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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視人1隨之本質一一

從結槍來探討<杜子春>

金明求*

壹、前言

小說到唐代，發揮了質的飛躍。這種變化，開始了中國小說創作的新時期。就

其所達到的成就來說，確可與同時代的詩歌互相爭美。小說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對鬼

神或人事的忠實「言己錄」。到了唐代，中國小說發展至更成熟的階段，有意識地進

行小說創作，小說不只是「言己實 J 而是要「虛構」了。唐代小說大部分保存在〈太

平廣記〉。保存在〈太平廣記〉作品中的〈杜子春〉一文是唐代傳奇小說中非常成

功的作品，它還用了綿密的寫作技巧，真備了充實的思想，完整的結構和細膩的情

節。若讀〈杜子春> '會發現它的人物性格描寫突出，形象鮮明生動，使表達的思

想意義更加深刻。

(杜子春〉見於〈太平廣記〉卷十六神仙類，文末題出自「續玄怪錄J 未題

撰人。論者或據之定為李復言作。但它所記為「周陪」事(註一) ，風格接近〈玄

怪錄} ，疑應為牛僧孺作 。在本文引(杜子春〉 的文字以〈太平廣記} (註二)為

依據。小說敘述杜子春為了煉丹受考驗之事 。 杜子春落拓不事家產，資財蕩盡，被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88 年學;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研究生。
註一﹒(杜子春〉篇曰「周階」而不曰「陳階」之事，明顯地為北方人的常用詞。牛僧孺籍西北隔西，

故有作者為牛僧孺的說法 。 關於 ( 杜子春 ) 作者的問題，意見紛紛，尚無定論。一般以認為牛

僧孺或李復言所作之說較多見 。作者問題的考證可以參考岳岳 ( r杜子春」讀後〉﹒{文藝月

于日 . 156 期，民國 71 年 6 月，頁 87 -92 • 
註二社子春〉引自宋、李明{太平廣記)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6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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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友所棄，有一天，正徬徨於長安，不知所往，卻巧遇老人周濟，才遠離饑寒之苦。

但杜子春蕩，心復熾'一二年間，稍稍而盡。其後叉一再得老人伸出援手，三次贈錢

逾數千萬。至老人第三次贈錢之時，杜子春感激老人深恩，真心決意要謀生，並願

立事之後為老人所使。老人引杜子春至華山雲臺峰，戒其不論見任何情景都「慎勿

語」。杜子春先後見大將軍、毒蛇猛獸、雷電風雨來逼，皆不動。後大將軍復來相

脅，執其妻子至其面前施以酷虐，也不動。於是斬杜子春，趕下地獄受刑，亦忍而

不言。閻王令杜子春輪迴而為女兒身，幼受針醫之苦，長大嫁人，始終不語。後生

一男，丈夫以其不語，憤而摔死見子，子春不覺失聲而出。頃刻如故，藥爐已炸，

道士嘆其未能忘愛心而煉丹失敗。後來杜子春復往尋之，卻已絕無人跡，只能歎恨

而歸。

(杜子春〉作品表面上以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來分成「現世」、「幻境」兩個世

界。但「物理時間」與「物理空間」的觀念藉主角的主觀意識，而有變成「心理時

間」與「心理空間」的可能性。其實詳細地分析〈杜子春> '可以分為「現世」 、

「幻境」、「迴環現世」三個結構部份。因為杜子春在長安三次收到老人贈錢的心

理態度和經過人情考驗與煉丹失敗後，再尋找道士蹤跡的心理態度完全不同，雖然

各個段落的篇幅長短、時空的安排不同 ， 但分成三個結構來分析作品，或許會比較

接近本來作品完整的思想意義。

中國古代小說從形式上看來，多有經過「三次重複」才能完成的情節 ， 如「劉

玄德三顧茅廬」、「宋公明三打祝家莊」、「孫行者三調芭蕉扇」等等。唐代傳奇

小說(杜子春〉的「三次重複」結構，技巧亦可說是達到高度成熟。「三次重複」

結構是集中在這「三復」字的內涵上，例如同一施動人向同一對象進行三次重複的

動作，或為了表現同一主題思想分成三個不同的模式來進行，或同一人物在不同的

情況下以重複的形式來表現出心理世界的變化等。每一次重複都是為取得預期的效

果，而設計出這樣層遞的情節。整個過程表現出「起」一一「中」一一「結」的形

會臣。
，.，.、

全篇三個階段裡面的每一節「三復」結構正是一直貫穿著主題思想。比如說老

人三次贈錢給杜子春，人之常情的考驗分為 r 11山境」、「地獄」、「輪迴」三個模

式、杜子春三「歎」中表現的心理變化等。那麼(杜子春〉三個階段中的「三復」

結構怎麼表現出思想、意義?筆者擬就從「情與欲的掙扎」、「人之常情的考驗」、

「覺悟人惰的歎」來分析「三復」結構的意義。除了本文以「三復」結構作為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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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春〉的方式之外，亦有從佛教「轉世觀念」來分析(註三) ，或與(枕中記〉

比較而考察人生態度者(註四)。但〈杜子春〉作品中「三復」結構非常獨特而且

明顯。閱讀這篇小說之時，若注意到(杜子春> r三復」結構的意義 ， 對了解 〈杜

子春〉的主題思想應有些許幫助，值得研究。

貳、「情」與「欲」的掙扎

早在先秦諸子的論述中 r情」與「欲」就被視為重要的問題，所謂 r食色

性也 J (註五) ，乃將「情」、「欲」與維持生命不可或缺的飲食相提並論，視為

是生命中難以全然棄絕的本能。「情」就是古代所講的「七，情 J (註六) ，其中包

括了「欲J 後來「情」與「欲」有時同義，有時叉有區別。這個詞的含義相當廣

泛而模糊，在一定情況下 r情」與「欲」也可以與「天理J (註七)、「性 J (註

八)等觀念相提並論。古代關於這方面的詞語運用相當複雜。這與人們對詞語的獨

特理解有關，也與不同時代人們對文化的認識有關。要理解它的含義，必須放到特

定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有可能得到正確答案。但若要將 r，情」與「欲」作真體分

