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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說起「繁華」、「富貴」，首先令人聯想到的朝代，便是大唐。唐朝

是中國歷史上最凸顯的盛世，主要是因為其文治武功全盛，因此在整

個民族生命中，唐代騰躍著一股豐沛的生命力，是一個天資煥發、朝

氣蓬勃、繁榮自由、活潑開放、昂揚向上的時代，以「繁華」、「富貴」

作為其大唐氣象，自是無庸置疑的。 

壯盛、絢麗的大唐氣象，影響到唐人對花卉的喜好而鍾情於豐腴

的牡丹花。牡丹稱王眾花，大唐雄視四方，兩相配合，實是花容氣象，

相得益彰，因此被公認為最能代表唐文化的花──牡丹也因為唐人的

青睞而得以凸顯，並靠後來宋人的承繼、發揚，而奠定了她花王的地

位。 

追溯牡丹的歷史，其在東漢時主要為藥用，然至隋朝牡丹尚未成

為被普遍栽植為觀賞花卉，直到初唐才被作為觀賞花卉，出現在宮廷

裡，唐代首詠牡丹的聯句──「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便在高宗

大宴群臣，眾人同賞牡丹際，由十四歲的上官婉兒即席寫下。由於唐

代政治、經濟穩定，因此賞花成為一種閒暇之遊藝休閒活動。開元、

天寶年間，牡丹已成為京師長安風行的玩賞花卉，這股熱潮經一段時

間從皇宮內苑流傳至官宦、王公之家，乃至寺院、鄉俗。
1天寶年間，

尚奢華的風習瀰漫整個社會，左右了人們的審美心理，為這牡丹熱的

興起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心理基礎。到了中晚唐，人們在經歷安史之亂

後，撫今追昔，感舊傷懷，對開元、天寶盛世的深情追憶成為中唐的

社會心理。牡丹在這樣的時代心理下成為中唐人最喜愛的花卉，並以

奢艷的紅、紫牡丹為貴，而京師長安的牡丹最為著名，上下一片牡丹

熱，寺觀、宅院、官衙、宮殿無不栽種，故從此出現大量的牡丹詩。 

牡丹另有別名「富貴花」，其「富貴」的意象乃由於周敦頤的〈愛

                                                 
1  即舒元輿〈牡丹賦〉：「今則自禁闥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彌漫如四瀆之流，
不知其止息之地。」所描述之況。（《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第 289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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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說〉一文而得以揚世。文中雖是鄙薄世俗之人汲汲於名利，但經過

