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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祥正詩歌創作淵源初探

摘   要  郭祥正對莊子、屈原的模擬源自於少年得志以及與兩人相似的心路歷程；

繼承《詩經》現實主義傳統，學習杜甫、白居易的創作，源於當時社會的
普世價值和儒家傳統責任感；對陶淵明、王維的欽羨是在江湖與魏闕、仕
與隱矛盾掙扎之後的最終選擇；漢魏五言詩滲透出的生命意識、時空觀念
又使得他的詩歌中閃耀着理性光輝。

關鍵詞  郭祥正；青山集；創作淵源

楊宏 *

*楊宏：河南大學圖書館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宋代文學、

文獻學。

郭 祥 正（1035 -1113）， 北 宋 熙 寧、 元 祐
年 間 詩 人， 字 功 父、 功 甫， 號 醉 吟 居 士、 謝 公
山 人、 漳 南 浪 士、 淨 空 居 士。 祥 正 少 有 詩 名，

弱 冠 前 便 已 為 人 所 稱 道， 十 七 歲 時， 袁 陟 薦 之
與 梅 堯 臣， 梅 見 而 贈 之 以“ 李 白 後 身 ” 之 美
譽， 此 後 受 到 鄭 獬、 劉 摯、 章 衡、 王 安 石 等 人
的 賞 識， 李 薦 則 欲 以 之 為 詩 壇 盟 主。 皇 祐 五 年
（1053 年）郭祥正應禮部試中進士，自此步入
仕 途， 為 官 時 期 頗 有 乃 父 之 風， 甚 得 民 心， 善
用詩書禮樂教化民眾，有《青山集》傳世。

無 論 是 豐 富 的 內 容， 還 是 深 邃 的 思 想， 優
秀 的 文 學 作 品、 偉 大 作 家 的 創 作 風 範 不 僅 能 夠
傳 之 於 後 世， 更 能 澤 被 百 代。 郭 祥 正 在 創 作 中
天 馬 行 空 式 的 豪 逸 風 格， 雖 極 具 個 人 特 質， 但
從 其 作 品 中 亦 可 看 到 宋 以 前 文 學 深 刻 影 響 的 痕
跡。

一、先秦文學

先 秦 文 學 中 對 郭 祥 正 詩 文 創 作 產 生 影 響 的
作 品 主 要 是《 詩 經 》、 楚 辭 和《 莊 子 》， 其 中
以 屈 原 及 其 創 制 的 楚 辭 體 詩 歌 尤 為 明 顯， 茲 分
三點進行論述。

（一）《詩經》

作 為 我 國 現 實 主 義 文 學 源 頭 的《 詩 經 》 對
郭 祥 正 創 作 的 影 響 主 要 體 現 在 創 作 實 踐 和 文 藝
思 想 兩 個 方 面。 郭 祥 正 多 次 引 用《 詩 經 》 中 的
詩 歌， 化 用 其 中 詩 意 或 詩 句 來“ 賦 詩 言 志 ”，

傳情達意：

郭祥正嚮往上古三代，推崇唐堯虞舜之治，

希 望 天 下 生 平， 人 民 安 樂， 這 與《 詩 經 》 中 的
“ 樂 土 ”“ 樂 園 ”“ 樂 國 ” 思 想 不 謀 而 合， 因
此他在贈別赴官友人的詩歌中多次使用《詩經》

中 歌 頌 賢 人 聖 君 的 詩 句 藉 對 友 人 品 行 才 能 的 肯
定來傳達出為官愛民的期望：

一朝公去調鼎鼐，

斯堂永作甘棠歌。
1

願令里巷歌《召南》，

風化流行成樂土。
2

這 幾 句 詩 使 用 了 召 公 甘 棠 樹 下 聽 訟 斷 獄， 教 民
稼 穡 的 典 故， 傳 達 對 美 好 政 治 社 會 的 期 盼， 希
望 好 友 能 夠 像 先 賢 聖 哲 那 樣 使 民 眾 衣 食 豐 足，

安居樂業，“何以介壽眉，翁中酒新熟 ” 3，並
且 用 道 德 教 化 生 民， 使 民 風 淳 樸， 地 方 成“ 樂
土 ”。“ 甘 棠 ” 一 詞 在 其 詩 集 中 出 現 六 次。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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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一生鬱鬱不得志，沉淪下僚的坎坷命運，

他祝福友人“如君必見取，為君吟菁莪” 4，遇
到 能 夠 慧 眼 識 珠 之 伯 樂， 大 展 宏 圖， 自 己 也 會
為之而高興。“菁莪”出自《詩經・小雅・菁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 菁 者 莪， 在 彼 中 沚。 既 見 君 子， 我 心 則 喜。

菁 菁 者 莪， 在 彼 中 陵。 既 見 君 子， 錫 我 百 朋。

泛泛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5

思 念 至 交 因 路 途 遙 遠 不 得 而 見 之 遺 憾， 以“ 蒹
葭”為喻，“殷勤謝陳子，蒹葭倚瓊枝”6。“樓
煩真人應夢來，夜斧丁丁神伐木” 7，借用《詩
經・ 棠 棣 》 詩 意 表 達 對 友 誼 的 歌 頌。 申 述 個 人
隱逸情志則說：“採菊復採薇，聊以養天和”8，

以 淵 明 採 菊 南 山 之 悠 然 和 伯 夷、 叔 齊 首 陽 採 薇
明 志， 卻 笑 世 間 之 人 汲 汲 功 名 利 祿，“ 不 寐 聽
春 鳥， 關 關 枝 上 語。 …… 卻 笑 世 間 人， 忘 憂 種
萱草” 9，怎能體會到“關關雎鳩”之和美，不
捨 身 外 之 物， 即 使 得 來 萱 草， 種 在 北 堂， 又 如
何 能 解 除 憂 愁？ 郭 祥 正 將《 詩 經 》 中 展 現 男 女
相 思 之 情 的《 關 雎 》 和《 伯 兮 》 轉 化 為 對 世 人
熙熙攘攘追求功名富貴的嘲諷。

創 作 手 法 上， 郭 祥 正 也 繼 承 了《 詩 經 》 的
現 實 主 義 精 神， 明 確 地 反 映 現 實、 抨 擊 社 會 黑
暗， 為 天 下 生 民 大 聲 疾 呼； 喜 歡 採 取 興 的 手 法
來 表 現 自 己 的 理 想 與 品 格， 而 這 也 明 顯 是 受 到
《詩經》傳統手法的影響：

轂轂復轂轂，怪禽安用啼。

杏花已爛漫，月色正相宜。

提壺取新酒，酌我金屈巵。

行恐風雨來，亂紅辭舊枝。

尚恨碧城鎖，阻邀白雪姬。

耳邊無清歌，素飲方自怡。

爾何騁鳴聲，彈射不肯飛。

初出厭爾聒，既久不復疑。

但能怖愚俗，又足驚童兒。

天翁造爾軀，無乃私自欺。

爪吻異鵰鶚，安能司禍機。

又不似群鳥，凶報吉亦隨。

白日竄深棘，夜鳴殊不棲。

勸爾勿轂轂，鳳凰忽來儀。
10

這 首 詩 以“ 轂 轂 ” 起 興， 表 面 寫 鳥， 實 際
是 用 轂 轂 這 種 鳥 來 自 比， 暗 喻 詩 人 自 己 遺 世 獨
立、 保 持 操 守 的 品 質， 同 時 也 反 映 出 自 己 不 見
容 於 俗 世 社 會 的 尷 尬 境 地。 在 另 一 首 詩 中， 詩
人將個人理想寄寓在磐石上：

磐石琢深齒，貫輪激青陂。

運動無晝夜，柄任誰與持。

霹靂駕飛雪，盛夏移冬威。

功成給眾食，勢轉隨圓機。

翻思兵家言，千仞俯可窺。

又想對明月，大壑投珠璣。

睥睨巧匠手，不使差毫釐。

牛驢免穿領，僮僕逃胼胝。

利用固已博，沉吟豈虛辭。

顧將水磨篇，薦之調鼎司。
11

詩 歌 以 磐 石（ 水 磨 ） 為 描 寫 物 件， 前 八 句
為 第 一 層 起 興， 敘 述 磐 石 之 功 用， 下 四 句 轉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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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理 想 的 抒 寫， 希 望 能 得 到 賞 識， 一 展 所 長，

但 是 卻 是 沉 淪 下 僚， 明 珠 投 壑 了。 再 四 句 又 一
轉， 轉 向 自 我 安 慰， 正 是 因 為 被 埋 沒， 天 性 才
得 以 保 持。 最 後 四 句 曲 終 奏 雅， 表 達 自 薦 出 仕
之意。

在 創 作 實 踐 之 外， 郭 祥 正 的 文 藝 思 想 中 同
樣 閃 耀 着《 詩 經 》 詩 學 理 念 的 光 輝， 如 以“ 思
無邪”為中心之儒家詩教觀對其影響巨大。 12

