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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之沾溉滇文人探考

孔德明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传世典籍对蜀地发达纺织业的记载与滇地出土器物对大型纺织场面的显示，大大增强了《西京杂记》所记

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作比，晓谕盛览作赋之法的合理性与可信度。再加之《滇略》“大抵本图经旧

文”、“引据有征”，以及《史记》曾有对司马相如作桥于孙水的记载，张叔至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之事也是大体可

信的。由此，司马相如于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程中是有桥接之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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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相如对汉文化入滇是否有筚路蓝缕之功，
对滇文人之沾溉是否属实，因史料的匮乏及现存史

料的可信度问题而难以落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此问

题无推测之空间，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对现有史料的

探考去接近史实。

一

现存可证司马相如曾沾溉滇文士最有力的史

料文献有二：一是《西京杂记》。其书卷二云：“司

马相如为《上林》、《子虚》，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

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

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名士，常

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

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

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

传。’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

敢言作赋之心矣。”［１］二是谢肇膌《滇略》。其书卷

五云：“司马相如元封二年以中郎将持节开越辒，

与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略定

西夷，?芖、冉鎓、?榆诸君长请为臣。相如至若

水，?人张叔、盛览等皆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

（谢肇膌《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书卷六又

云：“汉盛览字长通，叶榆人也。学于司马相如，所

著有《赋心》四卷。尝问相如以作赋，相如答曰：

‘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

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

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览乃作《合组

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言赋。同时有张叔

者，天姿
"

