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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中国古代辞赋对农事的叙写!是中国古代务本重技的农本思想(悲叹田园的悯农情怀以及中国文人以隐显

志和以园艺表达治业之情的圣道情怀的生动呈现" 中国古代的王权制度(农耕传统和崇实务本思想以及文人的生存境

遇!决定了中国古代文人观农的立场和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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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在中国古代辞赋中

不乏对农事活动的叙写( 内容涵盖粮食)果蔬)花

木)水产)农业设施等方方面面#既有对农业生产

活动的叙写#也有对中国古代农业礼仪的描绘(

本文主要从文人视角探究中国古代辞赋中农事叙

写的主要类型)文士心态和文化渊源(

一5务本重农的藉田赋

在中国古代辞赋中#对农事叙写最隆重的当

为藉田赋( 藉#*说文解字,曰!%祭藉也(&其注

曰!%祭天以为藉也&-%又为假藉之义&

!

( 倪岳

*藉田赋,云!%臣闻藉者#蹈籍也#人君躬蹈于田

也( 或曰藉者借也#借人力以终之者也( 盖人君

事神明#劝农务#礼之不可缺者焉(&可见#藉田是

古代的一种吉礼#即天子在孟春正月率领诸侯亲

自耕田劝农的典礼( 藉礼体现了古代君王对农业

的督导( *孟子'滕文公上,记农家代表人物许

行之言!%贤者与民并耕而食(&

"认为与民并耕是

君王贤德的体现( *论语'宪问,!%羿善射#??

舟#俱不得其死然(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更是

将禹稷躬稼与羿?不修民事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

后果对举#标举%躬稼&在施政中的重要性( 另

外#据*礼记'祭义,所载!%天子为藉千亩&#%诸

侯为藉百亩&#%祭义耕借所以教诸侯之养也&

$

(

*礼记'乐记, 也云! %耕謖然后诸侯知所以

敬(&

%可知#藉田又指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

种的田#且意义重大#君王)诸侯躬耕稼穑不仅昭

示天下食为政先#农为邦本#而且通过躬耕也可让

君王诸侯等统治阶层明白农之艰辛#培养敬祀典)

重农功的仁风德政( 王启*籍弄田赋,写汉昭帝

少时即%首率于农务&#%躬耕乎弄田&#%早识邦家

之务&( 据*汉书'昭帝纪第七,!%己亥#上耕于

钩盾弄田(&弄田#即天子示耕之田( 颜师古注

曰!%应劭曰!/时帝年九岁#未能亲耕帝籍( 钩

盾#宦者近署#故往试耕为戏弄也(0&对出生于皇

宫#年幼登基的皇帝#弄田实质就是演练扶犁的场

地( 对此#赋文极力颂美其宏伟意义!%岂无宴

乐#不如敬顺天时-亦有游畋#莫若勤劳于农事#是

则非同学稼#粗表亲耕( 既留心于东作#宁无望于

秋成( 环卫近臣#尽起西畴之兴-宫闱侍女#微生

南亩之情( 于是稼政既修#稻人是率(&上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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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下为民率#籍田乃敬天和民的德政-天下和乐

