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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杜甫誕辰1300年，南京大學文學院張伯
偉教授，特意訂定「杜詩在東亞文學中的地位」
作為在中國文化中心演講的題目之一，以另一種
的方式來紀念杜甫。今人一般對杜甫這位詩人的
名字和生平都不陌生，對於他貴為「詩聖」這個
文學地位都沒有異議，然而，杜甫「詩聖」或
「詩史」這一名號是否一開始就有呢？他的詩歌在
東亞地區如日本、朝鮮半島等國家的地位又如
何？其文學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
東亞文學，在空間上主要包括中國、韓國、日

本，這次的講座內容旨在打破國別、民族和語言
的限制，在更廣泛的範圍內討論文化現象。

中國文學史上的杜詩
今天，大家都說杜甫的詩作是集各家的大成之

佳作，其實他在世時，雖略有名氣，但地位不
高。就文學評論的角度出發，若要看文人的作品
是否受重視，最直接的是翻查他的作品進入選本
的數量，收錄的數量越多表示他受歡迎的程度越
高。但綜觀現存的唐代詩選，幾乎沒有一本選錄
杜詩。另外像《琉璃堂墨客圖》，它是唐代一部重
要的詩學文獻。琉璃堂是文人聚會的地方，而墨
客指的是詩人。在該文獻中，王昌齡是詩天子；
李白是詩宰相；王維是詩大夫，但杜甫只是排名
第十三。當時，杜甫自己也自歎：「百年歌自
苦，未見有知音」，他說自己非常用心於詩作，卻
苦無懂他的知音人，在文壇中沒有公認的地位。
一直到杜甫逝世大概十年後，他的名氣才漸漸

地變大。元稹說：「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
之有所總萃焉。⋯⋯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
之所獨專。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這時杜
甫得到大讚美，此乃杜甫地位的一起。但到宋
代，他的名氣開始回落，因為某部分的詩人不喜
歡杜甫的詩作內容和風格，如楊億，他甚至賤稱

杜甫為「村夫子」。歐陽修也不喜歡杜詩，他在
《李白杜甫詩優劣說》認為，李白的詩比杜詩較多
元化，但若單就某一方向的內容或風格而言，杜
詩也是出色的。
到王安石的時代，杜詩的典範地位才真正地建

立起來。王安石認為杜詩不論在內容和風格上都
是「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除了王安石以
外，當代還有許多人極力推崇杜詩，如蘇軾、黃
庭堅等。他們三位對杜詩的內容、風格、句法，
以及杜詩中的思想都極度推崇，是非常全面的評
價和讚美，這時候，杜詩的地位可謂堅不可摧，
以至於各私塾都傳授杜詩，它的地位類同於《孝
經》、《論語》、《孟子》等經典，每位學子都要
背誦、學習。

日本文學史上的杜詩
杜甫的詩集早在九世紀時已傳入日本。文學方

面，唐代之於日本是先進的國家，所以當時的日
本政府會安排僧人、學生到中國留學，學習中國
文化和禮儀。日本人對中國文化非常欣賞，尤愛
閱讀中國的書籍。當時來華的日本人，都必定購
買大量的漢文抄本回日本，其中也有杜甫的詩
集。
日本的文學史主要分為三個時代：平安時代

（以貴族的文學為主）、五山時代（以僧人的文學
為主）、江戶時代（文人的文學）。在平安時代中
最受歡迎的唐代詩人不是杜甫，乃是白居易。當
時的選本如《千載佳句》，只入選了六聯杜甫的詩
作，白居易的作品竟達五百七聯。
到了五山時代，隨 宋代文學及批評文獻的傳

入，白居易的文壇典範地位漸受動搖，杜甫的地
位在這時則開始上升。隨 閱讀的頻繁和受眾的
增廣，禪林中也興起了講解杜詩的風氣。《翰林
五鳳集》卷六十「支那人名部」以杜甫為吟詠物
件的作品，也多至二十二題五十一首。 但杜甫
還沒有獲得獨尊的文壇地位。
江戶時代是杜詩盛行的時代，大概是17世

