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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文 

章风格，历代学者多有评价、概括，笔者在对《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的细致分析基础上，提 出《史 
记》的文章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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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史记》，既是一部历史巨著，也是一部优 间，详略得宜。 ‘n 
美的散文集。对于《史记》的散文风格，历代学者多有 
评价、概括。扬雄以“爱奇”，韩愈以“雄深雅健”，柳宗 
元以“峻洁”，苏辙以“疏荡”、“奇气”，刘熙载以“逸气 
纵横”，姚祖恩以“逸品”，章学诚以“质苍”、“轻灵”等 
来概括《史记》的散文风格。前人之述备矣，笔者通过 
对《史记》文学语言的细致分析，感觉《史记》文学语言 
的总体风格，当概括为“俊逸、郁勃”为是。 

一

、“俊”略解 

俊，用于品人时指才智过人，《说文》日：“才过千人 
为俊”。俊有时也用来描摹某种感受，这种感受是雄 
健，英武等富于阳刚气的。唐范摅《云溪友议》卷六云： 
“初，上自击羯鼓，而不好弹琴，言其不俊也”。又清朱 
锡《幽梦续影》：“鹤令人逸，马令人俊，兰令人幽，松令 
人古”。在《史记》文学语言中，“俊”首先指的司马迁 
过人的才气和巨大的创造力。他少负不羁之才，自比 
为孔子第二，欲修《史记》作第二部《春秋》传之后世， 
并且发愤著书，自信有高超的文采足成“一家言”。他 
创立纪传体，以人为作史中心，这都是他巨大创造力的 
表现。在《史记》文本中，“俊”的风格，首先表现为语 
音上的铿锵历落，抑扬有致。综观《史记》各篇传记，我 
们都发现它的句子语音平仄变化交错，语调响亮，语词 
简洁流畅，读起来富有韵致，十分畅快。像《汲郑列传》 
中的“每朝，候上之间，说未尝不言天下之长者，其推毂 
士及官属丞史，诚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为贤于己”一 
段中，“诚有味其言之也”本来可说成“诚有味也”，但 
加了“其言之”则是强调汲黯进谏的效果，且音节畅足， 
富有赞叹韵味。又如像《屈贾列传》中“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嫉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 
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则更有代表 
性。此段以“嫉”字领起，以五个句子蝉联而下，一气呵 
成，语调抑扬顿挫，表意纡徐从容，充分抒发了屈原遭 
受不公正待遇的冤屈。 

“俊”风格表现在篇章结构上，则是《史记》各篇明 
于体要，结构上合乎形式律则，主题集中突出，首尾应 
和，眉目清楚⋯(Pm)。李长之先生也归纳《史记》形式律 
则的八个方面的表现 J(瞄¨；俞樟华先生也总结说，为 
了使文章峻洁无瑕，不枝不蔓，司马迁写每篇人物传记 
时，都先确立一个中心，然后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在选 
材行文，使得主题鲜明，形象也很突出。在写史过程 
中，又十分注意用字准确生动，选材集中紧凑，疏密相 

“俊”还在于司马迁用了典型化手法，使得《史记》 
传主的形象突出，性格丰富，栩栩如生。徐朔方先生指 
出：源于生活而又胜于生活 的典型化理论在 司马迁 时 
代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源于生活而又胜于生活的典型 
化的实践在司马迁时代的民间文学的形成过程中早就 
以质朴的方式存在了。《史记》传记文学中的某些代表 
作不仅具有曲折故事情节和动人的细节描写，而且他 
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化的特点。《史记》中很多 
人物描写可以说都是处于以真人真事为起点到以典型 
人物为终点的两点之间的不同阶段上，从带有某些典 

型化半典型化到近乎完全的典型人物上。 J( 
“俊”的风格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语言表达上：凝 

