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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統一、自由通脫的初唐賦
一一初唐賦特徵及其成因述論

于浴賢

津州師範學院中文系

初唐，值一代王朝草創之初，統治階級以創業者所特有的非凡氣魄，

致力於守成，安天下大業，為皇權穩固，王祥久長，統治者認真吸取前

朝治國的經驗教訓 ，虛心納諜，聽取各方面意見，選賢授能，任用一大

批忠誠有為的文臣武將，君臣同心協力，勵精圖治。從唐太宗到執政大

臣，對於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都有深刻的認識 。魏徵曾告誡唐太宗

曰 r 臣聞古語云Ir君舟也 ，人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iI J I唐

太宗亦謂侍臣曰 r .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

以峻腹，腹飽而身斃。 J 2因此，統治者注意與民休養生息，省都役，薄

賦斂 ， 興復制度 ，革除舊弊，戒驕奢'去淫f失 。經唐太宗一朝二十幾年

時間的努力，天下統一，吏治清明，四夷安定，邊界鞏固，生產發展，

經濟繁榮。國力己較為強盛，出現了歷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之后 ，

高宗 、 武后 、中宗 、 睿宗數朝 ，均在「貞觀之治」的基礎上持續穩步地

發展，終於步入了盛唐鼎盛階段。初唐的統治者們在加強國內治理 、建

設的同時，並以發放的精神、寬廣胸懷發展與亞洲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

這一對外交流活動，對初唐乃至整個唐代的經濟文化都產生了深刻的影

， 一時，各國使臣 、 學者 、 商人 、傳教士紛紛湧進長安 、洛陽，他們

帶來了異國的商品、學術 、 文化和宗教。胡樂 、胡舞、 犀象 、鸚鵡' 異

I (貞觀政要﹒政體 }

2 同註 1 • 

335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域的珍奇寶玩紛紛傳入中原，異國的宗教也紛至背來，與漢族的宗教文

化相融合、並存，以至出現了儒、道、釋三教並存的局面... ...初唐的文

化，表現初兼容並蓄的特徵，體現出前所未有的氣概與開放自由的精神 。

初唐，以其非凡的氣魄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它令許多外國人錯愕、震

驚、仰慕;使一代唐人自豪、驕做 。 置身於蒸蒸日上的初唐社會， 一代

士大夫文士感到歡欣鼓舞，對國家的未前、個人的前途充滿了信心和希

望 。 他們眼界開闊，心胸高遠，表現出開朗樂觀、積極進取的風貌，這

一精神風貌投映於初唐賦中，便形成初唐賦和諧統一 、自由通脫的基本

特徵 。 這是物我的統一 ，主客觀的和諧，是敢想敢說、開拓進取的通脫

自由 。

一、「不過」之嘆與隨順委運的和諧

仕途功名是中國封建社會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同追求，是他們施

展才幹、質現抱負理想 、 為國為君為民的最理想途徑 。 所謂「學而優則

仕」正是他們共同的願望 。 然有追求便會有失落，而封建制度的侷限及

種種社會因素的制約，更使為數眾多的人只能是值賽困頓，有志而不得

申 。 因此 r 感士不遇 J 便成了封建社會中一直吟唱不絕的文學主題

之一。 唐王朝的建立，結束了長期的割據、戰亂，叉繼之以政治的清明、

國力的強盛與文化的開放，這就使初唐的士人們對新王朝充滿7信心和

希望，並渴望為王朝的發展做一番事業 。 但理想與現實往往有很大的距

離，尤其是一些中下層士人和官僚更不免有仕途坎呵、才高位下之怨嘆 。

此類內容在初唐賦中多有表現，尤其集中在年少才高、官小名大的四傑

賦中 。

王勃的(洞底寒松賦〉吟詠洞底寒松，托身天地間，遍歷雨露風霜，

閱盡人間滄桑，而永保磊落峻節 。 然因托非其所，故「出群之器何以別

乎? J 作者睹物傷惰，慨嘆「蓋用輕則資眾，器宏則施寡。信棟樑之已

成，非樣角之相假 。 徒志遠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 。 」洞底寒松的境遇

正是自我「才高而位下」的寫照。賦家托物言志，抒寫了對自身境遇的

不滿與怨嘆 。這種失意之悲，在他的〈游廟山賦〉中表現得更為鮮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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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山臨水的遨遊中，山水勝景、肆游之快樂，反而深深觸動了他內心

