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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之不竊。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泉 。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這段話雖然放在〈西征賦〉全篇最末，卻不能視如遊獵或失志賦類

於篇末「上以諷諜 ， 以下自慰」的慣例 28 '而必須結合全篇雙重的

時空結構來看。當安仁透過身經親歷的遊處，破除虛擬天地與幻設

仙界，那麼與時俱進、持續不息的人生史觀才得以有具體實踐的空

間。於是，對地勢安危的計量，民風良級的考察，乃至「杖信 J r 無

欲」則「庶免夫民」的自信，就正是一份鄭重而理想的政策藍圖;

企慕「十亂」原是落實在「教有定式」的施為上，崇仰「三聖」是

為了創建長安新局。「徘徊豐錯，如渴如飢」應該是這樣一種立足

此地、實現志業，乃能傳承先後，貫通古今的想望。彷彿站在十字

路口一般，同時拉連起各方存有關係一一過去、未來與古跡 、 令地，

而「我」就存在於這個時間的前後交會與空間的新故臨界上一一一

個「現(今) J r 在(此) J 的我!

由上述，針對「遊觀」型態的取樣比較，使我們觀照分殊各異

的時空意識，不但足以深切發顯賦家在體物方式、審美視角上的多

重變換妙，更可以體現賦作中彼此有別的人生處境與存有姿態。尤

為重要的是，本文提舉賦篇中有關「時間焦慮」和「空間存有」等

問題，與漢末以來詩歌中經常出現的「歎逝」、「思舊」或「寓目」、

「形似 J 30等抒情典式，顯然密切相關，本文正嘗試開啟詩學與賦

學間交互對話的端緒，而擴展賦學於美學方面的研究。

28 語出王逸〈楚辭章句﹒序) .見{兩漠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資料彙編) (成

文出版社. 1978 年 9 月)

29 李永昶 、李作運於 (賦家的審美方式與美學追求〉中簡要提出了「直視」與

「懸視」兩種審美方式，來區分漢大賦與魏晉賦作( (文史哲) • 1990 年，第

5 期其實由時、空意識來訣，會更具體而豐富。

30 請參考拙作 (推移中的瞬間一一六朝士人於「歎逝」、「思笛」中的「現在」

體驗〉及(觀看與存有 一一 試論六朝由人倫品鑒至於山水詩的寓目美學觀〉

收入{六朝情境美學綜論) (台灣學生書局出版. 199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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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2 月

再論湯顯而且和李漁的辭賦

一一兼論明清之際辭賦擅變的時空因素

袁震宇

上海復旦大學

明代后期自隆慶萬曆朝起，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生

活的急劇變化，作為一種古老文體的辭賦，也和詩歌散文等其他文

體一樣，無論思想內容、藝術形式、藝術風格都比明代前、中期有

著明顯的發展變化。就思想內容而言，反映社會生活中的矛盾之作

日見增加，幾乎沉寂了一個世紀的諷刺小賦叉見活躍;在藝術風格

和表現形式方面，華艷騏儷逐漸取代和平淡雅，而宋元以來流行的

新文賦體叉逐漸為陪唐以前的文賦、耕賦 、 騷體賦替代。所有這些

發展變化，在大戲劇家湯顯祖的賦作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印證。

湯顯租的辭賦在其全部鴻篇巨著中僅占很小比例 ， 三十來篇 ，

數萬字。其最早的(廣意賦> '大約寫成於萬曆五年，二十八歲時，

(豫章攬秀賦〉則寫作於萬曆三十六年 ，已是晚年的作品了 。足見

湯氏一生對賦體寫作是相當喜愛的。(廣意賦〉之小序云:

粵余小子，姓於天乙，以施於尼父，則我之自出 J鳴矣。而六

藝於茲闕然。此豈稱為明神后乎?恐后來者不知有小子。人

生何常?語曰「樂與餌，過客止」。日中則還，大不可不遴

也 。惡從人而悲傷，遂自廣焉 。

這表明為累試不第而作賦以自廣。「余雖未齡於壯兮 ，鑒余發而有

宣」。當作於三十歲以前。叉云 r 先鴻征之一日兮，塊見夢乎海

神.. . . . .余夢夫海若之陳珍兮，指為號而幾真」。按「海若」見〈莊

子 ﹒秋水篇 ) ，指北海神。然此賦中之「海神」恐與舊題為蘇軾所

433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作之《仇池筆記〉中之廣利神王有關。〈仇池筆記 ﹒ 廣利王召〉

