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þ 
司『

家都頗有「夫子自道」的色彩，借女子之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

女子，不純粹是一個審美客體，她們所有的美醜，都有更深一層的

指涉，如:神女系列或解釋為求美政，或解釋為求賢君，或者是理

想的追求，或者被詮釋為性戀關係的求索;詮釋的分歧，可見形象

的多義 。 也正因為形象是大於概念的，所以在廣大的容量中，賦家

樂於以此為題，不斷續作，直至清代的〈紅樓夢 〉 曹雪芹仍以此歷

史性的標本一一神女(警幻仙姑)作為全書的總綱，使得神女這一

形象含攝了豐富的歷史內涵 。

( 二 )從賦家個人感性自覺與社會理性的思考角度來看，寡婦、

蕩婦、出婦系列作品突出了賦作對於女性形象的思考的一次大躍

進;賦家開始由我的遭憂走向妳的遭憂，對女人的處境真正的關懷，

也正是對人性真正全面了解的開始，魏晉時期這種透過自我覺醒之

後對女性的自覺審美，超越了禮教道德的桂措，曾展現出兩性互動

的一線曙光;可情唐、宋之後出現的「節婦賦」取代了有血有淚、

有苦有悲的「出婦」、「寡婦」 、 「蕩婦 J 女人的哀吟，叉回到

「節」的壓抑中。當然，要理解婦女形象必須放在更廣大的文學創

作中來檢討，但是從辭賦中婦女形象的變化，我們也可以一窺婦女

的處境 。

( 三 )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的創作頗真優伶史諜的色彩，這

一類的談笑論政，影響所及，辭賦累積了一些審醜的篇章，如「醜

女」、「老婦」、「妒婦 J 雖然不登大雅之堂，但也是最接近民

俗色彩的作品 13 '對於審美視野的開發，是值得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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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言

歷代論鮑照者，多盛稱其樂府，靈心妙舌 1 '如五丁鑿山，開人

世之所未有 2 。以余觀之，鮑照之辭賦亦感佳妙。清孫梅嘗曰 r 左

陸以下，漸趨整鍊'齊梁而降，益事如華，古賦一變為耕賦。江鮑

虎步於前，金聲玉潤;徐庚鴻驀於後，繡錯綺交 。 J 3然則鮑照殆為

六朝有名之辭賦家，庶可視矣 。

鮑照之辭賦，依嚴可均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 所錄，

存賦十篇 4 '而最為後人津津樂道者，莫若〈蕪城賦〉 。 蓋該賦以四

言為主，文辭贈逸，對廣陵城之盛衰，人生之無常，匠心巧思，對

比鮮明。惜乎近代學者，鮮有專文以論析之者。其或有之，或單論

其風格，或只探其內容，而能對該賦之聲律，綜合而論析之者，吾

l 鍾惺{古詩歸}卷一二 r 鮑參軍軍心妙舌，樂府第一手 。 」

2 陸時雍{詩鏡總論) : r 鮑照材力標舉，凌厲當年，如五丁盤山，開人世之

所未有。」

3 語見{四六叢談}

4 (蕪城賦〉 、 (遊思賦〉、(偈逝賦〉、〈觀漏賦〉、(芙蓉賦 〉 、(國葵

賦〉、〈舞鶴賦〉 、 (野鵲賦)、〈尺蟬賦)、〈飛蛾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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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之見也。況吾嘗讀劉懿《文心雕龍) ，舍〈聲律篇〉專論聲律外，

他如〈原道 > 5 、(情采> 6 、 〈練字> 7 、〈附會> 8 、〈知音> 9及(神

思> 10諸篇，其於聲律，亦多論及者也。

所謂聲者，乃指聲調;所謂律者，乃指韻律。我國字聲，分平

上去入四聲。平謂之平，上去入統稱為仄。{樂記〉有云 r 人心

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

成方，謂之音。 J II人情有喜怒哀樂之殊，字聲有浮切輕重之異，

故能使四聲善為運用，則言者分明，聽者愉快，而吟哦朗誦，尤見

聲情相稱，感人更深者矣。故吾今即從劉氏之說，分析鮑照〈蕪城

賦〉之聲律，冀能對該賦之所以為美，及其盡美而未盡善之處，作

一中肯之探討。

二、鮑照〈蕪城賦〉之聲律

劉懿《文心雕龍﹒聲律篇〉曰:

凡聲有飛況，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件，疊韻雜句而必踏 。

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轅驢交往，逆鋒相比，迂其

際會，則往鑫來連其為疾病，亦丈家之吃也。... ...左礙而尋

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景

景如貫珠矣。... ...異音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

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 。

5 (原道〉篇 r 故形立則章成矣，啟發則艾生矣。」

6 (情采)篇 r 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三日﹒啟文，五音是也。」

7 (練字〉篇 r 諷誦則績在宮、商。」

8 (附會〉篇 r 宮、商厲聲氣。」

9 (知音〉編 r 六 、觀宮、筒 。」

10 (神思〉駕著 r 刻縷聲律，萌芽比興。」

11 引見林尹. {中國聲韻學通論﹒第一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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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試就其說，都分三項，略論鮑照(蕪城賦〉之聲律如次 12

