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兼論叙事歌行與《春秋》筆削

張高評

提　 　 要

晉杜預，爲杜甫十三世祖，著《春秋經傳集解》，其《序》文特提微、婉、顯、晦

之法，懲惡勸善之義。揭示叙事傳統無數法門，爲《春秋》學之一大功臣。杜甫

三十歲時，曾作《祭遠祖當陽君文》，宣稱不敢忘本，不敢違仁。於是《春秋》與

詩，同爲杜氏家學。杜甫流離隴蜀，所作敍事歌行，世號“詩史”，《本事詩》所謂

“推見至隱，殆無遺事”者。叙事傳人之際，遂多《春秋》書法之體現。諸如屬辭

比事，筆削顯義；據事直書，美惡自見；微婉顯晦，推見至隱；以小該大，因彼見

此；偏載略取，舉輕明重；直斥不宜，曲筆諱飾；彼此相形、前後相絜，行屬辭比事

之法；詳略、異同、重輕、忽謹，指義見乎筆削，其大者焉。杜甫於安史之亂前後

所作敍事歌行，如《麗人行》、《哀江頭》、《贈花卿》、《戲作花卿歌》、《丹青引贈

曹將軍霸》、《韋諷録事宅觀曹將畫馬圖歌》、《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諸什，

除轉化《春秋》書法爲詩史之外，且多寓抒情於叙事之中。正杜甫稱元結《舂陵

行》，所謂“比興體制”；章學誠所稱：“必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

之書。”叙事傳統，可以兼涵抒情傳統，由杜甫詩史，“比興發於真機，美刺該夫

衆體”，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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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杜甫詩史、《春秋》書法與中國叙事傳統

　 　 （一）孟啟《本事詩》稱説杜甫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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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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史”。?

A：“�`ZK”ó^，̀ 《N~·'W�^©:》=N1�：“《GH》�`ZK，

《t》!K±x�。”?'Wï�6Ù�，《N~》÷.《GH》；=N1êÍ“�`

ZK”，B《GH》±u§¦þ，K“!K±x�”±《t》�aà，'nµþ��

zv。ñ6《!�Q·_ú》±@§，>Åw�Ò�N±/“AT,-”�，>�

yB“QN”T；QdP“�`ZK”R'±，Ø'Wï《N~》À±，K�x《G

H》¦þIÅwQ。¡Ý±，x“�`ZK”ò«“QN”，Ø�K《GH》±¦þ

Ìk�*。

ÿWÅwAT,-，�Ð7�æ¬，《!�Q》�~“�`ZK，8åm�”

±QN，��:æ±7，Ø%《GH》¦þ±Þn。¯^a�ý�，É��ä；}

�Â¦，°EØ`；�9�ô，�`ZK；x�È/，G¶`b；H� ~，3ìê

©；xÔ�¦，�`Ô�¦；xÔ�¦，�`Ô�¦½½，Ô/TF。瑏瑠 Åw

�Ð2©“QN”±Ð，ûÀ“�`ZK”±u§， VB“《GH》¦þ”±Þn

T，bØz�。PÅwµ�·�，%Ð《æ��>uæ"》，}b��S±，Lá

Ë±N�.�。《æ"》±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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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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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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骨肉，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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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爲晉征南將軍預之後。子美《祭遠祖當陽君文》自稱“十三葉孫

甫”，其曰：“《春秋》主解，稿隸躬親。”述預爲《春秋左傳集解》也。《進

雕賦表》：“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則其根柢經術，固

有自來。詩中援引，如《懷李白》云：“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以

季武不忘韓宣一事，翻成兩語；《兵車行》云“新鬼煩冤舊鬼哭”，化用夏

父弗忌“新鬼大，舊鬼小”語；《前出塞》云“射人先射馬”，本“樂伯左射

馬右射人”語；《投贈哥舒開府》云：“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以翰年

老風疾，比之廉頗；玄宗賜音樂田園，比之魏絳賜女樂歌鐘。運用神明，

洵爲克承家學者矣。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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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

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

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其語愈緩，

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瑐瑥

�uÒP《GH》莊1µ�í)¦“�Ò;”±ä，sý《mQ·æ�`ù》

±§。xB“Qæ±§，&±�k，¼ÔÝ�a”；�“《GH》±ä，Ö±ÚZ，¼

Ô�Új”。《»-4ðÞ》±i"，Ô��a，Ô§�k，ñk#Qæ±�。Q

d��“QN”±§<，KQ���《Q》K《GH》�{Î8±:;，boØz

R:±*Î。

åæP《GH》¦þ，�IQæ±�v�M，ò#b（１１２７—１２０６）《�1Q

�》ùÐ?'。《Æ:》@1�ó)æ��：“《GH》±>，���，Þ�ô，9�

@�，±�c，óE�HC。Iõæ，»"Ò±？”瑐瑦《�1Q�》}b，ÐB

《Q》K《GH》 �±÷±��，̂ ：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

紀事之妙也。……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

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謂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汙穢乎？惟李義山

云：“侍宴歸來宫漏永，薛王沈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瑐瑧

《�1Q�》�Q，>«=N1�I《1g》，*§�ó，&já，¬j×ä；ù

xÆ，ùxd，�åR0，áKÆz�~�5Ê。�《GH》Ô�、Ô"，�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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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瑐瑧

�uÒ：《I»-4ðÞ》，%e莊：《på"》，（@º：f-¦s，１９９１)），k ４５４。
Æ�êô，ÅÆñ，Ù��·：《GHÆ:ñ·》，Ø ２７，k ４６５。
ò#b：《�1Q�》，/0(：《¿?Q�7編》，k １３９。



��，�~��，%z_¼，̧ �x�`ZKB�Ë。ò#bk«《Æ:》��

《GH》Ýv±Åóv：ÅµT，B�É；Õ±�c，LÂ¦。�+±z，ò#

bþZØê\K《Âg》Q�、9、�、ô±�É¦þ，�Ä_íc《ç£gN

À》±Â¦?，PícQÆ¡�gæR，rB�T?±。

《�1Q�》�Q，�«《GH》Ýv，ÅóT&0《GH》“̂ Ì¦”±“þ”；

ÔÝóE�HC，h*“Ìx¦”±“ä”。àÅÆ《GH�:qò·Ú》(b%

�&ê。Ô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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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從義訓，以示大

順。……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五曰懲惡而勸善：

求名而亡，欲蓋而彰。瑐瑨

Ýv±Åµv，�K�，ÞKô，9K@�，�G�É��，�i�@�`ä。

�、ô、9，G��¦，�z�É，z?¦。�、Þ、@�，Kjóv±±、û"，

�É�¦±，BÂ¦`§。(wz¦、z¦，x{&Ô{，{�Ôä。瑐瑩 Çb，

�《GH》“̂ Ì¦”±“þ”。(w�-“̂ Ì¦”+�z±“þ”，xÞn+�P

óEHC±“ä”。“ä”，L《12》0�~“Ìx¦”T。《Æ:》@1�ó)æ�

�，�~《GH》±>，�~“Iõæ，»"Ò±”，ÅÆ《GH�:qò·Ú》，�

�&ê^P，.�3v�，xNÔ�，Zz�(《GH》0±&Á。Åw《æ��

>uæ"》�~“Ãi!，ÃÅ¬”，>Vb¬。Q�¢U《Å�(Q�》>

ÅwQ(ÅÆ《GH》、《Æ:》0“!Vê，iBcRè0TÏ”，>(boÓ

±。C&¦《ój編》，è}“�9�ô”±《GH》¦þ，x±T&“《GH》¦þ

 @Nèk¨”，“ÝNÉsKÝQÉ®7”。瑑瑠 -bÀ±，Åw“QN”，K《G

１２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瑐瑨
瑐瑩

瑑瑠

<ºû»：《Æ�;Á》，（@º：f-¦s，２００８)），Ø{，k ５—６。
fÿÛ_�：《〈GH〉ÝvK〈Æ:〉±o?��》，《1"]¥》j ３５ Øj ５ û（２０１９ )
１０*），k １０３—１０７。
C&¦：《Æ:Óä·ÅÆÚ》，《ój編》（+�：¦u�%1'，１９９０)），k １６４。



H》¦þ*¹±Ìk，ùxq`。

《�1Q�》±õ，å?Q�，iix《GH》¦þIQ，TBë?±gø。

Ôvø%，̂ 蔡l《 QQ�》，x“《GH》¦Ó*§”，ò«Åw《æñ》Q。®

Q《m nQ�》，ÿW《�D》Q，xB¤《GH》“£Ó*”¦þ；ÅQ&0bò、

X^、Ý"、ïo，̧ �“Çv\�，�《GH》±þ”。ÛG《·¹lQ�》，Jp

�9�ô，x´A《l<-》，xBQK《GH》�'O。Û'0《qrsQ�》

´I《�D》Q，xBk#“���”±《GH》¦þ。Oj6《̄ èùÅQ�》，

n»£j��Åw`�´Î±bKæ¬，%x°É��I8Åw“QN”。�

c莊《¢tQ�》，xBÅw�Òíu、v*±�，“ÂÉL”。瑑瑡 bw《Íxt

É》，y3Åw“Â�z5， åøK”±Q，̂ 《H¢¬》、《（Å¢）�û》、《µ

è》、《µv》、《l£V》、《�æ¬》̄ ÍxB�，�jæMâQæÃ%。瑑瑢 ¸

±，¦þ、Nþ；Nä、N8；NÉ、Q�，ÔËë{。�!�Y，�-a�ý�±

《GH》��¦þN¾�)。

ÅwQ0±9ï，ZQ?¯èM?，%z��。Qè|Û（１７１１—１７９９）8

|《ãåQ}》，́ �Åw《�D》Q，u�“¬a�ý�±þ”ë�。bë¦þ

±�Í，(《GH》¦þ、��:;、QN9ï、bK��æ¬±ð:，IzDÂ

ÁÐ±�，¢>ë/亮Á。ÔÝ�：

（杜甫）以排天斡地之力，行屬辭比事之法，具備方物，横絶太空。前無

古人，後無來者，自有五言以來，不得不以此爲大文字也。瑑瑣

《ãåQ}》ÂVÅw《�D》Q“¬a�ý�±þ”，åød>《�D》Q，NL

Åw!化《GH》¦þ�@。《×~·�ò》�>“a�ý�”±þ，LÙ�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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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瑑瑣

å?Q�，iix《GH》¦þIQ，dfÛ_�：《ÅwQNK〈GH〉¦þ———xå?Q
�É~±R'B��》，《æ"o10¤》j １６û（２０１０) ９*），k ５５—９６。
bwô，ÙÇ×Á�：《ÍxtÉ》（�¸，o«¦¬，２００６)），7ÉØí“ãQåø?”，k
２３９—２４０。fÛ_�：《〈ÍxtÉ〉I〈Æ:〉〈N~〉———x〈GH〉¦þR'Bv》，《5
å0》j ７4（２０１９) １０*），k １１４—１３９。
《8³ãåQ}》（]3：]3Þæ�%s，１９９８)），Ø １０，k ７。



