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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唐代牡丹詩的藝術表現 

 

俞琰《歷代詠物詩選‧序》云：「詩感於物，而其體物者，不可以

不工；狀物者，不可以不切，於是有詠物一體，以窮物之情，盡物之

態。而詩學之要，莫先於詠物矣！」1這段話道出：既為詠物，必定要

求「工」、求「切」，而要達到詠物「工」、「切」以窮形、寫物、寓情，

必然涉及表現技巧。  

詠物詩的描寫物件是「物」，難免必須對所詠之物作一定的描繪和

刻畫，這種刻畫是為了曲盡物之體態，達到形似的目的。但好的詠物

詩並不停留於形似，而是力求在形似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寫出物的

神韻。所以古人有「取形不如取神」之言。《詩話總龜‧前集》卷九引

《直方詩話》有一段記載︰ 

 

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楊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

酒曰：「『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林和靖梅花詩，

然而為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李花不敢

承當。」一座大笑。
2 

 

從這裡可以看出蘇軾特出、不凡的見解。林逋的詩句，描繪出梅花孤

傲雅潔的神態和風韻，如果是杏花、桃花，用疏影、暗香來描摩就並

不恰當了。而如果林逋僅僅著眼於梅花的色彩、形狀，可能寫得更細

緻、更逼真，但卻會失去梅花的神韻。3可見，好的詠物詩不僅要追求

形似，更要力求「神似」，在刻畫中求其內在神韻；雖詠物，但不滯於

                                                 
1 ﹝清﹞俞琰輯；易縉雲，孫奮揚註：《歷代詠物詩選》（上下冊），（台北：廣文
書局， 1968 年），〈序〉未標頁碼。  
2  ﹝宋﹞阮一：《詩話總龜前集後集》（一），（台北：廣文書局印行， 1973 年），
頁 237。  
3 參見李凌：〈清香合讓梅為最 ,陽艷叢中許牡丹──唐詠牡丹詩與宋詠梅詩的比
較〉，《鹽城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7 卷第 3 期， 2004 年，頁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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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才能提昇境界。 

物象的描繪因感情的注入而昇華，但意象的描摹又如何能離開文

字藝術的想像？因此詩人在美好外物感召下，心生連袂延綿的無盡聯

想，創造出許許多多鮮明而又活躍的審美意象，仍必須經過文字的熔

煉剪裁技巧，才能達到「以少總多，情貌無遺」。 

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即有「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

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已是物象與意象完美結合

的佼佼者，詩人以簡約而傳神的辭語突出了物的「神」與「形」，而成

為「思經千載，將何易奪」的不朽珍品。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轉

引孔子語而言：「言以文遠，誠哉斯驗」 4，以明立言要有文采，方能

流傳久遠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自然中國詩文作為世界文化藝術上的

瑰寶，與其所散發之文辭之美亦有莫大關聯。而所謂文辭之美，據文

學家魯迅先生在《漢文學史綱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中指出，

語言文辭應具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

美以感目，三也。」5這語言文辭三美，必須由詩人透過「寫作技巧」

來表現，而所謂的「寫作技巧」或言「藝術技巧」是指作家、藝術家，

在創作作品時，熟練運用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的一種能力，具有綜合性

質，而作家或藝術家藉此達到自己的創作目的。6就現代而言，各種藝

術表現手法即指修辭學上各種「修辭格」的運用。雖然寫作技巧是多

種表現手法的呈現非單一性的，7但以下筆者仍盡量分類論述唐代詠牡

丹詩的寫作技巧，以究析唐代詩人如何運用各種修辭格之形象思維，

描寫「牡丹花」之形色、香味、特質。唐代牡丹詩之寫作技巧，表現

較多的五類為：形象摹寫、賦予比興、形象對比、擬予人格、巧化典

故，將於以下各節加以論述。  
                                                 
4  「言以文遠」：語出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中所說的「行」是指出使，「遠」

是指遠行國外，彥和引用此語，以喻立言須有文采，方能流傳久遠。見王更生：《文

心雕龍讀本》下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9 年），頁 84，註 34。  
5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第 9 卷，頁 354~355。  
6  參見徐迺翔、張晨輝主編：《文學詞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 年），頁 494。 
7  參見黃慶萱：〈形象思維與文學〉（《國文學報》，第 23 期，1994 年 6 月），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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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形象摹寫 

 

所謂「摹寫」是指「對事物的各種感受，加以形容描述」， 8作家

寫作時，把自己對宇宙自然及人生百態的感覺，具體真實且細膩的「摹」

擬描「寫」出來，使讀者能感同身受。 9《周易‧繫辭上傳》：「擬諸其

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10，《周易‧繫辭下傳》：「象也者，像

此者也」11，大抵指具體事物的形象或景象。南宋魏慶之《詩人玉屑‧

卷四》謂：「摹寫景象，巧奪天真，探索幽微，妙與神會，謂之物象」

12可見詩文創作，離不開摹寫事物的外在形象，憑空想像，是無法創

造出生動而具體的事物景象的。  

字字珠磯為後輩創立了為文之楷模的《文心雕龍》，其所體現的文

辭美學概念是非常廣泛而豐富。其〈物色〉篇有云：  

 

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

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

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日出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

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皎日嚖星，一言窮理；參

差沃若，兩字窮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13 

 

指出《詩經》中的詩人，在面對千變萬化的景象之時，吟詠耳聞目見

的聲色，「寫氣圖貌」時能「隨物宛轉」，如：用「灼灼」狀桃花盛開；

                                                 
8  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 1975 年），頁 51。  
9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1。  
1 0﹝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周易》，（台北：藝文印書館， 1993 年），第 1 冊，
頁 158。  
1 1﹝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周易》，（台北：藝文印書館， 1993 年），第 1 冊，
頁 166。  
1 2  ﹝宋﹞魏慶之撰；王雲五主編：《詩人玉屑》，（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1980
年）頁 84。   
1 3﹝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

印書館， 1966 年），卷十，頁 1。  



 121

「依依」狀楊柳柔姿；「參差」狀荇菜錯落；「沃若」狀桑葉茂密⋯⋯

等，即是摹寫的例子。  

文學訴諸直覺感受，作家對景物「繪聲繪色」的生動敘述，把自

己的感官知覺，透過文辭，加以真實的模擬描繪，才能使讀者有一種

如親身經歷的感受，並有助於讀者了解作家所要傳達的景物或情志。

因此「摹寫」的表現手法，可說是寫作最基礎的功夫。14摹寫的媒介，

是透過人類外部感官──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來和外在世

界做溝通連結，所以摹寫的種類，可分為以上數種，但是唐代詠牡丹

詩裡，因為「牡丹花」是以形色、香氣最引人注目，所以出現較多的

是：「視覺摹寫」與「嗅覺摹寫」兩類，以下析賞論述之。  

（一） 視覺摹寫 

作家寫作時，把親眼所見多彩多姿之物的形貌、顏色、現象、光

影、姿態等視覺感受，加以摹擬描寫， 15是為「視覺摹寫」。這在詠花

詩中使用得最頻繁，自然在唐代的牡丹詩中亦是。如王維〈紅牡丹〉： 

 

綠艷閑且靜，紅衣淺復深。花心愁欲斷，春色豈知心。 

（卷一二八） 

 

首兩句，王維先從外觀所見來描寫牡丹，最先觸動詩人的就是那艷綠

的牡丹葉，襯著鮮紅欲滴的牡丹花，兩者相得益彰。鮮麗的「綠」葉，

展現恬靜的幽美，使得牡丹花的「紅」更加打動人心。詩人注意到紅

色的花瓣則伴隨著開放程度的不同，表現出或深或淺的色彩層次美。

寫了花葉與花瓣，作者也關注到花蕊（花心），擔心那纖細柔嫩的花蕊

將被折斷。作者採用視覺上的白描手法，從牡丹花的花葉寫到花瓣，

再到花蕊，十分細膩而生動，怪不得東坡對王維有「詩中有畫，畫中

有詩」之稱譽。肖馳則在《中國詩歌美學》說：「各種顏色（視覺）

                                                 
1 4  黃慶萱《修辭學》說：「摹擬為人類的特性之一，是一個藝術家最基本的素養。」，
（台北：三民書局， 1975 年），頁 57。  
1 5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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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按：指王維）也能感受到靜（聽覺）：『綠艷閑且靜』，『色靜深

松裏』，『青草肅澄陂』⋯⋯無不表現著一種淵泊而絕不激動的境界。」

16這種印象交替法的使用，豐富了詩篇，也開展了讀者的感官經驗。

讀牡丹詩即如親賞牡丹，且能得到一種內外在的閑靜。再看溫庭筠〈夜

看牡丹〉：  

 

高低深淺一闌紅，把火殷勤繞露叢。希逸近來成懶病，不能容

易向春風。（卷五七九） 

 

高低深淺的牡丹，美得令人夜裡也要把火殷勤看，為的是把握牡丹花

開的美麗時光。詩人認為深夜裡自己如此大費周章的遊賞牡丹，牡丹

似乎不該生懶病，應該努力綻放，以最美麗的容顏回報給他這個愛花

如痴之人吧！這首詩以視覺摹寫，將夜看牡丹之人細心探看的神情姿

態，描寫得非常傳神。再看陳標〈僧院牡丹〉： 

 

琉璃地上開紅艷，碧落天頭散曉霞。應是向西無地種，不然爭

肯重蓮花。（卷五 O 八） 

 

此詩以「紅」代指牡丹花；「琉璃」本為青色的寶石，這裡用以指綠草

地。作者以視覺上的「紅」、「綠」對比，描寫牡丹在琉璃地上開得紅

艷艷，亦襯托出牡丹的尊貴。再看徐夤〈郡庭惜牡丹〉： 

 

