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詩史、敍事傳統與《春秋》書法

張高評

提　 　 要

杜甫三十歲時，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稱遠祖杜預：“《春秋》主解，稿

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當下許諾“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晚唐孟棨

（啟）《本事詩》稱杜甫逢安禄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

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稱，“《春秋》推見至隱”，可

見杜甫詩號爲詩史者，除了“詩是吾家事”之外，其中自有《春秋》書法之薪傳

在焉。清章學誠《上大司馬論文》稱：“敍事實出史學，其源本於《春秋》比事

屬辭。”今選擇杜甫詩敍事歌行，關注其善陳時事之特質，持屬辭比事之《春

秋》教，考察其中推見至隱之書法，就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敍事傳統，分三

項考察之：一，屬辭比事，筆削顯義；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三，微婉顯晦，

推見至隱。援舉杜詩相關作品，參考清人杜詩說解，藉以探索杜甫詩之敍事

傳統。夫然後知抒情傳統之外，敍事傳統也者，尤爲中國文學源遠流長之重

要特色。

關鍵詞：杜甫詩史　 比事屬辭　 敍事傳統　 《春秋》書法　 抒情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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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逢禄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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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杜甫詩史、《春秋》書法、樂府敍事與中國文學傳統

　 　 （一）杜甫詩史與《春秋》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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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開元二十九年，歲次辛巳月日，十三葉孫甫，謹以寒食之奠，敢昭告于

先祖晉駙馬都尉鎮南大將軍當陽成侯之靈。……恭聞淵深，罕得窺

測。……《春秋》主解，稿隸躬親。嗚呼筆跡，流宕何人？靜思骨肉，悲

憤心胸。小子築室首陽之下，不敢忘本，不敢違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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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費數百言而後成歌，杜公言太真之

被寵，則“昭陽殿裏第一人”足矣。言富貴，則“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

齧黄金勒”足矣。言馬嵬之死，則“血污遊魂歸不得”足矣。瑏瑢

善述事者，但舉一事，而衆端可以包括，使人自得於言外。若纖悉備記，

文愈繁而味愈短矣。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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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樂府敍事歌行與中國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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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à：《G�BgS5I��》（({：?¾�T，１９９９ &），w １０７—１０９。



3。”瑑瑢W"�µ，¶CÓC，M7�·^ÁaÂÝ；7�·^ÁÞ¿`^ÁaÙ

��ÿ。《�C》ôó�º，a×“�qa《V£》”；瑑瑣�ù]Ð�ap5�2i

y ¶CÓC，~ô�Y",S5a�·^Á。

二、 杜甫詩史與“屬辭比事”之敍事傳統

òO[·，s)�《́ µ》�ôa�K，���?/^Á�·5a@A。á

¼2i§ø、ÃC，�§《́ µ》�ôisET，N\B�§i�a\�，=>�

g§¼a��。�NÓø�má�+CÏ`，Ð�ap�úsÚ。

ôD《Ð¥§ø》，N“《́ µ》�çÉ;”，���ù《¼È》§。%%《��

�§ø》，½ºj]nD，N� 《<c�》，Ns“§Þ《́ µ》[h0”。�_

《■a§ø》，�Ó《(E》§，Ns�《́ µ》“LçÉ”�ô；�§ìdb¾、!

O、©ü、ÅF，�Ó“;éXÚ，¹《́ µ》aô”。Ûªí《�Ø§ø》，Ns�

ù�7óÛ、G²aß，“ýÃ�H”。%h�《IJÚ§ø》�¹《(E》§，N

sÍ�“j<n”a《́ µ》�ô。KL《cÖïÃ》，���ù“ýOøÿ，¼�

Ãü”a§，F《¤öC》、《（5�）3÷》、《VM》、《V9》、《<L¿》、《[¼

C》�lNsv。ÑÀp《�RX�§\》，�ELÀê\�ùH·ÿ=a¶C

ÓC，AN]«eP¹ø�ù“§�”。ÃgtÂ《�ù§�Þ〈́ µ〉�ô》,

S，瑑瑤²¼ÔM�，¹�G�º。

　 　 （一）屬辭比事，筆削顯義

�§5a��，8¥g�R�l，AA2�。¥¾¿þ9《�á§N》，�

\�ù《(E》§，P/“CòO[·aô”。",/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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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瑑瑣

瑑瑤

Lq 、�m：《G�Bg�/\�》（̄ Ø：̄ ØP�3}~，１９９４ &），w ２６３。
DO：《�S5�¦�》，《DOL�》（({：¼DS53}~，２００５ &），w ３０８。{�Ê
äP：《�C¹2》（×{：cd÷Ã3}~，１９８６ &），w ３４—４２。%y�：《�CÞ?/
S5》（({：stu�v，２０１０ &），w １６２—１７０。
%�\：《́ µ�ôÞ¡^�Ã》（}(：b)�T，２０１１ &），w ３２２—３２９、３３７—３４４、
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６—３５９。



ÓCaT¸，ÆA�ÖÏ;a啟li*。>Ôá：

（杜甫）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辭比事之法，具備方物，橫絕太空。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以來，不得不以此爲大文字也。瑑瑥

《�á§N》ýä�ù《(E》§：“CòO[·aô”，�!¨h《(E》§

M7�ùq�《́ µ》�ôa¤i。�Ó“òO[·”aô，7ðHÃ�D�C，

iÄ《́ µ》a*�S95。>ô，N�sÛQ、s£R，Y<ý¯�Ë3¤，¦

õ3?Ã?�，?Z?¼，?�?¸a�ô�。·AÛ�、Yß，çCòO[·

aô，<AZ¼、�¸、ø²、ç�、5�aST�Ë。瑑瑦 �a，òOaÑ，?[·

aô，8《¡³》̂ 《́ µ》，3N*��·，����sZ¼、�¸、ç�、5�、

êÑa�·´<，"Ó《́ µ》ÎW?Ã?�a�Ë，NÅjOü�aÑô。V

N《(E》§sé：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

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

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臣甫憤所

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

人煙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

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蕩潏。猛虎立我前，蒼崖吼

時裂。菊垂今秋花，石帶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

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

緬思桃源内，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

猶木末。鴟鳥鳴黄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

萬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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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¾¿：《þý�á§N》，《LN�ÌNL�U�》8（*�：*�P�3}~，１９９８ &），w
７。{�¥!tV：《��WC》（̄ Ø：̄ ØP�3}~，１９８４ &），w ７０。
%�\：《[·òOÞPS�ô———Ñ�“�<;S:”�¹》，w ３３２—３６４；w ３９５—４３８。



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

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韤。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

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裋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

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

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

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能說。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

色改，坐覺妖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

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

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

軍請深入，蓄銳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

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瑑瑧

qCòO[·aô，is�·ÓC、�ù§�，©�ùy�WVpê：>

,，�·�W?Ã?�，?�?ËaST。>%，·aS[，¦õsÛ�、¡Á、

Z¼、�¸、!ua·�Ðè；Oa�ò，hõsø²、nD、øý、èM、4$、ç

�、5�a���M。>V，ø�7X，è:nµ，Ï4�·aÜ>，�3§¼a

ä�。¥<n0《®§XÓ》�\�ùBPR=：“A;8�ò，<ñ×�[�

òg；�·�e，@Úhø，YÎÊ"，@Ún²，ñ��¹，Ä¨o�。"q

《¡》《�》ô]qÓ?，�N�(�°。”瑑瑨ø²、ÊY、ñ�ôaq*，¥Ñ�¹

�ô，A2·“�Ns�，<ô§a”g，瑑瑩H"%°。î;¬Ãy，N;qô，

ÕÕªíf±Ò，ñ��¹。Ó¡��<;í[�，FcûøZaº，《́ µ》

F"iÄ，�ù�·ÓC，J�F"qiÞhõ。

áVQ《0a§Í》，Ð�\]¹�ù《(E》§á：“z¹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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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ù�，î«ïf：《�§Zf》，w ３９５。
<n0：《®§XÓ》，_QfS：《¥§ø》（}(：mn3}~，１９７１ &），w ５３４。
Ñ�：《ÑÌaykS�》%，《Ìü�D》1S8（}(：}~stu�v，１９７９ &），w
１９，9w ４０。



d《×î》；z�,ga·，NÞ《G》、《X》、《Y》[h0，°《(E》���。”瑒瑠

�ù�7Ð�ap5�，��X*，õ�®ôa*�，%2·“�,ga·”，%

H½啟《8·§》2�a§�。《(E》§�uëÔ，<ª“�,ga·”；¦ðH

i《́ µ》，�,Üuý Ô，Ø�7%ëÌ;%&a�·。Ã�a¹´，�·

aý�，OSa�ß，ùp]:Á<Aô®。%°，£PNËd。《�C·;%

�w&hê》hðHÊ《́ µ》，“Z>OS，Î>"�，Nu�ô”，$§N¥�

ùi《(E》§，“�,ga·”，tÿ�%“Z>OS，Î>"�”，�§Þ《́

µ》a�7，\A!øuOa�。

*g§ø、�§[�，�0Ft\�《(E》§？��<W，âçu¿，Y�

ä�òOÞ[·a�·�ô¦õ。Fáït�《K6§ø》，¥�n《�§q

�》2Ô：

長篇最難……至杜子美《北征》、《述懷》諸篇，窮極筆力，如太史公紀傳，

此古今絕唱也。瑒瑡

首敍辭朝戀主之情，即總伏一篇意。……末復追述初亂，終以開創之大

業屬望中興。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結，是始末大章法。瑒瑢

áVQ《0a§Í》h�ù《(E》�R=“Fj�Fè^”；¥<n0《®

§XÓ》\¹�ùBPR=，“q《¡》《�》ô]qÓ?”；y�Ï3�ù�·Ó

CÞ�·^ÁaSÂ²G。“[���，8úd¥”，sP《́ µ》è·aÄô；瑒瑣

ç《́ µ》、《¡^》、《�C》a*��·^¯a，!Ä^Á�·5a��Ñô。

¥�n《�§q�》\《(E》§，̀ û“ý�”、“úº”、“�N”a�à，ì·

“N$áq起，NjF�，%�úY:ô”。"Éa《�C》“Å��ag，µE

１０１杜甫詩史、敍事傳統與《春秋》書法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VQ：《0a§Í》，!®A：《á§ø�Î》（}(：S\æ3}~，１９７２ &），w ４０２—
４０３。
ït�：《K6§ø》¯，tS]�：《*g§ø》（({：?¾�T，１９８２ &），w ４１１。
�ùÂ，�nf：《�§q�》（̄ Ø：̄ ØP�3}~，１９８０ &），w １６４、１６６。
ÛG2：《P´µC·Äô^》，《Û�'ykå�》�V，《¡_�》（}(：¾_3}~，
１９７５），%，w １４４５。



