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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饯仪式与相关文体的生成空间*

郗 文 倩

摘 要: 祖道是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祭祀路神的仪式，包含“祖”与“饯”两个重要环节。古人重土畏迁，

祖道仪式象征意味浓厚，可缓解出行前的紧张心理。祖饯时人员聚集，形成特殊的公共空间，仪式便附带强调

等级秩序、联络人际关系等社交功能。祖道仪式最初以“敬神”“娱神”为目的，之后宗教意味逐渐减淡，世俗

性的“自娱”功能加强，娱神变为娱己，与神灵交流转而为社会人际交流，祖道简化为饯行，各种表达别离情感

的艺术形式遂应运而生，并最终与古老仪式相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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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道是先秦时期就已出现的祭祀路神的仪式。古人出行道路险恶，交通不便，长途旅行穷年累月，

旅途常常伴随着危险，故出行前祈求神灵保佑成为缓解紧张情绪的重要方式。秦汉时期交通状况有很

大改观，社会心理从重土畏迁转而向慕远行，也多有不远万里开拓迁徙的情况，但总体来说，由于交通、
医疗等条件的限制，加之以定居农业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长期所形成的讲究“定”“静”而“安”的传统

观念造成的心理阻力，秦汉人对远行仍充满犹疑乃至畏厌①。因此，时人出行延续早期祭祀路神的道祭

仪式，与之相关的祝辞也被保留下来。祖道除了祀神仪式外还有饯饮等礼仪活动，汉代以后，饯饮在整

个礼仪活动中的分量渐渐超过祀神，祖仪也由原来的祀神娱神变成群僚聚会、宴饮歌舞、赋诗唱和的群

体性活动。礼仪活动为人们吟诗作赋提供了交流空间，离情别愁也为这种聚会增加了情感因素和人文

色彩，这直接带来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以及诗歌类别———祖饯诗。对于祖道及其与祖饯诗的关系，已有研

究者关注②。然而，祖饯仪式如何由宗教仪式转而为群体社交活动，此一过程中仪式功能发生了怎样的

变化，此仪式为个人道德形象、文学才华的塑造和展示营造了怎样的公共空间，它又是如何促成相关文

体的产生? 这些问题尚缺乏讨论，笔者将对此加以探索。

一、何为“祖”

祖是一种古老的出行礼仪，秦汉时期又称“祖道”。《诗经·大雅》中有两首诗记载了这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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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烝民》:“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征夫捷捷。”《韩奕》: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①另外《左传》昭公七年

载:“襄公将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②《风俗通义·祀典》:“祖者，徂也。”③《尔雅》:“徂，往也。”这或许

是祖道仪式得名的由来。又郑玄云:“祖，始也，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杜

预注:“祖，祭道神。”强调祖的仪式意义④。从各种史料看，祖道仪式全程如下: 先堆土台像山形，树草木

为神主，叫做軷。如《说文解字》释“軷”:“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树茅以依神为軷。”之

后，祀神以萧草牲脂等祭品。《诗·大雅·生民》:“取萧祭脂，取羝以軷。”郑注: “軷，道祭也……取萧

草与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闻，取羝羊之体以祭神。”⑤再以车骑碾过軷坛，称为“範 ( 犯)

軷”，以示一路无险难。《说文》: “既祭軷，轹于牲而行为範軷。”《周礼·夏官司马·大驭》记王出入:

“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郑玄注: “行山曰軷。犯之者，

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轹之而去，喻无险难也。”⑥

除指称上述出行祀神仪式外，古时丧者出门仪式也称“祖”。《礼记·檀弓上》引子游曰: “殡于客

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远也。”⑦《仪礼·既夕礼》:“有司请祖期。”郑注:“将行而饮酒曰祖。”贾公彦

疏:“此死者将行亦曰祖，为始行，故曰祖也。”⑧秦汉时期人们将死亡看作是去往另一个世界的迁徙出

行，故祖有二义，仪式亦相似。《礼记·檀弓》:“及葬，毁宗躐行，出于大门，殷道也。”郑笺: “毁宗，毁庙

门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庙门之外。”⑨行，指行神，此言将葬，柩不从庙门出，而毁庙门西墙，并践踏行神

之土坛而出，保路上平安。至魏晋时“死者将行曰祖”仍是流行的说法，如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有“乃

以园果时醪，祖其将行”的文句。嵇含《祖赋序》亦谈及这一流行观念:

说者云: 祈道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则列之于中路; 丧者将迁，则

称名于阶庭。瑏瑠

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出行祖道较之亡人出祖要频繁得多。古代交通以陆路为主，故“軷”主要是指

走陆路时的祭神仪式:“水行曰涉，山行曰軷。”瑏瑡不过，既然出行难免跋山涉水，故一并以祖軷称之。
祖道仪式与其他祀神仪式一样，都是以娱神的方式祈求神灵保佑，故“祖”也是护佑出行的道神名

称。在汉代人的神灵谱系里，祖为远古历史人物。一说是共工之子，如《通典》引《白虎通》: “共工之子

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瑏瑢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礼传》所述

文字与此全同。但东汉后期则又出现祖神是“累祖”的说法，如《宋书·律历中》引崔寔《四民月令》曰:

“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瑏瑣这一说法似乎在汉代以后很有影响，

《文选》“祖饯”李善注也引崔寔《四民月令》曰: “祖，道神也。黄帝之子，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

神，以求道路之福。”瑏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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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祖道仪式与祖祝辞

从心理学角度看，仪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其气氛庄严、程式规范、意蕴丰富，能够产生心理暗示，故

对心灵产生慰藉作用。因此，祖道仪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缓解人们出行的紧张心理。祖道时以酒脯膏脂

祭軷是希望通过娱神获得神灵福佑，而以车骑碾过軷坛的“範( 犯) 軷”行为似乎又有一定威慑的意思，民间

信仰对待神鬼常常持这种恩威并施的态度，既有请求和报谢，亦时有命令和威胁。而在言语文字受到崇拜

的时代，利用祝辞咒语与神灵交流以达成某种默契，更是一种通行的礼仪程式，有时甚至成为最核心的礼

仪环节。祖道仪式也有此类祝辞，如战国末期睡虎地秦简《日书》简文记录早期祝祖仪式:

行行祠: 行祠，东行南 ＜ 南行 ＞ ，祠道左。西北行，祠道右; 其讠高( 号) 曰大常行，合三土皇，耐为

四席。席叕(饣叕) 其后，亦席三叕 (饣叕) 。其祝曰: “毋 ( 无) 王事，唯福是司，勉饮食，多投福。”( 简

145—146)

这是向路神表达祈望。又有借助巫师巫术咒语的力量以示威慑，如:

行到邦门困( 阃) ，禹步三，勉壹步，謼( 呼) :“皋，敢告曰: 某行毋( 无) 咎，先为禹除道。”即五画

地，掓其画中央土而怀之。① ( 简 111 背—112 背)

禹步是一种巫术步法，《尸子·君治》: “禹于是疏河决江，十年不窥其家，手不爪，胫不生毛，生偏枯之

病，步不相过，人曰禹步。”②仪式中，祝诅者先发出长声“皋———”，然后表达祈愿。之后画地五方，象征

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取最具权威的中央土怀之，以为辟邪之物。放马滩秦简《日书》也有类似内容:

禹须臾，臾臾行，得。择日出邑门，禹步三，向北斗质画地，视之曰:“禹有直五横，今利行，行毋

咎，为禹前除，得。”③

秦简《日书》为战国末期人们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之书。它主要为人们日常行归宜忌提供行为规

范，故祝诅之辞内容简单，言辞朴素，便于各个文化层次的人随时套用。“某”字可根据情境替代为具体

人名。而到了汉代，随着国家对礼仪文化建设的重视，一大批有着良好语言训练的文人才士加入到礼辞

的撰写当中，礼仪文体空前繁盛，祖道仪式中的祝祷之辞遂有了崭新的面目。从保留下来的蔡邕《祖饯

祝》看，其内容丰富，言辞雅丽，体现出鲜明的文人创作特点:

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林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

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

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往临邦国，长乐无疆。④

祝辞采用古老庄重的四言句式，首先强调出行时日是经过慎重占卜选择的，文中“令岁淑月”、“日吉时

良”、“神龟吉兆”、“著卦利贞”等句并非一般的套语，而是指实际出行前必要的程序。秦汉时期巫觋活

动、数术之学都有着广泛的影响，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着各种约束和禁忌，人们在自然和社会生活中

的自觉和自由都是比较有限的。据王子今统计，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列行忌 14 种，“不可以行”的日数