的隱憂，喚起了他沈重的感傷與暖歎 r 驅逸思於方外，侷高情於天下。

使蓬瀛可得而宅焉，何必懷於此山也。 J r 已矣哉 ， 吾誰欺!林整逢地，

煙霞失時。托宇宙兮無日，俟蚓鷺兮未期。」對作者來說，現實是無法

忘卻的，他不願自欺欺人以掩飾，因此賦作一改往日山水賦中所表現的

高蹈遺世的情懷，而把失意之悲表現得十分鮮明。盧照鄰有〈窮魚賦〉、

〈病梨樹賦) ，以窮鳥病梨喻己之窘困拓落的處境。謝值吟高松，贊其

凌霜傲雪而節愈高、質彌潔，卻唾其美才無用，動則得咎。「動挂步而

致阻，投一足而必危。 J 3寄託了對懷才不遇者的同情與不平。現實生活

中，個人遭遇的不得意使他們深懷怨忿，另一方面，他們叉能以從容隨

順的態度來調整自己，因此初唐賦中，一方面是懷才不過之嘆，另一方

面，隨順委運平和沖滄之吟叉不絕於耳。或一篇中兩種情感和諧並存，

或同一賦家兩類題材均有佳作。謝值(高松賦〉一方面暖美才無用，另

一方面艾處以豁達隨順的態度。「任{黨來之否泰，委玄運之遭隨。 J r 恆

怯進而勇退，每知雄而守雌。」王勃〈曲江孤:兜賦〉寫孤:兜棲蕩翻日妾於

江側 r 吭紅藻，翻碧蓮。刷霧露，棲雲煙。近之則隱 ， 馴之則前。去

就無失，浮沈自然。」由此悟出人生之道 r 暖乎，宇宙之容我多矣 ，

造化之資我厚矣，何必處華池之內，而求稻梁之恩哉 ! J 多麼豁達超然

的人生態度!盧照鄰〈馴蒲賦〉詠薦「懷九圍之遠志，托萬里之長空。」

一旦遭挫，則「屈猛性以自馴I '抱愁容而就養。聽鳴鳩於月曉，侶群鵲

於星落 。 」表現能上能下，能屈能伸，隨順從容之態。楊炯詠浮摳 r 處

上下而無窮，任推移而不繫;似君子之從容，常卷舒而不滯。 J 4駱賓王

詠螢﹒甘子布詠光，均寓放曠自得之惰。賦家在此表現的絕非不食人間

煙火，處虛無飄渺的超然，亦非對現實的頹廢、消沈 ， 而是一種面對現

質的開朗豁達，明淨致遠的情懷。賦作所借以詠嘆的是浮溫 、 孤:冉、馴

而、幽蘭、青苔等十分恬淡、隨順的意象，是出亦可、處亦可的和諧情

懷。

3 謝懼. ( 高松賦 〉

4 楊炯. (浮福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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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如此開朗豁達的態度對待「窮達 J 一方面，自然是儒家「兼

濟」與「獨善」的人格精神以及道家高蹈超脫、安時處順的人生態度在

一代士人身上的表現;同時 ， 更有初唐社會的統一穩定、自由開放帶給

士人以信心和希望密切相關。我們看到，六朝賦中 r 不遇」之悲往往

或強烈地表現為連涉季世的沈哀與憂危，或則表現為日暮途窮無所作為

的無聊與失望。而初唐賦的「不過」之嘆則來自對於自我才能的強烈自

信，是對功名事業的熱烈追求而不可得的心理反應。應該說，初唐士人

們當他們政治上失意時，他們對社會的前景、個人的未來仍充滿著信心

和希望。對他們來說，大環境好了，即使個人一時失意，仍感到現實可

以接受，環境可以處下去。於是他們以一種從容隨順的態度來把握自己，

從理智上、情感上努力去克服失意的情緒，調整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主

觀意志與客觀環境的關係。而這正是初盛唐人的精神，是身處封建社會

上升時期士人人格豐滿的體現 。 正由於此，即便是不免輕躁之譏的四傑，

在進退窮達之際，亦猶不失其從容揮斥的意態與神情 。 此後的盛唐邊塞

詩與山水田園詩，一則以功業自負，一則以林泉相高，而二者卻反而猶

合，其中消息，正與此一脈相通。劉希夷說得好 r 窮途人自哭，春至

鳥還歌。 J 5在這富於展望的時代，我們不正可以從失意的嘆息中聽到輕

婉自在的歌唱嗎?

