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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了唐詩的高潮... ...然而這消長並不就到此為止 。唐詩高

潮過去之後，賦化的趨勢又逐漸抬頭，宋代詩歌因此也就更

傾向於賦化... ...到了南宋後期，詞的鋪陳排比、尚於詠物，

賦化的趨勢就更為明顯，詩賦的消長，終於形成了倒流的現

象。 51

詩賦合流現象，應有兩種形態:一為詩的賦化，一為賦的詩化。就

賦的詩化而言，賦由先秦之口語交際功能開始發展至南朝之酬唱功

能，越來越向社交功能發展。而詩歌之創作在建安時期曹氏父子的

推動下，日趨興盛，劉懿論建安詩歌「憐風月、押池苑、述恩榮、

敘酌宴 J ( {文心雕龍﹒明詩篇 } )文人游宴賦詩、同題共作，盡
是公宴、送別、贈答、應制之篇，帶有鮮明的社交色彩。至魏晉南

北朝，應酬詩更大量增加 r 賦得體」、「應制詩」成為詩壇主要

的應酬題材。詩歌普遍用於日常生活中以交流情感。錢鐘書論曰:

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必需品，

賀喜弔喪，迎來送往，都用得著，所謂「牽率應酬 J 0 52 

魏晉以降，詩歌朝著「以文會友」一一社交化應酬化發展，而賦在

六朝也明顯朝社交化應酬化發展。詩賦交文相贈，界限漸氓，詩賦

兩大文體由疏離到靠攏，與賦功能之轉變乃至詩賦語言功能取向的

合一 ， 二者互為表裡 ，實是考察六朝詩賦現象時必須釐清的課題。

51 (中國文學簡史) (台北:廣文書局)。

52 氏著. (宋詩選註) (重慶出版社. 1982 年 ) .頁 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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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賦之「變」與「不變」

陳怡良

成功大學中文系

--'L.. -=
一、削百

屈賦是產生於南方楚地的一種文學新體製，為繼北方〈詩經〉

之後帽起的，摺炮明星，標志著我國古典文學在南方建立起一座嶄新

之旦程碑。其對後代之文學，尤其在辭賦方面之發展，更是影響深

遠。

王逸曾讚揚云 :

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

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

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 i或者矣 l 。

劉懿亦加稱道云:

故其敘情怨，貝1J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

水，貝1J 循聲而得貌;言節候，貝1J 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

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 2 。

l 洪興而且﹒{楚辭補注〉 、 王逸. (楚辭章句序) (台北: i莫京文化事業公司 ，

1983 年，初版 ) .頁的 。

2 劉扭著、范文 i關注. (文心雕龍注) (台北:台灣開明書店. 1968' 台 六版) . 

卷一. ( 辨騷 〉 第五，頁 29 、 30 0 

207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近人游國恩氏即肯定《楚辭〉的價值在任何文學之上，其在文

學上之地位，則舉出四項，即(一)表現的自由。(二)辭賦的

祖。(三)騏儷艾的祖。(四)七言詩的祖3 。

近人劉大杰氏亦引據豫才之評論而評曰:

戰國之世，在韻言則有屈原起於楚，被進放逐，乃作〈離騷> ' 

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後人驚其文采，相率做效。以原楚產，

故稱〈楚辭〉。較之於〈詩) ，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

文甚麓，甚旨甚明。忍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

教者，或誓而她之，然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

篇之上 4 。

屈賦在藝術上之偉大成就，及其對後世文學之影響，自上述古

今學者給予之高度評價，可見一斑。不過歷來楚辭學者於屈賦之研

究著眼點，一般皆在屈原之生平際遇、情操志節、屈賦產生之因緣、

篇目真偽 、 思想內容、藝術風格，叉或與楚文化、宗教等方面之關

係探討上。

惟對屈賦在文學發展上有何承襲之處?有何突破創新之處?

則較少去探討，雖亦有學者注意及此，如劉懿在〈文心﹒辨騷〉中，

即以為屈賦所以能取得「氣往蝶古，辭來切令，驚采絕豔，難與並

能 J r 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 J r 詞賦之英傑」之成就與地位，

最主要之原因，即在「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 J 5 '游圓恩氏亦謂:

「屈原對文學創作的影響，同樣是巨大的，從形式來看，他打破四

言詩的格調 ，吸收民間形式，特別是楚聲形式，創造了一種句法參

差靈活的新體裁 J 6 0 姜亮夫氏亦云 r 屈賦是繼承楚之先公先王遺

3 游圓恩. (楚辭概論)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68 .台 一 版) .頁 50-65 • 

4 劉大杰. (中國文學發展史) (台北﹒華正書局. 1984) .頁 123-124 • 
5 同註 2 • 

6 游團恩等主編. (中國文學史)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1990 .初版) .頁

1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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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而發展之，故其文與初民社會有關，與神話相涉，而與《詩經〉

不同源，故亦無所謂異流之說矣 J 7 。

所可情者，即古今學者於屈賦之創新處，即其「變 J 皆略而

未詳，叉或偏於一方，而未全面，而文學本是一項創造性的藝術展

現，所依賴的，是創新求變之偉大才情，及好{肯為常之高尚節操，

易言之，亦可謂是發自至性至誠所凝聚而成之文學精神，而此正是

其「不變」處，亦為古今偉大詩人作家所共有，從而形成歷代文學

不斷演變與革新之主要動力來源，而為一般人所疏忽，以其有重新

研討上之意義與價值在，個人即將探究屈賦的「變」與「不變」之

微薄心得，論述於後:

二、探討屈賦「變」與「不變」應真有之體認

在探討屈賦之「變」與「不變」前，個人以為若先有下列幾項

認知，或能掌握屈賦是否有承襲處，叉若有承襲，則承讀之後，叉

如何融合新事物、新意識，以突破舊有之規範?而其「不變」之文

學精神 ，其所呈現之面目與意義叉為何?此亦即能充分掌捏屈賦之

「變」與「不變」之要妙處。

(一)所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為之重 J 8 ' 詩文之所

以有代變，必有不得不變之因素，蓋一種文體通行既久，必有不適

合于當代所需，且文體治製既久 ， 其語言 、格律，必陷僵化，有識

之士 ， 不得不別出心裁，翻陳出新 ，另創一適合于當代之新文體，

此乃自然而然，非全由人力勉強而成。劉懿去 r 艾律運周，日新

7 姜克夫 ﹒{楚辭學論文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臨社. 1984 .第 一 版) .頁

234 • 
8 徐中玉主編 、陳謙豫副主編，陸海明、徐文茂編選. (通變編) (北京: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2 .第 一 版) .頁 62 。 摘錄清﹒吳偉業〈陳百史文集

序}、{梅家村藏稿) .卷 二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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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 J 9' r 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

辭奇而不聽 J 10' I 1比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 J 11' I 觸興致

惰，因變取會 J 12 顧炎武去 I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辭> ' 

《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

不降而唐也，勢也 J 13 0 王國維亦云 I 四言弊而有《楚辭> ' <楚

辭》弊而有五言，五言弊而有七言，古詩弊而律絕，律絕弊而有詞，

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

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終衰者，皆

由于此 J 14 。

由此可知，屈賦之所以「變 J 有其不得不變之緣因，一則時

勢所趨，一則適逢高才如屈原，政治受挫，轉而展現才華於文學，

以宣洩其憤憊不平，有諸內必形諸外，二者相互結合與激盪，終於

在南方創造光芒四射，震鎳吾國詩壇之《楚辭> '承接我國文學優

良之傳統，薪火相傳，而生生不息。

(二)某種文體之產生，亦必有相稱之素材、內容充實其中，

此乃文體成立之自然定律，易言之，任何傑出優秀之文學作品，其

內容與形式，必是相輔相成，統一整合無間，以證屈原在創作過程

之中，隨其年齡、閱歷、學養、寫作工力之差異，而便有內容、形

式亦隨之有別之作品以出。如向被視為屈原青少年時代所創作之(橘

頌) ，其形式即全模做《詩經﹒鄭風﹒野有蔓草 > 15 內容則是屈

9 同註 2 .卷六. (通變) .頁 18 。

10 同註 2 '卷六. (風骨) ，頁 14 。

11 同註 2 '卷六. (定勢) ，頁 24 。

12 同註 2 '卷二， (詮賦) ，頁的。

的同註 8 '摘錄清﹒顧炎武， (日知錄) • (詩體代降 〉 條，頁 64 • 

14 同註 8 '摘錄王國維， (人間詞話〉語，頁 71

的林庚.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第 一

版) , (說橘頌 〉一文，頁 139-144 。男見陳怡良 ， (間原文學論集) (台北:

文津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初版 ) , (楚辭橘頌試析 ) ，頁 354-3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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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藉著對情樹秉質之歌頌，以象徵己身 「 獨立不遷 l 之志飾。近代

學者會許其主E非是光美無缺 ， 認為在寫作技巧止， 已 遠沒有達對國

熟的境界 16 0 另屈原於見疏被放之前所作之< '1昔誦) ，該篇形式已

是成熟之《楚辭〉體。內容則是反映屈原「情誦以致慰，發憤以抒

情」之憤慨，而其體式、內容、用典、情韻等，則均與〈離騷〉有

逼向處，故《楚辭〉學家皆視其為〈離騷〉之「前奏」、「習作 J

甚而是〈離騷〉的初稿 17 。俟屈原在仕途上連連受挫，內外交因，

終於寫出二千四百九十字之自傳體長詩(離騷) ，更屬成熟之〈楚

辭〉體不朽精品，由此可證屈原作品由不成熟邁向成熟，與作者本

人之年齡、際遇、學養、工力，適成正比，彼此息息相關。

(三)屈賦此一新體製之形成，作者屈原本人為一大關鍵，屬

主觀因素，而客觀因素則較為複雜，或謂 I <楚辭〉者，體慢於三

代，而風雅於戰園，乃〈雅) <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J 18 0 

或云 I <楚辭》者， <詩〉之變也 。《詩〉無楚風 ，然、江漢之間，

皆為楚地，自文王化行南園， <漢廣〉 、 (江有氾〉諸詩 ，列於 (二

南) ，乃居十五(國風〉之先，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

首也。(風) <雅〉既亡 ，乃有楚狂 〈鳳兮) ，孺子(滄浪之歌〉

發乎情，止乎禮義，與詩人(六義 〉 不甚相遠 ， 但其辭稍變{詩}

之 本膛 ， ;t] 1江 「時 j 勻， 為 5頁， (3 . i j:、 位對 !' f f[llGi 槳 於么|女一 l':ì謂 j剖

賦源自 《 詩經〉而稍變，且衍承當地之 「 楚音」而成立 。

近代學者姜亮夫氏亦云 I 屈子不可能不讀《詩> '其所創作

的陸侃如， (陸侃如古典文學論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l 月，

第 一 版) • ( 屈原評傳 〉 ﹒頁 237 。 陸氏評 ( 橘頌) .以為有兩種重要之缺點，

一是「詩恩的窘狹 」。二是「抽象話太多 J 頁 239-240 • 
17 陳怡良， (屈原文學論集) (台北﹒丈津出版社， 1992 年 1 1 月，初版)

(楚辭惜誦題義及其主題意識) .頁 376-378 。

18 同註 2 。

19 明﹒徐師會， (文體明辨序說) (台北長安出版社， 1978 年 12 月，初版) • 

頁 99-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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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鳥獸蟲魚至多，且多用此等博物之特點與作用，為借喻之表達，

故其為文，似有意襲用《詩經〉之處 J r 屈賦尚大量保存原始詩

歌之流風，則《古詩源〉、(古詩紀〉中，反映古代社會事象及神

話寓言成分之作，皆楚文學之先公先王也。故屈子之浪漫成分，皆

先史社會風習與神話中來，兩合之，則成其為南楚文學之內在成分，

實情理之必然 J 20 。李日剛氏亦以為〈楚辭〉之所以蔚為大國，步

〈詩經〉之後塵，平分南北文學之秋色者，亦自有其內因與外緣，

即( 1 )造端於南音。 (2)蛻變於〈詩經) 0 (3)鍾靈於山川 。 (4)移情於

風土。 (5)乘時於辯說 21 。綜合諸家之說，一般皆認為屈賦乃承《詩

經〉而變，男有學者再自當地特有之南音、山川、風土，與當代縱

橫之辯說等諸因素立論，確是較為周至。

因之可以確定屈賦之成立，乃為吾國南北文化合流之產物，既

因襲北方文化與《詩經〉之特質、風格與傳統，叉能融鑄楚地原有

之民族與地方特色，而屈賦「正而能變，變而能化，化而不失本調，

不失本調而兼得眾調，故絕不可及」泣。如吾人視屈賦為先秦文學

之集大成者，孰日不宜?

(四)屈賦新體製之成立，前已提過，主觀因素之屈原，居關

鍵地位。自西元前十二世紀至六世紀之春秋，迄西元前三世紀之戰

園，其間數百年間，若無像屈原如此偉大才華之詩人，及其不平凡

之出身與際遇，使他成為此種新體製之執筆者，換成他人，則此一

文體是否能在此時代成立，頗成疑問?而屈原本身才華洋溢，真有

創新求變之文學精神，叉有高尚偉大之節操，且本身具備二條件:

( 1 )努力不懈，以求有所突破，有所創造 。 (2)生活閱歷豐富，經歷人

所未曾體驗之生活，執筆寫作，方能言人情之難言 ，而此作品，愈

窮則愈工，不求感人而感人自深。

20 同註 7 .頁 233-235 0

21 李日剛. (中國文學流變史一一辭賦篇) (台北﹒聯質出版祉. 1971 年 8

月，初版) .頁 7 - 10 0 

22 同註 8 .摘錄明﹒胡應麟. (詩蔽﹒內編) .卷四語， 頁 2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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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J (梁﹒蕭子顯語) 23 '詩人作家，

如不能創新求變，則其創作必淪於模做依傍，不脫模做依傍，則斷

不能登峰造極，若能破舊立新，文體自能恢宏，文體能恢宏，則必

「因情立體，即體成勢 J ( ( 丈心﹒定勢 〉 語)

所謂「修辭立其誠 J ( (易經〉語) ，屈子情真意切，為宣洩

其內心不得不發之悲苦，憑一念之至誠，發而為文，自能成感人至

深之佳構，亦成千古不朽之傑作 。 而後人往往僅贊嘆其具卓筆不凡

之才華，為情造文之佳作，卻忽略屈子於十分艱苦困窮之中，如何

默默參悟，自我提升之努力，而此努力正顯示出屈子剛健而磅磚之

生命力，表現出至美之生命價值，代表的，自然是一個偉大人格之

完成，亦是一個偉大藝術創作之完成，更是一種承先啟後，維繫詩

歌命脈的新文體之完成。而吾人如一探屈子如何努力，如何在其文

體之「變」與「不變」間求得平衡、和諧，而其代表之意義叉是為

何?確實是有其必要性與價值性 。

三、屈賦之「變」

劉甜、於 〈 文 {J、﹒序志 〉 中去 r 蓋《文心 } 之作也，本乎道，

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 J 24 。 劉

懿在此將「變乎騷 J 視為「艾之樞紐」之一 ，則其對騷之變之重

視，由此可見 。 文本貴乎變 r 遭時制宜，質文送用，應之以通變，

通變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詣 。 確質文須通變，而通

變若以中庸方式行之方可久，蓋文有可變者，如形式體製、音律節

奏、文題素材、造句遣辭、運筆技巧等，各隨人意。 不可變者，則

屬規矩法度、創造精神，與乎人格情操等，若能掌握其中要妙處，

無過與不及，自可「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 J ( ( 文心-物色 〉

23 同註 8 .摘錄海﹒蕭子顯. {南齊莒﹒文學傳論〉語，頁 54 。

詢 問註 2 .頁 21

25 同註 8 .摘錄唐﹒魏徵. (階曹﹒經籍 ) .卷 三二 語， 頁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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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1 ) ，開創新風格、新境界，如是方能成其 「 大」

劉懿曾在〈文 JL' ﹒辨騷}中，具體指出《楚辭 } 有 rrg 項具於經

典:即「詭異之辭」 、 「譎怪之談」、「狷狹之志」、「荒淫之意」

詣，而此亦屈原有所突破新變之處，由此亦知其在形式、取材、內

容、手法等方面，採取有別於傳統之「經書」之處。為更詳明探討

出屈賦之新變，以下謹略分五小節(一)形式:韻散結合一一鎔

鑄眾體，別創一格。(二)取材:虛實結合一一現實刻畫，揉合神

話。(三)音律:詩樂結合一一和以楚樂，節奏曼妙 。(四)造語 :

