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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子建賦之情志研究 

黃品宏 

摘要 

曹植，字子建，是建安文學集團中的最後一人，然而年僅四十一歲即憂憤

而死，這一生可用風華正茂、少年聰敏形容，也能用抑鬱終生、才不能用概

括，而這些無關乎子建本人的情與志，在二者關係中，文才互映，志性相衝，

年少時的浪漫豪放之情性與實現政治抱負的性格要求有所衝突，致使失位東

宮，而黃初以後子建已喪失一切能實現其志的途徑，在政治的絕望下使得後期

子建於文學中的性格轉向哀婉悽怨，而早年視辭賦為小道的想法也昇華成直追

屈騷之意。 

本研究旨在梳理曹植情與志間的衝突與交融，在建安大時代下積極勃發的

思潮至屈騷抒懷的文學情感，皆在曹植的情志中可見，冀望本文能補充歷來曹

植賦面向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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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東漢建安時期作為文學史上個人性格之啟蒙階段，在歷來各家學說中占有

重要地位，而建安代表作家以三曹父子與圍繞其周圍的七子為代表人物，從曹

公古直為始，至子建愴然悲戚為結，呈現建安時期以鄴下集團為主的文學風貌，

本研究選建安文學之尾「曹植」為題目，以其辭賦為範圍，試著透過子建辭賦

中的題材、意象、移情等面向梳理其情志間的關係與衝突。 

歷來研究子建的學者多矣，或出自其文學地位，或重其在建安文學中的重

要性，208但鮮有人直指子建之本心，情志，情為感性之特質，子建帶有尋常文

人的愁善與不羈，其天真爛漫的特質從其性格與早期作品中不難理出，這股帶

有些許幻想與「不切實際」的文人之情包藏有對社會現實的抱負，但在面臨社

會性的要求時子建本人卻無法從文人轉換成政治家，是以醉誤軍機，誤闖宮門，

在其父下禁酒令之時尤其好飲，可見在曹丕登基前，曹植的性格與政治抱負上

的實現即有所衝突，是以其情志關係並非一生之中完全單一，前期的浪漫性格

與現實政治的衝突，後期的處上之猜忌，居封地不能用，皆是有原可察，為何

導致四十一歲鬱鬱而終的結果，一者性格上的缺失，二者政治上的幼稚，三者

兄長猜忌，使得子建落得悲慘結局。 

本研究採知人論世與文本分析之法，以三國志為引，參子建之性格與其兄

子桓之矛盾，再分析其文本，即辭賦的內容，冀以論述子建情志的衝突與交融

在何處，本研究希望能對子建文、情、志、才間的關係有所補全，文即其文本，

情即其個性，志即其抱負，才即其能力，又可細分為筆之文采與政之文質，爛

漫之情與風骨之情，治國之志與人倫之志，文學之才與政治之才。 

 

 

 

                                                 
208 如陳盈妃：《歷代詩話中的「曹植論」研究──以宋遼金元明詩話為範圍〉》，國立彰化師

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年。此為論其詩志與風格；游嘉琳《素樸與感傷：漢魏心靈

與曹植詩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20 年。此為漢魏時期文學思潮之研究。

至於曹植賦之研究多為單篇賦或其中意象之論述，如呂筱薇《宋玉、曹植、陶淵明辭賦中神

女形象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所碩士論文，202 年。綜上可為近代曹植研究各面

向之明示，甚少關於曹植賦學與以賦為體之文學觀探析。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9%99%B3%E7%9B%88%E5%A6%8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dp=%22%E5%9C%8B%E6%96%87%E5%AD%B8%E7%B3%BB%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6%B8%B8%E5%98%89%E7%90%B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5%91%82%E7%AD%B1%E8%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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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曹子建志之建構 

