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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鳥賦〉、〈胎友人謝恩書〉、〈報皇甫規書)、(刺世嫉

邪賦〉並見〈後漢書〉本傳。

〈報羊陽書) , (文選﹒謝靈連富春諸詩注〉引有 r ，惟君明叡'

平斯宿心」二句。嚴可均輯本有，然而此二句叉見於皇甫規〈追謝

趙壹書) ，唯「宿」作「夙」。故張鵬一輯本未收。然而〈丈選﹒

注〉既標出了篇目，此信應該是有的。且趙壹之訪皇甫規在前，識

羊停在後，則信中無意中用了皇甫規信中的成句。也是可能之事，

況且二者有一字並不相同。故仍當視為趙壹〈報羊陽書〉中文字。

(非草書) ，嚴可均輯本注明據{法書要錄〉卷一、〈墨池編〉、

〈太平御覽〉卷六O一、七四九。張鵬一輯本據〈墨池編〉錄入。

〈御覽〉中尚有一條，見於卷九五一，正可以補〈法術要錄〉

與〈墨池編〉文字之缺誤:

夫務內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桐孔，不暇見天地。

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銳精于機孔，乃不暇焉。

〈太平御覽〉卷九五一所錄「俯而」以下為:

俯而擇孔，不暇見地;仰而觀鎖，不暇見夭。天地至大而不

見者，精銳于銷氣也。

顯然， (法術要錄〉與〈墨池編〉所錄有缺誤( (墨池編〉為

北宋朱長文所編，所收趙壹此文當是據〈法術要錄〉錄入。故其誤

相同)。從第一個「不暇」以下，應掘〈御覽〉這段文字校補。

〈非草書〉乃是一篇七百八十餘字的論文，故唐張懷嚷{書斷〉

曰 r 趙壹有貶草之論」。而近人朱建新〈孫過庭書譜簧證}直稱

之為(非草書論〉。張鵬一輯〈趙計吏集〉以之與〈與皇甫規書〉

歸為一類，總標為「書 J 大誤。

將(解損〉也歸入賦一類，則趙壹今存賦四篇(其中一篇為殘

篇，一篇餘殘句) ，書三通(其中一篇今存殘句) ，論一篇。據本

傅，尚有頌、黨、諒等，已不可考。

558 

-r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 年 12 月

略論漢代騷體賦和散體賦的特點

何沛雄

香港博扶林道香港大學中文系

一、 引言

賦體之興，原本〈詩〉、〈騷} ，出入戰國諸子 l 。劉懿〈文

心雕龍﹒詮賦〉說 r 賦者，鋪也，鋪采摘文，體物寫志也。」

本於〈詩〉、〈騷〉而以抒情寫志為主的，可說是騷體賦;出入

戰國諸子而以紀事體物為主的，可說是散體賦。

劉向編〈楚辭} ，收錄楚人的作品，抵有二或三人(屈原、

宋玉及景差 2) ，而收錄漢人的騷體(楚辭體)作品凡六家(賈誼 、

准南小山、東方朔 、 嚴忌、王褒 、 劉向) ，可見漢代的賦家，也

善於作楚辭。

楚辭稱為騷，始自梁代蕭統。他編築的〈文選} ，特立騷體於

l 章學誠. (校儷通義 . r，美志 ﹒ 詩賦) (台北:中華書局. 1966) .頁 186 • 

賦體的興起原因，大多數的中國文史書都有敘述，遑論有關賦學的專著了，

故不叉在此贅述。若要參考:陶秋英.(1美賦之史的研究) (北京中華

局. 1939) 日人)中島千秋. (賦仿成立主展開) (日本愛援松山市，
1963 )張正體、張婷婷. (賦學) (台北:學生書局. 1982) 馬積高，
{賦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葉幼明. (辭賦通論) (湖南教育

出版社. 1991 )等霄，資料較詳是﹒
2 王逸{楚辭章句}說 r 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明也。」

漢代已不能肯定(大招〉的作家，後人更難考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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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之後、七之前，錄屈原的〈離騷經〉、〈九歌〉、(九章〉、〈←

居〉、(漁父) ，宋玉的(九辯〉、〈招魂)和劉安的(招隱士)。

劉懿撰〈文心雕龍) ，討論楚辭，即以 「辨騷」標目，於是後人以

騷代表楚辭，而騷體便指楚辭體;凡模仿楚辭體的賦篇，稱為騷體

賦。但這襄要特別指出，漢人所作的騷體(楚辭)的作品，不僅採

用楚辭的共通形式 3 '更模仿屈原的語氣，以代言的方式，替他抒發

「行而見疑，忠而被讀」的怨憤情緒。後者是仿效或採擠、楚辭的形

式，以作者的身分去抒發個人的情感，而這情感是多方面的，不限

於「罹譴憂國」而已。

〈漢書﹒藝文志〉說 r 不歌而誦謂之賦。 J (文心雕龍﹒

詮賦〉說 r 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也。於是苟況(禮〉、

〈智) ，宋玉〈風 〉 、 〈釣) ，愛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

蔚成大園。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

賦之厥初也。 4J 賦的產生，雖然深受〈詩經》和楚辭(不是劉向

所編的〈楚辭) 5) 所影響，但發展成為一種獨立文體之後，已經

脫離〈詩經〉、楚辭的詩歌本質，變成「不歌而誦 J 加上「主

客問答」的結構 r 鋪張揚厲」的風格，成為有韻而像散文的作

品，我們稱它為散體賦。

3 關於楚辭的共通形式與特點，請參考中島千秋. (楚辭仿說得樣式 ) . (賦

ω 成立之展開) .頁 202-279 鈴木虎雄著、殷石腫譯. ( 騷賦(按:指

楚辭)形式及其特有句法) • (賦史大要) (台北:正中書局. 1942) • 

頁 4 - 10 李曰剛. (楚辭之特質) • (辭賦流變史)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87) .頁 56-62 等。