周敦頤這一褒蓮花，貶牡丹，反倒凸顯了牡丹的花德──富貴。而所

謂的富貴，其真正的涵義並不止於財富與官階；所謂的富貴氣象，乃

是由富裕環境培養出來的生活品味，由高貴地位提升出來的閒雅格

調，此等氣象，必帝王公卿方能有之。牡丹的雍容華貴、儀態萬千，

正是這種精神氣象的最佳詮釋。而對於牡丹象徵富貴，程兆熊在〈論

中國之花卉〉
2一文中闡釋說：「富是富麗，是豐盛，是充實；貴是堂

皇，是突起，是光芒。⋯⋯牡丹之被稱為富貴，是因為她的豐盈和突

起的美。」；「所謂『世人皆愛牡丹』，而以牡丹為花之富貴之語，這雖

指的是唐宋，但富有謂之大業，日新謂之盛德，大唐之『大業』與夫

大宋之『盛德』，精神氣象之薰染，會使『百姓日用而不知』，於無意

中愛上了牡丹，則牡丹之富有其性格之美當可概見，又何能以其為『富

貴』之故，而不去酷愛著呢？」
3唐人的生活離不開牡丹，目遇之而成

色，感於心而後形諸歌詠，自然創造出燦爛的牡丹詩文化。經過筆者

對「唐代牡丹文化與牡丹詩」作查考、探究之後，可歸結出以下幾項

大點，使我們對唐代的牡丹詩有進一步的認識： 

一、唐代牡丹詩在唐代蓬勃發展與當時的牡丹文化密切相關  

唐代是一個有著高度文化素質的民族，燦爛的文化裡有自己的特

色，唐人種花、養花、愛花、賞花甚至於鬥花，在高雅富有情趣的賞

花過程中，怡情遣興，且使心靈深處獲得美的感受。愛花成癡的唐人，

尤愛牡丹，成為一種社會風尚，牡丹花順理成章成了唐代詩人感情的

載體，心靈的外現，因此產生了數以百計的詠牡丹詩。探究唐代牡丹

之所以如此受唐人喜愛的原因，乃是因為牡丹花外型豐腴飽滿、美艷

動人，與唐人崇尚碩大豐滿的審美觀密切相關。牡丹的艷麗香濃，正

可代表大唐帝國奔放的富貴氣象，這是整個時代背景使然。  

                                                 
2  程兆熊：《論中國庭園花木》，（台北：明文書局，1986 年），頁 9~10、頁 16~17。 
3  參見蕭翠霞：《南宋四大家詠花詩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頁
156、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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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二百 O 二首4牡丹詩歌中，我們不難看見當時爭賞牡丹的空

前盛況，尤其是有錢有勢的人更是為了牡丹不惜重金，這股熱潮由上

延燒至下，甚至連佛寺、琳宮都陷入這片狂潮。「愛牡丹」為唐之「全

民運動」，凸顯出唐人積極昂揚、好大喜功，較為奢侈浮華的生活態

度。 

二、唐代牡丹詩的價值 

（一）唐代詩人情感之興寄 

花有花語，每個花語裏，都蘊涵豐富的人生哲理。牡丹，一直被

視為富貴、吉祥、幸福、繁榮的象徵。從唐代起，牡丹就被推崇為「國

色天香」。然則，牡丹就僅象徵「富貴」嗎？牡丹詩僅能作為人們追尚

富貴的象徵嗎？筆者為了探討牡丹詩歌的內在意涵，已在第四章中加

以論述，將牡丹詩的主題意涵分為（一）富貴之象徵（二）純粹詠物

之作（三）盡得諷諭之用（四）感時傷懷之抒發，四大類來分述，而

從此中，筆者發現唐代的牡丹詩除了展現出牡丹之外貌、內華，也傳

訴著詩人們的審美眼光與內在情思。因此，牡丹花絕對不僅僅是「花

之富貴者也」；而牡丹詩也絕對不只等於「功名富貴詩」。 

（二）寓含大唐的時代精神 

當我們根據作者生平，來對牡丹詩作探究，可以使我們更了解詠

牡丹詩中的思想內容；而當我們聯繫到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就益加

能凸顯出唐代詠牡丹詩在整個詠花史上的地位與價值。多愁善感的詩

人以客觀的「物」，作為描寫的物件，或細緻地刻劃它的色彩與型態，

或藉以抒懷興感，唐代的牡丹詩人亦是。他們不僅賦予牡丹美感和生

命，更將「牡丹」與「詩」有機地結合起來的，透過文字我們不僅可

以看到牡丹花溫柔多媚的花情與花景，也可以讀出詩人寄寓其中的情

感，更可以看到社會、時代的縮影，以及民族文化的反映。「花事雖小，

可以喻大。」在詠牡丹詩這個小題材中，展現出唐代的萬種風采，以

                                                 
4  除本論文【附錄一】所錄之 201 首，再加上陳尚君輯校之《全唐詩補編》中補
收元稹〈奉使往蜀路傍見山花吟寄樂天〉一首，共 202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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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屬於那個時代的光芒。 

