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杜甫詩歌的接受史，是近來許多研究唐代詩人的學者，所重點關注的議題。

然而他們多是注重於中唐韓白以降，晚唐李杜，北宋蘇黃，直至明清時期的眾多

詩人──這些被歷代學者指出「學杜」、「擬杜」的重要文人集團或時期。然而，

卻少有人提及探討，與杜詩關係匪淺、唐朝最後的餘暉──唐末詩壇。

唐末詩歌實是研究唐詩常被忽略的一個重要時期，不少學者常以李商隱、杜

牧來概括這時期的詩風，卻省略了李商隱過世後，唐朝仍有將近五十年的殘存國

祚，那些活躍於唐末的重要詩人，如羅隱、杜旬鶴、司空圖、韋莊等人，都有著

出色的詩作與困苦的境遇，自杜甫過世之後，無論中唐、晚唐，都沒有如此酷似

於唐末詩人這般與杜甫相似的困境──他們早年大都落魄不第，如同杜甫一般。

他們經歷過了黃巢之亂而顛沛流離，也如同杜甫遭逢了安史之亂而四處漂泊，那

種鬱悶、痛苦、失落，都是未逢大規模戰亂的韓愈、李商隱所未能體驗的。「亂世

之音怨以怒」，這是他們「似杜」的外在條件，這時期不少詩歌都呈現了對殘酷戰

禍的寫實與崩壞社會的控訴，更繼承了杜甫的詩史精神與沉鬱詩風，絕非是後人

用「苦吟」、「白俗」、「氣弱格卑」等區區數語描述所能概括。

本著作試圖以三位唐末著名詩人──羅隱、韋莊、韓偓，從他們的遭遇與詩

風與杜甫之間的相互關係，證明唐末時期的「學杜」已蔚為風氣，並略論為何唐

末詩歌評價低落的因由，來釐清前人說法一些可能的謬誤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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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荏苒、歲月如梭，從大學至碩班，在台南成功大學也待了八

年之久。最後留下的紀念，就是這本《唐末杜甫詩歌接受研究──以

羅隱、韋莊、韓偓三人為探討》碩論，有太多的人、事、物必須感激，

卻也難以盡數說明，只能略微論述。 

走上中文系這條路的原因，應是我天生耳疾的關係吧，因為對於

聲音的疏離，導致了我對於書本的沉迷，不論是《世說新語》、《莊子》、

《三國演義》，都曾使我沉迷揮霍過童年時光。而閱讀《唐詩三百首》

的體驗，讓我第一次地嘗試作近體詩，這大概是我與中文系有了不解

之緣的開端吧。 

我必須先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總是包容我的一切決定，選擇讓我

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學問，甚至願意讓我更加深入鑽研，如果沒有他

們的包容，就不會有這本論文的產生。然後必須感謝陳美朱老師，這

本碩論從草稿到完成，都有許多老師的細心糾正與指導，從碩班杜甫

詩研究課開始，不僅指導我論文的粗心大意之處，也同時點出我種種

的缺漏與不足。 

還有必須要感謝吳榮富老師，在大學的過程中，他一手將我正式

領進寫作古典詩的文學殿堂，不論是五言、七言、古體、近體，都在

老師的敦敦善誘下而小有成果，假如我的古典詩能有一絲一毫的皮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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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都是吳老師的教誨有方。接著必須感謝施懿琳老師，老師在有

關台灣古典文學的碩班課程中，給予了我不少幫助，讓我深深地了解

到，古典文學不單只是中國的文學沃土，它同樣也能連接於台灣的傳

統與現代，老師上課生動講解的櫟社、瀛社、南社眾多詩人事蹟，仍

讓我深深嚮往之，思考著如何用古典文學，來更深入地闡釋台灣這塊

美麗的寶島。最後，仍有許多老師、同學、學長學姊、學弟學妹，是

我在這八年成大歲月中，所必須感謝的對象，不論是一同讀書的、或

是一同走過困境的、甚或是在交換學生中認識的大陸同學，都曾在我

的求學閱歷中，留下了清晰的難忘痕跡。 

「因為需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罷。」雖然是句耳熟能詳

的老話，但終歸能表達出我對於許多曾陪我走過一段路的師友同伴，

那份難以敘說的感激之意。 

曾經有朋友說我像是文人，不像學者，在寫完這本論文後，大概

也能體悟這位朋友的一針見血，總覺得論文揮灑肆意的多、嚴謹客觀

的少，或許未來有人能從這本論文得到一些靈感、或許也有人會嘲弄

這本論文天馬行空的陋見，但是他們想必還會稍微記得這本論文的作

者姓名吧，我想，這就足夠了。 

我喜歡寫詩，甚至從不諱言，這遠遠超過我對研究學術的喜愛，在

這篇致謝，千言萬語，只能用最能代表我學詩過程的七律拙作來結束： 

作詩偶感 
為詩不喜隨人語，李杜雖高非我心。 
落筆鋒芒昭諫意，傷春雲雨義山吟。 
莫悲文墨知音少，只是風霜醉酒深。 
詩學凋零今寂寂，他年讀我料難尋。 

這是我在成功大學第四十二屆鳳凰樹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亦是我覺得

能總結碩班心路歷程的一首七律。 

「詩學凋零今寂寂，他年讀我料難尋」，我的詩如此，碩論又何

嘗不是如此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藏諸名山，傳之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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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有對唐末詩歌感到共鳴的文人或學者，能夠從這本論文得到一

些體悟吧。 

李商隱、羅隱，「兩隱」是我最為喜愛的兩位唐朝詩人。羅隱在

這本論文中有筆者的一些淺陋見解、雖然因為論文年代「唐末」的關

係，對於李商隱未能論及，但猶幸在唐末時期，猶有詩人韓偓與李商

隱有姨甥關係，能夠在這本論文略為提及論述，大概亦是我寫作這份

論文的動力與原因之一吧。 

有太多想說，但說到這裡，也應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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