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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杨晶瑜的《狩猎赋研究》即将付梓，邀序于余，于是又记起七

年前的美好时光。 
2006 年春天，晶瑜从遥远的呼伦贝尔来到京师，从余问学。听

课诸生中，晶瑜最为特别。他既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勤于笔记，只字

不遗，也不翻阅资料，勾画圈点，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认真思

索我所讲的每一句话，不时提出疑问，或者发表个人见解，于是课

堂气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不少问题的讨论走向深入，在座诸人皆从中获益。场景历历，

如在昨日。 
转眼间到了硕士论文选题的关头。由于晶瑜来自北国，对于内

蒙古少数民族的狩猎生活较为熟悉，他决定以历代狩猎赋作为研究

对象。我认为选题甚有意义。对于古代赋体文学的研究，最初是从

作家作品开始的，例如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4 年版），高光复先生的《汉魏六朝四十家赋述论》（黑龙江教育

出版社 1988 年版）等；后来逐渐上升到赋史研究，如马积高先生的

《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郭维森、许结先生的《中国

辞赋发展史》（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再拓展至专题研究，如

万光治先生《汉赋通论》（巴蜀书社 1989 年版）、康金声先生《汉赋

纵横》（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而对于某一题材赋的研究，则

始于台湾学者廖国栋先生的《魏晋咏物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0 年版），可惜该书在大陆流传不广，很多学者没有看到。不过，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大陆学者也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例如于

浴贤先生的《六朝赋述论》（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即是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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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北朝十一种题材赋的专题研究。20 世纪初，专题赋研究的著述

和学位论文逐渐多了起来，例如蔡辉龙先生的《两汉名家畋猎赋研

究》（香港天工书局 2001 年版），余江先生的《汉唐艺术赋研究》（学

苑出版社 2005 年版），贡小妹博士的《两汉魏晋游览赋研究》（山东

大学博士论文，2002 年），王巧飞硕士《汉魏六朝天象赋研究》（南

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等，但大都是断代研究，而且多集中

于先唐。其中蔡著专门研究畋猎赋，但亦仅限于汉代数篇，且以作

品校勘与分析为主。因而，晶瑜以历代狩猎赋作为研究对象，将研

究范围扩大到唐代以后，无疑具有一定的学术开创性。并且晶瑜自

幼生活于内蒙古大草原，耳濡目染，对于游牧民族的狩猎生活、狩

猎方式和狩猎文化较为熟悉，由他来完成这一课题，当然是再合适

不过了。 
但是，论文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首先是资料的搜集举步维艰。

最早进入视野的是《历代赋汇》和《赋海大观》中的畋猎赋。晶瑜

将它们全部进行了校勘、整理，甚至还作了注释。其中《赋海大观》

所收清代赋印刷质量极差，字小模糊，错误百出，并且大都找不到

作家别集来进行校勘，因而整理难度很大，进展十分缓慢。此外，《历

代赋汇》和《赋海大观》二书收录赋作并不完备，于是晶瑜又去查

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明

文海》《清文汇》等大型总集和一些作家之别集，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但所得却十分有限。例如明代，只找到了一篇汤显祖的《大

槐安国龟山大猎赋》，而且见于《南柯记》第十五出，不是独立的赋

作。晶瑜经常就这些问题与我交流，我也深感“历代”狩猎赋研究

的难度超出了我的预料。不过，经过晶瑜的辛勤劳动，历代狩猎赋

的资料汇集和整理工作基本结束，共得狩猎赋 75 篇，其中保存完好

或残缺的计 62 篇，已经亡佚而仅存篇目的计 13 篇。在此基础上，

作者从历史、文化、文学三个方面来对历代狩猎赋进行研究，结构

严整，脉络清晰。由于有坚实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因而本书的学

术观点无不稳妥可靠，令人信服。本书的“附录”部分，即展示了

资料收集的完备性，它们既是全书立论的依据，同时也显示了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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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水平以及为了搜集资料而付出的艰苦劳动。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观点新颖，创新性强。作者不迷信古人，也

不因循今人，对于很多习见的篇章，他往往能够通过个人的独立思

索，结合相关的赋作和文史资料，而得出新颖的结论。例如《子虚

赋》“射麋脚麟”句，古今学者皆认为“脚麟”中的“脚”用作动词，

意思是“捉住麟的脚”，但具体捕捉方法却语焉未详，大都以为是徒

手捕捉。作者认为，“麟”在这里并非神兽麒麟，而是一种大鹿。鹿

类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和灵活性，很难徒手捕捉，既然不是空手，猎

人所用的究竟是什么工具便值得研究。作者征引左思《吴都赋》“

麋麖”，李善注：“ ，绊前两足也。《庄子》曰：连之羁 ，音耸。”