二、 強烈的用世精神與自我人格張揚的統一

功名事業心在初唐知識份子身上表現十分鮮明，不管現實處境如

何，窮也好，達也好，他們的用世精神始終沒變 。 即使是仕途失意之士，

他們消沈情緒的流露也只是出亦可、處亦可，哀傷中不乏豁達之情，而

在失意怨嘆的背後 ， 實則強烈地表現出他們對功名事業的渴望 。 他們所

擔憂的是 r 感芳草之及時，懼修名之或喪 J 6他們所怨忿的是 r 何濯

5 M1J 希夷. ( 曉憩南陽旅館 )

6 王勃. ( 采蓮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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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之有地，如攀桂之無因。」 7 「托宇宙兮此日，俟蚓鷺兮未期 J 8不管處

境如何，他們從未忘卻功名事業，他們也毫不隱諱對功名事業的追求。

王勃(采蓮賦〉中，在感嘆失意的同時 ，叉滿懷希望、慷慨高歌 r 蓮

有藉兮藉有枝 ，才有用兮用有時 ;何當炯娜華實移，為君含香藻鳳池 。」

多麼激揚豪邁的心聲 ， 若無強烈的自信，若非對社會充滿信心 ，怎唱出

如此心曲!如此不屈不撓、堅定執著、慷慨豪邁之聲，在盛唐李白的〈行

路難)中我們再次聽到了桐響，並唱出了最高音 r 長風破浪會有時，

直掛雲帆濟滄海。」執著豪邁的精神氣概，正是一脈相承。楊譽〈紙薦

賦〉以紙薦憑藉風力 r 始回旋於元氣，終出入於高街。」自況仕途失

意的遭際，並寄託了再次展翅雲霄的願望 r 我於風兮有待 ，風於我兮

焉求。幸接飛廉之便，因從汗漫之游。當一舉而萬里 ，焉比夫輸紡之鶯

鳩者哉。」作者表現了大用於世的強烈願望和鵬程萬里的志向，熱切地

渴望著時機的到來。六朝中那種「處為遠志 ，出為小草 J 9的觀念在初唐

已不復存在了，士人們自不必扭捏作態，以滄泊自持相高 ，他們真誠地

面對社會面對現實，大膽直率地表達對功名事業的追求。

初唐士人對功名事業的強烈追求，既基於對社會的信心，叉來自於

自我人格的自信和肯定。在這充滿自由精神的時代 ，在這富有希望的時

代，他們自信自我人格精神是豐滿而美好的，並無愧於這統一時代 ，因

此以雄視一切的氣概，向社會敞開了寬廣的胸懷，向世人展示出整個貝

人格精神，對自我人格的張揚表現出前所未有執著。一時吟詠道德才能、

強調個性修養、闡述社會人生體驗的賦作大量湧現，賦家人格精神的方

方面面在此得到淋漓盡致地張揚。

這類賦作有托物言志自喻自況 ，表達對自我人格的讚美與肯定的。

如宋璟 〈 梅花賦〉詠梅之清高，魏徵〈道觀內柏樹賦〉贊松之堅貞，王

勃(慈竹賦〉詠竹之高節，借事態物理的吟詠 ，以自矜自認自我節操與

7 王勃. ( 九成宮東台山池賦 〉

8 王勃. ( 玄武山賦 )

9 ( 世說新語 ﹒ 排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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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美好，有詠嘆能屈能伸、知足常樂、滄泊自持的情懷，讚美謙虛