4N~，Ð@《GH》±¿N編|0。Ôþ，xäB�~、B�，g��Å~�

î8，Þn��É��，�d� ，�©�ì±¦þ)。�z�(、�e，ñ¬a

�ý�±þ，�`zå、d 、©ì、ø_、87、Ói、Å¢±�X~�。瑑瑤 ¸

±，a��ý�±þ，ZÆ�:《GH》，�x¿N��，§bN化Bzå、d 、

©ì、ø_、Ói、VN、©¡、Å¢¯��`8，b�《GH》�-�É��，x

`��Kä±Oþ，ùx《�D》QB.v，"©%。

!¬a�ý�±þ，ÐB��æ¬、ÅwQN±R'，Z÷Aì�-µ6

�Ú：Ôë，���-�É��，�~��±�X。Ôí，�±編ý，ÞnB�

(、Mö、d 、©ì、ø_±U��¨；�±Îa，'nB87、�ô、VN、©

¡、Ói、Å¢±�÷��。Ôµ，��î，;Ü�Þ，Á,��±�ô，e�

ÐT±Q�、Nä。Qj�Í（１６７３—１７６９）《�Q��》́ �ÅwÝÞ�Î：

“z§!Îa，����ÎaT；��yÂ，°��8，�Ñ·$，°�r7，

�6å²，®P³�。b!《Æ》、《N》þ(��o，xÝ+�Ï。”瑑瑥QO=

（１６６８—１７４９）Iäþ，z�~“äxB�，�þ�±”T，瑑瑦`bwÏ。P§¡

ÉE，x§!þ，ii"õ"�e，�ÌäTñ，�6Ø�，ÂåÖz。�Ñ6

�§T�6，̂ <ø8&±Ï，《GH》̂ bÐ@，Åw��æ¬，è^b!ÐK

'n。

a�ý�±《GH》̄ ，BÉT=)*�Wñ±9ï�A，C�%《a�ý

�KÞ"äþ》、《ý�a�K〈GH〉R'0》U!'ô。�?，%xbB9ï

Å角，I�ÅwbK��æ¬，Þn《GH》¦þ±ë�。.¥z《ÅwQNK

〈GH〉¦þ》ë"，'~《GH》¦þ，ÐBÅw��æ¬±9ïÅ角：ÿW´

�Ý¼å?Q�É~，¶¼êQQ�±IJ，(�Uå《12》0、《Æ:》0±

ËI，r8�0、N0，K"0Ðë0ºÊ#±ð:。_�»ý5òt、é�、5

�、ê\K¬z*ò4�、W��¯QÎ±��，x`åæx《GH》¦þIQ

３２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瑑瑤

瑑瑥
瑑瑦

Û_�：《ý�a�KÞ"äþ———O=“�8»"�”ÿI》，j<�《ý�a�KO=
IÞ"äþ》，k ３３２—３６４；j¶�《O=Þ"äþK〈N~��〉》，k ３９５—４３８。
j�Í：《�Q��》，/0(：《QQ�》（+�：ê��%s，１９７１)），k ５３４。
O=：《«N·.¦¦�:¢》，《O望nEF"q》，（+�：+,\]^¦_，１９７９ )），
Ø ２，k ４０。



±ë�。瑑瑧

ÉT.¥z《ÅwQN、��:;K〈GH〉¦þ》ë"，}Åw�Ð《æ�

�>uæ"》，̀ ÅwQyB“QN”T，ðÂ“QwSè�”±õ，ÔoØz《G

H》¦þ±R:¡F。�0�《Pß/'WI"》>：“��N�N0，ÔY!(

《GH》‘ý�a�’。”瑑瑨(w³>ÅwQq�Ð��æ¬，*ñÔCí��±

u�，Pa�ý�±《GH》̄ ，ÿWÔo�`ZK±¦þ。�ÅwQNKa�

ý�±��:;，°µ@ÿW±：ë，a�ý�，É��ä；í，}�Â¦，°E

Ø`；µ，�9�ô，�`ZK。"3ÅQ�*Ð´，fÿQæÅQ�ò，e�I

�。Bo1:;±��0，Ð^¿à±ð:。瑑瑩 -bÀ±，Åw(�N±/Å

¢�Ð��æ¬，Q5�~“�`ZK”±QNT，Øwo1��:;±AY。

三、 六義比興、抒情傳統與杜甫詩史之推見至隱

　 　 （一）孔子《春秋》與六義之比興

Ô�、Ô"、Ôä，BÙ�Ð@《GH》±µéî。Ù��“Ôä，¼�à~

±�！”瑒瑠-bÀ±，《GH》±ä，�É��，÷-Ù��“à~”（�B）。É

�±ä，�(Á8，�Øõ�，ñÑÙ�_�¥、 ±]，è"Äë�。Ù�

Ð《GH》，�~�N�，�ÙÚ�"，�É��±7，���Hó±Vä�

F。VäKÞ§，Ñ�=�zC&y&±v：á§y&，á�*E»(�；C

�&BVä，¼wIHó`(õ。åIá�*E、�wIHó，̧ ��áÒ§

±&。

M�¥¦（Å １７９—Å １０４）《GH©ª》«Ù��：“SGÔ¬��£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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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瑑瑩

瑒瑠

Û_�：《ÅwQNK〈GH〉¦þ———xå?Q�、É~±R'B��》，《〈GH〉¦þK
〈Æ:〉NÉ》（+�：b¬¦¬，２０１１)），k ３２２—３５９。
�0�：《Pß/'WI"》，《"N²ä5編5ñ》，k ７６８。
Û_�：《ÅwQN、��:;K〈GH〉¦þ》，《æ"o10¤》j ２８ û（２０１９ ) ６ *），
k ９１—１３０。
《Tnz》，Q�ô，®q·：《Q�Óä》，Ø １６，k ５７４。



�F，xB`±-Ý，^¬�üjkê。”瑒瑡�~“GÔ¬��£j£�”，“G

��ôÔwI�M”Øzýð5±±�§¡。'Wï�6Ù�，《N~》÷.

《GH》，ñ《N~·=N1ØÚ》�P/¯Ë ×：“Ù�ÌB�Ð《GH》p？”

'Wï�B×»，xýð.»±。瑒瑢 P“�±-Ý，^`±(¬�”í�，Ó

x《N~》±ýa`ä，ý-《GH》±(�êä（d¢）。《Q·/Ú》xýðJ

Í´ä，Ó@x°æ7�²kæ0，�¥¦、'Wïxýð�òÙ�Ð《GH》。

-bÀ±，́ äýð±Ð，ÌÔY�A�Ï！

《N~·=N1ØÚ》�'Wï»P/¯Ë ×，I《GH》±ÐKùú，

z�~“Pêµ£±6，z+æ�± ，v,ç，êwI，p��，CCEE，é

é5�”½½。瑒瑣 'WïëO/?õøÝ，�pÙ�Ð《GH》，¡��N�，

xÞnVä。ëO/，è÷.《GH》，�_Ëì，pØÞJ�，@ëè±Ý。《¤

l�¦》�~“�z�8，�²Ô6”，ñ&DôJ，@�《=N1¦》。4�

《M"0Në¸》>《N~》B“Nè±絶¤，å�±《T�》”，瑒瑤PV'Wï&

DôJ，ñ��:æ，"åE�±�，è�´ä±ýðÞÊ�Ý±。

eQ《12》0è¼½¾（１８５０—１９０８），ôz《�0²I》ë¦，Ô《GH》

�，��PRÙ�Ð《GH》，�¥¦、'Wïxýð�《GH》±:;。�äê

ä，¼½¾`d>：“(�êä，wë(《GH》/�。”瑒瑥�~“̀ ±¬�”，~《G

H》±Ð，c(íÜó�í)±¬�，xêÙ���Hó±ä。Ù�Ð《GH》，

�É��xÍä，¦þ±�ô、�Â、d 、©ì，“Ôä，¼�à~±。”��H

ó，a(“Ìx¦”+P±ä，若yîï'�`8，¬_�±-Ý。N�±編ý，

�"±Îa，若îï“̂ Ì¦”±þ，¼`±¬�，jkôê。+�z±þ，ùx

5²+�P±ä。¼½¾>“(�êä”，åÃ�1《GH:Ú》�~：“¬��

５２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瑒瑥

�¥¦ô，§¨ñ：《�Új�<》，《GH©ªä�》，（+�：�4À¦�%s，１９７５ )），
Ø ６，k １１１。
'Wï¥，×ÉéÝÿ�：《=N1ØÚ》，《N~;ñÿ�》，Ø １３０，k １３７０—１３７１。
_Pñ，k １３７０。
4�ô，®�î�：《'W�^K'Wï》，《M"0Në¸》，（á¸：¢��%s，２００９
)），k ７３。
¼½¾：《�0²I》（�¸：o«¦¬，１９９５)），k ２１—２２。



¢`Ô”，bÝ�±。Ô½Ì？��Hó±ä�C！

ÅjbT，Q?è|、Çv)>，�0���《GH》±¯，Ñyz'ÎT

�，�UÝ÷Ë`¯&�T，(《GH》̄ &êI%。瑒瑦 Ôo，《N�Î》ëÃJ

p：“A²´äýð±�，�¢ùxî《G£Ó*》±¦”±��，�Í“́ äý

ð”K“《G£Ó*》±¦”（《GH》）>±Ìk*r。ÔÝDÂÁÐ，�q��，

N&æ±�y&，Ýæ±�yÝ：

程子嘗謂：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則以

謂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蓋言心術貴於養

也。……夫子曰：“詩可以興”，説者以謂興起好善惡惡之心也；好善惡

惡之心，懼其似之而非，故貴平日有所養也。《騷》與《史》，皆深於《詩》

者也，言婉多風，皆不背於名教，而梏於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義

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瑒瑧

Ô��《"�JÂ·ýð》½：“ãáñðÞxø，¡ËñývxF。ý¼��

xzÝ，ð¼Ô x5Ä。”瑒瑨ðÞ，Gãá�ø；ýÞ，-¡ËxF。ãá¡Ë，

¡�@�，~±ýð。ßá《Qq:》>：“ýT，x¶_ýb_Ï。ðT，EÝ

ö_x«ã�z±n。”瑒瑩²“́ äýð”±�T，ii,_~ð，G�±ä，«

s �，&«《Q》、《�》x)Oýð:;，x±xÐ"0，x±î0�ä。Ù�

Ð《GH》，¢,��a�，�GÔ�、Ô�x5§；¢æ9\《GH》，¼`�x

Àä。

ýð±�ì，z廣ä、�ä±°。廣ä±ýð，�(�&ð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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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Û_�：《ý�a�K�0�±〈GH〉̄ ：N0、��、Þ"�K〈GH〉¦þ》，《o¥æ
"0¤》２０１４)j ３６û，k ３１—５８。《a�ý�K〈GH〉±��Kä———x�0�±〈G
H〉0B:I��》，《o1÷æK"化Ik》j １７4（２０１５) １０*），k １５２—１８０。
�0�ô，dÒò編ñ：《N�》，《"N²ä5編5ñ》，k ２６７。
��ô，q"iñ：《ýð》，《"�JÂñ》，（�¸：æf"0�%s，１９５８ )），Ø ８，k
６０１。
ßá《Qq:》：（+�：+,o«¦¬，１９９１) ３*），k １、４。



ô。《"N²ä·N�》�~“A²´äýð±�，�¢ùxîG£Ó*±¦”，

sb。Åw´�é8《¢£¬》，>B“ýðÞÊ”；5òtØÐÄ¤Q，̧ B“°

Éýð”，opÅQ±g�ýð；�ÅwQKøð5Ä×，èwbä。瑓瑠 ��Ñ

B´ä±“å”，Ê“xÝÌ±N�，ÒÝõ±©�”，ùx»ýð�ë±。瑓瑡

《Q》�"�*×，《GH》�É?¦，Åw��æ¬，%ð5j�，��9�ô±

�§，ii`(Ýõ。

�ä±ýð，itnN，º¥��，÷ýð5¡±þ，x±¦záp。ã

5òt《z§�í�Ú》�~：“《莊》、《©》²Ý，《g》、《�》ýð，%c§¨x

B©ª。”瑓瑢¡_²á，9�@�，ô©Ä�、5±、l«¯'nµþ，b`"0x

ÐI±ýð5±。瑓瑣 M£ú《?��Ñ》�~：“《T�》±"，�Q~ð，«s 

�。”瑓瑤�rs《N²·��》>：“@"�WÐ，ýð-F。”瑓瑥C&¦《ój編》

I5±，>“Qo�y^Ý，v~�_，Ó¬x#，�~‘Ý¡¦b，§¡¦

¶’”。瑓瑦《莊�》、《N~》x²Ý5§，《Q》、《�》²±7�°æ，zN、z_¯

Í¼x±ð5±Ä，̧ ��ä±ýð。�¯Åw�Ð��æ¬，y>“QN”

