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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骈文艺术的流变

何祥荣

香港树仁大学 中 文系 ， 中 国 香港 ）

摘 要 南 北朝 是 中 国 骈 文发 展 史 上 的黄 金 时期 。 然 而 过 去 的 骈文 研 究 多 着 眼 于 南 朝或 北 朝 后 期 ， 对

于 北 朝 的前 期
——

北 魏 的 发展 注 意较 少 ， 尚 未深 入 。 就 宏观 而 言 ， 北 魏 骈 文 发 展 可分 为 前 后 两 期 ； 前 期是 北朝

骈 文 的形 成 期 ， 后 期是 演 进 期 。 北 魏 骈文 经 历 了 前 期初 创 的稚嫩 阶段 ， 逐 步 走 向 成 熟 ，促 成 北 朝 后 期 骈 文 的 繁

兴 ， 亦 为 南 北文风 的 融合起 着 重 要 作 用 。 北 魏 骈 文 家
一

方面 吸 收 了 南朝 骈 文 形 式 美 的特 点 ， 在 对偶 的 工 整 、 句

式 的 多 变 、 声律 的 谐协 方 面 ，加 以 学 习 与 实践 ；

一方 面 却 保 留 北 朝 文风 的 独 特色 彩 尤 以 文辞 的 质朴 、 气度 的 贞

刚 雄健 方 面 ， 显 示 其 与 南 方文 风不 同 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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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是中 国 骈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 。 然而 北土 ， 国有大鲜卑 山 ， 因 以为号
”

。 他们世代居处

在过去的骈文研究中 ，人们 较多着 眼于南朝或北朝 漠北 ，过着游牧生活 ，平素 只以木契为记 ，并无文字 。

后期 ，对于北朝 的前期
——北魏的发展注意较少 ， 尚 到 了魏晋 ， 鲜卑拓跋氏势力不断扩张 ， 即使刘琨也不

未深人 。 本文 旨在探讨北魏时期骈文艺术的纵向 流 惜遣使乞师求救 。

“

三年 ，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 ， 以子

变 、 个别重要作家的艺术意蕴 。 就宏观而言 ，北魏骈 遵为质 。帝嘉其意 ，厚报馈之
⋯ ⋯刘琨又遣使乞师救

文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是北朝骈文的形成期 ， 洛阳 ，帝遣步骑二万助 之
”

。 在五胡 十六 国时期 ，

后期是演进期 。 他们要面对大大小小的 连年征 战 ，未能建立安定之

环境 ，提供充足的资源发展文化 。 十六 国 时期 ， 北方
一

、 ：

先后出 现二十多个政权 ，他们大多实行军事统治 ， 进

所谓形成期 ，概指北朝骈文最初发展的时期 ，亦 行经济掠夺 ，致使北方长期陷人无休止的混战之中 。

即北魏前期 。 从公元 年鲜卑新首领拓拔挂于淝 至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 ，

“

始营宫室 ，建宗庙 ，立社

水之战后 ，乘机集合部众于平城称代王开始 ，正式为 稷
”

、

“

定 律 吕 ， 协音 乐
”

、

“

平五权 、 较五量
”

、

“

定 五

北魏的历史揭开序幕 。 年 ， 即晋安帝隆安 二年 度
”

、

“

初令五经群书各置博士 ，增国子太学生员 三千

北魏天兴元年 ） 改 国号为魏 ， 同年改称道武帝 。 直 人
”

，但对推动文学发展的政策却乏善足陈 。

至公元 年 ，孝文帝辞世 以前 ，可称之为北朝骈文 （

一

） 高允 、 常爽

的形成期 ， 即北魏前期 。 综观此期 的骈文创作 ， 除常 北魏前期的代表人物首推高允 。高允位高权重 ，

爽有较工整的对句 以外 ，其余代表作家的作品 均显 既得 到帝王的 赏识 ， 亦受时人推重 。 《魏书 高允

示此期骈文创作仍在较为稚嫩的初创 阶段 ： 骈化程 传 》
：

“

高宗重允 ，常不名之 ，恒呼为令公 ， 令公之号播

度不高 ，骈散夹杂而多散行之气 ，对句欠工稳 ， 文辞 于四远矣 。

”

又云 ：

“

崔公谓余 游雅 ）云 ：

‘

高生丰才博

质朴 。 学 ，

一 代 佳 士 ， 所 乏 者 矫 矫 风 节 矣 。

’