紀末到19世紀中期，大量杜詩的注本傳入日
本，如盧元昌《杜詩闡》，元祿七年傳入；仇
兆鼇《杜詩詳注》，寶永七年；《杜律意
箋》，正德元年；享保二年；楊倫《杜詩
鏡詮》，弘化元年等。對杜詩的閱讀和
註釋風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
度。只是杜甫僅僅作為一段時
間內的文壇典範，還不足以
成為至高無上的最高典範。
現代學者吉川幸次郎，他

不但對杜詩迷戀不已，更是
極力地推舉杜詩，他絕對是讓

杜詩在日本成為典範的重要推手。他更說自己是
為了拜讀杜詩而出生的。他對杜甫和他的詩作有
以下的評價：中國文學中最出類拔萃的作品便是
唐代杜甫的詩作；杜甫不僅是唐代詩人的代表，
也是中國古今以來最偉大的詩人，是中國詩的完
成者。這樣的評價奠定了杜詩在日本的典範地
位。當然這跟吉川幸次郎自身的文學地位和名氣
有關，他在研究中國文學這一個專業裡享有很高
的地位。

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的杜詩
杜詩在朝鮮半島文學史上的地位，可以用申緯

《論詩絕句》中的一句話作總結：「天下幾人學杜
甫，家家尸祝最東方。」「東方」即是朝鮮半島，
意思是模仿杜詩最多的地區是朝鮮半島。杜詩在
朝鮮半島享有獨尊的典範地位，它在朝鮮半島文
學史上也是歷時最久、影響最廣、印記最深的。
但杜詩在朝鮮半島的文學史上，也不是一開始便
有此影響。高麗時代（相當於中國的宋元時代），
當時最高的典範是蘇東坡，當時科舉的考題多用
他的作品。
到朝鮮時代，杜甫成為崇高無比的文壇典範。

主要原因是杜詩受到當時的王室的極度喜愛，故
此杜甫的詩集在當時有大量的翻刻本，絕大部分
杜詩的翻刻本及新撰都是在王室的主導下完成。
因此，讀杜、擬杜、集杜的風氣盛極一時。

結語
東亞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不少類型各異的典

範，有些屬於整個漢文學世界中所共有，有些則
是存在於某些地區或某個時段；有些典範的意義
是共通的，有些則產生了一些變異。
在中國，其典範地位的形成取決於文人審美趣

味的變化，而文壇領袖的個人審美往往會
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審美。在日本，其
典範的地位是由學者以學術史的專業
眼光來衡量。而在朝鮮半島，其典範
地位的形成與君王的直接推動有莫大
的關係。朝鮮半島自高麗朝始，文學
創作的主體便是士大夫官僚階層，
文學的作用也突出表現在政治方
面。杜詩的風格與此甚為契合，杜
詩會成為文學上的最高典範，似
乎也是勢在必然的。審視杜詩在
東亞三國文學史上的典範地

位，因其形成的方式不同，
所以結果也有差異。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

文化中心提供）

這間臥室兼畫室的屋子並不太大。自從父親離開
後，雖已隔了這麼多個日日夜夜，但屋內還像主人
當天出門時一樣地立 畫架，保持 原狀。
想到自己此刻面對的就是父親平時回來時獨自面

對的景象，一陣無法抵禦的感傷和同情，就像閃電
般快速地頓時傳遍了豐容的全身。
畫家追求的是「美」，力求表現的亦永遠是那神聖

崇高的「美」。他們在畫作裡所表現的技法是那麼地
豐富，極具變化，領人進入的境界又是那麼地莫測
高深。他們默默從事 的是有關於人類精神領域最
偉大的事業，但實際上對個人的生活要求卻是多麼
地簡單馬虎，多不在意，而且是多麼地易於知足
啊。
面對 屋裡的一切，豐容心裡真的是太難受了。

若不是對藝術有 一份深厚的情感，一份常人所無
的信念，父親又怎會到這麼樣的一個山村來，選擇
過這種無異於苦行僧般的生活呢？
看 四周那些日用品，在原地站了一會兒，她等