（二）楚辭及屈原

楚 地 文 化， 尤 其 是 楚 地 風 光， 楚 地 人 物、

傳 說 都 是 郭 祥 正 詩 歌 中 常 見 意 象。 如《 楚 江
行 》 中“ 洛 妃 湘 女 ”， 借 用 湘 水 女 神 傳 說，

“ 三 閭 ” 則 是 指 屈 原。 13 楚 地 歌 曲《 滄 浪 歌 》

是 郭 祥 正 詩 歌 中 的 常 見 意 象， 他 的 詩 歌 當 中
共 14 次 用 到“ 滄 浪 ” 一 詞， 其 中 八 次 以“ 滄
浪 ” 來 指 喻 洗 滌 世 間 污 穢， 保 持 個 人 高 潔 品 質
的 願 望， 如“ 纓 塵 不 解 滄 浪 洗 ” 14“ 渺 思 泛 滄
浪，期君濯雙足 ” 15“可濯滄浪共賦詩 ” 16“莫
比 滄 浪 只 濯 衣 ” 17“ 誰 念 滄 浪 可 濯 衣 ” 18“ 扁
舟 明 發 穿 南 斗， 聊 學 滄 浪 漁 父 吟 ” 19“ 欲 就 滄
浪 濯 煩 熱 ” 20“ 滄 浪 不 可 濯 ” 21 等 等， 並 且 郭
祥 正 還 將“ 滄 浪 之 水 ” 賦 予 新 的 意 義， 那 就 是
泛 舟 滄 浪， 遨 遊 江 湖， 逍 遙 天 地 之 間：“ 扁 舟
我 即 浮 滄 浪 ” 22“ 只 今 且 挈 茗 杯 遊， 滄 浪 同 泛
採 蓮 舟 ” 23“ 擊 劍 高 吟 非 故 鄉， 何 時 共 作 滄 浪
客”24，“滄浪”成為郭祥正隱逸棲居的場所。

作 為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偉 大 的 作 家 之 一， 楚 地
文化文學的代表人物——屈原，他以及他所創制
的 楚 辭 也 成 為 郭 祥 正 努 力 學 習 和 模 擬 的 對 象。

和 屈 原 一 樣， 郭 祥 正 遭 受 到 政 治 上 不 公 平 的 待
遇， 屈 原 以 自 沉 汨 羅 江 結 束 生 命； 郭 祥 正 則 是
有 功 不 賞， 無 端 遭 受 眾 人 攻 訐 污 蔑。 他 們 都 熱
愛 國 家， 勇 於 實 踐 理 想， 卻 又 都 懷 才 不 遇， 甚
至 受 到 污 蔑 與 誤 解， 故 而 在 其 內 在 情 感 上 亦 有
相 通 之 處， 毫 不 誇 張 地 說， 郭 祥 正 在 屈 原 身 上
看 到 了 自 己， 因 此 在 郭 的 詩 歌 中 隨 處 可 見 屈 原
的 影 子， 孕 之 於 心， 抒 之 於 文， 屈 原 所 開 創 的
楚 辭 句 法、 修 辭 手 法 上 的 香 草 美 人 傳 統 都 為 郭

祥 正 所 繼 承： 屈 原 作 品 常 見 的 蘭、 椒、 茝 等
香 草 在 郭 祥 正 詩 歌 中 出 現 頻 率 很 高， 如“ 蘭
茝 ”“ 汀 蘭 ”“ 蘭 桂 ”“ 蘭 椒 ”“ 蘭 芝 ”“ 蘭
蓀 ”“ 幽 蘭 ”“ 庭 蘭 ”“ 木 蘭 ”“ 熏 蘭 ”“ 蘭
舟”“蘭檝”“蘭草”“蘭麝”“蘭棹”等等，

其 中“ 蘭 茝 ” 出 現 最 多 共 五 次，“ 幽 蘭 ”“ 蘭
椒”“蘭芝”“蘭舟”出現三次。《郭祥正集》

中 有 二 十 多 首 楚 辭 體 詩 歌， 題 材 涉 及 抒 情、 悼
亡、 送 別、 遊 覽、 詠 史、 贈 答， 日 常 生 活 幾 乎
囊 括 殆 盡， 可 知 郭 祥 正 善 用 楚 辭 體 式 進 行 詩 歌
創 作。 其 中《 泛 江 》 與 屈 原《 涉 江 》 無 論 從 表
現 形 式 還 是 表 達 情 感 來 看， 都 極 為 相 似： 屈 原
因“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25，

郭 祥 正 則 反 復 強 調“ 度 白 日 之 難 兮， 誰 察 予
情 ” 26。 面 對 不 被 世 人 理 解、 不 為 上 位 者 接 受
的 痛 苦， 屈 原“ 余 將 董 道 而 不 豫 兮 ” 27， 堅 持
正 身 直 行； 郭 祥 正 則“ 事 將 有 責 兮， 死 豈 予 之
所 畏。 蓋 忠 未 足 以 盡 報 兮， 孝 未 克 以 自 信。 惟
行止之坎坎兮，適簡罪以冀生”28，為國盡忠，

死 而 不 悔， 更 不 懼 他 人 之 污 蔑。 一 個 是 為 國 盡
忠 而 不 得， 無 端 遭 受 世 人 污 蔑 而 堅 持 不 改 個 人
操 守； 一 個 則 棄 孝 報 國， 可 惜 卻 不 被 人 理 解，

二人為國為民之理想是一致的。

郭 祥 正 和 屈 原 都 是 具 有 愛 國 忠 君 情 結 的 悲
劇 性 人 物， 但 是 其 悲 劇 精 神 表 現 形 式 不 同， 激
烈 程 度 也 不 相 同。 從 行 動 上 看， 屈 原 的 理 想 無
法 實 現 時， 他 選 擇 了 自 沉； 而 郭 祥 正 則 不 同，

他 選 擇 了 退 隱。 從 藝 術 表 現 上 看， 屈 原 無 辜 被
冤， 他 採 用 了 上 窮 青 天， 下 掘 黃 泉 式 的 激 烈 的
呼 告 方 式 來 宣 洩 怨 憤； 郭 祥 正 同 樣 仕 途 坎 坷，

受 屈 蒙 冤， 他 卻 只 是 在 作 品 中 發 出 一 些 感 慨，

雖 有 怨 憤， 但 是 始 終 不 見 一 語 怨 上， 反 而 常 常
為 最 高 統 治 者 歌 功 頌 德， 可 以 說， 他 對 最 高 統
治 者 的 態 度 微 妙， 那 就 是 既“ 眷 戀 ” 又“ 怨 不
敢 怨 ”。 在 這 種 難 以 表 達 的 情 感 之 下， 郭 祥 正
對 屈 原 的 看 法 便 是 矛 盾 的： 一 方 面， 屈 原 身 上
最 令 郭 祥 正 敬 佩 的 是 他 保 持 個 人 操 守， 絕 不 與
世 俗 妥 協， 絕 世 獨 立 的 堅 定，“ 愁 殺 避 俗 翁，

甘 為 獨 醒 客 ”29“ 更 將 美 酒 弔 楚 屈，《 離 騷 》

繼 作 疑 前 身 ” 30。 另 一 方 面， 同 屈 原 一 樣， 他
渴 望 得 到 最 高 統 治 者 的 重 視， 從 而 實 現 自 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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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理 想， 然 而 堯 闕 卻 在 白 雲 繚 繞 之 處， 是 那
樣 飄 渺 虛 幻， 遙 不 可 及，“ 地 祗 監 護 待 賢 者，

欄 干 倚 遍 傾 金 罍。 目 送 白 雲 望 堯 闕， 忠 功 孝 名
堅 一 節。 明 時 不 作《 離 騷 經 》， 玉 上 青 蠅 解 磨
滅” 31，最好的方式不是像屈原那樣上天入地呼
告，哭訴冤屈，“屈原虛著《離騷經》”32“屈
子 徒 佩 瀟 湘 蘭 ” 33， 而 應 該 退 隱“ 又 不 見 屈 原
澤 畔 吟《 離 騷 》， 漁 翁 大 笑 弗 餔 糟， 可 行 則 行
可 止 則 止， 胡 為 憔 悴 空 言 空 老。” 34“ 鵩 鳥 寧
須 賦，《 離 騷 》 未 是 經。 回 頭 付 陳 跡， 終 欲 醉
冥 冥 ” 35， 歸 去 才 是 最 好 的 選 擇，“ 賈 生 前 席
竟 憂 死， 屈 原 懷 沙 終 自 誅。 投 身 及 早 卜 幽 隱，

淡 泊 久 乃 勝 甘 腴 ” 36“ 弗 學 屈 大 夫， 含 悲 藏 魚
腹 ” 37“ 可 笑 屈 夫 子， 憔 悴 長 江 濱。 欲 將 獨 醒
換 眾 醉， 竟 葬 江 魚 愁 殺 人 ” 38， 從 世 俗 塵 網 中
脫 身， 歸 隱 幽 林， 淡 泊 名 利 才 能 全 身 保 真， 不
必像屈原那樣用生命詮釋理想。

