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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原 的 心 灵 发 展 及 其 文 化 背 景

巩 本 栋

研 读 《离 骚 》 ,

我 们 都 会发现 其 思 想 艺

术 上有 一 个 十 分显 著 的 特 点
,

即 诗 的 前 半 眷

念追 悔
,

悲 愤 怨 磋
,

萦 回 复沓
,

势 不得 隐
,

流 露 出一 种 深广 的 忧 患 意 识 和 沉郁 怨 愤 的 情

怀 意 绪
,

真实 地 揭 示 出诗 人 当 日 的 楚 国 社 会

现 实
,

具有 深 刻 的 现实 主义 创 作 倾 向
。

而诗

的 后 半结 想宏 富
,

场 面 阔 大
,

意 象瑰 玮
,

强

烈 地 反 映 了 诗 人 对 自 己 政 治 理 想 的 执 着 追

求
,

体现 出 诗 人卓 异 不凡 的 气质 和 才 情
,

突

出 地 展示 了 奇特 绚烂 的 楚 文 化 艺 术特 征
,

更

多地 表 现 出 积 极 浪 漫 主 义 的 创 作特 色
。

促 成

这 一 变 化的 原 因 在 哪里 呢 ? 我 们 认为
,

这 就

在 “ 退 将 复 修 吾 初 服 ” 与 “就 重 华 而 陈 词 ”

