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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主要是討論漢武帝的賦和其作品的真偽問題。漢武帝

於景帝後三年即位( 14 IB .C.) .年僅十六歲， 一共在位五十四年。

漢武帝在位時，不但「協音律，作詩樂 J 而且愛好文學，尤其酷

愛辭賦，因此在他統治期間，辭賦這一文體特別興盛 。不論在中國

文學史上或是歷史小說方面，漢武帝愛好文學已成為家戶曉諭的故

事，就以《漢武故事> 1為例， 這本大約是在六朝時代寫的故事就包

括下列的記載:

上少好學，招求天下遺書，上親自省校 ; 莊助司馬相如等以

類分別之。尤好辭賦，每所行幸及奇獸異物，輒命相如等賦

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 。

從這一段記載可以看出，漢武帝是一個愛好文學的皇帝，他不

I (漢武故，其}最早見於{陷害﹒經籍志) (北京:中華苦局. 1973 ) .卷 三

三 ，頁 966 .但不具編者名氏 。 有關本書作者真儡問題的詳細資料，可參考本

創國. ( 居前志怪小說史 ) (天 津:南開 大 學出版社. 1984) . 頁 172-179 • 

該畫作者認為〈武帝故事}是在西漢成帝在位期間( 328.C.-78.C.) 寫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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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招求天下遺書，還能夠「自作詩賦數百篇 J 事實上，從現存的
史料考證，他的作品或許不如《漢武故事》一書中所說的作了「數
百篇 J 據現存的史料記載 ， 漢武帝的作品僅保留了數篇，而且其
中有些作品的真偽性尚值商榷。 2

漢武帝愛好辭賦，因此假定漢武帝在世時確實寫了一些詩賦，

這種說法是合理的，但是應遠不如上述所說的「數百篇」。根據正
確 、 可信靠的史料《漢書 ﹒ 藝文志 ﹒ 詩賦略〉的記載「上所自造賦

二篇 J 3來看，雖然史料中並未記載這兩篇的篇名 ， 但是依據《漢書 ﹒

外戚傳〉的李夫人傳，其中一篇必是〈李夫人賦〉九此外，漢武帝
的另外一篇作品有些學者認為是〈秋風辭) ，我將在本文中詳細討
論這兩篇文章的真偽問題和其他有關的問題。

(李夫人賦〉是眾所公認漢武帝作品中最感人 、 最熟巧的作品 ，
另外，就其時代文風而言也十分特別 ， 不像漢武帝時代出自宮廷詩

人之手的辭賦 ， 這篇賦表達了個人深摯的情感:傷悼漢武帝李夫人
的早逝。李夫人出自音樂世家，長兄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
當漢武帝「興天地諸祠 ， 欲造樂」時 ， 常令宮廷詩人作詩頌，主由

李延年「承意玄歌所造詩 ， 為之新聲曲 J 由於李延年和平陽主的
引薦 ， 李夫人終於受到召見，由於她「妙麗善舞 J 因而得到漢武
帝的寵幸 ， 後來生有一 男，名日劉膀，世人稱昌芭王(生年約
88日C.-86B.C .) ，史書記載李夫人早卒 ， 很可能在產子之後不久就
過世了 。 5

在中國早期文學史中，漢武帝哀悼李夫人的故事是最著名的情
史之一 ，甚至在 《漢書〉這一類的正史中 ，其中有關李夫人的一段

2 字考魯迅(周樹人)編著. ( 古小說鉤沈) ( 1951 重印 本 香港:新藝出
版社. 1970 ) .頁 343 0 

3 (漠曹〉 ﹒卷 三 o . 頁 1 748 。

4 (漢書) .卷九七上，頁 3953-3955 。

{漢書) .卷九七上 ， 頁 395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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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 ， 頗似坊間流傳的情史 :

土思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 。 乃夜張燈燭，

設，惟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搖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

還恆坐而步 。 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

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珊珊其來遲!

