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

赋》是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理论作品。他全面、

系统地探讨了文学创作的复杂过程，并在前人的基

础上提出了文学理论的很多重要问题，推动了中国

文学理论的发展，对后世的影响较大。

一 全面探讨了文学创作的过程

陆机在《文赋》中分析了文学创作的过程：创作

源于对前人的学习和对外物的感悟，由此产生创作

激情。之后，进入第二个阶段———艺术构思。他对构

思中的想象和灵感作了详细的描绘。对于文学创作

的第三阶段———传达，他具体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

关系，提出了对艺术传达的要求。

（一）提出创作源于学习与物感

《文赋》提出作家创作激情的产生源于两个原

因：一是向前人学习，阅读前人的作品。他要求作者

要“颐情志于典坟”，从《三坟》、《五典》所记叙的前人

功业中受到激励，还要“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

彬”，“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从大量作品中

受到感染，因而激发作者的创作欲望。二是对外物的

感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四时自然景

物的变化触动作者，作者有所感悟而产生欲抒发内

心之情的激情，因而“投篇而援笔”，“宣之乎斯文”。

基于此，针对当时文学创作中常出现“意不称物、文

不逮意”的问题，《文赋》从文学创作的起因这个角度

探讨了文学创作怎样才能“意称物”、“文逮意”：要做

到“意称物”，就必须观览万物、颐养情志；要“文逮

意”，就必须钻研文学遗产、锻炼技巧。在中国文学批

评史上，陆机首次提出文学创作的发生是外物感应

和前人作品的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是朴素的唯物

观点。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他只是单纯强调自然

景物和前人作品，未能看到文学创作的源泉应是包

罗万象的社会生活。

（二）论述了艺术构思中的艺术想象与灵感

陆机认为，作家有了创作的欲望和激情以后，便

进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构思。首先，他论述

了构思中的艺术想象的特点。

《文赋》描绘了想象的第一个特点———凝神专

注：“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构思开始时，

都是专心致志、深思博闻，作家在想象时不为外物打

扰，凝神思考、专注酝酿。

陆机认为，“情”与“物”的结合是想象的第二个

特点。当文思到来、想象驰骋时，“情! 而弥鲜，物

昭晰而互进”，随着想象由微明而逐渐鲜明，物象也

以清晰的形态纷至沓来，想象是作家主观的“情”与

外在客观的“物”的结合。

继而，陆机提出，想象不受时空的限制，这是其

第三个特点。《文赋》中说，“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作

家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任意驰骋，“观古今于须臾，

抚四海于一瞬”，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自由来去。

陆机对艺术想象的特点的论述，直接影响到刘

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对想象的专论。其次，陆机

对艺术构思中的灵感现象作了形象化的描绘。

灵感是创作中非常神秘的现象，历来，中国的文

学理论家对它有很多的探讨和论述，而陆机对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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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绘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次，是灵感论

