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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江文通〈恨賦〉與〈別賦〉的

命題與謀篇

呂凱

政治大學中文系

人生就生命而論 ， 不管他是什麼時代的人，什麼地方的人，什麼身

分地位的人，在心理上，多少都會存著不死或長生的期望 。 很不幸的是

人想盡了很多的方法，發明了很多藥物，在科學發達的今天，竟無法使

人長生不死 。 當然，生死是自然的，因此道家以囑子為壽，彭祖為夭，

以齊死生或死生為一 ，試圖脫離死亡的恐懼和不幸，那種用心是良苦

的，也是很深刻的 。 但是王羲之說 r 況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

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 每攬苦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

文暖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囑為妄作 o J 1 由

王氏之言 ，再衡以人情，可知死生大事 ， 是很傷痛的，而不是齊彭揚、

一死生就能使人脫離死亡的悲哀的 。 在死亡的悲哀之下，如果能得其天

年而死 ，也就罷了 。 假如不能得其天年而死，或是志猶未酬，心有未

了，而竟飲恨而死，那死的就更悲哀、更不甘心了 。 人生就生活而言，

不論古令中外，不論富貴貧賤，沒有不希求圓滿歡聚的，很可惰的是人

生聚散無常，有相聚之快，就有離別之苦，所以屈原說 r 悲莫悲兮生

l 見王羲之 . ( 蘭亭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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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 J 2 由屈原的話，再驗以人惰，可知別離之愁，

是很痛苦的。死亡的悲哀，在於死而不能復生;別離的痛苦，在於去而

不可復留。兩者如此的決絕，無論對死者與生者，去者與留者，都會產

生無限的哀楚，莫名的深痛，而這哀楚和深痛，使人深印胸懷，那就是

刻骨銘心的無奈。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蘭考)人。他的生年在南朝的宋

齊梁間 (444-505) ，他歷仕宋、齊、梁三代 。曾官御史中丞'遷金紫

光祿大夫，封體陵侯。在當時，可稱得上官爵顯赫了 。 他起家孤貧，靠

著力學，在文學上有了成就，而受當時人的推重 。 他的文學作品種類很

多，但以詩賦最為有名。不過，他的詩雖好，惟多係擬古之作。因為他

才華高，努力夠，不僅對各家詩非常熟習，而且能夠心領神會，所以擬

作起來，酷似古人 。 在詩方面，雖有向古的長處，卻乏獨創的風格 。至

於在賦方面，他的作品，在形式上，雖不能脫當時騏體文的格局，但他

所寫成的 ( 恨賦〉和〈別賦) ，卻有很突出的表現. < 恨賦 〉 和 ( 別賦 〉

突出的地方 ， 主要的在於這兩篇賦的命題和命義。古人寫恨，大都以親

遭為題，而無專以「恨」為名的賦;古人寫別，大都以親感為題，而無

專以 r 55U J 為名的賦。只有(恨賦〉和(別賦) ，既非親身所遭，叉非

親身感受，因觸目興思，體會同情「恨」、「別」的情緒，而以此命

題，寫成了這兩篇短賦。他直接用〈恨賦)、(別賦〉命題，可以說是

特殊的命題方法。至於命義，古人寫恨，寫一種恨的多，寫多種恨的

少，而江淹的< '1民賦〉寫的卻是多種的恨。也可以說是人間的恨，他都

寫完了。至於寫別，也是一樣，古人寫別 ，寫一種別的多，寫多種別的

少，而江淹的〈別賦〉寫的卻是多種的別。也可以說是人間的別，他都

寫了。以人間的恨，人間的別，來命題命義而作賦的，只有江淹一位，

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如此說，並不是贊美這兩篇賦是絕世的創作，而

是要肯定江淹對這兩篇賦命題和命義的巧思。因此，本文就以此為重

點，分別對二賦加以探討。

2 見{楚辭﹒九歌少司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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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賦〉

(恨賦〉以恨名篇 ，所寫的是死恨 ，人生有生必有死 ， 若死而無

憾 ， 當然可以無恨 ， 若死而有憾 ，抱憾而死，自然就產生無窮的遺恨。

《昭明文選﹒恨賦》李善注說:

意謂古人，不稱其情，皆飲恨而死也 。 3

(恨賦〉專寫飲恨而死，江淹於篇首即就目見心感而加說明 。 他開

宗就說 :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釷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

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4

由前引可以確定，江淹〈恨賦〉所寫之恨，都是專指伏恨而死的

恨 。 而這些伏恨而死的人，分別為天子、王侯、宮妃、將軍、逐臣、罪

臣 、羈旅流戌之臣 、 以及顯赫的貴人 。這些人有什麼恨呢?現在分別來

看看 :

