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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赋以诗句为题的现象

唐颢宇

摘!要! 诗莫盛于唐!赋亦莫盛于唐" 在唐代诗赋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的大创作背景下!唐代的赋作有一种命题方式是以
诗句作为题目!即#赋用诗题%的现象" #赋用诗题%影响了赋的创作内容和主旨!体现出诗&赋两种文体在表现方式和特
征上的异同!明显地揭示出诗赋合流在唐代的文体发展中的趋势" 本文整理罗列出0全唐赋1中所有以诗句为题的赋作!
分析其意旨与写作手法" 该类唐赋既有主旨与题目所用原诗的意旨一脉相承的赋作!也有作品断章取义!扣住诗句生发
出新意旨的" 写作手法上结合了比兴和赋法!能吸收诗歌抒情性强&善于营造意境的特点!又能发挥赋重铺陈排比&议论
说理的长处" 当赋题是写景诗句时!赋作将诗句意在言外留下的余地一一展开铺叙!填充其延展空间!同时又通过合理
的延伸想象设立出新的空间与张力" 该类赋作是唐赋向诗歌靠拢的一个缩影!反映出唐代赋家探索文体特征&文体界限
时展现出的蓬勃的生命力"
关键词! 唐赋'!比兴'!赋用诗题'!诗赋合流
作者简介! 唐颢宇!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唐代诗赋和诗词创作研究" 通讯地址( 南京市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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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唐赋以诗句为题的现象

!!诗和赋作为唐代的两种最重要的文体"在唐
代体现出特别明显的合流趋势' 律诗*律赋在声
韵和对仗上的典律化几乎是同步发生的"定型时
间也基本一致' 唐代诗赋的文学理论*创作手法*
修辞技巧都有相互交叉渗透的现象' 唐诗在很多
地方对赋的语言和创作方法作出了显著的借鉴'
如唐代#以文为诗$现象的兴起"长篇叙事古风的
盛行"均可视作赋的语言对诗歌渗透的现象' 唐
代的新兴诗体排律"与新兴赋体律赋并列成为重
要的科举考试文体' 排律汲纳了赋中惯用的铺陈
手法' 赋体对*当句对*扇面对等诗歌对仗技法也
都吸收了赋的文体特征' 唐赋对唐诗的借鉴则更
为明显' 作为汉大赋之后的又一个高潮"唐赋的
写作手法与传统赋法不尽相同' 以汉大赋为代表
的典型赋作"重辞藻而轻情感"重铺排而轻比兴"
有着#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
的弊病(周振甫 0#)' 唐赋与之相比"吸收了诗
歌的长处"具有两个新的特点' 一则在劝百讽一
上作出矫正"复归比兴的传统"追求#言志$和#载
道$的实际功能' 二则学习了唐诗写景构境的手
段"改变了#极声貌以穷文$的弊端"由略显枯燥
难读的简单铺陈走向铺陈排比与寓情于景的结

合"极大地提高了美学价值"增加了张力和延展空
间"从而与唐诗一样具有言尽意无穷的韵味' 概
括地来说"唐诗和唐赋的创作"同时处在以陈子昂
#兴寄$说和殷璠#兴象$说为代表的唐代两大重
要比兴理论的指导之下"相互渗透"齐头并进'

一

唐诗和唐赋互相助益"共同发展"又保有了各
自的文体特征"彼此有所侧重' 唐赋引入诗歌的
语言和意境"以比兴手法调和了劝百讽一*缺乏情
志和穷尽辞藻*缺乏张力的弱点"获得了更加蓬勃
的生命力' 诗对赋的渗透通常是在潜移默化的情
况下自然发生的' 唐代著名的诗人往往也是优秀
的赋家和文学理论家"他们对理论的提出和作品
的实践是统一的' 譬如中唐赋坛上的重要赋家韩
愈*柳宗元"同时也是重要的诗人和文论家"他们
的诗赋作品反映出自己的文学观念' 正因为这
样"唐诗和唐赋的相互渗透才特别深入"虽然文体
不同"承担的功能各有侧重"但同一作者或同一时
期的作者群"其所具有的情志与道理是不可分割
的"表现在作品中就有了靠拢交叉的现象' 除了
渗透之外"在一些情况中唐赋与诗具有更直接的
联系' 唐赋的题材涵盖广泛*题目也包罗万"其中
一部分的赋以前人或本朝人的诗句作为题目"使
赋的内容与诗发生最直接而紧密的联系'

以诗句作为题目的赋作"在原有诗句表达情
志和写景造境的基础上用另一种方式展开描绘'
诗的特点是简洁凝练"词约义丰,赋的特点是铺排
宏伟"辞采丰蔚' 考察这一类赋作"不仅可以看出
唐赋与唐诗的互渗"亦可以看出在唐赋有意识借
鉴诗法时"因为赋本身文体特征的限制而产生的
区别"以及其另辟蹊径打破文体藩篱的手段' 笔
者将%全唐赋&中以诗句作赋题的作品以及所用
诗句的出处*作者*朝代列表如下+

