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華得素：《詩鏡》選評隋煬帝之

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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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俐盈

提　 　 要

陸時雍《詩鏡》對隋煬帝詩歌的選評，在明代選本與詩話中，不僅選收比

例高，評賞角度也有别。陸氏之審美標準爲何？本文指出，陸氏刻意避開唐

宋筆記中有關忌才妒殺、讖詩應驗之事，而凸顯其才情風流的形象，反映陸氏

重情韻、輕君德的詩學觀。至若標舉煬帝詩“風骨凝然”“從華得素”，一則緣

於陸氏論詩重感通素樸之作，煬帝扭轉了梁、陳以來因律句興起而雕飾盛、

本實衰的問題，無論在理論與創作上，都使古道復存。此外，陸氏感慨唐詩

興而六代亡，然正因唐人别轉風調，益發襯托煬帝詩得六朝滋養，風味天

成。要言之，陸時雍從文學史發展的角度，重新定位隋煬帝詩歌之價值，爲

我們揭示了晚明詩壇及文論，在既有的復古、竟陵等諸流派框架下，不一樣

的觀看視角。

關鍵詞：陸時雍　 《詩鏡》　 隋煬帝　 情韻　 六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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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ÝW》G ５１\（２０１７9 ９m），D １—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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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詩删》 《古詩歸》 《古詩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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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後主妝裹豐餘，精神悴盡，一時作者，俱披靡頹敗，不能自立。以知世

運相感，人事以之。

陳人意氣懨懨，將歸於盡。隋煬起敝，風骨凝然。……詩至陳餘，非華之

盛，乃實之衰耳。……隋煬從華得素，譬諸紅艷叢中，清標自出。雖卸華

謝彩，而絢質猶存。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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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剔抉本事： 重才情而輕君德

��@=j+&（１３５７—１４０２）《i§+°i'"�r》ë¯：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

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

位。陳叔寳、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笑其所爲者矣，

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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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Ü`Z�“���Ô”lÐtMß��á�。�F�èzê¸N@hZ：《〈Ãg3
M5〉{)ÜtM0èzêA�ãS》，《�@MÄ》２００９ 9G １ \，D ２１—２８；%Ä+：
《〈éòõ§5〉,%ÕÓ�¤�S：USE�èzê》，《UÃj�@:》G ６４ \（２０１９
9 ３m），D １３９—１７５。\=ª«�è9ê®lSÐ，r=¸¹JK��、KA��、0è
�¤áâ��，ÌÍ“éòõ§5”�5Ðå，®xètì§ª¬§�。
Vü�-：《éòõ%E�@》（9$：ÚâÃ@�@]YZS�，２００８ 9），D １８８；? 
,：《Séòõ0�ÞX�》，《�î<ç@�@:》２０１１9G ２６? １１\，D ２６。



亦觀其德而已。瑏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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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不談忌殺而論詩之藝術性

éòõ�%�F�ÕÓ，q[õtÐ·a3《éÐ6â》：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

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緑’，復能作此語耶？”瑐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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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Íîï，２０１３9），D ３６８。
a3�，dÉj��：《éÐ6â》（ìí：j.$C，１９７９9），D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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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瑐瑤ró:D"â（１０１９—１０８６）《bß4$》A�!，瑐瑥/%¬§¦y（１１１０—

１１７０）《<þX�[â》AÌ!%ëS，瑐瑦éòõ��横%A_%£ôL°。

]¸AOUl�F�â、�Ý、�*�tu5¦AvçiN。,Òm=ø

L，�Fý.Aj�N§ç：EQ，³´Ä!�H，Uðë�，?�st�*�

jA^ÿÍ、?»è=`t，Å^ÿÍ《́ ´ô》ið。瑐瑧 Eß，À�¦yS�，

gjòõÓÛ»=A_%。VP>（Å�9Ur，Sò7?〔１６４２〕�F）�E

“Ûjõ@U«”，¦®¹_ëéòõo“横%”。瑐瑨 E§，·ÍUW��，XE

u（１５５５—１６３６）ë¯：“��d，AEÕ�B7。Õ^ÿÍ=，éò7”；瑐瑩S�

�FÜ■（１５６３—１６３９）̧ Mf;起HI3V�8<L：

小説家嘗言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句爲煬帝所殺，非也。按本傳，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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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Ä{�：《é$》（ìí：j.$C，１９９７9），? ５７，D １４０６。
·Ä{�：《é$·?»&t》，? ７６，D １７４２。
@C{*°ë：《øQéù》（=ì：¤dà$á，１９７５9），? ５９１，D ２７９０。
D"âë:，¦§æm：《bß4$》（)B：)B$l，１９８９9），? １８２，D １１。
¦yÉ：“《bß4$》̀ ：éòõ��……<þX�É：FÇUZ�iðåü，Õòõ
DÓQ起，ßi3UvEî。-ê！�lFi=，¾Z�Eºn。”õ�:：《<þX�[
â》（ìí：j.$C，１９８５9），\Ý? ２２，D １４５。
Vëñ÷：《ú�+》，? １５１，《�à��¿7cÐ$》，s １３８０，D ６２６；É��：《ú^~》
（=ì：=c¤dà$á，１９７８9），? ４０，D ８ａ—８ｂ。
P>É：“éòõ/‘w©õ÷�’°%^ÿÍ，/‘yÊ�FÁÙ�’°à?E。Vô�
�，#AÛjõ@U«。”õ�:：《üX�Ý》（8�：黄ä$ï，２００９9），? ８，D ８６。¦
®¹É：“‘yÊ�FÁÙ�’，ÃRÐ,)êF，�³�è7。‘99YY"�R’，'k
P���。ß©FNIq，/ô�î，ko横î，éòko横%。”õ�:：《�û·�
ë》，? ２，D １５６。ô�，³´d!¦y�ë，¾�lôp。V´X：《F¸[â》（=ì：
廣�$C，１９７３9），? ２３，D ６８０—６８１。ÊÃÒ：《äaXß》，? ３３，《�à��¿7c
Ð$》（=ì：=c¤dà$á，１９８３9），s ９７４，D ５４７。
XEu：《K=Ý》，þÝ? １，《7côG$[W》（ìí：ìíÍîï，２０００ 9），s ３２，
D ４２３。



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曰：“使高熲不死，令當久行。”帝怒，令自盡。

又《隋唐嘉話》：道衡因事誅，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只謂其從

今不能賦詩耳，非緣此一句被殺也。不然道衡佳句甚多，煬帝若果忌之，

當早誅之矣，安能容其至年七十而死耶？瑑瑠

Ü■,ÒAtA58/%^ÿÍî�A9+，Sl《éÐ6â》Y8�HE<

�Ó，7�¤ÑÓ^3ôH°òû，W<，òõA���¿Ê_%，ÿÃd¦:

!H=²°廣�。

vzæ�Ü■9ê�Ý，E《�©》7U��%，d�F`tjZ^ÿÍ3

“)�¡õØ，õù�Uy，�/SzÞõà”瑑瑡；?»¸o“�2m1，EÏû

=，�虞(]H�。E��!�，láY�，Ïû。”瑑瑢ô�，《ú�©》*¦^ÿ

Í《́ ´ô》，vzæ7U�!���H，ª£��?ë：

“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物相停然，覺下語韻勝，以得景之佳也。故

詩人賦物，取其景之最勝者，二語悠然雅韻。凡實境自成，真情自湧，此

是詩家第一義。若點綴推敲，雖極精工，終非其至，此謂要道不煩。瑑瑣

《́ ´ô》0QÀo"R�、Ä',IANn，R©w3v>wY°�Óm

S。瑑瑤 Ej“$JMKf，w©õ÷�”，Û)kMAKf，LMJNâ，Ú$

¯¸3�Óm�，NüP%Ä�3T�Ù；ð��/t�©÷#rÏõA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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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Ü■：《Ü�mÆ》（=ì：@Å$C，１９７１9），D ５０５—５０６。
vzæ：《�©》，é?，D ９ａ。
W)，D １５ａ。)~^��^|�t《é$》58。õ·Ä{�：《é$·^ÿÍ&t》《é
$·?»&t》，? ５７，D １４０８—１４１３；? ７６，D １７４２。
vzæ：《�©》，é?，D １０ａ。
《́ ´ô》：“Ä', I，OwfÑ¯。6iPQR，"¶n@S。FTQ�R，��U�
�。�äþ*©，pm>wY。âë= �，VÄ¿FÏ。²�Á©V，W¨��L。¶
¶WÂ�，XYø`N。$JMKf，w©õ÷�。\96êì，2Y�Oå。Q#�®
�，�üê"Z。”vzæ：《�©》，é?，D ９ｂ—１０ａ。0�^ëô�“p�z½，�X[
\”，��Þ�ësß0�^：《“w©õ÷�”�^ÿÍ�î》，《$=*�》２００６9 １１\，
D ５５—５６。



