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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永仁「獄中書寫」的

抒情議題及其接受詮釋

──兼論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文化建構

 邱　嘉　耀 *

提　　要

清初雜劇上承明雜劇「文人化」、「案頭化」的發展趨勢，復以「抒情化」

為重要特徵。嵇永仁（1637-1676）作為「三藩之亂」的死難者，其獄中創作

的《續離騷》雜劇往往被置於「抒懷寫憤」的視角討論。相對而言，作為構成

文本意義重要環節之讀者層，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本文在勾稽其獄中經驗的

基礎上，以「忠」與「怨」為重心，重新探討嵇永仁獄中所作詩歌及《續離騷》

的抒情議題。進而考察當時後世讀者之閱讀實踐，反思作者之情志如何為人所

感知、接受和詮釋。最後將嘗試論證，對於建構文人戲曲的「抒情性」，相對

於作者和文本，讀者一端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義。本文不僅試圖重構嵇永仁

獄中創作的生成語境，更嘗試探問，其生命處境是否（或如何）可能成為以「抒

懷寫憤」視角詮釋《續離騷》的歷史條件和邏輯基礎，因而亦涉及對戲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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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的反思。從讀者角度重新思考及問題化嵇永仁《續離騷》及其接受，將對

我們審視清初雜劇的特質，乃至探討文人戲曲和其他敘事性文類的「抒情性」

帶來一定的啟發。

關鍵詞：清初雜劇、文人戲曲、抒情性、接受、《續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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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yricism and Reception of Ji 
Yongren’s Prison Wri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Lyricism in 
Early Qing Zaju D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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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aju drama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known for its strong lyricism, wa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and the Ming Zaju. The play Xu lisao by 
Ji Yongren (1637-1676), a victim of the “Revolt of the three feudatories,” is a good 
case in point. Naturally, scholars have tended to focu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text with a view to examining the author’s personal feelings and 
emotions. The role of readers has escape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this article, by 
reconstructing Ji’s experience in prison, I first re-examine the lyricism of his poems 
and Xu lisao which he wrote in prison, with a focus on the two seemingly conflicting 
yet closely related emotional types, namely, “loyalty” (zhong) and “resentment” 
(yuan). I then examine the reading practices of contemporary and subsequent readers 
of Ji’s poems and dramas and show how Ji’s emotions were perceived, received, 
and interpreted by his readers. Above all, I attempt to demonstrate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author and the text, the reader also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yricism of literati drama. As such, this article not only sheds light on how the 
life experience of the playwright might allow for the subsequent interpret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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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lisao from a lyrical perspective but also makes a methodological contribution 
in the study of classical Chinese drama. More broadly, studying Ji’s play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ders opens a window into the nature of Zaju in the early Qing as 
well as the lyricism of literati dramas and other narratives in premodern China.

Keywords: early Qing Zaju drama, literati drama, lyricism, reception,
　　　　  Xu li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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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者，不妨託諸意中。在讀者，尤當索之言外云爾。」1 

　　　　　　　　　　　　　　 　――竹崖樵叟〈《續離騷》序〉

一、引　言

嵇永仁（1637-1676），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祖籍常熟。父嵇廷用，

晚明官中書舍人。永仁少為諸生，食餼有年，惟「屢挫場屋，鬱鬱不得志」。

後以家道中落，老親垂暮，諸弟不能成立，遂出就館穀，長年遊幕在外。自

順治十七年、十八年起，先後出任胡養忠、祖澤深、袁一相、金維藩等浙江

要員的幕僚。康熙十二年（1673），以通家之誼，承父命入福建總督范承謨

• 5 •

＊ 拙文寫作過程中，渥蒙眾多師友批評指教，特別是華瑋、張健、嚴志雄、陳煒舜、

徐瑋諸位老師，以及與我往復討論的同學許鑫輝。投稿後承二位匿名審查先生惠賜

修改建議。謹此一併致謝。
1   清•竹崖樵叟：〈《續離騷》序〉，清•嵇永仁：《續離騷》，收入劉禎、程魯潔編：

《鄭振鐸藏珍本戲曲文獻叢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第 6 冊，

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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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676）幕中。十一月二一日，平西王吳三桂（1612-1678）殺雲南巡撫