%全唐赋&中以诗句为题的赋作 赋题所用诗句

赋题 作者 位置 所用诗句 出处 朝代 备注

%空 水 共 澄 鲜
赋& 张嘉贞 卷六@%WY 云日相晖映"空水共澄鲜' 谢灵运 %登江中孤

屿& 东晋
亦存诗赋同题

现象

%爱而不见赋& 萧颖士 卷七@X#X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诗!邶风!静女& 先秦

%金樽含霜赋& 孟匡朝 卷八@X%Y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江淹%望荆山& 南朝梁

%冰壶赋& 陶翰 卷八@XVV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鲍照%代白头吟& 南朝宋

开元十八年进

士科试题限韵

#清如玉壶冰
何惭宿昔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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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唐赋&中以诗句为题的赋作 赋题所用诗句

赋题 作者 位置 所用诗句 出处 朝代 备注

%南有嘉鱼赋& 李蒙
卷十一

@#$"Y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
%诗经!小雅!南有
嘉鱼& 先秦

下有杨谏同题

赋作

%蟋 蟀 鸣 西 堂
赋& 张随

卷十一

#$XV
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
此西堂' 宋玉%九辩& 战国

%直 如 朱 丝 绳
赋& 薄芬

卷十一

@#$0X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鲍照%代白头吟& 南朝宋

%南有嘉鱼赋& 杨谏
卷十二

@##UX 南有嘉鱼"烝然罩罩'
%诗经!小雅!南有
嘉鱼& 先秦

%白 云 照 春 海
赋& 姜公辅

卷十九

@#X$X 白云照春海"青山横曙天' 骆宾王%海曲书情& 唐

%冰壶赋& 崔损
卷二二

@U$#X
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何惭宿昔意"猜恨坐相仍' 鲍照%代白头吟& 南朝宋

上有陶翰同题

赋作

%曙观秋河赋& 王损之
卷二二

@U$UX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苍苍'
谢朓%暂使下都夜发
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

僚&
南朝齐

%洞 庭 春 溜 满
赋& 权德舆

卷二三

@U##W 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 阴铿%渡青草湖& 南朝梁

%行 舟 逗 远 树
赋& 权德舆

卷二三

@U##" 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 阴铿%渡青草湖& 南朝梁

此两篇源出同

一首诗中不同

的两句

%林 表 吴 岫 微
赋& 冷朝阳

卷二四

@U#Y"
云端楚山见' 林表吴岫
微' !

谢朓%休沐重还丹阳
道中诗& 南朝齐

%南风之薰赋& 张正元
卷二六

@UYU"

%南风之薰赋& 吴仲舒
卷二八

@UW%V

%南风之薰赋& 李夷亮
卷二八

@UWX"

%南风之薰赋& 李方叔
卷二八

@UWXV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
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
以阜吾民之财兮'

%南风歌&(虞舜时民
歌) 先秦

贞元五年进士

科试题' 限韵
#悦人阜财生
物咸遂$'

%海 上 生 明 月
赋& 徐晦

卷二九

@U%#X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张九龄%望月怀远& 唐

%破 镜 飞 上 天
赋& 李程

卷三二

@U0VY 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 佚名%古绝句四首& 汉

%衣锦褧衣赋& 李程
卷三二

@UV$V
硕人其颀"衣锦褧衣'

%诗经!卫风!硕
人& 先秦

衣锦褧衣"裳锦褧裳' %诗经!郑风!丰& 先秦

%望 夫 化 为 石
赋& 白行简

卷三六

@YUW#
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
不回头' 王建%望夫石& 唐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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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全唐赋&中以诗句为题的赋作 赋题所用诗句

赋题 作者 位置 所用诗句 出处 朝代 备注

%狐 死 正 丘 首
赋& 白行简

卷三六

@YU%U
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
丘' ! 屈原%哀郢& 战国

%教猱升木赋& 贾
卷四〇

@Y%W" 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
%诗经!小雅!角
弓& 先秦

%余 霞 散 成 绮
赋& 韦充

卷四一

@Y%0%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谢朓%晚登三山还望
京邑& 南朝齐

%湛 露 晞 朝 阳
赋& 张胜之

卷四一

@YXYY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
%诗经!小雅!湛
露& 先秦

丛云霭晓光"湛露晞朝阳'
裴守真%奉和太子纳
妃太平公主出降三

首&其三
唐

%月明星稀赋& 韦琮
卷四三

@YV$X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曹操%短歌行& 东汉

%天 上 种 白 榆
赋& 薛逢

卷四四

@YV0$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 佚名%陇西行& 东汉

君不见沉沉海底生珊瑚"
历历天上种白榆' 白居易%涧底松 唐

白居易早于薛

逢"薛逢为会
昌元年进士"
当能见白诗'

%马 惜 锦 障 泥
赋& 王棨

卷四五

@W$VV

临流不肯渡"似惜锦障泥' 李白%紫骝马& 唐

人夸绫步障"马惜锦障泥'