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

思变其俗，元狩间闻相如至若水造梁，距叶榆二百

余里。叔负笈往，从之受经，归以教乡人。”（谢肇

膌《滇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清人冯盨《滇

考》卷下亦如是记载：“夫滇与闽粤皆开自汉武帝，

其时盛览、张叔已从司马长卿学赋受经。后此若

尹珍、许叔之文学，隗叔通之孝行，皆著名于益

州。”（冯盨《滇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不知《滇

考》所记盛览、张叔之事是本自《滇略》，还是另有

所自。

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众说纷纭：或无名

氏，或刘歆，或吴均，或萧贲等，曹道衡、刘跃进二

先生的《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有较详之考辨［２］４７２，

此不赘述。因此书作者不详，故作时亦难定。刘

跃进先生说：“既然曹魏时人已经引用《西京杂

记》，则其成书年代不过曹魏。”［２］４７６此说应大体可



信。作者作时难定的《西京杂记》所记内容的可信

度有多高呢？这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汉

书·匡衡传》颜注云：“今有《西京杂记》者，其书

浅俗，出于里巷，多有妄说。”［３］３３３１不知颜师古所说

“多有妄说”为何，所论《西京杂记》是否为现存之

《西京杂记》，岂为同名异文乎？即使为里巷之语，

亦“必有可观者焉”［３］１７４５。《三辅黄图·汉宫》引录

曰：“又《西京杂记》云：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桉、厕

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为四宝宫。”［４］１３５

又《未央宫》条引《西京杂记》云：“温室以椒涂璧，

被之文绣，香桂为柱，设火齐屏风，鸿羽帐，规地以

宾氍毹。”［４］１５４“案《三辅黄图》的作者虽然未详，

但是，曹魏时代的如淳、晋初的晋灼和梁代的刘昭

均有引录，则最晚不过曹魏”［２］４７６。曹魏时人撰《三

辅黄图》时便引录了《西京杂记》，看来他们对此书

所载内容的真实性是持肯定态度的。也就是说，

《西京杂记》所记内容大致是可信的。

《滇略》为明谢肇膌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称

《滇略》“虽大抵本图经旧文，稍附益以新事，然肇膌

浙本属文士，记诵亦颇博洽，故是书引据有征，叙述

有法，较诸家地志体例，特为雅洁。薛承矩序称其上

以搜杨终、常琚之所未及，下以补辛显怡、李京、杨

慎、田汝成诸纪载之漏遗。杭世骏《道援堂集》有是

书跋，亦谓其详远而略近，博观而约取，苍山洱水之

墟，称善史焉”［５］。由《滇略》“大抵本图经旧文”、

“引据有征”、为“善史”看，是书所记亦信而有征。

再之，滇之张叔，前明李修《云南通志》及《滇略》、

《滇考》、《滇云历年传》、《滇系》及鄂尔泰等监修之

《云南通志》均有所载，应有所征信。正如江燕、文

明元、王珏点校《新纂云南通志》案语所云：“滇之张

叔，非文翁所选之张叔也。前明李修《云南通志》及

《滇略》、《滇考》、《滇云历年传》、《滇系》，康熙、雍

正《通志》，皆载之，是必有所据。”［６］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还报。唐蒙

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发巴、蜀、广汉卒，作者

数万人。治道二岁，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费以巨万

计。蜀民及汉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时邛?之君长

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必

南夷。天子问相如，相如曰：‘邛、?、
#

、鎓者近蜀，

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

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

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

四乘之传，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司马长卿

便略定西夷，邛，?、
#

、鎓、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

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为徼，通零

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悦。”［７］３０４６

《汉书·司马相如传》亦云：“相如使略定西南夷，

邛、芖、冉、鎓、斯榆之君皆请为臣妾，除边关，边关益

斥，西至沫、若水，南至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

以通邛、芖。还报，天子大说。”［３］３５８１晋常璩《华阳国

志》云：“相如卒开道通南夷，置越辒郡。韩说开

益州，唐蒙开，斩?王首，置郡。”［７］３０４８魏郦

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云：“若水又径会无县。县

有骏马河，水出县东
$

山，山有天马径，厥迹存焉。

马日行千里，民家马牧之山下，或产骏驹，言是天马

子。河中有贝子胎铜，以羊祀之则可取也。又有孙

水焉，水出台
$

县，即台登县也。孙水一名白沙江，

南流径邛都县。司马相如定西南夷桥孙水即是水

也。又南至会无入若水，若水又南径云南郡之遂久

县，青蛉水入焉。水出青蛉县西，东径其县下，县以

氏焉。”（郦道元《水经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上

几则材料可知，司马相如确曾至沫水、若水，桥孙水。

因此，进一步增强了《滇略》、《滇考》所记盛览、张叔

从司马长卿学赋受经的可信度。

二

《西京杂记》所载“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

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

是司马相如在日常生活中所悟出的作赋方法和原

则。“此赋之迹”的“迹”字，应是考核、推究而遵循、

仿效之意。如《诗经·小雅·沔水》：“念彼不矦

（迹），载起载行。”毛传：“不矦，不循道也。”［８］《墨子

·尚贤中》：“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张纯一集

解：“迹，循实而考之也。”［９］《史记·商君列传论》：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

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７］２２３７由“迹”为考核、推

究而后遵循、仿效意可知，此方法为司马相如所悟出

而后遵从之，即为原则。又可从“斯乃得之于内，不

可得而传”句，知为其所独悟。又为何说是其从日

常生活中所悟呢？据由“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

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可知。《管子》卷五：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

锦绣、綦组相?也。”［１０］《韩非子·诡使》：“仓廪之

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綦组、锦绣、刻画为末作

者富。”［１１］可见，“綦组”、“锦绣”为劳苦者作之，而

富贵者享之。劳苦者、富贵者均了解之，即为常见之

物。

司马相如以“合綦组”、“列锦绣”喻作赋之法，

说明其常观“合綦组”与“列锦绣”之事，并熟知其

法。他以此比方喻晓盛览，说明盛览同样熟知“合

綦组”与“列锦绣”之事之法。不然，盛览则难明其

喻。据文籍记载及出土器物所显示，西汉蜀、滇之纺

织业已相当发达，纺织场面亦是极易见之常事。如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博望侯张骞“居大夏时见

蜀布”［７］２９９５。蜀布能远销大夏，便能推想蜀地纺织业

之发达程度。扬雄在《蜀都赋》中详细描述了蜀锦

制作之精巧及价值之贵重。其赋云：“尔乃其人，自

造奇锦，?
%

绯
&

，?缘庐中，发文扬采，转代无穷。

其布则细都若折，绵茧成衽，阿丽
'

靡，避晏与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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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蛛作丝，不可见风，?中黄润，一端数金。”［１２］２１４而

