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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六朝文人賦創作所連用的形式和技巧，在庚信的筆下都得到了

新的發展。他的前期賦，在構思和王家句上求新求巧，注意描繪的具

體性和形象性。其狀物寫景寫惰的想象力與辭藻音律的美妙，確有

其卓越的才思和技巧。在後期賦中，儘管他創作的題材內容改變

了，對形式美的追求依然如故，在藝術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不過，

後期賦中表現的「鄉關之思」究竟能不能對賦的形式結構產生決定

性的影響?由於所謂「鄉關之思 J 基本上是就作者創作心態和題

材內容而言的，所以這個問題除非有特性明確的證據，否則恐怕是

難以回答的。本論文首先比較前後期賦的情感和思想，以便突現出

前後期賦的題材和內容上的特徵'然後依照後期賦所採用的形式和

技巧，論述其演化的因素。

二、前後期賦內涵的比較

庚信，前期(四十一歲以前)是梁朝著名的宮體詩人 r 徐庚

體」的代表作家，被一些人稱做是「辭賦之罪人」。這時寫下了〈鏡

賦〉、(燈賦〉、〈春賦〉、〈七夕賦〉、(對燭賦〉、〈鴛鴦賦〉、

〈蕩子賦〉等七篇，多為短作。後期(四十二歲以後)他在北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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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的，這時生活經歷的豐富和對人生的深刻體驗，促使庚信的「暮

年辭賦動江關」。這時他寫下了〈枯樹賦〉、〈竹杖賦〉、〈小圍

賦〉、〈傷心賦〉、〈哀江南賦〉等共八篇，頗多鉅作。現在評論

庚信賦，也應論列就班﹒他有前期一切如意的欣豫之作，叉有後期

表現「鄉關之思」的作品。倘有取捨'就會不是庚信全人，只有全

面來看，才是庚信賦的真面目。 l

(一)情感和思想的比較

一篇作品的情感成分，決定於最初的寫作動機。庚信前期賦，

大多是屬於艾士集團互相酬和的游戲之作，儘管描寫生動，感情細
膩，畢竟不是為我而寫，絡隔一層。因此這種作品的情感，純以寫

作技巧取勝，是為文造情。而體現了梁時極貌寫物、窮力追新的特

點，自談不上真感情的流露，多為未滲入主觀情感的應詔之作，而

且描寫的用物和植物，幾乎都是一種照鏡式的反映，絲毫不涉及個
人情感。其中， <蕩子賦〉卻不僅暗寫相思之苦，相聚之樂，同時

也寄寓了作者期望有情人永不分離的情懷。(鴛鴦賦〉是通過失寵
宮女的口寫其怨恨和理想，他同情被拋棄者，替他們鳴不平。然而，

前期賦中所流露出的情感成分，還是含蓄而微弱的。但入北以後，
人事己非，尤其從梁朝淪亡而流落北朝的所見所間，使他正視人生
際遇，對自己生命的意義加以重新反省和估量。於是產生了「情以
物遷，辭以情發 J 2的現象，而寫出注入情感的作品。最明顯的一
點，即是為我而寫，不是應制之作，因此流露出真實而叉深刻的感
情，而且寫景詠物就帶上強烈的感情色彩。這些情感是庚信對人生

真相意義，有了最深刻最主要的內涵，也是他所要表現的一個心靈
世界。庚信前期賦思想內容方面的不是，是與他生活的時代和主境
有密切關係。作為文學侍臣的庚信，在狹小的宮廷生活圈子裡'勢
必給他的創作帶來極大的局限。前期賦雖然「窮緣情之綺靡，盡體

l 參見宋安華. (論庚信辭賦) • (洛陽師範學報) • 1988 年，第 4 期，頁 57 • 
2 參見{文心雕龍}﹒卷一 o. (物色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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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瀏亮 J '3畢竟落入沒有思想內容的黨臼。如此前期賦但求物態