勤勉#丰衣足食#务本重农的仁风也由是养成( 倪

岳*藉田赋,云!%考周礼天官之制#而耕藉之礼所

由以作也(&认为从西周开始#就有籍田之礼#%粤

窻于周#有典有则( 然弄于汉昭#废于晋鳪#礼其

紊矣( 开元肆赦#端拱锡爵#礼其渎矣( 爰稽旧章

夫何足取之肆#惟圣皇以即位之明年#改元成化#

采春分之令辰#举耕借之大礼&( 虽然因为战乱

等诸多原因#在不同时期天子藉田常有中断( 但

汉文帝)唐太宗)康熙帝等几度修复#大加推崇(

三国时曹植-南朝宋时徐爱-唐代石启)石贯及无

名氏-宋代任豫以及李蔫-明代顾鼎臣乃至清朝诸

多的藉田赋#彰显出藉田礼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的持续性(

籍田不仅倍受推崇#而且礼仪隆重( 清王以

衔*籍田赋,!%欲顺时而视土#爰布令以催耕( 除

坛先乎民吏#陈礼诏乎公卿( 斋官赫以癤烂#稼台

屹以高闳(&农官翻土察看#报告天子#再下诏令

修筑祭坛#准备农具#然后百官斋戒)祭祀#这是籍

田礼的前期准备( 其核心部分天子亲耕的仪式更

隆重复杂( 石贯*籍田赋,!%入涤场而肆目#抚御

耦而举趾#遂乃执红
*

#亲黛耜( 四顾而沟塍砥

平#三推而土膏
+

起&#%诸公诸侯而次进#或五或

九而皆止&( 对此#*礼记'月令,也有记载!%乃

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44帅三公)九卿)诸侯)大

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

推(&

!选择良辰#天子亲临#三公)九卿)诸侯)大

夫相随#不仅降容强大#而且天子亲载耒耜来到籍

田#把耒三推#以示劝农#三公九卿#各级僚属#以

此相类#仪式严整( 籍礼后还有飨礼#除了颁布了

籍田诏#皇帝还经常派遣使臣到各地巡视)督察#

了解和督促农民耕作( 而完整的藉田礼#除了开

春的耕作#还包含夏季除草)秋季收获等礼仪( 这

些活动在辞赋都有相应叙写#如晋代束皙*劝农

赋,)唐代无名氏的*土牛赋,)清李继圣*农乃登

黍赋,*举趾南亩赋,)吴泰*农乃登梦赋,)魏允迪

*元日祈谷赋,等(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提出赋的创作原则!

%丽辞雅义#符采相胜&#要求文辞华丽和内容雅

正相结合#倘若华而不实#就会%繁华损枝#膏腴

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标举赋体%风轨&%劝

戒&的治世功用( 而藉田类赋作#或是僚属纪实

的献赋#如蔡世远的*耕藉赋,!%臣世远以遭逢之

幸#拔自海表#簪笔螭头#侍学鸾署#际兹盛典(&

或为命题限韵的考试赋#如清陈希普*拟潘岳藉

田赋,为翰林%大考二等第六名&( 其创作自然不

是纯文学意义的范畴( 作者宫廷侍从的身份和他

们在君主体制中的政治依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创

作必然%润色鸿业&( 基于以上两点#颂美君王务

本重农与仁风德政自然是藉田类赋作的核心要

义( 如爱新觉罗弘历*耕藉赋,!%皇上御宇之五

年#青帝司方之二月#春风普扇#阳德方亨( 天子

乃耕于千亩之田#礼也( 臣闻圣王务本#耕謖以劝

农功(&认为天子顺时而动#躬耕于籍乃循礼之

举#不仅体现了唯农是务#而且还是孝的表现( 赋

云!%明主孝亲#亲推以供祀事(&按 *礼记'祭

义,!%是故昔者天子为籍千亩#冕而朱
,

#躬秉

耒-诸侯为籍百亩#冕而青
,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

先古#以为醴酪齐盛#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

天子亲耕籍田所产谷物#专门用作祭祀鬼神的祭

品#故亲耕便是对祖先)神明的崇敬( *礼记'祭

统,!%天子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蚕也(

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

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强调亲身致其诚敬的

意义( *孝经'感应章第十六,!%宗庙致敬#鬼神

着矣(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

通(&

$认为君王践行%孝道&#才能通达天地#得到

神灵护佑#让天下安定和乐( 因此#君王藉田是仁

孝厚德的表现#也是天下和乐)万民安享的吉兆(

故唐无名氏之*藉田赋,曰!%帝王之德#无以加于

孝&#%惟孝之理#惟农是先&( 借藉田颂美统治者

治国的政治德行和亲民的伦理态度#这是藉田赋

之要旨所在(

为%润色鸿业&#采用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

绚丽的辞藻#析题守韵#对藉田礼的政治意义)礼

仪程式)盛大景观等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是藉田赋

的主要艺术特征( 蔡世远*耕藉赋,论藉田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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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义有三!已所自亲#以供粢盛#至孝也-躬习于