且在描绘蜀都果蔬花草时也以锦绣相比：“尔乃五

?冯戎，瓜瓠饶多，卉以部麻，往往栀，附子巨蒜，

木艾椒蓠，蔼酱酴清，众献储斯。盛冬育荀，旧菜增

伽。百华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丽靡

螭烛，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１２］２１３。可想而知，蜀

锦当为精美华丽且为人们所熟知之物品。

纺织业在滇云地区亦同样发达，《华阳国志·

南中志》：“（永昌郡）土地肥腴，……有兰干细布。

兰干，僚言
(

（苎）也，织布文如绫锦。”（常璩《华阳

国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据张增祺《滇国与滇

国文化》载：“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墓地各出土

一件器盖上雕铸有纺织场面的贮贝器，……李家山

的那件是１９９２年发现的，器身饰弦纹、同心圆圈纹、
齿纹及云纹等，腰部及器盖两侧各有一对虎形耳。

盖上共雕有１０人组成的纺织场面，正中一人鎏金，
双手抚于膝前，高坐在一个鼓形座上，一人手捧食盒

跪其左侧，另一人执伞跪其后方，还有一人跪其前

方，似被训斥或责骂，周围有二人低头绕线，四人低

头用踞织机织布。”［１３］１１１“石寨山的一件比李家山的

纺织场面更复杂，人物及陈设也多。据原发掘报告

称：‘此贮贝器作铜鼓形，唯体积太小，有底有盖。

盖上铸 ２５厘米—６厘米的小铜人 １８个，另有犬
一，鸡一、案一。……外围有织麻布和从事其它操作

者九人环绕，对面另有跪坐者四人。’上述图中，可

以确定为纺织者共五人，其中一人捻线，四人用踞织

机织布。捻线者身侧挂一布袋，袋内有物，当属麻棉

之类。织布者四人均踞坐、低头专心织造，从图像上

看有提综、打纬、引纬等动作。”［１３］１１１从这两个滇地出

土的汉代贮贝器上所显示的纺织场面来看，当时的

纺织场面已具备相当大的规模。故纺织场面及合綦

列锦之事亦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所习见。

可见，司马相如之所以要用“合綦组”、“列锦

绣”来打比方，是因为“合綦组”、“列锦绣”这一操作

过程及操作之法不仅为自己所熟知，而且同样为接

受对象———盛览所熟知。司马相如充分注意到了如

何打比方才能使听者有更好的接受效果。尽管“合

綦组”、“列锦绣”之操作过程及操作之法同样为盛

览所熟知，但其中蕴含的精髓盛览并未能悟出，对司

马相如所论亦难以明了，故司马相如有“斯乃得之

於内，不可得而传”之叹。因为“合綦组”、“列锦绣”

并非一个简单的拼图制作，而在“合”与“列”的过程

中充满了想象的智慧，不是常人所能为。司马相如

对“合”的理解已上升到一个哲学的层面，这可能是

盛览不及的地方。司马相如所云“一经一纬，一宫

一商”，“总揽人物，包括宇宙”与董仲舒对“合”的解

释有异曲同工之妙。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云：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

