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肃 教 育学 院 学报 社 科版 一 九九七 年 第 二期

“

论
”

须 有 据
,

切 忌 臆 断

—
读赋论 当议三 题

果 敦

在 中国 长期 封建社 会 中
,

产 生了 灿 烂 的古代 文 化
,

文学 作 品 即是 这灿 烂文化 的 主要 内容之

一
。

即 以 赋 体 文学 而 言
,

自战 国 至 清 代
,

名 家辈 出
,

名 作蜂起
,

略无 间 断
,

浸浸 乎盛 矣
。

梁萧 统组

织 编辑 的 《文 选 》所 收赋 作
,

凤 毛 麟 角而 已
,

且 止 于 宋
、

齐 间之 作
。

《文 苑英 华 》收赋 千 余篇 中律 赋

居 多
,

约 占三 分之 二
。

宋姚兹 编辑 的《唐文 粹 》所 收者 以 古赋 居 多
。

清 张惠 言《七 十家 赋 钞 》也不

过 ! �篇
,

且 截 止北 周 庚信之 作
。

唯 康 熙 四 十五年 陈元 龙奉放 编 辑 的《御 定 历代 赋 汇 》共 #�%

卷
,

收 赋 %# �# 篇
,

为 迄 今 录 赋 最 多
、

时代 跨度最 长 之 斌体文 学 总 集
。

然 亦 非 清 代 以 前赋 作 的 全

集
。

至 于 赋 论
,

自汉 代扬 雄 以 下
,

虽 代 不 乏 人
,

但 多 片言 只 语
。

堪 称专 论者
,

除刘 释《文 心雕 龙
·

让 赋 》而 外
,

以 王芭孙 《读 赋 厄 言 》
、

李调 元《赋 话 》和 刘 熙 载 艺概
·

赋概 》为 优
。

其 中颇 有真 知灼

见
,

然 每 恨其 零 碎而不 系 统
。

后 见 马 积高 先 生 的 《赋史 》 上 海古 籍 出版 社 # &��年 版
,

全面 论述

赋 体 文学 发 展之 概 况
,

颇 觉 大 有 弥 补 既 往所 不 足 者
,

令人 一 快
。

马 先 生 阅 赋 既
,

论 析 自深
,

%�

万 字 的 巨 制 中颇 有精 到 见 解
,

令 人 解 颐
。

后 翻 检 近年来赋论
,

统 摄全 局 者 殊少
,

却 间有 可取 之 短

文
,

虽 片 言而 确
,

只 语 而 精
,

但 却 时见 瑕 疵
。

对 其粗漏之 处
,

如骨 颐 在喉
,

咽 之 噎 己
,

不 如一 吐 为

快
,

料 不致 落 个 吹毛 求疵 的 吧
。

一
、 “

武 昌”究指何处
《赋史 》第 九 章

“

宋元 赋 上 ( 节 中
,

论苏轼 《后赤壁赋 》说
) “后 段 由武 昌 黄 鹤楼 引起 联 想

,

利

用 道士 化鹤 的 神 异 传说 构成 一个 梦境
,

以 与前 赋的 翻飘 乎遗 世 独 立
,

羽 化 而 登仙
’

相 照 应
,

其

想 象 的奇 特
,

也 出 人 意 外
。 ”

