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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由多民族结合而成

的人口众多的国家。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

业、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学家、发萌

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文物古

迹，在科技上有许多重要的创造发明。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将近 4000 年。从秦、夜时起，中

国就是统一的国家。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分裂是变态的，商统

一是正常的。这表现在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统一的范围越来

越大，统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中国是一个拥有近 1000

万平方公里的伟大国家。

中国是国境内各族所共称的握国。中华民族的各族人员，

都反对外来的民族压迫，为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的统一、进

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现在，中雷境内 56 个民族和衷共济，

中华民族巍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国人民的爱嚣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动员

和鼓舞中嚣人黑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是推动中国社会历史前

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感广

泛掺透于哲学思想、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心理素质、社会观

念、文化传统、价值取向之中。因爱雷主义商集合了民族凝聚

力，焕发了全员族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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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防毒、不同

程才期，有着不同的具体内涵。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

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基础工程。继承和发扬爱望主义传统，对于振奋民族精

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团结全雷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为实现四铭、振兴中华的共同理想而奋斗，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爱国主

义教育实施纲要〉撞出，在当前和今活一个时期，对青少年要

抓好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遵照这一指示，

辽海出版社组织编写了大型丛书《中华文化百科》。这套丛书

分为历史、文学、艺术、哲学、科技、综合 6 卷，共 100 渍，

每册 10 万字左右。参如写作的，有年逾花甲的教授，也有风

华正茂的博士、硕士，是一批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读者对象

主要是大学和中学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各界人士。因

此，内容力求深入演出，逼结易懂，立足于知识性和可读性，

兼藏到理论性和学术性。在写作过程中，踪了依据原始资料

外，又吸收、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爱国主义是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对此，要普遍

开展多种彭式的教育洁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出眼《中华文化百科》就是面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套丛书，可以帮助他们了解中国的悠

久历史，了解中华民族自强不患、百折不挠的发展历程，了解

各族人民对人类文晓的卓越贡献，了解先辈们崇高的民族精

神、民族气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了解茧i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了解过去，有勤于理解现在，展望未来。我们努力使这套

丛书成为广大青少年喜离乐旦的读物，感染熏陶，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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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浅入深，循序渐进，培养爱国主义感靖，提高爱国主义的思

想和觉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观、给值观，增强民

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震。

对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

文化，是新世纪的伟大工程。我们全体编者、作者在幸能为这

一工程思微薄之力，感到无上的光荣和无比的快慰。工作中的

缺点和错误，恳切希望得到各界人士的指教，以便再版时改

正。

编者

200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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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i

在 1998 年lO JJ 中昌南京"第四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

会"期间，我与会议筹备组同仁斟定的会议主题是: (1)辞赋

历史与披评之展开; (2) 20 世纪辞黯学研究之困黯与展望。

立此课题，意出多层:第~，黯体文学击战国迄晚清历时二千

余年的发展史，兴衰隆替，内涵丰富，有必要进行全面的探究

与思考。第二，与醋的笛作史研究相比，目前对赋的理论挠评

史研究比较薄弱，宜为重视。第三， 20 世纪为我国政体、文

化巨变之时代，戴学新批评亦迥异于古贤，然其药经百年递

变，可谓沧海桑田，成败得失，值得深切反思。第四，居世纪

之交，学人回顾历史，重在展望未来，戴学研究的会通创新，

将决定新世纪本学科发展的走白，交流切磋，自多启迪。合此

数端，重点在黯创作与理论并重，古老学问与现代意义交通。

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戴学会的主旨，也是我撰写此书首先思考

的问题。

饶宗颐先生在《辞赎大辞典·序》中说"赎以夸饰为写作

特技，西方修辞末班谓 Hyperhde 者也;夫其著辞之虚谨(Ex

a韶;eration) ，构想之奇幻( Fantasic) ，溯源诗骚，而变本加

厉。"①这从修辞学看待黯创作现象，可谓知言。然戴乃我国

古代文学中一特殊体裁，在古典诗歌、散文、戏曲、小说语文

① 霍松林主编{辞赋大辞典}，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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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独树一椒，现其分乎韵文与散文之间、且既音节混亮又汪

