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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劉楨文章研究 

劉楨除以五言詩著稱於當時外，亦有辭賦作品及文章傳世。今可見者為《全

後漢文》所輯六篇劉楨的賦。分別是〈魯都賦〉、〈遂志賦〉、〈大暑賦〉、

〈黎陽山賦〉、〈瓜賦〉、〈清慮賦〉六篇，根據摯虞〈文章流別論〉記載劉

楨尚有一篇《大閱賦》，然僅剩存目而已。此外，劉楨的箋記亦相當優秀，據

俞紹初《建安七子詩文集》可知有〈答曹丕借廓落帶書〉、〈諫平原侯植書〉、

〈與臨淄侯曹植書〉三篇，還有〈處世國文甫碑〉一篇碑文。今就上述篇章的

內容及所呈現的藝術特色加以分析探究之。 

第一節 劉楨賦研究 

漢賦發展至建安時期，抒情言志成為主要的目的，因此篇幅短小漸成為主

流，為賦的發展開闢了一條新的道路。劉楨的賦正反映了篇制短小的特色，其

作品除〈魯都賦〉有三百餘字之外，餘者皆為篇幅短小的形式。以下就劉楨之

賦，探討其題材內容與藝術特色。 

一、 劉楨賦之題材內容 

劉楨之賦作，現存〈魯都賦〉、〈遂志賦〉、〈大暑賦〉、〈黎陽山賦〉、

〈瓜賦〉、〈清慮賦〉六篇，另一篇〈大閱賦〉有目無辭，故不予討論。根據

這六篇賦之內容，可概分為自然、社會及情志三種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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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然類 

凡描述自然環境之各種變化狀態，皆為自然之範疇，在劉楨的賦作中，這

類的作品有〈瓜賦〉、〈大暑賦〉、〈黎陽山賦〉三篇。 

1.瓜賦  

本篇由賦前之「楨在曹植座，廚人進瓜，植命為賦」序可知，此乃劉楨應

曹植之命而寫，故是一篇命題應酬之作，其云： 

含金精之流芳，冠眾瓜而作珍，三星在隅，溫風節暮。枕翹於騰，流美

遠布。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異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

糅。厥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蘭吐芳。藍皮密理，素肌丹瓤。

乃命圃師，貢其最良。投諸清流，一浮一藏。更不象牙之席，薰玳瑁之

筵，憑彤玉之几，酌縹碧之樽。折以金刀，四剖三離。承之以雕盤。羃

之以纖絺。甘逾蜜房，冷亞冰圭。 

此賦乃詠物之作，起首描述瓜的生長情形及外貌，「黃花炳曄，潛實獨著」

寫瓜之生長狀態。「豐細異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寫瓜的外

型各自殊異，並雜映著不同的色彩。而隨著瓜日漸成熟，果實也越發甜美，「應

時湫熟，含蘭吐芳。藍皮密理，素肌丹瓤」即寫瓜熟後散發香氣，外皮變的紋

理細密，內部則有白色的瓜肌和鮮紅的瓜瓤，顯出瓜熟後果實的甜美芳香。後

段則敘述品瓜的過程，在管理瓜圃的官員送上最為鮮美的瓜後，眾人開始布置

筵席，「更不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憑彤玉之几，酌縹碧之樽。」則是描述

擺設之精美，鑲有象牙、玳瑁的坐蓆，嵌有美玉的桌子及酒杯，顯示出公家宴

會的講究。而精美的金刀，精雕的托盤，細緻的餐巾，更顯瓜之珍貴。末句「甘

逾蜜房，冷亞冰圭」則以蜂蜜及玉圭來寫出瓜之甜美清涼。全篇依瓜熟、瓜實、

選瓜、食瓜之序，漸次言之，雖為奉命應酬之作，但以華美的辭藻，細膩描述

瓜之色、香、味、形及品嘗之美，顯示出作者的才思敏捷及善於遣辭狀物的長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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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暑賦  

劉楨的這篇文章，曹植、陳琳、王粲皆有同名之作，由曹植有「織女絕蹤，

農夫釋耘」、王粲有「獸狼望以倚喘，鳥垂翼而弗翔」之句可知，本賦應是劉

楨與眾人同題奉和之作，其云： 

其為暑也，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靈威參垂步朱轂。赫赫

炎炎，烈烈暉暉，若熾燎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獸喘氣於玄景，鳥戢

翼於高危。農畯捉鐏而去疇，織女釋杼而下機。溫風至而增熱，歊悒慴

而無依，披襟領而長嘯，冀微風之來思。 

本篇在描述夏日炎熱，人們忍受酷暑煎熬的痛苦。首四句說明天氣如此炎

熱乃因天上三神駕車出遊之故，使得大地冒出炎炎的熱氣。接著則描述人們的

感受，烈焰照射，讓人有火炬在身、浸於熱水中的感覺。這酷熱使得鳥獸各自

尋覓休息之處，男女無法工作。然而溫風仍舊不斷吹來，燥熱的感覺使人心情

鬱悶卻無法解決。只好敞開衣襟領口放聲長嘯，希望涼風能吹來以消解悶熱的

心情。作者藉描寫獸、鳥、農夫、織女在酷暑難耐下的姿態，增強作品的感染

力，讀之彷彿使人身歷其境，感受到夏日的酷熱及作者渴望涼風吹來的急切心

情。就內容而言，乃為敘事之作。 

3.黎陽山賦  

〈黎陽山賦〉是劉楨融敘事、寫景、抒情為一體的巧妙佳作，其云： 

自魏都而南邁，迄洪川以朅休。想王旅之旌旄，望南路之遐脩。御輕駕

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爾乃逾峻嶺，超連岡，一登九息，遂臻其陽。

南蔭黃河，左覆金城。青壇承祀，高碑頌靈。珍木駢羅，奮華揚榮。雲

興風起，蕭瑟清泠。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切懷傷。河源

汨其東逝，陽烏飄而南翔。覩眾物之集華，退欣欣而樂康。 

良遊未厭，白日潛輝。 

本賦可分為三部分，起首六句「自魏都而南邁，迄洪川以朅休。想王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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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旄，望南路之遐脩。御輕駕而西徂，過舊塢之高區。」為敘事，敘述其登山

憑弔古蹟之因。由「自魏都而南邁」所稱的「魏都」可知，曹操於建安十八年

五月被封為魏公，並都於鄴城，故此作當作於建安十八年五月之後。 

接著寫景，作者寫登高的經過及高山的景色。「爾乃踰峻嶺，超連岡，一

登九息，遂臻其陽」歷經翻山越嶺，和多次休息，終於登上頂峰，寫出登高的

過程。「南蔭黃河，左覆金城。青壇承祀，高碑頌靈。珍木駢羅，奮華揚榮。

雲興風起，蕭瑟清泠。」描述作者即目所見之景象，南面有有黃沙滾滾的黃河，

左面有黎陽城依山而建，因而固若金湯。山上祭天的青石高臺仍然存在，高聳

的石碑記載著歌頌神靈的碑文。珍木花草茂盛繁多，競相盛開散發陣陣花香。

一陣微風吹起朵朵浮雲，秋風蕭瑟清冷，涼氣撲面而來。本段先寫俯瞰之景，

山河交映環繞，景象壯闊。次寫平視之景，古蹟仍存，珍木奇花，爛漫芬芳，

描述層次井然，將自然與人文之景巧妙的融合在一起。 

最後是寫遠眺時所引發的感慨。「延首南望，顧瞻舊鄉。桑梓增敬，慘切

懷傷。河源汨其東逝，陽烏飄而南翔。覩眾物之集華，退欣欣而樂康」遙望故

鄉，油然而生的思鄉之情使得作者感到淒涼悲傷。看著眼前滾滾東流的黃河水，

翩翩南飛的候鳥，又見到萬物匯集聖明之地，頓時心中感到欣慰愉快而安康。 

本賦於登山遊覽的過程之中，因外在景物的改變而牽動情感。登高之初，

翻山越嶺，似乎可以感覺得到作者淡淡的沉悶之情；而後登上高山，即目所見，

盡是美景，心情頓時又開闊了起來；接著遙望家鄉，油然而生的思鄉之情，是

淒苦哀傷的；最後看見萬物歸聚盛明之地，心情復歸欣慰而愉悅。作者情感的

變化往往隨著景物而轉變，尤其「雲興風起，蕭瑟清泠」一句，巧妙的將情感

由歡娛轉為悲傷，雖寫景色，但情感已融於其中，引景入情，十分細膩，是融

敘事、寫景、抒情為一體的巧妙之作。  

（二） 社會類 

社會的定義甚廣，從國家組織至人類的各項活動，皆屬於社會的層面。而

《文心雕龍‧詮賦》對「都邑」的描述為「京殿苑獵，述行序志，並體國經野，

義尚光大」，故廖國棟《建安辭賦之傳承與拓新》將之歸屬於社會層面之下，

茲從其說，將描述魯國古都景物之〈魯都賦〉歸於社會一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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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都賦  