农#以知稼穑#至恪也-对时育物#为天下率#以劝

田功#至勤也( 行一事而三善备者#藉田之谓

也(&用铺排的笔法从孝)恪)勤三个方面极力宣

扬藉田礼的政治意义-每一分句中先以两个四字

短句概写其行动#指明其意旨#再以判断句式强调

其性质#语句简短有力#感情激越昂扬#颂美之情

洋溢其间( 西晋潘岳*藉田赋,!%于是我皇乃降

灵坛#抚御耦( 坻场染屦#洪縻在手( 三推而舍#

庶人终亩( 贵贱以班#或五或九( 于斯时也#居靡

都鄙#民无华裔( 长幼杂睞以交集#士女颁斌而咸

戾( 被褐振裾#垂髫总发#蹑踵侧肩#掎裳连鬋(

黄尘为之四合兮#阳光为之潜翳( 动容发音而观

者#莫不拚舞乎康衢#讴吟乎圣世( 情欣乐于昏作

兮#虑尽力乎树艺(&着力描绘藉田礼中不同阶层

的劳动场景和精神氛围#以此渲染君臣相随)庶民

接续#普天同庆)和乐融融的圣世景象( 程廷祚

*躬耕藉田赋,!%躬耒耨于万乘#毕振动于群蒸(

故九土辟而民罔或懈#千仓盈而岁无不登( 此圣

王先天下以勤#而固本之至教也( 至若礼神祗于

郊祀#奉蒸尝于春秋( 羞丰洁以笃其庆#献精诚以

降其休( 旨酒嘉粟而孝假#粢盛絆芬而上浮( 此

圣王合天下以敬而奉天下以大孝也( 藉之时义大

矣哉3 惟我皇帝#茂育以四海为念#好生以万姓为

衷(&从固本至教#以勤劝农-郊祀粢盛#以诚礼

神#宣扬君王亲耕#能本而孝#茂育好生的盛德大

业( 这无疑是国家意识和王权政治的体现(

总之#藉田类赋作多以铺叙渲染帝王)贵族出

行的宏大排场)周严繁琐的祭祀仪式为手段#以颂

扬帝王亲躬种德)示勤祈福为旨归#结构宏大#铺

陈渲染帝国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展示出%体

国经野#义尚光大&赋体特征( 但这类赋作#情感

抒发大多直接显露#程序固定单一#缺少韵致(

二5宏农重艺的农技赋

中国古代以农为本#对农业生产和农业技能

的发展也很重视( 中华始祖多以善耕的农神出

现#他们通过选种)造器)传播农耕方法#大力推进

农业生产#凭借务本)亲民的德行#赢得民心和天

下( 华夏太古三皇之一的神农氏#是远古传说中

农业的发明者( *周易'系辞下第八,!%包魽氏

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

教天下#盖取诸益(&

!说其发明农具#以木制耒#

教民稼穑( *淮南子,则曰!%三岁知稼稽之宜#天

生菽粟八蜡合万国之享民重农功( 以其神于农

业#故曰神农( 神农之教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

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

者#故身自耕妻亲蚕以为天下先(&说他天生神农

禀赋#受上天眷顾获赐神种#饲养)纺织#教人农

耕( 后稷也被当作农神( 周民族史诗*诗经'大

雅'生民,记叙了后稷在农业种植方面的特殊才

能!%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 厥丰草#种之黄

茂( 实方实苞#实种实躑( 实发实秀#实坚实好#

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纒维纓#维

郙维芑( 恒之纒纓#是获是亩(&

"不仅耕田种地#

而且辨明土质#严除杂草( 天赐良种#说明古人很

早就意识到种子对于农业丰收的重大作用( *史

记'周本纪,也说他喜好栽麻种豆!%其游戏#好

种树麻)菽#麻)菽美( 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

之宜#宜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帝尧闻之#举

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

#他能根据土地特

性#选择适宜的谷物种植培养#人民也纷纷仿效

他( 帝尧将其用为农师#使天下受惠( 崇奉先祖

的优良传统和先祖重农的宏伟业绩#也生动反映

到辞赋中(

遵行先祖之制#将勤农务本视为美德和习俗#

并滋滋于农事技艺#这是赋作叙写农事的重要主

旨之一( 清黄爵滋*农桑图赋,!%尔其为农也!

44耒耜取诸#仰庖魽而有作-麻麦美矣#奉后稷

以为师( 马处处以分秧#因时并驾-鸟声声而布

谷#得气先知-44况抚兹千耦#当去莠必严-考厥

三盆#正效功之在即(&写为农应当学庖魽观天

象#察地理-学后稷精选良种#具器)备种#顺时应

气-去除杂草#讲究功效( 清陈希普*农纬厥耒

赋,用铺叙的笔法陈说不同农具的特点)功用#应

当依据时令)土地)物宜准备相应的农器( 清李继

圣*农乃登黍赋,!%其长也挺乎高标#其生也播乎

大暑&#%形同稷而斡同梁&#%赤则?而黑则纒&#

%黍熟头低#麦熟头昂&#从其植杆)粒状)颜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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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方法写黍之特质( 清黄爵滋*春省耕赋,!

%草人辨粪种之宜#甸师趣耕耨之器(&写农官各

施其职( 清盛徵鐆*农乃登麦赋,具体描绘了古

代农官浸种种稻的方法!%问草人之粪种#爰别夫

用麋用鹿而攸宜-稽稻人之作田#分掌夫荡水均水

而递改(&草人和稻人都是古代农官( 中国自古

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政府设有专门的官职对劝农)

屯田)营田)仓储)田赋)农田)水利等各类事务进

行管理( 按*周礼'地官司徒第二,所记!%草人

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 凡粪种#

-

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
.