洋葱肆的创作特点，贝司势必结合赋"体"起摞与黯"文"至汲

摄"一代之盛"的经纬时空，进行探究。关于赋体院起源，历

来有"诗摞说"、"辞摞说"、"散文说"、"隐语说"、"侍词说"、

"综合说"等，其现点不圈，然研究思路基本是两条:一是努

力寻求赋这一体裁形式特点龄最初来源，一是立足赋这一体裁

完成后的文本〈尤其是江赋)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艺术手法探

讨其拥源。前者在探讨赋体起源本始意义上较为准确，但国文

献的亡铁和时间的隔膜，很难求其本真:后者在文本出发，根

据茄存文献线索寻其蛛丝马迹，往往凿凿可考，但却头绪纷

挚，致生费离探源本义的"综合"之说。缘此，赋体渊摞问题

仍是学界不断有街发现、不断有所追寻的课题。比较准确地解

释这一问题，对赋的体类、题材、特征的研究，是不无梅益

的。而认识赋的特色，又必须关注汉赋的完形与成就，这也是

汶戴至今仍为黯学研究费点之要嚣。元代虞集有云"一代之

兴，必有一代之绝艺是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

之道学"，①其言"文章"当包括法代大赋。至清人明辨戴体，

云"一代之所胜"于汉专取其赋，②逗人王国维《宋元戏曲

考·序》承其说，亘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

赋，六代之耕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厨谓一代之文

学，雨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这种说法确实标明了黯作为江代

文学主要样式以及至夜雨铸就赋艺高峰的意义，但其锦颜，员.u

在如现代复古援文人"唐元藏"说，抹煞了赋体文学在汉以后

的发展与班辑。所i且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对晋、唐J.;Å辞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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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i作本事、艺术努力钝沉显辙，达于宏观整体之风貌，以明其

"文变染乎世情"①的时代特质，尤为必要。其如对藏之体类

的认识，不关注赋创作园时而变的发展，是不能深入了解黯体

自身由"骚赋"到"散贱"、"联藏"、"律赎"、"文贱"街替历

史原因和艺术理论的。

辞赋家在中嚣文坛上是继无名氏的《诗》三百篇创作后崛

起的第一代文人，并占据了楚、在文坛的主导地位，因此，我

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自觉，首先是以辞黯创作为鹊的。然而考察

黯学的理论批评历史，显然又呈示出早熟、中衰、晚盛的发展

轨迹:汉晋黯学理论(如司马迁、揭雄、班国、王逸、曹圣、

挚虞、黯杭、或公绥、皇甫谧、萧统、文u辈革等文学史家对辞赋

的批评〉→唐宋时代供士子考试之需的《黯谱》类的指导作赋

的书籍(李慈铭〈越缰堂日记》评谓"陈陈梧菌，最无足混"

的格律手册〉→明清赋学批评〈尤其是盛清时代出现的《赋

话》类著作〉。根据这一线索，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有两点值

得注意的现象:一是汉晋黯论引领起诗、文批评理论的兴盛 z

二是赎话黯为继"诗话"、"文话"、"曲话"等后出的教评形

态。论其嚣，当追黯黯体异于其他文体特征的包容性与依附

性。清人黄承吉云"古今文章体制之变迁不一者，憧诗为著

多;而境地之变迁不一者，茹苦锥赋为至广。"②正因为赋在总

体上的容纳特征，古人制赎并不单纯作为文学创作，面是兼捂

天文、历数、生物。地理、心理、茄史、语言、艺术、宗教等

知识，综合运用，以经世致用，以现巍才学。这也就梧对制约

① 刘德《文心理整龙. a才序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舷范文澜注

本。

② 《梦眩堂文集》卷六《金雪舷文集〈黯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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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赋论的发展，使其在魏晋以后远不及那些针对性强的如诗、