此语 之 误
,

盖因 不 审古 今地理沿 革
,

误 将 昔之 武 昌 当 作今 之 武 昌
。

今

之 武 昌 昔 称 夏 口
,

昔之 武 昌即 今 湖北 鄂城 市
,

以
“

武 昌 ”命 其名
,

始于 三 国时 期
,

当 时属 九江 郡
。

东 吴孙 皓 曾 由建业 迁 都 于 此
,

左 尽 相 陆凯上 疏 言迁 都之 失
,

引当 时 童 谣
) “

宁饮 建业 水
,

不食 武

昌 鱼 �宁 还 建业 死
,

不 止 武 昌 居
。

( 见 《三 国 志
·

吴 书
·

潘 褚
、

陆 凯 传 》 这 里所 说 的 武 昌即 与 黄

刁 隔 江 相 望 的 鄂 城
。

驶 名全 国 的武 昌 鱼 即 产 于 此 地 的 梁子 湖
、

樊 口 一 带
。

宋 神 宗 元 丰 三 年
# ! �! 苏 轼贬 滴黄 州

。

他 在《答 秦太 虚 书 》中说
) “

所居对岸武 昌
,

山 水佳绝
” 。

明 白讲 清武 昌的

位置
。

黄 冈 在 长枉西 北 岸
,

武 昌 在 长 江 东南岸 长枉在 此的 流 向是 由西 北 向东南
,

两 地 都 在夏

口 今 武 汉 市 之 武 昌 之 东
,

故 《赤壁赋 》云
) “

西 望 夏 口
,

东望武 昌
,

山 川 相 缪
,

郁乎 苍 苍 ” 。

武 昌既

非 建有 黄 鹤 楼 于蛇 山 之顶 的 武 昌
,

《后 赤壁斌 》中梦道 士化 鹤 之事
,

则 与 仙人 子安
、

费 文讳 乘 鹤
·

# +
,



过 黄 鹤 楼 的 说传 毫 不相 干 �“

由武 昌 黄 鹤 楼 引起 联 想
”

之 说 纯 属 主 观 臆 断
。

其 实
,

元 丰 五年
# !� 十 月 之 望

,

苏轼夜 游赤 壁
,

确见鹤 飞
) “

十月 十五 日夜
,

与杨道 士泛 舟 赤壁
,

饮 酒
,

夜半
,

有

一 鹤 自江 南而 来
,

翅 如车 轮
,

戛 然 长 鸣
,

掠余舟 而 西
,

不知 其为 何祥 也
。

聊 复记 之 ” 。

《苏 文 忠公

诗 合注 》卷 二 十一 《次韵 孔毅 父
,

久 早 已雨三 首 》题 下 引施 元之 《注 东坡 先 生诗 》注文 苏 轼本 有
“

遗 世 独立
,

羽 化而 登仙
”

之 想
,

正 与
“

适有 孤鹤
,

横江 东来
,

翅 如 车轮
,

玄 裳 编衣
,

戛 然长鸣
,

掠 予

舟 而西
”

的实 景相凑 泊
,

不 假旁 索
,

毋 须联 想黄鹤 的
“

神异 传说
” ,

便 将《赤壁 赋 》中
“

羽 化而 登仙
”

的 遗 世 超 尘 幻 想实 化
,

用 梦 境 曲 折 地表 现 出 来
,

所 以
,

道 士 化鹤
,

实 由亲 眼 见 鹤 的 目遇 生 出奇

想
,

而与 黄 鹤楼 的 传说毫 无关 涉 �何况 黄 鹤 楼的传 说并 非
“

道士 化 鹤
” ,

而 是 仙人 乘 鹤过 往 �“

昔

人 已乘 黄 鹤去
,

此地 空徐 黄鹤 楼” ,

崔预诗说得 明 白
。

二
、

袭用 他人之语
, “

识见 自高
”乎

《赋史 》第 十一 章
“

明末清初 赋 的 繁兴 ”一 节
,

论黄 宗 羲的 赋
,

指 出 “ 梨 洲则 身 经社 会 巨 变
,

思

想 开 拓
,

文 笔 又较雄 肆
,

故 其所 作赋 虽 不 多
,

也不 甚求工
,

而 自有一 种英 爽 的 志 气 激 荡着读 者 的

心 灵
。 ”

联 系 时代 变 迁及个 气节 评介 作 品
,

可谓 知人 论世 之 的评
。

但 在 论 及具 体 作 品 时却 有疏

漏
。

如评 《雁 来 红斌 》说
) “ ‘

木 有痪
,

石 有 晕
,

犀 有通
,

以取妍 于 人
,

皆物 之病 也
。 ’

