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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祭辞赋的抒情意蕴

吕艳
(枣庄学院中文系，山东枣庄 277160)

摘 要2 王集辞赋以其深厚的情感意蕴和"意凄而情悲"审美抒情，改变了汉代辞赋"润色鸿业"的体物功能和鸿篇巨

制的规模，使辞赋体制趋向短小，抒情化明显增强，代表建安辞赋的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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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样式，赋在先秦末叶苟况和

宋玉的时代己基本形成，秦代的杂赋今已不可见，及至西

汉，赋开始出现勃兴的趋势"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

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枝、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拳、

朔以下，品物毕图。" (<<文心雕龙·诠赋>>)其时"润色鸿业"

的煌煌大赋占据主要地位，到东汉中后期辞赋开始向抒情

写物的小赋发展。建安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辞赋

创作风气转变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辞赋在题材、体式、

风格等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咏物小赋迅速发展，赋

的抒情化明显增强，而辞赋体制趋向短小精悍。王祭长于

辞赋，是代表这一转变的重要人物。

王祭今存赋 27 篇，其中《征思》己候， <<初征队《槐

钳》亦残，其余则《吊夷齐文》与《浮推》、《出妇〉λ 《伤

夭〉λ 《思夭〉λ 《洒〉λ 《神女〉λ 《柳》、《鹦〉λ 《鹦鹉》等赋，

似亦曾经删节，然大致意趣可见。今尚可肯定为完好无缺

者仅《登楼》一篇。从尚可辨识者来看， <<登楼卫队《神女》

当作于荆州， <<初征队《大暑〉λ 《游海卫队《浮淮〉λ 《槐树〉λ

《七释》等篇因曹巫、曹植等人都有同题之作，大致可看

作是归曹以后的作品。王祭赋作主要是咏物小赋和抒情小

赋。就题材和情调而论，咏物赋大多是在文人雅集，同题

共作活动中产生的，带有群体性的特点。这类赋多以动物、

植物，或珍饰、玩物为写作题材，注重对偶、词藻鲜美，

寄托或有或无。

一情感意蕴

代表王祭辞赋最高成就的是抒情小赋，这类赋作"志

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 (<<文心雕龙·时序>>)0 <<登楼赋》

是其抒情小赋的代表作，是流寓荆州期间登当阳城楼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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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登高有作，临水必观焉。" (隋杜台卿《淮赋>> )这

种游览赋始于班彪父子的《览海赋>>，此后曹圣、曹植等人

都有同类作品，但多写风景之美、优游之乐。王祭的《登

楼赋》内容要比这些赋广阔得多，东汉末年"献帝西迁，

祭徙长安"，"以西京扰乱" "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集貌

轻而体弱通脱，不甚重也"。王祭的《登楼赋》即在这种背

景下写成。夕阳、凄风、阴沉的天鱼，惊恐不安的孤兽，

鸣叫的群鸟，空旷无人的原野，一系列惨淡的意象，构成

了一幅凄凉的郊野黄昏图，摹神以写心，作者的孤独、苦

闷、哀伤、忧患种种复杂感情，在这情景交融的意境中都

得到了充分表现。登楼目的是为"销忧"然悲从中来，异

乡优美的景物所触发的却是他的思乡怀土之惰，弃亲离乡、

无可作为的忧思。"原野阅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凰"反

映了时局动荡的社会环境，看不到"河滑"的希望，这又

使他"气愤交于胸臆"，以至辗转反侧，夜不能瘾。赋作"情

真语至"。尤为可贵的是赋家把忧生之磋和恢复封建治世以

及建功立业的理想因素交融在一起;把自身的流离、不通

作为乱世人生的典型和社会苦难的焦点提出来，使这类抒

情辞赋含有更多的时代内容。

建安三国时期军事斗争是最主要的政治斗争形式，因

此军旅纪行赋应运而生，王祭的《浮推赋》就是描写水上

征行活动的，此赋侧重场面的铺叙谊染，场面描写又以气

势取胜，由于受抒情小赋的影响，这类纪行赋一般体制短

小，完整凝练。内容上也改变了两汉纪行赋的刺世宗旨，

而是颂美曹操武功，表现天下一统的希望，"运兹威以赫怒，

清海隅之蒂芥。济元勋于一举，垂休绩于来裔。"赞美之情

溢于言表。王集《游海赋》写登会稽山东望大海所见所感。

作品对大海的描绘，构成了绚烂夺目的瑰奇景观和富饶美

丽的海域环境。"苞纳污之宏量，正宗庙之纲纪。宗众流而

臣下，为百谷之君王"作品以大海喻人君，以海容纳百)11，

喻君主宽广之胸怀;以百川归海，比喻百官之归顺于君主，

同时百川朝宗，万整归海的咏叹，包含着对曹魏政权的颂

扬，以及对其一统天下的期望。



二艺术意蕴

王蒙辞赋"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 (<<文心

雕龙·诠赋>>) .独具特色。兹将王祭赋的艺术特色分述于下:

其一，体制短小，题材丰富

《文赋》曰"赋体物而浏亮"。汉赋在体物上下功夫，

罗列名物、堆砌辞藻。王祭则把赋从"极声貌以穷立"的

传统中拉向现实，他的赋大多精悍短小，力求神似。王祭

辞赋之所以篇幅短小，与当时的社会条件、辞赋的创作环

境有密切关系。"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以养胸次.. (谢

楝《四溟诗话》卷二).建安时期战乱较多，王祭本人也漂

泊流离，他的辞赋不少是即兴之作和应制之作，多是在"酒

酣耳热，仰而赋诗"的文人集会上共同命题写作的，带有

娱乐游戏的性质和切磋技巧、竟骋才恩的目的。如"浮淮

赋》、《羽猎赋〉入《柳赋>>.就是建安十四年至建安二十年，

由五官中郎将曹圣"命祭同作"的。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

是在东汉末年体现大一统式的浑融、表现声威和气势的大

赋退潮了，而表现惨淡现实、抒发个体情怀的现实呼唤着

抒情小赋的产生，促使赋以小型化的形式蔚然于世。王祭

以赋的形式写普通人物、日常情事，写一般生活用品、动、

植物之类触发情事之物。

王祭以抒情为主的辞赋题材走向日常化、普通化、小

型化，抒发的感情也是多样:有寄居他乡哀怨的《登楼赋>>.

有离别亲友悲伤的《思友赋>>.有外出征伐行旅的《浮淮赋〉λ

《初征赋>>.有对人生早逝追悼的《伤夭赋>>.有对妇女不

幸命运同情的《寡妇赋队《出妇赋川等等。

其二，强烈的抒情色彩一一"意凄而情悲"

王祭的抒情之作 "以情纬文..即便是咏物赋也往往

于状物之中体照人格、寓意情趣。他的抒情辞赋无论是代

人言惰，还是写自我感慨，都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一是善于抒写身边的生活之情。建安时期"风衰俗怨 .. 

王祭离乡蓬转"自伤情多"、"思建事功而不得遂..旅途

古迹固然令人情思流连，但社会现实更让人百感交集，于

是写出了像《登楼赋》这样情思凑恻、感人肺腑的作品。

《寡妇赋》写的是战乱中失去丈夫的妇女 "闽门却扫"、

"幽处高堂"的凄惨生活。他的《思友赋》是写失去友人

的悲哀，但弹出的依然是动乱年代的悲怆慷慨之音。王祭

的《闲邪赋》借美女之盛年处室，抒发有志难骋的苦闷。

总之王祭的抒情小赋，表现出对亲情、友情和乡情的特殊

依恋，展示出普通的人生，平凡而真挚的情感，使建安抒

情赋表现出大众化、真实性和亲切感的特点。二是悲伤而

不消沉，给人奋发向上的力量。在深重的灾难面前，不用

说平民百姓，就是那些官僚权贵和地位较高的文入也时常

有生命难保、人寿不永的忧虑。"厥初生，造化之陶务，莫

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兔……年之暮奈何，时

过时来微。.. (曹操《精列)>)但这时期抒发忧生之睡的辞赋，

很少有消沉颓废的感受，相反倒是有一种积极进取的激情。

这方面王架代表性的作品是《登楼赋>>.此赋把对人生的感

晴和积极进取的感情交融在一起"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

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此情固

然摧折肺腑，但作者在悲叹之中表现出对治世的向往和施

展自己才能的理想"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衙而骋力。"这

就使忧生之磋激发出一种激励人们愤发向上的艺术感染

力。悲而尤壮，是"建安风骨"的最好体现。三是情景交

融，有意境。建安诗人赋予"感物"说以崭新的含义，使

"感物"说偏离了由儒家诗教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人事之物，

而转向自然景物的描写。陆机《文赋》云"遵四时以叹逝，

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子芳春。"又云"方

思之殷，何物不感.. (<<怀上赋序>>)。这里自然景物成为一

种强大的诱发因素，作者胸中种种郁结因这种诱因而喷发。

王集《登楼赋》两处描绘景物，前一幅是因景生惰，由眼

前之景引出思归不得的忧思;后幅是以情观景，眼之所见

皆染上作者的主观色彩。有些景物如"风萧瑟而并兴兮，

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还隐含

着不露形迹的比喻意义，赋中求群之兽、唤偶的飞鸟在惨

淡无光、寒冷萧瑟的秋风中，不正代表了诗人孤独凄凉、

寄居无所的心境吗?这篇赋在表现技巧上也达到了情景融

合的境界"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遥逝而修

迥兮.)11既漾而济深..既是景语，亦是情语。《寡妇赋》

中孤苦的妇女"顾左右兮相怜，意凑怆兮摧伤..一草一木

激发出的都是她的伤感。作品就是通过景物的烘托，人物

的活动及人物内心矛盾的描绘，突出了寡妇的悲惨处境。

四是语言自然清丽，具有朴素之美。王蒙的诗赋具有清丽

的特点，胡应麟《诗藏》言"仲宜之淳，公干之峭，似有

可称"。王祭诗赋童在抒写幽情、发露真心，而不在骋词偶

对，也不过尚藻彩，是比较本色自然的。王祭《神女赋》

云"惟天地之并化，何产气之淑真。陶阴阳之体液，育妖

丽之神人。禀自然以绝俗，超希世而无群"; <<槐树赋》云:

"惟中庸之奇村，禀天然之淑姿"。这种崇尚自然之美的思

想，也是建安诗人的普遍思想，王柴、曹圣在这一点上表

现得更为突出。王禁"在评论《诗经》时说:‘诗主言志，

访训周书。摘凤裁兴，藻词谱喻。温柔在诵，最称衷矣。'

他认为《诗经》通过它的文字意象，风赋比兴，很适度地

表现出诗人的心志，温柔敦厚，合乎衷情。故《神女赋》

中写神女与诗人将别之际‘称诗表志，安气和声，深怀授

心，发露幽情称情而言又不失温雅和平。

其三，用作诗法写赋

清刘熙载在《艺概·赋概》说: "<<楚辞》风骨高，两

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两汉而复子《楚辞》者。"辞赋本

来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种文体，但在其发展过程中

有不少变化。辞赋向抒情小赋发展，是诗歌"诗化"的进

→步发展。我国古代抒情诗歌在先秦之后，逐渐趋于衰落，

到了建安时期才有新的勃兴。就诗歌的风格来说体现为"建

安风骨"。作为诗学原则的"建安风骨"，在当时以不可抗

拒的精神力量影响到抒情小赋的创作。建安文人自觉地或

不自觉地把抒情诗的一些特点转移到辞赋的写作上，使辞

赋和诗歌在内容上表现出互相融合的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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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艺术的追求上，诗与赋也表现出一定的互融性，

王祭的《登楼赋》语言总体上说是平易、流畅而又清新的，

但已显骄偶化倾向，字里行间包含着深厚的感情，而一段

→转韵，很好的配合了诗人情绪的起伏，辞密意足，绝无

瑕瓢，读之使人回肠荡气，长留馀思。屈原《离骚》所铺

陈物类品目甚多，但其取兴引譬，只是作为材料而非目的，

汉赋"情少而裤多..于山)1/、湖泽、鸟兽、草木、楼台等

罗列叠积，类似字汇静典，这就是扬雄所说的"辞人之赋"。

到战国之时，出现了‘贤人矢志之赋屈、葡二子都是‘离

海忧国'，·作赋以风故臂‘有恻隐古诗之义，.. 0 <(登楼

赋》完全脱尽汉代自枚乘、司马栩如以来专以铺陈堆砌为

能事的的风气，以悲情触物，感慨苍凉，这篇赋作"诗味

甚浓，诗意甚厚，真正表现为‘诗人之赋说明它确是‘古

诗之流‘有恻隐古诗之义，..。总得说来这类作品虽然是

赋的形式，但语言、意填方面已具备诗的精神和气质。林

庚《中国文学简史b 认为，王架的《登楼赋》标志着赋向

诗的道路上的转变。

其四，拼俑的特征有所发展

曹巫提出"诗赋欲丽..是适时的创作趋向。为建安文

人创作诗赋提出了标准，建安文人的文学创作不仅注重内

容，而且也注重形式的华美、造旬的精工。本来骄丽的句

式，在两汉的辞赋中就出现过，如"撞千石之钟，立万石

之侄;建翠华之旗，树灵毫之鼓。.. (司马相如《上林赋>>)

建安时期骄氟化的倾向进一步发展，建安诗赋特别是抒情

赋体式以骄赋(徘赋)居多，用字精审、注重锻炼。王集

《登楼赋》单句 52，其中骄偶句就这 26 句之多川植于海赋》

单句坷，骄偶句有 23 句。

王架骚体赋较多， <(登楼赋》就是一篇完整的骚体赋;

《出妇赋》和《寡妇赋》基本上是六言骚体句式; <<浮推赋》

和《游海赋》开头是七言骚体句式，后面是四六句式， <<闲

邪赋》和《伤天赋》基本上是六言句式。这类赋虱可推源

到屈原的《哀部队《涉江)>，但在汉代却较少嗣响，建安骚

体赋的出现与其抒情的主题有关。另外，骚体句式语调抑

扬，也比较适宜抒发悲伤愤慨的思想感情。骄俑化的追求

尽管在建安静赋的创作中还没有形成风气，但王集等建安

诸家的创作推动了这一体式的发展，并直接影响了南北朝

时期骄赋的形成和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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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Can (王祭) Ode's Affection Meaning 

LV Yan 

(Chinese Departme时， Zaozhuang ColIege, Shandong Zaozhuang 277160,China) 

Abstract: WANG Can (王蒙) ode change Han dynasty ode function of embellished gr'四t and huge model by profound 

sensibility and taste emotion. making ode system tend to shortness and feeling swelI. WANG Can representative H皿 dynasty ode's 

impartment change. 

Key words: taste emotion; art taste; od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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