謹慎、抱一含宏的美德的，如東方叫〈尺蜂賦〉、〈蚯蚓賦〉、(嗆蜍

賦〉、盧照鄰〈雙權樹賦〉等。有吟詠與道合一，與天地合一 ，守節不

移，達到 r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道德境界的，如楊炯〈青苔賦〉

甘子布〈光賦〉等等。凡此種種，賦作借詠物以抒懷，或詠嘆自我人格

的美好，或表達對某一道德節操的讚美與追求。盡管他們各自個性不同 ，

人格取向各異，然而他們都以同樣的自得自信予以張揚。

初唐士人的自我人格的張揚，叉相當突出地表現在對社會歷史的深

刻反思，對現實人生的積極把握。如姚崇的〈撲滿賦)。撲滿，即儲蓄

罐，有入無出，滿而撲之，故名。此賦由撲滿的特性引出對人生的思考，

頗合哲理 。 撲滿「謙以自守，虛而能受。」但因「出無而入有 J 終於

「初積而終散 。 」賦家由此事態物理中感悟出人生之道 r 盈莫能久」

「多藏必害，常謹不;武」謙虛謹慎，加強道德修養，則能無禍無害。劉

知幾〈韋弦賦〉是一詠史抒懷之作。〈韓非子﹒觀行〉載:西門豹之性

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性緩，故佩弦以自急。韋'皮帶;弦，弓

弦。韋求軟韌，弦求緊張，佩韋弦以隨時警戒自己，是為有益之規勸 。

此賦詠二子佩韋弦之舉，贊揚其善於自節自律 r 守道 J r 固節 J 以

匡時濟世 。 詠史抒懷，表達了作者自我道德的追求 。 作為一位史學家，

劉知幾的賦善於縱覽古今，以史為鑒，從社會歷史角度來把握人生 。 他

的〈思慎賦〉 一篇，以觸目驚心的歷史事實，指出自古而來「富貴易失，

榮華不常 J 考其原因，則是居安忘危之所致，因此強調必須修身養性

以免禍 。 那麼，如何修身養性呢?讀書學習! 一個人道德才能的培養，

關鍵在於學習 。 楊炯 〈 臥讀書架賦 〉 闡述了讀書的目的、意義 r 傳經

致遠，力學請益 。 J r 爾有卷兮爾有舒，為道可以集虛 。 爾有方兮爾有

直，為行可以立德。」開卷有益，讀書學習對提高人的修養，對立身行

事，大有樽益 。 而且讀書明道，豐富知識，提高才能，還是建功立業的

關鍵 r 功因期於學殖業，可究於明經 。 」知識的學習積累，道德修養

的提高，目的就在於世用，在於建功立業 。二者在此達到7統一。 崔敦

禮 ( 種松賦 〉 以種松之理. 11俞治學之道 。 松樹的種植工夫大，生長慢，

而一旦長成，則「幹排風雷 ，很裂崖石。 J r 凜高節兮，四時不能易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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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建大廈兮，萬牛不得輕其力。」而桃李愉柳生長雖易 ，卻「摧折於