识 见 自高
,

文亦

生 动
,

都是 赋 中佳 品
。 ” 此 赋体 物而不 胶着 于物

,

兼 之 文笔 生动
,

称之 佳 品
,

亦不为 过
。

但 以
“

木有

痪
,

石 有晕
,

犀 有通
,

以 取 妍于 人
,

皆物之 病 也
”

为 论据
,

而 称其
“

识见 自高 ”则 不 当 矣
。

此 数语并

非 出 自黄 宗羲 口 笔 者
。

苏 轼贬黄 州
,

于 元 丰三年 # ! �! 十 二 月 所作 《答 李端 叔 之 仪 书 》中回顾

以 往 因 直 言极 谏 制 科人 习 气而 “ 每纷 然诵 说古 今
” ,

因 而 致遭
“

乌 台诗 案 ” ,

九 死 一 生 的 教 训 时

说
) “

木有 痪
,

石 有 晕
,

犀有 通
,

以 取 妍于 人
,

皆物 之 病 也
。

滴居 无事
,

默 自观 省
,

回 视三 十 年来所

为
,

多 其病 者
。

气 赋 史 》所举 《雁 来红 赋 》中木
、

石
、

犀诸 语全 用 苏轼 语
,

一 字 未改
。

要 说 “ 识 见 自

高 ” ,

当属 苏 轼
,

而 非《雁 来红 赋 》的作者
。

《赋 史 》称此赋
“

识 见 自高 ” ,

确 系 未 审语句 出处 而轻下

断语
。

犁 洲博 学
,

顺手拈来 �适 达 已意
,

论 者或许未 阅 此文
,

以 为 出 自梨 洲
,

虽 属 难 免
,

却欠 慎 重
。

他 山 之石
,

固 可攻 玉
,

而 和 阂
、

蓝 田之 玉
,

各出 自和 阂
、

蓝 田 ,

不可互 假
。

他人 之 语
,

为 我 所 用 固 无

不 可
,

但 称其
“

识 见 自高 ” 可乎 � 下一断语
,

须 当稳妥
,

要 在有 据
,

于此 可见
。

赋学根 抵深 厚如 马

积 高 先 生者
,

尚有 此失
,

何况 读赋 草草 而辄作论 断者乎 至

三
、

辞赋
、

文赋
,

须论正变
近年 来 论赋 短文

,

或有精 当 者
,

然 亦多有疏漏
。

有文论及 辞 赋勃 兴 时说
) “ 《楚 辞 》的精 采绝

艳
,

《诗 经 》的赋 比 兴
、

诸 子散 文 的 间 对结构
、

纵模 家 的态 肆铺 排
,

即 是它 勃然 滋 生 的丰厚 土 壤
。

赋 以 最 大输 入 的开 放 性姿 态溶 纳众 美
,

标 志 中国文学 结 束 了活 跃的 少年履 程
。

气 见 魏耕 原 《历

代 赋漫 论 》 虽 是论 赋
,

亦可 见 文学 史上各 种文体相 互 影 响
、

互 相 渗透 的 规 律
,

较 之 孤 立 论赋 体

文 学勃 兴者 深 入一 层
,

但该 文 论及 宋代 以 来的 赋时却 说
) “ 宋 元 明三 代

,

词 曲
、

小 说
、