得出捕捉麋鹿是要用绳索绊住其两只前脚的结论，言之成理，新人

耳目。接着作者又以出土文物和纳西族捕猎方式为依据，进一步证

实这一结论，书中云：“我国许家窑文化遗址和丁村文化遗址中都发

掘出了很多石球，可能是用于制作狩猎工具‘飞石索’，即把两到三

个石球系在绳索末端，遇到大型野兽时旋转绳索向野兽投出，利用

石球在空中旋转的惯性将兽腿缠住。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活捉大型

走兽的手段，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纳西族猎民还在使用飞石索作为

狩猎工具。由此可见，《子虚赋》中出现的‘脚麟’很可能就是利用

了‘飞石索’这样的工具。”通过文献、文物、民俗等方面的资料为

证，更加强了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和说服力。书中这种新颖而有据的

见解很多，读者自可披览全书，斟酌去取。 
对于明清狩猎赋，学术界几乎无人关注。作者认为，明清是狩

猎赋的衰微期，并且指出其以模拟为主的特点，所言甚当。清代赋

作模拟成风，“屋下架屋，章摹句写”，缺乏生机与活力，成就当然

不高。倘若从科举史、文化史的角度审视，还可以发现这些赋作所

蕴含的意义。清代狩猎赋的产生，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馆阁

（或者书院）课赋，二是献赋朝廷，三是文人竞作，四是个人追摹。

至于这些赋作之赋体，则大多是骈赋和律赋，亦偶有作古赋者。清

代文人为何青睐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不断推出拟作，这

些拟作对前人赋作有哪些继承和创新，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狩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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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与狩猎诗有何区别，等等，书中皆有涉及，但

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所以，本书的出版，并不是狩猎赋研究的终

结，还有许多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总之，作者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科学，不仅从同类赋作中

寻找旁证，而且借鉴了文献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史等学科的

研究方法，所得结论新颖独到，可靠性强。本书是作者对赋学研究

的贡献，它的出版必将有助于赋学研究的深化与拓展，笔者对此感

到高兴，爰作小序如上，并希望晶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学术

研究领域不断推出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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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的内容和语言风格与狩猎诗有何区别，等等，书中皆有涉及，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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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  凡 
2014 年 1 月 5 日于北京花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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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狩猎，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开始使用的向大自然索取动物

类生活资料的一种古老的生产方式。中国古代多称之为

“田”、“田猎”、“畋猎”等，还有“羽猎”、“校猎”、“蒐狩”、

“打猎”、“打围”等不同名称。现代意义的狩猎是狩猎业的

一个重要过程，狩猎这个生产过程，除猎捕野生动物，开发

国家野生动物资源以外，还起到控制野生动物种群，维持自

然生态平衡的作用。因此，凡是使用套、夹、笼、网、窖、

夹剪、压木、猎枪、猎犬等各种猎具，或以其他方法猎取野

生动物，开发野生动物资源，都叫狩猎活动。 

古代的狩猎活动比现代频繁得多，人们掌握农业生产技

能以前，赖以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就是采集和狩猎。原始社

会人类为了获取食物，不得不想方设法猎取野兽。当时人口

很少，飞禽走兽横行山野，可供狩猎的资源极其丰富。进入

农业社会以后，农产品成了食物的主要来源，但狩猎依然是

获取生活资料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当农业和畜牧业充分发

达足以满足人类需要的时候，狩猎活动就具有了多方面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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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可以练兵，可以娱乐，甚至可以选拔人才。随着社会的

进步，狩猎活动逐渐式微，但它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延

续下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人类生活中最具魅力的活动

之一，甚至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题

材。我们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狩猎活动既然在人类社会

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然也就成为赋这种文学形式中的重要题

材。 

猎人要获得猎物，要使用一定的狩猎工具，运用一定的

狩猎方法，才能达到猎取鸟兽的目的。狩猎方法和狩猎工具

都属于狩猎技术的范畴。狩猎工具，是猎人猎取野生动物所

使用的猎捕工具，包括猎枪、猎犬、猎禽、各种自动猎捕工

具等；狩猎方法，是指猎人猎捕鸟、兽所使用的手段，如围

猎、巡猎、伏猎、隐蔽、引诱等等。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

人们所使用的狩猎工具、方法等各不相同，这就构成了丰富

多彩的古代狩猎文化。中国古代的狩猎文化在历代赋作中都

有所体现，文学作品与文化知识可以互相印证。考古所得的

古代狩猎文化知识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狩猎赋的

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狩猎赋中体现的狩猎文化也可以帮助

解决考古学、历史学上的相关疑难问题。所以针对历代狩猎

赋进行研究有其必要性。 

狩猎赋研究，是属于考古学、历史学与文学史相交叉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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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研究中国古代狩猎赋，就是要系统梳理这类赋作