昔大廷氏肇建厥居。少昊受命，亦都茲焉。山則連岡屬嶺，曀魀峽北。

紫金揚暉於鴻崖，水精潛光乎雲穴。岱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

木則赤桋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彌

阪域，夏簜攢包，勁條並殖，蒙雪含霜，不渝其色，翠實離離，鳳皇攸

食。水產眾夥，各有彝倫：頒首莘尾，豐顱重齗，戴兵挾刃，盤甲曲鱗。

且觀其時謝節移，和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眾媛侍側，鱗附盈

房。蛾眉清眸，顏若雪霜。含丹吮素，巧笑妍詳。插曜日之珍笄，珥明

月之珠璫。袿裾紛裶，振珮鳴璜。舞人就列，整飾容華。妖服初工，刻

畫綺紗。和顏揚眸，眄風長歌。飄乎猋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跡，顧與

節和。縱脩袖以終曲，若奔星之赴河。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

祓禊，國于水嬉。工祝掩渚，揚茢陳詞。緹帷彌津，丹帳覆洲。日暮宴

罷，車騎就衢。蓋如飛鶴，馬如遊魚。應門巖巖，朱扉含光。路殿巋其

隆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雷於長除，若有聞而復亡。其園囿苑沼，駢

田接連。淥池分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依津。邦乃大狩，振揚

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落幕包括，連結營圍。長罼掩壑，大羅被

睪。毛群隕殪，羽族殲剝，填崎塞畎，不可勝錄。 

巨海分焉，傾瀉百川。 

旁厲四邑，延於休溷。冠蓋交錯，隱隱轔轔。 

又有鹽池漭沆，煎炙賜春。燋暴濆沫，疏鹽自殷。挹之不損，取之不動。 

其鹽則高盆連冉，波酌海臻。素鹺凝結，皓若雪氛。 

湯鹽池，東西長七十里，南北七哩，鹽生海內，暮取朝復生。 

其女工則降綺穀。 

纖纖私履，燦爛鮮新。靈草尋夢，華榮奏□。表以文組，綴以珠蠙。步

履安審，接趾承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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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燭九枝，逸稻壽陽。賦〈湛露〉以留客，召麗妙之新倡。 

玄髮曜粉，芳澤不□。 

伊歲之冬，雲氣清晞。水冱露凝，冰雪皚皚。 

金陛玉砌，玄枑雲阿。 

陽牕含輝，陰牖納光。 

芳果萬名，攢羅廣庭。霜滋露熟，時至則零。 

黍稷油油，秔族垂芒。殘穟滿握，一穎盈箱。 

綠鷁蔥鶖。 

蘋藻漂於陽侯，芙蕖出乎渚際。奮紅葩之熩熩，逸景燭於崖水。 

龜螭潛滑於黃泥，文魚游踊於清瀨。浚迅波以遠騰，正泌瀄乎湄裔。 

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 

建燕尾之飛旌。 

巖險迴隔，峻巘隱曲。猛獸深潛，介禽竄匿。 

猰窳猛容，舉父猴玃，戰鬬陵岡，瞋怒奮赫。 

晝藏宵行，俯仰哮咆，禽獸怖竄，失偶喪儔。 

彼齊（魯）諸儒，皆繪弁端衣，散佩垂紳，金聲玉色，溫故知新。訪魯

都之區域，弔先生之遺真。 

若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龍圖於今縢，啟洛典乎石扉。崇

七經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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賈思圖籍，闡迪德謨。蘊包古今，撰集丘素。 

舉成均舊志，建學校乎泗濱。表泮宮之憲肆，有唐虞之〈三墳〉。 

採逸禮於殘竹，聽遺詩乎達路。覽國俗之盛衰，求群士之德素。 

至于日昃，體勞怠倦。一張一弛，文武之訓。 

曳髮編芒，蔚若霧烟。九采灼鑠，青藻紛繽。 

奉彝執羃，納觶授觴，引滿輒釂，滴瀝受觥。 

貴交尚信，輕命重氣。義激毫毛，怨成梗概。 

劉楨為東平寧陽人，東平在山東縣，舊屬古魯國之鄉邑。故劉楨以「魯都」

作為賦名，表達出對故鄉的熱愛。起首描述魯都的由來乃是「昔大廷氏肇建厥

居。少昊受命，亦都茲焉」由神農氏與少昊二主皆定都於此，來說明魯都的歷

史悠久，充滿自豪的語氣。而後則就魯國豐富的物產與風俗人情分項敘述。 

山：「山則連岡屬嶺，曀魀峽北。紫金揚暉於鴻崖，水精潛光乎雲穴。岱

宗邈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描述群山相連，百物之神居於山峽之北，山中富

含豐富礦產，泰山高峻入雲之貌。 

木：「其木則赤桋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穹皇」描述珍木眾多，

古木參天之景。 

竹：「竹則填彼山陔，根彌阪域，夏簜攢包，勁條並殖，蒙雪含霜，不渝

其色，翠實離離，鳳皇攸食」言翠竹遍山，即便枝條蒙霜仍挺拔，竹實飽滿，

故招致鳳凰來食。 

農產：「芳果萬名，攢羅廣庭。霜滋露熟，時至則零」、「黍稷油油，秔

族垂芒。殘穟滿握，一穎盈箱」說明魯國農產豐富，每到成熟季節便呈現豐收

之貌。 

鳥：「綠鷁蔥鶖」，言鳥之色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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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巨海分焉，傾瀉百川」描述巨壑分流之景。 

水產：「水產眾夥，各有彝倫：頒首莘尾，豐顱重齗，戴兵挾刃，盤甲曲

鱗」言水產眾多，並各具不同外形，有的外觀是大大的腦袋長長的尾巴，碩大

的頭顱肥厚的吻部；有的則是外觀帶有利刃，背盤著甲殼卷曲著厚鱗。從其描

述可知，其所述乃為魚蝦蟹的外貌。 

鹽產：「其鹽則高盆連冉，波酌海臻。素鹺凝結，皓若雪氛」、「湯鹽池，

東西長七十里，南北七哩，鹽生海內，暮取朝復生」、「又有鹽池漭沆，煎炙

賜春。燋暴濆沫，疏鹽自殷。挹之不損，取之不動，四域來求」描述汲取海水

製鹽的過程及魯國鹽產的豐富。 

工藝品：「其女工則降□綺穀」、「纖纖私履，燦爛鮮新。靈草尋夢，華

榮奏□。表以文組，綴以珠蠙。步履安審，接趾承身」描述魯國婦女工藝品的

精巧，尤以絲履的製作最為精美。 

宴會：「昭歡合好，肅戒友朋」、「龍燭九枝，逸稻壽陽。賦〈湛露〉以

留客，召麗妙之新倡」、「眾媛侍側，鱗附盈房」描述招聚親密友人，恭敬等

待好友到來，點燭熱酒，祝賀長壽而舉杯歡飲，席間並賦誦《湛露》之詩以慰

留客人，並招年輕女子歌舞侍宴。 

侍女之貌：「蛾眉清眸，顏若雪霜。含丹吮素，巧笑妍詳。插曜日之珍笄，

珥明月之珠璫。袿裾紛裶，振珮鳴璜」「玄髮曜粉，芳澤不□」描述侍女容貌

服飾。烏髮、朱唇、雪顏、巧笑乃是形容女子容貌；而珍笄、珠璫、袿裾、振

珮則形容女子頭飾及服飾。 

舞姿：「舞人就列，整飾容華。妖服初工，刻畫綺紗。和顏揚眸，眄風長

歌。飄乎猋發，身如轉波。尋虛騁跡，顧與節和。縱脩袖以終曲，若奔星之赴

河」此乃從舞者準備就緒而後放聲歌唱，接著開始跳舞的姿態作敘述。舞者隨

音節而舞動，最後結束的姿態，就如同流星奔向銀河般迅速。 

習俗：「及其素秋二七，天漢指隅，民胥祓禊，國于水嬉。工祝掩渚，揚

茢陳詞。緹帷彌津，丹帳覆洲。日暮宴罷，車騎就衢。蓋如飛鶴，馬如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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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秋二七指的是七月七日，這天所有的人都去水邊洗濯祈福1，國子們也到水邊