(一)飛沈

所謂「飛 J 乃指字之平聲;所謂「沉 J 乃指字之仄濁 13 。

二者須互用成旬，音律方得和諧 ，此猶沈約所云 r 前有浮聲，後

須切響 J r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也 14 。不然，則易犯「響發

而斷」、「聲颺不還」之病矣。觀乎鮑氏賦中 r 飛」、「沉」之

配合，可得而知者有四:

1 .平仄相對

鮑照〈蕪城賦〉一文，凡八十六句，其能平仄相對者，多達七

十二句，約佔全文百分之八十四，今試舉其第三段為例。(字下一

號表平聲，字下|號表仄聲，餘下同。) 15 

澤葵依井，荒葛寶塗。壇羅 1也域，階鬥摩髓。

一 1-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車雨嘯，昏見晨趨。

1 1 

飢鷹厲吻，寒鷗嚇雛。伏旭藏虎，乳血繪膚。

崩棒塞路，崢嶸古旭，白楊早落，塞草前衰。

|一 1 1 

稜稜霜氣，教教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12 王禮卿{文心雕龍通解}曰 r 上小節論 r 飛沉 J r 雙疊.!I此小節論 r 和

韻.!I六者皆聲律之本體，亦即其矩獲，聲律之妙用，此足以盡其要矣。」

13 引見黃季剛. (丈心雕龍札記}

14 沈約{宋書﹒謝軍運列傳﹒論}曰 r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外節;若前有浮

瞥，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旬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冒，始

可言文。」

15 本文所引鮑照(蕪城賦) .悉依蕭統〈文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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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莽杏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

峻隅又以頹。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以上一段，除「通池既已夷，峻隅叉以頹」二句之平仄同聲外，餘

皆相對。

2 .平仄協調

鮑照〈蕪城賦〉八十六句中，其能平仄協調而相間運用者，多

連七十九句，約佔全文百分之九十二，舉例如下:

歌吹沸天

一 I I 一

鏟利銅山

I I 一一

士馬精姊

I I 一一

表廣三墳

I I 一一

矗似長雲

I I 一一

歌堂舞闢之基

一一 I I 一一
旋淵碧樹

一一 I I 
圖修世以休命

一一 I I 一 |
魚龍爵馬之玩

一一 I I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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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心血丸質

|一一|
委骨窮塵

I I 一一

吞恨者多

一 I I 一

無一而非平仄相間運用者也。清代劉熙載嘗云:

騷調以虛字為句腰，如:之、於、以、其、而、乎、夫是也。

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平仄異為諧調，平仄同為抑調，如「帝

高陽之苗裔兮」、「攝提負於孟!取兮 J r 之」、「於」二

字為腰 r 陽」、「負」腰上字 r 裔」、「陳」句末字，

「陽」平「裔」仄為異 r 貞」、「陳」皆平為同。〈九歌〉

以「兮」字為句腰，腰上一字與句末一字，句調諧抑亦準此。

如「吉日兮辰良 J r 日」仄「良」平 r 浴蘭湯兮沐芳 J

「湯」、「芳」皆平。 16

…
州
總

蕪
者t

y眼
竊
民也

抨
賦
一

騏
末
﹒

論
句
下

h

抄
起
一
日

之
字
例

移
一
舉

可
上
，

亦
腰
一

但
'
十
句
七

」
四
之

調
十
分
衝
文
護
|
君
分

騷
凡
百
禦
飛
固
一
豆

「
者
部
以
以
之
而
而

論
腰
全
石
|
壤
|
扁
耙
|
剖
|

明
句
佔
磁
禎
基
萬
瓜

雖
為
約
製
糊
觀
將
竟

析
字
分
虛
句

所
以
十

16 語見劉熙載. (藝概) .卷三. (賦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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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憶同與之愉樂

遺風急兮城上寒

并逕減兮丘朧殘

千齡兮萬代

共盡兮何言

雖然，賦中亦間有平仄不甚協調之句，譬若:

北走紫塞雁門

I I I I I 一

此為一平五仄句;

直視千里外

I 1-1 I 
此為一平四仄句;

叢薄紛其相依

吳蔡齊泰之聲

離宮之苦辛哉

以上三旬，皆為五平一仄句;

車若斷岸

I I I I 
此句全為仄聲;

為蕪城之歌

此句全為平聲。誦之，聲調略欠和諧，頗失抑揚低昂之美聽，此即

劉氏所謂 r 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之理也 。

3 .音韻相殊

〈蕪城賦〉八十六句中，其聲紐與韻目頗能相異者，多達七十

七句，幾佔全文百分之九十，茲舉十例以概其餘如下 17

例一: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南 泥 軍 開 一 平
馳 澄 支 開 平一

蒼 清 唐 開 平
梧 疑 模 A口~ 一 平
漲 知 漾 開 一 去

一

海 曉 海 開 上

例二 :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塵 澄 仙 開 一 平一
一

閉 匣 翰 開 一 去

撲 濟 屋 A仁E1A 

入
地 定 至 開 去一

一

二-
m一
圓
一
偕

彷
V

一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平
平J心

們
一
模
一
尤

þ. 
口

開

11 本表各字之聲紐、韻目與清濁等項，悉參照宋本{廣韻 } 、林尹{中國盡早韻

學通論}及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等書為準則 。 餘下類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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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廿 書 祭 開 一 去 石 禪 1目土 開 一

