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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唐政权的文治武功和国祚绵延,离不开内在的凝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力量的形成,实得益于其在国家

制度、组织管理、学术思想等诸多方面对文化共同体的不断建构。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和记录者,当时

作家及其作品自然成为探究此问题的重要依据。通过对帝王、高级官员、中层官员、普通官员、下层官员、
流外人员等阶层作家作品的对比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不同阶层以各具特色的方式对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表

现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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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唐帝国之缔造、发展、兴盛,虽经历战乱、挫折

而未覆亡,保持着统一的帝国完整性,绵延达三百年

之久,自有其内在的凝聚力和生命活力。之所以如

此,乃是其在政府、社会诸多方面的更坚实、更恢宏的

建设,从政府组织、制度、管理、学术、思想等具体方面

入手,在更高的层次上、更深刻的意义上建构文化共

同体,从而形成了唐代社会的伟大凝聚力和发展的内

在张力[1]。文化共同体建设主题在唐代前期文学中

多有表现,而出身于不同阶层的作家对文化共同体的

认识和理解必然有所不同,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方式

和重点亦是各具特色。
在唐代前期作家群体中,除占极小比例的帝王、

后妃、方外、隐逸之外,几乎皆有仕宦经历。这些分属

各级别的官员(或曾为官员)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作家

主体。有鉴于此,本文将借助文学以反映文化共同体

的唐代前期社会作家阶层分为皇帝、官员和平民(隐
逸)三类。其中官员又细分为高级官员(一品至三

品)、中层官员(四品和五品)、中下官员(六品和七品)
和底层官员(八品和九品)①。将官员分为四等,非随

意之举,而是有其历史依据。
唐朝官员品级,依正、从、上、下分为九品三十级。

“九品已上官者,谓身有八品、九品之官。”[2]“‘七品以

上’,谓六品、七品文武职事、散官、卫官、勋官等

身。”[2]128于是,职事官三品以上的“议贵”[2]105、五品

以上的“通贵”[2]156、七品以上官员与九品以上四类官

员共同构成了唐代官制中的流内官员。不仅皇帝颁

诏赏赐时按照这四个类别(有时亦将一品单独分出而

成五类,或将一品、二品均单独分出而成六类),如:
“一品宜赐五十匹,二品、三品四十匹,四品、五品三十

匹,六品、七品二十匹,八品九品十五匹。”[3]

事实上,在唐代官制中有一道明显的鸿沟将九品

三十级官员分为两大类,而这一界限便处于五品与六

品官员之间。不仅皇帝赏赐时对其标准有别,如“六
品以下五匹为等,五品以上十匹为等。”[3]317 更为重

要的是“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并旨

授。”[3]4818陆贽有云:“制敕所命者,盖宰相商议奏可

而除拜之也。旨授者,盖吏部铨材署职,然后上言,诏
旨但画闻以从之,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吏部注拟

选人奏置,循资格限自起居、遗、补及御史等官,犹并

列于选曹铨综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3]4818 由此

可见,五品以上乃是经宰相商议后所拜之官,而六品

以下则是吏部铨选之后所授之官,得官的不同权威性

决定了两者在级别上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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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官员品阶是一个动态过程,不能固化。本文所有官员品阶,仅就

其创作本文所引作品时而言。



一、皇帝

作为中国古代官僚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直接影响到治国理念、
思想导向、基本国策、管理制度等重要方面。因此,关
系到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华夏民族认同、社会价值认

同的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必然离不开皇帝的参与。
在唐代前期,以文化共同体建设为主题进行文学创作

的皇帝主要为太宗和玄宗。
隋末大乱中凭借卓越军事才华助父开国的唐太

宗,即位后有意选择了崇尚德治,辅之以法,同时文武

并举,不可偏废的执政理念,上应天时,下得民心。事

实上,其大力尊崇儒家礼乐制度、文化学术以期实现

文治气象的举措,正是文化共同体的建设的实际表

现。作为此一伟大工程的最高设计者、决策者、领导

者,太宗在践行的同时,亦将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奋斗

方向、蓝图展望、经验教训及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等

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于文学创作之中,亲手为李唐文化

共同体的建设开创了一个安定和平的时代。如《述圣

赋序》云:“朝有进善之臣,野无行歌之士。节义盈于

私室,狱讼息于公门。一尉候于东西,混车书于南北,
由是偃组练而敷礼乐,放牛马而逸黎元。”[3]119 以前

代强势君主自况,理智把握作为帝王的思想倾向。如

《春日望海》云:“之罘思汉帝,碣石想秦皇。霓裳非本

意,端拱且图王。”[4]通过批评当时文学、音乐等,确立

李唐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如《帝京篇序》曰:“庶以

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

音。”[4]1概括其平定天下后因遵行儒道而出现的美好

社会现状。如《元日》云:“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
霜戟列丹陛,丝竹韵长廊。穆矣熏风茂,康哉帝道昌。
继文遵后轨,循古鉴前王。”[4]8 能意识到众志成城的

