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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汉赋是近三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同时又是一个

难点。 

汉赋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学史现象，牵涉很广，它前与先秦各种

文体紧密联系，如荀子、屈原、宋玉辞赋，诸子辩论、纵横家策论；

中与汉代政治、经学、社会生活血肉相连，关涉儒、道思想标准，

天子、诸侯关系的讨论，宫苑、田猎的题材，个人感遇抒发等等；

后是魏晋南北朝诗赋演变发展的开端，如六朝文学理论很大程度上

来自对辞赋的体悟。辞赋在魏晋南北朝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诗文，且

骈文直接脱胎于辞赋，辞赋积累的写作技巧是汉以后五言诗、散文

技巧的重要来源。因此，汉赋研究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个

热点。 

当前的问题在于汉赋本身的许多方面尚未充分论述，相关理论

问题至今还在探索之中。同时，有关实证资料缺乏，现存部分作品

真伪难辨，很多具体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作为中古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汉赋的文学史意义在近三十年

被努力发掘证明，但在具体汉赋作品论述评价中却难以作出相应的

确切表述。结果形成这样的矛盾现象：汉赋是重要的，汉赋作品是

低劣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矛盾，主要是因为先秦、秦汉使用广义文

学概念，汉以后却使用狭义文学概念，使得文学研究者对汉代人的

文学观念不够清晰，对汉赋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细致。 

就具体问题来说，由于综合融会不够，一些汉赋的常见问题尚

未得到准确的解释。如汉赋“巨丽”观念、“玮字”问题、问答结

构、“劝百讽一”的成因等，现有阐释仍然和汉赋文本本身的涵义、

汉代人当时的理解有不小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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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汉大赋的物色铺陈的认识，它已成为后

人否定汉大赋艺术价值的症结所在。若经深入思考，疑问就很大：

既然后人感觉不到一点美感，而汉代人为何又很热衷？这自然不能

作出因为汉代人愚蠢、后人精明的简单推论。如果不从作品本身的

描写进行分析，并探讨其时代文学美感的具体细节，我们就难以获

得到正确的理解。 

推进类似问题的研究，就需要对有关作家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

全面分析，总结汉赋的特殊审美意识，探讨汉赋作者掩盖在表面思

想主题之下隐微的创作动力，深入地研究汉赋作家作品的诸多细节。

只有这样才能进入比较真切的境地，求得比较真切的感知。 

汉赋最重要的作家当属司马相如。他不仅是汉赋的集大成者，

其个人形象也集中体现着古代文人的诸多主要特征。从文学创作来

说，司马相如赋作典型地体现着艺术追求与政治要求的矛盾；从文

人形象来说，司马相如一生行迹又体现着个人性情与伦理道德的矛

盾。诸如其“遇、不遇”“穷达”“风流放诞”“善著书”等。因

此对其进行综合研究能够加深对汉赋和汉代文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要推进汉代文学研究，首先要推进汉赋研究；要推

进汉赋研究，首先要推进司马相如研究。这是笔者选择“司马相如

研究”的因由所在。 

随着秦汉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秦汉语言文学研究的不断

深化，一些原有的认识已经有所改变，一些原本不曾注意的问题也

有了深入探讨的契机。如司马相如家世，《史记》几乎不曾涉及，而

据现在的汉史研究成果和新开展的“相如县”问题研究，就可以对

司马相如家世进行深入详细的论述，也可以加深对司马相如生平思

想性格与文学创作之间有关问题的理解。 

二、研究现状 

最近三十余年对司马相如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自唐宋以来至清代就已经提出并进行过探讨的难题，大部分

至今仍然争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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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来看，已有的司马相如研究大致可分为生平考证、作品

写作年代与真伪、作品分析三个方面。 

1．司马相如生平因《史记》记载简略，又没有其他材料补证，

在古代一直成为关注的重点。进入现代以来，大致形成三个成果：

首先是 20 世纪 30 年代姜亮夫先生据《资治通鉴》考订司马相如生

于西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但几十年来又有人推翻“前 179 年”