T，!ýð，èØz廣ä�ä±°R。

Q�0�《"N²ä·N�》}s�84¡�ñ�X，ñ!'“ð”̂ ，~ð

ã*CEE±�。*CEE±�，̀ w《Æ:》@1�ó)“æ��”�~“óE

�HC”±ä，L“《GH》±>（d�）”，Iõæ»"Ò±T。《N~·=N1Ø

Ú》�>“CCEE，éé5�”½½，̧ �V《GH》*CEE±�。Ù�Ð

７２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瑓瑥

瑓瑦

íü§：《Ó!Î·ãQOg骨Kð5》，《ãQ0«I》，（P§：õO�%o�，１９９６
)），k １１—１４。.，ä}：《®ãÝ?"0pqN》，（�¸：o«¦¬，１９９９ )），jó
�《�É�û》，k １０９—１１２；j<�《oã"0pq》，k ２５６—２６４。
�¯�ô，ÄoM、Æ«°�Á：《̀ �·å�》，《�¯�I`´,》，（@º：f-¦s，
１９９０)），Ø ３，k ９５。
《z§�í�Ú》，5òtô，ßO.Á�：《5òtqÁ�》，（P§：P§Þæ�%s，
１９８８)），Ø ３７，k ２５８４。
ÄoM�編，í��a�編：《§ö·÷Y·ýð編》，（�¸：o1s;º0�%s，１９９４
)），k ２８２—２９６。
£úñ，bð�Ýñ，5化"¬Á�：《?�Ýñ》，（�¸：o«¦¬，２００６)），k ２—３。
《��》，�rsô，±ãÂ'：《N²²'》，（P§：P§Þæ�%s，１９７８ )），Ø ６，k
１７８。
C&¦：《mQÓä·�²》，《ój編》（+�：¦u�%1'，１９９０)），t １，k １０８。



《GH》�à~±ä，̀ wóEHC，éé5�；¢æîJ《GH》，ksxV

�，��x9$，Ø�ðã*CEE±�，�^《"N²ä·N�》�½。ñ�：

A²“́ äýð”±�，�¢ùxî“G£Ó*”±¦（《GH》）。《Q》、《�》K

《GH》，{B'O，è-bù`。

　 　 （二）杜甫叙事歌行與詩史之推見至隱

M£ú《T�·Ú》>：“《T�》±"，�《Q》~ð，«s �”，Ó@ØR

H&«《Q�》±ýð:;，xýð'á�§，x7�、C¨)²kQæ±´�

ÒX，xxÒ、°æ²kæ£KÜé。bë《Q》、《�》±ýð:;，Y�A�：

(《GH》，B“(�êä”±/�；(《Æ:》，�化B�9�ô±¦þ；(《N

~》，³¾B“å�±《T�》”；(ÅwQN，¼@B“�`ZK”±ð5j�。

½!�Y，Ô¸%Ë(´ä±ýð。

Åw《_é;æ〈¢£¬〉》QÚ½：“96Yé;æ《¢£¬》，»《13¢

Í"èÐ》í{……§�`ýðÞÊ，�9�´±n。”瑓瑧çtÖ（１９４６—）̄

B《IÅwO5AbK》xB：Åw>é8《¢£¬》¶《13Í"è》，B“�`

ýðÞÊ”，�êÅw�_MßbKÞQ!ýð±µþ，¶“Ö�"”±UV。

Åw�~“§�`ýðÞÊ，�9�´±n”，Kí�µ《Ò<Î·Ú》�½M

ßð5±§Îå_。瑓瑨 ¸±，�~ýðÞÊ、ýð5±、ð5½½，ÔµþK

@)，Å《GH》�`ZK，Îå=/±±ø。

Åw�~“ýðÞÊ，�9�´±n”，若ý_rs，¼'Wï《N~》�J

《GH》0，Iz=�B。《N~·¶·©:》�：“Ù�ô《GH》，K、w±>¼

�，Zp、l±7¼�，BÔk>�±"�¸�，o?±�Ï。”w�Ý、ô¦、o

?±�，%�(�C。《�í¯�)'Ú》>：“Bz�ÉØ�?¹Ù±"�，

ùx¦`Ï”，"�ùx¦`，w�(z�ÉØº?¹Ù±®o。《'W�

^©:》½：“《GH》�`ZK，《t》!Kx±�。”Gb，Ù�Ð《GH》，w¬

�`ZK±¦þ，è��AZ，Ëz¢�。(w，�ÉK� @《GH》¦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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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瑧
瑓瑨

《_é;æ〈¢£¬〉》，Åwô，GHIñ：《ÅQdñ》，Ø １９，k １６９１。
çtÖ：《IÅwO5AbK》，《s;º0{�》１９９６)j １û，k １９７—２０４。



ë。Q±ãÂ（１６７９—１７６２）ô《«Å�ò》，x《GH》¦Òd�ÅQ；>ÅwQ

“�、x±7%��。«T¸»¶´�§`，pd§`，½�§`。ùÅáæ，

�Å¼�xÖù，¶�¼�xnÄ，�¢¼�xla。”瑓瑩ãâ�ä、xä±7，

QæÅwE�¸¿，>zÉ�¦±， &0=?、n?、>?±æK�。�Ù�

Ð《GH》，¦Òp1、l1�ûæ�，BÔk>�±"�¸�，B�XN�?N

Kê®(E，ñii�xo?��、��¦Ò。ÅwQæÞn��Kä，±ãÂ

《«Å�ò》，z絶}±�Í。

《GH》“�`ZK”，《N~·'W�^©:》�>，ïÁV&^Ì？x《Æ

:》��《GH》Ýv�Ý，̀ （_n，�n±§）、Þ、±、@�，BêÉÂ¦；K，

��、ô、9，%B�É?¦。Â¦K�É，B《GH》Ò�0±U/'�O]。

《GH》�“k>�±"�¸�”，�“z�ÉØ�?¹Ù±"�，ùx¦`”，

ño?��，%ÁTêÉÂ¦，�化B�É?¦。《N~·'W�^©:》>：

《GH》“�`ZK”，b±~Ï。瑔瑠 Åw�~“ýðÞÊ，�9�´±n”；¼½

¾《GH²I》�~“(�êä，wë(《GH》/�”，ù(boÓ±。

Åw�Ðæ¬，u ９０ Õ{。ñ!0T>：ÅQ±æ ３３ {，¬ ５１ {。瑔瑡

“¬”QK5AbK，*¹ZBÌk。IÔÌÍ，%xÄÉ��、afÆÖB�。

�N±/，ÅwE�¸¿，n¥xÐ，çtÖ¯BV�：^《H¢¬》、《�æ

¬》、《¼e¬》、《½é¬》、《l£V》、《øíù》、《øñ¾》、《ûü�》、《l<

-》、《þHW》、《µè》、《µv》、《�áæ》、《/¿¬》、《ûg¾¬》、《Ê{

¬》、《¶H¬》、《Ä)¬》、《¿R¬》、《Z"¬》、《ÉÀ¬》、《6Á¬》、《ÂÃ

¬》、《Ø�》、《·Ä¬》、《�(》、《ÅÆ¬》、《5W》̄ Q，%it��(5A

bKo，Ç ３２{。瑔瑢 ðÂç¯B�©±õ，Ð^《äÇ¬》、《ÿñ«!ÿ4

6》、《"Än�#Àÿ4DWÀæ》、《]°ÈÀæ》、《¼ý¬》、《ÉW¬》、

《Å(¬》、《Å(》、《ìÐá[æ》、《!á[》、《À1V/$%&s¬》̄ Q，è

９２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ãÂ：《«Å�ë》，《«Å�ò》，（�¸：o«¦¬，１９７０)），Ø{，k ６２。
Û_�：《〈N~〉o?��K〈GH〉¦þ———xD�¶·±�*æ�Bv》，《&á0
¤》j １２4（２０１９) １２*），k １９—５９。
Ê@Ë：《ÅwOæ¬》，《o1Q"Ik》jóq，ñ!o1Q"9ï;，１９８５)。
çtÖ：《IÅwO5AbK》，k １９８。



��Ò��±æ“¬”Q。/ÑÐ(“Å�g¥±X，AT,-”±7，Qd《!

�Q》�~“《GH》�`ZK”，Åw�~“ýðÞÊ，�9�´±n”T。

ñ!Ê@Ë（１９５５—）xB：æQK¬Q，Åw�ÐI`°R：“æ”Q，þ

%'nÂæFNoO�Ì；�“¬”Q，Íþ%Ö\¼�àOÌÍ。b/�Ý

±，2ÿÔN，Î±�。^《"Än�#Àÿ4DWÀæ》、《]°ÈÀæ》、

《ìÐá[æ》̄ Ð，èÄ¤�Ö，�"�*×，ÎI'nÂæFN�Ì。Åw

�Ðæ¬，W�¼�Ö\，ùÄÉ>?��，*�f�ýÊ，(w《Q·/Ú》

�½“Ý±TåF，|±TþxG”±�"*×；《Æ:》��“���，Þ�ô，

9�@�，±�c，óE�HC”±《GH》Ýv；£ú《T�Ú》>《T�》：

“�《Q》~ð，«s �”±°Éýð，《�í¯�)'Ú》>p、l±7：“Bz

�ÉØ�?¹Ù±"�，ùx¦`”±o?��，ÔËë{。��《"�J

Â》>ýðB：“¡§k�，¡¤@�”；Åw�~“ýðÞÊ，�9�´±n”；Q

d《!�Q》�~“《GH》�`ZK”；�0�《"N²ä·N�》�~：“A²´

äýð±�，�¢ùxî《G£Ó*》±¦”；¼½¾《GH²I》�~“(�ê

ä，wë(《GH》/�”½½，ÿÔV&，/Ñ�²�Ú，ùx�{&ê。Ç�

~“ýð”，R，z廣ä、�ä±°�C。

QÎ（１７３０—１７９７）B《ÅQ�Ï》ÐÚ，~Åw“½E¦±ÐÑ，(Ü?

±U英，�ÒLm，Ò0Ó�。x»ü絶�±0，Ø@ëè±Ý。±+Ì絶B，

p¡5±Ôj，ÕÖ}Q。ÔZ¹�xÝ，Ôû÷�xj，Ý¡b�§¡¶，4

ô¢±«QT，jp�Ø�±。”瑔瑣ÅwQ!ýðÞÊ，�Ð%5±Ôj，ii

Ý¡b�§¡¶，Pj�´äýð，²t“G£Ó*”±¦þTÏ。

四、 六義比興、抒情傳統與杜甫叙事
歌行之微婉頓挫

　 　 Ù�《GH》，x�É��`ä，ñ��KäXê。《ß��s·GHë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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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瑣 Åwô，ò�ñ：《ÅQ�Ï》，（P§：P§Þæ�%s，１９８０)），Ø{，k １。



½：“õæ?}N�¦±，……PzÝõ±§”，“《GH》ªUe，Ïº��，̄

¢æØ6Ë¶É�”。瑔瑤 ßá>《GH》“º��”，“PzÝõ±§”，bK

Qæ�Ý±u�Ìxø？K“º��”，“PzÝõ±§”±《GH》¦þ，ù

x�{&ê。º��、PzÝõ±§±《GH》¦þ，]G�Ý�±Ó*

（７５６），Åw�Ð《G望》，瑔瑥ùÐ?'。

]G�ó��ë*（７５５），�g¥i。�Ý�´*（７５６），9�4u。_

)，�í*，v*M)，���Ø_�，ãê¦d¦ )。ÅwE���，ØB¿

Nn�，×¸�Ø，Ù�z1。�Ð《G望》Ýë，§¡Ýõ，Z�Qæ±Þ，¢

>“QN”±Ú?。Q�：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

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瑔瑦

åæ�ÐQ�、É~，Jp“x《GH》¦þ”�Q�Q，̂ 'Wû、eÛ、íC、Ã

h、ÛG、/�、ßv±、蔡ÓV¯è�Ý，%3《G望》Bv。E¨'Wû

（１０１９—１０８６）《7Q�》�I《G望》：

古人爲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

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山河在，明無餘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

花鳥，平時可娱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

徧舉。瑔瑧

�《GH》Ýv，��¦þ°�É¶Â¦íT。《G望》{íÑ，��若Â¦Ô�，

１３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GHëú》，�õ�編，£=éÁ�：《ß��s》，Ø ８３，k ２１４５、２１４９、２１５２。
《G望》，Åwô，}次1ñ，uØo4�：《ÅQ}次1E¢ò4�》，（P§：P§Þæ�
%s，１９９４)），Ø １，k １５７。
《G望》，Åwô，GHIñ：《ÅQdñ》，Ø ４，k ３２１。
'Wû：《7Q�》，Ì"Ü：《¿?Q�》，（�¸：æf"0�%s，１９８２)），k ２７７。



>^：]G�ó��ë*，ÝO5Ë;�g¥Ð/。�Ý�´*，v*M)，ê

¦Ò-½½，¼}�Â¦，û"`§，ë¸Þ�，�~±�c。�ÅwxÐ

《G望》，Qæ±á1，@ú#O%X±H，z�x，Bæ1?， !�É?