重要性,中意于君臣相得。如《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

怀》云:“连甍岂一拱,众干如千寻。明非独材力,终藉

栋梁深。”[4]8承华夏百王之后,以华夏正统自视。如:
“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5]以古为鉴,勇于自省、
自诫。如《临层台赋》云:“彼露台之一俭,乃延德于苍

生;此崇基之渐泰,方起谤于黎甿,利怀小而忘大,害
弃重而思轻。”[3]46加强皇嗣教育,从顶层保障文化共

同体建设的可持续性。如《帝范序》教诲太子,称其

“以少海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
“所 以 披 镜 前 踪,博 采 史 籍,聚 其 要 言,以 为

近诫。”[3]121

玄宗即位之后,承袭太宗兴礼乐、施文治的理念,
君臣以“贞观之治”为范本,将李唐强盛国势和人文环

境的发展推向了高峰。关于文化共同体建设在玄宗

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与宏阔胸怀。如《喜雨

赋》云:“仰重华于齐政,步文命之彝伦。何天道之云

远? 亦明徵之在人。……彼有凭而可举,予何抑而未

许,恐岁凶之及人,宁天谴于我身。”[3]233-234 尊崇儒

典,以彰显仁义忠孝。如《孝经注序》云:“《经》曰:‘昔
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而况于公

侯伯子男乎。’朕尝三复斯言,景行先哲。虽无德教加

于百姓,庶几广爱刑于四海。”[3]444 怀慕太宗,并承其

壮志。如《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缅思功业感

而赋诗》云:“顾惭嗣宝历,恭承天下平。幸过翦鲸地,
感慕神且英。”[4]26 遥追大化过程中以履冰自箴的心

态。如《过晋阳宫》云:“顾循承丕构,怵惕多忧虞。尚

恐威不逮,复虑化未孚。……长怀经纶日,叹息履庭

隅。艰难安可忘,欲去良踟蹰。”[4]26 勖励封疆大吏以

治民之理,从而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如《赐诸州刺

史以题座右》云:“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

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

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

惸且存老,抚弱复绥强。”[4]27对君主臣辅以共理天下

的清醒认识。如《送忠州太守康昭远等》云:“端拱临

中枢,缅怀共予理。不有台阁英,孰振循良美。”[4]27

总结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如《春晚宴两相

及礼官丽正殿学士探得风字序》云:“乃命使者衣绣

服,行郡县,因人所利,择其可劳,所以便亿兆也;乃命

将士擐介胄,砺矢石,审山川之向背,应岁月之孤虚,
所以静边陲也;乃命礼官考制度,稽典则,序文昭武

穆,享天地神祇,所以申严洁也。乃命学者缮落简,缉
遗编,纂鲁壁之文章,缀秦坑之煨烬,所以修文教也。
故能使流寓返枌榆之业,戎狄称藩屏之臣,神祇歆其

禋祀,庠序阐其经术。”[4]29

因为面对不同的时代背景,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

阶段,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事业在太宗与玄宗的文学

作品中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但是,胸怀天下的气

度、尊崇儒道的信念、君臣相得的重要性、人文化成的

期望,以及常驻于心的自诫与反躬等,则是二人共有

的人文亮点。他们既是通过文学来集中表现唐代文

化共同体内容的两位帝王,亦各自抵达了有唐一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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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与文治在不同时代的巅峰。这一切,当非巧合。作