说，结论众多，莫衷一是。其次，王瑶先生推论司马相如祖先来自

秦晋一带，是较大突破。再次，近年来“相如县”研究，是这个问

题的又一重要收获。 

2．作品写作年代，涉及司马相如所有作品。由于汉武帝一朝社

会以及思想前后转变较大，不同年代的思想内容和思想倾向不完全

相同，同时又关联到一些思想史上具体问题的年代，因此对他的所

有作品产生的年代至今也未能达成统一认识。作品真伪的研究本是

基础课题，同样由于材料缺乏而导致相关问题结论不明。因而除载

于本传者之外，都有相反结论。 

3．作品分析似乎比较容易，也少有争议，但又很难深入下去。

一般的做法是集中在写作手法、思想意识的分析上，而这一方面历

来就少有争议。一些长期流传的具体问题，比如《西京杂记》所载

故事、“白头吟”，“大一统”、“劝百讽一”等，其实也有诸多

歪曲。而对于押韵、骈偶、夸饰、句型等方面的特殊性几乎未见分

析，特别是《子虚上林赋》中的“物色”，并未有专门研究，也就

限制了对其作品特点深入了解，也制约了对汉代文学审美观念和文

学史的准确把握。 

三、研究内容 

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证，作品年代考证，作品题材、主题、修辞

分析三个方面。 

生平考证，利用现有成果，结合汉代历史研究结论，重点研究

“相如县”问题、生卒年、生平各个阶段、思想性格等，力求使其

生平行迹更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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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年代考证，依靠已有成果，利用生平考证的结论，结合文

本内容与西汉史实，确定相对准确的作品创作时间。 

作品分析，结合其时代、生平、性格，注重文本细节，讨论其

文学审美因素、主题思想的复杂性、结构与声韵特点，以期加深对

作品的准确理解。 

四、研究价值 

本课题的研究使司马相如生平更为详细完整，其性格基本完整，

生卒年更为可靠。初步考订：司马相如祖先于战国末年秦灭六国时，

自赵国被强行迁徙至巴郡，即汉代安汉县、今四川蓬安县境，再迁

成都。对汉代初通西南夷年代，特别是广为征引的犍为郡设置年代

作了深入分析，这不仅有助于考订司马相如生平与作品年代，也有

助于汉史研究。 

作品年代方面，《子虚上林赋》确定产生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134 年)，基本合乎现有线索。对其余作品，尽量考索其相关时代因

素。重点分析《子虚上林赋》的物色，探索其特殊美感来源。确定

各篇赋与文的韵脚，修正对散体赋以及散文押韵的认识，修正对《子

虚上林赋》“大一统”主题的理解，厘清“劝百讽一”和“以大为

美”的本义。 

“孝文园令”职守与司马相如晚期创作关系，现今研究几乎未

见论及，而“孝文园令”其实是《长门赋》《大人赋》《郊祀歌》《封

禅颂》等晚期创作的前提，与这些作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而《西京杂记》所载司马相如事迹并非确有依据的史实，不能

直接作为司马相如本人史迹征引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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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司马相如生平新订 

第一章  相如县研究 

今四川省蓬安县为古代“相如县”地域，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

相如出生地。其命名为“相如县”，是因司马相如有故宅在县境，

这个史实有着众多史籍记载证实。 

考诸史籍，南朝梁天监六年（507）始建相如县，因为司马相如

有“故宅、别业”在此地而取。今蓬安县境在汉、晋、南朝宋、齐

时代为“安汉县”辖地，南朝梁天监六年，从“安汉县”分设一县，

命名为“相如县”，至明代取消“相如县”合并为“蓬州”，相如

县共延续八百余年。这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多方

面的学术价值，值得深入探讨。 

自南朝梁代到清代，“相如县”与司马相如的关系，在古代诗

文中、古人文集中极少出现，在现当代文学史学术界也完全不为人

知。也就是说，在传统文学、文章学术领域属于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而在古今历史地理学界却是一个常识，在地理类史籍中屡次提及，