概 而 言 之， 屈 原 其 人 以 及 他 所 創 制 的 楚
辭 體 詩 歌 對 郭 祥 正 一 生 思 想 和 創 作 影 響 是 十 分
明 顯 的， 屈 原 上 天 入 地， 御 龍 乘 鳳 的 極 富 奇 幻
色 彩 的 積 極 浪 漫 主 義 精 神 在 郭 祥 正 身 上 時 有 體
現，“ 予 將 蹴 滔 天 之 高 浪， 跨 橫 海 之 長 鯨。 攬
午 夜 之 明 月， 邀 逸 駕 於 赤 城。 …… 投 冠 纓 於 下
土， 化 鱗 鬣 於 北 溟 也。”39 但 是 二 人 差 別 也 非
常明顯，由於所處時代、社會、文化背景差異，

郭 祥 正 對 屈 原 的 讚 賞 主 要 局 限 在 忠 君 愛 國 的 思
想 層 面， 而 對 於 屈 原 自 沉 和 指 摘 君 王 的 一 面，

他並不贊成。

（三）《莊子》

郭 祥 正 對《 莊 子 》 一 書 非 常 推 崇， 他 讚 歎
此 書“ 鏗 鏗《 南 華 經 》， 語 意 妙 復 妙。 高 能 出
蒼旻，卑不厭藜藋。陰靜偶暫處，影跡兩莫吊。

息 踵 真 人 徒， 息 喉 愚 者 紹。 方 同 造 物 言， 萬 變
領 樞 要。 既 能 無 怛 化， 勿 鑿 混 沌 竅。 百 家 拾 其
餘， 所 得 乃 遺 溺。 至 音 聽 以 氣， 世 或 昧 此 調。

不見杏壇講，猶為漁父誚。”40 語意包含妙用，

囊 括 萬 物 之 精 要， 諸 子 百 家 之 說 與 之 相 較 都 不
過是拾人牙慧，如同屎溺罷了。

《 莊 子 》 對 郭 祥 正 的 影 響 體 現 在 思 想 領 域
和 藝 術 領 域， 其 中 在 思 想 意 識 領 域 裡， 郭 祥 正
接 受 了《 莊 子 》 一 書 中 傳 達 出 的 逍 遙 至 樂、 隱
逸保真、齊萬物等生死的觀點，面對人生磨難、

人 間 苦 痛、 生 命 短 暫 等 人 類 難 題， 將 莊 子 的 哲
學 智 慧 與 個 人 感 悟 體 驗 融 合， 最 終 找 到“ 放 吾
形 兮 逍 遙 以 卒 歲 ” 41“ 嗒 焉 姑 自 喪， 安 之 如 命
何” 42“物理不可齊，好惡乃天廩” 43“真遇非
遐想，忘心乃全生”44“生胡為榮死奚戚”45 等
解 決 辦 法， 對 於 郭 祥 正 來 說，“ 脫 輪 蹄 之 縈，

服 煙 霞 之 秀。 於 斯 時 也， 一 舉 九 萬 兮， 吾 不 知
其 為 用。 嗒 焉 自 喪 兮， 吾 不 知 其 為 偶。 翛 兮 窅
兮， 非 無 之 無。 寂 兮 息 兮， 非 有 之 有。 無 何 亦
何 得 而 名， 有 竅 則 竅 遽 能 久 ” 46， 保 持 個 人 獨
立 的 個 性， 不 受 外 界 干 擾， 無 用 為 大 用 是 他 追
尋 的 終 極 目 標。 他 還 將 當 時 流 行 的 道 教 神 仙 思
想 和 佛 禪 思 想 與 之 混 合 並 加 以 改 造， 最 終 形 成
郭祥正特有的宗教哲學思想。

在 藝 術 技 巧 上，《 莊 子 》 一 書， 寓 言
十 九， 想 像 豐 富 奇 特， 詭 譎 怪 變， 擅 長 用 故 事
來 說 明 自 己 的 觀 點， 郭 祥 正 善 於 引 用 其 中 寓 言
故 事， 根 據 個 人 表 達 需 要， 或 直 接 使 用 原 意，

或 賦 予 其 全 新 意 義， 或 反 用 其 意， 對 這 些 寓 言
進 行 了 多 重 闡 釋： 同 是 北 溟 之 魚 化 為 鯤 鵬 的 故
事， 面 對 官 場 友 人， 郭 祥 正 說“ 君 看 揚 天 翼，

北 溟 終 化 鯤 ” 47， 祝 福 勉 勵 友 人 終 有 才 能 得 以
施 展 的 一 日； 對 於 自 己， 他 則“ 還 思 北 溟 釣，

赤 腳 踏 鯤 鯢 ” 48， 腳 踏 鯤 鯢， 逍 遙 於 北 溟 之
海。“ 北 溟 ” 之“ 鯤 鵬 ”， 根 據 不 同 場 合 表 達
需 要， 在 郭 祥 正 筆 下 具 有 了 兩 重 含 義， 既 可 以
作 為 他 本 人 渴 望 自 由、 遺 世 獨 立 的 夥 伴， 也 可
以 成 為 祝 福 友 人 飛 黃 騰 達、 前 途 光 明 的 象 徵，

與《 莊 子 》 書 中 將 之 視 為 物 雖 大 仍 有 所 待 的 意
義 不 盡 相 同。“ 涯 渚 馬 牛 之 辯 ” 則 基 本 與《 莊
子 》 書 中 原 意 相 同，“ 東 溟 與 西 塞， 吾 寧 辨 渚
涯”49“馬牛豈復辨，涯渚恍已失”50，還有“觀
魚之樂”“白駒過隙”“鼻端去惡”之典，“始
信 莊 生 言， 觀 魚 樂 濠 上 ” 51，“ 應 嗟 世 間 人，

窗 間 白 駒 急 ” 52，“ 玉 上 青 蠅 誰 強 指， 鼻 端 白
堊 寧 傷 斧 ” 53 與 原 意 相 同， 水 中 魚 兒 自 由 自 在
地 遊 弋， 其 樂 無 窮； 時 光 飛 逝， 世 人 卻 沉 溺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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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物 而 失 去 人 生 之 樂； 友 人 胡 唐 臣 的 離 開 彷 如
匠 人 之 質 死 去，“ 無 以 為 質， 無 與 言 之 ” 54，

可見二人友誼之深厚。“混沌之竅”與《莊子》

原 意 完 全 相 反， 為 了 表 達 對 自 然 造 化 的 歎 服，

詩 人 反 用 莊 子 之 意，“ 何 人 試 巧 手， 鑿 此 混 沌
竅”55。還有“無用之用”的使用，意義也與原
書不同，“誰謂才之大兮，慨匠氏之弗取”56，

高才應該為人所賞識，可惜卻埋沒了。

二、漢魏晉南朝文學

郭 祥 正 對 漢 魏 晉 南 朝 文 學 的 接 受 主 要 體 現
在 對 大 賦、 抒 情 小 賦、 文 人 五 言 詩 等 文 學 樣 式
模 擬 和 創 新， 既 有 形 式 技 巧 上 的 學 習， 也 包 括
思 想 意 識 領 域 的 繼 承。 郭 祥 正 對 這 一 時 期 的 文
學 是 比 較 重 視 的， 他 對 陶 淵 明、 謝 靈 運、 謝 朓
等 東 晉 南 朝 詩 人 極 為 推 崇， 對 他 們 的 作 品 評 價
甚高。

（一）漢代文學

漢 代 文 學 中 大 賦、 抒 情 小 賦 和 文 人 五 言
詩 都 或 多 或 少 對 郭 祥 正 詩 歌 創 作 活 動 產 生 過 影
響，下面將分別予以論述。

第 一， 漢 賦 的 影 響。 漢 代 大 賦 鋪 張 揚 厲，

窮 形 盡 相 的 寫 作 手 法 被 郭 祥 正 運 用 到 楚 辭 體 詩
歌 創 作 實 踐 當 中， 為 詩 歌 注 入 新 的 活 力， 以 賦
筆 入 詩， 吸 收 賦 體 鋪 排、 誇 張、 想 像、 跳 躍 的
特 色， 主 要 體 現 在 對 山 水 景 物 的 描 寫 上； 漢 代
大 賦 主 客 對 話 開 頭、 曲 終 奏 雅 收 尾 的 體 式 則 被
郭 祥 正 改 造 開 頭 對 話、 詩 尾 說 理 的 形 式， 改 變
了詩歌的表現方式，賦予了詩歌更深廣的意義：

到乎難哉，碧落之洞天。上有嵐壁

之瑤局，下有澄溪之碧瀾。碧瀾之下，寸

寸秋色。目窺之而可量，手搴之而莫得。

竇容光而練飛，岩漬陰而乳滴。如長人，

如巨蛇，如翔龍，如鏌鋣，如倒植之蓮，
如已剖之瓜。如觸邪之獬豸，如蝕月之蝦

蟆。或斷而臥，或起而立，或欲鬬而摶，

或驚顧而呀。若斯石也，吁可怪耶。何詭

絶之異觀，嘗置之於幽遐。到乎難哉。

長蘿羨秀，瘦木竦直。香櫻寒而自媚，名

概詢而鮮識。煙霏霏而引素，雲悠悠而奮

翼。亟模似其變態，已滅然而無跡。崩澌

遠響，罄落瑟續。聆之愈深，詠之不足。

欲幽棲而忘返，尚徘徊而眷祿。彼寧待乎

世人，蓋有要於仙躅。到乎難哉。信夫到

之難也。匪到之難，知樂此以為難。知樂

此矣，能久處之又為難。余故補《到難》

以題篇此。57

此 詩 中 寫 碧 落 洞 天 之 景 色， 從 上 到 下， 從 視 覺
到觸覺，“上有”“下有”“目窺”“手搴”，

接 着 連 用 八 個 比 喻， 工 筆 細 繪 岩 石 之 形 狀， 與
大 賦 中 描 摹 事 物 之 筆 法 極 為 相 似。 詩 的 後 半，

轉 入 說 理， 世 間 風 景 優 美 之 處 往 往 在 人 跡 罕 至
的 地 方， 想 要 到 達 非 常 困 難， 正 因 為 到 之 難，

經 過 種 種 努 力 到 達 之 後 更 容 易 體 會 到 其 中 之 樂
趣； 然 而 由 於 牽 掛 世 間 俗 物， 想 要 久 居 期 間 卻
不能夠。這種寫法與大賦曲終奏雅之規制暗合。