腸斷東風落牡丹，為祥為瑞久留難。青春不駐堪垂淚，紅艷已

空猶倚欄。積蘚下銷香蕊盡，晴陽高照露華乾。明年萬葉千枝

長，倍發芳菲借客看。（卷七 O 八） 

 

為東風所落的牡丹，「紅艷已空猶倚欄」，積蘚下的牡丹，花香已銷，

                                                 
1 6  肖馳：《中國詩歌美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6 年），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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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也落盡，等到「晴陽高照」，綴於其上的露珠也要被蒸乾。詩人見著

了這樣的景象，對牡丹油然而生惜愛之情，並且相信：來年，牡丹花

一定會出落得益發艷麗。這首詩以視覺感官所及，將殘落的牡丹，寫

得格外惹人惜憐。再看徐夤〈惜牡丹〉： 

 

今日狂風揭錦筵，預愁吹落夕陽天。閒看紅艷只須醉，謾惜黃

金豈是賢。南國好偷誇粉黛，漢宮宜摘贈神仙。良時雖作鶯花

主，白馬王孫恰少年。（卷七 O 八） 

 

狂風吹起護蓋牡丹的錦繡筵帳，料想這風恐怕也要將「日薄西山」的

牡丹花給摧折。「閒看紅艷只須醉，謾惜黃金豈是賢」令人自然聯想起

杜秋娘〈金縷衣〉詩中的「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17（卷

五二 O）詩人認為牡丹花美景當前，就應該好好把握、好好欣賞，且

沉醉於其中，否則等到「千金買亦無」時，空有黃金又如何？詩人從

眼前所見出發，再透過聯想，表達出惜牡丹之情。 

若仔細觀察詠牡丹的詩，便會發現唐人常常用「紅」來描寫牡丹

所給予人最直接、強烈的視覺印象。以下以表列之，以供參見： 

 

表三 唐代詠牡丹詩中以「紅」為視覺印象表現的詩作 

詩      句 作者 詩       題 出處 

綠艷閑且靜， 

紅衣淺復深。 
王維 〈紅牡丹〉 卷一二八 

霞光深紫膩， 

肉色退紅嬌。 
王建 〈題所賃宅牡丹花〉 卷二九九 

曲水亭西杏園北， 

濃芳深院紅霞色。 
權德輿

〈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

院牡丹花歌〉 
卷三二七 

                                                 
1 7  此詩重出，作者難定。今以杜牧〈杜秋娘詩（並序）〉（卷五二 O）中所載，暫
定為杜秋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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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霞帔拖蜀帳昏， 

嫣紅落粉罷承恩。 
李賀 〈牡丹種曲） 卷三九二 

可憐顏色經年別， 

收取朱闌一片紅。 
元稹 

〈贈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

餞行〉 
卷四一二 

黃金蕊綻紅玉房， 

千片赤英霞爛爛。 
白居易 〈牡丹芳〉 卷四二七 

灼灼百朵紅， 

戔戔五束素。 
白居易

《秦中吟》十首之十， 

〈買花〉 
卷四二五 

君看入時者， 

紫艷與紅英。 
白居易 〈白牡丹〉 卷四二四 

寂寞萎紅低向雨， 

離披破艷散隨風。 
白居易 〈惜牡丹花〉，二首之二 卷四三七 

殘紅零落無人賞， 

雨打風摧花不全。 
白居易 〈微之宅殘牡丹〉 卷四三七 

詎知紅芳側， 

春盡思悠哉。 
白居易

〈西明寺牡丹花時 

憶元九〉 
卷四三二 

紅艷久已歇， 

碧芳今亦銷。 
白居易 〈秋題牡丹叢〉 卷四三二 

紅芳堪惜還堪恨， 

百處移將百處開。 
白居易 〈移牡丹栽〉 卷四四二 

惟有數苞紅萼在， 

含芳只待舍人來。 
徐凝 〈題開元寺牡丹〉 卷四七四 

琉璃地上開紅艷， 

碧落天頭散曉霞。 
陳標 〈僧院牡丹〉 卷五０八 

桃時杏日不爭濃， 

葉帳陰成始放紅。 
韓琮 〈牡丹〉 卷五六五 

高低深淺一闌紅， 溫庭筠 〈夜看牡丹〉 卷五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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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火殷勤繞露叢。 

莫道嬌紅怕風雨， 

經時猶自未凋殘。 
方干 〈牡丹〉 卷六五二 

為愛紅芳滿砌階， 

教人扇上畫將來。 
羅隱 〈扇上畫牡丹〉 卷六六三 

艷多煙重欲開難， 

紅蕊當心一抹檀。 
羅隱 〈牡丹〉 卷六六五 

春風愛惜未放開， 

柘枝鼓振紅英綻。 
鄭谷 〈牡丹〉 卷六七七 

朵密紅相照， 

欄低畫不如。 
王駕 

〈次韻和盧先輩避難寺居

看牡丹〉 
卷八八五 

群芳盡怯千般態， 

幾醉能消一番紅。 
張蠙 〈觀江南牡丹〉 卷七０二 

紅艷褭煙疑欲語， 

素華映月只聞香。 
殷文圭

〈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

楊狀頭贊圖〉 
卷七０七 

青春不駐堪垂淚， 

紅艷已空猶倚欄。 
徐夤 〈郡庭惜牡丹〉 卷七０八 

閒看紅艷只須醉， 

謾惜黃金豈是賢。 
徐夤 〈惜牡丹〉 卷七０八 

紅英只稱生宮裡， 

翠葉那堪染路塵。 
魚玄機 〈賣殘牡丹〉 卷八０四 

香多覺受風光剩， 

紅重知含雨露偏。 
齊己 〈題南平後園牡丹〉 卷八四四 

※ 以上標明之出處乃《全唐詩》之卷數。 

牡丹的紅，紅得鮮艷、耀人，紅得如火、似霞，最直接的以「視

覺」感官為詩人收納，進而對牡丹發出歌詠、讚歎，因此在唐代詠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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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詩中常見以「霞」的彩麗、萬變為形容的詩句，以下亦表列之： 

 

表四 唐代詠牡丹詩中以「霞」為視覺印象表現的詩作 

詩      句 作者 詩       題 出處 

霞光深紫膩， 

肉色退紅嬌。 
王建 〈題所賃宅牡丹花〉 卷二九九 

曲水亭西杏園北， 

濃芳深院紅霞色。 
權德輿

〈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

院牡丹花歌〉 
卷三二七 

歸霞帔拖蜀帳昏， 

嫣紅落粉罷承恩。 
李賀 〈牡丹種曲〉 卷三九二 

黃金蕊綻紅玉房， 

千片赤英霞爛爛。 
白居易 〈牡丹芳〉 卷四二七 

香勝燒蘭紅勝霞， 

城中最數令公家。 
白居易

〈看惲家牡丹花戲贈李二

十〉 
卷四三六 

疑是洛川神女作， 

千嬌萬態破朝霞。 
徐凝 〈牡丹〉 卷四七四 

乍怪霞臨砌， 

還疑燭出籠。 
姚合 〈和王郎中召看牡丹〉 卷五０二 

琉璃地上開紅艷， 

碧落天頭散曉霞。 
陳標 〈僧院牡丹〉 卷五０八 

如夢如仙忽零落， 

暮霞何處綠屏空。 
韓琮 〈牡丹〉 卷五六五 

洞裡仙春日更長， 

翠叢風翦紫霞芳。 
段成式 〈牛尊師宅看牡丹〉 卷五八四 

凌霜烈火吹無艷， 

裛露陰霞曬不乾。 
方干 〈牡丹〉 卷六五二 

門倚長衢攢繡轂， 羅鄴 〈牡丹〉 卷六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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幄籠輕日護香霞。 

侯家萬朵簇霞丹， 

若並霜林素艷難。 
吳融 〈僧舍白牡丹〉 卷六八六 

殷鮮一半霞分綺， 

潔澈旁邊月颭波。 
吳融 〈紅白牡丹〉 卷六八四 

萬萬花中第一流， 

淺霞輕染嫩銀甌。 
徐夤 〈牡丹花〉 卷七０八 

素練籠霞曉， 

紅妝帶臉春。 
徐夤 

〈和僕射二十四丈牡丹八

韻〉 
卷七一一 

氛氳蘭麝香初減， 

零落雲霞色漸乾。 
李建勳 〈晚春送牡丹〉 卷七三九 

風飄金蕊看全落， 

霞滴檀英又暫蘇。 
李建勳 〈殘牡丹〉 卷七三九 

※ 以上標明之出處乃《全唐詩》之卷數。 

視覺是賞花最直觀的方式，因此大大的為詩人所發揮利用，而創

作出數量頗多的詠牡丹詩句。 

（二）嗅覺摹寫  

作家運用鼻子的嗅覺，把各種不同氣味與感受，加以摹寫，是為

「嗅覺摹寫」。 18此一寫作技巧以摹寫「花」最多，而牡丹之香，在百

花中冠絕群芳。李正封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將牡丹的

香，推崇到極致，真可謂「此『香』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下面我們就來看其他詩人是怎麼用嗅覺摹寫來表現牡丹的香。先看白

居易〈看惲家牡丹戲贈李二十〉：  

 

香勝燒蘭紅勝霞，城中最數令公家。（卷四三六） 

                                                 
1 8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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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詩亦拿牡丹的花香與那在「花香界」數一數二的「蘭香」相比，