余 亦 然

北魏文化的发展较南朝为慢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 之 。

” °

史称高允
“

敷 陈事 理 ， 申 释是非 ， 辞 义清

故在骈文发展方面 ， 自 然也较南 朝为后 。 据 《魏书 辩 ，音韵高亮 。 明主为之动容 ， 听者无不称善
”

序纪 》 ， 鲜卑拓跋 氏为黄帝后人 ， 即
“

昌 意少子 ，受封 可见高允实有丰 富的才学 ， 有令人动容的艺术感染

收稿 日 期

作者简介 何祥荣 （

—

， 男 ， 中 国香港人 ，香港树仁大学副教授 ，文学博士 ；研究 方向 ：魏晋南北朝 文学 。

DOI :10.16088/j.issn.1001-6597.2014.03.003



力
。
因此 ，

张溥在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中选录北魏作 骈句 ， 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骈文 ，可说是北朝骈文的

家文集 ，亦只录高允及温子升二人 。更重要的是张溥 雏形 ，正好体现北魏初期骈文形成的 面貌 。在其文章

在题辞 中指 出高允对文学发展 的贡献 ，在于对北朝 中 ， 间或有双句对的 出现 ，可说是对北朝骈文创作的

后期 ，
即北齐骈文的 启导与开拓 。其言 曰

：

“

试列之北 开拓 。

朝 文苑 ， 虽 逊步崔 公 ， 而开疆邢魏
，
固 当 日 之 先正 与高允同属北魏前期的骈文家有常爽 。 《魏书

也 。

”

邢即邪邵 ，魏即魏收 ， 皆北齐骈文名 家 。 凡 常 爽传 》称常爽
“

笃志好学 ，博 闻强识 ， 明 习纬候 ， 五

此说明高允在北魏前期的代表意义 。 经 百家多所研综
”

，可见他是
一个好学博闻 的

综观高允现存的文章 ，有两大特点可说明其骈 儒者 。又因世祖西征凉土时
“

归款军门
”

，深得世祖太

文仍属稚嫩 ， 是北朝初期骈文的典型 ：第
一

，文辞质 武帝拓跋焘的嘉许 。常爽鉴于贵游子弟多事戎马 ， 以

朴 第二 骈化程度不高 。 《鹿苑赋 》虽为骈赋体 ，但辞 致不修学问 ，特置馆授徒 教授门徒七百余人 ，使
“

京

采未见精美 。除三数对句较有辞采美感外 ，余者多为 师学业 ，翕然复兴
”

，对推动北魏 的汉化、促进北方外

质朴语句 。 如
“

庶真容之髻髴 ， 耀金 晖之焕焕
”

，

“

茂 族的学术修养及发扬儒家经术 ，作出 了 相当的贡献 。

花树以芬敷 ， 涌醴泉之洋溢
”

，较近南朝绮丽风格 。而 今存常 爽的 文章见于 《全后魏文 》的 只有
一

篇
“

奉请戒以毕 日 ，兼六时而宵月 。何精诚之至到 ， 良九
《六经略注序 》 。此文用颇多对句组成 ，显见为有意识

劫之可越 。 资圣王之远图 ， 岂循常以 明教 。 希缙云之 的骈文创作

上升 ，羡顶生之高蹈 。思离尘以迈俗 ，涉玄门之幽奥 。

仁 义者 ， 人之性也 ； 经典者 ，身 之 文也 ； 皆 以

禅储宫 以正位 ，受太上之尊号 。 既存无而御有 ’亦执
陶 铸 神情 ， 启 悟 耳 目 ，未有 不 由 学 而 能 成 其器 ，

静以鶴⋯⋯
”
一整段均较少雕缕藻彩 。 此外 ，高允

〒 由 习 而 能 利其 业 。 是 故季 路 ， 勇 士 也 ，服道 以

文章骈化程度不髙 ， 则表现在对句欠工稳 ，二则
忠 烈 之概 ； 宁 越 ，庸夫 也 ，讲 艺 以 全 高 尚之节 。

以骈体行文财章为数不多 。 如 《赫赋 》全用单句 ，

盖■ 者 ， 所 目 者林 。 本立 而 道 生 ， 身 文

并 以六 目为主 ’是權賴的關 。糾有少肺工
諫制 。 昔者 王 之 丨 天 也 ， 莫 不 导 以 诗

措对句 ’ 如
“

下宁济于兆 民 ， 上克光 于七 庙
”

， 其 巾
书 ，教 以 礼 乐 ， 移 其风俗 ，和其人 民 。 故恭俭庄敬

‘ ‘

上
’
’

对
“

下
”是方位对 ’

“

兆
”

对
“

七
”

字对 ’

