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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离骚》为主，揭示屈原在诗歌艺术创造上所取得的成就与所达到的高度，说明屈原何以能登
上世界文学史的高峰。
全书分三编，前两编共收１１篇论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
上编旨在解决学者们研究《离骚》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揭示《离骚》特殊的创作背景及其构思、结
构上的独到之处。
中编联系屈原的其它作品说明屈原创作中如何继承《诗经》以来的创作经验及吸收南方民歌、民间隐
语、应用文等的表现手段，在继承中进行创新。
下编对《离骚》原文各部分文意进行评点提示，并加新注，对其中一些词语予以辩证，以便扫除迷雾
，求得真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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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逵夫，男，汉族，1942年12月生，甘肃省西和县人。
1963年西和一中毕业，1967年甘肃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武都一中任高中语文教师。
1975年调武都七中。
在两校均任语文教研组长。
1979年考为西北师院古代文学硕士生，毕业留校现为西北师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导师，兼西北
师大对外汉语教育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委员。
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理事，为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屈原学会常务理事，甘肃省对外文化传播交
流协会副理事长，甘肃省黄河文化经济发展研究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甘肃省诗词学会学术顾问
。
为甘肃省8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曾获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２项，二等奖２项，甘肃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５
项，教育部社科评奖三等奖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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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诗赋研究丛书》序《屈骚探幽》序前言上编：《高骚》的创作与艺术　《高骚》中的龙马同两个世
界的艺术构思　　一、龙与马的血缘关系　　二、龙马与《高骚》中的两个世界　　三、一个有关的
问题悬解――谈“麾蛟龙使梁津”　《高骚》的比喻和抒情主人公的形貌问题　　一、《高骚》的抒
情主人公形貌是否统一　　二、“男女君臣之喻说”不能成立　　三、朱熹“夫妇君臣说”剖析　　
四、“女性中心说”也不能成立　　五、“求女”表现了寻求知音的心情而不是“求君”　　六、关
于“男女君臣之喻”比兴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七、《离骚》抒情主人公研究带来的启示　《离骚》
的创作时地与创作环境　　一、解决问题的原则　　二、《离骚》作于怀王朝　　三、《抽思》中的
陈辞与《离骚》的创作年代　　四、关于汉北的地望　　五、屈原在汉北云梦任掌梦之职　　六、几
点补说　《离骚》的开关结尾与创作地点的关系　　一、站在先王先祖神灵的面前　　二、“旧乡”
发微　　三、“陟陞皇之赫戏”诠解　《离骚》的结构、叙事与抒情　　一、《离骚》中的叙事与抒
情　　二、《离骚》的结构　　三、感情发展的线索和叙事的线索　　四、虚实相间，首尾照应中编
：屈骚的继承与创造问题下编：《离骚》正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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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离骚》中由现实世界向超现实世界的转换，也特别注意根据人们的传统意识的文化心态，进
行引导和暗示，使之过渡自然，宛如由陆到水，由水到陆。