超过 355 天，排除可能重复的行忌，全年行忌达 165 日，将近占全年日数的一半⑤。汉代人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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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篇》记禹步法云:“前举左，右过左，左就右。次举右，左过右，右就左。次举右( 按右当作左) ，右过左，左就右。如此三

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可参看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疏证》释文考订，第 481 页。
秦简整理小组:《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释文》，《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5

页。句读为笔者所加，“视”或当为“祝”。
《全后汉文》卷 79，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899 页。
参看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十七章之“交通禁忌”，第 456 页。



如史载张竦“知有贼当去，会反支日，不去，因为贼所杀”①。又如陈伯敬“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

忌，则寄宿乡亭”②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有资料显示，汉人出行祖神倾向于选择“午日”，如《风俗通义

·祀典》:“汉家火行，盛于午，故以午祖也。”③此外，汉代还有正月上丁日，即上旬丁日祀祖神的习俗，

《四民月令·正月》:“百卉萌动，蛰虫启户，乃以上丁，祀祖于门。”本注“正月草木可游，蛰虫将出，因此

祭之，以求道路之福”④。天气回暖，人们走出家门如同蛰虫将出，故祭祀道神，保佑一年行程顺利。
蔡邕祝辞里还提到一系列随行护佑的神灵，如风伯、雨师、蚩尤、仓龙、白虎、朱雀、玄武、勾陈等。神

灵广杂也是秦汉人的信仰特点，卫宏叙西汉和新莽制度云:“汉制: 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一千五百四十，

新益为万五千四十。”⑤至于民间祭祀神祗更是不可计数，祖祝辞所列诸神即可见一斑。汉代流行的看

法认为，风伯雨师都是星神，风神是箕星或飞廉，雨师是毕星⑥。蚩尤为人格神，善用兵器，《山海经》:

“蚩尤作兵伐黄帝。”⑦《吕氏春秋·荡兵篇》:“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也。未有蚩尤之时，民固

剥林木以战。”⑧秦汉时盛行的角抵之戏中，蚩尤就被塑造成头上长角、耳鬓如剑戟的神异，如《述异记》:

秦汉间说:“蚩尤氏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乐名蚩尤

戏，其民两两三三，头戴牛角而相觝。汉造角觝戏，盖其遗制也。⑨

祝辞曰:“蚩尤辟兵。”盖由上述传说而来。此外，仓龙、白虎、朱雀、玄武是汉代最著名的动物神，分管东

南西北方向，其颜色与此对应。勾陈即“钩陈”，指北极星，刘向《说苑·辩物》曰:“北辰勾陈枢星。”瑏瑠阳

燧，又称阳遂，为向日取火的凹面铜镜，既为实用器又是避邪之物，王充《论衡·率性》曰:“阳遂取火于

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练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瑏瑡据东汉郑众记载，阳燧

亦是汉代婚礼礼物，因其能“成明安身”瑏瑢。
有上述诸位神灵开道保佑，行路者即可“往临邦国，长乐无疆”。此祝辞篇幅短小，多为程式化的内

容，表达了汉代人的基本信仰。而“鸾鸣雍雍，四牡彭彭”语出《诗经》，为祝辞添加一抹典雅色调，言辞

中的神秘主义气息因此而有所减淡。在程式化的礼仪祝辞中引经据典，是汉代文体的新特点。祝辞对

礼仪程序的内涵进行解释，延续传统，传播知识，强化了人们对相关信仰的群体性认同。因此，祖道在与

神灵交往的仪式外壳中，藏匿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和意义。
祖道仪式是古人对未知世界的干预活动，古时出行前后的各种现象均可成为人们探知未来的征兆。

《左传》载秦晋崤之战前晋文公死后出殡，“柩有声如牛”，卜偃认为是君命袭秦; 秦师过周北门，“轻而无

礼”，左史借王孙满之口预测秦师必败，后果败绩瑏瑣。《汉书》载临江闵王荣，在太子位第四年因侵占文帝

庙外矮墙扩建宫殿获罪，皇上召其入都，出发前祖于江陵北门。“既上车，轴折车废”，江陵父老流涕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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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7 页。
《周礼注疏·春官·大宗伯》卷 17 郑玄注:“风师，箕也。雨师，毕也。”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757 页。王

