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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六朝抒情小赋概论》分为上、中、下三编。
上编三章为宏观研究，将魏晋南北朝的抒情小赋，放在整个中国赋史的发展流程当中与整个魏晋南北
朝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做到宏观观照，整体把握。
中编分为八章，分别对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悲士不遇赋、隐逸赋、婚姻赋、恋情赋、山水游览赋、
俗赋、咏物抒情小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门研究。
这一部分主要是从主题学的角度研究该时期的抒情小赋。
从中可以看出，该时期的抒情小赋和诗歌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诗中所有的题材内容不仅在赋中都有反映，而且赋的内容比诗歌更为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赋
的诗化倾向，这对唐诗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最为直接的影响。
下编主要对抒情小赋的艺术成就进行了深入探讨。
分别论述了抒情小赋的铺陈特征、典故运用、内在结构、形象刻划、意境创造、比兴作用以及移情等
等。
通过本编的研究作者认为，该时期抒情小赋的艺术成就远远地超过了汉大赋，在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抒情小赋的发展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提供了直接的艺术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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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池万兴，1962年生，陕西彬县人。
现为西藏民族学院党委常委、副校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西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委员，咸阳市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
中国司马迁研究会理事、中国赋学会理事等。
刊发学术论文1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26部。
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主持省部级重点科研项目两项。
曾荣获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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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章 六朝“悲士不遇”赋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此乃中国古典文学永恒的主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有多少才华横溢的文士受挫于仕途，有多少忠心报国的志士不容
于当朝，一次次失望，一次次打击，将他们原有的一腔热血和满腔豪情，化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
得出”的愤慨与不平，化为“举世无相知”的孤独与苦闷，化为“我本不弃世，世人皆弃我”的悲哀
与痛苦，凡此种种情感，郁积于心，他们借文学创作来抒发这种悲愤情绪，使痛苦的心情得以升华，
便形成了“悲士不遇”文学的主题。
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最早的诗集《诗经》中贤人君子“我生不辰”的愤激呼号，到封建社会最
末一位诗人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呼唤，“悲士不遇”主题贯穿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始终。
认真地对中国文学中的“士不遇”主题进行文化美学阐释，对于整体认识和把握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
内在规律与特性，是十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历来对诗歌创作中的悲士不遇主题的探讨不乏专著、专文，而对赋中的
“悲士不遇”主题则很少专文论述。
因此，本章对魏晋南北朝“悲士不遇”赋作一初步探讨，便不无意义。
 第一节 “悲士不遇”——一个永恒的主题 社会现实对人的压抑具有很大的历史惯性，因而抒发怀才
不遇、生不逢辰，便成为文学作品一个相当普遍的主题。
汉代以前，屈原的作品中便表现了作为一个士大夫的悲愁和苦闷，但与后代悲士不遇不同的是，屈原
作品中所展示的个人悲哀苦闷，并非为自身的生不逢辰、怀才不遇而发，而是为君主的昏庸误国、为
民生的艰难困苦、为自己被逐而远离故都、政治理想无由施展而发。
他所考虑的并非个人的进退荣辱，而是整个民族、国家的兴衰。
到了宋玉，由于缺乏屈原那种至大至刚的人格，他的《九辨》主要围绕个人的失意，反复咏叹“贫士
失职兮志不平”、“惆怅兮私自怜”，突出了个人怀才不遇的牢骚不平。
由此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发抒其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之苦闷，乃首端于宋玉。
 汉代，由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士人施展才华、实现宏图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博得君主的赏识，而这条
路确实太狭窄了，由是悲士不遇主题便极大地突出起来。
贾谊《吊屈原赋》、《鹏鸟赋》、《惜誓》，严忌《哀时命》，东方朔《七谏》、《答客难》、《非
有先生论》，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王褒《洞箫赋》，刘向《九叹》，扬雄
《逐贫赋》、《酒箴》，刘歆《遂初赋》，崔篆《慰志赋》，冯衍《显志赋》，班彪《北征赋》，班
固《答宾戏》，崔驷《达旨》，梁竦《悼骚赋》，张衡《思玄赋》、《归田赋》、《骷髅赋》，王逸
《九思》，崔定《答讥》，赵壹《刺世疾邪赋》、《穷鸟赋》⋯⋯无论是汉大赋还是骚体赋，都程度
不同地表现出“悲士不遇”的共同主题。
这其中，汉代众多代言体的悼屈赋，着力代屈原陈辞，抒发其不受知于君、不见容于世的愤懑不平，
实质上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家之块垒，抒发自己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牢骚。
在这类题材的赋中，唯有董仲舒、司马迁等人的赋直抒胸臆，较以前的同类赋作要深广得多。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六朝抒情小赋概论>>

编辑推荐

《六朝抒情小赋概论》对六朝的抒情小赋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抛砖引玉。
六朝的抒情小赋，无论其思想内容或艺术成就都远远超越了汉大赋。
然而，遗憾的是，过去由于受“五言之诗大行于魏晋而赋亡”等传统偏见的影响，我们对于整个赋体
文学的发展流变史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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