遊玩，使得水邊人口眾多，到了傍晚歡宴結束，人們或騎或乘，離開水邊，鹽

路返回，車騎都聚集在縱橫交錯的大道上，車蓋就像張開翅膀的飛鶴，馬像游

魚一般穿梭在人群間，可見聚集的人數眾多。  

宮殿：「應門巖巖，朱扉含光。路殿巋其隆崇，文陛巘其高驤。聽迅雷於

長除，若有聞而復亡。」、「金陛玉砌，玄枑雲阿」這是描述宮殿的外貌，形

容宮殿宏偉華麗，高築的階臺像山丘一般，站在通往階臺的通道上，聆聽遠方

的雷聲，由近而遠，聲音瞬間消失。這是形容高築的臺階予宮殿一般給人宏偉

莊嚴的感覺。 

園囿：「其園囿苑沼，駢田接連。淥池分浪，以帶石垠。文隅瓊岸，華玉

依津。」「伊歲之冬，雲氣清晞。水冱露凝，冰雪皚皚」此句描述君王遊獵的

園囿，處處可見且相連不斷。池水清澈蕩漾，池邊環繞著石砌。山邊的坡岸，

依水的石階，處處充滿花朵。每年冬天，雲清氣爽。水面因天寒而結冰，冰雪

潔白晶瑩，大地一片雪白。 

田獵：「邦乃大狩，振揚炎威。教民即戎，講習興師。落幕包括，連結營

圍。長罼掩壑，大羅被睪。毛群隕殪，羽族殲剝，填崎塞畎，不可勝錄。」這

是說國家舉行大規模的狩獵活動，以傳播聲威，君王並組織人們練兵習武，使

軍力強大。而狩獵的人數眾多，帳幕相連，形成營圍。為補鳥獸而張開的巨大

羅網，遮住丘壑。鳥獸之類皆被捕獲而紛紛死亡，捕獲的鳥獸布滿整片山谷，

數量難以計算。 

魯國豐富的物產和風俗人情，使得齊國的儒生也慕名而來，故賦中也有對

齊儒的一段描述。「彼齊（魯）諸儒，皆繪弁端衣，散佩垂紳，金聲玉色，溫

故知新。訪魯都之區域，弔先生之遺真」首先就儒生外貌作了一番描繪，寫其

戴皮冠、著禮，掛佩玉、長帶垂腰，人皆德行優異，學習舊聞，總有新得。他

們走訪魯國故都，瞻仰聖人故里，憑弔先生遺節。表現了儒生文雅之貌和篤學

之志。 

                                                 

1 據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劉楨集》〈魯都賦〉校注：「古代民間於水濱洗濯去

垢、除兇祈福的習俗，其舉行的時間，或為陽春三月的上巳日（三國以後一般為三月三日）……

或為初秋的七月七日」（吉林：吉林文史出版社，1991 年 10 月），頁 453。 



  劉楨及其詩文研究 

86 

最後，作者並就魯國過去的歷代興衰作了探究，藉此考察魯國興盛之因。

「若乃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龍圖於今縢，啟洛典乎石扉。崇七經

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賈思圖籍，闡迪德謨。蘊包古今，撰集丘素」、

「舉成均舊志，建學校乎泗濱。表泮宮之憲肆，有唐虞之〈三墳〉」「採逸禮

於殘竹，聽遺詩乎達路。覽國俗之盛衰，求群士之德素」作者考察君王平時的

取捨之道，歷覽各朝的興衰之史，並從歷代所珍藏的文獻中知其得失。推崇儒

家七經的精微大意，刪除百家雜說的乖違言論，深思歷代典籍所蘊涵之意，以

闡明聖哲戒訓之言。又敘述孔子發揚官學傳統，在曲阜辦私學，闡揚古代學宮

之教令，收藏上古之書籍。使得作者得以在斷簡殘篇中搜求散失的禮儀，並在

大道上聽取鄉民吟誦遺落的詩篇之句。並觀察民風的興衰變化，慕求群儒的高

潔品德。此段論述雖有文意不甚連貫之處，但大體來說，仍舊可以看出劉楨於

憑弔魯都之王朝興衰中，寄喻以儒治國的理想。 

縱觀全文，作者以自豪的口吻，敘述了魯都的由來，並以鋪敘的手法，藉

描述山川木竹、各類物產、歌舞美女、宮殿園囿、田獵風俗、人文典故等層面，

盛讚故土的美好，最後並就齊儒來訪及歷覽過去的朝代興衰中推崇儒家思想的

精深，呈現出對故鄉風土人文的無限熱愛。作者藉用想像和誇張、鋪陳等手法，

將壯麗秀美的景物、歌舞昇平的場面、宴遊田獵的景象寫的具體傳神，彷彿就

在眼前，具有極高的藝術感染力。只可惜散逸之句頗多，為可惜之處，但仍屬

一篇詠物佳作。 

（三） 情志類 

情志乃指人類本身的情感與思想，在劉楨的賦作中，有〈遂志賦〉、〈清

慮賦〉二篇作品。 

1. 遂志賦  

本篇與〈黎陽山賦〉寫作手法相同，也是一篇登山詠懷之作，其云： 

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牧

馬于路，役車低昂。愴恨惻切，我獨西行。去峻溪之鴻洞，觀日月於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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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釋藂棘之餘刺，踐檟林之柔芳。皦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信

此山之多靈，何神分之煌煌。聊且游觀，周曆高岑。仰攀高枝，側身遺

陰。磷磷瓓瓓，以廣其心。伊天皇之樹葉，必結根於仁方。梢吳夷於東

隅，掣畔臣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縶而不行。揚洪恩於無涯，聽

頌聲之洋洋。四寓尊以無為，玄道穆以普將。翼俊乂於上列，退仄陋於

下場。襲初服之蕪薉，托蓬蘆以遊翔。豈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本賦分為三個部分，起首六句「幸遇明后，因志東傾。披此豐草，乃命小

生。生之小矣，何茲云當」為敘事，敘述自己投身曹操，且深獲重用的背景。

而後寫登山的所見所感。對於曹操的看重，劉楨顯得愧不敢當，因而心情鬱悶

惆悵，於是獨自西行登山，「去峻溪之鴻洞，觀日日於朝陽。……磷磷瓓瓓，

以廣其心。」則寫登山的經過、所見之景象及心境的轉變。沿途上，作者經過

高險的溪流、觀看初升的太陽、摘去身上的芒刺、走在鋪滿茶樹枝的道路上，

燦爛奪目的朝陽，使人興起「信此山之多靈，何神分之煌煌」之感。而後，作

者繼續四處遊歷，踏遍此山，抬頭攀折高枝，置身樹蔭中，在日光照射下所呈

現炫麗多采的景色，使得作者原先惆悵的心情轉為開朗愉快。末段則抒發自己

遠大的志向。第一是希望自己能幫助君主統一天下，結束戰亂：「梢吳夷於東

隅，掣畔臣乎南荊。戢干戈於內庫，我馬縶而不行」。第二是廣施恩惠，重用

群賢，翅竹小人：「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四寓尊以無為，玄道穆以

普將。翼俊乂於上列，退仄陋於下場」，第三是功成身退，歸隱四方：「襲初

服之蕪薉，托蓬蘆以遊翔。豈放言而云爾，乃旦夕之可忘」。 

此賦表達了劉楨初入曹操幕下的心態。賦由從最初幸蒙明主賞識的背景寫

起，敘述自己深感才淺而任重，因此心情鬱悶惆悵。繼而描述登山所見之景色，

美好壯麗的河山，使得作者心情由憂轉喜，並激發出自己的理想。希望能幫助

曹操結束戰亂，一統天下，並廣施恩惠，用賢斥佞，而後功成身退，歸隱四方。

這種「功成身退」的心態，顯示出劉楨坦蕩的襟懷，高潔的心志，正符合其〈贈

從弟詩〉三首所呈現出來的高潔不俗的形象。此篇與〈黎陽山賦〉作法相同，

皆以作者登高遊歷而產生的感懷為主。透過沿途景色的描寫，呈現作者的心情

起伏，正符合《文心雕龍‧物色》所云：「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情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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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辭以情發」2之說。 