“

民
而 不 烦 者 ， 教 深于 礼 也 ；广 博 易 良 而 不 奢 者 ，教

“

庙
”

是名词 ，亦为实字对实字 。可见高允对对句 已有
料 乐 也 。 温柔 敦厚 而 不 愚 者 ，教深 于诗 也 ， 疏

定的掌握 。但亦有不工之处 ，如
“

眷耆年以广德 ，驮
知 远 而 不 诬者 ，教 深于 书 也 。 洁静 精微 而 不 贼

生生 以延福
， ，

，其中
“

耆年
，，

对
“

生生
”

显然是不能成
者 ， 教深 于 易 也

’
属辞 比 事 而 不 乱 者 ， 教 深于 春

对的 。 这又见出其粗略 、 不够成熟之处 。 其次 ，今存 “
狄也

。

二 巾 ’ 胃力±
此文 不但对句颇 为工整 且句型 多变 ， 行文畅

形式 ’其余皆 ！ 散体为± ’ 胃杂 部分
达 ，说理透辟 ，是 篇整练可观的骈文 。 较为工整 的

全赚体 。

、
对句如 ：

線 ■
“

畴神情 ， 启 悟耳 目 。

” “

陶铸
”

对
“

启 悟
”

为

动词相对
“

神情
”

对
‘‘

耳 目
”

是名词相对 ，也是半实对
篇 名 ■■

全实
上天文灾异八篇表

°

承诏议兴学 校表

谏文成帝起宫室
名词 ；

“

道
”

对
“

德
”

是名词 广生
”

对
“

备
”

是动词 。

谏文成帝不 厘改风俗

“

仁义者 ，人之性也 ；经典者 ，身之文也 。

”“

仁

答宗钦书 义
”

对 经典
”

是名词 ，

“

人
”

对
“

身
”

，

“

性
”

对
“

文
”

也

筮论 是名 词对 。

塞上公亭诗序 常爽又喜用排偶句以助说 明六经的功用 ：

“

故恭

征士颂并序 俭庄敬而不烦者 ，教深于礼也 广博易 良而不奢者 ，

酒训 教深于乐也 ； 温柔敦厚而不愚者 ，教深于诗也 ；疏通

文 知远而不诬者 ，教深于书也 ；洁静精微而不贼者 ，教

可见 ，高允大部分文章均以散体为主 ，杂以少数 深于易也 ，属辞 比事而不乱者 ，教深于春秋也 。

”

这种



整炼的排句 ，在 《文心雕龙 》也颇常见 。然常爽生处于 啾
”

，显然转化 自 《离骚 〉

“

驾八龙之蜿蜿兮 ，载 云旗

拓跋焘年间 ，正值刘宋初期 ， 时序较刘勰为早 。 之委蛇
”

、

“

扬云霓之晻蔼兮 ，鸣玉鸾之啾啾
”

。 无论

二 孝文帝 、李彪 其立意 、 情调 、用语均可谓师法 《楚辞 》 与其说是受

北魏太和时期原为史书所称颂的文风新变的时 南朝精美文风的影响 ，不如说是直接从《楚辞 》吸取

代 。 《北史 》云 ：

“

及太和在运 ，锐情文学 ， 固 以颉颃汉 养分更为恰当 。 类似之例不胜枚举 。

彻 ，跨蹑曹丕 ；气韵高远 ，艳藻独构 ， 衣冠仰止 ，咸慕 与孝文帝同期的作家还有李彪 。据《全后魏文 》

新风 。 律调颇殊 ，曲度遂改 。

”

孝文帝是太和时 李彪之名 为孝文帝 所赐 ，特蒙 恩宠 ， 而卒于景 明二

期的代表人物 ， 曾写作大量诏诰 、 书信及祭文 。 孝文 年 ，可见其生活多在太和 年间 ， 及后人于宣武帝时 。

帝在政治上锐意改革 ，厉行汉化 ， 但在文学上仍较为 李彪的 文章风貌与孝文帝相若 。其文虽杂 以骈句 ，然

保守 。 其 《令官 民各上便宜诏 》以为劝谏的文字应该 统观今存于 《全后魏文 》之四篇文章 ， 只能说是骈散
“

务令辞无烦华 ，理从简实
”