志可以視作一價值觀，可分群體之思潮與個體之勃發，在大環境時代下必

有一主流價值呈現，在鄴下文學集團之時代即為建安風骨，而受此思潮影響，

子建作為一個體其志有接根於建安風骨的部分，亦有因其特質獨別於眾人的部

分，而志進階的影響其文學觀與寫作方向。 

（一）建安風骨之形成與對子建之影響 

要論子建首先要了解建安的背景，作為建安文學最後一人的子建與建安文

學集團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而所謂風骨因何而來，這是包括子建在內整個

鄴下文學集團的核心價值，是以本文理當先闡明建安風骨在本研究中的先導地

位。 

《文心雕龍．時序》言： 

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觀其時文，雅好慷

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209 

可知建安文學帶有雅好慷慨、風衰俗怨的特性，而這當從獻帝播遷以來的

世積亂離之由。當時的社會兵荒馬亂，世俗中民不聊生，廟堂上閹人外戚亂政，

是以黃巾聚眾起義於下，士子誦吟梁父於野，處於這樣的亂中以曹操為首的鄴

下集團橫空出世，締造出新的入世價值以取代儒家經學的斷層，正值東漢黨人

玉碎，身處亂世中士大夫失去其精神依託，在這個前提下才有鄴下悲慨的產生，

在曹操唯才是舉的號召下，文人士子以七子為代表聚集在鄴城這一亂世中的安

樂之所。210 

 

 

 

 

                                                 
209 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頁 815。 
210 關於黨人人格之破碎詳見李建中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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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積亂離的背景下，民間一片慘狀，王燦〈七哀詩．其一〉：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抱子棄草間。

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泣之去，

不忍聽此言。南登霸凌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

肝。211 

同樣的慘狀在蔡琰的〈悲憤詩〉中也有描述，這一幅人間地獄正是東漢末

年的真實寫照，白骨蔽野，婦人棄子，訴說著比古詩十九首更加悽慘的現實，

所謂悲慨當由此而發，而建安風骨正是由此巍然生長。建安，指的是東漢獻帝

之年號，即三國前的建安時代，風骨的解釋眾說紛紜，有品評人物的說法212，

也有文學現象的說法213，筆者以為若說建安風骨當明指為此時代之核心價值，

風，有國風之本，即采風之實，亦有風情之意，即由此言情，文人以民間之質

為文，依文而感慨就是建安之風，易言之，可以說是文人對社會的感性與觀察，

至於骨，當為支撐此時代的核心精神，同春秋戰國時的周文疲弊，建安朝也面

臨著武帝獨尊儒術以降，黨人人格的崩壞，當忠君與修德214已不再是時代主流，

建功立業、效力明主，安定天下遂成為建安時期的核心價值，即為骨。 

基於建功立業的潮流，文學作品多有鼓吹軍事行動者，子建之情志在此亦

有很大的比重部分，如〈東征賦〉： 

登城隅之飛觀兮，望六師之所營。幡旗轉而心異兮，舟楫動而傷情。

顧身微而任顯兮，愧責重而命輕。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
215 

登高而望，六軍之眾，幡旗舞，船槳動，一片軍容鼎盛之狀，這一方面是

寫魏國軍威，但另一面我們也可以看見作者站在贊成軍事行動之立場，為了結

束亂世，完成天下一統，武力是直接的方法，是以不同於革命，戰爭的浪漫在

此鋪展開來，子建在此反詰，對比軍容之盛，我一個人是多麼的渺小，但也別

妄自菲薄，畢竟身上有留守鄴城的責任，從嗟我愁其何為兮，心遙思而懸旌。

                                                 
211 蕭統編《昭明文選》，三民，頁 995。 
212 見劉邵《人物志》。 
213 見劉勰《文心雕龍》。 
214  忠君當為尊劉氏為帝，然東漢末年，皇室已失去坐擁天下的能力。修德當指經學為主的儒家思想，但

隨著曹操標榜唯才是舉，繼而有四本之論，養性修德在此時亦名存實亡。 

215 曹植著：《曹子建集》臺北：三民，2003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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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感受到子建對於戰場的嚮往，這種嚮往就是基於建安風骨建功立業的主