入一

以 餘 止 開 一 上 以 餘 止 開 上
一

休 曉 尤 開 一 平
種7.l、g 疑 至口五口 開 上

一

j口bI3、 明 映 開 去 衝 昌 鍾 AEE1 A 一 平一
一

例七: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板 幫 濟 開 上 埋 明 皆 開 一 平一 一

築 知 屋 J口~ 

入
魂 匣 魂 」仁E司A 一 平一

維 澄 k日三4 開 一 上 幽 影 幽 開 四 平一

石 禪 1自主主 開
, ,j 

碟 定 帖 開 四 入 入 11 
一

之 章 之 開 平
殷 影 欣 開 平 例八:

一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天 透 先 開 四 平
道 定 皓 開 一 上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如 日 色 開 一 平井 精 靜 開 一 上一
何 匣 歌 開 平幹 見 翰 開 去

烽 濟 鍾 i口~ 一 平
槽 來 姥 Ä 上 例九:

口

之 章 之 開 平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一

勤 群 欣 開 一 平 一一 抽 徹 尤 開 平一

琴 群 侵 開 一 平
A口S口、 明 映 開 一 去

一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操 清 豪 開 一 平
製 章 祭 開 一 去一

磁 從 之 開 一 平一 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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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井 精 靜 開 上
一

逕 見 徑 開 四 去

誠 明 薛 開 一

入
兮 匣 齊 開 四 平
丘 溪 尤 開 一 平
嚨 來 腫 iEE3 A 一 上

一

殘 從 寒 開 平

法 幫 乏 i口~ 一

入 清一
一

候 餘 質 開 一

入 濁一一

周 章 尤 開 一 平 清一一

45 、 來 勁 開 一 去 濁一
一

例三 :

以上諸例，字字音韻相殊，故讀之均能唇吻調利 ， 悠揚悅耳者也。

4 . 清濁相伴

(蕪城賦〉八十六句中，其清濁輕重相伴者 ， 亦有七十一句，

約佔全文百分之八十三。今試舉其上下兩句為例 :

例一 :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出 EE司3 術 A口~ 一

入 清一一

入 日 緝 開 一

入 濁一一

I lJ、 主atpkt 開 一 平 清
一

代 疋,...L. 代 開 一 去 濁

五 疑 姥 AEE3 A 一 上 濁

百 幫 陌 開 一

入 清
一

餘 餘 魚 開 一 平 濁一一

載 精 海 開 一 上 清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華 精 之 開 一 平 清一

貨 曉 過 iEhI h 一 去 清

鹽 餘 暐 開 一 平 濁一

田 疋,...L. 先 開 四 平 濁

鏟 初 產 開 上 清
一

利 來 至 開 一 去 濁
一

銅 定 東 AEE1 A 一 平 濁

山 山 山 開 平 清

例四 :

例二 :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飢 見 脂 開 一 平 清一
一

鷹 影 蒸 開 一 平 清一一

厲 來 祭 開 一 去 濁一一

吻 明 吻 A口~ 一 上 濁
一

寒 匣 寒 開 一 平 濁

且每 E自3 脂 開 平 清
一

嚇 曉 陌 開 一 入 清
一

雛 后刀芸弋t 虞 AEE3 A 一 平 濁一
一mE 

聲紐 韻目 l 開合口 | 等 呼 聲調 清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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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月 幫 登 開 平 清

樣 莊 臻 開 一 平 清一

塞 J [j、 德 開 一 入 清

路 來 暮 AEE3 A 一 去 濁

崢 主刀包、t 耕 開 平 濁

嶸 匣 耕 AEE司A 一 - 平 濁

古 見 姥 At企1h 一 上 清

尷 群 脂 iEb3 h 一 平 濁一

己
一
摧
一

餘

從

止

灰

開 上

平

濁

濁A 
p 

例八:

例六: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東 端 東 AEE3 A 一 平 清

都 端 模 AcE1 h 一 平 清

妙 明 笑 開 去 濁
一

姬 見 之 開 一 平 清一
一

南 泥 軍 開 平 濁

國 見 德 iEb1 h 一 入 清

麗 來 賽 開 四 去 濁

人 日 真 開 一 平 濁一
一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白 並 陌 開 入 濁
一

楊 餘 陽 開 一 平 濁一

早 精 皓 開 上 清

落 來 鐸 開 一 入 濁

塞 J心 代 開 一 去 清

草 清 皓 開 上 清

Fl IJ 從 先 開 四 平 濁

衰 山 脂 i口~ 
平 清

一

以上八例，上下二句要皆清濁輕重相伴，均衡運用，即如劉氏所謂:

「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者也。 J 18雖然，賦中亦有輕重不句之

例者，嘗若:

例一 :