風雪之後，憔悴於嚴霜之辰。」作者由此悟出，為學之道須「養其小以

成大，蓄諸微而至著。」知識的學習和道德的修養均須日積月累，持之

以恆，方能根基扎實穩固。表現了作者謹嚴務實的治學態度。面對豐富

複雜的社會生活，賦家們表現了強烈自信和進取。而對榮華易失的社會

現實，禍福無常的歷史人生，他們不是怨嘆、迷惘 、束手無策，而是善

於從事態物理中，從社會歷史中體悟人生、把擅現實。一代士人豐滿而

充實的人格內涵於此得到多麼充分的展現。

此類賦作，無論是托物言志，自喻高才美德，還是譯詩告誠，強調

讀書學習，養性周身，慎思善行;無論是對賦家自我人格的觀照 ，還是

對社會人生的體驗，都是賦家自我人格的張揚 ，也是初唐士人自信自豪

的生命意識的反映。當初唐詩人劉希夷 、張若虛面對宇宙自然的永恆作

出富有哲理性的人生思考時，初唐的賦家們則從社會歷史的豐富複雜中

去體驗人生，把握現實，完成自我人格的塑造。儘管他們一切廣闊的宇

宙空間去觀照人生，一從悠遠的歷史時間去思考人生，但他們雄視一切

的氣概，駕取歷史人生的胸懷則毫無二致。他們觀照一介之微的個體生

命，角度何等廣闊，背景何等壯觀。初唐士人生命意識之自豪 、燦爛，

由此可見 。

三、頌揚與詩諜的和諧

頌揚是司馬相如始即形成的賦頌傳統。在漢賦中，歌功頌德之辭比

比皆是 。 隨著兩漢大一統王朝的衰落，以及隨後四百年間天下動盪分裂，

怨排之聲蜂起，頌揚之聲因此溼沒。唐王朝大一統政權的建立，社會的

穩定和繁榮，為頌揚之賦的復興提供了現實土壤和條件，使它繼兩漠之

後得以再度輝煌。初唐，隨著天下安定日久，祭肥、祝禱、歌舞 、 宴饗

之風日盛，因此誕歌承平景象，讚頌明君聖德之賦大量出現，其內容廣

泛，題材豐富，而且完全拋開了漢賦曲終奏雅 、委婉諷諜的程式，大膽

而熱烈地唱著頌歌、贊歌，表現一代士人自豪 、自信與自由通脫的精神。

341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初唐頌揚之賦，有通過詠物以頌聖頌太平的，如楊炯〈老人星賦〉、

虞世南(獅子賦〉、〈琵琶賦〉等。(老人星賦〉通過詠老人星的出現

以祝禱君主長壽，歌頌天下太平 r 獻仙壽兮祝堯，祝昌言兮拜禹。瞻

太霄而踴躍。伏前庭而俯傻。萬人於是和歌，百獸於焉率舞。穆穆神皇，

受天之祥 。 J <獅子賦〉寫異域雄獅，當生活於崇山峻嶺之時 r 發聲

雷響，抗虎吞貍，裂犀分象 J r 踐藉則林麓摧殘，暐吼則江河震蕩 。」

何等威風、勇猛、凶殘。來到中土以後，經過馴養，則「去金方之僻遠，

仰玄風之至淳。服猜心與猛氣，遂感德以依仁。同百獸之率麓，共六擾

而來馴 。」終於依禮而歸仁 ，讚頌王朝教化之功 r 按仁風於海外」

德澤廣被，天下大治，四方來朝。

張楚金的〈透撞童兒賦> <樓下觀繩使賦> '則通過千秋節朝廷歡

會盛況及精彩的雜技表演，歌頌「寰海清，太階平，兵民不用兮國無征，

風雨既洽兮年順成。」反映了國泰民安、百業俱興的承平景象。亦有以

祭把體材反映社會承平的。如徐彥伯(南郊賦〉、楊炯〈孟蘭盆賦〉

一寫朝廷祭天大典 ， 一寫君主祖祖盛況。君主的祭祝活動乃是「以其成

功告之於神明者， J 其目的是「以觀嚴祖之耿光，以揚先皇之大烈 。 J 10 

因此，賦作對盛大的祭爾巴場面著意地描寫、鋪敘，極展示一時文物之盛;

一代君主的文治武功都畢集於此，一一加以敘述 ，摳歌讚頌 。場面壯闊，

氣勢宏大，充滿了昂揚熱烈的讚頌之情。

謝僵〈述聖賦〉用直抒胸臆的筆觸，歷敘唐開國之君安邦定國的雄

才大略 r 既定鼎於周業，亦克昌於漢畔 。 」以及立國之後，以德禮治

天下， r 美揖讓於有虞'壯成功於大禹。恥用兵於中冀，鄙窮戰於丹浦。」

並進一步改制度、俏侈麗，勤政愛民，安撫四夷。因此國泰民安，祥瑞

畢集。賦作熱烈地頌揚了唐先君的遺烈及當朝君主的功業德澤 。

這些賦作 ，通過各種題材表達了對聖明君主的頌揚，其中自然有不

少誇飾之處、溢美之詞;但是，初唐作為一個強大帝國的初期階段，賦

作對它的描繪，、頌揚是有相當的社會現實基礎的，有一定的歷史事實

10 楊炯. (孟闡盆賦 )

