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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 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 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

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 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 �子

虚 、�上林 、!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 、骆宾王�钓矶应诘文 等篇来看, 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

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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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积高先生称汉文赋为 !汉赋之近文∀者, 而称唐宋

文赋 !新文赋体∀, 很明显, 所谓 !新 ∀者, 自然表现唐宋赋

与汉赋之间存在差异。初唐 !四杰 ∀文赋创作, 为唐文赋

发展阶段之重要一环,其所显示的文体特征和表现手法、

章法构思等都表现出与汉文赋有不小的差异。这在唐文

赋的发展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 它促成和影响了 !自具特

色∀的唐宋文赋最终诞生和成熟。

一 唐代新体文赋渊源及特点

郭预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 !唐代文学总论∀部分

称文赋产生于唐代, 他说: !唐代的文赋受古文运动的影

响, 在语言平易和散文化方面已不同于汉代的文赋而自具

特色∀。[1] 168他强调了唐文赋受古文运动影响,因而产生的

一些自具特色的文体特征, 唐文赋不同于汉魏文体赋或散

赋。马积高先生也谈到了汉唐文赋的差异和新文赋的特

点, 他评论李华 �言毉 时说: !基本上仿效汉时问答体形

式。但不罗列名物, 而刻意形容,期于尽相, 则又不同于汉

大赋, 而与东方朔 �答客难 之类相近。这正是唐代新体

文赋的特色。∀ [2] 282并称李华的�吊古战场文 在构思和表

现方法上富于创造性 ,全篇由描写引出议论, 以议论为主。

!而且无论描写与议论, 都是高屋建瓴, 一泻直下,中间虽

用了一些顿挫句 (如 !此古战场也! ∀ )、反诘句 (如 !秦欤?

汉欤? 将近代欤?∀ )调节节奏, 使之波浪起伏, 但全文始

终保持着强盛的气势。这对于后来的文赋,特别是对欧阳

修、苏轼等人的文赋有颇大的影响。∀ [ 2] 282的确, 唐代文赋

已不完全如汉赋那样注重铺排描写,刻划尽相, 而且, 多描

写、议论,节奏顺畅, 有赋的音韵, 有文的气势。这也许便

是唐文赋不同于汉赋的重要 !特色∀。马积高先生名这种

!自具特色∀的唐代文赋为 !新文赋体∀,他说 : !新文赋体。

此体祝氏谓始于宋, 殊不然。此类赋的兴起, 实与唐代古

文运动相联。唐李华、萧颖士等的文体赋实为之先导, 韩

愈、柳宗元、杨敬之、杜牧等继之, 宋欧、苏等之赋则是其发

展。∀ [ 3] 19他说: !变化最大的是作为后来赋的主流的文体。

它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当代文风和骚体赋、诗体赋以及

其他文体的影响, 形成了一些在语言、艺术风格乃至体式

构造上有较显著区别的体貌, 因而前人给予不同的称号,

如汉体、俳体、律体、文体、俗赋体等。它们之所以要统称

#文体 ∃ ,是因其尽管有变化,但都是#赋之近文者 ∃ 。∀ [ 3]16

为了在这个总体名下能互相区别, 马积高先生又将 !汉体

改称为汉文赋体, 将文体改称为新文赋体。∀ [3] 16可见 !新

文体赋∀才是后来真正文体意义上的 !文赋∀, 而 !汉文赋∀

者只是汉赋之近文者。其对新文赋的概念解说甚明。然

而,他们对新文体赋的渊源解说并不太清楚,换句话说,他

们对初唐已经孕育的新文体赋因子并没给予充分肯定。

事实上,唐代新文赋一些 !自具特色∀的因素并非始

于古文运动之后, 在初唐赋,特别是在 !四杰∀赋中就已存

在新文赋体的诸多因子。只不过, 到中唐古文运动后, 受

古文运动的推波助澜, 新体文赋的这些 !特色∀更为显明

罢了。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汉赋和唐文赋 !凡用散体, 总为

一格∀, 皆被称为 !文赋 ∀, [ 3]15但汉文赋与唐文赋 (新文

赋 )的确又是有所区别的。而正是这种混同, 却蕴喻了唐

代新文体赋与先唐文体赋的渊源承继关系。尽管学界通

常所认同的 !文赋∀作为文体概念上的文学体裁出现于唐

代,但它的产生绝对是有源可索的。汉代近文的赋、诗及

其它一些文学体裁完全可以视为启唐文赋之先。总体来

说,汉唐文赋的体裁特征皆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必须

是韵文,或韵散结合的文体;二是文体中有散体化倾向,或

杂散句,句式不一; 三是抒情、说理亦有情致 (唐文赋尤

浓 ); 四是体式多袭主客问答,但非绝一。对汉代近文之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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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文赋的特点的总结都是后来的学者们各自不同的创

