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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二十六岁。
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论文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
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
　　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
，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
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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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的美学的评论成为批评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这时期辞赋理论批评的新贡献，也是文学批评
自觉的具体表现。
“诗赋欲丽”(《典论·论文》)，可以说是这种自觉意识的宣言书。
在这面旗帜下很快聚集起一支作家而兼批评家的队伍。
陈琳称赞曹植的赋“清辞妙句，焱绝焕炳”(《答东阿王笺》)；曹植评扬雄《酒赋》“辞甚瑰伟”(《
酒赋序》，见《艺文类聚》卷七十二)；卞兰推重曹丕所作赋颂“逸句烂然，沉思泉涌，华藻云浮。
所之忘味，奉读无倦”(《艺文类聚》卷十六及《初学记》卷十引卞兰《赞述太子赋·上赋表》)，都
着眼于赋的艺术形式方面，如词藻、构思、韵味等等。
由于评论者本身都娴于辞赋创作，因而他们在进行艺术与美学的评论时，都能寥寥数语，言中要害，
无模糊影响不关痛痒之论。
《北堂书钞》卷一百引《典论·论文》云：　　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游案衍，屈原之尚也；
穷侈极妙，相如之长也。
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云，意未能及已。
　　曹丕肯定的是与建安赋血缘较近的屈原赋，而不是与建安赋总体审美倾向有一定差距的司马相如
、扬雄赋。
他不仅从美学角度宏观把握屈原、相如、扬雄赋的不同创作风格，而且自觉运用了比较的方法。
与两汉那种拘泥于讽谏，只在尚用载道上较论长短的批评相比，曹丕要高出一筹是显而易见的。
　　总的说来，建安辞赋批评仍主要集中在作家作品，对赋史作全局鸟瞰式的总结批评尚未出现。
这虽是我们的期望，却不能苛求于那个时代。
然而，即使在作家作品评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批评家持论的严格的艺术标准和深邃的艺术眼光。
“王粲长于辞赋，徐斡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
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斡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
，虽张、蔡不过也。
”《典论·论文》这段话虽然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作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却要求评论者站在一个艺术和
历史的制高点上。
在《与吴质书》(《文选》卷四十二)中，曹丕又说：“仲宣续自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
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对王粲赋作的长短优劣，看得一清二楚，态度既严谨，观点亦公允，体
现了当时辞赋批评的水平。
　　(三)自觉的艺术追求　　　　建安文学是由两汉文学向魏晋南北朝文学转变的关键，它一方面结
束了两汉文学质胜于文、寓巧于拙、寓美于朴的旧传统，一方面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益事华靡的新
风气。
从本质上说，建安文学这一转变是自觉的艺术追求的表现。
刘师培说建安“诗赋之文，益事华靡”(《中国中古文学史》之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吕思勉
说“崇尚文辞之风气，盖始于汉魏之间。
隋李谔谓：‘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是也”(《秦汉史》第784页)；都是指
这一现象。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自觉和纯文人的出现，“二汉质文，于是一变，儒学尽为诗文矣
”(元郝经《续后汉书》卷六十六下之上)。
赋是建安文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这一现象在辞赋创作中尤为突出。
　最明显地体现这种自觉的艺术追求的，是赋的语言形式的多样化。
从《楚辞》变化而出的六言(除去“兮”字)句式以及四言六言并用的旬式，是建安赋作中占统治地位
的语言形式。
从东汉即已开始的赋的语言的整饬化倾向，一方面使赋的语言具有视觉和听觉上的美感效果，一方面
吸取了《楚辞》语言轻灵流丽的风格，指示了魏晋以后赋史语言发展的趋向。
但是，纯粹的《楚辞》旬式以及继承《诗经》、荀子《赋篇》而来的四言句式，甚至那些纯粹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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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式，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曹植《洛神赋》便是诸种语言形式并存、相得益彰的例证之一。
大体说来，其中叙事性部分用散文化句式，从“余从京城，言归东藩”到“其状若何，臣愿闻之?”参
差错落，比较适合叙述事态的流动发展。
其下对洛神仪态的描写，则参用整齐的四言、六言或《楚辞》句式。
而集中抒情的段落，则采用抒情意味浓厚的《楚辞》语言形式，如“于是忽焉纵体，以邀以嬉”一段
及“于是越北址，过南冈”一段。