， 对于繁采雕缛 的文辞 夹杂 ，甚至是以散体为主而杂以 少量对句 。 如 《表上

似乎不太欣赏 。 纵观孝文帝现存于《全后魏文 》的文 封事七条 》只有篇首前半部分有用排偶之句 ，其余绝

章 ，该论似乎与事实不皮相符 。 有 骈文论者引 用其 大部分的篇幅均为散行 。 如 ：

《令官民 各上便宜诏 》
一文 ， 以为堪称孝文帝 的代表 今 四 人 豪 富 之家 ， 习 华 既 深 ， 敦 朴 情 浅 ， 夫

作 。 但若把此文 的对句逐一考察 ，即 可发现 ，此文殊 识俭 素 之易 长 ， 而行 奢靡之难久 。 壮 制 第 宅 ，美

乏辞采之美 ，更遑论雕饰 。 饰 车 马 ， 仆妾 衣 绫 绮 ，土木被 文 銨绣 ， 僭度违衷

〉 帝 业 至 重 ， 非 广 询 无 以 致 治 ；
王务 至 繁 ， 非 博 者 众矣 。 古 先哲 王 之为 制 也 ，

自 天子 以 至 公卿 ，

采 无 以 兴功 下及 抱 关 击 柝 ， 其 宫 室 车服 ， 各有差 品 ， 小 不 得

虚 己 以 求过 ， 明 恕 以 思咎 踰大 ， 贱 不 得踰 贵 。 夫 然 ， 故上 下 序 而 人 志 定

谏鼓 置 于尧世 ，谤木立 于舜庭
⋯⋯

耳 目 四达 ，庶 类咸 熙 在这段文字中 ，欲摘其中对句 ， 不过三 四 。 自 此段而

承 累 圣之 洪基 ， 属 千 载 之 昌 运 后 ，直至篇末 ，对句亦复寥寥 。 可见 ，李彪的文章实以

思 言者 莫 由 申 请 ，求谏者 无 因 自 达 散行为主 ，并未有意识地纯用骈体写作 。有论者竟举

上 明 不周 ， 下 情壅 塞 此文以 谓其文骈化程度较高 ，实非确论。 其《求复修

百辟 卿 士 ，工 商 吏 民 国史表 》及《五德议 》同样表现 出骈散夹杂的特点 。两

辞 无 烦 华 ， 理从 简实 者皆可谓先骈后散 文章的前半部分以骈体为主 ，后

骈文的 藻彩往往包含色彩 、形态 、数量 、 比拟 、摹状等 半部分以散行为主 。 《表上封事七条 》运用较多排句 ，

方式 ，质诸上列九句 ， 却不见其 中一种 ，更欠缺南朝 但有欠工稳 ，如 ：

骈文惯用 的金玉龙凤 、风花雪月 的雕饰 故焉得云辞 立 圆 丘 以 昭 孝 ， 则 百 神 不 乏飨 矣 ；

采雅丽 ？ 另
一

篇较有骈文风范的文章 《报卢渊议亲 举贤 才 以 酬谘 ， 则 多 士 盈 朝 矣

伐江南诏 》同 以质朴之辞为多 。 此外 ，孝文帝的文章 （ 下联较 上联少 一 字 ）

骈化程度仍未算深 ，除 《令官民各上便宜诏 》 、 《为里 开 至 诚 以 轨物 ， 则 朝 无佞 人 矣 ；

党法诏 》 、 《报卢渊议亲伐江南诏 》 、 《 吊殷 比干墓文 》 敦 六 顺 以教人 ， 则 四 门 无 凶 人矣

外 ，其余多是散体或散体之中夹杂对句 ，可见其骈文 （下联较 上联 多
一

字 ）

创作的意识仍未深厚 ，创作成就亦未见突 出 。 《 吊殷 制冠 服 以 明 秩 ， 则 典式 复彰 矣 ；

比干墓文 》被誉为孝文帝骈文的另
一

篇代表作 。孝文 作雅 乐 以 协人伦 ， 则 人神 交庆 矣

帝此文的序文是 以散体为主 ，杂 以 四句骈句 的骈散 （ 下联较上 联 多 一 字 ）

夹杂之文 ；正文则为骈散夹杂 ， 句中加
“

兮
”

字 的骚 其对句运用实有欠工稳 ， 可见其骈偶运用仍在稚嫩

体 。 无论骈化的程度与辞藻的运用均有深刻 的楚骚 的阶段 。 《 五德议 》是较有骈文气息的
一

篇 。 除对偶

痕迹 。 句子如
“

咨尧舜之耿介兮 ，何桀纣之猖败
”

， 转 工切 、 引用事典恰当外 ，亦较能用骈体流露文气 。 佳

化 自离骚
“

彼尧舜之耿介兮 ，既遵道而得路 。 何桀纣 句如
“

排虐蠃以 比共工 ，蔑暴项而 同 吴广 。近蠲谬伪 ，

之昌被兮 ，夫唯快捷方式以窘步
”