2. 清慮賦  

本篇賦殘逸之處甚多，據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劉楨〈清慮

賦〉之校注云：「清慮，清除憂慮。本文廣敘珍物異境，其意即在清慮」3。韓

格平將此「慮」解作「憂慮」。然因本賦散逸過多，故是否為「憂慮」之意，

已無從印證。許慎《說文解字》對慮字的解釋為「慮，謀思也。」為思之意。

就說文的解釋，清慮賦當解作「清思」，即「澄清思慮」之意。與韓格平所謂

「清除憂慮」有所不同，但無論是澄清思慮或是清除憂慮，其結果都有力求超

脫，使自己的品格修為更進一步之意，因此是情志的一種展現，故將之歸於情

志類。賦云：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雷乎燭龍。入鐐碧之間，出水精之部。上青臒之山，

蹈琳珉之塗。玉樹翠葉，上棲金烏。 

錯華玉以茨屋，駢雄黃以為墀；紛以瑤蕊，糅以玉夷。 

前布瑇瑁之席，後設觜蠵之牀，馮玟瑶之几，對精金之盤。 

□虞氏之爨，傢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蓂莢之飯。 

仰秤木韮，俯拔廉薑。 

瀹鳳卵。 

乃生氣電之班輿。 

就現有之殘句看來，本賦的內容在敘述一充滿奇珍異寶的環境。起首作者

描述所處的環境，東有神木扶桑，西有巨神燭龍，出了水晶輝映的城之後，登

                                                 

2（梁）劉勰撰、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臺北：萬象出版社，1997），頁 359。 
3 韓格平：《建安七子詩文集校注譯析》，頁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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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滿布青土的山，腳踏的是鋪滿玉石的小路，仙木綠葉，上面有金鳥在棲息著，

藉著想像，作者建構出了一個美好的環境。而後的散句則描繪了房屋的外觀及

內部的細緻擺設，「錯華玉以茨屋，駢雄黃以為墀；紛以瑤蕊，糅以玉夷」說

明房屋乃施以美玉覆蓋，臺階則摻和雄黃之色，並點綴上花蕊美玉，呈現華麗

美好的外觀。而「前布瑇瑁之席，後設觜蠵之牀，馮玟瑶之几，對精金之盤」

則就屋內的擺設作更進一步的描述，坐席與臥床皆飾以玳瑁觜蠵，茶几嵌有美

玉，盤子以精金打造而成。說明了屋內擺設之精緻美好。接著「□虞氏之爨，

傢火珠之甑，炊嘉禾之米，和蓂莢之飯」說明食材食器的精緻，將爐火燒旺，

架上精製的甑器，烹煮良米、調製美餐，呈現出對飲食的講究。 

本賦雖殘逸甚多，但由殘存之句，仍可得知作者善於運用排比與對仗之句，

描述出其所處環境的精緻優美。但殘逸的句子過多，從現有的句子中，並未有

任何描述作者情志之句，只能從其題目推知寫作的意旨。而韓格平《建安七子

詩文集校注譯析》對劉楨〈清慮賦〉之解析為：「作者把自己置身於充滿珍寶

異物的優美環境之中，藉以陶冶其高潔的情操，清除心中的疑慮」4可作為一說。 

透過對以上六篇賦作的分析探究可以得知，劉楨的賦作在題材上可分為自

然、社會、情志三類。但就內容表達的層面而言，則有敘事、抒懷、詠物三類。

詠物類有描寫瓜之形貌及生長過程的〈瓜賦〉、描寫魯國物產及風土人文的〈魯

都賦〉、描寫所居環境之〈清慮賦〉三篇；敘事類有以描寫暑熱難當的〈大暑

賦〉一篇；抒懷類有敘述幸蒙賞識及抒發其政治理想的〈遂志賦〉、藉登山以

抒懷鄉之情的〈黎陽山賦〉二篇。而劉楨善以景物寄托其感情的變化起伏，在

〈遂志賦〉及〈黎陽山賦〉中作了很好的呈現，是劉楨融寫景、敘事、抒情為

一體的佳作。此六篇賦中，亦可以發現無論是寫景、敘事、或是抒情，劉楨皆

善於以鋪排的語句將所詠之物具體而形象的呈現於讀者眼前，可見其優秀的敘

述功力。 

                                                 

4 同註 3，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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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劉楨賦之藝術特色 

關於賦的特色，由劉勰：「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5之說可知，

賦具有強調鋪陳、追求文采及注重體物之特性。兩漢大賦善以長篇鋪敘，到了

漢末，抒情言志小賦興起，但在辭采追求與意象刻劃方面，卻更加邁進。作家

藉由層層鋪敘及華美的辭藻，將客觀的景物作細膩的描繪。劉勰《文心雕龍‧

物色》對此特徵曾做了這樣的詮釋： 

是以詩人感物，聯類不窮。流連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

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

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

言切狀，如印之印泥，不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見貌，即字

而知時也。6 

此在說明如作家能用巧妙的文字，切合客觀事物的形貌加以描摹，則景物就會

如印泥般，不需多加雕琢，即能達到「曲寫毫芥」，如同親見的境界。而這樣

的創作手法，在劉楨的賦作中，亦時有展現。如〈瓜賦〉中對瓜的各種描述： 

黃花炳曄，潛實獨著。豐細異形，圓方殊務。揚暉發藻，九采雜糅。厥

初作苦，終然允甘。應時湫熟，含蘭吐芳。藍皮密理，素肌丹瓤。 

藉由瓜的花實、外形、滋味、香氣、果實等多方面的描述，將瓜的生長狀態及

果實的甜美芳香作了具體的描繪，使人有栩栩如生，猶如親見之感。透過作者

對物品細膩精微的描繪，使讀者能夠知其姿態樣貌。而透過各種修辭技巧的運

用，更能達到「形似」的目的，故以下別以對偶、用典、摹況等三種修辭技巧

分析劉楨賦的藝術特色。 

                                                 

5（梁）劉勰撰，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詮賦》，頁 91。 
6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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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偶 

對偶為唯美文學的第一要件，中國文字具有單音獨體的特質，使得文句能

夠取捨長短，講究字字相稱、句句相儷，乃至意義、詞性、音節、形體等無一

不相稱相儷，形成一種均衡整齊的美感。7 

關於對偶的定義，黃慶萱《修辭學》云：「把字數相等、語法相似，意義

相關的兩個句組、單句或語詞，一前一後，成雙成對的排列在一起，就叫做『對

偶』。嚴格的『對偶』，更講究上下兩語言分成平仄相對，而且避用同字。」8 

劉楨作品中，使用偶句甚多，且多以單句對為主，當句對則佔少部分。茲以其

賦中所呈現的當句對及單句對的情形作一論述。 

1. 三言對  

此纇對句，在劉楨的最品中最少見，僅見於〈黎陽山賦〉： 

逾峻嶺，超連崗。（〈黎陽山賦〉） 

這是在描述登山的經過，故本句以「逾」、「超」相對；「峻嶺」、「連

崗」相對。 

2. 四言對  

劉楨的作品中，四言的對句為其常使用的形式，除〈遂志賦〉外，其餘散

見於〈大暑賦〉、〈黎陽山賦〉、〈魯都賦〉、〈清慮賦〉、〈瓜賦〉中，如： 

赫赫炎炎，烈烈暉暉。（〈大暑賦〉） 

南蔭黃河，左覆金城。青壇承祀，高碑頌靈。（〈黎陽山賦〉） 

                                                 

7 張仁青：《六朝唯美文學》（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9 年 11 月），頁 41。 
8 黃慶萱：《修辭學》（臺北：三民書局，2002 年 10 月），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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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以瑤蕊，糅以玉夷……仰稱木韮，俯拔廉薑。（〈清慮賦〉） 

豐細異形，圓方殊務……厥初作苦、終然允甘……藍皮密理，素肌丹

瓤……甘逾蜜房，冷亞冰圭。（〈瓜賦〉） 

四言對句，在劉楨的作品中，使用最廣。據統計，〈大暑賦〉有一組；〈黎

陽山賦〉有二組；〈魯都賦〉出現次數最多，共出現十四組；〈清慮賦〉出現

兩組；〈瓜賦〉出現四組。在六篇賦中，共計二十三組。 

3. 五言對  

五言對句，在劉楨作品中數量並不多，見於〈清慮賦〉及〈瓜賦〉中。如： 

入鐐碧之間，出水精之都。上青臒之山，蹈琳珉之塗。（〈清慮賦〉） 

馮玟瑶之几，對精金之盤。（同上） 

炊嘉禾之米，和蓂莢之飯。（同上） 

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筵。……凴彤玉之几，酌撩碧之樽。……承之以

雕盤，冪之以纖絺。（〈瓜賦〉） 

由上可知，劉楨的五言對句，多是在四言當中加一「之」字以成對句。而

在其作品中，使用五言對句的情形，在〈清慮賦〉中有四組，而在〈瓜賦〉中

有三組，共計七組。  

4. 六言對  

除〈瓜賦〉外，其餘各篇，也有很多使用六言對的句子，如： 

若熾燎之附體，又溫泉而陳肌。（〈大暑賦〉） 

想王旅之旌旄，望南路之遐修。……河流源其東游，陽鳥飄而南翔。（〈黎

陽山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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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王道之去就，覽萬代之興衰。發龍圖於今縢，啟洛典乎石扉。崇七經