4 (丈心雕龍) •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60) .頁 134 0 

5 楚辭在西漢武、宣時代，經已流行。{漢書﹒朱買臣傳}﹒ 「 會芭子嚴

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 .言楚辭，帝甚悅之 。 」叉{王褒傳}﹒

「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

江被公，召見請讀。」劉向是昭帝至哀帝時人，他編的{楚辭}是在西漢

末年，而賦體的產生，是受漠初流行的楚辭所影響，不是因其編{楚辭}
而影響。坊問一些文學史書，把楚辭和{楚辭}混淆 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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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存的漢賦資料來看v 漢代的賦家兼擅騷體賦和散體賦

的，大不乏人。本文試把漢代賦家的作品分作兩大類 ，析論它們

的題材、內容、結構 、句式、修辭技巧等等，以見二者的不同特

點。

二、騷體賦的特點

〈文心雕龍 ﹒時序 〉說 r 漢代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

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 7J 可見楚辭影響漢賦的深遠，而

漢代辭人，仿楚辭以作賦 ，是十分普遍的。

騷體賦，既擬式於楚辭，故有楚辭的一般形貌和風格。綜合

來說，有下列四項特點:

(一)模擬和演化楚辭的句式

楚辭的句式，基本上有下列七種

1.七、七字句，中夾「兮」字

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九歌 ﹒少司命 ) ) 

2 七、六字句，中夾虛詞，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O口口兮，口口口O口口。

(世潤濁而不分兮 ，好蔽美而嫉妒。〈離騷) ) 

6 本文所根據的現存漠賦資料 ，以費振剛、胡雙寶、 宗明華較枝，由北京大

學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的{全漢賦}為主，這是比較完備的本子。

7 (文心雕龍) .頁 672 0 

B 參考鈴木虎雄著 、殷石腫譯 (騷賦形式及其特有句法) ( (賦史大要) • 

頁 4 - 10 )及萬光治〈楚騷的語言詞律) ( (漢賦通論) .頁 45-48 ) 0 {楚

辭﹒天問}里的句式，完全沒有「兮」字，似非楚辭正絡，姑且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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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六、六字句，中夾「兮」字

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兮口口。

(君不行兮夷猶，賽誰留兮中洲。〈九歌﹒湘君> ) 

4.五、五字旬，中夾「兮」字

口口兮口口，口口兮口口。

(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九歌﹒少司命> ) 

5.五、四字旬，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九章﹒懷沙) ) 

6. 四、五字句，第二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九章﹒懷沙) ) 

7.四、四字句，第二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兮。

(青黃雜糢，文章爛兮。〈九章﹒橘頌> ) 

這些句式，漢人寫騷體賦時廣泛地模擬使用，其後更演化成八種
形式的長句:

l. J\ 、六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

(賈誼〈弔原原賦) ) 

2 八、七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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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邪而狼展。

(賈誼〈旱雲賦> ) 

3.九、六字旬，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司馬相如〈大人賦> ) 

4.九、八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貪聾者聽之而廉隅兮，狼庚者聞之而不慰。

(王褒〈洞簫賦> ) 

5.九、九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控股睹輯容以骯麗兮，蝸膠僵賽恍奠以梁倚。

(司馬相如(大人賦> ) 

6.十、六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

茵望崑崙之車L湖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

(司馬相如(大人賦> ) 

7.十、九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掘學威魁。

(司馬相如(大人賦> ) 

8.十一、十字句，首句末用「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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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駕應龍象輿之蜂略委麗兮，路赤蠣青糾之蝴膠宛蜓。

(司馬相如(大人賦) ) 

另一方面，漢人寫騷體賦，有時疊用短句，另樹風格，例如

賈誼的(旱雲賦) ，結尾用四、四字句，一連用了六個「兮」字，
形成節奏急促，表達噴薄的憂鬱:

僚兮慄兮，以鬱佛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

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

白雲何怨，奈何人兮!