之 中
。

通 过 退 修 初 服 与 陈 词 重 华这 两 条 途

径
,

诗 人 摆 脱 了哀 怨 苦 闷
、

徘 徊 犹 疑 的 心 理

困 境
,

继 续 奋 然 前 行
,

上 下求 索
,

从而 给 全

诗 的 思 想 艺 术带 来 了 重 大转 变
。

,

首 先
,

是 退修 初 服 给 了 诗 人 摆 脱心 理 困

境 的 力 量
。

诗 人 出 身楚 国 贵 族
,

祖 先 曾 任 要

职
,

易于 使诗人 心 理 上产 生 一 种 优越 感
、

自

豪 感 ; 诗 人 自己 “ 既 有 此 内美 兮
,

又 重之 以

修 能 ” ,

( 即 《史 记
·

屈原 贾生 列传 》 所 谓

“博 闻 强 志
,

明 于 治 乱
,

娴 于 辞 令 ” ) 使

诗人 有 自洁
、

自信之 感 ; 加 之 当 日所 处 的 楚

国
,

虽 不 免 已 内里 空 虚
,

但 毕 竟 还 算强 大
,

楚 怀 王 也 曾 信 任 贤 能
,

诗人 才 得 以 官 至 左

徒
,

能 够 “入 则 与王 图议 国 事
,

以 出号 令多

出 则 接遇 宾 客
,

应 对诸 侯
,

王 甚 任之 ” ,

[lj

这 更 使 诗人 内心 增 添 了 欲 有为 于 国 的 无 限 信

心 和 力 量
。

然 而
,

这 一 切 优越 之 感
、

宏 伟之

愿
、

自信之 心
,

在 “ 谗人 间 之 ” 、 “ 王 怒 而

疏 屈 平 ” 的 情 况 下 一 旦 毁 灭
,

昔 日 的 优 越

感
、

自信心 与热 望
,

迅速转 化为 失落感
、

惶

恐 与失 望
,

犹 疑
、

徘 徊
,

形 成 了 彼 时 彼 地 诗

人 的 心理 境 况
。

但 同 时
,

也正 是 这 种 处 境
,

退 着 诗 人 不 能不 回 首 瞻 顾 自 己所走 过 的 道

路
,

检 查 自己 以 往 的 言 行
,

思 忖和 正 视 严 酷

的 社 会现实 , 使 诗 人 比 以 往 任 何 时 候 都 更 渴

求 理 解
、

支 持
,

更 期 望 得 到 心 理 上 的 抚慰
、

肯 定 和 补偿
。

于 是
,

失路 仿 徨 的 诗 人 写 道
: “进 不 入

以 离 尤兮
,

退 将 复修 吾初 服 ” ,

并 进 而对 自 己

的 “ 退修 ” 作 了 一 番 象 征 性 的 描 绘
: “ 制 艾

荷 以 为衣 兮
,

集芙 蓉 以 为 裳” , “ 高 余 冠 之

岌 岌 兮
,

长余 佩 之 陆 离 ” 。

这 样
,

经 过 一 番

认 真 的 “ 退 修 ” ,

诗 人 的 心境 已 逐 渐发 生 转

变
。

比 如
,

诗 人 说
: “ 不 吾 知 其 亦 已 兮

,

苟

余 情 其 信 芳
。 ” 这 显 然 已 是痛 定 思 痛 之 后 的

自解
、

自慰
,

其 情 感 决绝
, 已 不 同 于 前 之

“ 苟 余 情 其 信 垮 以 练 要 兮
,

长濒 颇 亦 何

伤 ” 。

而 “ 芳 与 泽 其 杂揉 兮
,

叩 昭 质 其 犹 未

亏 ” 一 句
,

则是 诗 人 从 “ 退 修 ” 中再 次感 到

遭 忧被 疏 的 责 任 并不在 自 己
,

诗 人 问 心 无

愧
,

而且
,

既 然是 “唯 昭 质 其 犹 未亏 ” ,

那

就 理 所 当然 地 应 为所 用
,

能 为所 用
,

这 也 就

是 后 半 部 分诗 中 “ 苟 中 情 其 好 修 兮
,

又 何 必

用 夫 行 媒 ” 的 意 思
。

由此 可 见
,

此 时 的 诗 人

内心 重 又 充满 了 自信
,

充 满了 希 望
。

所 以
,

诗 人也 才 写 出 了 “ 忽反 顾 以 游 目兮
,

将 往 观

乎 四 荒 ” 的 诗 句
。

王 逸 注 日
: “ 言 己 欲 进忠



信
,

以 辅事君
,

而不 见省
,

故 忽 然 反 顾 而

去
,

将 遂 游 目 往 观 四 荒 之 外
,

以 求 贤君

也
。 ” 王 夫 之 亦 曾 指 出

: “ 忠 贞 之 士
,

处 无

可 如何 之 世
,

置 心 澹定
,

以 隐 伏 自处
,

而 一

念 忽 从 中起
,

思 古 悲 今
,

孤 愤不能 自已 ,

固

非 柴 桑 独 酌