的源头。

陆机虽没有对灵感作出概念性解释，但他描绘

了灵感来去的神秘：“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

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认为灵感是

不期而至、无意而去、不可琢磨的，所以灵感是无法

把握控制的：“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文章

虽然是“我”所写，但灵感却非“我”所能控制。另外，

陆机又看到灵感是文学创作守极具有创造性的现

象，他指出灵感到来时文思泉涌、创造力发挥到极至

的状态：“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涌于唇齿”，文思纷至

沓来，让人应接不暇，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文徽徽

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既文辞华美，又音韵清脆。

对于灵感，他说“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故没有

对它作出更深入的论述。但他首创灵感论，其价值是

不可忽视的。其后，刘勰在《文赋》的基础上对灵感作

了进一步的论述，对灵感的特质有了较系统的把握。

（三）论述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提出

了对艺术传达的要求

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陆机主张以内容为主、

文采辞华为辅的原则。他指出：“理扶质以立干，文垂

条而结繁”，要求以思想内容为根本确立文章的主

体，以语言文字为辅编织文章的色彩，二者协调统

一。他继而将内容比作“情”、形式比作“貌”，指出“信

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感情与外貌若没有差

别、相统一了，那么感情的变化必然要在容颜上表现

出来，他以此来说明语言文字会随着思想内容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

他进一步提出了对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内容方

面他强调感情，要求要有真情实感，认为“寡情而鲜

爱”之作，即使和谐也不感人；形式方面，他要求构思

巧妙、辞采妍丽：“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

他强调作品中的感情因素，这表现出他对文学特征

的自觉认识。他指出文章形式上的“妍”应讲求对偶、

辞采、音韵，这对六朝声律理论的形成和重视诗文的

艺术手法的风气，起了先导作用。

二 强调文学发展中的创新

陆机认为，作家学习前人不能完全的因袭摹拟，

而应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创造：“收百世之

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提出创作时文辞贵在创新，不

应抄袭前人陈言。继而，他以花为喻，“谢朝华于已

披，启夕秀于未振”，要求创作不要重复前人已有的

成就，要大胆创新。

为了强调自己力求创新的理论主张，他进一步

指出：“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

义，亦虽爱而必捐。”可见，他将因袭摹拟前人看作是

可耻而违背正义的行为，所以就算有了好的文辞意

韵，若与他人雷同，也必须抛弃不用。

陆机对文学创作中的创新，未能作更多的论述。

从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来看，他现存诗百余首、赋二十

余篇，却多有模拟之作，惟独《文赋》这篇旨在论述文

学主张的理论著作，还体现了他的创新理论：首先，

它以赋的形式写就，既煞费经营、难度较大，且体现

出他的独树一帜；其次，如本文所述，其文学理论既

有对前人观点的有价值的发展，更有一些是他首次

提出与论述，体现了他对文学理论的思考与创新。可

见，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实践其创新理论。

陆机强调创新，是符合创作规律的，对中国古代

文学理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三 论述了作家个性、作品体裁与作品风

格的关系

陆机以前，曹丕就已认识到，由于作家的个性不

同、作品体裁不同，作品的风格也就不同。陆机在曹

丕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论述。

他认为，作家有“夸目者”、“惬心者”、“言穷者”、

“论达者”，这直接影响到他们各自不同的作品风格：

有的“尚奢”，有的“贵当”，有的“无隘”，有的“唯旷”。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概括了八种文体的四种风

格：奏议“雅”、书论“理”、铭诔“实”、诗赋“丽”。陆机

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十种文体的不同特点：“诗缘情

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

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

蔚。论精微而明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

可见，陆机能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对十种文体的

特点作详细而形象的说明，这与曹丕相比，是一大进

步，发展了我国文学理论的文体论。

对于作家个性、作品体裁、作品风格三者的关

系，陆机认为，作家一般是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相应

的文体，由此使作品带上了作家的烙印而具有独特

的风格。而评价三者是否协调统一，有一个基本要

求：“禁邪制放”、“词达理举”。只要符合这个原则，作

家的个性便能充分发挥、文体选择恰当，进而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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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体现独具个性的风格。

四 强调了文学的地位与作用

在文学批评史上，传统的儒家以德行、功业为

重，认为有余力方才学文，文章是事业之末。曹丕的

《典论·论文》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的地位，陆机继承和发展了曹丕的观点，提出“文

之为用”，“众理之所因”，认为文学囊括众理，其作用

可以远至万里、贯通古今，上可挽救文武之道，下可

传播风气教化，以至滋润万物。同时，文章还可“被金

石而德广，流管弦而日新”，其作用与日长新、传播甚

远。

可见，从曹丕到陆机，把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提高

到与经学并重，反映了魏晋时期文学趋向独立的状

况。

此外，《文赋》还探讨了谋篇、定章、遣辞、造句等

写作技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这里不再一一

赘述。

总之，陆机《文赋》以其有价值的、承前启后的文

学理论，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

世的影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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