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建安文學研究是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大熱點，論著繁多，要寫出新意勢必很難。作者知

難而進，抓住研究者往往不太注意，不太注重，或者論述雖多但不夠深刻，不夠準確的問題和

細節，探幽發微，新見迭出。

本書以論題為綱，以相關批評和研究為目，對魏晉到明清的建安文學批評史料和二十世紀

的建安文學研究成果進行了比較系統的梳理，實為古往今來的建安文學接受史或研究史，其間

往往不乏新意。如作者認為，辭賦仍然是建安時期的主流文體，大賦創作也並不寂寞；所謂「建

安體」，主要體現在「梗概而多氣」，「漸見作用之迹」，「雖浸尚華靡，而淳樸餘風，隱約尚

在」。諸如此類，都有助於我們更加客觀和深入地理解建安文學的成就和特色。

對數量眾多但一度被忽略、評價不高的三曹遊仙詩，作者詳加探討，涉及創作淵源、地位

價值、創作時間、思想意蘊、曹氏父子究竟信不信神仙等諸多問題。

作者重新審視了曹操與建安諸文士之間的關係，以雄辯的史實說明，曹操不會太重視、更

不會重用建安諸文士，諸文士志不得伸的不平之鳴不時發乎詩文。

曹氏兄弟爭嗣這一歷史事件對建安文學的影響非同尋常。無論是對爭嗣經過的追尋還是對

其影響的探究，本書都顯得更加細緻深入，也更接近事件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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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軍博士曾從我問學，如今他的著作《建安文學探微》即將出版，我

由衷地感到高興。這倒不僅僅是由於師生之誼，主要還是因為這部著作具有

學術價值，能帶給讀者不少啟發。 

本書大致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梳理自古迄今人們對於建安文學的論

述，並且加以評說，那可以說是「批評之批評」；二是關於建安文學若干問題

的再認識，主要是有關三曹遊仙詩、曹操與當時文士的關係和曹丕、曹植爭

嗣三個問題。作者無意於對建安文學作全面的論述──那樣的著作已經夠

多，而其所論者，都是在深入研讀原始資料的過程中有所悟解、有所創獲的

內容，都是別人未曾言或言之未詳的自己的心得。 

舉例來說，所謂風骨、建安風骨，幾乎是「言家口實」，凡談論建安文學

者沒有不加以討論的。現代的學者往往着眼於那些反映社會動亂、民生疾苦

的作品，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王粲的《七哀》，曹植

的《送應氏》、《野田黃雀行》，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之類，認為那些詩作

慷慨蒼涼，是所謂建安風骨的典型表現。同時學者們多認為風骨之有無與作

品的內容密切相關，充實而富於積極意義的內容方才談得上具備風骨。但是

本書的見解不同。作者注意到《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在《明詩》篇裏對建

安詩歌內容的概括，不是什麼反映動亂民瘼，而是「憐風月，狎池苑，述恩

榮，敘酣宴」，其着眼點與今人頗為不同。劉勰是稱賞建安風骨的，他所概括

的這些內容的詩歌，顯然應該是他認為具有風骨的。由此可知，劉勰心目中

的風骨，與今天許多學者所說的風骨，並不一致。今人使用傳統用語時加進

自己的意思，也未嘗不可，但同時應該理清古人的原意，才不至於誤讀古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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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劉勰那個時代所謂的建安風骨，究竟是何含義呢？本書有《所謂「建

