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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读张籍古乐府》是研究张籍、元稹、白居易乐府

创作的重要材料，对其创作年代的考定又直接影响着张籍乐

府是否影响了白居易新乐府创作这一重要文学史问题的研

究。如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便认为：“白居易这首《读

张籍古乐府》写于元和九年左右，亦即在他完成 《新乐府》五

十首以后五年左右。由此可见，元、白的写新乐府很难说是受

到张籍的启发。”而钟优民《新乐府诗派研究》又认为“白居易

这首诗（笔者按：指《读张籍古乐府》）被置于《白氏长庆集》第

一卷第二首，写作年代显然是在元白创作新乐府（元和四年）

之前，对新乐府尚未来得及认真思考、创作实践，因而将张籍

包括很多新乐府在内的所有乐府诗一律称之为 ‘古乐府’，评

论中突出称许张籍乐府强烈的讽谕性，进一步证实了张籍乐

府对白居易新乐府创作及其理论概括的深刻影响，张王乐府

是新乐府运动的先驱——— 李、杜、元等人乐府创作到新乐府

运动的领袖——— 李、元、白等人新题乐府创作之间的桥梁”。

# $ % & ’$"! (可见弄清此诗的写作年代至关重要。

关于 《读张籍古乐府》的创作年代，学界虽然说法不同，

除上述二家外，再如朱金城 《白居易年谱》（以下简称 “朱

《谱》”）认定其作于元和十年 （公元 !$)），# * % & ’+, ( 潘竟翰 《张籍

系年考证》（以下简称 “潘 《考》”）认定其作于元和九年 （公元

!$"），#, % （按：此二说均无详细考证。）谢思炜《从张王乐府诗

体看元白的 “新乐府”概念》认为 “按张与白元和初年在长安

相识，而此诗编于白集首卷次篇，前后均为元和初年诗作，故

此诗作年也可能稍前”，# " % 季镇淮 《张籍二题》以同样的理由

认定其作于“元和四年前后”，# ) % 但大体不出两说，即“元和十

年”说和“元和初年”说。

那么《读张籍古乐府》到底作于何时呢，我们不妨先抄录

此诗（以下所引诗均见《增订注释全唐诗》# + %）：

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为

诗意如何，六义互辅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君《学

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读君《商女》

诗，可感悍妇仁。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

之济万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

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恐

君百岁后，灭没人不闻。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

府，时得闻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读君诗，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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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

