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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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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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 J

2 

曹丕之弟曹植也公開表示傾慕前賢「七」體大賦的辭采之美:

「音枚乘作(七發) ，傅毅作〈七激) ，張衡作 (七辯) ，崔驅作
〈七依) ，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 !遂作 〈 七啟 ) ，并命王梁作焉」 。

陳琳則是建安時期推崇大賦的叉一重要人物。曹植 (與楊德祖

書〉說他「不閑于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 J 由此可見

陳氏在辭賦創作上崇拜的主要對象是漢大賦E子司馬相如，且自視

甚高，以追隨司馬相如的風範為標榜。曹植這裡雖然是批評陳琳無

自知之明，援古人以抬高自己，但陳琳寫作以司馬相如等大賦作家

為宗確是事實。就其流傳於今的作品來看，他無疑是接受漢大賦之

鋪張揚厲傳統甚深的作家，以至時人對他的這種文風瞭若指掌 。他

從曹操平定漠中，會代曹洪作書與留守後方的曹丕'信中以大賦筆

法盛稱漢中土地形勢;曹丕觀其辭，即知道是陳琳捉筆 。 3至於他的

各種題材的賦，也都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其(大荒賦〉瞳武張衡

之(思玄賦) ，借描寫神奇的幻想境界表現身逢亂世的苦悶 ， 體制

宏大，幾達三千言; 4 (武軍賦) ( 一作〈武庫賦) )頌揚袁紹討伐

公孫噴的軍威 ， 文辭之繁富 ，甚至超越漢代的同類作品。

此外，三國時的一些知名度比不上前述數家的文士，也有推重

大賦的言論。譬如「雅有才度」的魏現邪太守單子春，盛贊奇辯術

士管輯去 r 此年少盛有才器 ，聽其言論，正似司馬犬子游獵之賦，

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 J 5可見其對司馬相如大賦傾倒之至 。吳

I (北堂書鈔﹒藝艾部〉第四，論文二十，孔廣陶注引魏文帝{輿論}。

2 ( 七啟﹒序)

3 (文選) .卷四一，陳孔璋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 〉李善注引{陳琳集}。

4 宋 ﹒吳械 ( 韻補書目 r (陳琳)在建安諸子中字學最深。(大荒賦〉幾
三千言，用韻極奇古，尤為難知。」

5 (三國志) .卷二九. (管輯傳)裴松之注引(管輯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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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楊泉則稱張衡(二京賦) r 文章卓然 J 6 . 張紙覽陳琳追步漢人風