如诗中写诗人受了不能理解自己的惟一亲人女媭的数落，感到在混沌人间的巨大悲哀和无比的孤独，
便“济沅湘以南征”，“就重华而陈辞”，由现实世界进入幻想世界。
如果说“济沅湘以南征”毕竟还在地上，“就重华而陈辞”可以理解为是对着先圣的祠堂或陵墓倾诉
，那么，陈辞之后“驷玉虬以乘鹭兮，溘埃风余上征”便由地上奔向太空，由人间进入了天界。
向重华陈辞，事实上成了由现实世界向超现实世界的过渡。
诗人在巡行太空，上县圃，叩帝阍，登阆风，求宓妃，皆无所成，再一次认定“世?昆浊而嫉贤兮，好
蔽美而称恶”的状况，在似梦非梦之中，意识到仍处于奸人当道、政治黑暗的楚国现实生活之中，因
而，下面又有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情节，由虚幻神灵的世界转入现实世界。
至决定离开楚国之时，说“折琼枝以为羞兮，精琼爢以为粘”，又以带有幻想性质的描述，作为由现
实转入神话境界的暗示和引导，接着说：“遭吾道夫昆仑。
”昆仑为人间之山，同时传说中又是神仙所居，故诗人以此作为天上同人间的门路，使之起转换的中
介作用。
以下说“朝发轫于天津”，便明明白白由人间转入天界了。
    《离骚》中的神骏(龙马)，其作用正是为了沟通现实世界同超现实世界。
马在现实生活中驾车的作用，和长时间中人们意识中积累的有关它的一系列传说、幻想，使它成了上
下于人间同神灵世界的最理想的媒介。
它的行动完全体现着抒情主人公的情感节奏：诗的抒情主人公愁绪萦怀，犹豫无定，则缓辔按节，漫
步兰皋；抒情主人公义愤难平，情不能遏，则驰椒丘而不止；至抒情主人公要继续为理想而追求、奋
斗之时，则腾云乘风，把诗的主人公带向一个神奇的世界。
可以说，《离骚》中的神骏在全诗的构思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是诗人创造的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
。
    “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下面的12句便是陈辞的内容(“矫”，王逸训为“举”，即奉献
之义)。
如果不把这12句看作陈辞内容，那就给君王(“美人”)没有陈述什么。
所谓“结微情以陈词”云云，便成了空话。
下面又说：“历兹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
”这是说自己陈述过了，但怀王不听。
这与“结微情以陈辞兮，矫以遗夫美人”相照应，表示陈辞部分已完。
这同《离骚》的“就重华而陈辞”及“跪敷衽以陈词兮，耿吾既得此中正”的叙述方式一样。
    《离骚》中的陈辞是向重华的，  《抽思》中的陈辞是向怀王的。
重华(帝舜)是上古的圣君，向重华申辩，大体就同于人们说的：“此心唯有天可表。
”怀王虽然是放逐他的人，但同时也是惟一有能力支持他实现政治理想的人。
他向怀王陈辞，不仅是为了分清是非，刷洗冤屈，同时也是为了得到为国效力的机会。
每当他倾吐冤屈之时，常想到很多伤痛之事，因而在陈辞时感情激动，涕泗横流。
《抽思》中说：  “悲夷犹而冀进兮，心怛伤之儋儋。
”《离骚》亦说：“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
”林云铭《楚辞灯》认为《抽思》作于怀王朝放于汉北时。
他说：“故在江南时不陈词，在汉北时陈词；《哀郢》篇言弃逐，是篇不言弃逐，盖可知矣。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离骚》。
    同时，  《抽思》中的陈辞所表现的思想、情绪、心理状况，反映的生活内容也同《离骚》的一致。
你看《抽思》：    昔君与我成言兮，  日黄昏以为期。
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离骚》：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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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抽思》：    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
《离骚》：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
    一个人对过去事情的回忆，想起什么，没有想起什么，首先同当时心情和心理状态有关；其次同贮
存在大脑中各种表象的清晰程度(因记忆时间的长短等因素所致)有关；此外同触发大脑中表象运动的
周围环境有关。
《抽思》和《离骚》中的这两段陈辞，正说明了它们产生在同一个时期。
    《抽思》中的这段陈辞，古今学者—禾注意。
学者们在讲解和分段之时，往往归人上段或下段，看成是一般的抒情或回忆文字，甚至从中割裂，分
属于两段。
对于屈原的作品，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方面，我们都还未完全正确地把握它们，这也是影响到正确认
