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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秦二)人游去在締的

「斜陽」與「澆水」

梁淑玲*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秦少游給人的一般印象，是令人想起許多與他有關的風流韻事(註一) ，以

及他與東坡之間的交遊趣閱(註二 )。薛稿若在〈集婉約之成的秦觀〉 一文中，

亦稱其:

詞翩翩如少年缸子，他與南唐李煜和晏幾道可稱~詞中的「三位美少年」。

(註三)

而他自己更是在〈沁園春) (宿霜迷空)中自我表白 :

*中國文學系大學部 84 年畢;現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註一:如胡仔〈苔溪漁隱叢話〉召 I (藝苑雌黃〉所載的 <滿庭芳) (山抹微雲)乃少游為一喜愛之歌

妓而作。〈高齋詩話〉記誠少游為接來玉所作〈水龍時〉一詞。〈桐江詩話〉誠少游挑之暢道

姑，不帥，而發之為詩。〈古今詞話〉引了碧桃為察學士拚了一醉，少游贈之以〈虞美人〉詞。
張邦基〈盤莊漫錄〉載了少游納侍見朝華之喜，卻又因修興而二度遣回之薄倖。〈宋碑類鈔〉中

更記載了一位癡情湘女為少游守節，終在少游噩絃旁一哭而絕之淒美戀情。凡此種種軟事傳間，

均足以說明奈少游是位風流才子。
註二 :見於〈冷齋夜話〉卷一一五，少游仿坡筆題壁山寺，坡不能辨之事。又見〈詞藻〉卷一，東坡:H

以「小做過%tlrt空，下窺繡殼雕鞍驟。」十三個字，只說得一個人騎馬懷前過。及葉夢得〈避暑
錄2月〉所誠:東坡以少游氣格不高為病，故戲稱「山抹微雲秦學士，露花影柳屯田。」等趣聞。

註三 :醉融才去， <集婉約之成的秦觀) , (宋詞遇論〉第三編第一章第四節，台北:開明書店，民四七
年五月 ， 頁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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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流寸心易感， ••• 

於是，我們可以約略看出秦少游惆儲風流之情狀。並且也得隱約覺察出，他的詞

作，是具有很高的成就的，否則焉得與「詞中之帝」李後主相提並論。陳振孫

〈直齋書錄解題〉即云:

克無咎曰: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 .. .

〈詞林紀事〉亦引蔡伯世之語:

子瞻辭勝乎情，者卿情勝乎辭，情辭相稱者，惟少游而已。

從這些當代人的口中所說出的美評，我們可知秦少游填詞技巧之高，不但情辭並

茂，甚而有勝乎蘇軾、柳永之趨勢，近年馮煦在其〈宋六十一家詞﹒例言〉中曾

-z:;: : 

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

這乃是予少游以最高的肯定。

不過，少il1i一生的境遇並不與其詞名之盛相稱，反而是賽困多乖的。菊韻在

〈准海居士詞〉中曾將少游一生分為三期，並言其每況愈下:

元豐元年三十成以前，潛心攻讀，時習~丈，神交誰軾'遊其門下，慷慨豪

俊，強志盛氣，好大而見J奇，為其一生中黃金時代。元豐二年五元桔入年，

十五年中，側身官途，罷復參差，雖~賈易等訕試，然有;在純仁、結軾等為

之助，官至國史編修，所居雖非高位，堪稱安定。紹聖元年以後，黨禍起，

舊派之臣蘇、范等並~流放，少游自不能免，屢誦至雷州，備受流離之苦，

此其自作挽詞哀於鮑照、陶潛之故也。後雖社還，未達京師，而卒於途，豈

其天命乖件乎? (t主四)

這段敘述尚稱委婉，雖點到要處，然猶不夠深刻、清楚。我們看葉嘉瑩在〈唐宋

詞名家論集 ﹒ 論秦觀詞〉一文中所言:

但就秦觀言之，如l其所具有之本質，實在是以其銳敏善感之心靈為主的。
(註五)

註四:菊韻. <推悔居士詞) • (今日中國〉三九卷，台北，民六三年七月，頁一O八。
註五:菜蔬瑩瑩;. <論秦僻恥. (唐宋詞名家論集〉。初版。台北:國文天地雜甜士，民七六年，頁

二五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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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氏對秦少游性格的了解，就正如少游自己所言:

風流寸心易惑， ••• ••• 

於是我們可以理解，秦少游年少之強志盛氣，一旦在現實環境中受到挫折，他那

敏感而易被觸動的心，如何能接受自己早享盛名而卻未能考上進士的事實，於是

他的反應是如(掩關銘〉所云 :

追隨高郵'閉門卻掃，以詩書自娛。

的消極避世心態。他的再度應舉乃是經蘇軾屢次曉以舉試餐親之大義，才又重拾

信心，終得頭籌。不過，他的仕途並不如意，先是「罷復參差 J 紹聖元年後，

更因所屬為舊黨而先後貶杭州、處州，卜柵州、雷扑|。此時，其狀況正如葉氏所

Z文﹒

......當其強志盛氣在現實生活中受到挫傷時，他卻既沒有像歐陽修的豪右的

意興可以自我遣玩，也沒有像誰軾的曠達的襟懷可以自我慰解。而卻只能以

其銳敏之心靈毫無假借的去加以承受。所以一經挫折，便不免受到深重的傷

害。(註六)

在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貶誦之後，他那易感的心也一再地遭受打擊，再不抱任

何存活還鄉的希望了，於是他自作挽詞於雷州。其詞之哀，當可想見。而在元符

三年庚辰五月 ，徽宗立，放還至藤州時，少游醉臥光華亭，與人話夢中作〈好事

近〉詞。我想，此時的「醉酒」當含有「苦盡甘來」之欣喜吧!當含有世事變化

無常、仕宜官場之不可恃之感慨吧!同時在這鬆了一口氣的時候，也覺得累了

吧!於是在索水欲飲，眼看若水已到之時，滿意地笑視而卒了。(註七)

南婷在〈技論准海詞〉一文裡曾提及:

德國哲學家尼采，曾將藝術分為兩種:-~戴奧尼斯式( Diongsian )的藝

街，專在自己的感情活動中領略世界的美少游詞乃是屬於戴奧尼斯式

的藝術。他的詞作裡始終有自己的存在，以他個人的情感~主，以景物品

從。......表現的是主觀藝術的美。(註入)

註六 : I司註五.þ[三五七。

註七 :社若. <山抹微雪秦學士) • (台肥月刊〉一六卷八期，台北，民六四年八月，頁三五。
「為w安泰到赦令還會死?可能是誦貶期間，憂傷過度，忽逢喜事，心臟病莽婪的原故 。」

筆者以為，教少游雖是個寸心易感的人，然而他的情緒起伏似乎不太可能如此激烈吧!因其中年
時期不也是提復參半，而且在歷經磨練之後，再頑強的人也當心師平靜。因此筆者較有理由相信

秦少游起心平氣和地笑視而存。至於其真正死因，或許當是疾病所致吧!尚待進一步考查。

註八 :南婷. <lti自准尚詞) • (文藝月刊〉二一三期，民七六年三月﹒頁六七。



214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王鈞明、陳扯齋亦云:

......有人拈出一個「真」字以概括秦詞，其實，哪有虛情假意的作品能成為

名篇而傳世的呢? (註九)

由以上二段話可知:秦少游的詞乃是十分「真實」地表達他個人的感受，甚而說

是生活境過之心情感懷;同時，亦因為他是個習慣以個人情感去看待世間景物的

人，所以，從他的詞作裡必能感受到他的情緒起伏與概括的人生觀。就正如葉氏

在〈靈鉛詞說﹒論歐陽修詞〉中所引的古人語:

