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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有一枝光彩夺目的奇葩，它高贵典雅，卓

尔不群，傲立于群芳之间，得到志存高远者的青睐和追捧，它就是被称
为阳春白雪的艺术之花——辞赋。

辞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它因追求骈偶、藻饰和用典，一度被视
为曲高和寡的艺术体裁，而拒之于大众文学之外，实质上被划入了贵族
文学的范畴。我们知道，辞赋萌生于战国，兴盛于汉唐，发展于宋元，
衰退于明清，虽几经式微，但总是百折不挠，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我
们高兴地看到，近年来随着对国学教育的重视，辞赋这一文体重新焕发
了勃勃生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社会的飞跃发展，迸发
出了辞赋作者的创作激情，一大批歌颂时代、吟唱文明的作品应运而
生，在各地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辞赋旋风。在这股旋风中，最为强劲的力
量来自于山东，来自于鲁南辞赋团队。正如当代辞赋泰斗龚克昌先生所
说的，山东地区作为辞赋研究的发源地，辞赋创作也取得了较为突出的
成绩，鲁南辞赋团队堪称当代辞赋创作阵营中的一支劲旅。龚克昌先生
还将鲁南辞赋取得的成就，形象地褒扬为“枣庄现象”。

二
鲁南辞赋团队是一支朝气蓬勃的队伍，在这支队伍里，以中国辞赋

家协会副主席韩邦亭为代表的辞赋作家，大多是胸怀大志、才气满满的
年轻人。他们勤勤恳恳，孜孜不倦，沉浸在古典文学的海洋里，徜徉在
和谐骀荡的韵律中，以舍我其谁的历史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扛起了当代
辞赋的大旗，攀登在辞赋的高山之上。他们一经亮相，便惊艳了中国赋
坛。

时代赋予了辞赋创作新的内容和形式，也对辞赋作者提出了更高的
标准和要求。以韩邦亭先生为领头雁的鲁南辞赋团队，在继承而不泥
古、创新则不离宗的观念指导下，顺应潮流，吐故纳新，以大情怀、大
气象、大手笔的气概，先后创作、编印了《枣庄赋》、《枣庄咏》、《枣庄
市中赋》、《魅力市中——诗词联赋作品选》、《韩邦亭辞赋选》 等诗赋
集，唱响了和谐之声，奏出了时代强音，体现了鲁南辞赋团队较强的创
作实力。

鲁南辞赋团队是一支笃学笃行的队伍，他们眼界高远，胸怀天下，
瞄准祖国的湖光山色，历史人文，创作出许多荡气回肠、感人肺腑的篇
章。几年来，他们笔耕不辍，硕果累累，接连捧回了一百余次的全国奖
项，在中国辞赋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邦亭的 《华山赋》、《长安新
赋》、《中华酒神赋》，孙彦科的《祭黄帝文》，以及谭玉峰的《蓬中赋》，
先后在全国征文大赛中夺魁。尤其韩邦亭的《华山赋》，值得大书特书，
他凭其千钧笔力，描摹出华山的雄壮之美，在全球一千一百五十六篇征
文中独占鳌头。“远岫栖霞，险道通八荒之韵；奇峰落雁，骚人赋万古之
诗。天在眼前，上绝崖而顿彻；烟生足下，临断壑以遐思。”华山的危峰
兀立、巍峨壮观，叫读者一览无余。正如著名辞赋家、南通大学王志清
教授所赞扬的：“呕心沥血，历久磨砺而萃生骈俪，旁搜远绍，探骊得珠
而雅构华帙。《华山赋》穷微造妙而高调问世。”2012年9月28日，当韩
邦亭站在陕西华山地质公园颁奖台上，捧着沉甸甸的十万元大奖时，在
场辞赋界的精英们，包括中华辞赋社社长闵凡路，中华辞赋社总编黄
彦，眼前一亮，并为之一振。很多人本以为获得《华山赋》的大奖者，
该是白发苍苍、仙风道骨的长者，谁都未曾想到，这位来自山东枣庄的
辞赋大家，竟然是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才俊。

辞赋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韩邦亭先生
对此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辞赋创新需要以传统辞赋的总体框架为基