朱國治（？ -1673），舉兵反清，「三藩之亂」揭開序幕。次年三月，靖南王

耿精忠（1644-1682）亦反，執總督范承謨，永仁隨同就逮下獄，幽囚幾近三年。

康熙十五年九月，耿精忠將降，殺范承謨滅口，永仁同日亦自縊亡。2 陷獄三

年間，嵇永仁作詩百餘首，纂為《吉吉吟》、《百苦吟》二卷。又作傳記《和

淚譜》一卷，「紀同難諸人顛末，以略存其梗概」。3 其別集《抱犢山房集》

之主要篇幅，即以此構成。4 此外，其《續離騷》雜劇、《雙報應》傳奇，皆

為獄中所作。

學界對嵇永仁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其劇作，當中又以《續離騷》為重心。

《續離騷》乃一本四折之組劇，以〈劉青田教習扯淡歌〉、〈杜秀才痛哭泥神

廟〉、〈癡和尚街頭笑布袋〉和〈憤司馬夢裏罵閻羅〉，分詠「歌」、「哭」、

「笑」、「罵」。5 學者往往將此劇置於清初雜劇「抒懷寫憤」的脈絡中討論，

而以「作者―文本」的相互關係為主要關注層面。具體而言，作者的創作動機、

劇本寓含的寄託、劇中人物與作者形象的互涉，是相關研究的重心。6 相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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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王龍光：〈次《和淚譜》〉，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清代詩文集彙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45 冊，卷 6，頁 1b；陸林：〈清初戲

曲家嵇永仁事跡探微〉，《中國戲曲學院學報》第 36 卷第 2 期（2015 年 5 月），

頁 22-27。
3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3，頁 1a-2a。
4  《抱犢山房集》由嵇永仁兒子嵇曾筠纂集而成。按〈《抱犢山房集》跋〉所載，永

仁殉難時，嵇曾筠方七歲。及束髮受書，始知其父遺稿尚存。康熙四十三年（1704）

夏，嵇曾筠親赴閩地，於潘宗趾家盡得先父難中所著。潘宗趾者，乃范承謨僚屬林

可棟（能任）之女婿。甲寅變起，林氏與永仁同陷於獄，後以年老而倖免，於保存

獄中諸子遺稿，居功至偉。按嵇曾筠的推斷，其先父遺稿「蓋林翁垂歿而轉以付託

者」。清•嵇曾筠：〈《抱犢山房集》跋〉，轉引自清•嵇永仁著，劉奇玉輯校：

《嵇永仁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年），頁 299。
5   四折情節之梗概參見鄭振鐸〈《續離騷》跋〉，清•嵇永仁：《續離騷》，收入鄭

振鐸纂集：《清人雜劇初二集》（香港：龍門書店，1969 年），〈跋〉，頁 2a-3a。
6   杜桂萍：〈志士情懷與嵇永仁雜劇創作〉，《清初雜劇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

版社，2005 年），頁 288-326；王璦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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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嵇氏戲曲創作及其獄中經驗的關係，以及作為構成文本意義的重要環節之