再 如《 石 室 遊 》 一 詩， 對 石 室 山 景 極 盡 鋪 陳 描
寫之能事：

端城之北，徑五六里，有石室兮洞

開。其上則七山建斗司天之喉舌，其下

則淵泉不流，渟碧一杯。窺之則肌髮冰，

酌之則煩心灰。四傍則石乳玲瓏，中敞圓

蓋，窈窈萬丈，莫窮其崖。孰納忠兮，嗟

肺肝之已露。孰止戈兮，束兵仗而相挨。

儼衛士之行列，肅庭臣之序排。紛披披兮

蒂萼，粲樅樅兮條枚。安而不可動者為梁

為棟，奔而不可止者為虎為豺。龜闖首兮

屏息，虯奮鱗兮摶雷。怪怪奇奇兮，千變

萬態。愈視愈久兮，惚恍驚猜。何人境之

俯近而仙宇之秘異如此者哉！蘿卷風兮窈

窕，春漬芳兮不回。或命佳客，或寓幽懐。

考二李邕、紳之勁筆，皆一時之遺材。援

玉琴以寫詠，悵夕陽之易頹。方謝事以言

返，眷茲室而徘徊。雲愀容兮泱漭，鳥送

音兮悲哀。況百年之將盡，邈夫萬里奚復

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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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開 篇 交 代 石 室 所 處 地 理 位 置， 接 着 從 上 下、

四 周、 中 間 不 同 方 位 介 紹 石 室 周 圍 環 境， 碧 水
潺潺，清冽寒冷；奇石怪變，千姿百態，如棟樑，

如 豺 虎， 如 龜 龍。 在 大 自 然 鬼 斧 神 工 的 奇 景 之
下， 不 由 讓 人 興 起 時 光 短 暫 的 慨 歎。 類 似 的 還
有《 逍 遙 園 》 詩， 以 友 人 園 林 為 描 寫 對 象， 園
子 四 周 溪 水 纏 繞， 綠 竹 掩 映， 春 蘭 秋 菊， 芬 芳
撲 鼻， 蒼 松 怪 石， 奇 異 萬 端， 四 季 不 同 景， 晝
夜 的 不 同 色，“ 逍 遙 有 水 一 溪， 有 竹 三 畝。 蘭
芬 菊 芳， 松 老 石 瘦。 堂 居 其 中， 亭 列 左 右。 菲
菲 兮 春 榮， 陰 陰 兮 夏 茂。 孤 猿 嘯 兮 秋 夜 長， 空
桑 嗥 兮 冬 雪 晝。”59 友 人 身 居 其 中， 自 然 是 物
我 兩 忘， 逍 遙 於 天 地 之 間 了。 這 些 詩 兼 具 詩 歌
和 漢 賦 特 點， 既 有 整 齊 的 對 偶 排 比， 也 有 散 句
單 行， 寫 景 敘 事 詳 盡 細 膩， 通 常 按 照 空 間 或 者
時 間 順 序 來 描 繪， 關 鍵 之 處 用 實 詞 敘 寫， 其 餘
則以副詞連綴成篇。全詩韻散結合，半詩半文，

與 漢 賦 相 類， 特 別 是《 石 室 遊 》 一 詩， 正 因 為
在 寫 作 手 法 上 與 賦 極 為 接 近， 因 此 被《 歷 代 賦
匯 》 的 選 編 者 選 入 賦 中， 而 四 庫 全 書 本《 青 山
集》附錄中，《石室遊》被劃分到“賦”的範圍，

題 目 也 更 作《 石 室 賦 》。 還 有 一 些 詩 在 形 式 上
採用了漢賦的主客對話體：

先生曰：採薇山之巔兮，吾非求為

之仙。吾無一畝之宅，一丘之田。饑食山

之薇，渴飲山之泉。岩為吾居兮，鹿為吾

馬。吾豈不足兮，翱翔乎山之間。彼世俗

之混混兮，嗟苦短之白日。此一身之悠悠

兮，聊自樂以窮年。彼塵埃之荏苒兮，此

雲煙之綿聯。誰謂才之大兮，慨匠氏之弗

取。吾獨幸其弗取兮，森蔥蒼而自全。粵

吾君之為治兮，三王之聖。而吾相之為輔

兮，伊周之賢。吾父吾母兮，皆善終以天

算。進何憂而退何憾兮，養吾氣之浩然。

弟子進而贊曰：採薇山之巔兮，其樂也如

此。衣曳曳而情飄飄兮，願執轡而往焉。60

作 者 在 此 詩 中 假 託 先 生 與 弟 子 之 間 的 對 話 以 申
明 隱 居 志 向。 另 一 首《 言 歸 》 類 似 於 寫 人 敘 事
的 回 憶 性 散 文，“ 予 七 齡 而 孤 兮， 托 慈 育 以 茍
生。捉手以筆兮，口授以經。緒先子之素訓兮，

夜 未 央 而 丁 寧。 既 束 髮 以 就 學 兮， 入 必 問 其 與
遊。 聞 道 之 進 兮， 曰：‘ 使 我 以 忘 憂， 課 蠶 而
織 兮， 紉 衣 以 先 汝， 使 弗 墜 業 兮， 我 勞 而 汝
處。’”61 回憶幼年時期母親對自己無微不至的
關 愛， 母 親 的 諄 諄 教 導， 語 言 平 易， 雖 刻 意 用
“兮”字補足五字，但仍是散句為主。

漢 代 大 賦 體 制 對 郭 祥 正 楚 辭 體 詩 歌 的 創 作
影 響 較 大， 而 郭 祥 正 將 賦 作 中 對 話 體、 散 文 化
的 特 點 開 創 性 地 運 用 於 詩 歌 當 中， 可 以 說 是 對
詩歌創作手法的創新和開拓。

第 二， 漢 末 魏 晉 五 言 詩。 大 賦 之 外， 東 漢
後 期 出 現 的 古 詩 十 九 首 及 魏 晉 時 期 五 言 古 詩 也
是 郭 祥 正 詩 歌 創 作 實 踐 中 的 重 要 借 鑑， 文 人 五
言詩所傳達出的生命意識和時空意識——時光飛
逝， 人 生 苦 短， 及 時 行 樂 與《 莊 子 》 一 書 所 展
現 的 逍 遙 至 樂、 生 死 一 齊 的 思 想 融 合 迭 加， 成
為 經 歷 宦 海 風 波、 人 生 苦 難 之 後 的 郭 祥 正 之 精
神寄託。

朝登北山頭，千里入平望。本欲寄

吾懷，胡為返惆悵。晴雲隨白日，西去沒

青嶂。素絲行滿頭，吾年安可壯。

朝登北山頭，悠悠望江水。水流無

還期，人老行已矣。勸君把一樽，聊用置

悲喜。生無死何有，原終乃知始。
62

這 兩 首 詩 以 首 句“ 朝 登 北 山 頭 ” 為 題， 顯
然 是 仿 照 漢 代 出 現 的 古 詩 十 九 首 名 篇。 登 高 望
遠， 夕 陽 西 下， 不 由 令 詩 人 感 謂 時 光 易 逝， 盛
年 不 再； 俯 視 山 下， 江 水 悠 悠， 流 逝 無 情， 不
知 不 覺 中 年 華 已 同 流 水 般 逝 去 不 回 頭。 面 對 人
生 不 可 避 免 的 問 題， 作 者 沒 有 過 分 悲 傷， 而 是
像 莊 子 一 樣， 辯 證 地 看 待 問 題， 發 出 生 死 只 是
相對概念，如同有始才有終，無生即無死感悟，

告 訴 世 人， 韶 光 易 逝， 把 酒 暢 飲 來 消 解 苦 痛，

“男兒及時樂，一晌亦足許”63。此外，如“桃
無 十 日 花， 人 無 百 歲 身。 竟 須 醒 復 醉， 不 負 花
上 春 ”“ 芳 華 無 十 日， 自 勸 頻 舉 杯。 素 髮 易 凋
落， 青 春 難 再 來 ” 64 等 表 現 人 生 苦 短， 韶 光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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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應 及 時 行 樂 的 思 想 意 識 在 他 的 詩 歌 中 也 經
常出現。

