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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华是西晋文坛领袖，是魏晋时期继曹操父

子后大力提倡文学的又一重要人物，是 “文学的

自觉” ! " #在西晋时的有力实践者。

张华虽没具体专门的理论文字来论文，但他

的理论修养极高。王夷甫称 “张茂先论史、汉，

靡靡可听” ! $ #，即可见一斑。实际上，张华颇具

文学批评家眼光，其见解往往十分高明。 《世说

新 语 · 文 学 》 篇 注 引 《文 章 传 》 云 ： “机 善 属

文，司空张华见其文章，篇篇称善，犹讥其作文

大冶，谓之曰： ‘人之作文，患于才少；至子为

文，乃患太多。’”这里张华称赞陆机的文学才

华的同时，还指出了陆机文辞过于繁芜的毛病。

张华对陆机的这一评论影响十分深远，这几乎为

历代论家所公认，后来东晋孙绰和齐梁时的刘勰

对陆机的评论即源于此。另外，张华对王粲的评

价也体现了其文学批评家的眼光。陆云的 《与兄

平原书》云： “仲宣文，如兄言，实得张公力。

如子桓书，亦自不乃重之。兄诗多胜其 《思亲》

耳 。 《登 搂 赋 》 无 乃 烦 《感 丘 》 。 其 《吊 夷

齐》，辞不为伟。兄二吊自美之。”由此可见，

张华十分推崇王粲的作品，而陆云则认为其兄之

作超过了王粲。张华虽也十分欣赏陆机的文学才

华，可从没说过陆机已超过了王粲，很显然，张

华的评价比陆云更加具备客观性。我们知道，曹

丕 在 《典 论 · 论 文 》 中 对 “七 子 ” 一 一 加 以 评

论，可并没特别地强调王粲，而在这里张华却特

别推崇他，可以说，张华实开 “七子之冠冕”之说

的先河。

关于张华的文学观，我们可从他的诗歌创作和

对当代后进的指导中窥见其大略。 《晋书·张华

传》云： “华性好人物，诱进不倦，至于穷贱侯门

之士有一介之善者，便咨嗟称咏，为之延誉。”张

华十分爱才，喜奖掖后进，并以其崇高的政治威

望、渊博的知识、高明的艺术鉴赏力和敏锐的识人

眼光，吸引了大批寒门士子，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

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中心。受其庇护的有左思、

陆机、陆云、荀鸣鹤、束皙、陈寿、索靖、鲁胜、

范乔、张轨、成公绥、陶侃等近二十人，其中不少

后来成了西晋文坛风云人物，深受张华文学观和文

学风格的影响。

从张华的作品和一些零散的材料中，整理出张

华的文学观大概如下：

一 “先情而后辞”

陆云的 《与兄平原书》多次记载了张华指导陆

机诗歌创作的事。此书中记载： “往日论文，先辞

而后情，尚 而不取悦泽。尝亿兄道张公父子论

文，实自欲得。今日便欲宗其言。”由此可知，陆

机陆云论文，原来是 “先辞后情”的，把 “辞”放

在第一位，而把 “情”放在第二位，因为受了张华

父子论文的启发，才 “欲宗其言”、 “先情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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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的。那么，很明显，陆机提出的 “诗缘情”
# $ %的观点是受了张华的启示。因此，我们不妨可以

说， “诗缘情”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者是陆机，

可它最初的源头可追溯到张华，而西晋时主情主

义理论的发端和首创之功应归于张华。

张华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亦多次明确表明

自己把情感放在诗歌创作首位的看法。在 《答何

劭诗》其二中说： “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

发篇虽温丽，无乃违其情”，这里张华强调诗歌

首先应该表达内心真实情感， “写心出中诚”，

则委婉地批评了何劭诗歌中情与言的疏离，告诫

他诗歌创作应 “无乃违其情”。在 《答何劭诗》

其三和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中分别有

“援翰属新诗，永叹有余怀”和 “于以表情，爰

著 斯 诗 ” 的 表 达 ， 仍 是 强 调 诗 歌 应 具 备 抒 情 特

质。总之，在上述诗句中，张华明确表达了自己

主情的诗学观。

理论指导实践，张华重情的诗学观在他的诗

歌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如表现他内心矛盾

的 《答何劭诗》，抒发人世兴衰的 《杂诗》。而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 当 然 是 他 直 接 用 “情 ” 为 题 的

