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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漢代與漢大賦漢代與漢大賦

• 西漢、東漢相加總四百多年的歷史（公元前
206— 公元 220 ）

• 漢代是中國政治上統一之後，統治時間最長久
的朝代，在漢武帝鼎盛時期，府庫充實、 人才
輩出，向內削弱藩國、實施郡縣制，又向外伐
匈奴、通西域，不斷開疆闢地，如何維持一統
「天下」的局勢，因此成為漢武帝終生最重要
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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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如何讀如何讀 // 寫漢賦？寫漢賦？

• 公元前 141 年漢武帝即位時，還是以竹簡布帛
與毛筆刻刀為訊息記載與傳遞的主要工具，在
書寫工具的侷限下，西漢朝廷中竟然出現動輒
數千言的大賦，我們想像漢大賦作者，在下筆
前的思考、記憶與字句斟酌，是如何在心中一
次又一次的編織與重整，而閱讀者似乎也必須
事先具備某種程度的共識，否則難以在閱聽的
瞬間做出預期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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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如何讀如何讀 // 寫漢賦？寫漢賦？

• 漢代大賦最重要的作家司馬相如的名篇──
超過 3500 字的《子虛／上林賦》，除了長
篇
大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充滿典故，
駢儷華詞，以及許多悅耳的重言疊字與複音
詞，查詢相關字詞就要花一番功夫，讓人不
禁好奇當時宮廷中的君王、大臣們，是如何
理解並欣賞這類大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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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如何讀如何讀 // 寫漢賦？寫漢賦？
• 一定需要懂得每個字詞的意思嗎？一定要逐次把握每一

段的意旨嗎？如果不是每人手上都有一篇文章，那麼是
否更需要加強誦讀與聽聞？甚至我們可以假設，大賦是
否應該要召喚更多共同記憶，更多大家熟記在心的文字
段落？而我們因此是否就可以設想當時的君臣們，是多
麼博學多聞，而大賦又是如何契合一種當時的博學眼光？
而這樣博學雕藻的大賦就興盛於大一統的漢代，這種文
體究竟與當時的「天下」觀會有甚麼樣的關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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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沒有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

• 沒有出現總集、別集的區分

• 沒有體裁上 「詩」 與 「 文 」或「騷 ( 或稱
「辭」 )」  與「賦」的區分

• 「文學」與經學、史學或諸子思想不須分別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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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子虛／上林賦》其實不是以我們現在認定
的「賦」體來寫作，而是優遊在還沒有嚴格
限 制 的 書 寫 型 態 （ 而 不 是嚴格劃分的 「 文
體」）中，當然也可以說司馬相如的書寫其
實是承接了先秦各種各樣的口說或書寫型態
與題材。漢大賦的源頭，可能是屈原、宋玉
的楚辭類作品，也可能是源自於戰國時代遊
說 之 士 （ Warring States traveling 
persuader) 的修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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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西元前 179年出生於蜀地的司馬相如，從小就

讀書學劍，文武兼備，更因為仰慕戰國時藺 相
如的智勇雙全，能夠憑藉辭令保全趙國，而與
秦國周旋，於是將小名「犬子」改為「相如」。

• 藺相如，是一個能夠周旋大國之間，以機智的
言詞化解紛爭危難的著名人物，先秦這類人物
不勝枚舉，如子產（？－前 522 年）、晏嬰（？
─前 500 年）、蘇秦（？─前 317年）、張
儀（？─前 310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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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從《周禮》、《國語》及《左傳》中的記載，
我們發現王侯身邊聚集著大夫、士、史官、
樂（工）這些人，他們有很豐富的人文知識，

孰悉歷史事件、四方風物、自然現象等等，
還懂得吟詩、誦賦，偶而也會機警的諷諫，
王侯可能接受勸諫，當然也喜歡聽到多采多
姿的歷史傳說，或他方異地的奇聞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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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枚乘《七發》虛擬一篇醫生與病人的問答，
藉著吳客先向楚太子問診，然後逐步提出
不同的藥方，包括從事聽樂、飲食、馳騁
車馬、遊宴、田獵、觀濤等活動，來觀察
楚太子的反應，然而，只有末尾提出的各
家道術學說，才終於讓楚太子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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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在王侯身邊說故事的人

