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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晋文学和文化地位的角度出发,由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入手,在论汉魏、

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先

河,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理解和

阐释。而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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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关于文学、文化作品整体意义的阐释,苏联美学

家、“新审美学派”的代表人物鲍列夫在其名著《美学》
中指出:“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它有着无穷的含

义,这些含义只有在若干世纪中才能逐渐揭开。每个

时代都在经典形象中发现新的侧面和特点,并赋予它

自己的解释。”[1]这是现代阐释学有关文学现象整体

意义发现过程中具有长久性特点的概括,无数文学经

典整体意义的发现和经典地位的确立,无不验证了这

一论断的正确性。《诗》历经500年流传,到经孔子删

减凝练而成为《诗三百》,再至西汉成为经典;《孔雀东

南飞》自汉末建安写成到北宋初年鲜有文人提及,直
到明代王世贞给予“长篇之圣也”的极高赞誉,以及被

王世贞誉为“长歌第一”的白居易《长恨歌》的整体意

义的发现及经典地位确立,皆可以说明文学作品或者

文学现象经典地位的确立,在接受史上总有重要的

“第一个作者”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魏晋风度”这一

经典论断的形成及其整体意义的发现,亦经历了从清

末到民初、从现代到当代的赓续。其间,刘师培参照西

方文学理论对魏晋文学变迁的阐发,对鲁迅的魏晋文

学研究以及“魏晋风度”论的提出,有着直接的影响。
二、刘师培与鲁迅:魏晋文学观的影响与被影响

伴随着西方科学技术、民主观念、实证思维的传

入,中国传统文化偏内敛、重道德的格局被迫转型。
历经魏源等先见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西方的

知识技术,以及康梁发动“戊戌变法”学习西方的政治

制度,努力进行救亡图存、改变社会的成效远远低于

预期甚至失败后,一些思想开明、富有创新精神和开

拓意识的先见之士,开始重新检视中国传统文化,进
而建设新的文化格局,以求破解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

的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找到

一条救亡图存之路。
在学术思想文化界,1900年前后,章太炎发表

《訄书·求变》,在改变社会的实践上主张“求是”与
“致用”,希望借学术来影响干预政治;1907年,刘师

培发表《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直接谈论学

风与政治之间的双向互动。晚清民初思想界、学术界

掀起了一股对魏晋学术文化再体认再践行的思潮,开
启了中国人直面现实,向西方寻求真理,挽救民族危

亡、实现救亡图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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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之前,清末民初的刘师培,从重新肯定魏

晋文学和文化地位出发,在《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以下简称《讲义》)中,从汉魏、魏晋文学风格的变迁

入手,并以“慷慨”归纳建安文学之特点,以“放达”论
阮籍之行为被西晋士人效法,以陶渊明“合嵇康、阮籍

之长”给汉魏、魏晋文学之变迁画一句号,且在论汉

魏、魏晋文学风格变迁中谈及了魏晋主要文士的人格

精神,开启了近世对魏晋文士精神风貌大规模考察的

先河,可以称之为近世“魏晋风度”的“第一个读者”。
在《讲义》中,刘师培钦佩六朝《文心雕龙》《文选》

《世说新语》等经典作品的成就,多以直接引用的方式

表述他关于魏晋文学的观点,并借助西方文学研究者

常使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学。从

上可知,“对刘师培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进行总体性

观照,对近现代研究汉魏六朝文学具有深远的意义。
刘师培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融为一

体,展现出了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一面,这种研究

方法对于后世学者如鲁迅、王瑶等人都有深远影

响”[2]。
刘师培汉魏西晋文学变迁研究的意义以及对鲁

迅魏晋文学观的启发引领,主要体现在他对汉魏风骨

总体风貌的阐发上。“鲁迅也好,刘师培也好,他们自

然懂得文学变迁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明白一定时期

的社会动荡以及思想、经济方面的变化会对文人的创

作和学术研究必然产生重大影响,但他们更为关注的

是:这些变化究竟如何影响到文人的心灵以及他们

的创作? 其具体表现方式是什么? 所以,鲁迅才看到

了‘服药和饮酒’,他们都提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清
峻、通脱、华丽和壮大’”[3]。在对汉末魏初以至西晋