、

王 官 三 休 之 所 能 知 类 若 此

夫
。 ” 〔” 这 一 变 化 正 兆 示 着 诗 人 将仄优 怨

仿 徨 的心 理 困 境 中解脱 出来
,

恢 复 自信
,

继

续 坚持 自己 的 理 想 并 为 之 不 懈 奋 斗
,

尽 管接

着 诗 人 又 写 到女 要 “ 申申其 誉 予 ” ,

但他 已

决 不 会为其 所 动 了
。

退修 初 服 是 诗 人 心理 转变 的 一 大 关键
,

但 仅 仅 是 “ 退 修 ” ,

仅 仅 是 情 感上 的 自我 审

视
、

肯定和 抚 慰
,

还 不 足 以 使 诗 人 最 终 摆脱

心 理 困 境
,

他要 进 而 作 理 性 的
J

恩索
,

从 思 想

上 求 证
,

即 “ 依 前圣 以 节 中 ” ,

以 “得 此 中

正 ” 。

这就 是 要 以 前代 君 臣 的 遇 合 成 败
,

国

家 治 乱 的 史实
,

来 检 验和 评 价 自己 的 志 行
,

比 照 楚 国 的政 治 现实
,

同 时 也 含有 司 马迁 所

说 “ 上 称 帝 髻
,

下 道齐 桓
,

中述 汤 武
,

以 刺

世 事” [ 3 1 的 意 思
,

其 途 径 便 是 “ 就 重 华而

陈 词 ” 。

在这 段慷慨 的 陈 词 中
,

诗 人 历 数 夏 殷 两

代 君 臣 逸豫 淫 乱
,

倒 行逆 施
,

自找 自灭 的 乱

行
,

称 举 禹 汤文 武遵 循 法度
,

举 贤授能
,

国

家 强 盛 的 治 绩
。

褒 贬 分 明
,

对 比 强 烈
,

情感

愤 激
。

于 是
,

诗 人 得 出了 这 样 的 结论
: “ 瞻

前 而 顾 后 兮
,

相 观 民 之 计 极
,

夫孰 非 义 而 可

用 兮
,

孰非 善而 可 服? ” 显 然
,

此 时 诗 人 的

情 感已 经 超越 对 楚王 的 怨 暖
、

斥 责
,

他是 在

对 整 个 楚国 的黑 暗 现 实进 行理 性 的 批 判
,

对

自 己所 处 的 那 个 时 代不满
、

不 平
,

同 时 也 是

对 自己 所追 求 的 “ 美政 ” 的再 评 价
、

再肯

定
。

至 此
,

诗 人 那 颗 伟大 而 寂寞 的 心 灵
,

终

于 跨 越 了 时 空 界 限
,

在 “ 唯 义 为 可 用
,

唯

善为 可行 ” [ 毛 ] 的 历史 规 律 上
,

与前修 契 合

了
。

这样
,

诗 人 虽 然 仍 “ 曾欧 歇余 郁 邑 兮
,

哀 联 时之 不 当 ” ,

但 心 里 毕 竟 已 “ 得 此 中

正 ” 了
,

而这 正 意 味着 诗 人最 终从优 怨
、

郁

抑
、

仿 徨 的 心 理 困 境 中摆脱 出来
,

在 更高 的

情 感 层 次 上
,

即 在 超现 实 的 想 象 中
,

继续 进

行 自己 的 伟大 政 治 追求
。

所 以 我 们 说
,

退修 初 服 固 然 是 诗 人 在
“ 进 不 入 以 离 尤 ” 的 情境 下 所做 出 的抉 择

,

是 迫 不 得 已 之 举
,

但 通 过 退 修 初服
,

诗 人 心

中失 落 了 的 东 西得 到 了补 偿
,

自我价 值再 次

得 到 认可
,

政 治 理 想 也 更 明 确 坚 定 , 同样
,

陈 词 重 华 固 然 是 诗 人 “ 不 周 于 今 之 人 ” 而 不

得 不 从 前修 那 里 汲 取 力量
、

寻 求支 持 的心 理

途径
,

是 诗 人 命运 的 悲 剧
,

但 经过 这 番痛 切

的 陈 词
,

诗 人 “ 耿 然 自觉
,

吾 心 已 得 此 中正

之 道
,

上 与 天 通
,

无所 间 隔
。 ” ts1 “ 无 往

不 自得 ” 了
,

从 而 在
沪

心理上 终于 完成 了 由

优 怨
、

抑 郁
、

仿 徨 向坚 定 自信
、

明 朗宏 阔 的

转变
。

这 时
,

诗 人 情 感 随 之 升 华
。

他 的 内心

重 又 充满 了 对 所 抱 政 治 理 想 的 自信和 实 现 理

想 的 希 望
,

由 于 这 种 希 望 在 诗 人 心中 凝 聚
、

积 淀 已 久
,

受 到 楚 国 黑 暗 势力 的 压 迫而 难 以

在 现 实 中实 现
,

所 以
,

一 当 它再 次充 溢 于 诗