(一)秦始皇的恨

秦始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稱皇帝的人 ，他的事功，是前無古人

的 。 他的偉大，也是值得稱道的 。漢賈誼在他的 (過秦論〉中，對秦始

皇的統一事業 ， 有具體的描述 ，他說: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

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答天下，成振四海，南取百越之

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 1.兔首係頸，委命下史 。 乃使蒙恬

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

不敢 彎 奇而報怨 。 於是廢先王之道，增百家之言以愚:熱 首 。 慕名

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槳，鑄以為金人十二，

以弱天下之氏 。然後Z是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

3 見{昭明文選 ﹒ 恨賦〉下注(藝文本) ，頁 156 。

4 見{昭明文選 ﹒↑民賦 ) (藝文本) ，頁 1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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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話以為因。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 5

秦始皇併吞六圓，統一天下，使得他意得志滿，不可一世 。 唯一使

他無奈的，就是生命不可永期不死。因為他對此不能甘心，所以想要求

長生的妄想就油然而興了。他曾數度入海求長生之藥，並命徐市等入海

求之。可見秦始皇想要長生不死的願望是多麼急切了，他求長生的急

切，就顯示了他的怕死。秦始皇怕死，是有證據的， (史記 ﹒ 秦始皇本

紀〉說:

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土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

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車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

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 6

「始皇惡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J 可以證明他對死是多麼地厭

惡，多麼地恐懼。他怕死的原因，當是捨不得他的威勢以及他美好的人

生。因為正在他要「方架電題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的時候，而忽然

被奪去了生命，那種遺憾是多麼的大啊!況且他從十三歲即位，在位三

十七年，也不過五十之年，在不想死的情況之下，卻不能不死的死了，

能說他不是飲恨而死嗎?

(二)趙王遷的恨

趟王遷， (史記﹒趙世家〉稱之為幽繆王遷。他的身世及作為，司

馬遷說的很清楚。他說:

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母倡也，嬰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

立遷，遷素無行，信邊，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間，豈不謬哉

主見{昭明文選﹒賈誼過秦論) (藝文本) .頁466- 467 • 

6 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廣文本) .頁 128 。

7 見{史記﹒趟世家) (廣文本) .頁 7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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趟王遷是趙國最後一位君主 ，在秦始皇十九年(西元前二二八

年) ，秦將王頭攻下了趙閣，俘虜了趙王遷。趙王遷被俘後，據《准南

子﹒泰族訓〉所載，被流放在房陵(今湖北省房縣) 0 <准南子〉說:

趙王流于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按:王念孫認為水當為山木，字

之誤也。〈史記﹒趙世家集解、正義〉及〈文選恨賦注〉引此並作

山木)之嘔'聞者莫不贖涕。 8

趙王遷被流放後，因為思鄉而作山水(木)之嘔'這種有鄉歸不

得，要永遠客死在異地的遺憾，當然算得上是飲恨而死了。趙王客死異

地，飲恨終身，可以說他是咎由自取的 。因為他的大將李牧，數卻秦

兵，有功於趟，而他竟把李牧殺了，殺良將而致亡國，趙玉在思鄉之

餘，定也會有無窮的悔恨。這種追悔的無奈，應該是恨上加恨的。那真

是「千秋萬歲，為怨難勝 J 7 。

(三)李陵的恨

李陵為李廣長子李當戶的遺腹子，他的事跡， (史記〉、〈漢書〉

均有記載。〈史記﹒李將軍列傳〉說:

李陵既壯，選為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 ......拜騎都

尉。... ...天漢二年 (998.C. )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

擊匈奴右賢王於祁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

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

單于以兵八萬固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

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鬥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

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

曰:無面目報陸下，遂降匈奴。 9

李陵降匈奴，他的初意，欲以便中劫持單于，使單于和於漢。但漢

庭間李陵降匈奴後，即誅其老母妻子，而使他欲歸無門。李陵降匈奴

s 見〈准南子 ﹒ 泰族剖1 ) (世界本) .頁 265 0 

9 見{史記 ﹒李將軍列傳) (廣文本) .頁 1174-11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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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心中愧恨，是無法形容的。他那種生死不能的心境，在 《漢書〉 他

的傳中和別蘇武的詩中，以及《漢書 ﹒ 蘇武傳》中所吐露的心聲，都會

使人讀後覺得心裡酸楚 。 10 尤其在他的〈答蘇武書中 > '道出了他降匈

奴的用心，以及漢誅其老母妻子，絕其歸漠之路的悲痛。他說:

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 誠以虛

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蠢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

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僻，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切慕此耳!