旋律，在曹操統一北方之時，北方百姓獲得了初步安定，而此時雖百廢待興，

但往前的步伐顯而易見，正是這股蓬勃昂揚的氛圍，促成鄴下集團中建安文人

嚮往建功立業的激情，這股激情同樣也可以套用在曹植身上。 

（二）子建賦中之志解析 

上文論及曹植本人的志業與抱負有很大的部分依附於建安風骨下建功立業，

投效名主的思潮，故子建之「志」同建安時期的文人一般，不再崇尚以漢時經

學為主流的修德與參天地，在亂世中才能見用方是文人所追求，前有公瑾助伯

符以定江東，後有孔明輔玄德而立荊蜀，由於處在大分裂的時代，建功立業與

軍事征伐不同於漢代對外族的征戰，而是轉為逐鹿中原，在一統天下的最終目

標前文人本身往往會對軍事行動極盡誇耀武力之能事，武力在這個時代被當成

實現抱負的最大途徑，在曹植的賦中也往往可以看到他崇尚武力的地方，如

〈寶刀賦〉： 

有漢皇之明后，思明達而玄通。飛文藻以博致，揚武備以禦兇。 

乃熾火炎爐，融鐵挺英。烏獲奮椎，歐冶是營。扇景風以激氣，飛光

鑑於天庭。爰告祠於太乙，乃感夢而通靈。然後礪五方之石，鑒以中

黃之壤。規圓景以定環，摅神思而造象。垂華紛之葳蕤，流翠采之滉

瀁。 

故其利：陸斬犀革，水斷龍角。輕擊浮截，刃不纖削。踰南越之巨闕，

超有楚之太阿。實真人之攸御，永天祿而是荷。216 

之所以賦寶刀並不單單只為恭維與遊戲，刀本是武力象徵，是以賦寶刀也

有其背後的意涵存在，子建之崇尚武力是為了一展抱負，故寶刀所象徵的強國

之勢正是他心中施展才能的舞台，開頭說「飛文藻以博致」在於其父曹操曾下

的求賢令，如建安十五年時： 

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

知者乎？二三子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217 

基於此，在唯才是舉的才性觀下，文人不再尊周崇禮，而改為尚縱橫者流，

重於謀天下之能，在這個前提下子建本人也是同樣的心態，他希望自己的才能

                                                 
216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72。 
217 見《魏志．武帝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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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施展，可以實現平天下的抱負，故之後對寶刀的描寫看似是融冶之過程，

實則可以理解為子建心中的天下理念，他想效法其父曹操御使寶刀之鋒以問鼎

中原的志業，但是年輕的曹植胸中有沒有足以支撐其抱負的韜略，一介文人鼓

吹武力在治國與天下博弈中委實有些不切實際，對於天下的看法顯然此時的曹

植還是顯得幼稚的，不像孔明隆中對，公瑾伐益洲，子敬榻上策等等，子建作

為一個翩翩貴公子，雖生於群雄爭霸的亂世，但對於現實國與國的博弈可能還

沒有完全的認知，他曉得軍事的內容也知道百姓之所求，但可能獨獨缺少一個

參與天下博弈的眼界，如〈寶刀賦〉、〈東征賦〉之所述，對於治國的具體策

略子建明顯認識不足218，在往後的人生中也沒有相對的策略問世，於黃初、太

和年間上書求自試亦未有深論所謂天下大勢，所以這份「志」明顯參雜諸多浪

漫情懷於其中，易言之，對於其才與其志，若看作是文人之文才所衍生的治國

平天下之志，毫無疑問的子建終究只能流於文人層面，而非像孔明、公瑾、奉

孝等人一般為治國之能臣或謀國之大夫。如其〈登臺賦〉： 

從明后而嬉遊兮，聊登臺以娛情。見太輔之廣開兮，觀勝得之所營。

臨漳川之長流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

天公恆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

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以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

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

等年壽於東王。219 

誠然，此篇賦是在曹操率眾登銅雀臺時所作，亦是子建年少成名之契機，

雖然此賦之作用有大部分是為唱酬而作，但也可以視為子建心目中理想的基石，

「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這不

就是子建理想中的國度嗎？給予百姓安居樂業，如春秋時齊桓公、晉文公一般，

文治武功顯赫一時，稱雄於諸侯中，以二霸喻魏國其中用意十分明瞭，而既然

身處如此強國，更進一步無非是滅吳剪劉完成一統天下的理想，但是到這一步

二十一歲的子建明顯是沒有諸侯角逐的認識，甚至二十八歲於樊城之戰時把戰

爭視為兒戲，竟因飲酒而貽誤軍機220，而至其兄曹丕繼位，曹植已經失去任何

參與軍國大事的機會，而此時他尚未滿而立之年，所以說可能是基於文人的理

想與憧憬才會把天下作為心中之志，而隨著時間流逝，對於建功立業子建依然

                                                 
218  〈東征賦〉中以守鄴為小，子建之語氣更加嚮往領軍作戰之重責。〈寶刀賦〉則鼓吹武力平天下之理

念。 
219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67。 
220  《三國志》裴注雖有因其兄曹丕之故，然不論作何開脫，子建因飲酒而怠慢增援曹仁實為其生平一大

