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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代前期灿若星辰的作家借助诗、序、书、赋等代表性文体,或抒发追求功名、忠君保国的情志;或描绘和乐

丰美的人文环境;或展示积极阳刚,有责于家国天下的士人风范;或敷赞帝王德业,颂扬强盛国势.诸文体

之间既有同中存异,亦不乏异中见同,然其中焕发出的奋发有为时代所独有的用世之心,无疑是李唐文化

共同体建设的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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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文学,承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而来,又能自

具其面目.若以大文学概念衡之,这一时期的文学体

裁可达三十余种.而诗、序、书、赋、论、赞等,从量而

言,为当时文学之主体;以质而论,则最近文学抒情写

志之根本.为阐明问题、避免繁冗,本文择取诗、序、
书、赋诸文体,着力探究其与文化共同体在唐代前期

的关系.
一

«文心雕龙明诗»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
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１]从«尚
书»的“诗言志,歌永言.”[２]到«诗大序»的“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３]志与诗之间表里相依的密切关系,始终

得到儒家高度认可,而孔子“思无邪”的论断[４],则将

追求情志雅正作为诗应满足的首要条件,自西汉武帝

以来直至隋唐,其崇高的教化功用得到国家意志的支

持后,更是成为古代文体中不可动摇的主流.
唐代前期之诗,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边塞诗、咏

物诗、咏史诗、咏怀诗、山水田园诗诸类.尽管内容各

有差异,但这并不影响其对文化共同体主题的精彩表

现.唐代前期文学中的边塞诗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
集中于追求功名、忠君保国方面.贞观时期,无论是

杜淹的深慕伊吕、李义府的心系上林,还是虞世南的

怀君知遇、孔绍安的定边封侯等,皆为风云际会时代

身处强盛统一政权下国人自信豪迈心态和建功立业

壮志的反映;高宗、武后时期活跃于文坛的主要诗人,
如杨炯、卢照邻、崔湜、李峤、崔融、骆宾王、刘希夷等

皆有边塞诗.事实上,抒写这一主题的作家并非皆有

边塞生活的体验,但其受到当时边塞诗歌创作风气浸

润的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这一风气的继续壮大.开

天时期文学中表现出昂扬向上精神的作家与作品都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自信豪迈的心态、建功立业

的壮志、激扬刚健的风骨、现实关注的情怀等诸多内

容可谓一时齐备.
咏物诗,特点是抓住某一事物的具体特征着意刻

画,其用意常为托物言志.唐代前期的咏物诗亦是如

此.如薛曜«舞马篇»借舞马宣扬国势;富嘉谟«明冰

篇»、司马逸客«雅琴篇»、萧颖士«江有枫一篇十章»等
借冰、琴、枫以呼唤雅道;卢照邻«紫骝马»、郭元振«古
剑篇»等借良马、宝剑以彰显昂扬刚健之气.

咏史诗,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创作对象,其用意

往往在于借古论今.如魏征«赋西汉»是借西汉以劝

谏太宗;王翰«飞燕篇»是借汉帝因女祸而国柄旁落的

悲剧告诫李唐;卢照邻«咏史四首»通过组诗形式赞颂

汉代贤士以显其志.
唐代前期山水田园诗,通过对农村安宁祥和、恬

淡静怡环境的描绘,很好地表现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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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如:祖咏的“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菑.对酒鸡

黍熟,闭门风雪时.”[５]李颀的“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

畴.为政日清净,何人同海鸥.”[５]１３３９孟浩然的“关戍

惟东 井,城 池 起 北 辰. 咸 歌 太 平 日,共 乐 建 寅

春.”[５]１６５８凡此种种,不可胜举.
咏怀诗,其特征为吟咏、抒发诗人的怀抱情志.