为皇帝,在文化共同体建设中必然担负着设计、决策

和领导的职责,其任至重,其道长远。故欲大治大化

则不得缺文治,欲行文治则不可少文学,太宗、玄宗皆

深谙其道。依仗共有的亮点,他们从国家最高层面保

障了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能够顺利发展,并保持着良

好的延续性。
二、高级官员

本文所言之高级官员,是指李唐政权中的高官显

贵,其品阶在一品至三品之间。他们处于古代官僚社

会金字塔的高层,对社会资源具备较大的占有、调配

能力,在国家制度、组织、管理、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

的影响力。因此,对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在这一部分

官员文学作品中的表现进行梳理、研究,具有一定的

价值和意义。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

建设的高级官员,主要有陈叔达、颜师古、杜淹、魏征、
杨师道、岑文本、虞世南、张柬之、崔日用、李峤、宋璟、
张嘉贞、源乾曜、张说、苏颋、史承节、李邕等人①。这

一级别官员的文学创作,或作为表达高度责任感的介

质,如张说《赦归在道中作》云:“谁能定礼乐,为国著

功成。”[4]976或以临近皇帝的优势适时劝谏,以间接

作用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如魏征《赋西汉》等;或自

觉投身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身体力行之中,如陈叔达

《州城西园入斋祠社》等;或从朝廷重臣的视角出发,
对文化共同体建设在国家实力、思想文化、社会风气

等众多领域的发展现状予以反映。如:“德兼三代礼,
功包四海图。”[4]451是对皇帝功德的综合概况;“乐和

知化洽,讼息表刑清。”[4]473 是对人文化成的形象表

达;“既立省方馆,复建礼神坛。”[4]966 是言皇帝对传

统文化的继承;“坊因购书立,殿为集贤开。”[4]964 是

言皇帝对文学人才的重视。这一阶层官员的大部分

作品则是辅理政务之暇,通过典雅庄重、气势磅礴,与
处于上升时代的大唐帝国遥相呼应的庙堂之文,对有

益于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帝王重要行为举措予以赞赏

和褒扬。如张嘉贞《北岳庙碑序》、张说《大唐封祀坛

颂》、苏颋《奉和圣制行次成皋途经先圣擒建德之所感

而成诗应制》等。以及对前贤功业的称颂。如史承节

《郑康成祠碑》等。
此外,时代气息赋予的昂扬奋发精神,也会在一

些乐府旧题中表现出来。如虞世南《从军行二首》云:
“交河梁已毕,燕山旆欲挥。方知万里相,侯服见光

辉。”[4]470又如,李峤《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
云:“雄视沙漠垂,有截北海阳。二庭已顿颡,五岭尽

来王。”[4]687再如,张柬之《出塞》云:“电断冲胡塞,风
飞出洛阳。转战磨笄俗,横行戴斗乡。”[4]1067

对这一级别的官员而言,其核心任务为国家政

事,文学必须从属于政治。因此,其文学创作总体上

表现出宏观胜过微观、理性大于情感的特点。社会地

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眼界和思维,从文学角度看,这
一群体的文学表现范围较为狭小,个性不够突出;但
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角度看,其在文学创作中的这一

特点却非弱点。实际上,其表现出的对于理性和庄重

的追求、真实的时代感、必要的大局观,以及切合其身

份的文学表达,都是国家高层管理者不可缺少的能

力。他们正是以这种文学辅助政治的方式致力于唐

代文化共同体事业的建设。

67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① 因篇幅所限,本文所论及各级官员之品阶时,大致以本文所引作

品创作时间为准,所依据的文献材料主要以《旧唐书》《新唐书》
《全唐文》《全唐诗》《唐六典》《通典》等为主。如将陈叔达、颜师古

收入高级官员,主要依据如下:刘昫等:《旧唐书》卷六十一,第
2363页。“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
久之,拜礼部尚书。”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第29
页。“从二品曰光禄大夫。”卷四“尚书礼部”,第108页。“礼部尚

书一人,正三品。”《旧唐书》卷七十三,第2594-2595页。“太宗践

祚,擢拜中书侍郎。……贞观七年,拜秘书少监。……师古俄迁

秘书监、弘文馆学士。”《唐六典》卷九“中书省集贤院史馆匦使”,
第275页。“中书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卷十“秘书省”,第295-
296页。“监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上。”颜师古在贞

观初虽为四品官员,然太宗爱重其才识,令其撰《五礼》、注《汉
书》,封禅仪注亦多从师古之说。所受恩遇几同于三品以上官,贞
观十五年后,入三品之列。又如将王翰、王维等收入中层官员,主
要依据如下: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一百五十六“王翰小传”,第
1602页。王翰历昌乐尉、秘书正字、通事舍人、驾部员外、汝州长

史、仙州别驾,以道州司马卒。据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七,第
4660页。“仙州(汝州)户六万四千八百九十。”《唐六典》卷三十

