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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古代辞赋的空间书写与文化成因

易永姣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辞赋骈文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

摘5要#辞赋在写作缘起和呈现形式&审美特性上都与空间相关" 承续中国古人以己感物的思维特征和具体物象的

空间表述方式!辞赋中的空间书写表现出强烈的意念化特征!追求美政&颂美皇权&离世独居&览胜抒怀&边域期许等不同

的空间书写形式!是作家在不同人生际遇下情感历程的生动呈现!也是中国古代文士人生价值和道义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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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孙维城认为!*中国艺术从某一个角度讲就

是时间的艺术#诗文常以情感化的时间或以时间

中的情感为描写对象#而这种时间的咏叹往往从

空间开始#或以时间为对比,参照#尤其在登高望

远之时&+

!虽然其强调的是时间艺术#但也客观

地指出了空间的重要#特别是登高望远时#空间所

产生的独特审美作用& (文心雕龙3诠赋)!*原

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

"指出了赋家登高望

远#睹物兴情的发生机制& 陆机(文赋)!*诗缘情

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认为诗主抒情#华丽细

腻$赋绘物写景#爽朗通畅& 登高望远产生宏大开

阔的视野#绘物写景呈现爽朗通畅的空间感#这些

都是大赋呈现大而美气象的重要因素& (西京杂

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之创作!*合綦组以成

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

也&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

内#不可得而传&+

#形象道出了赋之讲究文采,华

丽美艳#在审美创作中具有*经+*纬+编织,*苞括

宇宙+的空间性特征& 由此可见#赋在写作和呈

现形式,审美特性上与空间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刘熙载(艺概3赋概)云!*赋兼叙列二法!列者#

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所

谓*叙+#是依照时间叙事#乃纵向的铺陈$*列+#

即横向的铺陈#带来的则是空间存在感& 从创作

题材上看#建筑,行旅,边域类赋作的横向铺陈带

来的空间存在感和空间性特征最为鲜明& 因此#

本文将着重探讨这几类辞赋的空间书写结构及其

与作家审美心理的关联&

一5辞赋的空间书写

中国古人对空间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远

古神话传说#如(庄子)中混沌初开的寓言故事

里#*南海+*北海+ *中央+业已表现出古人对空

间方位的抽象感知#而天地浑沌一体,凿七窍的情

节#则类似于(三五历纪)所描绘的盘古开天辟地

的故事!*天地混沌如鸡子22天日高一丈#地日

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 天数极

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这些都是古人在蒙昧

未知状况下对天地宇宙的想象#并以神话故事的

形式呈现出来& 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

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

身+

%

& 因此#神话中古人对于空间的最初感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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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现实基础的真实性描绘#虽然这种描绘