Þa¯”；瑒瑤§<¯a，=Í�《́ µ》、《¡^》�·%8±ú，����a�

K。瑒瑥 òO[·a《́ µ》÷，hõaÑ§AV：[·Å�，òOl�Nd[ò

W�。瑒瑦 >?，�[·ÞòO<W�，7¥g:5¹2·“·o�ú，SÄä

`”a�·ô。瑒瑧 �ÖÎíaÚ，�·Å��8ú，"�ù《(E》A�]^Á

�·5g。

t·[·Å�？Y�ä[、ñ[[²�·，NÅiga>Xø、9h�

Mg。3《́ µ》5Wa，�R®òO，A;û[·<Ôa，FNEb《́ µò

O》，¥%Uñ《́ µòOðéS》%。¥gðnX《FCÝ�》�：“O�ò�

m，·�[�:”；瑒瑨Ò¥%Uñ《́ µòOðéS》��：“»��ô，ùnò>

O，è[>·，<（>�）7m。”瑒瑩?�cö、EdP2“《́ µV^》��æ，X

4å����”；@Ë^�，UFt�´�Ü？¯S2º%8±ú，T���，

J%>?,ô；ef�·，Nè[·(Å�，U%,ô。瑓瑠 ¥î«ï《�§Z

f》\《(E》§，�i�ù§[·Å�aév：

大約“菊垂”以下，皆邠土風物，此屬佳景；“坡陀”以下，乃鄜州風物，此

屬慘景。周甸注：“途中所歷，有可傷者，有可畏者，有可喜者，有可痛

者。”……“裋褐”以上，乍見而悲，極夫妻兒女至情。“老夫”而下，悲過

而喜，盡室家曲折之狀。……此章大旨，以前二節爲提綱，首節北征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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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瑓瑠

w,Ù：《�KÅ�5/\d>f¹》（̄ Ø：¾ÖGÓY53}~，１９８９），Á《���k
Ñ^》，w ２７—２９。
%�\：《〈¡^〉�·Å8úÞ〈́ µ〉�ô》，?±��&?/Sq��2“�5��
T（１）———?_èN5ST5GT¸”，�%Ê5<�¸4¹S，２０１８ & ７ É １９ È，
w １—２８。
%�\：《òO[·Þ〈́ µ〉)�5》（}(：ySÅ3}F�，２０１９ &），w ２８—３４。
:5¹�，ïUBf：《S�Ý�Bf》（({：?¾�T，１９８５ &），w ４７０。
ðnX《́ µFC�^Ý�·�》，《ðB¸FCÝ�》，（}(：=p�T，１９６１ &），5Ø
�《á¥��》uëÿ;,，w ７，9w ９２９３。
%Uñ：《́ µòOðéS》，《²�ÌNL�》8（̄ Ø：̄ ØP�3}~，２００２ &），ý
《;é》，w ６。
%�\：《〈́ µ〉�ôÞ“�”¬Ô_———[·Å�Þ〈́ µ〉5���》，《SÞq》� ２５
p（２０１４ & １２ É），w ７７—１３０。



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節恐君遺失，乃意中事，伏五、六、

七段。瑓瑡

>·、>S、>�，s^Á�·55VYfEg。Ñ�®《¡^》《�C》�

·�ô，2·“�Ns�，<ô§a”，�N§Ä8>Á^Á�·。$Ôa，�s

y，ô¬�，_2·¨AÄ#，2·��ÃyA;，H"a·。§¼96=:，�

º·�，Þ�Rè[�·，�®*�，>?aÃ�Î�，�¸Z¼，ë��u。¥

î«ï《�§Zf》®�ù《(E》§，h“":YÜ，N5%�s/¦”，ý�

“(EGR”，Ê�“¹´åÞ”，,s�¯·，,s;?·。"%�，�ÝL§。

"3《¡^》a*��·<Ô，R=A]=ý/h¦K，�N±��<þ4i，

FØz>ja.（ûF%;<&），ý�“̄ �、k!、�-、-l”；Øzma.

（̈ F;%&），=ý��l“n、·、ñ、·、�、̈ �-”。瑓瑢《�C·èFHÑ

^》P�èFH“)<ô|，|���xÓ¢<¨Òa，�ôN>Æ+n|”，"

a·“/�”。�ù《(E》，�ç?a��X*，¿Ra¶¸`；Ýòaý*

Ðè，¶¸�¶aÊ��7，�ÓÞ*��·a[·Å�þ�。o4G|aæ

ò，ÞpbG|aòò，Ðèñ[�q，XrJ¬Ô_。Hç?�*Ô，è[�

i、��、�¸、�Î��Ýò，<Ð�ap5�a�·，T¬X5。�Ìã，�

�、Z�9{8、stuaPÌ；�Bã，NY»ø、¶?psÛü。瑓瑣 �a，�

A¢�Á,�°，ý*[²ò¹，[n�，�N�Å§¼a¨ñÞ4y。�

a，A�Þ[·Å�a《́ µ》÷[ôm。

�ù2i¶C�·ÓC，A“,]<¶，¶·<ô”。¹>“H·!=，�=

67”a§=，\@i]ÄÆÐva《L�》§，ÿh“�,ga·，o,gap

Þ”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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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瑡
瑓瑢

瑓瑣

�ùÂ，î«ïf：《�§Zf》，w 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５。
%�\：�M�}《¡^aS57�·%�\�û��%》（}(：B×��F�，２０１９
&），w ２３８ ～ ２３９。
�ù�，w起Ö�：《����》（}(：?±®�3}~，１９７０），w ４２。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

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群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取邛

南兵，北斷劍閣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

殊。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憤，

紀綱亂相逾。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

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

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

走，三年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爲游五湖。不忍竟舍此，復來剃榛蕪。

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

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尚

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

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瑓瑤

"§aFi�ò，2·L�Î�g，¥`¢{《̀ f�§》*��v2sm

�：“#UN&（７６２ &）ÌÉ，ÁGÎÏ。vÉ，q×Ðç�®Iðµp�。<

É，1ª。F=RÃpÕ�b。nn%&（７６４ &），Gìq×，F=iÄÆL

�。”瑓瑥¥�n《�§q�》\�ù《L�》§：“NÄÆÂp，sL�Î�，ÌþK

起L;”；ìh：“NL�Î�sÛ，<�Ðç,Oxp`Õ，ëéÎ*�，²ó

��，»2§¨，ªN§�？”瑓瑦¥�k《�§®》�Ns：“起Ìþ，¼�Î�a

ç，s§a¦；N�`�ã[�，s§aX。”瑓瑧W`¢{a®，µ�ùL�Î�

a8·。J�n、�ka®Wa，�ù《L�》§a�ÄÆÂp，�Xs“§�”

g，起ý�m《¡^》《�C》y*a/�ô。起ý£,=YÜ/m，<��·A

ô，ÔaAê。

�Ûµe《�Ý·ÐÔ》h《¡^》�·aPq，§és“Ôa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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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ù�，î«ïf：《�§Zf》，w １１１２。
�ù�，̀ ¢{f：《̀ f�§》（̄ Ø：̄ ØP�3}~，１９５８ &，１９７９ &），w １６２。
�ù�，�nf：《�§q�》，w ５１４、５１６。
�kÂ，ð-úÏB：《�§®》，w ５９。