刘禹锡%三月三日与
乐天及河南李尹奉陪

裴令公泛洛禊饮各赋

十二韵&

唐

%握 中 有 玄 璧
赋& 李为

卷四七

@WU$" 握中有玄璧"本自荆山璆' 刘琨%重赠卢谌诗& 西晋

%人生几何赋& 徐寅
卷五〇

@WWX#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
如朝露"去日苦多' 曹操%短歌行& 东汉

%山 暝 孤 猿 吟
赋& 徐寅

卷五〇

@WW0% 日出众鸟散"山暝孤猿吟' 谢朓%郡内高斋闲坐
答吕法曹& 南朝齐

%密 雨 如 散 丝
赋& 李铎

卷五一

@W"0X 腾云似涌烟"密雨如散丝' 张协 %杂诗十首&其
三! 西晋

%华 月 照 方 池
赋& 李濋

卷五五

@WV%X 华月照方池"列坐金殿侧' 江淹%杂体诗!效刘
桢5感遇6& 南朝

%明 月 照 高 楼
赋& 郑遥

卷五七

@"$0W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 曹植%七哀诗& 魏

%明 月 照 积 雪
赋& 阙名

卷五八

@"#VV 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 谢灵运%岁暮& 东晋
本赋出自敦煌

文!

!!上表中所收录的赋"都是直接以诗句为题"或
者以增删一二字后的诗句为题"可以明显看出
#赋用诗题$的迹象' 有三种情况的赋作不在其

列+ 其一"赋题和诗句同出于某一典故的作品'
赋作会以常见的典故为主旨进行创作"诗歌中也
经常用到这些典故"二者只是典出同源引起暗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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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不存在必然联系' 如滕迈的%狐听冰
赋&与温庭筠的#激扬衔箭虎"疑惧听冰狐$ (%开
成五年秋"抱疾郊野' 自伤书怀一百韵&) (彭定
求"第五百八十卷 %XYU)' 滕迈为元和间人"早
于温庭筠"不可能见过温诗' 他们恰好都运用了
狐狸性情谨慎多疑"渡河时先听得冰下无流水之
声方才放心走过的典故"故此类型均不收入'

其二"赋题文字与某首诗偶有相同"但二者间
没有必然联系' 如韦应物有诗%答郑骑曹青橘绝
句&+#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亦未黄' 书后
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彭定求"第一百
九十卷 #V"Y)说的是韦应物的朋友生病想吃橘
子"韦应物十分关心' 然而是时并非橘子成熟的
季节"虽然想如王羲之一样随信寄三百颗橘子来
却办不到' 仲子陵*冷朝阳*可频瑜三人均有%洞
庭献新橘赋&' 这是一篇律赋"限韵#湖海清和远
人修贡$(简宗梧!李时铭"卷二四 U#WX)"从限
韵可看出是颂圣寓意的' 仲子陵破题即云#皇帝
垂衣裳而治万国"舞干戚而来九区"包之橘柚"至
于江湖$(简宗梧!李时铭"卷二四 U#WX)' 这种
情况与语出同典类似' 以橘产自洞庭者为佳"文
人称橘"则自然而然冠上洞庭"而致暗合' 故此类
亦不收入'

其三"赋题只截取了某句诗中几个字"要将题
目与限韵结合考察其具体情况再行判断' 如鲍照
%代白头吟&中名句#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何
惭宿昔意"猜恨转相仍$ (萧统"卷第二十八
#YUX)"唐代与之相关的赋作甚众' 薄芬的%直如
朱丝绳赋&直接用诗句为题"故收入表中' 庾承
宣有%朱丝绳赋&"敦煌文有不知名者所作的%朱
丝绳赋&%玉壶冰赋&"陶翰与崔损有%冰壶赋&"这
些题目虽然也与鲍诗相关"不过仅用其喻体"而没
有加入#直$和#清$的特质"未必是从鲍照诗中而
来"可能只是选取物象与之有所暗合' %冰壶赋&
为开元十八年进士科试题"其限韵为#清如玉壶
冰"何惭宿昔意$"这两句确实是出自鲍照原诗之
中的' 唐代试赋的限韵有三个功能"#注题目之
解"示程式之意"杜抄袭之门$ (王冠"第三册
YW#)' 限韵作为题目的注解"和题目一起构成了
试赋命题要求' 所以%冰壶赋&的题旨与鲍诗密
不可分"故而收入' %朱丝绳赋&和%玉壶冰赋&也
是试赋"%朱丝绳赋&是贞元十年博学宏词科考
题"是唐代试赋中较为罕有的不限韵的题目,%玉

壶冰赋&的限韵是#坚白贞虚作人之则$ (简宗梧
!李时铭"卷六〇 "WYU)"纯粹就玉壶冰三字申
发' 此二题的题旨都未必与鲍照的诗句相关"所
以均不收入'

此外"白行简%狐死正丘首赋&题出屈原%哀
郢&"张随%蟋蟀鸣西堂赋&题出宋玉%九辩&' 这
两篇是用楚辞的句子作为赋题' 楚辞的文体介于
诗和赋之间"本表收入二作"特此说明'