何國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

泣血也 。 . . . .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妥，而主

主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 J蠻夷之中。 . .. ...願足下

勿復望陵。喔，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

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 11

李陵的表白，應該有其可信性的。因為司馬遷曾在漢武帝面前為李

陵辯解，漢武帝一怒而將司馬遷下了腐刑。足見漢法之苛，待士之薄。

以致於因李陵一降而老母妻子盡誅，使他很無奈的成為「生為別世之

人，死為異域之鬼」了 。

(四)王庸的恨

王膺或作王牆 ，後世皆作王摘，字昭君 ，因避司馬昭的諱 ， 改稱明

君 ，亦稱明妃 。為漢元帝後宮宮人 。元帝後宮 ，皆按圖召幸 ， 宮人皆賄

畫工 ;昭君 自恃其貌，獨不賄， 畫工故惡圓其貌 。元帝竟寧元年春正

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撤庭王層為閥氏。及入辭，光彩射人， '1束動左

右，貌為後宮冠;元帝悔恨，窮案其事，畫工毛延壽等，均被斬首棄

10 (漢書 ﹒蘇武傳) : r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 ， 功顯於漢

室，雖古竹烏所誠 ，丹育所畫，何以過子卿 ?陸雖驚怯，令I莫且1!陵罪，全其老母，

使得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柯之盟，此陸宿昔所不忘也 。 收族陸家，為世大戮，陸尚

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 。 異域之人 ， 壹別長絕 ! 陸起舞，歌日 r 徑萬里

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 。路窮絕兮矢刃摧 ﹒ 士泉滅兮名巴間﹒老母已死 ﹒雖報恩
將安歸.!I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 」

11 見{昭明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藝文本) ，頁 379-3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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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而昭君竟行和番 。《漢書〉謂昭君南都姊歸人 。《琴操〉 則謂齊

人。《琴操〉說:

王昭君者，齊國人也。顏色歧絮，聞於國中，獻於孝元帝，花不

幸納 。 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

宮，疏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

宮粒出。昭君怨惠日久，乃使循飾，善粒盛服，光暉而出，俱列

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

備，唯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唷然

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A醜卑陋，不合陸下之心，誠願得

行 。 帝大驚，悔之 。 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以與之 。 昭君至

單于，心思不樂，乃作怨唬思惟歌曰:秋木萎萎，其葉萎黃，有

鳥處山，集於芭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遊倚曲

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抑冗，不得頡頑'雖得餘食，心

有徊徨'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驚，遠集西元，高山峨

峨，河水決決，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側傷 。 12

由前引可知，昭君因君王之不察，而致憤惠以和番，然其去國離

鄉，遠適異國，那種悲傷和哀怨，那種寂寞和無奈，真到了「望君王兮

何期，終蕪絕兮異域」的地步了。

(五)馮衍的恨

馮衍 ， 字敬通 ，京兆杜陵人 。更始時與鮑永 、田芭仟衛并州。更始

敗，田芭降光武帝。 鮑永與衍未即時歸降 ，後來確知更始帝已死 ，於是

鮑永與馮衍 ，幅巾降於河內 。 漢光武帝怨馮衍 、鮑永未能及時來歸 ，鮑

永因有功而為光武帝所任用 ， 馮衍獨被罷馳 。 後與外戚陰興相知，及光

武帝懲外戚 ， 衍復得罪 。 他曾自詣獄，有詔不間 。 於是他叉西歸故鄉 ，

閉門向保，不敢再與親故相通 。 在建武末的時候，他叉上書自陳 ， 但因

1 : 見 { 藝艾頡聚 } 卷三0 ' 人部一四 ( 怨 ) (文光出版社本) ， 頁 5 3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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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過，仍未被任用。他因不得志而會退居作賦。至明帝時，叉有許多人

抵毀他，說他文過其實，遂被廢於家。〈後漢書﹒馮衍傳}說他:

然有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

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陵雲志 。 三公之貴，

千金之富，不得其顧，不概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

曳，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懲身名，為後世

j去。 13

一個有高才 ，懷大志的人，因為沒有掌握到歸降漠光武的時機 ， 遭

到了《周易 ﹒ 比卦 > r 上六:比之克首，凶」的命運。他雖有文史著作

五十餘篇，以及滿懷的大志，在廢售出的無奈下，也只有「賈志沒地，長

懷無己」而死了。

(六)稿康的恨

稿康，字叔夜，魏中散大夫，為竹林七賢之一，與魏宗室有親。他

與東平呂安交善。因呂安兄呂翼，淫呂安妻徐氏，稿康居中調解 。 後來

呂異誣告其弟呂安祖母不孝，司馬昭命鍾會等陷呂安入獄。呂安辭引稿

康作證 ' 鍾會等復收站康入獄。格康為證人 ，應屬無罪 。 但因他前此，

山溝典任選舉官職時，曾經薦舉站康代他出任 。稿康因不願為司馬氏所

用，因作(與山巨源絕交書) ，書中辭多不樂與時相合之言。 尤以「每

非湯武而薄周孔」之言，觸怒司馬昭最深。因為當時，司馬昭以湯、武

自比 ，以周、孔名教自居 ，稿康竟公然非戳 ，所以使鍾羅織其罪說 :

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邊鄙無詭隨之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

康土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

有貝克於俗 。 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

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於是錄康閉獄 。 臨死，而兄弟親

l.l見{後漢書-馮衍傅 ) (世界本) .頁 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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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