相比的結果，牡丹略勝一籌，可見牡丹在唐人心中有著無可取代的地

位。再看孫魴〈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  

 

手闢紅房看闊狹，自張青幄蓋馨香。（卷八八六） 

 

唐人為了栽植牡丹，「無所不用其極」，有許多護花的方式，這裡寫到

為牡丹「張青幄」來遮擋風吹日曬雨淋，才能使牡丹輕吐芳香。這香，

得如此大費周章才能有所「聞」，自然是彌足珍貴了。再看吳融〈紅白

牡丹〉：  

 

重來應共今來別，風墮香殘襯綠莎。（卷六八四） 

 

這首詩描寫的牡丹花香，是被風吹墮的牡丹所散發出來的「殘香」。當

牡丹委地，仍微微透露的殘香。牡丹的衰敗，不復昔日艷麗光采，連

那濃郁的芬芳都僅能以「殘味」奄奄吐露，這樣的景象引人無限悽楚。 

 筆者發現唐人在描寫牡丹香時，直以「香」字來表現的詩作為數

不少，以下列表示之。  

 

表四 唐代詠牡丹詩中以「香」為嗅覺印象表現的詩作 

詩      句 作者 詩       題 出處 

並香幽蕙死 王建 〈同于汝錫賞白牡丹〉 卷二九九 

香遍苓菱死  王建 〈賞牡丹〉 卷二九九 

收取作香燒。 王建 〈題所賃宅牡丹花〉 卷二九九 

時過寶地尋香徑 權德輿
〈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

院牡丹花歌〉 
卷三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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蝶舞香暫飄 元稹 
〈與楊十二李三早入永壽

寺看牡丹〉 
卷四００ 

王母桃花小不香 白居易 〈牡丹芳〉 卷四二七 

香勝燒蘭紅勝霞 白居易
〈看惲家牡丹花戲贈李二

十〉 
卷四三六 

香濃發幾叢 姚合 〈和王郎中召看牡丹〉 卷五０二 

荀令香爐可待熏 李商隱 〈牡丹〉 卷五三九 

奇香稱有仙 薛能 〈牡丹〉，四首之一 卷五六０ 

聞香不帶煙 薛能 〈牡丹〉，四首之二 卷五六０ 

傳情每向馨香得 薛能 〈牡丹〉，四首之三 卷五六０ 

濃豔冷香初蓋後 薛能 〈牡丹〉，四首之四 卷五六０ 

暮香深惹玉堂風 韓琮 〈牡丹〉 卷五六五 

蜂重抱香歸 溫庭筠 〈牡丹〉，二首之一 卷五八三 

曉添龍麝香 司空圖 〈牡丹〉 卷六三二 

金蕊霞英疊彩香 周繇 〈看牡丹贈段成式〉 卷六三五 

一片異香天上來 李山甫 〈牡丹〉 卷六四三 

幄籠輕日護香霞 羅鄴 〈牡丹〉 卷六五四 

香暖幾飄袁虎扇 羅隱 
〈虛白堂前牡丹相傅云太

傅手植在錢塘〉 
卷六六四 

壓枝金蕊香如撲 秦韜玉 〈牡丹〉 卷六七０ 

馨香惟解掩蘭蓀 唐彥謙 〈牡丹〉 卷六七二 

含香帶霧情無限 鄭谷 〈牡丹〉 卷六七七 

墜香殘蕊亦成吟 吳融 〈和僧詠牡丹〉 卷六八五 

露華凝後更多香 吳融 〈僧舍白牡丹〉，二首之一 卷六八六 

分香多是畹中蘭 吳融 〈僧舍白牡丹〉，二首之二 卷六八六 

風墮香殘襯綠莎 吳融 〈紅白牡丹〉 卷六八四 

香宜閒靜立 王駕 〈次韻和盧先輩避難寺居 卷八八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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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牡丹〉 

入門唯覺一庭香 韋莊 〈白牡丹〉 卷七００ 

異香開玉合 王貞白 〈白牡丹〉 卷七０一 

爛熳香風引貴遊 翁承贊 〈萬壽寺牡丹〉 卷七０三 

素華映月只聞香 殷圭文
〈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

楊狀頭贊圖〉 
卷七０七 

天與春風發好香 徐夤 〈依韻和尚書再贈牡丹花〉 卷七０八 

紅蘸香綃艷色輕 徐夤 
〈尚書座上賦牡丹花得輕

字韻其花自越中移植〉 
卷七０八 

瓊葩薰出白龍香 徐夤 〈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 卷七０八 

積蘚下銷香蕊盡 徐夤 〈郡庭惜牡丹〉 卷七０八 

香許白龍親 徐夤 
〈和僕射二十四丈牡丹八

韻〉 
卷七一一 

氛氳蘭麝香初減 李建勳 〈晚春送牡丹〉 卷七三九 

自張青幄蓋馨香 孫魴 〈又題牡丹上主人司空〉 卷八八六 

隔院聞香誰不惜 孫魴 〈看牡丹〉，二首之一 卷八八六 

好香難掩蝶先知 李中 〈柴司徒宅牡丹〉 卷七四八 

馨香逐晚風 殷益 〈看牡丹〉 卷七七０ 

傳情每向馨香得 薛濤 〈牡丹〉 卷八０三 

卻緣香甚蝶難親 魚玄機 〈賣殘牡丹〉 卷八０四 

馨香逐曉風 謙光 〈賞牡丹應教〉 卷八二五 

偷香黑蟻斜穿葉 歸仁 〈牡丹〉 卷八二五 

香多覺受風光剩 齊己 〈題南平後園牡丹〉 卷八四四 

只擬清香泛酒卮 文丙 〈牡丹〉 卷八八七 

※ 以上標明之出處乃《全唐詩》之卷數。 

從以上所列舉的直以「香」寫牡丹香的詩作，可以發現詩人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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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香，除了單一個字的「香」，也以複詞的形容詞，如：香濃、奇

香、馨香、冷香、異香、好香、清香⋯⋯等來敘寫，而當牡丹花期接

近尾聲，詩人更以墜香、香殘來表現那衰敗之景，使得文句雖同寫香，

但富有變化。另有詩人以牡丹花香瀰漫，而寫出「時過寶地尋香徑」、

「入門唯覺一庭香」、「爛熳香風引貴遊」這些詩句，使人讀之頓覺滿

室馨香。更有詩人以「比較手法」來寫花香，如：「並香幽蕙死」、「香

遍苓菱死」、「王母桃花小不香」、「香勝燒蘭」，將牡丹花香推崇到極致；

或以「蟲蟻相親」來寫花香，如：「蝶舞香暫飄」、「蜂重抱香歸」、「偷

香黑蟻斜穿葉」，更加細膩傳「香」。  

此外，還有以濃烈的「龍麝香」來寫牡丹花香的，如：「曉添龍

麝香」
19、「瓊葩薰出白龍香」20、「香許白龍親」21、「氛氳蘭麝香

初減」22。龍麝香是「龍涎香」與「麝香」的合稱。龍涎香是一種香

料，凝結如蠟，得自鯨魚內臟。麝香乃雄麝臍部麝腺的分泌物。黃褐

色或暗赤色，香味甚烈，乾燥後可製成香料，亦可入藥。 23這裡不管

用「龍麝香」、「白龍香」或「蘭麝香」來摹寫牡丹花香，都突顯出

了牡丹花帶給人一種嗅覺感官的強烈印象。 

上面所分述的視覺摹寫與嗅覺摹寫，乃多以詩中單句所用的修辭

來析論，其實作家在形容一物時，多不只以一種感官感受，而是二種

或二種以上的感受並陳，使人更能身臨其境。一首好作品，常不只表

                                                 
1 9  司空圖：〈牡丹〉：「得地牡丹盛，曉添龍麝香。主人猶自惜，錦幕護春霜。」

（卷六三二）  
2 0  徐夤：〈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蓓蕾抽開素練囊，瓊葩薰出白龍香。裁分

楚女朝雲片，翦破姮娥夜月光。雪句豈須徵柳絮，粉腮應恨帖梅妝。檻邊幾笑東

籬菊，冷折金風待降霜。」（卷七 O 八）  
2 1  徐夤：〈和僕射二十四丈牡丹八韻〉：「帝王城裏看，無故亦無新。忍摘都緣

借，移栽未有因。光陰嫌太促，開落一何頻。羞殺登牆女，饒將解佩人。蕊堪靈

鳳啄，香許白龍親。素練籠霞曉，紅妝帶臉春。莫辭終夕醉，易老少年身。買取

歸天上，寧教逐世塵。」（卷七一一）  
2 2 李建勛：〈晚春送牡丹〉：「攜觴邀客遶朱闌，腸斷殘春送牡丹。風雨數來留

不得，離披將謝忍重看。氛氳蘭麝香初減，零落雲霞色漸乾。借問少年能幾許，

不須推酒厭杯盤。」（卷七三九）  
2 3  參見教育部國語辭典（ http:/ /dict .revised.moe.edu.tw/index.html）「龍麝」、「龍
涎香」、「麝香」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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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種感官的感受，而是以「綜合摹寫」的方式呈現在讀者面前；尤

其唐人崇尚的牡丹花，不僅形美、姿嬌、色艷、味亦香，因此詩人多

兼用各種摹寫法來宣達己情。例如鄭谷〈牡丹〉： 

 

畫堂簾卷張清宴，含香帶霧情無限。春風愛惜未放開，柘枝鼓

振紅英綻。（卷六七七） 

 