之旨義，刪百氏之乖違。（〈魯都賦〉） 

釋叢棘之餘刺，踐檟林之柔芳。皦玉粲以曜目，榮日華以舒光。（〈遂

志賦〉） 

結東阿之扶桑，接西雷乎燭龍。（〈清慮賦〉） 

六言對句的使用，在〈大暑賦〉出現三組；〈黎陽山賦〉出現二組；〈魯

都賦〉出現九組：〈遂志賦〉出現五組；〈清慮賦〉出現三組，在所有賦中，

共計二十二組，僅次於四言對句。 

5. 七言對  

七言對句，在劉楨作品中亦不多見，僅見於〈大暑賦〉及〈魯都賦〉中： 

農畯捉鐏而去疇，織女釋杼而下機。（〈大暑賦〉） 

紫金揚暉於鴻崖，水精潛光乎雲穴。（〈魯都賦〉） 

龜螭潛滑於黃泥，文魚游踊於清瀨。（〈魯都賦〉） 

6. 八言對  

此纇對句，在劉楨賦作中，僅見〈魯都賦〉一例而已，如： 

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魯都賦〉） 

此句在描述將兵器藏於武庫之中，將戰馬放於原野之上，以「武器」對「戎

馬」，而「有炎之庫」則與「巨野之坰」相對。 

透過上述分析，可知劉楨的六篇賦中皆使用了對偶的技巧，且多以單句對

的形式為主，其中以四言、六言的對句佔大多數，而尤以〈魯都賦〉中所見最

多。而除了單句對的形式之外，六篇賦中，亦有「當句對」的形式，如：〈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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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賦〉：「赤桋青松，文莖蕙棠」、「頒首莘尾，豐顱重齗」、「戴兵挾刃，

盤甲曲鱗」、「含丹吮素」等……；〈清慮賦〉：「玉樹翠葉」；〈瓜賦〉：

「素肌丹瓤」、「四剖三離」等等，皆為當句對。由此可知建安時期，文人因

曹丕提倡「詩賦欲麗」，故開始有意識的使用對偶技巧。在劉楨的作品中，可

以發現這樣的情形。 

（二） 用典 

在行文創作時，援引古代歷史事件，或前人語言，將其運用於作品中，即

是「用典」。劉勰對用典的詮釋為：「事類者，據事以類義，援古以證今者也。」

9用典不僅可增添文章之說服力，使其立說有本外，還可加深文章的豐富度，使

文章既富含蓄蘊藏之美，又具簡潔典雅之效。劉永濟於《文心雕龍校釋》云： 

文家用古事以達今意，後世謂之用典，實乃修辭之法，所以使言簡而意

賅也。故用典所貴，在於切意，切意之典，約有三美，一則意婉而盡，

二則藻麗而富，三則氣暢而凝。10 

又言： 

文家用典，亦修辭之一法。用典之要，不出以草字明多意，其大別有二：

一用古事，二用成辭。用古事者，援古事以證今情也。用成辭者，引彼

語已明此義也。11 

在建安時期，文人們已開始刻意在文章當中使用典故，可見繁用典故已成

為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在劉楨之作品中，亦不乏用典之處，以下就其賦中的

用典情形做一探討。 

                                                 

9（梁）劉勰著，王更生導讀：《文心雕龍‧事類》，頁 305。 
10 劉永濟編著：《文心雕龍校釋‧卷上‧麗辭》（臺北：正中書局，民國 59 年 7 月），頁 43。 
11 同註 10，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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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典  

事典乃是句中援引古代歷史故事、神話傳說以證今情者，在劉楨賦中有以

下數例： 

1.昔大廷氏肇見厥居，少昊受命，亦都茲焉。（〈魯都賦〉） 

大廷氏即炎帝神農氏，《史記‧周本紀》正義：「（曲阜）為大廷氏之故國。」

12而少昊乃傳說中上古帝王，為黃帝之子，《史記‧周本紀》正義引《帝王世

紀》云：「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13劉楨引用大廷氏與少昊皆

都於曲阜之事來說明魯都歷史的久遠。 

2.翠實離離，鳳凰攸食。（〈魯都賦〉） 

此句引用《詩經‧大雅‧卷阿》鄭玄箋：「鳳凰之性，非梧桐不棲，非竹

實不食」14劉楨用神鳥鳳凰之所食來稱讚魯都的物產富饒。 

3.羲和總駕發扶木，太陽為輿達炎燭，靈威參垂步朱毂。（〈大暑賦〉） 

羲和乃神話中太陽之御者。扶桑乃神木之名，傳說日出其下。而炎燭則為

一熾熱之地，傳說日居湯谷，扶桑生其上，而其地至熱。靈威乃傳說中東方蒼

帝之神。劉楨藉由神話傳說中的御日之神羲和、太陽、蒼帝靈威三神共聚駕車

出遊以至於不斷散發熱氣之故，來說明大暑之酷熱難耐，將上古傳說融入作品

中，更添神祕色彩。 

5.襲初服之蕪薉。（〈遂志賦〉） 

「初服」語出屈原《離騷》：「退將復脩吾初服」15，用以比喻劉楨於政

治理想實現後即欲辭官歸隱，告老還鄉之心願。 

                                                 

12 瀧川龜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北：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6 年 10 月），頁 65。  
13 同註 12。 
14（清）阮元校刻：《 十三經 注疏 ‧ 詩經‧大雅‧卷阿》（臺 北： 藝文 印書館 ，民 國 90 年

12 月），頁 629。  
15 吳福助註釋：《楚辭註譯》（臺北：里仁書局，2007 年 3 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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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結東阿之扶桑，接西雷乎燭龍。（〈清慮賦〉） 

扶桑為神木名，傳說日出其下。語出《淮南子‧天文》：「日出於暘谷，

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16說明太陽從扶桑樹下升起。而西雷似指西

方之雷首山。燭龍乃神名，《山海經‧大荒北經》：「西北海之外，赤水之北，

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里。直目正乘，其鳴乃晦，其視乃明，……

是燭九陰，是謂燭龍。」17劉楨套用上述神話中之扶桑與燭龍，來說明其所居

乃神靈聚集之地。 

7.炊嘉禾之米，和蓂莢之菜。（〈清慮賦〉） 

「嘉禾」、「蓂莢」二詞，語出《漢書‧王莽傳‧奏言》：「甘露降，神

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修征同時並矣。」用「嘉禾」、「蓂莢」象徵吉祥

之食物，以之為食，可招致吉祥。 

8.民胥祓禊，國子水嬉。（〈魯都賦〉） 

「祓禊」乃是古代的一種祈福的習俗，古代風俗，在農曆三月上巳這天，

人們會聚集水邊用齋戒沐浴，洗滌去垢等方式除災求福。此乃是國子所以水嬉

之故。 

2.語典  

在作品中援引用有來歷的詩文與詞語，如古人所言，將之運用文句中，引

古語以表意，以豐富文章內容，誠如劉永濟所言：「用成辭者，引彼語以明此

義也。」劉楨之賦作中，有許多使用此法之處，現略舉數例如下： 

1. 頒首莘尾（〈魯都賦〉） 

                                                 

16（西漢）劉向等撰，許匡一譯注：《淮南子》（臺北：台灣古籍出版社，2005 年 12 月），頁

170。 
17 袁珂：《山海經校釋》（臺北：明文書局，民國 75 年 9 月），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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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出《詩經‧小雅‧魚藻》：「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有莘其尾」18，