初年文学精神的提炼上,刘师培较早地显示出他高明

的识断功夫和独具魅力的创造力。他对汉末魏初文

章“‘清峻’、‘通脱’、‘骋词’、‘华靡’”[4]的风格的表

述,构成了一个意义相对完整的风格阐释;他对嵇康、
阮籍诗文风格和精神的理解与发掘,更见其慧眼卓

识。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导言部分,
鲁迅明确指出,他的演讲重点参考了刘师培的《中国

中古文学史》,并做了进一步说明,“倘若刘先生的书

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

详一点”[5]。因此,考察鲁迅魏晋文学观的形成与刘

师培魏晋文学观的关系,需先考察刘师培的魏晋文

学观。

三、刘师培的魏晋文学风格论与魏晋文士精神论

刘师培对鲁迅魏晋文学观及其“魏晋风度”论经

典研究的先导性学术作品,主要体现在《讲义》的《论
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附录》(第三课)、《魏晋文学之变

迁》(第四课)中。下面将分述刘师培《讲义》涉及的魏

晋文学研究在“魏晋风度”论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价值。
这里主要从《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

迁》中的汉魏文章风格之异,考察刘师培的魏晋文学

风格论和魏晋文士精神论。
(一)刘师培的魏晋文学风格论

刘师培《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一文,开现代汉魏

风骨研究之先河。《附录》以前,可以看作此文的第一

部分。这部分开篇作者就明确指出建安文学的“革易

前型”现象。然后指出汉末建安文学风格改变的原

因,在于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以“‘魏武治国,颇杂

刑名’、‘建武以还,士民秉礼’、‘献帝之初,诸方棋

峙’、‘汉之灵帝、颇好俳词’”[4]10,简明扼要地分析了

当时的政治状况。而其中的“‘清峻’、‘通脱’、‘骋
词’、‘华靡’”[4]10,更是准确而鲜明地概括了当时的

文学风格。
从这一部分刘师培为论说文学变迁所摘引的材

料中,可以见出他的选择的明确指向性以及材料的深

刻性。这些材料既可以说明东汉、三国文学变迁的大

略情况,也可以从中考察当时文体的演变以及文人创

作的得失。其中所引《文心雕龙·时序》中的“观其时

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

长,故梗概而多气也”[6],以及其所引《文心雕龙·书

记》篇材料之后,在所加按语中直接引用曹植《前录·
自序》“余少而好赋,其所尚也,雅好慷慨”的自陈,佐
以曹植对自己所奉行的诗赋风格的自白。可以看出,
刘师培极其认可“慷慨”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主

风格。
《附录》为此文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作者选录

了从祢衡《鲁夫子碑》至王肃《请恤杀平刑疏》的十二

篇文章,以此来证明当时文体变迁的表现及具体缘

由,指出了魏代文学与汉代文学之所以不同的四种表

现。作者说“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
骋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
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

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

究者所当知也”[4]34。作者以翔实的材料为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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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当时各类文体的不同风格特征,对建安时贤的文学

风格进行了阐发,实在是发前人所未发。
刘师培在《魏晋文学之变迁》的开篇序言里,把魏

至正始的文章分为两派:其中王弼、何晏为一派,特点

为“清峻简约,文质兼备”,作者并追述其渊源和影响,
认为孔融、王粲为其开源之人,成于傅嘏,王、何为集

大成;嵇康、阮籍为另外一派,二者的风格特点为“文
章壮丽,总采骋辞”,这一派的文章,阮瑀、陈琳开其

源,盛于竹林七贤。
具体到阮籍、嵇康二人诗文的风格,刘师培则引

用《三国志·魏王粲传》中的两句话评价二人文之风

格之异同。“阮瑀之子,才藻艳逸”“谯郡嵇康,文辞壮

丽”。刘师培认为,《三国志》对二人的评价乃至当之

论,最为知言。在此基础上,刘师培指出嵇、阮二人文

之艳丽与时文不同。在他引用刘勰《文心雕龙·体性

篇》中“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隽侠,故兴高而

采烈”[6]542的话后,刘师培补充了一段按语,这段按语

常被后世研究者所提及:
彦和以“响逸调远”评籍文,与《魏志》“才藻艳逸”