安體」》一節，寫得頗為精采。作者列舉了建安作者詩文里許多言及「慷慨」

的書證，聯繫《文心雕龍·時序》論建安文學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

的話，發表意見道： 

慷慨常常由悲情激發。這悲情，可以是憂世不治之悲、壯志難酬之

悲，也可以是時不我待之悲、樂極哀來之悲。其實，是何種悲情
‧‧‧‧‧

，

甚至是不是悲情激發了他們的慷慨都不太重要
‧‧‧‧‧‧‧‧‧‧‧‧‧‧‧‧‧‧‧‧

，重要的是他們騁才

使氣、慷慨悲歌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他們的作品呈現出鮮明爽朗
‧‧‧‧

、

剛健有力的體格風貌
‧‧‧‧‧‧‧‧‧

。這種體格風貌，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

稱為「梗概而多氣」，鍾嶸《詩品序》稱為「建安風力」，嚴羽《滄

浪詩話·詩評》稱為「建安風骨」。稱謂不同，但意思相近。（着重

點為筆者所加） 

這段話，我以為說得很好。它啟發讀者：風骨乃是指說作品的風貌，與作品

的內容並無直接的關係。也就是說，不同內容的作品都可能具有風骨。風骨

是就作品的風貌而言，不是指作品的內容而言。風骨是我國古代文學批評中

的重要概念。關於《文心雕龍·風骨》的涵義，我國學術界曾有漫長而日漸

深入的討論。王運熙先生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就發表了很好的意見。施建軍

博士於建安詩文饋寢有年，體會真切，因此他關於風骨的理解也是正確的。 

關於三曹遊仙詩以及曹操對諸文士的態度、曹氏兄弟的爭嗣，本書的論

述也頗引人入勝。作者閱讀史料用心細密，每能讀書得間，提出與舊說不同

的見解，而合情合理，令人信服。有的學者認為丕、植兄弟立嗣之爭起自建

安建安十三年，本書以為不確。作者運用不少資料，證明至少在建安十六年

之前，曹植在曹操心目中的分量，還不足以與曹丕等量齊觀；包括曹植本人

在內，人們是認定了曹丕作為繼承人的地位的，曹丕本人心中也並無危機感。

作者舉出一些例子，頗有意思：曹植早期所作詩文，稱曹丕為主人、公子、「我

君」，讚美其「高義」、「仁恩」過於周公。諸文士也同樣如此。而曹丕也儼然

以周公自喻。作者認為，由此可見丕、植二人此時的關係和在人們心中的地

位。這些詩文裏，曹植的《離思賦》乃建安十六年從曹操西征時憶念居鄴留

守的曹丕而作，賦中有「願我君之自愛，為皇朝而保己之語」，注家多解「我

君」為曹操。本書指出據文意應是曹丕。那麼可見此時曹植也還並無爭嗣之

想。在這裡，對「我君」一語的理解頗為關鍵。由此也可見出建軍讀書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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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關於丕、植爭鬥中諸文士的態度，本書也梳理史料，敘述得細緻入微。

如吳質「善處其兄弟之間」的圓滑，就令人覺得躍然紙上。 

書中勝義尚多。如論歷代對建安作家作品的評價，頗具歷史的眼光，同

中見異，異中見同，且多探討歷代評價變遷的思想學術、審美取向等背景狀

況。又如論劉禎詩，認為用語多重複，才思匱乏。凡此都是具有心得之言。

有關曹植某些遊仙詩的寫作年代、主旨的分析，讀來也覺比舊說來得合理。 

本書體現的研究方法、寫作態度也值得重視。首先，作者將文學批評與

作品的鑒賞、闡釋聯繫起來，打成一片，相互印證。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

法。我國古代文學批評的實踐性很強，論者往往結合具體作品發表見解，其

理論多從作品的寫作和鑒賞中來，因此若脫離對於具體作品的理解、分析，

單純就理論談理論，那是很容易看似頭頭是道、其實言不及義、郢書燕說的。

前輩學者強調讀《文心雕龍》須結合閱讀《文選》，便是為此。再者，本書看

起來似乎沒有完整的系統，那是由於作者有意要避開學界已有定論的內容，

集中表述自己的心得。在我看來學術研究正當如此。說得誇張一點，一條具

有真知灼見的、能為學術提供一些新東西的小小注釋，其價值是勝過面面俱

到、看起來「體系」完整，實際上人云亦云的大部頭「著作」的。（當然，普

及型讀物另作別論。）王運熙先生曾說：「我一向認為，單篇的富有新意的論

文，其學術價值往往會超過完整而有系統的書籍，因為後者儘管也會有不少

新意，但為了照顧全面和系統，不免要講述不少陳言，這是限於書的體例，

不得不然。」王先生還是就「有不少新意」、但不得不照顧全面系統的著作而

言；至於時下某些為了追求學術以外的目的而疊床架屋的「著作」，那就只能

說是災梨禍棗了。 

相信施建軍博士這本書的出版，對於中古文學的研究將有所裨益。 

 

 

 

序於 2012年初秋，黃浦江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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