之真和巧尚形似，沒有寄托深刻的思想，思想性較低。庚信經由一

段動亂生活後，無法超脫時代的籠罩和影響。因此在後期賦中，回

憶一生經歷的同時，叉時常流露出人生無常的感慨，表現出對人生

的懷疑態度。這種懷疑，正是由於依賴佛道的逃避，無法解決其根

本問題，而內心的痛苦和矛盾依然存在，最後只有付諸「天意人事」

的無奈。 4不過，庚信的「鄉關之思」決不能是遊離在作品所反映的

生活現實之外，而是必須與這生活現實結合在一起;它不但是從這

生活現實中學生出來，並且是與這生活現實凝為一體的。它振響著

庚信特有的音調，塗抹著庚信特有的色彩;它是庚信的心血，即是

思想感情的結晶。

(二)題材和內容的比較

庚信前期賦，大多以詠物、豔情、寫景作為題材，從這些題材

來看都是宮廷淫靡的象徵。其中「閩怨」題材作品，敘述思念之情、

哀傷之感外，往往以淒冷景物烘染環境。如(對燭賦〉、〈蕩子賦〉

等用相同冒趣的題材。〈對燭賦〉一篇所描繪的事情，是在「兵革

屢變」的動蕩時代裡極為普遍的社會悲劇。〈蕩子賦〉則抒寫思婦

眷念辛苦逐征行的蕩子之惰。由於當時梁代政局不穩，戰爭頻仍，

連一些專寫宮體豔惰的文人，也多少反映了一些動亂的現實。 5後期

賦的題材，庚信本人在環境遭過和個人生命的互相投射照應之下，

從豔情、宮苑變為戰亂、鄉思、'致力於反映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

抒吐強烈的思鄉戀國之惰，創作出一大批具有自傳性和現實性的作

品。庚信前期思想有些貧乏，生活面也較敏窄，他的作品基調，以

歡樂為主，沒有悲苦之惰。其內容叉無法突破宮閣豔惰的範圈。前

期賦中，像(春賦〉、〈燈賦〉之類內容空虛，文風輕豔，狹小的

3 參見《庚子山集注) (台北:原流出版祉. 1983) . (勝王追原序) .頁 53 • 

4 參見許東海， (庚信生平及其賦之研究)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263-264 • 
5 參見葛曉音. (庚信的創作警衛) • (中州學刊) • 1982 年，第 4 期， ﹒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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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生活圈限制了這一時期庚信的視野，輕豔的宮廷詩風也削弱了

他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 。儘管某些前期賦不同程度地閃煉出現

主義的光芒，但就其整體而言，其內容還是單薄的。 6後期賦在內容

方面不僅是述其身世之感、流離之痛以至亡國之痛，亦即抒情之外

頗多生平經歷的敘述。因此可以說後期賦的創作糾正了前期賦萎靡
的內容，用亂離哀怨取代了豔情。

三、後期賦體演化的因素

庚信入北之後，作品的思想內容有了新的變化 r 鄉關之思」

成了後期賦創作的重要主題。儘管他屢經變亂，有亡國之痛，而寫
出寓有身世之感的作品，但他的生活仍是局限宮廷，在這種環境中

生活久了，就使他積習難除，所以入北以後，一過同樣情境，也寫
出奉和、應詔作品，與前期不同的只是易地而居罷了。就賦體而言

後期賦境大變，惟〈象戲賦〉、〈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兩篇尚
仍舊觀。這說明後期也有不同風格的作品問世。 7在此 r 後期賦!
主要講表現「鄉關之思」的作品。談到「賦體 J 自然與組合語三
的方法、型式及素材有密切關係。但庚信後期賦體，並無賦體結構
本身上的差距，重點擺在表現的情感思想和賦體結構的關係。

(一)句式

庚信的騏賦創作，在中國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騏賦不同以
前的古賦和後來的律賦，它和耕文相近。賦到徐、庚之手，創為隔
句相對之制，由是於四六文之外，復有四六賦之體。蓋四六之文自
陸機〈演連珠〉及〈豪士賦序〉後，作者日泉，至於通篇以四六間
隔作對則始於庚信。 s如 r 荊璧脫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

6 參見李正春. (論庚信的賦) • (鐵道師範學報> • 1988 年，第 3 期，頁的。
:參見葛曉音. (庚信的生平和思想) • (漢唐文學的燈變) (北京大學出版
社. 1990) .頁 229 0 

8 參見張仁膏. (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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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珠盤而不定。 J ( <哀江南賦) ) r 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

潘兵面城，且適閒居之樂。 J ( <小圍賦) )這些體式，對偶精工，

而四六隔聯之句，更屬俯拾即是。其餘或轉而為六四相隔聯之對，

四七、四五相隔之對，皆由此法而出，愈演愈活。如 r 一枝之上，

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 J ( <小園賦) ) 