用此語來描述魯都魚產的樣貌。 

2. 應門岩岩，朱扉含光。（〈魯都賦〉） 

「應門」二字乃出於《詩經‧大雅‧緜》：「迺立應門，應門將將」19；

而「岩岩」則語出《詩經‧魯頌‧閟宮》：「泰山岩岩，魯邦所詹」20，用以

上二則典故來說明殿堂正門高大威嚴之貌。 

3. 赫赫炎炎，烈烈暉暉。（〈大暑賦〉） 

《詩經‧大雅‧雲漢》曾有「赫赫炎炎」21之語，毛傳將「赫赫」解為旱

氣，而「炎炎」解為熱氣。故劉楨引用此語乃在敘述羲和、太陽、靈威同出，

使得大地呈現熱氣炎炎，烈日暉暉的燥熱景象。 

4. 桑梓增敬，慘切懷傷。（〈遂志賦〉） 

「桑梓」一詞，語出《詩經‧小雅‧小弁》：「惟桑與梓，必恭敬止」22，

桑和梓乃是古代住宅旁常栽種的樹木，而後遂用以指家鄉。本句借用此語以表

達劉楨因登高望向故鄉，遂生敬慕之情。 

5. 三星在隅，溫風節暮。（〈瓜賦〉） 

此三星乃是星宿名，此句語出《詩經‧唐風‧綢繆》：「綢繆束當，三星

在隅」23，毛傳：「隅，東南隅也。」鄭玄箋云：「心星在隅，謂四月之末，

五月之中」，劉楨援引詩經之語來說明品瓜之季節。 

6. 一張一弛，文武之訓。（〈魯都賦〉） 

                                                 

18 高亨注：《詩經今注》（臺北：里仁書局，民國 70 年 10 月），頁 347。 
19 同註 18，頁 378。 
20 同註 18，頁 519。 
21 同註 18，頁 446。 
22 同註 18，頁 294。 
23 同註 18，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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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弛指的是張弦、落弦，用以比喻作事應緩急有度，語出《禮記‧雜記下》：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24用此句來比喻人之作息動靜應依時而調節，此

乃是前哲所留下的古訓。 

7. 龍燭九枝，逸稻壽陽，賦《湛露》以留客，招麗妙之新倡。（〈魯

都賦〉） 

此乃描繪宴飲之場面，逸稻壽陽之語乃引用《詩經‧豳風‧七月》：「十

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25之語，來描述古人有煮稻為酒以祝壽之習

俗。而《湛露》乃《詩‧小雅》之篇名，其內容為貴族宴請賓客之詩，故劉楨

藉用此語以描寫宴飲時賦詩留客之場面。 

8. 蘋藻漂於陽侯，芙蕖出乎渚際。（〈魯都賦〉） 

陽侯語出屈原《九章‧哀郢》：「凌陽侯之氾濫兮，忽翔翱之焉薄？」26所

指為水面上的波濤，劉楨援此語以說明水草漂於波濤之上，沙洲之畔長著荷花

的景象。 

在劉楨的六篇賦中，共有十八處用典，其中又以《魯都賦》用典最多。從

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劉楨賦中所使用之典故，大多出於《詩經》中，餘則為

《論語》、《離騷》、《禮記》及描述神話傳說的《山海經》等。 

（三） 摹況 

黃慶萱《修辭學》對摹況的詮釋：「對自己感受到的境況情況，特別是其

中的聲音、色彩、形狀、氣味、觸感等，恰如其實地家以形容描述，叫作『摹

況』。……摹寫的對象，不僅為視覺印象，同時也包括聽覺、嗅覺、味覺、觸

覺等等的感受。」27摹況的作用，在於使人能夠像身歷其境般，對於作家所述，

能夠如見其形，如聞其聲、如嗅其味、如嚐其食、如觸其物。在劉楨的作品中，

                                                 

24 朱正義、林開甲譯注：《禮記》（臺中：暢談國際文化事業，2003 年 12 月），頁 168。 
25 同註 18，頁 200。 
26 同註 15，頁 454。 
27 黃慶萱：《修辭學‧摹況》，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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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不乏使用摹況之例，如〈大暑賦〉云： 

獸喘氣於玄影，鳥戢翼於高危。 

這是在寫因暑熱難耐，故鳥獸紛以避暑之樣貌，劉楨用「喘氣」的動作形容野

獸，用「戢翼」來形容群鳥之狀態，透過細膩的動作，將鳥獸避暑的姿態寫得

栩栩如生，如在眼前。又如〈黎陽山賦〉： 

河源汨其東逝，陽烏飄而南翔。 

此描寫作者登高南望所見之景，「汩」寫出黃河之動，「飄」寫出陽鳥之飛，

「東逝」與「南翔」更為具體的將黃河與陽鳥之動作形象化，使人深刻感受到

河水流動、群鳥飛翔之動態。又如〈魯都賦〉： 

山則連岡屬嶺，曀魀峽北。紫金揚暉於鴻崖，水精潛光乎雲穴。岱宗邈

其層秀，干氣霧以高越。其木則赤桋青松，文莖蕙棠，洪幹百圍，高徑

穹皇。竹則填彼山陔，根彌阪域，夏簜攢包，勁條並殖，蒙雪含霜，不

渝其色，翠實離離，鳳皇攸食。水產眾夥，各有彝倫：頒首莘尾，豐顱

重齗，戴兵挾刃，盤甲曲鱗。 

〈魯都賦〉乃是劉楨使用最多摹況技巧之作品，透過對「山」、「木」、

「竹」、「水產」等各種物產的描述，展現出魯都的物產豐饒，也顯示出作者

對於家鄉的熱愛之情。又如〈清慮賦〉： 

錯華玉以茨屋，駢雄黃以為墀。 

此在描述屋舍之外觀，「錯」、「駢」寫裝飾的動作，而透過「華玉」、「雄

黃」可得知屋舍台階的裝飾華麗，甚為講究。又如〈瓜賦〉： 

藍皮密理，素肌丹瓤。 

此乃就瓜之形及果之實描述之，「藍皮」寫瓜皮之綠，「密理」則就外觀花紋

來描述，而「素肌」與「單瓤」相映，更襯托出果實之飽滿，由其論述，瓜之

形象更加深刻，仿若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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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皆為「視覺」的摹況，在劉楨的賦作中，以視覺摹寫比例最高，然亦

有「聽覺」摹況，如〈魯都賦〉： 

袿裾紛裶、振佩鳴璜。 

這是在描述侍女們穿著精細綿長的衣裳，走動時身上佩帶的玉石便會發出細碎

和諧的聲音。「振」、「鳴」二字，使人彷彿聽見佩璜二玉相碰而發出的清脆

聲響，可謂用字巧妙。又如〈遂志賦〉： 

揚洪恩於無涯，聽頌聲之洋洋 

洋洋為美盛之意，劉楨於此描述其理想，希望己能廣播曹氏之恩澤，並聆聽盈

耳美妙的讚頌之聲，是為「聽覺」的摹況。 

劉楨的作品中，「嗅覺」的摹況，出現於〈瓜賦〉中： 

枕翹於藤，流美遠布。……應時湫熟，含蘭吐芳。 

此就瓜未熟與成熟時皆會散發香氣描述之，「流」、「遠」使人可以感覺到陣

陣香氣發散之貌，而「含」與「吐」則將瓜濃郁的香氣作了鮮明的描繪，使人

有如嗅其香之感。 

而「味覺」的摹況，亦展現於〈瓜賦〉中： 

厥初作苦，終然允甘。……甘逾蜜房，冷亞冰圭。 

瓜未熟之前，其味苦，但在成熟後，味道是甜美誘人的。文末劉楨以「逾

蜜房」來形容瓜實滋味甜美，以「亞冷圭」描繪瓜實入口冰涼之感，令人如親

食瓜實般，感受其甜美冰涼的滋味。 

在「觸覺」摹況方面，劉楨亦有著墨，如〈大暑賦〉： 

若熾燎之附體，又溫泉而沉肌。 

這是形容暑熱予人之感，就如同火炬附著於身上，又如同以溫熱的泉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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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肌膚。用「熾燎」、「溫泉」來形容暑之熱，而「附體」、「沉肌」則是就

肌膚的觸感予以形容，讓人如臨其境，感受到大暑的酷熱。又如〈黎陽山賦〉： 

雲興風起，蕭瑟清冷。 

登上高山，一陣陣風吹來，讓人頓覺清冷。此乃就風吹在人身上的感覺來

描述之，是為「觸覺」摹況。 

在劉楨的作品中，使用「摹況」之處甚多，且涵蓋「視覺」、「聽覺」、

「嗅覺」、「味覺」、「觸覺」各個層面，並以「視覺」的摹況使用情形最多。

觀其賦作，皆將所詠之物的形象具體而細微的呈現在讀者面前，使觀者有身臨

其境之感，增添文章的藝術感染力。 

第二節  劉楨文章研究 

劉勰於《文心雕龍‧書記》云：「公幹箋記，麗而規益，子桓弗論，故世

所共遺。若略名取實，則有美於詩矣。」可見劉楨的文章亦有特出之處，劉楨

之文章，今可見者只有箋記三篇，分別是〈答曹丕借廓落帶書〉、〈諫平原侯

植書〉及〈答臨淄侯植書〉；而碑只有〈處士國文甫碑〉一篇，以下茲就劉楨

之文章，探討其題材內容及藝術特色。 

一、 箋記 

劉勰於《文心雕龍‧書記》一文將箋記定義為：「原牋記之為式，既上窺

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不懾，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