础，绝不能抛弃优良的文化传统，辞赋也绝不是散文或散文诗的机械复
制。他特别强调，离开辞赋文学的优良传统而大谈创新，无异于缘木求
鱼。

鲁南辞赋团队正是在创新观念的引导下，遵循在传统文化框架下的
创新思路，走出了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路。他们在《感动枣庄十佳人物
颁奖词》中，用赋体行文，使严谨的颁奖词不仅鲜明生动，而且带有韵
律的美感，开创了国内先河，令人耳目一新；在 《嘉兴百年风云人物
赋》中，采用了“三段式”人物赋新模式，拓展了创作思路，取得了意
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中华姓氏赋”创作中，宋政权、彭文堂、田素
东、靳春文、任泽君等一批实力派作家，独辟蹊径，别出心裁，承担了
各自姓氏的创作任务。但始终不离开“铺采摛文”、“体物写志”的基本
风格，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截至目前，鲁南辞赋已形成多点开花的可喜局
面，部分作家的作品，由于其高超的文学价值，被镌刻在全国各地的标
志性建筑或重点景区里，仅韩邦亭个人就有二十多篇作品被镌刻在大江
南北，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辽宁工大赋》被镌刻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和赋》被镌刻在长沙洗心禅寺。在当地，也镌刻有《三清观赋》、《甘泉
寺赋》、《灵峰寺赋》等骈体辞赋佳作，为歌赞新风、服务当代做出了贡
献。

2016年年底，在韩邦亭先生的奔走下，鲁南辞赋团队建成了省内首
家综合性辞赋主题展馆，填补了山东辞赋场馆的空白。鲁南辞赋馆以弘
扬辞赋文化为己任，以“赋祖”荀子为文化原点进行研究展示，极大丰
富了辞赋文化的内涵。开馆以来，各地辞赋作家纷纷前来参观指导，切
磋技艺，展现了“辞赋之乡”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著名辞赋家、中国
骈文网站长周晓明先生对鲁南辞赋馆给予了“开馆以弘文，阐扬传统不
遗余力；登高而作赋，广大人文竭尽其能。”的高度评价。

三
鲁南辞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并不是偶然的。翻开中国辞赋史，

我们不得不惊奇地发现，作为“赋祖”的荀子，就曾经生活在枣庄这片
香烟缭绕的文化圣地上。荀子两任兰陵（枣庄）令，晚年在鲁南著书立
说，并终老于鲁南。枣庄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辞赋之乡”，也因此有了
无与伦比的文化厚重感。

今天，我们追本溯源，不由就会想起荀子，想起他披荆斩棘开创的
“赋体”之路，还想起他的谆谆教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荀子以《礼》、《智》篇开启了中国辞赋创作的大幕，他现存的五篇
赋作，均以谜语的形式描写一种事物，假物寓意，将社会现象铺叙揭
露，这种托物讽谕的写作特点，对汉唐辞赋的影响是深远的。

坐落在枣庄南郊许池泉旁的荀卿祠，回响着老夫子登高作赋的宏
音：“百姓待之而后宁也，天下待之而后平也。明达纯粹而无疵也，夫是
之谓君子之知。”（荀子《赋·知》）两千三百年后，依然能从荀子赐给我
们的开篇赋作中，享受韵律文学的高雅。

沿着荀子的脚步一路走来，我们会发现，继承荀子辞赋衣钵的人层
出不穷。

李斯是荀子的学生，他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且在“荀赋”文
体上也有所突破。在文章中，他自然而然地使用带有骈俪色彩的语言，
使其对仗工整，声韵铿锵。其《谏逐客书》就是一篇经典的骈体文，李
斯因此有了“骈祖”的称号；以《吊屈原赋》闻名遐迩的贾谊，是荀子
得意门生张苍的学生，他以“自喻”的方式对屈原的不幸遭遇给予同
情，蕴含了深沉的自我伤悼之情。《吊屈原赋》不仅情真意切，曲折哀
怨，而且在表现形式上，突出了赋体文学抒情言志的特点。明人徐师曾
在《文体明辨序说·吊文》中说，“若贾谊之《吊屈原》，则吊之祖也”贾

