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描述杜詩中的「家國聯繫」表現模式，用以分析杜詩中「詩聖」的情感

特質及其價值階序。「家國聯繫」的表現模式是自伊娃．周珊（Eva Shan Chou）
的「並置結構」（juxtaposition）理論延伸而來，指杜甫詩中「懷鄉」與「憂國」

主題的並置現象；此模式於杜甫入蜀後生成，在夔州時期大量創作，出峽後逐漸

淡化。從家國聯繫的發展過程來說，成都時期多是懷鄉、憂國的主題並置，到了

夔州時期，運用面向便擴展至「夜月」、「傷春」、「悲秋」等主題，最明顯的差異

便是「滯於他鄉的地理限制」與「老病衰頹的傷逝感」的兩相結合，並表現在神

思往返於夔府、京華的聯繫形式。

同時，本文亦指出：亂後「異地」書寫是開啟家國聯繫的契機，它是指杜

甫身處異鄉，欲回歸中央的「趨力」，由此趨力而來的「懷鄉」主題，由於政治

中心與故鄉的「地點同一性」而產生家國之思，所以，「異地」書寫是將「懷鄉」

與「憂國」並列的重要條件。杜甫亂後的「異地」處境既能引發「懷鄉」主題，

也能抒發「憂國」主題，而隨著客居秦州、自秦入蜀，杜甫的懷鄉意識愈趨濃烈，

漸與憂國主題並置，從而表現出詩聖的情感特質。在此特質中，本文進一步地分

析杜甫的「家國觀」：杜甫的「家國觀」是「核心─邊陲」的同心圓構造，由「家

國聯繫」所突顯的詩聖特質，即在「遠離核心」的回歸趨力作用下，仍堅守「國」

先於「家」的價值階序。

本文所提出的「家國聯繫」表現模式，乃是從詩歌內緣的角度看待接受史中

的「詩聖」現象，此或許提供一個新的路徑描述杜甫詩歷時性的傳釋活動，進而

觀察文學史發展的一個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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