以來 。康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 14

根據前引 ， 鍾會判稿康死罪的判辭，實在含糊而寵統 。 因為呂安事

件，就是冤獄 。 而稿康在這事件上，只是證人的身分，但因他不與司馬

氏合作，而竟將證人一併入獄，同時判處死刑 。 站康被斬時，雖然顏色

不變，毫無畏死之態 ， 可是這也不代表他甘心就死 。 所以他在 〈 幽憤

詩 〉 中說:

惟此誠心，顯明戚否，感悟思想，但若創捕 。 欲寡其過，謗議沸

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

思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巷，神氣晏如。咨予不

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疏。理弊患結，卒致囡囡，對

答鄙訊，摯此幽阻，實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曰義宜，神辱志

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 ... .. ， 的

稿康在此詩中，特別沈痛的陳述自己不慎之過，及不能免死之咎。

他的「昔慚柳下，今愧孫登 J 就是自責不能免禍 。 柳下惠，孟子譽為

「聖之和者 J 雖然三仕三見點於君 ，但不致死於非命 ;而他在與孫登

相處而別時，孫登明告他「子才多識寡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 他所仰

慕的前聖及時賢，給他處世的模範和藏言 ，他竟然都不能實踐與戒慎，

而終於遭遇到殺身之禍 。 他的「匪降白天，是由頑疏 J 正道出了他慚

昔愧令的悔恨 。 然而冤已鑄成， 他知道司馬昭和鍾會都不會放過他 ，所

以他只有認命了 。 他所說的「質恥訟免，時不我與!雖日義直，神辱志

1且 ， 澡身滄浪 ， 豈去能補? J 由這些話，可以想見 ，他雖認命，而心質

不甘 。 志行高遠的人，竟遭不測 ， 無奈而死 ， 只落得「鬱青霞之奇意 ，

入情夜之不暢」的下場。

(七)孤臣孽子遷客流戌者的恨

卜i 見 { 世說新語﹒雅量) .第二條注引{文士傅) (明倫出版社本) .頁 266 。

1 5 見 { 描康集校注 ) (河洛圓書出版社本) .頁29-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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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生不逢時，遠離於君;孽子生不得勢，失寵於父;遷客遠誦，

猶似棄逐;流戌遠放，無日可歸。這些人生路茫茫，歸時無期 。他們心

中所含的恨，無處能伸，無處可訴。只得無奈的，以「含酸茹歎'銷落

溼沈」來結束自己了。

(八)榮貴者的恨

榮貴的人，聲勢顯赫，動輒連輿結翩，鼓吹相隨，以致道路塵揚，

聲動巷陌。這種威勢，看起來好像不可一世，但到生命要終結的時候，

不論是多麼貴盛的人物，只得無奈的像「煙斷火絕」而「閉骨泉裡」

了。

江淹將古人的死，歸納入時序的流轉和空間的變更。而時、空的改

變，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所以凡是人，不論古今，都是會死的，而且

是無奈的，在不願死而叉無奈的情況下，只「有飲恨而吞聲」了。

二、〈別賦〉

江淹寫〈別賦〉和〈恨賦〉的方式是一樣的。他所寫的別，不是他

親身所經歷的別，而是感受的別。就別而言，分離皆可稱別，若就分離

的形式而言，則有不同的種類。江淹在(別賦〉中，將別分為:顯赫豪

富的別 、劍客報士的別、負羽從軍的別、男女相棄的別、因時感思的

別。所以他在〈別賦〉中說 r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現在就他所

說的這些別的種類，分別來看看是什麼情況。

(一)顯赫豪富的別

自古以來 ，對於顯赫豪富的人，在送別場面上，都是盛大熱鬧的，

不但車水馬龍 ，冠葦雲集，而且爭奇鬥艷 ，歌樂相間 。然而別時的熱

鬧，常常會增添別時的離緒和別後的寂寞。所以江淹舉「帳飲東都，送

客金谷」以示貴盛之別。因為疏廣與疏受叔佳告老還鄉，送於東都門者

車千輛 ;而石崇與眾賢共送王詞於金谷潤中的那種豪富的場面 ，也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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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 。 然而到了最後，所留下的只是「造分手而銜涕，感寂寞而傷神」

的孤獨無聊。

(二)劍客報士的別

我國自春秋、戰國至秦、漢，劍客俠士之風盛行。當時的劍客俠士

們，為了恩、仇、信、義，常揮劍殺人，舉刃自殺，他們的慷慨壯烈，

而見死如歸，把別的情緒，帶向7另外一個特殊的境界。江淹所舉出的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 J 就是春秋、戰國時最有名的劍客報士了。他