识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原因之一。
    下面是《离骚》中人们最熟悉的两节诗：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
        读此数句，抒情主人公形容憔悴而高冠长剑、佩花带芳，行吟于兰皋江潭的形象立即浮现眼前。
那喜洁好修、遗世独立、不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精神，也可以使人透纸背而见之。
要说明这几句诗艺术魅力的形成，自然一方面要联系《离骚》全诗，从艺术整体来谈，另一方面，要
从思想内涵、情调、修辞手法等各个因素去分析。
然而只从这八句诗所反映出的语言运用上的神妙技法，也足以看出屈赋浓郁的抒情性和强烈的艺术感
染力。
    下面对此数句语言表现的形式试加分析。
    先看前四句。
芰，即菱叶；荷，即莲叶；芙蓉，即莲花。
菱叶、莲叶和莲花呈较大的片状，又有鲜亮的色彩，似一片片红红绿绿的丝帛。
这是用芰、荷、芙蓉以喻衣裳原料的物质基础。
一般的比喻，喻体同本体之间的联系都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
但是，这四句诗中喻体与本体的联系却不限于这一点；虽然菱叶、荷叶、莲花鲜艳的色彩在烘托、映
衬着抒情主人公外部形象的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诗人的主要目的不在这里。
看这节诗的后两句：“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诗人是用香洁不凡的服装来象征自己的“情”——高尚的情操、纯结的品质、美好的胸怀。
芰、荷、芙蓉生长水中，洁净清香，色彩艳丽，人们普遍对它们具有一种喜爱的心理，因而也常常用
它们来比喻美好的事物。
这种比喻性的反复联系，便使它们在物理性质之外，获得了情感意蕴。
屈原用它们来象征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是建立在这种情感意蕴的基础之上的。
    这四句诗从构成形式上来说，在喻体与本体之间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双关词将二者绾合了起来，这个
双关词就是“芳”。
“芳”本是形容花草气味的，这时用来形容“情”，就使“情”同前面的芰荷之衣、芙蓉之裳自然地
联系了起来，于是，前两句的象征意义便有了明确的指向。
我们设想，如果末一句作“苟余情其高尚”，亦无不可，然而，这样喻体与本体之间就不会有如此水
乳交融的联系，整节诗就不会这样上下贯通、浑然一体，达到最直接、最完善的抒发感情的目的。
    后一节也一样。
诗人写高其冠、长其佩，并不只是在写服饰，同时也在展示自己的心灵，在暗示小人当权、世风颓败
之际，自己始终坚持真理，保持着纯洁、高尚的“昭质”。
所以诗的前两句作了这样突出外表特、富有象征意义的描写之后，接着说：  “芳与泽其杂糅兮，唯
昭质其犹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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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其冠、长其佩，是他“昭质未亏”的象征。
从形式上来说，诗人以“芳”照应“佩”，以“泽”照应“冠”。
香气勃发，光泽照耀，诗人的人格、意志、精神无形中得到了完满的体现。
    如果说后一节是纯粹的象征手法，则前一节是比喻(以芰、荷、芙蓉喻衣裳之质地材料)同象征(以鲜
艳香洁的服饰喻高尚的品质、情操)的结合，而且，其比喻又用的是暗喻的手法(不出现“如”、“像
”、“似”之类的字眼)。
这同全诗浪漫情调、奇特的想象相谐调，同上下文联系，显得无比的自然和融洽。
    “从一滴水珠可以看见太阳”。
上面所观察分析的，只是屈赋中的一滴水。
然而，我们由此已经看出：屈赋的比喻同《诗经》的比喻是不相同的：《诗经》的比喻一般是取喻体
某一自然属性的相似，屈赋的比喻则不只注意到喻体的自然属性，而且更多地注意到它在同人的关系
中所获得的情感意蕴；《诗经》的比喻一般是明喻，而屈赋的比喻更多的是使用暗喻或隐喻(对喻)。
屈赋还运用了象征的手法，有时将比喻同象征结合起来用，这更是《诗经》所没有的。
    从整体上来说，屈赋中的比喻在喻体同本体之间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关系，这就是《楚辞章句·离骚
序》中说的：“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同一般比喻的不断追求新颖恰恰相反，它是通过喻体同本体的多方面联系和不断重复，使读者在欣
赏过程中产生更好的反馈作用。
因而，它同一般的比喻比起来，也更富于抒情性。
    我们常说：屈赋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