同樣，揚雄的〈太玄賦) ，結尾也用四、四字句，但節奏較緩，
表達高妙的思想:

近犬羊兮，驚鳳高朔。皮青雲兮，不掛網羅。

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幕清。

葬魚腹兮，伯妞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

餓首山兮，斷跡屬冀，何足稱兮，辟斯數子。

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

(二)抒發憂國、傷時、失意的情懷

騷體賦的主題，跟楚辭相似，一以抒情為主，而所抒發的情
懷，都在憂國、傷時、失意的範疇。楚辭以屈原的作品為首，其

中尤以〈離騷〉為代表。(離騷〉就是抒發「牢騷 J 長長的篇
幅，優美的文字，豐富的幻想，不外宣洩一已罹議憂國、悲憤鬱
抑的情感而已。朱熹〈楚辭後語目錄敘〉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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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

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楚，怨幕淒涼，乃得其餘韻。 9

騷體賦得屈子的「餘韻 J 內容不免「幽憂窮鐘，怨慕淒涼」了。

例如:

賈誼的(鵬鳥賦> '是他請居長沙時所作的。長沙卑濕，環

境惡劣，適有鵬鳥入室，視為不祥之兆。在這失意、憂傷的情懷

下寫了這篇賦，既以傷悼，亦以自廣。 10

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是替陳皇后寫的。漢武帝寵幸衛夫人，

陳皇后失寵，退居長門宮;陳皇后奉黃金百斤與司馬相如，為寫

「解悲愁之辭 J 0 11 

司馬遷的〈悲土不遇賦> '很明顯是表達失意之情的。司馬

遷於漢武帝天漢二年( 99B.C.) 因李陵事獲罪下獄，受腐形。賦文

戴 r 悲夫!士生之不長，愧顧影而獨存。 J r 諒才體而世庚，

將逮死而長勤。 J r 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阿窮達之易

感，信美惡之難分。」看這些語句﹒知此賦殆作於受刑之後。 12

班彪的(北征賦〉是憂國傷時之作。班彪生在西漢末年，斯

時天下動亂 r 生人幾亡，鬼神混絕，整無完眩，郭罔遺室，原

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13 J 班彪離開長安北行至安定，寫了

這篇賦，刻劃人民在動亂之中，家破人亡，死生慘痛的情況 r 野

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家。」他面對死難者的苦況，深表同情，

為之「傷懷」、「慨息」、甚至「泣漣落而語衣，攬余涕以於巴。」

9 (楚辭集注) (附{楚辭後語) ) (台北:圓立中央圖書館. 1990) . 

頁 280 。
10 見{史記﹒賈誼列傳) (北京﹒中華書局{二十四史}點校本) .頁 2496 0 

11 見〈丈選)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60 .重印版) .頁 327 0 

12 ( 悲士不過賦) .原載於{藝艾頓聚}﹒卷三 0; 今見{全漢賦) (~t 

京大學出版社. 1993) .頁 142 0 

13 班固. (東都賦) .見〈文選) .頁 1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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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區的〈遂行賦) ，也是憂國傷時之作。該賦序文說 r 延

熹二年秋，霖兩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惜等五侯，檀

貴於其處，叉起顯明苑于城西。人徒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白馬

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腫陳君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自朝延

敕陳留太守，發遣余到值師。病不前，得歸。心價此事，遂託所

過，途而成賦。 J 15 

其他的騷體賦，都是抒情寫志的。

(三)援用多種比喻

王逸〈離騷經序〉說 r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書
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讀侵軍備美人，

以媲於君;芯妃候女，以嘗賢臣;蚓龍鷺鳳，以託君子;飄風雲

霓'以為小人。」屈原用這麼多的比喻，目的是把賢愚之別、愛

憎之分的情感，強烈地表達出來。這種抒情手法，漢代的騷體賦
是很相似的，例如:

賈誼的(弔原原賦) ，用鶯鳳、莫邪、周鼎、騏聽、神龍、

鱷鯨比喻屈原;把鷗梟、鉛刀、康割、賽驢、蛙頓、嘍蟻比喻小

人。的

揚雄(太玄賦〉一連用了四個比喻作興起 r 黨以芳而致燒
兮，膏含肥而見;病;翠羽嫩而殃身兮，蚱含珠而壁裂 。 」然後道

出「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

以矯俗。」說自己「茹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體以解渴 J 表示品
格清美。 17

14 班彪， (北征賦) .見{全漢賦) .頁 255-257 。

15 蔡皂， (述行賦) .見{全漢賦) .頁 566-570 c 

16 賈誼. (弔屈原賦) .見{全漢賦) .頁 8 - 11 。

17 揚雄. (太玄賦) ，見{全漢賦) .頁 209-2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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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衍的〈顯志賦) ，自言「驅素叫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

「飲六體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 J r 鍵六根而為籬兮，築蔥

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 í贊射干雜靡蕪兮，

構木蘭與新夷。」用了這麼多的比喻，不外表達自己「光明之惰，

玄妙之思」而已。 18

張衡的(思玄賦) ，說自己「雄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

枝;攜幽蘭之秋華兮，叉綴之以江釀。 J r 旦余沐於清原兮，喘

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 J r 嗡育本之玉

醋兮，餐洗禮以為糧。」表示自己的高潔。在賦文宴，作者設想

自己遊於南郊、西嬉、東施、北度、感到「鵰鳴競於貪婪 J r 價

羈旅而無友 J 真是「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蔥、」。最後，

「收疇音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J 歸結為「游道德之平林 J

「與仁義乎逍遙 J 0 19 

(四)篇末有「亂」或「訊」、「系」、「歌」、「重」等

(離騷)、(涉江〉、〈哀郭〉、〈懷沙〉、〈招魂〉的篇

末都有「亂 J ' (漁父〉有「歌 J ' (抽思〉有「少歌」、「倡」

和「亂 J r 亂」或「歌」或「倡」是總結全篇的要冒 20 '騷體賦

模仿楚辭的形式，篇末也繫以「亂 J '或稍更其名曰「訊」、「系」、

「重」、「歌」等等，例如:

賈誼〈弔屈原賦〉有「訊」

18 馮衍. (顯志賦) ，見{全漢賦) .頁 258-264 。賦序云 r 疆理九野，

經營五山，砂然有思凌雲之意，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日 r 顧志』。顯志者，

言光明風化之惰，昭章玄妙之思也。」

19 張衡. (思玄賦) .見{全漢賦) .頁 393-411 。

20 或以為「亂」是歌唱的，即一篇之末以歌唱作結束。參看徐虞陶. ( r 離

騷」 “亂曰"的本羲) • (楚辭研究論文集) ，第二集(香港:中國語文

學社編. 1969 年 9 月) .頁 94-99 c 關於漢賦的「亂 J 可參考黃耀盟，
(兩漢辭賦亂辭考) • (新亞學術集刊) .第 13 期(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1994) .頁 287-30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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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徹〈李夫人賦〉有「亂」

揚雄〈甘泉賦〉有「亂」

班彪(北征賦〉有「亂」

班固〈幽通賦〉有「亂」

蔡矗〈述行賦〉有「亂」

張衡〈思玄賦〉有「系」

班捷好〈自悼賦〉有「重」

司馬相如(美人賦〉有「歌」

三﹒散體賦的特點

散體賦是漢賦的主流，擺脫了騷體而茁壯的一種獨特而有韻

的散文。章學誠〈校儷通義﹒漢志﹒詩賦〉說 r 古之賦家者流，

原本〈詩〉、〈騷) ，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答， ( 莊〉、〈列〉

寓言之屬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

說〉之屬也;徵材聚事， (呂覽〉類輯之義也。川這樣看來，漢

代散體賦是把先秦諸子的散文寫作技巧鑄冶於一鐘了 。 觀察漢代
的散體賦，主要有下列五項特點:

(一)體用問答，價用連詞

「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 J 是漢賦的一種特點，而

利用問答體以成篇，更是漢代散體賦的標誌'最著名的作品，像

枚乘(七發〉、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 22 、揚雄(長楊賦〉、班

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崔琦(七獨〉、崔是〈答譏〉、

21 (校誼通義) • (台北:中華書局， 1966) ，頁 186 • 

22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只說司馬相如奏上 〈 天子游獵賦 ) ，沒有 〈 上

林賦〉。把〈夫子游獵賦〉分為〈子虛賦)和 ( 上林賦 ) ，則始於蕭統〈丈
選}。詳見拙作， ( r 上林賦」作於建元初年考 ) ，第 二 節 ( r 子虛賦 」
與「上林賦」的分合問題) , (漢魏六朝賦論集) (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1990) ，頁 17-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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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區(辭誨〉等，都藉著主客的對話，狀物騁辭，造成長篇鉅製，

而主客人物，如「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亡是公」、「子

墨客卿」、「翰林主人」、「西都賓客」、「東都主人」、「安

處先生」、「憑虛公子」等等，也是虛構的。 23

在結構上，散體賦的顯著特點是慣用連詞(或稱作「轉折連

詞 J )一於是、若乃、且夫、於是乎、爾乃、故、然等等。鴻裁

固是，短篇亦然，例如:

司馬相如〈上林賦〉是這樣布局的:

且夫齊、楚事，又烏足道乎

於是乎妓龍赤峙，缸鑄漸離

於是乎崇山矗矗，攏 J從崔巍

於是乎周覽泛觀，鎮紛幸L 苟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於是乎虛橘夏熟，黃甘橙棒

於是乎玄發素雌'雖獲飛蝠

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技獵

於是乎乘興拜節徘徊，翱翔往來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天之壺

於是酒中樂尉，天子芒然而思，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

若乎終日馳騁，勞神苦形

於是二子傲然改容，超若有失

班固(西都賦〉用了十四個連詞，貫緝全篇:

於是時奏嶺，蛾北卒，

於是既庶目富，娛樂無疆

23 參見拙作， (漢賦問答體初探) , (新亞學術集刊) ，第 13 期(香港中

文大學出版， 1994) ，頁 4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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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

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

於是玄揖主口切，玉階彤庭

爾乃正殿崔巍，層構厥高，

於是靈草冬槳，神木叢生

爾乃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固

於是乘鑿典，備法駕

爾乃期門攸飛，歹IJ 刃鑽蝕

爾乃移師趨隙，並蹈潛穢

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樹

於是後宮乘較轄，登龍舟

于斯之時，都都相望，色色相屬

短篇的散體賦，也用了不少連詞，如侯瑾〈箏賦 ) ，抵有 一

百八十字，用了四個連詞:

於是急弦促柱，變調改曲

若乃察其風采，練其聲音

於是雅曲既闕，鄭衛仍倚

若乃土感天地，下動鬼神

(二)精練三字句和排比句

騷體賦雖然間有短句，但仍以長句為主，而「賦家者流，縱

橫之派別，而兼諸子之餘風。 24 J 故散體賦常用長短句，但最大的

特色是精練三字句和排比句，此固非〈詩經〉、 〈 楚辭 〉 所有，

也是先奏諸子文中所鮮見的，例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 〉

於是乃群相與撩於蕙圍， ~手冊勃章，土金陡，排站萃，射錦

鱗，微繪出，纖繳施，弋白鴿，連駕鵝，雙鶴下，玄鶴加。

24 輩學誠. (文史通義﹒詩教下}﹒卷一. (台北:中華書局. 1966) 