觀人於揖讓，不若觀人於游戲。(註十)

以及何金蘭在〈蘇東坡與秦少游〉一文所言:

文學作品容納和反映作者的身世和每一個階段的心得，秦少游如此堪憐的一

生，也難怪他以詩詞寄託他心底的沉悶痛苦。(註十一)

從上述的引文，我們約略可以確定的是:秦少游的詞的氣氛應當不以歡樂為多;

同時，那些不甚愉快的詞作，才可能是他鍛鍊得最好，寫得最真切的作品。果

然，鄭蒂和葉慶炳均指出:

i在海則多寫登山臨水棲遲零落之苦悶。(註十二)

劉載福、宋咸萃也指出:

i在海詞多抒寫自己身世坎河的志哀，去國離鄉的愁緒，以及逝水年華的幽

怨。(註十三)

此段敘述，乍看之下，的確是點出了少游詞內容之一般風格。不過，若再配合丁
原基所言:

註九:王鈞明，陳ÌJI:齋選注， (歐陽修寮觀詞選〉序，初版，台北:遠流，民七七年一月，頁九。
註-0:繆錫、葉茹笠合撰， <論歐陽修詞〉 ﹒〈盧嘉細說〉。初版。台北:國文天地雜誌社，民七六

年，一一月。
註一一:何金蘭， <寮少游的文學〉﹒〈蘇東坡與泰少游〉第四章，台北: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民五九

年，頁九九。

註一二:鄭縛， <成府談訶一一晏幾道，秦觀> ' (景午叢編〉上編，台北:中萃，民六一年一月。
葉麼炳著， <秦觀 > ' (中國文學史〉第二十二講北宋詞，修訂重版，台北:學生，民七六年，
頁六0 。

註一三:劉教嘯著， <婉約派詞人秦少游 > ' (歷代詩詞百家) ，台商:綜合出版社，民六九年一0月 ，
頁七八。
朱成萃， <互信觀俊逸精妙> ' (詞言白，台北:黎明，民七二年六月，頁一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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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游在屢遭貶斥，到處顯零中，作品自是充滿了去國懷鄉，與坎河身世的悲

嘆。因此表現在詞裡 r 愁」與「恨」幾乎籠罩了一切。(註十四)

我們可以確知少游在遭受貶誦之後，詞作的內涵乃以離「愁」、別「恨」為主。

然其早年之作又如何呢?據〈冷齋夜話〉卷一一五所載:

車坡初未識少游，少游聞其將過維揚，作坡筆語題壁於一山寺中，東坡果不

能辨，大驚，及見莘老出少游詩詞數百篇，讀之，乃歎曰 r 向書壁者，定

此郎也。」

我們可以確定少游早年是有著許多的詞作的。至於其大要內涵，則如何金蘭所

他的早期作品在貶官以前作的，內容多為離情別緒，或是對季節的轉換而產

生的傷感之類; •••••• (註十五)

也是傷感愁緒之作。無怪乎于肇怡說:

在他的詞中 r 愁」幾乎籠罩了一切。(註十六)

而葛j胃君更進一步指出:

秦觀善鍊一「愁」字，將眼前的景物，與自己之心情熔鑄在一起。......秦觀

又以「斜陽」、「流水」牽動離愁別恨。(註十七)

不但少游的「愁」詞寫得多，而且更是他作品中寫得最好的。而令人好奇的是，

心靈敏銳易感且又感情主觀的少游，在登山臨水、飄泊在外之際，是什麼牽動了

他心中的離情別緒?葛j胃君說是「斜陽 J 是「流水」。果真，在少游的八十一

闋詞裡 r 斜陽」、「夕陽」、「斜日」、「暮」、「黃昏」共有二十二見;

r 7.K J 、「江」、「流水」則有四十七見，可見其在少游詞裡出現次數之頻繁。

(註十八)而究竟這「斜陽」、「流水」對秦少游愁緒的牽動具有什麼意義，則

是本篇文章所欲了解的主題。

註一四了原基， <讓觀> ' (中國文學講話) (七)兩宋文學，台北:巨流，民七五年六月，頁三四

五。
註一五同註一一，頁九九。

註一六于肇怡， <書長觀與資庭堅> ' (文學世界〉 三六期，香港:中國筆會，民五一年一二月 ，頁六

四。

註一七葛滑君， <寮觀及其准海詞> ' (誼和人〉六七八期，台北:國語日報，民八0年一二月一四
日，十一版。

註一八參見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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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範疇

此篇文章所討論的准海詞共八十一閱，而選用的作品乃依王保珍〈准海詞研

究〉所歸納之結果為用。她說:

第二章 i在海詞之版本之搜集與考查，而知悉， )'在海詞無論一卷本或三卷本，

所收集之詞皆七十七首，後之覆刻者亦多依此。(毛晉本拆散七十七首原

序，另增十首，共入十七首，例外) ••• ...另外參照各本及唐圭璋宋詞互見

考，銳宗頤詞籍考，全宋詞附錄等之考證'從嚴選收，凡誤入，互見之詞皆

不收，而增加確為少游之作，醉鄉春，一斜珠，滿江紅，各一首，及南歌子

二首，夜遊宮，木蘭花慢，金明池，青門飲各一首，共九首。合原七十七

首，共為入十六首， ......其中醜奴兒，洗溪沙(腳土鞋兒四寸羅) ，滿庭芳

(北苑研膏) ，點鋒骨二首，不能確知為少游作。(註十九)

故而原本的七十七加上九，再減去五，便成了如今我們討論的八十一闕詞。

麗、斜陽村外小灣頭

在秦少游八十一闋詞中 r斜陽」、「暮」、「黃昏」等意象凡二十二見，

其中〈滿庭芳) (山抹微雲) , (?完溪沙) (錦帳重重捲莫霞)和〈南歌子〉

(夕露宿芳草)在一闋詞中二見此類詞語;而〈踏莎行) (霧失樓臺) 一闋 ，更

是一句裡二見「斜陽」與「暮」。得見「斜陽」、「暮」在少游詞中之受偏好。

(註二十 )至於「斜陽」和「暮」之間是否相同，包根弟的〈准海居士長短旬簧

釋〉曾指出:

宋翔鳳據說文，其、從日，在艸中，謂斜陽是日斜時，暮是日入時。(註二

註一九:王保珍著， <准海詞之韻 ，詞與名篇 > ' (准海詞研究〉第三章，台北:學海出版社，民七三年
五月，頁二三。

註三0 : 斜陽外寒~數點，流水遺孤村一一〈滿庭芳> (山抹微雲)

燈火已黃昏一一〈滿庭芳> (山抹微雲)
錦帳重車捲其面一一 < 1.完溪沙> (錦帳重重捲莫霞)

覺來紅日又西斜一一 <1完溪沙> (錦帳重重捲莫霞)

斜陽帶遠村一一〈南歌子> (夕露宿芳草草)
撩日柚駒，飛舞鬧黃昏一一 〈南歌子> (夕露宿芳草)

杜鵑空軍裡斜陽草一一〈踏莎行> (詩失梭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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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們可知「斜陽」與「暮」是有所不同的，更可明白「暮」有「將盡」的意

思之由來。(註二二)就少游詞的賞析裡，劉載福於〈滿庭芳) (山抹微雲)之

分析云:

......雖然佳人已去，作者猶望到「萬家燈火鬧黃昏」的時分，一片乘情，無

限傷感。此句與土闕「斜陽外」三句合著，正顯出時間的推移，脈絡貫亭，

章法不亂。(註二三)