漢武帝作成詩後 ， 還令「樂府諸音家」配以弦樂 、 歌唱。

另外，有關類似這段的記載也可見於〈漢書﹒郊耙志} : r 齊

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夫人

及仕鬼之貌云 : 天子自椎中望見焉。 J 6若是《漢書〉是漢武帝這段

故事唯一的史料來源，那麼應當不足為奇，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在世

時相信方士道術的緣故，但是其他的史料也有類似的記載，而且文

中提及的不是李夫人，而是漢武帝的另一位愛妾王夫人， 7從這一點

來看，漢武帝故事本身似乎多少帶點民間傳說的色彩。

根據《漢書〉的記載，漢武帝作〈李夫人賦 〉是在方士少翁招

引李夫人的神魂後，漢武帝「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以後 r 自

為作賦，以傷悼夫人」。這篇賦的開卷兩句便直接、簡明地道出本

文的中心主旨:

美連娟以倚婷兮，命蝶絕而不長。

這兩句詩文很明白道出儘管李夫人連娟美貌 ， 然而卻不幸早

逝，其後數行則描寫李夫人過世後，武帝整飾新宮，準備迎接李夫

人神魂的過程，文中提及的「新宮 J 很可能是方士少翁在「致神」

6 (漢書) .卷二五上，頁 1219 0 

7 參考桓譚. (新論﹒詩記) .卷 二 J\ . 頁 1387 0 但是根據現存的殘卷，其中

有關王夫人或是李夫人的說法並不一致，例如李蓄的{文選注}和《太平御覽 〉

六九九記載的是李夫人，但是{北唐書鈔}和{史記}卷十二所記載的則爵王

夫人，王充在{論衡}提及漢武帝故事兩次，但是一次為王夫人，男外一次則

為李夫人﹒參考劉盼遂編著. (論衡築解)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76 ) .卷
一六，頁 33 1 卷 一 /丸，頁 3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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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設立的椎帳，雖然漢武帝在召魂過程中期望李夫人的神魂佳
夠早些歸來，但是卻不得不承認李夫人早卒的事實，當他體會到李
夫人早亡的玉魂是永遠不會再回來的時候，他以離棄輿馬這類象徵
的筆法表示李夫人永遠辭世、轉到幽暗的另外一個世界的歷程:

飾新宮以延時兮，況不歸乎故鄉。

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曲而懷傷。

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

接著，辭人以數種不同的植物代表夫人早逝的命運，正如在寒秋的
季節，使人聯想起秋殺的冷肅，而「桂枝落而銷亡」、「蕃華之未
央」這類傷人的情景正好代表了夫人早逝的哀傷:

秋氣惜以淒淚兮，桂技落而銷亡，

神贅幸在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

託沈陰以墉久兮，惜蕃華之未央。

其後，從第十五行開始，辭人再次表達李夫人走向「窮極」的情景，
而且再度體會到這是一個不可反轉的事實。第十六行到二 十 二 行
間，則是描繪李夫人在世時的美貌，第十六和第十七行，辭人將李
夫人比擬成一朵含舊待放的花朵，芳香四溢，再度以花舊的形象代
表少婦的美貌，第十九行到二十二行則描繪夫人的麗質，無憂無慮
的輕柔帶有自然嫻態的典雅。第二十三和二十四行的意思不十分清
楚，似指李夫人已遠然過世:武帝在心中再度表達他對李夫人的情
意，只是兩人相隔兩世，再也不能欣賞李夫人美麗的容顏了 8這段
文辭充分表現了夫妻之間生離死別的悽愴:

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砂之相羊。

函菱技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

的容與以椅靡兮，鏢飄姚埠愈莊。

8 根據音灼的註解 r 包，藏也。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 。 」
顏師古則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認為 「 心運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己
也 。 包紅顏者， 言在積基之中不可見也 。」 參考{漢書}﹒卷九七上，頁 39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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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淫衍而撫槌兮，連流視而娥揚，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罐接押以離別兮，宵蔣夢之芒芒。

漢武帝的賦

接著，從第二十七到三十二行，作者再度提及逝者不可能生還的事

實，而形體之魄從此將「放逸以飛揚 J .很可能是飛向幽冥之境了，

9這時候，當夫人向人世間最後道別時，她的香魂卻躊躇不前: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