例七: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重 澄 鍾 AEE1 K 一 平 濁一

江 見 ?工 開 一 平 清

複 幫 屋 AEE1 A 一

入 清一

關 見 刪 AEE3 A 一 平 清

之 章 之 開 一 平 清
一

噢 影 屋 」E2Ih 一

入 清
一

四 J[j、 至 開 去 清
一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凝 疑 蒸 開 一 平 濁一
一

思 JL\ 之 開 一 平 清一
一

寂 從 錫 開 四 入 濁

聽 透 徑 開 四 去 清

J[j、 J [j、 侵 開 一 平 清
一

傷 書 陽 開 一 平 清一

472 473 

18 范文瀾{文心雕龍﹒聲律億﹒注〉曰 r r 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 .1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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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從劉麗〈文心雕龍}探討鮑照(蕪城賦〉之聲律

濁

濁

平
平

一
一
一
一一
一

開
一合

| 長 | 澄 |

| 雲 | 餘 |

案 : 八字中 ， 濁聲已佔其七 。

陽
一文

會 匣 泰 iEL 3 去 濁

五 疑 姥 iEh3 h 一 上 濁

達 定 品 開 一 入 濁

之 章 之 開 一 平 清一
一

莊 莊 陽 開 一 平 清一
一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例四 :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製 章 祭 開 一 去 清
一

磁 從 之 開 一 平 濁
一

石 禪 1目土 開 一

入 濁
一

以 餘 止 開 一 上 濁一
一

種~ 疑 至口五口 開 上 濁一
一

衝 EE司司 鍾 i口':>. 一 平 清一

糊 匣 模 A 
一 平 濁cl 

頑 徹 清 開 一 平 清
一

壤 日 養 開 上 濁
一

以 餘 止 開 一 上 濁一
一

飛 幫 微 A 一 平 清一亡3 一

文 明 文 i口':>. 一 平 濁

案 : 十二字中 ， 清聲已佔其八。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才 從 怡 開 一 平 濁

力 來 職 開 入 濁一
一

雄 餘 東 AEE3 h 平 濁
一

富 幫 有 開 一 去 清
一

士 方是可其 止 開 上 濁
一

馬 明 馬 開 上 濁
一

精 精 清 開 平 清
一

如 疑 先 開 四 平 濁

例二:

案:八字中 ， 濁聲己佔其六。

案 : 十二字中 ， 濁聲已佔其八。

例五: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木 明 屋 iEE3 A 一 入 濁

魅 明 至 開 一 去 濁一
一

山 山 山 開 一 平 清
一

鬼 見 尾 AEE3 A 一 上 清一

野 餘 馬 開 一 上 濁
一

例三: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學 從 術 厄口扎 一

入 濁一
一

若 日 藥 開 一

入 濁一
一

斷 定 緩 」EE3A 一 上 濁

岸 疑 翰 開 一 去 濁

矗 徹 屋 J口~ 一

入 清
一

似 邪 止 開 一 上 濁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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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八字中，濁聲已佔其六。

例六: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觀 見 桓 iEE3 A 一 平 清

基 見 之 開 平 清

肩 見 青 iEk 1 四 平 清

之 章 之 開 一 平 清一

固 見 暮 J口~ 一 去 清

護 匣 暮 i口~ 去 濁

將 精 陽 開 一 平 清
一

萬 明 願 iEE1 A 一 去 濁一

爾巴 邪 止 開 上 濁

而 日 之 開 一 平 濁
一

一 影 質 開 一

入 清一
一

君 見 文 A 一 平 清一r:J 一

案:十二字中，清聲己佔其八。

例七: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稜 來 登 開 一 平 濁

稜 來 登 開 一 平 濁

店幸看自? 山 陽 開 一 平 清
一

A那=‘ 溪 未 開 一 去 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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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 I l..，'、 屋

蔽 IL、 屋

風 幫 東

威 影 微

案:八字中，清聲已佔其六。

例八:

例句 聲紐 韻目

通 透 東

池 澄 支
既 見 未

已 餘 止

夷 餘 脂

峻 I l..，'、 轉

蝸 疑 虞

叉 餘 有

以 餘 止

頹 定 灰

案:十字中，濁聲已佔其七。

例九:

例句 聲紐 韻目

藻 精 皓

扁 見 青

輔 幫 覺

帳 知 漾

歌 見 歌

堂 定 唐

試從劉麗、〈文心雕龍}探討鮑照(蕪城賦〉之聲律

A口~ 

入 清

AEE1 A 一 入 清

AEE司h 一 平 清一
一

AEE1 A 一 平 清一
一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A 
一 平 清仁1

開
一 平 濁

開
一

去 清

開
一

上 濁

開
一 平 濁

l口~ 
一

去 清

A仁E1A 一 平 濁一
一

開
一

去 濁

開 一 上 濁一

J口~ 一 平 濁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開 上 清

J口~ 四 平 清

」EE1A 一 上 清

開
一

去 清

開 一 平 清

開 一 平 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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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明 寶 iEE1 h 

一
上 濁

閣 見 A 開 一 入 清仁1

之 章 之 開 一 平 清

基 見 之 開 一 平 清

案 : 十字中，清聲已佔其八。

例十 :