词、曲等文体受文学理论家关注。同样，由于赋创作的包容

性，当批评家从狭义的文体理论辨识和评判"赋"时，则因其

体性模糊，又看到了赋的依附性。班自《两都赋序) "赋者，

古诗之流也"以及章实斋论赋"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

凤"，①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由赋家的创作实践出发，于其体性

相对依附诗歌或散文的认知。古代赋话长期依附于诗、文话乃

至清代方自立，即为一典型例证。缘此，近代学者对赋论的研

究亦相对薄弱，所以重新梳理中国古代赋论的发展历史，研究

其批评形态与理的仓范畴，以及探讨两千年来赋学研究自身的

价值特色，是非常必要的。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答盛览问作赋》有"合泰组以

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的"赋迹"说与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心"说，陆机《文赋》区分诗。

赋艺术谓"诗缘情而绪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些针对赋体自

身特色的评价作为赋学批评自觉的先声，深深地启迪着当代学

人的思考。 20 世纪的赋学批评虽历经坎坷，然其取得的新成

就，却得益于以会通超越的精神，摆脱历史的羁缚，接受旧赋

学之精华，尤得新文化土壤的滋养。

赋为"古老"之文体，又为"年轻"之学科，它的累累硕

果，已为未来赋学研究铺垫了如砾之途。

@ 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中华书局 1985 年版叶瑛校注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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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类错综 穷形尽相:性征与体类

赋作为一种文体名称的出现，大约在战国年间，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有"先王之赋、颂，钟鼎之铭"说，苟子有《赋

篇》之作，可以推知。而屈原以楚地文辞兴新诗之体，与赋相

将，继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

称"①至汉人参以散文体势作大赋之篇，蔚然大国，赋体文

学的"体物而浏亮"、"极声貌以穷文"的特征渐成文学史家之

共识。然稽考赋体之产生与早期之发展，歧义颇多，未衷一

是，阐微发明，当始于"赋"本义与延伸义之解析。

1.释赋义

在先秦典籍中，"赋"字的出现初在赋税制度，本义为赋

敛。许慎《说文解字》释"赋"云..赋，敛也，从贝，武

声。"段玉裁注: "(周礼·大宰):‘以丸赋敛财贿。'敛之日赋，

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此明周制赋敛

财贿，政归大宰，即按田亩征赋收税，以供朝廷政事所用。邦

国亦有赋敛之用。《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谓"简公在上位，罚

重而诛严，厚赋敛而杀戮民"即责赋敛过重，民不堪负。所

以《尔雅》谓"赋，量也。"邢目..赋税所以评量。"而

"赋"之敛取，起初专指"军赋"与"税"特指义不尽相同。

①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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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公冶长): ..千乘之屋，可使治其赋也。" (左传》襄公二

十五年、韶公十二年之"赋车籍马"、"赋皆千乘"，皆言军事。

继此义者，如《汉书·刑法志) : "能方千里，有税有默，税以

足食，黯出足兵。"又《汉书·食货志》云"有黯有程，税谓

公E什一及工离衡虞之人也;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

此将"赋" u挠"区分"赋"仅以敛取车马甲兵诸实物和规定

兵役为内涵。然段玉裁谓"班之亦曰赋

学考虑..藏"由敛取反意为讪i作赋予意:①从清理丽言，辑

廷邦国敛财嚣的，在戴予所店，故亦含有"班" (旗分)的意

思。如{题礼·宫正》注"若今戴冬夏衣" ; (汉书·哀号苦纪》

"营出赋贫民，，.; (汉书·翼奉传) "藏医药"等，均作分给、颁

发、给与解。市黯作"班"意，在古籍中又有"布"、 "敷"、

"铺"诸异文，这是古音韵学宇声同商义通的缘故。如《诗·大

程·芳、英): "赋政于井。" {商颂·长发}: "敷政优佑。" <左传》

成公二年=‘布政钝优。"叉， (诗·大雅·受民) "明命使贼。"