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

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這篇賦主體的最後幾行總結李夫人靈魂西行的悲戚，西方是日落的

地方，常比喻為人類生命最後的歸宿，漢代的時候，西方也是西王

母的住所，或許也是一個人在身後的終極歸所。這一段描寫當李夫

人的靈魂迅速消失時，詩人辭客的視覺、聽覺也似乎受到了影響，

所謂視而不見，聽而無聲了:

超兮西征，宵兮不見。

這淫敞悅，寂兮無音，

思若流波，但兮在心。

這篇賦的結語，跟傳統的辭賦一樣，以「亂」作結，總結了這篇賦

的主題與構思

亂曰

佳狹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關萃，將安程兮!

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款，垮沫悵兮。

悲愁於色，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

樵蜻太息，嘆稚子兮，倒慄不言，倚所恃兮。

9 根據余英時的看法，早在西漢時期 r 魄」入陰 間的說法就已經存在了。參

考 Yu Ying-sh 沛， "'0 Soul Come Backl' A Study in the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the Soul and Afterlife in Pre-Buddhist China ,'. HJAS 47.2(1987); 

381-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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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者不誓，豈曰親兮?既往不來，中以信兮。

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從第五十一行到五十七行，有些類似〈漢書〉內記載有關李夫人的
故事: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 r 妾久寢病，
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為託。」上曰 r 夫

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 J 夫
人曰 r 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惰見帝。 l

上曰 r 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人
人曰 r 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逆
轉鄉獻敬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 10

上段劃底線的句子正是「亂曰」內的典故部分， (漢書〉內這段有
關漢武帝欲訪病篤中李夫人的故事，有如召喚李夫人的靈魂故事一

般，令讀者讀之，有些類似坊間的情史，而非傳統的正史記載，而
且這段記載至少包括了一項年代的差錯:就是文中稱李夫人的兒子
為「王」。事實上李夫人卒於西元前 121 年，她的兒子要到西元前
97 年才封為王 。 11從這一點看，年代的錯誤至少表明了一點事實;可
就是漢武帝與李夫人之間的對話並不是當時逐字記錄下來的 。

從這一點時代的錯誤，探究班固〈漢書}的資料來源，在當時
是否有人直接記下漢武帝與李夫人之間的親密對話，若是的話，那
麼班固是否有機會能夠直接採用這些資料?或是班固 〈 漢 書》 內有
關武帝和李夫人之間的事跡，採自類似《武帝故事 〉 的記載?對於
這類的問題，我目前並沒有答案，但是我提出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
是要針對「亂曰」這一段提出評論性的討論 。 「亂日」 這一段的內

谷，不但似乎主要依據我所稱的武帝情史部分，同時這一段與傳統

10 (漢白 ) ，卷九七上，頁 3951-3952 0 

11 ( 漠占 ) ，卷六，頁 205 卷 一 四，頁 420 卷六 三 ，頁 276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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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亂曰」也有顯著的不同，一般而言，辭賦的「亂」文目的在總