这一类型涵盖面极为广泛,作家在现实社会的各种经

历与感触,对人生价值的不断追求与思考,构成了咏

怀诗的主体内容.唐代前期能够反映文化共同体内

容的咏怀诗,无论是作家数量还是作品数量,都要远

远超过咏物诗、咏史诗和山水田园诗的总和.在咏怀

诗之中,又可以进一步细化,其中为人而作者,主要有

陈子昂«答洛阳主人»、杨重玄«正朝上左相张燕公»、
卢象«赠广川马先生»、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王维«送
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李白«临江王节士歌»、储
光羲«洛中贻朝校书衡»、王昌龄«别刘谞»等;为己而

作者,主要有陈子昂«感遇诗»、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

侍郎»、常建«落第长安»、卢照邻«释疾文三歌»等;为
时而作者,主要有李华«杂诗六首»、萧颖士«过河滨和

文学张志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等;为事而作者,
主要有陆敬«游隋故都»、陈叔达«州城西园入斋祠

社»、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陈子昂«登幽州

台歌»、宋之问«扈从登封途中作»、萧颖士«蒙山作»、
崔颢«黄鹤楼»、李白«观胡人吹笛»、骆宾王«至分陕»、
王昌龄«九江口作»、杜甫«望岳»、王之涣«登鹳雀楼»、
王湾«次北固山下»、孟浩然«洗然弟竹亭»等.

实际上,将咏怀诗分为为人而作、为己而作、为时

而作、为事而作四类,仅为便于操作据其表达内容之

情感指向而进行的简单区分,正如叙事诗和抒情诗不

可能完全分离,为人、为己、为时、为事的四分法固非

绝对之标准.因不受现实特定事物、具体山水田园环

境,以及历史人物、事件等制约,咏怀诗可以多角度地

去关照社会生活中的众多对象.由于这一类别有利

于大唐帝国上升时代诗人情感更自由、更昂扬、更奔

放的表达,故唐代前期文学中咏怀诗数量大大超过咏

物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等,便显得顺理成章.
就唐代前期诗歌整体而言,在反映文化共同体内

容方面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其一,多人同题边

塞诗的大量出现.如虞世南、孔绍安、虞羽客、卢照

邻、李白等皆有«结客少年场行»;虞世南、王宏、杨炯、
崔融、骆宾王、乔知之、刘希夷、张旭、崔国辅、李昂、王

维、王昌龄、杜頠、李白等皆有«从军行»;卢照邻、杨
炯、沈佺期、李白等皆有«紫骝马»;窦威、虞世南、杨
炯、乔备、张柬之、王维、王昌龄、刘湾等皆有«出塞»;
太宗、王翰有«饮马长城窟行»、袁朗有«赋饮马长城

窟»、虞世南有«拟饮马长城窟»等.
其二,君臣唱和作品的大量出现.如围绕贞观朝

正月初一的大典盛况,太宗«正日临朝»云:
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虽无舜禹迹,幸欣天

地康[５]３.
颜师古«奉和正日临朝»云:
负扆延百辟,垂旒御九宾.天涯致重译,日

域献奇珍[５]４３４.
魏征«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云:
百灵侍轩后,万国会涂山.岂如今睿哲,迈古独

光前[５]４４１.
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云:
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方陪瘗玉礼,珥笔岱

山隅[５]４５１.
杨师道«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云:
皇猷被寰宇,端扆属元辰.九重丽天邑,千门临

上春[５]４６１.
又如,关于盛唐张说出巡边塞之事,玄宗作«送张

说巡边»,诗云:
端拱复垂裳,长怀御远方.股肱申教义,戈剑靖

要荒[５]３９.
宋璟«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帝道薄存兵,王师尚有征.是关司马法,爰命总

戎行[５]７５０.
崔日用«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壮心看舞剑,别绪应悬旌.暂劳期永逸,赫

矣振天声[５]５５９.
崔泰之«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南庭胡运尽,北斗将星飞.地脉平千古,天

声振九围[５]９９１.
源乾曜«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奉国知命轻,忘家以身许.安人在勤恤,保大殚

襟腑[５]１１１１.
徐坚«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至德抚遐荒,神兵赴朔方.燕山应勒颂,麟

阁伫名扬[５]１１１１.
胡皓«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３０１

苏利国:文化共同体主题在唐前期主要文学体裁中的反映



利用经戎莽,英图叶圣诒.万里要相贺,三

边又在兹[５]１１２３.
韩休«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定功彰武事,陈颂纪天声.东辕迟返旆,归