「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真。 J ( <哀江南

賦) )庚信賦序雖多四六，然而在賦的本部，也不必篇篇用之，如:

「寄根江南，淼淼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 J ( <邱竹杖賦) ) 

而且屬對的工整和排偶的精美之中，綴散句以備作文，如 r 見被

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為戒矣。 J ( <哀江南賦) ) r 草無忘憂之意，

花無長樂之心。 J ( <小園賦) )這種「四六」和散體相雜的句法，

不獨內容，連形式都變得參差不齊，使全篇文字，一點不覺呆板，

但覺其自然。庚信賦在四言、六言句式之外，叉大量運用五、七言

句式，使賦的語言形式和辭采情韻向五、七言詩體靠攏，表現出一

種詩化的趨勢。如〈春賦〉多用整齊的詩句入賦，對仗多而不顯得

板滯，自然流麗，聲韻婉諧，詩化的現象很明顯。叉如〈燈賦〉是

一篇不到二百字的小賦，其中出現了五七言詩句。此外， <鴛鴦

賦〉、〈對燭賦〉、〈蕩子賦〉等，也都大量採用二、二、三韻律

的七言。這種七言的輕快韻律，在過去的賦是很少使用的。七言在

賦中，一如七言詩的旨趣，開始頻繁使用，是始於簡文帝及使信

等宮體詩人，在他們之間彼此酬唱的背景之下，很可能配合詠物、

豔惰的主體，才選用七言韻律。賦中這些韻味較濃的詩句，不僅可

以避免因過分追求整齊對稱而損害文意的弊端，而且還能幫助作者

自由地抒發感情，活躍耕賦的抒情節奏。至於後期賦，有顯著的變

化，就很少用五、七言句。如五言句(二、三調): r 敬側八九仗，

縱橫數十步。愉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 J ( <小園賦) ) r 建章

三月火，黃河千里搓。 J ( <枯樹賦) )七言句(二、二、三調) : 

「若非金谷滿圈樹，即是河陽一縣花。 J ( <枯樹賦) )值得注意

頁 78 0 

611 



回..........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的是，從題名上看，很像詠物性的〈枯樹賦) ，也只有最後一聯七

言，而且這兩句還是描寫回顧南朝時代華美生活的情景。連長篇〈哀

江南賦〉中，二、二、三調的七言形式，一次也沒有出現過。可見，

庚信被沉重憂愁即「鄉關之思」所封閉的後期賦，已經不合用七言

的輕快韻律。 9

(二)用字

每個文人往往都有自己特別喜愛的詞彙。使用同樣的詞語，這個詩

人表現喜，而那個詩人表現悲。各自注進不同的感情，組裝成不同

的畫面，因而形成不同的風格和特點。庚信後期賦常用的有關「鄉

關之思」的語彙大致如下:

l.字彙

(1)有關「望鄉」的「望」、「歸」、「空」、「徒」字

庚信在現實生活中既不得歸鄉，客地思鄉的情懷叉無計可消

除，於是醒則「遙望」、寢則「夢歸」了。「望」字表示主觀願望
詩作的動態，庚信欲望之處是南方的國土，但「歸鄉」的渴望終是

l 落空 J 故多用「空」、「徒」字。「空」、「徒」兩個字，都
反映庚信意志的喪失和絕望感。

望 r 望朧水而不歸。 J ( (傷心賦) ) r 望赤壁而沾衣。 1
( (哀江南賦) ) r 班超生而望返。 J ( (哀江南賦) ) r 非玉白

白望。 J ( (哀江南賦序) ) r 知西陵之誰望 。 J ( ( 哀江南賦) ) 

l 望思無望。 J ( (傷心賦) ) 

歸 r 有去無歸。 J ( (哀江南賦序) ) r 羈旅無歸 。 J ( (枯
樹賦) ) r 溫序死而思歸。 J ( (哀江南賦) ) r 望朧水而不歸。」
( (傷心賦) ) r 歸來不歸。 J ( (傷心賦) ) 

9 參見興蕃宏著、譚繼山譯，(望鄉詩人庚信)(台北:萬盛出版有公司， 1984). 
頁 96-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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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徒 r 空成鄧林。 J ( (竹杖賦) ) r 空懼西河之議。」