练、精悍、收放 自如，即雄健而又雅洁。此之为韩愈 目 
之的“雅健”也。以人喻之，则既孔武有力，又文雅得 
体。不止一个人说司马迁的散文是正宗的古文，他的 

奇句单行，简畅 自如的语言风格正是“俊”的风格的表 
现。李长之说，古文的发展，在战国时代以是明快、锋 
利为特色，到秦文的不拘于形式的原始的蛮横霸气，发 
展到西汉，却恰到好处，“粗野和强悍去掉了，剩下冈4 
健，没有步人柔靡”。“司马迁的散文可称为奇而韵，奇 
就是来 自秦文的矫健，而变为疏荡；韵就是由于经过 
《楚辞》的洗礼，使得疏荡处不走入枯燥、单调、柔弱、粗 
疏”，_2 J(啷 显得很有光华，很丰腴，这正孕育着另一个 
风格的萌芽——俊逸。太史公用汉代通行的普通话语 
进行写作，他精于锤炼动词，巧于烹炼句法，在复笔艺 
术和虚词艺术的巨大成就，使得《史记》的语言形式和 
内容相得益彰，做到了文学语言的洗炼，俊洁而光华四 
射，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些正是《史记》风格“俊” 
在读者心中的审美体验。 

二、“逸”略解 

逸者，《诗品》日：“高雅闲古日逸”。高雅闲古即 
超出了世俗之人，所以逸又有“超越异于恒常”的意思， 
逸从兔从是，所以逸又有“放”、“纵”的意思。看来，逸 
确是一种生命态度，它以放、纵的姿态，力求超越流俗， 
使得心灵达到充分自由的舒展。庄子可说是此种生命 
态度的杰出代表。后来，李白也有“逸”之美誉，杜甫说 
他“俊逸”可比鲍参军；李重华说“太白妙处全在逸气横 
出”_5 J( 卯 。可见李白诗歌的 自由挥洒，横放杰出，不 
为格套所囿，正是“逸气”鼓荡的结果。所以“作品之 
‘逸格’出于作家之‘逸气’，是作家‘逸气’在作品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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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 ” 

埘于《史 》文学语言的逸的品格，历代论者都有 
涉及，上面所举的几家中，明确标举“逸”的就有刘大 
魁、姚祖恩、刘熙载等，李长之指出：“《史记》‘逸’这一 
点，尤为一般人所一致感觉”。 “就是在风格上所 

表现的浪漫性”： “ 这种“浪漫性”落实在语言形式 
上，就是“在用字遣同上努力打破有限的拘束，追求“疏 
荡有奇气” ，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不拘于史法 ，不 
同于字句，发 于情 ，肆于心而为文”， 削 即突破史法 
的规范，按意之所至，情之所触，驰骋为文。刘熙载说 
得更 形 象：“文 如 云 龙 雾 豹 ，出 没 隐 现 ，变 化 无 

么，具体的从《史记》的文学语言来看，有哪些能 
表现“逸”的』xl格呢? 

首先是司马迁“适已”，“适合题旨情境”的创作原 
910，司马迁之所以能不拘格套，自由地表达个性和抒写 
人物，除了他的精神上的浪漫天性外，还在于他有一套 
自觉的创作理论，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分析，可参正 
由于他有自觉的、运用比较熟练的理论作指导，才能突 
破史法的拘限，采取很多文学上的做法来写作《史记》， 
使得《史记》史事逸出历史，史笔飘逸，文采浪漫。 

第二，“逸”最根本的是表现在《史记》中灵活、洒 
脱的词法、句法、章法 卜。《史记》的动词运用有很多不 
合常规，司马迁运用各种修辞手段和虚字来加强语言 
的文学性，有意打破平铺叙述的史笔，句式变化多端， 
长短相问，参差错落，整散结合，寓骈于散，构成一种浑 
浩自然，跌宕多姿的散文美。他调动各种叙事手法来 
写人，不断地变换叙事视角，把不同时代，不同类型，不 
同风格的人物连缀在一篇中叙述，疏朗交错，运用灵 
活，“形成一种流动感很强的语言” 。 

