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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赋学概论》试图从特征、起源、分类、演变、作用、结集评论和影响等方面入手，在梳理、评
骘前人有关见解的同时，对传统的赋学作一系统的理论性的阐述。
与以往论者大多辞、赋不分，视屈原辞作为赋不同，《赋学概论》论赋，辨体首严辞、赋异体之辨，
坚守屈辞非赋之说，而仅以“辞赋”作为赋体在最初阶段受有各种说辞（尤其是俳词）影响而形成的
一种类型名称；溯源亦仅以现存最早的赋作所呈现的体式特征为依据，追寻赋体亦诗亦文、非诗非文
的渊源所自；分类则列举异同，评析得失，以“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通志·校雠略》）为
分赋成“诗体”和“文体”两大类的原则。
在具体探讨赋体的历史演变时，本书主张把以宋玉、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辞赋视为赋之所以区别于诗文
而独立成为一种文体的正体，而把以后各种类型的赋都看作赋体在受诗或文不同影响下产生的变体形
式。
论述一般采用横截法，即从正名、体形、用韵、句式和流变诸方面，去展示和研究它们的发展状况，
如书中第四章中的《辞赋》和《骚赋》两节所示；但有时也采用顺叙法，即从某类赋的酝酿、初成、
积渐、臻极、新变等各个阶段，去反映和探究它们的体式演变，如《俳赋》一节即如此；有时则兼用
两法，如第五章中的《律赋》一节，就先用顺叙法陈其演变大势，再用横截法剖其体式特点。
这些方法在书中的交替使用，目的无非是便于明确、清晰地表述见解、把握对象；而有时也为了对于
前人的有关疏失有所补益。
如现代学者对律赋大多注意不够，所论往往草率粗疏，本书因此有意详之；又如历史上对俗赋和后起
的白话赋少有论及，本书则特设一节专门论之。
　　本书第六章追踪了赋在长期封建社会中所起的娱乐、政治、社交和传世等作用，指出它之所以在
历代都受到广泛的重视，其原因即在于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
尽管赋的政治效应（尤其是述颂功德）一再为统治者和儒家所反复强调，但它在社交和传世方面所发
挥的作用却是最现实、最具影响的。
以往研究对赋的艺术贡献关注不多，近来虽有改观，却又往往零敲碎打，缺乏系统的考察。
为了弥补这一点，本书第八章分题材、手法和形式三节，就赋在艺术上对诗歌、词曲、散文、戏剧和
小说创作曾发生的影响，作了一些力求全面的探索。
由此既可见赋家赋作对中国古代各类文体创作的广泛沾溉，同时也能反映出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
有的重要地位。
与上述这些内容相应，本书第七章集中介绍和评述了历史上赋的一些主要的合集、专集、散见的赋论
和赋话专著，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统赋学的历史面貌，而且能为这门古老学问的更新提供某些
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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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赋的特征　　一、赋字释义　　二、名称由来　　三、形体要素　　四、其他
特点　　第二章　赋的起源　　一、诗源说　　二、辞源说　　三、综合说　　四、赋出俳词　　第
三章　赋的分类　　一、几种方式　　二、得失小议　　三、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第四章　赋的
演变（上）　　一、辞赋　　（一）正名　　（二）问答与韵散　　（三）用韵种类　　（四）句式
述例　　（五）流变　　二、骚赋　　（一）形成、盛行于汉　　（二）抒情、直陈与用韵　　（三
）序、乱　　（四）基本句式　　（五）辞、骚二体彼此影响　　三、俳赋　　（一）俳、骈异同　
　（二）骈俪来源　　（三）赋的骈始　　（四）积渐而成　　（五）完善臻至　　（六）新变　　
第五章　赋的演变（下）　　四、律赋　　（一）试赋概况　　（二）发展势态　　（三）命题、限
韵及其他　　（四）章法句式　　（五）巧法举隅　　五、文赋　　（一）体式界定　　（二）远源
和近因　　（三）议论、骈散与用韵　　（四）功过得失　　（五）赋体的衍续　　六、俗赋与白话
赋　　（一）敦煌俗赋　　（二）循流探源　　（三）白话赋　　第六章　赋的作用　　一、娱乐　
　二、政治　　（一）颂德讽失　　（二）甄别、选拔人才　　（三）惩恶扬善　　三、社交　　（
一）日常应酬　　（二）干谒唱和　　（三）排忧解难　　四、传世　　（一）记录历史事件和人物
生平　　（二）积累文化科技成果　　第七章　赋集和赋话　　一、结集　　（一）合集　　（二）
专集　　二、评论　　（一）散见的赋论　　（二）赋话专著　　第八章　赋的影响　　一、题材　
　⋯⋯　　后记　　重印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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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赋的起源　　一、　诗源说　　历来关于赋的起源说法很多，而诗源说即是其中最古老
和最有权威性的一种。
　　最初明确提出此说的是汉代的班固。
他在《两都赋序》中说：　　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
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
⋯⋯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故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
　　班固这段话，很清楚地论述了赋继诗而兴的社会背景和政治作用。
在他看来，诗由于周末“成康没”、“王泽竭”的社会动乱而衰落，赋则因汉初武宣时的崇礼尚文而
兴盛；赋在政治上具有“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的作用，这实际上是《雅》《颂》
诗的社会、历史效应的延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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