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後才掏出相機，開始小心翼翼
地拍下了進門時所見的屋內的原樣。之後才慢慢走
近畫架，認真端詳起畫架上放 的另一幅尚未完成
的風景畫。
畫裡的景物在眼前動了起來，在這一瞬間裡展現

出了當日的情景⋯⋯
山坡上開 的野花，以及一些長草，正隨 陣風

微微地晃動 。木柵前，那對正在談天的中年男女
在這時露出了笑聲，聊天聲，相互談論 的像是一
件令人覺得高興的事情。天邊散亂的浮雲正在緩緩
地移動，一切都是那麼地平凡，自然，那麼地無拘
無束，無憂無慮。
浮想不見了，風景畫又重新回到了面前那種已成

定局的原有狀態。
轉過身來，再看看靠 牆壁擺 的那幾幅父親來

這兒後新畫的人物畫和靜物畫，無一不讓她回想起
父親那種忠厚樸實的處世態度。她知道為甚麼不把
畫掛到牆上去，是因為不願在牆上釘釘子，弄損牆
壁。沒想這麼一位心地善良的人，在抗戰時期也會
動手去消滅日寇。
她朝一幅立在牆邊的父親的自畫像走去。那是一

幅不大的半身像，比例近於原大，兩眼炯炯有神，
表情中帶 一種憂鬱及自信。面對那幅畫認真看了
一陣後，她又站到了掛在離窗戶不遠的一面鏡子
前。

「那幅畫一定就是對 這面鏡子完成的吧。」
照 鏡子時豐容想。
「畫架呢，我看當時的畫架就擺在這地方。」
她用手在身體的左面往地上比劃 說。
「但角度呢？」
她回轉身，一邊朝身後的方向巡視，一邊認真思

量 。
「我想，那幅自畫像應該就是站在這個位子上，

側對 牆上的鏡子畫下來的。這種姿勢正好能使習
慣拿畫筆的右手能不受拘束地自由活動。而若是再
往任何一邊移動，無論是再移過去一點，或是再移
過來一點都已沒有可能。因為一旦如此，那些從窗
外投射進來的光線就會改變，就不可能產生出畫面
上的那種效果了。」
她打量 頭頂那片打斜的天花板，很自然地聯想

到了父親的身高，聯想到父親平時常弓 身子去屋
裡那些低矮處取放東西時的情景。於是便更覺得為
了藝術，父親確可謂是逆來順受，受盡了折磨。
她離開窗戶，又重新朝 擺放畫架的地方走了過

去。當她看到在木床邊擺 的那一雙仍保養得很
好，父親平時最愛穿的皮鞋時，便不覺蹲下身子用
手拿起了一隻。就在這時，沒想那些一直抑制 的
淚水竟再也忍不住地，已「噗」地一下滴落在手裡
正拿 的那隻皮鞋上。
她也同樣喜歡這雙皮鞋，喜歡由父親那雙腳的形

狀穿出來的這雙皮鞋的模樣。父親那一時代的人是
多麼規矩本分啊，就拿父親來講，即使是遠行，行
的是山路，平時也仍會按照向有的習慣只穿皮鞋，
不論方不方便都不會學 今朝人的樣，去改穿
那種新款的運動鞋。不變，從本質上來講不正
是一種優點嗎？但在實際生活裡，真正吃虧的
不也往往正是這些變通力不強，或者說是根本
就不願隨波逐流地去追求時髦，一輩子都只求
能守住真我的人嗎？
木桌上有幾枝仍插放在水罐裡的「鮮花」，枝

幹已禿，落了一桌變了色的枯葉、花瓣。另一
邊放 兩封還沒拆封的請柬，豐容拿起來看了
看後又放回了原處。接 又發現在一隻紙袋裡
裝 幾支新買的油畫顏料，紙袋上清楚地印
店舖的電話和地址。
走近那張木床，豐容拿起隨便插放在枕邊的

一疊信紙，開始認真地翻看起來。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喜歡在好空氣裡坐，在心儀的香味裡工作生活。
鄉下的空氣，每天都是活的。每天都有新的嫩的