。又如
“

引雄虹而登 远 即神正 。 若此之明 也 。 宁使白蛇徒斩 ，雕云空结

峻兮 ，扬云旗 以轩游 。 跃八龙之蜿蜿兮 振玉鸾之啾 哉 ！

”

可谓属对工整 ，

一

气直下 。



—

孝庄帝的继位 ， 原得到尔朱荣的拥立 ，北魏众多动乱

肝 亦倚重絲細 力 量 。 尔朱雜为契胡首

从宣武帝元恪景 明元年即公元 年 ， 下至公 长 ，过着游牧生活 ，善骑射 ，在 山西北部不断扩张势

元 年 ， 高欢立孝静帝 ，并迁都邺城 ，建立东魏 ，结 力后 ， 占据晋阳 ， 成为北方一大军事势力 。 公元

束 了北魏历史为止 ，可称之为北魏后期 ，即北朝骈文 年 ，尔朱荣进兵洛 阳 ，立元子攸为孝庄帝 ，执胡太后

演进期 。伴随政治社会的动乱 与剧变 ，北魏后期的骈 及元钊沉 之于河朔 ， 又杀戮王公 卿 士 ， 史称河 朔之

文亦有较多雄健真切 的作 品 ，体现出 北朝骈文辞义 变 。 元子攸不甘当傀儡 ，遂联络贵族 、朝臣 于 年

贞 刚的本色 。此期骈文对句较前工稳 自 然 ，骈化程度 乘尔朱荣人宫朝见之际伏兵杀之 。 荣弟尔朱兆起兵

亦较前期为深 ， 有较多的骈俪气息 ，并建立 自 身的艺 复仇 ，攻陷洛 阳 ，杀孝庄帝 ，立元恭为节闵帝 。孝庄帝

术风格 故可称之为北朝骈文的演进期 。 与尔朱 氏均 曾互相利用 ，最后却两败俱伤 故终孝庄

北魏前期 ， 由于胡 汉分治 ，汉族及非拓跋部的人 帝一生 ， 可谓悲剧 。 《尔朱荣进位太师诏 》
一文篇幅不

民往往受到压迫 ，加 以 经济发展缓慢萧条 ，因而引发 算长 ， 但大部分 由 骈 句贯 串 而成 ， 共用骈句二十六

不少 民 间起义 。 如 年 ， 卢水胡盖吴起义 ，规模盛 对 ，其中更有两对复句作对 ，反映其时骈文的进化与

大 。 北魏需征集敕勒兵才能将之打败 。 面对这种统 逐步迈向 成熟 ：

治不稳的局面 ，孝文帝不得不作出 改革 ，甚至推行汉 我 皇 魏 道契 神 元 ，德 光 灵 范 。 源 先 二象 ， 化

化政策 。 孝文帝虽没有积极而具体的实施推动文学 穆 三 才 。 玉 历 与 日 月 惟休 ， 金 鼎 共乾 坤俱 永 。 而

的策略 但至少选择了迁都洛阳 ，从一个鲜卑拓跋贵 正光 之末 ， 皇 运 时 屯 。 百揆咸 乱 ，九 宫 失 叙 。 朝

族的根据地平城 ，迁移至文化底蕴深厚 、具汉族文化 野抚膺 ， 士 女 嗟 怨 。 遂使 四 海土 崩 ， 九 区 瓦 解 。 逆

传统的洛阳 ， 大大地改善了发展文学的环境与条件 。 贼杜 周 ， 虔刘 燕 代 ； 妖 寇 葛 荣 ，假噬 魏赵 。 常 山 、

因此 ，李延寿于《北史 文苑传 》中指 出 ：

“

太和 、 天保 易 水 ， 戎 鼓夜惊 ； 冰 井 、 丛 台 ， 胡 尘昼合 。 朔 南久

年之 间 ，洛 阳 、江左 ， 文雅尤盛 。

”