讀者層，並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文首所引竹崖樵叟（生卒年不詳）〈《續離騷》

序〉，首見於清雍正刻本《抱犢山房填詞》，7 向來鮮受研究者關注。此序可

謂一則「閱讀―詮釋」策略的綱領，其語境化之主張，上承嵇永仁同難諸子的

抒情化閱讀經驗，並反映出竹崖樵叟作為後世讀者的閱讀實踐。在此，戲曲被

視為案頭讀物，也是文學體裁和類型，而非有待搬演的「劇本」；作為閱讀和

詮釋主體的讀者，則被鼓勵破譯文本的言外之意。此序於戲曲史、閱讀史及《續

離騷》的評論史，均別具特殊價值。

本文主張將嵇永仁的「獄中書寫」視為一整體，在勾稽其獄中經驗的基

礎上，重新探討其獄中所作詩歌及《續離騷》的抒情議題，進而考察當時後

世讀者之閱讀實踐，反思其情志如何為人所感知、接受與詮釋。最後將嘗試

論證，對於建構文人戲曲的「抒情性」，相對於作者和文本，讀者一端所具

有的重要地位和意義。易言之，本文不僅試圖重構嵇永仁獄中創作的生成語

境，更嘗試探問，其生命處境是否（或如何）可能成為以「抒懷寫憤」視角

詮釋《續離騷》的歷史條件和邏輯基礎，因而亦涉及戲曲研究方法的反思。

從讀者角度重新思考及問題化嵇永仁《續離騷》及其接受，將對我們審視清初

雜劇的特質，乃至探討文人戲曲和其他敘事性文類的「抒情性」帶來一定的啟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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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

究所，2005 年），頁 287-384；李梅：《嵇永仁及其戲曲創作研究》（上海：華東

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趙山林先生指導），頁 28-40；張惠

思：《文人游幕與清代戲曲》（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年，

夏曉虹先生指導），頁 187-199；魏伯全：《清初文人的邊緣書寫：以尤侗、嵇永仁、

廖燕劇作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8 年，陳芳

先生指導），頁 94-103；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

態與自我形象建構》（新北：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0 年），頁 151-165。
7   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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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獄中的書寫困境與《續離騷》的生成

――從范承謨〈書《續離騷》後〉說起

陷獄初期，紙筆闕如，嵇永仁嘗感嘆「留題觸手無斑管，得句驚魂對土

牆」，其〈炭痕〉詩自注亦云「初被繫時，禁絕楮墨，得句，以炭畫牆」。8

結合〈惡紙〉、〈臭墨〉、〈敗筆〉、〈磚硯〉等詩來看，可知獄中書寫條件

極其惡劣。9 嵇永仁的書寫困境，以及《續離騷》特殊的生成條件，還可以從

范承謨的〈書《續離騷》後〉窺知：

慷慨激烈，氣暢理該，真是元曲。而其毀譽含蓄，又與《四聲猿》爭雄

矣。捧讀之際，具感友誼忠懷，不禁涕泗滂沱，一見不忍再見，想伯約

姜維、信國文天祥覩此，必有餘哀也。意謂猩猩、鸚鵡、梟獍、獅蟲等類，

雖屬怪種，亦當痛快一擊，使後世知有底止，畏懼少存人性，所廣功德，

不可稱、不可量，非特為麟鳳龜龍吐氣生色已也。東田先生以為然否？ 10

「書後」一體，類同序跋，兼具評論與酬酢的雙重功能。11 范承謨以寥寥數筆，

一方面勾勒出《續離騷》的審美特徵（「慷慨激烈」三句是對語言風格的批評，

「毀譽含蓄」二句則為文學和文類傳統的溯源），另一方面抒發個人讀劇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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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2，頁 9b、12a。
9   以炭書壁也是范承謨、沈上章等人的共同經驗。如范承謨就曾感嘆「欲寫新愁無寸

紙」，其〈犴狴吟〉詩自注亦云：「八月十五夜，捫炭桴書獄壁，因以寄調。」在

〈《百苦吟》自序〉、〈《畫壁遺稿》自序〉的下款，范氏亦分明標明「炭筆謹識」、

「炭筆識壁」。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近代中國史料叢刊》

（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第 97 輯，卷 3、4，頁 269、309、353；同前註，

卷 2，頁 2a。
10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34a。
11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年），

頁 136。又，題跋有「後序」之稱，《文章辨體•序》：「近世應用，惟贈送為盛。」

亦見其酬酢社交功能。明•吳訥著，于北山校點：《文章辨體序說》（北京：人民

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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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頗合題跋「專以簡勁為主」12 的體製。然而，此篇前後各不相蒙的結構，