例句 聲紐 韻目 開合口 等呼 聲調 清濁

千 清 先 開 四 平 清

齡 來 青 開 四 平 濁

兮 匣 齊 開 四 平 濁

萬 明 願 AEE1 A 
一

去 濁

代 定 代 開 一 去 濁

士/ t、 群 用 iEE司A 
一

去 濁

盡 從 車全 開
一

上 濁

兮 匣 齊 開 四 平 濁

何 匣 歌 開 平 濁

i=司=- 疑 YE 開 一 平 濁
一

案 : 十字中 ， 濁聲已佔其九。於此 ， 其難於「口吻調利 J 19' 可想

見矣，此亦即劉氏所謂 r 沈則響發而斷 ， 飛則聲颺不還」之理也 。

(二) 雙疊

所謂「雙疊 J 即指字之雙聲疊韻也。夫雙聲者，凡兩字聲母

相同而韻母不同連成一詞者之謂 ; 夫疊韻者 ， 即兩字韻母相同而聲

母不同連成一詞者之謂。近人王力謂兩個同紐之字曰「雙聲 J 如

19 鍾嶸{詩品﹒序}曰 r 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獲礙;但令消濁通流，口

吻調利，斯為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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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滅 ; 兩個同母之字曰「疊韻 J 如囉唆 20 。林尹亦云 r 發音相

同之字 ， 謂之『雙聲 .!I ... ... 古稱收音相同者，謂之『疊韻 .!I 0 J 21 

大抵雙聲疊韻之用，須二字聯綴，始能使人讀之現王良 ， 意思圓融泣，倘

若隔字 、 雜句，則聲調反為不美， 此即劉氏所謂 r 雙聲隔字而每

件，疊韻雜句而必胺」之意也。

吾觀乎鮑照〈蕪城賦〉一文 ， 句中使用相同之聲紐或韻目者，

共二十四處。其中 : 雙聲字連用，共十四次 ， 而疊韻字連用者只得

三次，茲列舉例證如下(凡句中屬雙聲字者 ， 下用 1':.1':.符號表之 ;

屬疊韻字者 ， 下用 00符號表之。)

軸以崑崗

1':. 1':. 

案:二字同屬見紐。

人駕肩

1':. 1':. 

案 : 二字同屬見紐。

格高 五 嶽

1':. 1':. 1':. 1':. 

案 r 格高」二字，同屬見紐;而「五嶽」二字 ， 則同屬疑紐。

觀基局之固 護

1':. 1':. 0 0 

案 r 基扁」二字 ， 同屬見紐;而「固護」兩字，則同屬暮韻。

當 昔全盛之時

o 0 

案 : 二字同屬之韻。

20 見王力﹒{漢語音韻學}

21 見林尹， (中國聲韻學通論}

22 語見董季棠， (修辭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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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魅山鬼

/1 /1 

案:二字同屬明紐。

伏描戴虎

/1 /1 

案:二字同屬並紐。

通池既已夷

/1/1 

案:二字同屬餘紐。

峻滿又以頹

/1 /1 

案:二字同屬餘紐。

歌堂舞閣之基

o 0 

案:二字同屬之韻。

吳蔡齊秦之聲

/1 /1 

案:二字同屬從紐。

薰歇燼減

/1 /1 

案:二字同屬曉紐。

東都妙妞

/1/1 

案:二字同屬端紐。

邊風急兮城上寒

/1 /1 /1 /1 

案 r 邊風」二字，同屬幫紐;而「城上」二字，則同屬禪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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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諸句，在在聲調諧美，悅耳動聽，誠如劉氏所指「玲玲如

振玉」、「累累如貫珠」者也。情乎賦中亦不乏「炸」、「胺」之

句，譬如:

重江複關之噢

/1 /1 

案:二字同歸見紐。

階鬥是錯

/1 /1 

案:二字同歸見紐。

灌莽杏而無際

/1 /1 

案:二字同歸明紐。

歌堂舞閣之基

/1 /1 

案:二字同歸見紐。

魚龍爵馬之玩，

/1 /1 

案 : 二字同歸疑紐。

薰心是丸質

/1 /1 

案:二字同歸匣紐。

豈憶同與之愉樂

/1 /1 

案:二字同歸餘紐。

以上七句，其雙聲字皆相隔而用，誦之，口吻不甚調利，此即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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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 r 雙聲隔字而每件」之理也鈞。