人 心 中
,

也 就 较前 更为 强 烈
、

执 着 和 积 极
。

诗 人 在 这 种 强 烈 情 感 的 驱 使 下
,

在 明 朗 宏 阔

的 心 境 中
,

进 一 步 激 发 出 丰富 的 想 象力和 卓

越 的 艺 术创 造 力
,

原 先所使 用 的 艺 术 手法 和

形 式 已 不 足 以 表现 和 容纳
,

在 “ 路 漫 漫 其修

远 兮
,

吾 将 上 下 而 求 索 ” 的 心 灵 远征 中
,

诗 人

把最 为 生 动 鲜艳
,

只 有在 原 始 神话 中才能 出

现 的 那 种 无 羁 而 多 义 的 浪 漫 想 象
,

与 最 为 炽

热 深沉
,

只 有 在 理 性 觉 醒 时 刻才 能 有 的 个体
人 格 和 情 操

,

最 完 满 地 溶 化 成 了有 机 整 体
。

由是
,

它开 创 了 中 国 抒 情 诗 的 真正 光 辉 的 起

点和 无 可 比 拟 的典 范
。

从 而 也 就 构成 了 全 诗

思 想艺 术 上 的 前后 变 化
。

值 得 进 一步 探 讨 的 是
,

在 屈 原心 灵 发 展

转 变 的 过程 中
,

他 何 以 会 选 择 退修 初 服和 陈

词 重华 这 两 条途径
,

这 种 选 择何 以 会给 屈 原
如 此 巨大 的 精神力 量 ? 屈 原这 种选 择的 现 实



意义 和 深层 心 理 文 化背景 又 是 什 么 ?

《离 骚 》 的 创 作是 在 屈 原 被 楚 怀 王 疏远

之 后
, 《 史记

.

屈 原 贾 生 列传 》 曰
: “ 王 怒

而 疏屈 平
。

屈 平 疾 王 听之 不 聪 也
,

谗 馅 之 蔽

明 也 , 邪 曲之 害公 也
,

方 正 之 不容 也
,

故 忧

愁 幽 思 而 作 《 离 骚 》 。 ” 班 固 《 离 骚 赞

序 》
、

王 逸 《楚 辞 章句 》 亦 皆指 出 《离 骚 》

作 于 屈 原被 疏 之 后
。

同 时
,

从 《 离 骚 》 本 身

的 内容 看
,

诗 人 称 楚 王 为 “ 灵 修 ” 、 “ 哲

王 ” ,

担忧 “皇 舆 之 败 绩 ” ,

希 玄抢旨重 新 为

楚怀 王 “ 导 夫 前路 ” ,

这 些 显然 都是 诗 人 被

疏 后不 久
,

对 楚 王 仍 眷 眷 以 顾
,

抱 着 很 大 的

期 望 时 的 语 气
,

而 非 被 顷襄 王 所 “ 放 ” ,

“ 至 于 江 滨
,

被 发行 吟 泽 畔
,

颜 色憔 悴
,

形

容枯 稿 ” t 6 ’ 时 的 口 吻
。

《 离骚 》 作于 屈 原被 疏之 时
,

而 屈 原 被

疏 的 原 因
,

据 《 史 记
·

屈 原 贾 生 列 传 》 所

载 , 主 要是 由 于 上 官 大夫 的 谗 言
,

即 所 谓

“ 王 使 屈 平 为 令
,

众 莫 不 知
。

每 一 令 出
,

平

伐 其 功
,

以 为
‘

非 我 莫能 为
’

也
。 ” 这 种 谗

言 显 然 是 对屈 原 人 格 的 诬 蔑和 对 其行为 的 歪

曲
。

因 此
,

屈 原被 疏 后 心 灵 的 发展 变 化 历

程
,

也很 自然 地 会从 “退 修 初 服 ” 开 始
,

进

而 陈 词 重 华
,

求证 于 先 圣
,

以 见 出 自己 人 格

的 高 尚 和 所 作所 为 ( 如其 “ 与 王 图 议 国 事
,

以 出 号令 ” 等 等) 的 正 确
,

以 期 冀得 到 楚怀

王 的 重 新任 用
。

这就 是 屈 原 选择 退修 初 服
、

陈 词 重 华这 两 条 途径 的较 为 直 接 的原 因 和 现

实 的 意义
。

屈 原 的 退 修 初 服 和 陈 词 重 多,

在 当 日又

有 着 深 刻 的心 理 文 化 背 景
,

即 先 秦诸 子
,

无

论 是 老 庄 还 是 孔 墨 孟 荀
,

他 们 一 方 面 无 不 注

重 修 身
—

自身 的 粉 神修 养 和 锻 炼
,

以 期 为

世 所 用
,

在 事 业 上有所 成 就 , 另 一 方 面
,

他

们 又 大 多推 尊 先 王
,

各为 所 用
。

由此 构 成 了

一 种 深 厚而 强 大 的 心 理 积 淀和 文 化态 势
。

老 子 谈到 “善 建” 、 “ 善抱 ” 之 道 说
:

“ 修之 身
,

其 德 乃 真; 修 之 家
,

其 德 有 余 ,

“ ”
‘ ’

修 之 于 天 下
,

其 德 乃 终
。 ” 竹 把修 之

于 身作为 修 国
、

修天 下 的 起 点和 前提
。 《 庄

子
·

外 篇
·

天道 》 中 说
,

士 成 绮 见老 子 问 如

何 修 身
,

老 子 没有 正 面 回 答 他
,

却 不 客气 地

指 出 他 在 修 身方 面存 在 的 一 系 列 问 题
,

如
“ 而 容崖 然

,

而 目 冲然 ” 等
。

因 为
,

他 主 张

修身 治 物 必 须 遵从 自然 无 为之 道
,

所 谓 “ 古

之 明 大道 者
,

先 明天 而道 德次 之
, ⋯ ⋯ 必 分

其 能
,

必 由 其 名
,

以 此 治 物
,

以 此修 身
。 ”

而 士 成绮 恰 恰违 背了 这 一 点
。

这 当 然 也 代 表

着 庄 子 一 派 的 看 法
。

墨 子 最 注 重 行
,

说 “士 虽 有 学
,

而 行 为

本焉 ” ,

但 怎 样 才能 ,’f 于” 成
,

实现 自己 的

政 治 理 想
,

他又 认为 应 从 修 身开 始
。

他 说
:

“君 子 察 迩 而 迩 修者 也
,

德不 修
,

行 见毁
,

而 反 之 身 也
。 ” 【吕〕并 指 出

: “ 今 士之 用 身
,

不 若 商人 之 用 一 布 之 慎 也
。

⋯ ⋯ 世 之 君 子 欲

其 义 之成
,

而助 之修 其身 则 温
,

是 犹 欲 其 墙

之成
,

而 人助 之 筑则 温 也
,

岂不 悖哉 ?), I ’ l

都是 强 调 修 身有 助于 “ 其 义 之成 ” 。

相 比较 而 言
,

诸 子中最 重修 身 的 还 是 儒

家
。

因 为 他们 总是 自以 为 “ 任 重 而 道远 ” ,

需 要 特别 注 意 修 身 自持
,

否 则便 难 以 担 负起

将 来 的 重 任
。 《论 语

·

宪 问 》 : “ 子 路 问君

子
。

子 曰
: ‘

修 己 以 敬
。 ’

日
: ‘

如斯 而 已

乎 ?
’

日
: ‘

修 己 以 安 人
。 ’

日
: ‘

如 斯而

已乎 ?
’

日
: ‘

修 己 以 安 百 姓
。

修 己以 安 百

姓
,

尧 舜 其 犹 病诸 ?
’ ” 从 修 己 始

,

以 安 百

姓 终
,

修 己成 为实 现 安 百 姓 的 政 治 理 想 的基

础
、

必 要 条 件 和 手段
,

这 与 孔子 曾 反 复强 调

过 的 “ 不 患 人 之 不 己 知
,

患 其 不能 也” ,

都

是 一 个 意 思
,

鼓 励 弟子 努 力 修养 锻 炼
,

以 求

用 世
。

孔 子 之 后
,

孟 子
、

荀 子 对 修身 作 了 更 明

确
、

更 进 一 步 的 论 述 ‘
’