余一日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云 r 廣利王請端明(蘇

軾) J 。余投褐履草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聞風

雷聲。有頃，豁然開朗，真所謂水晶宮殿也... ...有頃，東華

真人、南漠夫人造焉。出絞銷丈余，命余題詩。余賦曰:

寫竟，進廣利。諸仙迎，成稱妙。獨廣利旁一冠替者，謂之

鱉相公，進言 r 蘇軾不避忌諱。」王大怒。余退而嘆曰:

「到處被相公廝壞! J 

湯顯祖於萬曆五年曾以件時相張居正而下第，則此賦或寓有諷

刺張居正之意 1 '故小序之末有「惡從人而悲傷，遂自廣焉」的表白。

且以後湯顯祖即以「海若」為別號，諒非巧合。如上述理解可以成

立，則從一開始起，湯顯祖就把辭賦當作一種譏刺藝術而創作著。

一篇〈廣意) ，關聯著當年考場、官場的是非恩怨，其間隱寓譏刺

影射之意。

〈感士不遇〉之序有去 r 余行半天下，所知游往往而是。然

盡負才氣自喜，故多不達。盡有未宣徒立數言而沮殘者。其志量計

數，憂人之憂，豈復中下人哉?或曰Ii'天短之，然文與其所長，何

也?.!J尚有數君子某某在，為作是賦。」此賦收在〈問棘郵草〉中，

亦系早年之作，感友人懷才不遇，責怪老天爺給予了不公平命運。

顯然，此賦也是湯氏思想和遭遇的折光反映，有夫子自道之意在。

〈哀黃生〉以同情的筆調 ，敘述了老同鄉黃棟以六十高齡， r 聞

游者談京都之富，冒漲而行 J 隻身進京，終因年適力衰，客死京

都的悲劇。〈感官籍賦〉以作者閱讀所謂〈宜林全籍〉之心得為由，

解剖了眾官僚營私舞弊進入官場而獲得富貴的重重黑幕。其易者，

如公侯卿相之子孫以及「附馬都尉」者流，他們「不必學書學劍，

自然允文允武 J r 既在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勤 J 可謂無才無

l 徐朔方. (湯顧祖年譜}﹒見{湯顯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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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無功而享盡富貴。其次，那些「納貸而為郎」的買官者，以及一