是想象的#带有一定夸张,虚幻色彩#但真实地体

现出古人探索自然,引控自然的强烈愿望& 由人

有七窍而推想宇宙的思维方式#以及*天地混沌

如鸡子#盘古生其中+的这种具体物象的空间表

述方式#表现出中国古人以己感物的思维特征#他

们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形态来理解外在的

世界#并赋予天地万物类似于人的生命和情感#其

强烈的意念引控,独特的心理呈现与生动活泼的

表现方式#在辞赋的空间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大

体来说#辞赋中的空间书写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

!一"时俗迫陬'轻举远游

楚辞是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所表现的理

想世界与现实处境是文学中常见的一对难以调解

的矛盾& 现实世界的悲苦失意#会激发和强化对

理想世界的向往和描摹#而理想世界的美好与难

求#则越发加剧,衬托出现实的黑暗& 在楚辞中#

主人公因为现实世界的迫陬压抑而轻举远游,执

着于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因而形成人世与仙界两

重空间#在叙写上呈现出纪实性和虚构性交融的

特点& 其艰难的心路历程#通过行程记叙和行旅

中的事物与观感来展示#呈现出明确的空间性&

如(离骚)之上下求索#两次神游的经历#作者都

采用了纪实的笔法!*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

焉止息& 22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以陈词

22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 22驷玉

虬以乘
$

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

余至乎县圃& 22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22吾

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活动主体用第

一人称*吾+$兰皋,椒丘,沅湘,苍梧,县圃,咸池,

扶桑#直至天门#一系列的地名神界#呈现出清晰

的神游路线#也生成了赋中一系列变化的空间场

景$*步+*驰+*止息+*反顾+*往观+*上征+等表

现主体行为的词语具有的行程指向#也体现出鲜

明的空间性& 这些正是后世行旅赋记叙行程时常

用的空间结构方式& 从(离骚)看#虽然这种纪实

性叙写给人以真实存在感#但在具体场景的展示

上却多虚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如写飞升场景#

主人公芰荷为衣#芙蓉为裳#又有望舒为先驱#飞

廉奔属#鸾皇神鸟戒严开道#雷神为之整理行装#

众多神圣#极富仪式感的职责分工#主人公命令日

月,呼唤风雷的执着强悍#帝阍的冷酷拒绝#真实

地体现出理想世界的神圣,高远与遥不可及的空

幻性特征& 在升天入地的*求女+经历中#除了行

程记录#作者还注入了对场景细节和心理观感的

描绘#极大地增添了作者现实处境的荒凉,悲苦#

也增强了空间的真实可感!*忽反顾以流涕兮#哀

高丘之无女+ *览相观于四极兮#周流乎天余乃

下+*鍃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忽吾行此

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 麾蛟龙使以梁津兮#诏西

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距

离的遥远#环境的险恶#主人公的悲叹#一次次地

多方求索搜寻#真实可感地呈现出理想世界的遥

不可及& *求女+经历的最终失败则昭示着诗人

赖以实行美政的理想世界最终破灭& 而现实中的

楚国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君王失信,奸佞作恶#并

非栖身之所& 伏清白以死直的结局昭示着其对理

想世界的执着和对黑暗现实的最后抵制& 屈原开

创了对黑暗现实世界的远离和对理想世界的追求

两种空间对举的模式#在轻举远游的结构中#作者

注入强烈的情感#其悲荒叹远的空间展示#流露的

是作者现实处境的凄惨$神界的高远,被拒则是仕

*不遇+的写照&

轻举远游是辞赋的常见空间结构模式之一#

但在空间的具体表现方式上却有所不同& 一是虚

构,对比的空间呈现"

& 如(招魂)用东,西,南,

北,天,地六方的铺陈方式#用神幻奇特的想象#写

各方怪异险恶之象#虽不离现实但极为夸张#如写

西方沙漠无边#五谷不生#无水可饮#还有赤蚁,玄

蜂等毒虫$北方飞雪千里等$写楚地同样采用铺排

手法#浓墨重彩#极写宫室之辉煌#园圃之富丽#歌

伎舞女之盛艳#饮食服御之奢侈等#穷形尽相#美

不胜收& 故都宫室之美与他乡四方之恶#形成截

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二是注重景观和心理#彰显

现实空间& 如(九辩)明显地减少了虚构的,理想

世界的成分#而突出了对现实处境的叙写#并把

(离骚)中的现实失意与自然世界的悲秋氛围融

合起来& 后世赋中的*不遇+主题也基本沿袭发

展着这一模式#其悲叹的意蕴更为深沉浓厚& 三

是较为独特的一类#如张衡的(思玄赋)#仿照(离

骚)模式#在知己难遇,众民邪辟的现实下#忧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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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祸#于是访仙山,登蓬莱,留瀛洲#欲游六合之外

而又不能#最终从天上回落人间& 虽然整体上依

然是受黑暗现实压抑愤而远游的模式#但赋之末

尾#眷恋故土而回到现实的主人翁#在进不能,离

又不忍的无奈处境下#受自身意念的引控#找到了

出路!洁身自好#退修初服#独善其身#驾六艺#编

五经#驱儒墨之学#于理想与现实的世界之外#自

创一个超然独处的自我世界&

!二"包举万物'控引天地

汉大赋的巨丽之美是体现国家,民族生命力

的最好美学方式之一& 多以皇家林苑,宫殿,都市

等为对象#并且按地理方位#对物产植被,游猎规

模,宫殿楼阁,制度文明等作大量铺排#形成巨丽

华美的场面和宏大张扬的气势$通过主客论辩,天

子悔过,说理陈志等方式#彰显君国权势和一统天

下的政治意图$在场景的展现,变化中寓意时世推

移,政治向度#呈现出包举万物#控引天地的艺术

特色#但在空间表现上又有细微区别&

一是以(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游猎赋#

以夸耀,虚幻的空间描绘为特征& (子虚赋)中#

齐王调遣境内众多兵车和上万名骑手#陪同楚国

使者到东海之滨打猎#其庞大的规模,显赫的声

势#昭示其显耀国土广大的用心& 而子虚极力强

调自己在楚国地位之谦卑,见识之浅陋#强调云梦

不过是楚国七泽中最小的一个#再具体描绘云梦

山势盘旋高耸#遮日蔽月$群山错落重叠#直上青

云$山坡倾斜连绵#连属江河#用全方位的视角表

现其贯穿天地,纵横东西的阔大宏深#可知云梦极

小的排名定位乃意在突显楚之广大& 在具体空间

的书写上#则采用密集的意象群#以方位为序#罗

列事物,安排事类#彰显云梦泽物产之丰厚奇特#

并用众多的形似字,意近字#排列堆砌#产生新奇

惊叹和目不暇接之感& 如写其果园树美!*扬翠

叶#磘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

野&+以夸张的笔墨#简短,排比的句式展现其张

扬活泼,艳丽缤纷的色彩$体物状景则充分调动想

象#摹声绘形#*写物图貌#蔚似雕画+ *声貌岌岌

其将动+& 在整体结构上#则以主客形式设为问

答#从南北东西各方位大肆铺陈#对区域内景观作

*繁类以成+的物品罗列#虚幻夸张地展现天子游

猎,宴饮等富丽,神圣的场景#形成铺张扬厉#雄奇

壮美的艺术风格&

二是宫殿赋#以宫殿为主体对象#在空间叙写

上多静态描绘#笔墨更集中& 如王延寿的(鲁灵

光殿赋)改变了游猎赋,京都赋中多罗列宫殿建

筑物名称,位置的虚空写法#而以灵光殿作为独立

的审美主体#作者亲历其间#采用游览观瞻的视角

注重对其栋宇结构,室内装饰作真实描摹#如*虬

龙腾骧以蜿雗#颔若动而??& 朱鸟舒翼以峙衡#

腾
%

錓虬而绕榱& 白鹿孑譑于飁栌#蟠螭宛转而

承楣& 狡兔襨伏于粄侧#猿?攀椽而相追&+作者

对屋顶精美繁复的雕刻#虬龙,朱鸟,白鹿,蟠螭等

物象形态的刻画#生动形象,惟妙惟肖& 宫殿赋多

以颂美皇权为旨归#情感也更为昂扬豪迈& 描写

宫殿多以宏大的视角取景#衬以鲜明的色彩#并植

入极具力度的动词和彰显胸襟的主观情态语#营

造宏伟富丽,挺拔刚健的美感& 如王醔(明堂赋)