《̂ 》?。Ú<Ô·[;，")�f，çI�g�@�z，IXæ{。”瑓瑨]%Î

�·CÔ，u¬,^a?；“Ô·[;，")�f”，!Ä《¡^》N�，¿û《�

C》P�^S5a�·»¼。《�Ý·�·》¹�·a¦AÌ，deýè>�C，

y�>·,a_，�·?Ðèñø，H%“µÔÓ<�µ”aÔ�ô、Ó�ô。瑓瑩

《¡^》、《�C》��^�·a�g，A3NÎÔC·。�¹¬Ô、gÔ，�Ó|

|Añ，Ë¼IXæ{。�ùi§，è^;V_É�ja《́ µ¡^》R5，ç

�7Ð�ap5�a�·，�·?A}¡CÔ，?dsG�，F《¤öC》、《<

L¿》、《yÐM》、《G²M》、《y>9》�l。S`4´，ÓÔkÓ，¹F�R

a\¹：

（《兵車行》）首段，敍送別悲楚之狀，乃紀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

乃記言。次提過者行人，設爲問答，而以“君不聞”數語作收應。瑔瑠

（《哀王孫》）次段敍事，記當時避亂慝身之迹。……“問之”四句，備寫

痛苦之詞，並狼狽之狀。……末二語，又反覆以致其叮寧，曰慎勿疏，戒

之也。瑔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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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Ûµe�，w起Ö�：《�ÝÝ�》（̄ Ø：̄ ØP�3}~，１９７８ &），w ３４。
Ûµe�，w起Ö�：《�ÝÝ�》u，w １６８。
�ù�，î«ïf：《�§Zf》%《¤öC》：“ö~~，Kll，C¼��`¬�。��
mH�[í，áJ�Å��L。¼Kh¬�p�，�ký¯$û�。p70gGC¼，C
¼¦�ÏC�。?�;B(�Ô，�8Ì;Ð��。ÎObçÞ��，¿���i�r。
r\ÂâÄØl，Gá&r;�²。´���RîÖ%ëb，ýØÜdk*�。)A�N
r��，�kà��ÖÐ。¤=±¤��.，äÁ�!�Þ�。Rg¡AG，�çô��？
ìF$&£，�©²Ðè。|üp��，���t3？lµk$5，�%k%ô。k%¦
�º[j，k$�¸ïëL。´�Å，RØ�，P����¼9。y'"�b'�，*|"
�k��！”w １１３ ～ １１４。
�ù�，î«ïf：《�§Zf》Ì《<L¿》：“RÐ>���P，È/³µ+¯£。U
�¼R�Y>，>`Mü�Ãà。®�ø¢ÿK�，�Ì�ÝuLÁ。��M�RIJ，
� L¿×O÷。Ga�6pì!，¦põ�¡s¢。²�ëÈ£¤¥，�¯�AK¦
Õ。�qH¿\¿E，Ö�JÞ�¼â。§¨¬©Ö¬ä，L¿Ïfý®ª。�ôRÓ¨
Ò«，ìsL¿óäy。¬ÈÖGâ®，Ö�¯°_bÆ。±Ñ�Sô�¨，ùt²ü
$t³。´�*H²^C，�n(1×B|。Ø+µ§³Ãï，̧ �3¦Á¼¶。<«L
¿¸�Ò，Beæ¯�O�。”w ３１０。



（《新安吏》）從點兵後，記一時問答之詞。瑔瑢

（《潼關吏》）“修關”一句，公問詞。“連雲”以下，吏答詞。瑔瑣

（《新婚別》）陳琳《飲馬長城窟行》，設爲問答，此《三吏》、《三別》諸篇所

自來也。瑔瑤

�·S5<�Yñø，�¦Ô·[;，")�f，<ìª�Ýòs,Ma

?}，g¼|s4kax¯，©ª�Ók`，ôõ;¹。ÃgNs：�·;û

CÔ，Gña¿ªAÌ：,áÇ6�ù，hõ`；%á§Ó`�，E���；

Vá�lÝò，)Ø�®；ÌáÒgÚ�，Á�ji。瑔瑥 `��《�âS》h，

�RÅ�,¼,·，�y“·¦¼`，0�·.，d�T?，0�¸b，¹a

®a，N@NA。”ìä3《¡^》aCÔ，“<M7¬Ô、gÔ，·%ß®、&

8?ñø、þ�a�ºLF，�»0°。”瑔瑦《́ µ¡³^》]�ù，µ;V_

É�ja“《¡^》í”<ÄR5。ç�ùN�·Ó¦，Fi《VM》、《V9》，

Nd《¤öC》、《<L¿》�y¶C§，ñ《¡^》R5a^¯ô�，cÚ6�

6à，ª®õõ。�>《VM》、《V9》aG�，《�§Zf》NsàS]ó¼

《8KR>½C》；Ãg°Ns：z§<¯a，\fS]《¡^》aÓÔÒ¶Þ

Uñ。

8]《K¾M》、《y>9》、《¿X9》、《�R9》a¬ÔgÔ，î«ï《�§

Zf》²=i/l，F：

（《石壕吏》）二段，備述老婦訴吏之詞。陸時雍曰：“吏呼”二語，便當數

十言。瑔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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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瑢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ù�，î«ïf：《�§Zf》，w ５２３。
�ù�，î«ïf：《�§Zf》，w ５２６。
�ù�，î«ïf：《�§Zf》，w ５３３。
%�\：�M�}《¡^aS57�·%�\�û��%》，（}(：B×��F�，
２０１９），w ２６１。
`��：《�âS》，w １６６。{�%�\《〈�âS〉¹〈¡^〉a�·ÞCÔ———`��
a〈¡^〉5》，《/5��》� １５ （２００５ & ６ É），w ３５１ ～ ３８４。
�ù�，î«ïf：《�§Zf》，w ５２９。



（《新婚別》）王嗣奭曰：此代爲婦人語，而揣摩以發其隱情。

（《垂老別》）通篇皆作老人語，首爲垂老從戎而歎也。瑔瑨

（《無家別》）通章代爲征人之語。瑔瑩

�ù�·ª:，Keo¬，¦,�,_í，,Ø,*�。�¦îl�Ê，ç

z<Aýba.。《K¾M》aXN，《y>9》ayN，《¿X9》aX¼，《�R

9》aE¼，�ùi§，A3]¬ÔgÔ，ªd�è�，¹®@Aa，çk`�x

F"，>�¤òÛ!F�FÅ，Ë�gAM¨a,ó。¹FmúLÀÁ《�Â》

2�：“,,Ç6TÚ，uO!ø，ï|BÕ，,Ò�¨°。”瑖瑠《¡^》R]¬Ô

gÔ，�ù�·ÓC�O]"ô。�]Gñ，5�,ÃF"，%�ù《é?É\

�´S》2·“�ôæ8，�ô@)”g·！

《́ µ》a�，¥ÎÃ�；Ã�a�，¦õs�·aè[，OSa�ò。�

·aS[，UµÛ�、¡Á、Yß，<AZ¼、�¸、úLa#@�Ë。<OS

a�ò，�W"<A4Z、nD、øý、¼m、òø，78]¬Ô、gÔ��O¨

ô。ä�a2¬，Y;Û¦、¡g、Yg，�·aÃôAxZ、x�、úø；z

sB¦、Ág、ßBg，°ÕÕx¼、x¸、úý。ÛÞþa-C，ÞZ¼、�

¸a�ôAÏÏ[²。<òO、�Oa¹´，�Þ"qÏ。�Ôa，?Ã?

�a�ô，H����sZ¼、�¸、nD、øý、��、8úa�ô，Nd�

·、CÔa�ô。�ù2i§�，Ð�ap5�2iy ¶C�·ÓC

Aa。

　 　 （二）據事直書，美惡自見

Ø�j《́ µ�^��ê》，QÁ《¡^》ÄF;Ì&“́ Há”，hô《́

µ》�ô，A2·“séa`AB”g，>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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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瑔瑩
瑖瑠

�ù�，î«ïf：《�§Zf》，w ５３４。
�ù�，î«ïf：《�§Zf》，w ５３７。
�ù�，î«ïf：《�§Zf》，w ５３９。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瑖瑡

ý�ÞøÃ，�ô�u。·Aøý，¼A%N，�·^¼，FM¶õ，2

·�ü�Ö，ý�>·，"a·ý�。î·_�f，f¬·?；µ"，���

�，�Ã®m，%N]5、¿0�Þ，JÅ]Ô_。�il�，ÿhM�。�

ùR]�·，�7Ð�ap5���X*aO·，&É、�f、8ú`Ú，l

<AQ，A�$#，çáóÁx《Äa§ø》、ôD《Ð¥§ø》、àÅ《9aÆ

ü�ø》、·c《Ða�ø》，�hs“§�”，Ns�§�·¬©��a8×。

×áKL《cÖ²Ã》“�§�ÃÖ”_，bÁY^�ù2iy¶C�·ÓC，

N¹v“ýOøÿ，¼�Ãü”a《́ µ》�ô^Á，]�ù§�，ÆAè^Þ

ô�，F�：

唐人歌詩，其於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

外間所應知者，皆反覆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爲罪。……杜子美尤多，

如《兵車行》、《前後出塞》、《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

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悲陳陶》、《哀江頭》、《麗人

行》、《悲青阪》、《公孫舞劍器行》，終篇皆是。……今之詩人不敢

爾也。瑖瑢

33¤a�Ëý*<Ô，“ý�>·，oSÅ�”，�ù�·ÓC2·§�

g2A。KL《cÖ²Ã》2Ñ�ù§，《VM》、《V9》a_，《53÷》、《�3

÷》、《¤öC》、《<L¿》、《<c�》、《[¼C》、《¶óÀ》瑖瑣、《W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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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瑡