�，å7öJA�]�¸3AU(£。vzæ^EU�“w©õ÷�”Ul1

�AÀA，°�mt�ß¿Ñ，uL^ÿÍ2*“$J”、“w©”̂ À�¸3&

6�'A�G，+�“Kf”、“÷�”，RÀR©�¤O�t¢Aö_，dEÖâ

�ØÙZ0。v�¤ôè?¼`，�F{G，úÈt�¥q82A�，Xmk

üU±Cï(�a.。Y¼®《ùS》Y�：“�X=，Ò�]k，»K'H，

kýôØ�C。ÿ�=，Ù#_K，«Â�R，n:���，Å�¾Ò¬

Z。”瑑瑥v.Ù4(，nkÆç7õtð�。

F��，vzæ¥téòõ�%^ÿÍ、?»AHÖ，ª£�S�，�ë�

�Ab�Õ�，�sÂ�Hut�、tF|Uèë�A�*�，Å_ëòõ“Û

jõ@U«”“横%”�m5p$，3N�:Dþ。

　 　 （二）風流多情的詩人才子

��《ú�©》Y}KêÇ?Aè?，ÃUÐKX�è，wpe-%�H，

±����óèûê。éòõle$¨�。《ú�©》jN7�òõñ�?R

A�，/%ý�£?RY0Aè?，]�è?�i\|N`E|�HI�,，

ÚUl<Þ��ÙØA¢x，7�_jQR¥:A_%。ôzë*�A“*”

�“U*”，2YxÐEÿ~��Ù»ý�A��,}。\Q`¤�}'Mv

zæ.ÙÓ{�;jtAéòõ��横%QH，]Ö¸Á-.ÈcÝJ《éM

¦》瑑瑦《̀ @5》瑑瑧{Ð§m5`Z，�*EjX}�}，[\deA`�，_Ó

òõpÒ?XA�©_%。/《±P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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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vzæ：《�©·ùS》，D ２２ｂ。
《éM¦》ó1《Ãg3M5》《¬Kf"¦》，ºiÐ«�ú�，�l5â。���Fëõ
]�¨：《��`Zÿ~-ÜA》（lì：ôâÃ@Íîï，２００７ 9），D ４２７—４３０。Ã9
È：《〈Ãg3M5〉�〈éò§5〉k�》，D ４４—４７。{Ëâ：《〈Ãg3M5〉〈ÉÏt〉
{)ÜtMA0èzê》，《]gÃ@@:》２００８9G １\，D １０６—１１０。
《̀ @5》�《Bä5》《Z45》�òl《éò§5》，è=��èzê�2b�LS。�
��Fësß]�¨：《��`Zÿ~-ÜA》，D ４２７—４３０；@hZ：《〈Ãg3M5〉{
)ÜtM0èzêA�ãS》，D ２１—２８；%Ä+：《“éòõ§5”,%ÕÓ�¤�S：
USE�èzê》，《UÃj�@:》G ６４\（２０１９9 ３m），D １３９—１７５。



帝常醉遊諸宫，偶戲宫婢羅羅者。羅羅畏蕭妃，不敢迎帝。帝乃嘲之曰：

箇人無賴oh¯，iÙj=j`�。¿!ókçU6，Uók¥ÙV�。瑑瑨

v�ë：“ôloÐ³Ù。”瑑瑩Qm8ã(èØK，WzhNG�p¬。!�j

A�HÍ(《éM¦》，瑒瑠ùÔ?J“Ü§/Ndâ�7，UÁ²@。”瑒瑡v�}

�，±PPAn2´û�3t�ÐüÏ+¸，¹°xåòõU<{+FAßX

(2。�"¡¶，±`�RAX}0vþ!Ê¬，ÃÉ“±�”，EÖâ�wË

i:;ù�X。�V《ø*�ýß�》：

帝在廣陵，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蕭妃誣罪去之，帝不能止。暇日登迷樓憶之，題

東南二柱云：

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强半爲多情。

不信長相憶，絲從鬢裏生。閒來倚樓立，相望幾含情。瑒瑢

]^��ó1《i`@7o》，瑒瑣GQ�!EÌüÖ���Ô，ë½D_RAU

�；Gß�“c”Ã�“̧ ”，“S”Ã�“<”，¿�ï2¼:þr¸Ö。!�jA

�H，vzæ},J*�ýÏüÏUÇAJX，³´]~�V。瑒瑤 VôÚü}

wpo，��/��lª、ÕHl¼A�*�æÓ，Wz7�±Lï<ØJòõ

"�;^、ÕX�¦AÑ÷，ªIóqÖ?XA�©_%。�V《º>?R》：

《隋遺録》曰：大業十二年，帝將幸江都，東都宫女半不隨駕，泣留帝言：遼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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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瑨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瑒瑣

瑒瑤

vzæ：《�©》，é?，D ５ａ。
W)。
«�ú�：《éM¦》（ìí：j.$C，１９９１9），?)，D ２。
“dâ�7”�R©mH�¶，ÔÍ《A5·)°*�》：“�õQdâ，dâNYï，U�
á，°Å_=Ð�ÀÂá。”D"A�，34ÝÞ，D"AL�，«>¤YØ：《A5》（ì
í：j.$C，１９５９9），s １，D ２１００。
vzæ：《�©》，é?，D ４ｂ—５ａ。
《ú�©》�iðN`E：“《3M》è《i`@7o》。”vzæ：《�©》，é?，D ４ｂ。《3
M》�Ì�b《*�3M》，:é.c《éM¦》《Ãg3M5》3èôi。
ù�rõ«�ú�：《éM¦》，?ð，D ５—６。



國，不足以煩大駕，願擇將征之。帝意不回，因戲飛白題二十字賜守宫女云：

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存顔色在，離别只經年。瑒瑥

véòõÊ£�ÿ，�|È“¿!|”A®�，Dó>7|A?R°�，®�oÀ

r�A�{。�°!�?RAs�tó，w營dQpÒõ?A_%。《éM¦》ù

�?J“ÎÑóê，Ì·Ù&”，瑒瑦PóuáL，vzæ}wô�，,ÛJÚX¹

Ø，7Àòõ“uc«:d，tþú:9”，Põ�ÿ�V。Éó《ú��》ëô�：

“'ÈQ��Á&ÿ，N§©í�_ÚÎ�Ù，üÀ>?©FUv¹¿°l�Ó

î。rª、òõIuD©Ul，À�è�Z*©，BZ��:7。”瑒瑧A2è§�

�“�X´¬”，瑒瑨DX�h²U�tvzæ，�°《ú��》éòõè?ª}~

ô�%《N!"mÂ》，D“�Z*©”�:�:#，xUV《�©》0A.Ù��。

]�¨《��`Zÿ~-ÜA》��《éM¦》zë¯：

在中國古代小説中，帝王經常扮演兩種角色：一是充當好色之徒，他沉

溺後宫，胡作非爲；……。二是以“有風情”的文人的化身出現，憐香惜

玉，蕩佚不檢；……，《隋遺録》便屬於這種情形。作者意在爲“辭人才

子”提供“談柄”，隋煬帝是被當做風流天子來寫的，他的種種恣縱之舉，

是韻事而非俗惡的行爲。瑒瑩

!:�°A“ß�”，�pX�FA“�H”，Çþdtõ?okóR�Ô，/%

okùåêF。vzæ��uL《éM¦》léòõ`LA�©_%，《ú�

©》Ö}J^ðòõ?RAxè，Ejòõ�¡�;A5¬，kó�©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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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vzæ：《�©》，é?，D ４ｂ。
《éM¦》：“Ãg8ß9，òõ±¿!|，U³?ÿó>7|，?R�UÁv……ÎÑó
ê，Ì·Ù&。……�6!|!，�O¾��。uc«:d，tþú29。”«�ú�：《é
M¦》，?)，D １。《ú�©》Y8��«NÍ~。
Éó、×�Në：《ú��》，? １５，《�Ä7cÐ$》，s １５９０，D １３６。
Éó：《��)》，Wó:，@�Z、Æ§�|�：《�9wÝ》（)B：)BúûÍîï，
１９９２9），D ２３６。
]�¨：《��`Zÿ~-ÜA》，D ４２８。