別，可以把「情」歸於人性本質的一種表現 r情」對外物感應產生「欲 J 而且

主要指人們的物質生活的慾望。〈苟子 ﹒ 正名篇) : r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 J '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 ， 性之質也。」認為「情」是人性的特質與表現。其實「欲」

可以歸屬在「情」的特質中，只是「欲」較偏重於肉體、感覺、生殖方面，但 r ，情」

註三:佛教「轉世」觀念作為結構小說的一種形式，固然會有宣揚因果報應思想的一面，但畢竟也有
相對獨立的價值和意義。孫遜〈釋道「轉世」、「誦世」觀念與中國古代小說結構) (文學遺
產) (北京) • 1997 年第 4 期，頁 70 0 提到 r (杜子眷〉本事講道家出世的，但在結構上卻
借用『轉世』作為一轉換點。..... .作品在表現愛心勝於道性這一主題時 r轉世』模式在結
構上起了一個非常關鍵和轉攘的作用。」

註四:對於(杜子春)與(枕中記〉的比較研究可以參考梅家玲〈論「社子譽」與「枕中記」的人生

態度) (中外文學) .的卷 12 期，民國 76 年 5 月;王拓〈枕中記與社子春) (中國古典小說
論集(第一輯)) (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民國 77 年)。

註五(孟子 ﹒ 告子上}曰 r告子曰 r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外也。 J J 

註六(禮記 ﹒ 禮運}曰 r何謂人情?蓄、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

註七(禮記 ﹒ 樂記〉一書 r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人為物慾所誘
惑，不能節制自己的好惡之惰，就是滅掉天理而明極嗜欲。朱熹續續更深入的探討曰 r 問:

r飲食之間，孰為天理，孰為人欲? J 曰 r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J J 以日
常生活上飲食之欲天理，求美味為人欲。

註八(筍子 ﹒ 正名}曰 r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者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所欲為可得而

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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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欲」關係非常密切。傾向於生理性的需求也是「情」的一部份。

〈杜子春〉作品中「情」與「欲」的掙扎表現得非常強烈。老人送錢給杜子春

的動作重複三次。一樣的動作重複的原因在哪裡?杜子春每次收錢時感情的變化如

何?雖然作品襄面表現得相當模糊，但仔細觀察後便可了解反覆動作的含意。「現

世」情節中最突出之處是老人三次送給杜子春大量金錢的部份。每次受到老人的幫

助時，杜子春內心「情」與「欲」的衝突就非常明顯。

有一老人策杖於前，問曰 r 君子何歎? J 春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

感激之氣，發於顏色。老人曰 r 幾得則豐用? J 于春曰 r三五萬，則可

以活矣。」老人曰 r 未也。」更言之 r 十萬。」曰 r 未也。」乃言 r 百

萬。」亦曰 r 未也。」曰 r三百萬。」乃曰 r 可矣。」於是袖出一繕，

曰 r 給于今夕。明日午時，候子於西市波斯郎，慎無後期! J 及時，于春

往，老人呆與錢三百萬，不告姓名而去。于春既富，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

不復羈旅也。乘肥衣輕，會酒徒，徵絲管，歌舞於倡樓，不復以治生為意。

一二年間，稍稍而畫。

杜子春至長安之前，生活環境較好。而他的性格「志氣問曠，縱酒閒遊 J 但

蕩盡財產，親友也不歡迎他。他進入長安碰到老人後，憤怒其親戚之疏薄，也歎於

生活的不如意。但是從道士那襄收三次錢之後，慢慢地感覺到自己追求慾望的錯誤。

第一次老人給他錢而浪費的時候，他前後的心理反應不一樣。道士問他 r君子何

歎? J 杜子春的反應是 r言其心，且憤其親戚之疏薄也，感激之氣，發於顏色。」

以他當時的情況，是在對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訴說。等到拿了老人所送的三百萬錢後，

老人連姓名也不告知便走了。他以為財自天降，不必負擔任何精神上的不安和壓力，

因此立刻很快地就「蕩心復熾'自以為終身不復羈旅也。」所以叉開始放蕩，反覆

以前的惡習。

杜子春當初進入長安之時，心情較偏重「慾望」。進入長安仰天嘆息的時候，

碰到一位老人，願意給他很多錢，那時杜子春還沒注意到老人送錢給他的意義。所

以很開心地收下錢，接著就回復原來放蕩的生活。結果老人給的錢過一、二年就全

部都花光了。於是他漸漸地體會到自己只是為了滿足慾望在過日子。但是那時他的

意志不夠堅強而沒有做出真正的改變，所以只能再嘆息而徬徨於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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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聲而老人到，挂其手曰 r.君復如此，奇哉!吾將復濟于幾婚方可? J 于春