芳香暗送的牡丹已令人神往，更何況是在那煙霧濛濛時，帶著朦朧美

的牡丹，更含著無限嬌情。春風和煦的吹拂下，牡丹只是輕啟微開，

等著「柘枝鼓振」，牡丹才悠悠甦醒，綻放出最美的姿態。「含香」的

牡丹是嗅覺，「帶霧情無限」的牡丹、「柘枝鼓振紅英綻」的牡丹是雙

目所及，這兩種感官的綜合運用將牡丹的美在在的呈現了。又如方干

〈牡丹〉： 

 

  借問庭芳早晚栽，座中疑展畫屏開。花分淺淺胭脂臉，葉墮殷 

   殷膩粉腮。紅砌不須誇芍藥，白蘋何用逞重臺。慇懃為報看花 

   客，莫學遊蜂日日來。（卷六五０） 

 

「花分淺淺胭脂臉」寫的是視覺所及，牡丹花紅粉如女子巧妝之後的

「胭脂臉」，而「葉墮殷殷膩粉腮。」寫的是牡丹花葉的盛繁，亦為眼

睛所見。詩末「慇懃為報看花客」，表現牡丹力展艷華的視覺之美；「莫

學遊蜂日日來」則幽微的傳遞出芬芳的牡丹花香招引來遊蜂的近賞。  

 

 唐人用視覺摹寫表現牡丹的異彩紛呈的花色與千嬌百態的花貌；

又以嗅覺摹寫來展現牡丹醺人欲醉的芳香；再以觸覺摹寫來描繪牡丹

粉嫩柔膩的花葉，體現了極致的形容設色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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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賦予比興 

 

從古至今，譬喻或謂比喻，就是詩歌的特徵之一。所謂譬喻，是

一種「借此喻彼」的修辭法， 24是指作家在寫作時，針對自己所要記

述的人、事、物，或所要表達的情感與觀念，發揮想像力，聯想出與

之有類似點的人、事、物，來加以說明或形容描寫。 25通常是用易知

說明難知；用具體說明抽象。《文心雕龍‧比興第三十六》載：  

 

比者，附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且何謂為比？蓋寫

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

民⋯⋯。
26 

 

說明「比」就是「比附」，是運用貼切的事物，表現所要說明的事實真

相，也可以用抒寫事物來比附個人心意；或用誇張的言辭來切合事物。

如《詩經‧大雅‧卷阿》用「如珪如璋」 27這兩種美玉，來比喻人才

的傑出，就是比附事理之法。《文心雕龍‧比興第三十六》又載：  

 

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

譬於事。⋯⋯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
28 

                                                 
2 4  參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 1975 年），頁 227。  
2 5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165。  
2 6﹝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

印書館， 1966 年），卷八，頁 1。  
2 7  《詩經‧大雅‧卷阿》：「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
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日 反

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

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

弟君子，四方為則。颙颙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

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

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

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

藝文印書館， 2003 年），第 1 冊），頁 622。  
2 8﹝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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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比體」的取材範圍不固定，聲音、形貌、心理、事物，皆是其

表現的方式，但是，以符合事物，合於情意，為最高準則。  

《禮記‧學記》：「不學博依，不能安詩」，鄭玄注：「博依，廣譬

喻也」， 29詩人常用譬喻含蓄的表達個人情志，若不學好譬喻，則不能

寫詩，而讀者亦不容易掌握詩意，因此在文學創作上，尤其是詩歌創

作，譬喻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30「譬喻」亦可為衡量人類想

像力的主要標誌，是人們聯想力的外在表現，就詩人而言，取譬設喻，

與其說是精通詩藝，倒不如說是發揮超群不俗的想像力來得貼切。31黃

永武《字句鍛鍊法》說：  

 

能把描寫的事物呈現在讀者眼前，栩栩欲活，文句自然會靈動

了；能把描寫的事物巧妙地比擬出來，化無情為有情，化抽象

為具體，文句自然會靈動了；或用適切的譬喻，由「已然」證

明那「未然」，由「淺常」推想出「深奧」；⋯⋯文句也自然會

靈動了。 32 

 

可見譬喻對文學創作有幫助說明、美化形容和暗示的作用。 33用「譬

喻」可使未知、難知的事物，顯出具體形象，讓讀者明白；可令抽象

的觀點，成為具體的概念，讓讀者了解；可讓微妙的內在情感，化作

一股具體感人的力量，引起讀者的共鳴。對作品本身而言，「譬喻」不

                                                                                                                                            
印書館， 1966 年），卷十，頁 2。  
2 9﹝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3 年），第 5 冊，卷第三
十六，頁 650。  
3 0  參見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1997 年
6 月），頁 247。  
3 1  參見古遠清，孫光萱合著：《詩歌修辭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 1997 年
6 月），頁 248。  
3 2  參見黃永武：《字句鍛鍊法》，（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版一印，1995 年），
頁 4~5。  
3 3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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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增加文字的力量，也產生說服力和感染力。34詠花詩人無不妙用「譬

喻」來使形象生動、增加辭藻的變化、塑造吟詠花卉時的美感，令人

如臨其景。  

和「比」難分難解的「興」最早見於《周禮‧春官》，為「六詩」

之一，漢儒將其解釋為與「賦」、「比」並列的一種修辭手法，即鄭

眾所謂「托事於物」。魏晉以後，興逐漸成為一個創作論範疇，用來

指詩人心物交感時萌生的創作衝動，如劉勰《文心雕龍‧物色第四十

六‧贊曰》所言：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自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火風

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35 

 

自然萬物引發詩人的感興，詩人與山水景物就像是知交舊友一般互相

酬答。在此意義上，興也被稱為感興、情興、意興、興會，而與賦、

比、興之「興」區別開來。劉勰所論說的「興」，除了強調心物交感

外，還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他在〈物色〉篇中提出的「入興貴閑」，

這是有見於興可遇而不可求，因此劉勰認為對之應持一種靜觀態度，

以空明的心境，秉虛而應物；二是劉勰指出「興」與「比」不同。《文

心雕龍‧比興第三十六》云： 

 

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

擬議。36 

 

                                                 
3 4  參見董季棠《修辭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頁 33。  
3 5﹝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

印書館， 1966 年），卷十，頁 3。  
3 6﹝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

印書館， 1966 年），卷八，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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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比之別在於比的內涵較為顯露，而興的內涵則要微妙得多。對於

興的這兩個特徵，後人也有類似的見解，如日僧空海的《文鏡秘府論》

南卷： 

 

凡神不安，令人不暢無興。無興即任睡，睡大養神。⋯⋯眠足

之後，固多清景，江山滿懷，合而生興。須屏絕事務，專任情

興。因此，若有製作，皆奇逸。看興稍歇，且如詩未成，待後

有興成，却必不得強傷神。
37 

 

而孔穎達《毛詩正義》解釋比興，謂： 

 

  比之於興，雖同是附托外物，比顯而興隱。
38 

 

可見比興確有不同，應予以二分。但何謂「顯」？何謂「隱」？顯、

隱之間似乎太過抽象而難以界定，其實可以簡單區隔為「比者，比喻

也；興者，聯想也。」比喻乃將兩種有「相似點」的事物相比，使得

所說的話或所寫的文章具體生動，容易了解，富有形象化。例如吝嗇

的人，可用鐵公雞來比喻其一毛不拔。而聯想乃由於某個概念而引起

其意識涉及到其他相關的概念。如楊柳依依，讓我們聯想到離別之意。

這樣一來，比、興之意就分明多了。  

 比興的修辭觀源遠流長，早從《詩經》就已出現在文學作品中，

自先秦以至唐，比興的技巧日益精進，唐人對於比興的使用，也往往

發展成綜合運用，渾然一體的在詩歌中呈現，因此合併討論比興二者

如何表現於唐代的詠牡丹詩作中。  

先看溫庭筠〈牡丹〉，二首之二：  

 

                                                 
3 7  弘法大師：《文鏡秘府論》，（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印行， 1976 年），頁 139。 
3 8﹝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1 年），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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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漾晴紅壓疊波，曉來金粉覆庭莎。裁成艷思偏應巧，分得春

光最數多。欲綻似含雙靨笑，正繁疑有一聲歌。華堂客散簾垂

地，想憑闌干斂翠蛾。（卷五八三） 

 

牡丹一向被比為艷麗卻嬌羞的女子，當牡丹花含苞待放之時，就像那

笑臉盈盈的女子，散發出青春的美好，很難不引人注目。再如薛能〈牡

丹〉，四首之二：  

 

萬朵照初筵，狂遊憶少年。曉光如曲水，顏色似西川。⋯⋯（卷

五六 O ） 

 

曲水指的是長安曲江池。唐權德輿《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

歌》說慈恩寺在「曲水亭西杏園北」，即慈恩寺的東面芙蓉園有曲江。

曲江乃唐代賞牡丹之勝地（在李商隱〈回中牡丹為雨所敗〉，二首之一

亦說「下苑（曲江）他年未可追」）。西川是劍南西川的簡稱，指蜀地。

這裡代指蜀地丹青。此詩寫萬朵彩異的牡丹，照耀著賞花的筵席，使

人樂得失態輕狂，使詩人憶起青春年少。花海在朝暉中湧動，像曲江

波光粼粼；牡丹花色鮮亮，像蜀地著名的丹青顏料。此詩用兩個連

「比」，寫出牡丹的動、靜態之美。再看張又新〈牡丹〉（一作〈成婚〉）： 

 

  今日滿欄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卷四七九）  

 

詩人以雪之白來比喻白牡丹之色淡而少艷，再經詩人巧妙興聯，用以

言所娶之婦容貌平平泛泛。而王駕〈次韻和盧先輩避難寺居看牡丹〉  

 