氣而作的(武軍賦〉等 r 深嘆美之 J 7 。

晉人推重大斌的觀念亦未衰減。晉初著名文士傅玄首開其風，

他曾「集古今 r 七』而論品之，署曰(七林) J 8 ;叉在己所撰〈七

讓〉之序文中對漢魏時期諸家『七』作的內容和風格特點加以概括，

評價很高。

皇甫誼(三都賦序〉則在充分肯定大賦長於鋪張 、 崇尚華美的

風格特點的基礎上，稱讚司馬相如 、 揚雄等賦家為「近代辭之偉也」。

稍後的陸雲在文學方面擅長於賦，評論亦多。他在〈與兄平原

書〉中自謂 r 四言 、 五言非所長，頗能作賦」。這三十多篇書信

的內容，主要討論的是文學創作及鑒賞等問題，共涉及詩、賦等十

來種文體的真體作品近七十篇，其中辭賦就占半數以上 。這與建安

文人書筆中多談論辭賦的情況是一致的，顯示了賦在魏晉人心目中

的重要地位 ， 陸雲論文，擺脫了傳統的政教功利觀念的束縛，而把

文學視為表現才華 ， 調和情感的產物，鮮明地指出 r 文章既自可

羨 '且解愁忘憂」 。以此為基礎，他論賦特別重視情感及情感的抒

發，曰 r 視仲宣(王榮)賦集， (初征〉、(登樓〉前耶甚佳，

其余平平，不得言情處 J 叉稱讚阿兄陸機的〈述思賦) r 流深情

至言 ， 實為清妙 J 還自稱己作(九憨〉中屈原「與漁父相見時語，

亦無他異，附情而言 J 並明確地把抒情視為作賦之因緣，曰 r 憂

皂，聊作〈愁霖賦) ，因以言哀思」、「傾哀思 ，更力成 〈歲暮賦) J 。

另一方面 ，陸雲對京殿 、苑獵等題材的大賦也很重視，以為撰此等

大賦須有大才。 他坦言曾欲作(講武賦 ) ，因自度「才不便作大文」

而猶豫不決;叉說 r 欲作〈大荒賦) ，既自難工，叉是大賦，恐

交自困絕意」。於是便請求才冠當世的陸機寫作大賦 ， 曰 r 兄作

6 (文選) .卷二. (西京賦〉李蕃注引楊泉(物理論〉

7 (三國志﹒張紙傅}裴松之注引(吳書〉

8 摯虞﹒{文章流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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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賦，必好意精時，故願兄作數大文」。所謂「數大文 J 即指前

人的京都大賦。他叉說 r 兄文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雲謂兄作(二京> '必傳無疑久勸兄為耳 。叉思〈三都〉

世人己作是語，觸類長之，能事可見。」陸雲自己所作〈答車茂安

書〉的主體部分即採取了京都大賦的寫法，以鋪陳鄭縣的形勢、物

產及游獵之盛，因此被車茂安稱為「雖〈山海經〉、〈異物志〉

(二京〉 、(兩都> '殆不復過也 J 0 9 

與陸雲同時的左思，最推崇的也是大賦，他在(詠史八首〉之

一云 r 弱冠弄柔翰 ，卓學觀群書 。著文準(過秦> '作賦擬〈子

虛> 0 J 曾花一年時間寫成〈齊都賦〉。移居洛陽后，構思多年，

傾其才力，作〈三都賦)。受到名士張華的高度贊賞，云 r 班、

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余，久而更新 J 並產生轟動性的社會

效應，以至「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 J 0 10 

東晉時期推重大賦的代表人物是葛洪。其《抱朴子﹒鈞世篇》

云 r (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

京〉、〈三都〉之汪擴博富也 '" ...若夫俱論宮室，而笑斯路寢之頌，

何如王生這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敗)、(盧鈴〉之詩，何

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肥，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

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

如陳琳(武軍〉之壯乎? J 既稱揚漢大賦，亦稱揚魏晉大賦，態度

相當鮮明。

除以上直接的言辭評論外，從魏晉的辭賦注釋之盛也可以看出

時人對大賦的青睞。魏晉人注書，範圍相當廣泛，這與那個時期人

心解放、學術思潮呈多元化的時代氣氛密切相關。而對文學作品的

注釋，以大賦為最盛。 11試想:假若時人不看重這類皇皇巨制，何

9 車茂安. (答陸雲書) . (陸露集) (黃葵點校本)

10 (晉書) .卷九二. (左思傳)

II 如注釋漢魏晉「京殿苑獵」賦者，就有薛綜(二京賦注〉、皇甫詣〈南都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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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能竭精彈智為之作注。

當然，魏晉人對大賦並非一昧地推崇， 也偶有批評的聲音 。這

種聲音可以區分為性質不同的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在肯定大賦為

美文的典範的前提下，對其文字過於艱深難讀，誇張失實等某些具

體性的問題的批評 12因而在總的傾向上與重視大賦的時代風氣不

悸。另一種情況則屬於從維護政治教化的立場出發的根本否定，如

摯虞概括出大賦有「假象過大 J r 逸辭過壯」、「辯言過理」、

「麗靡過美」等「四過 J 以為此「四過 J r 背大體而害政教」

13顯然，它全襲漢代揚雄論賦的舊調，無新鮮內容;因其言論保守

且粗暴，在當時沒有產生什麼反響，只能作為一種微弱的聲音而存

在。

綜上所述，魏晉人之所以推崇大賦的立論角度，主要可以概括

為兩個方面 1.從作品本身來說，大賦在「鋪采搞文」上優於其他

文類，其鋪陳窮侈極妙，其語言豐臆華美，其氣勢宏大雄壯。 2.從

創作主體來說，寫作大賦最能顯示文學才華。這就從根本上超越了

漢代人評論大賦所拘守的政教風化、美刺勸戒的立場，因而也就集

中而鮮明地透露了魏晉文學觀念趨于自覺的時代精神。

魏晉人頗推崇大賦，而在創作上卻以小賦為多，這確實是一個

令人囑目的矛盾現象。竊以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約有數端: (一)