( (傷心賦) ) r 蘇武之一雁空飛。 J ( <哀江南賦) ) r 徒思甜

馬之株。 J ( <哀江南賦) ) r 烏毛徒覆，獸乳空合。 J ( <傷心

賦) ) r 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 J ( <哀江南賦) ) 

(2)冷氣嘍目鹽、哀聲淒切的「寒」、「秋」字庚信在後期賦中，特別

喜歡用「寒」、「秋」之類的字，這兩個字反覆出現，已明白說明

勾勒出他後半生的心情。

寒 r 寒風蕭瑟。 J ( (哀江南賦序) ) r 寒關悽愴。 J ( <竹

杖賦) ) r 不寒而戰。 J ( <竹杖賦) ) r 荊軒有寒水之悲。 J ( (小

圈賦) ) r 雲蒼蒼而正寒。 J ( <傷心賦) ) 

秋 r 秋黎促節。 J ( <小園賦) ) r 飄焉秋草。 J ( <傷心

賦) ) r 憤泉秋沸。 J ( <哀江南賦) ) r 容貌先秋。 J ( (竹杖

賦) ) r 蘇武有秋風之別 J ( (小圍賦) ) 

(3 )含挫折感和孤獨感的「斷」、「絕」、「獨」字庚信在後半生對

任何事物都出之以悲觀的心情，在後期賦中找不出一絲一毫的快

樂。他這一個孤絕的心靈，飄泊在茫茫人海、渺渺世界裡。終其一

生，都沒有展顏過，他渴望還鄉，卻始終不能如願。「斷」、「絕」

無疑是落淚、悲哀的導引。他的傷嘆，如果不是「斷」、「絕」

那麼就是「獨」了。「獨」字含有多少孤獨悲哀之惰，是異國孤臣

的心聲。這些字彙裡，很明顯的閃耀出一個寂寞的影子和孤獨無依、

流離走散的形象。如 r 膏流斷節。 J ( <枯樹賦) ) r 猿吟腸斷。」

( (傷心賦) ) r 鶴聲孤絕。 J ( <傷心賦) ) r 親友離絕。 J ( (竹

杖賦) ) r 陳水則肝腸斷絕。 J ( <小圈賦) ) r 豈獨城林細柳之

上。 J ( <枯樹賦) ) r 豈獨思歸王子。 J ( (哀江南賦) ) 

(4)抗議和詰間的「何」字歷史的衰亡、時空的劇烈變易、人類及物

體的短暫易逝與庚信本身的羈旅身世，再加以他的矛盾性格、心理，

使他處處用「何」字，來顯示不平的抗議和焦慮的詰問。如 r 天

何事而此醉。 J ( <哀江南賦) ) r 人何以堪。 J ( (枯樹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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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玉何噓。 J ( <竹杖賦> ) r 丘陸兮何忍。 J ( <傷心賦> ) 

「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J ( < IJ、園賦> ) r 桂何事而銷

亡，銅何為而半死。 J ( <枯樹賦> ) r 何去何依。 J ( <傷心賦> ) 

2.詞組

(1 )帶有身世悲感性的「日暮」、「搖落」、「悽愴」等

庚信後期賦中充滿著身世悲感性的字眼，其中最常見的詞組，

諸如「日暮」、「搖落」、「悽愴 J ... '"等，都是描寫大自然和內
心感應的字眼，從而組成一曲危苦悲涼酸楚的調子，將庚信內心的
陰冷苦澀直接道出，顯得如此的哀怨而調和。

「日暮」、「暮齒」等 r 日暮途遠」的景象，反映出庚信遠
隔孤獨的流離心態，是庚信「鄉關之思」的基本情調。日暮天晚，

象徵著歲月時日的匆迫;路遠天闊，象徵著理想的難以達成。且「落
景」恰如被幽憂愁苦所摧傷的詩人。庚信常用這種意象來比況理想

的懸隔與心情的焦急。如「日暮途遠。 J ( <哀江南賦序> ) r 自
窮於紀 J ( <哀江南賦> ) r 三愧暮齒。 J ( <竹杖賦> ) r 青春
欲暮 J ( <邱竹杖賦> ) 