香味加入芬芳的行列，每天都有舊的懨的香味悄悄
湮滅。滿鼻的清新讓人忘了這世上還有濁氣。
連雜草都難得見的城裡，綠色都是刻意修剪造型

過的。僅供觀賞的草坪和綠化樹，已退化了當年旺
盛的生命力和充沛的調節力。況且杯水車薪融入洶
湧的廢氣流，根本連一口氣都來不及嘆出來，就消
失得沒影了。
於是店裡有了空氣清新劑賣。十幾塊錢買那麼一

大罐，有茉莉香型、桂花香型、檸檬香型，等等，
應有盡有。只要將那噴嘴輕輕一按，就儼然置身野
外，而且那香氣又不太貴，一罐能用大半年。香氣
也可隨意選擇，想要甚麼花香就有甚麼花香，想要
香多久就香多久。
然而人就是這麼怪，因為明知花香是不能貯存

的，沒有一朵花能在罐內住，所以就覺得那花香怪

怪的，太過人工，太過匠味。即使鼻子受用了，心
裡仍不肯苟同，不肯將就 被善意地欺騙 陶醉一
回。
有段時間經常光顧花店，企圖以鮮花來淨化室內

空氣。可事實證明鮮花只增加了一點點家庭生活情
趣，對環境的內循環並不能起甚麼作用。
這些日子以來，我一心想找一爐檀香，只覺唯有

那梵樂般的素香才能和書房裡的紙墨香相融。許是
臭美心理作祟，聞 檀香，心神便如聖水過濾一
般，常心生檀香其實是一隻無所不在的佛手的幻
念。
在靜夜，在花香草味都高攀不上的高樓內，檀香

和西洋樂《聖母頌》一樣，是可以心無塵埃地靜心
聆聽的。
檀香久覓不 。心如香爐，捂一份好心情，心香

自生。

窗外下 如櫻花般的梅雨，雨箭組成一道水牆，將
藍天化為碧綠，不知道之後會雨過天晴，或是狂風暴
雨？
我的心跳配合牆上的時鐘，合奏成一首動人心弦的

輓歌。課室中的氣氛彷彿是一種固體，配合 空調的
呼吸，簡直和春夏季節沒有半點協調。在氣溫急降
時，我的心情也有如坐在「跳樓機」上的感覺。
今天沒甚麼特別，只是派發成績表而已，其實也不

值得把四周變成如箭在弦的戰場。話雖如此，我卻還
是緊張。
那一種緊張，就像把雙手放在溫水，嘴巴也會不期

然地不斷說話，雙腳也會不停震抖。雙眼如獵犬一般
追尋老師的腳步聲。面上帶 一個和心情沒有半點關
係的笑容。
窗外的櫻花變成鋼珠，成千上萬，不計其數的鋼珠

從天飛降，配合 在地上彈跳的聲音。很美，很宏
偉，可惜我的眼睛被一雙高跟鞋所攝去。
在學號一路遞增的同時，我的心跳也用上極誇張的

拍子。四周已經收到成績單的同學，有的開心到坐上
火箭般跳起來，有的失落甚至落下鑽石般的眼淚，有
的神情淡定。不論如何，我現在還是十分緊張。
時間因我的心情而漸慢，窗外的鋼珠亂舞，最戲劇

性的是配上雷王的一道轟雷，大概是因為心跳無法再
增加的關係。我看 窗外的雨，彷彿是一場流星雨。
一道一道飛奔下來，令我聯想起魔法陣之類的東西，
當流星墜地時，濺起水晶和碎冰。嗯，我的心思也被
這些水晶所濺起。
當我的號數被高跟鞋勾起時，我懷 不可言狀的腳