《传》吕"赋，布也。" (诗·大雅·常武) : "铺敦淮载。" (释

玲"韩诗作敷。"故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云"藏、

布、敷、铺，并声近而义同。"其"藏..， "布" ~，铺.， "敷"诸字

"声近黯义商"，皆取错陈义。

由敢取反意为圳市生的铺拣义，虽与文体之"珉"隔膜甚、

远，然"黯，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藏"②的￥I1沽，却引起古代

赋论家的思考。挚虞《文章流别论》云 u礼义之旨，须事以

① 按:先秦语言反意为询部甚多，如〈书，泰誓E问"予有姐，臣

十人J 孔颖达疏.. (尔雅·释佑) : .乱，治也。'治理之臣有十人也J

即"乱"反梦11为"治"义。

② 《事罪名'释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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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之，故有黯焉，所以锻象尽辞，敷陈其志。" :X11ø (文心雕
龙·诠黯》云:"黯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语说均

将黯内渥"敷"、"布"义及同声通用之现象与"黯"体铺叙特

征结合，作出与"立名"有关的解释。尽管辖赋税之"鼠"与

文体之"赋"通合在本义上尚有窒碍，即如从文学创作着眼，

铺叙之法非仅"藏"之专有和"赋"并非专一铺叙，难得正

解，但是视铺陈、敷布与黯体存在一定联系，实由古人对

《诗》三百的认识转换商来，故亦未可轻忽其内在的合理性。

取与文学相关的视角释"藏"，先秦典籍呈示的是戴与《诗》

之关系这一意层。概举其要，约有三端:

-8作诗之义。如《左传》隐公元年"公人西藏:‘大隧

之中，其乐也散融。'姜出雨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又嬉公五年:士主"退商赋白:‘挺袭革龙茸，一望三公，吾

谁适从1'" 又爵公二年"许穆夫人赋《载驰γ: 前年"师攒商

归，高克奔拣，郑人为之赋《清人)";文公六年"国人哀之，

为之藏《黄鸟)"等，都属作诗称"赋"例。至于蘸引所赋之

诗是否有成篇，或在原诗基础上略作改动，说法或异，但从所

黯之词与当时史实吻合之处，是可以看出创作的意义。

二日语诗之义。先秦诵〈黯〉诗言志， (左传》所录最辖，

于存诗传诗贡献亦最大。①如襄公二十七年载"郑信亭赵孟于

垂跪"赵孟请郑国七位掰大夫赎诗言志:文公十三年郑伯道

① 清人劳孝舆撰《春秋诗话》汇集〈诗〉分五部分:一，赋诗3

二，解诗:三，引诗 z 固，拾诗 3 五，评诗。劳民云.. (传》中多轶

诗，皆左民拾而出之者也。虽然，风雅之坠地久矣。左民体圣人之志，

传〈春秋》以继《诗〉之亡，黯三百十一篇皆拾也。"按:左~~史学

观记录春秋之世"赋诗"之凤，于存诗贡献尤矩，未可轻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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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鲁侯，陆诗互答以寄意，皆为典例。又如《国语·晋语》载

"秦倡黠《采寂)，子余捷公子黯《柔苗}"等，亦属藏语《诗》

之成篇，系WJìm成诗，且"断章取义"。关于赋诗即语读诗篇，

起义较旱。《国语·周语》载召在公对厉玉言..故天子听政，使

公魏至于列士献诗，薯献曲，史献书，师箴，自里贼，辈辈诵。"