用

襒#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用?#轻用犬#稻人掌

稼下地( 以猪畜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

水#以列舍水#以浍写水#以涉扬其芟(&粪种#即

将土壤分为九类#选用九种动物骨头煮汁拌谷物

种子#种在相应土壤上( 草人掌管改良土壤)审视

土地#并根据土壤决定浸种方法!润泽疏松的土地

用麇骨汁浸种#干涸之地则用鹿骨汁浸种-稻人掌

管在泽地种稻#用陂塘蓄水#用堤防阻止水#用沟

排放水#用遂均分水#用畦埂留止水#用浍泻水(

由此可见#赋中所绘并非文人想像之辞#而是亲临

实察后#对农业技能和种植经验的叙写(

对先进农具的赞叹也是赋中农事叙写的重要

内容( 北宋张舜臣的*水磨赋,云!%奥自大朴既

散#机事滋炽#抱?无讥#牖轮改制(&说明宋代工

匠制业日趋兴盛( %徒观夫老稚咸集#麦禾山积#

碓臼相直#齿牙相切#碾磨更易#昼夜不息(&描绘

水磨凭借轮轴连接碓臼#昼夜碾磨#作者用老少咸

集)围观的盛大场景#呈现水磨强大的功能和时人

对其功用的崇拜( %彼华山三峰之飞瀑#吕梁百

步之喷沫#独有赏心之玩#曾无利物之实( 未若斯

磨也#不逾寻丈之间#不匮一夫之力#曾无崇朝之

久#而可给千人之食( 如是则驴马不用#麦城任

坚#农夫力穑#知者图焉( 故君子役其智#小人享

其利#真为一乡之赖#岂止一家之事3&用徒具赏

玩的飞瀑)喷泉对举以水力为动力的石磨#标举其

有利于用的实用价值( 并从一间水力磨坊#不到

一个早晨的工夫就能加工%千人之食&的实例#得

出了%君子役其智&#可造福天下的结论#正可谓

先进之识(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八云!%既

引水注槽#激动水轮#则傍二磨随轮俱转&-%或遇

天旱#旋于大轮一周#列置水筒#昼夜溉田数顷(

此一水轮#可供数事#其利甚博(&清晰记载了水

车的制造原理和多种功用( 说明当时在农具改进

上确实有很大的进步( 在文人笔下#水车之用在

农业上更是极其奇伟)精巧的景观( 宋范仲淹的

*水车赋,!%是车也#匪疾匪徐-彼水也#突如来

如( 补畎亩之不足#损溪壑之有余( 渤贑腾波#忽

若刺山之泉涌-潺盢去浪#渐如澄江之练舒( 讵见

瓶羸#那惭绠短( 流洋洋兮乍若膏润#苗忻忻兮初

如律暖( 载脂载韦#几通郑国之渠-弗驰弗驱#自

解成汤之旱( 动将势旋#发与机会( 既引重之象

著#亦救焚之功大( 河水浼浼#得我而不滞不凝-

原田每每#用我而无灾无害(&用夸饰的语气)排

比的句法描绘水车的运转和水流涌动奔腾的美丽

景观-用为人熟知的历史典实)形象的比喻和精巧

的对比#大肆宣扬水车的巨大功用( 明代何景明

*水车赋,也极力肯定这种智举之利!%智则多劳#

利则有遗&#%永言临渠#愧彼抱瓮&( 清赵九杠)

陈其名*水车赋,赞叹水车旱潦)灌退两用之奇

伟( 清爱新觉罗弘历*水轮赋,云!%因时制宜#奚

必资乎匠伯-泽民利物#乃有待于梓人(&认为因

时制宜#营造泽民利物的器械#并不只是巧匠的专

利#而有赖于所有匠人%相资以济& %因物而施&(

作为远离稼穑农耕的统治阶层能注意到先进器械

的重要与生成#确实难能可贵( 他在政期间#要求

北方向南方学习耕种技术#责令贵州地方官向外

省招募养蚕纺织能手传授技术#也正是其重技思

想的具体表现( 清叶兰生*水车赋,写水车之制

造似%斗车之运机&%雪车之制样&%缫车之善转&

%纺车之扶轮&#其形肖%拟铜龙之善咽& %仿渴兔

之旋翻&( 在一系列的对比)比喻中道出了水车

形制上与其它农具的联系#以及匠者在制作上对

自然生物与先人成品的灵活运用与巧妙改进( 清

赵九杠*秧马赋,描绘秧马不仅写其%背稳& %蹄

轻&的特点#而且写其改制精巧灵活之妙!%欲其

滑#则腹栽榆枣而工良-欲其轻#则背削楸桐而制

密(&说明文人不仅注意到农具运用的奇观#而且

还思考其制作成因#这些正是古人崇实务本)宏农

重技精神的潜在反映( 正如钟志翔在论说中国细

节叙事时所说!%理性智慧特别表现为见微知著)

察几达变)原始察终的能力(&

!赋文对农技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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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易永姣!中国古代辞赋中的农事叙写

