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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辭賦是戰國末期新興的一種韻文，至漢代成為當代主流文學，於辭賦文學之

發展，居於承先啟後之重要地位，流變至明清蔚為大觀。「美人賦」是辭賦創作

中特殊的題材，不少文人都有此種創作。本論文欲探討「美人賦」在辭賦文學上

之價值與地位，希望能藉此打開新的研究領域。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辭賦文學自先秦屈、宋開創以來，流變至漢代，成為一代文學的主流，王國

維將其與唐詩、宋詞、元曲看成當代文學的代表。《宋元戲曲史‧序》謂：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

元之曲，皆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1 

 

蓋辭賦重在鋪敘、諷喻、揄揚，其流變久遠，歷久不衰，代有創作，題材多方。

《昭明文選》將其分成十五類：京都、郊祀、耕籍、畋獵、紀行、遊覽、宮殿、

江海、物色、鳥獸、志、哀傷、論文、音樂、情。《御定歷代賦彙》分的更加詳

細，正集一百四十卷中有：天象、歳時、地理、都邑、治道、典禮、禎祥、臨幸、

蒐狩、文學、武功、性道、農桑、宮殿、室宇、器用、舟車、音樂、玉帛、服飾、

飲食、書畫、巧藝、仙釋、覽古、寓言、草木、花果、鳥獸、鱗蟲、言志、懷思、

行旅、曠達、美麗、諷喻、情感、人事等三十八類。2其「美麗」一類，與《文

選》之「情類」，其類所言情與美麗之題材，即為本論文所要論述之「美人賦」

之作品。 

 

    辭賦文學之創作價值與特色，在於辭賦想像宏偉，辭藻艷富，婉轉附物，長

於描摹鋪敘；而美人容顏美麗，衣飾繁盛，萬千風情，無限嬌媚，以辭賦寫美人，

可謂名實得體。在文學史上之意義與價值，在於韻文文體詩賦之發展與其體制、

題材、修辭之表現特色亦為多方。自《詩經》以來，即有不少關於美人之作，至

先秦辭賦作品，更出現不少神女題材之作，歷經兩漢魏晉文人仿作、創作，美人

作品已有相當可觀之數量。自古以來男性對於美人之追求從未間斷，各自有自己

所喜愛的類型，而喜愛的類型則因時、地而不同。文學提供了最好的抒發與想像

                                                
1 （清）王國維：《宋元戲曲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 年），頁 1。  
2 （清）陳元龍等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 年)，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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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文人可將現實生活中的題材，放到文學中馳騁創作。辭賦中美人題材創作

之意義，在屈原作品中其代表屈原的追慕與自喻，兩漢大賦藉此諷諫，到了魏晉

轉變成文人寄情之作，一直到明唐寅〈嬌女賦〉對於左里女子的描寫，都可以看

出「美人賦」題材的傳承與轉變。「美人賦」作者率為男性，3其所熟悉之女性應

是現實生活中相關的女人，有些卻在辭賦中呈現出想像中美好之女性，與其生活

無直接之關係。蓋「美人賦」之創作隱含著文人所不足與追求的境界，而欲藉此

發掘、闡揚隱藏在「美人賦」中的情思意旨。 

    

    至目前有關美人賦的研究：論著有許東海《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

賦及其文化身影》4透過女性、帝王、神仙三個面向來看先秦兩漢之賦作。鄭毓

瑜《性別與家園—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5，以屈原、宋玉作品探討兩漢魏晉辭

賦的擬騷之作如何透過「論述」楚騷，說明「神女」象徵、家國想像、透過直諫，

獲得身份認同。碩士論文有謝月鈴《魏晉女性題材辭賦之研究》6，以現實當中

存在的女性為對象的文本為研究對象，從題材演變、女性形象批評、比較等各方

面進行探討。郭淑純《辭賦中的美人造形與意蘊—先秦至魏晉》7，對先秦到魏

晉的出現大量描繪神女與美女的題材，以及男性文人眼中的美麗女子的樣態感到

好奇而作。曾玲玲《建安辭賦中「婦女文本」之研究》從題材演變、女性形象批

評、比較等各方面進行探討。所謂「婦女文本」，指的是文本中出現的女性，是

作家創作當時以現實當中存在的女性為對象的文本，而非虛構出來的女性。8以

上多半著重在魏晉或是著重美人造形或各自以不同觀點論述之，而本論文欲就美

人賦創作之思想淵源、創作價值與地位，以及作家所蘊含其中的創作意義，以各

個面向加以探討，期為「美人賦」之創作題材，與研究領域有所開拓，注入新觀

點。 

 