�，iÉ《nº8ÂV》：

《隋遺録》曰：殿脚女自至廣陵，悉用備月觀行宫，由是絳仙不得親侍寝。殿有郎

將獻合歡水果一器，帝命小黄門以一雙騎馳賜絳仙，遇馬急摇解，絳仙拜賜，因附

紅箋小簡，上進詩云云。帝省章不悦，顧黄門曰：“絳仙如何來辭，何怨之深也？”黄

門言其故，帝曰：“絳仙不獨貌可觀，詩意深切，何謝左貴嬪乎！”

驛騎馳雙果，君王寵念深。寧知辭帝里，無復合歡心。瑓瑠

!�jA�H，W,:6v�9_，Ej“黄ç�EÕ”，ùè：“黄çÐT°�

É：2æ"h¬，%m�V4tÞ，UÑ'<，õÙUÞ。”瑓瑡òõº��;A8

Â6V，Ubtªå6djtÞ，�;'MUÑ'<A¿V，½Ì¤n�ëK

é0，-°Ué。òõ£�Xý§Sx，h�H£r，y�“�;UvÀÁ�，

�Ù]ì”，̂ ;�Xit�ë。

éòõùê�RAHÖ，'Uü¨«!�F。《ú�©》!《̀ @5》É：

焬帝建迷樓，選後宫女數千以居其中，由是後宫多不得進御。宫女侯夫

人有美色，一日縊於棟下，臂繫囊，囊中有《自傷詩》，左右取以進，帝覽

其詩，反覆傷感，厚禮葬之。瑓瑢

NôAo，vzæ�*《(Ò�》，瑓瑣°±!�FAEÈè?Ð$*~，ö《L

U》《(ç》《(m§�》《'Éß�》{�³��，/È�¦tð：

秘洞扃仙卉，雕房鎻玉人。毛君真可戮，不肯寫昭君。（《自遣》）

妝成多自惜，夢好却成悲。不及楊花意，春來到處飛。（《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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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vzæ：《�©》，é?，D ２１ａ。
«�ú�：《éM¦》，?ð，D ６。
vzæ：《�©》，é?，D １９ｂ。ô�¾:vzæ9_，ù�õ�1:：《̀ @5》（ìí：
j.$C，１９９１9），D ２—３。
《(Ò�》l)úV�，T�!�FEÈè?X�'k。ùèõ�1:：《̀ @5》，D ３。



春陰正無際，獨步意如何。不及閒花草，翻承雨露多。（《自感三首》其三）

砌雪無消日，捲簾時自顰。庭梅對我有憐意，先露枝頭一點春。（《看梅

二首》其二）瑓瑤

!�ja��|ÝK!�FD(u�X?ÀA(´，/%Uò§²A-Ò。

《(ç》/?�Ç(í，U�UlÛ>GüAFF。《LU》《(m§�》E§，�

þ/�"(d¶Þ、¼Ê}nKz/，å7(uR}ÔõA{-。vzæë

《(m§�》E§É：“Xævô，UôúNî�Qÿ。”瑓瑥《'Éß�》Eß±Ì

KÐ>A[É，²lDÕN“ùÙ”AÕ�，/Nå�，P�-Ý。�8]�è

?，ÁÕ!�F�“�t|ð”，XN/7。òõA“x,Òm”，IJ�LpÒ

À�，7U��õÜSAùê�X。

《ú�©》�*《éM¦》《̀ @5》{m5`Z，<ØJ+Ó�ø�A�

�，NHQR��AXmÑÀ，Àòõ�?RA5¬Îèj，o/E<iNå

%，w�©ñ�õ、]rª{Ç?，/$0RLliN�?è�Ã¡Eô。瑓瑦 ]

pè?A2*，xÐv�§X�°-ÇxA�@�。Á�/虞*¬《®â±D

"R》l¨，�H¾Í(《éM¦》：

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蒂迎輦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

時詔世南草敕於帝側，寳兒注視久之。帝曰：“昔飛燕可掌上舞，今得寶

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可便嘲之。”世南爲絶句曰：“學畫

鴉黄半未成，垂肩軃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瑓瑧

７７１從華得素： 《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瑓瑤
瑓瑥
瑓瑦

瑓瑧

vzæ：《�©》，é?，D １９ｂ—２０ｂ。
W)，D ２０ｂ。
�t?è�ALØ，?ªy、��Sl：“YÎ‘?è’，ªÈ/R©l�¼D%， åEè
À、ÉX、�Å、"ó、�Kj}、Åþz¤、ïRKX{。”õ?ªy、��：《·ì¬ì��
@_ëA》（)B：)BúûÍîï，１９８９），D ２９７。vzæSl¬�õ?�?è�E<
JKå%，w“Xôn�”，õ�:：《�©》，]? １，D ５ｂ。
«�ú�：《éM¦》，?)，D １—２。《ú�©》ô�/【s】j�&t虞*¬《*_mÂ�
C®)》r。虞*¬7o《�©》je$Wz}¦d“é?”�“�Ð”A��，“é?”ª}
ôß�，Ü^�3l®òõâ°è。v�.Ù}�，�vóÙ。



õ?Ui©/D"RliN，è�±u，ô�dÿ@�~jÁÎ"VU:。�

z�虞*¬YèÙ�，/UUóA��%U8ãA:�，å7>�A,5，�

3�}Á}°xvÇ?ùê，m�-¨ÜUõß。]���UªÞ�}'

M虞*¬“沉B#»”瑓瑨�，pXÕôAQÑ，7¼®《ùS》Y�：“�NÊ�，

H�ßôZ；NQ¢，H�ß�Z。>ÕDð�ßH，�ßX，uNßQ�ß¢

¿。”瑓瑩ÅþjÁqÁõpX�H，́ ðõ?、i©Aã�，�FU6o±~!A

HGÊþ�.，v/8ÿÍz，n»=，Üõ~“ßQ、ß¢”。

　 　 （三）以詩讖爲歌谣弱化亡國罪責

�éòõ�ZN�A�1，ÀA�`ZÒtP?，《ú�©》*¦Ejq:

1A§�，�vmÙAo，Uoád“é?”òõ�ð，°o}~? ３２“�s”

j。EQl《̈ ~�》：

《廣五行志》曰：隋焬帝三月三日江上作《鳳艒歌》，乃唐興之兆。

三月三日向江頭，正見鯉魚波上遊。意欲垂鈎往撩取，恐是蛟龍還

復休。瑔瑠

§m§n)�¤，(úko�FM6��=yýA¤n。tõòõ��d!