語文結合一一化俗為雅，自鑄偉辭。(五)運筆:奇華結合一一文

約辭微，驚采絕豔。分別論述。

(一)形式:韻散結合一一鎔鑄眾體，別創一格

不可否認，屈原在詩歌史上之一大創舉，即在打破《詩經〉四

言基謂之格律，建立富有地方特色之新詩體。今日吾人所見屈賦之

形式，雖有(離騷〉句系、(九歌〉句系、(橘頌〉句系、 〈天問〉

句系、〈招魂〉句系(按<招魂〉 一篇 ，多數學者以為係屈原作，

而非宋玉作)等之劃分 27 '而(離騷〉及某些九章之篇章句系，向

被稱為屈賦句法之正系，每句以六言為主，間有長短，或五言 ，成

Li三玄，除主語外 ，先 以叫 [~lli'lJ 如 i ﹒忽 、)!: ‘孰、 存、U!P'♀) il-~句，

中間則用轉接詞(如:以、之、其、而等)聯繫'未則以接崑祠，

如兮字，或加一「也」字接尾，每比兩句一押韻，不押韻之句，用

兮字接尾，如:

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

老冉冉其將至兮，恐倚名之不立。 ( <離騷〉

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

26 同註 2 0 

27 吳天任， (楚辭文學的特質}

頁， 55 0 

(台北:商務印書館， 1972 年 7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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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將古之所居兮，今迫遙而來束。 ( <哀那) ) 

而〈←居)、〈漁父) ，若依某些學者之觀點，認定其仍為屈

原之作品 28 '則此二篇尤見韻散相雜，而以散體為主，近散文體式，

如:

世混濁而不清，蟬其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萱雷鳴，

讓人高張，賢士無名， ø.于哇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負。( < 卡

居) ) 

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

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

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 <漁父) ) 

吾人可試探屈原是在何種背景下，組合成此一新體製?楚國歷

史文化，本是極為悠久，且早已吸收商、周民族文化。〈論語〉上

言「亞飯干適楚 J ( <微子篇) ) (按:亞飯平為殷約時之樂師，

以討作淫瞥，乃抱其器奔楚) ，此為北方雅樂傳入荊楚之始 。及周

有天下，南北文化交流，益趨頻繁，周之典籍、文物、制度等，源

源輸入楚國， (左傳〉記昭公二十六年，周景王之長庶子王子朝，

因與敬王弟爭奪王位繼承權失敗，乃與楚之舊族，攜周之典籍奔楚

29 0 (史記 ﹒周世家 》亦記周公曾為人所謂而奔楚 30 '既奔楚，則其

所訂之禮樂，周之典籍，必隨之傳入楚國，故〈國語﹒楚語〉上，

記楚莊王曾讓士壁教太子讀書，其書即有《詩}等六經之典籍 31 。

28 丁力， ( 關於屈原作品的真備問題) ，以為(←居 〉 、 ( 漁父 ) ，的屬屈原

創作，刊於{文央集林) (台北:木鐸出版社， 1980 年 10 月 ) ，第 一輯，頁

38- 50 0 

29 t士預注、孔穎達疏， (春秋左氏傳〉注疏， (十 三經注疏} (台北:藝艾印

館， 1981 年 l 月，八版) ，卷五 二 ，頁 6 (總頁數 902 ) 
30 司馬遷， (史記 ﹒魯周 公世家第二) , (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2 年 9 月，

再版) ，卷 三三 ，頁 1520 。

31 {國語﹒楚語上) (台北:里仁書局， 1980 年 l 月，初版 ) ' 頁 528 。

215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左傳〉上亦記楚之君臣，引〈詩〉會談者其例甚多 32 。在在都足

以證明楚之君臣，於《詩〉極為熟穗，故屈賦中之(離騷) ，在遣

詞造句上襲用〈詩經〉者，處處可見，如:

翼翼 r 高翱翔之翼翼 J ( <離騷) )一一「四牡翼翼 J ( (詩 ﹒

采薇) ) 

蛾眉 r 眾女嫉余之蛾眉 J ( <離騷) )一一 r 據首蛾眉 J ( (詩 ﹒

碩人) ) 

遵道 r 既遵道而得路 J ( <離騷) )一一「遵大路兮 J ( (詩 ﹒

遵大路) ) 

鮮終 r 固亂流其鮮終 J ( <離騷) )一一「鮮克有終 J ( (詩 ﹒

蕩) ) 

甚至屈賦亦曾襲用〈詩〉之典故，如(天問) : r 簡狄在臺譽

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喜? j 應是本之 〈詩 ﹒商頌﹒玄 鳥) : r 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而來。

而楚地古歌詩、歌謠，深信屈子應是耳熟能詳，故其創作，自

是深受影響，劉向〈說苑〉即載有兩首最古之楚詩，即(子文歌〉、

〈楚人歌) , (說苑〉中另有〈越人歌〉之楚譯詩，其後叉有〈徐

人歌) 0 (論語﹒微子〉上載有(接輿歌) , (孟子 ﹒離要 〉上載

有(孺子歌) ，其後叉有吳之(庚癸歌〉等，上舉之「古代南方詩

歌，無一首不影響於《楚辭) J '游國恩氏即撮以認定是「他一脈

相傳的祖先 J 33 。

再者戰國時代，是我國歷史上一大變革之時代，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有著劇烈之改變，可謂是「古今一大變革之

會 J (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語) ，各種學說、文化思想活躍，

政治、社會問題，錯綜複雜，層出不窮，由于處士橫議，諸于爭鳴，

32 同註 4 '頁 98 0 

33 同註 3 .頁 28 -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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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徒講學著述之風大盛，加以四言詩已無法擔任記載之重任，而日

趨衰微，為適應新時代新社會所需，文章變革，隨之而起，散文便

以嶄新之風姿，躍上文壇。而當代諸子百家，放言無憬，勇于立論，

「深于比興 J r 深于取象 J (章學誠〈文史通義﹒易教下〉語) , 

尤其縱橫家之流，盡鼓舌搖唇之能事，極縱橫辯說之大觀，語言藝

術達于極至，斯時適逢其會之屈原，耳濤目染之下，豈能不受其薰

陶而習其氣，宜其劉懿在(文心﹒時序〉曰 r 屈平聯藻於日月，

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煒之奇意，出於

縱橫之詭俗也 J 34 '可證屈子詭異之想，典麗之辭，曾受縱橫家之

影響，而屈原將散文與詩歌整合，組成散文詩之形式，亦不得不承

認'屈原確曾受當時敷張揚厲、委婉善諷之縱橫文風黨染。

總之，屈原建立之新詩體，兼容並蓄，融鑄各體，吸收〈詩經〉

與不少民間歌謠之營養，先秦散文之語言功能，創造此種句法參差、

韻散結合之新形式，有助于增強作品之藝術表現力，對於後代文學

諸如(賦) ，長篇敘事韻文等，影響甚大，後人特稱為屈賦，或稱

為「騷」體。

(二)取材:虛實結合一一現實刻畫，揉合神話

文學的一項鐵律，是人生有何種之素材，文學便表現何種之內

容。任何偉大之文學創作，必以作者本人豐富之人生體驗為基礎，

再廣求博採，搜奇覓勝，攝取某些文化傳統、社會生活、哲理思想

等，為其餐料，為其源泉，而後經作者之披沙揀金，加工提鍊，集

中整理，組合成緊密無間之整體，而寫出可歌可泣，感人肺俯之佳

作。選取之素材，若愈充分，創作之資源，即愈富足，而其成就即

愈大，藝術生命則愈久。屈原一生際遇乖件，抱負難伸 r 信而見

疑，忠而被謗 J ( (史記﹒屈原列傳) ) ，具有悲歡離合，體驗深

刻之現質閱歷，以此為其寫作之源泉，尤其能活用楚地信巫尚鬼，

極為發達之神話，作為其藝術原料礦藏，經過千鍾百鍊，使其作品，

34 同註 2 .頁 2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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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實相間，如真似幻，構成血淚交道，充滿神祕的浪漫主義文學作

品，誠屬難得。

現實生活閱歷，人人皆曾經驗，但非人人可以取為創作，而屈

原則能將現實生活，作為珍貴之第一手材料，並從中提煉出足以提

供為言志抒情之素材，而後轉化為偉大之藝術創造，其間必經一番

博大精深之構思，否則難以為功。而屈原生長之楚地，叉多沼澤，

山明水秀，物產豐饒，人民富於幻想與愛美。楚文化本自成系統，

該地「信巫鬼而重淫紀 J ( (漢書﹒地理志> ) ，王逸亦云 I 玩

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 J ( (楚辭章句) ) , (國語﹒楚語 〉 云:

「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叉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

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明神降之，在男日親，在女曰巫 J 35 。巫親能通神人兩界，為祈福

免禍，故常作歌鼓舞，以娛諸神。

楚地巫風如此盛行，自然易於孕育各種神話傳說，而屈原即將

其忠愛入世，卻屢受重挫之現實人生，結合神話素材，以寄其憂時

傷世之悲憤，與高蹈遺世之嚮往，而使其作品，產生一虛實相生，

詭秘莫測之奇幻意境，確實是身手不凡，古今罕見。

屈原本兼寫實與浪漫兩主義之長，其運用「虛實結合」之手法，

最成功者，自是代表其一生縮影之(離騷> '這篇偉大之佳構，前

半偏重寫實，敘述屈原世系、名字、抱負、仕途受挫之遭遇，後半

則結合神話人物，如日月風雨雷電之神，與龍鳳靈獸靈禽，運用虛

筆，描述其混生幻覺，遠遊仙鄉天國之過程，可謂別創奇境。最讓

人激賞者，是在幻遊仙界中，屈原命令羲和駕車，飲馬咸池，攬巒

扶桑，折木障日，另驅使風雨雷電諸神，為其前導護衛，玉驚和鳴

以為音樂，瑤象之車駕以飛龍，儀仗隆盛，叩帝間，求富、妃，有娥

俠女，有虞二姚，然後由崑崙轉赤水、不周，遠赴西海。 三次幻遊，

並非質有其事，而〈離騷〉這篇洋洋灑灑二千四百九十字之長文，

35 同註 31 ' < 楚語下 ) ， 頁 5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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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麗商皇，震蝶百代之大文，其所以突出，並非全靠寫實，而是有

賴幻想，若幻想沒有活用神話作骨架，豈能如此可愛，如此真詭秘

之美?

當然，屈原活用神話為素材，雖有其地域、風俗、文化等因素，

然亦有其個人才華與創作意識之緣因，誠如近人李嘉言所言 ，是「用

以突出其形象，象徵其精神，擴大其思想，豐富其語言。 楚辭文學

的特點與異采，也就表現在這襄」鉤。

(三)音律:詩樂結合一一和以楚樂，節奏曼妙

屈賦雖為散文詩體製'然與〈詩經〉一樣，均屬音樂文學，可

歌可誦，可絃可舞。惟屈賦所結合之音樂，則屬與北方雅樂不同，

具有地方特色之「南音」。

「南音」源遠流長， (呂氏春秋﹒音初篇〉已有塗山氏之女作

歌，歌曰「候人兮猜 J 質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

周南、召南之記載 37 。則楚之「南音 J 實源於夏人，而( 二南 〉

中，夾雜有楚人之歌謠音樂，應是可以確定。春秋時，樂歌亦有「南

風」、「北風」之別， (左傳﹒襄公十八年 〉 云 I 晉人間有楚師，

師曠曰Ii"不害，吾驟歌北風，叉歌南風 。 南風不競，多死聲，楚

必無功 JJ J 38 。 所謂「北風 J 即指中原音樂，所謂「南風 J 即

指南楚音樂，而〈左傳﹒成公九年〉載鄭人所獻楚囚即鍾儀，曾於

晉侯之前操南音，而獲范文子讚曰 I 楚囚，君子也 。言稱先職，

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J 39 。 楚人傳誦夏代歌舞，在此得
吾'jl(c 晶

晶旦 " 

36 李嘉 言 ， < 從離騷看屈原的思想和藝術 ) ，收入 {李 嘉言古典文學論集 ) ( 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3 月， 一 版 ) ，頁 67 • 

37 陳奇~校釋， (呂氏春秋校釋 ) ( 上海:學林出版社， 1984 年 4 月，初版 ) , 

頁 334-335

38 同註凹，卷三三 ，總頁數 579 • 

39 同註凹，卷二六，總頁數 4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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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楚國之地方音樂，更為發達. <招魂〉云 r 陳鐘

按歌，造新歌些. <涉江〉、〈采菱) .發(揚荷〉些 J 據王逸

注云 r 楚人歌曲也 J • r <涉江〉 、 〈采菱)、(陽阿 〉 皆楚歌

名 J 40 。男(大招〉云 r 伏戲〈駕辯) .楚〈勞商〉只 J 其中

〈駕辯〉、〈勞商) .王逸亦注曰 r 皆曲名也 J r 皆要妙之音，

可樂聽也 J 41 ·可知當時楚國民間流行之新聲，其樂聲美妙之一斑 。

而宋玉〈對楚王問〉中所列舉之「下里巴人」、「陽阿蓮露」、「陽

春白雪」等，亦當屬歌曲之名。今再看(離騷〉未有「亂曰 J • < 九

章﹒抽思〉中，亦有「少歌曰」、「倡曰」等語句 r 所謂亂、倡、

少歌，均樂節之稱 J 42 。

文〈九歌﹒東皇太一〉去:

揚抱兮梢鼓，疏緩節兮安歌;陳芋瑟兮浩唱，靈僱鑫兮妓服，

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君〉云:

抴瑟兮交鼓，簫鐘兮瑤，i.。鳴航兮吹芋，思靈保兮賢婷。韌

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

以上言及各種樂器之演奏，以及祭巫歌詩會舞，以娛諸神之事，

足以說明祭巫所歌唱之樂音，當係「南音 J 而楚國音樂即是與神

話、民歌、祭肥、歌詩，結合得十分密切之一種神祕與浪漫之曲調 。

樂器是播送音樂之發聲器，亦是代表朝代音樂水準之標幟 。 楚

國製造之樂器，正可顯示出該地音樂水準'確實是走在上古世界之

前列。〈准南子﹒修務副1) 載有「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 J 43之頌

的同註頁 209 • 

41 同註頁 221

42 同註 21 .頁 57 • 

的劉安編著、高誘注釋. (准南子﹒修務訓) (台北﹒華聯出版社. 1973) 

卷一九，頁 3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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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楚有庸大之樂器家族，至目前為止，經挖掘出土之楚及其屬國

樂器，計有六百六十餘件，各種打擊樂器如鐘、鼓、聲等，彈撥樂

器如琴、瑟、筑等，吹奏樂器如排簫、笙、字等，無不真備，尤其

在一九七O年代末期，在湖北階縣擂鼓敬一號墓，出土之楚樂器中，

計有編鐘等大小樂器共計一二 四件例，可能是一龐大之樂隊使用，

其種類之多，製作之精，裝飾之美，均可證明楚國音樂之高度成就 。

而有如此高水準之樂器裝備，及音樂藝術，必然有其豐厚之物資條

件，與極為昌盛之文化基礎，因之楚國音樂，即是瀰漫于充滿幻想、

神話傳說、巫術觀念，奇禽異獸、神祕奇詭之符號象徵的浪漫世界

中 。 而楚人本是一酷愛樂舞之民族，上至王公貴族，下至黎民庶人，

均無不喜愛樂舞，如伯牙(春秋，楚琴師)與鍾子期之間有名的「 高

山流水」故事 45 ·說明以樂相識成為知音之美談，也反映楚民間喜

好音樂，不乏琴藝高超之士 。 另〈准南子﹒說山訓 〉 記有楚人申喜

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現，而識母之故事 46 .反映楚人尚樂之風，

兼及婦孺 。 《左傳﹒成公十二年〉記有楚人建造有地下音樂廳之事

衍，而此亦見音樂對楚人生活影響之深遠 。 葦楚國音樂文化之高水

準'適與楚人之崇尚音樂成正比，且楚人尚樂，更為當代列國所周

知，傅玄〈琴賦序〉有去 r 楚莊王有琴曰繞梁 J 據〈古琴疏〉

載此琴為宋國大夫華元所獻，以投其所好 48 .均見楚人尚樂之風，

確實傳播於列國之中 。

44 王起輝、劉森淼. (荊楚文化 ) (灣陽:遼寧教育出版祉. 1992 年 7 月，第

一 版) . 頁 129-130 。

的鐵捷、嚴北淇譯注. (列子譯注﹒湯間篇) (台北﹒仰哲出版社. 1986 年

11 月) . 頁 128 • 

46 同註 43 .卷 一 六，頁 271

47 同註 29 .卷 二 七，頁 5 - 6 (總頁數 458 ) 。 叉張正明主編. (楚文化志) (湖

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 版) .頁 379- 380 • 

48 唐﹒徐堅. (初學記) (台北:新興書局. 1966 年 5 月，新 一 版) .頁 216 。

載有 「 繞梁，楚莊王琴 J 男該琴為宋大夫華元所獻，見註 44 .引 ( 古琴疏 〉

所 云 ，頁 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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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必有辭，歌與舞亦須有曲，如此巫歌、音樂，便隨之發展，