明、清两代还有专门的研究，现当代更是有多部地理专著涉及。如

1930 年出版的《中国地名大辞典》
①
、1933 年再版的《中国古今地

名大辞典》
②
、1962 年写成的《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

①
、1980 年

                                                        
① 刘钧仁，《中国地名大辞典》，国立北平研究院出版，午四一，第 697 页。 

② 藏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3 年再版，第 652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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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北周地理志》
②
、1983 年出版的《四川郡县考》

③
、1993 年

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
④
（四川省卷）等，皆有明晰的

陈列或引述。 

“相如县”与司马相如的关系，《史记》《汉书》古今注疏都

无人注意到，不知原因何在。如任乃强先生注《华阳国志》，未对

其中“长卿彬彬，文为世矩。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也”一条

加注“相如县”材料
⑤
，而在《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中则明白排

列“相如县”历代沿革。 

近年由蓬安学者邓郁章先生等首先提出并探索“司马相如故里

在蓬安”的论题
⑥
，考证“相如县”与司马相如的关系。将现存有关

资料几乎网罗耙梳殆尽。笔者正是在此基础上搜集资料，并就有关

问题进一步探讨。 

“司马相如故里在蓬安”的考证，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记载的“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
⑦
、《汉书·司马相

如传》“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也”之间存在矛盾。
⑧
《史记》

《汉书》也是最早记载司马相如籍贯的权威资料，自此以后到南朝梁

代，史籍均没有另外的表述。 

对于这个矛盾如何理解，如何解释，即是“相如县”研究中的

                                                                                                                      
① 任乃强，任新建，《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1962 年写成，巴蜀书社，

2001 年版，第 84、87 页。 

②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346 页。 

③ 龚煦春，《四川郡县考》，成都古籍书店，1983 年，第 102 页。 

④ 蒲孝荣，《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四川省卷），商务印书馆，1993

年，第 549 页。 

⑤ 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志·先贤士女总赞》卷十上，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7 年，第 534 页。 

⑥ 赵正铭，邓郁章主编，《相如故里在蓬安》，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⑦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999 页。 

⑧ 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1964 年，第 2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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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主要内容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关于司马相如遗迹述评（祠堂、琴台、旧宅、墓地、读书

窟等）。 

二、关于“相如县”的史料钩稽与述评。 

三、《史记》与《华阳国志》不载相如出生地的原因。 

四、司马相如与相如县的关系。 

五、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 

第一节  司马相如遗迹述评 

司马相如遗迹现在只留存于四川境内蓬安、成都、邛崃、梓潼

四地，以成都最集中。这些遗迹分别为祠堂、琴台、旧宅、墓地、

题词桥、读书窟等。它们又和史籍、传闻相结合，难免捕风捉影，

虚实莫辨。其中琴台在蓬安、成都（旧传琴台处，经考古发掘为王

建墓）、邛崃三地
①
；旧宅在蓬安、成都两地。 

琴台、旧宅当为一体，琴台为旧宅的一部分，各称其名，不过

各取其不同涵义而已，即（宋）王俦云：“俦尝过县之琴台，乃《图

经》所谓长卿故宅者。”
②
 

唐徐坚《初学记》：“王褒《益州记》曰‘司马相如宅在州西

笮桥北百许步’。李膺云‘市桥西二百步，得相如旧宅。今梅安寺

南有琴台故墟。’”
③
 

                                                        
① 杜佑，《通典·州郡五》中华书局，1984 年，第 903 页：“朗池，宋南

宕渠郡在此置。有汉司马相如琴台。”但“朗池”属相如县旧地，《旧唐书·地

理志》：“郎池，武德四年，分相如置。” 

②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八，重庆出版社，1984 年，第 412、413

页。 

③ 徐坚，《初学记》卷二四，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75 页。又见《蜀中

广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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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相如县，东北八十五里元十乡，亦

巴西县地，梁太（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

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

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其）地有相

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丛薄郁然。其台名相

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 

“相如宅在州（成都）西四里。《蜀记》云‘相如宅在市桥西’，

即文君当垆涤器处。（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本在临邛，此误）又《益

部耆旧传》云‘宅在少城中笮桥下，有百许步’是也。又有琴台在

焉，今为金花等寺。” 

“孔子庙，昔司马相如教授于此。” 