谊获得了“吊祖”的美称。
我们看，“赋祖”、“骈祖”、“吊祖”，哪一位至圣先贤不与枣庄文化

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西晋时期被称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其唯一流传于世的《酒

德颂》，就是一篇超群拔萃、汪洋恣肆的辞赋作品。今天，若去枣庄七贤
湖畔的刘伶台怀古思贤，依然能想象出醉仙当年“兀然而醉，豁尔而
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的奔放和豪迈。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鲍照，亦是地道的鲁南人，他对中
国辞赋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代表作《芜城赋》和《飞蛾赋》足以令
他独步当年，青史留芳。他的辞赋风格充分体现了南朝赋的艺术特点，
即骈俪化、唯美化的追求，并注重字句雕琢，有通章无句不对的特点。
在对偶中不仅熔铸了浓烈的情感，还创造了独特的抒情氛围。鲍照的另
一篇《飞蛾赋》反映了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将飞蛾扑火描写成奋不顾身
的果敢和勇气，正是鲍照自我形象的写照。

刘勰在《铨赋》中说，“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但刘勰完全
不知道，辞赋在唐朝以后，从体裁到韵律上均实现了新的突破。我们知
道唐朝大诗人李白来过兰陵，酒入豪肠之后，挥笔而就了《客中行》。我
们大都知道李白是大诗人，其实，他辞赋的成就也是了不起的。在中国
浩如烟海的辞赋作品中，李白的《大鹏赋》可谓是上乘之作，只是诗名
太过响亮，辞赋的价值被“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迈给淹没了。李白在
辞赋创作中，继承了南朝鲍照的风格，在大赋中见骈文，在小赋中融合
了大赋体裁。元人陈绎曾在《诗谱》中说“六朝文艺衰缓，唯刘越石、
鲍照有西汉气骨，李、杜箸取此。” 当代学者殷雪征女士也说：“唐人乃
受鲍照影响最明显、最广泛，其中受其影响较大且又取得巨大成就的当
首推李白和杜甫。”这样说来，鲁南人鲍照成了李白、杜甫的老师，这不
能不说，鲁南大地的文脉自古就是盘根错节、延绵不绝的。

宋元丰元年 （公元1078年），另一位辞赋大家苏东坡登场了。那一
年，他在徐州知州任上来到滕县，看望了滕县县令——范仲淹之子范纯
粹。凭着对范仲淹的仰慕，苏东坡自然对范纯粹关爱有加，见范纯粹刚
刚将滕县公堂修缮一新，便挥笔写下了万世流芳的《修公堂记》，这是苏
东坡留给鲁南为数不多的美文，也算是大文豪对“辞赋之乡”的一片厚
爱吧。

到了清代，鲁南辞赋依然方兴未艾，李可敬的《雅颂八章》，以语言
凝练、音韵和谐的风格，被南巡路过台儿庄的康熙大帝钦定榜首；王特
达的 《大成殿赋》 以行云流水般的骈体，表达了对至圣先贤的追慕之
情，该篇被收入《兖州府志》得以广泛流传。

四
纵观辞赋的前世今生，我们不难发现，从战国开始，枣庄大地便滋

养出一大批杰出的辞赋家，他们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实现了辞赋创作
的一次次辉煌。从荀子到李斯、贾谊，再到刘伶、鲍照、李白、苏轼，
这其实就是一条清晰可辨的文化经脉，这条经脉滔滔汩汩，奔涌千年。
直到今天“枣庄现象”的横空出世，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吃惊。没
有谁能够像枣庄这样，可以近水楼台得到荀子的真传。我们有理由相
信，枣庄这个享有“辞赋之乡”称号的文化圣地，注定会承接荀子的遗
风，也注定会再造辞赋的传奇。

在 《市中新报》 隆重推出“鲁南辞赋”栏目之际，写了上面的文
字，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辞赋创作的关心关注，也是寄望于鲁南辞赋，
在传承中复兴，在创新中发展，以隽永的文字，华丽的词藻，歌赞勤劳
的民族，颂扬伟大的时代。更多的是，愿枣庄——辞赋的滥觞之地，担
负起辞赋发展与繁荣的重任，以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谱写出情感万
众、醒醐灌顶的作品。 （作者系市中区作协副主席）