致叙写也是中国古人在农业认知上理性智慧的生

动体现(

中国历来以农立国#强调%农为邦本&#中国

古代文人或担任农官#或随侍耕籍礼仪#参与巡

田)祭祀等#为了实现劝课农桑的政治需求#或是

出于%胸怀天下&的使命感从而对农耕生产表现

出现实思考和热情关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了解

甚至参与农业及其相关经验)技术的积累与推进(

这些宏农重技的赋文往往来源对现实耕织图景的

了解与观察( 在实物实景的细致描摹中#大多融

入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真情感叹#因而大多生动

可感)富有情致(

三5悲苦悯农的田园赋

藉田赋中所描绘的%千耦其耘& %九夫为井&

的壮观场面)%翠羽青旗&%绀辕缥轭&的皇家气势

和%东皋如鹜&%南陌争摩&全民兢业#天下康宁的

盛世局面#大多是在朝士子对皇权的仰慕或者屈

从王权#对君王藉田礼的大肆美化和化育天下的

主观臆想( 宏农重技)乐耕巧作的美景#也不过是

广大田园中极其个别的现象( 在中国古代低劣的

生存条件和封建专制的残酷剥削之下#田园的现

实景观并非如此美好(

陆龟蒙唐代农学家#出身官僚世家#因屡试不

第#回居故乡松江甫里 "今江苏吴县东南?直

镇$#终身以农为业( 其*幽居赋,云!%搜束皙之

亡缺#补陈农之遗遁(&说明他不仅躬耕农业#并

且还致力于农学和技术钻研( 其*耒耜经,被元

代陆深与*汜胜之书, *牛宫辞,并提#誉为%农家

三宝&( 据*长洲邑志,载#其在甫里吴宫乡#%有

地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奇十万步#有牛不减四

十蹄#有耕夫百余指( 而田?下#暑雨一昼夜则与

江通色#无别已田他田也( 先生由是苦饥#困仓无

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 由是岁波

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

!

( 虽有池塘)田地)

牛等#但地势低下#常遭水涝#生活饥苦( 为此#他

不得不亲自率农夫筑堤防涝( 其*田舍赋,!

江上有田"田中有庐' 屋以菰蒋"扉

以騝郬' 笆篱楗微"方窦棂疏' 檐卑欹

而立伛偻"户逼侧而行趑趄' 蜗旋顶隆"

龟拆旁涂' 夕吹入面"朝阳曝肤' 左有

牛楼"右有鸡居' 将行
!

遮"未起啼驱'

宜从野逸"反若囚拘'

菰叶覆顶#粗席为门#用细小的竹)苇)树枝等

编成简易围墙#随意挖个方洞附上稀疏的窗格#屋

檐低劣)门户狭窄#蜗牛壳般笼罩的屋顶#龟裂剥

落的墙壁#穿风透阳#左有牛栏#右有鸡舍#行不能

畅#睡不得宁( 乡野本应纯朴闲适的生活#却似囚

徒般的拘束( 从田舍的简陋破败)田夫生活的困

苦生发#作者探究时势!%盖仕不愧禄而揣政#咸

率人以奉己( 使农工之洎民#弃其守而趋仕#农之

仕堕于力而希岁#工之仕巧于文而幸贵#商之仕射

其肥而啖利#所以国靡凶荒之储#家乏完坚之器#

人阙有无之备#莫不由是( 加以上多而下寡#不胜

剥丧之苦#转从盗聚而充炽(&认为农)工)商)仕

本当各司其职#古人不以利禄舍本逐末跻身仕途#

今人却因私利扰乱职守#蝇营狗苟#致使官吏成

灾#工)商不作#国贫民困( %呜呼3 吾丁此时#何

以逭之&的感叹表现出对农夫的不尽哀悯和对贪

官污吏的无比痛恨( 赋文采用散体句式#杂以排

比和设问#文气流转)酣畅淋漓( 古今对比#针贬

时弊#语言犀利直露#在强烈的批判中道出了社会

腐朽和农民贫困的原因(

田作之苦忧#也是不少文人亲历后的真切感

知( 王沂*勤耕堂赋,写室主为保持善心#归居家

里后的农耕生活!%夜饭牛以悲歌#晨拥魿而戴

星( 忘胼胝之作苦#幸
/

?之蔽形( 绵绵秧针#衣

被清泠( 荀令置膝兮#武子过庭( 虽娟秀之可爱#

卒未知其所成( 既幽栗乎旱魃#又明惧乎螽螟(&

披星戴月)日晒雨淋#农耕劳作辛苦不堪#从对旱

灾)虫害的忧虑#可以想见所谓五谷丰登不过是寄

托于自然的美好期盼( 明末清初的大儒黄百家的

*田草赋,!%羌民生之为业兮#惟农夫为最劳( 夏

暑雨而流金兮#冬祈寒而折胶( 日匍匐于畦町兮#

虽勤敏而莫号(&以亲身感受真切地道出了寒冬

酷暑农民俯身劳作之辛苦#%奈硗瘠之久芜兮#厥

草蓁蓁( 纷总总其状类兮#据我田紁( 欲尽殪此

柔苗兮#惟尔类之独存( 不悉尔之情状兮#何以施

我之经纶.&以哀叹)质问的语气真切呈现出莠盛

乱苗)草茂难除的苦楚( 赋文还用铺排的笔法具

体描绘肥田)瘠田)湖田)江田)高田等各类不同田

地)不同种类杂草蔓延的情形#作者对杂草种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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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习性)去除办法娓娓道来#显示出其渊博和务