結前文所言，很少添加新材料。雖然這篇賦文的「亂」文部分也是

以傳統的方式開端:從三十九到四十四行這前六行是總結本文的主

題，為美麗李夫人的早逝而哀傷，但是自第四十五行開始，則增加

了原文所未有的新文筆:李夫人兄弟與兒子的哀泣，悲不可止，而

武帝回想李夫人臨終時候，以及自己誓言旦旦的情景。這些新加添

的材料使「亂」文這一部份自成一段獨立的賦體，可從原文抽引出

來，自成一篇。

到目前為止，這篇反乎常例的「亂」文，其中附加有關作者真

偽的問題，我還一直沒討論到 。 歷年來一股認為「李夫人賦」是漢

武帝的作品，雖然我個人沒有異議，但是心中總是存著一個這樣的

問題，就是歷年來一般歸屬帝王的作品，到底其中有幾成是帝王本

身真正的作品。還憾的是，可供查證的證據並不多，不過根據《漢

書〉的記載，可以確定的一點是，漢武帝「好藝艾 J 對於准南王

「辯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次為文或是賞賜書信的時候，總

是先由宮廷文士檢閱他的草稿。 12因此，由這一點推論，若是武帝

在為文賜書方面會尋求其他詩人辭客的協助，那麼要創寫像「賦」

這麼艱難的文體，漢武帝很可能更會尋求詩人辭客的代筆潤色，而

且參與的辭人墨客可能還不止一位，從這一點推論，或許可以解釋

為什麼這篇「亂」文不同於其他傳統的形式，很可能這篇「亂」文

是後人根據原有的賦篇加添而成的，或是以後人的作品取代原有的

「亂」艾。

事質上，漢武帝具有詩人辭客的美名，其主要的作品不在〈李

夫人賦) ，而是在(秋風辭〉 一篇，這是他最著名的詩篇，而文章

總集〈文選〉中除了選有其他帝王的一些作品外，也收錄了這篇， 13 

清朝的沈德潛( 1673-1769) 盛讚這篇(秋風辭〉為「離騷遺響」。

12 (漢書) ，卷四四，頁 2145 0 

13 (文選) ，卷四五，頁 18 下 ﹒

7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4其內容如下: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

蘭有秀兮菊有芳，懷( (文選〉作攜)佳人兮不能忘 。
汎樓船( < 文選〉作是正)兮濟玲河，橫 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耀歌，歡樂極兮哀情多，
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若是讀者事先不知道這首詩的背景，或許很容易看出這是一首有關

秋日泛舟扮河的詩，起首數行描寫的是秋天熟悉的景象:秋風起、
自雲飛、草木枯黃、葉飄落、雁南飛。第三行的蘭與菊則是秋天常
見的兩種花卉'蘭指蘭草，有許多品種，在北美洲也有好幾種不同
的品種，根據植物百科全書的記載，蘭草一股是在「八、九月的時
候，開一簇簇藍、紫或是白色的花朵。 J 15根據中國植物權威學家
陸文郁的解釋，蘭花在秋天的時候 r 於莖頂密生頭狀花，排列為
繳房花序。頭狀花之總琶成數列，小花全部為管狀花，淡紫色。自
16另外 〈楚辭〉裡的蘭草是秋天最出色的花卉'屈原於〈離騷〉二
三中有「初秋蘭以為佩」的詩句，王逸的註解作「蘭香草也，秋而
方。 J 17三國時代的薛綜(卒於 243 )則認為秋蘭是一種香草 r 秋
時盛也。 J 18 

菊花和秋天是最常見的聯想，屈原在〈離騷〉 一文中有「朝飲
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詩句 。 19一般認為食用秋菊的
落英能夠輔體延年，而其香氣則是最為純正的芬芳。例如魏文蒂曹
丕( 186-226 )在「九日與鐘都書」中寫到 r (九月九日)是月

14 (古詩源) (香港﹒中華書局， 1973) ，卷 二 ，頁 4 上 。

15 The σood Housekeeping Illus raled Encyclopedia of Gardening , 16 
Vols. (New York: The Hearst Corporation , 1972) , 6:906 0 

16 (詩草木今釋)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7) ，頁 57 。
17 (楚辭補注) (香港:中華書局， 1963) ，卷 一 ，頁 4 下 。

18 (文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卷三，頁 104 0 

19 (楚辭補注) ，卷 一 ，頁 10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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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中無射，言群木庶草，無有射地而生，至於芳菊，紛然獨榮，非