慚不應。老人因逼之。于春愧謝而已。老人曰 r 明日午時來前期處。」于

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千萬。未受之初，憤發，以為從此帶身治生，石季倫、

精頓小豎耳。錢既入手，心又翻熬。縱迪之情(註九) ，又卻如故。不一二

年間，貧過舊日。

第二次遇見老人之時，老人問他還要多少錢，子春慚愧而不好意思回答，當老

人進一步逼問時，他叉愧謝而已。不像第一次那樣毫不客氣，而且在未得錢之前，

他也會立志債發，以為從此要好好謀生，但是錢既入手，心叉翻然。心理的轉折起

伏己較第一次複雜，這種心理的轉折起伏在於使 r，情」與「欲」的衝突更凸顯。

老人再次給他機會。杜子春收錢之前，想要把握這個機會認真地謀生，那時候

他心理衝突著的 r，情」與「欲」已漸漸靠近「情」的領域。但是他拿錢之後，心底

暫伏的「欲」叉漸漸地上升起來，掌握杜子春的心理機制，所以出現杜子春的意志

及行動不一致的現象。這是從「人欲」覺悟到「人情」的過程中相互掙扎的局面。

老人給他錢，過一、二年後全部花光了。這次的蕩盡不是一點意義都沒有，而是在

完成「人情」的本質前，先建立意志及行為實踐相互調和的基礎，再邁向完善的生

活。

復遇老人於故處。于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老人牽措止之，又曰 r哇乎，

拙誰也! J 因與三于萬，曰 r此而不痊，則子貧在青有矣。」于春曰 r吾

落拓邪遊，生涯聲畫，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吏三給我，我何以當之?J

因謂老人曰 r吾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嬌可以衣食，於名教復圓矣。

感吏深匙，立事之後，唯吏所使。」

第三次見到老人時 r子春不勝其愧，掩面而走 J 羞慚之情較第二次更深。

至於「掩面而走J 簡直是無地自容了。等到老人再給他錢時 ，他終於這樣反省:

「吾落拓邪遊，生涯聲畫，親戚豪族，無相顧者，獨此吏三給我，我何以當之? J 

有了這種反省，才使他決心改邪歸正立志為善。有了這前後三次，心理感情的轉變，

杜子春最後終於甘於接受一切痛苦的考驗，為老人效命。

老人第三次給他錢時，他終於成功7 。他透通過第一、二次的失敗體會到控制

註九 r情」與「欲」的概念種種混淆而分不清楚，雖然小說本文中明顯有一「倩」字 ，但以具體的

分別來講，還偏重「慾望」的因素較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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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需以堅強意志來實踐。以前失敗是為了回復人性本質所做的準備。老人第

三次給他錢時讓他醒悟(註十) ，那時杜子春完全克服偏重縱慾的生活，體會到人

性的本質一一「有情有覺」。

第一次老人送錢之時，杜子春心理上充滿了追求「慾望」的本能。第二次是心

理上產生一點「人，情」的素質，但是還沒回復人性的本質。但第三次收到錢時，他

的心情完全回復人性本質。〈杜子春〉中 r現世」情節是杜子春從縱慾到回復人

性本質的轉移過程。這個過程中常常產生「情」與「欲」的衝突。那時候杜子春心

理上掙扎、猶豫的現象特別突出，但經過三次的考驗，逐漸地體會到「人情」的高

尚性。

老人的三次考驗相當周到綿密，讓杜子春意志及行為實踐上體會到回復人性的

本質。杜子春於三次機會襄不斷地在縱慾和節制慾望之間明顯地掙扎、衝突。全篇

的「現世J 、「幻境」、「迴環現世」 三個結構中 r現世」↑宵節構成「一次」 、

「二次」、「三次」增錢的「三復結構」。老人給杜子春三次機會的結構可以連結

在全篇的結構。「現世」情節的慾望和人惰的掙扎用以凸顯〈杜子春〉全篇的「三

復」結構。在三次機會中，體會人性本質，也貫穿全篇的主題思想。「現世」情節

是從追求慾望的生活態度改變到尊重人性本質的態度。人性本質在杜子春心理上已

經佔了頑強的地位，也貫通以後杜子春的人生態度。老人給他三次錢的意義，就是

從慾望到人惰的過程中，讓杜子春體會到人性的本質。慾望是人性因素中的一部份，

但是若只偏重「人欲J 人間的慾望永遠不能滿足，而且斷絕人情來做丹藥的事業

也不能成功。老人給他三次機會的意義是了解〈杜子春〉主冒的重要關鍵。這是回

復人性本質的一種考驗，也是體會到人性本質而歸於人性的尊嚴性。通過這種的考

驗來得到的覺悟，在這個作品中有重要意義 。

參、人之常情的考驗

「幻境」考驗的情節在(杜子春〉作品中估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若以時間、空

間來區分人惰的考驗，大概是以「仙境」一一「地獄」一一「輪迴」來構成。首先

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仙境，通過仙境上的考驗，再落到閻王面前受到無法想像的「幽

冥」世界的苦痛，但他堅守老人的戒言，終於輪迴到現質世界的空間，卻在看到兒

註十 r r曬乎，拙謀也! J 因與三千萬，曰 r此而不痊，則子貧在奮育矣。.. J 參見宋、李助{太

平廣記〉卷十六(台北:文史哲出臨祉，民國 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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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將被逼死之際發出聲音，以致不能煉丹成功。 r{山境」、「地獄」、「輪迴J