由「斜陽」到「黃昏 J 劉載福名之為「時間的推移 J 而觀潘琦君之言:

上片從回憶中醒來是斜陽滿眼，下片再從回憶中醒來已是燈火黃昏。(註二

四)

亦點明由「斜陽」至「黃昏」的時間過程。何金蘭則更清楚地說出了少游詞中

「斜陽」與「黃昏」的不同:

....飛翔在斜陽外的，是點點的寒鴉......我在這裡傷感的當兒，天色已暗了

下來，禹城已漸漸不見，主現在遠處的只是一片燈火了。(註二五)

他不但指出「斜陽」與「黃昏」在時間上的先後順序，更就光線是否足夠能看得

見遠方物體這個角度來說明此二者之不同。蓋在斜陽底下，詞人猶可看見「點

點」的寒鴉，而且是飛翔在斜陽「外」的，可想見距離之遠，反映出光線之充

足。然而，當日落成了黃昏時分，卻是連巨大穩固的「高城」也看不見，也許高

城也在遠方吧!不過它卻是矗立不動的，不若寒鴉之隨意飛動而難以視線掌握，

更何況是有意地，存心地「望」呢? (註二六)我們再從附近人家的反應來看，

是家家都已點起了燈火，點燈火所為何事?當然是為了照明用，依然要耗油費燭

地點起燈火來照明，定是外頭免費的自然光源不再發揮照明作用。凡此，都足以

註二一:包很弟， (准海居士長短句筆釋〉。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民六一年一0月 ，頁三二。
註二二: (國語字典) ，台北:滿庭芳出版社，民八一年八月 ，頁二三九。
註二三:同註一三，頁八一。

註二四: i番琦君， <淒迷清麗的准海詞> ' (害和人〉 二卷一0期 ，台北:國語日報，民六二年五月一二
日。

註二五:何金闕， <秦少游的文學> ' (蘇東坡與秦少游〉第四章，台北台大中文所碩士論文，民五九
年，頁-(x)。

註二六:唐君毅著， <中國文學精神> ' (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第一一章 ，修訂本。台北:正中，民六

八年，頁三二六。
「望之不同於見者，因望是得於有意，而見乃得之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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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斜陽」與「黃昏」之不同。同時宋翔鳳也已指出了「斜陽」與「暮」之差

異，於是當我們在欣賞〈踏莎行) (水邊沙外) 一闋詞時，就無須為「杜鵑聲裡

斜陽暮」這旬話中的「斜陽」和「暮」這兩個意象之是否重覆而和古人爭個半天

了(註二七)。同時，整闋詞還因這「日斜」、「日入」之不同而增添無限情思

在其中呢!

明白了「斜陽」與「黃昏」的不同，筆者也就不會誤解王保珍於〈准海詞研

究〉中區分「斜陽」與「黃昏」 二類之依據只是「用字」不同，也許他早已明白

此二者之差異， (註二八)只可情他在書中的解說頗為缺乏，僅列出重覆使用之

幾個意象。不過在缺憾之餘，也同時提供了一些待開墾的園地，讓後學者發揮。

以下則從王保珍之分類方式，分為「斜陽」、「夕陽」、「斜日」及「暮

」、「黃昏」 二類來探討它們如何地勾起少游的離情別緒。

管它是「濃紅 J 是「昏黃 J 它都是孤獨地自個兒落下;自然的變化無異，然

而人生的聚散卻是無常的，如今，相對於寂寞的「淡日 J 少游又何嘗不是個孤

單的個體，還不是得「寂寞下蕪城」。故而蔡義忠解作:

在稀疏的坎煙和昏暗的落日中，寂寞地走下這荒蕪的揚州古城。(挂三十)

走下蕪城的是詞人少游。不過，僅取此說法，又嫌詞意太狹隘，總以合二者之

說，方更見人事與自然之間的互興作用，亦反映出詞人主觀意識的運作。而夕陽

之紅滿美好似乎又象徵著女子正青春美妙;而夕陽之短暫易逝，則又引得思婦自

傷年華亦將瞬息消逝，故對伊人之遠隔天邊，不免腸斷。而發此怨語:

E •• 
E 

E-l a l 

-E.E.-
•••• 
ll --

一、斜陽外，寒鴉數點

樓外殘陽紅;晶。春入柳條將半。桃李不禁風，回首落英無限。腸斷，腸斷。

人共楚天俱遠。(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

而夕陽之半落，則更鮮明地表現了好景不再，日又將落，又過了一天的事實，對

飄泊在外的人而言，其思鄉恩人之愁緒，如何釋懷?故〈風流子) (東風吹碧

草) 一詞云:

......斜日半山，瞋煙兩岸，數聲橫笛，一黨扁舟。.. ....算天長地久，有時有

畫，奈何綿綿，此恨難休。

夕陽之落入山頭，興起了少游對自居易(長恨歌〉中:

天長地久有時畫，此恨綿綿~絕期。

二旬之感同身受。由夕陽之會有盡時而聯想到天地之長久也終將會有「盡」的那

一天，不過，己身飄零孤獨之憾恨，卻難有休盡之期。可見少游心中愁怨積累之

深。

一個人站在夕陽殘暉之下惆悵，已是不堪;此時再加以杜鵑「不如歸去」的

淒怨啼聲，則更是令人難以承受這份思鄉之切，李素貞在〈詞中的飛禽〉 一文指

出:

11111 

少游詞裡的「斜陽 J 就其外貌而言 ，是「紅」色的，是盈「滿」的一輸。

如詞旬中所云:

覺朱紅日又西斜( (克溪沙〉錦帳重重捲其霞)

樓外殘陽紅滿(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

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臨江仙〉害于偎人嬌不整)

相對於「斜陽」之盈滿美好，在家庭、愛情、事業上皆不得圓滿而有所缺憾少

游，不免心添感傷。而在下過雨後，也許是因水氣之瀰漫，造成折射上之差異，

故而所看到的就不是晴日習見之「濃紅 J 而是有些「昏黃」了。因此(漢庭

芳) (曉色雲開) 一詞云:

......驟雨方過還晴。......疏煙淡日，寂寞下蕪城。

包根弟的〈簧釋〉以為最後二旬的意思是:

只見遠處稀疏炊煙，天邊淡淡落日，正寂寞地降下蕪城 。 (註二九)

的確，下過雨後的「淡日」是寂寞地降下去了，甚而我們可以說，每日的夕陽，

註二七同註三一 ， 頁三二。

註二八同註一八 ， 頁四五一四六。

註二九 同註二一 ， 頁四七。

......杜鵑的叫聲實有它感動人的魅力，然而，我想最受感動的，該是那些飄

蕩羈旅的人吧 r 芽雇人靜，蓬窗燈時，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

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

註三十 祭義忠 ， ( 附宋十四家詞欣賞一一發觀 > ' (中國六大詞人) ， 台北 :清流 ， 民六六年一二月 ，
頁二O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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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況半世飄然羈旅。 J (陸游鵲橋仙)杜鵑之所以能催成清淚，驚殘孤

夢，乃在於它啼聲中的「歸」字，道盡了異鄉人的愁緒，無怪乎張炎高陽台

有 r 其間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的詞句了。(註三一)

南婷於〈我讀准海詞〉一文亦言:

在夕照殘暉中，自個兒聽著杜鵑叫不如歸去，人生荒原上的淒苦難耐實其甚

於此了(註三二)