步向前，不知所措地接下那藍藍的簿子。我知道下一
刻緊張的感覺便如短跑選手般奔我而去。
當時間精靈把我帶回正常空間的時候，水牆仍是一

道鐵壁，白濛濛。不知道背後的景色是世外桃源，或
是死寂幽谷？
當我看到一堆數字時，這篇文章也要落幕了，不過

這段心情很難忘。窗外，雨過天晴。終於，有點春夏
的感覺了。所有的櫻花，鋼珠，流星都消失了⋯⋯

老黃退休在家，擔當起了家庭事務，閒暇之餘，在樓前空閒地開
荒種了個小菜園。
盛夏的一天，老黃正在菜園裡拾掇菜苗。門口的保安急匆匆來到

他面前，雙手遞給他一隻毛茸茸的小鳥。保安說：「黃大爺，這是
我剛撿到的小鳥，送給你養 吧。」
老黃接過小鳥，小心翼翼地觀看。只見牠肉敦敦的，黃黃的嘴

角，兩隻小眼睛像是剛睜開似地。小鳥不時發出莫名其妙的叫聲，
好像在哀求說：「好心的大爺，請您救救我吧，不然我就沒命了。」
老黃慈愛之心一時湧上腦門，不容分說地將小鳥留下，小心翼翼

地放在了絮上棉花的小籃子裡。老黃害怕小鳥餓了，一時無法捉到
小鳥愛吃的小蟲子，他急中生智，立刻煮熟了雞蛋，輕輕地給小鳥
餵食。
小鳥好像很久沒有吃食了，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老黃眼看 小

鳥吃得蜜口香甜，心裡不知有多樂。
這時，在濟南慈善總會工作的夫人老張下班回來了，她見老黃席

坐在地板上孜孜直樂。老張開口就問，「你犯的是麼神經病，在奶
孩子呢？」
老黃用眼瞟了夫人一眼說，「這回算你猜對了，我還真的又當爹

了。」接 老黃解釋說，這隻小鳥從樹上掉了下來，我要是不管
牠，很快就餓死，或者被大貓吃掉，我在發善心救救牠。
老張說：「看來你沒有白當慈善工作者的老公，你的善心都用到

鳥的身上來了。也對，鳥是人類的朋友嘛。」
老倆口子還在討論 怎麼養好小鳥，無意中發現小鳥像霜打了似

地，已奄奄一息，完全沒了剛吃雞蛋時的勁頭。老倆口分析認為，
鳥類是吃生食物的，看來不習慣吃熟雞蛋。索性把牠放到陽台上能
讓老鳥看到的地方，老鳥會來關照牠的。
果然如老黃所料，一對頭頂上長 白毛的大鳥來到陽台前，喳喳

叫 飛來飛去。老黃見狀，把小鳥放在鳥籠子裡，打開小門掛在了
陽台外邊。只見一隻鳥落在離鳥籠二米遠的桂花樹上警戒，一隻鳥
口裡叼 小蟲子飛進了鳥籠。小鳥動了動身子，睜開了閉 的小眼
睛，高興地叫了起來。
就這樣一天天過去了，每天都是兩隻老鳥輪流 給小鳥餵食，老

黃天天給小鳥當 警衛，生怕饞嘴的流浪貓將其獵食。老黃的小外
甥女經常來看望小鳥，好奇地陪 牠玩耍，一家人把小鳥視為掌上
明珠。
二十多天後，老黃發現又來了兩隻同樣的小鳥。老黃也看見籠子

裡的小鳥快要出飛了，就試 把牠從籠子裡拿了出來，移到樓前的
菜園子裡，讓牠自由飛走。小鳥試 飛了幾下，都沒有飛高，老鳥
在認真地教小鳥飛行。
老黃生怕大貓衝過來傷害小鳥，就拿了根棍子守在鳥的旁邊。有

一隻老鳥飛到老黃的腳面上，輕輕地啄 ，並發出悠揚的叫聲，好
像在說：「謝謝黃大爺給我哺育了孩子，要不是遇上你老人家，我
的孩子就沒命了。」
小鳥終於飛起來了，到屬於牠自己的樂園中去生息繁衍了，但

是，此後每天都有兩隻鳥在老黃的窗台前唱歌，似乎在用悠揚的歌
聲報答老黃，祝福老黃天天快樂。
有時小鳥和牠的兩個姊妹，也在老黃的窗台前飛舞、歡唱。這引

起老黃的興趣，他在電腦網上查閱，終於查到了這隻鳥的名字叫白
頭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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