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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美而艷，情哀而傷，他自成一以「怨」為主調的另類傳統，創造

出了所謂的「騷體」一一種舊「情類」下的新「文類」 ω 後代的作

家與讀者雖然多半選擇了一條圓融練達的路，乃至男闢樂園，但，

很難完全忘情於他和他的作品，這不是因為他的癡﹒而是因為他癡

心之所寄，乃是人性中異於他物的那個「幾希」原質一一每個人混

沌初開時所曾深深繫戀的東西。

屈原寫下的篇章，數量固有限，但重要的是他創造出了一個典

型，撫慰了許多在大地漂泊的靈魂，過去的讀者中，許多都置焦點

於他的「不過」上﹒或許這亦讀者所自傷之處，雖不算離題，唯格

局過窄，並未掌握住屈原及其作品的深刻意義。只要人存在，與世

界互動之際，即必然會出現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衝突，理想愈高、

涵養愈深、情感愈濃、體會愈細的人，愈是如此，人懼怕被所處的

社會放逐，可是，令之更痛苦不堪的，往往是自我背叛，被社會放

逐是有家歸不得，而自我背叛則永遠無家可歸了。托瑪斯曼流亡美

國的時候，對記者說 r 我在哪裡，德國就在哪見 J 7。在屈原寧

死不固的傷痛中也自有壯語 :r 我在哪見，人美善的靈魂就在哪兒! J 

湘流所葬，不僅是一個善感詩人，不僅是一個美麗的南國，而是遼

古以來，人存在的理由。

70 龍應台. (譯本) .見{傾向}文學人文雜誌，總第六期，頁 7 .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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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定天下，文德絃海內
一一試論唐太宗之賦

王許林

江蘇教育出版社副編審

唐太宗李世民( 599 - 64 9 ) ，祖籍嚨西成紀(今甘肅秦安) • 

後徙居長安(今西安市)。李氏家族本是關嚨貴族高門，世代為將，

故李世民自小尚武，善於騎射，強悍蹺勇，誠如他自己所說 r 朕

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 J ( (貞觀政要 ﹒ 政體) ) I惰大業十三

年( 617 )六月，天下大亂，群雄并起，年輕的李世民審時度勢，

力賞。只吃寧相快苦悶超兵，卡一月吹入長安 ，次年瓦月t- I~~l 情帝，

函忱的，手 i ti. 1:\ tiU 到裝丕 u 其峙. I有任;當關巾-隅，勢單 -J] f嚀。于

世民掛帥親征，歷時七年，前後几六大戰役，終於掃平群雌'統一

全國。唐武德九年( 62 6 ) .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 J 誅滅太

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隨後即帝位，改元「貞觀」。在位二十三

年，勵精圖治，舉賢納諜，去奢輕賦，寬仁慎刑，開創了海內昇平、

威及域外的「貞觀之治」。唐太宗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博得後

世史學家眾口一致的贊譽 r 盛哉 ， 太宗之烈也 !其除階之亂，比跡

湯武;致治之美，的: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

l 業光大等. (貞觀政要全譯)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祉. 1991) .頁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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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唐書 ﹒ 太宗本紀贊) ) 2 

其實，唐太宗不僅「尚武 J 也很「重文 J 是文學的熱心人。

早在為秦王征討四方之時，他就開設文學館，羅致當時著名的文學

之士，號稱「秦府十八學士」。即位後叉說 r 朕雖以武功定天下，

終當以艾德緩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 J ( (舊唐書 ﹒ 音樂志) ) 