屈原在當時，即配合旋律美妙之楚樂，創作出詩樂結合之屈賦，節

奏韻律，自然極富有音樂之美，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認為屈

宋作品是「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紗，所謂「英辭潤金石」

即指其由語言、音樂所構成之庭律，極為悅耳美妙。

(四)造語:語文結合一一化俗為雅，自鑄偉辭

屈賦最大之特徵，即富有楚園地方性之特色，而表現楚園地方

性之特色，即是要遣用楚國之方言、聲調、物產與地理名稱 。 宋﹒

黃伯思〈翼騷 ﹒ 序〉云 r 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

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 ) J 50 。此可謂一語道破《楚辭〉顯

著之特徵。其中所謂「楚語 J 即指當地之方言，亦即楚國當時所

用之口語，黃氏曾再舉引「若些、只 、 荒、評、鑫、紛、倍(祭者楚

語也」

我國地分南北，聲亦分南北，劉師培 (南北文學不同論〉引陸

法言云 r 吳楚之音，時傷清淺;燕趙之音，多傷重濁，此則言分

南北之確證 J r 聲能成章者謂之言 J 51 0 楚地方言 ，自古即與華

夏地區有異。《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有子元及其部屬「楚言以

出 J 另〈左傳﹒宣公四年〉記「楚人謂乳『穀.!I謂虎『於冤.!I J 

52 '由於「楚聲」之特徵，據上述 〈翼騷 ﹒序 〉所釋，是「頓挫悲

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 J 可見楚國音調，是帶有悲壯頓挫，較

為抗厲激昂的。屈原為何不全文使用方言，而僅是部份字詞使用方

言來寫作?可能是若全用楚語書寫，華夏地區之人閱讀，易感倍屈

49 沈約. (宋書﹒謝軍運傳論) (台北.新文盟出版公司. 1975 年 10 月，初

版) .卷六七，頁 34 (總頁數的 1 ) 

50 姜亮夫. (楚辭書目五種) (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1 年 10 月) . ( 第 一

輯注類> .頁 37 0 

51 劉師培. (劉申叔先生遺書) (台北:台灣大新書局. 1965 年 8 月) • ( 南

北文學不同論> .頁 23 (總頁數 670 ) 
52 同註凹，頁 177 、 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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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牙，雖以卒讀，即使是楚地後代之人閱讀，由於語音容易變遷，

未來若不經注解，必亦感艱澀難曉，因此屈原即遺用部份楚地方言

與漢字結合，以寫成作品，尤其用當地「楚聲」吟唱，更具韻味與

感情。而屈子為何要混用當地方言來書寫?可能是:一則顯示不忘

本，不忘舊。一則因能保存楚語之鄉土性、原始性與活潑性，尤足

以證明是楚人在文學上之創作，帶有與華夏作品互別苗頭之意味，

如此亦表示屈原具有強烈之愛國意識，男外是因用「楚聲」吟唱，

更充分表現楚人之風土人情與民族情懷，何樂而不為?

屈原在作品中遣用楚地之方言，數量不少，其中名詞計有斐、

竊、宿莽、卉、豬等 ; 形容詞有修、版、遠、遙 、 醬、獨等，動詞

有:紡、華、↑卓、安、{宅僚等 ; 語詞有克、些等。屈原將這些通俗

方言，寫進作品中，自然亦須有所提煉，以化俗為雅，而具文采，

蓋「言而無艾 J 必「行之不遠 J 屈原於此體悟甚深，且在手法

上，盡量多變，誠如古人所言「同是一語，人人如此說，我之說法

獨異，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隱約其詞以出之，或顛倒字句而

出之，為法不一 J 53 。

以屈原工夫獨到 ， 善用修辭妙方，方能「雖取鎔經意，亦自鑄

偉辭 J ( (文心﹒辨騷) ) , r 取鎔經意 J 代表的是一個學習與

繼承之過程;而「自鑄偉辭 J 則是創新之結果。以下略舉數例，

以見屈原是如何將楚地方言寫入文中，點鐵成金，顯現風致典雅，

錯綜多變之特色。如 :

( 1 )泊離騷 〉云 r 泊余若將不及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 。

按:泊，洪興祖《楚辭補註〉引〈方言》曰 r 疾行也，南楚

之外日泊」。知「扭」為南楚方言無疑。「不及」一詞， (論語 ﹒

先進〉去 r 過猶不及 J 0 (論語 ﹒ 泰伯〉云 r 學如不及 J r 不

吾與」句 ， (詩1.工有氾〉云 r 不我與 ，其後也處 J 0 (論語﹒

53 同註 8 .摘錄消﹒李漁. (翱詞管見}語，頁 195-19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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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貨〉云 r 日月逝矣 ， 歲不我與」

屈原造句時 ， 將「泊」字副詞提在主語之前，而不放在動詞之

前，此為「倒置」之修辭法 。 另採經書中「不及」、「不吾與」詞

再組合成句，以見屈子感於時光飛逝，中心惶恐之狀，頗覺吞吐自

然，淵雅有致，由此可窺其語文組合之巧妙，點化之功，顯然可見 。

(2)學 、 航、宿莽<離騷> : r 朝華悅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按:孽，洪興祖《楚辭補注〉云 r (說文〉云 : 響，拔取也，

南楚語」。悅，姜亮夫《屈原賦校注〉云 r 南楚語，小車曰啦 ，

大車日悅」。宿莽 ， 王逸注云 r 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 。

屈原在此將上舉之「拳、吐t 、 宿莽」楚地方言名詞，組合成句，

並連用「鐵飯」之修辭法，以「朝 J r 夕」 二字領起上舉之二例旬 ，

再運用「對偶」中之「正對」修辭法 ， 以晨摘芳香四溢之木蘭，正

對晚採冬生不死之宿莽'象徵詩人行芳志潔之人品 。 而對仗後，語

文結合之辭旬，雅麗工整 ， 文采斐然，聲律諧和，吟詠之下，自有

珠聯璧合，音聲動聽之妙趣 。

(3 )f宅傑<離騷> : r 惦鬱芭余佬傑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按 :(宅僚，王逸注云 r 失志貌 J r 僚，住也，楚人名住日

傑」

屈原在此， 一則將方言 「倍(祭」以「倒置法」寫入 主語 「 余」

下， 一則以「雙聲對」法，將同為雙聲之前後兩詞 r 鬱芭」 、 「倍

(祟 J 組合以成對仗 r 他」 、 「鬱皂」 、 「佬傑」 三字詞，意義

相近，皆「憂鬱失意 J 前後包夾住主語「余」字，婉約表達屈子

坐困愁城之情態，翎翎如生 ， 呼之欲出。語文組合 ， 極為自然，可

謂匠心獨運，手法奇高。

屈原除巧用方言 ，化俗為雅外，另楚物如蘭、奎 、 霞 、藥、蔥

等，楚地如況 、湘、 江、迪 、 夏首、偕門等 ， 亦一一寫入詩篇中，

使吾人對楚地 、 楚物 、 楚語等有明晰之概念 ， 屈原不愧為一熱愛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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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熱愛祖國之詩人，不忘將其祖國可愛之山川 、 物產、風土人情，

播揚於外 。 此種極具特色之地域性鄉土文學，後來淹而成為一代文

學之表徵'唯美文學之始而且，承接我國文學一脈發展之系統，亦為

爾後之中國文學，開闢另一創作之道路。

(五) 運筆:奇華結合一一文約辭微，驚采絕豔

詩本性靈之產物，因物起興，隨感而發，其所以能獲廣大讀者

之共鳴與欣賞，而吟詠不絕 ， 則必具備四條件: (1)高尚之襟懷，以

人道主義為出發點 。 (2)豐富之情感 ， 有敏銳深刻之感受 。 (3)美妙之

音節，有抑揚頓挫之韻律 。 (4)優異之手法 ， 有高明之藝術技巧(含

主題之拓展，形式之創造，語言之更新，運筆之多變等) 。 而屈原

本人及其作品，正具上述要件 ， 尤其最後一項，更不可忽視 ， 蓋人

之才學，本有高下深淺之別，不可勉強為之 ， 徒有理想、感情 、 想、

像，若工力不足 ， 火候未到，而欲強幾之，必感力不從心 r 暨乎

篇成，半折心始 J ( (文心 ﹒神 思> ) .必是常事，因之在技巧之

表達上，如何妙思妙造，以跳出槳臼，有所突破 ， 勝于古人 ， 所謂

「化腐朽為新奇 J (謝棒〈四淇詩話) ) .該是一件值得深思之事 。

屈原才華富麗 ， 雖為一代文豪，然其一枝生花妙筆，仍是經過啄磨，

如痴如醉，千鍾百鍊來的 。 到底屈原叉是如何在屈賦之創作上運筆

的?

