惊心

的客观现实?越是繁重越是能勾起诗人的主观感受与此相应的

文学创作『表现主题也趋于集中『概括而言即是对人生的吟咏和感

慨。 虽然《古诗十九部〉非时 人之作然而政治的黑暗、失意之

士的羁拮愁怀却构成了共同的客观现实和共同的遭遇『从而使得

《古诗十九部〉在精神实质上息息相通。因此翻开《古诗十九首)) . 

扑面而来配丁便是 种被压抑的悲哀和彷徨苦闷的抑郁。他们这些

无名的杰出诗人『正是曹植、王祭的先驱者而他们所创造的艺术

成果已经预示了建安时代的即将到来。

曹植L 生于古L 长于军，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对于政治的

混乱有着深刻的体会?颇有忧生之哮。加之和曹圣争帝的 段特

殊经历尤其是在曹圣称帝之后『他从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

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再加上魏明帝曹京对他的防范

和限串止都使得他比常人更能理解乱世之凌和身世之感。他后期

自的甘恨多诗歌都是抒发f他也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

1现见他不甘被弃置、希冀用世立功的愿望-这种悲愤与哀怨和《古诗

十九由〉中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是相致的 。 他在思想意识上深受

那些无名作者的影响?呈现出了悲观的人生态度他的很多作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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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顶了感伤的基调。这种影响具体而言就是其在诗歌创作过程中

体现出来的悲剧意毛用口及时行乐的生命意识。

特殊的生喝经历和时代背景使得曹植和《古诗十九首》的那

些下层文人一样『深受人生无常、悲观伤感的消极情绪的影响。他

阳良多诗歌都充满了悲剧意识?如‘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 (((浮

萍篇，))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盼， (((赠白马王版1)) 。然而『面对

无穷的宇宙和有限的人生如何才能抓住生活的丰质和生命的要

义也成了曹植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既然人生如朝露『转瞬即

逝『那么就抓紧时间来及时行乐吧。这种及时行乐不能简单定义

为贪图享乐而是内蕴着深沉的悲愤表面的颓废也掩饰着积极的

人生态度。曹植认为人生苦短所以 需要纵情歌唱人性极力书写

人的情恩、欢甲、哀怨等生命情感意绪 。

然而细查曹植的诗歌创作?我们不难发现曹植对《古诗十九

由〉的传承性。 《古诗十九由〉中有大量的表现悲剧情绪的诗句

"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申， (((今日良宴会)))、"隐隐 *间脉脉不

得语， (((迢迢牵牛星))) "‘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涉江采芙

蓉，))、"亮无晨风翼『焉能凌风飞'( 凛凛岁云暮)"等等都表现出了

在理想不断遭遇现实的打击之后的苦闷心情。这种悲观情绪浸润

在诗人的主观感受中?以至对时间、节序的迁移表现出无比的敏

感甚至直接表现为对人生无常的感慨。曹植在这方面有很多模

仿『有些甚至是对《古诗十九茸》诗句的直接化用。如‘人生不满

百『戚戚少欢娱， (((游 fllP))， W 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 (((生年不

满面，)) ，"飞观百余尺.1陆脂御根辛f' (((杂诗)))，即"两宫遥相望 双

阕百余尺， (((青青陵上拙1)); "f昔问叹者谁'云是荡子妻(((感~a

R尚，)).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好， (((青青河畔串，)) , "愿为比翼

鸟?施翩起高翔"(ι送应氏)))，即"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厚， (((东城

高且扮1)) 。

类j!;(、上面的直接运用或化用《古诗十九首》诗句的例子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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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出很多『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曹植有意的对《古诗十九部〉

配丁传承于中我们可以发现曹植对《古诗十九首》的重视。不仅如

此曹植及时行乐的生命意识也是直接来源于《古诗十九部〉。如

我们熟悉的《东城高且长))，"荡涤的、情志?何为自结束'"既然自然界

的一切生命都感到了时光流逝与其处处自我约束『等到迟暮之际

再悲鸣哀叹何不早坐在最除烦忧的、开情怀去寻求生活的乐趣呢'

又声叫驱车上东「丁胖的‘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 不如饮美酒被

服拭与素f 服食成仙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还是回归现实及时享

受眼前的欢乐吧。 曹植的《签筷寻 1))与此同出一旨 。 再如《生年不

满面，)，人生如此短暂却乃在不足百年的生命里常常怀着‘干帘

的忧愁又有什么用呢'那么就尽情地享用生命吧呼吁人们γ 为

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非曹植《闺情》有云"取乐今日 逞恤其他

暂且抛开所有的悲伤及时行乐今朝今朝有酒今朝醉吧 。

从这些诗歌和其所表现的思想意识中『无论是《古诗十九部〉

还是曹植的诗歌创作?都深刻J展现了沉浸于痛苦之中的诗人形象?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冲击和心灵震撼。 同时『也能看出《古诗