戏剧 勃 兴
,

文体 大 备
。

赋呈 强弩 之 末
,

难成 风气
,

景象落寂
。

《秋 声 》
、

《赤壁 》之 外
,

名 作 寥寥 无多
。 ”且 不论

词 曲
、

小说
、

戏 剧勃 兴 与赋 体文 学 有何 内 在联 系
,

单就
“

赋呈 强 弩 之 末
,

难 成 风气
,

景 象落 寂
“

的

论 断而 言
,

既 不符 合 事实
,

更不 审赋 之正 变规律
。

就 赋作 实况而 言
,

金元 二朝 除戏 剧外
,

文学创

作 远 非前后 各代 可 比
,

不独 赋 作
,

此 乃 特殊 的社 会 因 素和 文 化氛 围 所致
。

姑且 不论
。

但 元 好 间
、

杨 维祯 等人 却有 可观 之斌 作
。

有宋三 百年 间
,

固 以词 为一代 之 盛
,

但诗文 和 赋 作 不仅 数量 浩繁
,

且 亦 自具 面 目
。

诗 作 数 量超过 唐代
,

迄 今 尚无 全诗 总集 �吴 之振
、

吕 留 良等 所辑 《宋 诗 钞 》仅录

�% 家 # !� 卷
。

文 家之作 纷繁
,

欧公
、

曾
、

王
、

三 苏即 占
“

唐宋八 大家 ” 中六 家
。 “

六大 家
”

之外
,

王 禹
,

# �
·



谓
、

梅 尧 臣
、

苏轼 兄 弟
、 “ 苏 门四 学士 ” 、

李清 照
、

叶清 臣
、

朱 熹
、 ‘

中兴 四 大诗 人 ” ,

以 至 刘 子晕 等南

宋遗 民均 有可观 之 赋作
,

岂止 《秋 声 》
、

《赤 壁 》几 篇 作 品
。

欧 公的 《黄杨 树子赋 》借 咏 物以 抒 其劲

节 �《山 中之 乐 》三章 大有 淮南 小 山《招 隐士 》和 韩 愈《送 董邵 南游河 北 序 》之 况 味
。

虽 不逮 《秋声

赋 》
,

亦属 佳构
。

苏 氏 弟 兄及 轼少 子苏过三 人赋 作共 +! 余 篇
,

数量 相 当 于清 人 张惠 言所辑 从屈
、

宋 至 北周 庚信 凡 ! �篇 的《七 十家赋钞 》的 四 分 之一
。

其 中轼斌 .! 余 篇
,

辙赋 #! 余 篇
,

过赋 .

篇
。

轼 之 前后 《赤 壁 斌 》而 外
, 《淞 滚堆 赋 》

、

《屈 原庙 赋 》
、

《秋 阳 赋 》
、

《中 山松 醒 赋 》
、

《黯 鼠 赋 》
、

苏

辙 的 《巫 山赋 》
、

《超 然 台赋 》
、

《黄楼 赋 》
、

《墨 竹 斌 》等
,

或 叙 事
、

或 言 理
,

或 吊古
,

或 抒 情
,

题 材 广

泛
、

构 思
、

立意 不 落俗 套
,

手法 多祥
,

均 属 名作
。

苏过 之 赋描 写 生 动 壮观 如 《思 子 台赋 》
、

《咫 风

赋
,

承 袭其 父之 风
,

亦
“

有 韵之论
”