342 

和諧統一、自由通脫的初唐賦一一初唐賦特徵及其成因述論

為依據的，不可一概視為誤頌。同時賦作的誇飾頌揚，也體現了初唐士

人對王朝的信心、希望和理想化的社會追求。

一方面是頌揚，熱烈的頌揚;另一方面則是詩諜，對君主大膽的詩

諜。 二者在賦中和諧並存著。許敬宗(敬器賦應詔> '以敬器為喻，闡

述了「人靈貴損，天道忌盈 J 這一事物辯證之理，告誡在位者應「居

泰山以思危，騁高衛而不頤 J r 處崇高而慎傾。」不驕不躁，以合於

雅道，方能如樹之根深葉茂，王祥久長。一般說來，應詔之作多歌功頌

德，以迎合君主的虛榮心理，而作者卻能於宴樂之時，告誠君主保持清

醒的頭腦，不可為一時的安樂與繁榮所陶醉，而殆誤興國大業，表現了

賦家深刻的的見識何可貴的精神。謝值(影賦〉通過詠影以闡述「影道 J ' 

雖變化不定，但萬變中自有不變之道。告誡在位者應居安思危，堅持「守

一」、「懷道 J 認識掌握禍福得失變化之理，處於不敗之地。

謝值(惟皇誠德賦〉則完全拋開了詠物抒懷的形式，直言告誡於君

主。賦作總結概括了歷代興衰得失的經驗和教訓，指出歷代君主多「理

忘亂，安忘危，逸忘勞，得忘失」故而導致江山易主的悲劇，作者深刻

地指出 r 唯德可以久，天道無常親。」為君者應悔守為君之道，以五

帝三王為榜樣，以夏築商討暴虐亡國為教訓，謙虛謹慎，居安思危，勤

政愛民，才可使國作久長。作者猶如一良師，語語告誡於學生，叉如一

飽經滄桑的長者，語重心長地教誨著晚輩，直率、誠摯。我們看到，曾

熱情洋溢地誼歌頌讚聖德皇恩、 ，寫下不少頌揚之賦的許敬宗、謝值等一

批士大夫文士，卻能同時以如此理智的態度，冷靜的思考去面對現實，

審視君主，對治國為君的一系列問題提出深刻的見解，努力靜諜。那麼

初唐一代士大夫文士的艙略、深識及可貴的理性精神，由此可見。

初唐賦詩謀內容的出現，與初唐社會較開明、自由的風氣是密切相

關的 。歷代學者均有如此共識:納謙和用賢是唐太宗這位有為的封建君

主的兩大優點。在一部〈貞觀政要〉中 ，記載唐太宗虛心納謀之處比比

皆是 ;魏徵與唐太宗君臣遇合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魏徵是一位能犯顏

直諜的著名謀臣，他經常針對時政上疏君主 ，言詞切直，不避嫌猜，敢

於說別人不敢說的話，甚至在群臣面前公開與唐太宗辯論，不顧太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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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據理力爭。這樣一位忠直的大臣。唐太宗對他信任重用有加，言聽