奏谒承明[５]１１３３.
许景先«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云:
训旅方称德,安人更克贞.伫看铭石罢,同听凯

歌声[５]１１３５.
贺知章«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云:
荒憬尽怀忠,梯航已自通.遣戍征周牒,恢

边重汉功[５]１１４６.
唐代前期文学中同名边塞诗的大量出现,为众多

诗人在不同时间里对同一空间的反复歌唱,乃是基于

国力强盛与文治倡行的一种自信、豪迈、激昂、刚健精

神的集中反映;这一时期文学中多以“临朝”“巡边”等
为主题的君臣唱和诗歌,则是国家统治集团上层对于

李唐政权在文治武功齐备下的走向认识和现状描摹.
此类作品在反映大唐帝国前期国势强盛的同时,也在

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官显宦群体在文化共同体建设

中的角色定位和自我期许.因此,这两种现象虽表现

各异,然就其反映唐代前期文学对文化共同体建设的

表现而言,则有着同样的本质.
二

唐代前期序体文中有关文化共同体主题的作品,
根据其所序对象可分为诗序、书序、赋序、碑铭序等.
南朝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谈及论体文的作用时说:
“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
与赞评齐行;诠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

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

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１]３２６Ｇ３２７明人吴

讷«文章辨体序说»云:“序之体,始于«诗»之«大序»,
首言六义,次言«风»«雅»之变,又次言«二南»王化之

自.其言次第有序,故谓之序也.大抵序事之

文,以次第其语、善叙事理为上.”[６]

在刘勰看来,序作为文体之一种,其功能在于诠

解文章,其特点在于次第叙事.吴讷仍秉承刘氏序体

“次第”之说,不过将序的功能更明显地归于叙事.两

人皆以文体区别为出发点来论序体文,故皆强调其遵

循写作顺序之特征.如若抛开各种文体间的差别,单
就序体而论,其功能远非叙事一途所能概括.

唐代前期诗序类文章.如太宗«帝京篇序»是交

代创作组诗的初衷并表达其大治大化的宏伟志向;玄
宗«春中兴庆宫酺宴序»«春晚宴两相及礼官丽正殿学

士探得风字序»等虽为次第叙事,但其更为重要的意

义在于彰显盛唐国势和美好的人文环境;王勃«山亭

思友人序»是展示和平时期之诗人欲借文章欲有所为

的诉求;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表达对初

唐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对“风雅兴寄”的呼唤;萧颖士

«江有归舟三章序»等则通过具体意象以表现其对雅

正之道的坚守.
书序类.如太宗«帝范序»是对李唐政权在文化

共同体建设方面如何能够持续发展的良苦用心;玄宗

«孝经注序»是基于尊尚仁义,移孝为忠的深层考虑;
高士廉«文思博要序»是对贞观时代大重文籍、欲行文

治现状的概括;杨炯«王勃集序»是对同道中人立志革

除文场变体缺骨气、少刚健之弊的肯定;卢照邻«南阳

公集序»是对贞观时代人才济济、开启文治的敬意与

向往;«乐府杂诗序»是要求以风骨雅正为目标而实现

文学的回归;卢藏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和李华

«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分别是对陈子昂、萧颖士在

初唐、盛唐文坛上高举风雅兴寄之义的高度赞许;李
华«杨骑曹集序»是对盛唐时代天下太平、才士辈出社

会状况的总体陈述;而孙愐«唐韵序»则是对盛唐时代

大崇儒术、广招才士的国家政策予以概括.
碑铭序.如玄宗«纪泰山铭序»、苏颋«封东岳朝

觐颂序»、张嘉贞«北岳庙碑序»皆为对李唐边静民阜、
功业有成的强盛国势不同侧面的彰显;李邕«兖州曲

阜县孔子庙碑并序»是对儒圣孔子德业绵延的颂赞;
陈九言«唐尚书省郎官石记序»是对李唐人才选拔制

度能够搜择茂异、网罗俊逸的称赏.
赋序类.如太宗«述圣赋序»、李华«含元殿赋序»