他們都說出了面對象徵著年歲瞬逝的紅日，以及催促遊子歸鄉的淒切杜鵑啼聲，

是最令遊子傷心的。更何況此處不只是短佇於夕照之下，而是一直從「日斜時」

站到「日入時 J 眼睜睜地看著太陽西落，夜幕低垂。此時該是男人外出工作回

來，女人準備了豐盛可口的晚餐，正是全家圓桌坐話家常的溫馨時刻。然而，相

對於飄蕩在外的少游呢?是「孤館閉春寒 J 是在夕陽下、杜鵑聲裡站到日落，

站到什麼都看不見，才不得已地孤零零地回去。

自竟然「斜陽」令人如此善感、不悅，卻又為何屢屢提及，屢屢在充滿夕照餘

暉之下遠眺恩人?也許是因少游平時有公務在身，故而只在傍晚時分才有自己的

空閒時間，也才得以無拘束地沈溺惆悵，因而有這些著名的詞作產生。此外，傍

晚這個時刻似乎是當時人離別的不特定時刻。我們看:

蘭舟欲解春江暮( (調笑令〉離魂記)

這句話是說:春江日暮，王宙正欲解蘭舟而去。(註三三)可見在傍晚時刻乘舟

歸去是確有此事。故事主人翁王宙是唐人，而追記者是少游，是宋人，不免會以

少游時之習慣載之;而若少游的記述態度是客觀的，基於習價風俗是不會隨著朝

代轉換而全然分立斷絕的基本認識，也許，亦有可能此傍晚送別之習價，在唐朝

早已存在，而延續至宋。我們再看〈虞美人) (高城望斷塵如霧) 一闋:

夕陽村外小灣頭，只有柳花無數送歸舟。

此闋詞即明指出送別之時間是在有夕陽的傍晚，地點是在村外的小灣頭。既在村

外且又是個可停船的小灣頭，它的視野定比村裡開闊多了，我們甚至可以感覺到

一片波光鄰獻就在眼前。同時在灣頭上，堤岸邊，還植有許多楊柳，柳條擺弄，

似人揮手挽留;柳絮紛飛滿天， 一沾著水，便隨江水流去，似離人， 一去難再回

註三一李索貞， <詞中的飛禽 ) ,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列〉 一四期，民七七年六月，頁五六 。
註三二 同註八，頁七一 。

註三三 同註二一 ，頁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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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再就〈滿庭芳) (山抹微雲)一闌而言:

......畫角聲斷誰門。暫停征掉，聊共引離尊。......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

遺孤村。......禹城草斷，燈火已黃昏。

由於「斜陽」 三旬及「高城 J 二旬另有問題尚待稍後討論，故而此處並不舉以為

例。我們且看「畫角聲」及「離尊」二詞，便得明白此乃正言傍晚離別之不捨與

無奈。據包根弟〈准海居士長短旬筆釋〉所考:

按畫角蛤僅直吠，後漸周之橫吠，有長鳴(雙角)中鳴(其製類膽瓶)之

剖，長鳴曼聲激昂，中鳴尤史忘切，昔時軍中及曲簿皆周之，以司昏曉而~

軍容也。(泣三四)

我們可明白「畫角」是在「曉」、「昏 J plf峽的軍號，潘琦君則更進一步指出:

然後以誰樓土畫角之聲，暗示傍晚時分，光線的暗淡蒼茫可以想見。(註三

五)

於是，我們可以確定離別時刻是在傍晚時分了。黃兆顯則指出:

他別妓大概在日落時候，因為詞中下了「斜陽 J 又用「燈火」和「黃昏」

字眼。(註三六)

基本上，他的第一句話足以說明秦少游面對斜陽而屢生感嘆之反應。不過，這以

後的話便說得有點見模糊了。就他的立場而言，他應當是認為「斜陽」三旬和

「高城」 二旬為當初離別時刻之場景。而「高城望斷 J 一旬，當是指少游乘舟離

去，然猶不捨地遠望站在高城上的送行人， 一直望到天色暗了，看不見高城了，

船也行得很遠了，於是名之日「高城望斷」。丁原基云:

以「高城草斷 J 巧妙地點出了船行，使空間的變化不言而喻。由「燈火已

黃昏 J 說明了時間的推移， •••••• (註三七)

鍾應梅則更進一步指出:

註三四同註二一 ，貞一七。

註三五 同註三四。

註三六 黃兆顱， <斜陽外，寒喝數點，流水遺孤村。一一談秦少游之文藝創作及生平) , (中國古典文
藝論讀) ，初版，香港九龍:蘭芳艸堂出版社，民五九年一二月，頁-0五。

註三七 同註一四，頁三五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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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觀少游所作的思婦怨詞，則多是在夢醒、酒醒之後，揮不去往事縈繞，又見紅

紅夕陽再次西斜，更觸動，心中怨意。而這「又」字，則多少含有「不耐 J r 不

顧」之意。

觸動書長少游愁緒的「斜陽」與「流水」

進憐南壞上孤蓬。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逸孤村。」寫剎時所見。如此景物，彌增傷感

﹒「傷情處」以下，寫行舟去遠，猶擬草禹城，燈火黃昏，尚未知休。

一「已」字，亦見深情。(註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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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上夢魂飛不去，覺朱紅日又西斜。( (洗溪沙〉錦帳重重捲其霞)

幽夢匆匆破後。......遙想酒醒來， ......繞岸夕陽疏柳。( (如夢令〉幽夢匆

匆破後)

由他的說明我們可以看出少游確實是自有「斜陽」之時便深情不捨地望著充滿無

限回憶的高域，而隨著時間由「日斜」進到「日入 J 船行也有一段距離，終至

望不見，這才真顯示出時、空之推移，亦真見少游之深情。

另外，有些人則認為「斜陽外」三旬及「高城望斷」二旬乃目今所見。並認

為此乃為詞人因離愁而心緒煩亂，故有此昔、今之跳躍。同時，此時目今之詞

人，是「佇立」在高城上望遠的，並非是當初行舟之離人。劉載褔云: I E I f --夢醒、酒醒之後，睡眼惺松，而所見竟只有紅紅的夕陽及堤岸上青綠的楊柳，這

正是伊人離去之場景，如今卻只留下夕陽和疏柳。而這紅、綠二種性質全然相反

的顏色搭配在一起時，則更凸顯了各自的顏色，而造成強烈的對比。給人的感覺

是很大的刺激與震憾。戴納﹒李普斯就曾指出:

......這裡所說的對比，是生理的或心理的，不是美的形式上的對比， ......把

互為補色的顏料鄰接起來，常使人益發惑著各色底特質，像將紅和綠接近塗

而今「空回首 J 不見伊人倩影，只見許陽寒鴉，流水孤村而已，他把一懷

離愁別緒，都付於眼前的蕭瑟景色，情意，tJt側纏綿，韻味無畫。......最後點

祭出佇立傷情的地方。雖然佳人已去，作者猶塞到「萬家燈火鬧黃昏」的時

分，一片接情，無限傷感。此句典上句「斜陽外」三句合著，正顯出時間的

推移，脈絡貫串，章法不亂。(註三九)

描的時候，或者壁綠的房中，舖了紅藍的時候，又或萬綠叢中閉著一朵紅花

的時候，那紅便格外覺得紅，而綠又格外覺得緣。這就是同時的對比。(泣

四二)

潘琦君更言:

除了紅的更紅，綠的更綠之外，這「夕陽」之將盡 r疏」柳之已「疏 J 皆意

味著春之將去，甚而年華之易逝。

「斜陽」除了帶給人別離時刻之提醒外，它也照耀過那段才子佳人共避的每

個地方，故而再遊舊地，再徜徉於斜陽光輝之下時，不免交憶起那段美好時光，

〈水龍吟) (小樓連苑橫空)即有此番感慨:

• r 此去何時見也」的「此去 J 非指作詞之時，而是回憶以往分手之

時。凡是回憶，總是顛顛倒倒，無次序的，一回兒寫到眼前的景色，一回兒

想到蓬菜舊事，一回兒又想到當時的別離情景。充分表現了心緒的紛亂，意

識的跳躍流動。......上片從回憶中醒來是斜陽滿眼，下片再從回憶中醒來已

是燈火黃昏。(註四十)

都足為證。而此二種成為「別離場景 J 或為目今所見之不同觀點，都恰巧為

「斜陽 J 牽動少游的離情別緒做一因果之解釋。就像琦君所言:
..賣花聲過畫，斜陽院落，紅成陣，飛鴛楚。......花下重門，柳邊2家巷，

不堪回首。...