計從。魏徵逝世時，唐太宗痛呼自己「亡一鏡矣! J 由於唐太宗善於納

謙和用賢，貞觀一代人才濟濟，言路廣開，有力地鼓勵了士大夫文士們

對國家的關心，對政事的參預。至武則天當政，她仍能知人善任，虛心

納諜，起用一批賢能之士，因此，貞觀之後社會仍持續穩步地發展。初

唐詩謀賦正是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產生的。

頌揚與詩諜，二類內容在初唐賦中相輔相成、和諧地並存著，此現

象是前此任何時期所沒有的。在漢魏六朝賦中，從未見過同一時地，同

一賦家把這二類內容如此和諧地加以表現。它們或頌揚， 一味頌揚 ，幫

閒味道很濃，如漢大賦。故漢賦作家有類徘優的角色之悲;或抨擊揭露，

憤世嫉俗，表現出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決絕態度，如趟壹(刺世嫉邪賦〉。

在漢大賦中，諷謙僅是「曲終奏雅 J 不關痛癢'擺一點姿態而已。或

者說，這「曲終奏雅」其實也是頌揚，從另一個角度上表現帝王善於自

節自律，戒驕去奢'勤政愛民，完成一個賢明君主的形象。至於闢專章

以詩謙之賦，更是未聞矣。在趙壹所處的東漢末年，世道衰落，頌揚之

聲既寢，衰世之文多怨誰，故表現出極強的戰鬥性和批判精神。至於六

朝中，頌揚、詩謀二類賦作就寥若星辰，偶而出現，二者也是澄清分明，

行如參商了。只有到了初唐，此類內容才如此相輔相成，和諧統一地並

存著，其歌功頌德不為諂，直言詩謀不為謗。因為不管是頌揚還是詩諜，

從根本上來說，都反應了初唐士大夫文士們對王朝的信心、希望和關切。

四、生動活潑，婉轉流暢的形式特點

賦自先秦、漢出興起，至西漠中葉蔚為大觀。歷經八代而體式屢變:

詩體 、騷體、散體、騏體，諸體均得到充分的發展 。題材上，從「京殿

苑獵，述行序志」到「草區禽族，庶品雜類， J 11從社會到自然，從歷史

到人生，諸類題材都得到相當充分的發掘和表現。體制規模上，從「體

11 劉蟬. (文心雕龍﹒詮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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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野，文尚光大 J 12的鴻篇巨制，到「觸興致惰，因變取會 J 13的小制

其巧，爭奇鬥艷，各顯風采。至初唐，當社會結束了前代分裂混亂的局

面，以一種嶄新面目出現時，重塑新一代文學形象也就勢在必然。初唐

賦家們以自由通脫的精神，面對前代豐富的辭賦遺產，不拘一格，博采

眾長，加以融匯貫通，大臆創新。因此，初唐賦雖體未定格，卻生動活

潑，婉轉流暢，顯示出轉折階段賦體的新面貌。

(一)博采眾長的體式特點

初唐賦句式豐富多樣，同一賦中往往詩體句、騷體句、散體句、耕

句交互採用，韻散結合，靈活多變。短句長句交錯，短則三言、四言，

長則七言、九言、十一言。對句則四言對至十一言對均有，隔句對四六

對往往可見，五七言對句亦大量湧現。九言十一言奇字長對的連用，使

內容情感的表達更如行雲流水，一瀉千里，如「美人愁思兮采芙蓉於南

浦，公子忘憂兮樹萱草於北堂。 J 14而以歌作結形式的採用，表現了對南

朝以來賦的詩化特徵的繼承和發展 r 亂曰 J r 已矣哉」形式的運用，

則是楚騷形式的繼承。總之，初唐賦善於博采前代諸體之長，融匯貫通，

因此體式活潑生動。靈活多變的句式章法，使初唐賦狀物敘事生動活潑，

感情表達親切自如，在流暢婉轉的語言形式中感受到情感內涵之美。在

體制規模上，它們或長篇或短制，抒寫自如，呈現出豐富多采的面目。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科舉試賦是從中宗神龍開始成為進士科的定

制，而制舉試賦則從天寶十三載開始。 15處於由古賦、騏賦交融而向律賦

發展的過度階段，初唐賦靈活多變的句式中文趨於整筒，對句大量運用，

且音韻協暢，流麗婉轉;尤其是五、七言對句的大量運用，更使賦作讀

來朗朗上口，頗具歌行的特點。初唐賦這一形式特點對律賦的發展打下

了良好的基礎。

12 同註 II ﹒

13 同註 1 1 0 

14 蜴炯. (幽蘭賦 〉

15 曹明網. (唐代律賦的形成發展和程式特點) .載{學術研究) • 1994年，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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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美而不浮艷的辭采特色