追本溯源话辞赋追本溯源话辞赋

辞赋作为一种相对生涩的古文体，似乎离我们很
远；可是作为中华文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承，辞赋又似
乎与我们有着融于血脉之中的密切联系。

韩邦亭是鲁南地区的辞赋家，也是当代中国辞赋复
兴的代表人物。他曾获山东省首届齐鲁文化之星称号，
其创作的《华山赋》、《长安新赋》、《和赋》等作品荣获
全国大奖。

这次，韩邦亭又集结了数十位辞赋创作者和爱好
者，在《市中新报》上开辟了“鲁南辞赋”专栏，在推
动辞赋创作和普及上，可谓用心良苦。

近日，韩邦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以下为访谈摘录。

赋，兼具诗歌的韵律和散文的结构

记者：说起赋这种文学形式，也许不如诗、词、散
文、小说那样让人耳熟能详，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些，
究竟什么是赋呢？

韩邦亭：辞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它
兼具诗歌的韵律和散文的结构，有着独特的形式美感。在
国际文化交流中，没有相对应的文体，一般翻译为

“fu”，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
记者：其实我们在中学课文里，经常会看到赋的影

子，比如苏轼的《赤壁赋》，杜牧的《阿房宫赋》等等，
历史上，赋有着怎样的文学地位呢？

韩邦亭：其实赋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中占有一
席之地，特别是在唐朝的时候，赋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但是那个时代诗歌的光芒太亮了，所以掩盖了赋的历史地
位，后人也只说“唐诗”而不说“唐赋”，这是一个遗憾。

我们现在有很多典故，都和赋有关，比如“洛阳纸
贵”，说的就是当时人的人们争相传抄左思的作品《三都
赋》，以至一时供不应求，货缺而贵。还有“掷地有声”，
说的是王羲之的好友、辞赋家孙绰写完《游仙台山赋》，
对他的朋友说：“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

鲁南地区有望成为全国辞赋创作的聚集地

记者：这次，您集结了众多辞赋家和爱好者，在《新
报》上开辟了“鲁南辞赋”这个栏目，有着怎样的出发点呢？

韩邦亭：应该是一种传承情结吧。鲁南地区文化底蕴
深厚，辞赋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早在两千多年前，“赋
祖”荀子就曾在这片土地上写出瑰丽的篇章。“竹林七
贤”之一、晋代辞赋家刘伶也在此饮酒赋诗，传为千古佳
话。可以说，赋的“老家”，就在鲁南地区。

记者：您的比喻很形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您可
以说是当仁不让的扛起了复兴鲁南辞赋文化的大旗了。

韩邦亭：这个不敢当，其实是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顺
势而为。咱们市中区已故辞赋作家孙启民先生是我市辞赋
研究和创作的先行者，他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辞赋作者，
可谓功不可没。目前，市中区辞赋队伍日渐壮大，成果迭
出，已成为我市辞赋创作的中心。

辞赋不是文学的化石

记者：很多朋友们都觉得，辞赋在当代文学的潮流中
很小众，甚至很多人觉得是它很生僻，为什么您还要如此
坚持这个赋的创作和发扬？

韩邦亭：首先我要阐述一点，辞赋不是文学的化石，
它有着极强的文化生命力。作为一种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
文学形式，辞赋具有其他文体无法替代的优势。

我个人认为，步入当代的辞赋文学，应该很好地为社
会和时代服务。辞赋作家需要发挥自身的独特优势，不断
探索新的途径，形成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蕴。

记者：现在，以您为首的鲁南辞赋团队已经初露锋芒
了，很多作品获了奖，还成立了“鲁南辞赋馆”。下一
步，您有怎样的想法和规划呢？

韩邦亭：谈不上为首，鲁南辞赋团队的作者一贯坚持
“古为今用”的原则，努力创作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地方
特色的辞赋作品。我们参与了全国《中华姓氏赋》和《五
十六个民族赋》的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一步，准
备积极配合当地政府，投入“中华辞赋之乡”的申报工
作，为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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