)�=，õ�ªt¯)(Æ¶u，�NÙÄ���，wó"ÓoÜ�°è©。£

ô$¯ÐõZ�Q起。ù©{《¶¶》³�：“�=，@7。¯=，�7。”�8E

mÍ《Bä5》，瑔瑡�°《Bä5》AX¤��«NUW，�$ÖN/?jr��

É、F@�j�，/�éò!、@ÐQ。瑔瑢 @=ë¯《Bä5》“ª"Ã�、�E

/¯KA-Ü，uHÓ)oè=4:#$Ð±êé°QAKA�V，�/ô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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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瑔瑢

¶Ía1�：《ºÐ$·虞*¬&t》（ìí：j.$C，１９９７9），s １０，D ２５６５。
vzæ：《�©·ùS》，D １４ｂ—１５ａ。
vzæ：《�©》，�s? ３，D １３ａ。
ù©{：《1¶》，《¶¶》（«¬：̄ ò$ï，１９９５9），? ３，D ３０１。
�1:：《Bä5》（ìí：j.$C，１９９１9），D ４。



ètM`Z。”瑔瑣���，《̈ ~�》ÿÁüorFs{，Ü9ê�d《Bä5》�

r。ô¸�âd�êm5jÒtP廣，瑔瑤ªv�*�，ëñ÷《ú�+》、É�

�《ú^~》、«�《â·¶�Q~§�Ý》{，ÿ�~éòõ，瑔瑥�T�ð，vz

æAë�ýþ!Fm[。《ú�©》Aë*è¨，\ ２９ ?/�Flª，ð/�

è，? ３０�r¸�“�s”“̂ {”“Ã¶”。±《̈ ~�》�~“�s”°��F

�ð，�_jkÎjJòõ�Z�½�。

《ú�©·�s》jÖ�^��éòõ��Aè?3ÔÍ《̀ @5》，iÉ

《̀ @?F�》：

《迷樓記》曰：大業九年，帝將再幸江都，有迷樓宫人夜歌云：

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去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

帝聞其歌，披衣起聽，召宫女問之云：“孰使汝歌也？汝自爲之邪？”宫女曰：“臣有

弟在民間，曰：道途兒童多唱此。”帝默然久之曰：“天啟之也。”因索酒自歌云云。

後帝幸江都，唐帝起兵入京，焚迷樓，火經月不滅。

宫木陰濃燕子飛，興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樓更好景，宫中吐艶戀紅輝。瑔瑦

DÈ《̀ @5》ÁÕ]�!�:v�9_，UWqN§：Qoù�“Le(�”

r´：“�A，UýEà。(_e：‘�Õ°à，ó�，i3U&。’õÉ：‘Ûh，È

n(Õ7。’”Eß，�¡`@\，ù�?J：“õ`@，ø°É：‘ô3G�·Y

l。’>U��。”E§，《̀ @5》qr@~è=_�：“:m�U¶，\s、\�

3õZ。jÕ*êQ�，���7。”瑔瑧《ú�©》̧ �。

９７１從華得素： 《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瑔瑣
瑔瑤

瑔瑥

瑔瑦
瑔瑧

%Ä+：《“éòõ§5”,%ÕÓ�¤�S：USE�èzê》，D １４７。
ÒøL，q[yÍ.t§ê@C{*°ë：《øQéù》，? ９３６，D ４２９２。�ê¸NìQ
W：《Täa�+》（)B：)BúûÍîï，１９９２ 9），? ２１，D ２０４；]f*：《�60�
Ý》，�Ý7，《7côG$[W》（ìí：ìíÍîï，２０００9），s ６０，D ４６９。
ëñ÷：《ú�+》，? １３０，《�à��¿7cÐ$》，s １３８０，D ４５０；É��：《ú^~》，
? ４０，D ３ａ；«�：《â·¶�~§1�Ý·éòõÝ》（=ì：��Íîï，１９７９ 9），D
５０２９。
vzæ：《�©》，�s? ３，D １３ａ—１３ｂ。
�1：《̀ @5》，D ３—４。



���，《ú�©》Ãm��(《̀ @5》，»H�¤w«NUW，IJ±Õ

HjA^�vÎ�!�，7¸DX¤'è},。]�},Æ��öë*�À

FAßz，IJl�8*�Aë�，kta=Õa�，vzæ±�ï�#Jù

�j^qDéòõA_�：QoÐø°Ì�“ô3G�·Yl”，ßo《̀ @

5》Aè=“jÕ*êQ�，���7”，³´±�Z½��tòõAë�。

m=/l，vzæA2*Nt�ý3ÙØ：EQ，º\Y�，]t��d

《ú�©》jò�l“�s”°�“é?”òõ�，4ë�ë=±E²lG�xè

AÎF，o/N�《̀ @5》DòõA_�，l{n誤@a=°Â/9_。E

ß，DÈ�êEÈ�¦ôÕÓA�âm5：ù©{《¶¶》&t“1¶”Q?；�

b《!�Ý》|[l“é,�1”；ìQW《Täa�+》、?*A《%¡ë》{m

5cAp，3Ð�!~《̀ @5》。ªv�*�，ëñ÷《ú�+》¾}ß�，�

E9_�《ú�©》ÖW，�°ëñ÷±E&~é����&，瑔瑨iÉ《̀ @?

F�》，ðÂ`E“òõ(�s”，{tSL]oéòõAè?。�T�ð，《ú

�©》}IJù�“\s、\�3õZ”Q�，U·“�1”°�~“�s”，vz

ædë�)A"Ó，�vóÙ。

,Ò\Q`¤ÁÕ，《ú�©》é?Y}òõ�，¾UÐ�!《̀ @5》�

�。���，vzæ��ÍtMf《̀ @5》�:ÓL，°.Ù±《̈ ~�》《̀

@?F�》ë~“�s”?。�xï，¹;K《ú�©》Aë*Á-.，v�o/

�F°�õ?Aã�，Déòõáâ*ë，o/ÛjJ�õ?¥+、�Z/�

��A��，°ÝjÑ�ERtX�、4zÜ�A�F_%。vzæA±�¥

t，���È§²òõ��ß�，N:�¼®A��。ô±tðQ¤S~。

三、 標舉詩藝：“從華得素”的過渡詩人

N�éòõ��d�@A)Aïð，?*A/òõ《T!¬》l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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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ëñ÷：《ú�+》，? １３０，《�à��¿7cÐ$》，s １３８０，D ４５０。



[；瑔瑩¦®¹/《!|?^�》l(è³��9，瑖瑠3¹èo�¨;:~，uLò

õè?4Zè�³K���。�°£é�ªÈA�è———^\�ú�°

�，�ê�S�Dòõ�ßAë�[\U×。i@�（１５６３—１６３３）《�mT

è》ë¯：“（éòõ）)��®~K，¶?ôu。^\³�N《P�D》《!|

Ã》《7?�》，�Ã';©、]，°èªû。”瑖瑡£“~K”、“�;©、]”，L�

òõ�qt6Èð�。Éó《Ð��》7·ÍpR��：“]、é)�，U�lK

��[，°�ýElú��¢。”瑖瑢vzæQjÑº´\F6È�Z，WzP:

ÙtuL“éò起ÿ，p<��”，“éò¹.v�，�©ªK[j，-|(

Í。”瑖瑣T�i、É，«NY÷q��Ù。]�ëSAÎà�l�？d_ëA)

N�ÙØ？/ð±¹^Ñ÷ ã。

　 　 （一）區隔陳、隋：去時病而存古道

vzæDéòõ�Aë�，WÎd�;\r³©�@v<A¡¢�)。

Ñúæg�è�®�¤\#)��è，瑖瑤@6�（１４７２—１５２９）《+�©$》�

`：“�ÆN¤�，�rjÃ�¦”，瑖瑥E《.vn�)》ó`：“�)�=，U9

â，̧ 9·，F7；>Eð=，nZ�v、nZ。YÎ‘��UUKp�’=

7。”瑖瑦���（１４８３—１５２１）7ë¯：“úèÆ¹â·-……@�â、(è，N³

Á（@、.）ß�，+%Ð�、jÐ©F。”瑖瑧r³©?*ADÆèf�A�L7

Ãøø¹\³©：“)�ú，Õ@Epã，°¤×黄�Z；³�Nt÷�ã，°¤

１８１從華得素： 《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瑔瑩
瑖瑠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瑖瑦
瑖瑧