••••••••••• | ....................... ....................... 
斜陽正照著當日遊賞的院落，只是，故人不在，空讓落花飄滿鴛瓦，卻無人憐

，惜。

時間是逝去了，可是離愁別恨，卻似暗淡的斜陽，昏黃的燈火，永遠縈繞心

頭。(註四一)

不過，在〈南歌子) (夕露宿芳草) 一闋詞中，少游所望之高城是遠在天邊

的，由此知夕陽是可以照耀到遙遠的村落的，甚而是少游心繫之地，故而，少游

是的，斜陽日日有，而這離愁背景亦屢屢引發少游心中不能釋然的別緒。所以有

〈臨江仙) (臀子偎人嬌不整)的回想與不忍:

岫
岫

註四二戴納 ﹒李普斯原著，陳永瞬孽， <美底材料〉 ﹒〈美學慵棋藝術哲學〉第三章 ，再版。台北:

正文告局 ，民六0年一一月一日 ，頁三二。

-

抖

鍾應梅， <縈觀准海詞) ，位;國說言的，香港:崇基學院，民五九年九月，頁七一。

同註一三 ，頁八一。 于
同註二四。

同註二四。

八
九
十


E
E甜
甜

司團團



224 陳百年先生學彿論文獎論文集

對夕陽多少是有著羨慕之意的。

二、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前已提及「斜陽」是「日斜」時 r暮」是「日入」時，故而，在時間上，

「暮」比「斜陽」更晚;而在天空的照明光線上 r暮」已不見「日 J 於是就

更加昏黃，甚而是昏暗了。不過，卻也別有一番景象可觀。

基本上這時候的天空是以黃色為主，而且是將近失去光線的昏黃。如〈滿庭

芳) (山抹徵雲)所云:

燈火已黃昏。

甚而家家戶戶要點起燈火，才能看清楚東西。而在〈滿庭芳) (碧水驚秋)一間

裡，我們也可以得到證明:

黃雲凝暮。

而在此稍可見黃雲的時刻，雲總是被注意的。這雲不但是黃色的暮雲'而且它還

是一重又一重的，如 ( 請溪沙) (錦帳重重捲莫霞) 一詞:

錦帳重重捲其霞，屏風曲曲門紅牙。恨人無事苦離家。

而這「重重」的「多」的特質，配合著夕陽已西下的事實，卻勾起了思婦怨嘆之

意。據包根弟的想法，他解作:

...前二句寫室景。錦帳重重如捲起之莫霞，屏風曲曲如牙板之門湊 。但卻

寂寞無伴，虛度年華，故末句云 r恨人無事苦離家。 J (註四三)

正是此意，而慨然暮雲是一重一重地，又是昏黃的，自然給人一種深厚卻不可捉

摸之感，同時亦藏有一份難以預期的不可掌握的感覺。而(江城子) (南來飛雁

北歸鴻) 一闋:

後會不知何處是，煙浪速，暮雲重 。

其中之「暮雲重」正是反映出前旬「後會不知何處是」的蒼茫無奈。隱含有機會

渺茫不可恃'而年華亦隨重重暮雲之再現而逝去之感慨。前文曾提及畫角一詞，

註四三 同註二一 ，頁四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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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歌子) (夕露宿芳草)一詞則明白點出是在「斜陽」、「黃昏」之間的時

刻吹起的:

......斜陽帶違村。幾聲殘角起詩、膏。撩亂柚鴉，飛舞鬧黃昏。

同時，基於此時天色之昏暗，少游不再描寫「視覺」意象的寒鴉「點點 J 而用

「撩亂」這「聽覺」上的吵雜暗I噪來形容鴉的慌亂動作，同時，這裡的鴉是「徊

鴉 J 是被畫角聲驚醒的，不再是〈滿庭芳) (山抹徵雲)中的飛翔在斜陽下的

點點寒鴉。而被畫角聲驚醒的，可能還包括了沉思良久的詞人少游，不同的是鴉

鳥飛舞鬧鬧便罷，依舊有窩可徊，而他，只有一個人獨望黃昏，無可歸依。

然而，黃昏終有結束的時候，夜幕才能垂覆大地，故而黃雲總得「收攏 J

隨著夕陽落到天的那一邊去，就如同〈夢揚州O( 晚雲收)中的「晚雲收」這個

動作。故而〈滿庭芳) (碧水驚秋)云:

黃雲凝暮。

及〈千秋歲) (水邊沙外)

碧雲暮合空相對。

這「凝」與「合」字正顯示黃雲漸漸地在收攏，天空漸漸轉為育紫、黑色。於是

夜就在不知不覺中悄悄地降臨了。相對於日間之有「太陽 J 夜裡是不乏「月

亮」的照耀的;同時，相應於清晨太陽未出現之前的殘月，傍晚即將入夜時分，

在太陽已落下然尚有些絲昏黃光線時，月亮便已出現。故而有:

......黃雲凝暮， ......斜月徘徊...... 0 (滿庭芳) (碧水驚秋)

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南歌子〉香墨彎彎畫)

江月知人念遠，上樓來照黃昏。( (木蘭花慢〉過秦堆曠草)

的句子。然而，故們若進一步去思考，類似於(滿庭芳) (山抹徵雲)裡那份望

遠的深情，在這裡又可發現幾處，甚而有望到月亮出來之例子，可見少游之慣於

遠望凝愁。

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 (千秋嬴〉水邊沙外)

是言親朋之無得相聚，只有自個兒空對暮色，悵然咱嘆罷了。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亂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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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歌子〉香墨彎彎畫)

據包氏的看法，則以為此乃言佳人寂寞之情:

人已去，空見流水車逝，亦帶不回舊情也。落花飄飛，門戶半掩，此以景襯

情。萬L山何處覓行雲，言天涯何處覓離人也，離人無覓處，又只見黃昏一鉤

新月，照人幽怨。(註四四)

此處的佳人，只怕早已在那兒愁思許久， 一直到新月出來，仍未離去吧!又〈木

蘭花慢) (過秦准曠望) 一詞云:

...漁衍草斷衡門 。......憑高正干峰黯'便無情到此也銷魂 。江月知人念

遠，上樓來照黃昏。

則是十分清楚地指出離人「望斷」漁村之衡門， 一直到了天色已晚，月亮都昇上

來相照以為伴了。可見其望遠歷時之久。

此外 r 暮」字因具有「將盡」之意，故而在〈蝶戀花) (曉日窺軒雙燕

語)一詞有云:

曉日窺軒雙燕語。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

包氏以為:

佳人惜春亦兼惜己之丟在年漸逝也。(註四五)

此處的「暮」除了字面意義之春天即將結束，尚有一年華漸逝之意思存在。

參、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就水的基本性質來說，它是相當具親和力和包容力的(亦即表面張力與負載

力) ，故少游巧合地把握住水的這點特性，而能以當時自然景象的觀察為主，做

了這番巧妙地臂喻:

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 (望海潮〉一題別意)