3所以 r 聽覽之暇，留情文史，敘事言懷，時有構屬，天才宏麗，

興托玄遠。 J ( (舊唐書 ﹒ 鄧世隆傳) ) 4唐太宗在戒馬位德、日理

萬機之中，著有文集四十卷， (帝範〉四卷， (凌煙閣功臣贊〉一

卷。著述之豐，在有唐一代帝王中首屈一指。然而，對於唐太宗的

文學成就，歷代似乎多所忽視，乃至有種種非議之詞，如明人王世

貞云 r 唐文皇帝手定中原，籠蓋一世，而詩語殊無丈夫氣，習使

之也。 J ( (藝苑危言〉卷四) 5近人聞一多說得更尖刻 r 太宗畢

竟是一個重實際的事業中人，詩的真諦他並沒有，恐怕也不能參

透。 . . . ...他所追求的抵是文藻'是浮華 。 J ( (唐詩雜論 ﹒ 類書與

詩) ) 6聞氏甚至把他納入宮體詩人的範疇 r 宮體詩文當指以簡文

帝為太子時的東宮及陳後主、惰，揚帝、唐太宗等幾個宮廷為中心的

艷情詩。 J ( (唐詩雜論 ﹒宮體詩的自贖 ) ) 7凡此種種，實在令人

遺憾。關於唐太宗詩的功過得失，已有人作專文評析，如許永璋先

生〈論李世民詩在唐詩中的奠基作用) 8 。而對其賦一一唐太宗文學

創作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似未見有分量的研究文章。鑑於此，

筆者不揣淺陋，擬就賦作一些拋磚引玉的探討，意在進一步廓清種

種偏見和誤解，還唐太宗在文學史上客觀、公正的地位。

2 (二十五史}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 海書店. 1986) .頁 1 3 0 

3 (二十五史}五(向上) .頁 135 0 

4 (二十五史}五(同上) .頁 315 。

5 (歷代詩話總編〉中(北京:巾華書局. 1983 ) .頁 1003 。

6 間一多. (唐詩雜論)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56) . 其 10 。

7 間一多. (唐詩雜論) (同上) .頁 11

s 見{許永璋唐詩論文選) (南京﹒南京出版社 . 1993 ) .瓦 1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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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賦存世不多， (全唐文〉錄有五篇<威鳳賦〉、〈臨

層臺賦〉、〈感舊賦〉、〈小山賦〉 、 〈小池賦) 0 9作品雖不多，

但如同初唐詩人張若虛僅以一篇〈春江花月夜〉而名垂詩史，唐太

宗的五篇賦，尤其是前三篇，也值得在賦史上大書一筆。孟子云:

「頌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J ( (孟

子 ﹒ 萬章下) ) 1。據此，我們不妨先從「知人論世」的角度，探討

一下唐太宗之賦的創作背景。

大唐立國之初 r 大難始夷 ，治江左餘風 。 J ( (新唐書 ﹒ 文

學傳序) ) 11文壇上治襲的這種六朝淫靡文風，顯然與天下一統、

政治和經濟蓬勃發展的局面很不適應。唐太宗清醒認識到，強盛的

國勢呼喚強盛的文學，如果沉緬於淫靡之風，勢必玩物喪志，甚至

重蹈南朝君臣國破家亡的復轍。因此，他在著名的〈帝京篇序〉中，

一方面提出了「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的政治理想，同時在文

學上響亮地發出「用成英之曲，變爛煜之音」的號召。所謂「咸英

之曲 J 就是「節之於中和，不繫之於淫放 J ' 12即反對華而不質、

放蕩縱欲的文風。唐太宗曾對房玄齡說 r 揚雄〈甘泉〉 、 〈羽獵) , 

司馬相如〈子虛〉 、 (上林) ，班固 〈兩都〉等賦，此皆文體浮華，

無益勸戒，何假書之史策? J ( (貞觀政要﹒文史) )的他還把文風

問題提到國家盛衰興亡的高度，一再告誡群臣 r 若事不師古，亂

政害物，雖有詞藻，終胎後人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

陳後主、階煽帝，亦有文集，所為多不法 ， 宗社皆須與傾覆。 J (同

上) 14概 言之 ，唐太宗以政治家的敏感和遠見卓識，意識到淫靡文

風的嚴重危害，並提出如下糾弊的主張:一、批判自六朝治襲至唐

9 唐太宗之賦均見{全唐文) (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影印本) .卷四 。

10 (文白對照十三經}下冊(廣州、I :廣東教育出版社. 1995) .頁的。

11 (二十五史}六，頁 611 ﹒

12 (全唐詩}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本) .頁 21 。

13 業光大等. (貞 觀政要全譯) .貞 405 。

14 葉光大等. (貞觀政要全譯) .頁 40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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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活靡交風;三 、 強調女學的 r;勸玻」 、 「敘(七 J 的社會」力 IiE:

元、注重作家自身的道德修羹，缸，、身 1l 駝 'fu 範後人‘這~;只之

淫放，重勸戒」為核心的文學思想 ， 實際上揭開了初唐文風革新的

序幕，也為初唐詩和賦的創作指引了一個健康的方向。

唐太宗的賦正是配合其理論主張而勇於探索 、 勤於實踐的形象

產物。他是以一個政治家的熱情和襟懷 ， 憑著創業和治國的生活根

抵投入辭賦創作的。所以，他的賦在題材的選擇 、 主題的開拓和構

思布局等方面，基本上拋開了漢賦及六朝文人習見的創作模式，體

現了鮮明的時代風格和個性色彩。

唐太宗以武力「削平區宇 J 叉以「蝶血禁門」而登上帝位 。

這種艱苦卓絕而叉富於傳奇色彩的創業歷程，是他念念不忘 、 引以

為自豪的;而表現這種創業歷程，構成他為辭賦創作開闊的第一個

全新的題材領域。(威風賦〉就是典型代表。此賦初看題目 ， 似與

賈誼的〈鵬鳥賦〉 、彌衡的 (鸚鵡賦〉 、張華的(觴鵑賦〉等一樣，

為一篇寫禽鳥的詠物賦，但實際上它們之間的意趣和境界是大不相

同的。撮〈舊唐書 ﹒ 長孫無忌傳〉載 r 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

之力，叉作〈威鳳賦) 0 J 15可見唐太宗既非一般化詠物，也非借

物寫，己之悲歡，而是;fJ 忠i:業艱妞，佐命之 )J j j斗 惶沛忌 ，4

;正文人;是在所能望 J主的背 '.1 U (i!斌的 IJfJ 篇.

有一威風，憩制朝陽。晨游紫霧，夕飲元霜 。資 長風以舉翰，

皮天街而遠翔。西實則煙氣開色，東飛則日月騰光。化垂鵬

於 北裔， 當I 1 群鳥於南荒 。砰亂 世而方降， 府明時而 自 彰。

這段筆墨縱橫、氣勢甜暢的賦文，寫鳥乎?寫人乎?我們可對照閱讀

他的一些詩作，如〈經破薛舉戰地) : r 音年懷壯氣，提戈初仗節。

心隨朗日高，志與秋霜潔。... ... 一揮氛診靜 ， 再舉鯨銳減。」叉如

(幸武功慶善宮) : r 弱齡逢運改，提劍鬱匡時。指瞳八荒定，懷

柔萬國夷。」不言而喻，這「資長風」、「庚天衛」、「摺亂世」、

的{二十五史}五 ，頁 2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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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膺明時」的威鳳 ， 分明是唐太宗少懷大志 、心繫天下 、 南征北討 、

掃平群雄的化身和自我寫照，只不過詩直敘 ，賦隱喻 ，兩者異曲同

工 !再看賦的第二段 :

俯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

之侶俱嫉，共幹之傳并仲。無桓山之義情，有炎州之凶度 。

若巢葦而居安，獨懷危而履懼。鶴鳴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

枝。... ...哇憂患之易結，嘆矯繳之難達 。 期畢命於一死，本

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淨。

披蒙聽於葉下，發光華於技里。

這段賦文寫得頗隱晦亦頗巧妙，字面上處處不離「物」一一鳳鳥的

生活習性和情狀 ; 字面後隱含的卻是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一一「玄

武門之變」的前因後果。據〈資治通鑒〉卷一九O載 r 世民功名

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 ，乃與元吉協謀 ，共傾世

民，各樹引黨友。 J 16由此可知，賦中的「鷗鵲 」 、「燕雀」 是影

射李建成 、 李元吉之流的猜忌和傾吼，而「 君子」則是指協助他發

動「玄武門之變」的長孫無忌 、尉遲敬德等佐命大臣。在中國封建

社會里，宮廷內搶奪皇位 、 骨肉相殘之事 ，屢見不鮮。但對此類事

件，當事人往往諱莫如深，史官也多加粉飾。借助文學作品加以形

象追述的，惟有唐太宗一人 ! 因為， 他深信自己的所作所為順乎民

心、合乎天意 r 昔周公誅管 、 蔡而周室安.. . ... 朕之所為 ， 義同此

類，蓋所以安社稜 、利萬民耳 ! J ( <貞觀政要 ﹒ 文史) ) 1 7而且，

這段史質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教訓，他要借此告誡後人，君明臣忠，

同心同德，才能共建王室的萬年基業 !所以，賦的最後說 :