¦±¦þ，Òz“1�¥�¡，.G�ßj”í�。�a�ý�±《GH》̄ �

Ý，Åw《G望》{íÑ，³>“1�”K“¥�¡”í�，�-»ý��，x`ð

Â“¥�¡”±õ，1èCµ�¢，C_wæI，'Wû《7Q�》�~“êåÕ

_�”。Ô次，Ãe�“.G”K“�ßj”íb，g¬sý��，(w]`“�ß

j”，�y`¯)�i±¸«©°b²，'Wû《7Q�》�~“êåæà�”。

QæáíQ8，KNè編ýN�，É�¶~±7，TUØz�²±B。

é}â（１３１９—１３６９）《GHa�》，IÙ�Ð《GH》，cÉ�x¬d，Ôo

“z¦，z¦”；KQæã³Q8x��Òá�²。ÔÝ�：

孔子作《春秋》……於是有書，有不書，以互顯其義。其所書者則筆之，

不書者則削之。其能參考經傳，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以其所不書，

推見其所書者，永嘉陳氏（傅良）一人而已。瑔瑨

áåí!ò（１０３８—１２０３）ô《GH¢:》，�《GH》ä¡É�，Bé?}â

《GHa�》�Jp，�~“xÔ�¦，�`Ô�¦；xÔ�¦，�`Ô�

¦”。�É��±>，þx{&Ô{；�¦�¦±7，ùx{�Ôä。�qÙ

�cÉ�x¬d，/Ñ^b。

¿Px�Åw《G望》Q{íÑ，Õ�“1�¥�¡”，¼r“êåÕ_�”。

Õ�“.G�ßj”，¼`“êåæà�”。Ù�cÉ�x¬ÉØ�?¹Ù±d，

�^Q莊»K（１７１９—１７８８）《GHÓ�》�½：“¦%(¦。x�¦r�

¦，x�¦r�¦”。瑔瑩 �É���+，�¦�¦�þ，ùxÞn��Kä。

'Wû�Åw《G望》Q，>“§¡Ýõ，;æp��±”，èo?��±Ý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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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瑔瑩

}â：《cÉ�x¬djí》，《GHa�》，（+�：/²¦¬，１９７０)），Ø ８，k １４８０１。
莊»K：《莊äØGHÓ�·GH¸V》，�é編：《¦Q�ò》，（+�：�ð¦¬，１９７２
)），Ø ３８７，k ８４４３。



ÅwÐ《G望》Q，�(�&ðá、̀ ¯�9�ô，�~廣ä±ýðÏ。

ÿWÅw��æ¬，�(“ýðÞÊ，�9�´±n”TI%。|xÅwQ

NBVË，xÅw��æ¬B.�，~Ôz《GH》É�`ä、́ äýðT，̂

《�æ¬》、《l<-》、《ìÐá[æ》、《!á[》、《ÿñ«!ÿ46》、《"Ä

n�#ÀÿDWÀæ》、《À1V/$��%&s¬》̄ Í，T�I�^z：

　 　 （一）《麗人行》

《�æ¬》，uÐ(]G�í�（７５３）Gµ*，�Åw)ó�í·。ë)�

Â*±¢，�N±/&F。bQ�Ò¯òÄ-�<±�，ëåæ«��，�^g

gõÅç±b²。��ñ�，K《ê¦$n》、《ò=?õ:》、《xã¦》�»

+，/ÑBNn，K¿N�¶�。瑖瑠 �_T，�(��æ¬±Þ，¡_²á，

ð5Ä¤；B�T?，�9�ô，°É%`(Ý�±õ。ÔQ�：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è 葉垂鬢脣。背

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足下何所著？紅蕖羅襪穿凳銀。）就中

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

箸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黄門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送八珍。

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

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絶倫，慎莫近前丞

相嗔。瑖瑡

Åw《�æ¬》，áí¦Ï1é±ÄG±²，Ä-±ê4ëæ。uÒL1¯æ、

ì1¯æ±íÍ�W，îïð�，ªx“�æ”í^ñ�±，《ÅQdñ》°Ô“Q

３３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瑖瑠

瑖瑡

'Wûcò編q，ÃµÍÖñ：《é\²ê》，（+�：ó"l�%s，１９７５ )），Ø ２１６，k
６９２０。
《�æ¬》，Åwô，GHIñ：《ÅQdñ》，Ø ２，k １５６。



èÀ��ÞB”。瑖瑢 å}次1《ÅQE¢ò》>：“ôW±%，AZvÁá�ñ5

õ。ñ¨，.^ö÷±s，øXùv，#Øúû。bÓ( £�xñ¨B;X

±，?x¡Ýüì±��！”瑖瑣òá、5õ、ñ¨、úû，x±¡Ýüì±�，́ ä

ýð，÷¡��，§¡Ýõ，絶÷Ä¤。ê&ý《QË》�~“!wgÉ，�Q

oÂ�ý�。”Q�Ý«（１８３５—１８９０）《þÿ�Q》½：“ÅÑÙ*+Íò�!"

±ÄïóN，¢Ñ�1Ü±±#$æ，絶Ðë8�，;æ§õ�±。”瑖瑤Q®>

Ú（１６１３—１６８２）《ñrn》I��±þ，z�~“ÃI8，�(Ú�±o``

ÔVT。”瑖瑥(Åw《�æ¬》Q，̀ ù%“(Ú�o²I8”±÷。

A¯《GH》±¯，ý�，̀ w¨ý�=��i±�s，º��；«Tý�

xÀ，Ø��nÝõ±§。《GH》¦þ±ë，¡“B�T?±”，boz±。�N

±/，ò�NB]~。ÅwxQN��，!x《GH》¦þ，%B�T?，“W

ùÂí，.Ã�?”；(wQN��，“Õ3ë��p³ùx¿�”。瑖瑦《l£

V》、《l<-》、《�æ¬》，ÔþôTF。《µÔ:》'《GH》，z3©、3ì±

+。P《GH》¦�Ië，WùãØ，ñ>Ô©T�Ø±；èùã�，ñ>Ô

©T��±。©ìd ±É�，̀ w《GH》¦þ±Þn。瑖瑧 Åw《�æ¬》，¿

zb÷。

Åw《�æ¬》Q±CÄB，¡�V&房，ÂÝ'�，�ÉÂ¦»�z±。

Ô,ãB，¼¡“B�T?±”±《GH》¦þ。瑖瑨 ¿q：̄ ò!"¿�，̂ bë

ú、óD、æ«、()，�ôc±？�,(ê¦±*g=Rj？�Û£�T，

ùÂzÔI，wx®Æ`�ÝÐ：�É?W，Õá7L1¯æ、ì1¯æï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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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瑖瑨

《�æ¬》，Åwô，GHIñ：《ÅQdñ》，Ø ２，k １５７。
《�æ¬》，Åwô，}次1ñ，uØo4�：《ÅQ}次1E¢ò4�》，Ø ３，k ６７。
�Ý«：《þÿ�Q》，/0(編：《QQ�》，k ９８５。
《N~(Ú�o²I8》，®>Úô，®�@q'：《ñrnq'》（P§：P§Þæ�%s，
２００６)），Ø ２６，k １４２９。
®Fô，Äp+Á�：《ÅQ�》，（#ç：®¥¦s，１９９４)），Ø ３，k ８７。
Û_�：《〈GH〉¦þKÒ�0—C&¦±Ò�À》，《ý�a�KÞ"äþ———O=“�
8»"�”ÿI》，k ５０９—５５６。
12�:，ÌÍòU，ÄU·：《GH12:ñ·》，（+�：`"^¦_，１９５５ )），Ø ９，
k １１４。



¯òGñÄ-±b�C。ò=?EÔ�4，ñ《�æ¬》“ÕÝ,Åkæ”，è-

É`*，®Æ`�Ý±，B�T?Ï。åÛG《·¹lQ�》�K±，xB“b§

0ù0”，P�《GH》èo?��±¯，Qè�À�{�±÷。

ý�Ka�，B《GH》¦þ±U/TU。“�”̂ ，B《�æ¬》ÅÑÎ±Q

V，èa�u"±�¡。�ý��Ý，̈ ýÄ.±�、/V±�、Þ�±�、�§

±�，x0²Þ«�¯�，�x�=�s�ý�`ä。�¢u"a�，x“�

æ”í^��±，xBQA， @ëÎÞ_01±åÞâÐ。瑖瑩 a�Ã2±U

�，èôæÄØD。ðsý��±õ，《�æ¬》67x»ý��。Âo�

÷，Q3O]（�´）²ÿpQ"¬，B±4�：“°æ�、ý4�、îó�¢，L

n�5�。”瑘瑠°æ�、ý4�，Bsý��；îó�、5�，B»ý��。編

ýN�，�sý，�»ý，%ùxÞnQ�Nä，(bù`。

eA《�æ¬》ëQ，DÁÞò±7，�N»¡“Bz�ÉØ�?¹Ù±"

�，ùx¦`”±n²，瑘瑡ñ6�(��K�É，B��?R、?±Ï。QGH

I（１６３８—１７１７）《ÅQdñ》«6é<�：“o½‘̂ X/1ìKL’，¢½‘\

®=Å7�8’，9bí�，¼>�Pzëó，:�/×，C��Ýz�。”.«

ßñ½：“1ÜKì1，B(¿"。ø£�±É，ñz‘=Å7�8’±�，P

��Ï。”瑘瑢Å"�0�uÒ《I»-4ðÞ》½：“《GH》±ä，Ö±ÚZ，¼Ô

�Új；Qæ±§，&±�k，¼ÔÝ�a。”S(Åw《�æ¬》��æ¬，�É

?¦B，è½。

Q_ä《ãåQ}》́ �《�æ¬》，~“±É�9，§VÔj，þ《;g（<

g）·æ�`ùÎ》，¼����。”A：“���”，B《GH》Ýv±{。Åw�

�æ¬，²À《GH》¦þù`。《«Å�ò》�½：“åëÉØ�，S=B��É

Ø。åëÌ>�，Á?B��Ì>。”瑘瑣®>Ú�~“¦Ú�o²I8”，b《G

H》�ý�xÞn"�Nä±Oþ，�(Åw《�æ¬》̀ ±。

５３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Åm》，（P§：P§Þæ�%s，１９８３)），k ２４。
《�æ¬》，Åwô，ò�4：《ÅQ�Ï》，Ø ２，k １０２。
《�í¯�)'Ú》，'Wï¥，×ÉéÝÿ�：《N~;ñÿ�》，Ø １４，k ２３５。
《�æ¬》，Åwô，GHIñ：《ÅQdñ》，Ø ２，k １６１。
《�æ¬》，±ãÂ：《«Å�ò》，Ø ２，k ２２９。