敗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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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華采的文人世界，而非質實的國士層面。221 

三、子建賦知情志衝突 

子建的志在上述章節已經討論過了，本節要更深入的從子建之情性對應到

其志的衝突所在，為何說他的情與志無法同時實現，在於其本人的性格與現實

的政治問題是無法融合的，而到了黃初年間子建更是失去了任何滿足其志的途

徑222，導致後期的志甚至有一部分悲憐為渴求人倫之樂，實在令人不忍目睹。 

首先我們可以先了解子建的特性，《三國志．魏書》曰：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

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

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

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

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223 

其中我們可以歸納三點，一、曹植天生聰敏，善文，能以小小年紀寫出高

妙的文章。二、性格豪爽，不尚華美，而與曹操問對每每切中其要，其人絕非

內斂型人格。三、曹操諸子中曹植文采斐然又聰敏機智，是以特見寵愛。上述

三點中，第一點說明其天分，第二點說明其性格，第三點說明其地位。子建的

人生就是圍繞在這三個面向展開，因為天分，所以自持高志；因為性格，所以

難容於政治圈中；因為地位，導致兄長無盡的猜忌，易言之曹植的悲劇人生從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中的第一段就可以預測了。 

對於曹植的天分後世早有確論，在本文就以其性格為主導，性格的特質是

構成其情很重要的一部分，上有言曹植不尚華麗鋪張而有豪放性格，在其《節

遊賦》中可以見到： 

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

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

沉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求。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

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 

                                                 
221  曹植前期之志深受建安風骨影響，然而缺少現實證明的機會（抑或浪費機會），而曹植自黃初以後根

本沒有任何機會施展所謂的抱負，是以實際上他的志也只能在詩文中呈現。 
222 文帝、明帝時期子建封地頻頻遷徙，連最基本宗親間的人倫之樂都是奢求，更逞論實現胸中抱負了。 
223 見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頁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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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

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盪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