说合;盖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以“兴高采烈”评康

文,亦与《魏志》“文词壮丽”说合;盖嵇文之丽,丽而壮

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4]44-45。
这里,刘师培不仅指出了嵇康、阮籍二人的文学

之风格与时文的相异之处,而且还以“丽而清”与“丽
而壮”分别标举嵇阮的文学风格,明确区分了二人同

中有异的具体表现,表现出他非凡的识见力。
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刘勰认为“嵇康师心以

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6]936,刘师培特别指出刘勰

“此节以论推康,以诗推阮。实则嵇亦工诗,阮亦工

论! 彦和特互言见意耳”[4]45。
至于嵇康与阮籍二人诗文的异同,除上述刘师培

在二人文之“清”“壮”上的细致区分之外,他还有一段

总评的话:
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

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

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至其为

诗,则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

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谓阮诗之体也[4]45。
在该文里,刘师培还就钟嵘《诗品》对嵇、阮的评

价与刘勰《文心雕龙》对嵇、阮的评价进行对比,认为

二人的评价旨意相近。

(二)刘师培的魏晋文士精神论

本文对刘师培《魏晋文学之变迁》的考察,主要集

中于这篇文章的“序言”和“甲”“乙”部分,下限到刘师

培所谈的嵇、阮二人学术文章的影响。在“乙”部分结

尾之时,刘师培指出,“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
法其文,惟法其行。用是清谈之外,别为放达”[4]54。
并以《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材料中王隐《晋书》所
记载的阮籍嗜酒如命、举止狂放、裸袒箕踞的放诞不

拘行为为据,进行了举证。意在指出阮籍对时人以及

后世之人的影响,不唯其诗人身份及诗歌成就,更在

于其放达之人格精神,彰显了阮籍的名士风度。
在此文中,刘师培在引用《文心雕龙》《诗品》中关

于评价嵇、阮的材料时,并没有拘泥于原意的直接引

用,而是在仔细考察勘核的基础上,对刘勰、钟嵘两位

大家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刘师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显示出他对魏晋学术的真

知灼见。
《讲义》作为刘师培文学史编纂的一次尝试,无疑

是成功的。在这部讲义里,刘师培对汉末、六朝文学

变迁的动态进行了清晰的梳理,并反映出这个时期文

学的特色和审美趣味,表达出他对汉末、六朝文学的

学术思考。“刘师培推重美文的文学观固然有利于他

为长期受人诟病的齐梁文学翻案,但作为一位成熟的

文学史家,他还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应当尊重历史变

迁的本来的态势”[7]。以“自然的文学观”,概述了刘

师培的文学史观并提出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汉代不

同,“建安时代在中古文学史上变古开新的重要性也

得以说明”[7]8。
刘师培对汉魏西晋文学变迁研究的意义,体现在

文学史编纂方法上的“古为今用”以及鲜明的现代意

识。“他汲取了古代文章志的长处,不仅表现为甚见

功力与识断的‘摘录’法,使相关资料各聚门类,线索

历然,而且在案语提示中也强化了考镜源流、厘清部

派的意识”[7]9。既重视古人(特别是六朝的批评家)
对文学的评价,做到了古为今用,又融合了当代人编

纂文学史的方法,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体现了他编

纂文学史的现代意识以及良苦用心。
四、鲁迅“魏晋风度”论的确立

姚斯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中指出:“第一个

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收之链上被充实和

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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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8]。刘

师培对汉魏风骨总体风貌的经典表述、对汉魏文学精

神发掘的深度,使他成为汉魏风骨乃至魏晋风度现代

研究的“第一个读者”。刘师培“以充沛的革命激情对

魏晋学术大作翻案文章,倾注了解之同情,引发后人

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广泛关注,重开新风而成就斐

然……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魏晋文化研究热潮,凸
显了魏晋文化精神的隔代嗣响”[9]。

诚然,刘师培在“魏晋风度”的现代接受和经典化

方面“第一个读者”的作用,对后来的魏晋文学及思想

文化研究者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后人研究

魏晋文学的重要借鉴,直接启发了鲁迅对魏晋风度的

理解和阐释。
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应邀做学术演讲,报告

的题目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篇

著名的演讲,题目平易,文风平实,却是鲁迅在1927
年前后非常重要的一篇学术演讲。联系1927年大革

命前后的时局和鲁迅的性格特点,不难窥探作者当时

的复杂心境,亦可推断此次演讲确是有感而发、有感

必发。正如鲁迅演讲后的次年给陈濬信中所言:“弟
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
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震撼积