（三）展現不凡的詠物技巧 

文學的發展是一個漸變的過程，任何文學高潮的出現，其實都是

其來有自的。黑格爾（1776－1831 年）在談到希臘古典藝術高度發展

的條件時曾說：「古典型藝術（案：指希臘古典藝術）須處於一種熟練

技巧高度發展的階段，才能使感性材料（案：指藝術的各種媒介，如

文字、色彩、線條等）聽從藝術家隨意指使。⋯⋯這種手藝成規必須

先已存在（儘管還有些拙劣離奇），然後古典美方面的天才才能把機械

的熟練加以改造，使它達到技巧的完美。因為只有到了單純的機械性

的技藝已不再成為困難和障礙的時候，藝術家才能致力於自由塑造形

式，這中間實際的練習同時也就是一種深造或改進，這是和內容與形

式的進展密切聯繫在一起的」5用這段話來闡釋唐詩藝術的高度成熟、

發展是再適合不過了。經過先秦《詩經》、《楚辭》，到兩漢樂府和文人

五言詩，再到「自覺時代」魏晉南北朝的新變，文學已趨成熟，各種

藝術技巧齊備，促使唐詩有卓特的表現。詠牡丹詩為詠花詩之ㄧ支流，

而詠花詩又上溯於源遠流長的詠物詩，自然也有著高度的藝術表現。  

筆者將唐代詠牡丹詩中，表現較多的藝術技巧分成形象摹寫、賦

予比興、形象對比、擬予人格、巧化典故等五類，在第五章〈唐代牡

丹詩的藝術表現手法〉裡加以論述，以彰顯詠牡丹詩之價值。特出於

唐代的詠牡丹詩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藝術技巧上皆卓然輩出、更上

層樓，達到了各朝以來的巔峰，既傳承了六朝詠花的遺風，更有自己

的創新，將牡丹詩寫得興象玲瓏，形神兼備。 

三、唐代牡丹文化對後世的影響 

唐代牡丹詩歌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對後世產生很大影響。唐以後

描寫牡丹的作品日見繁多，引起了歷代作家的極大興趣，成為中國詠

物詩中的一個重要方面，甚至還發展到別的藝術領域，當詞興盛起來，

                                                 
5  ﹝德﹞黑格爾 (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著；朱孟實譯：《美學》，（台北：
里仁書局， 1981 年），卷二，頁 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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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牡丹也成為詞的吟詠對象6，再往後的曲、戲劇、小說等文藝體裁

也都出現一些描寫牡丹或以牡丹為象徵、寄寓的作品
7，同時還產生了

許多趣聞、軼事，民間傳說，神話故事⋯⋯等等。唐人吟詠牡丹詩歌

所創造出來的藝術美，更加深和影響了民眾對牡丹的喜愛，時至今日，

牡丹寫入歌詞亦不乏見，如閩南語歌曲〈憂愁的牡丹〉
8，歌詞中的牡

丹依舊承載著人們的愛恨情仇。因此，詠物詩著重的不是表面對物象

外在的描繪，更重要的是作者寄託在物象背後的思想或情感。 

「國運昌時花運昌」，在大唐盛事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詩」

與「牡丹」這兩種繁榮之間激盪出「牡丹詩」這一燦美的火花。而今

我們循著牡丹詩，又能再見唐代社會文化的變遷、唐人奢華好富的心

理、與詩人善感細膩的性靈。 

                                                 
6  可參見楊小鈴：《唐宋牡丹詞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7  如臨川四夢之一的﹝明﹞湯顯祖《牡丹亭》，共五十五齣，描寫杜麗娘夢中與秀
才柳夢梅相遇於牡丹亭的故事。元明雜劇也有《呂洞賓戲白牡丹》，以呂洞賓、白

牡丹的愛情故事為主線，進行了大膽的虛構想像，內容涉及到仙、凡、鬼三界人

物，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了諷刺性的批判。清末，小說中出現了無名氏的《呂

純陽三戲白牡丹》（載於《東遊記》、《呂仙飛劍記》、《醒世恆言》卷二十一等）。

近人有林語堂的小說《紅牡丹》，還有現代小說家穆時英的小說《黑牡丹》與徐遲

的中篇小說《牡丹》⋯⋯等等。  
8  《憂愁的牡丹》：「男：我在夢中有看見，白色牡丹含帶淚。敢是花開不對時，
醒來只剩花香味。女：花開親像一場夢，夢中只有咱兩人。敢是命運來戲弄，好

夢只有等後冬。男：牡丹美，花連枝，無人知伊心稀微。女：牡丹花，富貴味，

花心暗藏斷腸詩。合：啊……憂愁的花叢，為情在操煩。」（詞 /陳桂珠；曲 /洪榮
宏；演唱：洪榮宏 /江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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