正如陸雲所說，寫作大賦須有大才，作者要具備語言文字、典章名

注) 、 司馬彪〈子虛上林賦注〉、張載(魯靈光殿注) (魏都賦注)、劉達〈吳

都賦注) (蜀都賦注) 、吾吾毋還 〈三都賦注〉、郭璞〈子虛上林賦注〉等。

12 (文心雕龍﹒練字篇) : r 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 j莫作，翻成阻奧。

故陳思稱 r 揚馬之作，趣幽冒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

理 。 』豈直才懸，抑亦字隱。」皇甫誼. (三都賦序: r 至如相如(上林) • 

揚雄〈甘泉) .班回〈兩都〉﹒張衡〈二京) .馬融(廣成) .王生(靈光) • 

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麟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當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傲，過以非方之物，

寄以中域 ，虛張昇類，托有于無﹒祖構之士 ，雷同影附，流看忘反，非一時也」。

13 (文章流別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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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謀篇構思等綜合性的才力，才之小者自不敢問津。即使才之大

者，也需花上較長時間才能完成一篇， 14耗費精力極大，不可能連

篇累膺，以求高產。相反，小賦多為觸興致情而為，手法隨便，容

易把握，短時可以完成，產量必高。(二)與大一統的漢帝國不同，

魏晉兩朝的大部分時間處於分裂狀態。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統治

集團的內部矛盾交織一起，戰亂頻仍，殺伐不斷，再加上瘟疫、水

旱等災害的發生，使整個社會陷入極其混亂和痛苦之中 r 蒼生珍

滅，百不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 J 15之類記載屢屢見於文籍。

在此形勢下，以誼歌盛世、潤色鴻業為重要內容的大賦創作喪失必

要的時代氣氛，自也就難以重現繁榮局面。(三)與漢代人往往片

面強調政教風化、美刺勸戒不同，魏晉人更重視的是文學吟詠個人

感情，滿足自我精神需求的作用，因而他們寫得更的是不包含政治

意義，表現自己日常生活內容和情緒的作品。這種傾向的盛行，直

接影響到此期辭賦題材的拓變，致使大量無關政治教化的詠物、寫

景以及抒發生死存亡、離情別緒的短賦不斷湧現，而相對淡化了對

「體國經野」的大賦創作熱情。(四)兩漢數百年中， 一代叉一代

的優秀作家已將大賦藝術發揮到「窮侈極妙」、後人難以超越的境

地，對這種困窘，魏晉人應該說是很清楚的。而文學發展的規律是

要求各代作品不斷有所變化，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J 的於

是大批作家將其才力投入方興未艾、開拓餘地寬廣的小賦領域;某

些作家執意要以大賦一逞才氣，所作叉不盡人意，則遭到「屋下架

屋」之譏。 17總之，魏晉大賦創作數量的相對低落基於上述四個因

素，是此四個因素綜合推動下的必然結果。明乎此，自然也就不能

14 如{丈心雕龍﹒神思篇}舉其歷時最久者去 r 張衡研 〈京) 以十年，左思

練 ( 都 〉 以 一 紀 。 」

15 (晉害﹒孫綽傳 }

的{南齊書﹒文學傳論}

11 (世說新語﹒文學篇) : r 庚仲初作 ( 揚都賦 ) 成，以呈庚亮，亮以親族之

懷，大為其名價，去 r 可 三 ( 二 京) .四 (三 都 ) 0 J 于此人人競寫，都下

紙為之貴。謝太傅云 r 不得醋 。 此是屋下架屋耳 。 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 J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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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地從數量的比較上得出魏晉人不推重大賦的結論 。 再進一步而