上表严格地限定了#赋用诗题$的准则"明确
赋题是从某诗中引出的先决条件"在之后的分析
中"#断章取义$是#赋用诗题$很大的一个特点"
所以不能前后颠倒"从赋中的文字主旨判断是否
用了某句诗为题"从而保证了不将同典*暗合等情
况混入'

按照所用诗句的原意"我们将#赋用诗题$大
致分为两类情况"一类为含有表意性质的诗句"如
#人生几何$#爱而不见$#南风之薰$#南有嘉鱼$
#直如朱丝绳$ #狐死正首丘$等' 或者是从侧面
体现原诗作者感情倾向"以比兴手法言情言志的
情况"如#金樽坐含霜$ #蟋蟀鸣西堂$ #山暝孤猿
吟$#握中有玄璧$等' 另一类为纯写景的诗句"
写景在诗歌中具有起兴的作用"但是作者由景象
而表达的兴义和读者从诗句中接受的兴义有所不

同"所以它是具有多义性的"诗歌超强的延展力也
正由此而来' 这种情况下"赋中的兴义与原诗的
兴义未必要完全吻合' 或者说"原诗句只是写景
起兴的一个语境"换一个语境则可以兴起不同之
意' 此类赋题有如#空水共澄鲜$ #白云照春海$
#洞庭春溜满$ #密雨如散丝$ #余霞散成绮$ #华
月照方池$#明月照积雪$等等' 无论是以表意的
诗句还是写景的诗句作为标题"赋作家可以自由
选择延续原诗的意旨"或断章取义围绕新的兴义作
为主题思想进行创作' 以表意类诗句为题目的赋
作"可以考察其意旨"与原诗意旨作对比"以研究其
中的继承和生发' 以写景诗句为题目的赋作"因为
没有固定的思想内涵"它们的主旨是以断章取义为
主的' 可以考察其写作方法*艺术手段*美学境界
等方面与原诗的异同' 下面即从这几个方面来对
唐代的#赋用诗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论述'

二

以表意的诗句作为题目的赋作品"在展开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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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一定会牢扣住这句诗去写' 比较全赋的意旨
和原诗全篇整体的主旨"一部分赋作的主旨尊重
原义"在诗歌主旨的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铺展扩
充' 另一部分则对标题的诗句断章取义"其主旨
不管原诗通篇的含义"只扣住题目所用的这一句
诗来生发新的意思'

第一种情况"即尊重原义的赋作"比如贞元五
年进士科试题%南风之薰赋&以#悦人阜财生物咸
遂$为限韵' 赋题加上限韵"基本上就涵盖了%南
风歌&整体的大意' %南风歌&相传为虞舜时的民
歌"全诗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
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沈德潜"卷一
Y)' 显而易见"此赋作为科举的#命题作文$"是
要求就诗意展开铺叙' %全唐赋&中存有的四篇
赋作"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引申的"然而赋的篇
幅长"内容远较诗而详细丰富' 张正元的赋作破
题云+#昔者南风和醇"明德维新' 创五法而配
夏"感万物之如春' 不然者"夔何以得为典乐"舜
何以尊为圣人者哉-$扣住南风使万物如春"生机
勃勃来写' 第五韵中曰+#有孚颙若"至德休哉'
足以成天下之务"畜天下之财'$ (简宗梧!李时
铭"卷二六 UYU")扣住南风#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来写' 六*七韵用以颂圣"#今国家以义为利"知
风之自' 实皇猷之穆穆"因王道之易易$"#未若
我皇内协正德"外和厚生$ (卷二六 UYU")"美王
道之敦厚有德' 王道能使民取利以安民生"深合
南风惠然的特点"也与%南风歌&颂美舜相贴切'
吴仲舒的作品在第三韵说道+#薰风之有德也"使
国富而人安,薰风之有惠也"使时和而俗阜$ (卷
二八 UW%V)"完全在涵括%南风歌&的意思"或者
说是将%南风歌&换了一种方法来表述' 李夷亮
第三韵说 #伊昔虞帝君临"忧劳是切$ (卷二八
UWX")' 第七韵+#是以东作之勤"不遗于帝力,南
风之咏"屡起于皇情'$第八韵+#惟德斯硕"惟财
孔阜'$(卷二八 UWX")李方叔第五韵+#自其南而
掩器"一其薰而阜财$ (卷二八 UW0$)' 都紧扣
%南风歌&的主旨来申发文义' 与此相类的还有
题为%南有嘉鱼&的两篇律赋"以#乐得贤者$为
韵"题目和限韵合起来也是概述了%小雅&中原作
的意旨"作赋者按题目要求来写"自然就贴合原诗
的意思"成为了这首诗的铺叙和引申' 此类型的
赋用诗题"通常以严肃的*经典的诗篇为取材"以
述道或颂圣为旨趣"风格趋向于端正肃穆"典雅