夫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

思餐秋菊之樂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 J 20另外著名晉朝詩人陶

潛( 365-427 )最著名的詩句之一即以「佳色」稱秋菊。 21

有關第四行的詩意，由於其中包括了一些不容易解決的懸疑

語，我暫時擱置一旁，待回頭再詳細解釋清楚。

從這首詩的第五行觀看，詩人是在扮河的船上寫成的，而這條

船並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樓船( (文選}作樓缸) ，是一種大

型多層的遊船，專為帝王遊覽觀賞使用，當船身劃過水面的時候，

會激起白色的波瀾。儘管當時詩人在船上作樂和歡慶，但是面對當

時秋天的情景，很快的，歡樂的情緒即轉為愁思，感慨少壯幾時，

而老年將至的無奈，這樣的情景，應證了中國的一句俗語，所謂「樂

極生悲 J 或是如《准南子〉一書中所說的 r 夫物盛而衰，樂極

則悲。 J 22而英國大詩人喬塞 Chaucer 在〈武士故事) ( The Knight's 

Tale) (2841 )中也有類似的的詩句 r 喜悅在悲傷之後，而悲傷

在喜樂之後。 J (Joye after wo , and wo after gladness. ) 

這首詩除了提到的樓船外，其他的詩句很少能夠辨認是宮廷的

形象，或是特別辨認詩人本身就是漢武帝。最早的有關資料〈漢武

故事) 23也包括了一些這首詩的歷史背景，而其中的敘言部分則簡

略地提及當時為文的背景環境:

上行幸河束，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上

歡甚，乃自作秋風辭。

20 嚴可均，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三國文) (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卷七，頁 4 上。

21 陶潛(飲酒詩)的第七首「秋菊有佳色」

22 (准南子) (四部偏要本) ，卷一二，頁 19 下﹒

23 郭茂{育， (樂府詩集) (北京:中華書局， 1979 ) ，卷八四，頁 1180 '收

錄 7 這段{武帝故事}的敘言部分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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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武帝故事〉的記載， <秋風辭〉是漢武帝劉徹在行幸河東之
後所作的，河東位於扮河的南岸 ， 適合行舟遊覽，是漢武帝祭爾巴后
土的場所。

這首詩除了上述的資料來源外， (文選〉也收錄了這首〈秋風
辭) ，內容除了第四行的「懷」作「攜」外，其他部分完全相同。
現在先探討詩句的考證部分，按〈文選〉中並未提及(秋風辭 〉 的
資料來源，而其中包括的敘言部分則與《漢武故事》中的完全雷同 ，
因此我個人認為《文選》中的〈秋風辭〉很可能出自〈漢武故事〉 。
但是這首歷來歸之漢武帝最著名的〈秋風辭) ， 從行文考據方面來
看，它的根源並不可靠 ， 為什麼漢武帝這麼重要的一篇作品，在當
時所有漢代的史籍中卻不會收錄，這一點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一

此外，這篇敘言提及的為詩背景 ， 在漢代史籍中卻無以獲得證
實，就敘言內的記載 ， 漢武帝是在行幸河東 ， 祭紀后土之後自作(秋
風辭〉。然而根據史書的記載，漢武帝祭爾巴后土的地點在扮陰 ， 在
今天山西省萬榮縣之西的扮河南岸 ， 是在西元前 114 年建立的，史
書中記載漢武帝曾五次「行幸河東 J 其中春天四次， 24冬天一#
25雖然有些學有想藉這些史書的記載重新編制漢武帝也在扮陰舉
行過秋天的祭祠，但是所舉的證據都很難讓人信服 。 26若是漢武帝

24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卷六，頁 195 ( 1 07B.C.) 卷六，
頁 198 ( 105B . C . ) 卷六，頁 200 ( 103B.C ﹒卷六，頁 202 ( 100B.C.) 。
5 (漢書) ，卷六，頁 183 ( 114B.C.) 。 另外{漢書}同卷內(頁 199 )提
及太初元年( 104B.C .) , r 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 。」 高里近泰山，有些
學者誤將此次行幸包括在行幸河東內 ﹒