十九曾〉对曹植诗歌创作的影响 无论是他们所选用的意象还是所

呈现出的精神状态都有很大的相似性怪不得释跤然说"如中七

子?陈王最高。 立IJ祯辞气?偏正得其中 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

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 高 与《十九首))其流一也 。'王世

贞也认为"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归根结

底还是因为曹植诗歌对《古诗十九首》的有意吸收和传承才让读

者甚觉相似。

三、艺术手法方面的影晌

《古诗十九茸》的评价之所以被定位得那么高 除了诗歌的基

丰内容现实性和思想性值得后 j1;ì主视之外它的艺术特色也对以

后的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他的许多创新被后来的诗人继承下

来如象征手法的运用等 。 代表作包括《古诗十九首》里的《西北有

高楼~)篇以及曹植的诗歌如《美女篇》、《吁磋篇〉、《南国有佳川〉、

《野田黄雀行))等 。

《西北有高楼〉的作者是 位彷徨中路的失意人。这失意当

然是政治 t的但在比比倾诉之时却幻化成了" 高楼昕曲的凄切

一幕。 诗歌以虚实结合的方式结构全篇实写的是高楼、音乐虚

写的是自己的悲哀、歌吉的开象 。 通过前者来带出、衬托后者。 飘

动的浮云?华美的高楼哀怨的乐曲以及歌者的孤独其实正是作

者自身及其生存状态的象征并通过象征创造了圆融的艺术境界 。

如前所述『曹槽的很多创作就继承了这种手法以《美女篇》为例 。

《美女昂〉的立意和构思极为精妙。前半部分描写美女付妖

且同守后半部分则把笔调转到美女的悲剧命Ë 使得全文形成了

鲜明的对比。诗歌表面上似是 首闺怨诗实际上却是诗人的咏

怀自悼之作。 诗中美女美丽的容易、高贵的品格和宏伟的抱负正

是曹植自身光辉形象的写照而其命运的坎坷以及无奈的长叹无

疑也是诗人在人生和政治上屡受打击、没有出路的无可奈何的真

实反应J 美交'的命运、不平和怨愤正是曹植自身的象征。又如

《吁磋篇》以蓬草为风所吹四处飘荡的形象『象征自己屡被迁徙『

不能与亲人相聚的命运『表ít;'愿与根菱连"的愿望 。 又如《野田黄

雀斗j))则如同写了 个天真的童话。诗中以码和罗网代表恶势力?

黄雀象征受害者?少年则代表了曹植的理想。 曹植通过这个寓言

故事写出了恶势力的强大丁仪、丁膜等的无辜受害以及自己的无

能为力。 这些诗篇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抒发了曹植的各种情感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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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实用了"象缸'这一艺术表现手法。 象征的使用吉蓄的表达

出了曹植心中的无奈和愤癌用‘美fr' ，'f圭犬'"蓬牢'等眼前之物?

寄托深远之意 象征作者的品德节操。 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正是对

《古诗十九部〉的直接继承 。

除了象征手法曹植同样也继承了《古诗十九首》文人和民间

相结合的il'jf下精神 。 《古诗十九齿〉作为主人五言诗成熟的代表?

诗歌语言具有浓厚的文人色彩是毫无疑问的 。 但是这些语言同

时也是柑质而生动自然的人民口语的集中和提高。

《古诗十九茸》的作者大多为失意的下层文人他们的生活接

触面较广『因此对民间文学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熟悉。 这就使

解古诗十九首》在文化的同时也具有生动 自然的语言仄睛。省j臻

《囚渭诗话》云" ((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 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

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f 王士校4带经堂诗1哥〉亦云" ((十九首》之

彭:如无缝天衣『后之作者顾求之针缕裳绩之间『 非愚则主这些

评论家虽然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却共同说明了《古诗十九曾〉

语言R暗的自然 。 如‘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

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串，)) ，"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

思下言久离另IJ" (((孟冬寒气型1))，"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昼短

苦夜长和不秉烛游?' (((生年不满面1)) 这些叙述或描写即使是文

化水平不高的读者读起来也没有太多的困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它

的语言的通俗和亲切。所以王国维也称赞"写情如此方为不

隔f

曹植是大力创作五言诗的杰出诗人《诗而〉说他的诗‘骨气奇

高 词采华1Jf他的五言诗给人最深的印象便是辞藻华丽注意对

偶、炼字和声色等开启了雕琢辞藻的风气。 但是， ((诗，0，")同样也

说曹植的诗‘源于《国则1)' 。 这叉如何理解昵'黄侃在《诗品疏即))中

对此f做故出了解释 曹植的诗虽然‘丈采缤纷

E顶贸贡霄Y\a 原来他也和《古诗十九首》的作者 样?吸收了民间丈学的精

彩部分再加以提I炼东和融合- 由于时代的发展和当时文坛风气的

影响才使得他的诗歌辞藻更为工整华丽『更加文人化了 。 但在创

作精神上『他甚紧紧地继承E古诗十九首》的道路的 。 如曹植的‘明

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七哀)))，"悠悠远行客去家干余墅， (((杂

诗，)))， "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主t (((野田黄雀行)))，"南国有佳人容

华若桃李， (((杂诗，)))等读来i副司i青和亲切之至『却蕴吉着深刻的

立意。让我们在曹棺词采华贯的同时看到了其诗自然平泼的

另一面。

四、结i吾

综上除了思想意识和艺术表现手法『曹植也吸收了《古诗十

九部〉其他的 些影响。 比如对游子思妇类题材的大力传承等等。

胡应麟曾说" ((十九首》后 得其调者?古今曹子建而已f 张戒也曾

说"古今诗人推陈王及《古诗))第一『此乃不易之论正因为曹植对

《古诗十九部〉的成功借鉴『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并且积极融入

自己的诗歌包'Ht，才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上做出更大的成吭形成自

己独特的风恪挺立于建安文坛雄视百K 使得古今文人为之仰

慕。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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