《情诗》五首。在中国诗歌史上，张华第一个用

“情”字给自己的诗歌命名，且他也是第一个被

文学批评家评为 “情多”的作家。 《文选》收录

张华诗六首，选 《情诗》两首； 《玉台新咏》选

张华诗七首，包括 《情诗》五首。由此可看出齐

梁人对张华 《情诗》的重视及对诗歌中 “情”的

因素的认识。

《情诗》是表达离情的一组组诗，全诗分别

以 妻 、 君 、 妻 、 妻 、 君 的 口 吻 诉 说 离 别 相 思 之

苦，以环境渲染由时间、空间造成的离别的孤寂

与悲苦，语言清丽自然，描写委婉细腻，相思之

情真挚感人。举一首如下： “游目四野外，逍遥

独 延 伫 。 兰 惠 缘 清 渠 ， 繁 花 荫 绿 渚 。 佳 人 不 在

兹，取此欲谁与？巢居知风寒，穴处识阴雨。不

曾远别离，安知慕俦侣？”在春天的原野上，诗

人伫立、徘徊，本想让清渠繁花愉悦自己的眼睛

和心灵，可独立于广袤的天地间，诗人不禁想起

了自己的爱人，希望摘下美丽的花儿别在她的鬓

间 ， 然 而 “佳 人 不 在 兹 ” ， 多 么 令 人 伤 感 、 惆

怅。 “巢居”的鸟、 “穴处”的蚁尚能体会 “风

寒”与 “阴雨”，那么饱受相思离别之苦且善感

之人将何以堪呢。满怀的离情别绪，抒写得淋漓

尽致。

二 “尽而有余，久而更新”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了张华对左思 《三

都赋》的赞赏，称之 “《二京》可三”，认为与张

衡的 《二京赋》相比毫不逊色，并建议他请名士作

序。又 《晋书·文苑传》记载左思 《三都赋》出，

“司空张华见而叹曰： ‘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

尽而有余，久而更新”，这里张华赞美了左思 《三

都赋》文虽尽，而意有余，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这种通过有限的文字来表达无限艺术张力的说法，

是中国诗学史和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可以说

张华是这一命题的最先提出者，且影响了后来刘

勰、钟嵘、梅尧臣等人的看法。刘勰在 《文心雕龙

·隐秀》篇中，对此加以阐发： “深文阴蔚，余味

曲包”， “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

之独拔者也”， “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

通”， “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钟嵘在

《诗 品 》 中 也 继 承 了 这 一 观 点 来 解 释 什 么 是

“兴”。 《诗品序》云： “文已尽而意有余，兴

也。”后来宋人梅尧臣又发展为 “必能状难写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 ! %

三 忌 “芜杂”，尚 “情 （清）省”

陆机 “才多”成 “患”，即指文章因堆砌雕琢

而艰深繁芜，由此可见张华尚 “清省”的创作主

张。

陆云 《与兄平原书》云： “张公文无他异，正

自 情 省 & 或 疑 作 “清 ” ’ 无 烦 长 ， 作 文 正 尔 自 复

佳。”又说 “张公 《女史》清约”，这里陆云用

“情省无烦长”、 “清约”来评价张华的创作。张

华的创作自有其 “清省”的一面，除了陆云外，许

多论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如刘勰 《文心雕龙·才

略》篇说 “张华短章，奕奕清畅”；钟嵘 《诗品》

“宋豫章太守谢瞻等”条说 “（谢瞻等五人）才力

苦弱，故务得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王夫之

《古诗评选》说 “张公始为轻俊，以洒子建、仲宣

之朴涩。”这里 “清畅”、 “清浅”、 “轻俊”，

显然是指张华诗歌清新省简的一方面。游国恩的

《中国文学史》称： “张华的 《情诗》艺术性较

高”， “写情真实动人，表现也较朴实，没有繁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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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堆砌毛病。”