见, 但总体趋于上述标准。不过, 汉唐文赋之间的差异又

是不可否认的, 仅凭这种概述性的描述标准也并不能俨然

地将 !汉文赋∀ (汉之近文之赋 )与唐文赋及唐以后文赋绝

然地分开来, 我们细检汉之近文之赋和唐文赋作品,不难

发现两个时期的赋, 的确存在着文体概述性描述所不能规

尽的差异。

二 % 汉散体赋的句式、音韵等文体结构特征
赋与诗等文体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结构、句式、音韵等

方面。汉文赋近 !赋 ∀的特征主要依据便是其 !主体是韵

语∀,且偶 !多铺排∀,特别是东汉时又 !时杂偶句 ∀。[ 3]17这

些都是赋的文体特征。汉文赋所谓 !主体是韵语∀, 大概

指除类序引之外的文字, 间或押韵。另外, 文赋的句式和

结构又与骈赋等不同,其句式当主要为散体或间杂散体。

马积高说: !东汉尤时杂偶句,亦难以散体目之∀。[ 3]17这便

是从句式上以别文与赋。文赋与文是相区别的,文赋并不

全属散句, 也时用骈对俪辞。不仅汉代散体赋中时时存在

骈辞俪句, 如 !四杰 ∀文赋�对蜀父老问 、�钓矶应诘文 ,

尽管 !体∀更漫于 !散 ∀, 依旧也有骈对俪句, 其假设问对、

音韵协谐, 完全合乎文赋的文体特征, 绝属赋之体。

在结构章法上, �子虚赋 设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

三人为客主, !空借此三人为辞, 以推天子诸候之苑囿。其

卒章归之于节俭, 因以风谏。∀ [ 4]卷 117而且, 它是 !述客主以

首引, 极声貌以穷文∀、!既履端于倡序, 亦归余于总乱∀的

大赋体制。[ 5] �文心雕龙&诠赋  但 �子虚 �上林  同样为汉代散

体赋的代表, 其全篇的散文句式和散文气势, 成为汉代文

赋最典型的文体代表。故霍松林说: !以�子虚 �上林 为

代表的汉大赋, 韵散结合, 或称散体赋, 或称文赋。∀ [ 6] 45汉

散体赋与汉文赋同指。而汉文赋多体制巨大,汉唐文赋从

体制上也就呈现出巨大的差异。张国风说: !汉人在文学

上真正的创造是散体赋,尤其是散体大赋。散体大赋在形

式上离诗歌更远, 但是, 它对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却十

分深远。∀ [7]汉代散体赋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在先唐以前

主要表现于趋于格律的音韵、逐渐骈化的句式的引入, 而

至初唐文赋对汉代散体赋予继承的创新以后,对诗歌亦产

生了最为明显的影响, 即是铺排、描写、说理、议论、抒情等

多种表现手法在诗、赋中的运用。除开时代的原因之外,

其文赋的体制和气势对诗歌豪迈壮阔的诗境开拓也不无

助益。

文赋除铺排的句式、体近于文的结构章法外, 与其它

赋一样, 必须多为韵语。在句式音韵上, 万光治先生称汉

代散体赋 !句型丰富, 韵散结合 , 富于韵律美。∀而且说:

!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文体。∀ [ 8] 82从汉代

散体赋�子虚赋 、�上林赋 诸篇来看, 就其整篇文章言,

连同 !序∀!引∀等,押韵的 !主体∀部分只占全文的少量篇

幅。其韵虽多散无规则, 但却音韵流畅。大致来说, 自汉

以后, 赋体文学总体皆已由古赋的疏韵趋于一定规律的密

韵, 而文赋由于体式散漫,用韵则不像其它赋用韵,而由密

至疏,散而无规则。不过, !四杰∀文赋用韵却又似乎打破

这一用韵趋势,呈现出疏密并呈的多样化用韵特点。这是

!四杰∀文赋处于新、旧文体赋转型期之独特表现, 也是文

赋受音韵格律时风影响的必然。 �子虚赋  首段赋序, 尽

管为序,却依旧协韵。如其中: !齐∀ (脂部 ) !骑 ∀ (歌部 )

!罢∀ (歌部 )、!乐 ∀ (沃部 ) !多 ∀ (歌部 )、!骑 ∀ (歌部 )