• 這是希望楚太子不要沉溺於享樂，應該剪
除種種嗜欲，尋求身體的平衡有節。這個
道理並不深奧，反而很簡單明瞭，楚太子
不可能不懂，那麼，吳客為什麼還需要不
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提出各種感官享樂來
進行測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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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欲望的聯想欲望的聯想
• 《呂氏春秋》的《本味》篇記載，伊尹正是

 透過描摹天下的美味來打動商湯，包括「肉之
美者」、「魚之美者」、「菜之美者」、「和
（調味）之美者」、「飯之美者」、 「水之美
者」到「果之美者」，其中如「鰩」，形狀像
鯉魚，但是加上翅膀，「常從西海夜飛，游於
東海」，又如吃了之後可以解除疲勞、成仙不
死的崑崙之蘋、壽木之花、赤木與玄木之葉，
甚至還杜撰人所不知的水果「甘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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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欲望的聯想欲望的聯想

• 從烹調的講究入手，每一項物品不再只是
個別地平行陳列，而是歷經滅除腥羶、沸
騰融合的過程，這一方面使得「味」不只
出自「物」本身，還牽涉烹煮必需的水、
火、木（所謂三材）；另一方面，所以成
為「美味」，也不只是每一物所固有的單
一質性（如甘、酸、辛、肥、澹等），而
是透過水、火、木與物共同作用後的微妙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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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4.  欲望的聯想欲望的聯想
• 伊尹在這番「滋味」說當中，並未明確指

出希望商湯理解的「道」，究竟是「仁
義」之道，或道家的「自然」之道，但是
卻都可以藉由滋味的「中和」體驗，暗示
一種天地萬物之間彼此相互成就、彼此成
全所獲得的美妙，就如同君王治理之道，
也就是融合天地、萬物與眾人而達到和諧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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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  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
• 這當然是迂迴的說話方式，臣子既不是直接講道理、提

原則，君王在狀態或情態的領會可能比單獨的字義或詞
意的理解來得重要。

• 從「美味」分成肉、魚、菜、和（調味） 、
飯、水、果幾個段落。

• 將「嗜欲」分成聽樂、飲食、馳騁車馬、遊宴、田獵、
觀濤等不同面向。

• 將天子游獵分成水澤、山陵、宮觀、動植物、校獵馳射、
宴飲舞樂，以及最後節儉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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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
• 反覆傳授與背誦的記憶資料庫

• 一方面，它讓記憶循主線鋪展，方便講誦者當場串講，
比方以美味為主題，就從肉、魚、菜聯繫到飯、果等素
材。

• 二方面，當這種平行推衍的單元組合為聆聽 者所熟悉，
聽者被期待成為一個「知情者」，容易進入逐層推衍中
的反覆暗示，比如從烹煮的素材到提煉中和的品味，讓
聽者得以忽略過程中不完全聽懂、認得的一字、一物，
而順利掌握各單元組合後的整體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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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
• 像賦一樣的長篇論述所以能在君臣間透過口耳誦聽即相

互理解，另一個重要的原由，也許可以從雙聲疊韻的複
音詞（或者稱為連綿詞）的大量運用來說明。

• 這些連綿詞基本上是「憑音達意」，在口語賦誦時，常
常是有音無字，只好各憑其聲，各製其字，字形也許不
同，但是藉助語音所提供的訊息，卻可以從上下文理解
連綿詞所要表示的狀態，當然，這狀態的理解就很難要
求如同個別字義或事物的定義一般準確，而是一種烘托
而成的繚繞氣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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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

• 「煌煌」ㄏㄨㄤˊㄏㄨㄤˊ、「參差」ㄘㄣ ㄘ 、 
  「猗儺」一 ㄋㄨㄛˊ、「瀺灂」ㄔㄢˊㄓㄨㄛˊ、  
  「沈沈（湛湛） 」ㄔㄣˊㄔㄣˊ／ㄓㄢˋㄓㄢˋ、
  「澹淡」ㄉㄢˋㄉㄢˋ、「菲菲」ㄈㄟ ㄈㄟ 、 
  「箾蔘（櫹槮）」ㄒㄧㄠ ㄕㄣ ／ ㄒㄧㄠ ㄙㄣ  、
  「偃蹇」一ㄢˇㄐㄧㄢˇ、「崔嵬」ㄘㄨㄟㄨㄟˊ、
  「紆餘」ㄩ ㄩˊ、「逶迆」ㄨㄟ 一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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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5. 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憑音達意與氣氛狀態