頁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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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如揚雄的〈羽獵賦〉

及至獲夷之徒，眼松柏，掌疾梨，獵蒙龍，轉輕飛，履般首，

帶修蛇，鉤赤豹，提象犀，雖巒院，超唐肢，車騎雲會，登

降閩藹。

叉如班固的〈西都賦〉

於是後宮，乘車是絡，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桔輔帳，鏡

i青流，靡微風，海淡浮，摧女摳，鼓吹震，聲激越，管厲天，

鳥群翔，魚闢淵，招白開，下雙鴿，論文竿，出比目，撫鴻

幢，御矯傲。方舟並驚，依仰極樂。

他們一連串用了九次、十次、二十次的「三字句 J 可謂前無古

人，而後之賦家，慕效仿作的，為數甚眾了。 25

此外，散體賦常用一些排比句來鋪陳事物，如枚乘(七發)

出輿入暈，命曰譬癢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

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雄，命曰腐腸之藥。句藥之醬，

薄者之炙'鮮鯉之繪，秋黃之籬，白露之茹，蘭英之酒。

叉如司馬相如〈上林賦〉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天之垂，張樂手膠葛之宇，撞千

石之鐘，立萬石之真，建翠華之旗，樹靈是之鼓，奏陶唐氏

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之震動，川谷

為之蕩波。

叉如張衡的〈觸髏賦〉

離朱不能見，子野不能聽，堯舜不能賞，槃持不能形，虎豹

不能害，釗載不能傷。與陰陽同其流，與元氣合其蚓、。以造

25 其他散體賦幾篇篇皆有三字句，讀者可隨意被閱俯拾，想不贅學於此。

571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化為父母，以天地為床萃，以雷電為鼓扇，以月為燈燭，以

雲 j葉為川池，以星宿為珠玉。

層層疊疊的排比句，造成一種氣勢。諸子散文，六朝騏體，也有

排比句，但遠不及漢賦的「陣勢」了。

(三)紀事狀物，題材豐博

散體賦不限於抒情寫志，任何事物，都可寄意於筆端，所謂

「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攬人物 J r 因物造端，敷弘事理 J

故題材廣博而內容豐富。〈文選〉分賦為十五類. (文苑英華〉

分賦為四十六類. (唐文粹〉分賦為十七類. (歷代賦彙〉分賦

為三十八類(按:很多類目是相同的) 26' 把現存的漢代散體賦作

初步分析，可歸納為下列二十八類 27

天象，如趙壹〈迅風賦〉

歲時，如杜篤(跋祺賦〉

地理，如蔡矗〈漢津賦〉

都皂，如班固〈兩都賦〉

典禮，如揚雄〈河東賦〉

郊肥，如鄧耽〈郊耙賦〉

敗獵，如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

文學，如杜篤〈書揖書〉

武功，如崔姻(大將軍西征賦〉

性道，如趙壹〈刺世疾邪賦〉

宮殿，如李尤〈德陽殿賦〉

器用，如羊勝〈屏風賦〉

音樂，如傅毅(琴賦〉

玉鼎，如班捷好(禱素賦〉

26 關於賦的分類，參看拙作. ( (文選〉選賦義例論略 > • (漠魏六朝論

集) .頁 141 ﹒ 157 0 

27 次序依{歷代賦彙) .舉例多從{文選}、{賦彙〉擷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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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如鄒陽〈酒賦〉

巧藝，如蔡區(彈秦賦〉

仙釋，如桓譚〈仙賦〉

草木，如劉勝(文木賦〉

花果，如王逸〈蓊支賦〉

鳥獸，如路喬如〈鶴賦〉

鱗蟲'如孔戚〈寥虫賦〉

言志，如劉禎〈遂志賦〉

行族，如徐幹(西征賦〉

曠達，如張衡〈歸田賦〉

美麗，如陳琳〈神女賦〉

諷諭'如邊讓〈章華臺賦〉

情感，如繁欽< 5耳愁賦〉

人事，如揚雄〈逐貧賦〉

略論漢代騷體賦和散體賦的特點

漢代的散體賦，有長篇鉅構，也有短篇巧製。巧製之篇，描

寫鎮密，刻劃細微，如劉勝〈文木賦〉

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塘，復似驚集鳳翔，青禍

紫緩，環壁挂璋;重山累峰，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

霏;屬宗蟻旅，雞族雄群;喝繡鴦錦'蓮藻艾文;色比金而

有裕，質參玉而無分。

鉅麗之作，內容豐博，品物畢圖，令人目不暇給，例如司馬相如

的(上林賦) .先述上林苑的地理環境，川河水勢及水中鱗禽，

次寫苑中的山溪和溪中的奇卉異草，次寫苑中的怪獸，次寫苑中

的閣道、臺觀、珍寶、果木猿援，繼寫天子校獵的壯觀和歌舞游

娛的盛況，最後刻劃天子實行勵精圖泊，主張戒奢崇儉、興道遷

義。文字極盡鋪張揚厲。叉如班圓的〈西都賦) .題材是「都自」

(或稱「京都 J ) ·內容則包括地理形勢、定都經過、京城建設、

市內景象、四郊情況、朝廷政綱、封鐵環境、帝王宮室、後宮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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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朝廷百官、宮殿樓臺、敗獵壯觀、遊娛盛況等等 28 。 無怪孫梅