孟 子 提 出
: “ 守 约而

施 博
,

善道 也
。

⋯ ⋯ 君 子 之 守
,

修 其 身 而 天
下 平

。 ” “

古之 人
,

得 志 泽 加 于 民 ; 不 得 志
,

修 身 见于 世
。

穷 则独 善其 身
,

达 则 兼 善天



下
。 ” . 。 ! 后 来

,

荀子 说
: “ 以 修 身 自强

,

则 名配 尧 舜
。 ” , ‘: “ 闻 修 身

,

未 尝 闻 为 国

也
。 ” 仁‘’ ! 提到 了 更 高 的 地位

。

由此 可 见
,

注 重 修 身本是 先秦诸 子 共同

的 思 想 观 念 和 普 遍 品 格
。

屈 原 作为 一 位 曾

t’入 则 与王 图议 政 事
,

决定嫌 疑 , 出 则 监 察

群 下
,

应 对 诸 侯 ” 的杰 出政 治 家
,

作为 一 位

处 身子这 样 一种 自由活 跃 的 文 化氛 围 中 的 伟

大 诗 人
,

当 然 不能 不受 其 深刻 影 响 ( 主 要 是

儒 家修 身思 想 的 影 响 )
。

他在 诗 的 一开 始就

多 次写 到
: “ 息江离 与僻 芷 兮

,

纫 秋 兰 以 为

佩 ” ; “

朝 寨砒 之 木 兰 兮
,

夕揽 洲 之 宿莽
” ,

对 自己 的 内美 修 能 作 了形 象 极美 的 描 绘
。

( 同样 的 描 写 还 见 于 《 桔颂 》
、

《 涉 江 》 等

作 品 ) 诗 人 如 此 反 复强 调
、

苦 苦 追 求 品 行和

德才 的修 养锻 炼
,

自然 也是 期 望为 君 所 用
,

即 蒋 骥所 云
: “ 所修 无 已 ,

善 行乃 日进而不

可 变
。

此 立 身之 本
,

而 致 君 之 源 也
。 ” 八 “ ;

尤 为可 贵 的 是
,

当诗 人 陷于
“

进 不 入 以 离尤
”

的情 境
,

仍 反 身 自求
, “

退将 复修 吾初 服
” ,

而且 通 过 一 番退修 初 服 的 心 灵 磨练 之 后
,

诗

人 确又 奋 然 前 行 了
。

因 此
,

正 是从 这些 地

方
,

诗 人 向我 们表 露出其 无论穷 达 都 要兼 善

天 下 之 心 ; 正 是 从 这 些 地 方
,

已向我 们 揭 示

出 退修 初 服在 诗 人 心 灵 发展 和 转变 中 的 重 要

作 用
。

先 秦诸 子 多推尊 先 王 的 思 想 影 响
,

则 是

构 成 屈 原 陈 词 重 华 的 另 一 重 要 心 理 动 国
。

《 庄 子
·

盗 路 》 中有 尧舜 禹汤 文 武 “ 此 六

子者
,

世 之 所 高” 的 话
。

这 虽是 所谓 盗踢对

孔子 的斥 责
,

是 异 派 之 间 的相 互 攻 击
,

是对

贵古 贱今
J

忍想 的 批 判
,

却 也 说 出 了 尧 舜 禹

汤 等先 王 在 世 人 心 目中 的 地 位
,

在 当 时 已经

很 高
。

( 不 过
,

他 们 心 目中 的 先王 概 念 并 不

完 全 一 致
,

此 且 不 论
。

) 所 以
,

墨 子 主 张 尚

贤
,

与 人 论 辩 就 喜 欢 “ 考 先 圣 大 王 之

事 ” 〔“ ;
。

道家 虽 认为古人 生 活 在 混 茫 之 中

最好
,

伏 羲
、

黄帝
、

尧 舜 等 一 代不 如 一 代
,

其 实这 仍是 一 种 崇 尚先 王 的 反映
。

法家也 崇

尚先 王 圣 人
,

不 过 这 个先 王 主 要 是黄 帝
。

至

于 “ 祖述 尧 舜
,

宪 章文 武 ” 的 儒家之 士
,

更

是 每事 好 称 先 王
。

这 不 仅 在 《 论 语 》
、

《孟 子 》 中多有 记载
,

而 且 从 先秦其 他士 人

的 言 论 中也 可 看出来
。

如
, 《 庄 子

·

人 间

世 》 托 词 颜 渊 说
: “ 成而 上 比 者

,

与古为

徒
,

其 言 虽 教
,

滴之 实 也 , 古之 有 也
,

非 吾

有 也
。

若然 者
,

虽 直 而不 病
。

是 之 谓 与古 为

徒
。 ” 成 玄 英疏

: “ 忠 谏 之 事
,

乃 成于 今 ;