是以徘徊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托英才而福廷。

答息之情彌結 ，報功之志方宣 。 非知難而行易，思令後以終

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的{資治通鑒) (長沙﹒岳館自社. 1990) .頁 477 • 

17 葉光大等. (貞 觀政要全譯}﹒頁 4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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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鳳賦〉把詠物和敘事 、 抒情熔為一體 ， 在詠物中蝶合自己一生

的榮耀 、 磨難和希望 ， 對於古往今來的詠物之賦 ， 不能不說是一個

重大的創新和突破 !

唐太宗深知創業難 ， 守成更難 ， 所以非常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

曾說過「以古為鏡 ， 可以知興替 J ( (舊唐書 ﹒ 魏征傳 ) ) 1 8的名

言。他在詔令魏征等人撰修梁 、 陳 、 齊 、 周 、 隔五朝史的同時，文

常吟詩作賦自陳鑒古識令的感受。其中，最著名的詩為〈帝京篇)

十首 ， 與之相媲美的則為(臨層臺賦〉。這就構成了唐太宗之賦的

第二個重要的內容:詠史述懷 ， 抒發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治國平天下

的政治理想。

(臨層臺賦〉在題材上似屬〈文選〉中所列的「京都」之類 ，

在表達上也吸收了一些漢大賦的傳統手法。例如 ， 賦文一開頭即以

濃墨重彩描繪京城皇居的雄偉 、 壯觀 :

鬱 金階兮起 霧 ，碧玉宇兮 流霜。 延 復道於阿閣，啟重門於建

章。 爾乃崇基迴構，危 層 開出 。 暑 結 冬 臺 ，寒 濃 夏 室。望 雕

軒 之 拱 j葉，觀鐘檻之擎日 。 柱引桂而圓虛，芳舒蓮而倒 實。

霞觀近兮 紅逼，煙樓遙兮 翠 密 。

但是，唐太宗作〈臨層臺賦〉的用意不同於漢代賦家炫耀宮室的壯

觀以取悅帝王，而如〈帝京篇序〉中所說 r 至於秦皇 、 周穆 、 漢

武 、 魏明，峻宇雕牆 ， 窮侈極麗 ， 徵稅彈於宇宙 ， 轍跡遍於天下 ，

九州無以稱其求 ， 江海不能膽其欲，覆亡顛沛 ， 不亦宜乎 ! J 所以 ，

在作了上面整體風貌的勾勒、形成一種鋪墊之後 ， 叉捨棄了漢大賦

對奎 、 樹、廊 、 觀 、 閣等一一鋪陳 、 大肆夸飾的俗套 ， 陡轉筆鋒 ，

用「念作者兮為勞，愧居之而有逸」承上啟下，由寫景轉入議論 、

抒情和歷史興亡的思考。這與漢京都大賦一味鋪采搞文 、 歌功頌德 、

篇末委婉致諷的結構，是迴昇其趣的。〈臨層臺賦)中間最引人注

目 、 發人深思的段落 ， 是對秦漢帝王驕奢淫逸 、 勞民傷財的嚴峻批

18 { 二 十五史}五，頁 3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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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和譴責 :

則若阿房初制，窮入荒之巧藝;甘泉始成，極三秦之壯麗 。

工靡日而不勞，役無時而暫憩 。 加以長城互地，絕脈遐荒;

疊郭峙;葉，層層映廊。反是中華之弊，翻資北狄之強 。 烽才

煙而已備，河欲凍而先防 。 玉串痺於榜藏，黎 f亨、項於風霜 。

與揚雄的 〈 甘泉賦〉極力誇耀甘泉宮的瑰麗、奇偉形成鮮明對比，

唐太宗想到的是民累的辛苦血汗 :r 工靡日而不勞 ，役無時而暫憩 。 」

而民眾是水 r 水能載舟 ，亦能覆舟 J ( (貞觀政要﹒教誠太子諸

王) ) 1 9 為 人君者豈可不引以為戒?這里，請特別注意 「反是中 華

之弊 ， 翻資北狄之強 」這一石破天驚的見解!在唐太宗看來 ，秦築長

城是自設藩籬 ，既不能真正阻擋異族入侵，更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

久安，相反 r 玉吊彈於帶藏，黎庶項於風霜 J 導致秦王朝在民

怨沸騰中 二世而亡 。毫無疑問，惟有對歷史興亡洞悉於心，對民生

疾苦抱有人道情懷 ， 叉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的一代雄主 ，才能吟誦出

這雄視百代的警句!