（二）陶淵明

東 晉 詩 人 陶 淵 明 是 除 李 白 之 外， 郭 祥 正 在
詩 歌 中 提 到 次 數 最 多 的 一 位 詩 人， 毫 不 誇 張 地
說， 陶 淵 明 是 郭 祥 正 一 生 中 的 第 二 位 偶 像， 他
常 常 說：“ 我 愛 陶 淵 明， 超 然 遺 世 想 ” 65“ 我
愛陶淵明，隱不群異學”66。二人相似的出仕、

歸 隱 經 歷 使 郭 祥 正 很 容 易 與 之 產 生 共 鳴： 陶 淵
明 因“ 家 貧， 耕 植 不 足 以 自 給； 幼 稚 盈 室， 缾
無 儲 粟 ” 而 不 得 不 出 仕 為 官， 但 是 終 因“ 質 性
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己交病”67 辭
官 歸 於 田 園； 年 輕 氣 盛 的 郭 祥 正 也 曾 一 怒 之 下
拂 衣 掛 冠， 又 迫 於 生 計，“ 慈 母 待 祿 養 ”“ 寒
餓 妻 兒 羞 ” 68， 不 得 不 違 背 本 心 數 次 出 仕， 只
能 常 常 遺 憾 地 自 我 安 慰，“ 詩 言 此 歸 隱， 不 戀
五 斗 俸。 何 時 定 掛 冠， 我 願 為 僕 從。” 69 這 個
願望直到他人生的最後 20 年才終於實現。

郭祥正敬仰陶淵明的人格，“與其寵辱驚，

何 似 歸 來 早。 淵 明 乃 吾 祖， 此 道 能 自 保 ” 70，

他敬佩陶淵明，認為陶淵明不僅僅是一位隱者，

更 是 一 位“ 達 道 者 ”，“ 陶 潛 真 達 道， 何 止 避
俗翁。蕭然守環堵，褐穿瓢屢空。粱肉不妄受，

菊 杞 欣 所 從。 一 琴 既 無 弦， 妙 音 默 相 通。 造 飲
醉 則 返， 賦 詩 樂 何 窮。 密 網 懸 眾 鳥， 孤 雲 送 冥
鴻。 寂 寥 千 載 事， 撫 卷 思 沖 融。 使 遇 宣 尼 聖，

故 應 顏 子 同。” 71 他 反 復 提 到 的“ 道 ” 從 形 式
上 看 是 以 隱 逸 山 林、 遠 離 俗 世 作 為 常 態 生 活 方
式； 從 本 質 上 來 說 則 個 人 人 格 之“ 道 ”、 本 心
之“ 道 ”， 即 內 心 是 否 真 正 以 脫 離 塵 世 樊 籠、

摒 棄 功 名 利 祿， 甘 於 淡 泊， 回 歸 自 然 本 性。 在
他 看 來， 陶 淵 明 才 是 真 正 通 達 此“ 道 ” 之 人，

不 僅 選 擇 了 隱 逸 南 山、 歸 園 田 居 的 生 活 方 式，

更 重 要 的 是 陶 從 內 心 嚮 往 這 種 生 活， 心、 行 合
一， 他 用“ 問 君 何 能 爾， 心 遠 地 自 偏 ”72 很 好
地 詮 釋 了 此 中 之“ 道 ”， 可 歎 世 間 像 陶 潛 這 樣
能“ 達 道 ” 的 人 很 少 了，“ 男 兒 要 出 處， 此 道
幾 人 知 ” 73， 而 郭 祥 正 恰 是 為 數 不 多 能 通 達 陶
淵 明 之“ 道 ” 的 人，“ 俯 仰 自 能 無 一 事， 何 須

投 跡 向 山 林 ” 74， 思 想 上 的“ 達 ” 遠 勝 於 行 為
上的“做”。

郭 祥 正 追 慕 陶 淵 明 的 生 活 方 式， 從 十 九 歲
出 仕 開 始， 他 便 經 常 在 詩 歌 中 持 續 地 表 現 了 歸
隱 家 鄉 的 願 望， 並 最 終 實 現 了 夙 願。 他 的 生 涯
與 陶 淵 明 非 常 接 近， 在 詩 集 中 詠 唱 歸 隱 山 居 生
活 的 佳 篇 很 多， 同 陶 淵 明 一 樣， 他 也 是 一 位 定
居 型 詩 人 75， 因 此 陶 詩 酒 自 娛、 隱 居 田 園 的 生
活 成 為 詩 人 理 想 的 生 活 模 式，“ 吾 方 慕 陶 潛，

行 歌 眷 南 山。 山 氣 日 夕 佳， 吾 廬 未 嘗 關。 猿 鳥
相 與 居， 絲 桐 時 一 彈 ” 76“ 出 從 麋 鹿 遊， 坐 與
猿 鳥 歌。 採 菊 復 採 薇， 聊 以 養 天 和 ” 77。 他 極
為 欣 賞《 桃 花 源 記 並 詩 》， 以“ 桃 花 源 ” 為 理
想 中 的 隱 逸 居 所， 喜 用 桃 源、 武 陵、 避 秦 人 及
相 關 意 象 進 行 創 作， 現 存 詩 作 中 這 些 意 象 出 現
了 三 十 處 之 多， 並 且 還 有 專 門 詩 作《 桃 源 行 寄
張兵部》：

武陵溪上青雲暮，昔人傳有桃源路。

時見落花隨水流，咫尺神仙杳難遇。

神仙有無何可量，但愛武陵山水強。

松煙竹霧水村暗，鳥啼猿嘯花雨香。

車輪不來塵坌絕，日月自與乾坤長。

聞君取身欲長往，禾熟良田給春醸。

陶然一醉萬事休，還我天真了無象。

生胡為榮死奚戚，為笑紛紛避秦客。

一身千歲何足論，更向漁家寄消息。
78

詩 前 四 句 說 傳 說 武 陵 桃 源 中 有 神 仙， 但 神
仙 即 使 近 在 咫 尺， 也 是 行 蹤 難 覓。 下 面 忽 然 話
鋒 一 轉， 有 沒 有 神 仙 可 以 暫 不 去 理 會， 更 愛 的
是 武 陵 的 山 水 風 物。 接 下 來 作 者 描 繪 了 一 幅 生
動 的 自 然 美 景。 蒼 松 翠 竹， 小 溪 村 莊 在 濛 濛 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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嵐 霧 靄 籠 罩 下 若 隱 若 現， 林 間 迴 響 着 婉 轉 動 聽
的 鳥 鳴 和 悠 長 清 脆 的 猿 嘯， 細 細 的 雨 絲 裡 花 兒
綻 放， 散 發 出 沁 人 心 脾 的 芬 芳。 遠 遠 拋 開 俗 世
紅塵的喧囂，享受着永恆的時光，與天地同壽。

聽 說 你 要 去 這 個 好 地 方 了， 那 麼 便 可 以 享 用 豐
收 之 後 新 釀 的 春 酒， 陶 然 一 醉， 萬 事 皆 休， 重
新 拾 起 天 然 真 純 的 赤 子 之 心， 世 間 的 一 切 都 歸
於 無 形 無 象， 生 亦 何 歡， 死 亦 何 憂， 可 笑 那 避
秦 之 人 勘 不 破 個 中 玄 機， 枉 自 活 了 一 千 年， 卻
還 向 漁 人 傳 遞 着 長 生 不 死 的 消 息。“ 車 輪 不 來
塵 坌 絕， 日 月 自 與 乾 坤 長 ”， 前 句 點 化 用 陶 淵
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飲酒》其五）

而來，後句則是道教宣揚的壺中天地世界，“壺
中 日 月 乾 坤 長 ”“ 陶 然 一 醉 萬 事 休 ”， 一 醉 解
千 愁， 豪 邁 瀟 灑。“ 生 胡 為 榮 死 奚 戚 ” 一 句 體
現 了 作 者 對 生 與 死 的 理 性 思 考 與 探 索， 在 他 看
來， 生 死 是 沒 有 界 限 的， 有 生 必 有 死， 不 需 為
生 而 高 興， 為 死 而 悲 傷， 表 現 出 一 種 勘 破 生 死
的 超 然 與 豁 達， 深 得 陶 淵 明“ 寒 暑 有 代 謝， 人
道 每 如 茲。 達 人 解 其 會， 逝 將 不 復 疑； 忽 與 一
觴酒，日夕歡相持”79 之精髓。他仿效陶淵明，

躬耕田園，留心農事，熟知農業生產過程，“田
田 時 雨 足， 鞭 牛 務 深 耕。 選 種 隨 土 宜， 播 擲 糯
與秔。條桑去蠧枝，柔柔待春榮。春事不可緩，

春 鳥 亦 已 鳴 ” 80； 關 心 田 家 疾 苦， 深 知 農 人 一
年 生 活 之 艱 難，“ 麻 麥 聞 熟 刈， 蠶 成 繰 莫 遲。

更 看 田 中 禾， 莨 莠 時 去 之。 幸 此 赤 日 長， 農 事

豈 敢 違。 願 言 一 歲 稔， 不 受 三 冬 饑 ”“ 開 塍 放
餘水，經霜穀將實。更黎原上疇，坎麥亦云畢。

老 叟 呼 兒 童， 敲 林 收 橡 栗。 乃 知 田 家 勤， 卒 歲
無 閑 日 ” 81， 與 陶 淵 明 描 繪 的“ 開 春 理 常 業，

歲 功 聊 可 觀。 晨 出 肆 微 勤， 日 入 負 耒 還。 山 中
饒 霜 露， 風 氣 亦 先 寒。 田 家 豈 不 苦， 弗 獲 辭 此
難 ” 82 農 家 耕 作 生 活 何 其 相 似； 豐 收 的 喜 悅 同
樣 令 詩 人 興 奮，“ 田 事 今 云 休， 官 輸 亦 已 足。