三個不同世界讓他受到了身體與精神殘酷的痛苦。對杜子春而言，三個考驗的困難

度一點也不滅，反而以愈來愈強的試煉過程來逼他出聲。那麼每一次被安排的考驗

方式為何?杜子春怎麼克服這樣的困難，而且可以克服艱難的原動力從哪襄來?面

對這三層困難而掙扎的事情，過程描寫得非常細緻。這個情節在全體結構中佔了相

當重要的位置，而且造成高潮的緊張感。

首先從進入仙境的情況來分析杜子春「人之常情」考驗的意義。

逐與登華山雲金峰，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非常人居。彩雲遙

覆，驚鶴飛翔。其土有正堂，中有誰墟，高九凡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

玉女九人， J袁墟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

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的仙境是非常勝地，不是一般人可達到的地方。以杜子春

的視角所描寫的仙境突出神秘、的色彩，而加上莊嚴的氣氛，間接地反映出杜子春的

心情。杜子春到仙境之後，才知道老人的身分是會煉丹的道士，此時他卻沒有任何

的心理變化。因為他的心意在跟著老人之前已經篤定了，有在任何情況下發生什麼

事情都可以接受的心理準備。老人回復道士的身分來告訴杜子春修煉上重要的要

求，即「慎勿語」。

慎h誨，雖尊神，惡鬼，夜叉，猛獸，地獄，及君之親屬$，所困縛萬苦，皆非
真實。但當不動不語，宜安心其懼，終無所苦。當一心念吾所言。

「慎勿語」的意象內涵相當深密，道士為什麼認為「慎勿語」的方式才是通過

所有考驗的關鍵? r語」就是慾望的表層意義，而且在人間來講，可算是人間本能

中最根本的素質之一。能反觀「語」的深層意義，就能控制慾望的鑰匙。不能控制

慾望則產生「魔」的念頭，所以道士吩咐說 r 萬苦皆非真實」。天魔無相，並無

實質，魔由心生，乃修道第一剋星。「慎勿語」是「慎勿欲J 不動慾念，就不會

沈入痛苦的深淵。其實「語」是自己內心表現出「放縱」與「節制」間不斷掙扎的

表象。若繼續維持「慎勿語」的戒言，則可達到仙人的境界。這就是以斷絕人情為

重要的關鍵，而且對自己內心強烈的要求。若「仙境」、「地獄」、「輪迴」上的

痛苦是從外面來的考驗 r慎勿語」的誓約就是對自己內心嚴重的試煉。這精神上

的苦痛，比身體上的痛苦更厲害，而且再加上肉體的苦痛，就成為在人間上忍不了

最苦難的考驗。一方面肉體、精神上受到嚴重的傷害，一方面心理叉在「有情」與

「無情」之間不斷地衝突，還得堅持「慎勿語」。真可說是人間最痛苦的一種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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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子春在仙境修煉之時，突然出現千乘萬騎的大將軍，來威脅杜子春要出聲。

猛虎、毒龍、現援、獅子、腹蝠也加以妨害修煉，甚至在杜子春面前執妻子來試驗

夫婦之情。但是他已經斷絕了權勢的逼迫、猛獸的威脅及夫婦之惰，不動不語，終

於被斬死落到地獄。仙境的考驗可引起注意的事，就是大將軍的登場。為什麼用大

將軍的出現來逼迫杜子春呢?大將軍的登場是有意義的，我們需要仔細觀察其必要

性。大將軍的出現和杜子春的性別有關係。杜子春在仙境試煉的時候身分還是男性。

唐代一般士人願望中的理想之一是「出將入相 J 反之被強烈的權勢逼迫時，會不

會產生恐懼的情緒?像大將軍以「千乘萬騎」、「挂旗戈甲」、「呵日匕之聲」、「震

動天地」來威脅杜子春，是不是最嚴重的艱難之一 ?。所以在仙境上的第一次考驗

不得不安排大將軍的登場 。 從杜子春的立場來說，大將軍的登場的確是非常的艱難

之一 。 在仙境的考驗是屬於可以想像的困難、可以理解的困境之例，這襄包括身體、

精神上的苦痛，可說是現實世界最難過的困境。

杜子春被斬死了後，他的魂魄被閻王領見。事實上杜子春的身體並不存在，只

是漂流在幽冥世界的靈魂而已。考驗杜子春靈魂的方式不同於現世肉體的考驗方

式，但都是在肉體生命與死後世界最痛苦的試煉。

魂魄被領見閻羅王，曰 r此乃雲臺峰妖民乎?捉付獄中。」于是鎔銅鐵杖、

礁持、拉磨、火坑、鍾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道士之言，

亦似可忍，竟不呻吟。

這是杜子春的靈魂落到地獄之後，受到最殘酷的痛苦，比現世肉體上的痛苦更

可怕。雖然在地獄遭遇不可想像的苦痛，但他始終堅持 r ，慎勿語 J 不開口出聲。

中國古代文學中不少敘述提及「地獄」是「另外一個世界 J 人間死後的「幽冥世

界J r地獄」的具體名稱是佛教轉入中國之時傳來的， (註十一)但「地獄」這

個觀念傳來以前，在中國古代神話傳說及詩歌作品中，已經有關於「另一個世界」

註十一 地獄觀念是在東漢晚年隨看佛典的傳入而出現的，因此在當時來說，是一個外來的觀念 。

它的出現，代表了中國人對死後世界的認識的一個劃時代的的改變 。根據佛教教義，地獄 (梵

文 Naraka' 音譯奈落迦，或泥梨 ) 不是康生死後必然所至的地方，而祇是限於生前作惡業所
招的果報，在六道輪迴中居於最下 。 換言之，這含有價值的成分和因果的成分在內，也就是

上文我們所說的對人生評價的意思 。 這一點，可以說是佛教的地獄觀念和我們原有的幾個觀

念最不相同的地方 。」 參考量齋 (地獄觀念在中國小說中的運用和改變 ) (純文學) • 9 卷 5

期，民國 60.5 .頁 34-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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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幽冥世界」的概念。包括了「黃泉」、「窩里」、「幽都」、「泰山」等(註