鑒古為了識令。 所以 〈 鑒層臺賦 〉 最後部分主要闡述自己的君

道觀 ，也就是治國惠民的理念和方略:

循今蹤兮覽前跡，俯層城兮臨太液 。 鑒高深之外固，蕩心神

而內益 。 ... ...彼露臺之一儉，乃延德於蒼生 。 此崇基之漸泰，

方起謗於黎吐 。 利懷小而忘大，害棄重而思怪。... ...澄遣心

意，坐怡情抱 。 一德是珍，萬物非寶。不避辱於真惡，主求

榮於偽好?既同德而同心，共流芳於王道。

這段議論充分表現了唐太宗戒驕去奢、 重德愛民的精神境界，與〈帝

京篇〉詩中所說相一致 r 人道慮高危，虛心戒盈蕩。春天謂誠敬，

臨民思惠贅。」當然 ，從藝術性考量 ， 這段賦文未免有些 圖解理念 、

道德說教的意味，缺少一點文學形象性 。 但可貴的是 ， 唐太宗 不是

1 9 王震光大等， {貞觀政要全譯} ﹒ 頁 2 3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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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 .為 文造情 J 虛言假語，他是真心關注民生疾苦的，歷史文獻的

記載可作賦的佐證，如〈貞觀政要﹒教誡太子諸王) : í 朕每一食，

便念穆福之艱難;每一衣，則思紡績之辛苦，諸弟何能學朕乎? J 20 

總之， <臨層臺賦〉把寫景 、詠史、議論相結合的構思，加之滲透

其中的憂患意識、人道情懷和蹈厲奮揚的精神，造就其為賦史上別

具一格 、內涵深沉的佳作 。胡應麟曾盛贊(帝京篇) : í 唐初惟文

皇帝〈帝京篇) ，藻膽精華，最為傑作... ...無論大略，即雄才自當

驅走一世。 J ( (詩數 ﹒內編 〉卷三) 21而〈臨層臺賦)也是當之

無愧的。

唐太宗雖為一代英主 ，功蓋天下，但作為一個人，也有著常人

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尤其到了生命的暮年，難免產生歲月流逝、

人生短促的感傷。作於貞觀十八年( 644 )冬的〈感舊賦〉就表現

了這方面的情緒。其序文云 í 流盼城闕之閒，睹弱齡游觀之所。

風雲如故，卉木維新。少壯不留，忽焉白首。追思囊日，緬成異世。

感時懷舊，撫瞥忘歸。握管敘情，賦之云爾。」 一種悲涼、傷感之

情溢於言表。抒寫憂生之喔 ，在前人的詩賦中亦屢見不鮮，如 〈古

詩十九首) : í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生年不滿百，常懷

千歲憂」等。叉如陸機〈嘆逝賦) : í 觸萬類以生悲，嘆同節而異

時。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注。」都是為人傳誦的名篇。那麼，

唐太宗的〈感舊賦〉有何新的突破和特色呢?

首先 ， 唐太宗的詠嘆是建立在重游故地 、追憶少年時代化而風

雲的基礎上 ，由「懷壯齡之慷慨」而引發「撫虛躬而 自傷 J 因而

在低沉 、凝重的旋律中迴蕩著一股慷慨、奮厲之氣。且看賦的前面

回溯階末大亂 、洛陽遭毀， 自己順天應時 、奮起平亂 、躍馬征戰的

情景:

20 葉光大等. (貞觀政要全譯) .頁 246 。

21 (詩數)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頁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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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晴季之分崩，遇中原之喪亂。濯龍變為汙池，平樂化為京