!地∀ (歌部 ) !泽∀ (铎部 )、!生 ∀ (耕部 ) !存∀ (文部 ) !定∀

(耕部 ) !麟∀ (真部 ) !轮 ∀ (文部 )、!年∀ (真部 ) !园 ∀ (元

部 ) (真元合韵 )、!鹿 ∀ (屋部 ) !浦∀ (鱼部 )、!无∀ (鱼部 )

!睹∀ (鱼部 )皆各自谐韵。其中 !真∀ !文∀和 !真∀ !耕 ∀合

韵; !脂∀和 !歌∀合韵。又�子虚赋 正文 !臣闻楚有七泽,

∋∋众色炫耀,照烂龙鳞∀一段, 姜书阁称: !全用四言句,

而且押韵,但韵法不同: 前四句是二、四的隔句韵, 后四句

是一、二句为韵, 三、四句为韵。其语或对或不对, 一任自

然,不强求工。∀ [ 9]110实际上, 前四句完全可视为一、二押

韵,三、四押韵。当然, 若 !崒∀ ( z� )读为 cu�, 元音相近或

韵尾相同合韵, 则也可视 !郁 ∀!崒∀ !亏∀又是押韵的。姜

书阁称 !其土则丹青赭垩∀一段 !用了五个四言句, 一二句

韵,三、五句韵。再叙这山的石,用四个四言句,而二、四为

韵。继之,分别描述云梦之山的东、南、西、北各方的景物,

仍皆用四言句而且押韵。∀ [ 9] 110

又如: !其东则有蕙圃; 衡兰芷若, 芎藭菖蒲, 茳蓠蘪

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陁靡, 案衍坛曼,

缘以大江, 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 薛莎青薠。

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觚卢, 菴闾轩于。众

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外发芙

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 ( tu ), 玳瑁鳖

鼋 ( yu!n)。其北则有阴林:其树便楠豫章, 桂椒木兰,檗离

朱杨。栌梨 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 雏孔鸾, 腾远射

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 ( ∀n)。∀

从此段来看, 韵较密且似乎有一定规律。其中描写东

向五句,一、三、四、五押韵;然而, 根据 !在元音相同的情况

下,阴、阳、入三声可以互相对转∀,从而 !鱼铎通韵∀, [ 10] 409

则又可视为一、二、三、四、五句皆押韵, 韵脚绵密。接下

来, !其南∀十三句, 用韵则略显复杂: 三、五、七句尾字

!曼∀ !山∀!薠∀属元部, 尾韵相同押韵。 !葭 ∀ !胡∀ !卢∀

!于∀ !图∀属鱼部, 尾韵相同押韵。然 !靡∀ !荔∀ !之 ∀相隔

较远,分别属歌部、锡部和之部,但 !靡∀ !荔∀!之∀元音相

同,支、脂、锡等部在具有相同元音的情况下, 可以通韵或

合韵,故此小段中 !靡 ∀!荔∀ !之∀又可视为疏韵。十三句

中则多达八句至十一句押韵, 用韵绵密可见一斑。 !其

西∀后六句和 !其北∀十句, !都无不用韵, 韵法又颇为自

由。∀ [ 9] 110!其北∀段一、二句押韵, 三、四句押韵; !其中∀二

句, !鼍∀ ( tu )、! 鼋∀ ( yu!n )通韵。鼍 ( tu )属歌部, 鼋

( yu!n)属元部, !歌元通韵∀。[ 10]411 !其北 ∀一段, 则二、三、

四、六、七、八、十句的 !章、兰、杨、芳、鸾、干、豻∀等元音相

近或相同,分属元部和阳部 ,可合韵, 韵脚亦比较密。接下

来的一段写楚王田猎并及郑女曼姬陪猎。此段用韵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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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 有疏韵,密韵, 甚至也有交韵、包韵等, 一定程度上借