十二) ，都是以構想有限生命能夠在男外一個世界上的存在，或永恆的安息。佛教

傳來後「地獄」觀念比以前更具體而廣泛。佛教所說的地獄，據〈法苑珠林〉卷七

(地獄部﹒受報〉所引諸經所論，謂深有四萬愉繕那(註十三) ，縱橫二萬愉繕那，

上下共置有八層大地獄。(註十四)地獄中的刑罰，千奇百怪，名目多而慘烈，有

所謂黑沙、沸屎、鐵釘、飢鐵、銅鐘、石磨、臆血、灰河、鐵丸、對狼、劍樹、寒

冰等，而且受刑的時間無時無刻，必使地獄成為世界上最可怕、最悲慘的地方為止。

(杜子春〉作品中的「地獄J 讓杜子春徹底地試煉人情，而且受到世界上最

可怕、最殘酷的刑罰。連死亡之後也沒有中斷，反而增加考驗的程度來壓迫杜子春。

地獄的刑法愈激烈、悲慘，杜子春的意志愈堅強。這樣的事實可以強調斷絕人情是

愈來愈難的。通過所有地獄的刑法，他竟連一點聲音也不發出。通過地獄的刑法然

後再輪迴，出生為女人之身。但是「生而多病，針灸藥醫，略無停日。」常常墜火

墜床，痛苦不齊，過痛苦的生活。

盧生備六禮親迎~妻。數年，恩情甚篤。生一男，僅二且說，聰慧無敵。盧抱兒

與之言，不應，多方引之，終無辭。盧大起曰 r昔賣大夫之妻，鄙其夫，

燒不笑。然觀其射雄，尚釋其憾。今吾又不及賣，而文藝非徒射雄也。而竟

不言。大丈夫為妻所鄙，安用其子? J 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土，應手而碎，

血飛數步。于春愛生于心，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 r噫。」

杜子春以男子剛性試煉成功了，但他的「無情無覺 J 究竟不為閻王所容，所

以讓他重入凡間脫胎為女人。作者安排一世為男，一世為女，更見其謀篇周密，天

衣無縫的工夫。雖然杜子春出生為啞女，也仍結婚且生一子過著幸福的生活。但這

不是全部考驗的結束，而是以比過去更殘酷的刑罰來逼迫她。最後丈夫因妻子無言

而憤怒，摔殺見子之時，救子勢必發聲之不得不然的「似言非言」。身為男子「無

言」的關鍵在於斷絕人倫關係、消滅七情六慾'而女子的「無言」也必須在消滅人

性中之喜、怒、哀、懼、愛、惡、慾的條件下，沒有差別。但人間的愛中最難割捨

註十二 r黃泉」與 「窩里」只言及人死之後的歸宿 r幽都」觀念則走出自{楚辭﹒招魂) .說是

地下有一個黑色世界 。「泰山」有 「泰山府君」﹒掌握人類的生死。人死之後，必到泰山府
君之處 。 所謂「黃泉」、「幽冥」、 「窩里」、「泰山」等這些觀念，各別的詳細內容雖然

不盡相同，但所指的對象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都是指人死後所歸的地方。

註十三 :梵語 Yoj ana .古印度計程單位名， 一般含義為 「套一次牛所行的路程」﹒並無確定的長度。
註十四:參見{法苑珠林〉卷七 〈地獄部﹒受報 ) (台北:新文鹽出版社，民國 62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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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情就是母子之愛。這種強加壓抑叉無法抑制的心聲，可以想像杜子春意識中未

經思考地、自然交叉著道士誓約與母子親情的矛盾。「噫」這個「似言非言」裡面

包括的含意非常廣泛。身體的苦痛、心理的掙扎、精神的煩惱，全部藉「噫」聲音

來突破壓抑人惰的全部。「噫」只是一個潛意識的「不似語言」而已，但卻把仙境、

地獄試煉中所有困惑、刑罰的煩惱全部吐盡。閻王故意安排比地獄更痛苦、悲慘的

一個困境，讓杜子春變女人來考驗母子愛。

作者首先佈置從地獄的苦痛到輪迴的苦痛，然後使杜子春感覺到人生的悲苦、

喜悅，再突然致命的一擊。「噫」一聲，是用最強烈的衝擊來打破所有以前忍耐過

的苦痛與煩惱。若以斷絕人情之事來講，試煉的過程已經失敗了，但從覺悟人性本

質的主題思想來講，反而是成功的。即使試驗過母子愛時，沒有出聲可以達到成仙

的境界，卻不是人之常情所能容許的，在「無情無覺」的神仙世界才有存在意義。

連一點人情也沒有的人在充滿人情的世界中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他真正地確認到

人情的高貴性，而且回復人性的本質。所有的考驗安排得非常細緻、周到。作者在

人之常情的考驗中安排 r 11山境」、「地獄」、「輪迴」一一斗之同的時空、不同的方

式一一味發揮對考驗的強力氣勢。可能會間接的承認斷絕人情是不容易的事實，而

且強調人惰的好不容易。杜子春在人惰的考驗中不能成功達到神仙的境界，反而獲

得很寶貴的經驗，即回復於人性本質。在這裡的三個考驗，每一個試煉都有特色。

雖然現實身體、靈魂精神、輪迴現世上的展現不同，但都有安排在各個時空上最難

度過的關卡，而且佈置得相當細膩。雖然杜子春不能成功，卻給他體會人情高尚性

的機會。其實這三個試煉不但在全篇的「三復」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位置，而且在

使杜子春覺悟人性本質上也有重要的意義。

肆、覺悟人情的「歎」

杜子春通過試煉終於覺悟到人性本質，而在文末中以「歎」的形式來表現。這

部份的篇幅不長，但隱藏的意義不小。杜子春和道士的「歎」的心理機制，表面上

沒有重要意義存在，但若要聯繫主題思想的話，就有不可蔑視的內涵。因此他們以

「歎」的情感來表現對人惰的覺醒。杜子春「歎」心理機制的根源在哪裡?而且「歎」

和主題思想、有什麼密切關係?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杜子春在每一個情況襄表現出來的

嘆息。在「三復」結構中主角每次對「情」與「欲」考驗上所表現的心理態度皆不

同。在作品真面描寫最突出的部份就是對「有情」、「無情」、「無報」的心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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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樣的心理態度在全篇「三復」結構中怎麼發揮自己的力量，而且對主題思想

有什麼影響?杜子春對人情的所有的關照集中在「歎」的情緒上。在全篇中杜子春

「歎」一共出現三次，每一次的「歎」表現不一樣的心情變化，而且所肯定的人情

意義、人生態度也不同。雖然篇幅很小，但卻能以才出現幾次的機會來獲得很大的

效果。

本來「歎」的心理機制和「悲」的情緒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悲」與「歎」的

情緒合起來便成為「悲歎」的感情，這也是在現實世界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所表現出