瑖瑢
瑖瑣

¡Jm�，�jf，ðBM¼：《́ µ¡^f¼》，ðBM《¼》�：“VgÓN¨<Ó。ý�
>·，�saü；os>S，NÅW;。%>·M\，<�AÇø°。”ÈNBÉ《;V�f
¼》8（}(：́ Su�v，１９５５ &），ý，w １７，9w １４。
KL：《cÖïÃ》（̄ Ø：̄ ØP�3}~，１９９５ &），w ２３６—２３７。
�ù�，î«ïf：《�§Zf》，Ì《¶óÀ》：“½£;Õ|RH，âióÀ�?l。ä
Ê*¥�.k，ÌÜ�¥uÈ�。Ëà¿�âj�，a³àÓ8Æó。Æ¼â§(�Ì，
ÈÈ=Ìü¥8。”w ３１４。



q©C》瑖瑤�l，2·“ýOøÿ，¼�ÃÖ”g，�Ósy ¶C�·ÓC。《,

HÓ》<;V《́ µ·¦K》，Ð,Í®《́ µ》aÓ�，F�：“《́ µ》#%

ýÐ\Oa·，�Å\OÂppÎ”；Uá：“»¼$D�N�>·，I¼JWa

NsÏ%”；U·：“ðH¦$ý�，<Ï5J�”��。瑖瑥 ,Í$Mý�a《́

µ》W，Þ>QM·ÇmÍ[²。瑖瑦 �ù�·ÓCa“ýOøÿ”，ÉÚs*�

�·�ôa,，ìs¯¯�j《́ µ�^��ê》2·“\<�Ç”aý�^Á，

�W"�Å。

á¼2iê�、§ø、ÃC，ñ]“�Oü×�KÅ”a" ，¤,p>。ÿ

V�a，�§Þ《�C》[×è，$·ý�，N�s"sA。瑖瑧 VWág§ø、Ã

C，ñ]�ù§ÓÞý�、M�a²�，ÆA�ö，�Nµa。F：

觀甫詩與唐實録，猶概見事跡，比《新（唐）書》列傳，彼爲踳駁。瑖瑨

（子美）《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吏》二詩，直筆

不少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至於陳濤斜、

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爲詩史也。何相反之有？瑖瑩

áLÐh�ù§“�Å·(”，�NÑ]�M�，e�《y��》gIa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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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瑖瑩

�ù�，î«ïf：《�§Zf》，%;《WF¿Y`�H?q©C》：“ùAæ¼F¿³，
,?q©ÓÌÑ。WgFîqÒÓ，*�sa{sÝ。ÔFµ^ÿÈd，?FËqÕÖ
½。�F,Ö9oî，×FcØÁ¥�。ØÙ�Ú�ÙÛ，ÒA�H^ó¹。¨Û]¼¬
�q，�?"øÇ��。Þ[G�@AN，,OÜ·]Ýi。yqý%<ý¼，F¿q©
1�,。B;&D×�.，GáÞ�ßL@。àõH�HF¦，%¶[½��È。®ãM
5ï²á，âãK>Llä。åæp�ø �，¶2<�ÉÖ3。Xç�µ>2Õ，¬ç
¦îñyè。”w １８１５ ～ １８１８。
¼0nS，LÊ�ÏB：《,HÓ》<V（}(：S�3}~，１９８６ &），w ２１４４—
２１４６。
%�\：《,Ía〈́ µ〉W———$Mý�Þ,HaQM·Ç》，《�<Q?/�5/¶5
<�¸4¹S�》（}(：Ü(��F�，２０１５ &），w ３５３—３９０。
%�\：《4Ý�ÄÞág§5》，é、V、（B）《�Oü×�KÅ·N�s"》，w １９１ ～
１９２。
LÐ：《�Oü�ê》，�ùÂ，î«ïf：《�§Zf》�S，w ２２４０。
Ûªí�，LåâÏB：《�Ø§ø》（({：?¾�T，１９８３），��%，w ５９。



�ùÞ`Ï[Ï，《]üøó&CP%;q》§，瑘瑠ÆhÅøóP。Ú`Ï¤ß

óÀê，�ùi《¶óÀ》§，iÛRa¸t；øóP¥ßG²，�ùi《G²

M》，ëì�²£：“̧ �5øó”，!�Û]5g，Ns�§×Þ�ù3¹[�。

ÛªíIja，NsëN[��,，ì§Å�ù2i%§“ýÃ��H”。yý

Ã�H，%Ní�“§�”aæÒ。

m¥5g���ù�·ÓC，�l>ý�、M�g���。Fñ《53

÷》、《�3÷》、《<L¿》、《<c�》、《VM》、《V9》�§a�\，�Ì,î。

Fm�k《�§®》：

前後《出塞》，皆諷明皇黷武之事。交河之役以遣戍，故其辭怨；薊門之

役以召募，故其辭誇。然兩番雖靜，禄山繼反，是徒搜狐兔之穴，而不知

虎狼之在門内也。詩但具其事，而諷刺之意自見於言外，此真樂府正音，

固不在區區字節句比耳。瑘瑡

�k\�ù5�《3÷》，Ns“¦o>·，<X«a;JÅ]Ô_”，",

Í¹《́ µ》，2·“ðH¦$ý�，<Ï5J�”；Ø�j《́ µê》2½ºaý

�·Ç，�ùì-dM“�ôæ8，�ô@)”a《éS》̄ ï。]“§%úR

·”a_，]《́ µ》《¡^》cªª®õõ�！UF¥î«ï《�§Zf》�\

《<L¿》、《<c�》：

開元之際，幾於貞觀盛世。及天寶末，不唯生民塗炭，而妻子亦且不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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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瑠

瑘瑡

�ù�，î«ïf：《�§Zf》V《]üøó&CP%;q》：“$gðúæ，t¼�,
¿。´LJÇG，±ñù@�。&C\Ï¤，¹¤LPG。yªëÔ¬，¼��÷�。R
Ø�^�，*î.Ù�。òÆa�t，èØ²ú)。�ÐÔó8，y;�ÑÝ。�ô¿^
�，3Îì�F。ÈÉs±�，¾õÞ�{。à¼y�(，TKU�Ö。óÿr�?，¿�
þñu。=ötså，÷»bN¯。ø4^!@，îÔ~��。»Cå.û，Z�Ó¥Ù。
ùIRJ¯，Ò-¯�?。�s�úB，²Å��û。°�1 g，küXñý。e&´
Lï，$ÈÅçL。¥·g¿z，CDh²F。��,Rq，£ö6þÿ。”w １８８ ～ １９２。
�k：《�§®》,，w ２６。



讀《江頭》、《王孫》二詩，至今猶慘然在目。瑘瑢

曲江頭，乃帝與貴妃平日遊幸之所，故有宮殿。公追遡亂根，自貴妃始。

故此詩直述其寵幸宴遊，而終之以血污遊魂，深刺之，以爲後鑒也。瑘瑣

�ù]Ð�ap，��X*，¦4ÀÇ。ç《<L¿》§$·ý�，A�Q

l。L@a!áêP、�{aE¹�=，L¿aUi¨"，máa^CÄF，Ó

,,�Ca，2·“�,ga·”°。ç��§，�Nµ_g。《<c�》§，ýy

Å�+Cõä·，2ÔCOa¶；>Ê，,CK#Ðÿ·，À�p�a¶。*#

ap，�CMsÆ¤，JÅ]Ô_。¥�(G《Èµ�》h：“P¼i�，A�Ý

¹ø，<]ê·a?HÅ>äg，yj�Fªa。”瑘瑤ÃgNs，]�·?Ó¹

ø，�y�KÅªa，¡Jm^《¡³》，�\sa，"J%*��·^Á?，“[

·Å�”aô+，Ò¥Oöª2·“Î·m�”aô。瑘瑥 �ù�·ÓC，�y�

·,，è[,[<²，�i¹øÞq�。¡Ú，<¹øq�JÅ]Ô_。VÞ

《b��》、《�Ý》、《má¡�》���ñ�，7µ�ù§�¹Ú“�,g

a·”。

F《J{îÕyøBëO》§，瑘瑦J“â$ÓR%，ÞpNª"。¸\2

`N，8J�%3”N�%;þ，8“,+àÌ&，OA'��”，�·?AÓ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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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瑘瑦

�ù�，î«ïf：《�§Zf》Ì，w ３１４。
�ù�，î«ïf：《�§Zf》Ì，w ３３２。
�(G�，�äÄ��：《Èµ���》（̄ Ø：̄ ØP�3}~，２００６ &），w １４２９。
%�\：《́ µ�ôÞ¡^�Ã》，w ８５—１１８。{�Oöª：《�5Ý¹》（({：?¾�
T，１９９５ &），w ２１—２２。
�ù�，î«ïf：《�§Zf》Ì《J{îÕyøBëO》：“�eA~K，XY;ñ
(。Å�,t³，́ [{Þ契。¾ÚÄ)d，�¨*契d。î0·°²，"µ�+,。L
&5¼N，³Ï-b«。�§u5û，�Ó.83。N�cØµ，l/íÈÉ。kUST
´，�0�+1。\$23o，à4ª�£。56�j�，|ùÉÄ°。��78D，¦J
´>´。às9Y:，;¬a<=。N¹.kf，Xï·$>。??!8$，0sáJ¸。
�@uÞW，�ª->�。<8µJW，7ÓÆyã。�ÅëLA，èG�¸ß。*«|
AB，BH?Èô。2ÁKéø，äý���。°C0Dî，þE¬FG。H�÷��，I
JK�L。;<¯¿�，©6[AM。´�gÚ¶，¶ÓPNO。â$ÓR%，ÞpNª
"。¸\2`N，8J�%3。�P>çR，�QR>8。»¼STÓ，Mö#/4。�
F@8f，́ ª8"|。A|�Ï;，)gÓ.U。¤�b®{，\¬~Ô@。 （轉下頁）