逸《楚辞章句·离骚》卷 1“后飞廉使奔属”注曰:“飞廉，风伯也。”《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62 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10 页。
袁珂:《山海经校注·大荒北经》，成都: 巴蜀书社，1993 年，第 490 页。
高诱注:《吕氏春秋》卷 7，上海: 上海书店，1986 年，第 67 页。
任昉:《述异记》，《丛书集成初编》第 2704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91 年，第 1 页。
刘向撰，赵善诒疏证:《说苑疏证》卷 18，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24 页。
黄晖:《论衡校释》，北京: 中华书局，1990 年，第 76 页。
《全后汉文》卷 22，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 591 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 489、494 页。



言曰:“吾王不反矣!”后果然受庭责畏惧自杀①。《焦氏易林·大畜》甚至将祖道场景作为吉凶的表象:

“住马醊酒，疾风暴起，泛乱福器，飞扬位卓，明神降佑，道无害寇。”②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形式

表象、仪式规矩都格外重视。而仪式以相对稳定的严肃形式，提供某种权威解释，仪式的展演过程也可

大大缓解人们的紧张情绪。当人们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相对低下的阶段，来自自然的威

慑和人们心理、情感上的变化都得不到“正确”的解释，仪式便有了存在的意义。

三、祖饯、宴乐与公共空间

祖道仪式除了祭祀道神以外，还有“饯”的礼仪程序。饯者，以酒食送行也。《仪礼·聘礼》曰: “出

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③《诗·邺风·泉水》说:“出宿于泲，饮饯于祢。”郑玄注:“泲，地名，祖

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大雅·韩奕》曰: “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

百壶。其肴维何，炮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筍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郑玄

注:“显父，周之公卿也，饯送之，故有酒。”孔颖达疏:“此言韩侯既受赐而将归，在道饯送之事也。言韩

侯出京师之门，为祖道之祭，为祖若讫，将欲出宿于屠地。于祖之时，王使卿士之显父以酒饯送之。”④韩

侯出行，显父为之祖道，饯行宴饮中有清酒百壶以及鳖、鱼、筍、蒲等佳肴，且以“乘马路车”相赠，仪式就

比较隆重了。
祖饯需要一定的开销，出行多备资财也可应对不测，故送行者通常不会空手而至，这也是人际交往、

表达情感的正常方式。从考古资料看，汉代一般百姓，送钱至十钱或为常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

104． 9 记祖道钱云:

侯史褒予万岁侯长祖道钱 出钱十付第十七侯长祖道钱

道钱 出钱十付第廿三侯长祖道钱

道钱 出钱十⑤

史载刘邦因徭役赴咸阳，“吏皆送奉钱三，( 萧) 何独以五”⑥。三国时会稽太守刘宠升迁，五六位七

八旬老翁“相率共送宠，人赍百钱”⑦，表达对这位地方良吏的褒奖，这当为厚礼了。
秦汉似乎是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流行于当时的谣谚如“贵易交、富易妻”、“结交莫羞贫，羞贫

交不成”、“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结交在相得，骨肉何必亲”⑧等，均显示出人们对交往的认知和重视。
而祖道这一本为缓解出行紧张心理的祭神仪式，在汉代则明显发挥着社交功能，参加仪式人数之多寡、
饯行宴会之地点规模、获赠财物之多少都成为出行者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直接反映。

如《史记》载齐人东郭先生久待诏公车，“贫困饥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无下，足尽践地。
道中人笑之”。及其拜为二千石，“佩青 出宫门，行谢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诏者，等比祖道於都门外。
荣华道路，立名当世”。为此司马迁感叹道:“此所谓衣褐怀宝者也。当其贫困时，人莫省视; 至其贵也，

乃争附之。谚曰:‘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其此之谓邪?”⑨又如宣帝时，疏广叔侄二人并为太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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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朝廷以为荣。其后广尊古训，以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与侄子俱称病上疏

乞骸骨。宣帝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

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①。又东汉高彪有雅才，甚

为灵帝看重，后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②。古代宗教礼仪活动

是日常生活中的大事件，属于社会化的、群体认可的重复行为和活动，其时人员聚集，仪式便附加有强调

等级秩序、联络人际关系等交际功能，故对社会秩序的稳定和道德形象的塑造有着其他社会活动所无法

替代的作用。
祖道仪式群僚会聚，展示某种社会关系，宴饮送行遂成为一个特殊的交际空间，人们的行为举止均

暴露在公共视线里，仪式亦成为时人展示性情的舞台。如《汉书》载何并徙颍川太守，代陵阳严诩。严

诩为官宽和，而何并则为政严苛，故严诩在同僚数百人为设祖道时“据地哭”，令众人大惊，问其故，曰:

“吾哀颍川士，身岂有忧哉! 我以柔弱征，必选刚猛代。代到，将有僵仆者，故相弔耳。”③《后汉书》载吴

祐廉洁守志，后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祐“越坛”，即越过祭坛与小史雍丘黄真欢语多时，功曹认为

吴祐态度倨傲，请黜之，后为太守劝阻④。又载弥衡才华横溢，性情怪诞倨傲，曹操遣与刘表意借刀杀人。
临行前，众人于城南为之祖道饯行。因衡一向勃虐无礼，众人遂相约待其到达，“咸当以不起折之”。哪

知祢衡到后见众人皆坐不起，便坐而大号。众问其故，衡曰: “坐者为冢，卧者为尸。尸冢之间，能不悲

乎!”欲辱弥衡，反受其辱，祖道仪式成为一次有趣的社交游戏。而动荡乱世，祖道仪式甚至可成为政哗

兵变的舞台，如汉末董卓则利用祖道仪式成功诱杀反叛者:“公卿已下祖道于横门外。卓施帐幔饮设，诱

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
会者战慄，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诸将有言语蹉跌，便戮于前。”⑤祖道仪式成了屠场。

一般看来，作为一种群体活动，仪式具有多种功能，如强调个人意志服从群体的“惩戒”功能，强调

集体实践的“凝聚”功能以及传递群体价值的教化功能等。但最为重要的，仪式还具有娱乐功能，即仪

式将个人的失落和不满的体验( 如死亡的不可避免) 游戏化，从而使得仪式带有欢娱( 以宣泄情感) 的色

彩，因此，许多仪式最初虽都以“敬神”“娱神”为目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意味逐渐减淡，世俗性的

“自娱”功能渐渐加强，甚至有时成为单一性的目标活动⑥。对于祖道仪式而言，“饯”的仪式以及礼仪化

无疑强化了这一娱乐趋向。有资料显示，东汉时期祖道仪式的宗教意义已经大为弱化了，宴乐歌舞娱乐

成为其重要内容。《后汉书·南匈奴列传》载顺帝汉安元年( 142) 秋，遣行中郎将持节护送单于归南庭:

诏太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⑦

角抵百戏是汉代最为盛行的娱乐活动，“祖会”意在“会”而不在“祖”。又《荀彧传》载彧死后，汉献帝

“哀惜之，祖日为之废䜩乐”。注曰:“祖日谓祭祖神之日，因为䜩乐也。”⑧ 献帝因伤悼而废燕乐，可见此

活动已经包含有浓重的娱乐成分。又《三国志》卷 32《蜀书·先主备》引《英雄记》载: 刘备欲还小沛，吕

布送行于泗水上，“祖道相乐”;《吴书》卷 60《贺齐传》载齐受命讨贼成功，及还郡，孙权“出祖道，作乐舞

象”，都强调其群体娱乐的内容。《吴书·朱桓传》引《吴录》记载了祖饯宴会时的一个细节: 孙权遣朱恒

还中洲，亲自祖送，桓奉觞曰: “臣当远去，愿一捋陛下须，无所复恨。”孙权凭几探到席前，桓进前捋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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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臣今日真可谓捋虎须也。”权大笑①。这段叙述细节笔法似小说，亦可见祖道仪式中的娱乐因素。
当出行祖道送行仪式由强调“祖”而转为强调“饯”，宗教活动即转变为世俗活动，娱神变为娱己，与

神灵交流转而为人群间的社会交流，祖道仪式遂简化为饯行，古人离别饯行的交往习惯也许正由此而

来。在此过程中，各种表达别离情感的文学形式就应运而生了。

四、祖饯离别之“歌”、“乐”、“诗”、“文”

生离与死别在人类情感世界里占有极重的分量，在交通、通讯较为落后的古代，出行充满未知因素，

两者更有着对等的地位，其中所凝聚的负面情绪也是十分强烈的，而祖道祀神、歌舞戏乐等群体性活动

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情绪。当人们对于个体间情感交流有着更多需求时，更具个性色彩、更能表达细腻

