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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丹紅立一句:2?32宇論基礎因為「萬物之眾」
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干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
拌山 )1/ '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

;;三七日， LLY叮JJf耗。曼叫兮，足以覽矣。
在這裡'用《莊子 逍遙遊》的形象與艾體描繪出「道」的境地，
?;7;2:話的子叫式了，同時艾體上也顯示出《老}
值得注意的是，漢初的道家主要是黃老. {老}、《莊}連

稱(准南子〉才開始的 29 。這大概與{莊子〉與{楚辭}的接近有
722ZtLZ?{莊}學 與《楚辭〉保持密切的關係
這樣來看，我的漠賦的形成可以得到較具體的認識。春秋

時代的教育方法凡 諾 J 在戰國時代變為諸子辯說的手段。到
了戰國末期，已捏得了高度的文藝性。另一方面. (楚辭}與《莊
子〉互相關聯，主要在正准地區流傳。在准南、吳、梁等諸侯國
的宮廷裡，二者俗為一體，產生了新的文體 {辭藻華麗，富於
文學性 還由於漢武帝愛好文學，取得了漢賦，J主導地位。
漢賦，從其成立過程來講，正如章學誠所說 「賞能自成-家

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 J 30 。如果諸于九一丟失了思想性，
就淪為「小說家 J 如果漢賦去掉了「曲終奏雅 J 那不過是「徘
倡所為」了。漢賦的「曲終奏雅」、「勸百謙一 J 原因於漢賦與

tffftzzffJL。fzfr「耳其1:條無用的尾

jj;;77jjjEIJ;J;fZJf三Zft??跡察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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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鄧國光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漢魏六朝是辭賦的黃金時代，篇章雲構，作者輩出，而題材

內容多樣，修辭裁語極盡機巧之能事，標舉為中世文章主流，絕

不為過。同時流行於社會的緯學，以強烈的政治色彩匯入時代思

潮大流，顯示出極其獨特的精神面貌，於意識型態的發展，深具

左右的力量。賦與緯孕育於相同的時代土壤上，完全稱得上是時

代特產。

緯學內容儘管龐雜，既揉合兩漢方士陰陽災異的圖識詭術，

如「鳥鳴似語，蟲葉成字 J J之類的詭秘手段，以達到陰謀宴奪的

目的;也動輒傅會孔子，以搏取士流的認同;欺世蒙民，痴愚皆

知妄偽，亦是張衡以至劉懿所深責嚴辨。但也有源遠流長，本天

道張揚王政理想的符瑞緯學，不只歷久不衰，跟古代政治意識型

態形影不離，推揚而發展成天人相副之學，補充了儒家於天學的

先天不足，形成華夏傳統特有的帝王之學。像祥瑞、封禪、明堂

之類的瑞聖緯學辭彙和觀念，於士人筆下，往往自覺或甚至於潛

意識的流露，深入人心，可見一斑。而漢魏六朝經學，與這種天

子之事為歸的符瑞之學，已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瑞聖之學可說

是緯學的核心，是本文論述範圍。

l 范文湖注. (文心雕龍﹒正緯}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60) '頁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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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禪梁甫，易姓紀號;秦漢行其典，前史各陳其制矣。

符命三篇都是鼓吹天子封禪，所賦者為緯學大事。雖不是經典所

載，但自秦漢以來，代代行之，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古代政治運

作的組成部份。

泰

基於對緯學否定的態度， (文選》這三篇符命之作不為時流

所許。如馬積高《賦史〉謂司馬相如作〈封禪文〉為「 一累」

批評說:

〈封禪文〉純為頌訣之文，又雜符瑞神異之說，雖後來揚雄、

班固、謝但之徒競相模仿(揚有〈劇秦美新〉、班有 〈 典引 ) , 

謝有〈五蝶真記) ) ，而實無可取。 s

賦創;122宇:1;2;2:一一zzz;2:設立了:
獨特現象;既不以符瑞之學為累，隨便否定 ﹒ +不誇張緯學的功
價，免流於傅會牽強。劉懿{文心雕龍〉認為何緯學足以助文，
范文瀾汪稱{文選〉李善注廣引緯艾為助艾的證據 2 '令人王令檔
(緯學探原〉勾糟〈文選〉注所引緯艾以足成+說 說明運化緯
艾的大概情況，…緯學與文學的研究建了基礎?但王先生大著只
及{選}注所徵'局限於個別詞彙的觀察。本艾專注於辭賦，就