Qð%A（１８５５—１９２８）《«ÅB~》，èxB“bQ±÷，¡(§¡Ý

õ”。瑘瑤 ±É�9，�x"§VÔjT，P¦záp，÷ð5，�(!化´ä±

ýð，G�ý(§¡Ýõ±÷。ãQd《!�Q》>：“Å�g¥±X，AT,

-，í(Q。�`ZK，8åm�。ñ>�yB‘QN’。”

�~“�`ZK”，《�æ¬》ëQ，Cç�û。

　 　 （二）《哀江頭》

Z�í�±G（７５７），Åw)ó�´·。E���_�`，̧ C<m<á，

lp�Ð《l<-》±Q。G�äK4��ÝÄÒ�<，(wðl¦W��±

�，'B4��Ð，ñx《l<-》BX。Q�：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宫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緑。

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顔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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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渭東流劍閣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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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北。瑘瑥

ê®F（１６２２—１６９６）《ÅQ�》½：“Q§!l4�，ÃzÝ，ñ(<-¬Ò

B，JBA¸�。”瑘瑦a�´A，zB�T?¦T，̀ bwÏ。-bÀ±，《l<

-》ØwGQ~ð，«s �；¡§k�，¡¤@�；(�êä，�`ZK；Ä¤

Ö\，�"*×±Ð。Åw�~“ýðÞÊ，�9�´±n”Ï。Ôo，è»

C&¦《ój編》�~“Ý¡¦b，§¡¦¶”±ð5。^QC�ÚÁñ《Å�(

q》>：“QD&`²§¦P¦4�Ï。�ä±Ò-Ï，�iHæ，R�E，F

D，ØGu望W�� 。¼QDx ，&`xõ，HIIJK�、�cÄL±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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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瑤
瑘瑥
瑘瑦

《�æ¬》，ð%A：《«ÅB~》（P§：P§Þæ�%s，１９８４)），k ３７。
Åwô，GHIñ：《l<-》，《ÅQdñ》，Ø ４，k ３２９。
_Pñ。



j？ñ�‘¶M¶båRÎ’。”瑘瑧b《Q》、《�》�Q~ð，«s �±þ。

Åw�Ð��æ¬，Þn《GH》¦þT，åæQ�É~C%��Í。瑘瑨 ð

Å"«Jò#b《�xQ�》，x“�9�ô、±�c”±《GH》¦þIQõ，

ÛG《·¹lQ�》0Ô/ÛNO，Jp�É?¦、�9z×、K¡¸Å、5¦Ý

õ¯Q°KQ`。^Åw《l<-》Q，ÛG�±�：

楊太真事，唐人吟詠至多，然類皆無禮。太真配至尊，豈可以兒女語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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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太真之絶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時行樂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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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于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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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昌宫詞》在元微之詩中乃最得意者，二詩工拙雖殊，皆不若子美詩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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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瑘瑩

�N±/，=?NB]~，�]ã('Ù¬b。ê¦4B]�，Åw�0JP/

Ì±�，¢>�x“B�T?±”±《GH》¦þ。Ì-，̂ ÛG《·¹lQ�》

�Ý：“=?QZ�，HùxR.�:±S？”�Q£@��：“1½T/6，Ø4

�h。ñbQÂJÔÙÒ-Ä，��±x�UÄL。jÉ±，xB¢êÏ。”瑝瑠

７３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l<-》，C�Ú：《CñÅQ》，（P§：P§Þæ�%s，１９７９)），Ø １，k ４３。
Û_�：《;²化@Kå?Q0》，V《〈GH〉¦þKå?Q0———xåæÉ~Bv》，k
５９—９１。W《;²化@Kå?Q0———x〈GH〉¦þIQ》，k １００—１２８。
ÛG《·¹lQ�》，/0(：《¿?Q�7編》，ØP，k ４５７。
《l<-》，Åwô，GHIñ：《ÅQdñ》，Ø ４，k ３３２。Zÿê£@�《Åm》，Øí《l
<-》，"^&ø，�Vä,。



bQW�Âí，.��É?¦，(w�&ðá，�(g�°É，̀ ¯ýð

ÞÊ，k#�9�ô±《GH》¦þ。ñÑªÑí，若ø若Ä^w。ÛG《·¹

lQ�》>《l<-》：“Ôn9�î，Ô§��z×，?ù~�Qæ±�T。”þ

±5òt《� æ》，é�《Î<Jn》±Â¦Ô�，B�T?，�若�°Q

��9Ï。¿�！

《GH》±ä，¡jÉ�；�É�±ä，Sý�x`h3，a�u"x@�

þ�C。xä¼Ù�“à~±”±�À±，“ÔoAzdæ±� ，øæ±�_，

©æ±�ì，�°æ±�aT”。瑝瑡 ¡Ý±，d 、ø_、©ì、°a±¶~(Å，

ùxÞn�É�±Vä，̀ 8±X�。}b《GH》¦þ，xÿWÅw《l<

-》，QÎÅ�µ°±í，d�©Ò4�Äé，�Ý@�±b；¢�µ°±ë， 

�ìÁW� )±Ö，jc/¢±ø。Yb�KøZbU�tÀ，ý�a�±

»ý��Þn^w，(w?|½@，[_pæ±xá，÷��F，ñ\]�´

^b。

åV^《_xÍR編》>：“Å1aã3±T/，ñÐQN；(æ¬，6xA

À8ÔÎ3。”b��uÒ�aÝ?±T/，�《Ý?N》;�6“AÀ”ð>T

�。V^`3Åw《À¬》、《Ä)¬》、《abBHg��æ》、《]°ÈÏæ》

¯QBv。0Ôe�《èéo²ò_ÆcÐæ<{》，6��x“AÀ”Ð8，x

B“1Áza|pÞ±§”。瑝瑢 æ¬�(“AÀ”Ð�T，PÅ1�z�8，"

²Ô6，ñ&�(áà^b，b��FT。Åwæ¬若!x´äýð，¼d�e

Ä，�Zå�，ý(j��´±÷。bÔ/T、ÓT、zZT。

®F《ÅQ�》�《l<-》，xB�(��：“CJ�T，Õ3ë�，�p³

ùx¿�，;æØ�¦Ýõ。若fwp~，"�©�Z���。”瑝瑣å§g%�：

“《l<-》，̀ 《� æ》Ï。《� 》sIÜÝ�¢@æ，Å1Ý=?±ÄÙ，¼

‘¡uÿOjëæ’þ�。Ýý4，¼‘,Åkæ.åá，5Whi®O¯’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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瑝瑡
瑝瑢
瑝瑣

《��×P》，�0�ô，dÒò編ñ：《"N²ä5編5ñ》，k ２５２。
V^：《_xÍR編》，（+�：+,\]^¦_，１９８３)），Ø １０，k ４８２。
《l<-》，®Fô，Äp+Á�：《ÅQ�》，（#ç：®¥¦s，１９９４)），Ø ３，k ８７。



�。ÝW�±ª，Ï‘�UÄLË�’þ�。”瑝瑤A：《GH》¦�Ië，�ù

ãØ，ñ>Ô©T�Ø±；�èùã�，ñ>Ô©T��±。瑝瑥《GH》±¦

þ，iinÔ©T，nÔ�ù��ÝT；ÔìT ±，ÔùT?±。瑝瑦 "0x

ÐzxH�p±þ，《"�JÂ·_§》Íx÷Ê%±8，§j《:V~》�“k

Pµc，�Ô§p�¡”±�。Çb，�“xÔ�¦，�`Ô�¦”，�H� 

~，�3ìê©，b��É��¦þ±AY。

《l<-》xëÑ�Òë�，:V¹l，�Ô§p�¡，"u�äü，�>�

�3，b`3©êì、n©nù±《GH》¦þ。�rsô《N²》，《��》ÎJ

pø¡ô，�~“ �»/，3©êì，ëÝ�TeGÈ，å��bfm

n”。瑝瑧 �É��±《GH》¦þ，boz�Þn。-bÀ±，《l<-》±��，

I��É��《GH》¦þ±R:。《!�Q》>ÅwQB“QN”，Jp“�`Z

K”±《GH》¦þ，《l<-》z±。

　 　 （三）《戲作花卿歌》、《贈花卿》

《ìÐá[æ》、《!á[》íQ，ãxäPéí)（７６１），Åw)Ý�，Ð(

óÉ@º。á[，̀ óÉÁáop，�d《xã¦·xä 》、《xã¦·_O

:》。《ìÐá[æ》，!Já[，A�ìÐ，ozýð°É±Ä§F。

å蔡夢p《Å�(�lQÁ(》>ÁÅwQ：“ýð&(? ，°ÉÈ¯p

Þ。5ã||，ÕÝÜ)，BQ0ä-，è:�æE±。”瑝瑨å蔡夢pÁ�ÅQ，

PýðK°É��ÎI，xB&(? ，È¯pÞ，�ëº`�±I。¿¨Å�

°《ìÐá[æ》、《!á[Q》，íC、Ãh、ßv±、蔡ÓV¯è±�I，ù`

ë�。

�}《xã¦》��《xä:》、《_O:》：Péí)，qYÉN³�r¦

９３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瑝瑤
瑝瑥

瑝瑦
瑝瑧
瑝瑨

《l<-》，Åwô，GHIñ：《ÅQdñ》，Øó，k ３３２。
fÿsô：《〈GH〉¦þKÒ�0———C&¦±Ò�À》，《ý�a�KÞ"äþ———O
=“�8»"�”ÿI》，k ５２２—５２７。
³¯¥：《GH120î·》，（á¸：á¸-./0�%s，２００３)），k ２２１。
《��》，�rsô，±ãÂ'：《N²²'》，Ø ６，k １７３。
蔡夢p：《Å�(�lQÁ(》，GHIñ：《ÅQdñ》，k ２２４９。



i，@ºtáop�1z�。u´W.，á[vÂ，wxõ-，-oý±。Å

w《ìÐá[æ》，i.>?±NN，÷¡“¦Ú�o²I8”，>Ð(b�。Ô

Q�：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

緜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

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絶世無！既稱絶世無，天子何不唤取守

東都？瑝瑩

Åwxè莊èy±É，xÐ��æ¬±Þ。Qo©´á[±æ_+²，x“

^z{”“̀ 1û%”，|Òìz}B±4+²。“~Ya;ô�®，M[�ð

`ñ�”íÑ，À.á[ìz�jµ³，����u/，�^���F。Êx

“������©，µ��¾N/¯”íÑ，uÒÔ�±��，t��E±yê

+²。“ê�©zb5Ë，æ6M[絶�å！”áopö/iÓ，�1±�ú�/

¦u¦，ñ�Kz£。á[±Ât��，�P絶�，ÅwëO�ÁÄØD。ë

É�g31[，b`《GH》��HCóE、Ø��F±¦þ。

�QÎ�，;��Þ，ª6Ë@�，Ðë��½：“W>絶�å，]�Ì

�~)õº？”bLDE�，4�E�±¦þ。ýðÞÊ±j�\]，�´F

í，boù`。Ãh《苕n�Kk�》xB：“qá[>�¡-o，Ñzë��1

±�，�ë�þ，æ³Ê±。ñ�°4�Ý±，Õ½‘æ6M[絶�å。W

>絶�å，]�Ì�~)¸º？’�ÑÀ�，Pùr�。”???《GH》�Ø，²(

¦þ，ßv±《QæM�》、蔡ÓV《Qu廣~》!±，èxBÝ。???