第二節  研究範圍 

 

    屈原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辭賦家，以辭賦中美人題材來看，其〈離騷〉最

具代表性，其中有「求女」情節，在美人題材作品中頗具象徵意涵。從辭賦文學

本身發展的演變過程看來，宋玉是從屈原「詩人之賦」到「辭人之賦」的承變者，

                                                
3 以《御定歷代賦彙‧美麗卷》為例，作者全部都是男性。 
4 許東海：《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 
5 鄭毓瑜：《性別與家園—漢晉辭賦的楚騷論述》（臺北：里仁書局，2000 年）。 
6 謝月鈴：《魏晉女性題材辭賦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8 年）。 
7 郭淑純：《辭賦中的美人造形與意蘊—先秦至魏晉》（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

年）。 
8 曾玲玲：《建安辭賦中「婦女文本」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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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展現出諷諭精神與風格的變遷，9其〈高唐賦〉、〈神女賦〉，是後代美人題材

之典範，開啟後世文人以美人為題材之靈感，如陳琳、王粲、楊修、張敏、應瑒

等創作〈神女賦〉、司馬相如〈美人賦〉等等諸多作品。然欲研究「美人賦」宜

先界定其義：何謂「美」？何謂「美人」？何謂「美人賦」？茲根據諸家之說，

臚列於下： 

 

一、「美」： 

 

    （一）善也。《說文》：「美，甘也。從羊大，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美與善同

意。」10美已經從味覺之美轉移成凡好皆謂之美。《國語‧晉語》：「彼將惡始而

美終。」11  

    （二）美色也。《左傳》桓元年：「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

曰：美而豔。」12 

    （三）贊美之也。《詩經‧召南‧甘棠序》：「甘棠，美召伯也。」13 

    （四）充實完整無缺陷，此指品德人格美好。《孟子‧盡心》：「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趙歧注曰：「充實善信，

使之不虛，是謂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
14 

    人們多將「美」釋為美好、美麗，然由上舉可知美之定義有：善也、美色也、

讚美之也、品德人格美好，可謂內、外在兼及，並由美善之義擴及具有比興象徵。 

 

二、「美人」： 

 

    （一）容貌美好之女人。《史記‧秦始皇本記》：「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

之。」15《史記‧廉頗藺相如傳》：「傳以示美人及左右。」16 

    （二）喻君上也。王逸《離騷序》：「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

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17 

                                                
9 許東海：《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頁 1。屈原作品性質較接近於詩

「詩人之賦」，但似詩而非詩；宋玉作品則是過渡期「辭人之賦」，類文而非文，性質較近於賦。 
10（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紅葉文化，2001 年），頁 148。 
11（春秋）左丘明：《國語》（濟南：齊魯書社，2005 年），卷第 7，晉語 1，頁 133。 
12《左傳》（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 5，頁 89 上。 
13《詩經》（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一之四，頁 54 下。 
14《孟子》（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卷十四，頁 254 上。 
15（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臺北：七略出版

社，2003 年），卷 6，頁 121 上。 
16 同註 15，卷 81，頁 985 下。 
17（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 年四部刊要集部楚辭類），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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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漢宮中女官名。《漢書‧外戚傳》：「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18其

名號至明尚沿用之。 

    （四）喻賢人君子也。蘇軾〈前赤壁賦〉：「望美人兮天一方。」19 

    「美人」由前述之「美」發展而來，其義亦甚多：有指容貌美好之女人、君

上、或指宮人、或喻賢者，仍指內、外在美之人，亦有比興象徵。 

 

三、「美人賦」： 

 