君 巨 之 义
,

上 比 于 古
,

故 与古 之 忠 臣 比 干 等

类
,

是其 义也
。 ” 又 曰

: “ 赞古以 来
,

有 此

忠 谏
,

非 我今 日独 起蔑 规 者 也
。 ” 从 屈 原之

陈 词 重 华 所 表 现 出 的 思 想 情 感来 看
,

可 以 说

正 与儒 家 和 先秦 其 他 士 人 推 尊先 王 的 观 念相

通
。

王 国 维 曾 指 出
: “ 屈 子 南人 而 学 北 方之

学者 也
。

⋯ ⋯ 虽 南方 之 贵 族
,

亦 常 奉北方 之

思 想 焉
。

又见妞 子 之 文
,

可 以 征 之
。

其 所 称 之

圣 王
,

则 有若 高 辛
、

尧
、

舜
、

禹
、

汤
, ⋯ ⋯

贤人 则有 若 皋 陶
、

挚 说
、

彭 咸
、

比干
、

伯

夷
,

·

一 暴君 则 有 若 夏 启
、

弄
、

捉
、

莱
、

封
,

皆北方 学 者 之 所 常 称 道
。 ” [ ‘“ ] “ 北 方

之 思 想 ” 主 要 应 指 儒 家 巴想
,

但 又不 限 于 儒

家 巴想
,

王 氏 之 论可 谓 精到
。

在 上 述
咨

巴想 文 化 背 景 衬托 之 下
,

也 由于

诗 人 “ 明 于 治 乱 ” 的 政 治 家 气 质
,

他 更 易 于

在 思 想 上 与时 人 称 举 尧 舜 的 习 惯 合 拍
,

对 厉

史 上 君 臣 离合 与 国 家 治 乱 之 迹 更敏 感熟 悉
、

更 有 鉴 察力
。

所 以
,

在 诗 的前 半 部分
,

诗 人

屡屡 申言 “ 窖吾 法夫 前修 兮
,

非世 俗之 所

服 ” , “ 忽 奔 走 以 先 后 兮
,

及 前 王 之 踵

武 ” 。

退 修 初服 之 后
,

更 有 了 向重 华陈 词 的

大 段 申诉
。

这 样
, “ 法夫 前修 ” ,

不 但 实际

上 已 成为 诗 人 政 治 理 想中 的 一 个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而且
,