劉懿曾在〈文心 ﹒ 辨騷〉云 r 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不墜

其實 J 一語點出屈原創作的方法與創作特色 ， 亦予後代有志學習

( 離騷 〉 等作品藝術經驗之作家 ， 極為嚴肅之要求 。

所謂奇 ，為奇特、奇巧之意，即在創作上並非一般平鋪直敘地

去刻創尋常事物，而是採取一種出奇制勝，極不平凡之手法，去描

繪不平凡之內容，因而在抒情上，可以天馬行空，任所遨遊的馳騁

幻想。在描述事物時，避免全盤一味據質敘述，而是發揮想像力，

作一極誇張之描繪 ，劉懿叉在〈艾心 ﹒ 定勢〉上云 :

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 ， 上 字而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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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 ...舊練之才，則執正以取奇，

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遂弊 54 。

可見文雖追求新奇，然須不失正理，因之於遣辭用字時，貴在

得體，貴在雅正。為避免偏差，則須奇與真統一，奇與正結合。

所謂「華 J 乃華麗、美豔之意。欲達此要求，勢須雕王家藻飾，

使之麗采煥發，而其工夫，若達於極詣，則斧鑿之痕跡，自然減低，

劉懿曾評屈賦「驚采絕豔 J r 豔溢銷毫 J 實際上，仍然落「實」

於屈原有高尚之情操、美好之內涵而品評，而非僅著意於外在之文

采。且藻飾若太過，亦傷於靡而不落實，故「華」、「寶」須統一 。

而「華」若能再與「奇」和諧結合，尤能對「華」有所導正，蓋詞

家「務華棄實 J ( (文心﹒程器) )之風不可長 r 麗以淫」、「繁

華損枝 J ( (文心﹒詮賦) ) .亦是不可取，故「華」、「奇」相

結合，必能調和折衷，而增益真色之美。觀劉懿所云 r 觀其豔說，

則籠罩雅頌」可知。

劉懿指出屈原在文學創作上之主要手法與連用，自是卓識。前

舉出屈原兼有寫實與浪漫主義之長，而浪漫主義則是其藝術之主要

力量，以其創作之〈離騷〉為例，前半屈原偏重寫賀，凡敘世系、

抱負、人生閱歷，往古典故，無不是忠于史實，有根有據，無法憑

空想像，後半則連用豐富之想像力，誇張之筆調，超現賞之手法，

活用神話素材，而有遠遊天國之旅 。 此仙境之旅，乃是經過詩人精

心設計之藝術組合，筆法是虛質並用，虛中有質，貫中有虛 。 司馬

遷在〈史記 ﹒ 屈原列傳》評〈離騷〉是「其文約，其辭微 J 王逸

在〈楚辭章句序〉評屈賦是「優游婉順 J 屈原「執履忠貞 J 不

善逢迎，說邪中傷，心中悲痛叉無法直陳，因而常用各種巧妙之技

法，有所表達，如以「靈僑 J (隱指懷王)、「哲王 J (隱指頃襄

王) 55之「特稱」修辭法 r 褒詞貶用 J 反諷二位國君不修德，

54 同註 2 '卷六，頁 24 -25 0 

55 同註 3 '頁 133 。 游圓恩氏以為 「 瘟俯」是指懷王 r 哲王」是指頃襄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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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聖明，致忠奸不分，黑白莫辨，均見隱約微婉之妙用 。 另多採用

比興手法，多所隱喻，如:

基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說而實怒。

余以蘭為可恃兮，兌無實而容長。

椒專像以慢恰兮，被又欲充夫佩悼。( <離騷〉

與美人抽思兮，並日夜而無正。( <抽思) ) 

屈原吞吐幽怨，語語舒緩，以「奎」、「美人」暗喻國君，以

「蘭」雙關子蘭，以「椒」雙關子椒，以其皆為小人，而不稱其「美

名 J ·乃以含蓄之比喻，婉曲予以責斥痛刺，可謂隱約微婉之能事，

手法奇詭而蘊藉，生動而言灰諧。

由於屈原在創作手法上之運用，往往迴異一般常理，而是奇招

送出，反覆致意，其下字造旬，叉能反覆提鍊，自鑄偉辭，如此構

成之篇章，經緯交織，麗彩如錦，奇瑰雄偉，呈現迴環往復，隱約

微婉的多重之美，亦展現無比強烈之藝術魅力。

總之 r 文章格律，與世俱變 J (清﹒紀昀〈冶亭詩介序) ) 

任何文體，習之既久必窮，窮而至極必變，惟有變始能救正之衰，

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此千古不易之理， 然欲求變，亦非人人所能

為，必待諸偉大之天才者，方能隨時勢而為之變，屈原稟賦卓壁，

一則在楚文化之肥土訣壤中孕育; 一則受溉于中原文化之甘美雨

露，因此所創作之屈賦，正是上述南北文化交融下之產物，成為當

代煒煒豔麗，眾美輻轅之奇跑。

四、屈賦之不變

自辭賦發展史看屈賦對辭賦體文學先導一一《詩經) .有幾項

顯著而有特色之變化與創新，即如上述在形式、主題、語言 、韻律、

手法等方面之藝術創造 。 亦因屈原在辭賦上之創新與開拓，使吾人

在今日能欣賞到屈賦嚴謹之結構、緊密之布局、奇幻之思路、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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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言、清越之音節、隱約之微冒、往復之筆法。

不過吾人仍要再探討的，是促使屈賦在創作上有所突破而獲得

成功之主因，到底是為何?正如個人在首節前言中所述的，是由「創

新求變」之偉大才情，與「好備為常」之高尚節操，兩者所凝聚而

成之文學精神，因僅有高卓瑰麗之才華，而無堅貞峻潔之風骨為其

支柱，則往往徒真形式之美，而缺乏充實之內涵、高遠之境界，故

屈子之文學精神，正是屈原一生「不變」之處，亦是屈賦之不變處。

清﹒劉熙載云 :

〈離騷〉束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極開閣抑

揚之變，而其中自有不變者存 56 。

清﹒賀胎孫亦有所申論道:

「不變」是屈子一生把柄，亦是千古忠臣把柄 r 不變」則

好倩之事畢矣，不獨屈子自處「不變 J 又望吾君以「不

變 J ' .. . ...君子「好倚 J 亦以「好倩」導吾君 r 好倩 J

常也 r 偷樂 J '變也，變不可以勝常，是故小人之變有窮，

君子之不變無窮也，若其行文斷如復斷，請L 如復亂，愈斷愈

績，愈亂愈整，方續方斷，方整方亂，惟漢人五言古能得其

法，魏晉以下，知者鮮矣 57 。

以屈原有此不變之高尚節操，與創新求變之偉大才情，兩者相

結合之文學精神，乃以下列四項表現，反映在其一生之創作上，即:

(一)發憤抒情，文窮而後工。(二)博聞疆志，襲古以創新。(三)

追求美善，奇豔稱雙絕。(四)好俯為常，至誠孕至艾。以下再分

項論述之。

56 劉熙載. (藝概﹒賦概) (台北: I質文曹局. 1964 年 3 月，初版) .卷 三 ，

頁 2 0 

57 蔡守湘主編. (歷代詩話論詩經楚辭) (武澳:武漢出版社. 1991 年 6 月，

第一版) .摘錄消﹒賀胎孫. (騷能}語，頁 22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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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憤抒情，文窮而後工

屈原之一生，可說是悲劇性之生命歷程，有血有淚，可歌可泣。

由於年青有為，堅貞不移，最初在楚懷王延攬人才，革新政治之前

提下，進入朝廷任職，所謂「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J ( (史記﹒屈原列傳) ) , r 受命詔以昭時，