四 肯定文采

张 华 在 《答 何 劭 诗 》 中 评 价 何 劭 的 诗 曰 ：

“焕若春花敷”，在 《刘骠骑诔》中评刘放曰：

“郁郁文采，焕若朝荣”。 据 《晋书·束皙传》

记 载 ， 张 华 见 到 束 皙 的 《玄 居 赋 》 时 “见 而 奇

之”， 而 《玄居赋》正是束皙的作品中最具文采

的，可见张华是重视文采的。

上文提到张华有尚 “清省”的一面，但他并

不排斥文采，且从他的创作来看，其大部分作品

都表现出一种绮靡的风格，并引导了西晋一代的

文风。故钟嵘在 《诗品》中评价其诗， “其体华

艳，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刘勰 《文心雕龙·

才 略 》 说 ： “茂 先 摇 笔 而 散 珠 ” 。 这 里 “华

艳”、 “妍冶”、 “散珠”、 “巧用文字”就是

指张华词采流丽的一面。

对文采的重视，是当时文学发展的趋势，张

华 的 这 种 观 点 ， 正 是 对 当 时 创 作 实 际 的 一 种 反

映。张华自己的创作中也有大量的表现。例如，

张华在 《轻薄篇》、 《游猎篇》中极尽 “巧用文

字”、 “务为妍冶”之能，淋漓尽致的铺写了上

层士族奢侈糜烂的生活。而他的 《情诗》五首和

《杂诗》三首则温丽、典雅、细腻。另外，张华

的乐府诗也表现出浓重的模拟色彩，如他的 《门

有车马客行》和 《壮士篇》就是分别模仿曹植的

《门有万里客行》和 《白马篇》。由此可见

张华对诗歌艺术形式美的追求，可以说，张华是

西晋尚繁缛、重技巧的第一位诗人，对西晋主流

文风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五 主张变革创新

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对具体作品的评价中。

据 《晋 书 · 文 苑 传 》 记 载 ， 张 华 看 了 成 公 绥 的

《啸赋》和 《天地赋》后， “叹伏以为绝伦”。

《天地赋》序曰： “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

方 ， 天 地 之 盛 ， 可 以 致 思 矣 。 历 观 古 人 未 之 有

赋 ， 岂 独 以 至 丽 无 文 ， 难 以 辞 赞 ， 不 然 何 其 阙

哉？”这里成公绥明确表示作赋的原由是要写前

人所未写，开拓新题材，借以逞才，而正是这种

求 新 心 理 ， 促 使 文 学 不 断 地 进 步 。 此 赋 想 象 丰

富，颇具艺术魅力，唐人撰写 《晋书·文苑传》

时，予以全录。 《啸赋》所表现的是魏晋文人借以

抒发旷迈风神的重要方式 “傲啸”。其实，汉魏以

来以音乐为题材的赋，名篇已不少，如王褒 《洞箫

赋》、马融 《长笛赋》、嵇康 《琴赋》等，但所写

的都是有形的乐器，而成公绥的 《啸赋》描写的则

是无形的啸声，因此在题材方面具有创新意义。后

来梁昭明太子萧统的 《文选》收录晋代 “音乐赋”

