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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璋同志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就要出版了，要我作序。
明璋是我心爱的学生之一，我自然很愿意在他论文出版时说几句话。
　　上世纪90年代初，明璋考上山大中文系硕士生，跟我研读中国古代辞赋。
据我观察，他大概是当时中文系研究生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
我每次到他宿舍窗前探视，总是见他坐在桌前静静地读书写作，无一例外。
他带着厚厚多圈的近视镜，就是他整天研读用眼不息的结果。
我敲敲窗，劝他出去走走，活动活动，他总是笑笑，连说不要紧。
我有个科研项目，即为两汉赋作评注，这是一项新工作。
我分给他任务最重，但他却完成最快。
他先后完成的初稿总在十万字以上。
　　硕士毕业后，我曾一再鼓励他考博，因为我特别喜欢他，以为这位学生是一个可造人才。
但他因家庭原因，只得暂时停学，回临沂母校执教。
在此期间，他经常应人之邀，合作撰写论文。
他分担工作量往往最大，但署名又往往放在最后。
他个人也发表不少有分量的论文。
我喜欢书法，想整理王羲之父子的著作。
我提出与他合作，他虽极忙，但却马上答应，并很快完成初稿。
我因种种原因现在还无法定稿，但将来当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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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赋的歌功颂德与经学思想密切相关，汉赋讽谏的主观意图以及客观效果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
了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约束规范和君权至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内在冲突。
汉赋铺张扬厉的表现手法以及对大美的追求显然与经学定一尊、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和道家“道容万物
”的精神息息相通，也与汉人疆域的拓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联。
汉代经学和道家等各种文化形态自身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汉赋题材和艺术风格的发展衍化。
比如说，如果没有谶纬神学的渗入以及神话和仙话、时空文化、音乐舞蹈和衣食文化等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的奇光异彩就将会大打折扣。
时空观念对汉赋作家的生命观和汉赋结构艺术的影响也很深远。
因此，我们必须把汉赋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下，置于一定的文化发展的动态的过程之中，放在多种
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来考察和审视，才可以真正理解和认识汉赋在它的发展和衍变的过程中所呈
现出来的题材、形式和审美等方面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所以作者选择了汉代的经学、道家、时空文化、神话和仙话、音乐舞蹈、衣
食文化作为我们研究的视角，着重挖掘和分析它们与汉赋创作的关系以及这些文化形态的发展衍变、
交叉融合给汉赋的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所带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而以往的汉赋研究，或分析作家作品，或探讨艺术形式，其中有的文章也分别涉及了汉赋与政治、经
济、哲学、思想、民俗、文字、审美、恋情、神仙、都城建筑、地域文化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不
够集中和全面，有些挖掘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
尽管如此，这些可贵的研究成果仍然给了我们极大的启发和教益，让我们有机会、有可能重新梳理汉
代主要的文化形态和汉赋的关系，并对这些关系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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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明璋，1967年生，山东郯城人，临沂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
199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
2003年入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读博，主攻先秦两汉文学，200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
本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在CSSCI来源期刊等多家刊物发表
学术论文20余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
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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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绪论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汉赋第一节 经学视野与汉赋重大题材的选择第二节 谶纬与汉赋第三
节 儒家诗教传统与汉赋讽颂第四节 一尊一统的神圣与汉赋包揽宇宙的快意第二章 汉代道家与汉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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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仙话与汉赋第一节 敬神、役神及神灵题材在汉赋中的演变第二节 从汉赋创作看汉人对待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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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结语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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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代经学与汉赋　　儒家思想经过长期奋斗终于在汉武帝时期走上了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道路，成为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并进而发展成为官方的正统哲学——经学。
凭借政权的力量，再加上利禄之途的引诱和现实生活中榜样的力量，经学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
角落。
经学的理念影响了汉赋作家对题材的选择，促成了赋家在作品中对定一尊、大一统观念和儒家仁政理
想的极力阐发。
思想家、文学批评家也总是以儒家经典为标准评论作家作品和各种文学现象。
他们强调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汉代《诗经》学的发达促成了汉赋中的颂扬与讽谏这两大功能。
从文学艺术发展的角度看，汉赋的颂美，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汉赋作品中所竭力铺陈刻画的宫殿建筑、山川物产、苑囿狩猎、歌舞、饮宴以及其他汉人所创造的一
切文明，无一不是为了展示汉家功业和帝王的伟大，反映的是人对自然和世界的征服。
至于讽谏，我们认为，从汉赋发展的总的倾向看，从司马相如到扬雄再到班固与张衡，讽谏意识在逐
步加强。
这种加强，是时代和作家身份的变化这双重的原因造成的。
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的身份由原来的文学侍从之臣转变为具有深厚经学素养的政治家，作家创作的
着眼点在发生变化，对社会和政治的反思也在逐渐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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