三、“俊逸”连称略解 

“俊逸”连称，起初也用于品人，指某人“英俊洒脱， 
超群拔俗”，后来也用于品评诗文风格，如杜甫的《怀李 

白诗》中有“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检索《四部丛 
刊》，“俊逸”合称有 90多条资料，大多也用来指作品的 
风格特色，综合言之，“俊逸”在《史记》文学语言中主 
要就是表现得既有逸气，又遵循一定的章法，有如《颜 
氏家训 ·文章》篇所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 
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 

逸气为文，须以“衔勒”制之，就是说纵有天大的才 
气和创造力，但总要遵循一定之规矩，在《史记》中这规 
矩就是历史文学的客观真实，语言的合乎语法规范，作 
文的合乎文章轨范等。如此，才能得“俊逸”，也就是语 

言方面的既清爽又洒脱，不滞涩、不拖泥带水，显得俊 
洁流畅．生动 自然 ol㈣ 

四、“郁勃”略解 

姚芋田曾以“郁勃”视《史记》。“郁”有忧郁，郁结 
的意思，指忧愁，气愤等在心里积聚不得发泄。“郁”的 
特色一方面是司马迁思想认识上的矛盾纠结所致；一 
方面是司马迁惨遭宫刑后的发愤著书。这种创伤性体 
验在《史记》中，则是相当大的郁闷情绪的表现。这在 
虚字运用上 可以见出。他有时直抒胸 中郁 闷之气，有 
时借他人酒杯，浇 自己块磊。有时又很沉痛地批判世 
俗陋像，险恶人心等，这些都造成了他在《史记》文本中 
有相当多的的语言风格具有沉郁顿挫，气愤不平的美 
学特点。韩兆琦先生在《史记通论》中详细分析论证了 
《史记》的悲剧性，可资佐证《史记》文风之郁。“郁”带 
有强烈的情绪性，由于司马迁在文学上的转移伤痛与 
寅泄悲愤，使得《史记》文本熔铸了史公强烈的爱憎感 
情，冈而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所以“郁”的第二个含义是 

《史记》文本的抒情效果显著，刘熙载就曾说：“学《离 
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晚清刘鹗说得更为深刻．他 
说：“《离骚》为屈大夫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 
记》为太史公之哭泣” 。刘鹗指出的就是大凡杰 
出作品都是作家郁闷 iD情的产物，《史记》中记屈原、项 
羽 、李广、晁错 、游侠等篇 ，语言大多慷慨激 昂，或愤怒 
或哀怜或申诉，皆发人痛楚，让人触摸到史公郁郁不 
平 、愤世嫉妒的高洁心胸。 

勃 ，有兴起 、盛大 的意 思。̈ “勃 ”字 特色显 现在 

《史记》中，主要是在文学语言艺术上呈现出汉代艺术 
所特有的生气、活力。作为一个 自然生命体，司马迁无 
疑是柔弱的、有残障的，但他无疑是精神生命的强者和 
杰出者，强旺的精神生命使他不甘于悲惨的生命现状 

而奋力抗争，心灵深层自然进发耀眼的生命火花，产生 
出刚正雄健的愤怒之气，这种愤怒之气是人类强旺生 
命精神的结晶，凝聚着正义的力量，显示着生命的伟 

大。这种精神之气、生命之气浓缩于作品之中，构成了 
作品郁勃不灭的生命力。韩愈所说的“雄浑”，茅坤“遒 
逸”说之“道”，韩兆琦的“朴拙的生机及气势感”，都指 
的是《史记》透过语言表现出来的郁勃凌厉的力量、速 
度与气势。这种语言艺术上的表现特点是和汉代艺术 
上的整体美学风貌相一致。李泽厚说：汉代艺术的特 
点，“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在以其 
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来表现它 
存在价值的。一往无前的不可阻挡的气势，运动和力 
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人对世界的征服，和 
琳琅满目的对像，表现在具体形像、图景和意境上，则 
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了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 
拙的基本美学面貌。”̈ 这个说法很有道理，我们 
觉得《史记》的文学语言艺术正是西汉前期这种美学思 
想的杰出代表。首先，在动词运用上，《史记》用得富有 
生气和表现力。司马迁集结大量的动词，浓墨重彩为 
我们再现了春秋战国至秦汉之际的社会大动荡、大变 
革。他尤其用语言为我们表现秦末的百姓和英雄们在 
秦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大汉帝国的庄严 、肃穆与崇高。 