两篇，其中一篇就是 《啸赋》，而刘勰的 《文心雕

龙·诠赋》称成公绥为 “魏晋之赋首”，显然也是

因认识到了此赋的开创性意义。张华对这两篇给予

很高的评价，很明显表现了他对文学题材开拓的重

视与肯定。

张华在其诗作中也屡次提到他对创新的看法。

其诗 《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诗》中云： “管弦

繁会，变用奏新”；其 《上巳篇》也说 “伶人理新

乐，膳夫烹时珍”，这里谈的是音乐上的 “新”，

然而文学与音乐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音乐观在一

定程度上也是文学观的反映。

六 重视颐养性情

张华在 《答何劭诗》其一中说： “自予及有

识，志不在功名，虚恬窃所好，文学少所经。”这

里张华把文学看成是一件个人化的事情，与政治无

关，只是由个人喜好决定。这是不同于曹丕所说的

“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 $ %，从政治

功用上来肯定文学的意义。

张华重视诗歌的颐养性情的功能，我们可从他

的 《答何劭诗》其一中看出，其曰： “良朋贻新

诗，示我以游娱”，这里张华明确表示朋友的赠诗

是为了 “游娱”。张华这种观点的提出是与当时

“人的觉醒”密切相关的。

综上所述可见，张华虽没专门的理论著作流传

于世，但他的文学观却具有开创性。如张华 “先情

而后辞”的观点，直接启发了陆机 “诗缘情”这一

揭示诗歌本质的命题的提出。后来刘勰的 “情辞”

观也是对张华这一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文心雕龙

·情采》篇专论文学创作中思想感情与语言形式的

关系。文中刘勰申述了应 “情辞”并重，且强调二

者中要以 “情” 为本的原则： “夫铅黛所以饰

容，而顾盼生于淑资；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始于

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纬

曹赛男：论张华的文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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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在此基

础 上 ， 他 批 评 了 “为 文 造 情 ” 的 风 气 ， 认 为 应

“为情而造文”。

宗白华说魏晋人 “倾向简约玄澹，超然绝俗

的哲学美” # $ %。魏晋人追求 “高韵”，在审美追

求 上 尚 “清 ” ， 这 种 美 学 品 格 在 我 国 一 直 被 推

崇。从文学创作来看，正始诗歌就表现出 “篇体

轻 澹 ” 的 特 点 ， 然 而 真 正 从 文 学 理 论 上 提 出

“清”这个概念并加以强调的是张华。他的这个

观点直接影响到陆云，不仅他的作品表现出这种

风格，他同样也用这个为标准来对作家作品进行

品评。

“尽而有余，久而更新”的文学观，是对老

庄所谓 “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 “得意

而忘言”的一种继承和发展，这里老庄叹惋的是

言 不 能 尽 意 的 一 种 缺 陷 ， 而 张 华 则 意 识 到 了

“文”虽有尽，而 “意”无尽，文学作品的魅力

在于用有限的文字来表达一种无法说尽却令人吟

味不已的悠永意趣，体现出一种艺术的张力。后

来所说的 “意境”实际上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

深化。可以说张华此说是老庄 “得意而忘言”到

“意境”说的中间过渡，至关重要。

从孔子的 “兴观群怨”说开始，历代论家就

很重视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就是到了鲁迅先生

所说的 “文学的自觉”时期的魏晋时代，曹丕虽

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很高，说它是 “经国之大业，不

朽之盛事”，可他仍是从政治角度对文章的作用加

以强调。而张华则不同，他提出了诗歌的 “游娱”

作用，也就是诗歌颐养性情的作用，体现了对文学

抒写个人性情的重视，代表了魏晋文学的转向。后

来 陶 渊 明 “题 数 句 自 娱 ” # & %、 “著 文 章 自 娱 ”
# " %，就是这种风气的延续发展。

张华上述文学观是沿着建安时期文学脱离政

教，重视自身审美艺术特性的方向向前发展。可是

在晋初对文学的态度不尽相同，还存在着另外一

派，即以傅玄、挚虞为代表的一些文人，由于深受

儒家思想的熏陶，仍坚持汉代崇儒宗经的文学思

想，傅玄认为诗、书是 “文章的渊府”， 挚虞则

称赞古人之诗 “发乎情，止乎礼仪”，批评今人之

赋’背大体而害政教”。由此可见，西晋时文学仍

有被经学侵蚀的可能。在这一比较复杂的文学背景

中，张华引领着一批文学精英，沿着建安文学发展

的方向继续迈进，维护了 “文学的自觉”的成果，

是非常可贵的。

因此，张华虽然没有专门的论文篇什留世，可

是从这些零散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西晋文学

批评的发展是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讨论魏晋文学

批评是不应该忽视张华的，他应该在魏晋学批评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而实际的情况是，现在还很少有人认

识到张华文学观的地位，这并不是很公平的。

愕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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