(三)和韻

此則可將「和」與「韻」分項論述如次 24

1 . r 和」

劉氏所謂「和」者，乃指「句內之格律一即各字平仄聲調一要

調和。 J 25所謂「異音相從謂之和」者，即指「句內雙聲疊韻及平

仄之和調」詣。所謂「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者，乃指「一句之

中，音須調順，上下四句間，亦求和適。 J 27然則，劉氏所云「和」

者，實專論句中調聲之術也。

日本僧人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屢引沈約、劉滔及劉善經等

之言論，當中亦嘗載賦之聲病 r 平頭」、「上尾」、「蜂腰」

「鶴膝」等說詣，則句中聲律之要求，更具體而明矣。

23 范文瀾{丈心雕龍﹒聲律篇﹒注〉曰 r 雙聲隔字而每件 J 即八病中傍紐

病也。《文鏡秘府論﹒五}引元氏云 r 傍紐者，一韻之內有隔字雙聲也。.! J 

24 王更生. (文心雕龍﹒劉麗的聲律論}會云 r r 和.!I是指文章的聲調，

一句之內，平仄順適，合乎唇吻 r 韻 J 即指詩文的韻腳，每句之末，同押

一韻，使其鐘鏘相應。我們本著這個解釋，把『和』與『韻』分別來看的時候，

這祇是一個『調聲』和『選韻』的問題。」

25 語見馮吉權. (文心雕龍與詩品之詩論比較}

26 語見范艾瀾. (文心雕龍 ﹒聲律篇﹒注 }

27 向上。

28 遍照金剛{艾鏡秘府論﹒丈二十八種病}嘗曰 r :第一 ，平頭... ...四言、七

言及諸賦、頌，以第一句首字，第二句首字，不得同聲，不復拘以字數次第也。... ... 

第二，上尾或曰:其賦、頌，以第一句末不得與第二句末同聲。... ，..第

三，蜂腰劉滔亦云 r 為其同分旬之末也。其賦 、頌皆須以倩斟酌避 之。

如阮璃〈止慾賦〉云﹒「思在體為素粉，悲隨衣以消除。」即「體」與「粉」

「衣」與「除」同聲是也。叉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亦不能善。 此雖世無的目，

而甚於蜂腰。 J ... ...第四，鶴膝劉氏去 r 鶴膝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

與第十五字同聲。... ...皆次第相避，不得以四句為斷 。，.. .，.凡諸賦、頌， 一同

五言之式。如潛安仁(閑居賦)去 r 陸續紫房，水挂祺鯉，或宴於林，或櫻

482 

試從劉揖{文心雕龍〉探討鮑照(蕪城賦〉之聲律

今考鮑照(蕪城賦〉八十六句，就其調聲之術而言:

( 1 )其犯「平頭」聲病者，凡十七次，舉例如下:

瀰進平原，南馳蒼梧漲海。

平平
車挂蟬，人駕肩。

平平
(是以)板築雄碟之殷，并幹烽格之勒。

上上

車若斷岸，矗似長雲。

入入
觀基局之固護，將萬杖，而一君。

平平
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平平
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平平
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

平平
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平平
以上各例，皆第一句首字與第二句首字同聲者也 。

( 2 )其犯「上尾」聲病者，僅得五次，譬如:

施以清渠，軸以崑崗。

平平
旋淵碧樹，戈林釣渚之館。

去去

於氾。」即其病也。其諸手漿，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復不得

犯第五句末，皆讀鱗次避之。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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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磁石以禦街，糊禎壤以飛文。

平平
東都妙妞，南國麗人。

平平
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

平平
以上諸例，皆第一句末字與第二句末字同聲也。

( 3 )其犯「蜂腰」聲病者，凡十六次，舉例如下:

重江複關之噢

平平
寒鵡嚇雛

平平
崢嶸古旭

平平
薰歇燼減

入入

離宮之苦辛哉

平平
以上諸句，第三字與第六字同聲也。

( 4 )其犯「鶴膝」聲病者，凡八次，譬若: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繕，人駕肩。

平平
飢鷹厲吻，寒螞嚇雛。伏虎E 藏虎，事L 血繪庸。

上上

稜稜霜氣，楚楚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

去去

灌莽杏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去

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

去去

若夫藻扁輔帳，歌堂舞閣之基。正走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

去 去

以上四句，第二字與第四字同聲也。叉如:

當昔全盛之時

平平
圖修世以休命

去去

并幹烽稽之勤

平平
叢薄紛其相依

平平
弋林釣渚之館

去去

吳蔡齊泰之聲

平平

蕙心純質，玉貌絡骨。莫不埋塊幽石，委骨窮塵。

入 入
豈憶同與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

入
以上諸例，其第一句末與第三句末或第三句末與第五句末同聲也。

綜而言之，鮑照(蕪城賦〉一文，犯「平頭」之病者最多，約

佔全文百分之四十;其次為「鶴膝 J 約佔全文百分之二十六;文

其次為「蜂腰 J 約佔全文百分之十九;而「上尾」最少，只約全

文百分之十二。然則，鮑賦之調聲之術，庶可想見矣 29 。

29 先師高仲華先生{高明文輯﹒文學類 ﹒ 論聲律}嘗曰 r 現在我們可以總括

來說:和聲，就是辨別字音的部位、等呼、洪細、高低、陰陽、清濁、長短、

抑揚、雙聲、疊韻等，調和而配合之，使其相重、相間 一 即重疊和錯綜 一 再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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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韻

所謂「韻」者，乃指韻文中句末所押之韻。擇韻既定，則餘韻

從之;如用「東」韻，凡與同韻之字皆得選用 30 .此即劉氏所謂「韻

氣一定，故餘聲易遣」之理也。劉氏叉曰:

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實繁。及張華論韻，

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

黃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園;訛音之作，甚於柚

方，免手柚方，則無大過矣。 31

近人黃春貴對劉懿此說，加以析述曰:

文章押韻，忌雜訛音，士衡多楚，故舍人曰 r 失黃之正

響 J 0 ••• ...六朝之韻書，漫無標準，南腔北調，各是其是，

各北其北，文章押韻，欲得正響，自然不易。... ...舍人有鑑

及此，要求文章用韻，要有一定之準繩， <聲律〉篇曰 r 崙

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此求取統一之道也。若掉以輕心，

雜以方音，則如〈聲律〉篇所謂 r 若長風之過錯，東郭之

吹芋。」舍人論韻之苦心，可謂深矣。 32

黃氏之言，誠可揭舍人論韻之微旨矣。劉氏叉曰:

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敵

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

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 r 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

制韻，志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

到變化、恰合和秩序，而形成一種完美的節奏。」

30 語見范文瀾， (文心雕龍﹒聲律篇﹒注}。

31 引見劉麗， (艾心雕龍﹒聲律篇}

32 見黃春貴， (艾心雕龍之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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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吻告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蜀若折之中和，庶保兌

咎。"

此則謂文章押韻，轉韻太急或久不換韻，皆非所善 34 。折中之道，以四

韻一轉，庶保無咎也。今試就劉氏之說，探討鮑照〈蕪城賦〉押韻

之特色，分析如下:

( 1 )韻字方面

鮑氏此賦，所押韻字凡四十五:平聲韻三十九字，去聲韻四字，

入聲韻二字，分隸二十二韻目，列表說明如下 35

韻字 韻目

原 YE 

門 魂

崗 唐

莊 陽

肩 先
天 先
山 山

研 先
1.ì 勁

j口bI3、 映

殷 欣

勤 欣

墳 文
E3-zH t 文

文 文

33 見劉麓， (文心雕龍﹒章句篇}

34 見真春貴， (丈心雕龍之創作論) • 

35 本表韻目，悉依宋本〈廣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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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 寬窄

平 中

平 中

平
寬

平
寬

平
寬

平
寬

平 寬

平
寬

去 窄

去 窄

平 窄

平 窄

平 窄

平 窄

平 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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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文 平
分 文 平
塗 模 平
蜻 模 平
狐 模 平
趨 虞 平
雛 虞 平
膚 虞 平
尷 脂

平
袁

脂

平
威 微 平
飛 微 平
依 微 平
頹 灰 平
埃 咱 平
摧 灰 平
館 換 去

玩 換 去

滅 薛 入
絕 薛 入

人 真 平
唇 語

平
塵 真 平
辛 真 平
何 歌 平
多 歌 平
歌 歌 平
寒 寒 平
殘 寒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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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

窄
寬

寬

寬

寬

寬

寬

窄

窄

窄

窄

窄

中

中

中

中

中

寬

寬

寬

寬

寬

寬

中

中

中

中

中

t 

E司 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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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中

以上所列韻字，偶有韻目不同而相押者，如:元與魂、唐與陽、先

與山、勁與映、欣與文、模與虞、脂與微、灰與怡、真與語及寒與

元等，然亦當時韻文用韻之常規也。 36於此，足徵鮑氏此賦用韻之

謹嚴，絕無「訛韻」者也。此外，可得而論者， (一)、其於四聲

韻部，以選用平韻頻繁，約佔全丈百分之八十七，而獨不用上聲韻

字(二)、其於韻段之間，全換以不同韻部押韻(三)、其於

「寬」、「中」、「窄」之韻部，不獨均衡選用，更能相間呼應也。

( 2 )韻法方面

鮑氏此賦之押韻法，以韻段為別，可分十三段:

第一段用首句入韻之幾句押韻法 37 '押平聲調「元 、魂」同用

韻，屬中韻 38 。

第二段改用隔句押韻法 39 '押平聲調「唐、陽」同用韻，屬寬

韻。

第三段叉改用幾句押韻法，押平聲調「先、山」同用韻，屬寬

韻。

第四段則改用隨意押韻法 40 '押去聲調 「勁 、映」同用韻，屬

36 近人于安瀾著{漢魏六朝韻譜}排列各部通用之韻，如陽唐... ...元寒桓刪山

仙先... ...真謬臻艾欣魂痕... ...魚虞模... ...皆灰暗... . . . 脂微... ...映譯勁徑 。

37 所謂「幾句押韻法 J 乃指除首句外，餘在第三 、五、七.. . ...句處押韻。

38 王力{漢語詩律學}曰 r 近體詩用韻甚嚴.. . ...有些韻很寬，有些韻很窄 。

寬韻可以很自由，窄韻就會令人受窘;但是，有文才的人有時候卻故意用窄韻

來顯本領﹒依寬、窄的程度而論，詩韻大約可以分為四類，如下(學卒韻以包

括仄韻)一﹒寬韻:支、先、陽、庚、尤、東、真、虞;二﹒中韻:元、寒、

魚、肅、侵、冬、灰、齊、歌、麻、豪;三 ﹒ 窄韻:微、艾、刪、育、蒸、罩、

鹽;四﹒江、佳、看、成 ﹒」

39 所謂「隔句押韻法 」﹒乃指除首句外，餘在第 二 、四、六..， ..，句處押韻。

40 所謂「隨意押韻法 J '屬不規則押韻，既非 「幾句韻法 J '又非「隔句韻法 J

如「勁」韻在第二旬，而「映」韻則在第五句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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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韻。