等.前者为帝王对其混一夷夏、大行文治功业的详尽

表述;后者则是对李唐盛世可睥睨前古的颂扬.
作为文之一体,依附外物以抒发情志、表现内容,

是唐代前期序体文表现文化共同体的一大特征.其所

凭借之外物主要为文籍和诗,以此两者为依附对象,正
说明情志之真对于序而言是何等重要.事实上,这也

是本文选取序作为表现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文体

之一的重要依据,因为它虽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

文体,但其与主流文体却有着极为密切的盟友关系.
三

与其他文体相比,书所涉及的往往是作者与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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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间的私密空间,故情感表达的真实性当更高一

些.此亦为本文将其作为具体表现唐代文化共同体

建设内容代表文体的主要原因.«文心雕龙书记»
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

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

也.”[１]４５６显然,书之为体可散心中郁积,可见风度神

采,宜以“任气”“怿怀”为标准来实现作者内心情志的

淋漓表达.唐代前期书信,表现出来的正是如此风

貌.如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云:
乱极则治,王途渐亨,天灾不行,年谷丰熟,贤人

充其朝,农夫满于野.公卿勤勤,有士于礼乐,元

首明哲,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７].
王勃«上刘右相书»云:
未尝降身摧气,逡巡于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

于群公之室.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实

以四海兄弟,齐远契于萧、韩;千载风云,托 神 知 于

管、鲍[７]１８２１.
王泠然«论荐书»云:
仆所以有意上书于公,为日久矣.今公复为

相,随驾在秦,仆适效官,分司在洛,竟未识贾谊之面,
执相如之手,则尧舜禹汤之正道,稷契夔龙之要务,焉

得与相公论之乎[７]２９８０Ｇ２９８１?
房琯«上张燕公书»云:
期相国乃曰:人以道义求我,我不当以贵贱隔之,

借如宣父有相国之贵,宁拒游夏之徒欤? 夫其此心,
千载 一 用,岂 琯 也 当 之?  故 献 玉 贡 书,以 先

其意[７]３３６７.
王昌龄«上李侍郎书»云:
夫道有一,昌龄有心,明公有鉴,三者定矣.而又

元气潜行,群动相鼓,乘时则利,遇难则否,斯亦分于

数矣.惟明公能以至虚纳,惟昌龄敢以无妄进,
故未便绝意,愿就执事陈之[７]３３５２.

李白«与韩荆州书»云:
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
王公 大 臣,许 与 气 义,此 畴 曩 心 迹,安 敢 不 尽 于 君

侯哉[７]３５３１?
张楚«与达奚侍郎书»云:
今公全德之际,愿交者多;昔者未达之前,欲相知

者少.于多甚易,在少诚难.则公居甚易之时,下走

处诚难之日,本以义分相许,明非势利相趋[７]３１１４.

萧颖士«赠韦司业书»云:
足下本以道垂访,小人亦以道自谋,故此书之礼,

过于慢易,成足下之高耳.苟道之不著,而名位是务,
足下之趋风者多,岂惟一萧茂挺? 小人之受侮亦众,
岂独一韦夫子乎[７]３２７９?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反映出贞观时期帝王图

治、贤人充朝、年谷丰熟、践行礼乐的文治之象;而王

勃«上刘右相书»、王泠然«论荐书»、房琯«上张燕公

书»、王昌龄«上李侍郎书»、李白«与韩荆州书»、张楚

«与达奚侍郎书»、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等所表现的,
皆为不卑不亢的从容、平交王侯的自信和气雄万夫的

神采.若仅是个别作家表现如此,自可归结为其性格

原因,然众多作家从初唐到盛唐百余年的漫长时光里

集体表现出如此激扬豪迈之精神气概,则必然离不开

国家和时代的深层滋养.
唐代前期的作家们通过书信表现出的自信豪迈

的心态、建功立业的壮志、激扬刚健的风骨和关注现

实的情怀,乃是强烈的用世之心与道义追求的外化.
尽管这些书信大多为干谒而作,但细品文辞,则不难

看出其干谒的资本不止才华,更有道义.于是,这种

看似作家与具体读者两人之间希求提携与提携的关

系,便具有了至为广阔的社会意义.
四

曹丕云:“诗赋欲丽”[８];陆机云:“诗缘情而绮靡,
赋体物而浏亮.”[９]«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
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１]１３４又云:“赋自«诗»出,
分歧异派.写物图貌,蔚似雕画.”[１]１３６曹氏从重辞采