可见 ，孝文帝时期 ， 巳 丘墟 ， 河北 殆成 灰烬 。 宗庙 怀 匪 安之 虑 ，社 稷

文学的发展是较前迈进及提升的 。 这也为北魏后期 急不 测 之 忧 。 大丞 相 、
太 原 王 荣 ，道镜 域 中 ，德 光

骈文的演进 ，提供了稳固 的基础 。 区 外
。
神 昭 藏 往 ， 思 实 知来 。 义踵 先勋 ， 忠 资曩

另一方面 ，孝文帝虽然努力作 出 多方面的改革 ， 烈 。

但仍挽救不 了北魏走向衰亡 。孝文帝死后 ，北魏政治 此文颇能体现北朝文风的特质 ，全文辞义贞 刚 ，未见

日 趋腐败 ， 民怨不断加深 。 如宣武帝元恪统治期 间 ， 有瑰丽辞藻 ，却以朴质之辞 ，流露大义凛然 的雄健之

见之于记载的起义有十次 ；孝明 帝正光年间 ， 有大规 气 。 起句
“

我皇魏道契神元 ，德光灵范 。 源先二象 ，化

模的六镇起义 ；孝明帝孝昌 年间有杜洛周 、葛荣的河 穆三才 。 玉历与 日 月惟休 ，金鼎共乾坤俱永
”

以较工

北大起义 正光年间发生关陇起义 ；孝庄帝永安年间 稳的骈句道出北魏政权的威武气象 ， 已有惊人气力 。

则有邢杲为首的 山东起义等 ，均严重地动摇 了北魏 继而转述 明帝正光 以后的衰乱之象
“

百揆咸乱 ，九

的统治 ，使之走 向衰亡 。 时代的动乱 ，却为北魏骈文 宫失叙 。 朝野抚膺 ，士女嗟怨 ，遂使四海土崩 ，九区瓦

创作提供了可歌可泣的素 材 ， 凸 显北朝骈文辞义贞 解 。

”

并指出杜洛周 、葛荣的大动乱 ：

“

逆贼杜周 ，虔刘

刚 、雄深雅健的艺术特点 。如此期孝庄帝元子攸几篇 燕代 妖寇葛荣 ，假噬魏赵 。

”

造成社会残破 ， 民生凋

较有成就的骈文 ，便是以尔朱荣的动乱为主题 ，并能 敝
， 接着赞颂尔朱荣讨平祸乱的 巨大功绩 ， 多用 比

充分流露大义凜然的雄健之气 。 这也是北魏后期有 拟 ，甚具气魄
“

熊罴竞逐 ， 虎豹争先 。轩翥南溟 ，抟风

别于前期的地方 。 北极 。 气震林原 ，势动北岳 。

”

用熊罴虎豹的竞逐 ， 比

一 孝庄帝元子攸 喻战场上的杀戮 ，极为恰切 。 又借用庄子《逍遥游 》的

今存于 《全后魏文 》的孝庄帝元子攸文章共 大鹏鸟飞翔于南溟与北极的气魄 ，增进文章 的气势 ，

篇 。其文章并非全用骈体 ，但就其 中成就较高 的篇章 使林原 、 山岳均为之震动 。 此外 ，更巧妙地活用典故

观之 可见其骈文有相 当的造诣 。 代表作如 《 尔朱荣
“

秦晋闻声而丧胆 ， 齐莒侧听而慑息
”

，说明尔朱氏 的

进位太师诏 》及《 以尔朱荣为天柱大将军诏 》 ，此二篇 强大声势 ， 即使秦晋等强国也为之慑服 。其功绩可谓

在骈化程度上 ，均较北魏前期的作者为深 ，具见骈文 凌天盖地 ，震古烁今 ：

“

道格普天 仁沾率土 。 振古 以

应有风范 。孝庄帝一生纠缠于与尔朱荣的关系之中 。 来 ，未有其 比 。

”

总括而言 ，此文以质实之辞 ， 表贞 刚



之气 ， 以工稳的对句 、贴切的 典故 、 生动 的比喻 ， 表达 当锐 ，强壮居后 以安身 。兼复器械不精 ，进止不集 。 任

出雄深雅健的北朝骈文本色 ， 辞义畅达 ，潜气流转 自 羊质之将 ，驱不练之兵 ；当负 险之众 ，敌数战之虏 ， 欲

然 ，是北魏后期骈文的杰作 ，对 比前期骈散夹杂 的风 令不败 ， 岂有得哉 ？
”

再加上
“

便谓官号未满 ， 重爵

貌 ，实有长足的进步 。 屡加 ； 复疑赏赍之轻 ， 金 帛 日 赐 。 帑藏空 虚 ， 民 财殚

二 ） 孝武帝 、路思令 尽 。致使贼徒更赠 ，胆气益盛
”