当然，文学艺术在发展过程中对以前的经验总是有所继承的。
但是，它究竟发展了什么?以往的回答却总是简略笼统的。
比如，很多人举出以男女喻君臣这一点来说明屈赋的比喻系统及其对《诗经》比喻象征手法的发展。
其实，以男女喻君臣，在屈赋中并未形成比喻系统；就美学方面来说，并不是什么贡献，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美学意义。
屈赋究竟在怎样的基础上发展了比兴手法?以前有的学者虽然作了一些回答，却没有能够揭示先秦时代
楚民族语言的基本风格，没有能够从横向的联系和楚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去加以认识。
我以为，弄清这个问题，会使我们对屈赋比兴手法的特色及屈原在语言上的继承和发展有一个更全面
而深入的认识。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屈骚探幽>>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屈骚探幽》序    郭晋稀    赵逵夫同志的《屈骚探幽》即将付印了，这是他继《屈原与他的时代
》之后的第二部著作。
无论对他自己来说，还是对研究《楚辞》的学术界来说都是好事。
逵夫嘱序于予，我尽数日之力，浏览了全稿。
因为老迈，精力日不如昔，又人事丛脞，心难专一，未必能提纲挈领，指出原作的精华。
不过，我们是多年来往的师友，也还是应该谈谈我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的。
    一本书首先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并且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样，才能算得学术著作。
市场上流行的某些书，虽说有自己的观点，却不一定都是好书。
有的作者，是经过一番研究后，发现了古今作者们对某一问题的观点上的矛盾，看出了他们的错误，
产生出了自己新的理解，然后发奋著书。
这样著成的书，是合于人情，达乎事理，考之载籍而有据，付之日用而无疑，真能给学海中人类文明
的殿堂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即使其成绩只是沧海中之一滴水，大千世界里之一粒砂，也还应该算一本好书。
    当然，在商业经济社会中，学术界的人不能不受社会的影响。
所谓名之所在，利必随之。
为了欺世盗名，索隐行怪，捏造证据，取信世人。
这样著书的人，不过是市场上卖假货的坐贾走贩，专造赝品的古董商，  自称刀枪不入的气功师。
这种人著成的书，是假货，是赝品，是登台演法的魔术。
    如果把市场上有关文史著作依其走向分为两类的话，  《屈骚探幽》无疑属于前者。
它是一本好书，其主要的标志，有下面四点：    一、赵逵夫同志对屈原《离骚》和有关屈原《离骚》
的书，是精心探讨过的。
前人注《离骚》的书很多，人各一辞，并不是没有局限，互相之间也不是没有矛盾。
要对屈赋探幽入胜，掌握前人的局限和矛盾则是第一步的工作。
孙卿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庄周亦云：“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
”这种“积步”和“聚粮”的工作，是著述者的第一步功夫。
我翻阅《屈骚探幽》原稿时，其中有一篇《离骚》的释词和诠句，不乏胜义，可补前人注释之不足，
这是“积步”。
其中还有几篇，谈到《离骚》形式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涉及到句式与韵脚，做了许多“聚粮”的工作
。
因为著述比如走路，一步一步地走，就不会像邯郸学步，未得国能，反失其故步。
著述又比如长途旅行，如果聚的粮食多了，腹常果然，就不会因为饥馁而困乏或中道不前而遂废。
    二、书中利用了地下发掘的新资料。
我们有不如前人处，前人业专而思精，对于古籍很熟，能默诵，使用起来很方便。
但是前人也有不如我们处。
近年来从地下发掘出的器物很多，有鼎彝，有墓葬，有碑版，也有久已失传的典籍。
前人没有见过的，我们看到了。
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研究古代文献价值最大，功用最多。
殷墟、孔壁、汲冢、流沙坠简、敦煌石室，都是偶然的发现，  已经为中外所艳羡。
至于今天，大多是有计划地发掘，又是用科学方法来整理的，我们利用它来研究当代文化，  更方便
了。
逵夫同志研究《楚辞》常常利用楚文物，在方法上自然比前人进步得多，材料也更为可靠，说服力也
更强。
比如本书中有《从帛书看屈赋比喻象征手法的形成》，就是鲜明的例证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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