情感的歌、乐、诗、文等艺术形式就为人们伤别离提供了更好的宣泄方式，典型史例如荆柯刺秦前与太子

丹易水分别: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

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

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②

刺秦为不归路，送行与行者此时心境如风，萧萧而寒，筑声慷慨悲壮，伴以歌诗激扬铿锵，引得众士“垂泪

涕泣”，继而“瞋目，发尽上指冠”，场面荡人心魄。司马迁甚喜此段文字，几乎将其以原文抄录入《史

记》。
至汉代，临别以歌诗则屡见史载。如《汉书》载苏武历尽苦难得以返汉，李陵置酒饯别。在李陵看

来，此次分别是“异域之人，壹别长绝”，故情难自抑，遂起舞作歌:“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 。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③随之泣下数行。《汉书·武五子传》
载燕刺王旦谋反失败，自知前路无多，置酒万载宫，会宾客、群臣、妃妾坐饮。王自歌曰:“归空城兮，狗不

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华容夫人起舞曰: “发纷纷兮寘渠，骨籍籍兮亡居。母求

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两渠间兮，君子独安居!”坐者皆泣④。又广陵王刘胥因不满宣帝立太子而行巫

祝诅事，事发有司按验，胥惶恐自杀，行前置酒显阳殿，召太子等夜饮，鼓瑟歌舞，自歌曰: “欲久生兮无

终，长不乐兮安穷! 奉天期兮不得须臾，千里马兮驻待路。黄泉下兮幽深，人生要死，何为苦心! 何用为

乐心所喜，出入无悰为乐亟。蒿里召兮郭门阅，死不得取代庸，身自逝。”左右悉更涕泣奏酒⑤。《后汉书

·皇后纪》载弘农王被董卓逼迫饮鸩自杀，乃与妻唐姬及宫人饮宴别。席间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艰!

弃万乘兮退守蕃。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 “皇天崩兮

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心中哀!”⑥因泣下呜咽，坐者皆唏欷。
由上述诸例可见，生离死别之前饯饮、起舞歌诗以为宣泄是当时人们颇为自然的情感表达方式。也

正因此，东汉赵烨作《吴越春秋》讲述勾践入吴、群臣临水祖道的故事，也用这一熟悉且流行的方式想像

复原历史场景:

大夫文种前为祝，其词曰:“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
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夫哀悲，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二觞。”越王仰天

太息，举杯垂涕，默无所言。种复前祝曰:“大王德寿，无疆无极。乾坤受灵，神 辅翼。我王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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祉祐在侧。德销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吴庭，来归越国。觞酒既升，请称万岁。”
大夫文种奉殇劝祝，辞含悲壮，语多安慰。君臣遂垂泣别于浙江之上。越王仰天叹曰:“死者，人之所畏。
若孤之闻死，其于心胸中曾无怵惕。”遂登船径去，终不返顾。越王夫人乃依船哭，见乌鹊啄江渚之虾，飞

去复来，因哭而歌之，曰:

仰飞鸟兮乌鸢，凌玄虚兮翩翩。集洲渚兮优恣，啄虾矫翮兮云间。任厥□兮往还。妾无罪兮负

地，有何辜兮谴天。颿颿独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 心惙惙兮若割，泪泫泫兮双悬。
又哀今曰:

彼飞鸟兮鸢乌，已回翔兮翕苏。心在专兮素虾，何居食兮江湖? 徊复翔兮游扬，去复返兮于乎!

始事君兮去家，终我命兮君都。终来遇兮何幸，离我国兮去吴。妻衣褐兮为婢，夫去冕兮为奴。岁

遥遥兮难极，冤悲痛兮心恻。肠千结兮服膺，于乎哀兮忘食。愿我身兮如鸟，身翱翔兮矫翼。去我

国兮心摇，情愤惋兮谁识! ①

《吴越春秋》为历史小说，虽记春秋事，其渲染的场景以及离别歌诗却是汉人的习惯特点。
一般认为，秦汉风俗具有强烈的世俗化色彩，求富趋利、追逐享乐是社会普遍心态。与此相应，人们

对于精神世界、对个人情绪的复杂细微处也有特别的关注，并懂得以多种方式加以表现。比如《方言》、
《说文》就记载了诸多汉代民间流行的描述小儿声音泣笑的语词，显示出人们对儿童情绪变化的关注②。
此外，如汉代人对幽冥世界想像之具体细微以及乐府古诗对生命意义发出的各种问询等，均显示出时人

情感的细腻以及表达方式的多元。《后汉书》载光武帝宠爱的东平宪王刘仓归封国，武帝车驾祖送，流

涕而诀，手诏赐仓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

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③《后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载和帝崩葬后，

