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长卿集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司马相如原名司马长卿，因仰慕战国时的名

相蔺相如而改名。此本包含：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

赋、琴歌二首、白头吟、与蜀父老诘难、遗言封禅事、谏猎书等；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字长卿，汉族，巴郡安汉县（今四川省南充市

蓬安县）人，一说蜀郡（今四川成都）人。西汉大辞赋家。司马相如是中国文化史文

学史上杰出的代表，是西汉盛世汉武帝时期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政治家。景帝时为

武骑常侍，因病免。工辞赋，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

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广

为流传。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中还把二人放在一个专节里加以评述，指出：“武

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

篇”，现存《子虚赋》、  《天子游猎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

《哀秦二世赋》6篇，另有《梨赋》、《鱼葅赋》、《梓山赋》3篇仅存篇名。《隋

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  1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

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  司马相如赋才天纵，文思萧散，控引天地，错综古今，旷世

莫比。

他是汉赋的奠基人，扬雄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

至邪！”被班固、刘勰称为“辞宗”，被林文轩、王应麟、王世贞等学者称为“赋

圣”。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

“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鲁迅说：“不思故辙，自摅妙才，

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其为历代评骘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司马相如还充分地掌握了辞赋创作的审美规律，并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

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

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

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

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

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虽然有部分著作在历史上起了一些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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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从整体上看，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两千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汉作

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

《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

《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司马相

如列传》中，司马迁全文收录了他的三篇赋、四篇散文，以致《司马相如列传》的篇

幅大约相当于《屈原贾生列传》的六倍。这就表明，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

是超过贾谊的。

此本可能是明代的一个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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