卻曲折地透露出獄中書寫條件的端倪。

細讀〈書《續離騷》後〉，可知該文實則分為前後兩截，「慷慨激烈」至

「必有餘哀也」為一段，「意謂猩猩、鸚鵡、梟獍、獅蟲等類」以下又屬另一

段。嵇永仁別號東田，著有《東田醫補》十三卷，范文末句「東田先生以為然

否」即以永仁為受文者，向其徵詢意見。「以為然否」為答問之辭，其有所待

的疑問語氣與題跋的體製殊為不合，卻為日常書信所習見。范承謨與諸子在獄

中往復的書信，即有類似的措辭：

山農有恙果全愈否？
4 4 4 4 4 4 4 4

望即示知，以慰拳切。（〈與諸子〉）

《陰符經》註語奇奧，從未經見，但斷續不接，不知為誰氏所註？何人

所藏？原本可能一見否
4 4 4 4 4 4 4

？（〈與留山〉）13

如果說題跋文字往往「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而「復撰詞以綴於末

簡」，14〈書《續離騷》後〉便兼具書信的性格。

嵇永仁與范承謨同日就逮，即被分囚二室，彼此隔絕。15 據時人說法，「公

（案：范承謨）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邃庵（案：林可棟）諸子之被錮也，守

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16 雖云「隔絕莫通」，由於獄中制度鬆懈，彼此仍

可互通聲息，甚至傳遞物資。17〈書《續離騷》後〉即為其例。儘管如此，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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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頁 137。
13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284、285。著重號為筆者所加，

後文同。
14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頁 136。
15  清•沈上章〈百苦吟和章自敘〉：「髠翁另禁幽室，予輩押鎖墩房，三年磨煉，百