亂後寄僧居，看花恨有餘。香宜閒靜立，態似別離初。朵密紅

相照，欄低畫不如。狂風任吹卻，最共野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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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氣昂揚時，賞花得以人花相輝映，人得意，花春風；然而，當身

處戰亂，遭逢離散，花的美卻成了最大的諷刺，像是對人的訕笑，因

此詩人說「看花恨有餘」，以「恨」字表達對花總是美好的不平，卻也

在「恨」中，透露了對牡丹的愛，如果不是愛，詩人不會在欄前看牡

丹，不會有「香宜閒靜立，態似別離初」之句，寫牡丹閒靜中，輕吐

幽香，寫牡丹的姿態一如往昔。牡丹在此乃是作為詩人聯想過去的一

個興體。再看孫魴〈主人司空後亭牡丹〉：  

 

佳卉挺芳辰，夭容乃絕倫。望開從隔歲，愁過即無春。體物真

英氣，餘花似庶人。（卷八八六） 

 

詩中佳卉指的就是詩題中所說的「牡丹」，詩人用「夭容」、「絕倫」來

形容牡丹之美。又寫自己長盼牡丹花開，此時盼見花開，卻又愁牡丹

花開過，春日亦過。詩人盛讚牡丹為花中之英，而其他的花和牡丹一

比，僅像是普通、平凡的老百姓而已。  

 

第三節 形象對比 

 

 用襯映的筆法，相反的藻采，交相映發，使所要表述的事物自然

凸顯，以表達一種意蘊深遠的情景，或說明、強化一種事物或道理，
39，

就是一種「形象對比」的藝術表現手法。唐代的詠牡丹詩中也用了這

樣的藝術手法來表現，例如武元衡〈聞王仲周所居牡丹花發因戲贈〉： 

 

聞說庭花發暮春，長安才子看須頻。花開花落無人見，借問何

人是主人。（卷三一七） 

 
                                                 
3 9  參見成傳鈞，唐仲揚，向宏業主編：《修辭通鑑》，（北京：中國青年出版，1991
年），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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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以「長安才子看須頻」和王仲周所居之牡丹花發卻「花開花落無

人見」之對比，並故意問「借問何人是主人？」表現出一種戲謔。再

看白居易〈和元九悼往〉（感舊蚊幬作）：  

 

美人別君去，自去無處尋。舊物零落盡，此情安可任。唯有襭

紗幌，塵埃日夜侵。馨香與顏色，不似舊時深。透影燈耿耿，

籠光月沈沈。中有孤眠客，秋涼生夜衾。舊宅牡丹院，新墳松

柏林。夢中咸陽淚，覺後江陵心。含此隔年恨，發為中夜吟。

無論君自感，聞者欲霑襟。 

 

詩人悼念友人蚊幬已逝，過去宅院裡牡丹花盛，人歡樂；今日卻多了

新墳，旁栽松柏林。詩人為友人之逝傷心落淚，而以牡丹的富貴美好

和今日的景象作觀照，對比出詩人內心的悽楚、感傷。再看司空圖〈偶

詩〉，五首之二： 

 

芙蓉騷客空留怨，芍藥詩家只寄情。誰似天才李山甫，牡丹屬

思亦縱橫。（卷六三四） 

 

辛文房之《唐才子傳》載︰「李山甫，咸通中累舉進士不第，落魄有

不羈才。須髯如戟，能為青白眼。生平憎俗子，尚豪俠，雖簞食豆羹，

自甘不厭。為詩托諷，不得志，每狂歌痛飲，拔劍斫地，少攄郁郁之

氣耳。后流寓河、朔間，依樂彥稹為魏博従事，不得眾情，以陵傲之，

故無所遇。嘗有《老將詩》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

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擬人。』此傷其蹇薄無成，時人憐之。

後不知所終。山甫詩文激切，耿耿有齊氣，多感時懷古之作。」 40而

在此司空圖則似李山甫的伯樂以「芙蓉騷客」、「芍藥詩家」來對比出

能以牡丹「屬思」而縱橫於世的天才詩人李山甫。詠牡丹，一般取其

                                                 
4 0﹝元﹞辛文房：《唐才子傳》，（台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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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嬌豔 ·  李山甫之牡丹詩以勁健之筆，寓不平之氣，故司空圖特為

讚賞。再看朱慶餘〈登玄都閣〉：  

 

野色晴宜上閣看，樹陰遙映御溝寒。豪家舊宅無人住，空見朱

門鎖牡丹。（卷五一五） 

 

詩中以昔日之「豪家」，今日之「舊宅無人住」作今昔對比，寫出詩人

的惆悵。更以「朱門鎖牡丹」，寫出繁華落盡，一切成「空」，寫出無

限的悵惘，亦是詩人對生命的體會。  

唐人盛愛牡丹，但亦有詩人持不同審美角度，產生「異」見。而

為了寫其他花卉之美，詩人喜以所詠之花，來和得眾人尊寵的牡丹作

形象上的比擬。如李涉〈山花〉： 

 

  六出花開赤玉盤，當中紅溼耐春寒。長安若在五侯宅，誰肯將 

   錢買牡丹。（卷四七七） 

 

此詩以牡丹來顯牡丹花貴；「誰肯將  錢買牡丹」直言在詩人心中──

山花勝於牡丹。再如司空圖〈紅茶花〉： 

 

景物詩人見即誇，豈憐高韻說紅茶。牡丹枉用三春力，開得方

知不是花。（卷六三三） 

 

司空圖酷愛山茶花，毫不客氣地說︰王宮貴族所推崇的牡丹花，不管

它如何爭艷，開出花來與山茶花相比，簡直算不了是什麼花了。詩中

以「景物詩人見即誇」寫力讚山茶花；以「開得方知不是花」貶損牡

丹花，雖非詠牡丹，卻以牡丹來強力彰顯自己對山茶花的喜愛。再如

李咸用〈緋桃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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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春宮思麗絕，夭桃變態求新悅。便是花中傾國容，牡丹露

泣長門月。野樹滴殘龍戰血，曦車碾下朝霞屑。惆悵東風未解

狂，爭教此物芳菲歇。（卷六四四） 

 

詩人以「牡丹露泣長門月」來顯出麗絕、新變的桃花，在其心中才堪

稱擁有「花中傾國容」。  

詩人以「形象對比」來凸顯所要表現的事理，使得文句生動且富

含變化。雖然單說一件事物也可使人明瞭，但是，用兩件相反或相關、

相對的事物，互相對照說明，則更易讓人印象深刻。  

 

第四節  擬予人格  

 

擬人是「轉化」修辭格中之一類。所謂「轉化」是指文章中，作

家把所敘述的對象，人或物，「轉」換其原本性質，擬「化」成另一種

與原本性質完全不相同的物或人，加以形容描述。
41這種修辭格是建

立在「移情作用」的基礎上，42朱光潛先生說： 

 

「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彷彿覺得外物

也有同樣的情感。這是一個極普遍的經驗。自己在歡喜時，大

地山河都在揚眉帶笑；自己在悲傷時，風雲花鳥都在歎氣凝愁。

惜別時蠟燭可以垂淚，興到時青山亦覺點頭。43 

 

本來草木花卉，各自生長，自榮自枯，非為人而生存的，但是，多情

多感的文人雅士，在賞花時，有時仍不免一廂情願的為它們注入人類

的品格和情感，用中國傳統的說法，就是「以人之心，度物之心」，物

                                                 
4 1  參見吳正吉：《活用修辭》，（高雄：復文書局， 1986 年，再版），頁 283。  
4 2  參見沈謙：《修辭學》〔中冊〕，（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 1991 年），頁
44。  
4 3  見朱光潛《談美》，（台北：漢京出版社， 1982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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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交感，情感交融，所以在文學作品中，萬物有情，乃是透過移情作

用而來。
44換言之，文人雅士移情於物，形諸文筆，使萬物有了人的

喜、怒、哀、樂，而讀者依循萬物的喜、怒、哀、樂，去領略作家所

要表達的情感，所以「詩文的妙處往往都從移情作用得來」。45在詩歌

創作上，人或物透過轉化的修辭格來表現，則詩歌中所要傳達的情意，

益顯豐富動人，容易引人產生共鳴。
46 

轉化是人與物之間性質的移轉變化，所以「物」可轉換擬化為

「人」，「人」可轉換擬化為「物」，因此有：人性化的「擬物為人」；

有物性化的「擬人為物」；有形象化的「擬人為人」「擬物為物」。
47其

中將萬物擬化為人，賦予萬物，人的形貌、生命、思想及感情⋯⋯等，

又稱「擬人法」，在轉化的修辭格中運用最多，因為詩人對花鳥的感受

特別靈敏，所以這方面的作品亦占多數。
48將擬予人格的表現手法運

用在吟詠花卉上，不僅使得詩句生動、華美，也拉近了人與花的距離；

既表現詩人豐富的想像力，亦透顯其內在心靈世界的訊息，從而呈現

人花交融的境界，而借以達到抒發情感和渲染氣氛的藝術效果。 

先看唐代首詠牡丹之句：  

 

  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卷五） 

 

據說此聯乃當年高宗李治大宴群臣，眾人同賞牡丹，十四歲的上官婉

兒受武后召見時即席所作，深得高宗與武后的誇讚。「連璧」形容兩件

同樣美好的事物或兩位才華並美的人49。詩中「臭」通「嗅」，指「氣

                                                 
4 4  參見沈謙《修辭學》〕〔中冊〕，（台北：國立空中大學（印行）， 1991 年），頁
45。  
4 5  見朱光潛《文藝心理學》，（台北：漢京文化出版社， 1984 年），頁 38。  
4 6  轉化與譬喻，二者類似，皆是由兩件不同事物間求取修辭的法則，但是二者實
有異處，譬喻是就兩件不同事物的相似點著筆，是觀念內容的修整；轉化是就兩