QA�“ìÐ”，ØzÄÉ±§Z¡。QÎZ¢UÑ，;��Þ，Ãh《苕n

�Kk�》�B“�ÑÀ�”。b�《T�》、《?�》z“/�”，̂ ��î，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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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Ðá[æ》，Åwô，GHIñ：《ÅQdñ》，Ø １０，k ８４４。
Ãhô，[�ê�Á：《苕n�Kk�》（Åq）（�¸：æf"0�%s，１９８１ )），Ø １４，
k ９０。
ßv±：《QæM�》，（+�：�f¦¬，１９７１)），Ø １０，k ２１０。蔡ÓVô，Ý�1、�ø
�Á：《Qu廣~》（Åq）（�¸：o«¦¬，１９８２)），Ø ２，k ２８。



z"õ�c±Ð。A：《GH》¦þ，z�É、ê¦，èzô¦、ÛÉ。《GH》

Ýv，�~“���，Þ�ô，9�@�”，êÛeÒ，�ôÎ¦，《GH》��Kä

±'J，ii`±。Qò�（１７４７—１８０３）《ÅQ�Ï》�《ìÐá[æ》3íÑ：

“3�É±，§³�9”，???`x《GH》¦þ´�ÅQ。《GH》É�4N~，��

Kä%`("^±õ。��Kä，ïÁ^ÌÿÓ？é}â《GHa�》�Í：

“xÔ�¦，�`Ô�¦；xÔ�¦，�`Ô�¦”，Ý¡§�，ùþt¬。

《ìÐá[æ》;�3Ñ，Õ¦“]�Ì�~)õº？”Åw“Ô�¦”TB

Ì？bëÝõ±§，�Þ«T若ÁqÔ->。QGHIñ《ÅQdñ》>：“P

xõº±´`+，¼opWç�，�-oùùÔý。”s6T¥，ë�í¨，»

Ã�£t，MBÏq。�bRÅw“ìÐ”，��9ÄÉ，§¡Ýõ。

《!á[》Q，B《ìÐá[æ》±!"Î，Åw_�Ð(Péí)。ÔQg

«A�，z�´DÁ±÷。Q�：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

回聞？???

Åw《!á[》Q，ãR�#，ô°A8。ê®�（１５４０—１６２０）xB：Å1�Ð

絶ÑÜÕ{，́ �bQB�Ø±Ð。áop�p-/z�， v�ë�，�]

�±×b，ñÅwÐQØ±。åíC《��5�》�~“>�á[()þ，z

�×b±§。�°�!，P���TÏ。�，H]Pz�，�æ>�|

j？”???A：“���”，÷�《Æ:》@1�ó)“æ��”，B《GH》Ýv±{，

L�É±a�，o?��±¦þ。êã�l《ãQq》è>：“÷£�ì´，§

Az±。”3!Q“]P”ÑBv，xBÄÉ±§ò%。??? xbÀ±，《!á[》ë

Q，&0o?��，BÅwx《GH》¦þBQ，“���，Þ�ô，9�@�”±

１４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
???
???
???

《ìÐá[æ》，Åwô，ò�ñ：《ÅQ�Ï》，Ø ８，k ３６８。
《!á[》，Åwô，GHIñ：《ÅQdñ》，Ø １０，k ８４６。
íC：《��5�》（78：Âæ¦9，１９６７)），Ø ３，k ２１０。
íü§�編：《ãQ2�》，（�Y：�<¯°�%s，１９９５)），tP，k １１５７。



?'Ð，C�íC¬��å誤。æ�!æxQ，Õ�§ÄÉ，À�ª，z�(

´äýð±�。Qò�《ÅQ�Ï》�¢íÑ：“���Ä”。b《Q/Ú》�~

“Ý±TåF，|±TþxG”，�"�*×±ÐÏ。àÅÆ《GH�:qò

Ú》，>Ù�É�4N~�@《GH》，c4Nx²£þ，ö/��i±Ó，(w

“Ô¯±�»，"±�ä，¼w�Ó±，xÍHG。”???áopW�]�×b，

�Åw�µ��ÅÆ±`，>“w�Ó±，xÍHG”。《I�·£�》«Ù��：

“]zz6，Í×bD�Ø]��：]zå6，Í×bD�Ø¯��。”???áop

Rë ÉÁ�，��qY±/¢zÔ�，�v�ë�，�]�±×b；�

¶ %(¡，Ù�xB“wùx，�ùx？”ÔæÔ�，《Q》K《GH》，�>Ø

z±，.�±。��HC、�FóE，x�E¢±�，±Pz±°，¢Nõ:�±

《G®》/ä。

��ÅÆ±“《GH》�ò”，ÅwäþÞn(QÐ±o，(wz《!á[》：

“b�¢.]Pz，æ>"�sü|”±Ä¤；b`ÅÆ�>Ù�Ð《GH》，“w

�Ó±，xÍHG”±§。_�，ØwÅwNí《æ��>uæ"》�½：“Ã

i!，ÃÅ¬”±�¿K�Q。Qd《!�Q》>ÅwQB“QN”，e�“�

`ZK”±《GH》¦þ，《ìÐá[æ》、《!á[》íQz±。《"N²ä·N

�》>“A²´äýð±�，�¢ùxîG£Ó*±¦”，¿�！

　 　 （四）《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ã�rs《N²·��》>：“1N±°T，x��B�。���±�T，x

¡¸B�。”�3v�，(《GH》、《Æ:》Á%。-bÀ±，3ÇòN，®�(

��:æ。ÅwÐQ，è�(��:æ，�z�(E�ÅÆ¿N��0±R:。

í£¤（１９２４—２０００）《Åw�:》>Åw：“SQÒØ:，èQBö

æø:。”???Ø:，̂ 《c!"Æ7bí�í�》、《Ø¸þcEcz1Ý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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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ê:，ÅÆñ，Ù��·：《GHÚ》，《GHÆ:ñ·》，Ø{，k １０。
ßáô：《ó¦�Ñqñ》，（�¸：o«¦¬，１９８３)），Ø ８，k １７２。
í£¤：《QOØ:¶©:》，《Åw�:》，（P§：P§Þæ�%s，１９８８ )），Øz，k
１０２９—１０３３。



《J1》、《�D》、《�l》、《@Ä》、《�Ä》、《V1》̄ Q；��:æ，Böæø

:T0%，̂ 《µè》、《µv》、《ïo¶ëæ》、《¶l》¬，x0�~��æ¬

“QN”±QÎ，�a±。67:I《ÿñ«!ÿ46》、《"Än�#Àÿ

DWÀæ》、《À1V/$��%&s¬》µQ，uB`8èø:，0B,ã。

ÅQÀÒæ_，�次�·，���ø¡、ô±÷，ÿÔ¦þ，IzùÀ。

《ÿñ«!ÿ46》（xz¡>《ÿñ«》），Ð(?ä廣�í)（７６４），Å

w�)Ý�µ·。cQæ�"+]，B`8èÿ6ø:。《ÿñ«》Q，�Òÿ

6±è�、æj、�E、0¿、�¿、ù*、îX，x0>zö¶。«±，Õ`Q

^`ÔD，�?â?@i，�F°�，�b¿¿，̂ |^`。Q½：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

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顔色，將軍下筆開生面。

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先帝御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

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

玉花卻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

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

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纏

其身。???

ÅwÐ《ÿñ«》Q，x�N±/ÐBÿ6`8F´±°m&：±ÅBJ¡8

D-，DÅ¥�0ÀÔ、D]WMá¦。ë/{/&F，ÿ6t±§¬ÁÂ±

7，-ë?J°D-，ö�_jB¨-Dè。��}ýèÒ?，�Ô�ÜÝ¬O

æ，h�È5V，©■ñªE。¥VÈ¶±r�，Å¢if�/。`8èÿ6，

３４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 《ÿñ«!ÿ46》，Åwô，GHIñ：《ÅQdñ》，Ø １３，k １１４７。



¢>�é、]G/�?±Ýl。§j《:V~》>À}æ_，̂ �Q«.，A

“3Þ��，è�Ô§p�¡�C”。??? ��:æè�，¬¡e�Âàuk，�

~“:VÒ+，º¡¹[o”。Åw《ÿñ«》±��:æ，¿zb÷。

eÛ《eU!Q�》�ÅwÐ《ÿñ«!ÿ46》，PK§õ�Ð《÷C-

Ò8Í》�ýþ，~I°÷F8，§jQ^Åw。《eU!Q�》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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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説畫玉花驄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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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²·��》I��±Þ，Jpø¡Kô：“ �»/，3©êì”，BÔo±

ëþ。??? Åw《ÿñ«》，B`8èø:，~8É�，:VÒ+Bè÷±，p?

I。Z(《eU!Q�》IÅw�ÿ6DW，��“Z�Àî”½½，�b�x

B“���，《GH》þÏ。”¼/zT�->。ÉTxB：���，�《N²·�

�》�~ô、ø¡。(《Q》，B´ä±ýð；("0，Bø��Õ±þ；(《G

H》¦þ，¼B�É���+，ùx{&Ô{，{�Ôä±O。

êò\（１４８８—１５５９）%Ý：“W±B_ZV¬，ñÞQæD�，�(±x5

Ôá。”???®äÚ¯Bz《ÅwÉzOW》ëÎ÷"，I�Åw�F�ÒzWQ，

ºzÔu,±²§：W�?'英£±±�、�@J)±�Þ、�Ø-ëF±

®h、�²kæ0±¶#、�ý�r¶±XA、�ÛÍ1�±@i、�¯ÎEÛ

±½p。??? ZÀ《ÿñ«》，�Òÿ6±�E、y¶，0e)�ô°Ú，ëF±@

i°�，º�(EÛ�Ó±@i。�x，�{zWQ，Ò|@ø�，±²��，�

ð5T，̀ wEÛ±½p，ùÐ�¶Q¨Ã。Q�0�《"N²ä·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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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ô，ÙÇ×Á�：《§j"q》，（�¸：o«¦¬，１９８６)），Ø １２，k ４００。
eÛ：《eU!Q�》，Ì"Ü：《¿?Q�》，k ３８１。
�rsô，±ãÂ'：《N²²'》，Ø ６，k １６８—１７３。
_Pñ，«“ò\�”，k １１５２。
®äÚ《ÅwÉzOW》，̀ �ô《o1Q0·pqÎ》，（+�：TAÀ¦1'，２００９ )），
k １８７—１９７。



“A²‘́ äýð’±�，�¢ùxî‘G£Ó*’±¦。”ÉTxB：́ äýðÏ

T，Q、N、"、《GH》，ùx²Ý±。《ÿñ«》，.Ì^võ？

ã�äÛV±r�，/ã1�±|@£2，¡¡h*ÿ6ëF±��°

�。《ÿñ«!ÿ46》ëQ，³Ôi�，Ó@êbënN。ê£@�《Åm》

xB：“́ ~bQ：1(ÿ6xØá，K¹ê±~《µY》��。«1《®�ç

¬》，�r´Ý±g。”???ýð5±，ù¹ê《µáY~》z±，Åw《ÿñ«》，

(öæú¶，�ØßLo±·¸，èØwÅwð5±Ð。Q3ð%A（１８５５—

１９２９）《«ÅB~》>：“《ÿñ«》，=N1©:Ï。%÷�N，%÷$I，%÷

�´，º¡ï�o。”???=N1《N~》，4��B“å�±《T�》”，x��:æ

%�(´ä±ýðÏ。ð%AÅÅw《ÿñ«》，B=N1©:，C¹`Åwý

ð5±±§ô。

Åw《ÿñ«》，�Òÿ6©:，Ø\�Z/�，-ëxr#，�o�`/，

Iû`8±X�。Å��ÒJ°D-ÿ6±°Ùy¶，¢�S}¨-Dèÿ

6±j´°Ú。_Bëæ，Å¢»ý��，Qxu"a�，Åw�~“ýðÞ

Ê，�9�´±n”T，(b`±。Qº»r（１７０９—１７８６）《«ÆÝä》I《Æ

:》��，!《GH》a�ý�±þ½：

若一傳之中，彼此相形，而得失見；一人之事，前後相絜，而是非昭。……

伯未興之前，與有伯相比；有伯之後，與無伯相比，而世變可知。條理燦

著，脈絡貫通，觸處皆屬辭比事之旨也。???