的悲傷的心理情況。其實「悲傷」是痛苦的發展與延伸 r悲傷」往往自分離、失

敗、遭遇不公等類似「丟失」的情楞的|起。(註十五)悲傷的結果則常常是將痛

苦加以宣洩，一場宣洩之後，痛苦獲得釋放，心情反而容易趨向平靜。在作品中杜

子春「歎」的根本也基於「悲」的情緒，所以「悲」的情緒常常以「歎」的形式表

現出來。杜子春心理上所壓抑的悲傷之感，以「歎」的方式宣洩出來，因而才使心

情趨向平靜。所以杜子春心理上對世俗的薄情、 r，情」與「欲」的掙扎、沒有報恩

的慚愧之心，不知不覺地在「歎」的一面上表現出來，再加上通過「歎」的心理過

程貫穿主題思想，因而獲得「人性本質」的覺醒。所以值得觀察的是杜子春如何以

「歎」的心理機制來表現出覺悟「人性本質」的過程。

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於東市西門，饑寒

之色可掏，仰天長，于。

杜子春在長安中，徬徨不知所往而仰天嘆息。他的「仰天長時」是對不事家產

的個性，沒有足夠寬廣包容性的社會，以及天命的不公平而造成無法掌握自己命運

的內面抗議，所以心理上充滿不如意的悲傷之情。而且這樣的悲哀轉而在斥責親戚

的薄情心理上特別凸顯出來。他見到老人之後並沒有猶豫，很快地表現出其憤怒之

心，而對自己浪費財產的事情沒有任何省察。他還認為擺脫困境重要關鍵是善人的

施恩救濟。於是老人馬上給他金錢解決貧窮之難，而讓他享受充滿慾望的世界。杜

子春單純地以為只要有充分的金錢，便可以避免悲慘的情況。他「長時」的感情基

礎在於親友不願在物質上面給予支援的薄惰。所以杜子春的「悲歎」的心理此時候

還比較偏重在物質的慾望上，還沒達到覺醒人性本質的境界。所以老人在讓他充滿

慾望的世界中享受物質的虛幻。老人真正的意圖在於煉丹的過程中，就必須要定通

註十五:參見俞汝擅〈人心可溺1←小說人物心理探索)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 年) .頁 3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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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許多慾望的誘惑才算完成，若杜子春還在慾望世界襄無法自我把持的話，就絕不

能練成丹藥。因此若要使他覺，悟物質慾望的虛幻，就不得不給他許多錢，讓他充分

享受慾望的世界。所以老人首先讓杜子春享受慾望的虛幻世界，組而覺醒感受到人
情之慌忙，然後才能經歷忘情的過程，最終達到無惰的境界。

杜子春收到老人的錢以後叉再回復以前的樣子，將錢全部花光。那時候杜子春

在花錢的心理上沒什麼嚴重的壓力，連任何的道德上的責任感也沒有。所以很容易

回復以前的情況，叉徬徨在長安而自歎。這時候的「自歎」和以前「仰天長時」的

心情是完全不一樣的。此時的「自歎」上已經表現出對浪費寶貴機會由後悔以及自

我的反省、省察。這時候的心理變化，在第二次碰到老人之時所表現出的慚愧而不
應的態度上更明顯。

既而復無計，自歎于市門。發聲而老人到，握其手曰 r;君復如此，奇哉!吾

將復濟于幾婚方可? J 于春慚不應。老人因逼之。子春愧謝而已。

老人要叉給他錢，但杜子春，慚愧而不敢答應。第一次向老人收錢之時的心理態

度和第二次收錢的心理態度完全不同。杜子春第二次收錢之時並不像第一次那樣放

縱、無禮。以前收錢之時連老人的姓名也不問，沒有任何的責任感，但這一次杜子

春的心理上有很大的變化，覺得非常慚愧而不敢承諾。他已經在反省以前放縱的生

活。在這裡的「自歎」直接表現出自己偏重慾望，浪費金錢的罪惡感，同時也有對

自己的嚴重痛悔。所以在老人給他錢之前，甚至有憤發之心，以為會改善以往的錯
誤而邁向新的人生。

子春忍愧而往，得錢一干萬。未受之初，憤發，以h?從此誰身治生，石季倫、

精頓小豎耳。

但錢已入手之後心情叉回復以前放縱的生活。杜子春「自歎」的根本心理機制
基於「悲」的情緒。這一個「悲」的原因一方面是由對放縱生活反省而來的慚愧感，

一方面是從對連自我也控制不了的失望感。但是並沒有那麼徹底 、充分地覺醒 。在

他的心理上「情」與「欲」一直在衝突著，而且沒有明顯的分別出「情」與「欲」

的傾向。所以杜子春才會在心理態度上出現「情」與「欲」的強烈掙扎，而且在 r ，情」

和「欲」的矛盾衝突上還無法確信「人性本質」。這樣的「情」和「欲」之間的猶

豫不絕在「自歎」上明顯的表現出來。

他通過所有的艱難，最後試煉母子愛的時候沒有辦法繼續堅持「慎勿語」的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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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終於說出「噫」 一聲，而無法達到神仙的境界 ，因而不得不歸於世俗的世界。

子春即歸，愧其忘誓。復自動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無人跡。我良品庫。

杜子春雖已歸於世俗，但因連背和道士的誓約而心生愧悔，因此再去尋找以前

去過的仙境。但是最終仍沒有找到道士的蹤跡，歎恨而歸。此時，杜子春「歎恨」

的心理機制是原來「歎」的情感，再加上 r，恨」的心情。杜子春的「歎恨」心理上

並沒有為不能成仙而感到任何惋惰，或是感歎於有限人生的情緒，其中只有對沒能

報恩卻反而毀了道士的丹藥，感到羞愧而已。慚愧的情緒在「歎恨」的心理情感上

佔了相當重要的部份，因為不能報恩且違背道士約定所帶來的痛悔感貫穿「歎恨」

的心理系統。「誓約」觀念在杜子春的心理態度來講，是重要的象徵內涵。杜子春

對老人恩惠的報答在「守約」的意識形態上其體化。所以他違約之時所感覺到的罪

惡感、惋惜感，再轉化為尋找道士而進入仙境的心理力量，但終於不能發現任何的

痕跡，因此不得不歎恨而歸。我們注意觀察可以發現杜子春的「歎恨」心理真體集

中於沒有「報恩」之慚愧。此種報恩的心理機制也屬於「人情」的一部份。

金耀基在(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曰:

「報」的觀念被認為有普遍性的，是任何文化道德律中重要因素。......實則，

此可恥的觀念以含在「恕」的觀念中，亦可說已含在「人情」的觀念中。

「來而不往非禮也 J 這個「交換」的觀念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為不止它

是一套禮的儀式，實在是因為它是合乎人情之常的，亦可說是合乎「報」的

觀念的。(註十六)

劉兆明也在( r報」的概念及其在組織研究上的意義〉曰:

人典人之間的關係而言(亦即去除人與超自然之間的「黨報」闕係) , r 報」

是屬於「人情」的範疇。「人情」可說是情感性關係典工具性關係交織而成

的一種混合性關係。(註十七)

「報恩」情緒的根本基於人惰，杜子春在不知不覺中獲得了對「人性本質」的

間接覺悟。作丹藥之時必須斷絕人情，才能完成，但杜子春試煉的動機並不是要斷

註十六:參見金組基(人際關係中人情之分析) .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 (台北:控冠圖書公
司，民國 84 年) .頁 83-徊。

註十七:參見劉兆明( r報」的觀念及其在組織研究上的意義) .楊國街、余安邦主騙{中國人的心
理與行為一理念及方法衛(一九九二))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2 年) .頁 2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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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人情而享受長生不老，而只是為了守和道士的誓約而意圖報恩而已。但這個報恩

心理的根本基礎為何?其實也就是人性的本質一一「人之常情」。僅管「報」的基

本觀念非常複雜(註十八) ，也包含「人與超自然之間的因果關係」、「社會上的

交換行為J 不限於「人情」方面，但從「情感性」來分析，可以確定報恩的心理

屬於情感，其體地說便是「人情」。所以杜子春根本不能成功達到成仙的境界，因

為他通過試煉的所有原動力就從報恩的心理機制上出發，而並沒有自己想要成仙的

願望。{也不能捨棄基於人惰的報恩思想，所以也就絕對無法達到成仙的境界。

進指路使歸。于春強登基觀焉，其墟已壞，中有鐵拉大如臂，長數尺。道士脫

衣，以刀子削之。于春即歸，愧其忘誓。復自動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峰，絕

無人跡。歎恨而歸。

杜子春始終存在著報答道士恩惠的念頭，但在最後的試煉中卻失敗了。人惰的

高尚性以「報恩之心」來具體化、形象化。他對人惰的思考雖不是明顯地表現出來，

但從「報恩之心」的心理機制來觀察，可以看出他所表現的「人性本質」程度不低。

他在三次「歎」的心理態度中 ，己經明顯地表現出對於人性本質的思考。這三個「歎」

的過程是覺醒人性本質的感嘆，而且回歸人性之自然表現。這不是真正的人情嗎?

杜子春以三次「歎」的過程來表現，從偏重慾望的心理到「情」與「欲」的矛盾衝

突而終於肯定人性的本質。最後道士也肯定人常之情:

道士歎曰 r錯大誤余乃如是! J 因提其髮技水覽中。未頃，火息。道士前曰:

r 吾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慾，皆忘矣。所未臻者，受而已。向使于無噫聲。

吾之躍成，子亦上仙矣。喔乎，仙才之難得焉!吾蕪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

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J 

道士先表達出對杜子春沒有斷絕人情而煉丹失敗的遺憾。道士的憤怒發洩在杜

子春的身上，所以斥責杜子春說 r錯大誤余乃如是! J 但是道士這樣的心理之後

便迅速轉變為嘆息於「仙才的難得」。其實道士一方面嘆息斷絕人情之困難，一方

面強調仙才之難得。「忘情」的過程並非輕易可達的境界。在道士「歎」的內涵意

註十八 r r報』在中文聾的意義相當廣泛。就一般用語而言，至少有酬答(如報答、報酬、報恩、報

仇等)、因果(如報應)、及告知(如報告)等意義。在社會及行為科學的有關文獻中，揭聯陸

(Yang' 1957)將 r報』視為中國社會關係的基礎，他認為 r報』的中心意義是反應或還報，

也是人與人之間，以至人與超自然之間的一種確定因果關係。文崇一( 1982)將報恩與報仇視

為一種交換行為。韋政通( 1987)則搜出報有五種概念，分別是報恩、報仇、還報、果報、及
業報﹒」參考同註十七，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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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正面上表現出對斷絕「人之常情」雖困難，但斷絕所有世俗姻緣的仙才更難

得之體認，然在另一方面上也肯定「愛情」、人惰的高尚性，而再確認「人之常情」。

所以道士才認為杜子春是所世俗所容的人，也肯定地說 r哇乎，仙才之難得焉!