旋服，遂言歸乎舊房。224 

此賦之目的在於勸時人莫過於放縱遊樂，因當時貴族子弟多有好尋歡作樂

而不及世事者，是以子建做此賦以明其心志，遂乃浮素蓋一段的描寫極盡逍遙

之意，我們看到一個翩翩佳公子倘佯在景色風光之中，此段可以看出子建本身

豪爽任俠的性格，能享受萬物風流，在天地間恣情縱意，非心胸寬闊者是無法

發出「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的感嘆，末尾說「愈志盪以淫遊，非

經國之大綱」可以了解子建並非一般尋歡作樂的貴族子弟，他心中有天下之抱

負，怎能因為玩樂而喪心殆志，此賦中一個理想的文人情志躍於紙上，但如此

理想浪漫的人格終被現實擊潰，因為一系列的政治錯誤導致其失去了入主東宮

的機會，其兄曹丕登基後曹植再也沒有了自試的機會，故黃初以後子建情志間

的衝突從理想性格與現實政治的矛盾，轉換成自悲自憐且自用的情感與人倫不

復、抱才守恨的矛盾，很明顯後面這一階段的衝突才是子建最核心的創作時期。

如黃初三年時名垂千古的〈洛神賦〉，在此採李曰剛教授的說法225，此賦為子

建喻今自傷之作，洛神即理想的化身，但卻是與自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

年之莫當。」何其悲哀，人神殊途，正如自己與朝廷間的關係，而且自己正當

盛年，這股怨竟然只能可悲的怨自己的年紀，在旁人細細讀來實乃戚戚愴然，

雖說子建為建安文學集團最後一位作家，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卒於四十一歲，曹

丕登基時他僅二十九歲，如此風華正茂的年紀卻只能囚於封地，一輩子不能見

用，在建安風骨積極進取、建功立業的思潮下，此時期子建於文學中反常的塑

造出其悲愴性格，而這時已不復之前的豪放任俠了。 

四、子建賦中諷上、寄託之文學觀 

奸氣即為政治腐敗下的朝廷氛圍，此時察舉出的孝廉不知書又父別居226，

使得民間社會一片烏煙瘴氣，正是這種腐敗氛圍使得蝙蝠孳生，奸邪之徒甚囂

於塵，曹植藉由這篇賦諷刺社會現象，以比為手法，物為題材，這種詠物小賦

在魏晉時曾出不窮，子建可能就是先導者之一，總而言之，關於辭賦之作用在

東漢末明顯有所變質，雖保留宴遊唱酬的功能性，但議論已不再為隱刺為主，

而是一針見血不再含蓄的揭露黑暗，關於這部分有別於子建辭賦小道的範圍。 

                                                 
224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13。 
225 見李曰剛著《辭賦流變史》，頁 140。 
226 見〈桓靈時童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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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後期子建情感狀態十分低迷，或是求於神仙，或是自卑自憐，

哀戚不能自己，這源於其志完全絕望之因由，魏文帝曹丕在位時大力打壓宗親，

對於兄弟更極盡迫害，子建作為曾經東宮儲位最有利的競爭人選自然是曹丕的

重點防備對象，在這種完全無望自試的環境中子建只能寄情於文，其〈與楊德

祖書〉中言： 

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

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以同好；非要之皓

首，豈今日之論乎！227 

之所以說辭賦小道，是因為相較而言志業更加重要，二者相比取其重，但

當志業無望，只能無奈從文，曹植治史有一定水平，從〈漢二祖優劣論〉、

〈魏德論〉等著作可知，子建史觀有其獨到見解，所以這裡的成一家之言可能

即為治史，而非前面所提之辭賦，可以把為文治史視為子建志的延伸，其效仿

春秋與太史公的論述明顯也處在其志的範疇，但遺憾的是黃初以後子建之志完

全破滅，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從另外悲慘的層面實現了，這是政治上完全

絕望的結果，在這種情況下曹植只能可悲的寄情於詩與辭賦。 

子建於辭賦中的寄託皆根於現實的困境，如〈九愁賦〉曰：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哀。踐南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眷浮

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228 

此賦代屈原陳辭，實為抒自身之悲愁，第一段即可看出作者走投無路的窘

境，又： 

履先王之正路，豈淫徑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

複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為群，宿林藪之葳蓁。野蕭條而

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生？寧作清水之沉

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徑危阻，登岧嶢之高岑。見失群之離獸，

覿偏棲之孤禽。懷憤激以切痛，若回刃之在心。229 

不作趨炎附勢之徒，又見棄於君王，作者如失群之離獸，偏棲之孤禽，報

                                                 
227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450。 
228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37。 
229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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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無門，忠君失塗實乃回刃於心痛不可言，此賦名為九愁，應當不是九歌、九

辯之體，九為極數，當為愁極之意，全賦屈騷情節滿溢而出，正切合子建困頓

之境，諷有之，無非以楚王喻上，其實自擬為屈原時就有此諷之涵義了，再者

寄託，實為報國忠君之本意，如前面所述，子建之志業基於建安風骨的激極勃

發，在〈與楊德祖書〉中不惜說辭賦小道也想完成角逐天下之志，黃初以後子

建的遭遇同於屈原的流放時，心中當然無法接受，故有九愁之賦。 

子建寄託之終極理想當為洛神，黃初時所作之〈洛神賦〉即此理想之具現，

他描寫洛神之形體、容貌、衣飾、顏色見於第二段，曰： 

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耀秋菊，華茂春松。髣

髴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

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淥波。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

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

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輔靨承權。珪姿艷逸，

儀靜體閒。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披羅衣之璀

璨兮，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踐遠遊之文履，

曳霧绡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乎焉縱體，以

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230 

同於屈原離騷中的香草美人，只是子建把這份追求理想的浪漫更加凝實，

使其成為一切美好具現在人間的洛神，神與人終歸殊途也是子建最後的不切實

際，人神之戀如同逐臣與朝廷一般，這種在辭賦中對於理想的寄託與自身感遇

的抒發在漢末亂世也有成為主流的現象，如王燦〈登樓賦〉也如此種生世寄託

在裏頭，但子建這種美人喻理想的浪漫筆法有回溯先秦楚辭的傾向，如他在序

中所言感宋玉對楚王說神女之事，故很明顯這種先秦辭賦寄託的內容，經過漢

大賦的功能性消蝕後，在建安以後又重新回歸為辭賦文體的內容，在建安最後

一位文人曹植身上我們看到了屈騷又重新在現於世，脫離了所謂辭賦小道。 

 