26 元代學者自程( 1248 - 1328) 是第 一位注意到漢武帝在秋季行幸河束，不符
合史書上的記載， (漢書}記載元鼎四年 r 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扮陰推
上 。 J (卷六，頁 183 )叉有 「 於是天子東幸治陰'" ...上遂立后土祠於扮陰艦
上 。 J (卷 二 五上，頁 1221 ﹒ 1222 )他認為在時間上的差異是因為當時 「 尚循
秦舊，以亥為正十一月，即夏正八月也 。 」他認為漢武帝元鼎四年行幸扮陸，
事質上應在秋季，而非十一 月的冬季，因此他的結論是 「 辭作於此時無疑 。」
參考 ( 湛淵靜語 ) ，收入{知不足齋買賣書} ，卷 二 ，頁 29 上、下 。 然而自挺對
漢代曆法的估算是不正確的，漢代是在太初三年( 104B.C.) 才改用夏膺，根
據{漢書} ，武帝在元鼎四年 r 十 一 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扮陰艦上 。」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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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曾在秋天的時候在河東的扮陰一帶舉行祭紀后土的典禮 ， 為什

麼史書內卻不曾記載，這似乎是很不可能的 ， 因此在〈漢武故事〉

內提及漢武帝在秋天的時候「幸河東，祠后土 J 其中的可靠性，

也是很令人值得懷疑。

另外 ， 有關作者的問題 ， 雖然歷代以來將〈秋風辭〉歸諸於漢

武帝的作品 ， 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懷疑的 ， 但是卻很少有學者提出質

疑，只有梁啟超不然 ， 他認為這篇估價過高的作品不像出自漢武帝

之手，他認為「這首詩柔媚劉滑 ， 毫沒有西京樸拙氣，和武帝別的

作品尤其不類，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 J '27漢武帝的這首〈秋風辭〉

起首一句「秋風起兮白雲飛 J 顯而易見的，類似漢高祖的〈大風

歌) r 大風起兮雲飛揚」

除上句之外 ， 梁啟超還認為(秋風辭〉的第三 、 第四句係抄襲

《楚辭〉的詩句，他說 r 蘭秀菊芳兩句分明抄襲楚辭之 r 況有芷

兮灌有蘭，思公子兮為敢言。.D J 28有關第四行這一句真有不同的

解釋 ， 除了〈漢武故事〉作「懷 J 而《文選》作「攜」這個困難

的問題外，更令人感到困擾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佳人 J r 佳人」

並不是一個特殊的詞彙，但是在本詩句中的用意則很不清楚 ， 到底

「佳人」是指誰?男性或是女性?單數或是複數?詩文評註家和翻

譯的學者曾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說， 一般普遍接受的說法是「佳人」

係指「美人 J '29有一名學者認為 r 佳人」係專指一名宮廷的美

為 7 配合秦曆，十一月事質上為夏曆的 二 月，二月尚為冬季 。「 十一月甲子」

相當於西元前一一四年，十二月十 三 日 。 有關詳細內容，可參考 Homer H. Dubs , 

TheHistoryoftheFormerHanDynasty , 3Vols. (Baltimore: WaverlyPress , 

1938-1955) ， 2:74 。

27 參考{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 , ( 1936 :重印本 。 上海:中華書局， 1941 ) , 

頁 17 0 

28 同上，男外可參考{楚辭補注 ) ，卷 二 ，頁 9 下- 10 上 。

的{列車日 Arthur Waley , Chinese Poems (London:George Allen and Unwin , 

1946) , PP.42"1 think of my lovely lady; 1 never can forget." Waley 的
評論是﹒在本詩中，詩人為了履行義務而必須遠行時，他不得不將他的 「 佳人 」

留在宮廷內，他坐在大型遊艇內，四周群臣環繞 。 另外一篇譯文，不具作者名

氏，收在 Paul Demievi Ile 編輯的 Anthologie de la poesie chinoise classique 

11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人。 30甚或指漢武帝的愛妾李夫人，她是個絕世無雙的美女，正如
;;二:是兄李延年所作的〈佳人歌〉中的佳人一般 具有傾城傾

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一顧傾人域，再顧傾人圈。

雖然「佳人」一股所指的是年輕貌美的美女，但並不一定專指女性，
早在《文選〉的五臣注中 ， 呂延濟的註解作?佳人謂群臣 J 0 31這
種說法似乎較能符合《文選}中的詩句作「攜佳人兮不能忘 J 而
非如〈武帝故事〉中作「懷佳人兮不能忘」了。