门。

细读此诗，我们会发现有不少可资考证其作年之处。首

先是“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门”。张籍“病眼”事，潘《考》、张

国光 《唐乐府诗人张籍生平考证》均考定在元和九年到十二

年间，# $ % 当无疑。孟郊 《寄张籍》诗云：“西明寺后穷瞎张太

祝。”据华忱之《孟郊年谱》，知孟郊死于元和九年八月，可见

张籍元和九年八月前已患眼疾。白居易《酬张十八访宿见赠》

诗云：“胡为谬相爱，岁晚逾勤勤⋯⋯长安久无雨，日赤风昏

昏。怜君将病眼，为我犯埃尘。”此诗白居易题注云：“自此后

诗，为赞善大夫时所作。”白居易为赞善大夫，两《唐书》白居

易本传及朱 《谱》均言在元和九年冬，而此诗有 “岁晚”两字，

且其后诗 《朝归书寄元八》有 “况当好时节，雨后晴和天”句，

当春天作，可见此诗作于白居易刚上任不久。（张国光据 “日

赤”、“埃尘”二语以为作于元和九年夏天，当误。）此亦可证张

籍眼疾在元和九年冬已始，只是此时未甚，张籍尚能 “犯埃

尘”远访居于曲江滨的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言及张籍“病

眼”，则必作于张籍患眼疾时。而从 “病眼街西住，无人行到

门”的叙述口吻看，白居易时亦在长安。又据朱《谱》，白居易

元和六年丁母忧守丧下圭阝，至九年冬任赞善大夫才回长安，

而元和十年八月又因上疏请捕刺武相贼事贬为江州司马，后

又任忠州刺史，至十五年夏才返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白

居易回长安时，张籍眼疾早已愈，有韩愈 《赠张十八助教》为

证，诗云 “喜君眸子重清朗，携手城南历旧游”，钱仲联 《韩昌

黎诗系年集释》定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 %可见《读张籍古乐

府》当作于元和九年冬至十年夏之间，而九年冬，白居易始

归，张白交往处于发展阶段，白居易全面读及张籍乐府并做

概括性评论的可能较小，故作于元和十年春夏间较切实。

其次是“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这是考证张籍生年

也是考求《读张籍古乐府》写作时间的一条重要材料。白居易

《与元九书》云：“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

一太祝。”# & %（’()$ *可见，《读张籍古乐府》的写作时间与《与元九

书》相仿而稍前，一在张籍未到五十时，一在张籍已满五十

时。而《与元九书》的写作时间在白居易已到江州贬所的元和

十年十二月已确定无疑，则《读张籍古乐府》的作年也必在十

年十二月前不久。如将《读张籍古乐府》作年定在元和初，则

与《与元九书》所述相左。

再次是本诗对张籍乐府的全面评价。白居易既对张籍乐

府做了概括性的评论，称其 “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

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又就其代表性的作品举例作了说

明，“读君 《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 《董公》诗，可诲贪暴

臣。读君 《商女》诗，可感悍妇仁。读君 《勤齐》诗，可劝薄夫

淳”，可见此诗乃白居易全面阅读张籍乐府之后所作。尽管张

籍乐府在元和元年入仕之前已基本完成，这从其早年与王建

的乐府唱和及乐府诗的内容便可看出，但白居易在元和初即

元和元年至六年间全面阅读张籍乐府是不太可能的，理由有

二。一是此间张籍与白居易交往较少，且双方均较拘谨，尚未

深入到交流论诗阶段。张籍与白居易订交，潘《考》定在元和

二年 （公元 !+$）年，当无误。张籍自言“自寓城阙下，识君弟

事焉”（《病中寄白学士拾遗》），明确指出自己同白居易间情

同手足的友谊始于 “寓居”长安即元和元年调补太常寺太祝

（张籍元和元年为太祝并寓居长安延康坊西明寺后考述详见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五“张籍”条 # ,+ %）时，但此年初，白居

易罢校书郎，与元稹居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时事，成《策林》

七十五篇，四月，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入第四等，同月二

十八日授 县尉，至二年秋才调充进士考官，十一月召入

翰林，故在元和元年张籍白居易尚无由结交。其始交当在元

和二年白居易召入翰林后。白居易为翰林学士 （其间先后兼

任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前后共四年，元和六年丁母忧退

居下圭阝，至九年冬任赞善大夫才回长安，故元和初张白第一阶

段交往只有四年，而其间他们实际交往又极稀少，这从他们

留下的赠酬诗中可以知晓。这四年张籍白居易共留下两次往

来赠酬诗 ( 首。由于《白氏长庆集》乃元稹与白居易自己所编

订，白居易诗当不会有遗漏，故这 ( 首诗能比较全面地反映

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据朱《谱》诗歌编年可知，他们第一次

赠酬在元和四年，张之赠诗为《寄白学士》，白之酬诗为《答张

籍因以代书》；第二次赠酬在元和五年秋，张之赠诗为 《病中

寄白学士》，白之酬诗为《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仅从赠酬

诗的数量，我们就可看出他们的交往极少，因在古代，文人的

交往首先是诗的交往，( 年之中只有两次诗歌赠酬，我们很

难说他们交往频繁。而在诗中，他们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

交往稀少，张籍《寄白学士》说白居易“自掌天书见客稀，纵因

休沐锁双扉。几回扶病欲相访，知向禁中归未归”，张籍是多

次想拜访白居易，都因担心白居易上朝未归而作罢，可见白

居易因公务太忙而很少接待过张籍的来访，更不用说去拜访

张籍或与其同游共宴了。白居易《酬张太祝晚秋卧病见寄》也

说：“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西街住处远，北阙官曹深。君

病不来访，我忙难往寻。差池终日别，寥落经年心。”他一年多

（“经年”）未能同张籍相见，一是因公务忙，二是因两地相距

较远，三是张籍扶病在家不能来访。总之，这四年中，虽然张

籍因官闲身病曾积极主动与白居易交往，但由于白居易官差

太忙，两人交往仍非常稀少。另外，从两人诗中用语看，他们

对对方均较客套，张籍有夸张之嫌地说 “识君弟事焉”，白居

易亦谦虚地说 “高才淹礼寺，短羽翔禁林”，这也说明他们交

往不深，彼此尚有些顾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决不会有

广泛地诗歌交流，这从其诗中没有片言只语提及诗歌交流也

可看出。二是张籍乐府在元和初尚未广泛流传，白居易不太

可能从他人手中得到张籍的乐府诗。张籍《祭退之》云，“籍在

江湖间，独以道自将，学诗为众体，久乃溢笈囊。略无相知人，

黯如雾中行。北游偶逢公，盛语相称明。名因天下闻，传者入

歌声”，可见张籍在贞元十二年冬谒韩愈 （张籍谒韩愈时间考

述详见潘《考》）时，其乐府诗尚无人知，后因韩愈赞誉才名传

天下。与张籍同时的李肇在《唐国史补》卷下“叙时文所尚”条

中云：“元和以后⋯⋯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

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 %晚

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亦云：“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乐天、