?*A：《ß~��·s¦Q》，《ù�äF7K�》，? １５２，D １ａ。
¦®¹：《�û》Jë)，D ８１。
i@�：《�mTè》（ìí：FG�@Íîï，２００１9），? １１，D １３５—１３６。
Éó、×�N：《ú��》，? １５，D １３０。
vzæ：《�©·ùS》，D １３ａ。
ô��m(c=《ø$�â·�T》：“@E)，ªvEj；@Ej，HlðZ。”õc=:，
ùË虞�`：《ø$�â�`》（=ì：ßf$C，１９８７），D １。
@6�：《wW�ÅÝ》（=ì：��Íîï，１９７６9），? ６１，D １７４７。
W)，? ４９，D １４２４—１４２５。
���：《B�Ý)》，@øÉ{��：《�ÃÑÝ》（4¬：j�úûÍîï，１９８９ 9），?
３４，D ５９５。



×.、@Z；KNtÐã，°¤×ÃíZ。”瑖瑨£ôÁÕ，dúè@â·、(è¤j

ÐAzêp;ð，òõ�UdÑúæA@If��j。

�°，Ñúæ�Æ�Q^â，�Æâ·jÐAª«，dZz!起i?_ë

�$，Ej%Åqc§Av¢，koV¥øP，@RLXU:。瑖瑩 Nbtô，Í

#§�ª«“vÞLÊ，UyØ”，瑘瑠A2·(“ÖÎ�]A��°，/xvú

F�)”，瑘瑡|oÎàt-Yzv。�°，i@�ë¯：“�jHÃjZ�F³

¤úF，ÕEl�1ÙM�，ÀµjH=PljH，̧ ¾l³y，vPlM�，̧

Æ�*�ù°r4¿。”瑘瑢È_ë*F@�Hÿ，7oÖQç“³y”，PÜæ÷

M�°�tÕY。

�i@�W,þÆt>íªSò9�Avzæ，�/“*ß�`õ”�É

Zzå�A³©�A2：

世之言詩者，好大好高，好奇好異，此世俗之魔見，非詩道之正傳也。體

物著情，寄懷感興，詩之爲用，如此已矣。瑘瑣

“!Ã!×”$Ì+-§��ÂA³©，瑘瑤“!M!¡”̧ ¸D“̧ þÍM”瑘瑥A

A2°-，v�/lô3���Yÿ，°·(����xè�m———èG:

X，Ø�mQ，《ùS》óZ：“��Á/QF=，/EX7，/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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瑖瑨
瑖瑩

瑘瑠

瑘瑡
瑘瑢
瑘瑣
瑘瑤

瑘瑥

?*A：《?� �Ý)》，《ù�äF7K�》，? ７１，D ４ｂ—５ａ。
]^_¸DÑúæxèÓ�@RV¥øPAå�，/%Ñúæ�F�ÕÖ=AiÛL，
wbRC¥úAöÓ，N�Z]~A ã。Áèl��ZÜA\<Þ。õ]^_：《�ê
Ñúæ�@jA“V¥”�i》，《=Ã�A¦@:》G ９４\（２０２０9 １１m），D ７７—１２０。
�Hÿ：《»`Ä�》，�Hÿ:，P.>��：《�HÿÝ��》（)B：)BúûÍîï，
１９８１9），? ４，D １８７。
PÈW：《&��Ý·É·@ó》（)B：)BúûÍîï，２００９9），D ５７４。
i@�：《�mTè》，? ３４，D ３２２。
vzæ：《�©·ùS》，D １６ａ—１６ｂ。
?*A《ß~��》É：“̂ W�5×�，p<�J，DâÚM，�¤Ñú，��Ê´，lQê
F�/。”“)³�Kª²B°N，ª^W°Ã，ªÁ�°×，Ù�]NÃC，È�NjÔ
d。”/×、Ãèl�5%ß�pØAuL"。2½IH：《Kê�â�ë》，D １０４４、
１０４９。
¶ÍPÈW：《&��Ý·×Þ��N》! 2«��¶，D ５７４。



oÕX»E:，°�»EV7，ß��/®�ÿZ。”瑘瑦��m-，dEX:��

V。“�V”ÁÎ�}JÑúæØ×�ÂA+-，°“X:”Uª>8Í#、A2

�mALÊ，7W�<X³©3V¥øP，LXU:Ahi。q§ÈAo，vz

æ±@IÔf)4ª《�:》。E`：

《三百篇》每章無多言。每有一章而三四疊用者，詩人之妙在一歎三詠。

其意已傳，不必言之繁而緒之紛也。故曰：“《詩》可以興。”

古稱詩千有餘篇，而夫子删之，存止三百，亦取其感通之至捷者耳。瑘瑧

《�:》Ý6§{biA�¼_�，-ÞªèJdXV，UÆ¬�oò°m�]

c，¼®\�Y!“��Á/QF=，/EX7，/E���7。”瑘瑨7£o《S

¶》YZA“�Á/Q”，瑘瑩a=3a�°�Rm-VÙA�V，瑝瑠o/vzæ{

ö0©*�A|$，ÌÍ!Aè?|óR“m4�ªò”AýL。]7Yov

�{�éòõ×ë��3。《ú�©》É：

禮失則來之野，瑝瑡詩失則反之素。隋焬帝一洗頹風，力標本素，古道於此

３８１從華得素： 《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瑘瑦

瑘瑧
瑘瑨
瑘瑩
瑝瑠

瑝瑡

vzæ：《�©·ùS》，D ２０ａ。《7cÐ$ù[》Sv��@：“Ãn/É�l°，XÔl
ª。”¾o£ô°-，ÁQÑs'。�~、+�{�：《ÅL7cÐ$ù[》，? １８９，s ５，
D ８７。
vzæ：《�©·ùS》，D ２０ａ；《�©·»》，D １ｂ。
vzæ：《�©·ùS》，D ２０ａ。
�üÝÞ，P�Þ：《S¶mÞ》（=ì：ß�à$á，１９７３9），D １５６。
«��/“�ÙðÇ”��，ÌÍ“Q”d�Qz\o“a=m-VÙ”A“Q”Ø。õ�:：
《¹“�ÙðÇ”S�Qª¶�“Q”ØAT;》，《�íQ]S》（=ì：a:ÍîNCÍ
D，２０１７9），D ７２—１１９。vzæ“m4�ªò”，7o{ö“�Á/Q”，¹a=�Õa�
VÎS。
ô�《7cÐ$》îè“p½¸-�À”，m=íDn�J¿�cH^K�Sò9�W�，
“-”ÿè“0”。4Í“-”l7cái�÷r<，Ã�0©Y�Tl´(，�°v�ù�
ð���，“0�À”�“x��”，¶ÙPl¼®。�þõvzæ：《�©》，? ２９，《�à
��¿7cÐ$》（=ì：=c¤dà$á，１９８３ 9），s １４１１，D ２４２；vzæ：《�©》
（7í：J¿�cHªfä�c ２６ sî，�Sò�W�），s ６，é?，D １ｂ；vzæ：《�
©》（7í：J¿�cHuQ�@hY ８sî，�Sò�W�），s ７，é? １ｂ。



復存。瑝瑢

²äN�：“p½°-©À”瑝瑣，Z)¿ï{p�^×、ÞáZÓz，G�ÅbI

ót1AÔ{L¦，ÁÇ{ö。�\��-ÜA，éòõ7qt“�½”A9

ê，vzæú_ë]�：“]Fdá¨Ô，½ê�ô，ÕE<Pt-g。……2

�《F�ry"》，E«�Iq，�7？h-�Ù�，½wZ\，�Èn×，X

ôn�。”瑝瑤ó`：“©�e5，)R��»k。]��<，)Rp��{。]�

q-。”瑝瑥©、]�FRCt¨1�Ô，@R:ôn�，òõ¸“C|��”，Àè

?§.m-VÙAþü。《ùS》DôNP-îAZ�：

陳人意氣懨懨，將歸於盡。隋煬起敝，風骨凝然。其於追《風》勒《雅》，

反漢還《騷》，相距甚遠。故去時之病則佳，而復古之情未盡。詩至陳

餘，非華之盛，乃實之衰耳。不能予其所美，而徒欲奪其所醜，則枵質將

安恃乎？隋煬從華得素，譬諸紅艷叢中，清標自出。雖卸華謝彩，而絢質

猶存。瑝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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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i》l¨：

肅肅秋風起，悠悠行萬里。萬里何所行，横漠築長城。豈合小子智，先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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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營。樹兹萬世策，安此億兆生。詎敢憚焦思，高枕於上京。北河秉

武節，千里捲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窮超忽。摐金止行陣，鳴鼔興士

卒。千乘萬騎動，飲馬長城窟。秋昏塞外雲，霧暗關山月。緣巖驛馬上，

乘空烽火發。借問長城候，單于入朝謁。濁氣靜天山，晨光照高闕。釋

兵仍振旅，要荒事方舉。飲至告言旋，功歸清廟前。???