鉴了�诗经 用韵的方法。在句式上, �子虚赋  等很明显

所谓赋的 !主体∀部分多为三、四言,或者于四言的基础上

加上 !其北∀、!其南∀、!则有∀或其它一些虚字、漫语, 构成

六言, 或偶尔杂用以陈述句式的散句。但由于虚字、漫语

等的使用,但又往往使其写得 !有声有色, 淋漓尽致, 句式

长短, 亦有变化,少则三言, 多则七言,而主要的则为四、六

言句, 且对仗较为工丽。∀ [ 9] 110

姜书阁先生说�子虚赋 , !就结构而言, 首有序,末有

风, 中间数大段以韵语敷陈, 可谓#极声貌以穷文 ∃ ∀ [ 9]111

而司马相如�上林赋 亦可称为汉代散体文赋的代表, 结

构基本与�子虚 相同, 也大段采用韵语, 在赋的主体部分

用韵也非常绵密。姜书阁说: !作为 �子虚 的下篇, �上

林 较前篇远为巨丽: 篇幅长达一倍以上, 文章更多骈对,

而铸词造语, 藻采纷披;岂独繁类成艳, 抑且声和韵谐。方

之前篇, 后来居上; 求诸古人, 绝无仅有。∀ [ 9] 113所谓 !巨

丽∀者,正是就骈对俪偶、音谐辞美而言。可见, �上林 、

�子虚 诸篇在音韵上, 皆表现出复杂而绵密的特点。 !司

马相如写的�子虚赋 , 其体制、结构语言风格以及韵散兼

行等手法, 皆明显地是学习或摹仿宋玉的 �高唐神女

赋 。∀ [ 9]112如果说司马相如的散体文赋还带有楚骚的某

些痕迹, 那么东方朔的 �答客难 等则可谓明显的汉文赋

体制, 它们对唐宋文赋的发展, 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答

客难 与 !四杰∀文赋�对蜀父老问 、�钓矶应诘文 一样,

不以 !赋∀名篇, 而因其体例而命之以 !问 ∀、!难∀或 !文∀。

然则, 它们都应属赋体, 都为铺陈、说理的韵文。姜书阁

说: !东方朔的文学成就当以其赋体的 �答客难  为最高。

说它是赋体, 因为它骈而有韵,敷事说理 ,辞繁意密。∀ [ 9]120

试看 !客难东方朔曰∀一段, 几乎全为议论, 形式类 !对问∀

之 !问∀,也似 !设论∀之假设立论, 实为引出 !对∀者的牢骚

或议论。接下来便是 !东方先生喟然长息, 仰而应之曰∀

一段 。此两段,在元音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大多韵脚字

属 !支、脂、锡∀和 !歌、铎∀部, 可以合韵或通韵。 !仪 (歌

部 )、世 (月部 )、义 (歌部 )、记 (之部 )、齿 (之部 )、释 (铎

部 )、矣 (之部 )、智 (支部 )、帝 (锡部 )、久 (之部 )、戟 (铎

部 ) ∀押韵; !主∀ (侯部 )、!位∀ (物部 )、!术∀ (物部 )押韵;

!言∀ (元部 )、!年∀ (真部 )押韵;而 !双 ∀ (东部 )、!忠∀ (冬

部 )、!郎∀ (阳部 )、!行∀ (阳部 )则谐韵。最后 !徒 ∀ (鱼

部 )、!居∀ (鱼部 )、!故∀ (鱼部 )亦押韵。第二段中 !息 (职

部 )、备 (职部 )、时 (之部 )、时、时 (之部 )、坏 (微部 ) ∀等字

押韵, 而且四、五句还用了迭韵, 如 !此一时也, 彼一时

也∀;接下来换韵: 兵 (阳部 )、强 (阳部 )、亡 (阳部 )、行 (阳

部 )、仓 (阳部 )、享 (阳部 )、掌 (阳部 )。第二、三、四韵字

较密, 于第一韵字后又插入 !国、雄∀另外二韵脚字, !国

(职部 )、雄 (蒸部 ) ∀含有相同元音, 依韵书, !之职通韵∀、

!之蒸通韵∀, 故二字押韵; 在第四韵字后, 又插入另外二

韵脚字: 位 (物部 )、内 (物部 ), 这使第四韵后面的阳部韵

与前面的韵脚字形成疏韵。而且 !世 (月部 )、流 (幽部 )、

事 (之部 )、异 (职部 )、理 (之部 )、之 (之部 )、食、世 (月

部 ) ∀等字也形成疏韵。 !之幽合韵∀, !世、流、事、异、理、

之、食∀等有相同或相近元音,故可视为押韵。当然其中被

其它一些韵脚字隔开,也可视为多次换韵。于 !世∀ !流 ∀、

!事∀ !异∀!理∀和 !之∀ !食 ∀后, 又分别杂入 ! U∀韵韵字:

服 (职部 )、盂 (鱼部 )、家 (鱼部 )、所 (鱼部 )、苦 (鱼部 )、虏

(鱼部 )、下 (鱼部 )、虎 (鱼部 )、鼠 (鱼部 )、户 (鱼部 )、故

(鱼部 )、乎 (鱼部 )。另外, !朝 (宵 )、肖 (宵部 )、道 (幽

部 ) ∀、!权 (元部 )、安 {元部 }、将 (阳部 )、情 (耕部 ) ∀和

!同 (东部 )、後 (侯部 )、众 (冬部 )、凑 (屋部 )、数 (屋部 ) ∀

等也是谐韵,从而也构成一种疏远, 使语言流畅自然。特

别是所引传曰二句, 用韵规律自然, 其中 !害∀于上古音韵

中属 !月∀部, !才∀属 !之∀部。依韵书, !质月合韵 ∀, 而

!之、职、质 ∀部通韵。 !害 ∀ !才 ∀元音相同, 故两字押韵。

而 !同、功∀同属东部, 押韵。此章用韵虽有疏韵, 但更多

密韵,密韵甚至有句句用韵。句式也多用四言或六言, 也

偶有七言或八言者。而七、八言者又多为散句, 骈对的句

子多集中于四、五言中。

�答客难 最后 !虽然, 安可以不务修身乎哉?∀一段,

亦皆为谐韵之辞。姜书阁先生说此文: !语极浅显明白, 思

想内容易知,不烦解说。可注意的, 是他的骈体风格 ,几乎

与其前辈同僚司马相如的散文无异; 所不同者, 此篇毕竟

还是赋体散文,所以用韵较多较显耳。∀ [ 9] 121汉、魏散文赋

如司马相如 �子虚 、�上林  , 扬雄的 �羽猎赋  、�长杨

赋 , 班固的 �两都赋  、张衡的�二京赋  、东方朔的 �解

嘲 、�答客难  , 曹丕 �济川赋  、�浮淮赋 , 曹植 �洛神

赋 、阮籍的�达庄论 、�乐论 、刘伶 �酒德颂 等皆是如

此:用韵较为绵密、明显,句式渐趋骈俪,偶尔袭用骚体句。

三 % 初唐文赋与汉魏文赋的差异

以初唐 !四杰 ∀文赋与汉代散体赋比较, 不独表现在

背离文赋音韵由密至疏的趋势,而且在句式、叙事方式和

修辞上都得到了更多开拓和创新。 !四杰∀文赋用韵独特

之处,正在于与汉文赋和整个赋史中文赋用韵的趋势的比

较中,才能凸现出来。先唐赋用韵于上章已可略见一斑,

而初唐以后繁盛起来的新文赋体, 用韵却回归于由密至疏

的 !正∀轨。故而元代祝尧论唐宋 (文 )赋说 : !若以文体为

之,则是一片之文, 押几个韵尔, ∋∋∀ [ 11] �古赋辩体 可见, 初

唐以后的唐宋文赋, 体近于文, 用韵疏淡。祝氏之语虽非

的当,但却道出了唐代新文体赋与汉文赋的一个共同的重

要特征:都为有韵之文。 !四杰∀文赋用韵有密有疏, 皆适

意达情。

在骆宾王�钓矶应诘文 中, 有些韵脚字相隔较远,尤

难察觉。然而全文韵谐流畅, 主要便是一些句中韵、双声

叠韵词等的运用。如: !猛兽搏也, 拘於槛阱; 鸷鸟攫也。

絷於樊笼;素龟灵也。被发河津;白龙神也, 挂鳞且网。何

不泥潜而穴处? 何故贪饵而吞钩乎? ∀一段, 其中, !阱∀

!灵∀!津∀!神∀和句中的 !鳞∀押韵; !处∀!乎∀、!钩∀!流∀

分别押韵,而 !流∀又与 !理∀有相同的元音, 也是谐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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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 !而吾子沈緍於川, 登鱼於陆, 烹之可以习政术, 羞之

可以助庖厨, 曩求之将何图? 今舍之将何欲?∀一段, !陆∀

!术∀!厨∀ !图∀!欲∀押韵。不过, �钓矶应诘文  全文押韵

较为疏散, 体近于文, 不似卢照邻 �对蜀父老问 用韵复

杂, 且呈现出一定规律。�对蜀父老问  全文语谐韵畅, 极

易识别。�对蜀父老问 中最明显的则是偶数句用韵的特

点。如 !大唐之有天下也∀以下: 除第二句的 !代∀和第三

句 !载∀、第五句的 !塞∀谐韵外, 不计漫语,如 !无所用也∀、

!将焉设也∀等, 其余则如第四句 !庭∀始, 以下偶数句的

!平∀!兵∀ !行∀; !封∀ !雍 ∀; !儒 ∀!图∀; !修 ∀!俦∀ !流∀;

!薰∀!闻∀; !歌 ∀!和∀; !兴∀ !升 ∀; !凝 ∀ !词 ∀!时∀ !之∀;