註四四同註二一 ， 頁六六。

註四五同註二一 ， 頁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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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管這詞的內容為何，至少他表現了一番真情意，便足可取。水，亦是澄澈

的。故而〈滿庭芳) (紅寥花繁)云:

齊天空間，雲淡楚江清。

而同詞牌的(碧水驚秋)一闋亦云:

碧水驚秋，黃雲凝暮。

以形容江水之清澈與秋水之澄碧。基於此性質，貝IjJj{面更可用來照驗，整理雙

贊，亦可倒映蒼石，如:

照水有情聊整鬢( (洗溪沙)香靨凝羞一笑開)

水面倒銜蒼石( (雨中花〉指點虛無征路)

水之清澈亦可用來形容美人之明目:

水剪雙眸點鋒骨( (南鄉于〉妙手寫徽真)

即是最明顯的例子，除了形容眼睛之明澄淨澈，更因如水之汪汪而含情無限。

如:

~情似水( (鵲橋仙〉纖雲弄巧)

沈謙在〈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一一從牛郎織女傳說論秦少游的「鵲

橋仙 J ) 一文即指出:

牛郎織女有訴說不盡的相思相憶之情，從相互眸光中流露出 i蓋率如水的表

情。(註四六)

在此，眼波之柔情只是附著在水汪汪這感人的性質上而來的，此旬話所寫實是形

容柔情之柔若「水」一般地具有韌性與可塑性。而關於水之澄澈這一性質，則尚

有以此來譬喻天空之澄淨的，如:

碧天如水月如眉( (醉桃源〉碧天如水月如眉)

此外，水在觸覺上給人一種涼的感覺，故而少游有詞云:

註四六 沈謙. <兩情若是久長時 ，又豈在朝朝暮暮一一從牛創輪女傳苦苦命豪少游的「鵲橋仙 J > • (中
國時報〉﹒八版，台北，民七0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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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在沉沉如水( (如夢令〉進夜沉沉如水)

不但涼，而且在聽覺土，還給人一種靜的安寧。至於少游以「沉沉如水」去形容

夜，黃兆顯則提出他的心得:

此句從古詩「月光如水水如天 J 唐詩的「天階在色涼如水」和馮正中的

r 月明如練天如水」來，少游又有「碧天如水月如眉」也以水形容天的，可

與互參。(挂四七)

這段話指出了夜之內青涼」如水的特質，而至於「碧天如水月如眉」與「遙夜沉

沉如水」這二句話之相參照，筆者以為可能是就天之廣闊澄淨與夜之清涼幽靜，

正好與水之特性相近，可相比擬，故而皆用水這個意象來做嘗喻。

在秦少游的詞裡，我們似乎可以看出有人家處必有流水，如:

流水遠都村( (滿庭芳〉山抹微雲)

更水連人家( (金明池〉瓊范金池)

水邊燈火漸人行( (，有歌子〉玉漏迢迢盡)

在晨起之後，馬上就能看到水邊隱約燈火處已漸漸有人在走動，則可見其住家之

地必離水不遠。慨然有人家之處多有流水環繞，少游之家鄉乃在揚州高郵，更是

有水之鄉，無怪乎少游對於水，總能興起幾番愁緒。大要言之，少游見水而起之

愁嘆約有二類，一為對流水所象徵的時間流逝發出感嘆，一為見水興發離愁之煩

心。以下則分此二部分討論之。

一、流水落花闊無處

黃居仁(時間如流水一一由古典詩歌中的時間用語談到中國人的時間觀〉 一

文云:

孔子在川土嘆道 r逝者如斯夫，不合畫在。 J (論語子罕)由這足以把中

文裡的時間引喻具體化。孔子把流動的川水看成了時間，過去的時間就是逝

去的川水，而人立在川旁朝著逝去的時間長嘆，這本就是中國人心目中時間

引喻的輪廓;更經由記載及儒家思想的風行而深入人心。(註四八)

註四七同註三六，頁一二七。

註四八黃居仁， <時間如流水一一由古典詩歌中的時間用語談到中國人的時間觀〉﹒〈中外文學〉第九

卷第一一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民七0年四月，頁八二一八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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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指出自孔子以來，中國人便都把時間之流逝視若流水之一去不返，且人人

都有這番共識，都以流水來比況光陰。在少游的詞作裡亦復如此，如

千巖萬塾爭流。......悵朱顏易失，單被難留， ••• ••• ( (望海潮〉越州懷古)

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 •••••• ( (入六于〉倚危亭)

...似與佳人，共惜春將暮。......流水落花無問處， ( (蝶戀花〉曉日窺軒

雙燕語)

乃皆以水之流逝象徵時光的消逝與不再。而暮春時節水之平漲亦勾動詞人春歸之

嘆，如:

落紅舖徑水平池， ......無奈春歸。( (畫堂春〉落紅舖徑水平池)

秋千未拚水平堤。......游蝶固，乳鶯啼。怨春春怎知。( (阮郎歸〉褪花新

綠漸團枝)

然而，流水終究是自然界循環不已的現象，而人事卻是變動無常的，故而在重回

舊地之時，人事已非，而流水、江山卻依然，故少游有詞云:

往事逐孤塢，但亂雲流，學帶離宮。( (望海潮〉廣陵懷古)

......倚闌悵草情難索。......曉鏡空懸'懶打青絲掠。......江山滿眼今非昨。

( (一斜珠〉碧雲寥廓)

總之，在這一層時間流逝之感慨的引發上，少游並未脫自孔予以來的傳統，

稍有不同者是能見水之滿而生傷春之惰，以及換個角度視流水為能超脫存滅物換

而能永恆存在之循環。由此或更可見少游寸心之易感吧!

二、念柳外青聽別後，水邊紅袂分時

在以「流水」興感的例子中，乃以「離愁」之喚起為最尋常。就前一節所學

的暮春水漲而言，便引人思及行人征舟孤處他鄉，而生無限愁思，如〈阮郎歸〉

(瀟湘門外水平舖) 一詞所云:

瀟湘門外水平舖。月寒征掉孤。紅妝飲罷少蜘觸。有人偷向隅。 揮玉績，

灑真珠。梨花春雨餘。人人盡道斷腸初，那堪腸已無。

而在另一水平極之例子裡'則是因此暮春之景而引人想起舊日之歡娛春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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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 -
E司﹒

. . . ...秋千外，綠水橋平。......多情行學處。......逸欄久，疏煙淡日，寂寞下

蕪城。( (滿庭芳〉曉色雲開)

流水、江水之引人惆悵乃因其正為送別泛舟之憑藉也。(八六子) (倚危亭)一
詞云:

念柳外青~.別後，水邊紅袂分時，愴然時驚。

而〈調笑令) (離魂記)亦云:

蘭舟欲解春江暮。

由此可知江水是頗能引人離愁之自然景象。而由此乘舟隨著流水飄泊四方，則產

生了以流水、落花自喻身世的義涵，如:

南來飛雁北歸漓。偶相逢。......欽散落花流水各西泉。後會不知何處是，煙

浪速，暮雲重。( (江城子〉南來飛雁北歸為)

身有限，恨無窮。星河況曉空。隨頭流水各渴求。佳期如夢中。( (阮郎

歸〉宮腰裊裊草葉鬆)

而在離人已去，空留思婦一人傷懷時，那流水便成了恩婦屢屢探望，希望伊人歸

來之望夫堤。如:

人去空流水，花飛半掩門， aL山何處覓行雲，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南歌子〉香墨彎彎畫)