些「提騎惡子，前魚弄兒 J 也都是依仗錢財和不正當手段而進入

官場。而唯獨那些擁有真才實學「誠亦有所用之」的文人學子，恰

恰最難進入官場一展其才華。再進而刻畫描述官場賢侵忠奸的升降

榮辱之顛倒錯亂 r 有鳳凰之官，則必有機風之使;有金玉之英，

則必有糞土之士 J r 有終身於帝所 ， 有絕望於廊阿;有十年而不

調，有一月而累加;有微軟而輒振，有一厭而永蹉;有弱冠而崢嶸，

有白首而婆娑;有受萬金而無譏，有拾片調而為瑕... ... J 洋洋灑酒，

對照比較，把官場的腐朽黑暗盡情地揭示暴露出來。猶嫌不足，作

者唯恐讀者不領會其苦心孤詣，還專門在序中明言，他「反復循玩」

〈宜林全籍> '意在「亦可以奮孤宜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輕

輕一筆就將作者與「時賢 J 即當時之達官貴人聯系起來。因為此

賦作於萬曆二十五年三月，時在遂昌(平昌)知縣任內，已數年不

調。所以沈際飛評序中此兩句云「創意創筆 J 確實深得作者用意

之所在。

再看(嗤彪賦) , r 夫何山之一獸兮，受猛質於西旻.. . ...初涉

味於牛馬，遂E民及於人民... ...進密歷以窮路，退摘蹋而下門。遂乃

聊浪擲跌，偈仄輸困。. . . .. . J 經過饑餓逼迫，山中老虎被道士馴服

得俯首貼耳。「遂乃改山川之性氣，押雞犬之見聞。過夫人之下視，

即調耳而意親。諒屋柴之己去，放野牧以邊巡。非止柔性，兼弱其

筋。... ...似巨狸之擾足，若卑犬之鱷身 。偶循隅而吐睹 ，輒蒙呵而

愴魂。音有大蟲之號，今有小畜之去。」猛虎貪食怕死，遂至改變

凶猛本性。而馴服后的種種描寫更顯出文章的諷刺意義。此賦以獸

喻人，有較強的寓言性。賦末結句更是畫龍點睛之筆:

諒如此而久生，固不若即死之麒麟。

詩人奉獻給讀者的乃是富於哲理的為人準則，當然也是對那些貪生

怕死，為果腹而喪失本性者的有力針眨。

湯顯祖賦作中寓有譏刺或指斥時事者還可以舉出一些，但限於

篇幅，就不一一列舉。但僅就以上所陳己能夠說明湯顯祖的辭賦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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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乃是和他的經歷、思想以及所處社會種種因素緊密相關的。湯顯

祖於二十一歲時以第八名中舉，早有文名，卻屢試不第。據〈明史〉

本傳載，他於萬曆五年二十八歲時第三次赴京應會試，因拒絕權相

張居正的延攬而榜上無名。由此，他對科舉考試的腐敗以及朝政的

昏暗有了更切身的感受。直到張居正死後，他才於萬曆十一年中進

士。他在京都既不肯入權貴幕府，文不甘與隨波逐流者同流合污，

乃自請去南京。明代的南京官署，乃是安置閑散和受排擠官員的處

所，湯顯祖雖官至太常寺博士、禮部祠祭司主事，但在政治上無可

作為。在南京，與后來成為東林黨骨幹或同情者的顧憲成、高攀龍、

鄒元標、李三才等往還密切，因而也擲入了當時的政治衝突。萬曆

十四至十七年，江南水災連旱災，瘟疫流行，湯顯祖目擊民泉疾苦，

傳統的士大夫積極濟世之志愈益熾烈。面對現實，於萬曆十五年毅

然上〈論輔臣科臣疏> '意在揭露政弊，清除貪官污吏，把抨擊的

矛頭直指宰輔。疏中指出，萬曆朝「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有欲，

以群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 (申)時行柔而有欲，以群私人

靡然壞之。」辭意峻嚴，切中肯聽，朝野為之震動，因而被貶為廣

東徐聞縣典史，數年後在漸江遂昌任知縣。至此，他對從政已喪失

熱情，乃辭官返鄉，把一腔熱情傾注於戲劇、辭賦等文學創作。他

在考試和從政期間的遭遇，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正好成為其辭賦創

作有影響的時空因素。他在〈答余中宇先生〉信中有云 r 某少有

倪壯不阿之氣，為秀才業所消，復為屢上春官所消，然終不能消此

真氣。」此「真氣」乃時代所賦予湯顯祖的別人不可替代的使命，

我們在他的辭賦中時時處處可以感受到。

湯顯祖辭賦的藝術形式藝術風格，有著明顯的追求華麗古奧，

好用古字古句奇字奇句的傾向，這和他在戲劇創作偏於藻麗的傾向

頗為吻合。所以當時就受到徐滑沈際飛等人的批評。如:

徐清評〈廣意賦 > :調逼騷、然卻是象胥'不漢語而數夷語 。

是好高之心勝也。使今日夏衣葛而冬衣裘者，必冬披獸皮而

夏衣木葉，其可乎?故聖貴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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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評〈感士不遇賦〉有云:有古字無今字，有古語無今語時，

卻是如此，使湯君自注，如〈事類賦> '將不得不以今字易

卻古字，以今語易卻古語矣。... . 