!成∀!衡∀ !亨∀!声∀!倾∀ !楹∀!轻∀皆为位于偶数句末的

韵脚字。又如最后一段: !焉、篇、年、弦、迁、烟、然、篇、

天∀、!惑、国、塞、北、僰∀亦皆为偶数句末的韵脚字。当

然, 在卢照邻此文中,也有用韵较为复杂变化者,如: !咸英

并作, 韶武毕用,奏之方泽而地祇登,升之圆丘而天神降。

虽有伶伦伯夔, 延陵子期,操雅曲则风云动,激凄音则草木

悲, 又何施也?∀九句, !用、动∀押韵, !期、施∀等押韵, 韵脚

字位置全无规律。也有单数句入韵的,如 : !行苏、张之辩

於娲、燧之年则迂矣,用彭、韩之术於尧舜之朝则舛矣。守

夷齐之节於汤、武之时则孤矣, 抱申、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则

愚矣。彼一时也, 此一时也, 易时而处, 失其所矣 ∀几句,

一、三、四、七、八句押韵。五、六句则为迭韵。然而, 偶句

用韵最为明显。

从两代主要文体赋篇目的比较中,不难看出, 初唐 !四

杰∀文赋恰恰与汉魏文赋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在 !四杰∀

文赋中, !四杰∀力图摆脱骈对俪偶对句式的约束, 而使文

谐意畅。尽管依旧还不断的有骈对俪句的出现,但它们已

经过翻新出奇, 使句式变长,从而达到一种散体韵味, 或者

即便为骈对, 又使出句和对句增长增多, 达到意象扩充, 从

而在形式上形成长隔对或散隔对 (不规整的隔对 ), 在意

象上潜隐着散体的无限韵味。这些骈对俪句的运用, 显然

是 !四杰∀受六朝余习和时代的影响使然, 故而在他们的

文赋中, 更多地表现为挣脱这种束缚。而于汉魏散体文赋

中, 特别是两汉散体大赋 (汉文赋 )中, 作者们更多地则呈

现出对骈对俪句的追摹, 他们似乎将古代散文尽量改造成

俪对的韵文: 即他们将散文更多地写成韵散结合的文字。

由于这种由散至韵的倾向, 必然使他们注重于韵文的创

造, 因而许多句子则表现出句句韵的特点, 而至初唐 !四

杰∀,由六朝以来对诗、赋格律的探索,诗人们对诗、赋用韵

一方面更多地追求表现上的规则。另一方面又因为至唐

初, 文人们更多地看到了骈文表现的局限, 和六朝以来靡

丽的诗、赋文风的负面影响, 于是他们更多地追求由韵至

散的倾向, 这在律赋中也有所反映, 而更多地则体现在他

们的文赋中。中唐古文运动便是这种文艺思潮的真实反

映。古文运动以后, 文赋无论是在句式,还是音韵方面, 散

化的倾向都更为明显。!四杰∀与汉魏诸人所受的时风影

响的差异, 也必然影响到二者的创作观、文艺观等。初唐

的这种由韵、骈至散的文赋观, 表现在 !四杰∀的文赋中,

必然又使它们表现出与汉魏文赋不同的特征。

正如霍松林先生说: !以�子虚 �上林 为代表的汉大

赋,韵散结合, 或称散体赋,或称文赋。唐人取其散文句式

和散文气势,而去其罗列名物、堆垛双声叠韵形容词及喜

用生僻字词的缺点, 用明畅生动的语言写景叙事, 抒情达

意, 遂形成一种有时代特色的文赋, 可称为新文赋。∀ [ 6]45

这显然也道出了汉、唐的两种文赋创作倾向, 这也自然决

定了他们各自的创作题材的选向: 汉散文赋更多地注重于

宏大的场面和声势的描写, 铺排体物,无漏巨细, 因而更多

大赋之作;初唐文赋更注重于抒情和议论, 更多个人情感

和意志的渲泄。特别是初唐至盛唐、中唐, 赋家更多受时

代激发的热情和科举功名的驱聘, 他们的文赋中, 则更多

抒情和议论,不仅表达对个人命运的愤议, 也表达出对时

代、世事和人生的更广泛的议论, 这种议论也体现了他们

对时代、社会、人生、理想等更广泛和深入的关注, 从而反

映出人性自由的趋向逐渐走向解放,因而说 !文学发展过

程实在是与人性发展的过程同步的∀。[12]19而且, 在汉魏文

赋和初唐 !四杰∀文赋中,讽谏之义的表达, 也就表现出一

些明显的不同: !四杰∀之赋多显于文中,而汉代文赋则往

往流于句末。比如 �子虚赋 最后, 就借 !乌有先生之口,

以反驳子虚之言, 作为风谏之辞, 用示劝戒之意, 盖所谓

#乱以理篇, 写送文势 ∃ 者也。∀ [ 9] 111其 �上林  之篇, 亦从

!天子芒然而思, 似若有亡。曰∋∋∀下一段, 即为 !归馀

于总乱∀, 兼表讽谕之意。汉文赋的这种体制,正如扬雄所

认为的 !靡丽之赋, 劝百而风一, 犹骋郑卫, 曲终而奏

雅。∀ [ 13] �汉书&司马相如传 班固�赞 至魏晋, 由于受动荡不宁的时

代影响,作者在诗、赋中都很少能有谏议或 !奏雅∀之类的

!乱词∀,即便在文中略有讽谏之义, 也只是隐而不显或一

些不关痛痒的文字, 他们更多抒情和描写, 此种时代影响

也造成了更多抒情和山水诗、赋的诞生。

另一方面,汉代是继短暂的秦王朝之后新兴的封建王

朝,自然使赋家更多地关注那些新鲜的、令人振奋的东西,

无不希望穷形尽相地将其描写出来。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

出现,使再现因素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势头。#从天上到

地下,从历史到现实, 各种事物、各种场景、各种生活、都被

汉代艺术所注意, 所描绘, 所欣赏 ∃ , ∋∋这种向再现倾斜

的历史要求无法借助四言诗来实现, 也无法借助于抒情性