件不同事物的可變處著筆，是觀念形態的改變。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

民書局， 1975 年），頁 282。  
4 7  參見黃慶萱《修辭學》，（台北：三民書局， 1975 年），頁 269~280。  
4 8  參見董季棠《修辭析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頁 134。  
49
﹝南朝齊﹞臧榮緒撰；﹝清﹞黃奭輯；嚴一萍選輯：《晉書》卷五十五〈夏侯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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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臭蘭其實就是香味，語出《周易‧系辭上》：「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50是說兩人友情契合，交誼深厚，如金

之堅定，如蘭之芬芳。「蘭」在古詩文中更用以比喻品性馨香、高潔。

這兩句話是描寫雙頭牡丹姿態猶如相連的璧玉般並美的友人，內心好

似芝蘭芳香的高潔之士，為牡丹花史寫下了第一首綺麗的詩篇。 

 上官婉兒這一聯詩，以擬人手法寫出雙頭牡丹的形美、色香，並

進一步賦予牡丹一種品德芳潔的內在意蘊，大大提高了牡丹的價值，

也使得自己得以嶄露頭角。再看白居易〈牡丹芳〉： 

 

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映葉多

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

腸，穠姿貴彩信奇絕。（卷四二七） 

 

「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

怨人如斷腸」以擬人的手法，寫出牡丹的千嬌百媚、萬態多情。再看

薛濤〈牡丹〉： 

 

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

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

席，夜深閑共說相思。（卷八０三） 

 

「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兩句以「馨香」、「不語」影

射牡丹花的特點，又以「傳情」、「彼此知」關照前文，行文顯而不露，

含而不澀。花以馨香傳情，人以信義見著。花與人相通，人與花同感，

所以「不語還應彼此知」。以上六句寫盡詩人與牡丹的戀情，末兩句，

                                                                                                                                            
列傳〉：「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祖威，魏兗州刺史。父莊，淮南太守。湛

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

都謂之『連璧』。」（台北：藝文印書館， 1972 年），頁 1491。  
5 0  參見金景芳：《 <<周易‧系辭傳 >>新編詳解》，（瀋陽：遼海出版社，1998 年 10
月），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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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詩情推向高潮︰「只欲欄邊安枕席，夜深閑共說相思。」安枕席於

欄邊，如對故人抵足而臥，情同山海。深夜說相思，見其相思之渴，

相慕之深。這兩句想得新奇，寫得透徹。詩人眼中的牡丹像是個活脫

脫的情人，也是他情之所鍾。此詩將牡丹擬予人格，用向情人傾訴衷

腸的口吻來寫，新穎別致，親切感人，自有一種醉人的藝術魅力。再

看周繇〈看牡丹贈段成式〉（柯古前看吝酒）：  

 

  金蕊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卷六三五） 

 

此詩將少女的羞澀和女性特有的嬌媚，賦予在牡丹身上，貼切的寫出

牡丹嬌羞的姿態；並以女孩子身上特有的香來表現牡丹的芬芳，而與

蘭房的馨香作意象的疊合。再看李賀〈牡丹種曲〉：  

 

梁王老去羅衣在，拂袖風吹蜀國弦。歸霞帔拖蜀帳昏，嫣紅落

粉罷承恩。（卷三九二） 

 

梁王，為牡丹的一種，此指牡丹的花朵。羅衣，指牡丹的葉子。蜀國

弦，本為音樂之聲，此用蜀在南，以喻南風。歸霞，猶暮霞。帔拖，

指花瓣離披，拖曳欲落之狀。蜀帳昏，用蜀中牋紙所製的護花帳幕裡

一片昏暗。四句採擬人化的藝術手法，描摹了園中的蕭條之狀。牡丹

花已衰敗，綠葉猶在，過去的盛景如今只堪回味。等到暮色更濃，牡

丹花不僅「老去」，而且「嫣紅落粉」，如一個深宮女子，不復「承

恩」，她的模樣已經令人不再對之一顧。詩人將牡丹擬為女子，言其

「罷承恩」，意指「不再蒙人賞玩」，暗藏譏諷之意。再看王建〈同

于汝錫賞白牡丹〉詩： 

 

曉日花初吐，春寒白未凝。月光裁不得，蘇合點難勝。柔膩於

雲葉，新鮮掩鶴膺。統心黃倒暈，側莖紫重稜。乍斂看如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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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開問欲應。並香幽蕙死，比艷美人憎。價數千金貴，形相兩

眼疼。自知顏色好，愁被彩光凌。（卷二九九） 

 

這首詩描述詩人和友人一同去觀賞牡丹花。面對清晨綻放的牡丹，在

春寒中展現她美麗的姿態，詩人用盡筆墨，極力描繪牡丹的美。最後，

詩人更是絕妙的將牡丹擬予人格，說牡丹知道自己長得艷光四射，因

而擔心彩光會因嫉妒而故意欺凌。另看韓愈〈戲題牡丹〉：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鬥輕盈。凌晨併作新妝面，對客偏

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遊蜂多思正經營。長年是事皆拋

盡，今日欄邊暫眼明。（卷三四三） 

 

韓愈首兩句先以戲謔的口吻向牡丹問說：你們這叢牡丹花，有幸同時

綻放，哪裡需要互鬥、爭艷呢？詩人表面上是「指責」牡丹花爭奇鬥

艷，實則誇讚牡丹花「同開」、「相倚」，競相開放，盈盈可愛。三、四

句正面寫牡丹花如佳人在清晨巧上新妝，面對著韓愈，牡丹花脈脈含

情，而無言語，展現了那盡在不言中的情思在牡丹花與韓愈之間交流

著。沒有機心的燕子飛掠花叢，展現出動態美之外，另一方面也顯示

出牡丹的美，美得天真自然，毫無做作，引得無機心的雙燕也想去親

近。而上下飛舞的蜜蜂，像忙碌的紅娘，在花叢中傳播花粉。詩人以

擬人的手法，營造出生意盎然的牡丹春象。眼前的美景，讓作者「長

年是事皆拋盡」，只想好好的欣賞眼前的春光與牡丹花。「長年是事」

雖是作者心中的煩憂，但面對著牡丹花的嬌美，作者的身心暫時可以

得到慰藉，而將之「拋盡」，寫出了牡丹花的美動人也慰心。再看秦韜

玉〈牡丹〉：  

 

折妖放艷有誰催，疑就仙中旋折來。圖把一春皆占斷，固留三

月始教開。壓枝金蕊香如撲，逐朵檀心巧勝裁。好是酒闌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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罷，倚風含笑向樓臺。（卷六七 O） 

 

作者寫牡丹的美艷像是從「仙中旋折」而來，因牡丹太美，當牡丹花

一開，就將整個春光占盡，因此似是老天特別安排，讓牡丹直到暮春

三月才開，先讓百花舞盡，等到牡丹一出，可就百花盡皆失色。牡丹

花散發出撲鼻的花香，而那牡丹檀心更是自然巧緻勝於人工所裁。當

酒酣耳熱、音樂罷歇之際，牡丹依舊迎風含笑面向樓台。詩人以靜態

的筆法，寫出牡丹勝於群花的美，最後更以牡丹含笑，靜倚風中的擬

人手法，表現出牡丹兀自綻放之美。再看韓琮〈牡丹〉（一作〈詠牡丹

未開者〉）： 

 

殘花何處藏，盡在牡丹房。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繡囊。雲凝巫

峽夢，簾閉景陽妝。應恨年華促，遲遲待日長。（卷五六五） 

 

牡丹雖美，但花期不長。因此詩人在這裡將牡丹擬人，說牡丹應該就

像那些貌美的女子一般──「恨年華太倉促」，而希望青春永駐，美好

永不消逝。再看王貞白〈芍藥〉： 

 

芍藥承春寵，何曾羨牡丹。麥秋能幾日，穀雨只微寒。妒態風

頻起，嬌妝露欲殘。芙蓉浣紗伴，長恨隔波瀾。（卷八八五） 

 

此詩顯而易見為詠芍藥之作。牡丹與芍藥一為花王，一為花相，兩花

花形相近，然在唐人心中，牡丹奪得了花卉界的王座，詩人王貞白以

此詩為屈居第二的芍藥發聲，在首兩句就直接挑明「芍藥承春寵，何

曾羨牡丹」，說芍藥並不妒羨牡丹，展現芍藥對自己的自信。詩人將

芍藥、牡丹擬予人格，寫出芍藥與牡丹之間的角力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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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巧化典故 

 

典故，是文化傳統積累而成的共同意義，在文字的使用範圍內，

往往以最精簡的文字語言，傳達最大的意涵。而詩詞貴在含蓄，立意

要精深而不淺露，用語要簡潔而又意味深長，經得起反覆吟詠。顯然，

不用典，就很難抵達這樣的境地，因此，詩人常常借助用典來塑造形

象、烘托氣氛、創設意境，在最為經濟的有限天地裡，最大限度地融

匯深邃曲折的內涵。 

典故之運用既可以豐富詩歌之意蘊，同時也使意義指向「多義

性」，所謂的「多義性」是指意義可以多方衍申、演繹。典故一方面有

固定意義，一方面又充滿了衍義的紛歧性，51因此，當我們賞析詩歌，

逆求作者之意時，就不能不對這些典故有正確的認識，否則，解讀的

方向就有可能出現偏失。以下筆者將針對唐代詠牡丹詩中的用典情況

作一分析。  

說到詩中的用典之例，很難不提到李商隱的〈牡丹〉。十七歲的李

商隱，以文才受到令狐楚的賞識，被聘請到令狐楚的幕府裡作官，受

到令狐楚的指點，學習做奏章，正是他人生得意，風華正茂之際，因

此，當他看到盛開的牡丹，想到令狐楚對他的栽培，揮筆寫下了〈牡

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繡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爭