沈際飛評〈奇喜賦〉有云:敘稍建滯，賦蒼雅研儷勝之。會

文敷藻。又評〈和尊言賦〉有云:語太瀾浪。 00似迷。

又評〈愁霖賦〉有云:晉魏間多賦此題，參看之，便知古人

旨遠，今人意近。

又評〈懷人賦〉有云:語不倫。 0 0 不成句。

明代人的批評準確地指出了湯顯而且藝術形式方面的些特點，批評者

是把它們視為缺點、偏頗而特別加以揭示的。但湯顯祖本人對此恐

怕並不認同，因為這些特點正是植根於他的家庭教育、文化素養、

美學趣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學思想等等。湯顯祖出生於有藏書

四萬餘卷的書香之家，其祖父喜談老莊、神仙，父親則是儒者，他

幼年師從反對程朱理學的羅汝芳，叉精讀〈左傳〉、《史記〉、《文

選〉等古籍，加之他天賦聰穎，壯年後叉與名禪達觀成摯友;仰慕

李贅，並深受其影響。湯顯祖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在屢遭挫折

後，難免以佛道虛無之論看待現實，視塵世似夢幻，卻叉不能完全

排除思想深處的激越憤憊。於是在明代末期的政治思想氛闇裡、形

成了他任情(性)尚奇的文藝思想。所謂「愛惡者情也 J r 第云

理之所必無，安知情之所必有耶 ?J r 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氣者，全在

奇士。士奇則心靈，心靈則能飛動，能飛動則上下天地，來去古今，

可以屈伸長短，生滅如意，如意則可以無所不如。 J ( <沈氏弋說

序〉、(牡丹亭題辭)、〈序丘毛伯稿> )所有這些，都在客觀上

影響湯顯祖的辭賦創作、陶冶制約著並形成他的辭賦的思想內容、

藝術形式、藝術風格的特點。

李漁生於明代末年，比湯顯祖小整整一個甲子。他的辭賦現收

於〈一家言文集) ( (李漁全集) ，卷一，漸江古籍出版) ，只有

十四篇。它們在李漁卷!跌繁富的著作中僅占很少篇幅，總計不會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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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萬字，卻編排於諸文體之前，可知他對於辭賦這一古老傳統文體

是相當看重的。李漁辭賦就其所述內容來考察，可分為詠物和抒情

兩類。屬於前一類的有〈龍燈賦〉、〈寬羹賦〉、(支頤賦〉、〈雞

鳴賦〉、(蟹賦〉、〈郭璞井賦> '以及六篇水果賦等共十二篇;

抒情賦二篇<歸故鄉賦〉、〈不登高賦〉。首篇〈龍燈賦〉未署

寫作年月，大約是一個「龍」字容易引人注目，故列卷之首。〈寬

羹賦〉不早於辛卯( 1651) ，是時李漁四十一歲。其〈辛卯元日〉

詩云 r 叉從今日始，追逐少年場。過歲諸通緩，行春百事忘。易

衣游舞樹，借馬繫垂楊。肯為貧如洗，翻然失去狂」。此時李漁開

始離開蘭溪去杭州定居，故憩於東安山僧寺有感而有此篇。〈蟹賦〉

及一組水果賦當作於離開杭州去金陵芥子園時期，攜帶家庭戲班「出

游」全國各地後所撰。〈歸故鄉〉、〈不登高〉、〈郭璞井〉三賦

都作於晚年從金陵回到抗州吳山層園時期。這些賦除了〈龍燈賦〉

篇末結句有一點婉而多諷之意，其余諸篇既無大賦的壯闊氣勢，也

無譏刺小作的深刻內容，大都是一些迎合讀者悠閑賞鑒趣味的玲瓏

小巧之作，經過作者的精巧構撰，也不失其惹人喜愛，啟迪神思的

作用。李漁在創作時都立意不落葉臼，走前人不同的寫作路子，務

求標新立異，給人以新奇之趣。〈寬羹賦〉描寫最平常易見的山僧

食用的「菜糊 J 而李漁卻美之曰 r 仇濁味之滯性兮，盎漱露乎

餐。依淡泊以明志兮，須茹素而吐葷... ... J 而〈歸故鄉〉之小序云 :