觀。天地兮厭賄，人神兮憤惋。遂收袂而電舉，乃奮衣而雲

翔。據三秦兮鳳時，出九谷兮龍釀。揮寶劍之虹彩，迴雕戈

於日光。掃繞槍兮定六合，廓氣;今兮靜八荒。

這段賦文寫得過勁有力、駿逸暢達，可見想見唐太宗對自己「壯齡

之慷慨」是何等興奮 、神往和自豪，他多么希望自己永謀朝氣蓬勃、

風華正茂的青春 !但歲月無情， 青春不再 ，縱然貴為天子，也只能「撫

虛躬而自傷」。所以這是英雄暮年不服老的嘆息，哀而不傷;是追

求功業、憂世不治的感惋'悲而不餒，與一般文人的憂生患死、嘆

老噓卑，完全是兩種氣概、兩個境界。如果要作比較的話，較為相

似的是另一位亂世英雄曹操的詠嘆，如〈短歌行) : í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如〈龜雖

詩) : í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 ，終為土灰。老聽伏極 ，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千古英雄的悲壯蒼涼的心境是

相通的!

其次，唐太宗能夠從自然造化的規律性上認識人生的短促 ，把

生命的憂思升華到哲理的高度 ，從而在更深刻的層面上顯示一個政

治家豐富復雜的內心世界。賦中叉云:

觀世俗之飄忽，鑒存亡於宇宙。林何春而不花，花非故年之

秀;水何日而不波，波非昔年之溜。主獨人之易新，故在物

而難舊。歲月運兮寒復暑，日月流兮夜還晝。信造化之常經，

孰聖賢之可救。

這段賦文寫得舒緩平和，表明唐太宗的心境也由激烈轉為冷靜 ，以

理性的態度來認識社會、自然、人生的變化。如同世道飄忽不定，

宇宙盛衰交替，花開花落、寒暑代謝 、日月輪轉一樣，人也有著誕

生、成長 、壯大、衰老、死亡的歷程，這一切都是自然造化的必然

規律，聖賢也不可阻止、挽回，自己叉何必過於悲切、傷感呢?於是

唐太宗串串而以達觀超脫的態度對待衰老和生命，既不企求神仙的長

生不老( í r嘆高蹤之靡靚 J ) ，也不為富貴名利所拘牽( í 嘉令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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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傳 J ) ，在有限的生命中，平靜地享受人生，享受自然。所以，

賦的結尾若開一筆，寫 7一段精彩的洛陽冬景，呼應全篇:

況復氣結隆冬，歲窮餘律。對落景之蒼茫，聽寒風之蕭瑟 。

雲散葉而無蒂，雪凝花而不實。霧嶺斷兮疑連，煙林躁兮似

密。節物同於前載，歡憂殊於囊日。扣沈思而多端，寄翰墨

而何述。

由時間的沉思轉向空間的描繪，冬景亦如暮年，別有情趣和風物。

賦中用詞凝練，刻畫真切，景中寓情，景中寓理，景、情、理渾然

一體，宛似一幅啟人遐思的潑墨寫意畫，一曲餘音裊裊、含蘊不盡

的樂調。一個日匕呃風雲、吞吐宇宙的蓋世英豪，亦有這般細膩、委

婉的人情味，實在令人擊節贊嘆，百讀不厭!

熱愛生命，渴望生命，叉能平靜地、理性地對待生命的消逝，

這就是(感舊賦〉的耐人尋味之處。

上論三賦分別表現三方面的重大題材 : 建功立業、述古興亡、

感嘆λ生。而貫穿其中的基調和主線，則是大唐積極進取、奮發向

上的時代精神和政治家的豪壯氣勢與開闊襟懷。它們構成了唐太宗

辭賦創作的主流，認真品讀這些作品，無論從什麼角度考量，也不

能說他「無丈夫氣」或說他「追求的抵是丈藻'是浮華。」與齊、

梁、陳、陪小朝廷留連閏閣杯酒的狹窄胸襟，更不能同日而語 。王

氏、聞氏之誤明矣。需要討論的是唐太宗的〈小山賦〉、 〈小池賦〉。

這兩篇寫景賦皆篇制短小，前者共 25 0 字，寫宮廷中一座「啟一 圍

而建址，崇數尺以成呸」的假山;後者連序共 171 字，寫大臣許敬

宗府中「引涅滑之餘潤，縈咫尺之方塘」的小池。所寫既非名山大

川，也就難有闊大的氣象和境界，當然也談不上深刻的思想意義 。

於是，它們就同唐太宗詩歌中的〈詠雨)、〈詠風〉、(賦得櫻桃〉、

〈賦得殘菊〉等一樣，成為貶抑唐太宗文學成就的口質。其質，作

為一個太平皇帝，長期養尊處優的宮廷生活，難免滋生一些志得意

滿、悠閒享樂情緒，偶而寫一些內容平淡 、 詞藻華麗、風格纖弱的

作品，也是不足為怪的。這至多反映了唐太宗尚沒有徹底擺脫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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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風的影響和束縛一一這是歷史的局限，唐太宗及初唐大部分文人