实的农业经验( %盖一长而一消兮#何能听尔之

纷繁. 独怪天之生物兮#惟尔类之独厚( 嗟我苗

之日护兮#尚憔悴而难秀#何惟尔之务去兮#乃不

植而愈茂( 因知天之恶善而好淫兮#自前世而固

然(&感叹杂草易生#禾苗难秀#作者通过二者之

生存能力的强烈对比#得出%一长而一消&这一原

始的自然竞争现象#并进而指控大自然%恶善好

淫&#天助尤物)不忧民生的择物法#虽然作者决

心不惜劳苦要保护嘉种#但赋之结尾所云%苟天

不欲靡望而为茅苇兮#夫岂无年岁之可期&#清晰

地表露出岁饶年丰在很大程度上寄托于天意#这

一悲悯的感伤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确实是实情实

事的呈现( 宋王令*南山之田,!%草漫靡兮#不种

何自( 44雨专水兮日专旱#借不然兮颖以秀(

螟悬心兮酟开口#我虽力兮功何有(&虽然此赋意

在托物写志#但赋中所叙荒草弥漫#水害成灾#辛

劳无果的悲惨图景无疑是来自于农村现实(

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和以农为本的

传统经营理念下#%耕&是生存之本#对于中国古

代文士而言#或因家贫#或因%身退&#务田耕种也

常是他们不得不为的一种生存方式( 辞赋中的田

园悲苦之叹#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农事的真切感知

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反思#农村悲苦生活的描绘#

往往是当时人们生存境遇的艺术呈现#虽然质朴

无华#但最为真切感人(

四5德化乡野的耕读赋

在中国古代以农为本的传统经营理念下#

%耕&是生存之本#%读&是迁升之路#对于广大中

下层民众而言#耕读既是改变自身命运的有效途

径#也是中国古代文人对儒家%退则独善其身&和

道家%复归返自然&思想有效整合后#在不堪浊世

的情态下常常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 辞赋中不乏

表现耕读之美的作品( 如唐桂芳*耕读堂辞,认

为!%古者士出于农#而耕读未尝分也&#赞扬鲍深

能边耕边读#两者兼顾#有古士者之风( 写其耕读

生活!%?历山以叫虞舜兮#吊伊尹于莘野( 苟舍

己以芸人兮#宁长歌于牛下( 朝驰骛于艺圃兮#夕

翱翔于书林( 羌岁月其川逝兮#孰有察予之初心(

嗟鲁圣与邹贤兮#尚遑遑其求索( 矧吾侪之玩盚

兮#宜分阴而爱惜( 谓世代之既远兮#亦有见其庶

几( 纷美人之肥?兮#表耕读以自怡(&居于田园

之中#虽也有如农者之劳于力#但心境高远#追慕

儒家圣贤#读书好古#淳朴自持#%指古人以为则

兮#视今之人何其&#在崇古愤世中体现出陶情冶

性#自善其身的精神寄托( 谢应芳*闲居赋,开篇

即云%夫何予性之耿介兮#与时俗之寡谐( 筑屋

室于幽僻兮#离喧嚣与氛埃( 鋢前修之可慕兮#矧

古道之可追(&表明自己生性耿介#时与我违#厌

恶流俗#希望隐居以求独美-%朝吾游于道囿兮#

夕吾憩于艺圃( 44列左图而右史兮#置前琴而

后棋( 春吾蚕以为衣兮#秋吾获以忘饥(&远离了

俗世的喧嚣#这里的生活不仅充满了高雅的情趣#

而且作者亲身参加劳动#琴棋书画#逍遥自乐#故

此#作者直抒肺腑!%宁抱余之真独&%欲索居而离

群&#强调自己离群索居#抱守独真#超然隐逸的

人生追求( 北宋郑刚中*山斋赋,写自己躬耕山

野#与鸟兽同居#俨然%山中之一物&#但%草茅之

性终在#烟霞之痼不痊&#表明自己心在山中#本

性难改( 这一类型的赋作往往注重于感情倾注#

重在展示崇尚自然#追求虚静#逃避现实和向往原

始自然状态的生活情趣#努力营造一种%清净无

为&%息心去欲&的境界( 在精神境界上#表现出

以圣人之道自砺#不从权势#坚持道义自守的强烈

的主体意识(

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维护%礼治&#倡导%德

治&#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 *史记'五帝

本纪,记载#舜年青时以孝行闻名#故%舜耕历山#

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 陶河

滨#河滨器皆不苦窳(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

邑#三年成都&

!