刈 禾 既 盈 囷， 採 薪 又 盈 屋。 牛 羊 各 蕃 衍， 御 冬
多 旨 蓄。 何 以 介 眉 壽， 甕 中 酒 新 熟。” 83 田 家
生 活 令 詩 人 身 心 愉 悅，“ 春 水 滿 四 澤， 原 田 高
下 耕。 熙 熙 隨 老 農， 志 匪 搴 芳 英。” 84 陶 淵 明
對 郭 祥 正 來 說， 無 論 思 想 行 為 還 是 生 活 方 式 上
都 是 一 位 良 師 益 友， 他 對 郭 祥 正 一 生 的 影 響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經 歷 宦 海 風 波、 人 生 苦 難 之 後，

60 歲的詩人再次來到廬山腳下，寫下了對陶淵
明這位知己的評價和自己對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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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廬初在望，復憶柴桑翁。

醉來臥磐石，悶默天地通。

不入惠遠社，自彈無弦桐。

悠悠出谷雲，漠漠棲林風。

傍岩片月白，落磴寒泉紅。

此意非眺聽，遙知與君同。
85

（三）謝朓

陶 淵 明 之 後 的 晉 宋 詩 人 中， 郭 祥 正 最 為
欣 賞 謝 朓 的 創 作， 他 屢 次 將 謝 朓 與 自 己 一 生 的
偶 像 李 白 相 提 並 論，“ 遙 憐 李 太 白， 曾 憶 謝 將
軍 ” 86， 以 李 白 自 比 的 同 時， 以“ 謝 玄 暉 ” 作
為 友 人 的 最 高 讚 語，“ 玄 暉 比 公 固 不 足， 我 攀
太 白 慚 非 才 ” 87，“ 小 杜 一 時 誇 俊 逸， 玄 暉 千
載 擅 風 流 ” 88， 他 稱 讚 謝 朓 詩 才 云“ 高 賢 百 年
盡， 遺 事 千 古 積 ” 89， 對 其 在 敬 亭 山 的 創 作 讚
不 絕 口：“ 峩 峩 敬 亭 山， 玄 暉 有 佳 作 ” 90“ 晉
時 謝 守 曾 賽 雨， 至 今 石 上 鐫 遺 吟。 五 言 雅 重 參
二 典， 琅 琅 一 誦 鏗 璆 琳。 綠 潭 無 底 白 玉 沉， 千
載何人知此音” 91“謝公賽雨詩，千秋瀉潺潺。

李 白 弄 月 處， 寒 光 湛 清 灣。 神 交 自 冥 合， 仿 佛
眉睫間”92，自己與謝朓、李白二人冥冥之中，

神 交 已 久， 對 謝 朓 的 敬 佩 仰 慕 之 情 溢 於 言 表。

“ 謝 公 賽 雨 詩 ” 是 指 謝 朓 所 作《 賽 敬 亭 山 廟 喜
雨》一詩，全詩如下：

夕帳懷椒糈，蠲景潔膋薌。

登秋雖未獻，望歲佇年祥。

潭淵深可厲，狹斜車未方。

蒙籠度絶限，出沒見林堂。

秉玉朝群帝，樽桂迎東皇。

排雲接虯蓋，蔽日下霓裳。

會舞紛瑤席，安歌遶鳳梁。

百味芬綺帳，四座沾羽觴。

福被延民澤，樂極思故鄉。

登山騁歸望，原雨晦茫茫。

胡寧昧千里，解佩拂山莊。
93

謝 朓 在 敬 亭 山 的 詩 作 數 量 不 少， 郭 祥 正
認 為 這 些 作 品 都 堪 稱 佳 作， 其 中 最 好 的 當 屬 此
詩。 全 詩 將 迎 神 賽 雨 之 盛 大 場 面 與 詩 人 心 繫 百
姓、 關 懷 天 下 之 情 融 合 在 一 起， 雅 正 持 重， 思
想 淳 厚。“ 秉 玉 朝 群 帝， 樽 桂 迎 東 皇。 排 雲 接
虯蓋，蔽日下霓裳。會舞紛瑤席，安歌遶鳳梁。

百 味 芬 綺 帳， 四 座 沾 羽 觴 ”， 以 玉 帛 犧 牲、 浸
泡桂枝的美酒祭祀迎接群帝，虯龍紋飾的車蓋、

虹 霓 羽 裳 遮 天 蔽 日， 歌 舞 精 美， 繞 梁 三 日， 珍
饈 美 味， 大 排 筵 宴， 如 此 宏 大 莊 嚴 的 迎 神 盛 會
定 能 令 上 蒼 增 加 恩 澤， 福 佑 萬 民。 接 着 作 者 筆
鋒 一 轉， 由 眼 前 盛 景 轉 向 對 故 鄉 的 思 念， 登 上
山 頂， 極 目 遠 眺， 原 野 上 密 雨 茫 茫， 一 切 都 晦
暗 難 辨， 真 想 解 下 佩 印 而 歸 隱 山 莊。 作 者 此 刻
的 心 情 也 由 剛 才 盛 會 時 的 歡 欣 鼓 舞 轉 入 失 落 低
沉。 整 首 詩 前 半 對 迎 神 秋 雨 的 儀 式 描 寫 細 緻，

場 面 宏 大， 與《 詩 經 》 描 繪 儀 式 的 手 法 相 近，

後 半 則 由 眼 前 盛 況 聯 想 到 此 地 百 姓 將 會 受 到 上
蒼 的 庇 佑， 進 而 推 及 故 鄉 之 人， 勾 起 作 者 的 思
鄉 之 情， 由 景 入 情， 人 的 感 情 隨 着 眼 前 景 物 變
化一波三折，真可謂千古佳作了。

郭 祥 正 對 謝 朓 的 學 習 還 體 現 在 直 接 點 化
其 名 句 入 詩， 如“ 餘 霞 散 綺 入 高 閣， 澄 江 似 練
拖 晴 天 ”94， 來 自 於 謝 朓 名 句“ 餘 霞 散 成 綺，

澄 江 靜 如 練 ” 95， 另 一 句“ 萬 群 白 馬 度 江 天，

誰 道 澄 江 靜 如 練 ” 96 則 是 反 用 其 意 而 用 之， 流
經 天 門 山 的 江 水 如 萬 匹 白 馬 奔 騰 而 下， 哪 裡 如
小 謝 所 說 平 靜 如 練 呢？ 這 兩 處 化 用 直 接 因 襲 原
句， 雖 未 見 高 明 之 處， 但 是 仍 然 可 以 看 出 作 者
對謝朓的詩歌是十分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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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代世風及詩人的影響

唐 代 詩 人 中， 對 郭 祥 正 影 響 最 顯 著 的 是 李
白， 詩 人 畢 其 一 生 精 力 去 模 仿 李 白 的 人 格、 思
想、 創 作， 本 人 將 另 撰 專 文 論 述， 這 裡 只 討 論
李 白 之 外 的 其 他 唐 代 詩 人。 杜 甫“ 詩 聖 ” 地 位
在宋代文壇確立，聲名空前提高，其憂國憂民、

心 懷 天 下 的 愛 國 主 義 精 神 深 刻 地 影 響 着 有 宋 一
代 文 人， 在 這 種 社 會 文 化 大 環 境 之 下， 作 為 宋
代 士 子 一 員， 郭 祥 正 受 到 影 響 也 是 非 常 自 然 的
事 了。 此 外， 王 維、 韓 愈、 白 居 易、 杜 牧 等 人
也或多或少對郭祥正的創作產生過一些影響。

（一）干謁求獻之風

干 謁 之 風 古 已 有 之， 最 早 可 以 追 溯 到 先 秦
時 代“ 士 ” 階 層 遍 干 諸 侯、 遊 說 求 官 的 活 動，

漢 魏 晉 時 期 實 行 的 察 舉 徵 辟 和 九 品 中 正 制 選 官
制 度 為 干 謁 活 動 推 波 助 瀾， 到 了 唐 代， 文 人 干
謁 已 經 蔚 然 成 風， 特 別 是 初 盛 唐 時 代 達 到 鼎
盛。 干 謁 求 獻 在 整 個 唐 代 文 人 中 是 較 為 普 遍 的
現象，李白、杜甫、孟浩然等人均寫過干謁詩，

如 李 白 曾 自 稱“ 申 管 晏 之 談， 謀 帝 王 之 術， 奮
其智能，願為輔弼。”97 杜甫也說“甫昔少年日，

早 充 觀 國 賓。 讀 書 破 萬 卷， 下 筆 如 有 神。 賦 料
揚 雄 敵， 詩 看 子 建 親。 李 邕 求 識 面， 王 翰 願 為
鄰。 自 謂 頗 挺 出， 立 登 要 路 津。 致 君 堯 舜 上，