言，漢人的辭賦創作數量 ，從流傳於令的作品看，大 、小賦的比例

雖然不像魏晉那麼相差懸殊，但同樣是小賦居多，千言以上的大賦

仍居次位。所以，我們只能像從總體上評價魏晉小賦在當時的賦壇

最有創新精神、成就最高一樣，說漢大賦在當時的賦壇最有創新精

神、成就最高，而絕不能單從數量上認定時人對何種賦體推重或不

推重 。

以上論證，意在說明大賦在魏晉人心目中的地位並不像有些論

者所說的那麼糟糕 。 下面想說明的是:在魏晉辭賦發展過程的某些

其體階段中，大賦的題材、體制及其政教風化、美刺勸戒的傳統精

神，會占據過賦壇的主導地位。

關於魏賦的發展， 一些論著劃分為建安與正始的兩個階段 。 我

以為這種劃分失於籠統 。 在建安和正始之間，還應劃出一段來，那

就是太和青龍之際辭賦。這一段辭賦，在魏賦史上標志著大賦傳統

的復歸及獨古優勢 。 這種賦風彌漫了近十年，大約與明帝曹睿執政

的中後期相始終 。

這一階段的賦家，有何晏、夏侯玄、夏侯惠、韋誕、繆襲、劉

劫、毋丘儉等 。 他們雖大都活到明帝以後，有的還成為正始名士領

袖，但現存的賦作都寫於太和未及青龍年間 。 當時吳蜀兩國的實力

大不如前，基本上對中原己構不成大的危脅，由魏國統一 中國的可

能性增強了。但曹魏內部卻存在著不利於這個政權發展的隱患， 一

是明帝腐化多欲，沉緬於宮館美色; 二是司馬氏漸握重權 。 因此，

這些在政治上擁護曹氏的文人，表現在辭賦創作上便是歌頌這個政

權，為此政權的長治久安計，在歌頌時也包含著諷諜的內容 。 與此

相適應， 京都、宮殿、祥瑞等大賦的傳統題材驟然復興 。 如何晏 、

韋誕、夏侯惠各作有(景福殿賦 ) ，劉的作有 ( 龍瑞賦 〉 、 ( 許都

179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賦〉、〈洛都賦〉、( (三國志〉卷二一載云 r 的嘗作(趙都賦) , 

明帝美之，詔的作〈許都賦) <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

召力作二賦，皆諷謙焉 J 0 )夏侯玄作有〈皇 j亂賦) ，繆襲作有〈青

龍賦)毋丘儉作有(承露盤賦) 0 <皇 j亂賦〉有云 r 在太和之

五載，肇皇 j亂之盛始。時維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 . 

爵群兆以布德，赦殊死以示仁。常首詠而齊樂，願皇祥之日新」。

〈三國志〉卷三〈明帝紀〉載，太和五年秋七月 r 皇子殷生，大

赦 J 夏侯玄便是以賦的形式歌頌此事件的。「願皇 l祥之日新 J

可以概括當時賦家共同的政治立場和態度。這批作品中最著名的是

何晏的〈景福殿賦) ，蕭統〈文選〉收「宮殿」賦兩篇，此賦便得

以入選，劉 Dl (文心雕龍﹒才略}亦稱其「克光于后進」。賦對曹

氏政權極力歌頌，首尾之頌詞尤其傾向鮮明。如 r 總神靈之脫祐，

集華夏之至歡，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之足言」。作者還對

曹魏統一全國的前景進行了誼歌 r 歷列辟而論功，無令日之至治。

彼吳蜀之溼滅，固可翹足而待之」。賦最有現實意義的內容是對明

帝的諷諜，如 r 睹農人之耕籽，亮穆構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

思無逸之所嘆。感物泉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招忠正之士，

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音戒，慕咎辭之典誤。除無用之官，省生事

之故。絕流遁之繁禮，反民情于太素」。考諸明帝所作所為，這些

言辭的針對性應該說是很強的。此賦寫成後數年，辛耽、楊車、高

堂隆等魏臣都曾上疏謙止增崇宮室;直到唐人仍把曹睿視為典型的

奢侈之君，如李世民在〈帝京篇〉序中云 r 至于秦皇、周穆、漢

武、魏明，峻宇雕牆，窮侈極麗，征稅彈于宇宙」 。 何晏最早針對

此發表議論，我們不能不說他的政治眼光是相當敏銳的 。

東晉初期，是魏晉賦史上又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賦興盛的

階段。從元帝即位到成帝成康初，這種賦風延續近二十年，而尤以

前十年為盛。代表作有王膜〈中興賦〉、郭璞〈南郊賦〉、(江賦〉、
庚闡〈揚都賦〉等。

公元四世紀初的「永嘉之亂 J 導致了西晉政權的崩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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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遂陷入各族軍閥割據混戰的劇烈動盪之中，他們「或鑫通都之