写明堂*屹乎氤氲#孤标紫氛& 璇题皓饰#金铺洞

文& 拱星辰以端居#傍眺白日$冯轩槛以直视#俯

见青云&+用*氤氲+*紫氛+*璇+*金文+*白日+*青

云+等极富色彩的名词#不仅形成苍茫辽阔的背景#

而且产生强烈的光感效应$再以*屹+ *标+ *题+

*铺+*拱+等动词#点染其宏大刚健的势态$在排沓

起伏的短句铺陈中#又缀之以四六双句#再加以*傍

眺白日+*冯轩直视+*俯见青云+等展示主观意态

情思的语句自然融入#形成宏伟富丽的画面,灵动

流转的气势和昂扬向上的气韵& 李白(明堂赋)!

*沓苍穹之绝垠#跨皇居之太半& 远而望之#赫煌煌

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

倏山讹而晷换& 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更

是极力彰显从不同视角仰瞻远眺#明堂奇妙玄幻的

光色变化和映衬于天地山川的宏伟气势& 华丽壮

观的明堂在作家笔下#张扬的是大国盛世高远开

阔,包容并蓄的宏大视野#也是盛唐时期唐人心目

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精神的体现&

三是以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左思

(三都赋)为代表的京都赋#不仅写园苑,宫殿,田

猎等#而且还描绘都市,郡邑等繁华热闹的场景#

从整体结构上看#都市赋改变了宫殿,游猎赋开放

宏阔及东西南北全方位铺排展示的格局#更多地

聚焦于具体城市#并以其建筑,风物,生活场景为

主#着眼于制度文明而涉及市井民生& 相比于

(子虚赋)(上林赋)完全出于想象,词句奇崛,大

肆夸饰的叙写#京都赋更多地写京都的河山形势,

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乏夸张和虚构色彩#

但是因为采用了不少符合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

并且自然地渗入了街衢和人物风俗的描绘#所以

呈现出鲜明的现实性和深厚的历史意蕴& 如(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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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赋)写战国七雄修筑宫室*竞相高以奢丽+$至

秦始皇则思专其侈!*乃构阿房#起甘泉#结云阁#

冠南山& 征税尽#人力殚+$汉高祖则因秦宫室#

力行节俭!*摹逾溢#不度不臧& 损之又损之#然

尚过于周堂&+叙写历代宫室的修建#大体符合历

史实际& 再写洛阳宫殿,楼台的巍峨壮丽#气势宏

伟$飞阁,游苑的富丽堂皇,绝妙幽深#也真实地反

映了汉代都城和宫廷建筑艺术的发展$所绘市中

商贾游侠,骑者辩士,角抵百戏,杂技幻术及商业

的发达#物产的丰饶等#也是当时城市繁荣和汉帝

国长治久安#物力富裕的真实体现& 因此#京都赋

的京都书写虽然在表现形式上#依然有驰骋想象,

铺张扬厉,夸张炫耀的成分#但是因为这些大体是

基于历史,地理,制度,文明和风俗#所以并不虚浮

荒诞#在给人以真切,现实感的同时#也呈现出作

者深厚的政治忧患意识和鲜明的理性思辨色彩&

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都市乃至一个时代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历史呈现& 与此相类的#有