�j åõ?l~Ó^��|V�，òõ�¤Q[¡ÄXV>，(í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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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其（筆者按：指煬帝）《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

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

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

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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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江平不動，春花滿正開。流波江月去，潮水帶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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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仍爲鏡，星連可作橋。（《同管記陸瑜七夕四韻詩》）

月小看針暗，雲開見縷明。（《七夕宴玄圃各賦五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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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從華得素： 《詩鏡》選評隋煬帝之形象特色及詩學意義　

???

???

???

???
???

???

·Ä{�：《é$·?»&t》，D １７４１—１７４２。虞*à（？—６１８）l虞*¬（５５８—６３８）
�ï；¹(³（Å�9Ur）l]、é�Ü�F，A$òE“Þ��，t)��k。”·Ä{
�：《é$·¹(³&t》，D １７４２。
.&8：《àSéòõd¬ì�jû>6djAè"》，《ìíÃ@@:》１９９９ 9G ４ \，
D ９６—１０４。X°�：《éòõ�@ÿ~%xèúx》，D ６０—６５。
《ºÐ$·^V》：“《N!"mÂ》《F�ry"》《aa》，�]rªYè。ø>)�?j
R@Z%�i�_l�，ø^)��ót�¼，FEk%È=/lôÿ。”a1�：《º
Ð$》，s １０，D １０６７。
vzæ：《�©》，é?，D ４ａ。
.&8ëô�：“§、7^�hChm，5¼HÃ，]�foìï£½、¤�ALØ、·ÃA
��d�jAè.。”ÁQÑs'。.&8：《àSéòõd¬ì�jû>6djAè
"》，D １０３。
vzæ：《�©》，]? １，D ３ａ。



/Õ¾�E�rAX¬m}。v�_ë],Aè?“]~`,”???，ØC¿，5

¦»。�T�ð，“Ò¯!m#，;6hC0”，Á:mÌC�，a=ÝÚüm}

NÂºp，�Ü��ïÀ)ä\，«ü¼®v�“��Á/QF=，/EX7，

/E���7”???���，°òõ�ÔËiA¬m�Z·，Uü¨«Wçd¦o

E¤u��Aß�¸Í。�V《7z5Á�·!|Ã》\7�：“黄Énz¾p

-，Â�üü!6Q。¶@ô�wvÚ，"@PÔZÂ-。”???0�Ãz¤AÞ

�，¹G.、ï�MÂSAm}，m�-ôwUdè，《ú�©》ë“RÆFF

¶”???。ûü¥ÝvÆ，-�â.RF，]7¼®《ùS》“Ã´.n§，°©M

ªc。”

���，vzæl�;Ñú��Ó%ÅAv<，4N《�:》，§²m4ª

ò、(��Ø�è。òõ�µ]��r，QÅ^p，¹.v�，Ãªèl6Èð

�，wUükSdÈÀFA<S�xè)，(ãÓ.úÿÑc，Õv�ýl(

Þ�。

　 　 （二）比較隋、唐：絢質猶存且風味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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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õvýAïð。《ùS》É：

隋煬從華得素，譬諸紅艷叢中，清標自出。雖卸華謝彩，而絢質猶存。並

隋素而去之，唐之所以暗而無色也。珠輝玉潤，寶焰金光，自然之色，夫

豈不佳？若朽木死灰，則何貴矣？唐之興，六代之所以盡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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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M，óÉ：

隋煬復古未深，唐人仍之益淺。夫以隋存隋，隋不存也，祇存其爲唐耳。

唐之存，隋之所以去也。蓋以隋存隋，則隋孤；隋孤而以唐之力輔之，則

唐之力益弱；唐弱而人不知反，不求勝於古，而求勝於唐，則他道百出矣。

正不足而徑，徑不足而鬼，鬼不足而澌滅無餘矣。自漢而下，代不能爲，

相存至於唐，而古人之聲音笑貌無復餘者。隋素而麗，唐素而質，“鳥擊

初移樹，魚寒欲隱苔”，唐欲爲之，豈可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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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自梁、陳以來，爛爛春華，輝輝秋月，艷之一徑，不可復過。隋煬雖返古

道，然華實並高，轉入初唐，英華霣頓，盛唐别轉風調，即意味愈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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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Ø´。”???jÐZ[þÌp�，/ÚÚÃZAj*5¦，rÜ³��Õ横

Z¯A¨ØC，《Ð�©》ZÜ·M：“Ð�ýt¶�=，/³ú�Õ，³K�;，

³Ù��。ôEÕd5C����，°ÆÉNCüvý。”???ªv)��äF

A�:ÉX，/eù?，ÐFUn¥�KÛ，Tgvý，ÕN“Ù¬qÜ”�

d。??? ���，Yo�ÐA“̂ .Ýç”、jÐA“þÌp�”，å7Jòõ��

�¤�.Avýù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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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vzæë?Ù《ÀT》¶，õ�:：《�©》，�Ð? １，D １０ａ—１０ｂ。
vzæ：《�©·ùS》，D ２４ｂ。
vzæ：《�©》，�Ð? １，D １０ａ。
W)，D １ａ。
《Ð�©》̀ ：“)�ú�，EÿdÉX��，UÁ/C�，UÁ/NÞ，UÁ/¸v，UÁ/
ÙR。Ã@、.Ctúp，°@<Ág，.öÁ.，/+õ、n�ü，Yâ、·ã！”W)。



v�/òõ《àO》l¨，my“Ð»l�，]Áv”。Ð�Vð：

故年秋始去，今年秋復來。露濃山氣冷，風急蟬聲哀。鳥擊初移樹，魚寒

欲隱苔。斷霧時通日，殘雲尚作雷。???

《àO》]À©Öm(《î§·tB》，???ªâ《ú�8y�》̧ 擴Ãl“%Ú”A

ªi，???W#、Y[�F3ºyôQÆÉpÀ。??? �°éòõ�NÀ�]ç0

¤，《àO》/myzâ¶Ú起>，ur��Ù3}É、ª3Îß°¿¿�ã，+

�,àm6��AÖ�n，8�Ü.�FAÅUC�ÙVC。《ú�©》ëÉ：

“5Ø¦´，r*ÐF¥�Uv。”???vzæS�§²“5Ø”，�`：“��5Ø，

5ØÚó，XLYM，Q�ÄU。”???øL《�©》，v�)/“5Ø”èl?ëà

$，�d\ÅrÂ)_K，ÂguLÅkLA¶Ø。V“5Ø�]”“7í5

Ø^ð”{。??? HÓ)，“5Ø”l“5”�“Ø”Ab8，\=��FAÅUL

X��，�LX�5�¤òAÎïST，ÆÝn賴¶�_�ë.Í0，Eef

¸òl“Ø”。??? ���，“5Ø¦´”ÙÌòõ/�9AmC，0Í5³]Ài

NAß�_�。

ªv“Ð»l�，]Áv”，ô“Ð”où�YNÐ�，̈ ÅþNYÌ？m

=/l$ÌjÐ。《ùS》��：“‘ßÙ$�v’，�éò‘ÙÉ���’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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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zæ：《�©》，é?，D ２ｂ—３ａ。
《î§·tB》：“nmãEUTá，N�OEê)，ñÊ#�ðõá，�~F�½â。”eQ
9�：《î§Ïm》（=ì：ß�à$á，２０１１9），D １８。
WC¿�Hò],Aªil“4�Aà-”，n“FpÙTM(uÅctz��)°!起
Aà-。”õWC¿�H：《4�Aà-———ú�8y�Aªi（)）》，《j��@》G ６ ?
G ４\（１９７７9 ９m），D ２５。
öYH：《G:S��XZ———jZÞX~@d¶�AZÜ》，}~jZúÔ�@�F{
ªë：《�ÓG��S》（=ì：=c@Å$C，１９８８9），D ２９３。
vzæ：《�©》，é?，D ３ａ。
W)，â? ２，D １ａ。
�þÍ(vzæë@5《Vçéß�》�ùë7â�，õ�:：《�©》，jÐ? １２，D １３ａ；
《ùS》，D ２ｂ。øL《�©》，/“5Ø”èl_ë�¶�Í. ４３�，E§ÈL£ôÁã。
“5Ø”l“�5S”�“�èS”-ÜCDj_UA_ë�Ö。rõ«��：《�@_ë�
¶§Ô：5Ø》，《��》G ２７\（１９８６9 １２m），D ２６２—２６４。