鄉，或擁數州之地」、「窮兵凶于勝負，盡人命于鋒鋪 J ' 18m土會

秩序及漢文化遭受了野蠻的、慘重的破壞。遷移江左的東晉政權，

便成為當時有愛國之心的人們的主要希望所在，而穩定人心、鼓舞

士氣、共輔王室則是這個政權建立之初的當務之急，王、郭、庚之

作正是此形勢下的產物。王震(中興賦〉已候，但據〈晉書〉卷七

十八本傳所載(奏中興賦上疏〉考察其寫作主旨，顯係一篇摳歌東

晉立國江左之「中興」局面的長賦。庚闡(揚都賦〉令僅存片斷，

其中有去 r 玄聖所游，陽方可托。我皇晉之中興，而駿命是廓 。

靈運啟于中宗，天網振其絕路。」可知賦的政治用意與王作相同。

郭璞〈南郊賦〉通過寫晉元帝在都芭南郊祭天即位的盛典，表現他

擁護東晉王朝的政治態度和希望晉室中興、國家統一的滿腔熱情。

賦文氣勢宏壯，直追馬、揚、班、張之風采，如寫東晉立國江左的

聲威 r 郊寰之內，區域之外，雕題卉服，被發左帶，駿奔在壇，

不期而會。峨峨群辟，豈宜黎庶，翹懷聖獸，思我王度 J 叉如預

言其收復北方神州，普天同慶的氣勢 r 振西北之絕維，隆東南之

撓柱 。 廓清紫衡，電掃神字，風馬桂林，抗蛙琳園 。 五岳不足以題

其勛，九韶不足以贊其舞。饗駭鬼方，聲振丘嚨，倒景望風，龍漢

企鐘 。 爛若列星之環辰，成雲騰而海漏。」如此高亢的情調，與東

晉政權當時的國力、士氣的實況相對照而言，當然屬於充滿理想色

彩的誇飾之辭，但其針對性頗強 ，對於激勵當時朝野人心振奮， 立

志於恢復大業無疑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世說新語 ﹒ 言語篇}記

載如下則故事 r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

周侯中坐而嘆曰Ir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 ! .!l皆相視流泊。

唯王丞徊 ，揪然變色曰Ir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

對? .!l J 周頓等對中原淪陷，山河破碎的悲傷哭泣，表現了南渡之

初北方士人的比較普遍的心態，但在當時，更需要的是振奮圖強的

士氣，政治家王導所發激昂慷慨之辭，正是對高昂士氣的呼喚 。 據

18 (晉;n.載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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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書﹒郭璞傳〉所載 ， 郭璞過江 r 王導深重之，引參己軍事 J