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有顺必有逆，有喜必有怒，有寒必有暑，有昼必有夜。

此其合也。”苏舆义证云：“合，即偶也。《楚庄王

篇》：百物必有合偶。《易·系辞》：五位相得而各有

合。《左》疏引郑注云：二五阴阳各有合，然后气相

得施化行也。”［１４］司马相如寓玄奥之理于常见之事

物中，盛览或许未能深悟到此一层。故“乃作《合组

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

“赋者，铺也，铺采詀文，体物写志也”，“文虽新而有

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１５］；“赋者敷陈

其事而直言之者也”［１６］。无论从赋体还是从赋法上

看，赋都是以纪实为主的。盛览既作《合组歌》和

《列锦赋》，说明其定见“合组”、“列锦”之实，故而

实述之。由此进一步说明了：盛览只见“合组”、“列

锦”之实，而未能明白作赋之理；只得司马相如作赋

之形，而未能得其作赋之心。由此也可侧面反映出

《西京杂记》所记盛览问作赋于司马相如一事具有

极大的真实性。

司马相如不仅擅长辞赋，亦通经学。秦密曾云

“文翁遣相如受七经”［７］２９９９。卓文君《司马相如诔》

亦云“嗟嗟夫子兮通儒，少好学兮综群书”［１７］。其

《天子游猎赋》中也蕴含着经学思想，其赋云：“且二

君之论，不务明君臣之义而正诸侯之礼，徒事争游猎

之乐，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胜，荒淫相越，此不可以

扬名发誉，而适足以贬君自损也。”［７］３１０４又云：“于是

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

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途，览观《春秋》之林，射

《?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罘，蒁群

《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

《书》囿，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

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

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

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７］３１０６又《汉书·地理

志》：“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

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时饶。南贾滇、

僮，西近邛、芖马旄牛。……景、武间，文翁为蜀守，

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

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

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

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有教

无类。’”［３］１６４５“南贾滇、僮，西近邛、芖马旄牛”，说

明蜀地与滇云地区早已有交通往来，文化的互相影

响在所难免。因此，司马相如以文辞显于世，“而乡

党慕循其迹”，对滇云地区不可能不有所风动。再

之，相如还蜀亦是一件颇为轰动的事情，“蜀太守以

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７］３０４７。同样，

不可能不对滇云地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在相

如“桥孙水”时，张叔“负笈往，从之受经”的可信度

是极大的。

三

由上所证，《西京杂记》所记大体为实，《云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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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滇略》及《滇考》等书亦“引据有征”，则司马

相如对滇文士的经学及辞赋沾溉是可以确信的。由

此，《滇略》所云“相如至若水，?人张叔、盛览等皆

往受学，文献于是乎始”，《云南通志》所曰“览与张

叔开迤西文章之始”亦大体可信，则司马相如对汉

文化之沾溉滇云实有筚路蓝缕之功。

盛览为名士，其对当地的文化影响作如何

观呢？《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勉诸侯，聘名

士，礼贤者。郑玄注：名士，不仕者。孔颖达疏：名士

者，谓其德行贞绝，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

在位者也。”［１８］名士为德行贞绝，道术通明而又隐居

不在位之人，其在民间的影响力应是不可低估的。

又《吕氏春秋·尊师》云：“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

终其寿。”［１９］“名士”与“显人”并提，说明名士的影

响力是很大的。《盐铁论·褒贤》云：“万乘之主，莫

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留天下名士也。”［２０］由

此亦可见名士声名之重，影响之大。盛览既为

名士，其在当地的文化影响当为不小。张叔因思变

其乡不知书之俗而前往若水从司马相如受经，且归

以教乡人，确有移风易俗之功。故，说他们“皆著名

于益州”，“文献于是乎始”应是不为过的。同时，我

们也可以看到司马相如在汉文化对滇云地区浸染过

程中所献的桥接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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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７页）
　　２．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同样出现，但所
占比例较小

我们同样发现，在动物歇后语中，也出现了一些

非基本层次范畴的词语，即较低级层次范畴的动物

词语。例如：在“鸟”这一大类下还有乌鸦、麻雀、大

鹏等，但是包含这些低层次范畴动物词语的歇后语

数量比较少，如“大鹏”只占了１条，而包含“鸟”这
一基本层次范畴动物词汇的歇后语有 ７条之多；
“牛”的下位有“水牛”、“黄牛”，但有关“水牛”的有

２条，有关“黄牛”的只有１条，而关于“牛”这一大
类的歇后语则有２０条。可见，在数量上，还是基本
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占优势。

我们关于基本层次范畴和较低层次范畴的分析

揭示了范畴的另一个重要的侧面，即人类对于范畴

的认识及头脑中最终形成的范畴体系是根植于人类

的生活经验的。人类关于一些特殊的鸟类产生了许

多歇后语，这正说明了人类对于鸟的认识比较透彻

和全面，从而反映到了语言运用的层面。但同时，基

本层次范畴在我们的认知中仍是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是其他的较高和较低层次范畴所不能替代的。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动物歇后语进行了归纳分析，并在

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映射理论的烛照下具体讨论了

这些动物歇后语的始源域、目标域，发现了在动物歇

后语中同样存在着隐喻的系统性，并对纵向和横向

的系统作了描写，指出了这些动物隐喻大部分是基

于基本层次范畴的动物词语。当然，本文还存在着

不足之处，如只分析了一些具有共性的动物歇后语，

对于有些比较特殊的现象并没有给出解释和说明。

这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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