“三府督护州县官吏”,第745页。“上州(注云:凡户满四万已上

为上州)……别驾一人;从四品下。”《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第
5051-5052页。“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拜

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唐六典》卷八“门下省”,第244
页。“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全唐诗》卷一百二十五,第1234
页。“王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历右拾遗、监察御史、左补阙、库
部郎中,拜吏部郎中。天宝末,为给事中。”《唐六典》卷九“中书省

集贤院史馆匦使”,第277页。“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卷二“尚
书吏部”,第28页。“郎中二人,从五品上。”卷八“门下省”,第244
页。“给事中四人,正五品上。”王维仕宦履历由从八品开始,天宝

末已为正五品上。据早期边塞诗如《老将行》《燕支行》等,或归王

氏于下层官员;据《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和仆射晋公扈从

温汤》等,则可归入中层官员。



三、中层官员

这一阶层的官员,品阶为四品、五品。其地位虽

低于高级官员,然其官职仍为制敕所命而非旨授,故
有“通贵”之称。作为末等贵官,他们在国家政治、文
化中的影响力逊于高官,但其处于朝廷官员由显贵到

普通的分水岭上,而且人数众多。故而,对唐代文化

共同体建设在这一群体文学创作中的表现,同样值得

关注。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

中级官员,主要有袁朗、李百药、孔绍安、崔湜、陈元

光、薛曜、李乂、孙会、王翰、王维、丘为、薛据诸人。
从文学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这一群体涉及的范

围要比高级官员广泛。其中有的颂扬帝王功德,如袁

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李百药《奉和正日临朝

应诏》、薛曜《舞马篇》、李邕《春赋》、王维《和贾舍人早

朝大明宫之作》等;有的对边塞题材有所反映,如孔绍

安《结客少年场行》、崔湜《大漠行》、李乂《夏日都门送

司马员外逸客孙员外佺北征》、王翰《凉州词二首》、王
维《老将行》《燕支行》等;有的褒美儒家圣贤以及忠孝

节义思想,如孙会《苏仙碑铭》等;亦有对美好人文环

境的描画,如王维《听百舌鸟》《晦日游大理韦卿城南

别业四声依次用各六韵》等。
具体而言,这一群体官员在创作的内容和风格上

既有非常接近高级官员的一面,也有与其相异的地

方。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首先,对边塞诗

歌的创作有所侧重,这一群体既有京官也有外官,社
会接触面较为广泛。同时,其地位与功业尚有很大的

上升空间,在唐代前期昂扬奋进的时代精神激励之

下,积极投身于边塞诗歌的创作实为正常之举。而

且,他们之中还涌现出能够结合自身守土封疆的切身

体验来进行文学创作的官员,如陈元光《落成会咏一

首》等。其次,与高级官员偏理性,重庙堂之文不同,
中层官员群体在文学创作中并不介意丰富情感的真

实表达,如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丘为《冬至

下寄舍弟时应赴入京》等。而这些官员未曾显贵之

时,更是钟情于圣贤事业的赞赏感喟和功业情思的率

性直抒。如王翰《飞燕篇》、薛据《古兴》等。
四、普通官员

这一阶层的官员,品阶为六品和七品。在旨授官

员之中,其级别较高。作为下层官员中的上层官员,
李唐官僚群体中由普通到显贵的衔接部分,其文学创

作对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内容的表现,自然有其独

特之处。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

的普通官员,主要有杜审言、司马逸客、武平一、王勃、
杨炯、宋之问、崔融、沈佺期、张若虚、李昂、崔颢、岑
参、卢象、陶翰、陈兼、贾正义、张之宏、邵混之、封利

建、万齐融、贾至、李华、萧颖士等人。
这一群体的文学创作,几乎涉及李唐文化共同体

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秉承中和雅正之道者,有司

马逸客《雅琴篇》、武平一《谏大飨用倡优媟狎书》、王
勃《益州夫子庙碑》、崔颢《澄水如鉴》、卢象《赠广川马

先生》、陈兼《陈留郡文宣王庙堂碑并序》、贾正义《周
公祠碑》、张之宏《兖公颂》、贾至《微子庙碑颂》、李华

《元鲁山墓碣铭序》《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三贤

论》《杂诗六首》、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序》《为陈正卿

进续尚书表》《赠韦司业书》等。彰显昂扬向上精神

者,有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上刘右相书》、杨炯《王
勃集序》《从军行》、李昂《从军行》、崔颢《赠王威古》
《黄鹤楼》、岑参《银山碛西馆》、陶翰《赠郑员外》、万齐