，认为政策失误是 国家

稍后于孝庄帝而值得称道 的有孝武帝 。 其成就 致败和积弱 的原 因 。 末后献 出个人的救国大计 ：

“

今

虽不及孝庄帝 ，然其骈文亦颇具贞 刚气息 。孝武帝文 若舍上所轻 ，求下得重 。 黜陟幽 明 ， 赏罚 善恶 。 搜徒

章今存于 《全后魏文 》中共 篇 ，其中多为散文 。 骈 简卒 ， 练兵习武 。 甲 密弩强 ， 弓调矢劲 。 谋夫既设 ，辨

文则有 《 即位改元诏 》及《南征诏 》两篇 。
《即位改元 士先陈 ， 晓 以安危 ，示 其祸福 。

”

道 出 富 国强兵 的谋

诏 》从篇首至篇末均骈散夹杂 。对句运用的密度虽不 略 ，甚为 明晰 。 最后更流露充沛的气魄
“

如其不悛 ，

及孝庄帝 ，但也体现北朝骈文的气质 。

“

否泰相 沿 废 以我义顺之师 ，讨兹悖逆之竖 。 岂异厉萧斧而伐朝

兴互有 玄天无所隐 ，精灵弗能谕 。大魏统干 ，德渐区 菌 ，鼓洪炉而燎毛发 ？ 虽愚者知其不旋踵矣 。

”

因此 ，

宇 。牢笼九服 ，旁礴三光 。

”

起首即能表露出北魏的威 此文亦以简健朴质的文辞 ，展现刚贞之气 ，宜为北魏

势 。 但经历太和以后 的动乱 ， 今巳
“

礼乐崩沦 ， 宪章 后期 的代表作之一 。

漂没 。 赫赫宗周 ，剪为戎寇 。 肃肃清庙 ，将成茂草
”

， （三 ） 袁翻 、李谐

皆 因胡 羯
“

竞 其吞 噬之意 ，不识醉饱 之心
”

。 如今得 路思令之外 ，还有袁翻的骈文有可观之处 。今存

到大丞相渤海王
“

爰举义旗 ，志雪 国耻 。 故广 阿之 袁 翻最 出色的作 品有 《思归赋 》 ，亦为北魏骈文 中少

军 ，貔虎夺气 。 邺下之师 ，金汤失险 。 近者四胡相率 ， 数情景相生的 出 色作 品 。袁翻从太和末年开始 ， 即开

实繁有徒 ，驱天下之兵 ， 尽华戎之锐
”

， 终能使
“

社稷 始其仕宦生涯 ，至孝庄帝建义初年遇害 ，故为北魏后

危而复安 ，洪基毁而还构
”

。 故文章后半段以 骈句 刻 期人物 。纵观整 篇 《思归赋 》 ，虽有对偶不工的毛病出

划拨乱反正之功 ， 流露义烈 刚勇 之气 ， 不失雄深雅健 现 ，但总体来说 ，大部分篇 幅均用骈体形式写作 ，骈

本色 。
《南征诏 》起首亦以气胜

“

大魏得一居宸 ，乘六 化度较高 。文中 出现 回文对 ：

“

月 逢霞而未皎 ，霞值月

驭宇 。考风云之所会 ，宅 日 月 之所中 。

”
以两句对句 突 而成阴 。

”

显示其时骈文在修辞方面的进步 。 文章以

显北魏王朝 的气 魄 。 又忆述世祖太武帝拓跋焘的威 景人情 ，行文颇有条理 。 写景之句 ，秀丽工巧 ， 如
“

错

武事功 ：

“

世祖太武皇帝 ，握金镜以照耀 ，击玉鼓 以铿 翻花而似绣 ， 网 游丝其如织 。 蝶两戏以相追 ，燕双飞

锵 。 神武之所牢宠 ，威风之所轹 ，莫不云彻雾卷 ， 瓦解 而鼓翼
”

。 风格更近南朝 的工笔雕缕 ，透露南北文风

冰消 。

”

以骈语
一

气直下 ，凜凛之气 透彻心魄 。 最后 融合的 痕迹 。 又用 白描之句 ，刻划 山川 的开阔境界 ，

表露心迹 ：

“

自非五牛警旆 ，七萃案部 。何 以复文武之 自 然而清新
“

北眺羊肠诘屈 ，南望龙 门嵯哦 。坛千重

旧业 ，拯涂炭于遗黎 。 朕将亲总六军 径临彭 汴 。

一 以耸翠 ，横万里而扬波 。

”

充分摹画 出北％辽 阔茫然

劳永逸 ，庶保无疆 。

”

道出 大济苍生 的宏愿 ，并不惜御 的绝景 ，却又体现出北朝文的本色 。 他又从空茫的景

驾 亲征 ， 以安定社稷 ， 同以骈偶表露其 向上奋发的 昂 象中道 出忧思的无尽 ：

“

心郁郁兮徒伤 思摇摇兮空

扬精神 ， 简朴而刚健 。 满 。

”