222252TZfETFff敬，rfJf察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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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見，顯示符命在今日的命運，與當初的崇

高地位截然不同。音之所重今反輕，時代不同，價值觀念有異，

評價輕重自別，完全不足為怪。但在徵實的立場說，符命能否一

概視之為「頌誤 J 叉是否一無可取，這還是值得商榷的。

、緯學文體的大宗:符命

〈艾選〉卷四十八「符命」類一卷 ，甄錄了司馬相如 (封禪
艾〉、揚雄〈劇秦美~)和班固〈具引〉。這三篇都屬賦體，劉
懿《文心雕龍 封禪}詳論優劣二視這類鼓吹封禪的符命艾體為

J-zt晶晶宮TTZZrZFU
據〈史記〉載， <封禪文〉是司馬相如的絕筆，曾遺言家內

說 r 有使來求書，奏之。 J 6這時的司馬相如根本沒有「頌誤」

的需要，要是有所求於武帝，何不親呈面頌呢?至於批評 〈封禪

文) r 符瑞神異之說 J 總覽全文，直接寫禎禽祥獸的，只有以

封禪為王者回報天命的 l禮儀，儒家典籍才干其事，為緯學的
重要內容 ， 今日殘存緯書俠艾尚多見有關弘述，言大體跟《管子》
《史記}所述大同小異。《晉書}卷廿一可禮志〉謂:

下部份 :

昆蟲闡;幸，回首面內;然後固鞠虞之珍群，徽農鹿之怪獸;

某一莖六穗於底，犧雙給共祇之獸，獲周餘珍，放龜於岐;

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固，賓於閒館。 7

{晉書﹒禮志) (北京:中華書局， 1974) ，頁 653-654 0 

5 鳥積高， (賦史)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頁 74 0 

{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香港:中叢書局， 1969 ) ，頁 3063 0 

7 同上書，頁 306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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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見上書同篇范注第二十七條，頁 41 0 

{文心雕龍﹒封禪) ，頁 39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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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ZE守主ifiif2;132ALZ止J:少得可憐
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尤苓聖王之結 1 

;fJ立2:1:'?;三LY湯武至尊嚴， JJ f 
見她漢武帝后安思危，躬自檢束，一片忠款誠意，與屈原(離騷〉
「揚禹儼而祈敬兮，周論道而莫差」沒有異致。人之將死，其言
也善 。〈 封禪艾〉立意可嘉，鼓吹封神，正勉勵武帝修德，立願
zftfzzzιZZ告顯示漢代士人尚存-種承擔的

」2月晶晶iitrii澀的訝于
jizpiFJji譯;iJjjfiij;j;;才
者具備這些道德條件，自然侍承統天連而成就大業。揚雄極言秦
政的運庚，所謂殷鑒不遠，與賈誼(過秦〉原扭異致 。至於漢人
主五德終始，革命更張 ;但揚雄頌揚王莽'只強調新朝恢張廢拋

出一zz冒75;立EZZZZE;ZJ闕
種不得己的隱要堪是可以體會的。班固批評 < Jjlj 秦美新) r 典而
亡賞」 賦文只鋪寫熟套的瑞應內容 不涉任何具體事實 這種
虛幌筆觸實在是一種迴避的態度。若動輒以「貳臣」的眼光對

8 同上霄，頁 3 072 。

54 

伏惟相如〈封禪 > '靡而不典;揚雄〈美新 〉

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 9

漢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典而亡實;

班固批評司馬相如和揚雄作品之餘，還肯定二賦應有的地位，視

之為「舊式 J 即一種文體的楷模。〈典哥 I >便是在這「舊式」

的基礎上完成的。〈典哥 I >極陳休命 ，終章謂:

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芭是學藝文，屢訪群儒，諭咨故老

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看竅仁誼之林蔽，以望元符之臻焉。 10

筆下是一位廣開言路的開明英主，這叉是對統治者的一種要求，

寫來較〈封禪文〉和〈劇秦美新〉具體，補救了揚雄「亡實」的

弊病。

〈文選〉這三篇符命之作，都是於頌揚天子德威的同時寄寓

了政治上的訴求;在本來屬天子大事的封禪上大作文章，既大張

朝廷威望，但正言若反，現實的統治者叉是否真能具備賦文所張

揚的品德，己是不必明言，受頌之主如果能夠躬自反省，也許對

文汗顏吧!賦家作賦以諷，向來視為本份，這三篇符命也是不例

外。即使〈文心雕龍﹒封禪〉起筆也假借緯女，申發「戒慎崇德」

的要求，視之為得享天命而行封禪的統治者所應真的品質。可見

緯學的封禪關懷重心所在。唐張說作(大唐封禪頌) ，強調「我

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 J 11' 正點出關鍵所在。百姓的愛戴

稱之為人瑞，龍鳳維龜等物瑞只是賦家借題發揮的手段而已。

和封禪相關的緯學題材，還有「郊紀」這種報天大典。郊爾巴

也屬緯學概念，漢以後融入儒家禮制系統之內。漢代京都大賦必

涉及這內容，但專篇賦其事，只有東漢鄧耽的(郊把賦) ，侯文

9 (昭明文選} (北京 :中華 局影印胡刻李善注本， 1977 ) '卷四/丸，頁

682 0 

10 同上，頁 685 0 

11 {唐文粹) (抗州:漸江人民出版社影印抗州許氏輸圍校刻本，光緒十六

年 (1890) ) '卷一九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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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應符蹈運 J 12' 大抵跟〈封禪艾〉類似。無論封禪或者郊肥，
都只是在儀式上體現王者的象徵'不涉玄怪，也跟陰陽五行之學
位23252且哥拉于顯示對時代的關懷文學跟政

二、緯學題材的專門化:有關嘉瑞的賦

西晉左芬作〈白鳩賦) ，王展有(白兔賦) ，龍鳳之瑞難見，

則轉以較罕見的珍禽走獸為符瑞祥物，以應西晉自訝的「金行之

應 J 18: <白兔賦〉說到「古之有德，則納瑞而求安;無德則不勝

而有災 J 19' 對於偽造符瑞以自翻天命所屬的聞主來說，不蕾頌中

帶刺，滿不是味道。大儒傅成作〈儀鳳賦)不落俗格，極贊鳳皇

來儀本來是王者德洽的徵象，但傅成轉移筆鋒，鳳皇全身避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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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歷示吉凶;五緯經次，用告禍福，則天心于是見

本事，序文謂:

〈鴿鶴賦〉者，廣武張侯之所造也;其形微卑處，物莫之害

也。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有害而能免，所以貴乎才智也。

夫偽鶴既無智足貴，亦禍害未免。免乎禍害者，其唯儀鳳也!

20 

「神雀群集，

侯諷五頌，艾

{太平御覽}錄王充{論衡}謂東漢永平中，
孝明詔上〈神雀頌) ，班固、賈遠、傳毅、揚緯

﹒卷五八/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涵芬樓影宋本， 1985) 的{太平御

頁 2648 0 

16 (全後 j英文) ，卷三二，頁 1231

〈全後 1英文) ，卷三/丸，頁 1265 。

{全晉文) ，卷一三，頁 1533 0 

〈全晉文〉﹒卷二十，頁 1571 。

《全晉艾) ，卷五一，頁 1754 0 

17 

18 

20 

57 

比金玉 J 15' 這五篇頌辭己俠;漢代賦頌一體，五頌於賦史上可說

是「同題共作」的濫觴'也是專賦祥瑞之物的開始。東漢杜篤有

〈泉瑞賦) ，今僅存數句。魏劉邵作〈嘉瑞賦〉和〈龍瑞賦〉

前者謂「信無思而不服，叉何適之不寧 J 以人心取向為王者休

瑞的徵結;後賦則說「昔太臭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 J 16' 帝德是

關注所在。繆製作〈青龍賦) r 照嘉祥之赫戲 J 而筆意則在「當

仁聖而觀儀，應令月之風律 J 17' 頌瑞而及主德之仁聖，亦不失為

提擊之道。何晏作〈瑞頌〉表魏德，吳胡綜作〈黃龍大牙賦〉彰

吳休命，爭取「正朔」的地位。其實「正朔」也是符命之學，大

凡昏亂爭雄之世，便會受到極度的重視。

於(東巡告〉提及「有鳳雙集于臺 J 說「從巡助於祭者，茲惟
嘉瑞 J 歌曰 r 吉事有祥，惟漠之祺。 J 14於符瑞緯學至關重要
的嘉祥和星緯'是完全肯定的 。 漢代方士r冒嗤之學和這種王者
之學的符瑞緯學，張衡是很清楚區別的。緯毒所強調的「天心」
話:22豆、采222?蜈。賦家賦天心所示的嘉瑞和星緯