苦備嘗。」髠翁為范承謨之別號。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附錄，

頁 437。
16  清•薛鎔：〈《百苦吟》書後〉，同前註，附錄，頁 526。
17  如〈寄養生書囑令抄存〉、〈蒙谷見遺雪梨〉、〈毛子賓留除夕在禁寄饋燭炭〉、

〈祝子再賡贈被〉皆可證。然而，獄中制度張弛有時，范承謨就曾被獄卒拒絕轉寄

物件予嵇永仁，事見永仁〈蒙谷見示，云欲寄微物將意，守者不從，為之悶絕，敬

答〉詩。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頁 7b、16a、17a、20b、24b。



臺　大  中　文  學  報218

承謨由於地位特殊，所受之監控，與諸子相較尤其嚴密。范氏嘗謂諸子「群賢

聚首，圖籍滿前」，卻自嘆「我在此間，既無師友，又乏詩書」，只能「持蘆

畫沙，覓炭塗壁，以消歲月」。18 有一次，嵇永仁託人轉寄書籍，范承謨回信曰：

「愁苦之中，得見屈原、劉安二集，恍如貧兒遇寶，不覺欣喜欲狂。」19 其處

境之惡劣，可想而知。范承謨淪為階下囚，人身固不得自由，文字亦遭到耿精

忠一方的審查。在《畫壁遺稿》中一組詠物詩的小序裏，范承謨按照文體慣例，

以大段篇幅「序其篇章之所由作」，20 最終卻強行一扭，意脈為之中斷：

茲值嚴冬，夜永如歲，輾轉跼蹐，頗乏寧晷。因思籠鷹柙虎，各含其牢

騷鬱悶，當亦不減予輩也。晨興索炭，率繪十圖于壁。爾諸逆羽，勿得
4 4 4 4 4 4

暗讀傳詠，徒資巴人笑口也
4 4 4 4 4 4 4 4 4 4 4

。21

組詩共十首，分詠驢、魚、鷹、虎、鸚鵡、孔雀諸動物，其間頗多自喻之詞。

小序「因思籠鷹柙虎，各含其牢騷鬱悶，當亦不減予輩也」數句，即暗示出該

組詩歌的比興特質。至於「爾諸逆羽，勿得暗讀傳詠，徒資巴人笑口也」數句，

展現出范承謨身為詩人的自信，更是對文字審查者的戲謔和調侃。不難看出此

篇之結構、功能與〈書《續離騷》後〉甚為相近：它們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序

跋――評論並非它們全部的目的。

無論是「晨興索炭」強調書寫之物質性，還是「爾諸逆羽」數句展現的奇

詭筆法及其戲謔意味，無不提醒我們留意其「獄中書寫」的具體歷史條件。范

承謨等人面臨的書寫困境，不僅在於物質層面上的匱乏，也在於制度層面的嚴

密監控和審查。就後者而言，《四庫全書•畫壁遺稿提要》便提及「守者屏絕

筆墨，（范承謨）乃以桴炭畫字壁上，其尤激烈者，輒為賊黨墁去」。22 故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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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282。
19  清•范承謨：〈讀書檢復留山〉，同前註，頁 283-284。
20  明•徐師曾著，羅根澤校點：《文體明辨序說》，「小序」條，頁 135。
21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318。
22  清•范承謨：《畫壁遺稿》，《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集部第 221 冊，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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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他們的「獄中書寫」，不能只停留在「文本層」諸如字面、修辭或典故的

考察，而必須兼顧文本的生成語境。帶著此一認識重讀范承謨的〈書《續離騷》

後〉，其中「猩猩、鸚鵡、梟獍、獅蟲」等語便非殊不可解，而可知道這些話

語或表述，實乃獄中諸子共同創建的「隱語系統」之產物。

范承謨於陷獄初期即與另行幽禁的嵇永仁等人通信聯繫。在現存《畫壁

遺稿》的某個版本，有一封寄與同難諸子的書信，便即繫於甲寅（1674）三月

二十八日。23 此時距離他們就逮下獄的三月十五日不過半月。在這封書信裏，

范氏已開始建立某種「隱語系統」，藉此與諸子互通消息，同時規避審查制度：

 孽蟲逆氣，刻刻攻心，病根衰旺，究竟若何？詳查示我。24

「心」者，清室之喻也。「孽蟲逆氣」，「病根」之所在也，實隱喻耿精忠及

其軍隊。在此，范承謨以身體為喻，敦請諸子設法探聽耿軍的聲勢及其動向。

類似的隱語密碼，復見於〈與諸從者〉和〈又與諸從者〉這兩封彼此相關

的信件。根據〈與諸從者〉中「三載來堅白之操」、「八百餘晨夕矣」等語，

可知該信寫於康熙十五年（1676）。在收到諸子回信後，范承謨隨即撰寫〈又

與諸從者〉回覆，中云：

近者風聞四路猖鬼，攢腦虔心，蒙谷（案：范氏別號）福堂，諒難再造。

因而心胸乾焦，神魂震飛，亟欲力行捷徑，速與大眾作别。一畢自身業

緣，次脫大眾苦海。……所患者，獨以心病為劇。今此肉軀無恙，脾胃

健壯，大逾往昔。然飲啖少進者，乃故為樽節勒掯，冀其蚤得羽化，非

弱也。至於藥餌，俱所不需。若得心患一愈，不惟枯腸遂而億兆甦，將

見乾坤清寧，日月光輝矣。然烏能輕得而致之哉！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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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清•范承謨：〈與同難諸子〉，《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275-276。此信《四

庫全書•范忠貞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畫壁遺稿》均失載。《近代中國史料

叢刊》所載《范忠貞公（承謨）全集》乃光緒重刻本，〈與同難諸子〉後附注曰：「此

下十首，舊刻未載，崇（案：范承謨子范時崇）臬閩時得之《嵇留山先生遺稿》，

今補入。」見《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275。
24  同前註，頁 276。
25  同前註，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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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猖鬼」，蓋指先後舉兵叛變的吳三桂、耿精忠、孫延齡及尚之信。26 在