• 如「崔嵬」，可以適用於任何高峻的狀態，
可以是形容山勢、雲狀或高長的冠帽型式，

而如「紆餘」、「逶迆」同時可以用來形
容水勢彎曲、衣飾飄搖與隨風蜿蜒的旗幟。
雖然是不同物類，卻可能因為都散放著耀
眼光彩，或是四處瀰漫的芳香，或是沈浮
不定的波動，窈然蕭森的場域，而形成無
法劃定維度的身體經驗。

19

http://creativecommons.org/publicdomain/zero/1.0/


1-6. 1-6. 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

• 漢武帝，一個漢代開國以來最具雄圖遠略
的君王，與司馬相如在朝時間前後相去不
遠的名臣大將，包括提出「獨尊儒術」的
董仲舒，出使西域的張騫，北伐匈奴的李
廣、衛青、霍去病等，司馬相如自己也曾
出使西南夷，為漢武帝安定巴蜀地區。

• 司馬相如會如何以「賦」去參與或貢獻於
這個盛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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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

• 秦始皇在公元前 221 年完成中國政治上的
大
  一統，最明顯的措施是將封建制改為郡縣
制，而這個措施最重大的意義是使戰國時
代的「國家」進入了「天下」態勢；也就
是由戰國時代並列的各個國家（如齊、韓、
楚、秦等）進入一個只有「秦」這個國家
所統治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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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統一帝國的「天下」論述
• 春秋戰國時已經有「天下」的概念，甚至可以上推夏商周

三代，一方面「天子」作為上帝代理人，掌管「（普）天
之下」的人事物，這是個具有宗教性意味的「天下」；另
一方面則是透過「中國（中心）──四方」的方位、空間，
與 華 夏 ／ 夷 狄 之 別 的 文 化 使 命 ，
交織而成的「天下」。

• 秦 漢 一 統 天 下 以 來 ， 「 天 下 」 走 向 完 全 沒 有
差異的「獨家」正統。

• 建立一種統一帝國的正規思想（ orthodoxy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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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 當時朝臣為大一統的正當性所提出的論述，
  可以說是各出奇招，而司馬相如在《子虛／
  上林賦》中，就採用人物對答的方式，透過
  分別代表諸侯國與中央政權者之間的較量，
  來顯示君主不容挑戰的權位。

  (解讀講義 :原書頁碼 2-6、 2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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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
  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
  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少
  ？」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誇
  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
乎？」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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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
  澤，罘網彌山。掩免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

  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
  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
 『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
           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
           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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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
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𡷏崒；岑崟參差，日月蔽
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
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眾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
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
蘅蘭，茝若射干，𡷏藭菖蒲，江蘺蘪蕪，諸柘巴且。其南則
 有平原廣澤；登降阤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
 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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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埤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彫胡，蓮藕觚蘆，菴䕡軒芋。眾物
居之，不可勝圖。其西 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
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鱉黿。其北則
有陰林巨樹，楩柟豫樟，桂椒木蘭，蘗離朱楊。樝棃梬栗，橘
柚芬芳。其上則有赤猿玃猱，鵷鶵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
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窮奇獌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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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
  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
  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
  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
  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
  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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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遊
孟諸，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仿偟乎海外，
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
珍怪鳥獸，萬端鱗崒，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卨不
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是以王辭而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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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夫
  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

  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

  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遊戲之樂，苑
  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
  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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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 中央政權的聲明書中央政權的聲明書
• 子虛—楚；烏有先生—齊；無是公—代表天子

• 這些疆域、苑囿與物產因此不只是關於享樂與炫耀，
《上林賦》中描述的游獵宴樂之所以比《子虛賦》
更具有合法性，完全是因為奠基在「君臣之義」、
「諸侯之禮」的階級分別上，換言之，「嗜欲」論
述正足以規範君臣間倫理關係的先後主從，「巨
麗」之「上林」苑，正是「漢（劉）家天下」的權
力縮影，是司馬相如為漢武帝一人描繪的「大一
統」的慾望版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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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 「物」的命名與所有權「物」的命名與所有權
• 《上林賦》中以艱僻字詞列出的成串的、非尋常的