「搖落」、「蕭瑟」等 r 搖落」是從木葉直連詩人心境與身
世的悲感性字眼。當詩人獨立蒼茫，在「蕭瑟」的寒風中抖落一身
枯葉時，無垠的悲風便將他吞噬了。人們每見秋葉飄零，易惹鄉憬，
庚信也正因此情，把思緒引向 f 自己身世和滅亡的故國 。 如「搖落
變衰。 J ( <傷心賦> ) r 既傷搖落。 J ( <枯樹賦> ) r 今看搖
字。 J ( <枯樹賦> ) r 寒風蕭瑟。 J ( <哀江南賦序> ) r 悽愴目
，寂寞」、等:庚信習慣詠唱一些帶有愁苦淒怨色彩的字眼，得以
加重鄉關之思」的抒情氣氛。如「悽愴」、「寂寞」等恨詞苦語出
現。由於在庚信滿含愁苦的眼裡'大自然也失去了明朗的色調，被
于上了一層愁雲慘霧。他的悲哀簡直是無時不有、無處不在了。如
r i霎愴江潭。 J ( <枯樹賦> ) r 寒關悽愴。 J ( <竹杖賦> ) r 關
山則風月悽愴。-' ( < IJ\ 園賦> ) r 寂寞人外。 J ( <小國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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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歷無心。 J ( <邱竹杖賦) ) 

(2)有關「流離失所」、「屈身士敵」的詞組庚信流離失所，是以常

自稱「遊子」、「旅人 J 而且他忍辱求全、屈仕敵國、所以常用

有關「流離失所」、「屈身士敵」的詞組表達終生的悔恨和自責。

「羈旅」、「流離」等:如「羈旅無歸。 J ( <枯樹賦> ) r 對

玉關而羈旅。 J ( <傷心賦) ) r 流離江漢。 J ( <竹杖賦) ) r 流

寓秦川。 J ( <傷心賦> ) 

「食薇」、「餐周栗」等:如「還成食薇。 J ( <枯樹賦) ) 

「遂餐周栗。 J ( <哀江南賦序) ) r 丘明唯恥。 J ( <竹杖賦) ) 

(三)用典

庚信的學問豐瞻，善於用精約的語言和豐富多樣的用典方式。

這些用典，替庚信後期賦的創作開拓了新的局面，使其不顯陳腐和

千篇一律。

1.典故的選用

庚信後期賦中大量用典，一方面受了時代文風的影響，同時也

與他的政治環境有關。其用典的出處多在〈左傳) , (左傳〉的敘

事，言多綺合，對庚信的創作有著良好的啟迪。庚信還廣泛涉獵〈史

記〉、〈漢書〉乃至小說家言。其中，多用伯夷、叔齊、李陵、蘇

武、鐘儀、荊朝、項羽等人物的故事。至於前代作家，也對庚信的

用典給與不少啟迫，例如屈原、宋玉、揚雄、曹植、王藥、陶淵明、

稽康和陸機等。這些典故大都和他的生平、思想有密切關係。由於

他的後期生活過得很痛苦，而關心這些古代悲劇人物，透過這些人

的典故呼籲他內心的痛苦。而且恰當地概括往古事實，隱括有力地

更準確地體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2.典故的分類

庚信透過典故的運用手法，使作品蘊含更深一層的潛藏意義，

使所要表現的感情更加體現。體現「鄉關之思」的典故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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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亡國」的典故 r 蟻烏江而不渡。 J ( (哀江南賦 > ) 用

項羽咳下之戰的故事，見〈史記〉卷七〈項羽本記〉及〈漢書〉卷
三一〈項藉傳> 0 r 還成食薇 J ( (枯樹賦> )用伯夷、叔齊不食
周栗的故事，見〈史記〉卷六一〈伯夷傳> 0 r 豈比夫接君當上之

履 J ( (竹杖賦> )用黃歇的故事，見〈史記〉卷七八〈春申君傳〉。

(2清關「望鄉」的典故 r 李陵之雙兜永去 J ( (哀江南賦> )、
l 蘇武之一雁空飛 J ( (哀江南賦> )、「胡鋪哀吟，先筋悽疇。 l

( (竹杖賦> )用李腹、蘇武的故事及其事，見〈漢書}卷五四(詩
武傳〉及〈李陸傳〉等。「望嚨首而不歸 J ( (傷心賦> )、「朧
水而肝腸斷絕 J ( (小園賦> )用(臨頭歌> '見〈寮州記} 0 r 班
超生而望反 J ( (哀江南賦> )用班超年老思歸的故事，見〈後漢
書} ，卷四七〈班超傳> 0 r 出都門而長送 J ( (傷心賦> )用臨
江王榮的軸折故事，見{漢書}卷五三〈臨江閔王劉榮傳〉。