孟东野歌词，天下宗匠，谓之‘元和体’。”# ,) %不管他们所说的

“元和体”各具什么样的内涵，“元和体”一名均出自元和五六

年元白之间酬唱的百韵律诗及杂体诗章 （见元稹 《白氏长庆

集序》# & % （’, *），由此可知，张籍乐府真正广为流传当在元和六

幸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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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故白居易在元和初不可能靠社会流传而读到张籍全

部乐府。而事实上，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亦明确指出自己

是靠与张籍诗歌往来而读到张籍乐府的：“当此之时，足下兴

有余力，且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

编而次之，号《元白往还诗集》。 # $ %（&’(!）

诚如傅璇琮 《唐才子传校笺》所言，“白居易自元和九年

冬起始能与张籍论交谈诗，来往频繁”，白居易能广泛读及张

籍乐府诗，当在元和九年冬至十年秋贬为江州司马期间，此

间张籍眼疾甚剧，可能罢官在家，而白居易丁母忧服除回京

担任左赞善大夫，两人均较清闲失意，所以交往频繁，谈诗颇

多。仅大半年时间，白集中就留有 ’ 首赠酬张籍的诗（可惜张

籍诗已全失），其中 《寄张十八》云，“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

章”，可见其间诗歌交流之盛。

另外，“愿藏中秘书，百代不湮沦，愿播内乐府，时得闻至

尊”句也暗示我们，白居易已把张籍乐府比同自己创作的“新

乐府”，希望它们也能被皇上知晓，而一“愿”字又表明白居易

已不再是“翰林学士”。

我们再看看持“元和初”论者的论述。首先，他们认为“此

诗编于白集首卷次篇，前后均为元和初年诗作”，故当是元和

初年作品，此论难以立足。因《白氏长庆集》首卷并不是按诗

歌写作时间编次的，如其第六首《观刈麦》，题注为“时为

县尉”，第七首 《题海图屏风》，诗注为 “元和己丑年作”，而第

十二首 《京兆府新栽莲》又是第六首之同时作品，其题注为

“时为 尉趋府作”。白居易所以要将《读张籍古乐府》编于

首卷次篇，是欲借它表明自己创作讽谕诗的原则和方法。其

次，他们认为白居易将张籍的包括新题乐府在内的乐府一律

称为 “古乐府”，这说明白居易新乐府理论尚未形成，新乐府

创作的实践亦尚未开始，这也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这不但不

能说明白居易新乐府理论尚未成熟，反倒证明其已非常成

熟，因从元白诗文相关材料看，其所谓 “新乐府”完全不同于

张籍所创作的乐府，它必须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自创新题即

“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二是要 “讽兴当时之事”，三是要 “辞

质而径”，“言直而切”，而张籍乐府能同时符合这三个要求

的，寥寥无几，就现存的诗歌而言，恐怕只有《读张籍古乐府》

中所举的《学仙》和《董公》二诗了。可见白居易所以要在张籍

“乐府”二字前加一个 “古”字，正是要将张籍乐府与自己的

“新乐府”区别开来。

综上所述，朱《谱》“元和十年”说切合实际，《读张籍古乐

府》不可能作于元和初年，而当作于元和十年春夏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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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上接第 )() 页 1 位和高校共同签订定向培养协议，贫困生在

校期间的学费由委培单位支持，毕业后到协议单位工作。第

四，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建立贫困生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确保

贫困生顺利完成学业。

-* 组织开展勤工助学活动

高校应建立健全各种勤工助学机构，加强勤工助学的管

理办法、联系制度、信息反馈制度及奖惩等制度建设，组织贫

困生多渠道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勤工助学活动。一是开辟社会

渠道，寻找社会的支持。二是学校提供临时劳动岗位。学校让

出部分临时工岗位，为贫困生开展勤工助学提供机会。三是

由劳务型向智力型转变。组织贫困生开展科技发明，科技创

新与服务及家教等活动。通过勤工助学活动的开展，既有效

的缓解了贫困生的经济压力，又培养了贫困生自立奋发的品

质，磨练了意志，增强了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四）深化教学改革，健全和推广“学分制”

根据《高等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在校大学生修满相应学

分，可提前毕业也可延长修业年限，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

学活动。当前高校大多都实行了“学分制”，但只是形式上的

“学分制”，学生不能自由支配学习时间和学习课程。只有实

行完全意义上的 “学分制”后，学生才能成为学习的主体，可

自由支配时间和选课，贫困生可边打工边学习。经济特别困

难的，可以申请修学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样既解决了贫困生

的经济困难，又不耽误其学业的完成。同时贫困生也可以通

过勤奋地学习，提前修完学业毕业，早日走上自立之路。

由于贫困生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决定了此项工作

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进一步的加强

调查研究，加大工作力度，帮助贫困生健康顺利地成长，培养

更多的优秀人才，早日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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