的角度出发将赋与诗大致归于一类;陆氏是根据诗与

赋两种文体的具体特征而将其予以区分.而刘氏之

论则更为详瞻,既点出赋出于诗的源流关系,亦言明

赋的特征外为“铺采摛文”,内则“体物写志”.由此可

见,诗、赋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两种重要文体,可谓

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时,因为赋“铺采摛文”“写物

图貌”的创作要求,又使得其在不断发展中逐渐向文

靠近,实际上成为一种介于诗、文之间的中间文体.
在唐代前期文学之中,赋亦为表现文化共同体建

设主题的重要文体之一.从外在形象看,这一时期表

现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的赋,直接表现对象或为高大

雄伟的建筑物;或为富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景物;或为

国家重大事件与重要仪式等.然而,从内里情志而

言,诸多作者运用丰富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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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采摛文之能事,其意多在宣扬大唐帝国雄强鼎盛的

国势.
直接表现对象为高大雄伟建筑物者,如太宗«临

层台赋»在述其功业、类比前朝之时刻意提出“一德是

珍,万物非宝”的理念[７]４６;彭殷贤«大厦赋»借大厦以

颂扬李唐帝王“屡降哀矜之诏,频优耆老之秩”的德

行[７]３１１７;李华«含元殿赋»通过运用高超的空间叙述

手法对大明宫的辉煌壮丽尽情描述,赞颂明皇备“允
恭克让,光溢海外”的丰功伟绩[７]３１８８;苏珦«悬法象魏

赋»肯定李唐“悬邦国之六典,致象魏之两阙”的做法,
颂扬国家“以务人为本,以施命为先”的王道理念.而

刘允济、王諲、李白、任华诸人皆有«明堂赋»,刘文云:
“穆 穆 焉,皇 皇 焉,粤 自 开 辟,未 有 若 斯 之 壮 观 者

矣!”[７]１６７７Ｇ１６７８王文云:“蛮夷飒沓以来王,文物葳蕤以

交映.信所谓不宰而合通,居中而作圣.”[７]３３７５任文

云:“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佩玉玺,腰干将.猛簴列,
崇牙张;百揆时序,万国来王.”[７]３８１６李文则从李唐创

元到明堂宏构,再到盛祀于此、四方朝贺,最后结之以

“宗祀肸蚃王化恢.镇八荒兮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

来,考休征兮进贤才.”[７]３５２０Ｇ３５２１其颂扬李唐国势之意

溢于言表.
另有直接表现对象为富有象征意味的自然景物

者,如玄宗«喜雨赋»以借雨以喻帝王之德.赋云:
原夫雨之为德也:无小大之异情,无高卑之不平,

无华朽之偏润,无臭薰之隔荣.家尚知乎礼节,
国有望于丰霸.小阳台之神人,却大宛之走马.观云

行而雨施,吾何事乎天下[７]２３４?
如李邕«春赋»将春来万物复苏与帝王好生之德

相提并论.赋云:
我圣君大抚万国,肆觐群后,受天之禧,嘉岁之

首,文物粲于南宫,兵戈森于北斗,揽百辟以同心,贡

千春之遐寿.于是明诏有司,摅求时令,迈惟一之德,
究吹万之性,剿土木之庶功,阜稼穑之勤政,力渔止

杀,狴牢复命[７]２６４７.
熊曜«琅邪台观日赋»借观日而颂李唐统治之有

道.赋云:
千载之后,石梁斯在.时无鬼功,岂越沧海? 念

无道而肆志,将不亡而何待? 我国家踰溟渤而布声

教,穷地理而立郊坰.略秦皇于帝典,参汉武于天经;
顾荒台而寂寞,取殷鉴于生灵[７]３５６０.