們是聶政、豫讓、專諸、荊啊。聶政，車只(今河南省濟源縣南)深井里

人。糢陽嚴仲子，和韓相俠累有仇，進百金為聶政母壽，以交聶政，聶

政不受。後母死，聶政為報知己，拔劍赴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於堂

上。並自刺面抉眼毀容，使人不能認出他是誰來，最後屠腹出腸而死。

豫讓則受知於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滅。豫讓欲為智伯報仇，乃變姓

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趙襄子，襄子發覺，念其為主報仇而放了

他 。但豫讓叉漆身為厲 ，伏於橋下，再度欲刺襄子，叉被襄子發覺，豫

讓乃要求擊襄子衣服而死。趙襄子感其義，使人持衣給他，於是豫讓拔

劍三躍三擊趙襄子的衣服以後，立即伏劍自殺。專諸為吳堂巴人，由伍

子胥推薦給公子光(即位後為吳王閻閻)。公子光欲殺吳王僚以求位，

所以他預伏甲士於窟室中，具酒請王僚赴席，王僚陳武士，自宮達於公

子光家。席中公子光假稱足疾 ， 入窟室中 ，使專諸放匕首魚炙腹中而進

之 ，至王前，專諸抽取魚炙腹中匕首，直刺王僚， 王僚立死 ，專諸被亂

兵所殺。公子光得以即位。荊軒為衛人，衛人稱他為廈，卿，至燕，燕人

稱他為荊卿。他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素恨秦始皇，欲謀刺殺他。太

子丹因謀於俠士田光，田光因自己年老而薦荊啊。當田光引薦荊軒於太

子丹時，太子囑田光 ，此國家大事 ，不可泄露 。所以田光薦荊軒往見太

子丹時 ，即行自殺以釋太子丹之疑 ，並藉以激厲荊啊，荊軒見太子丹 ，

太子告以燕國之急，及欲刺秦王之意。荊軒乃以獎於期之首及燕之督亢

地圖使秦。燕太子丹及其賓客，並送荊軒至易水上。當時高漸離擊筑，

荊軒相和以歌，有「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壯烈之

辭，荊啊登車不顧而去，及見秦始皇，獻獎於期頭及督亢地園，圓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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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首出，以刺秦皇，可情未中而被殺。

是赴死之別，這種別是慷慨壯烈的。

(三)負羽從軍的別

我國自戰國至秦、漢以迄魏、晉，外來民族，時相攻擾 。 使得我國

邊地，時時皆有重兵戌守。而這些成邊的軍士，都是來自於民間的丁

壯。當時的邊患雖然各方皆有，但北方為多，所以用「遼水無極，鷹山

參雲 J 以表從軍離鄉之遠。尤其在秦、漢兩代，北方的匈奴，為患最

烈。在寮始皇時，曾命大將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匈奴，盡收河南之

地，因黃河以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誦戌之兵以充之 。 到了漢

代，匈奴強大，為患更烈，漢雖多次征伐，但匈奴仍擾遲不己，所以漢
代守邊將士，常常有增無已 。 諸如此類的送別，也是使人難以割捨的 。

尤其在盛春佳日，而遠戌北地，自然要「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需
羅裙」了。

hu l 
這些劍客報士之別，可以說都 這種無奈的別，真到了「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的地步

了。

當李陵戰敗降匈奴後，因蘇武使匈奴而為匈奴所留置，單于使李陵

勸蘇武降，蘇武不從。後蘇武歸漢，李陵相與送別，李陵贈蘇武詩說: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涼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風動喬

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正蕭條，百里無

人聲，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親人隨風散，瀝滴如流星，願得

萱草枝，以解飢渴情。 19

李陵贈別蘇武的詩有好幾首，都是他遠處異國，無家可歸的痛辭 。

所以蘇武在別李陵詩中有一首說:

雙是俱北飛，一是獨南翔，于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 - ~IJ ~口秦

胡，會見何看巨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1t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

相忘。 20

(四)遠赴絕國的別

遠赴絕國，無相見期，那是人生最痛苦的事，這種別有萬般的無

奈，但叉不能不別。像屈原的去國，像蘇武、李陵的遠別，他們都道出

了離別難的苦處 。 當屈原被逐出國門的時候，真是欲留不能，欲去不

忍，在〈離騷〉中，道出了這種苦況。他說:

吟陸皇之赫戲兮，忽臨晚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略局顧而不

干了 。 17

李陵遠降匈奴，蘇武北海牧抵 r 抵乳乃得歸 」。 這種遠赴絕國的

情形雖然不同，但他二人送別之惰，真可使「左右兮魂動，親賓兮淚

滋」的 。 2 1 然而在這「值秋臆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 J 所剩下的只有

「 怨復怨兮遠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涓」永無見期的離別之苦了 。

(五)男女遠隔的別

男女遠別，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 尤其是恩愛的夫妻和多情的情

人，不得已而分別，那種別離的苦況，是可以想見的 。 江淹有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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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如 〈 哀部〉說:

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特懷兮，甲之朝吾以

行，發 j~ 都而去問兮，荒忽其焉極?揖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

再得。望長揪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在 。 '" ..的

16 r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事跡，皆出於{史記﹒刺客列傳 ) ( 廣文本 ) ，頁 1016-
1024 。

1- 見 { 楚辭﹒離騷 ) ( 世界本 ) ， 頁 27 0 

I~ 見 { 楚辭﹒哀郭 ) ( 世界本 ) ，頁 77 0 

1 9 見 { 藝丈類聚 } ﹒卷二九，人部一三( 別 〉 上，頁 514 。

2υ 見 { 藝文類聚) ，卷二九，人部一三〈 別 〉 上，頁 514 。

2 1 狀:1年武 ( 別李|凌詩: r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

役干王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畏歉，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攀，其忘歡樂時，生當

復來帥，死當長相思 。」 見{藝文類聚 ) ，卷二九，人部一三( 別 ) 上，頁 51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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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與君別者，乃至雁門闕，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 。 送君如昨

日，居前露已園，不惜蕙草晚，所悲道理寒，君行在天涯，妾身長

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蒐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 。 22

江淹雖然沒有在詩中說明因何而別，但他在賦中卻明說 r 君結綾

兮千里，情瑤草之徒芳」。那是說明丈夫出仕，而使妻子閩中獨守了 。

這種情況，雖然不像詩經中所說的「自伯之東，首如飛鐘，豈無膏沐，

誰適為容 J ?但是願言思伯，使我心海 J 23 卻是真的 。 因為他在賦中表

明了送別之後，閩中琴瑟不彈，高臺流黃滅色。春宮閉而生苔，秋帳空

照明月;夏葷雖設，難消畫永，冬紅心結，倍感夜長 。這樣的寂寞冷

落，自然要「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兮影獨傷」了 。

(六)服食修道的別

服食神仙之事，在我國古傳說中，頗多記載 。 如 《史記}載 :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揖下迎黃帝，

黃帝土騎，群臣後宮從土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j、臣不得

上，乃悉持龍馨，龍揖拔墮，墮黃帝之句，百姓仰望，黃帝既上

天，乃抱其司與胡揖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哥曰烏號 。 24

叉如〈列仙傳〉載:

;美准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名為 〈鴻寶萬華三卷 ) ，論變

化之道。於是八公乃詣王，授丹經及三十六水方 。 俗傳安之臨仙

去，餘藥器在庭中，雞犬訊之，皆得飛升 。 2S

我國古時傳說之丹鼎服食神仙之說，皆源於此類 。其得道未必有 ，

但服食之事卻為真 。因為服食之事，必須採藥鍊丹，所以皆入深山臨大

澤，如魏、晉稿康、葛洪之倫，皆曾為之，欲藉此而達於長生。因此常

'22 見{藝艾類聚) .卷二九，人部一三 03U ) 上 ，江淹擬古雜體詩 ， 頁 521 0 

~3 見{詩經﹒衛風伯兮) (開明書局本十三經) .頁 16 。

14 見{史記 ﹒封神寄) (廣文本) .頁 550 。

~5 見{藝艾類聚) .卷七八，軍異部 ( 仙道 ) .頁 1328 。

166 

論江文通(恨賦 ) 與(別賦〉的命題與謀篇

有去而不返，得道成仙，莫知所終的傳說。甚至有神仙數日，塵世數代

的傳說 。這就是「駕鶴上漢，膠鶯騰天，踅遊萬里，少別千年」了。

(七)男女相棄的別

男女相悅，因而相亂，終而相棄。或因始嫁有寵，後來被厭，最後

遣歸。或因思歸而不得，生怨別之辭。這些事情，在〈詩經〉中，都有

很生動的描寫。像「桑中衛女，上宮陳娥」之類，相期相別，自然會油

然而生「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了。

(八)因時感恩的別

時間包括了季節和氣候的變化，氣候的變化，帶動了自然界景色的

更易。如春花秋月，夏雨冬雪之類，都能帶給人不同的感受，在這種不

同的景色下分別，自然要「與子之別，思心徘徊」了。

江淹認為別的方式和別的名稱非常的多，可是別的結果只有一個

字，那就是「怨 J 而且這「怨」是滿懷的「怨 J r 怨」到使人「意

奪神!駭，心折骨驚」。因此他以為即使是大文豪，也不能把「暫離之

狀」和「永訣之情」摹寫得淋漓盡致。

〈 恨賦〉 〈別賦〉的寫作方法

恨、別二事，為人間所常有，亦為人間所習見。但專以恨、別為題

目而作賦的，江淹卻是第一個。執筆為文，寫一事一類，似較容易;寫

一事多類 ，似較困難。而〈恨賦 〉 、〈別賦> '都是寫的一事多類，在

寫法上，應該是困難的。不過對文才橫溢的江淹來說 ，卻是不難的，因

為他完成了這兩篇名著。這兩篇賦所以成功 ，除了他的才華以外，當然

就是他寫作方法的運用了。就(恨賦〉、(別賦〉的架構來看，他用的

寫作方法 ，可以分兩方面來討論， 一為謀篇，一在用辭。

(一)在謀篇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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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淹對< '恨賦〉、(別賦〉謀篇方面，是下了工夫的 。 當然以江淹