"¹，FVHW，Ë¼X¯äì，>�A�®;，Y�Å]SOa_。çî«ï

《�§Zf》\"§“H�÷��”,ã，h“̄ Ì，Å�Y��；�Ì，WZ`¦

¶”；“̧ \2`N”ã：“̄ Ì�·，�u½X”；“¤�b®{”ã：“5<�·，

�Ì½X”，瑘瑧瑘瑧8�8"，¹øJ¬>?。

GF《VM》、《V9》，]�ù§�、�·ÓC?，̄ pE.�²，*�Vp，

R;¼Þ，D�µkaM¤。�ù$·ý�，QE,g�·，�>o¦<j。¹

F�R2Ô：

師氏曰：從《新安吏》以下，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

益急，雖秦之謫戍，無以加也。瑘瑨

盧元昌曰：先生以六族安萬氏，使民有室家之樂。今《新安》無《石壕》

遣嫗，《新婚》有怨曠之夫婦，《垂老》痛陣亡之子孫，至（《無家》）戰敗逃

難者，又復不免。河北生靈，幾於靡有孑遺矣。瑘瑩

¥`¢{《̀ f�§》，��N�v§；ÚC*�，�k�§，2·“�bfNç

&·，±dfNó§·”。瑝瑠《yÐ�》，ÁD�ÖÆ；《K¾M》，ÁD�Ô�；《G

²M》，[>N^à。《y>9》，Å><C9；《¿X9》，¿X<�)；《�R

9》，E¼¿�<�R。�ÓÐ�p�aM¤，�ùNy ¶C�C2Å2�，

2,2µ，¬©ç�a£¼。

`¢{f�§a《VM》、《V9》，]《yÐM》¬f，bÁ《b��》、《�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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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瑧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接上頁）?�?Çb，¦IHf)。\B]^õ，¶��¥ä。åB°_`，2a��b。,
+àÌ&，OA'��。ycdç!，VëPGº。(e3fg，üÝUÍ�。Ëh�Ð
�，2X�i?。Û%þÿ�，¹�*g¢。ÔE0�j，Ú)kkl。C&[mb，çn
��]。Xmÿ!|，;¦ GÃ。nª{��，¢Õ:op。Î+�½q，ÑHo²è。
ú¬r,<，b'�st。2@s¼ê，�ß�u¢。ªµµ�v，6vAwè。k�Ä
��，!�ñEû。Ü,¦xf，Ù¼É£y。YIÞI»，µ�?�è。5o÷�×，Þ
���z。”w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０。
�ù�，î«ïf：《�§Zf》，w ２７０。
�ù�，î«ïf：《�§Zf》，w ５２３。
�ù�，î«ïf：《�§Zf》，w ５３９。
�ù�，̀ ¢{f：《̀ f�§》（̄ Ø：̄ ØP�3}~，１９５８、１９７９），w ４。



ÝÝ》、《Ðëî·(》；]《G²M》¬f，bÁ《{�》、《NúÕ/µ》、《øóP

^》；《K¾M》f°bÁ《,Áµ》、《NúÕ/µ》。mLÀÁ《�Â》h：“̄ @

:§，N-Å�ªi；Á¼¡-Å，��ªi。FÕ�ÖÆ，X'Ä§，zAÇI

a，!�ý&ao。”瑝瑡�ù��X'，[>·<ò>O，µ<N[�，�Ê

“[bG|ß”a�·。è[�·<ý�a，<·a%Nøý，¼a¿04Ò，

JÅ]ÔÓa_。�a，"Hè^《¡^》*��·a^Á，]�·?Ó¹ø，

2·[·NÅ�a《́ µ》�ô°。

　 　 （三）微婉顯晦，推見至隱

Ø�j《́ µ�^��ê》®《¡^》��《́ µ》，>éAB，�KÅNM

2·“�ô”®，²%�]"。《́ µ》BéaB，sQ5<åÏ，7“tN�”a

“�”。5VgìdøÃÖ�，Ãghs}Ö�7；Þ\<�Çaý�，uò“F

t�”a“ô”。øÃÞý�，¦%�Ä�，Ó~¼T�、íf±Ò]>�。øÃ

Þý�，4s?/�·^Áa�Y�7¨ô，S?ÂR，��²f。Ø�j《́

µê》°øÃá：

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二曰志而晦，

約言示制，推以知例。……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例，以示大順，諸所諱

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瑝瑢

j<n、µ<D、]<Ä:Vg，søÃÖ�a¨ô，Þ“\<�Ç”aý

�，¦Ýa+Þ，[�[Ä，Ó}Ö�7a�ô。�3《¡^》ÄF;Ì&“́ H

á”，·《́ µ》a�ô，�O$�，<Ü>n,；mÐ�M，<;Yû�；]ñø

¢，<éfÄ:。瑝瑣 ",øÃÖ�a¨ô，《¡^》]��《́ µ》ajOü�

O，¶õ©A。Ãg©aKÄ《〈́ µ〉øÃ、ý�Þ〈¡^〉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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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瑡
瑝瑢
瑝瑣

�ù�，î«ïf：《�§Zf》，w ５３９。
¡Jm�，�jf，ðBM¼：《́ µ¡^f¼》,《́ µê》，w １６—１７，9w １３—１４。
%�\：《¡^aSð》（��：[SS�F�，１９９４ &），w １８３—２０１。



��、h�a�ôsé》；《〈́ µ〉øÃl�Þ〈¡^〉a[·òO———N��

a�ôsé》；《〈́ µ〉ý�z�¾¾Þ〈¡^〉N�^�———NòO[·a�

ôsé》、《〈́ µ〉ý��¾Þ〈¡^〉�Ýa�W———Ný�¾¾[�、�Ê

�¾sé》ÌS。瑝瑤 W"�µ，øÃÖ�，�Ûs《́ µ》“Ft�”a���ô。

ðHi《́ µ》，]-、<a¶AjO；�KÅ�《�C》，�z�a�、�1

N�，�>GqOp，“sA2«WeÖ�«aSO，��N�Å°”，ç�Aø

ÃÖ�。《�C·�¢Ñ^》“j�Fá”h：

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

罔褒，忌諱之辭也。瑝瑥

´µ-、<a¶，3ðHi《́ µ》Ô，sag、õg、\ga*��7，>?JA

“«WeÖ�«aSO，��N�Å”，]%<A“j]nD”a}Ö�7。�K

Å�è�1,Á*�a�，̀ ö×。《�C·�K[FÑ^》“j�Fá”2�

“《́ µ》§Å8ü”，Ò�½à（啟）《8·§》2·“�UëîaP，ÂVà×，

gó]§，§Å8ü，Ü�å·，ç\O½s‘§�’”，äha“§Å8ü”，�Ó

ä《́ µ》�ôøÃÖ�aô*。î�ù�¹RÐE¹)，��X*Ð�ap，

¦ðH�è-、<a¶，�KÅ�7z�a�N�·,。�;ag、õg、\g

a*�，>?A2“«WeÖ�«aSO，��N�Å”gùA，£Ft�ö，Ñ

ª“Ôag��，�ag¬N%”？ô*j]nDa《́ µ》�ô，dMÛSP^

aXr^Á，¹�}Ö�7a7i´<，\�Þsmqf�、�L>]a»¼

Þô+。

�ùy ¶Ca�·ÓC，_2·“§�”g，�¤“ý�>·”，<�M½

ô，°Aq�“§Å8ü”N�·，øÃÖ�?sqgÖ，?sÖ/5，ÿh《́

µ》�ôaãæ¦õ。Nj]nDa�ô�\§¼§Óg，�K�\�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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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瑤

瑝瑥

%�\：《òO[·Þ〈́ µ〉)�5》，（}(：ySÅ3}F�，２０１９ &），w ９５—１６１；w
１６３—２３７；w ２３９—２８５；w ２８７—３４３。
æç�Ô：《�C4f�v》,ë;《�¢Ñ^》“j�Fá”，w ６９，9w １２０１。



Ì》§，2·“îÔ¬，m� |�；LïÀ，m�¼�”。瑝瑦“/;îÔ¬，>´L

ïÀ”%þ，¹2·“j<n，µ<D，]<Ä:”�！Ûµe《�Ý·�·》2·

“å$”、“*D”，ÓøÃa]5ÃU。>Ê，�Üb《¹Ö§ø》¹《§》Þ《́

µ》[h0，§“j]nD”�ô，=>ÛR�、óª、@�îA²�má{�a

�·�Þ。瑝瑧 z§j]nDaøÃ�ô，Wë�ù�·ÓC，¹®�éZmg，

Ä0]×á%%（？—１１６０）《���§ø》2º，F�：

至於杜子美，則又不然，氣吞曹、劉，固無與爲敵。如放歸鄜州，而云“維

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昭許歸蓬蓽”。新婚戍邊，而云

“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壯游》云：“兩

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洗兵馬》云“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

曉”，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禮。孔子所謂“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瑝瑨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黷之

耶？惟杜子美則不然，《哀江頭》云：“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

側。”不待云“嬌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專寵可知；不待云“玉容”

“梨花”，而太真之絕美可想也。至於言一時行樂事，不斥言太真，而但

言輦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

翼。”不待云“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時行樂可喜事，

筆端畫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豈終極”，不待云“比翼鳥”、“連理

枝”、“此恨綿綿無盡期”，而無窮之恨，“黍離”麥秀之悲，寄於言外。題

云《哀江頭》，乃子美在賊中時，潛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詞

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禮，真可謂得詩人之旨者。《長恨歌》在樂天詩中爲

最下，《連昌宮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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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瑦
瑝瑧
瑝瑨

�K�：《QF§ø》，tS]S：《*g§ø》（({：?¾�T，１９８２ &），w ２７８。
�Üb：《¹Ö§ø》，_Qf�：《*g§ø²S》（({：?¾�T，１９８３ &），w １３９。
%%：《���§ø》，_Qf�：《*g§ø²S》，w ４５３。



美詩微而婉也。元白數十百言，竭力摹寫，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

如此。瑝瑩

%%《���§ø》，QÁ�ù《(E》、《°�》???、《j¤K》???�y ¶C

�·ÓC，h“;"Ój<]，ç<A¨”。U�\s��g§¼åø�+Ca

¨ô，§�ù《<c�》§，Þ�¾-《R�Ó》、N5《�ñ{M》[[x，Ns

�ù2i“M]<X，>�j<A¨，,�·�§¼aÜg。”N�%¼§“O(

¡â，Ó�zH]§j<]°”。S�=�：“N�@;ëÔ，�YÇ7，�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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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瑩
???