从春秋后期以来，到刘邦建立汉朝的五百年间，中 
国大地上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一切都在发生上急剧 

的变化，这是一个多灾多难，战乱不休的悲惨时代，同时 
这也是个英雄辈出，各领风骚的豪迈时代，那些此起彼伏 
的建国、亡国，那些指说不清的组合、分裂，瞬息万变。翻 
开《史记》，这样的事简直使人 目不暇接。在这个漫长的 
转型期里，到处是烽火、刀兵、掠卤、屠城，司马迁用大量 
的富于杀伐斩断的动词极真切地再现了历史原貌，给人 
悲惨而又雄壮的感觉。《史记》还充溢着英雄的豪言壮 
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荆轲视 
死如归的豪情；“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是项羽的盖世豪 
情；“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这是霍去病的壮志；“彼可 
取而代也”这是项羽的自信，“贾不就国，我灭而宗”，这 
是韩安国的狂傲；“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目皇 
帝。”这是始皇的气慨；“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这是刘 
邦的豁达 I'．⋯·这些富有个性 、生气 四溢的语言极大地丰 
富了《史记》郁勃的文学语言风格。 

司马迁还用复笔，加倍形容、波澜壮阔的历史叙事 
等手法使得《史记》文学语言生气勃勃、富有气势。用 
宏大的历史叙事以增添语言的活力和气势，也是司马 
迁的一个好的作法。如叙春秋战国之际的一系列大 
战，双方兵阵的布置、气氛的渲染、使节们的往来驱驰 
等都让人觉得场面宏大、时空广远，给人苍劲的感觉。 
再如，写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场景，写楚汉逐鹿的系列战 
争等，也都显得大气磅礴，富有历史的的深度与凝重 
感，这些都给人以郁勃的风格美感。 

(下转第 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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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研究路径，其有效性将逐步得 
到科研实践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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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hematic study to enhancement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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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em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tud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The author’S en— 

deavor in this paper is to clarify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chema”，to probe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ema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nd to provide a tentative research in enhanc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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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像《史记》中朴拙的词法、句法。如经常把多 
个动词连用，变异句法，熔铸长句等艺术实践，也使得 
《史记》的语言拙中有表现力，涩中富有张力和弹性，也 
就是具有了勃然起兴的力度与感染力。 

再如像文末的论赞文字，大多出语质直，表意激 
烈，一字之下，言词凿凿，让人体会到了史公作为史家 
的正直的良心与高超的判断力。其语言上往往字字千 

钧，抑扬抗坠之间，显露出语言的锋芒与魔力。 
总之，“俊逸郁勃”的《史记》文学风格是战国以来 

各种语言风格和美学思潮对司马迁综合影响的结果。 
《史记》“整齐百家杂语，厥协六经异传，”本身就透露 
它是综合各家语言及文化长处的基础上成一家言的。 
《史记》首先是先秦文化、先秦思想的集大成，也是先秦 
文学语言艺术的结晶，它多方面吸收了以孔子儒家学 
派为中心的北方思想和北方艺术的精华，具有敦厚质 
朴的风格特点，“质而不俚”；同时又总结吸收了以屈原 
为代表的南方思想和南方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庄骚浪 
漫的奇情与轻灵飘逸的叙事风格；同时又受纵横家及 
汉大赋纵横铺排，极尽形容，表意畅足的摹写技巧与语 
言风格影响，加上主体天才的创造，成功地把这诸多的 
语言艺术揉合浑融在《史记》里，终于形成了极富司马 

迁个性的《史记》的文学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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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 
— — T0shihaya and 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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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ma Qian’S“Historical Records”is a historical masterpiece as well as a beautiful collection of essays．In 
the long history，many scholars have commented on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based on detailed a— 

nalysis of th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stylistic features of“Historical Records’’as Toshihaya 

and lu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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