明法度之嫌疑 J ( <惜往日) ) ，倚重之深，可以想見。屈原本擬

訂革新政治，推行美政，以求富國強兵之策 r 立足楚圈，放眼天

下 J 充滿豪情壯志，若屈原一直受到信任器重，讓他這位具有遠

見與正確理念之政治家，一展長才，逐鹿中原，以取天下之霸業，

可能在他手中完成，則戰國歷史，可能改寫。

可情後來群小進誨，懷王噸預，以致受斥被疏，初放漢北 。 在

懷王被扣押秦國後，頃襄王登基，再被下令放逐異域，走上漂泊他

鄉之悲慘命運。而楚國政事，亦隨之日走下坡，小醜跳梁，國事日

非，屈原長久籌畫，稱霸中原，再造盛世之大業，終於成為泡影。

屈原「忠而被謗，信而見疑 J ( <史記﹒屈原列傳) ) ，滿腔

之憂愁幽思，難抑之憤憊不平，無處傾訴，乃轉向於辭賦之創作，

所謂「蓋人之情，悲憤積于中而無言，始發為詩 J (陸游〈淡齋居

士詩集序) )是矣。「屈平之作〈離騷) ，蓋自怨生也 J ( (史記 ﹒

屈原列傳) ) , <離騷〉如此，其他許多篇章，亦莫不如此 r 情

誦以致憨兮，發憤以抒情 J ( <惰誦) ) , r 發價抒情 J 正是「怨」

的最佳詮釋，亦是詩歌美學上之命題。

屈原曾吟道 r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J ( <離騷) ) ,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 J ( <哀皇ß) ) ，多愁善感之詩

人，真是受盡無比之煎熬與痛苦 r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

其君，說人間之，可謂窮矣 J ( (史記 ﹒屈原列傳) ) ，既到日

暮途窮之困境，投入創作，所謂「窮而後工 J 正如韓愈云 r 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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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 J 58 。

歐陽修更進而申發云:

于開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

于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

放于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

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

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

殆窮者而後工也 59 。

叉云:

失志之人，窮居隱約，苦心危慮，而極於精思，與其有所感

激發憤，惟無所施於世者，皆一寓於文辭，故曰:窮者之言

易工也 60 。

韓歐二氏之論，切中肯聽。「物不得其平則鳴 J r 楚，大國

也，其亡也，以屈原鳴 J (韓愈〈送孟東野序) ) ，屈賦乃因屈 子

不平則鳴之作，亦為楚之將「亡也」而發憤抒情，如是其創作，當

是愈窮則愈工，而成不朽之作矣。

(二)博閱讀志，襲古以創新

司馬遷曾讚揚屈原之才學，是「博聞墮志，明於治亂，嫻于辭

令 J ( <史記﹒屈原列傳) ) ，這「博聞置志 J 正是屈原創作之

資料源頭，亦是屈子能成為偉大文學家之要件。王國維氏亦認為天

才 r 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產真正之大文學 J ( <王

觀堂先生全集〉冊五)。大文學家確實不可不讀書，勤求學間，否

58 韓愈著，馬其昶校注. (韓昌黎文集校注) (台北﹒世界書局. 1967 年 5

月，再版) .卷四. (荊 i擎唱和詩序) .頁 153-154 。

59 歐陽修. (歐陽修全集) (北京:中國書店.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 ( 梅

聖愈詩集序 ) .頁 295 0 

ω 同註凹. ( 薛簡嘯公文集序) . 頁 3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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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必無以提升識見，與豐富學識，劉懿提出「積學以儲寶 J ( <文

心 - 神思) ) ，為作家基本修養要件之一 ，實有至理 。

屈原既是學識淵博，記憶特強之詩人，在屈賦中可看出他常引

用往古聖賢之著作，而屈賦中所表現之思想，亦與經傳諸于百家，

息息相通。由此可知屈子深受正統文化 、 楚文化之薰陶，而在創作

時，方能農古創新，有所突破。以下試從屈賦之文辭與思想、二項，

加以探究:

1.文辭方面: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 J ( (離騷) )一一「已矣哉，吾

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J ( <論語) ) 

「載營魄而登霞兮 J ( (遠遊) )一一「載營魄抱一，能無離」

( <老子) ) 

「瑤席兮玉嗔 J ( (東皇太一) )一一「王用填圭 J ( <周禮 ﹒

秋官﹒小行人) ) 

「狐死必首丘 J ( (哀皇ß) )一一「狐死正丘首 J ( <禮記﹒

檀弓) ) 

「華華之煩冤兮 J ( (思美人) )一一「王臣賽賽 J ( <周易) )。

「說操築於傅巖 J ( (離騷) )一一「說築傅巖之野 J ( (尚

書 ﹒說命 ) ) 0 r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 J ( <莊子 ﹒ 大宗師) ) 

「雲霏霏而承宇 J ( (涉江) )一一「雨雪霏霏 J ( (詩﹒采

薇) ) 

「恐皇輿之敗績 J ( ( 離騷) )一一「大崩日敗績 J ( <左傳﹒

莊公十一年> ) 

「眾不可戶說兮 J ( <離騷) )一一「不人告也，不戶說也」

( (管子) ) 

「故泉口其鎳金兮 J ( <情誦) )一一「眾心成城，眾口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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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周語下) ) 

「女蝸有體，孰制匠之 J ( <天問) )一一「女蝸之腸，化為

神，處栗廣之野 J ( (山海經﹒大荒西經) )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J ( <離騷) )一一「崑山出五色流水，

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 J ( (河圖) ) 

以上屈賦中遣用之字詞，其所涉及之經傳、諸于百家著作，計

有〈易〉、《書〉、《周禮〉、《禮記〉、〈詩〉、〈左傳〉、〈論

語〉、〈老子〉、〈莊子〉、〈國語〉、《管子〉等，幾乎涵蓋所

有中國固有文化之精髓，甚至亦包括所謂異書者，如〈山海經〉

〈河圖〉等 ，屈原瀏覽之廣，由此可知 。

2.思想方面:

(1)傭能與內美一一「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叉重之以備能 J ( <離

騷) ) 

倘能(易﹒乾﹒文言) : r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內美(易﹒坤﹒文言) : r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

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J 61 。

按(易〉強調「進德修業」、「美在其中」、「修辭 J 正

是屈原所要表露己身之「內美」、「倩能」所在。

(2)仁與義，堯舜禹湯一一「彼堯舜之耿介兮 J ( <離騷) ) 0 r 湯

禹久遠兮 J ( <懷沙) ) 0 r 重仁襲義兮 J ( <懷兮) ) 

按:孔日成仁，孟日取義，仁與義，所謂內聖外王之道，正是

儒家思想之核心所在。而儒家主張法先王，言必稱堯舜禹湯，屈賦

中所詠，正符合上述儒家之觀點。

61 按「俯能與內美」為屈賦之思想，參閱簡宗頤. (丈轍) (台 北 ﹒學生書局，

1991 年 11 月，初版) • (屈原與經術) .頁 152-15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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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正 r 耿吾既得此中正 J ( <離騷) ) 

按 r 中正」二字，王逸〈楚辭章句〉、洪興祖〈楚辭補注》

均未詳解。據〈易﹒履) : r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禮記﹒樂記) : r 中正無邪，禮之質也 J 0 (管子 ﹒五輔) : r 其

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誤，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失」。可知「中正」為

內美，即王逸所謂「內含天地之美氣 J '正符合上引之〈易〉、〈禮〉、

《管子〉所強調君子之心性德行，應是正直光明，無私無邪。

據游國恩氏之見，屈賦中除有儒家思想外，另有道家、陰陽家、

法家等思想、 62 。皆可見出屈子與先秦諸子思想之關係非淺，而屈子

對各家思想，皆能加以吸收，且融化經傳諸子之文，以為己用，宋﹒

計有功云 r 學不考儒，務撮精華，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J ( (唐

詩紀事) ) ，誠然，屈原雖襲古，但不全似古人，僅吸其精粹，運

用匠心，方能不斷創新。

(三)追求美善，奇豔稱雙絕

屈原是一追求完美之理想主義者，一生皆在追求「美 J 自幼

及長，自我期許甚高。本來楚人之習性，極愛美潔，尤其貴族，在

服飾方面，好逞志究欲，追求華美與新奇，食用器真亦特別講求。

今日所見楚文物，大抵造型清秀，韻致俊逸。其對身材儀表方面，

楚人以細腰為美，女子固如此，男子亦如此，女子則取其炯娜，男

子則取其精悍，楚人審美心理與中原諸夏 ，確實有別 63 。楚人求美

之心理，雖與民族性有關，質際亦與地域相關，自九疑洞庭至江漢

說湘，南國山川，明媚多姿，尤其三峽與巫山，更充滿神祕與瑰奇，

因而如詩如董，入詩入畫之楚地自然美景，當然刺激著詩人和藝術，

也會使自然更美，更有審美與文化的價值。

62 游圓恩， (屈原) (台北:弘道文化公司. 1973 年 5 月，初版) .頁 103 -

135 

的同註 47 .張正明主編. (楚文化志) (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一版) .頁 410-413 0 