都未能免俗。然而，叉切不能把它們與「梁簡文之在東宮，亦好篇

什。清辭巧制、止乎任席之間;雕王家蔓藻'思極闇闇之內 J ( (惰

書 ﹒經籍志) ) 22的宮體相提并論。因為，唐太宗的這些詩賦中，

既無 r .任席」、「闇閻」的艷情內容，也非「雕啄蔓藻」。應該指

出，唐太宗寫這些詩賦還有個客觀因素。他與歷代帝王不同，為了

不擾民，一生不封禪，不巡遊 ，不求仙，這在〈帝京篇序〉中說得

很明白 r 故溝油可悅，何必江海之演乎?麟閣可玩，何必山陵之間

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豐鍋可游，何必瑤池之上乎 ?J 明乎

此，他既不游山玩水，那麼在理政之暇，把宮廷府郎的小山小池作

為賞心娛情的對象，也就可以理解了，何必以偏概全?況且，他還力

求小中見大，以小山小池獲得心志的純潔和精神的啟迫，如〈小山

賦〉云 r 聊夕玩而朝臨，足榜懷而蕩志。 J <小池賦〉云 r 雖

有慚於淇潮，亦足瑩乎心神。」再就賦文而言，并無「雕球蔓藻 J

而不乏清麗可喜的筆墨:

風暫下而將飄，煙才高而不瞋。寸中孤峰連還斷，尺里重巒

軟復正。岫帶柳兮合雙眉，石澄流兮分兩鏡。爾其移芳植秀，

摧幹抽莖。松新單薄，桂小丹輕。細影雜兮俱亂，弱勢交兮

共縈 。( < 小山賦> ) 

疊風紋兮連復連，折回流兮曲復曲。映垂蘭而轉萃，翻輕苔

而動緣。牽狹鏡兮數尋，泛芥舟而已沈。浦菱花於岸腹，學

蓮影於波心。減微 i胃而頓淺，足一滴而還深。( <小池賦> ) 

想象豐富，狀物細致，描摹真切，沒有堆操典故，不用冷僻文字，

純是自描手法，讀來親切自然。在句式上耕儷語與騷體語間用，於

自然靈活中顯現出整筋之美。音韻婉轉流暢，再慘入七言詩體句 ，

更富有跌岩回環的情調。

以上，是我們對唐太宗之賦所作的客觀解析。但對於一個地位

22 (二十五史〉五，頁 1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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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 、 權勢煜赫的君主作家來說 ， 這種作品本身的客觀解析尚不能