ÅwR:《GH》è0，!化a�ý�±《GH》¦þ，ÐBÎ��î、a�u"

±®s。QÎ8�"¬，dÒ©�i@±Ù¶,°， ÝìÁn|±Æ¼½Z，

Å¢U�»ý��，+.zá，jôzZ，@i°�±Nö， Þ��P。(w

¾©±>，�Ì¿±。º»r《«ÆÝä》�《Æ:》a�ý�，�~“¶b�+，

５４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
???
???

《ÿñ«!ÿ46》，£@�：《Åm》，Ø ６，k ２００。
《ÿñ«!ÿ46》，ð%A：《«ÅB~》«ÛÀÁ½，k ２５５。
º»r：《ëúz》，《«ÆÝä》，（+�："§�%s，１９６８)），Ø{，k １０６—１０７。



Å¢�½”，��¾ùr。

-bÀ±，Åw《ÿñ«!ÿ46》Q，xÝÌ±N�，¦ÒÝõ±©�，

�&áp，ð5j�。�~“���，《GH》þ”T，Pj�ý�a�《GH》̄

±�þ。¬(“Z�”“Âæ”íÑ�C。ãQd《!�Q》>ÅwQB“Q

N”，�~“�`ZK”±《GH》¦þ，《ÿñ«!ÿ46》ØzÞn。

　 　 （五）《韋諷録事宅觀曹將畫馬圖歌》

?ä廣�í)（７６４），Åw)Ý�µ·。(óÉ@º�l，Ð《"Än�#

Àÿ4DWÀæ》（xz¡>《Àÿ4DWÀæ》）。bQK《ÿñ«》，B

_�Ð´。íQ±QA、ÌÍ，Ñ�*&ÿ6，���±Å角_，e�±�[

zø，�ØzÔ-©，ñ�MBXÎ}Î。

《Àÿ4DWÀæ》，!zÿ6DW：“+E5”“ÃmÄ”“Å�á”、<

1、�W，�ÿ6DÉz±W，��µÿñ，DW�?W；ÅwzD，x?9D，+

Í÷�z^bT。ÔQ�：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黄。

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内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

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

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

此皆戰騎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絶，迥若寒空動煙雪。

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宫，翠華拂天來向東。

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

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Àÿ4DWÀæ》，�Òÿ6%À}EÛ+E5，ØD=äÃmÄ、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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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Än�#Àÿ4DWÀæ》，Åwô，GHIñ：《ÅQdñ》，Ø １３，k １１５２。



è±Å�á，.D<1,絶±¬W。�G+E5，â0�ä±áWKá8：@

T“ÆÇÈjµ#1”，|¼�ä¡\，“ÂÉ¶±¨Àg”。@i|@，»ý}

Ð^b，"å�Ì。Q±ãÂ《«Å�ò》>：“bxEâCi±?WÐÀ，x

µ#1À�1，w%À÷。”???3ìê©，�o`/，ÌìÊ(Ë�±o，b��

ø¡±¦þ。ê£@�《Åm》>：“W±@i，1±@iÏ。1lbÀ，zã

ÔÖT�！”???z_（W），"G�`/，z�5±，ñÉz�á。Åw��z_，

»´äýð，b.ëv。

Ìø¡*±¿�þ，iiB編ýN�±`8，《Àÿ4DWÀæ》{Í0

%Þn：�Îx<º£¿Àÿ6，�ÉBÃIÎÌ¡"Ä，b��~æ_�

Ý，C�ý�x`Vä。QÎ±�Þ，¡�次�W±V¬，ªE�+E5，xB

¿À，dÔÙ½±��。1pE£±�§，̀ (Ýõ。!8�W，ª·�Ãµ#

1¶。Gµ#1¬W，Ã次r8ÃE¦。^��<P，;��Þ，ãÂÉ±

ø。??? Ô,ãB，0¡¿�±3Z@�!。º»r《«ÆÝä》�~“¶b�

+”“Å¢�½”±a�ý�¦þ，(bÃ次Þn。

Åw《Àÿ4DWÀæ》，ÐBDWÀ±}�，¢>z_Q±°÷T。®

äÚ¯B《z_QO�ùJ_》V�：°÷±z_Q，AìÞ_�V，f化�±

÷；G�`/，z�5±；WÑF´，�ã�x。??? xb�±，《ÿñ«!ÿ4

6》、《Àÿ4DWÀæ》íQ，j��´，BÔì_g+。《ÅQdñ》«ÛÏ

�bQ：“ÅQzë_，A0��，ñ"\]�´。”Åw�~“ýðÞÊ”，̀ b

wÏ。ÿ6`8FÐ±¬X´�，K�é、]G@�，̂ ø(Â、g(6，�.±

Ó，ÎÎ�*。?|½@，�Ì "ØC。ð5(±，èáË±>�。

Ù�É�4N~，�@《GH》，Ô��Kä，�-��±�d� 、�©�

ì，[9'J。ÅwÐ《Àÿ4DWÀæ》±ý�，ùÐê�。®F《ÅQ�》

xB：Åw�^_，d zþ；��W，èd zË。??? Ø�0�《"N²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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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n�#Àÿ4DWÀæ》，±ãÂ：《«Å�ò》，Ø ２，k ２９２。
《"Än�#Àÿ4DWÀæ》，£@�：《Åm》，Ø ６，k １９９。
《"Än�#Àÿ4DWÀæ》，Åwô，ò�ñ：《ÅQ�Ï》，Ø １１，k ５３３。
®äÚ：《z_QO�ùJ_》，《QK°》，（+�：b.¦9，１９８４)），k １６６—１７７。
《"Än�#Àÿ4DWÀæ》，®Fô，Äp+Á�：《ÅQ�》，Ø ３，k ９１。



��×P》>：“《GH》±ä，¡jÉ�。”???d 、ø_、©ì、°a±¶~(Å，

ù�x'n�É�±Vä，̀ 8±X�。《Àÿ4DWÀæ》，̂ À}EÛ+

E5�，��^_0°û，̂ “ÌKÑú!ÒÓ，ÔÕ:Ökæ:。Ó^4×

%Ë，ìØe��½#。4édæ�Éz，hë»ÙFûÚ。”�þ(D=äÃ

mÄ，DðèÅ�á，Bd、B©。BEÛÀ}，ÅQ¼d¦©�；Bã=ä、ð

��DÀ，̂ _¼ ¶°^。1pEÛ±�§，̀ ¯a�ý�±d ¶~�！

Z(��W，è©ìd zÚ。+E5，©Òd�。ÃmÄ、Å�áíW， �

ìÁ。�Ò“ÔÕ<1”±,絶，�“Û若¹-8¥Ü。²ªÝÞ�ß>，W"

àX\@©。”ÃÊ�“ùá�WMV¬，®ÅQ_±jâ。”xP，/Ñ%(A

/“DWÀ”�Ò，d ©ì±_，̀ °�°o±,ø。

û´äýð±þ，iiv�Fá，��tV。EÛ½½、â@½½、Ø(½

½，L½p±§ô，ªAõFá。ùr，bQ“§¡D，Î¡ÿ4”，�¡

½pEÛê¦。�QA�Ý，�[W¡ÿ4、è¡DWÀ，ªß®¡Aõ

±EÛ，do� �，�ox+�，Q8±~�É�^b，́ �d 、©ì、VN

±絶÷Ì¡。-b¨)，d 、©ì、VN±É�~�，KpQø§±�(©ì，

/z*¹。

Åwz_Q，̂ 《Dã》、《ð�》、《ä{¬》、《ÆW》̄ Í，5±±÷，/Ñ

^《ÆW》Q�½：“_�§×，�8ëj¦。”Ì-，《Àÿ4DWÀæ》，æ

z¦è±ôW，"&jýð5±，¼f�、×ª；(+²SÒ，¼Ít}化�

ä*。??? ®äÚ¯B《QK°》>：“z_QAìG�`/，z�5±，k";É

z�V”；“z_QZ*zÐTF´OWÑ”½½。???《Àÿ4DWÀæ》、《ÿ

ñ«!ÿ46》、《À1V/$��%&s¬》，x0PJ±z_Q，�k#z

_Q±��J_。z¬W、z&s，"x�À/，̈ ±�é]GÝ�)±\/ð

i。�á¨Ò§D，§j�~"x“ëÁú”，ò5“ååG”，Î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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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ô，dÒò編ñ：《"N²ä5編5ñ》，k ２５２。
!ìF：《_�§×，�8ëj¦———ÅQO5±》，《ÅQ&æ》，（78：�"¦¬，
１９７１)），k ２３６—２４７。
®äÚ：《z_QO�ùJ_》，《QK°》，k １７０—１７７。



Ø《GH》、《Æ:》、《N~》±¿N��，�ÅÆ《GH�:qò》，ZÅw

��æ¬，̧ ±，%T《Q�·Tnz》�>“Ô�、Ô"、Ôä”±��äþ。

Åw�~“ýðÞÊ，�9�´±n”；Qd《!�Q》>ÅQB“QN”，Jp

“�`ZK”±《GH》¦þ；C&¦《ój編》�~“Ý¡¦b，§¡¦¶”±ð

5，%ç�û。-Åw�ÐQN、��æ¬À±，��ùx»À�á，�á

þx����。

　 　 （六）《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À1V/$��%&s¬HÚ》，Ð(çY5Û.，�>/2í)（７６７），

Åw)Ý�´。Q±!�，Å¢À%±)Â¶T，Q《Ú》�±�d。oÝ“?

�èÌ，oB《&s¬》”，r!Qø§，T&s，è¡&s，P²±�á(�

�æ¬±oÏ。Q《Ú》½：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

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

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脱。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

内人，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

況余白首！今兹弟子亦匪盛顔。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

聊爲《劍器行》。昔者吴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

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1V/$�%±“&s”，BÞ?Ú%±ë。ã'-À《&s》Q�~：“$z1

V@é�，-¯.�á4ê。”《"m²ÿ·%(》>：“Ô%，.ë£ì，-µ

�%。”�x&sBí&，Iw。《QÚ》Ý：“À1V�%&sîE，0ï�´”；

îE，-µÐ%&±�。0ï�´，:Ò%þÆð�´±�。ãj�#，Tµð

�±%í，ñòhi，�Éµc，þx+Í。ñÛó“̀ 1V/$% �&

s，Øb�¦�g。”�¦±ê���，òG1V/$�%&s“0ï�´”±

�，�z�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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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Ú》�³，/¦u¦“/2í)�*��ñ”，.½“�éµ�”，/zÙ

�《GH》¦“£Ó*”，Jp/ë;±ä。å®Q《ô nQ�》，���°�y

“QN”，3《�D》：“¦Ûí�H”；《õê�¦》：“èéé)G”；《ìä》Q，U

Ý“é)�ö*”B�，�K“NÉ\�，yt0Ï。”???Q®F《ÅQ�》è½：

“À%，e�%，《Ú》{u ·*，PK‘�éµ)’Ñ�+，HKQo‘Ý�)