的才華而言，也許他寫這兩篇賦的時候，都是信手而寫， 一氣呵成的。

但是讀這兩篇賦的話，就可以體會出他是經過細密的構思的 。

在〈恨賦〉方面，他以目見心感，而引出「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

己，直念古者，伏恨而死。」然後就各種的恨加以證明，最後得出結果

是「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在(別賦〉方面，他以「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矣。」引出「故別

雖一緒，事乃萬族。」然後以各種的別加以證明，最後得出的結果是

「別方不定，別理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

驚 。 」

由以上的形式來看，他寫這兩篇賦，所用的方法，是完全一樣的 。

他都是先用「恨」、「別」作為兩賦各篇的綱領。然後由一恨而分為多

恨;由一別而分為多別。到了篇末，則將恨、別，分而復合，用歸納的

方法，將恨、別復歸於統一。就文理而論，這兩篇賦雖然是兩篇短賦，

但有它嚴整的架構和完密的系統 。 這種以一化多，最後再以多歸一的寫

作方法，可以證明江淹在謀篇之始，是經過詳密的構思的 。 這種由一化

多，再由多歸一的寫作方法，必須對歷史和經驗具有深刻的認識與體

會，才能夠將「恨」、「別」的形式分類別目，將不同身分的人，不同

階層的，不同遭遇的人，因其地位境遇的不同，而產生了多樣的

「恨」、「別」 。 如果沒有歷史的知識，是分不出那麼多種的恨、別

的 。 如果沒有生活的經驗，是寫不出那麼深刻的恨、別的 。( 恨賦 〉 和

( 別賦〉所以成為兩篇名賦，在謀篇和分類方法運用上，應該是他成功

的重要因素 。

(二)用辭方面

(恨賦〉和〈別賦〉的創作時代，正是耕麗之風盛行的齊、梁之

世。因為受時風的影響，所以這兩篇賦，自然也是麗詞溢目的美艾 。 其

用辭之工，也是可稱為上選的。對這種騏麗的賦，如果用辭類細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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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那是分不勝分的。所以在此僅就江淹對典實的運用、詞句的轉化、

詞族的構成及特殊變化，分別簡述於後。

1 .典實的運用

騏體文和耕麗的賦，在用辭方面，是離不開典實的，這是六朝的風

氣 。 但是運用典實在辭句裡'如果沒有堆砌之痕，叉無書於文意，則採

用典實是很可取的。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為求句騏事並，所以

在造辭方面，多引典實以構句。如(恨賦〉寫王昭君之恨說:

若夫明妃去時，紫臺稍遠，關 山無扭 。. .. ... 

如〈別賦〉寫一赴絕國之別說:

至如一赴絕圈，誰相見期，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

在這些辭中，大都含有事典。也就是說他用的辭，都有出處 。 但是

在江淹的運用之下，使舊辭產生了新效，同時亦發揮了新意。他在〈恨

賦)和(別賦〉中所採的典實，都作如此的運用，而創出了兩篇新賦。

2 .辭句的變化

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採用了不少的前人辭句，但是由於

他的天才，而將現成的辭句，或重新組合，或轉化其意，而產生了推陳

出新之效 。 如他在〈恨賦〉寫秦始皇時說:

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

淵為池。... ... 

如他在(別賦〉寫顯貴者之別時說: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帳飲東都，送客金谷，琴羽張兮簫鼓

陳，燕趙歌兮傷美人。... ... 

以上的辭句中，有些為前人所已有，有些則增字而留其半，但是經

過江淹重新的鍛鍊與王軍磨，而變成了精金美玉。這種辭句的轉化，看似

容易。其質無學難成，博學始可;無才堆拙，有才砌巧。而江淹在此二

賦中，對辭句的轉化，不但成功，而且新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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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詞族的構成

「詞族」是個人新使用的一個名詞，這是因為(恨賦〉和〈別

賦) ，對恨、別都表明了恨、別雖一緒，但是「事乃萬族」。由於恨、

別的不同，所以恨、別各有種類，而江淹寫每一類的恨、別，都運用了

完整的辭群，把每一種的恨、別，都寫得淋漓盡致。這種「詞族」的構

成，在〈恨賦〉和〈別賦〉中，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就個人的看法，

覺得他很有獨創性。

例如他在〈恨賦〉中寫李陵說: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

留雁門。裂串繫書，誓還;美恩。朝露這至，握手何言?