「昔江淹作〈去故鄉賦> '鮑明作(游思賦> '皆浪游之針眨也。

予少年作客，老大言歸;深閱行邁之艱，始識歸休之逸... ... J <雞

鳴〉之小序云 r 鳥之以聲事人者眾矣，要皆進誤獻媚之口，非振

聾啟賴，助勤警怠之音也。惟雞則然。前人之於禽鳥... ...莫不有賦，

獨雞不及焉。」在李漁看來，雞卻是「使神鵲失靈而鳳凰不得稱瑞

者 J 故賦其「鳴」曰 r 設天未明，不有此聲 ;人將五夜，視作

三吏。舉國皆夢，誰其獨醒。君由之而度失，臣以此而禍萌 ' 賈者

失其早利，農夫薄於秋成... ... J 0 <不登高〉則是針對當俗重九登

高避災而有感 ，故意不從舊俗;倡言「不登高 J 卻以大文人韓愈

(祭鱷魚文〉為例 r 我以不登高而作賦，猶之欲徙鱷而為文。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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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是說於紙上，行滅此說於河潰。狂士之言無足採，匹夫之令其誰

遵 ?J差不多都是反前人之意而為之，不落葉臼'求新出奇之意甚明。

其餘詩篇也著意工巧，追求新奇。如〈蟹賦〉之作乃是不滿意前人

(糟蟹〉、(生蟹> (楊廷秀作)兩賦言不及義，叉受老友尤{同所

作品啟發，所謂「至其錦繡填胸，珠磯滿腹;未廢人心，先飽予目。

無異黃卷之初開，若有赤文之可讀。油膩而甜，味甘而言寞。合之如

飲瓊膏，嚼之似餐金栗... ... J 竭力描繪螃蟹之作為「食物之美」。

(支頓賦〉敷寫人們常見的支頤靜思。「日載陽兮遲遲，獨安坐兮

茅攻。 ... ...頤無心於手假，手不覺其頤支」 。前八句寫讀書人用功

研讀古籍，沉默靜思，不覺以手支頤。這是視覺可見的讀書人困頓

的外貌。爾后轉入到思維情狀的形容描寫 r 爾乃漸入希夷 J 0 (老

子〉有云 r 視之不見日夷，聽之不聞曰希。」讀書人進入到目不

見物、耳不聞聲的高度沉思境界。思緒所至，前后左右，古往今來，

天上地下，全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人間的愛憎利害也隨之混滅，

所謂 r 無懷、葛天之民，伏羲神農之吏，相為於無所為，相遇於

無所遇。子華之喪偶，此其庶幾，顏子之坐忘，斯為實際。... ... J 

去去，把無形無影的思維活動作了一點具體描繪。這和前人辭賦中

同類題材之作如陸機(文賦〉 、劉彥和 〈文心雕龍 ﹒ 神思篇〉等比

較，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仔細品味，倒也頗有一番情趣，值得一

讀。李漁的辭賦都是短小之作，篇幅最長的(蟹賦〉連同文前小序

也不超過千字，最短者才二百來字;其行文結構、遣字謀篇都在短

小、精巧上見功夫，用典也避免生澀古僻，便於一般讀者賞鑒。李

漁辭賦的這些特點當然并不是與當時的社會生活不相關的。至少我

們可以指出兩點。

首先，李漁生於明末，文學創作活躍於清初。當明朝覆滅 ，清

朝開國之初，經連年戰爭，經濟遭到嚴重破壞，政治上改朝換代，

造成了廣大民累的不習慣和痛苦。但是隨著強大帝國的建立，政局

日見穩定，生產迅速獲得恢復，農業發展，城市工商業、手工業得

到復蘇，民眾生活在相當程度上較之明朝末年有所好轉。而東南治

海地區的紡織業 、鹽業 、造船業、造幣業 、 印刷業已形成了相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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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模。其間，資本主義的萌芽重新得到滋長。於是明代已得到相