???

%%：《���§ø》，¯，w ４５７。
�ù�，î«ïf：《�§Zf》;u《°õ》：“Õg;ÌB，3õPöÝ。äS�è»，
N¡×È�。vÜIH°，&¦øx�。ÿÜ�YO，AiÄ,Z。ù:I�à，�5
:-。ÏdßOD，�ÒÓXw。8�¥<2，Ü|Æ��。Ö�,d}，²oôØ�。
ð$Aå�，��L��。LòGÂ?，�ñJ0¦。q<K?(，R����。���
+(，¥3�âã。��Êj¡，Ü·orr。!�%s/，ÝÅ�±á。����ý，d
p��:。]%*��，Ý'BÉ�。�aYå!，ö×�ªæ。¿��* ，?�Rb
�。¯¡��¢，Xª�Û£。¤��¿�，XO{¥�。7k÷ED，õKÆ¥ 。´
Ó�}¯，£»RJÊ。£¦§¨6，�©ûÃ¸。^/t)ª，Á«d¬。dw$®
¸，@F=pà。2;<ÿ&，Ð¿ð��。ÅÞùM¡，�õM�L。¯°É±�，7B
Îm�。*H³ßþ，ËF4=²。Ï��2Ï，Î8lC:。ß]¬Ä³，î�?hY。
�øÒ´b，ÌvA��。KÀ�µs，Èé�k¶。,+Â�°，H¸ë·¸。/K�
ã|，ü�¹º»。�÷Å"^，ÁPÐpÞ。Ô±Gá起，(îC0R。�{`¼½，Ü
b·[Ì。þÿý¯ß，�Ø¾º�。�¿�ÿH，¿�-)C。W¾ð»Ù，貙Àc§
¨。ÁÂ,�?，à¤=�E。Y¥ÐLL，ÃÄ_®Å。^¯´©Æ，5ó�/�。¯
,ÿ3Ç，�ÈÜDÉ。äO1RÊ，;��þË。´èôÏ�，Ìî0�i。»q¦)
H，�|=ßé。�3ÍÎ?，ÏxÏ�±。ß�"¹ã，XøBâÑ。¿¿���，©h
õsÝ。µGÓ<Ð，�Ñ-j¹。a§Ã��，ÆêÒÓr。y¾tÔI，�ÅAÁ2。
úWÕ-H，�(3��。ËÖE�-，v×@*½。”w １４３８ ～ １４４６。
�ù�，î«ïf：《�§Zf》u《j¤K》：“?p�£9îÖ，Ø�È¯¥Ùu。Ô
n^�,Ú0，àÛÿ¬;#?。(¢�>�È�，XÂ±Ñ�+¿。{GÓÜÝâK，
âÞßÌàá{。²¸á-¥Øâ，�IbN0þÿ。V&ã0²îÉ，Ü/¤5Lï
G。ÄL¿Y�ñß，![ôÀP��。�»¥Ï0mq，å�¯Þµ*ä。%V:*s
O3，eh¾õsOe。Ö��=%å�，×/éAÐuÝ。R´=ïìíÎ，æÄç�
¦ØÞ。åÄÝ�xç^，�lGèÖ(`。mÖ�x.Ä\，*�\�swL。äPª
µFqY，O�����à。²?@glé[，ò�=*%H`。%F,kcØB，�R
ÿçê»w。Q起W¬Gû4，�U�µ1»|。Rî�K=tA，��$w¸Gñ。ë
�ç*ÓÎR，ºú!ª��í。�µt/��²，=p�î�ìí。ü|©Óæxø，
M¼�ÂÔ¥Y。�RÌÌÐ"¾，~Dèèî´�。ï¯�S¿Äð，>×INyA
t。Ð�°|ñ*Ô，�j�¤R�*。”w ５１４ ～ ５１９。



],þ”��，SZ<·Å，7“j<n，µ<D”ao¦hõ。VQÁ�ù《<

c�》§F�，N�[x：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

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

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劒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

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黄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望

城北。???

�ù《<c�》§i;，¹Fm�k《�§®》2�：“§;8<+C，�ôj

Ô，çÖc�C0è½s XØ”。??? �ùN“¥�”、“uç”%þ;ÌO，Õ¹

¦õ�+Ca[sÞãq。�ôjÔ，çøÃÖÔj,，¦äç5�¼，vÃò

ú。%%§é“";���d”，"HËç§<�Ê§aòûúÉô，%2·v

�。“j�”、“,§”�þ，�Õ¹CÓ，4Ê3“,OC¶�¸”a·，cÚÃo

�3，T¬X5。¹F®��《u,§ø》2�：“ÛP7aò，F¬X5；û�

\a;，Å]Ô_”g。¥î«ï《�§Zf》�Ï3：“ä?kq，æ[A°。

¥��,，sP[°。uçý´，Ïaó°。^ô�§，{¼Tg°。”9a，�

+Cõä，27COa¶·。???“mõ”、“âö”、“¥g”、“Î÷”Ìþ%;<

O，��9kV、K#Ðÿa¶`。%%P�“clcØ”,þ，Ns“�La

�，øV、�åa¶，ÿ|Ô_”。ÝL§Wa，!\s“M]<;j”。

�Ûµe《�Ý·�·》，½ºå$、*D、+øa�·�ô，A�《¡^》�

·sé。??? W"Wa，�ùi《<c�》§，%%2·M]，H%Ûµ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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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ù�，î«ïf：《�§Zf》，Ì《<c�》，w ３２９。
�k：《�§®》，¥î«ïf：《�§Zf》，Ì《<c�》，w ３２９。
u¯，w ３３０。
%�\：《́ µ�ôÞ¡^�Ã》，�v:《Ûµe〈�Ý〉d>〈́ µ〉〈¡^〉5———;¹
§�a�5W》，w ２８４—２９７。



^》�·a+ø；<《¡^》�·aå$、*D，>3]ÃcHhõ¬“;j”aP

q¯。《���§ø》9�：“N、�@;ëÔ，�YÇ7，�zH],þ”，¹ÚA

ÅaÔ。�Ûµe《�Ý·�·》2·“�·aOg，N$�sÛ。……SZ<

·Å，"ºia�]g°”；“D°g，)OZS，·²]þ_”；“çª¼ßEY，

��m¸，,Ô<r[�V，̄ Ó<KÆ²×，"Ó*Dap°。”???å$、*D

ap，�ù§�a�·Aa。

Ûµe《�Ý·�·》½ºa“å$、*D”，H%j、]、n、Da《́ µ》�

ô，�ùè^",�ô�ô，de《<c�》a_，åA《ºRÁ》???、《üØ�》、

《�iØ�Ó》�§，�R§\�ANs“j<n”、“Óþû�”。y®�ù2

i《ºRÁ》，áÅ+《Yw§ø》h：

東坡作《妙善師寫御容》詩，美則美矣；然不若《丹青引》云：“將軍下筆開

生面”，又云：“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後說畫玉花驄馬，

而曰“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此語微而顯，《春秋》

法也。???

Åù《Yw§ø》®§，Ns�ù《ºRÁ》°Ôdú《�ÏG7þc》§，

Û�¬《ºRÁ》ª�*“j<n”a《́ µ》ô。z3"Ôa，°“j<n”a

《́ µ》�ô，�¬OS$Z，aÎÜ2·$B<mû<²。OSa�ß，É%

８１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八期）

???
???

???

Ûµe�，w起Ö�：《�ÝÝ�》，u，《�·》，w １６８、１７３。
�ù�，î«ïf：《�§Zf》;V《ºRÁü�£¥l》：“£¥èGaH¿，]$s
¢s¥+。@�x$¡²�，SDGÂ$åE。5�15~ç¼，¦��0L¢¥。ºR
�µX£8，Æ+]¡Fôû。&Na?�ÁÅ，̄ Ó@¯×üý。°¦¿��(q，£
¥�Ã&k§。|[�¯Y�ì，ö£�DY©�。eFþF>XÓ，@½ÿ!��.。
yq*KfØ"，�OFîÆ�u。%È¼�Hö�，Õó��kRG。ú·£¥�#
3，;$ò%��?。äyÿ�,Ö3，,jÜP;K�。fØØ¬þE¯，E¯\5&
[�。8qû§îâ®，'¼j(ÓVë。�Hç).Î@，�ª�KLâ[。)��Ì
���，0I*+¯ÃÓ。£¥�ÏîAÇ，ùUæ|�7,。H$,-$�¶，%Æ�
�CO¼。çL�«ÜÍ�，_¯�AFF6。¦ïP�C!�，�ÈA.">�。”w
１１４７。
Å+：《Yw§ø》，tS]S：《*g§ø》，w ３８１。