的骚体赋来实现。而半韵半文、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散

体赋却应运而起,得心应手地承担起描绘大千世界的历史

任务。∋∋散体赋在#再现 ∃ 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

却在#表现 ∃ 方面频频失分。在大力追求形式美的同时,

却付出了#繁采寡情 ∃、脱离抒情传统的沉重代价。∀ [7]唐

代则经历了漫长的秦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 !四

杰∀所处的初唐社会, 又是一个相对开明、自由和逐渐走向

繁荣的盛世,再加之魏晋时代的 !清谈∀之风, 皆是涉及个

人修身,而实质上则是在受时代影响下 !自我克制∀的受

压抑的人性表白。换句话说, 即正是这个时代历史地 !发

82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第 1期 (总第 60期 )



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 14] 669的显露。而 !四杰 ∀却身处初

唐这样一个继 !变态∀心理社会之后的开明、繁盛的社会,

自然就不断地对人性予以更多地关注和议论,抒情的成分

也就更为强烈。而单就物象描写的广度,故往往又使人觉

得他们的题材狭小和局限。事实上, !四杰 ∀赋中的这种

大胆的探索和渲泄, 却应是历史的一种进步, 正如�中国文

学史 说: !人类为了获得#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的人类

本性 ∃ 的社会,也即为了人类本性不受压抑 ,却不得不在无

数个世纪里#自我克制 ∃ , 压制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人类

本性, 在这样的条件下悲壮地、一步一个血印地向前行

进。∀ [12]导论, 18

初唐是唐赋发展的第一阶段,文学改革尚处于酝酿之

中, 赋仍以骈体为宗,内容以抒情、咏物为主,大赋很少, 但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清新质朴的优秀之作,而且文赋散化

的趋向也逐渐明显, 于议论中更有抒情。汉文赋, 特别是

大赋的写法 , 多采用空间转换而移步换景。如: !其东则

∋∋∀ !其南则∋∋∀或 !其北则∋∋∀ !其西则∋∋ ∀这几

乎成为汉魏大赋的固定体制。但由于唐初文赋体制篇幅

的减小, 则更多地采用对问、设论体式,而去其空间刻划的

铺排, 辅之更多的描写、议论和抒情。而且对问等色彩在

全文中也逐渐位居其次, 甚至对问的双方都不太明了, 只

以 !同行者∀问、诘等出现,其余则大量的是作者或作者借

赋中主人公的感发。当然, 初唐文赋中, 也有对自然世界

的描写, 虽不如汉赋对大千世界的描写那般刻划尽相、或

者说那般博大宏阔, 但却往往能于 !小∀和 !细微∀的描写

中见出真情。在骆宾王 �钓矶应诘文 首段, 有对行迹和

所见的描写, 其描摹之逼真, 情性之真挚, 直抵柳之小品

文。如写潭底游鱼: !澄潭至清, 洞澈见底,往往有群鱼戏,

历历如水上行。舟人有钓者, 试取饵投之, 或有游而不顾

者, 或有贪而辄吞之者, 引竿而举, 因以获焉。其始出也,

掉尾扬鬐 ( q#),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则鼓鳃濡沫,

有似屈体而求哀。∀与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日光

下澈, 影布石上,怡然不动; 倏尔远逝,往来翕忽, 似与游者

相乐∀决不相异,完全可以见出�钓矶应诘文 对唐代小品

文的影响。而这种情真意切的描写, 在汉文赋中是绝对少

有的,在唐文赋中也是不可多得的。

当然,初唐 !四杰∀赋也有对汉、魏赋的继承, 他们吸

收和借鉴了汉赋和楚骚的气势、精神, 又吸收了魏晋抒情

赋的抒情特色,从而熔铸成了具有自己时代特色和个人精

神气质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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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 ith the furthering of China s' reform, to deve lop rural reta ilmarket is necessary for enterprises

toma intain the ir ex istance and rea lize their developmen tw hen intense competit ion arises in cit ies. The rap id

deve lopment of rura l economy prov ides an opportunity and conditions for bu ilding rura l chain supermarkets.