宋,明时期众多的书院赋#以特定空间---书院的

发展变迁,制度思想而反思文化,弘扬理学#呈现

出鲜明的历史感和思辨性&

!三"却市无哗'德人结庐

魏晋以后大量出现的宅居赋表现出对个体生

存空间的关注& 写作上#多以空间实体即室宇为

表现对象#形式上以抒情小赋为主#内容上摒弃了

楚辞空间叙写游仙和游猎赋,宫殿赋,京都赋夸

耀,虚构巨丽之美的作法#而更多地叙写室宇#包

括其环境,构件,命名及室主生活等方面以展示室

宇所寄寓的精神意旨& 如元代胡助(秋堂赋)描

绘秋堂特点!*轮奂之美兮#不侈不陋$轩窗之旷

兮#既固既周&+屋宇高大#不简陋也不奢侈$视域

开阔#形制周正牢固#这显然也是作者的室宇审美

理念& 但赋之重点却是由室名*秋堂+来引发对

人生志职的议论#提出*超乎荣辱+的人生态度&

再由此推出秋堂之乐在于 *左右书史#于焉藏

修+#推崇*穷则秋归于一堂#达则秋行于天下+的

儒者处世态度#肯定*秋堂+之名的深刻意旨& 进

而推论#在当今*邦国宾兴#斯文增重+#四方有事

之时#当锐意进取#而不能专享秋堂之独乐& 可

见#相比汉大赋侧重于空间区域内的物质性夸耀#

室宇赋更注重理性阐发& 在审美上#私宅赋不以

巨丽宏富为宗旨#而倾心于室宇个性,特色的彰

显#在体物中加重了情感抒发和议论的成分& 如

王炎(林霏赋)写林霏居所的清幽净丽之美#这得

于自然#也缘于作者*去饰取素+的心志#是客观

实景#也是主观营造!*倚萧滩之北誑#萃之

万家& 独德人之结庐#却市声而无哗& 开楼观之

净丽#纳江山之幽遐#疑老仙之一壶#藏物色之清

佳& 招鸥鹭与忘机#湛方塘之浅绿& 卫以竹君之

萧森#绚以莲娃之温淑& 郁乔木其参天#输清阴而

覆屋& 抱虚白而不染#揽空翠而可餐&+极写室宇

清丽幽远的环境#叙中有议#意在彰显其逍遥自

得#燕处超然的林霏佳趣是摆脱了人世束缚的结

果& 相对于大赋的名物罗列#室宇赋多抒情小赋#

往往重在叙写室宇环境和最能彰显个性,品质的

室主生活及作为室宇标志的景观,器物或某个特

点& 如吴筠(岩栖赋)之栖于山岩$刘一止(三友

斋赋)以麈,石,琴为友$杨万里(压波堂赋)筑屋

湖上等等#相对于室宇空间,功用和整体布局等#

这些本不过是室宇构建的众多因素中极为微小的

部分#但却是赋中室宇景观的精粹#赋文从室主的

钟情厚爱着笔#以*情+入境#以*德+入物#用比

附,象征的手法#彰显室主的独异性情#也增添了

室宇空间的意蕴美&

!四"飞榱逸想'伏槛流思

游览赋多以游记形式出现#登临览胜---抒

写怀抱是其大体的结构模式& 其空间叙写往往宏

阔幽远#多以瞻仰,追溯的视角审视其地理形貌,

历史来源#作者亲临胜地#览观细察#描绘室宇楼

阁,人文景观#写景状物大多细处着笔#力图逼真

传神$注重对特定空间内人文史事的阐发#其评析

议论#气势昂扬#识见高超#是作者思想学识,胸襟

气质的充分展示& 如汤显祖(豫章揽秀楼赋)写

登楼远望#展现揽秀楼的修建和地理位置后#作者

细绘其山川风物#用散文化的句式#白描化的手

法#对渔歌唱晚,鹜鸣雁飞,樵舍炊烟,斟酒畅饮等

系列景观逐一铺展#虽不及大赋之铺排渲染#富丽

精工#富有气势#但把湖光水色之清雅恬静写得灵

动生辉#别有风味& *则有逢掖深衣#园桥方履&

,祈祈,雍雍,济济& 或翱于庠#或吟于里& 容

服既则#周行有礼& 尊悦皇风#瞻趋素齿& 披文采

友#来会于此& 摘秀升之章句#析孝文之经史& 镂

道祖于图纬#绸次宗于元旨& 若显若靓#或哦或

倚&+描绘此地人文之美和游览者之情意形态#洋

洋洒洒#意到笔成& 作者不仅将个人的情感体验

和细腻感受融入对景观的描绘之中#营造出形象

生动的场景氛围#而且*企飞榱而逸想#循伏槛以

流思+还将自身塑造成画面中心#其把酒临风#遥

$2%



第 !"卷 易永姣!论古代辞赋的空间书写与文化成因

想贤士失志#迁客多悲#思绪万端的形象#极大地

增强了赋体的空间视觉感和情思意韵&

游观赋多写名胜#其地域内相关的人文胜景

是引发作者思想的媒介#也是空间叙写的中心&

通过相关场景的展示#触景生情#关联的或是历史

朝政,社会时势#或是个体遭际#情感自然细腻#意

蕴深厚& 因为赋之*体物写志+特征#作者叙写名

胜山关#自然就会突出这些最具特征且引发思虑

的方面& 如晁公溯(朝山堂赋)写蜀地雄视四方

的地理形式#描绘群山之形态走势#*相属而赴望

兮#高遮蔽乎日星& 临以白帝之神秀兮#诚众山之

所尊+#着意彰显*群山尊白帝+的地势特征#描绘

室主于朝山堂*高四海以视营兮#时树羽江$屹三

峡之镇其穹然兮#翼山四面而骏奔+的高阔视域#

及*观万川犹知宗海+#*见群峰之起伏绵延兮#至

是而亦必有所臣矣+的强大意念#其目的在于通

过其独特的空间表征来昭示四方臣服,天下归一

的政治意旨&

!五"五帝长驱'三皇遐武

边域赋相较于其他类型的赋#其空间叙写更

具纪实性和时势性特征#在写作上#愿想和祈请色

彩更为明显& 如班彪(北征赋)叙写北征行程#相

比于楚辞#不仅摒弃了香草美人式的比喻和象征

手法#而且减少了对客观环境的渲染#注重论说其

相关的人文史事#呈现出更强的时政特征!*朝发

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 历云门而反顾#望

通天之崇崇& 乘陵岗以登降#息郇之邑乡& 慕

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 彼何生之优渥#我独

罹此百殃' 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登

赤须之长阪#入义渠之旧城& 忿戎王之淫狡#秽宣

后之失贞& 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 纷吾

去此旧都兮#?迟迟以历兹&+此段叙写行程#虽

也有环境氛围的点染#但更多的是在特定地域空

间内叙史事,叹时艰#情感抒发直接而显露& 作者

身处蛮荒野域#感时伤世#责问蒙恬#忧患民生#景

慕文帝#祈请统治者宽仁绥远#立邦安民#凛然之

气充溢寰宇& 在场景展现上#地域性特征加强#取

景也更为简易平实#宏观着笔#实景点染#情景紧