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

筆，欲書花葉寄朝雲。（卷五三九） 

 

首句用孔子見南子的典故，次句用鄂君泛舟的典故；三、四句把牡丹

比喻成善舞的女子（垂手，舞蹈名。鬱金裙，是用鬱金草的地下莖染

                                                 
5 1  參見林淑貞：《中國詠物詩「託物言志」析論》，（台北：萬卷樓出版，紅螞
蟻圖書經銷， 2002 年），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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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黃色裙子），在跳垂手舞時觸動玉佩，在一轉身時飄起長裙。此典

乃見於《西京雜記》所載：「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

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

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者高唱聲入雲霄」
52詩人化用此典，

用以描摹牡丹在春風中枝葉搖曳的情景，十分生動。 

第五句「石家蠟燭何曾剪」，用的是《世說新語‧汰侈》：「石季倫

（石崇）用蠟燭作炊。」
53的典故。石崇家富，用蠟燭代柴燒，因而

不用剪燭蕊。所以詩人才會說：石崇家的蠟燭何嘗在燃到燭芯時要剪

呢？用來描寫牡丹的光采動人是自然，不假外飾的。第六句「荀令香

爐可待熏」是說：曹操時為尚書令，荀彧──世稱荀令君－－的熏香

爐上可以等著熏衣裳。這是化用劉季和《襄陽記》：「荀令君至人家，

坐處三日香。」
54荀彧的衣裳用熏香爐來熏過，因此而香，詩人在這

裡是用這個典故來寫牡丹花的香。 

第七句活用了江淹「江郎才盡」故事的典故。《南史‧卷五十九‧江淹

傳》記載：「（江淹）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樸，謂淹曰：『吾

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

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55這裡作者反用典故，寫夢裡有

人傳授他彩筆，乃為展己妙筆生花之才。在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作者的

自信，亦可遙想他那時意氣風發、躊躇滿志的神態。第八句中的「朝

雲」，指神女。作者要在牡丹花的花葉上寫字來寄給朝雲，指寄給令狐

楚。56李商隱用江淹夢中得彩筆和巫山神女的典故，托化出令狐楚對

                                                 
5 2  王雲五主編：《西京雜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1979 年），頁 1。  
5 3﹝宋﹞劉義慶：《世說新語》，（台北：華聯出版社， 1969 年），下卷，頁 26。  
5 4﹝唐﹞歐陽詢等奉敕撰：《藝文類聚》引《襄陽記》云：「劉季和性爱香，嘗上

廁還，過香爐上，主薄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日︰『荀令君至

人家，坐處三日香，為我如何令君？而惡我愛好也。』」（台北：新興書局， 1960
年），卷七十。   
5 5﹝唐﹞李延壽撰；﹝清﹞萬承蒼等撰（考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南史》，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頁 265－ 836 
5 6  據馮浩注：「《長安志》曰：『《酉陽雜組》載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
楚《赴東京（洛陽）別牡丹詩》：『十年不見小庭花，紫萼臨開又別家。上馬出門

回首望，何時更得到京華？』以史傳考之，當為太和三年（ 829 年）楚赴東都留
守時作。是年即鎮天平，而義山受其知遇。此章義山在京所作。……楚猶在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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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器重和栽培，以及他自己對令狐楚心懷的感激之情。整首詩從盛

開的牡丹寫到含苞待放的牡丹，又寫牡丹在風中擺動的綽約風姿，也

描寫了牡丹的光采和香氣。牡丹令作者聯想到這些歷史典故，又以這

些歷史典故中的人物來表現綠葉叢中嬌艷的牡丹所給人的印象，顯示

出牡丹的韻致引起讀者美麗的遐思。朱彝尊評此詩：「八句八事，而一

氣湧出，不見襞積之迹。」
57；紀昀則說︰「八句八事，卻一氣鼓蕩，

不見用事之跡，絕大神力﹗」（見《玉溪生詩說》）這首詩的好處就在

於「用事」的精巧。詩人將死典用活了，以典故寫盡牡丹花各個面向

的絕倫姿容，而不重複，不僅豐富了構思和詩的表現力，亦顯示出詩

人不凡的才華。  

筆者觀察唐代牡丹詩的用典情形，發現，唐人在牡丹詩中慣用某

些典故，以下分「典」論之： 

（一） 「朝雲」、「雲雨」、「巫山」、「巫峽」 

「神話是人類想像力的源頭；文學是人類想像力的窗口。」中國

文學的源頭可追溯至神話。神話不但是遠古民族的夢和文化的根，更

是文學作品中最具魅力的部分。
58神話、傳說、故事將人們帶入虛無

縹緲、如夢似幻的仙境之中，為詩篇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增添了朦

朧而帶瑰麗詭譎的美感，使得作者澎湃的情思可以藉此抒解、宣洩。

當筆者探究唐代的牡丹詩之際，發現唐代牡丹詩裡不乏用神話類的典

故來吟詠牡丹，例如：李商隱〈牡丹〉： 

 

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卷五三九） 

 

「欲書花葉寄朝雲」的典故出於宋玉〈高唐賦〉。〈高唐賦‧序〉載：  

                                                                                                                                            
故祝其還朝；七句謂受以章句之學，結句遠懷也。……約在太和五六年。」參見
孫映逵主編：《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
年 5 月），頁 460。  
5 7 見李淼：《李商隱詩三百首譯賞》，（高雄 :麗文文化出版， 1993 年，頁 13。  
5 8  參見王孝廉：〈夢與真實──古代的神話〉，收於邢義田主編：《永恆的巨流》，（台
北：聯經出版公司， 1981 年），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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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與雲夢之台，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

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

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

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

廟，號為朝雲。
59 

 

李商隱欲以牡丹花葉為書寫之信箋，寄給如朝雲一般的女子。「朝雲」

是古代神女之名，今用此典，尚其美，乃美「令狐楚」之厚愛。詩人

說用來書寫給神女的信箋，只有這般艷麗高貴的牡丹才足以擔當。此

詩將牡丹的美好，借用典故描繪得淋漓盡致。  

宋玉的〈高唐賦〉並不出名，但其所附會的「巫山神女」的故事

卻成了詩壇上千百年來用之不厭的典故，並備受唐代詩人的青睞，因

而在唐人詠牡丹詩中尚可發現這個典故的其他影子。如李咸用〈遠公

亭牡丹〉： 

 

延年不敢歌傾城，朝雲暮雨愁娉婷。（卷六四四） 

 

這裡借用典故中的「朝雲神女」美則美矣，但仍不及牡丹之美，襯托

出牡丹的美無可匹敵。再如徐夤〈追和白舍人詠白牡丹〉：  

 

裁分楚女朝雲片，翦破姮娥夜月光。（卷七 O 八） 

 

這首詩是直用「朝雲神女」的美來形容牡丹，使牡丹的美能夠形象化。

再看李中〈柴司徒宅牡丹〉：  
                                                 
5 9  見﹝梁﹞蕭統編：《文選》卷十九，（台北：藝文印書館， 1998 年），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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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欄檻有佳期，公子開顏乍拆時。 翠幄密籠鶯未識，好香難

掩蝶先知。願陪妓女爭調樂，欲賞賓朋預課詩。只恐卻隨雲雨

去，隔年還是動相思。（卷七四八） 

 

這裡用「雲雨」來比擬牡丹「花開花落二十日」的短暫花期，就像那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的雲雨，倏忽即逝，應及時把握。再看唐彥

謙〈牡丹〉：  

 

真宰多情巧思新，固將能事送殘春。為雲為雨徒虛語，傾國傾

城不在人。開日綺霞應失色，落時青帝合傷神。嫦娥婺女曾相

送，留下鴉黃作蕊塵。（卷六七二）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的巫山神女，其貌必艷人，而使得楚王心傾而幸

之。但在這裡作者卻說「為雲為雨徒虛語」，因為「傾國傾城不在人」。

言下之意：傾國傾城的正是那牡丹啊！故，此詩是以「雲雨」之典故

來烘托出主角「牡丹」的美。再看李咸用〈牡丹〉： 

 

少見南人識，識來嗟復驚。始知春有色，不信爾無情。 

   恐是天地媚，暫隨雲雨生。緣何絕尤物，更可比妍明。 

（卷六四五） 

 

此詩說：牡丹恐是天地特別的厚愛，才使她與雲雨神女相伴而生，否

則為什麼再造不出好景物，同她一樣嫵媚鮮艷！此詩以「雲雨」之典，

正寫牡丹之美。再如薛能〈牡丹〉四首之一： 

 

異色稟陶甄，常疑主者偏。眾芳殊不類，一笑獨奢妍。顆折羞

含懶，叢虛隱陷圓。亞心堆勝被，美色艷於蓮。品格如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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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光似少年。種堪收子子，價合易賢賢。迥秀應無妒，奇香稱

有仙。深陰宜映幕，富貴助開筵。蜀水爭能染，巫山未可憐。

數難忘次第，立困戀傍邊。逐日愁風雨，和星祝夜天。且從留

盡賞，離此便歸田。（卷五六 O） 

 