可知他們在政治思想上是同道。因此，郭璞南渡以後再沒有寫像南

渡之前所作的〈流寓賦) 、 (登百尺樓賦〉那樣悲情沉鬱的賦，而

是寫下〈南郊〉這樣與王導高亢精神息息相通的作品。

(南郊賦〉之外 ， 郭璞在過江後尚撰有(江賦)。此賦近一千

七百字，是一篇典型的以長江為題材的「汪濃博富」之作 。 關于此

賦的寫作， <文選〉卷十二李善注哥 I <晉中興書〉云 r 璞以中興，

王宅江外，乃著〈江賦> '述川潰之美」。可知其「述川潰之美」

是與「王宅江外」的形勢背景密切相連的 ， 在描繪長江及治岸地區

雄奇壯麗的山川、富饒的物產之完整圖卷的同時，也含有單歌東晉

立國江左的政治意義。據《世說新語 ﹒ 言語篇〉記載，元帝始過江，

感慨說 r 寄人國土，心常懷慚! J 顧榮勸慰說 r 臣聞王者以天

下為家，所以耿、毫無定外，九鼎遷洛昌。願陸下勿以遷都為念。」

由此可見，當時的形勢，不僅士、民之心需要穩定，君心也需要穩

定，郭璞之極力稱述長江流域「川潰之美 J 則無疑是從地理條件

的角度導引人心穩定的一劑良方。總之，與東晉中後期相比，東晉

初期是一個大賦創作占優勢的時期， <晉書〉之(郭璞傳〉、〈庚

闡傳〉稱郭、庚「詞賦為中興之冠」 、 「中興之時秀 J 是基於如

此背景的。

魏晉大賦在題材內容、創作傾向及藝術表現等方面也有一些新

的拓變 。先述題材的拓變。

漢大賦的題材主要是「京殿苑獵 J 其次是「序志 J r 音樂 J

19魏晉大賦則在此基礎上有進一步的開拓。其途徑有三:一是開創

新的獨立的題材。譬如以山水景物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大賦，漢代就

19 如張衡(思玄賦〉、馬融(長笛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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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 ，而在魏晉時期則出現木華〈海賦〉 、郭璞 < t工賦〉等優秀的

山水大賦 ，它們的 意義不僅在於為傳統的大賦開拓了新的表現領

域，而且也與當時的山水小賦一起標志了魏晉山水文學的主要成

就，為南朝山水文學的發達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叉如產生了陸機〈文

賦〉這樣卓絕千古的專門化的論文探藝之賦。該賦洋洋灑灑'近二

千言，不僅標志了當時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最高水平，也為後世作家

以文學形式評論文學開了先河，影響極為深遠。二是拓寬舊題材的

表現範圍。如漢代的都市大賦主要寫長安、洛陽這兩座全國性的京

都，寫地區性大皂的只有張衡(南都賦〉、揚雄〈蜀都賦〉等個別

作品。而魏晉則不僅出現了一大批寫地區性大皂的賦作，如徐幹(齊

都賦〉、劉禎〈魯都賦〉、楊修〈許都賦〉、吳質(魏都賦〉、劉

勸〈趙都賦〉、文立(蜀都賦)、左思〈齊都賦> <蜀都賦〉、〈吳

都賦〉、〈魏都賦〉等;而且產生了描寫一般城皂的作品，如阮籍

(東平賦〉 、韋昭 〈雲陽賦〉。三是「撞事增華 ，變本加厲 J 將

原先小賦的題材寫成大賦。如「紀行」賦，自屈原(九章﹒涉江〉

萌其芽，西漢劉歡(遂初賦〉定其式，其後繼作 ﹒不斷，並產生班彪

〈北征賦〉 、班昭〈東征賦 〉 、蔡區(述行賦 〉等名作，但篇幅皆

較短，不能算作大賦。而到了西晉，潘岳鍾其美，撰成(西征賦> ' 

投入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大量的懷古、述古內容，洋洋四千餘言，涉

及歷史事件數十起 ，歷史人物一百四十多位，內容之豐脂，臻於歷

代同類賦作的峰巔。

次述創作傾向的拓變，譬如都芭賦，漢代的作品大致可歸納為

三個系統 ， 一為蜀人揚雄開創的〈蜀都賦〉系統，其特徵是本籍文

人誼歌故鄉的自然風物之美、人文傳統之盛。 20二是班固創立的(兩

都賦〉系統，其特徵是通過兩個都城的描寫，揭示兩種對立的社會

原則，表現抑彼揚此的諷諭主題。 21三是傅毅的〈洛都賦〉系統，

其主旨與〈兩都〉系統相似，但結構不同，採取了集中筆墨，突出

20 張衡(南都賦〉亦屬 此類 。

21 張衡(二京賦〉亦屬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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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的形式。魏晉都芭賦有繼承第一種傳統的，如齊人徐幹的〈齊