密结合!*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 野萧条

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 风蕍发以漂遥兮#谷水灌

以扬波& 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 雁邕邕

以群翔兮#

&

鸡鸣以哜哜&+荒谷山野#杳杳云雾,

皑皑积雪#群翔的大雁,鸣叫的
&

鸡等最具季节性

和典型性的景物#呈现出边疆的特有氛围#也极大

地强化了区域描写的真实可感& 因为这类赋作家

往往有赴边,临海的亲身经历#有的甚至就是真实

行程的记录#因此#记录征程#描写荒远边境#抒发

靖乱治国之思这是其常见模式&

边疆,海域因其独特的地理因素#常与民族关

系相关#虽然赋中少有具体场景的描绘#但其精典

的概括性画面却呈现出强烈的时事色彩和深厚的

政治气息& 如吴庆集(海运赋)!*羽归兮西路东

渠#鳞集兮吴?楚稻& 云屯万屋#铜桡铁轴之船$

雨萃千艘#珠岛银口之道&+港口船只汇集,粮食

堆聚#这是通商口岸商业繁荣的盛况& 胡薇元

(海军赋)写海军检阅的宏壮场景#先聚焦皇帝盛

大华丽的出场!龙舟驰骋#波浪滔天#空中战旗翻

飞$再写阅兵的威武气势!兵旅遥相临对#部伍万

千#车马枪炮#仪仗旗鼓#高烟声乐& 值得注意的

是#作者写海疆阅兵#刻意强调其不同于仲冬大

阅#有异于南苑阵行#并论说军备装置#表现出强

烈的军事意识和加强中国武备,威慑海邦,维护边

疆的强烈愿想& 边域赋在空间叙写中#还多用展

望笔法#写圣王之仁德,革新#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祈

请,歌颂色彩& 如赵九江(海运赋)!*庆泽国之安

恬#靖海氛之禯
'

& 风清舶躶#皱波影以潆洄$露积

莲红#遍粳香而披拂&+写国家丰泽,四海清平的盛

世局面$*我皇御宇#神存化过& 兴国式廓#襟带山

河& 泽被寰海#长鲸息波& 转输不竭#遵道无颇&

22粒我蒸民#食德饮和& 含哺鼓腹#后舞前歌&+

想象海运通行#粮食转输畅通无阻#海疆平定#百姓

安康的欢乐场景$黄逢元(铁路赋)展望铁路开通#

皇国囊括四海#席卷八荒#雄图拓展的美好前景$这

些对当时落后守旧的清朝政府而言#显然是作者祈

请革新,展望未来的结果&

二5辞赋空间叙写的审美心理

(孟子3尽心上)云!*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

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

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

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强调穷,达

时不同的处世态度& 对此#(荀子3儒效篇)也有

论析!*儒者法先王#隆礼义& 谨乎臣子#而致贵

其上者也& 人主用之#则聉在本朝而宜$不用#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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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 虽穷困冻鈋#必不以

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 呜

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

聉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

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

也&+

!指出儒者应有的处世准则#无论穷达#都当

坚守道义& 隆礼义之大道#明社稷之大义#通晓裁

万物,养百姓之纲纪#无论在朝在野#都为社稷之

臣,国君之宝#为百姓尊崇,景仰& 辞赋是中国古

人历经世事和情感体验的艺术呈现#其铺陈描写

所呈现的空间化特征#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在穷,

达际遇下审美心理的表现&

!一"颂美之情与仕进之志

在古代#赋,颂常连称或者互代#(汉志)云!

*不歌而颂谓之赋&+李善注引(汉书)作*不歌而

颂+#(文选)中#皇甫谧(三都赋序)亦曰!*古人

称不歌而颂谓之赋&+又(说文)!*颂者#容也&+故

赋之铺陈描写#于物之穷形极貌#为*容+#也即

*颂+& 在封建王朝的强盛局面下#帝国之声威和

气势#使身怀兼济志的文人更容易受时代感召而

产生豪迈情怀#表现出对皇权的景仰& 汉大赋叙

写皇宫,猎苑,都市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贯通

古今的宏大视角#审美上对*巨丽+的崇尚#作品

中昂扬的格调#蓬勃进取的精神#都与其密切相

关& 清人王芑孙(读赋卮言3导源)云!*赋家极

轨#要当盛汉之隆&+在武,宣之世#宫廷赋,游猎

赋的兴盛#正是因为大赋的夸张,宏丽#能彰显帝

国声威和气势#符合当时时势#迎合了统治者的喜

好& (上林赋)酣畅淋漓地夸饰上林苑的物产富

丽和奇景胜状#突显空手击杀野兽的勇士,恣意驱

驰的车队,锋利强劲的武器等#显示楚王游猎之宏

壮#这还只在物质形式上压制齐,楚& (孟子3尽

心下)!*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

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充实阔大而

又有光辉才能谓之*大+#大且能感化万物才能称

之为*圣+#无论是*大+#还是*圣+#都强调对德

的彰显& 因此#无是公面对邦国使者子虚,乌有的

吹嘘夸耀#极力推崇天子之苑囿#以齐,楚之地比

照天子之苑#以此展现皇权至高无上和天下一统

思想& 不仅这样#清人何焯在(古文辞类纂评注)