融《仗剑行》、萧颖士《蒙山作》等。宣扬雄强鼎盛国势

者,有王勃《乾元殿颂》、杨炯《奉和上元酺宴应诏》、崔
融《为朝集使于思言等请封中岳表》、宋之问《扈从登

封途中作》、崔颢《荐樊衡书》、卢象《驾幸温泉》、陶翰

《送金卿归新罗》、贾至《工部侍郎李公集序》、李华《含
元殿赋》、王諲《明堂赋》、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
等。表现丰乐和美人文环境者,有杜审言《和李大夫

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大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崔
颢《雁门胡人歌》、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李华《杨骑

曹集序》等。
这一群体之中名家辈出,其文学作品中的理性精

神和感性力量可谓齐驱并驾,各擅其长。涌现出王

勃、杨炯、宋之问、沈佺期、张若虚、崔颢、岑参、贾至、
李华、萧颖士等唐代前期文学创作领域的一流人才。
作为著名作家,他们或视野开阔,或艺术手法多变,或
思想深邃,但笔锋最健之处皆不离于兴复雅道之责与

彰显奋发之气。这种现象,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密

切相关。有唐前期,国力的强盛、社会风气的开放,使
国人普遍表现出一种恢宏开阔的气度和强烈的进取

精神,从帝王至士人,无不如此。这是时代所赋予的

希望与力量,任谁都无法阻挡。
然而,这批普通官员,尤其是他们中的文学精英

们,必然难以接受才高而位下的现状,故追求功名以

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其向上精神的原动力。在奋斗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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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过程中,因为有些作家后来升任贵官(如贾至、王维

等),故有机会参与国家各项重要活动,其创作风格和

内容亦开始倾向于庙堂文学。而有些作家因为仕途

蹭蹬,无路“献替明君”,故退而“润色鸿业”(如萧颖

士、李华等)[3]3276。其历经坎坷,故对社会的认识更

为深刻,其坚守儒道,故对国家的未来更为关注。因

此,他们通过文学对盛唐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不良现

象的批判,完全是医者的视角和思维,实为维护和完

善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所不可或缺的声音。
五、下层官员

这一阶层官员,其品阶为八品和九品,处于李唐

官僚社会体系的末端。对于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流

内官员,其文学创作中对于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表

现,自有其值得关注的意义。唐代前期,通过文学来

反映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下层官员,主要有孙处玄、贠
半千、陈子昂、卢藏用、富嘉谟、吴少微、骆宾王、卢照

邻、郭元振、王泠然、王湾、徐九皋、乔琳、刘庭琦、赵晋

用、齐光义、李白、杜甫、贺朝、王昌龄、荆冬倩、储光

羲、王之涣等。
置身于这一群体中的文学大家们,凭借驾驭多样

主题与不同体裁的过人能力,将文化共同体在唐代前

期的重要内容尽情呈现。如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

碑铭》《朱虚侯赞》《古风》等是弘扬儒风;《塞下曲》《塞
上曲》《出自蓟北门行》《紫骝马》《从军行》《长歌行》
《幽州胡马客歌》《与韩荆州书》等是着意功名;《明堂

赋》《大猎赋》等是润色帝业;《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
《虞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观胡人吹笛》《赠清漳明府

侄聿》等则是对清明政治下美好人文环境的各种

表达。
又如陈子昂、卢藏用、骆宾王、卢照邻、王昌龄、杜

甫、储光羲等,《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感遇诗》《右
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和学士闺情诗启》《乐府杂诗序》
《同张侍御鼎和京兆萧兵曹华岁晚南园》意在继雅道;
《登幽州台歌》《答洛阳主人》《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从
军中行路难二首》《于易水送人》《紫骝马》《结客少年