堂皇'
与此相反的是"有些赋作把赋题用的诗句从

原诗中剥离"从而具有断章取义的特点' 如薄芬
的%直如朱丝绳赋&"取自鲍照%代白头吟&中开头
两句#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鲍诗接下来的
两句是一个转折#何惭宿昔意"猜恨转相仍'$全
诗含有刺人君不念旧恩"戕害贤良的意旨' 这首
诗开头以比法兴起"加深转折#猜恨转相仍$的对
比"使全诗的情感表达更强烈和痛苦' 其后#人
情贱恩旧"世议逐衰兴' 毫发一为瑕"丘山不可
胜' /001周王日沦惑"汉帝益嗟称' /001古
来共如此"非君独抚膺$ (萧统"卷第二十八
#YUX2U0)"都是申说怨愤之语' 纵观薄芬的赋
作"只继承了#直如朱丝绳$单句的意思"以朱丝
绳作为喻体*正直的贤臣作为本体' 详细阐述选
贤用能*举直错诸枉应按照#朱丝绳$的标准' 全
赋的题旨扣在为政者用人之法上"并无一言诉怨"
甚至不怎么带有感情色彩' 薄芬这篇赋是一篇以
题为韵的律赋"没有限韵成为更多的补充要求"只
需要紧扣#直如朱丝绳$一句来写'

赋中第二韵+#且取其直也"故能为道之逆
旅"为义之蘧庐' 为人之端操"为政之权舆' 于以
方内"君子所如' 木从之则正"君受之则圣'$(简
宗梧!李时铭"卷十一 #$0X)详细阐述为什么要
明君用人取#直$"极言正直的好处和对从政的助
益' 薄芬提出"直是道和义所栖居的地方"人的端
正操守决定了王政的萌兴' 君王如善于用正直的
人"就能成为#不言而化$的圣人了' 第四韵说到
#举直错诸枉$+#俾夫贪者栗栗"智者兢兢' 其为
举直错枉"当有事于从绳'$ (卷十一 #$0X)将朱
丝绳的直和%论语&中说的#直$相结合来佐证自
己的立论' 这是薄芬此赋大致的意旨' 反观鲍照
的原诗"第一第二句之后根本就不再就#直$和
#清$两种品格展开"通篇主要是说贤人昔日得用
今日见弃"以刺君王寡恩薄幸' 薄赋与鲍诗的主
旨彻底脱离"所以#举直错枉$是薄芬此赋对于
#直如朱丝绳$进行的新的*有个性的生发' 这篇
赋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通篇用且只用比法"鲍
照的诗作只有第一句#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
是用比法"其后或用兴法引起"或以赋法直陈"而
薄芬通篇用比"在后面有关创作手法的讨论中再
对这个问题进行详述'

上述诸篇赋作"作为题目的诗句都是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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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表意的句子"题旨扣此句进行合理恰当的延伸'
另一些赋作所用的题目为含有较强感情色彩的诗

句"诗作者以比兴手法言情或言志"也可视作侧面
的表意' 同样"赋作者在铺叙诗句的时候"未必会
沿着原诗起兴的方向进行"更多的是另辟蹊径"兴
起不同的意旨"甚至连感情色彩都完全扭转' 如
孟匡朝的%金樽含霜赋&"题目语出江淹%望荆山&
中两句+#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萧统"卷二
十七 #U%")' 江淹的原作有非常感伤的情感基
调+#/001岁晏君如何- 零泪染衣裳' 玉柱空
掩露"金樽坐含霜' 一闻苦寒奏"再使艳歌伤$
(卷二十七 #U%")' 其实被用作赋题的#金樽坐
寒霜$单独一句"已经足够营造的秋夜萧瑟凄凉
的氛围"表达诗人逆旅悲愁的心境' 置酒而无心
去饮"复兼寒意凛然"才会致使金樽结霜' 但是孟
匡朝的赋作从另一个角度去写"非但一点都不凄
凉"甚至很轻松欢快' %金樽含霜赋&是一篇骈
赋"没有限韵进行更多的约束"#金樽坐含霜$就
是题目要求的全部了' 这篇赋点明主旨的语句在
第二段+#霜入室兮夜何长' 樽含霜而醴澈"霜赋
醴而金光' 适足劲乎玉性"亦何伤乎酒香$(简宗
梧!李时铭"卷八 X%Y)' 孟匡朝对#金樽含霜$
的状态持赞美态度"认为酒*霜*金樽三者相得益
彰"互为增色' 第三段中说+#樽既可赏"觞亦可
观' /001心饮冰兮犹热"酒飞霜兮岂寒'$ (卷
八 X%Y)即使不看江淹之诗通篇的感情基调"#金
樽含霜$四个字中蕴含的寒意萧索也是无法掩去
的' 所以孟匡朝为了靠拢#适足劲乎玉性"亦何
伤乎酒香$的立意"强调心热则不觉霜冷"反觉其
质之清' 不觉其寒"是由于孟匡朝作此篇赋时处
在#明命充选"俾士全谋$"#并错薪而翘楚"异攀
桂之淹留$的背景下(卷八 X%Y)' 贤者为官"聚
会饮宴"其乐融融泄泄,强调其清"是赞美共宴之
同侪如霜如玉的高洁情操"并最终归结于#于是
执简为名"比玉同贞' 结而能白"冲而不盈$ (卷
八 X%W)' 这篇赋也是不管题目所用诗句的原来
语境和起兴"赋作者自己就诗句本身来铺叙"提出
新的兴义的典型作品' 为了使前后意境一致"解
决赋作与诗句本身意蕴不合的矛盾"还特意用笔
墨进行合理解释以冲淡悲愁凄凉的氛围'