這首詩極力稱頌牡丹得天獨厚的美，說是不是造物主太過偏心，才會

把所有的美好都留予牡丹，而使得「眾芳殊不類」，其他花根本沒得比。

牡丹花型艷麗，然則內蘊亦高（品格如寒食），而芳香更是如從仙處而

來。並言牡丹花的美，令那使人神往、喜愛的巫山神女也失色了，而

「未可憐」。詩人用巫山襯托出牡丹之美。「一山還有一山高」，在詩人

筆下，牡丹大概是「喜馬拉雅山」中的「聖母峰」了。其他又如韓琮

〈牡丹〉（一作詠牡丹未開者）： 

 

殘花何處藏，盡在牡丹房。嫩蕊包金粉，重葩結繡囊。雲凝巫

峽夢，簾閉景陽妝60。應恨年華促，遲遲待日長。（卷五六五） 

 

牡丹花謝了，去到什麼地方？原來都在新出的蓓蕾中躲藏。細嫩的花

蕊包含著金黃花粉，重疊的花瓣編織成錦繡香囊。雲凝霧鎖，是用夢

境留住巫山神女；含苞不放，是用簾幕遮蔽宮娥化妝。恐怕是悵恨生

命短促似白駒過隙，牡丹才遲遲不肯綻開，好把光陰拉長。再如孫魴

〈主人司空後亭牡丹〉： 

 

入夢殊巫峽，臨池勝洛濱。（卷八八六） 

 

此詩也是用了「巫峽」這一典故，來表現牡丹的美。再看薛濤〈牡丹〉

四首之三：  

                                                 
6 0  景陽妝：南朝都城建康（今江蘇南京市）宮城中有景陽樓。南齊武帝以宮深不
聞端門鼓漏聲，於景陽樓上置鐘。宮人早晨聽到鐘聲就起床梳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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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春零落暮春時，淚濕紅箋怨別離。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

有武陵期？傳情每向馨香得，不語還應彼此知。只欲欄邊安枕

席，夜深閑共說相思。（卷五六 O） 

 

這首詩用「情重更斟情」的手法，把花人之間的感情反覆掂掇，造成

情意綿綿的意境，構思新穎纖巧，獨具藝術風采。「去春零落暮春時，

淚濕紅箋怨別離。」別後重逢，有太多的興奮，亦有無限的情思。面

對眼前盛開的牡丹花，卻從去年與牡丹的分離落墨，把人世間的深情

濃意濃縮在別後重逢的特定場景之中。「紅箋」，當指薛濤紙，是詩

人創製的深紅小箋。「淚濕紅」句，詩人自己進入了角色，讀來親切

感人。「常恐便同巫峽散，因何重有武陵期？」兩句中的「巫峽散」

承上文的怨別離，拈來宋玉〈高唐賦〉中楚襄王和巫山神女夢中幽會

的故事，給花人之戀抹上夢幻迷離的色彩︰擔心與情人的離別會像巫

山雲雨那樣一散而不復聚，望眼欲穿而感到失望。在極度失望之中，

突然不期而遇，更使人感到再度相逢的難得和喜悅。 

（二） 索郎 

飲酒想起詩，賦詩想起酒。酒與詩好像是孿生兄弟，結下了不解

之緣。《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我們從中聞到濃冽的酒香。

飲酒是樂事，但由於受到生產力的制約，釀酒並不容易。所以有了一

點酒，往往想到我們的祖先，用作祭祀之用，與神靈共享。《詩經‧大

雅‧旱麓》云：「清酒既載，驛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61。水

旱風雷，常常威脅著人們的生存。在無法主宰自然的情況下，只能向

神靈祈禱風調雨順，禾稼豐收，免于飢饉。《詩經‧魯頌‧有駜》：「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榖，詒孫子。于胥樂兮。」 62從春冬往復，

人們一面披風雪，冒寒暑，不停耕耘，也一面向神靈膜拜，暗暗祝禱，

                                                 
6 1﹝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3 年），頁 556。  
6 2﹝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3 年），頁 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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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讓人們眉開眼笑，飲得安樂，飲得熱鬧的，當是在禾稼收成

的時候。時代在發展，經濟生產愈來愈發達，人們不只在穀物豐收時

喝酒歡慶，因而酒與人們的生活關係更加緊密，而酒入詩詞，自然更

是多矣。  

 到了唐代，政治經濟環境強盛，人們宴饗的機會多了，休閒娛樂

的種類多了，賞花即是唐人的一項游藝活動，在這樣欣喜歡暢的時分，

免不了又有酒來助興，因此在唐代的詠牡丹詩中，我們亦不難發現酒

的蹤跡。如周繇〈看牡丹贈段成式〉（柯古前看吝酒）： 

 

金蕊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逡巡又是一年別，寄語集

仙呼索郎。（卷六三五） 

 

要理解這首詩，首先必須先釐清「索郎」二字。《水經注疏》中載：  

 

置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

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

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

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

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

反語為「桑落」也。 63 

 

劉白墮最擅長釀桑落酒，「桑落」在當時只是酒的一個通名，而不是某

種酒或某個地區的酒的專名。《詩經‧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

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64所謂「桑落」就是桑葉凋落，這在

北方正是農曆九、十月間。東魏‧賈思勰《齊民要術》談到黍米造酒

                                                 
6 3﹝清﹞楊守敬著；謝承仁主編：《楊守敬集》，第三、四冊，《水經注疏上‧河水

四》，（武漢：湖北人民、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7 年），頁 251。  
6 4﹝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 2003 年），卷三，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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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時，稱「十月桑落初凍則收水釀者為上時春酒。」65明朝人鎦績的

《霏雪錄》上說︰「河東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水釀酒甚美，

故名桑落酒。」可見，桑落起初是一個時間概念，後來逐漸成為一類

酒的名稱。酒以「桑落」名之，是說正是桑葉凋落之時，取井水釀酒，

所釀之酒風味獨特，為當時之人所喜愛。而索郎倒過來說為「郎索」，

「郎索」和「桑落」音有諧似之處，因而以「索郎」為「桑落」之反

語，亦為「酒」之代稱。「寄語集仙呼索郎」寫的是：把握那「逡巡又

是一年別」的時光，賞花酌酒之樂。再看如段成式〈怯酒贈周繇〉（一

作答周為憲看牡丹）： 

 

大白東西飛正狂，新芻石凍雜梅香。詩中反語常回避，尤怯花

前喚索郎。（卷五八四） 

 

為什麼作者要說：「尤怯花前喚索郎」？賞花飲酒不正是人生一大樂

事？為何段成式卻怯酒？這必須再看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卷

四》記載︰  

 

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河東人劉白墮

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晞，以甖（案：小口大腹的瓶子

為「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而

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踰于千里，

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

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蕃，逢路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復

命「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

66 

 

                                                 
6 5﹝北魏﹞賈思勰著：《齊民要術》，台北：中華書局印行， 1981 年，頁 346。  
6 6  ﹝後魏﹞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校注》，（台北：華正書局，1980 年 4 月），頁
203~204。   



 156

劉白墮和《水經注疏》中的劉墮，名字上稍有不同，但這顯然是典籍

的傳抄中出現的錯誤，因為所記載的事實基本相同。上面這則資料記：

「飲之香美而醉，經月不醒。」可見酒醉人之力甚矣。段成式詩中說：

「尤怯花前喚索郎」何以？賞花以酒助興，何嘗不可？但詩人故意以

一「怯」字一反常態，反而增強了表現力，引讀者疑竇，思而乃知，

詩人是極力讚美牡丹那醉人的美。所謂「酒不醉人，人自醉」，作者這

裡則是表現出了「花不醉人，人自醉」。花已令詩人迷醉，若此刻再來

上一杯足以「經月不醒」的索郎（桑落酒），那可能是永遠醒不過來了。

詩人在此巧妙的運用典故，力讚牡丹花如酒般醉人。  

詩人巧化典故來寫牡丹，本仍可歸納出「美人系列」──「雙成」、

「延年」、「洛神」、「西子」、「太真」⋯⋯，但本論文第四章「唐代牡

丹詩的主題意涵」中的第六節「美人意象之呈現」（在修辭上屬於「巧

化典故」的範疇），已經對唐代牡丹詩中所提及的「美人」做了分類歸

納與論述，因此在這裡不再重複贅述。  

從這個小節對唐代牡丹詩中用典的分析，我們可以體會到：「文字

最妙之意味，在於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為功。」 67詠史、

懷古、諷諫之作，須引故實以為立論之根據，而詠物之篇什，若只是

描寫其外表之構造、形態、功用等，則不但情感無法表達，亦且難以

成為生動之文學創作，故用典有其不可磨滅之功能。  

詩人們在運用各種藝術手法描寫牡丹時，並不是單一的採用某一

種藝術手法，而是綜合性地多樣化地把各種藝術手法融合在一起，多

方面、多側面地狀摹出牡丹的美麗，極盡體物之妙，借以傳達詩人心

中的思想感情。上面我們是為了說明各種藝術手法在吟詠牡丹之作中

的運用，才做了大致的分類。其實豐富的想像要透過大膽的誇張，巧

                                                 
6 7  民初，胡適等倡導文學革命，提出八不主義，其中一條即是「不用典」，然招
致許多人攻擊、反對，其友江亢虎致書云：「所謂用典者，亦有廣狹二義。餖飣獺

祭，古人早懸為厲禁；若並成語與故事而屏之，則非惟文字之品格全失，即文字

之作用亦亡。……文字最妙之意味，在用字簡而涵義多，此斷非用典不為功。不
用典不特不可作詩，並不可寫信，且不可演說。……」參見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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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的擬人來達到，而大膽的誇張中又包含著巧妙的擬人，巧妙的擬人

中也包含著大膽的誇張，它們之間幾乎是不可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