宫人按例归于外园。升为太后的邓皇后赐周、冯贵人策曰: “朕与贵人托配后庭，共欢等列，十有余年。
不获福祐，先帝早弃天下，孤心茕茕，靡所瞻仰，夙夜永怀，感怆发中。今当以旧典分归外园，惨结增叹，

燕燕之诗，曷能喻焉?”④相见时难别亦难的痛苦体味，帝王与普通人是一样的，上述诏、策之书亦可看作

表达私情的恻隐之作。
许多资料显示，东汉末期，祖饯宴会之上赋诗作文以交流情感已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后汉书·

文苑列传》载高彪有雅才而讷于言，当时京兆第五永被派往幽州为督军御史，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
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

文武将坠，乃俾俊臣。整我皇纲，董此不虔。古之君子，即戎忘身。明其果毅，尚其桓桓。吕尚

七十，气冠三军，诗人作歌，如鹰如鹯。天有太一，五将三门; 地有九变，丘陵山川; 人有计策，六奇五

间: 总兹三事，谋则咨询。无曰己能，务在求贤，淮阴之勇，广野是尊。周公大圣，石碏纯臣，以威克

爱，以义灭亲。勿谓时险，不正其身。勿谓无人，莫识己真。忘富遗贵，福禄乃存。枉道依合，复无

所观。先公高节，越可永遵。佩藏斯戒，以厉终身。⑤

督军御史为一方要员，高彪作箴勉励，希望他能秉持传统君子美德，以历史先贤为楷模，克己正身，保持

岿然不变的操守。蔡邕等人对此箴文颇为欣赏，以为当时无出其右。
行前以诗赋文章款款寄语、畅达别情是交际俗事，亦能成为文人雅事。若进一步看，这种风尚还有

着更深层的观念认识。《荀子·非相》曰:“赠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 观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 听人以

言，乐于钟鼓琴瑟。故君子之于言无厌。”《大略》篇载晏子送别曾子时亦云: “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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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财。”①《晏子春秋》作:“君子赠人以轩，不若以言。”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问礼于老子，辞别时老

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③上述说法意思大致相同，反映出古人对物质产品

和精神产品不同价值的认定。故宋人谢维新在《古今合璧事类备要》“事为”门如此解释“饯送”之礼:

于其将行也，则有饯送之礼。然饯人以物，不若饯人以文，送人以酒，不若送人以言。盖物之意

有尽而文之意无尽，酒之味有穷而言之味无穷也。④

五、“祖饯”诗和“离别”诗

汉末魏晋六朝是文人士子群体和个体意识高度自觉时期，文人士子交往频繁。而此一阶段战乱频

仍，疫病流行，朝代频更，更显祸福无常，命运难卜，生命脆弱。因此，文人尤多感伤，特重别情。《世说新

语·言语》载谢安对王羲之说:“中年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⑤这种感受颇具代表性。别情

离绪最易打动文人敏感的神经，故成为写诗著文的重要动因。钟嵘《诗品》曰:“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

诗以怨……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⑥梁江淹更有《别赋》，描写

富贵、任侠、从军、去国、夫妻、方外、恋情等各种离别情景，成为名篇。《别赋》与另外一篇《恨赋》均以情

感为描摹对象，与此前赋体多以具体事物为中心不同，描写离情的赋作显示出构思的精巧和别出心裁，

实则也是时代风潮所促成。送别之际集体赋诗更是六朝突出的文学现象，金谷集作诗、宋公戏马台送孔

令作诗与饯谢文学离夜赋诗等，都是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盛况，由此留下的作品也是数量可观的⑦。
《隋书·经籍志》称“梁有魏、晋、宋《杂祖饯宴会诗集》二十一部，一百四十三卷”⑧，逯钦立《先秦汉

魏晋南北朝诗》辑录明确以祖道名题的作品有: 王濬《祖道应令诗》; 孙楚《祖道诗》、《征西官属送於陟阳

候作诗》( 《初学记》作《征西官属於陟阳候祖道诗》) 、《之冯翊祖道诗》; 张华《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

赵王应诏诗》; 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 陆机《祖道清［潘］正诗》、《祖道毕雍孙刘边仲潘正叔诗》; 王

赞《侍皇太子祖道楚淮南二王诗》; 慧晓( 《诗纪》作释昙迁) 《祖道赋诗》⑨。《昭明文选》诗类亦单列“祖

饯”类，可见其时出行祖饯赋诗送别的流行风尚。又“公燕”类里也有因祖饯活动而创作的诗篇，如谢瞻

( 宣远) 、谢灵运同题诗《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一首》，李善注引《宋书》解释其创作背景: “孔