《́ µ》�ôaÕÖ，Ú<©�+g，deSZ·Åa“$�”_，åA“)OZ

S，·²]þ_”a*Dap。??? �ù《ºRÁ》，ß?ÅY，27ºR¨�la

yc，NÅ�Ï,_aCÎ。�lay¾Þ�má&N*#aC_:��；�

la¥�ÑÈ，ÞÐ�apáÏWC<Î[qÏ。�ù《ºRÁ》aòO[·，

ª“¼ßEY，��m¸”，Í�《�Ý》2àüa�·�K。<����，ÅC

WÎ，>�A¿]�Ý。

�+G÷ûôõ：�ùÃ�5K，þl/.5CÎ，F《ÞX�·/W�£

¥�K�Ó》%。KUuO0�yq5ÅI，F《ºRÁü�£¥l》§：“L§

%Nyqs��，,¼Aí，«D%�。�W�C�R53�，y¬dÒ&5L

õ，,�5CÎ3o]yq·I5CÎ。”???ß¡5yc，o]Y¡5CÎ，"J

%“�¸Nm�”，�[ßNÌ�Ya《́ µ》�ô¦õ。i]Y*%&a《WF

¿Y`�H?q©C》，�ù�7[ B;&，O�uC，y�WïG»%¼a

q©?，WG»aÓ��*，J�ÌÅ&N*#B;&DaÂpCÎ。《́ µ》

�ô，?�¸Nm�，?H[NÅY，�ù�·ÓCAa。

�ù《üØ�》???、《�üØ�Ó》，???Nd《[¼C》，???�R§\，?Ns

“j<n”，"Oj<�ü；?Ns;¬Ô_，�ÞGXgp，F：

世人謂杜子美《贈花卿》詩，有“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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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µe�，w起Ö�：《�ÝÝ�》u《�·》，w １６８、１７３。
�+G：《�ùÃ�5K》，9Î《?/§5·I�=》（}(：rÂ��F�，２００９），w
１９４—１９７。
�ù�，î«ïf：《�§Zf》;《�iØ�Ó》：“ÄÆö£AØ�，5ÓßSµì!。
*F21G�k，ÅtyA��¸。2b3I�4�，¡�5dHÈÙ。H:67â#
Î，̈ /ii�Yç。@w�A"�®，¼p¡�ã_�。”w ８４４。
�ù�，î«ïf《�§Zf》;，《üØ�》：“Â>~�Èµµ，UÎcGUÎû。"ø
(U*¯A，¼Dª�eâ�。”w ８４６。
�ù�，î«ïf《�§Zf》%《[¼C》：“VÉVÈ*¯y，RÐlrA[¼。�v
;?!ì,，¦f[8�Ì9。:°K²ëÅ´，;®ð.ìðú。�¯t2A，Wj <
ï¿�§。��t2Å，���=>h�。3?ûò?`-，â!Y/@Þ±。æ°a�
3WA，l·a{C3õ。BCÔD{��，EF;Í�µG。�+/ª�Óá，þHî
@í<�。IJ<å,'Ç，þ�¡KM��。��®KtLM，\=�KÎÂN。�Ø
Ãd��O，RÝ/ÎÌ'P。Q¨�«.ãn，̧ Äa5é[Æ。”w １５６。



句，因誤認花卿爲歌妓者多矣。按：花卿蓋西川牙將，嘗與西川節度崔

光遠平段子璋，遂大掠東川。故子美復有《戲贈花卿歌》，其卒章云：“人

道我卿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當時花卿（金定）跋扈不法，有僭

用（天子）禮樂之意。子美所贈，蓋微而顯者也。不然，豈天上有曲，而

人間不得聞乎？???

炘案：此《麗人行》詩之妙，在於意在言外。……余尤愛……李安溪之

論。……李云：歐陽文忠言：“《春秋》之義，痛之深，則詞益隱，子般卒

是也。刺之切，則旨益微，《君子偕老》是也。”此詩實與“美目巧笑”、

“象揥縐絺”同旨。詩至老杜，乃可與《風》《雅》代興。???

Ø�，äØ®-，¬×?¡A,OÙta¿，ÚnZ�ô，çD�a。�ù

si《üØ�》、《�üØ�Ó》。µ“Í\OaS<Re”，“A}ÖaO”，ç�

ô3]“j<n”，q�e“§Å8ü”a《́ µ》�ô。m�¸《Ï¤§ø》h：

“�F"§，W>S**H¨¶°，<û��º，AG¼‘Ôa��，�ag¬N

%’aÜ。”???"·û��º，AG¼aÜ，Þ《́ µ》§Å8üa�ôu¿。8

]!tV《��WC》�\�§《[¼C》，bÁ®��《¹¥GD0µ》，2·

“《́ µ》a�，Îa{8，°>O{À”；“§¼a;，na�Í，°>Ô�¹”，???

¹v《́ µ》Þ§[h0。!³bÁ，=g>S，Ô“ÎaÀ，°M{ü；«aÍ，

°Ü{j”。$�¾¿áqþ-《�á§N》，N“j<n”�\《[¼C》，Ns

“½«j]，;ä·À”，�N[ëôm。�a，j]nD，É《́ µ》a÷，�§

ÓGXgpaô+°。

�7ag、õg、\g�·，c-�}TÖ。�>R²“«W、eÖ、�«a

SO”，̈ S�Ãa¶，f\GVSTÚ。ðHi《́ µ》，tN“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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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Ï：《VUyø》，V�¿、V�S：《Q5¼.》8（�À：Ö+�"，１９６７ &），w ７，9
w ２１０。{�áàÅ《9aÆü�ø》5�,Ì，èía《§¼fy》;，《§6nC》
5�%。
!tV：《��WC》，《[¼C》，w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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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Û�µs“Í\_aS<Re”，çA3NøÃÖ�。�ù�\&N、

*#a�，Ð�apa¶，�·^¼JÚâ¿ÛS<P^a§5^Á，NpÔ

ag��，�ag¬N%。§ÛXr]«，�ÛåQeP，u¿<âç，"U,

v。F�R�\《(E》、《<c�》，A/2øÃ，<*ÖÔÖ�：

唐人詠馬嵬之事多矣。世所稱者，劉禹錫曰……白居易曰……此乃皆

言禄山能使官軍皆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楊妃也。噫，豈特不曉文章

體裁，而造語蠢拙，抑已失臣下事君之禮矣。老杜則不然，其《北征詩》

曰：“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鑑

夏商之敗，畏天悔過，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立言有體，深得爲君諱惡

之義。???

《́ µ》AVÖ：“sqgÖï，s�gÖ0，s-gÖè。”（《DE^》“Ä

Fÿ&”）???�cöá：“îÖ，Ãa°。Ã>!，<£>O，Nlqs°。”???�

¼øK#W·，?ýOøÿ，¼�Ãü，FáKL《cÖïÃ》2�。?øÃÖ

�，üZ>O，F¯QÁèQ《̈ �ü¾§ø》2Ô，%2·“sqgÖï”。F

�ù2i《[¼C》、《<c�》、《(E》�l，¹Fá�TÉ《5Öág》2Ô：

“́ ·5�Óø5_a·，�NýÔ；<\g´�，°ÓÖ/5。”???�ù《(E》

§\sa，ªsmáÖß，ç�RÒ[h]：èQ2·“s´Ö5”；�TÉ2·

“ÓÖ/5”°。àÅ《9aÆü�ø》�bÁ�®，Û%ñ´Xa05，Ó\ø

ÃÖ�。??? GFáVS�《q�》，W]´´��añÂnf，ç\s´L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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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Q：《̈ �ü¾§ø》，tS]S：《*g§ø》，w ３２４—３２５。
L N：《DEVfôj》，w ６０９—６１８。
�a：《́ µcE�^9é》ÿ，̀ c~《�ä》8（}(：YÝ�T，１９７０），w 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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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É：《5Öág》,，《ÌNÃCß®��》8（̄ Ø：¯ØP�3}~，１９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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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w ７７。



5，F�：

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曰“知禮”，蓋爲君諱也。

晉獻公惑驪姬之譖，申生曰：“君安驪姬”，蓋爲父隱也。唐天寶之亂，兆

于楊貴妃，杜子美身罹其禍，《北征》詩上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

妲。”《哀江頭》詩雖稍述其事，而惻然有《黍離》閔周之意。至白樂天

《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直播其惡于衆，略無忌憚。李太白《上皇

西巡歌》，及歌永王璘渡江，亦謂之東巡。……全無君臣之別矣。???

《¡^》ûF%;V&：“$%uì，>k�Z。”ç[m��uì。$D¥

F[]uì，çðH�Gáµ¨，2NsD´Öï°。¦ØTF{]D�，jH

�kkh“́ ÐD�”，2Ns-gÖè°。kÎ\g，ñ]\Ï´La05ï

è，J\“Ã>!，<£>O”，�ÓýOøÿ，¼�Ãü。%°，£Yi´�n

fa`�。VS�《q�》6-�ù《(E》、《<c�》�§aøÃÖ�，/

\�¾-、N5aø�C，%“ý]>5]ò，¼�}\”；<@�ø¯á，dÓ

+L]，“L�´�”̄ �anf。Wá¼¹�g{�^_，Ns\Fô《́ µ》

øÃÖ�a�ô，sxÌÍa:h。,¸<Ô，[x]“ýOøÿ，¼�Ãü”，¼

Ô,1。�R�\�ù¶Cy a�·ÓC，A�《́ µ》øÃÖ�Nsþv。

W"Wa，�ù�·ÓCaj]nD，øÃÖ�，És《́ µ》�ôa¦õ；

��ù`õ《é\�´S》alZ，ñ];V_?É�j“�ôæ8，�ô@)”

a¯ï。]%，d“§%úR·”a_，��§Ó、�·，ÙG�5ÞS5，<4

sR5aè^Þô*，AF"g。

三、 結　 　 論

JÒ�½à（啟）《8·§》，/l�ù“ÂVà×”�i，äX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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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h!øuO。W"Wa，Aè^《¡^》*��·a�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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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2Wa,。�ù§�?，��X*Ð�ap，$·ý�，JÅ]5g