“导江县……司马相如墓在县东十里。”
①
 

“城北（成都）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

题市（其）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②
 

梓潼：长卿山，相如读书窟。
③
 

成都以及附近地区、邛崃等为相如所居故地，载于《史记》，

遗迹甚多应无疑义；梓潼为蜀道南端，从此出入艰险的山区，相如

在此有所停留并有传闻遗迹，也事出有因。而蓬安距离成都较远，

又不在出入巴蜀的交通线上，为何出现相如祠堂、琴台、旧宅、别

业等，需要考证并作出解释。这个问题已经在《相如故里在蓬安》

一书中得到论证，此处予以补证。后文论述“旧宅”与司马相如及

相如县的关系，这里首先讨论相如祠堂。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94、596、

605 页。 

②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 年，第 227 页；注[十

五]，第 231、232 页。 

③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年，卷六十八，3223 页，当引自《太

平寰宇记》卷八四：“长卿山，县治西南二里。旧名神山。唐玄宗幸蜀，以山有

司马相如读书窟，因改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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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主要内容可分为五个方面： 

一、关于司马相如遗迹述评（祠堂、琴台、旧宅、墓地、读书

窟等）。 

二、关于“相如县”的史料钩稽与述评。 

三、《史记》与《华阳国志》不载相如出生地的原因。 

四、司马相如与相如县的关系。 

五、梁代设立相如县的历史文化意义。 

第一节  司马相如遗迹述评 

司马相如遗迹现在只留存于四川境内蓬安、成都、邛崃、梓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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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词桥、读书窟等。它们又和史籍、传闻相结合，难免捕风捉影，

虚实莫辨。其中琴台在蓬安、成都（旧传琴台处，经考古发掘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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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宅在蓬安、成都两地。 

琴台、旧宅当为一体，琴台为旧宅的一部分，各称其名，不过

各取其不同涵义而已，即（宋）王俦云：“俦尝过县之琴台，乃《图

经》所谓长卿故宅者。”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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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琴台故墟。’”
③
 

                                                        
① 杜佑，《通典·州郡五》中华书局，1984 年，第 903 页：“朗池，宋南

宕渠郡在此置。有汉司马相如琴台。”但“朗池”属相如县旧地，《旧唐书·地

理志》：“郎池，武德四年，分相如置。” 

②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八，重庆出版社，1984 年，第 412、413

页。 

③ 徐坚，《初学记》卷二四，中华书局，1962 年，第 575 页。又见《蜀中

广记》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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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市（其）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
②
 

梓潼：长卿山，相如读书窟。
③
 

成都以及附近地区、邛崃等为相如所居故地，载于《史记》，

遗迹甚多应无疑义；梓潼为蜀道南端，从此出入艰险的山区，相如

在此有所停留并有传闻遗迹，也事出有因。而蓬安距离成都较远，

又不在出入巴蜀的交通线上，为何出现相如祠堂、琴台、旧宅、别

业等，需要考证并作出解释。这个问题已经在《相如故里在蓬安》

一书中得到论证，此处予以补证。后文论述“旧宅”与司马相如及

相如县的关系，这里首先讨论相如祠堂。 

                                                        
①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94、596、

605 页。 

② 刘琳校注，《华阳国志·蜀志》，巴蜀书社，1984 年，第 227 页；注[十

五]，第 231、232 页。 

③ 《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 年，卷六十八，3223 页，当引自《太

平寰宇记》卷八四：“长卿山，县治西南二里。旧名神山。唐玄宗幸蜀，以山有

司马相如读书窟，因改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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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曾提到为司马相如“宜立祠堂，速定其铭”的事情：