蓋箋記之分也。」28劉勰以「清美」、「彪蔚」為其特色，李曰剛曾言：「以

                                                 

28 同註 2，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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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新美好之風格，顯現作者之才華；以彪炳蔚縟之辭藻，以文飾作者之聲響」29

由此可看出牋記乃是以清麗的文筆、華采的辭藻呈現出「敬而不懾」的要求。

而劉楨的箋記，劉勰給予「麗而益規」的評價，並以「有美於為詩矣」的稱讚

之語，可見其評價之高，現就其箋記之內容及藝術特色探究之。 

（一） 答曹丕借廓落帶書 

本文之作，其原因見於《三國志》注引《典略》之文：「文帝嘗賜廓落帶，

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嘲楨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不

御至尊之側，今雖取之，勿嫌其不反也。』」30曹丕藉由借廓落帶一事，嘲諷

劉楨乃賤者，因此劉楨遂據此作答，就「物因人而貴」的主題作出論述。首先，

劉楨以四種珍寶為喻，說明其用途。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金，登窈

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 

荊山的璞玉，隨侯的寶珠，南方的黃金，鼲貂的長尾，是物之珍貴者，因

其貴重，所以能飾於至尊之人。此就四寶的貴重及其用途做了一番論述。而後

則敘述此四寶最初的出處，其云：  

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泥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

亦皆未能初自接於至尊也。 

劉楨接著說明這些珍貴的寶物，原先也是隱沒於朽石汙泥之中，但也並非

在一散發光彩之後就入於尊者之手。其後又云： 

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禦，賤者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

先立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粒。恨楨所帶，無他妙飾，若實殊異，

尚可納也。 

                                                 

29（梁）劉勰著，陸侃如、牟世金譯注：《文心雕龍譯注》（臺北：建安出版社，1997 年 4 月），

頁 244。 
30（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王粲傳》（臺北：鼎文書局，1980 年 8 月），卷

21，頁 601。 



 第五章 劉楨文章研究 

103 

劉楨接著就前述言論作了說明，引出主旨。他敘述尊者所配帶之物，都是

卑者所修製的；貴者所使用的，實為賤者先試過的。所以在大屋落成時，實為

施工的主匠先立其下，而在稻米成熟時，是由農夫先嘗其米。劉楨此論，乃在

對曹丕「賤者」、「至尊」的論題作一闡述，說明珍寶之屬在入於尊者之手前，

實先經於賤者之使用，故「物並不因人而貴」，委婉的批評了曹丕的說法。 

起首連用四句排比，以華麗的辭藻形容四寶之功用乃在飾於尊者，再以此

四寶最初皆伏潛朽石汙泥之論，引出「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禦，賤

者所先也」的道理，其後再用「夏（廈）屋初成而大匠先立其下；嘉禾始熟而

農夫先嘗其粒」之例作為佐證，駁斥曹丕「物因人而貴」之論，說理順暢。作

為文學侍從，劉楨不以其地位卑下而阿附求榮，反以此文，展現其不卑不亢的

個性。 

（二） 諫平原侯植書 

此為劉楨勸諫曹植賞識嘉臣邢顒之書。邢顒以德聞世，時人有「德行堂堂

邢子昂」之稱，故曹操特命其為曹植家丞，然邢顒卻因「防閑以禮，無所屈撓」

之故而不為曹植所重，故作為平原侯植家丞的劉楨特寫此書以規勸曹植，其云： 

家丞邢顒，北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理多，真雅士也。楨

誠不足同貫斯人，並列左右。而楨禮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

君侯習近不肖，禮賢不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

其罪不小，以此反側。 

首先，劉楨先盛讚邢顒之高潔品德，並以「真雅士也」稱之，而後則以「楨

誠不足同貫斯人，並列左右」之語，深自貶抑，呈現出兩人強烈的對比。接著

又以兩人之間的不同禮遇作一對比，言己「禮遇殊特」，而形顒則「反疏簡」，

將兩人的立場作了強烈的對照。而後則提出對曹植的憂慮，擔心身旁的人會議

論其親近不肖之人，但卻忘卻家丞邢顒的德行。恐其遭人議論，因而深感不安。

本篇文章雖不過八十餘字，但卻可從其中看出劉楨高潔寬厚的品格，及其對曹

植政治上的關心之情，全文情意懇切，不但看出劉楨之情感，更見其正直大肚

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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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臨淄侯曹植書  

曹植於建安十九年被封為臨淄侯，又劉楨於建安二十二年因病去世，而就

其內容論之，亦為描述劉楨患病時曹植遣醫親視之內容，故推知其所作時間似

在劉楨晚年所作。其云： 

明使君始垂哀憐，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

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神，而榮魄自盡也。 

肅以素秋則落。 

在此篇作品中，劉楨首先感謝曹植對自己的厚愛，此後器重之意便一天天

加深。以至於聽說劉楨身患重病，便遣醫來視，由「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

一句，可看出上位者與臣下間的相知之情，這樣的深切情感，使得劉楨發出「疾

雖未除，就沒無恨」的了無遺憾之語。這是因為即使天醫至神，但劉楨卻已深

覺「榮魄自盡」，生命已到盡頭，並以「肅以素秋則落」暗喻自己將因病而離

開人世。 

劉楨此作所表達的情感，也展現在他的詩裡，如〈贈五官中郎將詩〉其二

之「余嬰沉痼疾，竄身清彰濱。……常恐游岱宗，不復見故人。」之句，就寫

出了身患重疾有感於無法再見故友的感傷。無論是詩還是賦，皆情意懇切，展

現出動人的情感。 

二、 碑 

關於碑的體制，《文心雕龍‧誄碑篇》：「夫屬埤之體，資乎史才，其序

則傳，其文則銘，標舉盛德，必見清風之華；招紀鴻懿，必見峻偉之烈。此碑

之制也。」31說明了碑文必須用類似史傳的敘事手法，呈現其人崇高的功績偉

業及高風亮節，使之能流傳千古。而劉楨的碑文，今只存〈處士國文甫碑〉一

                                                 

31 同註 2，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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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茲就其題材內容分析之。 

〈處士國文甫碑〉 

國文甫（？－212）生平不詳，據碑中所述，其卒於建安十七年四月，而處

士則是指未仕或不仕的知識份子。本篇就許多方面描述國文甫的節操和修養，

並對其高潔的品格做了高度評價，透過對國文甫的評價，展現了劉楨所抱持的

人生態度。 

首段就國文甫的形象做了一番描述，並盛讚其德行高潔，舉止合宜，其云： 

先生執乾靈之貞資，稟神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

兆見。齠齓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思忌。勤

讓同儔，敬事長老。雖周之樂正子春，漢之江都董相，其飭躬力行，無

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推其慈，宗屬懷其惠。既

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 

國文甫秉氣純良，自小即恭敬謹慎，兢兢業業，展現出端正合宜的舉止，對同

儕能夠勤勉謙讓，這樣的德行，即使是勤修己身的樂正子春和董仲舒都無法與

之相比。由「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推其慈，宗屬懷其惠」可知，國

文甫的美德展現在「仁」、「義」、「慈」、「惠」四個層面。但他卻隱居不

仕，潛心於學問中，不在乎世俗的功名，顯示出其性格超脫不凡之處。這與劉

楨在〈贈從弟詩〉三首所描寫出的君子形象不謀而合。 

初海內之亂，不視膳羞十有餘年。憂思泣血，不勝其哀，形銷氣竭，以

建安十七年四月卒。于時龍德逸民，黃髮實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

莫不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為誄所以昭行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

君子，既沒而令問不亡者，由斯二者也。 

本段描述國文甫逝世時眾人痛心之貌，漢末，天下大亂，國文甫因憂心國事，

以至形銷氣竭而亡。眾人皆傷痛惋惜，因此作銘文以彰顯其美德，其云： 

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度。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皋，方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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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不計治萃，名與殊路。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不悟。