第五段文改用首句入韻之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欣、文」同

用韻，屬窄韻。

第六段叉用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模、虞」同用韻，屬寬韻。

第七段文續用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脂、微 J 同用韻，屬窄

韻。

第八段叉續用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灰、哈」同用韻，屬中

韻。

第九段叉續用隔句押韻法，押去聲調「換」韻，屬中韻 41 。

第十段則改用句句押韻法，押入聲調「薛」韻，屬寬韻。

第十一段則改用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真、語 J 同用韻，屬

寬韻。

第十二段則改用首句入韻之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歌」韻，

屬中韻。

第十三段叉用隔句押韻法，押平聲調「寒、元」同用韻，屬中

韻。

由上觀之，鮑氏此賦之押韻法有六(一)首句入韻之幾句押

韻法，僅一次(二)首句不入韻之幾句押韻法，亦僅一次(三)

首句入韻之隔句押韻法，只兩次; (四)首句不入韻之隔句押韻法，

凡七次(五)句句押韻法，僅一次(六)隨意押韻法，亦僅一

次。換言之，全文以隔句押韻法居多，其「兩韻輒易」者，只得三

處，而「百句不遷」者，全賦未嘗一見，則其「聲韻微躁」、「唇

吻告勞」之病者，庶無犯矣。

41 案 r 歌堂舞聞之基」一旬 r 基」字疑誤，蓋此句照韻法必入韻也，故吾

{并歸隔句押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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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語

從上分析，蓋可想見鮑照〈蕪城賦〉之聲律所以為美，及其盡

美而未盡善之處矣。吾嘗研讀江淹(恨〉、(別〉二賦，其用字之

輕重浮切，雙疊之隔字雜句，亦頗多不合協調者 42 。故知劉氏之說，

非為作賦一定必守之格律。為賦之道，用字下語，貴乎自然流暢，

使人誦之，情為之移，神為之往，斯為足矣。倘強就聲律而令文不

從字不順者，則為削足以適履，此鮑照〈蕪城賦〉之聲律間有未諧

之理也。茲為清晰起見，特列一表以結本文如下:

內容 數量 百分率

平仄相對 72 句 84% 

平仄協調 79 句 92% 
音韻相殊 77 句 90% 

清濁相伴 66 句 77% 

雙聲連用 14 句 67% 

疊韻連用 3 次 100% 

平頭病 17 次 40% 

上尾病 5 次 12% 

蜂腰病 16 次 19% 
鶴膝病 8 次 26% 

平聲韻字 39 字 87% 

上聲韻字 O O 

去聲韻字 4 字 9% 

入聲韻字 2 字 4% 

42 譬如(恨賦: r 華山為城，紫淵為池 J ;別賦: r 賦有凌靈之稱，辯

有離龍之聲 J 要皆前後二句之平仄相同。叉如〈恨賦: r 諸侯西馳」一旬，

全為z!s聲別賦: r 有別必怨」 一旬 ，全為仄聲 ﹒叉如(恨賦: r 濁醇

夕引，素琴晨張 J .別賦: r 居人愁臥，倪若有亡」﹒ 二者皆八字中濁聲

已佔其六者也。

491 



第三屆國際辭賦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幾句押韻法 2 次 15 % 

隔句押韻法 9 次 69 % 

句句押韻法 l 次 8 % 

隨意押韻法 l 次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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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12 月

讀李清照〈打馬賦〉等三篇札遂

何廣校

華梵人文科技學院東方人文思想所

一、前言

余於易安居士能文章，雄於闇閣，卓然成家，素表欽仰。多年

來皆致力於清照及其《漱玉集〉之研治。先後出版有〈李清照研究〉

1 、 〈李易安集繫年校筆) 2 、〈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 3諸書;

叉發表有(李清照改嫁問題資料彙編補遺六則> 4 、 (再論李清照之

改嫁> 5諸文。其中以〈李清照研究〉刊行最早。全書凡八章 ， 其第

三章為(李清照之詩文〉 。 余於此章中嘗考論及清照之〈打馬賦> ' 

惟甚疏略，及今讀之，倍覺慚蔥、。用是不辭5萬陋，另撰此篇，以贖

前恕。倘能於前書之闕失有所補正，是厚望焉。

二 、 讀〈打馬園經 自序〉

l 九思出版社，民 66 年 1 2 月，初版;民 77 年 3 月，再版 。

2 里仁書局，民 60 年 1 月 ﹒

3 九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 79 年 8 月-

4 誠{書目季刊) .第 23 卷，第 3 期，頁 41 - 45 叉收入拙著. (碩堂丈存三

編) (里仁醫局，民 8 4 年 6 月) .頁 34-44 0 

5 載{大陸雜誌) .第 8 3 卷，第 4 期，頁 48 叉收入拙著. (碩堂丈存三 }

(里仁書局，民 84 年 6 月) .頁的-4 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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