除了上述兩種解釋外，另外還有第三種有關「佳人」的解釋，
依照{楚辭〉的傳統 r 佳人」係指「美人 J 指有智慧、有道內
的人士，例如〈悲回風〉的作者曾兩次在詩中提及「佳人 J r 位
佳人之永都」和「惟佳人之獨懷 J ' 32此處的「佳人」都是指有智
慧、有道德的好人，雖然(悲回風〉和〈秋風辭〉這兩首詩的背景
意義不盡相同，但是〈秋風辭〉的第四句「懷佳人兮不能忘」帶有
與「惟佳人之獨懷」相似的詞句，很可能是因角至于人暗中比喻「佳
人」和前行的「蘭」與「菊 J 因此懷念起〈楚辭;傳統中所謂「蘭」
與「菊」的道德本色，因此若是將「佳人」解釋作大部分帝王尋求

(Paris: Gallimard , 1962) , PP.67 0 另外還可參考 Ronald Miao ，收 入 W u- chi
Liu 和 1 rv i ng Yucheng Lo 合編的 Sunflower Spendor (Ga rden Ci 句， New York: 

iz!:;f。于 1975) ， PP.30 James J.Y. Li 札 ME Ajf Of C臼'11/川f… Poelry
馬時豫靜許析 JJl芯〈

2耳串?芋;主止:位:;Z咒?咒;;;;詰;♂? i ?j;耳T凡一E捏臨:立;z?; ?2語扭;扭ZE
L立吹7?艾初主編 {漠魏六朝詩賞析) (廣州 I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86 ) 

31 參考{六臣注文選) (四部叢刊本) ，卷四五，頁 26 '另外並可參考陳建
洲的短文，收入且時飛、李觀鼎、劉方成主編， (澳魏六朝詩歌鑑賞詞典) (北
京:中國和平出版社， 1990) ，頁 1I 。文 中指出﹒ 「這裡的 r 佳人.!J指的
是思想品德美好的人，也就是當時和漢武帝坐在一由船上的群臣 。」
2 參考{楚辭補注} ，卷四，頁 31 下 -3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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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的政治賢客，這種說法是可以理解接受的，到底此處的「佳

人」是指陪伴漢武帝出遊的群臣，或是某一特定、理想中的賢士，

這就很難確定了。

從詩句意義而言，就僅這一行詩就有這麼多層次的解釋，因此

我認為這首詩並不如梁啟超所說的「意淺而調濫 J 姑且不論漢武

帝到底是不是(秋風辭〉的真正作者，就這首詩的辭意來看，可說

是中國古典文學中最早表達秋愁的一首詩，後來另外一首歷來認為

宋玉的〈九變) ，或許可與之並提，而後代詩人曹丕的〈燕歌行〉

很可能就是受到這兩首詩的影響:

秋風蕭瑟天氣涼，

草木搖落露為霜，

群燕辭歸鴿南翔。 "

清代詩評家沈德潛( 1673-1769) 盛讚這首詩為「離騷遺響 J

34而魯迅則認為這首詩中表達的情感「鱷綿流麗，雖詞人不能過也 J ' 

35像這麼偉大、影響深遠的一首詩，卻不能確知作者的名氏，這是

十分令人感到遺憾的。我對這首詩的第一句採用早期漢高祖的詩

句，並不像梁啟超認為「起句分明抄襲大風歌」那樣感到困擾，因

為只有第一句明顯的是襲用前人的詩句，但若是這首詩的作者真是

劉徹，那麼他模仿開國先租的詩句以示敬意，甚或在某些方面想與

先帝高祖一較長短，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有關〈秋風辭〉文體歸類的問題，若是(秋風辭〉真是