Ø»e。”???“ßÙ$�v”Í(aVd（y ７２６—７８６）《mðý{9�》：

自古悲摇落，誰人奈此何。夜蛩偏傍枕，寒鳥數移柯。向老三年謫，當

秋百感多。家貧惟好月，空愧子猷過。???

�Tt《àO》5C�·，《mðý{9�》�a£Ùú�20YN_ö�Fö

�á0，¼/“÷�”、“�ä”，àXöÙIsÐÜ。《Ð�©》ë“ßÙ$�v”

Q�“¶CÆ&”???，uLaVd"E��，“pØ»e”k�5�ÍaVdÜ.

AÆÉpÀ，vòõ�åÞ。

Uü¨«Ao，vzæbuLaVdK��è«v¶��¢，???VWÈò

iòõ“.Ó�×”，¾/¶��là$。�/òõ(xA¨i《!|?^�》

l¨，???Ej)、¶�“æç4èg�é，Vð §Æ¸�。”v�ëÉ：“|Ø·

U，Ù%×~。”???“×~”ÔÍnê，???òiô�(�-¨，×ÌÒN。ô�，v

zæ�Òô_ëÐ�：

江淹（筆者按：應爲江總，原文誤植）“風高暗緑凋殘柳，雨駛芳紅濕晚

芙”，隋焬帝“淥潭桂楫浮青雀，果下金鞍躍紫騮”，直述景物，風味自成。

唐人不琢不高，意必矜異，語必務奇，故緣飾盛而實趣衰，雕刻深而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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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vzæ：《�©·ùS》，D ２５ａ。
vzæ：《�©》，jÐ? １，D ９ｂ。
W)。
vzæ`：“aVdèGX]，çtiÙ，EýqN!ÍjÐ=。‘黄f,Ï9’，Ao¹´、
?¾¶5。‘�ª·Fð，N�d.�’，‘N�’��,^ÿÍ《Fn¸�》¶？”õ�:：
《�©·ùS》，D ２５ａ。
ù�Vð：“Þ�ºqÁTó，=ë×�Ñ!=。p[Å�Í[Ã，Vì¾íåÏO。æ
ç4èg�é，Vð §Æ¸�。���îÒïý，V�-�^u�。”vzæ：《�©》，
é?，D ３ａ—３ｂ。
vzæ：《�©》，jÐ? ２，D ２２ａ。
《¬A·?ð�t》：“nê)õ¶`，‘!�×~ÒÌVîð’。”@À��：《¬A》（ì
í：j.$C，１９９７9），D ６０９。



損，格力日降，音韻日沉矣。???

v�S�ª«“�/p¬lI，U/HÓlW”???、“�/-�lI，U/ö.l

W”???，äF:X(a，ÓÔ(U。!�Ý6ë^!ù�，uLòõ0Þ�!G

pX，(�tÉ，á°¸ñNGZ�<AjÐ��。《ùS》N�：“Ù#_K，v

|:�，ô��q)Q�。�»�°±Í�，ôjÐF�Y/<7。”“jÐF

"Ù，!.!ö，!¡!r。”???jÐ�XôUÐ�¶��º=，???ñ*�òÙ)

õG.øP�<，???UV¶�Åòõ�p¬(U。

���，vzæ¹��-Ü!;�ºA²¥，my“Ð�Q，¶ê�Y/®

�7”，éòõd]6È\j，°VE�ïIóJ¶�A.Kp�，T�pØ�

(AjÐ��，P(�·U。7�t�Ð“̂ .Ýç”、jÐ“þÌp�”，Àé

ò“.Ó�×”AýM，d�@A)Ü.ý3ÙØ。vzæ/“Ð»l�，]Á

v”“r*ÐF¥�Uv”{ñÃ¶c[Þòõ�，PÙd·²a=，¶��

é�ÓlUÁ¨²A�@f�。

四、 結　 　 語

��/vzæ《�©》ë*éòõ�%�HlãSæÓ。《�©》Dòõ�

�A*ë，d�êú�*�����âj，N^�ý3�q：EQ，T�《ú2

�}》《��》{:1*�，*}í¨�×。Eß，�Dt?*A±éòõ�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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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æë!ù《Jr{¨�》¶，õ�:：《�©》，]? ３，D １１ａ。
vzæ：《�©》，�Ð? ８，D ６ａ。
W)，jÐ? １３，D ２３ｂ。
vzæ：《�©·ùS》，D ２５ａ、２３ｂ。
V“³��v¶��D°�EÓ，'©úv¶��´°�E.。”óë³®G“Ø°ó，õ
�Eå……¶�Ï©。”vzæ：《�©》，�Ð? １，D １ａ；jÐ? ２，D １ａ。
vzæ`：“jÐxj�p，òÙ°³Æ，*�°³ý……�E<dG.øP，�5UÃ，
èØÛ°�5¾û。”�¨Vë�ô《õG�¢¬þg》：“�Ú.K，oljÐ。”ëHZ�
《V#»ÕF》：“�Úö.ojÐ¶�。”õ�:：《�©》，《ùS》，D ２４ｂ；jÐ? ４，D
９ａ；jÐ? ３，D １６ｂ。



“�Çx°!�?ß=”�&，/%�@AB)�ò“]、é”，vzæUªU/

*ª�m、�Z�Älòõè?L�，PÜuLÈN“起ÿ”�þ。v�¡tÒ

ßAS�àth|,A�@�，N�zêLÙØ？ñÈ���ãUVVð：

£¥t�H°�，vzæ.ÙÓ{Ð§m5tMj，éòõ���%��

H，�±�1®v�è�~“�s”?，°d《ú�©》é�?j，Ióòõ�X

pÒA�H�_%。v�D《éM¦》《̀ @5》{`Z��!�Æñ，Ñ�È

§X�°-ÇxAÿ~�。�DtEÈ�S�¹ÿx¿Ñ_ëòõ，vzæ

uLòõÊ�Q¢A�X，la=Z"P?�AÞaÑ÷。

£|��ß°�，vzæDòõ�Aë�，WÎd�;\r³©�@v<

A¡¢)。��，ÈS�4N《�:》，§²m4ªò、(��Ø�è，<X³©

3V¥øP，LXU:Ahi。dôÿ~à$)，�Dt]rªAè?“ÆÉ

Ë®”，òõ�QÅ^p，¹.v�，�Sd<S�xè)|ÀúÿÑc，E<

úo6Èð�，d��-ÜV4jwQ�hW，Õv�(Þ�。E�，v�xD

\r³©ú�@â·，(è¤jÐA»=��，o/ë*《ú�©》擴Ã@IÉ

<。Wz，ÈõÍ�@!;.%，m²Ð�Q°¶ê�，£ôÑ�}M\Fz/

°�èp¬DUAéòõ，kEd�Ð^.öç，jÐþÌp�，jÐN!.