( 凡他劳作的地方#都兴起礼让

的风尚-凡他所在之地#人们都愿意追随( *史记

'周本纪,记载了西伯%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

敬老#慈少( 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

此多归( 44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

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

"

#以其仁德#不仅赢

得贤士归顺#而且还以德行化解了诸侯争端( 中

国古代儒士多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推崇)

膜拜圣王德化天下的传统#因此#颂美贤人德化乡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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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易永姣!中国古代辞赋中的农事叙写

野成为农事叙写的重要主题( 其一是古之先贤(

清赵九杠*莘野躬耕赋,写商之元圣伊尹#潜踪栖

迟之时#托业耘耔#%贞农夫为伍& %高野处之风&

%尧舜之道示泯#畎亩之乐有余(&%熙熙乎自食其

力#嚣嚣然不改其初(&认为野处高风#示泯尧舜#

正是贤者高于常人之处( 清曾绶*耕者让畔赋,

颂美周文王讲让型仁!%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教兴

钟鼓#泽被睢邻(&讴歌人们和乐礼让之风!%雍雍

蔼蔼#攘攘熙熙( 出入守望之间#相友相助-耕凿

食饮而外#不识不志(&其二是追慕)仿效古贤德

化乡野的雅士( 戴表元*耕宽堂赋,写孙常州辞

官归隐#自放于耕#取堂名%耕宽&( 赋文论退隐

之士以%耕&求宽的办法!

今先生封疆道德"畦畛礼义"播治群

籍"壅崇列艺' 岂弟闻望以为嘉谷"优游

笃老以为乐岁' 方欲发廪辬"洽春秋'

迩无邻之不恤"远无乏之不周' 耆年胜

客"以燕以游' 乃操1南风2"乃歌 1白

驹2' 文孙愿息"前挨后扶' 严良日进"

迎猫虎也,雅素时饬"尊田祖也' 清伤和

之水旱"远败类之雀鼠' 若然者"粢盛焉

而神莫予吐"盖藏焉而
"

莫余侮' 不竞

不?"不莠厥土"亦不秽予宇' 藩墉牖

户"以保百世之风雨'

认为孙常州研习经典#礼乐修身#道德深厚#

决不同于声望利禄之徒和山林独善之士( *南

风,#古代乐曲名#相传为舜所作( *礼记'乐记,

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

*孔子

家语'辨乐解,则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

风,之诗( 其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

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0&认为琴

音具有正人心的功用#舜奏五弦琴#歌*南风,用

琴音感化人民#故其国生机蓬勃#美德如泉流不

绝( 此赋解说先圣前贤以德化民#以礼育民之举#

提出儒士退隐之%宽&!

故自古仁贤之居位"其为政也"往往

可以驯盗贼"驱螟蝗' 必不得已"穷居而

野处"犹能使贪夫吝客"愧耻于其乡' 嘻

乎先生"逍遥兹堂"想见邻曲闻风而逊

畔"交游熏德而称良' 人怀 1阙里2之

训"家哦1召南2之章' 然后道路歌惠"

穹只降康..'

认为孙常州应当承先王之道#教化民众#造福

乡邻( 这正是中国古代传统士大夫有志于道#隐

其身而不移其志的体现( 戴表元*喜友堂赋,论

说兄弟同处同耕之喜!%且先生自以无愿于人#而

道伸于闺门-自以无用于世#而政行于邱园( 三亩

之宅#十亩之原-弟耨于后#兄耕于前( 既孝既友#

从容笑言( 酝比醇醴#盎如春温( 凡登斯堂#与饮

斯醴( 归视其家#谁无兄弟( 是先生之喜#不私诸

己#将令吾徒闻风而起#将令吾居胥为孝友之里

也(&展现兄弟同耕)和睦共处的欢乐祥和景象#

并将孝上升到道义和教化推行的高度( 孔子曰!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3&所谓%悌&#是指处理