忧思何来 ？接着和盘托出 ：

“

行复行兮川 之畔 ，望

北魏后期还有路思令的骈文可堪称道 。 终其
一 复望兮望夫君 。 君之门兮九重 ，余之别兮千 里分 。

”

生的活动 ，贯穿 自 孝文帝太和 以后 ，至东魏孝静帝天 仿效 《离骚 》寻觅帝阍之 门 ，喻思君之意 ，情深语切 。

平三年卒 故
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北魏后期 。路思令 故全文 以景衬情 ，抒襟述怀 ，依然流畅 自 然 ，文质兼

的 代表作有 《 陈兵事疏 》 ，亦 为现今仅存 于 《 全后魏 美 。

文 》的一篇 。 此文过半 的篇幅运用对句 ，骈化程度较 北魏后期 以骈文见称者还有李谐 。史称李谐
“

风

前期骈文为高 ，其中 六句较为工稳的复句对 ， 如
“

三 流闲润 ，博学有 文辩 ， 当时才俊 咸相钦赏 。 受父前爵

代不必别民 ，取治不等 ； 五霸不必异兵 ，各能克定
”

， 彭城侯
”

。 孝静帝初年曾 出使南朝 ，更与萧衍对
“

汤武之 贤 ，犹须伊望 之佐 ； 尧舜 之圣 ， 尚 有稷 契之 答而无惧色 ， 尽显雄辩之才 ， 而为萧衍赞 赏 ，堪称北

辅
”

，可算工丽 自 然 。此外 ，此文说理透辟 ， 分析精 当 ， 魏才彦 。 今存其代表作 《述身赋 》 。 此赋写于元颢人

表达明 晰 ， 配合骈偶的气势 ，显得更有说服力 。 文章 洛后 ，

“

颢败 ， 除名 ，乃 为 《述身赋 》

”

。 《述身赋 》

后半段指出 国家治道方面的弊端 ：

“

乃令羸弱 在前以 为长篇骈赋 按其文义与层次 ，约可分为 段落 。 全



篇绝大部分篇幅均用对句组成 ，骈化程度甚高 ， 已 为 子 。

有意识的骈文创作 。 此文作为北魏后期 的赋篇 ，可谓

别具意义 。 第
一

，此文颇能体现南北 文风融合的 痕
二 、 胃

迹 。 在 回忆闲适生活时 ，运用较多绮藻
“

山隐势于复 综言之 ，北魏骈文经历 了前期初创的稚嫩阶段 ，

石 ，水 回流于激沙 。树先春而动色 ，草迎岁 而发花 。座 逐步走 向成熟 ，促成北朝后期骈文的繁兴 ，亦为南北

有清谈之客 ， 门交好事之车 。 或林嬉于夜月 ，或水宴 文风的融合起着重要作用 。 北魏骈文家一方面吸收

于景斜 。 肆雕章之腴 旨 ，咀文艺之英华 。 羞绿芰 与丹 了南朝骈文形式美的特点 ，在对偶 的工整 、句式 的多

藕 荐朱李及甘瓜 。

”

其中
“

肆雕章之腴 旨 ，咀文艺之 变 、声律的谐协方面 ，加 以学 习 与 实践 ；

一

方面却保

英华
”

具有文章雕缕的气息 广绿芰
”

与
“

丹藕
”

为色 留北朝文风的独特色彩 ，尤 以文辞的质朴 、气度 的贞

彩 的藻饰 ，下字运意近于梁元帝 《采 莲赋 》 ：

“

红莲兮 刚雄健方面 ， 显示其与南方文风不同 的特色 。

芰荷 ， 紫茎兮文波 。

”

第二 ，另
一

方面却 又流露北朝

悍厉的文风
“

何建武之明杰 ，茂雄姿于天表 。忽灵命 参 考 文 献

之有归 ，藉亲均而争绍 。 师出楚而飙发 ，旆陵江而云

矫 。 辟 阊阖之峥嵘 ， 端冕旒于忆兆 。 神驾逝 以流越 ，
北齐 〉魏收 魏书 北京 ： 中华书局

翠华飙而缭绕 。

”

刻画行军时威武的 情状 ，好 比天门 明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上海 ：
上 海古籍 出

崇高壮伟 ，比喻恰切 ，气势凌云 。可见 ，其文实已糅合
版社 ’

南北的文风 ，成为北朝 骈文演进期 中鲜 明 的代表例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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