此信中，作為「隱語系統」的身體、器官和疾病再次出現，舉凡「心病」、「心

患」、「攢腦虔心」皆指涉內外交逼的清室。從「象」到「喻」，亦即從表層文

字到深層寓意的運作機制中，諧音（「心」與「清」）發揮著重要的作用。27 值

得注意的是，信中的身體意象未必全然是特殊的語言密碼。結合諸子當時的處

境看，疾病的生發和療癒已成為獄中的日常經驗，以及往復詩文的常見話題。

如此一來，「心胸乾焦」、「神魂震飛」、「脾胃健壯」等語似乎應該從字面

上去理解，即視作范氏對自己健康狀況的陳述。至於「藥餌」云云，似亦無可

堪玩索的絃外之音――可以想像，精通醫術的嵇永仁曾於前函詢問對方藥物上

的需求。然而，身體的「字面義」和「引申義」卻在「心患一愈，不惟枯腸遂

而億兆甦」二句綰合起來。至此，日常語言被挪用為某種政治話語，個人層面

的「身體」與集體層面的「國體」彼此重合。

從「孽蟲逆氣」到「四路猖鬼」再到范承謨所謂「怪種」的「猩猩、鸚鵡、

梟獍、獅蟲」，在在可見范氏「擬物化」的修辭策略。對范承謨而言，「物化」

本身就寓含著某種價值的貶抑。相對而言，在古人身體觀具有重要地位的「心」

（《孟子•告子上》即謂「心之官則思」）則成為政權、國本的喻體，既是諸「物」

侵擾的對象，又為臣民獲拯的樞要。經過以上的解讀，我們大抵可以斷定〈書

《續離騷》後〉後半截的意思。所謂「猩猩、鸚鵡、梟獍、獅蟲等類，雖屬怪

種，亦當痛快一擊」，當與上引〈又與諸從者〉中「亟欲力行捷徑，速與大眾

作别」或「故為樽節勒掯，冀其蚤得羽化」所展現的心態結合起來解讀。陷獄

後期，范承謨屢於其詩文透露出置死生於度外的想法，28 他就義前數月所作之

〈書《續離騷》後〉和〈又與諸從者〉，均表現出此一思想。所異者，僅在於

• 12 •

26  「三藩之亂」前期形勢之變化，參見清•魏源撰，韓錫鐸、孫文良點校：《聖武記》

（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卷 2，頁 74。
27  此一觀點，承蒙嚴志雄教授提示。
28  如〈復山農〉、〈與諸從者〉及〈寄留山〉，均可見陷獄後期，范承謨已有必死的

決心。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276、271、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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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范承謨尚擬「痛快一擊」，與逆黨玉石俱焚，不作瓦全之想；後者范承謨