說 í 兩漢以來，斯道為盛，承學之士，專精於此 。 賦 一物則究

此物之情狀，論一都則包一朝之治革 。 騷翰傳誦，勒成一子 。 J 29 

(四)堆砌描寫狀辭

描寫狀辭，或稱「性質形容辭 J (descriptive epithet )或

簡稱形容辭( adjective )是用以刻劃事物狀態的 。 例如 〈 詩經﹒

小雅﹒賓之初娃〉有「威儀反反」、「威儀幅幅」、「威儀抑抑」、

「威儀他他」的詩旬 í 反反 J (莊重而謹慎狀)、「幅幅 J (輕

侃而不莊重狀)、「抑抑 J (謹慎而嚴肅狀)、「秘祕 J (輕薄

而組鄙狀) ，分別形容不同的「威儀」狀態 。 叉如屈原 ( 離騷 )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 。 世酒濁而不分兮 ， 為 蔽 美 而

嫉妒。 J í 駕八龍之婉婉兮，戴雲旗之委蛇 。 J í 曖曖」寫日光

昏暗的狀態 í 潤濁」寫污穢世惰的狀態 í 婉婉」寫巨龍腕蜓

曲伸的狀態 í 委蛇」寫旗幟迎風招展的狀態 。

〈 詩經〉、〈楚辭〉和先奏諸子文章，都有使用描寫狀辭，

但堆砌描寫狀辭，甚至連用多種書喻，來刻劃一件事物，抵有漢

代的散體賦具有這種特點，例如枚乘〈七發〉的「觀濤 」 一節: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甚少進也，浩浩渲渲，

如素車白馬椎蓋之張。其波滿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膳

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妓龍，附

從太白，純馳浩晚，前後駱驛，顛顛印印，格格喔喔，莘莘

將將。...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屯渾渾，狀如奔馬;混

混克底，聲如雷鼓。

短短的一段文字，用了十五個疊字的描寫狀辭，叉用了七個嘗喻，

真是歎為觀止了。叉如司馬相如〈上林賦〉寫「苑中水勢」的一

28 詳見抽作. < 班固西都賦與漢代長安 ) • (漠魏六朝賦論集 } ﹒頁 27-51 0
29 (四六叢話) (商務萬有文庫本) .卷 三 Q . 頁 51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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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南北，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

桂林之中，過乎決薄之墊，泊乎混流， }I嗔阿而下，赴隘隨之

口。觸穹石，激堆垮，沸乎暴怒，洶浦澎游，澤弗$~日，偏

側 ì~必 i餅，橫流逆折，騁騰澈測 ， i:旁 i鼻流溉'穹隆雲撓。.

啦啦下 i賴，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垃注塾，漫游實隊，沈

沈隱隱，砰砰封磕，滴滴混混， ~拾澡鼎沸。馳波跳沫， ~日進

漂疾，悠遠長懷，寂滲無聲，肆乎永歸。

用了四十個水旁而不同的字來寫水勢，繪狀圖貌，無以復加，真

是「觀水則情滿於水」了。叉如班捷好的〈禱素賦) ，寫撐素的

麗人:

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校若明魄

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

唇。勝雲霞之過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

笑笑移珊，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

，性閑良。

用譬喻、顏色、動作的描寫狀辭來刻劃「麗人 J 她的容貌、舉

止、姿態、眼神、朱唇、黛眉、紅頰、靨點、柔肌等等，浮現在

讀者眼前。

(五)多方鋪陳，引典誇飾

「鋪采摘文」是漢賦最顯著的特色，方法是從東、西、南、

北、前、後、左、右、上、下、內、外等多方面來繪寫事物。戰

國時代的縱橫家，早已善用這種鋪陳技巧，藉以動人心耳，例如

〈戰國策﹒秦策〉載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

大王之圈，西有巴蜀 j集中之利，北有胡絡代馬之用，南有巫

山將中之限，東有教函之固，回肥美，民殷宮。

從西、北、南、東四面鋪陳，誇言秦國地理環境的優勢，故章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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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說 r 賦家者流，原本 〈 詩 〉 、 〈 騷 ) ，出入戰國諸子 。 恢廓

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 30 J 漢代賦家的「恢廓聲勢 J 較諸戰國
時代的縱橫家，尤見變本加厲，例如司馬相如 (子虛賦 〉寫雲夢
的景物:

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

其山則盤好鼻鬱

上干青雲

下屬江河。.