赋的主旨是由题目和限韵结合进行规划的"
类似于命题作文' 当一篇赋以诗句作为题目时"
只需要紧扣题目及限韵的内容既可' 如果赋的主

旨必须与原诗的主旨相同"就相当于不仅限题"同
时又限作意' 那么每个人的生发都不会离开原诗
太远' 唐代的赋作"即使是形式上很严格的科举
试赋"也不喜欢太限制文人的才思' 这也是唐代
试赋促进赋的发展"科场多有好赋出现的原因'
而自宋往后崇尚因难见巧"限制越来越多"条件越
来越苛刻"反而对律赋形成过量的束缚"科举中产
生的优秀赋作自然就是凤毛麟角了' 所以唐赋中
#断章取义$的类型才是赋用诗题的主流' 赋作
者可以灵活应变"生发出多样化的题旨"很多#赋
用诗题$存有同题赋作"作者的立意和表达各有
不同"显得异彩纷呈'

三

以写景的诗句作为题目的唐赋"除非具有特
别明显的感情基调"通常情况下赋作者由原诗句
中一点引申开"极尽想象之能事"从多方面展开铺
叙"具有扩充原诗句意境或引起新的意境的特点'
这是由于写景诗句具有比兴涵义多样化的特点"
作者由景物领会到的*表达出的兴义"读者由诗句
接受到的兴义"赋家二次创作时所要表达的兴义
都可以不同' 对比此类赋作与被用作标题的原诗
句"能够看出诗尚凝练而赋尚铺陈的特征' 作者
会寻找一个或几个与原诗句相关的方向进行展开

描绘"也就类似现在所说的合理想象与扩写'
典型作品如权德舆的%洞庭春溜满赋&和%行

舟逗远树赋&"赋题同出自阴铿的%渡青草湖&'
全诗为+#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 沅水桃花
色"湘流杜若香' 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 带天
澄迥碧"映日动浮光' 行舟逗远树"度鸟息危樯'
滔滔不可测"一苇讵能航'$ (沈德潜"卷十四
YU0)这首诗采用了六朝诗歌和唐诗中都很常见
的结构"前十句写景"最后两句用抒情或说理来总
结诗意"拔高主旨' 写景的十句是五个对仗"权德
舆选取其中最为出色的两句"第一句#洞庭春溜
满$和第九句#行舟逗远树$敷衍成赋' 阴铿的诗
在写景时秉持词约义丰的原则"首先"就单句来
看"句中内容非常丰富' #洞庭春溜满$"洞庭是
水名"也包含着浩荡无垠*平湖千里的意境' #春
溜$二字十分警策"是一个诗眼' #溜$含有动态
的美"既能联想到清露悬垂"又能联想到水珠动
散' #春$不仅指时令"也暗含着青碧的颜色和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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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生机"春日湖边的物景"不备写而尽在诗中'
#满$体现出春水新涨的饱满平滑感' 同一处湖
水"在不同季节和天气呈现出来的外观也是不同
的' 这句还暗含了洞庭湖在晴好春天澄澈*清透*
明亮*空莹的特点' 五字之中"包含了如此大的信
息量' 就全篇来看"先写湖面和锦帆"继而写桃花
杜若"给画面着色添香,继而纵深延展长度"再则
写到光影的浮荡变换"最后是画面中的动景"是整
体大背景上划过的#行舟$和#度鸟$' 这首诗中
另一个警策的字出现了"#逗$' 因为行舟远去"
岸边的诗人在眺望远景时以树和舟的相对位置来

判断舟行之轨迹"但是舟与树俱远"使诗人看不出
舟是行还是停"可能要过比较长的时间才能感受
到目力可及的明显位移' 逗的意思是短暂停留"
诗人用此一字就形象地表现出这种实际场景' 好
诗就如好画"有背景*前景"近景*远景"静景*动
景"留白' 有底色"有亮色"有光影的效果' 诗还
可以用通感的手法引入声音*香气等听觉或嗅觉
上的感受' 阴铿这首诗正是每一联对仗都承担构
建画面的一个不同功能"共同组成了一幅纤秾合
宜的山水画' 所以"每一句的意思都不同"都很
丰富'

权德舆选取了全诗中最出色的两句"可谓是
字字精炼' 权德舆以赋的手法分别将其进行铺
陈"将单句中因为词约义丰而具有巨大张力的美
彻底地延展开来,将句中用兴法营造美学境界时
所没有尽述的意象都一一罗列' 所以原句的兴法
被化成赋法*远景被拉作近景*虚写被变为实写'
这其中就体现出了诗和赋在美学上的不同表现手