The deve lopment o f rura l cha in superm arkets can be promoted by reasonab le p lanning and layou,t guaranteeing

the quality of commod ities, cutting down the costs, bettering marketing and prov iding characteristic serv ice

and good technical suppor.t

Keywords: reta il trade; country; cha in supermarket

( 10) On the Intertextual Features of LU Xun 's Nove l( ( ( " A Person in Loneliness "

WU X iang�yu( 070)

School of litera ture, W uhan University, W uhanH 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 A Person in Lone liness " conta ins rich connotations. Through an intertex tua l stud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three characters 'lonely destiny forms an intertex tua l cycle; WE IL ian�shu is actually amember o f

the intertextual fam ily of the solitary souls portrayed by LU Xun in his o ther novels; A Person in Lone liess

makes an intertex tua l use o f his former tex ts W ei JinM in Sh iand Ling Yu Zhe; the d iscussion on "Ch ildren"

in the text is an intertextual quo te of LU Xun 's outlook on children. The multi�d imensiona l image of the

language, the semant ic structure of the text and the parad igm o f intertextual symbo ls are constructed under a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netw ork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 een th is and other tex ts, texts and cutural contex.t

Key words: A Person in Loneliness; intertex tua lity; semantic netw ork

( 11) TheRelease ofD ifferent Splendor( ( ( A Comparative Study ofZHANG Ailing and ZHAO Shuli 's

experience of popularity in 1943 PENG L in�x iang( 075)

School of L iterature, W uhan University , WuhanH 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ZHAO Shu li and ZHANG A iling ascended literary circ le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in 1943,

show ing the strong v itality of"popu lar literature". This papermakes a study o f their experiences o f popu larity

through comparing the ir w riting strateg ies, publica tions and att itudes tow ards reactions from d ifferen t c ircles.

To some ex ten,t they integ rate the "popu lar literature" into the N ew L iterature o f the 1940s.

Key words: ZHAO Shu- l;i ZHANG A i- ling; 1943; popula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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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alw ays been a debate on the inchoation ofW en Fu. The prose Fu in H an dynasty

and the new prose Fu in early Tang dynasty are in fac,t all prose�sty le Fu. H ow ever, in sentence patterns,

rhyme and tone, modes of narrat ion and shade of lyr ic, the Fusty les are varian.t And on ly From S IMA X iang�
ru s' Z iXu, Shang�Lin, LU Zhao lin s' To Answ er the O lder s'Questions, LUO B in�wang s' ToA nsw erHeck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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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F ishing Rock, one can probe the d ifferent socia l cond it ions and customs, the d ifferent characters of the

w riters in the tw o times o f g reat peace and prosperity.

Key words: four outstand ing scho lars in E arly Tang Dynasty; prose Fu; W en Fu; d 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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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YU Huas' novels are character ized by the materia lized human w orld, the hum anized materia l

w orld and the harmony betw een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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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zhou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Pressure is a common soc ial�psycholog ical phenomenon. In educa tiona l structure adjustmen t

and reform, co llege teachers face great pressure, the source o fwh ich can be found in the change o f the ir life

sty le, w ork ing con tents, work ing env ironment and concern for their public im age, and also has to do w ith

personal pressure experiences. Properly ad justed, pressure can be more of a motivating force of action than a

hindrance to i.t

Key words: co llege teacher; pressure; source o f pressure; ad justm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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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Han( 099)

D epartm ent of T eaching and R esearch Affa irs, Zhuzhou Teachers 'College, H 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H 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By invest igating over 500 junior and primary schoo l teachers w ith the internat iona lly conf irmed

inventory( MB I, w e found that it is the general ex istence of the teacher burnout that influences the running

re fo rm o f foundat iona l curricu lum and the enforc ing o f the new curricu lum adversely. The causes of the burnou t

are concerned w ith the b ig cha llenge to the teacher s', know ledge, ability, occupational conversion and over

burden.

Key words: teacher; burnou;t curricu lum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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