其土則丹青椅壘

其石則赤五玫瑰

其東則有蕙圈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

其高燥則生葳析芭謊

其埠淫則生藏葭蒹葭

其西則有滿泉清池

其中則有神龜妓壘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

其上則有宛雛孔嘴

其下則有白虎玄豹，

不僅從四方八面陳述，更腫舉品物(其山，其土 ， 其石 ) 。 叉如
揚雄的(蜀都賦> '鋪寫手法是十分相似的: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

東有巴賓棉互百雄

其中則有玉石替本

南則有提祥潛夷

於近則有瑕英菌芝

於遠則有銀鉛錫碧

30 同註 21

576 

西有鹽泉鐵 J台，

其旁則有其牛兒花

北則有峨山

獸則t.羊野康

其竹則鐘龍笨重

其淺濕則生蒼葭蔣蒲

其深則有搞瀨沈蟬

略論漢代騷體賦和散體賦的特點

很明顯，揚雄作賦，是以司馬相如為擬式的 31 。漢成帝時，揚雄因

作賦似司馬相如，應徵待詔承明之庭，加上漢代有「獻賦」和「考

賦」的制度，賦篇「差次錄第，未及者亦復隨輩皆白拜躍 。 32 J 因

此，作者蜂起而互相仿效了。

〈 文心雕龍﹒事類 〉 說 r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義，

援古以證今者也。」引典用事是歷代文士的常用技巧，但漢代賦

家，引用事類，未必「援古以證今 J 主要卻在誇飾鋪陳，例如

枚乘〈七發〉寫以音樂啟發楚太子:

使琴摯祈斬以為琴，使師堂操暢，伯牙為之歌。

把春秋時代最傑出的樂師師摯、師堂子京、伯牙(或說古之善鼓

琴者，不知何時代人)拉在一起，表演琴聲好、曲調美、歌辭妙

的最感人音樂。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作用是「誇飾」而已 。

叉如寫以車馬啟發楚太子:

鐘、岱之牡，齒至之車。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

毒缺、樓季為之右。

把春秋時代秦圓的最善相馬的伯樂、晉國善於御馬的王良，周穆

王時代善駕車的造父，和古代(不知時代)勇士秦缺、樓季，齊

集一起，選擇良蹺，善御良車，勇士護駕。這些也是「誇飾」而

31 (漢書﹒揚雄傳) (北京中華書局{ 二 十四史〉點校本) .頁 3515 • 

32 參考劉大杰. (中國文學發達史)(台北:中華書局. 1960)' 頁 10 卜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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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其他賦家，大都如是，以下例子，可見一斑:

王爾公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莓， ... ...砂者督直，聾者磨薯，

齊貢金斧，楚人名工。(鄒陽〈几賦 > ) 

楚王乃駕馴坡之駒， ... ...左烏號之雕句，右夏服之勁箭，陽

子時乘，纖阿為御。(司馬相如〈子虛賦 > ) 

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靈固燕於閒館，佐佐之倫

暴於南榮。(司馬相如〈上林賦> ) 

故貪賽者聽之而廉隅， ... ...鍾期牙曠悵然而愕， ;f己梁之妻不

能為其氣，師襄嚴春不敢竄其巧。(王褒 〈 洞簫賦 > ) 

帝將惟田于靈之園， ... ...棧槍為聞，明月為候，美惑司命，

天孤發射。... ...貴尤並較，蒙公先驅 。 (揚雄 〈 羽獵賦 > ) 

爾乃期門攸飛，列刃螃缺許少施巧，秦成力折。

然後舉烽伐鼓，以命三驅游基發射，范氏施御。(班
固〈兩都賦> ) 

使織女時乘，王良為之御，三台執兵而奉引，軒轅乘驅驢而
先驅。(黃香〈九宮賦> ) 

於顯樂都，既麗且康， ... ...松子神肢，赤靈解角，耕父揚光

於清冷之淵，游女弄珠於漢泉之曲。(張衡 〈 南都賦> ) 

於是乃使魯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 ... ...變襄比津，子
瞥協呂定名曰笛。(馬融 〈 長笛賦 > ) 

於是招~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羅， ... ...修黃軒之要道，

攜西子之弱腕，援毛蜻之素肘，形使娟以嬋媛'若流風之靡
草。(邊讓〈章華臺賦 > ) 

於是繁弦既抑，雅韻乃揚，仲尼思歸，鹿鳴三章，梁甫悲吟，
周公越裳。(蔡色〈彈琴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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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漢賦的發展是雙軌進行的，因為自漢初至漢末，騷體賦和散