    狹義的「美人賦」指的是辭賦作品中有關「美人」之描寫，尤其是對於外在

美與內在美之描寫。廣義的「美人賦」則是指一切有關「美人」之作品，所謂「美

人」不只是「美麗的女子」，在此泛指「女子」，即為「女性」、或指「有美德者」、

或喻「聖王」、「賢者」、「君子」，此皆指的是廣義的「美人」。 

本論文以狹義「美人賦」為研究之範圍，其題材內容包括： 

    （一）無論是否以「美人」為題，內容主要或部分寫美人外在容貌、舉止、

內在情思與美德，包括內在、外在女性美的辭賦作品。 

    （二）寫對「美人」之嚮往、追求、感想等，而具有諷喻功能之辭賦作品。 

    （三）至於本論文所指美人賦之體制形式以「賦」體為主，「騷」、「七」等

為輔。 

    本論文研究範圍以《御定歷代賦彙》20外集卷十四、十五「美麗」為主，逸

句卷二張衡〈定情賦〉、蔡邕〈協初賦〉、〈檢逸賦〉，補遺卷二十一明王驥德〈千

秋絕艷賦〉、明錢文薦〈愛妾換馬賦〉，加上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沈約〈傷美

人賦〉、班婕妤〈自悼賦〉等。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美人賦》之創作題材，是從屈原開始，其中又以〈離騷〉最具代表性，21

故本論文研究自屈原開始，以至明代唐寅〈嬌女賦〉。本論文之研究材料取材，

以清陳元龍奉旨編輯之《御定歷代賦彙》22為研究底本，然雖其搜羅廣泛，但仍

不免有所遺漏，故再參以清人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23、《漢書‧

                                                
18（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卷 97，頁 1678。 
19（宋）蘇軾撰、（明）茅維孔編、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6。 
20

（清）陳元龍等編、吉川幸次郎解說：《御定歷代賦彙》(京都：中文出版社，1974 年)。 
21 許東海：《女性‧帝王‧神仙—先秦兩漢辭賦及其文化身影》（臺北：里仁書局，2003 年），頁

49。 
22 同註 20。 
23（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世界書局，196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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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志》24、清人張惠言《七十家賦鈔》25、費振剛等校《全漢賦》26、鄭競《全

漢賦》27、《文選》28、《楚辭》29、尹賽夫等編《中國歷代賦選》30、張國星《六

朝賦》31及各家集校注等加以校刊補佚；並參酌鈴木虎雄《賦史大要》32、李曰

剛《辭賦流變史》33、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34、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
35、馬積高《賦史》36、傅隸樸《中國韻文概論》37、簡宗梧《賦與駢文》38、劉

勰《文心雕龍讀本》39、洪順隆《辭賦論叢》40等專書之辭賦評論，諸書有的偏

向縱的賦史研究，有的偏向橫的當代賦論，而至目前相關之研究論著少有完整呈

現「美人賦」之面貌；故本論文又加以台灣與中國大陸期刊、論文資料作為論述

之參考，用以評論「美人賦」之文學價值與影響，並分析歸納「美人賦」之特色、

意旨、內涵及影響等逐一探討之。 

 

    本論文之研究以上述所列舉之文獻，一一檢閱，就其有關本文所界定「美人

賦」之作品作詳審之分析研究，並予以歸納，論其寫作之形式與特色，及其價值

影響，作綜合之論述。 

 

                                                
24（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補注：《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 
25（清）張惠言：《七十家賦鈔》（臺北：世界書局，1964 年）。 
26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 年）。 
27 鄭競：《全漢賦》（臺北：之江出版社，1994 年）。 
28（梁）李善：《文選 附考異》（臺北：藝文印書館，2003 年胡氏藏版）。 
29（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頂淵文化，2005 年）。 
30 尹賽夫、吳坤定、趙乃增：《中國歷代賦選》（太原：山西教育大出版社，2001 年）。 
31 張國星：《六朝賦》（北京：新華書店，1998 年）。 
32 鈴木虎雄：《賦史大要》（臺北：正中書局，1992 年）。 
33 李曰剛：《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 年）。 
34 曹道衡：《漢魏六朝辭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35 許結：《中國賦學歷史與批評》（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 
36 馬積高：《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37 傅隸樸：《中國韻文概論》（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1963 年）。 
38 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 年）。 
39（梁）劉勰著、王更生注譯：《文心雕龍讀本》（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 年）。 
40 洪順隆：《辭賦論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