中说!*此赋以四大段立格!双撇齐楚#提出上林#

是起$次序上林之地#是承$中言校猎之事#是转$

末言天子之悔过以示讽谏#是结& 文之局极开#文

之法极细& 意在讽谏#而先若盛称其美者$政

"正%欲于热闹场中#下一转语#使之回心易虑#此

所以为讽耳&+认为其行文布局意在讽谏& 赋中

亡是公夸耀上林苑也先立足于道德的高度#批评

子虚,乌有之言!*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

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

淫相越&+这与汉初*过秦+思想一致#认为齐楚之

游乐#奢侈荒淫#与秦之*仁义不施+没有两样#而

天子上林苑之游猎#则是大国风范和武功实力的

展现& 在赋之末尾#作者更是笔锋顿转#用天子悔

过来说理陈志!*嗟乎4 此大奢侈& 朕以览听余

闲#无事弃日#顺天道以杀伐#时休息于此& 恐后

叶靡丽#遂往而不返#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

也&+认为天子游猎虽在治政之余#于国无害#但

过于奢侈#如果后世仿效不知节制必然会影响到

国家千秋大业& 天子思过,施仁之举#这是作者对

*暴政亡秦+的反思#也是讽谕皇帝要恤民,爱民&

至于施惠爱民的具体措施!辟林苑为农郊#毁宫

馆#发仓廪#救贫穷#补不足#以及*恤鳏寡#存孤

独#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等#这些都

是儒家仁政思想的生动展示& 而倡节俭,施仁义#

这种针对现实政治的*美刺+精神#正是中国古代

知识群体积极仕进,兼济天下精神的体现& 同样#

京都赋对城市繁华,人生世态的关注$扬雄(羽猎

赋)沿用(子虚赋) (上林赋)天子自我反省模式#

其(长杨赋)消减了对游猎场景的铺叙#叙说先帝

创业之艰和仁义守德#这些都源于政治意念对文

学的渗透& 也正是作者政治情怀的渗入#京都赋,

宫殿赋之空间叙写更偏重于制度文明而带有明显

的宣教意味& 如(东都赋)中东都主人论析高祖

建都长安#兴建宫殿#是因为*痛乎风俗之移人

也& 22将语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监于太

清#以变子之惑志+是形势所需#而并非出于奢侈

享乐的欲念& 这就直接鲜明地道出了作者说教的

目的& 又将西都与东都加以比较#称赞东都洛阳

有地理形势之利与礼俗淳厚之优#宫殿建筑,设置

合乎王道#铺叙,宣扬东都*图书之渊+ *道德之

富+#以此彰显其*统和天人+*同履法度+#以东都

之礼乐,仁德#折服西都宾#表明当设东都的创作

主旨& 这些足可见(两都赋)之创作是源于政治

上定都的争论#班固所要表现的是自己的政治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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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与迁都主张& 因此更多地从历朝往代之事来加

