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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汉语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最悠久的一种语言文字，也是世界文明园地中表现力最丰富的一种交流工
具。
用这种最富表现力的工具作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学，也就必然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学样式所不同的思想
、艺术特征。
由于中国社会是带着强烈的人文、理性色彩进入阶级社会的，所以在此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各种文化因
素都无一例外地带有其鲜明的本质特征。
中国的古代文学也不例外，她作为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学样式之一，带着鲜明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
经历了3000多年的持续发展历程，以其辉煌的成就，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支散发着奇异馨香的奇
葩，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中的艺术瑰宝。
产生于浓厚人文、理性色彩这一肥沃土壤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极为重视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强调文以
载道的教化作用，所以在内容上偏重于政治和伦理道德主题。
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和说教，一直被当做一种无可非议的价值倾向。
所以，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浮沉、战争的胜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
、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大都如此。
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古代文学蕴涵着浓郁的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另一方面又强烈地抑制
了古代文人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进发以及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社
会观念的束缚，使中国古代文学完全被笼罩在了理性主义的烟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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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赋是有汉一代文学的代表，是了解汉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佳途径，《大汉威仪的颂
歌：说汉赋》介绍的主要是汉赋这种文体在汉代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编者力图想透过此一载体去还
原汉代人的精神世界，毕竟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折射。
《大汉威仪的颂歌：说汉赋》是一本普及性的小册子，内容深入浅出、文字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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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庆洲，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著有《淮南子考论》、《淮南子》（注评）、《（璀璨星座·初唐四杰》、《历代文选‘两汉文》等
，并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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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说到赋，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它与“辞”的关系。
习惯上，辞、赋常常连称，组成一个词“辞赋”，但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从文体上讲，辞、赋同属广义上的赋，所以没有区别；从文章渊源上讲，赋又源于辞，体式上相承，
但精神上却有所不同，故此又有异。
作为两种文学体裁，辞与赋都最先出现在战国时代的楚国。
辞，即楚辞，是汉代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作家创作的称谓；赋，作为文体，在战国晚期形成，大
盛于汉代，所以有汉赋的专称。
在汉代，辞、赋往往连称，或混称，浑言时并无区别，如司马迁就说到“会景帝不好辞赋”（《史记
·司马相如传》），班固也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汉书·王褒传》）。
但具体而言时则有差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
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
”总的说来，西汉时虽然“辞赋”并称，但二者的区别还是清楚的，辞是指楚辞，赋是指赋体作品。
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楚辞》时，收录的除他认为是屈原的作品外，宋玉只收《九辨》和《招魂》，
汉代人的作品，收的都只是模拟楚辞之作，说明他对于辞与赋的区分，标准是很分明的。
到东汉，班固在《汉书》中多次以赋称辞，在该书的《艺文志》中，也将辞与赋混编在一起，统称为
赋。
从此以后，有的以赋称辞，有的以辞称赋，辞赋不分，从某种意义上讲，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也导致
了后世关于辞赋是否有别的争论。
从文体上看，楚辞属于诗，以抒情为主；赋，虽然也间有韵语，但总体上说散文的成分多些，最初以
叙事状物为主。
另外，赋不仅可以称为辞，也可以称为颂。
在汉代，颂是赋的别名，是赋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东汉以后，颂逐渐摆脱赋、颂之间的模糊界限而走向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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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2010年来临之际，此书的写作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此时的心情多少有些轻松，也不免有几分忐忑
。
轻松的是，历经寒暑，书稿总算成形了；忐忑的是，书稿目前的样子是否达到了当初的设想，能够让
读者喜欢，进而对汉赋及汉代精神能有所了解。
说来研习先秦两汉文学也有些年头了，先秦元典的博大醇厚，两汉文学的浑朴壮美，一直深深地吸引
着我，给我以精神的寄托和砥砺。
而汉代人所具有的酣畅淋漓的元气，无远弗届的胸怀，还有那种“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豪情，等
等此类充满阳刚和向上的精神气，也一直是我倾慕并想探究的，因为“大汉精神”、“汉唐气象”等
，我们暌违已久，尤其是当下，那些男女莫辨、精神萎靡的跳梁小丑，竟至成为传媒热捧的主角，时
时冲击着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的健康的审美观，矮化着人们的精神，思之不免心疼。
所以，当有机会写这么一本关于汉赋的书时，我没有因其通俗而懈怠，而是全身心投入，以此作为重
新理解汉赋，感悟并揭示大汉精神的良机。
汉赋是有汉一代文学的代表，是了解汉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最佳途径，虽然本书介绍的主要
是汉赋这种文体在汉代发展演变的基本情况，但在写作中，我还是尽力想透过此一载体去还原汉代人
的精神世界，毕竟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人的心灵世界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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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汉威仪的颂歌:说汉赋》：“中国古典文学大众丛书”是按照历史发展线索，系统介绍中国古代文
学基本知识的大众普及读物。
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古代文学体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等
，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学中最精彩、最具吸引力而又最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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