场行》《咏史四首》《从军行七首》《九江口作》《上李侍

郎书》《别刘谞》《望岳》《登戏马台作》意在取功名;《为
赤县父老劝封禅表》《为齐州父老请陪封禅表》《登封

大酺歌四首》《南阳公集序》《对蜀父老问》《驾幸河东》
《封西岳赋》《越人献驯象赋》《洛中贻朝校书衡》《送人

随大夫和蕃》《献高使君大酺作》《同诸公秋日游昆明

池思古》意在彰国威;《至分陕》《风凉原上作》《忆昔二

首》意在记述当时人文环境。其余作家作品,对于文

化共同体的反映虽不如文学名家全面、丰富,但作为

整体予以关照,仍不难看出其创作的方向,而且亦不

乏可圈可点的名篇。其中关于秉承中和雅正之道的

作品有:孙处玄《重修顺祐王庙碑》、富嘉谟《明冰篇》、
吴少微《哭富嘉谟》《过汉古城》《古意》、乔琳《巴州化

成县新文宣王庙颂并序》、赵普用《赛雨纪石文》、齐光

义《后汉□亭乡侯蒋澄碑》等。彰显昂扬向上精神的

作品有:贠半千《陈情表》、郭元振《古剑篇》、王泠然

《论荐书》、徐九皋《途中览镜》、刘庭琦《从军》、杜甫

《望岳》、王之涣《登鹳雀楼》《凉州词二首》等。表现丰

乐和美人文环境的作品主要有:王湾《次北固山下》、
梁锽《赠李中华》等。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一部分官员与普通官员在

对文化共同体题材的关注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即弘扬儒道与建功立业的诉求尤为突出。不过,除去

《重修顺祐王庙碑》《巴州化成县新文宣王庙颂并序》
《赛雨纪石文》《后汉□亭乡侯蒋澄碑》等具有官方纪

念性质的文字,关于兴复儒道主题的作品已所剩无

几。诚然,社会性是文学不可剥离的属性,但其作为

艺术领域中的重要成员,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共性原

则的遵循,唯有在共性基础上做到合理个性的适度彰

显,才能焕发出与众不同的艺术魅力。因此,说这一

群体文学作品中兴复儒道主题较普通官员薄弱,是基

本符合事实的。
如此一来,追求仕进便成为李唐流内官员底层群

体最为突出的特点。论才华,同为科举出身的他们不

一定输于普通官员;而论地位,他们比普通官员更低,
连普通官员都难以接受才高而位下的现状,他们当然

更无法接受。如果他们甘心于此,不但是对自身才华

的否定,而且有悖情理。事实上,这一群体对于功业

的追求和人生价值的实现,有着异常艰辛的执着。如

卢照邻《释疾文三歌》,其文云:“岁将暮兮欢不再,时
已晚兮忧来多。”“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

共死。”[4]520-521即使僵卧孤村,也不向命运低头。那

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和无助,始终与现实世界的自尊、
自信、功名、风骨紧紧相伴。故此必将成为人类精神

世界的宝贵财富。而在死而不悔的生命动力背后,自
然离不开建立于李唐强盛国势基础上的文化共同体

润物无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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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流外人员

唐代前期有一部分作家虽创作了关于文化共同

体内容的文学作品,但生平资料过于简略,未见入仕

的相关记载。故本文暂将其与平民、隐士作家归于一

类进行研究。如刘希夷、杨重玄、祖咏、常建、程弥纶、
万楚、杨颜、陈章甫等。

这一群体亦有颂扬儒道的作品,如程弥纶《怀
鲁》、陈章甫《梅先生碑》、孟浩然《仲夏归汉南园寄京

邑耆旧》《陪卢明府泛舟回作》等;有彰显昂扬精神的

作品,如刘希夷《从军行》《将军行》、杨重玄《正朝上左

相张燕公》、祖咏《望蓟门》、孟浩然《洗然弟竹亭》;有
描绘人文环境的作品,如祖咏《归汝坟山庄留别卢

象》、常建《落第长安》、万楚《题江潮庄壁》、杨颜《田
家》、孟浩然《长安早春》等。

尽管受资料限制而不能排除某些作家有仕宦经

历的可能,但这一群体中的主流仍是平民阶层。对其

作品分类统计之后,几乎看不到宣扬李唐强盛国势的

题材,这主要是由其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所决定。作

为平民阶层,在整个社会都为功业而奋进的时代,他
们孜孜汲汲于功名勋业,极其正常;而以儒家学说作

为思想基础,是腹有才华却沉于下僚的作家赖以立身

的精神支柱;和平安宁是唐代前期的社会大背景,在
李唐着力推行文治教化的努力下,社会人文环境自然

有所发展、进步,身处其中的平民作家们,社会地位决

定其很少去表现国势的雄强鼎盛。其实,他们将笔触

停留在身边生活中的种种美好事物之间,便是对唐代

文化共同体建设表现的最大贡献。在唐代前期,即使

是隐逸诗人,也并非将自己与社会刻意分开,他们甚

至对于此一时期文化共同体建设的努力成果也表现

出某种欣赏与肯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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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徒江海之士,击壤鼓腹,输太平之