虑,发为狂言。”[10]一样。鲁迅以古喻今,与孔融做曹

操禁酒令的逆行者,二者心境何等相似,二者直面现

实的勇气同样是可堪赞许、不容置疑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鲁迅在

介绍研究魏晋文学可资借鉴的书目之后,他以“文
学—社会学”相互关联的方法,对汉末魏初的文章风

格进行概括,“用近代的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

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的为艺术而艺

术(ArtforArt’sSake)的一派。归纳起来,汉末,魏
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5]228。
其中,“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表述,是鲁迅魏晋文学

观的核心要义。在谈论魏末晋初文章风格时,鲁迅直

接引用刘勰“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的论

断,指出“‘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末晋初的文章的特

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

的作家也没有了”[10]537。这种对汉末魏初、魏末晋初

文章风格的概括,既有对前文刘师培《讲义》的魏晋文

学风格的承继,又有鲁迅更深刻的阐发。“鲁迅在20
年代中期,对于阮籍、嵇康的论述之所以比刘师培全

面、深刻,其主要原因是他对古代作家的研究,既看其

全人,又看其全文,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11]。
纵观这次学术演讲,鲁迅还着重联系汉末、魏初

的政治状况、社会生活、时代风尚,详谈文人与药、文
人与酒之关系,指出了当时文士生活特点,以文士心

态为中介,揭示了文人服药、文人饮酒这种现象产生

的文化背景。“鲁迅还运用心理学的方法剖析了正始

名士的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的双重人格和矛盾心态,
进而解释了魏晋风度以叛逆和反抗为指归的精神底

蕴”[12]。所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
文,既是鲁迅魏晋文学观的集中体现,也是鲁迅对魏

晋文士心态和精神风貌的集中阐释,更是其“魏晋风

度”论的鲜明体现,是其魏晋文学批评的奠基之作和

典范代表。在此文,鲁迅第一次以“魏晋风度”来定义

魏晋文人精神的总体风貌,从而确立了魏晋风度的经

典地位,开启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魏晋

文学和士人心态的研究热潮,从而开辟了现代魏晋文

学研究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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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cademicOriginoftheTheoryofWei-JinDemeanor:
FromLiuShipeitoLuXun
ZHANGJunqiang

(FuyangPreschoolEducationCollege,FuyangAnhui236015,China)
Abstract:InthelateQingDynastyandtheearlyRepublicofChina,LiuShipei,startingfromthe

perspectiveofre-affirmingtheliteratureandculturalstatusofWeiandJin,beganwiththechangeofliterary
styleofWeiandJin,andtalkedaboutthepersonalityspiritofthemainscholarsofWeiandJininthe
discussionofthechangeofliterarystyleofHan,WeiandJin,whichinitiatedthelarge-scaleinvestigationof
thespiritofthescholarsofWeiandJin.Ithadanimportantandfar-reachingimpactonthelaterWeiandJin
literatureandideologicalandculturalresearchers.Apartfromofferinganimportantreferenceforlater
generationstostudyWeiandJinliterature,itdirectlyinspiredLuXun’sunderstandingandinterpretationof
WeiandJinDemeanor.LuXundefinedthegeneralstyleofliteratispiritinWeiandJinDynastiesforthefirst
time,thusestablishingtheclassicstatusofWei-JinDemeanorDemea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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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System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CourseBasedonCPM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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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ofManagement,AnhuiUniversity,Hefei230601,China)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problemsexistingintheteachingofhumanresourcemanagement
course,accordingtothecourseknowledgeandabilityobjective,theteachingmodelofhumanresource
managementcourseisconstructedfromthreedimensionsofcontent,processandmethod(CPM ).The
resultsofcomparativestudyshowthattheteachingeffectcanbeobviouslyimprovedbyadoptingtheteaching
methodofall-roundupdatedteachingcontent,wholeprocessinteractiveteachingprocessandpanoramic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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