再 使 風 俗 淳。” 98 孟 浩 然 同 樣 不 無 自 信，“ 唯
先 自 鄒 魯， 家 世 重 儒 風。 詩 禮 襲 遺 訓， 趨 庭 沾
末 躬。 晝 夜 恒 自 強， 詞 翰 頗 亦 工 ” 99， 含 蓄 委
婉 地 表 達 請 求 汲 引 的 願 望，“ 欲 濟 無 舟 楫， 端
居恥聖明。 坐觀垂釣者， 空有羨魚情。” 100 葛
曉 音《 論 初 盛 唐 文 人 的 干 謁 方 式 》 中 對 初 盛 唐
干謁情況進行了總結：

初盛唐文人在干謁中不但力求與權

貴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現出高談王

霸的雄才大略，以及對個人才能的強烈自

信，反映了文人們以天下為己任的遠大

理想以及心胸寬廣、積極進取的精神風

貌。
101

他們將干謁中的悲歡榮辱泄之於詩

文，多半無益於本人的仕達，倒成全了一

代文學。因此干謁對盛唐詩的另一面重要

影響，是缺乏世故的下層文人在詩歌中充

分反映了幻想破滅後的激憤。尤其是布衣

對權貴的不平之氣，成為盛唐詩的基本主

題之一。
102

隨 着 宋 代 科 舉 考 試 制 度 逐 步 完 善， 兩 宋 時
期 以 行 卷 形 式 求 取 功 名 的 干 謁 之 風 雖 不 及 唐 代
興 盛， 但 是 以 其 他 各 種 目 的 的 行 卷、 投 獻 並 未
停止。 103 在干謁求獻風氣影響下， 郭祥正也不
能 免 俗， 他 幾 次 求 獻 的 目 的 在 於 希 望 能 夠 在 仕
途 上 更 進 一 步， 發 揮 自 己“ 生 平 學 盡 經 濟 策，

宗工大匠親琢磨 ” 104 的才能。 同唐代干謁詩相
似， 他 的 干 謁 詩 中 充 溢 着 對 盛 世 明 君 的 歌 頌 和
對 所 求 之 人 的 讚 美， 詩 中 多 次 表 示 自 己 所 處 時
代 之 美 好， 統 治 者 之 賢 明， 如“ 君 臣 會 合 前 世
無， 朝 廷 萬 事 圖 新 美 ” 105，“ 君 不 見 太 公 辭 渭
水， 謝 安 起 東 山， 日 月 再 開 天 地 正， 龍 虎 感 會
風 雲 閒 ” 106，“ 樞 庭 進 直 腰 橫 金， 君 臣 道 合
同 一 心。 …… 徐 冠 貂 蟬 坐 廊 廟， 重 見 成 王 得 周
召 ” 107， 好 以 武 王 與 姜 尚、 成 王 與 周 公 等 君 臣
相 合 之 聖 人 為 喻。 對 所 求 之 人， 他 也 極 盡 讚 美
之 能 事， 有 的 誇 獎 他 人 文 學 才 華， 如“ 千 年 不
落一字俗，凜凜秋風吹太阿。大才小用小有補，

牛 羊 茁 壯 餘 無 他 ” 108； 有 的 讚 揚 其 聲 名 顯 赫，

如“ 夫 君 之 名 振 朝 野， 道 行 諫 聽 逢 時 者。 南 州
豈 足 舒 君 才， 天 門 夜 詔 星 車 回 ” 109； 有 的 從 其
家 世 寫 起， 誇 讚 他 人 道 德 人 品、 執 政 能 力、 經
濟 頭 腦 等 等， 如“ 祖 朝 相 國 之 真 孫， 軒 軒 冠 蓋
宜 高 門。 拔 身 州 掾 入 政 府， 議 論 挺 特 窮 根 源。

顏 淵 必 用 孔 子 鑄， 自 此 聲 名 聞 至 尊 …… 貨 泉 交
匯指諸掌，老吏縮手隨規箴。如公之才世稀有，

突 兀 千 丈 輝 喬 林 ” 110。 在 干 謁 詩 的 結 尾 處， 郭
祥 正 通 常 會 委 婉 地 提 出 舉 薦 要 求，“ 何 時 赴 詔
玉 京 去， 萬 物 待 子 能 調 和 ” 111“ 願 學 李 賀 逢 韓
公， 他 日 不 羞 蛇 作 龍 ” 112“ 願 君 聞 此 頗 矜 惻，

許 借 長 帆 還 澤 國。 他 日 堯 階 薦 姓 名， 投 老 猶 能
奉 鞭 策 ” 113“ 願 公 吐 和 氣， 稍 回 岩 谷 春， 養 成
尺寸木，為公車下輪”114，自己雖然年紀老邁，

但 是“ 自 嗟 雖 老 力 未 衰， 命 未 遇 知 甘 擯 死。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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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射虎竟殘年，不得封侯亦徒爾”，有朝一日，

自 己 必 然 有 所 回 報，“ 感 君 欲 引 西 江 波， 涸 轍
行 將 脫 螻 蟻。 功 名 成 就 須 報 恩， 莫 道 江 南 無 壯
士 ” 115，“ 他 年 青 史 上， 報 德 豈 無 人 ”。 116

與 初 盛 唐 干 謁 詩 不 盡 相 同 的 是 郭 祥 正 的 干 謁
詩 中 很 少“ 布 衣 對 權 貴 的 不 平 之 氣 ”， 內 容 上
與 孟 浩 然 的 創 作 更 為 接 近。 同 孟 浩 然 一 樣， 郭
祥 正 也 是“ 一 生 都 夾 在 出 仕 與 退 隱 的 矛 盾 痛 苦
中 ” 117， 孟 浩 然 感 歎“ 三 十 猶 未 遇， 書 劍 時 將
晚 ” 118， 郭 認 為 自 己“ 逢 時 不 自 結 明 主， 空 文
亦 是 尋 常 人 ” 119， 時 乖 運 蹇， 一 生 蹭 蹬，“ 三
入 長 安 獻 不 售， 困 鱗 悵 望 西 江 波 ” 120“ 賤 生 流
落 何 可 言， 四 十 棲 遲 埋 冗 員 ” 121“ 醉 鄉 酩 酊 萬
事 休， 功 名 難 成 歲 華 晚 ” 122。 孟 浩 然 遭 遇“ 鄉
曲無知己， 朝端乏親故 ” 123 的坎坷， 郭祥正則
是 抱 怨 昔 時 的 友 人 早 已 飛 黃 騰 達， 卻 不 肯 幫 助
自 己，“ 故 人 騎 龍 不 相 助， 子 陵 自 欲 追 巢 由。

拔 山 力 盡 真 可 傷， 江 湖 安 得 重 相 忘。 恩 仇 必 報
乃 壯 士， 如 今 孰 是 韓 張 良 ” 124， 哪 裡 去 尋 找 慧
眼 識 珠， 舉 薦 韓 信 的 張 良 呢？ 二 人 可 謂 同 病 相
憐 了。 郭 祥 正 的 不 平， 更 多 的 是 對 自 身 遭 遇 的
不 平， 往 往 表 現 出 一 種 自 憐， 一 種 對 個 人 命 運
的自怨自艾。

（二）杜甫

詩 聖 杜 甫 是 郭 祥 正 在 唐 代 繼 李 白 之 後 找
到 的 另 一 位 精 神 導 師， 他 非 常 喜 愛 杜 甫 詩 歌
“ 載 歌 少 陵 篇 ” 125， 將 李 白、 杜 甫 視 作 畢 生
學 習 追 隨 的 對 象， 以 超 越 他 們 為 榮，“ 大 句 壓
甫 白 ” 126“ 李 翰 林、 杜 工 部， 格 新 句 老 無 古
今。 我 驅 弱 力 謾 繼 之， 發 詞 寄 興 良 辛 苦 ” 127。

他 的 詩 學 理 論 中 常 常 出 現“ 杜 壇 ”， 以 杜 甫 詩
歌 為 詩 中 元 帥， 餘 者 皆 應 拜 服 其 下。 詩 人 一 方
面 對 自 己 的 詩 歌 才 華 十 分 自 信，“ 高 吟 凌 李
杜 ” 128“ 老 彼 杜 工 部， 玄 哉 揚 子 雲 ” 129， 另
一 方 面 也 清 醒 地 認 識 自 己 與 老 杜 之 間 的 差 距，

承 認“ 少 陵 才 力 吟 非 易 ” 130“ 千 篇 愧 比 老 杜
老”131。杜甫之才學能力如此廣博，學來不易。

好 以 杜 甫 自 詡， 寫 下 了 許 多 和 杜、 學 杜 之 詩，

如《 遊 道 林 寺 呈 運 判 蔡 中 允 如 晦 昆 仲 用 杜 甫 元
韻》，乃次韻杜甫《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而作；

他模擬杜甫以樂府舊題寫時事的傳統，杜有《前
苦寒行》《後苦寒行》，他則創作了《苦寒行》

二 首， 沿 用 樂 府 舊 題， 反 映 當 前 社 會 現 實。 此
外 尚 有《 晚 晴 》《 川 漲 》 等 同 題 詩 作。 杜 甫 心
繫天下、自我犧牲的精神令詩人在人生失意時，