233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屈原比諸一般楚人更愛「美 J 追求「美 J 而其創作，更受

當地詭異荒誕之宗教習俗，與山明水秀之美麗風光薰染 r 屈平所

以能洞鑒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J ( <文心﹒物色> ) ，確

實是如此。而屈原在作品中，屢屢提到「美政」、「美人」、「美

女」等，亦是極其自然之心理反射。

惟美善本為一體，文學之美，即以善為其核心，為其靈魂，善

亦離不開美，以美為其表徵，為其形貌，屈原作品中，處處即強調

美與善之統一，有諸內一一善，方能形之於外一一美，如屈原吟道: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抽思> ) 

「善」與「仁 J r 義」一樣，均為儒家之中心思想，以其屬個

體內在努力涵養之結果，當它表現於外時，自然能煥發出「美」來 。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叉重之以備能 J ( <離騷> ) ，屈原之「內

美」即是「善 J 是一種理性之自省，崇高之情操。「倘能」屬外

在之才幹，可謂「內外兼美」。將此德性轉化至詩賦創作，即要求

內容與形式之統一，惟有確實統一 ，才符合真正之「美」

前引劉懿所評屈原連筆之特色，是「酌奇而不失其真，玩華而

不墜其實 J ( <文心﹒辨騷) ) ，叉云 r 籠罩雅頌」、「煒煒之

奇意 J ( <文心﹒時序> ) ，由此而知 r 奇」、「豔」 二字，確

可概括屈賦之特色。

譬如代表屈原一生之代表(離騷> '是一篇事幻情真，冒遠味

深之奇文，劉懿亦特讚賞道 r 自〈風> (雅〉寢聲，莫或抽緒，

奇文鬱起，其〈離騷〉哉 J ( (文心﹒辨騷) )。林雲銘亦評云:

「變幻瑰異，眩其重複 J ( (楚辭燈> ) ，其構思之神奇，辭藻之

瑰麗，真是美豔絕倫，令人嘆為觀止 。 再如(天問> '全文句型皆

屬反詰'作法怪異，內容叉涉及琦瑋詭譎之事，驚世絕俗之論，在

文學史上，極為罕見，應屬首創，難怪評家桑悅評道 r 字法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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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奇，章法奇，亂而無序，正是大奇 J 64 。夏大霖亦評曰 r 其

創格奇，設問奇，窮幽極渺奇，不倫不類奇，不經不典奇，顛倒錯

綜奇，載在史冊之事，問過文問，說了重說更奇」的。

屈原其餘作品，如經潤飾加工之〈九歌> '或〈九章〉、(遠

遊)等，亦莫不兼具「奇」、「豔」兩種特色。屈原既有富麗之稟

賦，叉有追求美善之性向，因將其情感對象化、客觀化，具現為情

理交融之藝術形象，始有如此美好之藝術作品呈現。

(四)好備為常，至誠孕至文

任何藝術作品，皆為人類至美至善之性靈產物，而事實上，道

德與藝術之終極，並無差異，故凡是完美之人格，至善之心靈，其

本身即為極高明之藝術。屈原具狂狷之資，特立獨行，孤芳自賞，

自青少年時代起，即建立「獨立不遷」主義(梁啟超《屈原研究) ) , 

有此不變心從俗之定力，陶冶其成長後，形成其好備為常，守死善

道之執著。

綜觀屈原一生自年少開始，至出仕、被疏、罷職、流放等過程

中，能保持其芳潔不津者，其質即在「好情為常」上，絲毫不放鬆

自己，以使德操品性，達於至美至善之層次，故以此為文，即能成

為全文之主脈，以〈離騷)為例，不問其如何「閒閩抑揚之變，而

其中自有不變者存 J 此「不變」即全文之主脈，此「不變」者為

何?即前節所敘之「好情」 二字 r 好偕」故「不變 J 所有屈賦

之原動力，質即來自此「好偕為常」上，此亦詩人至情至性之自然

表露，所謂「有至情方見真惰，有至性始見至誠 J 古今以來之偉

大作品，其所以能深深感人者，即源於詩人作家真情至誠之寫作 。

詩人作家先具至誠之惰，至真之性，依此而去思想、取材、立意、

修辭等 r 修辭立其誠 J ( (易﹒乾﹒文言 > ) ，詩人作家依其真

“同註 27 '為〈楚辭文學的特質〉所引，頁 58 。

6S 司馬遷等著， (楚辭評論資料選) (台北:長安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 

版) ，所輯清﹒夏大霖， (屈騷心印﹒序跋〉語，頁 182

235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誠之性情選取最適當之語言文字，去表現所見所聞所感，如此「為

情造文」之作，讀者所受之感動必彌深。「情欲信，辭欲巧 J ( (禮

記> ) ，修辭若非來自真情至性，則所作必是 r ，為文造情 J 可視

為一種文字排列遊戲而已。

古今以來，凡血淚文章，警策文字，之所以感人動人，原因即

在以「至誠之心」寫作。屈原「好備為常 J 既具偉大高尚之操守，

叉真狂熱之感情，出之以至誠至性，所作不論作品藝術手法如何多

變，無不成為千古傳誦之佳作，所謂「至人皆蘊真情，蘊真情乃有

至文，非矯飾可擠也 J 66是矣。

五、結語

屈原創作之楚騷新體，在辭賦領域裹，象徵著一個新天地之誕

生，自〈詩經〉至兩漠之賦與樂府詩的五百多年間，屈原是卓丟在成

家，獨步詩壇，成為承先啟後之文學巨匠，而見其創作過程，可謂既

艱辛叉奇蝠，創作之新體屈賦，真價值乃在創新而非承繼，在于開

拓而非固守，蓋文體若因聽不變，則易成僵化，而沒有生命力，所

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至文 J ( (周易正義﹒

繫辭上) ) ，確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文學作品一經屈原特

意求新求變，方使本為地域性之屈賦， 一躍成為繫聯我中國文學傳

承與命脈之美艾。

清 ﹒ 蔣聽云:

〈騷〉者， (詩〉之變， {詩〉有賦興比，惟〈騷〉亦然，

但〈三百篇〉邊幅短窄，易可窺尋，若〈騷〉則渾淪變化，

其賦興比，錯綜而出，固未可以一律求也 67 。

“傅庚生. (中國文學欣賞學隅) (台北﹒地平線出版社﹒ 1973 年 l 月，四版 ) • 

( 真情與與會) .頁 8 。

的蔣膜. (山帶閣注楚辭) (台北 : 1賣文書局. 1971 年 7 月， 三 版) . ( 楚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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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形式，貴在變，屈賦能字句變，音節變，素材變、主題變、

風格變、意境變，而變之關鍵，除時移勢易外，即由詩人高華之才

情，深厚之學力，遠大之抱負，不凡之識見而促成，蓋其作「非博

學不工，而所以工非學 J r 非高才不妙，而所以妙非才 J (明﹒

屠隆〈論詩文> ) 

屈賦亦有不變者存，即其「創新求變」之創造才華，與「好備

為常」之人格美德二者相結合之文學精神，不僅在其一生中長隨，

亦在各篇作品中顯現，故可謂「屈子一生得力，全在不變二字 J( 清﹒

賀胎孫〈騷筱) ) 

清﹒沈德潛云: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

不著一點，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

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68 。

屈子有不變的「好情為常」之人格美德，而成就其「第一等襟

抱，第一等學識 J 宜其被譽為「古今第一等人物 J (林雲銘〈楚

辭燈) ) ，其作，被譽為「第一等真詩 J r 古今第一等手筆 J (林

雲銘〈楚辭燈) ) ，故屈賦之「變」與「不變 J 創造屈子生命之

新價值，亦使其作，達於至美之藝術境界。

餘論 ) .卷上，頁 l

68 T 福保編. (清詩話) (台北:明倫出版社. 1971 年 12 月，初版)所輯沈

德潛〈說詩時語) .卷上，頁 5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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