以实证#强调礼制,强调崇儒思想的重要#而不像

(子虚)(上林)用虚夸的罗列铺排#以气争胜& 总

之#游猎,京都,宫殿赋的空间叙写呈现出对皇权

的颂美及对政治的关怀#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士的

仕进之心和兼济之志&

中国古代文士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兼济天下为

己任#但在现实的政治环境下#仕途常常受挫#理

想与现实呈现出异常尖锐的矛盾& 意欲变法图

强,存君兴国的屈原#在君王信谗,奸佞当道的楚

国遭受诽谤,流放#其自传性作品(离骚)所表达

的迫陬压抑与执着追求#就是内心愿望与外在环

境强烈冲突的体现& 执着于王道美政#上下求索#

神界的高远,玄乎#都可看作其政治经历和内心痛

苦历验的生动呈现#而由此产生失望悲愤的情感#

则是楚辞和后世*士不遇+主题赋得以产生的重

要因素& 对空间的叙写#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有所

差异#但其实质都是对现实的失望及*不遇+的痛

苦& 如(涉江)榛莽丛生的地理空间,人烟稀少的

景观气象#既是对流放环境的形容夸张#也是对当

时险恶政治环境的隐喻& (湘夫人)叙写相会场

所!*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于水中建堂#并

用众多的奇花,异草,香木加以构造修饰#室内配

备富丽珍奇#用想象和浪漫的描绘#极力展现相会

环境的华美#但梦中相会的场景越是流光溢彩#就

越能彰显出人物内心对相会的渴盼#和此刻未能

相见的焦灼& 这是以想象空间的美好来反衬人物

现实处境的失落& 较独特的是司马相如的(大人

赋)#*大人+浮游仙乡天国#虽然也是因为现实的

迫陬#但其述游求仙却一改悲荒叹远的格调#而用

夸艳之笔极写遨游盛况#轻举飞升中渗透着仙道

的轻盈,顺意$虽然经火山,渡弱水#穿沙丘,过荒

漠#但*大人+游水嬉戏#有女娲弹琴#冯夷跳舞#

天神诛风杀雨#最后径入天宫#载上天女& 远游之

途自由快意,欢快祥和& 但本文之奇伟在于#作者

展示仙界中西王母之容仪!*飏然白首#戴胜而穴

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 必长生若此而不死

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可知作者对神仙世界并

没有多大的热情& 对此#司马迁在(史记3司马

相如列传)中如是说!*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

见上好仙道#因曰!0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

者& 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1相如

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馰#此非帝王之仙

意也&+意即通过仙人的居所,生活,神态#表达了

仙界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理想居所& 故龚克昌

说!*(大人赋)好像是为了满足汉武帝的好仙欲#

其实那是说反话#22实则在对武帝进行了委婉

的讥刺&+

!因此#无论是对仙界的委婉讥刺#还是

对黑暗现实的轻举远扬#都是对现实政治处境的

不满和无可奈何的反抗与执着追求&

!二"善其身与游于艺的优雅之态

中国古代文人在现实遭遇困境和挫折时#常

常会回避矛盾而选择退居#这是魏晋后私宅赋兴

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宅居赋更多地关注个体#大

多以室主生存为视角#在清幽静雅的环境中#刻意

展现室宇有别于都市繁华的避远和天然之趣,静

处之乐&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古代文士在现实困境

中的一种自我调剂和心灵抚慰& 苏轼因反对新

法#不容于朝#被迫外调#谨慎稳重的苏辙以*超

然+命台#作(超然台赋)#写超然台巍峨壮观#凌

空而起#*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极千

里于一瞬兮#寄无尽于云烟+ *嗟人生之漂摇兮#

寄流
(

于海鉌+#登临高台#渺极云烟#感叹人世

沉浮#劝告其兄宦海沉浮#终年紧张劳累#不若超

越自我和人世纷争#超然物外而无往不胜& 这是

古代士人在政治失意后常有的心态& 儒家主张修

身养性#(礼记3大学)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

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

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

身为本&+

"强调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以修身为本&

*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高

尚境界#但人生价值目标的实现需要外在的客观

条件& (论语3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

游于艺&+

#在天下无道#德不能彰#仁不可依之

时#还可*游于艺+#即超出事功之心#以优雅的姿

态醉心文化#探究学问& 因此#即便遭遇挫折#仕

途失败而退居乡野#依然可以坚持道义& 故刘三

吾(野庄赋)室主贵为王侯#却居于田舍#巾幅杖

藜#依岩阅?#临流赋诗#*问起居兮母所#具甘旨

兮上堂$愿友于兮勿替#使母心兮乐康& 则是庄之

居#又以友乎兄弟#而不可忘抑&+描绘乡野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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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场景#字里行间表露出对儒雅的赞赏& 作者还

特别强调室主诸兄弟并非*直求田问舍而已+&

*当河汾之授徒#纷衿佩之云集& 闻岁奉之清俸#

犹赋役之所入& 顾此田之所收#岂野庄之能敌&

自征登于仕涂#已笔耒之久歇& 幸心田之克治#无

草茅之交塞& 种之以经训之#溉之以伊洛之

道& 脉耘之以克已之工夫#敛之以道德之充实&+

强调这里也是王侯?之以舌的*墨庄+#突出野庄

作为馆舍的教育功能和自己传承理学的骄傲& 这

也是道义坚守的一种#故身处田园也能优雅从容&

元代王(咏归亭赋)写其身处清幽静谧的田园!

*既琴瑟之在前兮#亦左图而右书&+琴瑟经籍相

伴#亭名*咏归+#表明自己超脱名利#返初求道的

决心#显示出室主的儒者情怀和学养& 谢应芳

(闲居赋)写自己灌木为宇!*朝吾游于道囿兮#夕

吾憩于艺圃& 思衡门之栖迟兮#慕考盘之穷处&+

远离俗世喧嚣#图书经史#高雅闲逸& 这些都是古

代士人善其身而游于艺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古

代#社会以*圣贤+的标准要求士人#士人也自然

以*圣贤+自任#但*在张扬自我#极力表现自己接

近于0圣贤1的能力与人格的背后 #是其无法真正

独立的尴尬地位+

!