早世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歎故。 

劉楨以「天授德度」來讚美國文甫之品德賢美，又以「如玉之素」來形容

其舉止高潔，內心純淨，以「韞櫝未酤」來形容其隱居不仕，安於荒遠之地之

行徑。而後則對其早逝表示惋惜之意，並發出「咨爾末徒，聿修歎故」的期勉

之語。  

本文乃描述國文甫為身懷美德、隱居於窮鄉僻壤而憂國早逝之人，並對其

早亡表示即大的哀傷與惋惜。透過對國文甫德行舉止之讚頌，呈現出劉楨理想

中的文士人格。全文感情真摯，讚揚之詞懇切，文中並運用「執乾靈之貞資，

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見」、「體無懈容，

口無愆辭」等對仗之句加以描述，增添了文章的藝術性。 

三、 劉楨文章之藝術特色 

劉勰〈文心雕龍‧書記〉曾以「公幹牋記，麗而益規」來形容劉楨的文章，

認為其具有文字雅麗，內容善於規勸的特色。如其〈答曹丕借廓落帶書〉一文

多以鋪陳排比之句寫成，其「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

南垠之金，登窈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之句，對偶精工，鋪敘井然，

辭采妍麗，正符合劉勰所謂「麗」之論述。而〈諫平原侯植書〉一文中，劉楨

以玄靜澹泊的高士刑顒未受禮遇，而作文勸諫曹植云「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

不肖，禮賢不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其言詞懇切，充滿對曹植

的誠懇勸諫，正是劉勰所言「益規」之展現。以下就情意懇切、鋪敘井然及修

辭精巧三方面，論述劉楨文章之藝術特色。 

（一） 情意懇切  

建安時期的文章，重視抒發情感的功能，故作品中常表露出作者真實的自

我情感，在劉楨的作品中，也表現出情意懇切的特徵。如〈諫平原侯植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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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楨禮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不肖，禮賢不足，

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不小，以此反側。 

作為平原侯庶子的劉楨，因曹植對己禮遇殊特，然卻對家丞邢顒疏遠怠慢，因

而作此文，由「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不肖，禮賢不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

丞之秋實」之句可知其憂心曹植為人非議，故藉盛讚邢顒、貶抑自身來加以勸

諫，言詞懇切，流露出對曹植的殷殷勸諫之情，而劉楨坦蕩正直的情感，亦流

露於字裡行間。又〈與曹植書〉云： 

明使君始垂哀憐，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

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神，而榮魄自盡也。 

劉楨甚為曹植所器重，因此在其身患痼疾間，曹植親命醫視之，劉楨有感於曹

植對其照顧有加，故作此文以感念之。曹植的關心照顧，使劉楨發出「疾雖未

除，就沒無恨」的了無遺憾之語，將君臣間相知相惜的情感，表露無遺。又〈處

士國文甫碑〉： 

懿矣先生，天授德度。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逍遙九皋，方回是慕。不

計治萃，名與殊路。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不悟。早世

永頹，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歎故。 

國文甫乃品性高潔，舉止合宜之高士，因憂心國事而形銷早逝，劉楨為此深表

惋惜，故作碑文以贊之，並透過「天授德度」、「外清內白，如玉之素」高度

稱揚其德行，流露出深摯的崇慕之情，作者並於文末寄託期勉之意，更顯示出

劉楨對其無限的仰慕之意。 

（二） 鋪敘井然  

所謂鋪敘乃是將性質相類似的事物加以並列排比，使所述內容更為清楚深

刻，而劉楨的四篇作品雖篇幅不大，但仍有鋪敘之語，茲舉述例如下：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南垠之金，登窈

窕之首；鼲貂之尾，綴侍臣之幘。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汙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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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答曹丕借廓落帶書〉） 

此連用四組排比句，鋪敘四種珍寶的用途。荊山之璞玉能曜元后之寶；隨侯之

珠可燭文士之好；南垠之金飾於美女之首；鼲貂之尾則掛於侍臣之冠，此乃就

四寶用途加以描述。而「伏朽石之下，潛汙泥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

昔之外。」則以鋪敘的手法將四寶最初的來源與其後的用途加以說明，藉由此

番對照，使劉楨「物不因人而貴」之論更為凸顯。又如〈處士國文甫碑〉： 

先生執乾靈之貞資，稟神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

兆見。齠齓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思忌。勤

讓同儔，敬事長老。……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推其慈，

宗屬懷其惠。 

此文從國文甫之「稟性」、「初生」、「幼兒」、「兒童」乃至「成人」

各層面鋪敘其樣貌。又以「體無懈容，口無愆辭，兢兢業業，小心思忌。勤讓

同儔，敬事長老」之語鋪敘國文甫舉止合宜的形象。故「長安師其仁，朋友欽

其義，閨門推其慈，宗屬懷其惠」由「仁」、「義」、「慈」、「惠」四個層

面描述出國文甫身懷美德、行為得宜的文士形象。又〈諫平原侯植書〉： 

家丞邢顒，北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理多，真雅士也。 

此段文字雖短，但劉楨仍藉由「北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理

多」的鋪敘，勾勒出邢顒年少行為高潔、為人沉靜寡欲、言辭精少卻蘊理甚多

的個性，藉由這樣的敘述，更能襯托出其「真雅士」的高潔形象。 

（三） 修辭精巧  

建安時期的散文，為了適應作者抒情的需要，故語言漸趨華麗，而修辭的

使用，正可增添文字之華麗，使文章更具美感。劉楨的文章也有多處使用修辭

技巧之處，現略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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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對偶  

劉楨的文章如同賦一樣，有許多使用對偶技巧之處，如〈處士國文甫

碑〉： 

執乾靈之貞資，稟神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見。 

此乃描述國文甫稟性純良，先天即展現美好的不同於人的資質及正性。以

「執乾靈」對「稟神祇」；「貞資」對「正性」。而「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

匐則清節之兆見」描述初生幼兒時期即顯露出天性純良的徵兆，以「咳笑」對

「匍匐」，言其年紀；而「孝悌之端著」則與「清節之兆見」相對，描述美德

之展現。這樣的技巧，在〈答曹丕借廓落帶書〉中也有展現： 

夏屋初成而大匠先立其下；嘉禾始熟而農夫先嘗其粒。 

以「夏屋初成」與「嘉禾始熟」相對，描述物之狀態；「大匠先立其下」

與「農夫先嘗其粒」相對，描述人之行為，此為十一字的單句對形式，而「隔

句對」的形式在〈答曹丕借廓落帶書〉亦有出現，如： 

楨聞荊山之璞，曜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眾士之好。 

此句乃是「隔句對」的形式，「荊山之璞」與第三句的「隨侯之珠」相對，

二者皆為珍寶；而「曜元后之寶」與第四句的「燭眾士之好」相對，皆敘珍寶

之用途。 

2. 對比  

對比手法的使用，能使文意在兩相對照的襯托下，更加彰顯出作者所欲傳

達的意義，劉楨的文章中，有許多善用對比以彰顯意義的例子。如〈答曹丕借

廓落帶書〉： 

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禦，賤者所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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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話乃是劉楨對曹丕「物因人而貴」之論點所提出的反駁。以「尊者」與

「卑者」相對，「貴者」與「賤者」相對，在尊卑貴賤的對比中，彰顯出「物

本無貴賤」之論點，使其說理有據，更具說服力。又如〈諫平原侯植書〉： 

家丞邢顒，北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理多，真雅士也。楨

誠不足同貫斯人，並列左右。而楨禮遇殊特，顒反疏簡。……採庶子之

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文章先就二人的德行作一番對照，劉楨首先盛讚邢顒，再敘己之節不足以

同貫此人，以揚邢顒之德。接著又由以己之「殊特」對顒之「疏簡」，突顯曹

植對二人的禮遇差別。最後再就曹植「重劉楨」而「輕刑顒」的情形，將兩人

的境遇作了明顯的對照，加深文章的張力。 

在劉楨文章中，亦有其他修辭法的使用，如〈處士國文甫碑〉：「外清內

白，如玉之素」以玉之純淨來形容國文甫之德性高潔，是為「譬喻修辭」。 

透過對其文章的分析，可知劉楨的文章分作二類：一為牋記：有〈答曹丕

借廓落帶書〉、〈與曹植書〉、〈諫平原侯植書〉三篇，二為碑文：有〈處士

國文甫碑〉一篇。而情意懇切則是其文章的最大特色，在〈與曹植書〉中，劉

楨表達了君臣間的知遇之情；在〈諫平原侯植書〉中則顯露懇切的勸諫之語；

〈處士國文甫碑〉則呈現對國文甫的惋惜及仰慕之情。而華麗語句的鋪陳及修

辭的適切精巧，更可將其懇切的情意恰如其分的表達出來，以收相互輝映之效，

是故，劉楨文章的藝術特色可歸納為情意懇切、鋪敘井然及修辭精巧三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