靖，字季恭。宋台初建，以为尚书令，让不受，辞事东归，高祖饯之戏马台，百寮咸赋诗以述其美。”“高祖

游戏马台，命僚佐赋诗，瞻之所作冠于时。”瑏瑠颜延年《应诏宴曲水作诗一首》，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

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饮于乐游苑，且祖道江夏王义恭、衡阳王义季，有诏，会者赋诗。”瑏瑡诗中也有“郊饯

有坛，君举有礼”的诗句。其他如丘希范《侍宴乐游苑送张徐州应诏诗一首》、沈休文《应诏乐游苑饯吕

僧珍诗一首》等也是相似的诗作。
不过，尽管《文选》诗类单列“祖饯”，但和其他诗歌大类相比，其收录数量显得较少，共收 7 人 8 首，

似乎不能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有研究者认为，这反映出萧统对这一类题材有限的肯定瑏瑢。这是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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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许多因祖饯而作的诗篇并非全为别情，如上引“公燕”5 首诗主要以歌功颂德为主题，以烘托燕

饮之欢乐气氛为目的。魏晋时期还有很多诗歌虽也有一定篇幅表达别情，手法却尚显稚嫩肤浅，如曹植

《鼙舞歌五首·圣皇篇》曰:“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軿。车服齐整设，韡晔耀天精。武骑卫前后，鼓吹箫

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扳盖因内顾，俯仰慕同生。行行将日暮，何时还阙庭。车轮为徘徊，四

马踌躇鸣。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又如何劭《洛水祖王公应诏诗》曰: “游宴绸缪，情恋所亲。薄云

饯之，于洛之滨。嵩崖岩岩，洪流汤汤。春风动衿，归雁和鸣。我后飨客，鼓瑟吹笙。举爵惟别，闻乐伤

情。嘉宴既终，白日西归。群司告旋，鸾舆整绥。我皇重离，顿辔骖騑。临川永叹，酸涕沾颐。崇恩感

物，左右同悲。”①无论是四言还是五言，均平铺直叙，缺乏情致。相比较而言，“祖饯”类 8 首则哀时速，

叹路难，忧世事，伤别离，情感表达深透，主题鲜明，也颇得情景交融之妙。如曹丕《送应氏诗二首》:

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

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

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原得展嬿婉，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

置酒此河阳。中馈岂独薄，宾饮不尽觞。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愿为

比翼鸟，施翮起高翔。②

又孙楚《征西官属送於陟阳候作诗》:

晨风飘歧路，零雨被秋草。倾城远追送，饯我千里道。三命皆有极，咄嗟安可保? 莫大于殇子，

彭祖犹为夭。吉凶如纠纆，忧喜相纷绕。天地为我炉，万物一何小? 达人垂大观，诫此苦不早。乖

离即长衢，惆怅盈怀抱。孰能察其心? 鉴之以苍昊。齐契在今朝，守之与偕老。③

《文选》选文以“沈思”“翰藻”为标准，因祖饯而创作的诗歌多应诏应景之作，很难保证较高的艺术

水准，故创作虽蔚为大观却佳作不多。
不过，从文字内容看，《文选》诗“祖饯”8 首全为表达别情而不涉及祖道内容，故“祖饯”诗已成“别

离”诗的代称，是披着祖道外衣的离别诗。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后世为文人所热衷的“离别”主题

与祖道诗歌的宗教含义此时正处在一个相脱离的过程。而后世人们尽管仍保持临行祖饯、赋诗送别的

习俗④，但在诗歌的分类里面已经少有“祖饯”的名称。如北宋李芳等编《文苑英华》分文体为 38 类，其

中诗类里就有“送行”、“留别”两个小类; 姚铉《唐文粹》“古调歌篇类”有“饯送”等，文学与古老的仪式

已经渐行渐远了。

【责任编辑: 张慕华; 责任校对: 张慕华，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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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 427、648 页。
③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 20，第 974，975—976 页。

如李白《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 “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王琦注: 《李太白全集》，北京: 中华书局，2011
年，第 632 页。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笺证·温庭筠》卷 8:“庭筠之官，文士诗人争赋诗祖饯。”北京: 中华书

局，2010 年，第 186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