祝尧 《古赋 辨体 ,
,

以 欧
、

苏为代 表 的 宋 赋
,

无论 其 内容和 手法
,

在 继 承唐代 辞 赋和 文赋 的 基 础 上均 有 所 开 拓

和 发 展
,

且 着时代 之 特色
。

尤可 注 意者
,

除辞赋 而 外
,

因 受时 代因 素和 当 时文 化氛 围 的影 响
,

用

唐代 已发 展起 来 的写 散 文的手 法 写 赋
,

形成 一 种 新体 文 赋即 散文 赋
。

对 此
,

毁誉 参 半
,

恕不 细

论
。

但 它打 破汉大 赋 以 来 包括骄 赋
、

律 赋等 赋 因 过 分追 求对 偶
、

音韵 而造 成 的板滞 之感
,

而 富有

灵 活 流 走 之 势
,

为 古 老 的赋体文 学 注 入鲜 活 之 气 �并 因 切 近 现 实 和 语体 使之 延 续 至 今
。

宋人 的

这种 创 造性 继承 的 精 神 绝不可 低估
。

当 然
,

宋代 散文 赋 的 勃兴 有历史 的 因 素 和 社会 的 因 素
。

就

历史 因 素而 言
,

远可 追 溯到 屈 原 的 《卜居 》
、

《渔 文 》
、

宋 玉 的 《高唐 》
、

《神 女》
、

《登徒 子好 色 》诸赋 �

近则 师韩
、

柳
、

李 华 等古 文家诸 作 �也 不 无 敦煌 发 现 的《韩 朋 赋 》
、

《晏 子 赋 》
、

《燕 子 赋 》
、

《丑妇 赋 》

等 俗 赋的影 响
。

就 社 会 因 素 而 言
,

颇 受
“

长 于议 论
,

而 欠 弘丽
”

张 戒 《岁 寒堂诗 话 》
、

平 易晓 畅文

风 和 散文结 构手 法 的影 响
。

诚 然
,

与屈
、

宋 以 来 的 辞斌相 比
,

宋 赋 名作 多 属 散文 赋
。

此 乃 辞赋之

变 体
。

它 是 为 适 应叙 事 言理 的 需 要而 大 量产 生 的
。

唐 宋古 文运动 推动 了 它 的革 新和 发展
。

散

句的 大 量 切入
,

句式 的 灵 和 多 变
,

笔法 的 纵横 自如
,

题 材的 充 分拓 展
,

形 式的 不 拘 一格 等
,

使它

突 破 了辞 赋 的一些 陈规 旧 套 �变板 重 为 轻灵
,

改 拘 谨 为 活 泼
,

使赋 体文 学 呈 现 出 新 的风 貌 �这应

该说是 宋赋 的 革新 和 创 造
。 “

唯 正 有渐 衰
,

故 变 能 启盛
” ,

叶堕独原诗
、

内篇 》
,

《诗 》有变风
、

变

雅
,

古诗 之 变 为 近 体
,

古 文 之 变为 今文
,

皆文 学形 式 正 变嫂 进之 规 律
。

赋体 亦 然
。

不 审文学 形式

之 正变
,

仅 以 辞赋 为 标 准 而 将散文 赋一 笔抹 杀
,

见 其 源 而 不 见 其流
,

此 非 割 断 历史 之 观点钦 �

有 明 一 代
,

自初 期 的 高 启等
“

吴 中四 杰
” 、

杨士 奇 等
“

三 杨” 、

前后
“

七 子 ” ,

到 归 有光
、

茅 坤 等
“

唐 宋 派
” ,

到 明末 的 陈子 龙
、

夏 允彝
、

夏完 淳
,

以 至 明 末 清初 的 黄 宗 羲
、

王 夫 之 等诗 文 家大 多 有

赋
。

或 辞赋
,

或散 文 赋
,

其数量 灿 然可 观
,

亦 不 乏 辞情清 俊
、

识 见非 凡 的 佳 作
。

且多 反 映 现 实和

抒 写 自身 遭 遇 与 情慷 怀 抱 者
,

如黄 宗 羲 的《避 地 赋 》
、

《雁 来红 赋 》
、

《海 市赋 》
,

王 夫 之 的 《章 灵

赋 》
、

乔 宇的 《华 山 西 岳 赋 》
、

夏完 淳 的《大哀 赋 》都 是情 深 文 爽 的 佳 构
,

方 孝 儒 的 《友 摘轩赋 》所体

现 的高标 清语
、

徐 有 贞 《水仙 花赋 》的 借咏物 而 赞 节操
,

粼宣的《黄 河 赋 》的 于 铺 叙 黄河 的壮 阔
、

大 禹治理 及其 四 季景 色 的描 写 中言理
,

皆情 理 辞采 超 俊之 赋作
。

至 于 王 阳 明及 前 后
“

七 子 ” 之

赋
,

亦 有名 作
,

恕 不�豁举
。

不 顾 此况
,

不 审正变
,

即 下
“

赋 呈强 弩之 末
” 、 “

景象 落 寂
”