(7)有關「身世」的典故 r 荊軒有寒水之悲。 J ( < IJ、園賦> )、
「壯士不還 J ( (哀江南賦) )用荊軒的故事，見{史記}卷八十
六〈刺客列傳> 0 r 鶴聲孤絕 J ( (傷心賦> )用〈別鶴操> '見
蔡崑〈琴操> 0 r 陸機則兄弟同居 J ( (小園賦> )用陸機的故事，
見〈晉書〉卷五十四〈陸機傳> 0 r 丘明唯恥 J ( (竹杖賦> )用
左丘明的故事，見〈論語} 0 r 聚空倉而雀噪 J ( (小圈賦> )見
蘇伯玉妻〈盤中詩> 0 r 驚懶婦而蟬嘶 J ( (小圈賦> )見崔豹〈古
今注〉卷中〈魚蟲〉。

(4)有關「隱居」的典故 r 雖有門而長閉 J ( (小園賦> )用陶淵
明和桃花源的故事，見〈晉書〉卷九十四〈隱逸傳卜〈續晉陽秋〉、
〈桃花源記〉、〈歸去來辭〉等。「椎醫梁鴻之妻 J ( (小園賦> ) 

用梁鴻妻的椎書故事，見〈後漢書〉卷八十三〈逸民傳> 0 r 若夫
一技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 J ( (小圈賦> )用許由的居巢故事，
見謗、周〈古史考〉及〈琴操〉。

(四)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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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信後期賦的對偶手法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庚信幾乎全用對