兄弟关系的道德规范#是孝道的重要内容( 在中

国古代历史上#%以孝治天下&是最核心的统治思

想( 赋文颂扬室主孝举的深远影响#表现出作者

儒者德化天下的淑世情怀(

在中国古代#入仕是士人的理想正途#但并非

每个人都能实现#而且即便是文人士子能够济身

仕途#甚至飞黄腾达#但是因为世道纷乱#政局变

化无常#或者因为文人本身耿直高傲)浪漫不羁的

性格#所以大多命运坎坷#箏鍃波折( 历经仕途的

艰难后#直面现实#改途返归是许多文人的必然之

选( 于是隐逸乡野#耕读田园#因为内心饱含着对

现实政治的失意和无奈#所以刻意美化田园的宁

静)和谐和居者之淡泊)高雅#不仅能抚慰心灵#而

且还吻合着古代%德治&观#彰显出儒者隐居求志

的高雅情怀( 赋中对农耕的描绘多是抽象的#充

满闲雅和自由的意趣#对居者淡泊心境和高雅德

行的评析)颂美则充溢着理性和思辨的色彩(

五5理花布政的园艺赋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园林逐渐成为文人雅

士安居乐处之所#表现在辞赋中#作者园林审美情

趣不仅有极大的提高#而且将园林技艺与儒者的

治世情怀有机的结合起来( 这在耶律铸的赋作中

尤为明显(

耶律铸""!!"

3

"!%#年$是元初一个十分特殊

的文化人物( 其父耶律楚材#是蒙古帝国大臣#推

崇中原文化#并有深厚的汉学功底( 任中书令

"宰相$后#积极实施%以儒治国&的方案#在政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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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各方面殚精竭虑#创举颇多( 卒后#其

子耶律铸嗣领中书省事#随宪宗征蜀#屡出奇计(

中统二年""!1" 年$#忽必烈拜他为中书左丞相#

为朝廷制礼乐)修国史#崇尚儒学#主张德政( 从

他的赋作中可以看出其文化素养)生活态度)从政

思想以及心情的起落( 其*方湖别业赋,云!%有

田一廛#有宅一区( 我引我泉#我疏我渠( 我灌我

园#我溉我蔬( 蔬食为肉#安步为舆( 行吟坐啸#

足以自娱(&有田)有宅#还有园林)亭阁#并且作

者还在园中从事灌溉种植( 不仅为生存之需#也

为享园艺之趣( 其*天香台赋,*天香亭赋,*独醉

园三台赋,*独醉园赋,*独醉亭赋,等赋都表现出

他对园艺的无比热爱#%一花一草#亲移自植#计

日成趣&"*天香台赋,$#他亲身参加园艺种植#并

且乐此不疲( 耶律铸性喜园艺#特别是对牡丹花

尤为钟爱#并对之有深入的调查研究#亲自从事种

植实践( 他说#创作这些赋文%会侄子辈遍传诵

咏#往往质问其所疑( 44因命书史为音注#应其

所请以示之&( 因此#他在赋中作有许多夹注#措

词简练清晰#材料精当#而且大多还注明了出处#

为后世提供了丰富)实用的园艺信息( 不仅如此#

他在园艺种植上还倾注着治国的热情( 如*天香

台赋,虽然以台为题#但只写台中牡丹花#以花彰

显室主人品#进而论治国)处事之道( 赋文写园中

以前的荒芜景象#论说自己的治理之功!%余承其

弊#将任其责#推心于物#旁搜远索( 索彼得失#洞

研究核#从其可从#革其可革( 绌诸荒惑#探诸幽

赜( 举诸明算#运诸成策( 辨乎根发#定乎名色#

甄其瑰奇#廉其瑕谪#移以殿最#品以资格(&总结

花圃整治的措施与方略#强调自己认真负责#研究

利弊#多方考索#辨别良莠#去革严明得当#因而终

于达到%粗有是治&的效果( 耶律铸继承了其父

%以儒治国&的家教#富有谋略#且政绩显著( 但

作为先朝旧臣#在当时政局多变的情况下#耶律铸

却屡罢屡起( 最后因罪被罢官#家产藉没一半#隐

居山后双溪别墅( 从赋文前面部分对牡丹花秩序

等级展开叙写以及结尾所云!%然天下之事#曷尝

有异于是邪. 九土一台也#六合一园也( 百花一

王#万国一君( 为国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 经国

之要#实理此花之任也(&我们不难领会其借园艺

以表述从政思想)治国策略的用意#以及对开明政

治的渴望和对当时混乱朝政的不满( 其*天香亭

赋,铺写天香亭众多牡丹名品的盛丽姿容#进而

由植花之艺评析万物之理!%名其末也#去末犹

荣( 实其本也#舍本不生( 苟宾其实#庸主其名(

宾主易位#乱是用兴( 是谓开塞之门#荣悴之所由

也(&认为凡事皆有本末之分#强调固本强元#根

深强基的重要( 但从%宾主易位#乱是用兴&#可

见他对%本末&的探讨已深入到社会治乱的高度#

在恬静淡泊的外表下#显露出在政治上遭受挫折

后内心的愤懑和落寞( 其对园林技艺的叙写既是

对实景)实况的真实描绘#也是作者治业之情借助

象征手法的生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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