「物」類。

• 如種種奇異的魚、鳥、香草、玉石、果物等，就像是翻
查不盡的物種名錄，永遠增加不完。

• 比如講到上林苑南方與北方的獸物，如傳說中的「麒
麟」，必須天下出現聖人才會出現的瑞獸，還有所謂
「貘」 ( 音莫 )，很可能就是現今四川珍貴的大熊貓，
至於珍果異木，還有張騫通西域之前已經有的葡萄，至
於可染色、可藥用、可製器具的樹種，更是不計其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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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 「物」的命名與所有權「物」的命名與所有權

• 在《上林賦》這類大賦作品中，司馬相如並
不是為了炫耀自己的博學多聞或者追求深奧
學理；司馬相如的確是發話者、敘事者，但
是幕後卻另有主人，正確來說，司馬相如是
為了唯一的觀看者──漢武帝來服務，他讓
天子像是檢視所有權一般的逐一為萬物「命
名」，或至少是「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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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8. 「物」的命名與所有權「物」的命名與所有權

• 正是在給予名稱的那一刻，這些「物」才進
入天子眼光所及的廣闊幅員，像是從此被發
現、被分類，彷彿栩栩然的、非常充實的被
掌握著、觸摸著；就正是這個彷彿造物者的
「天子」，在「名物」的同時，才正式宣告
一個前所未有的「巨麗」世界的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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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

• 「文學」與「天下」的關係，或說是「漢
賦 」
  與「漢帝國」的關係。

• 司馬相如不但揣摩或反映了漢武帝的慾望，
《上林賦》也可以說是以文本空間，反過來
塑造或建構了永恆的漢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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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

• 漢大賦不只是一種誇飾的「文類」，或是一
種可能不太有效的「勸諫」方式，它應該具
有文化史的實質意義，因為大賦的說／寫模
式，發動了一種「建構」的可能性，不只是
建構漢「帝國」，更重要的是它在建構帝國
的同時，也建構了一個在歷代傳誦不息的知
識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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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

• 漢賦是類書雛形

• 所謂「類書」是不分經、史、子集，採集眾書
而按照類別彙編起來，最常見的編輯架構是依
據「天－地－人－事－物」的順序，而在每一
類項下，不但有關於這個主題（如天部中的
「日」）的種種解釋與衍伸的說法，還輯錄與
此主題相關的詩文作品，可以說是在西方百科
全書來到東方之前，東亞漢字文化圈中， 影響
深遠的人文知識大寶庫。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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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

• 曹丕編輯了中國第一部類書──《皇覽》，
此後，如唐代的《藝文類聚》、宋代的《太
平御覽》，乃至於明成祖主持編成的《永樂
大典》，清雍正時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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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 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博物知識所建構的巨大帝國

• 這些大一統王朝的君臣，也是透過彙整古來
群書，打造當時的知識體系，並且在編輯、
傳述過去的同時，也將跨越時、空距離的帝
國或天下想像，巧妙的銘刻入這個知識系譜。
正是面對這片握在手上的知識瀚海，體現了
「坐擁天下」的無盡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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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聲明
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 / 來源

2-39
Open Clip Art Library / Cyberscooty
(
http://openclipart.org/detail/171451/stilized-flower-by-cyberscooty-171
451
)，
瀏覽日期 2013.03.18。

24 楚使子虛使於齊……
「可得聞乎？」 司馬相如，《子虛賦》。

25 子虛曰……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 司馬相如，《子虛賦》。

26 僕對曰：……薛莎青薠。 司馬相如，《子虛賦》。

27 其埤溼則生藏莨蒹
葭……窮奇獌狿。 司馬相如，《子虛賦》。

http://openclipart.org/detail/171451/stilized-flower-by-cyberscooty-171451
http://openclipart.org/detail/171451/stilized-flower-by-cyberscooty-17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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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 作品 版權標示 作者 / 來源

28 烏有先生曰：……必且
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司馬相如，《子虛賦》。

29 且齊東渚鉅海……何為
無以應哉！ 司馬相如，《子虛賦》。

30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司馬相如，《上林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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