偶，但由於他善於駕，取語言，有真情實感，所以並不顯得堆砌呆板，

反而覺得流麗工巧，屬對自然，而不失其氣勢。

1.設色對

庚信在後期賦中，剔出前期賦設色偏濃麗的毛病，將對比搭配

的手法用於烘染氣氛，效果頗佳。因為色彩的調配，與作品反映的

客觀環境和作家所表達的感情要融溶和洽，卻是很重要的。庚信後

期賦中色彩對，用之最多者，為「青 J (亦含「蒼 J )字和「白」

字( r 青」和「白」都屬於冷色調)。如「青袍如草，白馬如練。」

( (哀江南賦> ) ，以為「青」、「白」顯明的對比。據說，侯景

將亂時，童謠云 r 青絲白馬壽陽來」是說叛軍會穿著青衣，而侯

景自乘白馬。而「青」、「白」兩種顏色竟成這次亂世的代表性色

彩，所以庚信從這一點著想用青白顏色。 10而且他叉寫侯景之亂之

前的徵兆 r 白虹貫日，蒼鷹擊殿。 J ( (哀江南賦> ) ，刺眼的

白色和蒼色的環境構成不協調感，襯托出梁王朝的搖搖欲墜。其外

則用「赤」、「黑」等字。如「赤鳥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診。」、

「蒼鷹赤雀 J ( (哀江南賦> ) ，赤色則讓人連想起戰爭，從傷口

中流下的血;蒼色讓人感受到死亡的恐懼，令人窒息。叉如「秦中

水黑，關上泥青 J ( (哀江南賦) ) ，以「黑」、「青」類陰晦冷

瑟的色調，強化了悲劇氣氛。 11由此可見，色彩的對比和搭配深受

庚信的鍾愛，而且他的情感與色彩確實有契合之處，給人的印象很

深刻。

2.聯綿對

庚信很善於運用聯綿對，無論是狀神，還是傳惰，都十分出色。

庚信在後期賦的對偶中，多用詞意淒涼的疊字對。運用疊字的情形，

10 參見李正治. (神州血淚行) (台北:故鄉出版社. 1980) .頁 166-167 0 

11 參見祝鳳梧﹒〈庚信的詩賦特色) • (中國文學研究〉﹒ 1990 年，第 4 期﹒

頁 72-7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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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r 潰潰沸騰，茫茫摟贖。 J ( (哀江南賦) ) r 天慘慘而無色 ，
雲蒼蒼而天寒。 J ( (傷心賦) ) r 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 a
j 〈小園賦) ) r 髮種種而樹急，眉彭彭而競長 。 J ( (竹杖賦〉;
!涼天造兮眛昧，磋生民兮渾渾。 J ( (小園賦) ) r 寄根江南，
淼淼幽澤;傳絕大夏，悠悠廣野。 J ( (耶竹杖賦) ) r 昔年種柳，
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 J ( (枯樹賦) )其中 r 茫客戶
是廣大彌遠貌 r 茫」為唇音字，涵蘊「原野 J r 宇宙」茫然正
惰 r 茫」字還代表「有關黑暗的概念 J '12頗利於陰聽氣氛的烘
托。庚信借「茫」字來暗示其置身於無涯、幽暗的空間中，迷惘無
恃的感受。「渾渾」往往畫出了社會的離亂，斥責了當政者在國家
多難時的無能。「依依」生動而形象地寫出戀戀不捨、恩愛難割的
抖，而可增加悲涼的氣氛。而且，庚信用「慘慘」、「騷騷 1
眛眛 J r 蒼蒼」等疊字的涵蘊來表達自己心情，這是由於主他

滿涵愁苦的眼裡'大自然的景象也失去了明朗的色調，被罩上了一
層愁雲慘霧。此外，庚信還用了疊韻字和雙聲字，如「娘娟高節，
寂歷無心。 J ( (耶竹杖賦) ) r 發蒙密而見窗，行歌斜兮得路。」
( (小園賦) ) ，做為擬態表現，使作品產生很大的效果 。
(五)用韻

庚信後期賦的時，大致按照古體詩用韻規則 。中間可以押別
的韻( r 換韻」引 轉韻 J )除平聲韻之外，也常用仄聲韻，而
不能稱得上嚴謹，但仍有同用和獨用的規則。後期賦中出現的用韻
情形 13是以平聲為主，上、入次之。其中用韻的分佈'以寬韻最
多，即包括之韻類七次，先韻類六次，麻韻類五次，尤韻類四次，
寒韻類四次，真韻類四次，元韻類三次，庚韻類三次，侵韻類三次 ，
灰韻類三次，支韻類二次，東韻類二次，歌韻類一次，魚韻類一次 ，

12 參見王力. (漢語史稿)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79) .頁 541-542 。
3 參見王力. (南北朝詩人用軒) . (清莘學報} 第 14 卷 第 4 期 1936 

UZ示39.ZLJ立f北朝韻部演變研究) (台灣大學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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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韻類一次等。用窄韻者抱括微韻類五次，車韻類三次，青韻類二

次，齊韻類一次等。 14而且，庚信非但用仄聲韻，也多為上去入聲

俱全，即包括上聲二十次，去聲十一次，入聲十二次之多。這種現

象是足以說明庚信在後期賦選韻上是多方面的，無論寬、窄韻或平、

仄韻，都用來呈現出他的才華。一般論來，韻類的音調往往和作品

的情調有密切關{系，聲音可以表達情感和思緒。例如「微」、「灰」

韻類含有氣餒、抑鬱的情思 r 尤」韻類似乎含有千般愁怨，無法

申訴的意味似的 r 寒」韻類含有黯然神傷，喻彈雙淚的情慷 r 真」

韻類含有苦悶、深沉、怨恨的情調。「庚」韻類含有一種「淡淡的

哀愁，似乎叉有相當理智」的情憬。「虞」、「魚」韻類含有日暮

途窮，極端失意的情感。 15此外，後期賦所用的「先」、「寒」、

「元」、「侵」、「罩」、「歌」等韻類，也較適合於表達「鄉關

之思」的沉重、哀痛、纏綿和憂愁等情緒。的可見庚信後期賦的用

韻，也能配合在作品中所須要表達的情感。

四、結語

文學作品是作家心靈的獨白，也常寓託著作家的情懷，作家以

作品的形式和技巧表達他的情意，也必然在知覺或不知覺的情況下

含有深意。庚信後期賦在內容方面不僅是述其身世之感，流離之痛

以至亡國之痛，亦即抒情之外頗多生平經歷的敘述。他所用的題材

從豔情、宮苑變為戰亂、鄉思，致力於反映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

抒吐強烈的思鄉戀國之情。其主要原因是由於作者思想內容所促

成，對形式也不無影響，而對修辭的方法也關緊要。因而雖有一些

出入，大致可見庚信後期賦體所用的句式、用字、用典、對偶、用

14 參見簡明勇. (律詩研究) (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 1969 ) 

頁 99-100 • 
的參見謝雲飛. (文學與音律)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1978) .頁 61 - 62 • 

16 參見黃永武. (中國詩學}設計篇(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1976) .頁 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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