& 这正是宅居赋空间书写趋

向个体与内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道义心与强国利民之情

修身齐家治平#体现了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孟

子曰!*禹,稷,颜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

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

其急也&+

"这是中国古代知识群体发乎内心的使

命感和社会道义心#与之相伴的是心怀天下的忧

患意识和担当精神!*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

疾& 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

达&+

#在中国古代不乏有士人张扬意志自由和人

格独立#也不乏志士勇担社会责任和文化道义#特

别是在关系民族危亡,百姓安康之时#他们更是为

之奔走,呼吁& 如晁公溯(朝山堂赋)叙写朝山堂

*群山尊白帝+的独特空间表征#并以其空间障碍

作喻!*吾直欲铲赤甲,白盐之叠嶂兮#洗苍藤翠

木之幽昏&+表达要铲除险隘#维护国家统一的强

烈愿望& 这显然是对当时偏安江南#积贫积弱#面

对强大外敌#南宋王朝的政治权贵却依旧歌舞升

平的现实所表现出的强烈愤慨& 韩元吉(万象亭

赋)写公卿巨室,佛道宫观虽然鸣钟相闻#择胜而

居#飞栏危榭#但远不及万象亭宏大壮伟$用沿海

城镇之和美宁静,百姓聚观拜伏的场景#突显叶梦

得任职后治盗除害的盛功伟绩& 蒲宗孟(隶业堂

赋)肯定孔明*志在康济兮#泽此黎蒸+#天下为重

的品行#感叹时世乱离#隶业堂芜没于荒草乱石的

败落场景#提出*重敞兹堂+的希冀#表现出反思

社会思潮的良苦用心& 还有众多名人庙宇赋借神

灵以彰显淑世之志& 如苏辙(屈原庙赋)写凭吊

屈原时神灵纷沓的场面#以屈原的口吻写进退无

依的痛苦!*抱关击柝兮# 予岂责以必死' 宗国陨

而不救兮# 夫予舍是安去' 予将质以重华兮# 蹇

将语而出涕& 予岂如彼妇兮# 夫不仁而出诉4 惨

默默予何言兮#使重华之自为处& 予惟乐夫揖让

兮#坦平夷而无忧&+正是苏辙所处之时世,境遇

形成的特定语境$

#并借助系列语气词#促成了屈

原的愤慨之情附着转化为作者处身乱世的幽思&

同样的题材#清代朱国銮(纪王庙赋)所抒发的情

感就更直接!*今过瓦砾之荒场#慨兵燹之余烬&

每念天灾未复#孰与欢娱$重伤世事如斯#不堪问

讯&+在庙宇的荒凉景况中感叹兵燹祸乱#叙写纪

信镇的历史#再绘现在之荒败#庙宇亏缺破旧#百

姓重建却缺识少财#镇上*官兵如织+#*肉进大官

之膳#贵不可言+#为官者为威作福#*兵驰操练#

农乏种耕+#民不聊生#作者直笔祸乱频起的末世

景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政府官军#*与其河上劳

师+#*不若地方起役+#表现出直斥时事的勇毅与

义愤& 中国古代文士修齐治平的人生志趣和心怀

天下的仁爱精神#必然决定了他们在特定空间内

的对天下,民生的关注& 故苏辙(黄楼赋)中#苏

轼于黄楼上#目之所触是徐州孤城被汪洋大水环

绕的灾患景象$心之所想则是汉元光年黄河决堤

以至*民为鱼鳖#郡县无所+的灾害历史& 故水退

民安时#作者虽然同样是用全景视角和赋体惯用

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铺陈的方法#极写徐州天

宇宏大#青山绕城#彰显其形势和地理位置#但作

者叙写各方形势时各有侧重!写东望重在其*连

山参差#与水背驰+的地势#突出其*城堞为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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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南望则重在戏马台,巨佛峰的岿乎特起之

势#强调其高耸云端#下望徐州#可见楼阁巍峨壮

丽$西望重在田园庄稼#展示其麦熟乔秀#白鸟飞

鸿的欢欣景象$北望重在河,泗交汇#突显其商旅

船只络绎不绝的热闹& 从这些刻意突出的重点#

可知作者旨在彰显徐州为兵家要地#关系国家安

危$物产丰富#关系民生& 但朝廷并没把徐州纳入

重点救济的范围& 由此可知#作者对其全方位的

叙写不仅是基于现实景观#而且更有*微言大义+

的良苦用心& 作者联想,对照往昔项籍等追功立

业#闵河水#吊古人的感伤#表现出心忧天下的博

大胸怀& 身处特殊时势#又遭遇特定空间内的特

别物事#睹物兴情#心怀天下的忧患意识和担当精

神就最容易被激发& 故郝经出使南宋#途中应邀

赴宴冠军楼#登高望远而作(冠军楼赋)& 冠军楼

四周的边疆险阻#其命名#南宋偏安的政治局势

等#都在冠军楼这一特定的时空激发读者#慨叹今

昔#认为蒙古国有长城,淮河之险#藩墙不决#故当

威惠并举#才能使奸宄?迹不起#强调德治的必

要#体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 *明初理学无生气#

书院不振#到了王守仁,湛若水到处讲理学#书院

也随之大为发展&+

!孟思(东山书院赋)!*崇堂

辟宇#非为游乐#所以理性也& 朋来敏学#非以徒

群#所以为政也&+强调书院创设的学术和政治目

的& 明代书院赋随之兴盛#将书院的兴盛,衰落与

圣道传承,人心道德相联系#体现出浓厚的忧道济

世情怀& 晚清因为列强侵犯的政治现实#基于清

政府之懦弱无能#及迫切增强军威,国力的需要#

胡薇元(海军赋)论说军备装置#引入周王观兵,

周亚夫屯兵细营等极富意蕴的历史典故#体现出

在晚清时期#在遭遇列强虎视的情况下#作者创设

海军#加强中国武备,威慑海邦,维护边疆的强烈

愿想& 边域赋以展望的笔法#写圣王之仁德,革

新#畅想圣皇仁德泽被四方的繁盛场景#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晚清士人在中国落后的局面下#激励国

人#实施*变通+#实现富国强兵的美丽愿想&

结语

中国古代的赋体文学#因为其*体物+特征和

铺陈方法#呈现出鲜明的视觉空间性& 中国古代

文士的道义精神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

身+的处世方式#使他们在不同时世和人生际遇

下#观感物态#思考时势#体察人生#以强烈的意念

化解自身与外在矛盾& 在赋文中#呈现出轻举远

游,包举万物,却市独居,览胜抒情,长驱遐武等不

同的空间结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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