的嬗变过程，分析其体现出来的相关古代狩猎文化现象，进

而探讨其社会功用与现实价值，充实赋文学的发展历史。狩

猎题材赋作贯穿赋文体发展的始终，在各种题材赋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历代狩猎赋充分体现了赋的文学价值和政治价

值，并记录了古代狩猎文化的相关知识，是我们了解古代狩

猎的重要参考资料。过去研究赋的学者往往只把眼光局限于

赋体文学本身，而没有从更广阔的角度进行探讨，对狩猎赋

还缺少全面系统的考察。 

目前通过几本大型的赋总集、赋集和文集、作家别集等，

笔者搜集到了 75 篇狩猎赋的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笔者

开始了整理资料和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也初步破解了里面蕴

藏的一些文学乃至文化信息。全文主要以狩猎赋的解读为切

入口，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当前对狩猎赋研究尚未涉及

的角度——狩猎赋文体演变历程和研究的新角度——文化

研究角度，试图对狩猎赋的发展历史作宏观的把握。同时力

求揭示狩猎赋的文化意义，从而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

究结合起来，揭示狩猎赋的发展规律和文化价值。 

本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探讨狩猎赋的渊源，就狩猎赋的

概念、起源与发展进行归纳研究，并简述狩猎赋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探讨狩猎赋的历史价值，主要着眼于狩猎赋中反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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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古代狩猎文化相关内容，包括古代狩猎制度、狩猎工具、

狩猎活动的功能等方面。由于文学往往为政治服务，第三章

就把狩猎赋的文学价值与政治价值合在一起进行讨论，分析

了狩猎赋的艺术特色及其产生原因，探讨狩猎赋艺术特色与

服从政治需要的联系，评价狩猎赋的历史地位。 

附录中辑录所有已发现的狩猎赋，并对其中大部分篇目

做了笺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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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狩猎赋的渊源

第一章  狩猎赋的渊源 

第一节  狩猎赋的界定 

赋是我国古代文学中的五大文体之一，而为外国文学所没有，

是真正的国粹。所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教授在翻译龚克昌先生

赴美讲学的讲稿——《汉赋讲稿》时，就直译为“fu”。他在为该书

稿作序时还特加解说：“在英文和西方的其他语言里，没有与赋这种

文体相对应的名称……如果中国文学的词汇能够进入西方文学词汇

成为其一部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就不必因为使用中文原名而不

安。”① 
赋也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反映广阔的社会历史生活，同样也

可以根据不同标准给赋进行分类。历代对赋的分类，由于所依标准

的不同而不同，大体上有四种分类方法：一，以艺术流别分；二，

以题材内容分；三，以时代先后分；四，以形式特点分。所谓“狩

猎赋”就是指以狩猎为主要题材及直接与狩猎活动相关的赋作，这

是依据第二种分类方法，并在不同的作品集里的类别名称也略有差

异。 
南朝梁萧统编著的《文选》，也称《昭明文选》，是中国文学史

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总集之一。《文选》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

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

次”。②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 3 大类，

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 38 小类，赋、诗所占比

                                                        
① 龚克昌，《赋学研究与六朝赋述论》，《中国辞赋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46 页。 

② 萧统，《文选序》，《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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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最多。《文选》对诗赋二体又按照其内容题材分门别类，赋体之中，

分狩猎、郊祀、耕藉、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

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总共 15 个类别。其中“畋猎”部

分收录的都是有关狩猎活动的赋作。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

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

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这种对赋作题材进行区分的做

法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汉书·艺文志》中的杂赋分类。后来，

这种目录学分类法演进成为一种总集编排义例，此后大多数的赋集

都延续这种体裁分类的编排方法。 
北宋太宗赵炅命李昉﹑徐铉﹑宋白及苏易简等二十余人共同编

纂的《文苑英华》一书多达一千卷，赋在这部大型总集中排列在各

体诗文之首，共 150 卷，其卷数及所占篇幅仅次于诗。赋体之下，

编者又按题材依次分为天象、岁时、地类、水、帝德、京都、邑居、

宫室、苑囿、朝会、禋祀、行幸、讽谕、儒学、军旅、治道、耕籍、

田农、乐、钟鼓、杂伎、饮食、符瑞、人事、志、射、博弈、工艺、

器用、服章、图画、宝、丝帛、舟车、薪火、畋渔、道释、纪行、

游览、哀伤、鸟兽、虫鱼、草木等 43 个门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与

《文选》所分十五类重叠，更多的则是新增的类别，其中“畋渔”部

分就包括了描写狩猎活动的赋作。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所称颂的“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信为赋