漢武帝的作品，那麼到底〈秋風辭〉是不是一篇賦? (文選〉將之

歸在「辭」類，與陶淵明著名的〈歸去來辭〉同歸一類，由於在漢

朝的時候 r 辭、賦往往是不分的 J 因此有些學者將〈秋風辭〉

歸屬賦類， 36同時〈文選〉在「辭」的歸類方面僅收有上述這兩首，

33 (文選) ，卷二七，頁 1284 0 

34 (古詩源) (香港﹒中華書局， 1973 ) ，卷 二 ，頁 4 上 。

35 參考〈漢文學史大綱) ，頁 32 0 

36 參考襲克昌， (漢賦研究) (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 1990 ) ﹒頁 164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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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形式方面完全不同 ， 因 此對《文選》在「卸 的文體定義方面
很難確定。事實干 ， 分析「秋風辭」的艾體 ， 其i漢代時期「楚歌」
的一種特別形 r 楚歌」來自《楚辭}的〈九歌) ，雖然在文體
結構方面具有不同的形式 ， 但是多半的作口 ， 包括(秋風辭〉在內，
其多半的結構為兩組三音節的字，而中間2 「兮」字作為停頓的符
亨 ， 即 000兮000 。像這一類的作品，法國漢學家 J ean-Pierre

eny 稱作「哀情的即興詩 J ( improvisation 

說 r 當詩人處在一個悲劇性或是令人感動的J1f牡廿?…!?h;泣74斗肯一i
減輕這種傷感所帶來的壓迫感‘詩人以歌唱 ， 有臨吹奏樂器 ， 或是
邀請親密的朋友作陪 ， 在這情況下 ， 這拍即興詣的作品'較不注重
文學的形式，而以詩歌或是音樂表達的趣味和習慣為主 。 J 37 

我在另外一旁專門討論漢武帝詩歌的長篇論文中 ， 曾詳細討論
漢代王室最喜主 楚歌」一類的詩歌體 ， 而( f*M辭 〉 中所包括的
詩歌體的基本結構正是最佳的例證。像哼一顯的詩歌體裁 還有
數篇歷來歸之於平武帝劉徹的作品 ， 主中2括〈瓢子歌〉、(天馬
歌)一類的作品 我雖然很懷疑這些作品的真偽性，但是在目前的
情況下，我並不願意排除(秋風辭〉是漢武帝的文學作品，不過必
須注意的一點，就是漢武帝的(秋風辭〉雖欽具有一些文字上和詮
釋方面的問題，但是這首詩歌也同時具有文主、上一定的價值 。

iiiff11:;trzt?ffJfrI句頁 71 。
… I' V 心.) J C L I a S S J q ue e n Ch i n e ( Le i CI e n : 8ri 11 , 1968) , Pp . 44-45 。

i??j:Z詰:♂; r::;:;于止此r口扎r屯石μ山Jιι;μ比Jι品山:古涓山ν正L缸心JLr口口甘J♂芯心E竹ττ1r!:泣泣口U此;二江泣U扎;二::丸;::丸::九:U;L:心山U叫aJf川ι川川!?竹凡川uγ11;;JUJ「
Press ， l994) ， ppLiflO州 China (Seattle: U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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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國際辭賦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1996 年 12 月

「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一一魏晉南北朝辭賦中的生命主題

何新文

湖北大學中文系

「夫死生是得失之大者 ， 故樂莫甚焉 ， 哀莫深焉 J 1 。作為人生

之大得大失的生生死死 ， 是一種無法避免的自然規律 ， 它不依人的

意志為轉移 ， 不因人們悅生惡死的樂甚 、 哀深之情而改變。人的生

命只有一次 ， 凡人皆固有一死 ， 死是一切生命的最後歸宿。因此 ，

對於生與死的關切是人所共通的情緒 ， 對於人生道路 、 生命意義的

思索探尋，既伴隨著每個生命個體的人生全程 ， 同時也成為被稱為

「人學」之文學的普遍動機和終極主題。

本文擬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辭賦為基本對象，從辭賦家的生死

觀念及其形成的時空因素 、 辭賦作品的生命主題分析、生命主題辭

賦作品的藝術成就及其思想認識價值之評價等方面，對古代辭賦中

的這一現象試作初步探討 。

在魏晉南北朝以前的辭賦史上，先是戰國 期，當蘇秦、張儀

l 陸機﹒ (大 暮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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