税耳,帝何力于我哉? 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

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士于礼乐,元首明哲,
股肱惟良,何庆如之也。”[3]1323以隐逸身份,对处士而

谈,故其论当非虚与委蛇之言。王绩此语,真切道出

隋末大乱后人心思治的迫切愿望。生活于隋末唐初,

生平已不可细考的陆敬,其作品亦表露出相似情感。
如《游隋故都》云:“来苏伫圣德,濡足乃乘乾。正始淳

风被,人劳用息肩。舞象文思泽,偃伯武功宣。则百

昌厥后,于万永斯年。”[4]455 事实上,唐初君臣致力于

文化共同体建设的作为正好契合了当时国人的普遍

心态。
要之,通过对唐代前期作家予以阶层分布的整体

关照,可以明显看出其作品对文化共同体建设情况的

反映既存在共性又不乏个性。作为最高设计者、决策

者、领导者,李唐前期皇帝(主要指太宗、玄宗两位英

主)从国家顶层给予唐代文化共同体建设事业顺利发

展的重要保障。而高级官员对于理性和庄重的追求、
真实的时代感、必要的大局观,以及切合其身份的文

学表达,反映出其人是以文学辅助政治的方式致力于

唐代文化共同体事业的建设。与高级官员偏理性、重
庙堂之文有所不同,中层官员群体在文学创作中并不

介意丰富情感的真实表达,在未曾显贵之时,更是钟

情于圣贤事业的赞赏感喟和功业情思的率性直抒。
就普通官员而言,他们表现于文学作品中的理性精神

和感性力量可谓齐驱并驾,各擅其长。因为不能满足

于才高位下之状况,故追求功名以实现人生价值成为

其向上精神的原动力。在这一群体中,值得关注的是

那些仕途多蹇却未曾放弃坚守雅道节操的作家们,其
人对于时代、社会的批判,不是否定,而是另一种方式

的建设。下层官员在对文化共同体题材的关注和表

现方面,和普通官员甚为相似。然而,作为李唐流内

的底层官员群体,其才高而位下的境况更为明显,故
对于建功立业的期望和对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实际

上更甚于后者。平民阶层的作家,需要儒家思想作为

立身的支撑,又有着与时代一起追寻功名的自由,但
下层社会地位决定了表现国势实为其弱项,而作为体

裁补偿,对身边美好人文环境的生动描绘则成为其强

项。总体而言,整个唐代前期,每一阶层的作家,不分

贵贱,不限地域,都沐浴在昂扬奋进的时代气息中,以
其各具特色的方式对文化共同体建设予以表现和

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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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ivilgovernanceandmartialartsoftheTangDynastyarecontinuous,whichneedsinner
cohesionandvitality.Theformationofthispowershouldgivethankstothecontinuousconstructionof
culturalcommunityinmanyaspectssuchasstatesystem,organizationmanagement,academicthinkingand
soon.Asparticipantsandrecordtakersinthisprocess,writersandtheirworksofthetimenaturallybecame
animportantbasisforexploringthisissue.Throughacomparativeanalysisoftheworksoftheemperors,
seniorofficials,middle-levelofficials,ordinaryofficials,low-levelofficials,andoutsiders,itisobviousthat
differentclassesexpressandinterprettheconstructionofculturalcommunityindifferent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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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weallknow,greatchangeshavetakenplaceinChinasincetheintroductionofthereform
andopeningpolicy,especiallyintheeconomicenvironmentalfields.Withthedevelopmentoftheeconomic
systemreform,ithasexertedgreatinfluenceonthecorrespondingpolicyandsystemofstate-ownedassets
managementincolleges,whichisexperiencingtheprocessofplannedeconomytomarketregulation,ofthe
governmentdecentralizationtothecollegeexpansion.Thestate-ownedassetsmanagementsystemincolleges
generallyexperiencedfourstages,whicharedemonstratedbydifferentcharacteristicsandinnovation.
Review,summarizationandreflectiononthechangesofstate-ownedassestsmanagementsystemincolleges
ishelpfultoprovidereferenceforthegovernment’smacro-controlandcollegereform,andtoimprovethe
institutionalsystemandguaranteeconstructionofhighereducationdevelopment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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