在對自身遭遇憤懣不平的同時，卻仍然能夠“我
甘 海 隅 食 蚌 蛤， 飽 視 兩 邑 調 租 庸。 嗚 呼， 不 獨
夔子之國杜陵翁， 牙齒半落左耳聾。” 132 郭祥
正 努 力 從 藝 術 技 巧 上 因 襲 和 模 仿 杜 甫 之 詩。 他
喜 歡 借 鑑 杜 甫 詩 歌 創 作 技 巧， 常 常 在 詩 歌 中 直
接 使 用 或 者 略 微 改 動 杜 甫 原 句 置 於 自 己 的 作 品
中：

1.郭：涼風起木末。
133

    杜：涼風起天末。
134

改“天末”為“木末”。

2.郭：眾人皆欲戮。
135

    杜：世人皆欲殺。
136

郭 在 此 詩 中 自 註“ 上 杜 句 ”， 將“ 世 人 ”

換為“眾人”，“殺”換做“戮”，餘者不變，

句式不改。

3.郭：一片花飛減卻春。
137

 杜：一片花飛減卻春。
138

照搬杜甫原句。

4.郭：車轔轔兮馬蕭蕭。
139

馬蕭蕭，車轣轣，道上行人半相識，

識面雖多心友難。
140

杜：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141

第 一 句 中， 郭 根 據 表 達 需 要， 將 杜 甫 兩 個
三 字 句 用 一 個“ 兮 ” 字 連 綴 成 七 字 句； 第 二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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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多慚退之拜”158，孟郊的“出門即有礙”159

作 為 杜 詩 對 句 被 直 接 使 用 在《 端 州 逢 故 人 劉 暐
光道致酒鵠奔亭作》中。

現 實 主 義 詩 人 白 居 易 對 郭 祥 正 的 影 響 主 要
體 現 在 兩 個 方 面： 第 一、 郭 氏 詩 歌 當 中 常 出 現
與 白 相 關 的 典 故， 如“ 紅 爐 底 事 不 邀 客， 回 雪
落梅空斷腸”160 顯然是對白居易“綠蟻新醅酒，

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 能飲一杯無 ” 161 一
詩 的 反 用；“ 何 時 載 酒 伴 酡 顏 ” 162“ 勝 遊 安 得
伴酡顏 ” 163 其中酒醉“ 酡顏 ” 為韓愈首創、 白
居 易 常 用 之 典。 第 二、 郭 祥 正 創 作 了 一 些 雜 題
古 詩， 酷 似 白 居 易 等 人 所 創 制 之 為 時、 為 事 而
作的新樂府詩歌，如《白玉笙》《蓮根有長絲》

《 墨 染 絲 》《 朝 出 青 閨 裡 》 等， 這 些 詩 通 常 以
詩 之 首 句 或 詩 歌 主 要 內 容 為 題， 或 者 反 映 社 會
現 實， 批 判 醜 惡 現 象； 或 者 關 心 百 姓， 心 繫 蒼
生； 又 或 者 詠 史 抒 懷， 借 古 諷 今， 其 中 體 現 出
來 的 強 烈 的 現 實 主 義 精 神 與 新 樂 府 詩 歌 一 致，

如“ 蓮 根 有 長 絲， 不 供 貧 女 織。 柳 梢 有 飛 棉，

不 暖 寒 者 衣 ” 164， 對 貧 苦 百 姓 寄 寓 深 刻 同 情。

中，“ 車 ” 與“ 馬 ” 的 位 置 互 換， 並 且 改“ 車
轔 轔 ” 為“ 車 轣 轣 ”， 其 實 與 原 句 差 別 不 大。

第 一 和 二 兩 組， 皆 是 杜 甫 為 李 白 而 作， 郭 祥 正
對 此 應 當 頗 為 贊 同， 因 而 使 用 在 自 己 的 創 作 當
中。

他 還 極 力 模 仿 杜 甫“ 詩 史 ” 創 作 手 法， 在
詩 歌 中 記 載 了 某 些 歷 史 事 件 或 者 由 個 人 經 歷 進
而 折 射 出 歷 史 面 目， 同 樣 具 有 鮮 明 的 歷 史 紀 實
性特點。杜甫有“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142

的 寫 時 記 事 手 法， 郭 祥 正 便 也 在 詩 歌 中 以“ 元
祐 丙 寅 冬， 新 昌 有 狂 寇 ” 143“ 元 豐 五 年 秋， 七
月十九日 ” 144 作為起句， 前者記敘了一次社會
動 亂， 後 者 講 述 漳 州 地 區 的 重 大 水 災， 都 具 有
一 定 史 料 價 值。 郭 祥 正 還 格 外 關 注 自 然 災 害，

他寫下《水漲》《積潦》《復寒》《自和》二首、

《 倚 樓 》 等 一 系 列 借 景 抒 懷 的 詩 歌， 從 中 大 致
推 斷 某 一 時 期 氣 候 條 件 對 某 一 地 區， 如 元 豐 初
年 漳 州 地 區 農 業 生 產 帶 來 的 影 響， 可 以 說 是 較
為寶貴的氣象學史料。

（三）其他詩人

除 了 杜 甫 之 外， 唐 代 詩 人 王 維、 韓 愈、 白
居 易、 孟 郊、 杜 牧 等 人 的 作 品 也 頗 為 郭 祥 正 所
欣賞和接受。

王 維“ 漠 漠 水 田 飛 白 鷺， 陰 陰 夏 木 囀 黃
鸝 ” 145 被郭祥正轉化為“ 低飛白鷺揀晴沙， 聞
曉 黃 鸝 囀 喬 木 ” 146；“ 行 到 水 窮 處， 坐 看 雲 起
時 ” 147 被化用在“ 坐看峰頭片雲起 ” 148， 只有
王維“ 中年頗好道 ” 149 的佛禪心境與守訥上人
“ 脫去儒冠披壞衣， 一生長在名山裡 ” 150 的出
世生活令詩人欣羡不已。

韓 愈、 孟 郊 也 是 郭 祥 正 較 為 關 注 的 詩 人。

他 十 分 敬 服 韓 愈、 孟 郊 之 才，“ 有 誰 文 采 如
昌 黎 ” 151“ 昌 黎 首 唱 城 南 句， 東 野 繼 作 芬 蘭
椒 ” 152“ 卓 然 韓 杜 詩， 光 焰 不 可 掩 ” 153“ 韓 愈
莫 吟 瀧 吏 問 ” 154， 自 云“ 我 效 退 之 拜 ” 155， 稱
讚 他 人 則 說“ 況 君 才 力 似 韓 愈 ” 156“ 文 格 迥 欺
韓 愈 老 ” 157； 本 人 好 以 孟 郊 自 比，“ 東 野 久 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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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對 白 居 易 文 學 才 能 評 價 會 很 高， 認 為 白 居 易
的 詩 歌 兼 具 楚 辭 與 詩 經 的 之 長，“ 騷 雅 仍 兼 白
樂天” 165，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晚 唐 詩 人 杜 牧 也 是 郭 祥 正 比 較 喜 愛 的 一
位 前 輩 詩 人， 他 的《 追 和 杜 牧 之 貴 池 亭 》 是 追
和 杜 牧《 題 池 州 貴 池 亭 》 之 作。 他 對 杜 牧 詩 歌
評 價 極 高，“ 牧 之 吟 齊 山， 太 白 詠 秋 浦， 至 今
三百年，光焰不埋土”166“卻憶齊山小杜歌”167

認 為 其 詩 作 堪 與 李 白 媲 美。 杜 牧 之 也 成 為 他 對
他 人 才 能 的 褒 揚，“ 幕 下 高 才 似 牧 之 ” 168。 郭
祥 正 對 莊 子、 屈 原 的 模 擬 源 自 於 少 年 得 志 以 及
與二人相似的心路歷程，他們都個性鮮明奔放，

才 高 而 不 被 重 用， 一 生 坎 坷， 壯 志 難 酬； 他 對
《 詩 經 》 現 實 主 義 傳 統 的 繼 承、 對 杜 甫、 白 居
易 的 學 習 則 源 於 當 時 社 會 的 普 世 價 值 及 儒 家 傳
統 責 任 感； 對 陶 淵 明、 王 維 的 欽 羨 是 在 江 湖 與
魏 闕、 仕 與 隱 矛 盾 掙 扎 之 後 的 最 終 選 擇； 漢 魏
五 言 詩 滲 透 出 的 生 命 意 識、 時 空 觀 念 又 使 得 他
的 詩 歌 中 閃 耀 着 理 性 光 輝。 總 之， 郭 祥 正 詩 歌
豪 邁 精 絕 風 格 的 形 成 與 他 能 夠 博 採 百 家 之 長、

虛心向前代藝術學習的態度是分不開的。

附： 本 文 為 河 南 省 教 育 廳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項 目“ 北 宋 太 白 體 詩 人 作 品 考 論 ”（2019 -

ZDJH-445）、 河 南 省 社 科 聯、 經 團 聯 調 研 課
題“ 北 宋 太 白 體 派 研 究 ”（SKL-2018 -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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