當發展的文學創作，叉獲得振興機會。李漁一生，除組織家庭戲班

游走於達官貴人之門，以清客身份打抽豐外，其生活來源在相當程

度上依靠撰寫詩文、編寫小說戲曲，和印製書籍。他既是戲班主人，

專業戲曲家、文學家，叉是善於經營的出版商人。而所謂「清客 J

乃是一種家無恆業，不事農商，專以某種文藝特長為封建士大夫階

層服務的特殊文人，專門游走於官僚豪紳之間 r 借士大夫為利，

士大夫亦借以為名」。因是之故，李漁作品的讀者中就有不少是借

清客「以為名」的士大夫。再者，李漁文學作品非常適應一般讀者

的欣賞趣味，早在抗州居住期悶，李漁作品被不法商人冒版牟利之

事屢禁不止，後在金陵芥子圍期間，芥子圍已成為行銷全國的著名

書坊。故李漁在執筆創作時，勢必要考慮這些讀者的欣賞特點，受

「賣賦以糊其口」的商業規律的制約。一切都要考慮出版物的銷路

問題，唯有銷路廣闊，李漁才能從中得利。所以，求新出奇，不落

他人葉臼，制造笑料，給人以愉悅輕鬆，也就成了李漁創作的出發

點。換言之，如果李漁的創作和印製書籍，不考慮讀者的欣賞特點，

那麼他的作品和書籍叉怎麼能吸引讀者而大量行銷呢?

其次，清初新朝統治者在思想文化領域裡的嚴密控制，也一定

程度上影響著李漁文藝作品(包括辭賦)。比較突出的例子是前江

布政使張緝彥被劫與編刊〈無聲戲〉二集有關聯一案。在本世紀三

十年代、著名學者孫楷第先生就已注意此事，他引述清國史館貳臣

傳〈張緝彥傳〉中蕭霞的劫疏有云 r 緝彥仕明尚書，闖賦至京，

開門納款... ....乃自歸誠后，仍不知洗心樵慮，官漸江時，編刊〈無

聲戲〉二集，自稱『不死英雄.n有『吊死在朝房，為隔壁人救活』

云云，冀以假死塗飾其獻城之罪，叉以不死神其未死之身。... ... J 

2疏上，張緝彥被擺職，流放寧古塔。這是十六世中葉的一樁公案。

按張緝彥字坦公，河南新鄉人，崇禎四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 。 李

2 (李笠翁與十二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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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農民起義軍進京時被俘。明福王時，總督河北、山西、河南軍

務。復與安徽華陽山抗清將領有關係。順治三年降清，被授山東右

布政使，尋改漸江左布政使，工部右侍郎。順治十七年以編刊〈無

聲戲〉二集等事獲罪。〈無聲戲〉是李漁的擬話本小說集，寫成於

李漁由蘭溪移居杭州期間(順治十三年前后) ，分初集、二集兩次

刊印。初集有十二篇小說，今存;二集已候，其中小說則散見於後

出的選集、合集中。張緝彥任杭州布政使時，或恰遇李漁移居杭州。

張氏精繪畫、雕塑，明樂律、工詩文、愛小說(其所著〈寧古塔山

水記〉、〈城外集〉初刊於康熙年間， 1984 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 ，所以，大有可能插手〈無聲戲}二集的出版。 1989 年人民文

學出版社刊印〈無聲戲) ，校點者丁錫根教授據日本的尊經閣十二

回本所題「覺世碑官編次」、「睡鄉祭酒批評」及偽齋主人序考證，

偽齋主人序后有印章二， 一 日「偽齋主人 J 一 日「掌華陽兵」

故推論此「覺世碑宮 J 或即是為之「編刊」的張緝彥 3 。其根據是:

張綺彥降清是出於無奈，故自稱「偽齋主人」以作椰捕之詞;而「掌

華陽兵」指的是在華陽山抗清一事。張緒彥熟諸華陽山抗清者遭清

兵殘酷鎮壓的悲壯情景，故以「掌華陽兵」以追念其事。丁教授的

分析和推論有相當的根據，可以自成一說。張緝彥一案，原是清執

政者借〈無聲戲〉來打擊張緝彥及其好友劉正宗輩，而不是李漁 。

但是，李漁的創作卻因此受到直接影響。

首當其衝的是〈無聲戲〉小說集。據現存史料記載， (無聲戲〉

刊印於李漁離開蘭溪移居杭州期間。後來李漁移居金陵，在友人杜

于皇(名竣)的幫助下，重新刻印為〈無聲戲合集 ) ，此集不但打

亂了原版固自次序，而且把回目由單句改成為上下對偶雙句 。 數年

後，李漁叉將此合集，改刻成為〈連城壁全集) ，乾脆連書名也更

換了 。 而署名〈無聲戲〉 一 、 二集原書的流傳似乎也成了問題，以

致孫楷第先生發出感嘆 r 笠翁著作，內地(指國內)獨少此種 。

清人筆記，間或道及，究以知者稀，行就淵沒，可為嘆 ，惜。」換句

3 (無聲戲校點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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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在張緝彥案的直接影響下， (無聲戲〉已不能在國內流行，

只能改頭換面 ，以別的書名與讀者見面。以致二十世紀後半葉 ， 為

適應研究李漁的需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漸江古籍出版社刊印《無

聲戲〉時，都只能借助國外藏書，以日本尊經閣文庫所藏本為底本。

後來清康熙乾隆以及稍後的禁，殷書目都只有李漁的〈十二樓〉而沒

有〈無聲戲) ，這當然不是不禁此書，而是此書早已銷聲匿跡、被

迫「自然消失」了，無須「禁憊」

再說，李漁原來相當重視反映現實生活，後來他幾乎成了一個

降志辱身媚俗牟利的文人，其作品特別強調供人以笑料，夾雜著大

量妻妾爭龍、憐才好色以及宿命論，因而被人視為徘優，斥為「醒

自足 J 被正統文人唾棄。不僅如此，在其曲論專著中還揭出「戒諷

刺」一款 r 武人之刀，文人之筆，皆殺人之真也。... ... J ( (閑

情偶寄) )主張創作力戒諷刺 r 以之報恩則可，以之報怨則不可;

以之勸善懲惡則可，以之欺善作惡則不可」。公開宣言，他的創作

要為新朝「點綴太平」。猶為未足，在其文集中特撰「誓詞」一篇，

名日(曲部誓詞> : r 余生平所著傳奇，皆屬寓言，其事絕無所指。

恐觀者不諒，謬謂寓譏刺其中，故作此詞以自誓 J 0 ( (笠翁文集〉

卷二)創作而要對天立誓，特別標明作品之文字情節「其事絕無所

指 J 如此張揚其事地表明創作心跡，古往今來實屬罕見。這表明

張緝彥案發後，往事始終縈迴於心 ，餘悸未消，驅筆時當然要遠避

現實政治，不敢「譏諷」了。 4

4 拙著， (論湯顯祖和李漁的辭賦) , (新亞學術刊集) ，第 13 期賦學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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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與哀愁
一一談辭賦中婦女群像的創作意蘊

高桂惠

政治大學中文系

從宋玉的〈神女賦〉到曹雪芹的〈警幻仙姑賦> '中國的女人

走了很長的一段路，她們的形象或美麗 、 或哀戚、或莊嚴、或可笑，

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本文試圖透過賦家對婦女形象的掌握，來思

考他們的思維，及其中的文化內涵。

一、 從 〈 神女 〉 系列的 「 求女 」 過程來看女性形象的美

痛甚則聲哀，情苦則辭 i菜， ... ...讀 〈楚辭〉 當句句緩讀，求

言外之意，如問病人、吊孝子，恤其情而哀其苦'ff...、幾得原

文言意。(胡抵通〈讀楚辭雜言) ) 

歷來研究〈離騷〉的學者，在解決其中的芳草美人、嬋媛女婪、

芯妃 、 娥女、二姚等語詞時，或是以史證詩，或是以事證詩，大抵

可歸結為質寫與虛寫兩種結論 l 。如果只從屈原個別生命體驗來看，

l 羅義群( (離騷) r 性」意蘊解譯一一屈賦與苗族文化比較研究之四〉一文

所整理 r 一類認為求女是質寫，求女就是求性伙伴，另一類認為求女是虛寫，

是一種現質指向和政治意圓的簡單比喻。 J ( (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 , 1995 年，第 6 期，頁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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