家之大观”的《历代赋汇》，为清代陈元龙奉敕编纂，是迄今为止辑

录先秦至明代赋作最为完备的赋体作品总集，以收录名篇佳作称誉

于世。陈元龙为清康熙时进士，授编修，后授文渊阁大学士，为饱

学之士。他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广搜博采，分类编排，于康熙四

十五年编成本书，总计一八四卷。全书正集一百四十卷，收叙事体

物之作，分为天象、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

蒐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

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

鸟兽、鳞虫等三十个类目。描写狩猎活动的赋作包括在其中的“蒐

狩”门类之下，计 21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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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共三十二卷，收先秦至清代的

赋作一万二千余篇，全书分三十二类，五百余子目，大部分是清代

人的作品，盖为博雅之士及学子而编，以收录宏富见长。其中“典

礼类”下有“田猎”子目，所收均为狩猎赋。 
本书所研究的狩猎赋，是以《历代赋汇》和《赋海大观》中收

录的赋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有些赋作于《历代赋汇》《赋海大观》未

收，但明显属于狩猎赋的也作为研究对象，如汉代孔臧所著《谏格

虎赋》，收录于宋代的陈仁子编撰的《文选补遗》。另外还有很多赋

作，虽然不是以狩猎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但也涉及了一些古代狩

猎活动。比如汉代枚乘的《七发》，假设楚太子玉体不安，吴客特往

探问，以音乐、饮食、车马、游乐、田猎、观涛、要言妙道七事来

启发太子，最后要言妙道收到神奇效果，使楚太子“涊然汗出，霍

然病已”。其中有两段关于狩猎活动情景的描述： 
将为太子驯骐骥之马，驾飞軨之舆，乘牡骏之乘。右夏服

之劲箭，左乌号之雕弓。游涉乎云林，周驰乎兰泽，弭节乎江

浔。掩青苹，游清风。陶阳气，荡春心。逐狡兽，集轻禽。于

是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

逐马鸣镳，鱼跨麋角。履游麕兔，蹈践麖鹿，汗流沫坠，冤伏

陵窘。无创而死者，固足充后乘矣。此校猎之至壮也，太子能

强起游乎？① 
………… 
未既。于是榛林深泽，烟云闇莫，兕虎并作。毅武孔猛，

袒裼身薄。白刃硙硙，矛戟交错。收获掌功，赏赐金帛。掩苹

肆若，为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炰宾客。涌觞并起，动心惊耳。

诚不必悔，决绝以诺；贞信之色，形于金石。高歌陈唱，万岁

无斁。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起耳游乎？② 
这两段描述狩猎情景的文字十分生动，气势恢宏，为司马相如

                                                        
① 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567 页。 

② 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5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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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虚赋》《上林赋》所效仿。尽管这段文字从篇幅来说只占全文

的七分之一，但因其成就较高，亦视为狩猎赋的研究对象。 
再如班固的《两都赋》，属于“都邑”之类，但其中有大量关于

狩猎的文字。 
命荆州使起鸟，诏梁野而驱兽，毛群内阗，飞羽上覆，接

翼侧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理其营表，种别群分，部

曲有署。罘罔连纮，笼山络野，列卒周匝，星罗云布。于是乘

舆备法驾，帅群臣，披飞廉，入苑门。遂绕酆镐，历上兰，六

师发胄，百兽骇殚，震震爚爚，雷奔电激，草木涂地，山渊反

覆，蹂躏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尔乃斯门佽飞，列刃钻鍭，

要趺追踪，鸟惊触丝，兽骇值锋，机不虚掎，弦不再控，矢无

单杀，中必叠双，飑飑纷纷，矰缴相缠，风毛雨血，洒野蔽天。

平原赤，勇士厉，猿狖失木，豺狼慑窜。尔乃移师趋险，并蹈

潜秽，穷虎奔突，狂兕触蹶。许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

扼猛噬，脱角挫脰，徒搏独杀，挟师豹，拖熊螭，顿犀牦，曳

豪罴，超迥壑，越峻崖，蹶崭岩，巨石颓，松柏仆，丛林摧，

草木无余，禽兽殄夷。① 
这一段极声貌以穷文，介绍上林苑的状况，并详细铺陈上林狩

猎的盛况。班固写出这些文字的目的在于极力渲染夸耀旧日西都的

繁盛，同时也揭露宫廷的奢侈逸乐，明褒而暗讽，狩猎活动本身并

不是此赋的主旨所在。故类似的赋作都不作为研究对象，但其中对

狩猎的描写文字可取为佐证。 
历代狩猎赋的总数以前没有人专门统计过，笔者考察《文选》《历

代赋汇》《赋海大观》《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明

文海》以及其他历代类书和史书中的相关记述、作家别集等，共得

狩猎赋七十五篇，其中保存完好或残缺的计六十二篇，已经亡佚而

仅存篇目的计十三篇。《赋海大观》中陈诗观的《拟杨雄长杨赋》重

出，区别仅在于有序无序而已，这里按一篇计算。另《赋海大观》

                                                        
① 萧统，《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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