亦有表现对象直接为国家重大事件与重要仪式

者,如梁献«岀师赋»云盛唐帝王虽“居尊以体道”“顺
文而偃兵”[７]２８６７,然武备长在,则国势不衰.«大阅

赋»借场面宏大的阅兵仪式,表达出李唐“止戈为则,
垂衣是崇,混车书于无外,尚何施于一戎”的魄力与气

度[７]２８６８;李白«大猎赋»借明皇大猎于秦、耀威讲武之

事,先赞李唐“海晏天空,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
复何足以争雄?”然曲终奏雅,以明皇悟得“居安思危,
防险戒逸”来颂赞李唐德业确在秦汉之上[７]３５２２;张钦

敬«仲冬时令赋»颂李唐皇帝“睦以神人,施乎政令,铺
惠泽以流渥,鼓薰风而入咏.”[７]４１０１杜甫作«封西岳

赋»,实因“今圣主功格轩辕氏,业纂七十君,风雨所

及,日月所照,莫不砥砺.故作«封西岳赋»以劝.
赋之 义,豫 述 上 将 展 礼 焚 柴 者,实 觊 圣 意 因 有 感

焉.”[７]３６４４平冽«两阶舞干羽赋»道出玄宗“罢铸兵,归
马,舞比干羽,文化区夏”之目的,实为“在昔则格虞

氏之远人,于今则彰我朝之风雅.”[７]４１５７«开元字舞

赋»则借李唐独有之舞蹈形式———字舞,彰显有唐一

代远超前古“干戚之容虽备,文字之旨未全”的盛世

景象[７]４１５７.
此外,与诗在唐代前期表现文化共同体内容中较

为突出的君臣唱和现象相似,这一时期的赋也不乏其

例.如玄宗作«喜雨赋»,而张说、韩休、徐安贞、李宙、
贾登等皆有«奉和圣制喜雨赋».这一现象背后的文

化含义与诗的君臣唱和实为异曲同工.以“丽词雅

义,符采相胜”为总体风貌特征的赋[１]１３６,在唐代前期

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主要集中于赞帝王德业,颂强盛

国势.因此,它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以赋体为名而行颂

体之实的现象.不过,由于文体之间的区分给予其

“铺采摛文”独特优势,故赋比颂拥有更大的创作自

由,亦更富于文学特质.
由此可见,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在唐代前期文学

中的表现,广泛分布于诗、序、书、赋等诸多文体之中.
就诗而言,其表现内容几乎涵盖了文化共同体的方方

面面.这一时期的边塞诗多集中于追求功名、忠君保

国方面;咏物诗、咏史诗或托物言志,或借古谈今,皆
表现出奋发有为时代所特有的用世之心;即使是山水

田园诗,亦以绝异于乱世远遁的方式来描绘和美的人

文环境,形象地表现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成果.
相比而言,因咏怀诗受到的各方面制约较少,有利于

大唐帝国上升时代诗人们的情感更昂扬、更奔放的表

达,可以更自由、更灵活地去关照社会生活,故在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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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大超过咏物诗、咏史诗、山水田园诗等类别.唐

代前期序体文,同样涉及众多方面.其在表现文化共

同体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文籍与诗为主要依附

对象以抒发情志的.这种向主流文学文体靠拢的倾

向,事实上证明了这一文体对情志之真的极端重视.
这一时期的书信,在强烈的用世之心作用下,具备了

昂扬向上精神的所有表现,这种以道义相砥、以道义

相求而平交诸侯的气度,表现出的是积极、阳刚,虽为

匹夫亦有责于天下的士人风范.唯其如此,这种看似

作家与具体读者个人之间希求提携与提携的关系,便
升华出社稷天下的意义.与其他重要文体相比,赋在

唐代前期对文化共同体的表现主要集中于赞帝王德

业,颂强盛国势.因此,它实际上具有了一种以赋体

为名而行颂体之实的现象.
总之,文化共同体的丰富内容在唐代前期文学中

得到了充分表现,各种文体之间既独具特色又相互影

响、互为补充.因其对于文化共同体具体内容的表达

各有侧重,故虽有主次之别,但并无高下之分.事实

上,正是借助于各种文体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的综

合表现,我们才得以从文学的途径触摸到李唐文化共

同体建设内容的诸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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