代替其全部的價值評估。價值評估當包括共時因素和因時因素的聯

繫和比較。那麼 ， 如果再從賦體文學演變發展的角落上加以考察，

其價值意義和歷史作用將更加昭然若揭。

首先，唐太宗之賦真有「糾弊」和「拓新」的雙重意義 ， 即初

步扭轉了六朝以來賦風的日益墮落 ， 并開一代新賦風的先河 。賦作

為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學樣式，自先秦「受命於詩人，拓宇於楚辭」

( (文心雕龍 ﹒ 詮賦) )刃而形成後 ， 至兩漢達到鼎盛，成為時代

文學的主體。漢魏以後賦的發展長河中雖不乏名篇佳作，但逐漸出

現了一股股濁流 : 先是兩晉演繹老莊、清談玄理的玄言賦興盛一時，

劉懿斥之為「賦乃漆園之義疏 。 J ( (文心雕龍 ﹒ 時序) ) 24繼之

偏安一隅的南朝小朝廷，上下缺乏進取精神，沉緬於聲色犬馬，以

整練 、 研華的騏賦作為縱欲 、 享樂的工真，取材的視野也越來越投

向宮闇深閩、笙歌院落，出現了所謂的「纖巧化、軟性化的趨勢」 。

25如簡文帝的〈舞賦〉 、 元帝的(采蓮賦〉 、 陳後主的〈夜亭度雁

賦〉 、 徐陵〈鴛鴦賦〉 、 庚信的〈鏡賦〉等等。長此下去，賦將同

宮體詩一樣不堪入目。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唐太宗登上辭賦創作

的舞臺。他深惡痛絕這種「雅道淪缺，漸乖典則 J ( (情書 ﹒ 文學

傳序 ) )泌的亡國之音，以騏賦的形式結合政治家的熱情和器識創

作了〈威鳳賦〉 、 〈臨臺賦〉、〈感舊賦〉等作品，一掃「枉席之

間」、「閩闇之內」的輕薄之氣，使初唐賦壇走上關注現質、追求

功業 、 弘揚道德精神為主調的道路，出現了魏徵的(道觀內柏樹賦 ) 、

謝值的(惟皇誠德賦〉、(高松賦〉 、 李百藥的(贊道賦〉、李峙

的(楚望賦〉、徐彥伯的〈登長城賦)等，以及王勃的(春思賦 〉

盧照鄰的〈秋霖賦〉、駱賓王的(蕩子從軍賦〉 、 陳子昂的〈塵尾

23 周振甫. (丈心雕龍注釋)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1) .頁 80 • 

24 周振甫 ﹒ {丈心雕龍注釋) (同上) .頁 479 。

25 程章燦. (魏晉南北朝賦史)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2) .頁 218 • 

26 ( 二 十五史}五，頁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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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定天下，艾德餒海內一一試論唐太宗之賦

賦〉等抒寫個人政治抱負、表現民生疾苦的作品。盡管它們還存在

這樣或那樣的缺點 ， 但從整體上說 ， 初唐賦較之六朝賦從內質到外

貌都煥然一新了。

其次，唐太宗之賦初步體現了南方的「清綺」與北方「貞剛」

相融合的美學理想、。唐太宗反對淫放，注重勸戒，但并不像陪文帝

那樣排斥文學的抒情和文采的基本特質，相反很重視抒情和詞采之

美，甚至非常傾羨陸機的「天才秀逸，辭藻宏麗。 J ( (晉書﹒陸

機傳 > ) 27他的最高美學理想 ， 就是魏徵在《情書 ﹒ 文學傳序〉中

所說 r 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 ; 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 . .

若能攘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艾質彬彬，盡

善盡美矣。 J 28所以，唐太宗之賦在注重襟懷志向、氣質情思的同

時，亦頗重文采和音調之美。此前已有論及 ， 這裡僅從其修辭用語

亦可略見一班。在唐太宗的賦文中 ， 既可見到金階 、 碧玉 、 雕軒 、

煙樓、雲霞 、 殘露、垂蘭 、 蓮影等清綺之音 ， 亦可見到端晨 、 崇基 、

胡塵 、 朔馬、奮衣 、 電舉 、 雕戈 、 興亡 、 八荒等貞剛之語 ， 兩者和

諧結合，使他的賦具有雄渾叉不失典雅 、 豪壯叉不失俊逸 、 質樸叉

不失清麗的風格。當然，實現南北文風的融合，達到「文質彬彬，

盡善盡美」的境界，決非一朝一夕可成，而唐太宗之賦在合其兩長

方面，尚處於不成熟，不穩定的探索狀態。

綜上兩點，加上唐太宗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賦的價值意義

和影響力 ， 必將超越作品本身，而對整個文壇起一種召喚、鼓舞和

導向作用。也就是說，他將推動初唐及其後的作家 ， 從內容到形 z

揚棄六朝文人的模式，走上關注現實，關注民生，關注國家前途命

運的創作道路。事質上，貞觀賦壇己初露端倪，在「四傑」、陳子

昂及其後李白(大鵬賦〉 、 杜甫(雕賦〉等作品中 ， 不都可以見其

影響和黨陶嗎?所以， (全唐詩 ﹒ 太宗小傳〉云 r 天文秀發，沈麗

27 ( 二 十五史}二，頁 1 72 • 

28 (二十五史}五 ，頁 2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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