吾蕪可重煉，而子之身猶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 J 

若仔細觀察就知道道士的「暖乎」與杜子春的「歎恨」表層上雖是不同的心理

機制，但深層上都是基於肯定人情，只是表現不同而已 。所以杜子春「歎」的心理

過程是接近覺悟人情階段，可以貫通道士對人惰的肯定。杜子春比較焦慮於對道士

違約因而沒報恩之事，並對此感覺到慚愧。沒有報恩的心理態度在社會規範上會產

生一種耽辱的感覺，所以杜子春的潛意識上執著於報恩，且對沒有報恩的事實不能

接受。(註十九)若無法報恩的心理負擔充塞心間，便容易產生慚愧的感覺。這樣

慚愧的感覺是基於無法報恩的心態，也是基於肯定人之常情經由變形所表現出而

己，但根本上是相同的。道士表面上斥責杜子春的失敗，但實際上肯定忘情的艱難、

難免人常之情。杜子春對人情的看法在報恩的思想中具體地表現出來，而且對這報

恩的思想一直堅持。所以他雖已考驗失敗，不能完成丹藥，但他一直在覺悟人性的

本質。杜子春覺，悟到人情的過程是特別突出在作品的最後部份。在作品中專門表現

「歎」的部份雖然有限，但卻一直貫穿主題思想，所以在全篇的三復結構當中，佔

了相當重的地位。杜子春的「歎」是過三次的進行而接近肯定人之常情的普遍性。

雖然三次「歎」的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心理態度，但終於以報恩的形態來肯定「人

性中的愛J 覺醒人性的本質。所以杜子春三次不同「歎」的過程實穿(杜子春〉
的主題思想，而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意義。

伍、結論

以上以「三復」結構來分析(杜子春〉的主題思想、及內容。本文分成為三個部

份來研究(杜子春) r三復」結構的意義，並進而探討其主題思想。全篇可分為「現

世」、「幻境」、「迴環現世」的三個結構。

「現世」情節中最有特色是老人三次送杜子春錢的事情。每次收錢之時，杜子

春內心的「情」與「欲」的心理變化非常明顯。第一次老人送錢之時，杜子春心理

註十九 r所謂恩德、恩惠﹒不祇是物質上的支援，同時也是精神上的感受，使人不得不在可能範圍
內，設法回報;如果不回報，就會產生種恥辱感﹒」可以參考文崇一〈報恩與復仇:交換行
為的分析) .楊國樞主編{中國人的心理) (台北:桂冠圖書公司，民國 84 年) .頁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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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充滿了渴求「慾望」的本能。第二次是心理上產生一點「人情」的因素，但還較

偏重「慾望」本能，所以收的錢全部都花掉了。但三次收錢之時，心情完全轉變，

人情覺醒而覺悟物慾的虛無。其實「慾望」是人性成分之一，但若只偏重「人欲」

而不察「人，情 J 人們就不容易觀照人性的昇華。(杜子春〉作品中 r現世」情

節是杜子春的從縱慾到回復人性本質的轉移過程。杜子春心理上的掙扎、猶豫都在

經過三次的考驗中，不知不覺地省察到「人情」的高貴。老人給他三次機會的意義，

正是回復人性本質的一種考驗，也是讓杜子春體會到「人，情」世界的一種關鍵。

「幻境」情節在(杜子春〉作品中佔了相當的篇幅。若要分成人情的考驗，可

以分為「仙境」一一「地獄」一一「輪迴」。首先，杜子春跟著老人進入仙境，通

過「仙境」上的考驗，不動不語。之後再落到地獄受到了無法想像的刑罰，但仍一

直堅持老人的誓約。最後輪迴到現實的女人身，但在看到兒子被摔死之時忍不住發

出一聲，遂不能完成煉丹。在人之常情的考驗中安排 rf山境」、「地獄」、「輪迴」

三者來發揮考驗的嚴重性。在這裡的三個考驗，每一個試煉都有特色，雖然考驗的

方式在 rf山境」、「地獄」、「輪迴」上有不同的展現，但都佈置得相當周密。小

說安排有三個層次的難關，本來應是徹底地妨礙杜子春的修煉，但卻反而給他體會

到人情之高尚性的機會。雖然杜子春在人情的考驗中不能成功達到神仙的境界，但

卻獲得了回復人性本質的寶貴經驗。

「迴環現世」的情節中，杜子春「歎」的心理機制最有特色，然只有出現一次

而已。但是觀察全篇情節中已經出現兩次，而且「歎恨」的心理態度比前兩次的「歎」

更完整，可以代表杜子春的思考總結。「歎」的情緒在作品的主題思想上有不可蔑

視的內涵，而且是貫穿全篇結構的中心課題。雖然杜子春三次「歎」的形式不同，

心理反應也不同，但都是以「歎」的情感來表現出對人情覺醒的過程。「仰天長時」

是對於自己不事家產的個性，沒有寬廣的包容性的社會，以及天命之不公平而無法

自己掌握命運的內面抗議。他的「長時」在情感根本上是由於親友之薄情而不照顧

所產生的「悲歎」心理。「自歎」上表現出對於浪費機會以及對自我反省、省察的

覺醒。不但直接表現出對自己偏重慾望浪費錢財的罪惡感，同時也有反面對自己的

嚴重的痛悔。但杜子春的心理上還一直在「情」與「欲」之間掙扎，而且在 r ，情」

和「欲」矛盾衝突上還不確信「人性的本質」。杜子春「歎恨」心理上並沒有為不

能成仙而感到任何惋惰，或是感歎於有限人生的情緒，而只是對沒有報恩感到羞愧

而已。杜子春「歎恨」心理具體集中在沒有「報恩」的慚愧之感。人惰的高尚性以

「報恩之心」來具體化 、形象化 。他對三次「歎」的心理態度中，已經明顯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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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於人性本質的思考。三個「歎」的過程是覺悟人性本質的感嘆，並且是回歸人
性之自然表現。他以三次「歎」的過程來表現，從偏重慾望的心理到「情」與「欲」
的矛盾衝突而終於肯定人性的本質。

唐代小說中惟〈杜子春〉有三次重複的獨特現象。但從小說創作發展意義來講，

這正是作者有意識地安排「三種」結構來完成作品的完整性。這樣的角度來看， <杜

子春〉的「三復」結構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的意義存在，而且聯繫著作品的主題思

想。雖然只有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杜子春〉的結構或許不夠完備，也還會有其他的

因素尚未論述。但仔細觀察作品之時，可以發現這三個部份構成了全體作品中相當

重要的價值，也貫穿了全篇的主流。所以由「三復」結構來了解(杜子春〉小說構

成及其主題思想應有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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