都賦〉、魯人劉禎的〈魯都賦〉、趙人劉砌的(趙都賦〉、蜀人文

立的(蜀都賦〉等;也有繼承第二種傳統而稍加變通的，如左思〈三

都賦)還有繼承第三種傳統的，如劉的〈洛都賦)、庚闡(揚都

賦〉等。而最值得我們重視的是在創作傾向上有明顯突破的阮籍(東

平賦〉。此賦獨闢膜徑，一改前人都芭賦的幾種傳統主題，通過抨

擊一地陋僻幽荒的自然環境及欺詐險惡的世態人惰，表現對魏晉易

代之際司馬氏把持朝綱的局勢下，虛偽奸惡、世風日衰之現實的極

端痛恨，鮮明地流露了批判現實的價世疾俗態度和希企超越現實的

逍遙曠放精神，從而為都芭賦增添了新的風采。叉如音樂賦。稿康

之洋灑近二千言的〈琴賦) ，素被選家視為與漢代王褒〈洞簫賦〉、

馬融〈長笛賦〉並列的名篇。但站氏的高明之處在於能把對音樂的

描摹與崇尚隱逸的高遠情懷緊密地繫結在一起，借詠琴以表現自我

曠邁不群的個性，流露對時俗的鄙薄、對濁世的抨擊，寄托「越名

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態度。這就突破了〈洞簫)、〈長笛)等音樂

賦單純摹聲寫態的程式，而變成了一曲「假物以托心」的高士之歌。

在稿康筆下，制琴之原材料梧桐生長的環境，迴異於前人所寫之高

阻危苦、不屑與之親近，而是一個高潔清幽、美好和諧、令人神往

的隱逸樂園。賦的中間部分安排「凌扶搖兮憩瀛洲」數句琴歌，便

是作者高蹈不群的理想之歌。賦的後段寫到演奏〈廣陸〉等高雅琴

曲可以宣和情志，懲躁雪煩，但此等樂曲「非夫曠遠者不能與之嬉

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閑止，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吝，非夫至

精者不能與之析理」、「能盡雅琴，唯至人兮 J 所謂「曠遠」者

等等，分明指的是作者理想的人生境界。總之，基於此才能理解 :

站氏為何在面對斧餓、頭顱轉瞬即落之際，所戀者仍是一曲琴聲!

再次述藝術表現的拓變。一般來說，大賦作為兩漢文人文學創

作中最受重視的品類，它的題材、體制、技法已經形成比較穩固的

程式，而這程式叉往往像連環般地結合一起。如「京殿苑獵」的題

材必然要與宏大的體制、繁富的鋪陳技法配合，即使高明的作手也

很難沖破這種連環式的綜合程式。有人批評歷代模仿〈七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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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又有人說左思〈三都賦〉步〈兩都〉、(二京〉的後塵，還有