又是一天過去了，伊人仍舊不歸，也難怪會有〈一餅珠) (碧雲寥廓) 一詞所云

「曉鏡空懸'懶打青絲掠」之懶於梳理妝扮自身了。

相對於思婦的行人，在乘著舟隨水東流之後又是如何的心情呢?他是故怕流

水，又愛流水，更因天然之環境而不得不看流水也。當他站在曲欄上俯視清流，

即又想起不知是否又將遭貶，再繫蘭舟。

曲檻俯清流。想花陰，誰繫蘭舟。( (長相思〉鐵覽城高)

當他到秦准河去遊歷，見重重煙水及白雲 ，即又興起離別之恨，想到要將行人舊

恨，分付今人，勸莫輕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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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秦堆曠草， . .....更一重煙水，一重雲。于古行人舊恨，盡應分付今人。

( (木蘭花慢〉過秦堆曠草)

回想起昔日別離之景，想到佳人之淚痕滿面，則不禁黯然神傷。

遙憐南壞土孤蓮。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臨江仙)害于偎人嬌不整)

想要將自己心中的幽恨寄到遠方的青樓佳人處，讓她明白我的思念之苦，然怎奈

何流水無情，它只滔滔地流向東邊，卻不往西流回我來自的地方。

瓊枝玉樹頻相見。只恨離人遠。欲將幽恨寄青樓。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 (虞美人〉高城草斷塵如霧)

而當他有幸回到舊地西城時，雖然楊柳依舊隨風飄擺，當日的碧野朱橋還在，佳

人卻已不在，只有悠悠的流水依然獨自東流。此處則是由離別而喚起的時間悲

嘆。

西城楊柳弄春象。動離憂。淚難收。猶記多情，曾~繫歸舟。碧野朱橋當日

事，人不見，水空流。 韶華不~少年留。恨悠悠。幾時休。飛絮落花時候

一登樓。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畫，許多愁。( (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

季)

少游的詞裡，亦曾以江、水來比喻愁之極多，如:

使做春江都是淚，流不畫，許多愁。( (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是)

寸心亂，北隨雲黯黯，車進水悠悠。( (風流于〉泉風吹碧草)

即以春江、水來比況愁之多與悠長無止盡。在少游的詞中，他是一直想回鄉的，

故而當他看到插鴉峙，便興起歸家之念頭，可惜，礙於君令，於是只能:

無奈歸心，時隨流水到天涯。( (草海潮〉洛陽懷古)

而當他人在柵州時，看到柵江能流下瀟湘去，是那麼地自由自在，多少是對流水

之行遠無弗屆有著欽羨之意的。

對於「柵江幸自繞柵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一旬的解釋有二源說法， 一則以

為柵江本該繞柵山而行，卻逕自流下瀟湘去，有不耐寂寞之意，同時也更凸顯詞

人內心的淒苦。如劉4在褔所言 :

註四九同註一三 ， 頁八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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榔江本來是應站縈迴著榔山的，為什麼還要流到瀟湘去呢?可見榔江也不耐

山城的寂寞啊(註四九)

陳弘治亦言:

作者不說山川阻隔，卻由所見榔江的流下瀟湘，寓寫自己的待在神州不得歸

述，這種失望和希望交織的心情，更覺悽惋哀苦。(註五十)

而此類的解法，則與上段結論暗合，使流水具有自在之特質而為少游所欽慕。而

另一種看法則如菊韻所云:

最後以榔江鳥，侖，言眼前之榔江本自繞榔山，卻又為甚流向瀟湘去。(誰五

黃兆顯則更清楚地指出:

少游以榔江自比。意思是說，自己該在京師做事的。本來在京師做國史院總

修官，和朝廷得以親近，就正如榔江繞著榔山那樣，但，如今，~何要徙到

這遙遠的地方呢? (註五二)

此番說法則是少游自喻為怖江 ，卻遭貶斥，流離他方，故而這 r ?工水」的意象便

存有飄泊之意涵，與前文所提及之作用相當，皆不出「流水」在本文中所歸納之

意義。

肆、結論

蓋本文乃據葛j胃君所言 :少游以「斜陽」、「流水」牽動離愁別恨，而進一

步去探討「斜陽」與「流水」對少游個人的主觀意義。我們發現「斜陽 J 和「流

水」在時間的象徵意義上 ，前者則有「將暮」、「年華青春之盛不再」之趨向，

而後者，則自孔子以來，便視光陰若流水，故而真有「時光流轉」、「年華不

再」之消逝感。 基本上二者在時間象徵意義上是相近的。而從少游的詞作裡，我

們發現少游之離別多是在有「斜陽」的傍晚時分，而他所搭乘的交通工具又是舟

誼。 陳明 ， < 北宋詩一秦跡， (唐宋詞名怖的 珊，台北:牌， 民七七年一0月 ， 頁二
-11 。

註五一 同註四， 頁一一三。

註五二 同註三六 ， 頁一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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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故而「斜陽」、「流水」乃成為最令他難以釋懷的傷情景象。而每每他佇立

凝思，又多是在傍晚時分，且是從「日斜」時分久佇至「日入 J 甚而到了月亮

出來照著「斜陽」餘暉與黃雲'家家都點起了燈火，而他，卻依然站在那兒，不

肯離去。其實，也不是不肯歸，而是根本無溫馨的家可固，只有一座淒清的孤館

罷了。當暮春的水漲得水道滿滿時，這本可藉此欣賞水鄉之美，然而，這種滿的

水，卻引來他傷春歸的愁緒，同時，也令他想起離人征舟之飄泊在外，心中不禁

又是一番神傷。望著江水，想到自身飄零身世之遭遇，更是悲從中來，所看到的

江水都化成了他的淚、他的愁，任它悠悠東逝，也難有流盡的時候。而一旦他回

到了舊地，只見楊柳弄柔，碧野朱橋，卻找不到昔日佳人;心傷之際，耳邊傳來

的滾滾江水聲則又惹得他怨語無情了。其實 r 流水」何曾無情，又何曾有情?

就如黃居仁所言 :

流水本來就超乎情外，只是不停流動，不曾變易，更不會因眾生情動、情誠

而中止。人們很少注意流水怯動，只有在意識到流水存在時才明白自己的無

奈。......其實，流水即是不停的時間。忘惰的水也可以寫出有惰的人生。流

水聲可以嘩啦，也可以嗚咽;人生也可笑可哭。水聲並未改變，只是聽者有

意。(泣五三)

我們甚而可言 「斜陽」也和「流水」 一樣本無「有、無情」以及什麼「喜、愁」

之分，決定「斜陽」、「流水」會觸動離愁別緒的是少游自己。就誠如許天治研

究詩人個性對詩人創作詩詞的設色取向的影響所引的一段王國維的話說: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恕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有我之境，以我觀

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註五四)

于肇怡舉了一些少游詞集中的名旬說:

......都是些「愁 J 是跟他的身世遭遇分不間的。他自從紹聖以後便遭貶，

到處飄零，不禁要在高館孤台，風晨兩夕，抒寫自己的年華愁逝的幽怨，坎

何身世的志哀，離情別緒的痛苦，這就使他的愁與歐陽修、晏殊等的問愁有

所不同。(註五五)

而這些主題也才是 「斜陽」、「流水」之輕易觸動少游離情別緒的基本背景。

註五三同註四/丸 ， 頁八六。
註五四 許天治 ， <中國古典詩中雕紅刻綠的賞析研究一一初探紅綠色彩在詩詞中的視覺意象(上) ) , 

〈警衛評論〉 三期， 民八0年--{)月 ， 頁九七。
註五五同註一六 ， 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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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 、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望海潮〉洛陽懷古)

四、奴如飛絮，郎如流水，相沾便肯相隨。( (望海潮〉一題別意)

五、念柳外青聽別後，水邊紅袂分時( (八六子〉倚危亭)