辭采華美是初唐賦普遍的特點。從這點上看，其受齊梁文風的影蟬

確然。但是，齊梁賦由於多艷情、闇情之吟，感情細膩，體格即弱。詠

物之作也多集中於風花雪月 r 草區禽族，庶品雜類」的狹小境界內，

故辭藻華美反顯得體不勝衣，因此有浮艷之弊。而初唐賦則不同，閏情

艷發之作極少，而詠物、紀游、述聖德、論時政、談人生之作叉往往境

界闊大，善於將多采多姿的外部世界一一不管是社會還是自然的一一引

入賦中，使賦作既辭采華美叉氣格高朗、剛健，表現出賦家闊大的視野

與胸襟。如王勃筆下的九成宮東台山景 r 萍徙楚江之蒂，花轉昆墟之

耳。岫蘊玉而虹驚，浦涵珠而星落。爾其危峰漏影，曲渚留寒。高松值

鶴，清筱吟驚。被蘭邱而結佩，照蓬服而被冠。 J 16辭藻華美，景致瑰麗，

場景開闊。謝值(述聖賦〉對社會繁榮、物車民豐的描寫，筆觸揮灑，

氣象富麗 r 夕霞臨而錯落，晨光照而陸離。至如雲觀晨開，風亭夜敞。

回長飆於輕翼，凝濃露於仙掌。沈落月於璧台，挂奔星於珠網。羅軌飄

而散麓，環佩動而流響。垂密葉於綺窗，散飛花於翠幌. . . ... J 在這種社

會政治內容濃烈的題材中，尚且有如此華麗的辭藻'開闊的境界，何況

於其他!至於〈采蓮賦) <春思賦〉一類閏情題材，在初唐賦家筆下，

則一改香軟的體格狹小的境界，而引進邊塞內容，抒寫失意之嘆及建功

立業的追求， 17境界闊大，內容充實，雖辭菜華美，卻在華美的語言形式

下透露出清麗的情思和剛健、開朗的氣息。初唐賦既接受六朝的影鈕，

叉立足於時代的現實土壤，帶著初唐人特有的氣概和審美追求，因此在

辭藻運用上顯華美而不浮艷。

(三)直率大膽的表達方式

用典是六朝賦一個突出的特點。典故的運用使賦顯才學，內蘊豐富，

含蓄委婉;同時，大量用典文往往帶來古奧晦澀之弊。六朝賦大量用典，

一方面表現了當時士人對文學藝術形式的積極探索 ，另一方面也因處社

的同註7 • 

17 見王勃. (采蓮賦)、〈春思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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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統一、自由通脫的初唐賦一一初唐賦特徵及其成因述論

會動蕩多事之秋，士人往往有蝸福無常之憂虞，故往往有不便直說的話，

不宜直訴之情，故於用典中委婉表達。初唐賦典故的運用大大減少了，

賦家失意之嘆，對功名事業的追求，對君主的頌揚或詩諜，種種情感的

表達都坦誠直率，毫不掩飾，六朝賦家總把自己的感情掩藏得很深，及

如表達「士不遇」之嘆，也往往以鄙棄功名、高蹈遺世加以掩飾。而初

唐賦則不然，他們並不掩飾對功名的追求 r 何當炯娜華實移，為君含

香藻鳳池。 J 18此種赤裸裸的追求表白，在六朝賦中是極為罕見的。初唐

賦家有以馴薦、孤:腎、浮摳自喻自況，隨順地表達對社會、王朝的服從

而不以為有辱於人格、節操的。其坦誠、通脫精神如此 !由於初唐賦家

們以坦蕩的胸懷面對社會，在抒情達意上多直率大膽，而典故的運用僅

作為技巧上的追求，因此也就大大減少了。少用典而多直陳，初唐賦因

此平白曉暢，生動活潑。

總之，靈活多變的句式章法，豐富的內容與華美辭藻的和諧，平白

曉暢的語言表達，構成了初唐賦生動活潑、婉轉流暢的形式特點。這一

特點既來自於對前代賦體形式的學習和吸收，叉離不開初唐社會自由通

脫的時代風尚的影響。

綜上所述，初唐賦從內容到形式都展示出和諧統一、自由通脫的精

神風貌。這一賦作精神，則來自於初唐士人樂觀、進取 、 自豪自信的胸

懷和氣概。而歸根到底，一代士人的胸懷氣概叉是由初唐這一繁榮穩定，

開放自由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由此可見，這過渡階段的初唐賦，雖體未

定格 ，卻鮮明地打上了一代社會、文化、思想的烙印而透露出幾許盛唐

氣象。

18 同註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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