段' 诗给读者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充盈的审美
体验"很多对于#象$的构造都是不具体说明的"
而要靠延展*想象' 赋则把这些都具体细化地用
恰当的语言表现出来' #湖渺渺兮荡东风以发
春"春溜满兮连净绿以无垠$ (简宗梧!李时铭"
卷二三 U##W)' 权赋开篇两句是对#洞庭春溜
满$的具体展开"把#春$和#满$暗含的意思进行
具象化的表达' #反照安流"烟花明丽"霞生水
底"鸟没空际$描绘的景象是原诗所无"原诗的洞
庭春景被#春溜$两字营造的氛围概括入其中了"
而权赋这四句即对未曾明言的洞庭湖畔春景作出

了合理想象' 第三段写到#路转涔阳"波连沅湘$
(卷二三 U##W)' 因为这篇赋还有个副标题#送
陆灞赴荆州$"而后面的%行舟逗远树赋&亦有副

标题#送严謩赴东阳$' 两篇赋都以送行为主题"
恰与#行舟$相切合' 这是在情感方向对原诗进
行合乎情理的引申' 作者写送行用了五个骚体
句+#杜蘅秀兮蕙若芳' 写云翠兮沉夕阳' 月明
露下霭苍苍' 结遐想于骚人兮"悄目极以心伤'$
(卷二三 U##W)五句之中蕴含了时间和空间的推
移"以象起兴"写出由友人渐行渐远而产生的寂寞
伤怀' 诗歌非常擅长通过比兴手法营造#言尽而
意无穷$的美学境界"给读者留下巨大的想象延
展空间' 当赋把诗歌没有尽述的部分都一一描
写"落到实处后"延展空间就被缩小了' 赋作者处
理这个矛盾的方式是在扩写过程中创造新的境

界"在新的方向上开发出#言尽意无穷$的张力'
五句描写送行骚体句中"#写云翠兮沉夕阳$正是
承担营造意境的写景句子' 它与#洞庭春溜满$
没有违和但美学境界并不相同"作者在把原诗的
想象空间延伸完后又设了新的想象空间"兴起了
新的延伸余地' 最后一段结作#远泛桃花之浪"
去从莲府之辟' 云兮水兮"指前程于空碧$(卷二
三 U##W)' 落到送行之实"同时紧扣#洞庭春溜
满$空碧无垠的特点'

%行舟逗远树赋&铺展原诗句为#逗远树之晴
影"泛春江之碧流$ (简宗梧!李时铭"卷二三
U##")' 继而在第二段中进一步展开对行舟的铺
叙+#的的轻舟"亭亭远质' 喜扬舲之渐近"嗟转
岸而还失$' 对远树"也是舟行之背景的铺叙+
#映微波以葱蒨"贮岚翠之蒙密$' 之后都是以骚
体句法写送别之哀怨愁思+#柳怨别兮枫伤春'
望不辨兮愁杀人' 空江边兮远郊外"纷离绪兮相
对颦' 摽落照以微明"幂夕烟而又晦$"#波茫茫
兮景沉沉"思结缆于清阴' 惜归舟之不驻"伤远目
以轸离心$(卷二三 U##")' #望不辨$三字和#伤
远目$三字皆扣住句眼#逗$字而作' 这两篇赋都
是通篇用兴法写成"在对原诗句进行展开铺叙的
过程里"有将暧昧隐幽的兴法的审美特征给具象
化*明朗化"从而一定程度上变为赋法的特点' 但
是作者又不停地以新的构象来起兴"从别的方向
生出新延展空间来'

%行舟逗远树赋&另一个特点是第三段骚体
句的平仄隔句交替押韵"可视作#平仄韵错叶$
格' #春$ #人$都是上平十一真韵"#外$是去声
九泰"#颦$又是十一真"这四句相当于一首绝句
的押法' 后面两句的#明$不是韵字"#晦$属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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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十一队"与九泰是邻韵通押的关系' 就音韵上
来看"错叶法营造出了一种似不严密实则押韵的
错综美感"增加了陌生化效果' 能使读者的目光
不自觉地多停留于其上"反复探究诵读"从而从侧
面增加了感染力' #平仄韵错叶格$在后来的一
些词牌中被广泛运用"比如%酒泉子& (以温庭筠
词为例)+#罗带惹香' 犹系别时红豆' 泪痕新"
金缕旧' 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 还是去年时
节' 绿阴浓"芳草歇"柳花狂$ (龙榆生 #0U)'
%上行杯&(以孙光宪词为例)+#草草离亭鞍马"从
远道*此地分襟' 燕宋秦吴千万里' 无辞一醉'
野棠开"江草湿' 伫立' 沾泣' 征骑骎骎'$ (龙
榆生 #0#)凡是句点处皆为韵字"%酒泉子&#四平
韵为主"四仄韵两部错叶$ (龙榆生 #0U),%上行
杯& #两平韵为主"五仄韵两部错叶$ (龙榆生
#0#)'