例如他在(別賦〉中寫從軍戌邊說: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遼水無極，雁山參雲。閩中風暖，陌

上草薰。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丈。鏡朱塵之 AR 爛，襲青氣

之煙煙，攀桃李兮不忍別，送愛子兮 1t 羅裙。

像以上的例子，江淹在〈恨賦〉和〈別賦〉中，對恨、別，每寫一

事，即組成一組詞族，加以極力的描繪，使恨情層層加深，使別緒步步

增強。他寫恨、別，雖各多樣，但各樣的恨、別，都是用這種手法去處

理的。然後再以幾個極普通的連接詞 26 把恨、別的詞族連在一起，而

構成兩篇別開生面的賦。在這些詞族中，縱使有些是借用前人的陳詞 。

但是由於他能把恨、別每一種不同的情緒，明顯的託出，反而會使讀這

兩篇賦的人，由於能感受到恨深別苦，而覺得他用辭新奇。這就是他用

詞族所產生的效果。

4 .特殊的變化

26 ( 恨賦 〉 所用的為:至如、若乃、若夫、至乃、及夫、或有、亦復等 。( 別賦 ) 所

用的為 :至若、乃有、或乃、至如、 叉若、{黨有、至乃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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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恨賦〉和〈別賦〉的外在形式來說，結構稱得上謹嚴;就二賦

的內在意蘊來說，內容稱得上豐富;就丈詞來說，稱得上典麗;就用字

來說，稱得上新奇。正因為江淹在二賦中，用字喜歡新奇，所以在某些

句子中，使用字產生了特殊的變化。如(恨賦〉之: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

在〈昭明文選〉李善注此句時，即己點明說:

然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由此可見江淹並非誤用，而是愛奇。其實危心與墜涕，為孤臣孽子

所共有，江淹作如此的變化，反能使詞新而生動，叉無害於文義 。 叉如

〈 別賦 〉 之:

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

在 〈昭明文選〉李善注此句時，即如〈恨賦〉所說:

亦互文也。

因為就常而論，心當云驚，骨當云折。而江淹在此，以同樣的手

法，使辭句產生特殊的變化。如此的辭句，在二賦中，各有其一，也許

是他有意的安排吧!或許是押韻的原因而改變的吧!

四、結論

江淹生當齊、梁的時代，其時騏麗的文體，非常盛行，文人創作，

多染此習，江氏自然不能例外 。 而且他更以夢筆 27之才，博得文壇高

譽 。 他的詩文著作頗多，雖皆可觀，但足以膽炙人口的，則為 ( 恨賦〉

和(別賦〉 。 不過這兩篇賦中的恨與別，並不是江淹親身所歷，而是他

心中所感。他以目中的所見，心裡的感思，寫出了這兩篇動人的短賦，

27 江淹少時，夢人授五色筆;晚年叉夢見自稱郭璞者，索還其笨，自此後文思減退，

詩無佳旬，人稱 「 江郎才盡」 ﹒

171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是因為他能夠對歷史觀察入微，對生活體驗深刻。同時並真有豐富的情

感和敏銳的觀察力。所以他能夠在觀史看世以後，對生離死別有深刻地

體認和感受。他能夠體認感受到生離死別的痛苦和悲哀，更能體會到這

種痛苦和悲哀的無奈。這種生離死別的無奈，是力不能挽，勢不能改

的。正因為這樣，生離死別，雖然痛苦和悲哀到刻骨銘心的地步，也仍

然是徒呼無奈 !後世讀這兩篇賦的人 ，應該有和江淹一樣的體會，才會

對歷史上及現實的社會中，那些遭遇生離死別的人產生同情。反之，如

果是對恨 、別無歷於身，叉無感於心的人來說，他們也許會說江淹在無
病呻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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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2 月

試論魏晉人對大賦的態度

及魏晉大賦的地位問題

王琳

山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魏晉文壇，辭賦雖然失去在兩漢時期的顯赫地位，但基本保持

著與五言詩並駕齊驅的發展態勢。從「文學轉蓬」的漢魏之際到典

午南渡的東晉時期，文人才士普遍重視、喜愛辭賦，創作及評論辭

賦的風氣空前盛行，題材不斷開拓，內容日趨豐富，藝術表現愈益

多姿多彩 ， 在辭賦史上寫下極為光輝的一頁。

在魏晉辭賦的發展過程中，抒情及詠物寫景的小賦數量甚多，

成就亦高，因此也最為後世研究者所囑目。但由此也引發出某些比

較極端化的觀點 。 有的論著以為魏晉人對大賦的態度很冷漠，大賦

創作在當時已經衰敝不堪，幾無什麼成就可言 。實際情況果真如此

嗎?筆者擬就有關問題作些初步論析，期望得到方家指正。

魏晉文人對大賦的態度，並非輕視，而是十分推重 。

作為建安文壇領袖人物的曹丕'曾將楚辭之祖屈原與漢大賦之

宗司馬相如相提並論 ，明確地指出他們各有所擅 r 優游案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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