人認為曹植賦也有一部分出於規仿前人，便是指這種情況。平心而

論，這種情況不能看做某個作家的局限，而主要應該視為題材的局

限。魏音大賦表現的多數是傳統題材，所以，從總體上看，其藝術

表現也多是傳統的。

但兩漢與魏晉在文學史上畢竟是相對獨立的兩個文學階段，創

作面貌有諸多不盡相同的地方，這在大賦藝術上也是有所反映的。

舉其要者，約有以下幾點:一是部分描繪性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革

除漢大賦堆操羅列的習套。如木華(海賦〉後半部分分述海邊、海

中、海島之物，頗有次序，手法近乎漢大賦;而在對具體對象的描

繪中，叉往往能突出重點，避免堆砌。如作者寫海邊景物，僅捕捉

貝類焰，用閃光的繽紛色彩 r 若乃雲錦散文于沙淵之際，綾羅被光

于螺蚱之節，繁采揚華，萬色隱鮮 J 寫海中之魚，僅以「嗡波則

洪漣椒路，吹撈則百川倒流」的「橫海之鯨」為代表，而略去其他

魚類;寫島嶼洲渚景觀，僅刻畫初生之小鳥群飛並戲、關關嘍嘍的

景象 r 若乃岩抵之限，沙石之缺，毛翼產殼，剖卵成禽。亮雛離

攏，鶴子淋滲。群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泄泄淫淫。翻動

成雷，擾翰成林。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都寫得生動傳神。叉如

阮籍〈東平賦〉雖賦城皂，卻有意識地革除以前都芭賦鋪張揚厲、

「欲人所不能加 J 以繁富為美的作風，而只用白描的筆法加以適

度的勾勒。如寫東平外圍的景觀 r 其外有濁河縈其塘，清濟盪其

獎。其北有連岡，路攝崎幟，山陵崔鬼，雲電相平，長風振厲，蕭

條大原。其南則浮汶湛湛，行漂成池，深林茂樹，蓊鬱參差，群鳥

翔天，百獸交馳。」顯示了一種粗擴疏右的風姿。正如晚明張博所

評 r 凡賦中(指前人都芭賦)仍背 、鋪張、黨蒸、賽澀諸病，皆

洗濯盡去。 J 22二是騏化步伐的加劇。我國文學講究語言的騏偶，

較早較明顯地體現於賦作中，這是由其長於「鋪采搞文」的文體功

能所決定的。這種情況，早在六朝時期就引起人們的注意。譬如劉

22 (漠醜六朝E三名家集﹒阮步兵集〉﹒(東平賦〉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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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 <文心雕龍﹒麗辭篇〉專門論述對偶問題，先提出「造化賦形，

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

須，自然成對」的基本觀點;接著說《尚書〉、《周易 ﹒ 繫辭〉

(詩經〉等書已偶用騏語，其性質屬於率然成對，並非有意經營;

之後，他認為自覺追求對偶是從漢賦作家開始的 r 自揚、馬、張、

蔡，崇尚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鐘法，麗句與深采并流，偶意共

逸韻俱發」。但從整體上說，漢賦中使用儷句尚屬零零星星的嘗試

階段，且以單對為主。魏晉時期，伴隨著文學觀念的自覺，人們對

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日益重視，追逐形式美逐漸成為不可阻遁的潮

流。因而，對耕偶形式的追求也就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風尚 。 劉懿

所謂「自魏晉群才，析句彌密，聯字合趣，剖毫析廈 J 便是對時

人在這方面之努力的精當概括。而這種趨向在當時的大賦創作中尤

其明顯，即以蕭統《文選〉所收曹植〈七啟〉、張協〈七命〉、何

晏〈景福殿賦)、左思(三都賦〉、潘岳〈西征賦〉、陸機 〈 文賦〉、

郭璞(江賦〉等作看 ， 使用耕儷句型之繁盛，偶對形式之多樣及工

穩，均已超越前代，從而為南朝騏賦的成熟和高度興盛奠定了堅實

的基礎，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

綜上所述，筆者最後補說兩點作為本文的結論( 一 )魏晉雖

然是小賦勃爾興盛的文學時期，但大賦仍受到時人的普遍重視，綿

綿不斷地出現名篇，大賦傳統甚至在某些具體的歷史階段占據過賦

壇的主導地位;同時，魏晉大賦在繼承漢大賦傳統的基礎上，其題

材內容、創作傾向及藝術表現等方面均有所拓變。因此，在兩漢以

降的大賦評論及創作史上，這個時期真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 ( 二 )

從南朝劉懿〈文心雕龍〉中之論賦文字，以及蕭統〈文選〉之選賦

情況，都可看出他們對大賦的重視，而直接為其開風氣者，無疑是

魏晉人的大賦觀念和追步前賢的大賦創作。有關具體情況，將撰專

文論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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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一考察
一一賦語言功能之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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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IJ 百

賦是中國文學史上爭議性頗強的一種文體 。 有關它的起源引發

過不少的爭議 ; 它的評價不僅在其盛行的兩漢，乃至於後世亦是或

褒或貶，揚抑不一。但這一個介於詩和文之間的文體，卻在中國文

學發展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也因其文體本身的特殊性，在其演

進發展上，不惟與「詩」忽出忽入，叉與「丈」若即若離 。 尤其是

與詩此一文體問的糾葛離合，尤為密切複雜 。

詩與賦此兩大文體並存的時代，最早應上溯至西漢 1 。 從兩漢開

始，經魏晉至南朝，在此一期間，漢賦歷經了騷體賦，自司馬相如

等完成〈子虛〉、(上林〉之類以問答散體 r 鋪張揚厲」的漢大

賦典型後，賦與詩漸行漸遠，而賦成為漢代文人創作的主要文體 。

從班固 〈 兩都賦序 〉 中可見其盛況，鍾嶸 〈 詩品序 〉 亦云:

自王(褒)、揚(雄)、枚(乘)、馬(司馬相如)之徒，詞賦竟爽，

而吟詠靡悶。從李都尉迄班捷好，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

l 參見徐公持. ( 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 ) • (文學遺產) • 1992 年，第 l 期，

頁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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