韦昭注"黯公卿列士所献诗也。" (墨子·公孟》云"歌诗三

百，诵诗三百。"这里并举"歌"与"嚣"实春秋时外交酬辞

中或集会宴享时借诗言志的爵种方法。考〈仪礼》之《乡饮酒

丰1)、《燕礼)，歌诗伴奏乐器有笙有瑟， (左传》襄公十六年

‘歌诗必必、类

〈赋)诗 .. 二，是无需乐器伴奏，抑或在没有乐器的场合借诗言志

的一种方法。①〈汉书，艺文志》所云"不歌丽语谓之贼"，即

承"踵贱"义市来。

这种"黯诗"之义"或造篇，或涌古"②在先秦属于

"借诗黯命"，亦部"借诗言志"③乎无疑的。

三曰"六义"之一的"黯"。此义觅《周礼·春宫》大师

"教六诗 EI 风，曰默，日比，E1兴，E1雅，日颁"。至汉代

《毛诗ff) 始称"诗有六义'" "赋"居其一。商郑玄注《周礼》

云"戴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乃叹人的解释， (周

丰。所称"六诗"究竟是"棒.. (诗体) "义" (作用) ..法"

① 按 u歌"与"谤"两动词倘非特定含义，常可互称或连文。

《汉书·朱买臣传): ..徨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努

歌呕道中，买臣愈亦疾歌。"参晃曹虹< ..不歌而涌谓之赋"考论一一关

于黯体定义的一点厘清兼及传统文体论始得失)，载《第一届先秦学术

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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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左传》隐公三年孔颖达疏引掷玄说。

③ 朱自清《诗言志辩》。



(方法) ，尚在龙蛇间，故与赋体之关系亦颇悬隔。

上述《诗》与"赋"字的三方面关联，作诗一项与赋体形

成意义不大，后世推阐甚少，诵诗之法与六义之一倍受关注，

成为历代赋论家探讨赋体形成的两个聚焦点:一是"不歌而

诵..是否暗含我国诗歌由原始‘声诗" (诗乐舞合一)向注重

文辞、意义之"诵诗"演进的线索，并成为赋体形成于文学总

体发展过程的契合点?二是"赋之言铺"这种对六义之赋的

解释实际上形成了从"赋"字的"铺"、"布"意到"赋"体的

铺陈的转换，其间从词义的发展衍化是否能窥及某种本质特

征，且通合于赋的表现功能?这关系到赋体形成的渊源问题，

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由"赋"的敛取义反训为"铺"、"敷"、"班"、"布"是

先秦典籍呈示的赋本义，其与《诗》的结合以及向赋体的演

变，实已经过转换进行的意义延伸。至于字义训话可知赋本义

能否直视为作为文学创作之赋体的本源，因古文献的散侠和文

学艺术自身发展流动的复杂性，遭难断割，另当别论。

2. 赋的渊源

对赋体文学的起始、发展与衰落，我曾以"兴于诗而亡于

诗"一语概括，①由此考虑寻求赋这一体裁形式特点的最初来

源，我是"诗"源论者，亦即广义的"诗"源说。②同样，针

对赋这一体裁完形之文本，尤其是汉赋所包含的思想、艺术去

① 详拙文《中国辞赋流变全程考察)，载《学术月刊} 1994 年第 6

期。

② 按:狭义的"诗"源说是专指赋源于《诗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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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其渊源，我又是"综合"论者，①因为我考虑到一种新文

体的完形必然是对诸多文学因素的吸纳。也许缘于中国古代文

化哲学主流是"体用不二"，@文学批评之文体论亦呈"体兼

众制，文备多方"的多元特征③，其落实于汇流甚众、分支较

广的赋体尤其如此。这也决定历代学者探讨赋体渊源各持异

见。为求得相对合理的解释，有必要先对诸家赋源说主要见解

作些梳理与考辨。

(1) (诗》源说

持《诗经》为赋之渊源的学者，大抵均推尊叹人的两段言

论:一是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也"。引见《文选》卷一

《两都赋序):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颁声费，王泽

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目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

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

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故宫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

枚泉、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

臣御史大夫倪宽、大常孔，民、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

德、大子大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

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颁

① 详拙文《论汉赋文化机制的多元性)，载《赋学研究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③ 熊十力《新唯识论(圭辰删定本)赘语和删定记》云..夫用者

体之显，用外无体，故即用而识体J 深明中国哲学"体用不二"之义。

引见〈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中华书局 1994 年版。

③ 按..体兼众制，文备多方"系南朝萧子显自评赋体文《鸿序》

语，载《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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