 

 

                                                 
230 見《曹子建集》三民，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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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對於曹植的文情歷朝歷代皆有詳細論述，自劉勰、鐘嶸已降，古文人對陳

思王詩文之推崇不勝枚舉，在今時亦有多數研究曹植的論文，本文集中於其情

志間的關係，在論建安風骨之背景時闡明曹植之志的根由，在於時代的世積亂

離與經學斷裂的背景，後論述其志在辭賦中，於前期明顯更偏向於華采之文而

非質實之志，明顯停留在抒發浪漫的文人面向，也論述子建的性情與現實的衝

突，若要實現志，則必須放棄一部分的情性，但對於完全的理想主義者曹植來

說，浪漫終歸被現實的政治擊碎，使得曹植從前期豪放任俠的性格轉為後期的

悲戚哀婉，其〈靜思賦〉、〈出婦賦〉等作品都有此傾向，最後說明子建賦中

的文學觀，即諷上隱刺的社會功能性與寄託自傷的文學表現性，辭賦至此應當

脫離了兩漢以來雕蟲小技的桎梏，重回楚騷的文學價值。 

 

 

 

 

 

 

 

 

 

 

 

 

 



 
 
 
 
 
 
 
 
 
 
 
 
 
 
 
 
 
 
 
 
 
 
 
 
 
 
 
 
 
 
 
 
 
 
 
 
 
 
 
 
 

 

曹子建賦之情志研究 

118 

六、參考書目 

（一）專書 

王國瓔著：《中國文學史新講．上》臺北：聯經，２０１６年。 

吳云編：《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北京：２００１年。 

李曰剛著：《辭賦流變史》臺北：文津，１９８６年。 

李建中著：《魏晉文學與魏晉人格》武漢：湖北教育，１９９８年。 

周振甫著：《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１９８４年。 

曹植著：《曹子建集》臺北：三民，２００３年。 

陳昌明著：《六朝文學之感觀辯證》臺北：里仁，２００５年。 

陳壽著裴松之注：《三國志》臺北：世界，１９８５年。 

傅錫壬：《楚辭讀本》臺北：三民，２０２０年。 

廖國棟：《建安辭賦之傳承與拓新．以題材及主題為範圍》臺北：文津，２０

００年。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１９９０年。 

蕭統編：《昭明文選》臺北：三民，２００１年。 

（二）學位論文 

呂光華：《南朝貴遊文學集團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１

９９０年５月。 

張秋麗：《漢賦六朝紀行賦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１９

９３年６月。 

遊適宏：《祝堯「古體賦」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１９

９０年５月。 

陳盈妃：《歷代詩話中的「曹植論」研究──以宋遼金元明詩話為範圍〉》，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國 文 學 系 博 士 論 文 ， ２ ０ １ １ 年 。 

游嘉琳：《素樸與感傷：漢魏心靈與曹植詩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

論文，２０２０年。 

呂筱薇：《宋玉、曹植、陶淵明辭賦中神女形象研究》，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

學系所碩士論文，２０２年。 

（三）期刊論文 

石雲濤：〈洛神賦的寫作時間〉，《河南師大學報》，１９８１年５月。 

洪順隆：〈論洛神賦〉，《華岡文科學報》第１５期，１９８３年１２月。 

顧偉列：〈王燦的登樓賦〉，《語文學習》第４期，１９８２年。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9%99%B3%E7%9B%88%E5%A6%8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5%BD%B0%E5%8C%96%E5%B8%AB%E7%AF%84%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6%B8%B8%E5%98%89%E7%90%B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6%B8%B8%E5%98%89%E7%90%B3%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6%9D%B1%E6%B5%B7%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auc=%22%E5%91%82%E7%AD%B1%E8%96%87%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sc=%22%E5%9C%8B%E7%AB%8B%E4%B8%AD%E8%88%88%E5%A4%A7%E5%AD%B8%22.&searchmode=basic
https://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0dsd2G/search?q=dp=%22%E4%B8%AD%E5%9C%8B%E6%96%87%E5%AD%B8%E7%B3%BB%E6%89%80%22.&searchmode=bas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