从以写景的诗句为题的赋作中"可以看出赋
家在#断章取义$进行扩写时的一些写作手法'
赋作者合理地融合和变化了诗歌技巧与创作手

段"作品的抒情性比较强"写景构境精当"经常能
引诗境入赋"所以其文体特征介于诗赋之间' 与
之相反的另一种情况"也有少数赋作在写作手法
上具有以赋中擅长的议论说理来代替抒情的特

点' 如前文提到薄芬的%直如朱丝绳赋&"通篇用
比法写成"既没有一句单纯的描写"也没有任何以
兴法对美学效果的追求' 鲍照#直如朱丝绳"清
如玉壶冰$两句虽为比法"亦是为了起兴"其后有
用赋法直接表情述志的#人情贱恩旧"世义逐衰
兴$"也有以兴法暗含哀愁和#刺$意的#凫鹄远成
美"薪刍前见凌$ (萧统"卷第二十八 #YUX)' 薄
芬的赋中剥离了所有诗境"按照现在的说法"即非
抒情散文而是一篇议论文' 所有比法都为了议论
说理存在' #如砥之平"如竿之植' 不舒卷以随
用"终劲挺而立极$ (简宗梧!李时铭"卷十一
#$0X)是以绳子之直比喻贤人正直的操守' #且
取其直也"故能为道之逆旅"为义之蘧庐$将#直$
的品格比作#道$和#义$停留的旅舍"化虚为实"
说理清晰"十分形象' #其为用也"不资于善结'
其为兴也"盖取于无私' 以之为准也"则矫枉有
度,以之辨物也"乃去邪勿疑$ (卷十一 #$0X)既
是说绳子的功用"也是比喻人君选贤的准则' 可
见"这篇赋的特点是通篇议论毫无抒情"更无写景
构象营造意境"兴法的审美功能在本赋中缺席'

去除诗境而取代以赋所擅长的手法"不取诗之长
处入赋"反以赋之所长代替所有诗的特点"是赋用
诗题中比较特别的现象' 综上"大多数以诗句为
题的赋作"虽然是#断章取义$"其文体特征都会
或多或少地向诗靠拢' 但也有突出赋的文体特征
以与诗彻底区别开的情况'

以上几种情况"与赋题所用诗的朝代构成有
一定关系' 以诗为题的赋作通常取法于诗"所以
这个现象的本质是由比兴原初义仅具有致美刺的

实用性"此后由兴法所产生的美学价值越来越高*
越来越重要的发展脉络所引起的' 赋题用先秦的
%诗经&%楚辞&及其他歌谣"基本都是按照所用作
赋题的诗歌原义展开' 用两汉三国诗"则单取景
与并取意兼而有之"用魏晋及唐诗"基本都是纯粹
取景"不及全篇了' 这是由于刘勰比兴理论和殷
璠兴象理论的提出"使比兴的美学价值越来越高"
寓情于景的写作手法日趋成熟而造成的'

结<语

在唐代一千五百余篇赋作中"以诗句为题的
唐赋只占一小部分' 虽然这类赋作的数量不多"
却十分的典型"它们形成了唐代诗赋合流的大背
景之下一种特殊的创作方式"是诗赋合流具体体
现在表现手法*创作技法*主旨确立几方面的一个
缩影' 这类赋作直接反映了比兴与赋法的沟通*
诗与赋在文体上可以达到的交互和必须保有的区

别' 以诗句为题目的赋作有四个较为显著的特
点' 其一"赋中使用#断章取义$的立意方式"摒
弃所用诗句的原有兴义"由字面重新起兴"抒发作
者的个人情志或引起新的理趣议论' 这是#赋用
比兴$在言志*致美刺的实用意义中的体现' 其
二"以写景为主或以写景类诗句为题的赋作将原
诗句中兴法写景构境言之不尽的部分以赋法铺陈

备至"但又在铺陈的过程中设法由他处兴起新的
意境*产生新的张力' 这种发散性延伸的方法是
#赋用比兴$在美学意义中的体现' 其三"赋法说
理议论与兴法写景抒情在该类赋作中得以灵活转

换*自由融会"揭示了这两种文体各自的特点和互
相借鉴的地方' 其四"赋的技法和诗歌的技法在
该类赋作中自然而然地融会贯通"为彼此增色"拓
展了文体的可能性' 一般来说"赋较于诗具有乏
情和极声貌以穷文的弊病"唐赋的创作手段比之

!##0!



浅析唐赋以诗句为题的现象

唐以前的赋作更加丰富多姿"一改汉赋手法单薄
的缺点"情致婉转"气象宏丽"议论清晰"结构匀
称' 兼具铺陈与含蓄的长处*赋法的表现力和诗
境的延展力"不得不说唐诗对唐赋的渗透居功至
伟' 以诗句为题目的赋作本身就是诗赋两种文体
相结合之产物"既可看作是唐诗与唐赋边缘相互
重叠的部分"亦可看作是沟通唐诗与唐赋的桥梁'
因为直接"所以鲜明"了解了此中诗赋沟通的手
段"再看其他唐赋潜移默化吸收唐诗精华的地方
更能有所印证' 以小见大"唐赋与唐诗的互渗由
之可作管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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