六、怎奈向，歡娛漸隨流水( (八六子〉倚危亭)

七、寸，心亂，北隨雲黯黯'東逐水悠悠( (風流子〉東風吹碧草)

八、江南遠( (夢揚州〉晚雲收)

九、水面倒銜蒼石( (雨中花〉指點虛無征路)

-0 、苦恨東流水( (鼓笛慢〉亂花叢裡曾攜手)

一一 、曲檻俯清流( (長相思〉鐵費城高)

一二 、流水遺孤村( (滿庭芳〉山抹微雲)

一三 、雲淡楚江清( (滿庭芳〉紅寥花繁)

一四、江風靜( (滿庭芳〉紅寥花繁)

一五、碧水驚秋( (滿庭芳〉碧水驚秋)

一六、水空流( (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

一七、便做春江都是淚( (江城子〉西城楊柳弄春柔)

一八、落花流水各西東( (江城子〉南來飛雁北歸鴻)

一九、柔情似水柔( (鵲橋仙〉纖雲弄巧)

二0 、落紅舖徑水平池( (畫堂春〉落紅舖徑水平池)

二一 、水邊沙外( (千秋歲〉水邊沙外)

二二 、柵江幸自繞柵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踏莎行〉霧失樓臺)

二三 、流水落花無間處( (蝶戀花〉曉日窺軒雙燕語)

二四、水喝雙眸點絆臂( (南鄉子〉妙手寫徽真)

二五、碧天如水月如眉( (醉桃源〉碧天如水月如眉)

二六、淡煙流水畫屏幽((?完溪沙〉漠漠輕寒上小樓)

二七、照水有情聊整鬢((?完溪沙〉香靨凝羞一笑開)

二八、遙夜沉沉如水( (如夢令〉遙夜沉沉如水)

二九、秋千未拆水平堤( (阮郎歸〉褪花新綠漸圓枝)

三0 、臨頭流水各西東( (阮郎歸〉宮腰裊裊翠髮鬆)

三一 、瀟湘門外水平舖( (阮郎歸)瀟湘門外水平舖)

三二 、秋干外，綠水橋平( (滿庭芳〉曉色雲開)

三三 、江楓古( (調笑令〉紅寥花繁)

三四、笑指喪江去( (調笑令〉無雙)

•••••••••••• E.E.-

•••••••••••••••• 

••• 
E.E.-

••••••••••••• 

(寸斜陽，夕陽，斜日

一、斜陽院落( (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

二、斜日半山( (風流子〉東風吹碧草)

三、斜陽外，寒鴉數點( (滿庭芳)山抹徵雲)

四、杜鵑聲裡斜陽暮( (踏莎行〉霧失樓臺)

五、覺來紅日又西斜((?完溪沙〉錦帳重重捲莫霞)

六、繞岸夕陽疏柳( (如夢令〉幽夢匆匆破後)

七、樓外殘陽紅滿( (如夢令〉樓外殘陽紅滿)

八、斜陽村外小灣頭( (虞美人〉碧桃天上栽和露)

九、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臨江仙〉醫子偎人嬌不整)

-0 、斜陽帶遠村( (南歌子〉夕露宿芳草)

一一、疏煙淡日( (滿庭芳〉曉色雲開)

〈二〉暮，黃昏

一、燈火已黃昏( (滿庭芳〉山抹徵雲)

二、黃雲凝暮( (滿庭芳〉碧水驚秋)

三、禮浪遠，暮雲重( (江城子)南來飛雁北歸鴻)

四、碧雲暮合空相對( (千秋歲〉水邊沙外)

五、共惜春將暮( (蝶戀花〉曉日窺軒雙燕語)

六、錦帳重重捲莫霞((?完溪沙〉錦帳重重捲莫霞)

七、蘭舟欲解春江暮( (調笑令〉離魂記)

八、又是一鉤新月，照黃昏。( (南歌子)香墨彎彎畫)

九、撩亂抽鴉，飛舞鬧黃昏 ( (南歌子〉夕露宿芳草)

一0 、上樓來照黃昏( (木蘭花慢〉過秦准曠望)

(:::)水，江，流水

一 、但亂雲流水縈帶離宮。( (望海潮)廣陵懷古)

二 、千巖萬墾爭流( (望海潮〉越州懷古)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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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水清淺( (調笑令〉採蓮)

三六、水調空傳幽怨( (調笑令〉採蓮)

三七、蘭舟欲解春江暮( (調笑令〉離魂記)

三八、爭奈無情江水不西流( (虞美人〉高城望斷塵如霧)

三九、煙水秋平岸( (虞美人)行行信馬橫塘畔)

四0 、水邊燈火漸人行( (南歌子〉王福迢迢盡)

四一、人去空流水( (南歌子〉香墨彎彎畫)

四二、江上數峰青( (臨江仙〉千里瀟湘按藍浦)

四三、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 (臨江仙〉醫子偎人嬌不整)

四四、江山滿眼今非昨( (一餅珠〉碧雲寥廓)

四五、更一重煙水，一重雲( (木蘭花慢〉過秦准曠望)

四六、江月知人念遠( (木蘭花慢〉過秦准曠望)

四七、更水邊人家( (金明池〉瓊苑金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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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南婷， (我讀j佐海詞) , {文藝月刊〉二一三期，民七六年三月。

一六 、許天泊， (中國古典詩中雕紅刻綠的賞析研究一一初探紅綠色彩在詩詞中

的視覺意象(上) } , {藝術評論〉三期，民八0年一0月。

一七、梁容若， (秦觀的生平與著作) , {書和人〉 二卷-0期，台北:國語日

報，民六二年五月。

一八、黃居仁， (時間如流水一一由古典詩歌中的時間用語談到中國人的時間

觀) , {中外文學〉第九卷第一一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民七0年
四月。

一九、黃兆顯， (談秦少游之文藝創作及生平) , (中國古典文藝論叢) ，香港

九龍:蘭芳艸堂出版社，民五九年一二月 。

二0 、黃志民， (濃霧斜陽與暗月:詞的造境與寫境) , {國文天地〉四卷一

期，台北，民七七年六月

二一 、陳弘治， (北宋詞一一秦觀) , {唐宋詞名作析評〉五版，台北:文津，

民七七年一0月。

二二 、菊韻，(7佐海居士詞) , {今日中國〉 三九卷，台北，民六三年七月。

二三 、楊仲謀， (評詞絕旬註(續)一一秦觀) , {暢流〉五O卷二期，台北民

六四年一月。

二四、楊向時， (秦觀) , {中國文學史論集〉第二冊，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

業社，民四七年四月。

二五、葛i胃君， (秦觀及其准海詞) , {書和人〉六七八期，台北:國語日報，

民八0年一二月一四日。

二六、鄭齋， (成府談詞一一秦觀) , (景午叢編) ，台北:中華，民六一年一

月。

二七、蔡義忠， (附宋十四家詞欣賞一一秦觀) , (中國六大詞人) ，台北:清

流，民六六年一二月。

二八、劉載褔著， (婉約派詞人秦少游) , (歷代詩詞百家) ，台南:綜合出版

社，民六九年-0 月。

二九、潘琦君， (淒迷清麗的准海詞) , {書和人〉 二卷一0期，台北:國語日

報，民六二年五月一二日。

三0 、薛碼若， (集婉約之成的秦觀) , {宋詞通論〉第三編第一章第四節，台

北:開明書店，民四七年五月。
尬，

三一 、鍾應梅， (秦觀准海詞) , <:梁、國說詞) ，香港:崇基學院，民五九年九

月。

三二 、龍沐勛， (蘇門四學士詞) , {文學〉二卷六期，香港:龍門書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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