>’Ñº÷。åI|@±ø，@i±�，º¦ )`±。”???��~QN，b.ë

äÏ。《À1V/$��%&s¬》Q�：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

■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青光。

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

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

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

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

!Q�æ`¥，üâR�，À¨1V/$±%¿`8，x■^、ø^、)^、Û^，

+² -%í±“0ï�´，Á�.�”。WùéEF>：“É±÷，̂ z<G

$+，úV`n，¾ûãy，;æÅV¸ü，.6ý。”???b`��ê�í$

“:þÐ”“VÁÁ”T。%`R:±>，z@@|i±�Ì，“Ý�)>�i

\”Oÿí。

《T�》±"，�Q~ð，«s ¤。C&¦《ój編》I5±，>“Qo�y

^Ý，v~�_，Ó¬x#，�~Ý¡¦b，§¡¦¶”。《À1V/$��%&

s¬》，“EÛ”Z“!"”ë³，��?�，'n��，u�“1V&s#j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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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ô，�5+�ñ：《# nQ�》，（�¸：æf"0�%s，１９８６)），Ø １，k １０。
®Fô，Äp+Á�：《À1V/$��%&s¬HÚ》，《ÅQ�》，Ø ３，k １００。
《À1V/$��%&s¬HÚ》，Åwô，GHIñ：《ÅQdñ》，Ø ２０，k １８１５—１８１８。
!ìF、!û³編：《ÜèãåQ5�》，（@º：óÉ"`�%s，１９８９)），k ２２８。



jn�áÒ1，�>“Ý�)>�i\”。�N±/x)，è1¢�%X，Åw

è$¬å�，̂ _O《æñ5Åí%m》Q�~：“õ á�æ”。è1@i±

�，u5±.b，x�á5Ì。Ý1V，�;0.b；Ý.b，̀ w�jEÛ。ñ

《«Å�ò》>：“%&sT，ê/$Ï；À%��T，L¡Ô-1V/$Ï；�1

VT，�ê¦Ï。wr&su5±±³，ê$èðã±�。”???&su5±±³，

ê$èðã±�，ù`ð5Ä¤±÷。i�B�，VN{，ùxBäþ。

Qò�《ÅQ�Ï》è½：“bQzê�，p01V；z1V，ì0EÛ。p

wB�é]GÝ�))\/ði�&。”???Ý�))\/ði，�-À1V/$

��%&s�&，wÝ¡b，�§¡¶±ð5、5±、Ä¤。《GH》¦þ，z“n

Ô©T，nÔ�ù��ÝT；ÔìT ±，ÔùÝT?±。wñ，ì©èd 

±��。”???《GH》¦þ，�3ìxê©，�3©xêì；《!"》¦þ，¼�3H

��p，�G¶x`b；???《"�JÂ·_§》±“x÷Ê%”，§j《:V~》±

“kPµc，�Ô§p�¡”，̧ ��²�Ú。QOõÃ《¡&'Ý》èÝ：“‘�

�’Ñ，wëÎÅ¢TU�þÏ，ªÑ(�Aoí±。‘O()’.(EÛ§oã

*，ÕëE�±é，ð«±�，eþ+z。”???-1V/$��%&s，�“ëE

�±é，ð«±�”，w÷ýð5¡±þ，¦záp，wQN��，ùx»�á

Ò1�ë±，è-bù`。

�-�æ_±È¶，À¨/�?±T8，wÅw��æ¬，,>B“QN”

�¸uk±ë。《l<-》、《ÿñ«!ÿ46》、《"Än�#ÀÿDWÀ

æ》̂ b，《À1V/$��%&s¬》，è�。!Q'/*ÔH©�Ò1V/

$，����ª¡1ìñæ。®äÚ¯B>：“《Ú》O�‘EÛ’，QoÏÀ‘E

Û’。¶¯ç1¡《�-'》oâÀ‘EÛ、EÛ’，ëÎ¥Ü�--。”???§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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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1V/$��%&s¬》，±ãÂ：《«Å�ò》，Ø ２，k ３１５—３１６。
《À1V/$��%&s¬》，ò�：《ÅQ�Ï》，Ø １８，k ６１１。
³¯¥：《GH120î·》，k ２２１。
O=：《!"çÚ》，《O望nEF"q》，Ø ４，k ５１。
OõÃ：《¡&'Ý》，（�¸：æf"0�%s，１９８４)），Ø １２，k ２６５。
®äÚ、Û_�：《À1V/$��%&s¬》，《ãQµÜ{êØ》，（+�：�ê"化À¦
1'，１９８６)），tP，k ２０９。



p1Qq�》>：“Þ|Qæp�，�Å�°B{。HIxÔAj³¹，�E

，�ë.y^iæÏ/？”???ÅwÜ(æ1，ëÎ±o�µcÔ§F，bQ

ù`。

《Æ�:》±��:æ，ý�a�，%)P0z±þ，iiBëÎ±*1。

《N~》o《óÄ©:》、《Ó@üF©:》，̀ ýa��±A�。???《À1V/$�

�%&s¬》Q，�Ò1V��、o2°æ，¡“÷%b�VÁÁ”，K´×�±

¢，6x“��?�+3a”Ñ，ÐB)P0z±��þ。W��“EÛ”，L«

&“Ý�)>”±ÿí。“?�+3a”xz�íÑ，“�脚-���B4�OÑ

�”（̂ 5ë、q、ñ、¼、�、ý¯^），“�n�647�OA8Ös”。��ä

_Y、̂ äã(^Ö�±0Ë，???Åw“e5b(Qëe”±Ø6（《V9ìÓO

��ÿ�》），bQù�。G�Ò§，b.Åw��æ¬，�(“ýðÞÊ，�9

�´±n”õ，x��B�á±ëþ。

五、 餘　 　 論

í£¤¯B《Åw�:》Ý：“ÅwSQÒØ:，ÏQBöæø:。”

ÅwQ±��æ¬，y>“QN”，K�`ZK±《GH》¦þ�*，K´ä±ý

ð5±è�e&。Åw《æ��>uæ"》，WÄÁ“《GH》�ò，$C+Ï”，

d>Ãi!，ÃÅ¬。ñØÞJ�，Ð��æ¬，%Þn《GH》�É��

±¦þ。Åw��æ¬，�~“QN”T，!"³~Ôo±<Î，CI�^P。

åÛG《·¹lQ�》，I《�D》、《5:v》、《þHW》µQ，B“��9，

Ó�z×”；>“《èéo²ò_Æ<æ》，?�~�"�*×。”��9、�"*

×，)&Ão?��±《GH》¦þ。Ôö，̂ 《øíù》、《øñú》、《�á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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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Å(》、《â@í{》、《̄ Ý{》̄ Í，ÅwQN�í，%Bn?、

>?±¿N，Ôo“z�ÉØ�?¹Ù±"�，ùx¦`”TA%。ÅwQ

N，̂ Ì“B�T?±，BéT?R”？bh*《GH》¦þ±hÂ/�———o?

��±`8，ú�Ãð。

Åw�ÐÔö��æ¬，¿åâZQ?=)>，̀ (Q�、É~、"q、Ú(

:I，ÅQ0T�JT÷。^《�D》、《þHW》、《�áæ》、《/¿¬》、《Ê

{¬》、《¶H¬》、《Ä)¬》、《¿R¬》、《Z"¬》、《ÉÀ¬》、《6Á¬》、《Â

Ã¬》、《·Ä¬》、《ÅÆ¬》¬Q，%it��(5AbKo。��æ¬¯Î，

(É�`ä、́ äýð±Þn^Ì？å、QQ�è(��:;±6é.Ì若？

¡¡ú�hø'Að:±。

Ã^z_QÎ，̂ 《ä{¬》、《]°ÈÀæ》、《ÉW¬》、《Å(¬》、《Å(》

¯Í，è�&jýð±��QN，̧ �ú�ðï。&(Î�，öñÃ$。

（作者：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臺灣成功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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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ë）'¦

/0(4：《¿?Q�7編》。�¸：æf"0�%s，１９８３)。

/0(編：《QQ�》。+�：ê��%s，１９７１)。

12�:，ÌÍòU，ÄU·：《GH12:ñ·》。+�：̀ "^¦_，１９５５)。

OõÃ：《¡&'Ý》。�¸：æf"0�%s，１９８４)。

O=：《O望nEF"q》。+�：+,\]^¦_，１９７９)。

®Fô，Äp+Á�：《ÅQ�》。#ç：®¥¦s，１９９４)。

OÁ：《ÅÆ〈GH�:qò〉9ï》。�¸：o1s;º0�%s，２０１７)。

£úñ，bð�Ýñ，5化"¬Á�：《?�Ýñ》。�¸：o«¦¬，２００６)。

£@�：《Åm》。P§：P§Þæ�%s，１９８３)。

'Wïô，×ÉéÝÿ�：《N~;ñÿ�》。+�：#Ø$À¦1'，１９９３)。

'Wûcò編q，ÃµÍÖñ：《é\²ê》。+�：ó"l�%s，１９７５)。

Æ�êô，ÅÆñ，Ù��·：《GHÆ:ñ·》。+�：̀ "^¦_，１９５５)。

5òtô，ßO.Á�：《5òtqÁ�》。P§：P§Þæ�%s，１９８８)。

5�^：《o1N0NIq》。�¸：o«¦¬，１９９９)。

¼½¾：《�0²I》。�¸：o«¦¬，１９９５)。

ßá：《ó¦�Ñqñ》。�¸：o«¦¬，１９８３)。

ßá：《Qq:》。+�：+,o«¦¬，１９９１)。

<ºû»：《Æ�;Á》。@º：f-¦s，２００８)。

ê$d：《ÅÆ〈GH�:qò〉ñ'9ï》。 �：N -./0üýI"，２０１４)。

Ì"Ü編：《¿?Q�》。�¸：æf"0�%s，１９８２)。

Åwô，GHIñ：《ÅQdñ》。�¸：o«¦¬，１９７９)。

Åwô，±ãÂñ：《«Å�ò》。�¸：o«¦¬，１９７０)。

Åwô，ò�ñ：《ÅQ�Ï》。P§：P§Þæ�%s，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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Åwô，C�ÚÁñ：《CñÅQ》。P§：P§Þæ�%s，１９７９)。

Åwô，}次1ñ，uØo4�：《ÅQ}次1E¢ò4�》。P§：P§Þæ�%s，１９９４)。

�é編：《¦Q�ò》。+�：�ð¦¬，１９７２)。

®q¥，j"_Á�：《Q�Óä》。�¸：o«¦¬，１９８７)。

 ì¬�|：《óíp¦Ê¸》。+�：̀ "^¦_，１９７４)。

³¯¥：《GH120î·》。á¸：á¸-./0�%s，２００３)。

Ãhô，[�ê�Á：《苕n�Kk�》。�¸：æf"0�%s，１９８１)。

º»r：《«ÆÝä》。+�："§�%s，１９６８)。

ÄoM�編，í��a�編：《§ö·÷Y·ýð編》。�¸：o1s;º0�%s，１９９４)。

V^：《_xÍR編》。+�：+,\]^¦_，１９８３)。

�=>：《1ñI�》。+�：廣"¦¬，１９７１)。

�0�：《��m¦》。+�：M��%s，１９７３)。

�0�ô，>Òò編ñ：《"N²ä5編5ñ》。�¸：\ö^¦_，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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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ｏ Ｂａ，”“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Ｈｏｒｓｅ Ｂ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ｏ ａｔ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Ｗｅｉｓ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 Ｓｗｏｒｄ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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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ｎｇｌｉｎｇ．”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ｆｉｔ Ｚｈａｎｇ Ｘｕｅｃｈｅｎｇｓ（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ｃｏｍｍｅｎｔ：“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ｒｓｔ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ｉｄｅａｓ ｏｆ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ｎｅ ｃａｎ ｔａｌ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ｙｒｉｃ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Ｄｕ Ｆｕ：“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ａｒｅ ｍａｄｅ ｂｙ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ｐｒａｉｓｅ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ｉｓ ｐｏｅｍ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ｏｒｍ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ｕ Ｆｕ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 ｔ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９５１杜甫詩史與六義之比興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ｔｈｅ ａ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ｉｎｔｅｎｔ，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ｂａｌｌａｄ ｐｏ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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