的 断语
,

未免

轻 率
。

公 正 乎 � 有据 乎 � 诚然
,

《厉代 赋 漫论 》一文 充 分 论 述 了 唐代骄 赋
、

文 赋
、

诗 赋
、

律 赋 的 成

就
,

突破了
“

六 朝 以 后 赋 可 不 论
”

的狭 隘 观 念
,

这 是论 赋 的 一个 进 步
,

但 在 . ! ! ! 余 字 的 论 历代赋

的 短文 中
,

涉 及宋 元 明 清 者仅 �! 余字
,

摈数 量 众多
,

名 作不少 的宋 代以 后 赋 作 于 赋 体文学 大雅

之 堂 而 外的偏 颇
,

亦 显而 易 见
。

如果张 惠 言 所辑 《七 十 家赋 钞 》持 “ 六 朝 以 后 赋 可 不论
”

之 见 的

话
,

那 么 《历 代赋漫 论 》的 作者 岂不 属 寸 石 以后 赋 可 不论 者软 �实乃 百步与 九 十步 之差耳 , 既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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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洲是 古 老 的 良知永 不 泯 灭的证 明 �是人 类离 不 开古 典 情怀 的证 明 , 是这 一代人 忘 不 了文 化大

革 命
、

忘不 了 苦难
,

忘 不 了民 众 的 证 明
, ” “

是一 面世 纪末 风雨 中人 文精 神岿然 不 动 的旗 帜
。

峋

综上 所述
,

我 们可 预见
,

知青 文学 热
,

将伴 随着 知青 作 家发 自本 能 的不 吐 不快 的郁 结 情感

的 驱 使
,

在 不 同 的历 史 时期
,

呈 现 出 不 同的 热 点
,

它 将追 随 着 新 时 期 文学 发 展 的大 潮
,

此 起彼

伏
,

魅力永 存
。

注释
)

# 引 自丛 丽抗 《北 大 荒 的儿子
—

访 青年 作 家梁 晓声 》
,

# &�+ 年 月 % 日《黑龙 江 日报 》

# # 见 樊星 《“

知 青族
”

的 旗 帜》
,

《当 代 作 家评论 》
,

# &&+ 年 第 �期

. 火 木《光 荣 与梦 想 》
,

成 都 出版社
, # && 年 版

钓 史铁 生《几 回 回梦 里 回 延安 》见《小说选 刊 》# & �. 年 � 月 号

+ 张 曼菱《有 一个 美丽 的地 方 》见 《当 代 》# &� 年 第 . 期

� 孔捷 生《/ 旧 梦与 新 岸0
—

并 非谈 创 作的创 作谈 》
,

《十 月 》
,

#, � 年第 + 期
� 张承 志《我 的桥 见 《十 月 》

,

# &�. 年 第 . 期

� 史 铁 生 《插 队 的 故 事 》《十 月 》# &�� 年第 # 期

& 朱 光潜 《悲剧心 理 学 》人 民 文学 出版社
# ! 严 家 炎 《中 国现 代 小说 流 派史 》人 民 文学 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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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 之 赋
,

至 于 六 朝 固 然狭 隘 �止于 唐 代
,

亦 属 短 视
。

究其 原 因
,

即 在 于 因 检 阅 甚少
,

未作 具体分

析而 轻下 断语
。

另 须 补 说 一句
) “

词 曲
、

小 说
、

戏 剧勃 兴
,

文体 大 备
”

与
“

赋呈 强 弩 之 末
” 、 “

景象落

寂
”

并无 必 然 联系
。

唐 代文 体 大备
,

词 亦兴起
,

唐 人传 奇济 济乎 盛 矣
,

戏剧 萌芽
,

并 未 使赋 作
“

景

象 落寂
” ,

而
“

宋元 明词 曲
、

小说
、

戏剧 勃兴
” ,

独致 赋 作
“

景 象 落 寂
”

是 何 原因 � 实属 无 稽 之 谈
,

论须 有据
,

切 忌 臆 断
,

治 文 学 史 者和 撰评 论 之 文 者
,

慎 之 1 戒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