19 

'卷四九，頁 740 0 

局印本)
(日本中文出版社影印中華
，卷五六，頁 776 0 

'卷五四，頁 7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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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後漢文}

{全後漢文}

12 

13 

14 



1美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強烈的政治意識可說是禎祥的秉

「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 J 的確

講符瑞，始絡離不開天子之事，

賦;談天意在說人，鮑照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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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理解賦家賦瑞的關鍵。

三、緯學題材的專門化:有關天象的賦

祥瑞是天命的徵兆，而最直接演示天命的，莫過於日月星緯

本身。古代流行天人一體的觀念，視天象變化與人間休咎，尤其

是政治興廢，存在對應的關係。因之，星緯之學遂為王者符瑞之

學的中樞，正史中的〈天文志> <五行志> <符瑞志〉之類 ，內

容每每複送，關係糾纏，究其實，都因為這是瑞聖緯學一體的多

面，相互間的關係極為密切，完全不可割裂。事實上，中國古代

是沒有純科學意義的天文學，而一提及天學，自然湊泊於最高統

治者所最關心的「天命」問題，終歸也落入瑞聖緯學的範圍。如

果簡截概括中國古代學術'孔孟之學是典型的「人學 J 而符瑞

之學則是「天學」的大宗。漢晉士人動輒講「天人之際 J 推尋

大源，不外是儒學和緯學的結合而已。賦家鋪陳天象，不離時尚

東晉李顯有〈龜賦> '俟文有「責我靈符，浮洛川，見緯書」
句 21 '亦為賦瑞之篇，但具體內容難以推測 。 顧愷之也作了一篇〈鳳
賦 ) ，大抵和頌瑞相關。及至劉宋'緯學文大盛，宋明帝特設「陰
陽學 J 起了推波助瀾之功，賦瑞之作遠多於前期 。 如何承天、
沈演之的〈白鳩賦)王義恭上〈請封禪表〉之餘 ，尚作 〈嘉禾
甘露頌 ) 顏延之作〈鸚鵡賦〉和(指白馬賦 〉 以頌宋德，沈演

在27ZJfFEz-J戶照〈河清頌〉更是六朝瑞聖賦
臣闇善談天者必徵像於人，工言古者考績於今 。鴻羲 以降，
遐哉邀乎!縷山嶽'雕筆素，昭德垂勳，可謂多矣 。 而史編
日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夭。素狐
玉，聿彰符命;朴牛丈績，是定祥歷。各鳥動色，禾雄興

土IJY!? 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 ι的為之而寢'
宗風，根本是緯學觀念的浮現。

賦天象始見苟子〈雲賦) ，演說政治概念，可稱濫觴 。 至於

運用緯學意念賦天象的，則以東漢劉協〈星德賦〉為首，殘文「敬

天光」一句r 推測不離祥瑞的範疇。東晉成公緩作〈天地賦 〉

舖寫天上眾宿，仿如一部(符瑞志>賦中段云:

鮑照序艾先抑後揚，此筆意在為下艾的鋪揚立勢，卻流露出對賦
瑞作品某種程度的不捕 。一種題材舖寫至爛熟階段，成為格套，
自然產生文體的悶，鮑照謂賦瑞之作多溢美之詞 ， 是一針見血
的批評 。自宋以債，賦瑞篇章漸少，今存的口有北齊刑邵的 〈 甘
露頌) 和情初許善心的〈神雀頌 > 0 ( 神雀注:序謂: 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坪，流逆犯麻，

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夫瑞者符也，聖主之休徵;雀者爵也，聖人之大寶。 23
吉祥，彗字發而世所忌。 25

24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 (全漢賦)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3 ) , 

