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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辞赋研究》研究课题的系统性，理论问题的重大性，文献资料的丰富性，学术观点的新颖
性、系统性，共同构成此书的学术亮色。
该书是我国第一部汉赋研究的学术专著，它的出版，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因为它而带动了
我国当代学术界对汉赋的真正的有意义有声势的研究，在学术界具有首开风气的作用和影响。
《中国辞赋研究》收录的论文反映了辞赋专家龚克昌教授研究中国辞赋的主要成果，内容包括对中国
历代辞赋发展和重要辞赋作家作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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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汉赋讽谏帝王的奢华侈靡是不是无病呻吟的呢？
不是的，赋这样写是有鲜明的强烈的针对性的。
我们在前面说过，汉初的几个皇帝惩秦之敝，尚知节俭。
但自武帝以后，情形就不大一样了：“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
倍秦越旧。
斤斧之声，畚锸之劳，岁月不息。
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
”我们翻开六朝人所编的《三辅黄图》，书中所载的三辅地区上下千余年间所建的宫室楼台亭阁，竟
绝大部分出于汉武帝一人之手。
“武帝建元三年，开上林苑⋯⋯周袤三百里，离宫七十所，皆容千乘万骑。
”“武帝求仙，起明光宫，发燕赵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二十以下，十五以上；年满三十，出嫁之⋯
⋯时有死出者，随补之。
”武帝的好大喜功，挥霍无度，加上他的连年征战，终于把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疲惫不堪。
　　武帝以后的十几个汉王朝的皇帝又怎样呢？
他们当然没有武帝那样有雄厚的财富供自己挥霍，也没有那样的胆量放手去花。
但他们也绝不会像汉文帝那样约身束己。
这从东汉中后期的政论家王符痛斥王公贵戚的浮侈和西汉后期的成帝以及东汉中期的章帝、中后期的
安帝的诏书揭露公卿贵近的奢华即可窥见一斑。
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里说：“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
甚矣！
”《汉书·成帝纪》载，成帝诏书承认：“方今世俗奢僭罔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未
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
或乃奢侈逸豫，务广地宅，治园地，多畜奴婢，被服绮觳，设钟鼓，备女乐，车服嫁娶葬埋过制。
”《后汉书·章帝纪》也载，章帝诏书：“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为僭侈。
”王公贵近的奢华乃是最高统治者本人骄奢的反映，所以赋家们多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是有其现
实意义的。
　　汉赋作家所反映的另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统治阶级的压制人才，摧残人才。
这是剥削阶级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
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利益和其短浅的眼光，决定他们不可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如果遇到所谓英明的君主，文人的境遇还会稍好一些；一旦遇到昏君当朝，奸邪弄权，情况就更加糟
糕了。
屈原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昏聩的楚怀王、楚襄王的统治下，像屈原这样杰出的政治家，就只会落个被逐荒野与沉江自尽的下
场。
《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说的：“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
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也同属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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