在 与前 代 圣 王 贤 巨 契 合 的 想 象

中
,

也 融 入 了 诗 人 期 望 再为 楚 王 所 用 的 苦

衷
。

由 此
,

这 才能 给 诗 人 以 精 神力量
,

使 其

最 终摆 脱 心 理 困境
,

坚 持 自己 的 政 治追 求
。



总 之
,

退修 初服 与 陈词 重 华
,

其所 以 能

在 诗人 的 心境 转 变中 起重 要作 用
,

如 果 仅仅

归 之 于 表 层 意 义 上 的 诗人 好修 的 思 想 特征
、

政 治 家 的 气 质和 生 活遭 际 的逼 迫
,

或 者 泛 泛

地归 之 于 爱 国 主义 思 想 的 影 响
,

甚 至 归之 于

儒 家思 想 的影 响
,

显 然都 还不 够
。

因 为
,

不

论 是 退 修 初服 还 是 陈词 重华
,

其 中都 深 含着

先 秦士人 以 道 自任
、

注 重 自身修养 锻 炼 的 思

想 文 化的 意 蕴 , 铭 记着 国 家 治 乱
、

社 会沉 浮
的 前车之 鉴 对诗 人 心 理 影 响和 支 配 的 印 记

,

正 是有赖 于 这种 长 期 凝 聚
、

积 淀 的 深 层 心 理

文 化 因 素
,

以 及 对 诗人 内心 的 潜在 影 响
,

有

赖 于 对 历史 发 展
、

民 族 盛 衰 的 深重 的 忧 患 意
识

,

诗 人 才 自觉 不 自觉 地将 民 族 与 个 人
、

历

史 与 现 实 在 深 层 心 理上 紧 密 地 联 系 起 来
,

并

主要 地 靠着 这种 深 潜意 识 的 巨 大力 量
,

在 困

厄 之 际支 持
、

推 动 了 诗 人 心 理 的发 展
,

决定
了 诗 人 的命 运

,

而 退修 初 服 和 陈 词 重 华不 过
是 诗 人 心 灵 中这 一 深 潜 意 识 的 两种 表现 途 径

而 已 。

综上 所 述
,

我 们 认为
, “诗 可 以 怨 ” ,

“ 诗 穷 而 后 工 ” ,

自然 都 是 伟论
,

但 假 如诗

人 只 是 限 于 写 怨 写 穷
,

而 不 能 冲出 忧 怨 情感
的 漩 涡

,

摆 脱心 理 困 境 的 束 缚
,

从 忧 怨 中 奋

起
,

从 个人 穷通 中超 越 出来
,

开 拓 心 胸
,

去

进 行更 高情 感 层 次 的追 求
,

那 就 势必 如 鲁迅

先 生曾 指 出 过的
, “ 若其 怨 愤责 数之 言

,

则
三 百 篇 中之 甚 于 此 ( 指 《 离 骚 》 ) 者多
矣 ” 「’。 l ,

即 使 有 可 资借 鉴 的 南方 文 化 的 创

作 因 素
, 《 离骚 》 也 未 必 能放射 出如 此 “惊

采 绝艳 ” 的 积 极浪 漫 主义 的 光 彩
,

更 不 用 说

什 么 “衣 被 词 人
,

非 一 代 也 ” 。

屈 原 之 所 以

伟大
, 《 离 骚 》 之 所 以 不朽

,

不 仅在 于 诗 人

抒发 了 自己 虽 “ 独 穷 困 乎 此 时 ” ,

却仍 然
“ 忍而 不能 舍 ” 弃 对理 想 上下求 索 的 伟大 爱

国 主 义思 想 , 表现 了 其 虽 处 “进 不 入 以 离

尤 ” 之境 , 仍 要 “ 退而 复修 吾 初 服” ,

继 续

奋然前 行 的 可 贵 品 质 , 也 不 仅 在于 诗人 创造

性地 运用 浪 漫 主 义 手 法所 作 出 的 那 些 意象缤
纷

、

风格 宏 丽 的 奇特 描 绘
,

而且 还 在 于
,

诗

人 具 体生 动
、

深 刻 鲜 明 地 再现 了 自己 内在 心

灵 中忧怨 抑 郁
、

犹 疑徘 徊 的 心理 困 境
,

以 及
诗 人 自 己怎 样从 困境 中摆 脱 出来

,

继 续 坚定
执着 地进 行 自己 伟大 追 求 的 全 部过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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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63 页 ) 社 会责 任感 与 利 他行 为都 呈 正 相 关
。

生 活 的 实践 证 明
,

只 有 正 义 感 强 烈
,

是 非清

楚
,

有 正 确 的 人生 观
,

具 备 高度 社 会责任 感
,

把社 会 和 别 人 的 需要 当作 自己 需 要 的 人
,

才能

有 强 烈 的 利 他 动机
,

当 别 人 需要 自己 时 挺 身而 出
。

所 以 , 教 师 应 该 加 强 学 生 的 社 会责任 感
,

解 决 他 们 的 利 他行 为 的 内部 动 机 问 题 , 使 其 成为 学生 的 一 种 内在 观 念 和 内心 需 要
。

以 上我 们 对学 校 培养 学 生 的 利他 行为 进行 了 一 些 探讨
。

应 指 出
,

学 生 利 他行 为 的产 生发

展
,

受 内外多 种 因 素 的 影 响
。

只 有 社 会
、

学校 和 家庭 三 方 面共 同 合 作
,

协 调 一致
,

形成 统 一

的 德 育 网 络
,

才 能使 学 生 的 利他 行 为 内 化为 不 易 改 变 的 良好 品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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