A；KL2·“ýOøÿ，¼�Ãü”gÓ%。F《¤öC》、《53÷》、《�3

÷》《VM》、《V9》、《<L¿》、《<c�》、《¶óÀ》、《¶R8》、《F¿Y`?

q©C》�l，è[Ýò，bó�·，<Âp、pÎ、%N、Äß，JÅ]Ô_，%

>é°。

>V，òOl�：�òOS，�ßOþ，%2·òO，�ðH《́ 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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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特聘研究員，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４２１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八期）



Á * � X

一、中文

（,）[�

Ñ�：《ÑÌaykS�》，《Ìü�D》1S8。}(：}~stu�v，１９７９ &。

Ñð：《�j〈́ µ�^��〉��》。({：?/~4�53}~，２０１７ &。

L N：《DEVfôj》。}(：3ylWF�S�_®4，１９７２ &。

L0�：《?/.p�·S¹�》。}(：?±��&?/Sq��21^è，１９９９ &。

Lq 、�m：《G�Bg�/\�》。¯Ø：̄ ØP�3}~，１９９４ &。

Lq ：《ÌØ(ÃC》。ÐÐ：?Ð¼D3}~，２００８ &。

ðnX：《ðB¸FCÝ�》。}(：=p�T，１９６１ &、１９７２ &。

�å�：《?/�5�¹�》。({：?¾�T，１９９９ &。

�K�：《QF§ø》，tS]S：《*g§ø》。({：?¾�T，１９８２ &。

�KÅ�，〔È〕æç�Ô�v：《�C4f�v》。}(：Ü(��F�，１９９３ &。

¡Jm�，�jf，ðBM¼：《́ µ¡^f¼》，ÈNBÉ《;V�f¼》8。}(：´Su�

v，１９５５ &。

Oöª：《�5Ý¹》。({：?¾�T，１９９５ &。

�TÉ：《5Öág》，Sàæ《ÌNL�》8。¯Ø：̄ ØP�3}~，１９９２ &。

�ù�，î«ïf：《�§Zf》。({：?¾�T，１９７９ &。

�ù�，�n¬f：《�§q�》。¯Ø：̄ ØP�3}~，１９６２ &、１９８０ &。

�ù�，̀ ¢{f：《̀ f�§》。¯Ø：̄ ØP�3}~，１９５８ &、１９７９ &。

�ù�，EÊFf，6±?�B：《�§EÊFy���B》。¯Ø：̄ ØP�3}~，１９９４ &。

�ù�，w起Ö�：《����》。}(：?±®�3}~，１９７０ &。

<n0：《®§XÓ》，_QfS：《¥§ø》。}(：mn3}~，１９７１ &。

ÊäP：《�C¹2》。×{：cd÷Ã3}~，１９８６ &。

w,Ù：《�KÅ�5/\d>f¹》。¯Ø：¾ÖGÓY53}~，１９８９ &。

½à（啟）：《8·§》，_QfS：《*g§ø²S》。({：?¾�T，１９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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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Å�，YnmBÏ：《9aÆü�ø》。({：¼DS53}~，１９６２ &、１９８１ &。

ã G：《́ µFC5¹¼》。×{：×{GÓY53}~，２００２ &。

VQ：《0a§Í》，!®A：《á§ø�Î》。}(：S\æ3}~，１９７２ &。

KL：《cÖïÃ》。¯Ø：̄ ØP�3}~，１９９５ &。

VS�：《q�》，è?ÛS：《á¼§ø_S》。({：/¶S�3}F�，１９９６ &。

ÈÉ�，(GPf，Ly¢©f：《��©f》。}(：́ Su�v，１９５５ &。

��O：《]�·?/S5��¹�》。({：Vn�"，２００８ &。

:5¹：《S�Ý�》。}(：¾_3}~，１９８０ &。

:5¹�，ïUBf：《S�Ý�Bf》。({：?¾�T，１９８５ &。

¾¿q：《þý�á§N》，《LN�ÌNL�U�》8。*�：*�P�3}~，１９９８ &。

!tV：《��WC》。¯Ø：̄ ØP�3}~，１９８４ &。

%%：《���§ø》，_Qf�：《*g§ø²S》¯。({：?¾�T，１９８３ &。

%~¦：《�ù§øu�Bf》。s×：÷D�~，２００２ &。

%�\：《¡^aSð》。��：[SS�F�，１９９４ &。

%�\：《4Ý�ÄÞág§5》。}×：Ä¿Y53}6，２０００ &。

%�\：《́ µ�ôÞ¡^�Ã》。}(：b)�T，２０１１ &。

%�\：《[·òOÞPS�ô》。}(：ySÅ3}F�，２０１６ &。

%�\：《òO[·Þ〈́ µ〉)�5》。}(：ySÅ3}F�，２０１９ &。

%�\：�M�}《¡^aS57�·%�\�û��%》。}(：B×��F�，２０１９ &。

%y�：《�CÞ?/S5》。({：stu�v，２０１０ &。

%Uñ：《́ µòOðéS》，《²�ÌNL�》8。¯Ø：̄ ØP�3}~，２００２ &。

Å+：《Yw§ø》，tS]S：《*g§ø》。({：?¾�T，１９８２ &。

�a：《́ µcE�^9é》，̀ c~《�ä》8。}(：YÝ�T，１９７０ &。

ó_¾：《ó_¾SE》。}(：µS3}~，１９７２ &。

ó/*、Ln-：《¿`aõgù：“¿`^Á”¹ºÞ?/S5��》。({：Vn�"，

２０１４ &。

�k�，ð-úÏB：《�§®》。�ä：�î�~，１９８４ &。

�+G：《?/§5·I�=》。}(：rÂ��F�，２００９ &。

óÏ：《VUyø》，V�¿、V�S：《Q5¼.》。�À：Ö+�"，１９６７ &。

�Üb：《¹Ö§ø》，_Qf�：《*g§ø²S》。({：?¾�T，１９８３ &。

�¸：《Ï¤§ø》，_Qf�：《*g§ø²S》。({：?¾�T，１９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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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ñ\：《�jd>´µ¡³5》。}(：S�3}~，１９８９ &。

ït�：《K6§ø》¯，tS]�：《*g§ø》。({：¼DS53}~，１９８２ &。

P72S：《?/S5�·^Á��》。({：?¾�T，２０１２ &。

P72：《?/S5�·^Á¹2》。¯Ø：ÖÑ3}?�，２０１７ &。

ôç¿：《§6nC》，ôÒzS：《?/§ø�8��》� ２ �。({：({��v3}~，

２００４ &。

ô啟：《ôcç§ø》，!®A：《á§ø�Î》。}(：S\æ3}~，１９７２ &。

}?f，ðBM¼：《̈ Cf¼》，《;V�f¼》8。}(：́ Su�v，１９５５ &。

DO：《�S5�¦�》，《DOL�》。({：¼DS53}~，２００５ &。

¼0nS，LÊ�ÏB：《,HÓ》。({：?¾�T，１９８６ &。

Ûªí�，LåâÏB：《�Ø§ø》。({：?¾�T，１９８３ &。

Ûµe�，w起Ö�：《�ÝÝ�》。¯Ø：̄ ØP�3}~，１９７８ &。

ÛG2：《P´µC·Äô^》，《Û�'ykå�》� ３ �，《¡_�》。}(：¾_3}~，

１９７５ &。

®��：《®�~FS�》，tcíPÛS：《LáS》。ÄÆ：d×�~，１９９１ &。

`��：《�âS》。}(：�63}F�，１９９０ &。

èQ：《̈ �üa§ø》，tS]S：《*g§ø》。({：?¾�T，１９８２ &。

èía：《§¼fy》。}(：_í�T，１９７１ &。

°Fà：《G�BgS5I��》。({：?¾�T，１９９９ &。

�(G�，�äÄ��：《Èµ���》LB8。¯Ø：̄ ØP�3}~，２００６ &。

（%）¹S

%¡：《?/S5/\5¿`ù^Á》，《S5\¹》，２００９ &� １ p，w １６—２４。

%�\：《〈�âS〉¹〈¡^〉a�·ÞCÔ———`��a〈¡^〉5》，《/5��》，� １５ 

（２００５ & ６ É），w ３５１—３８４。

%�\：《〈́ µ〉øÃ��Þ〈¡^〉òO[·》，《ÄY?S5¯》，� ４５ p（２０１４ & ６ É），w

１８—１９。

%�\：《〈́ µ〉�ôÞ“�”¬Ô_———[·Å�Þ〈́ µ〉5���》，《SÞq》，� ２５ p

（２０１４ & １２ É），w ７７—１３０。

%�\：《,Ía〈́ µ〉W———$Mý�Þ,HaQM·Ç》，《�<Q?/�5/¶5<�

¸4¹S�》。}(：Ü(��F�，２０１５ &，w ３５３—３９０。

%�\：《S:�OÞ〈́ µ〉�ô》，《?/�5》，� １９ �（２０１６ & １０ É），w ２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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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µ〉〈¡^〉〈�C〉Þ�·^Á》，《/S*�》，� ３３ � ５ p（9� ３８９ p，２０１７

& １０ É），w １６—２４。

(+�：《��I?/S5“¿`^Á”a=àN¹“§]�”5A§�gÅÞ�Û�à》，《Ö

¾�5》，� ９ p（２００９ & ６ É），w １—４７。

,-：《Ä¦Ð5�¹：¹��O5¿`^Á》，《¥¾?S5¯》，� ３ p（２００９ & １２ É），

w １５５—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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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Ｇｒ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ｒ”：“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ａ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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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ｕ Ｆｕ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ｗｏｒｄ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Ｃｈｕｎ Ｑｉｕ；ｌｙｒｉｃ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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