“后（王）商为严君平、李弘立祠，宓与书曰‘……仆亦善长卿（司

马相如）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铭。’”
①
秦宓为此事郑重其事致

书“州别驾”王商进行讨论，并且被陈寿录入《三国志》，在当时

当然是引人瞩目的事件，并且秦宓的理由很充分。因此，也应当引

起相如故里即当时“巴西郡安汉县”的注意。 

今蓬安县境在唐初即有相如祠堂的直接证据，就是唐初陈子良

《祭司马相如文》
②
，并“谨遣主簿谯悦赍桂醑兰殽之奠，敬祭故文

园令司马公之灵”，当是有“祠屋、故宅”等“厥迹犹存”。陈子

良距南朝梁天监六年设相如县不远，这祭祀所在的“祠屋”也必是

唐前就存在，梁天监六年取相如为县名的主要理由就是因为“相如

县有相如坪、相如故宅，因以名县”
③
，“故宅”本身不可能保存六

百多年，必然经历多次重建，立祠也当在这个过程中，属于“故宅”

重建的一部分。若不立祠，“故宅”的保护重建似无理由。所以相

如县的相如祠堂理应在南朝梁代设相如县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笔者推断，至迟在隋代已建立相如祠，陈子良所祭当为此祠。

隋炀帝三年五月乙卯，诏曰：“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

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

载。其自古已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

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垄之处，不得侵践。有

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
④
，而相如是符合“自古已来贤人君子”的

标准的。 

到南宋乾道年间，又重建相如祠。曹学佺《蜀中广记》载：“今

州有相如祠，宋王俦以旧本长卿像图于祠壁，祠成，为《记》略云

                                                        
① 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73 页。 

② 《全唐文》第二册，卷一三四，第 1354 页，中华书局，1996 年影印。 

③ 《太平御览·州郡部十三·果州·引〈周地图记〉》卷一六七，中华书局，

2006 年，第 816 页。 

④ 《隋书·炀帝纪上》卷三，中华书局，1982 年，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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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念长卿杰出于西京文章极盛之际，至今薄海内外，人无贤愚，

皆知有长卿。言语之妙，若掲日月。俦尝过县之琴台，乃《图经》

所谓长卿故宅者，一时遗迹，彷佛尚在。’又谓‘县虽僻左，而江

山风物可乐也。从其人游，皆好学，能文章，亦有所自来矣。’” 

至元代再，“元时祠祀，延佑四年驿丞苗成者重建（相如祠）。”
①

这次重建的祠堂一直保存到明清时期。清道光年间所编《蓬州志略》

卷九收录有明人卢雍、清人洪运开等人的诗作即是证明，如卢雍《谒

长卿祠》诗云：“蜀中人物称豪杰，汉室文章擅大家。此地卜居犹

故迹，当时名县岂虚夸。琴台积雨苍苔润，祠屋滨江草树斜。莫问

少年亲涤器，高风千载重词华。”
②
“相如祠”建立以来能一直保留，

这有赖于当地相对僻静的地理环境，也有赖于“相如祠”在当地重

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查现存有关典籍，司马相如所有历经的地方包

括成都都没有专门祭祀他的祠堂，蓬安县是一特例。 

“相如祠”其来有自，它本是古相如县、今蓬安县与司马相如

之间有力的连接纽带之一。 

第二节  “相如县”的史料钩稽与述评 

今人所论相如县的直接史料最早出现在唐初。唐初陈子良为相

如县令，并在“贞观元年、六年”于此地作《平城县正陈子干诔》、

《祭司马相如文》两文
③
，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有关相如县的

直接文字资料，《祭司马相如文》也是证明相如县与司马相如有关

的最早资料。明确揭示两者关系的最早最直接资料，时贤已经从《元

和郡县图志》《旧唐书》等古籍中觅得。 

                                                        
①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八，重庆出版社，1984 年，第 412、413

页。 

② 《蓬州志略》卷九，转引自《相如故里在蓬安》，第 123 页。 

③ 《全唐文》卷一三四，第 2 册，第 1352、1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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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寿，《三国志·蜀书·秦宓传》，中华书局，1982 年，第 9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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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隋书·炀帝纪上》卷三，中华书局，1982 年，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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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郡县图志》《旧唐书》等古籍中觅得。 

                                                        
① 曹学佺，《蜀中名胜记》卷二八，重庆出版社，1984 年，第 412、413

页。 

② 《蓬州志略》卷九，转引自《相如故里在蓬安》，第 123 页。 

③ 《全唐文》卷一三四，第 2 册，第 1352、1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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