作者这种精心安排是从艺术的需要来考虑的，即努力使内容与形式契合无间。
另外，建安赋家还吸收了民间语言，以口语体作赋，曹植《鹞雀赋》(《全三国文》卷十四)是最典型
的例子。
0从他“夫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与杨德祖书》)诸语
看来，他自民间文学土壤中吸取营养是自觉的。
显然，在建安赋日益雅化、文人化的线索之外，还有一条隐约出现的民间文学影响的痕迹。
这篇赋与汉代的《神乌赋》是一脉相承的。
同时，当我们读到敦煌变文中的《燕子赋》(向达、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三，第249页)时，也
会油然想到《鹞雀赋》，而并不觉得陌生。
　　曹丕大倡“诗赋欲丽”，正是建安文坛开始益事华靡的风尚的总结。
刘师培考辨建安文学与东汉的不同，以为“东汉之文虽多反覆申明之间，然不以隶事为主，亦不徒事
翰藻也”(《中国中古文学d)钱钟书对此赋尤为推崇，称其“开生面而破余地”，见《管锥篇》第t059
页。
史》之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
“隶事为主”主要指当时的章表书疏一类应用文字，诗赋区别于前代的特征则是益事翰藻。
萧统《文选序》以“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为文学界说，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文学“以隶事为主”
、“徒事翰藻”的风尚。
而这种风尚的创立，则不能不推源于建安。
赋在其中起了一种导夫先路的作用。
例如，赋作写美人题材之作，“自宋玉《高唐》、《神女》、《登徒》之后，效者甚众，相如则赋《
美人》，平子则赋《定情》，伯喈则赋《静情》”(黄季刚《曹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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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程章灿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魏晋南北朝赋史》，完成于1989年夏，那时他将近二十六岁
。
在写成后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这部论文又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我所知道的，在现在中国
古典文学界中，出版几十万字专著的最为年轻的研究人员。
　　这似乎是一个标志，表明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正步人一个新的阶段，一批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参加到这个研究行列中来，他们带来了一种特有的学术朝气，带来了近十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而培育起来的开阔而敏锐的理论思维，而他们又大多在前辈学者的指导下
，受过严谨学风的熏陶，因此又有着令人不得不首肯的扎实的基本功。
这一切，我觉得，预示着我们古典文学研究正在较早地在整体上走向成熟。
　　章灿同志是南京大学程千帆教授和周勋初教授的研究生。
1989年夏，我应程、周两位先生之邀，为章灿同志博士论文写评阅意见及任答辩委员。
我在评阅意见中对论文的总评价是：“材料详备，学风笃实， 能充分吸取传统治学的优点， 又能兼
采新时期文艺理论的长处，因此其整体论述，实而不固，华而不泛，史论结合，时出新意。
”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曹道衡、沈玉成、徐公持先生，山东大学龚克昌先生，他们四
位所写的同行专家评议，与我的看法一致。
当然，评阅意见限于体例，不能写得很多，更不能充分展开对一些学术问题的评论。
　　这次我又承邀为本书写序，用几天的时间将原来的论文重读了一遍，感到一种前此未曾有过的特
殊的享受，深深地觉得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在为自己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中，确实还大有可为。
　　近年来报刊上不断有文章提出，长时期来辞赋受到不应有的冷落，赋体文学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忽
视。
而所以致此的原因，则是由于人们在观念上对赋的评价过低，认为赋特别是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两汉
大赋，不过是润色鸿业的宫廷文学，是追求铺张扬厉、华艳靡丽的形式主义作品。
这些文章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造成辞赋研究为人忽视的原因是否仅仅如此呢?这里我想提一些个人的
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我觉得，研究同创作一样，繁荣的局面是要靠作品来支撑的。
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作品产生，谈不上创作的繁荣；没有一定数量的有水平的论著问世，则这一
领域的研究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势必形成冷落的局面。
在古典文学界，近十年来，像《文心雕龙》研究，唐宋诗研究，《红楼梦》研究，等等，之所以受到
人们的注意，甚至成为热门，究其原因，也还在于在那些学科中不断地产生有较大突破和创新的论著
。
就科学的意义上说，研究客体是无所谓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进程中表现出来的突破与创新的
程度。
我对辞赋没有专门的研究，但由于工作的缘故，也陆陆续续读过一些文章与专著。
　　我觉得，辞赋研究冷落的局面是否还可从研究本身找一找原因呢?以我个人的浏览所及，除了少数
几家论著之外，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免有些陈陈相因，缺乏新鲜感，
比起别的领域来，就显得停滞和冷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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