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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以西汉赋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了西汉赋的生命主题问题。
作者认为西汉赋家面对现世生活及生命短暂等问题，在困惑、迷茫和无助之余，便借助于辞赋创作，
抒泄其生命焦虑，表达其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
该书绪论部分是西汉赋主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第二章探讨了西汉赋家生命观和生命价值观形成的思
想渊源及其时代差异性。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围绕贵生主题与游仙主题、生命感伤主题、忧国忧民
主题、士群体忧患主题及西汉咏物赋的主题等进行了多层面论述。
第八章从人格心理学角度，分析了西汉赋生命主题形成的内在原因。

《西汉赋生命主题论稿》的作者是刘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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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向斌，1968年5月出生于陕西省靖边县。
文学博士。
延安大学副教授、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少年时代，在一个淳朴而贫困的偏僻乡村，曾经享受过蓝天白云的宁静与自由，也感受了生命的快乐
与痛苦。
1988年以来，先后在延安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学习或进修。
现在西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研究方向为汉代辞赋、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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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隐逸可分为“朝隐”和“退隐”。
由于西汉时代有“朝廷之士人而不能出”的仕进潜规则（《汉书·王贡两龚鲍传》），所以有许多人
会选择“避世金马门”的“朝隐”之路。
这样的隐逸方式其实是进入仕途者的另类自卫。
当然，朝隐和退隐之间并无实质性区别，因为隐逸者皆抱着保护自我的目的，以期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和肉体上的安宁。
如果说有区别，则前者是心隐，而后者属身隐。
据《汉书·循吏传》，龚遂曾这样感叹：“古制宽，大臣有隐退，今去不得，阳狂恐知，身死为世戮
，奈何？
”可见，至昭帝之后，士大夫的焦虑感日渐浓郁，有着明显的进退维谷之困惑。
这种困惑在武帝时已经产生。
董仲舒在《士不遇赋》中即表达了这种感受：“以辨诈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
虽日三省吾身兮，繇怀进退之惟谷。
⋯⋯出门则不可与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
退洗心而内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
”所以，西汉赋家有时不得不选择“朝隐”以求自保，以求曲折实现自我生命价值。
　　董仲舒和司马相如所选择的隐逸途径就是一种“朝隐”，只不过他们将肩上的官职一并辞掉了，
这与东方朔、扬雄等是不同的。
东方朔是最早实施朝隐策略的赋家之一。
他本来期望得到重用，武帝却将他与枚皋、郭舍人等列，心中自然大不乐意，他自称“避世于朝廷间
”者，认为“陆沈于俗，避世金马门。
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史记·滑稽列传》）。
东方朔既不愿失去衣食之资，又不想奉承阿谀，更不愿丧失人格，便只好选择“朝隐”，不妄谈国事
了。
正如他在《非有先生论》中所说的那样，“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
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
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
”可见，东方朔选择朝隐的前提条件是君主的贤明与否。
当然，他只说了一个方面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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