頁 751 .按:此輯本頗多印刷錯誤。

25 

59 

﹒卷五九，頁 794 • 〈全晉丈}

58 

'卷五 三，頁 1768 • 

，卷四七，頁 2693 。

'卷一五，頁 4102 • 

21 {全晉艾}

22 (全宋文}

{全階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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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概括了緯學天象休替的大意。成公餒自視甚高，序以為古來
賦天地第一人，但運思平滯，不離已淪為熟套的星緯之學的堆球。
至於梁簡文帝的(大法頌) ，則頗有可觀。賦艾先極陳星緯瑞象，
較之成公很之作氣魄更壯，然後徙筆轉入佛教弘旨，結合緯學和
佛理，可謂一代鴻篇，亦顯示佛學融入傳統華;文化中的過渡情
況。梁代陸雲光有〈星賦〉一篇，檳落直陳的格局，假借漢武帝
和司馬遷對問敷衍成篇，是天象賦的創格。後魏張淵有〈觀象賦) , 

自注星象，讀者因此而了解緯學的知識，錢鐘書謂淵自注未釋「靈
象」一詞，有蕪穢之識 26 ' 貴之過苛。北齊劉畫有(六合賦) ，文
雖候，就題面取義，大概不出成公經(天地賦)的範圍，錢鍾書
亦謂〈天地賦〉為劉賦的先路 27。史稱劉畫頗自重其作，呈獻魏收，
魏甚不以為意。則劉畫與成公餒，可謂不同時的兄弟了。緯象星
賦，至惰李播(唐李淳風之父)的(周天大象賦) 28' 可以說已經鋪
乎無己復加的地步 漢魏六朝星緯瑞應之學已為李賦所集大成

天象垂示休咎 ，而觀天之所自視為極神聖之地;緯書經常提
及的明堂、靈臺，便是觀象的何在地。但漠魏六朝賦家專賦明堂
的較少，今可知的只有後周李永目的〈明堂賦) ，但史稱「優洽未
足 J 29. 及至唐李白作〈明堂賦) , (唐艾粹〉置諸卷首 ，以 為典
範。漢晉士人不賦明堂靈臺'卻於觀察風候的「相風」抱很大興
趣。就現存文獻所考，東漢大儒鄭玄始賦相風。鄭氏(相風賦〉
候文如下 :

26 (管錐篇) (北京:中華書局. 1979 ) 

27 (管錐篇) .第三冊，頁 1 142 0 

，第四冊，頁 1490 。

28 程草燦. (魏晉南北朝賦史) (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 
賦輯補〉輯盤全文，頁 386-391 0 

'附錄 一 〈先唐

29 見( ~t 史}

417 。

'卷四 o. (李昶傅〉 。引自程著， {魏晉南北朝賦史} '頁

60 

漢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陽精之運，表

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負之德，鎮以金虎玄成。其氣

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微，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

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構相風，因象設形，境盤

虎以為趾'建倚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

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相風的形制因鄭賦而明悉，為偵察祥候的儀器。 《述征記》載:

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銅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31

相風設於靈臺，長竿頂安置銅鑄鳥雀，動則顯示祥風至，即天意

有所暗示。相風是靈臺上最顯眼的候禎之器，賦其事實亦是無異

於賦靈臺。值得注意的是西晉的一組〈相風賦> '作者包括張華、

傅戚、潘岳、陶侃、孫楚、杜萬年、牽秀等，為酬酥賓榮的同題

共作。自此以後，再未有專賦其事的作品。

四、漢魏六朝大賦的緯學運用

上三節所述，都是直接取緯學內容為主題的辭賦，觀題己足

察意。另一方面，漢晉以來很多作品，雖非以緯學為題，卻包涵

了不同程度的緯學內容;這種緯學滲透，成為漢魏六朝辭賦的特

色之一，顯示了辭賦和緯學存在千絲萬縷的共生關係。

司馬相如〈上林賦〉敘天子園圈，涉及的珍禽走獸如麒麟、

角端、鳳皇、鶴雛、焦、明、白鹿、玄鶴，俱為傳說的王者之瑞，

亦只見蓄於天子之上林。極言宮館崇偉，則說:

30 (太平御

見頁 614 0 

1) ，卷九，頁 48 0 按:

31 同上. (太平御覽} '卷九 。

{全唐賦}於正文漏首句的「相」字，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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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或稱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

宜，吳必同條而共貫!如l 泰山之封，烏得七十而有二儀?是

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失。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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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抑筆意，翻封禪文采之飾，為下文振起文勢，謂「建道德以為

師，友仁義與為朋 J 樹立天子建德的基礎，斯則應命之由，而

祥符亦非虛飾。然後極寫天子眼遊，所謂「章皇周流，出入日月，

天與地杏 J 動用一切星緯鋪勢: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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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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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 "

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為紛，紅蛻為殼，屬庫

昆侖之虛。:吳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

要遮。撓槍為閣，明月為候，英惑司命，天弧發矢。 37

《史記 ﹒天官書》謂 :

;;;?了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

此為典型的緯學觀念，

接著也是虛幌筆端，借群公日胃贊以表漢德，然天子遜謝，云

上精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權泉之滋，發

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固，幸神雀之林;奢雲夢，

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 38

寫天子回心轉意，洗心革面，一心思治，而決意質現聖王大治的

理想、'這一節所鋪陳的緯意，句句呼應序文，以一種聖王治世的

象徵而倫脊全賦格局。如果說〈羽獵賦〉本緯而作，並不為過。

與(羽獵賦〉題旨相近的(長揚賦) ，揚雄也遣用大量緯文，分

別在〈羽獵賦〉虛筆鋪敘，而〈長揚賦〉則以質敘張衍。賦文假

主人寫到漢高祖劉邦受命事 :

亦屢見於緯書。這些措施，顯示新王盡樵當惡，以全新的姿態迎
接天命。司馬相如深黯緯學，他的〈封禪艾〉是符命的典範。值
得注意的，是司馬相如只在有關天子的層面上運用符緯的觀念和
辭彙'這和符瑞緯學的性質相關。這一特色，為以後的大賦稟承。
揚雄〈羽獵賦〉跟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同為殿獵賦的楷

LFZF用緯較吋馬相如更為顯著。〈羽獵賦〉序艾正面頌揚

女有餘布，另有餘栗，國家投富，上下其足 。 故甘露零其庭，
;;;?f' 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 j召，麒麟臻其困，神爵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拳命， }I頃斗極，運天關。

有如緯書口吻。談到漢文帝則說「玉衡正而太平階 J 李善注引

〈春秋元命包〉正謂「玉衡正 ，太平階 J 39 。落筆至當朝漢成帝，

'去
賦艾起筆，有類〈封禪〉

有關天子休瑞幾全籠於筆下

則說:32 金國永校注，

63 

36 同上書，頁 88 0 

37 同上霄 ，頁 92 0 

38 同上霄，頁 III

' 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 ，頁的 。

62 

1993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司馬相如集枝注}

33 同上霄，頁 111 。

34 (史記) ，卷二六，頁 1256 0 

35 張震澤校注， (楊雄集枝注〉

52 0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zfCJ 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比
'地為漢光武帝發祥的南陽

南陽終非帝都，不能過份渲染嘉瑞。符瑞為天子專用的內容，賦

京都的作品必須小心處理這類內容。

西晉左思〈三都賦〉有了前鑒，取象賦物也顯得小心翼翼，

於賦序裡檢視了漢代作者的不虞之失:

緯JJZZETJZ71ftzzrLE??;
1:(TirtJJJJrzfzziEf:衡追步班固

相如賦〈上林> '而引虛橘夏熟;揚雄賦〈甘泉> '而陳玉

樹青蔥;班固賦〈西都> '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 ' 

而述以遊海若。假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會于茲。考

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

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 45

自我高祖之始入f' 五緯相汁，以叫束井。冀敬委轄'幹
;;fLiti 色， ?4?之諜。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抵'

漢人作品極盡辭飾之能，物極必反，左思倡徵實救弊，亦勢所當

然。值得注意的，是主徵實的左思說到「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 J

語意明顯沒有否定「神物 J 只要求有出典的對應。神物也者，

祥瑞是也;這是辭賦尤其是頌揚主德所不可缺的素材。〈蜀都賦〉

寫蜀之所秉受，只說 :

而(東京賦〉則說:

;25 于了園，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
此後運筆至東漢光武帝，則謂:

一經神怪，一緯人理。遠則峨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

而會昌，景福月小饗而興作。碧出英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 46

總集瑞命，備至走嘉祥。因林氏之鞠虞'擾 J莘馬與騰黃。鳴女
床之驚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園，豐朱草於中唐 o 43 

句句追貼蜀事。於〈吳都賦) ，則縱筆於物產之富，而無與王者

之瑞。於〈魏都賦) ，符瑞之事，綜錯全篇，不在班固〈兩都〉

之下，目的在肯定魏的正統地位。〈三都賦〉的立意，跟當時流

行議論晉的斷限的風尚有很直接的關係，而其中緯學內容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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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23 。39 同上

的同上霄，頁 129 • 

{昭明文選 ) .卷 二 ，頁 38 。
{昭明文選 ) .卷 三 ，頁 52 • 

41 

65 

'卷四，頁 73 。

﹒頁 74 。

'頁 81

，會九世而飛柴;察茲邦之神偉，啟天心而嘉

一定分寸。例如賦陪京的〈南都賦〉

郡'寫地應火德，只寥寥二筆:

曜朱光於白水

靈。 44

{昭明文選}

4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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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經過細心的處理。即如東漢以後頗為流行們宮殿賦，像王延
壽(魯靈光殿賦) ，和何晏的〈景福殿賦 ) ，以樓主身份有別，
一為地方封君 ， 一為天子，所涉祥瑞的舖寫 ，取材和格局有輕重
的不同。據身份下聿'是一顯著的特色，比咱可篇章，便很了
忱。賦家遣用事義，絕非隨便舖排敷陳了事 j 迫

金。至4
民亦已開

綜覽漢魏六朝辭賦，緯學因素十分突出，是很值得注意的現
象。幾無例外，凡內字涉及天子罵干小朝，必然肆力舖陳符瑞 。
符瑞緯學與賦頌差可視為共生。符瑞試一方面為賦頌提供素材，
而賦煩亦推動韓學的發展，很多作品都可置於〈符瑞志〉的行列。

早几丹紅ZZfffJF戶的殿堂談論漢晉辭賦的
一還要說戶的是，緯學於賦家之心的開拓張門起極大作用 。孔

子說到讀《詩} 最起碼也可以「多識於鳥獸草L之名 J ( <圭站命圭詛
五

陽貨) ) 0 <詩三百》無疑為賦家提供很多事義 但詩主言主y訂口1'10
下事義不平缸耳目宇扭轉 於所謂「賦家之心 苗括三宙 總覽人物」
( <西京結己) ) 門不了多大的撐柱作用。賦家體物寫志 r 極
聲貌以窮艾 J ( <艾心﹒詮賦) ) ，誠如劉懿所言 :

自宋玉景差，夸甘于盛 。 相如憑風，詭濫愈甚 。 故土林之館'
奔星與宛奸入軒，從禽之盛，飛廉典焦明俱獲 。 及揚雄 〈 甘
泉 ) ，酌其餘波，語壞奇則假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鬼神 。

47 

劉懿所批評漢賦考飾的實例，全都與緯學有關 即此一端，已可
見符瑞緯學於張衍賦心上的重要作用 。{ 文心雕iE 通變》文說 :

﹒頁 231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0 ) 

{文心雕龍枝證}的王利器，

66 

漢魏六朝辭賦與緯學

夫誇張聲貌，如L美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賣出
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 r 通望兮東海，虹洞兮

蒼天。」相如〈上林〉云 r 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

沼'月生西肢。」馬融〈廣成〉云 r 天地虹洞，固無端涯，

大明出束，月生西肢。 」揚雄〈枝獵〉 云 r 出入日月，天

與地脅。」張衡〈西京〉云 r 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

濛氾。」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 48

之所以「五家如一 J 極盡表外之思，這不是文辭的因襲。關鍵

是撐柱賦心的符瑞緯學 ， 本來便是一種恢宏的天學。說到 r :琶舉

宇宙 J 緯學足以體現這特色。

無論文體、題材、內容，以至賦心 ， 辭賦和緯學是如斯密切。

如果須要全面審視辭賦的特質和發展，緯學的因素是不能不考慮

的。

48 同上告，頁 1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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