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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景語皆情語」
──唐宋令詞的情景交融與

平安短歌的物哀抒臆

詹斐雯 著



提    要

在東方有情世界裡，「情感」一直是韻文學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所謂「抒情」，

即是將「內心的悸動」與「外物的感動」兩種頻率相吻合，並進一步透過文字留

存情意。無論中國或日本，詩歌的產生皆源自於「抒情」，即使後來發展出了不同

體系的韻文體，也依舊不脫離「情」的作用。中國古典詞與日本和歌，由兩種相

異的語言寫成，格律體制亦各有千秋。其中，令詞與短歌，無論是在字數、題材、

意象與情感表達都有極相似之處，甚至於意境上，景語與情語交錯中產生的美感

特徵更有異曲同工之妙，於令詞為「情景交融」，於短歌則為「物哀（もののあわ

れ）」。兩者將情感投射於自然山水中，景物的內化與情感的物化，相互輝映下突

顯出「個人」，並且同樣擺脫政治色彩，只為自我而吟頌。令詞「真景物、真感情」

的情景交融境界與短歌「以人心為種，成萬言之葉」的物哀本色，前者物我合一，

後者心詞合一，在在展現了兩國的抒情美學精粹。

本書經由令詞與短歌中情語和景語的互動，剖析兩者於字裡行間所呈現的美學

色彩。透過比較的方式，從令詞體與短歌體的語言形式和風格談起，再由此進入美

學領域，探討「情景交融」與「物哀」所形成的美學系統，接著將令詞詞人與短歌

歌人個別闡述，梳理作家與作品間的「抒情」脈絡，最後以「傷春悲秋」、「懷戀

思怨」、「羈旅追憶」三種題材探究令詞與短歌的「情景交融境界」與「物哀之美」，

尋出雙方相似的性質之餘，又能體現各自獨樹一幟的藝術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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