體賦不斷地同時出現，而漢賦大家，多能兼擅二體;大概述志抒

情則用騷體賦，體物紀事則用散體賦。

無可置疑 r 賦也者，拓宇於楚辭也。」漢代辭人， ( 一 )或

直接模擬屈原的語氣，以代言的方式，替他抒發「罹讀憂國」的鬱

憤 。 這些作品，稱為騷體，部份收錄在〈楚辭〉襄 33 0 ( 二 )或襲取

楚辭的形貌而自我抒發個人的情懷 34 '這些作品，稱為騷體賦 。

騷體賦，除了賈誼的〈弔屈原賦〉外，沒有以屈原的故事作

題材，而內容則以自悲身世、憂國傷時為主，例如董仲舒為人廉

直，遭當權者擴棄不用，作〈士不遇賦〉以自廣;司馬遷因李陵

之禍而下獄，慘受腐形，作〈悲士不遇賦〉以自悼;劉歡自侍從

之臣，遷為三河太守，再從為五原令，撫令追音，作(遂初賦 〉

以寄意;班彪避亂，從長安逃至安定，就治途所見，憑弔古跡，

作(北征賦〉以抒發感慨，蔡造以徐璜、左惜等擅權專橫，人民

凍餓不得其命者甚眾，自己無故由陳留遣往僵師，作〈述行賦〉

以洩心憤。

騷體賦仿效楚辭，援用多種嘗喻，例如以瑞獸、珍寶、香草、

嘉魚、玉體等比作賢人或高潔品格;以惡鳥、奴駕、康割、嫂蟻

等比作小人或險邪奸詐。篇末的「亂」、「訊」、「系」、「重」、

「 歌 J 也是仿效楚辭的體式。

33 班固 ( 兩都賦序 ) 稱 : 到了漢成帝的時候，奏御之賦，千有餘篇 ﹒ 張衡

( 論賈學疏 〉 說: ì英順帝時，辭賦作者鼎灘 。 由此可見當時作家之盛與賦

篇之多，收入{辭}的，必是少極少數而已 ﹒ 參看拙作. (i美賦研究的 一
些問題) • (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上卷(北京中華書局. 1966) .頁

112 - 120 。

34 司馬相如的 ( 哀 二 世賦 〉 、 ( 大人賦 〉 和 ( 長門賦 〉 是例外，不是自抒

情懷;但不是以屈原的故事作題材，故屬騷體賦不是騷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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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體賦的句式，大部份模擬楚辭，但經過漢代賦家的創作，

句式有更大的變化 。 不限於四.四、四.五、五.四、五.五、六.六、
七.六、七.七等句式，還有八.六、 J\ . 七、九.六、九.八、九 . 九、
十.六、十.九、十一.十等較長的句式，而四.四的短句叉較楚辭
廣泛地、靈活地運用 。

散體賦是有漠的「一代文學」脫離了 ( 詩 } 、 { 騷 〉 而鎔鑄

了戰國時期縱橫家的鋪張揚厲的手法，成為一種「窮極聲貌 l

「衍侈弘麗」的獨特文體。它的內容，不限於述志抒情，若有寄
意，則托言諷陳 35 ;整體來說，俱以狀物紀事為主，題材包括天象、

歲時、地理、都色、宮室、樓臺、典禮、歐獵、文學、武功、仙

釋、器用、音樂、玉吊、飲食、巧藝、草木、花果、鳥獸、鱗蟲
等等，可謂包羅萬有，而鴻裁鉅製，一篇之中，往往囊括多種題
材，令人「大開眼界」。

從結構方面來說，散體賦或用問答體或直接鋪陳，但後世視

為漢賦代表的作品如〈七發〉、〈子虛賦〉、(上林賦 〉 、(長
楊賦〉、〈兩都賦〉、〈二京賦〉等，都用問答體。較顯著的特

點是噴用連詞一且夫，於是，若乃'爾乃，若乎，於是乎，藉以
轉換越材，接連段落，可謂別開生面 。 此外，鋪陳的手法，最常
見的是從四方八面描寫，甚或驢舉晶物， (如其土，其山，其石，
其獸，其鳥黃甘橙揍，批把燃楠，亭奈厚朴，樽菜，楊梅，
櫻桃蒲陶， ... ...鴛鴦鵲驚，鴻鳴駕攏，鸚聽驚鵑'鸝鵝鸝鸝等等) , 

構成一種「鉅麗」景象。

從造句方面來說，散體賦可謂句無定式，長短不一 ，雖然東

漢以後，由於文風所染，漸趨耕偶四六，但遍觀全貌，卻以三字

35 關於漠賦的諷謙問題，請參考羅根潭， ( 諷謙說 ) , (中國 文學批評史}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 1958) .頁 98-100 及拙作， “ AStudyofthe 

DidactIC Functlon of Han fu on Hunts and on capl tal5.'fou-a/of 

。r j tfJ f a /Sf tJdi ES 'ljIII V e r s i t Y O f Ho n E K o n g , Vo l.x i v , No .2 , 
PP . I72-182. Hong Kong' 197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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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和排比句最具特色;由漢初至漢末，枚乘、鄒陽、司馬相如、

孔戚、東方朔、揚雄、班捷好、桓譚、班彪、杜篤、傅毅、崔閥、

班固、黃香、李尤、劉蜍胸、張衡、馬融、鄧耽、王逸、王延F 、

廉品、邊讓、蔡昌、徐幹、繁欽、楊修、王梁、陳琳、劉禎、應

湯、丁 j真、丁虞妻、崔玫等的賦篇，都有這些句子。事非偶然，

實乃互仿效，形成漢代散體賦特色之一。至於以奇辭瑋字入賦，

論者殊多，恕不在此贅述。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漢賦之中，有散體賦和騷體賦的混合體

賦，如揚雄的〈河東賦〉、劉歡的〈甘泉賦〉、傅毅的〈舞賦〉、

崔闊的〈武都賦〉、李尤的〈函谷關賦〉、張衡的〈溫泉賦〉、

馬融的〈長笛賦〉、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邊讓的〈章華臺

賦 〉 、蔡區的(漢津賦〉、阮璃的〈紀征賦〉、繁欽的〈愁思賦〉、

楊修的〈出征賦〉、王繁的〈思友賦〉、應場的〈愁霖賦〉、崔

攻的〈述初賦) (每家但舉一篇，以省篇幅)等等，厥例華繁。

由此也可證明，騷體賦和散體賦在漢代是雙軌發展的，而賦家操

恤，隨意運筆，渾融二體於一篇了。

一九九六年九月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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