�<ADíð，W-å7òõ�r�0=AÌ|L。

���，ãqS�Avzæ，Ý6*ë��，擴Ã�@Ôf，È¹�@A-

ÜA¥¦，§¨Lðéòõ�����，l�}(¯JS��;%�S，dÚ

NAÑú、A2{©Òæ÷ðð，UQ,A�'²¥。

（作者：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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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專書

j+&：《eV%Ý》。=ì：=c¤dà$á，１９６８9。

?*A：《ù�äF7K�》。hÑ：«ÚÃ@7�]÷í¢$á�úûcH，�>í*:

a�。

?*A：《ß~��》，2½IH：《Kê�â�ë》。ìí：j.$C，２００６9。

?ªy、��：《·ì¬ì��@_ëA》。)B：)BúûÍîï，１９８９9。

D"âë:，¦§æm：《bß4$》。)B：)B$l，１９８９9。

D"A�，34ÝÞ，D"AL�，«>¤YØ：《A5》。ìí：j.$C，１９９７9。

�~、+�{�：《ÅL7cÐ$ù[》。=ì：=c¤dà$á，１９８３9。

���:，@øÉ{��：《�ÃÑÝ》。��：j�úûÍîï，１９８９9。

�üÝÞ，P�Þ：《S¶mÞ》。=ì：ß�à$á，１９７３9。

�1:：《̀ @5》。ìí：j.$C，１９９１9。

¡�ßªë：《��âÐë》，s １０。¬í：!�úûÍîï，１９９７9。

@À��：《¬A》。ìí：j.$C，１９９７9。

@C{*°ë：《øQéù》。=ì：=c¤dà$á，１９７５9。

@6�：《wW�ÅÝ》。=ì：��Íîï，１９７６9。

@Î�ë：《ú2�}》，《�à��¿7cÐ$》，s １３８２。=ì：=c¤dà$á，１９８３9。

Êxu�：《ú�m》。ìí：j.$C，２００６9。

Êxu�，?HX�m：《Z�ü¶》。ìí：FG�@Íîï，２０１１9。

�1:：《Bä5》。ìí：j.$C，１９９１9。

eQ9�：《î§Ïm》。=ì：ß�à$á，２０１１9。

¦y：《<þX�[â》。ìí：j.$C，１９８５9。

¦®¹：《e±äüm[》。)B：)B$l，２００９9。

¦®¹：《�û》。)B：)BúûÍîï，１９７９9。

Ü■：《Ü�mÆ》。=ì：@Å$C，１９７１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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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úm：《â$》。ìí：j.$C，１９９７9。

�jÿ：《$O%Ý》。)B：)BúûÍîï，１９８９9。

�Hÿ:，P.>��：《�HÿÝ��》。)B：)BúûÍîï，１９８１9。

«F¸：《ú�^�》。ìí：j.$C，２０１７9。

«�：《â·¶�~§1�Ý》。=ì：��Íîï，１９７９9。

É��：《ú^~》。=ì：=c¤dà$á，１９７８9。

i@�：《�mTè》。ìí：FG�@Íîï，２００１9。

ù©{：《¶¶》。«¬：̄ ò$ï，１９９５9。

ù´µ：《̂ \�Ý》。ìí：j.$C，２０１３9。

]f*：《�60�Ý》，《7côG$[W》，s ６０。ìí：ìíÍîï，２０００9。

]�¨：《��`Zÿ~-ÜA》。ôâ：ôâÃ@Íîï，２００７9。

vzæ：《�©》。=ì：=c“Z�”¢$áH，�Sò�W�。

vzæ：《�©》，《�à��¿7cÐ$》，s １４１１。=ì：=c¤dà$á，１９８３9。

vzæ：《�©》。7í：J¿�cHªfä�c ２６sî，�Sò�W�。

vzæ：《�©》。7í：J¿�cHuQ�@hY ８sî，�Sò�W�。

vzæ�，ß�í、%7ì��：《�©》。IL：4ìÃ@Íîï，２０１０9。

黄°Ô：《��B》。ìí：j.$C，１９８７9。

´X：《F¸[â》。=ì：廣�$C，１９７３9。

ÊÃÒ：《äaXß》，《�à��¿7cÐ$》，s ９７４。=ì：=c¤dà$á，１９８３9。

逯ÅÎ：《�Qâ·ì¬ì��》。ìí：j.$C，１９８３9。

ëñ÷：《ú�+》，《�à��¿7cÐ$》，s １３８０。=ì：=c¤dà$á，１９８３9。

�ZM：《7ßÝ》。)B：)BúûÍîï，１９９１9。

�b�，?Ãú�Ñ：《!ô�â¨�Ñ》。ìí：j.$C，２００８9。

XEu：《K=Ý》，《7côG$[W》，s ３２。ìí：ìíÍîï，２０００ 9，�Sò§9Xy

.�。

a1�：《ºÐ$》。ìí：j.$C，１９９７9。

a4:，67ØÑ：《�ÓG�ØÑ》。)B：)BúûÍîï，１９８９9。

a3�，dÉj��：《éÐ6â》。ìí：j.$C，１９７９9。

ý�Ä、§Ö{�：《̈ Ð$》。ìí：j.$C，１９９７9。

ìQW：《Täa�+》。)B：)BúûÍîï，１９９２9。

P>：《üX�Ý》。8�：黄ä$ï，２００９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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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ÈW：《&��Ý》。)B：)BúûÍîï，２００９9。

oS�，�2m，01½Þ：《p5》。=ì：ß�à$á，１９６５9。

Éó、×�Në：《ú��》，《�Ä7cÐ$》，s １５９０。)B：)BúûÍîï，２００２9。

Éó:，@�Z、Æ§�|�：《�9wÝ》。)B：)BúûÍîï，１９９２9。

«�ú：《éM¦》。ìí：j.$C，１９９１9。

·Ä{�：《é$》。ìí：j.$C，１９９７9。

c=:，ùË虞�`：《ø$�â�`》。=ì：ßf$C，１９８７9。

二、論文

0�^：《“w©õ÷�”�^ÿÍ�î》，《$=*�》，２００６9 １１\，D ５５—５６。

? ,：《Séòõ0�ÞX�》，《�î<ç@�@:》２０１１9G ２６? １１\，D ２６。

WC¿�H：《4�Aà-———ú�8y�Aªi（)）》，《j��@》G ６ ?G ４ \，１９７７ 9

９m，D ２５。

@hZ：《〈Ãg3M5〉{)ÜtM0èzêA�ãS》，《�@MÄ》２００９ 9G １ \，D

２１—２８。

.&8：《àSéòõd¬ì�jû>6djAè"》，《ìíÃ@@:》１９９９ 9G ４ \，D

９６—１０４。

X°�：《éòõ�@ÿ~%xèúx》，《ìjS[》２０１９9G ３\，D ６０—６５。

Ã9È：《〈Ãg3M5〉�〈éò§5〉k�》，《X×{��@�@:》２０１０ 9G ５ \，D

４４—４７。

¾�Ç：《]rª、éòõ�]é�AAÌ;》，《#�Ã@@:》２０１５9G ５\，D ６４—７２。

«FX：《S¬ì�jû>��ðAéòõ��》，《!B@W》２００２9G ３\，D １６６—１７１。

«öÎ：《vE5��~———vzæS@5úè�A�@ÙØ》，《jZ�¦�FÝW》G ５１

\（２０１７9 ９m），D １—３７。

{Ëâ：《〈Ãg3M5〉〈ÉÏt〉{)ÜtMA0èzê》，《]gÃ@@:》２００８ 9G １ \，

D １０６—１１０。

]~w：《N.�½.———Svzæ�?��A.�*ë》，《UÃj�@:》G ３７\（２０１２ 9

６m），D ８１—１０５。

]^_：《�êÑúæ�@jA“V¥”�i》，《=Ã�A¦@:》G ９４ \（２０２０ 9 １１ m），D

７７—１２０。

]^_：《É�\A：vzæ〈�©〉A.�_ë�jÐ¢¦》，《ÞÃj�@:》G ２９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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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６m），D ８１—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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