則力圖在「畢自身業緣」的同時，「脫大眾苦海」，保全同難諸子的性命。29

諸子獄中所作，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在殉難者的親友外，錢儀吉

（1783-1850）當為考述這段歷史用力最勤的人。經過一番稽查，他仍無法確

知五十三名死難者的身分，由是為一眾「見危致命，名泯漫而不彰」的死難者

深感遺憾。30 然而，藉由他對〈與諸從者〉一信的箋釋，多少能增加我們對這

段歷史，以及獄中諸子「隱語系統」（錢氏所謂「廋辭」）的認識。比如說，

在范承謨等人的「隱語系統」中，尚有「拆字法」或曰「離合字」的特殊形式，

藉以隱晦地指代未宜宣之於口的名姓。31 

細究〈書《續離騷》後〉的細節和意義，並非出於考據的癖好，而是為

了還原嵇永仁及獄中諸子身處的實際處境。〈書《續離騷》後〉所折射出的書

寫困境，正是諸子「獄中書寫」的具體生成條件。嵇永仁自然受到同一條件所

約束。物質匱乏不僅造成具體書寫方式的限制，還為生成於此一極端環境的作

品，賦予以豐富的道德意涵。要言之，以炭書壁的「物質性」彰顯出諸子創作

的嚴肅立場，也為「獄中書寫」奠定其作為純粹的文學文本以外的屬性。以嵇

永仁獄中所作詩文、劇作為例，當時後世的讀者均沒有將文學性或審美功能視

為相關作品的主要價值。然而，探討文本生產機制的意義不僅於此。於本文而

言，其重要性還在於作為某種具歷史價值的參照，從而協助我們釐訂出相對理

想的文本詮釋策略。諸子在獄中的交流方式，及其共建共享的「隱語系統」，

不僅為「抒懷寫憤」一類的說法，提供其賴以成立的歷史條件和邏輯基礎（我

• 13 •

29  觀范氏獄中詩，時有無辜牽連諸子之感嘆，參見〈疫癘〉、〈告神〉二詩。同前註，

卷 4，頁 349、366。
30  清•錢儀吉：〈答張介侯書〉，《衎石齋記事續稿》，《續修四庫全書》（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集部第 1509 冊，卷 3，頁 3a。
31  如〈跋范忠貞公集〉謂「衣右，蓋指王天祐也」，即利用「拆字法」破譯范承謨〈與

諸從者〉中指涉部屬姓名的文字密碼。清•錢儀吉：《衎石齋記事稿》，《續修四

庫全書》，集部第 1508 冊，卷 5，頁 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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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已無法復原作者的意圖），還有助進一步探賾作者於其他文類所寄託的情

志。原因在於：無論是廋辭隱語，還是比興寄託，背後均牽涉一系列有別於日

常語言的語義表達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結構而成的一整套機制。它們都鼓勵

具備「文學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的「理想讀者」對其進行破譯，求索

文本的言外之意。32

三、忠與怨：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

文學一旦被明確賦予道德要求，創作行為本身就成為作者亟待解釋的事

情。在「文道關係」早已成為文論之主要命題的古代，此一現象尤其彰明較著。

文學的道德化或出於作者的自我要求，或因應時代環境的需要，也與文學觀念

和傳統密切相關。在范承謨的〈《百苦吟》自序〉，以上三種因素的綜合影響

清晰可見：

癸丑秋，（嵇永仁）從予入閩。未數月而予遭異變。嵇子與三山林子能

任、會稽王子幼譽、華亭沈子天成同罹其難。閱今兩載餘矣。嵇子於困

鬱中游戲筆墨，作《百苦》七言絕句，而三子依韻答和。余讀之，不禁

泫然心悲，竊自嘆不辰，既上弗克酬君父之恩，下莫能慰蒼生之望，而

又累我知交如此。每一念至，何以為情。故自被難時，水漿不入口者旬

餘日，求一死以明方寸。今奄奄一息，復何心於筆墨。但以諸子無辜受

累，率爾勉和，附錄篇末，略誌一時同難之情，使後人知吾輩之詠歌，

各有所屬，非第為一身之苦樂而已也。33

32  卡勒認為，對文學文本的理解和詮釋是有待學習和訓練的能力，有其約定俗成的社

會文化屬性。「理想讀者」則為具備「文學能力」、「按照文學慣例，以我們認可

的方式去閱讀和闡釋作品」的讀者。（美）喬納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

盛寧譯：《結構主義詩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年），頁 192、

187。
33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4，頁 33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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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突顯獄中創作的嚴肅立場，范承謨在強調「吾輩之詠歌，各有所屬，非第為

一身之苦樂而已」的同時，也將嵇永仁的篇什稱為「游戲筆墨」。34 對他來說，

賡韻唱和的意義，不在於抒發個人「一身之苦樂」，而有其剴切的倫理關懷，

此即所謂「略誌一時同難之情」也。儘管類似的邏輯和創作觀歷史上並不罕見，

讀者亦難以斷定相關表述是否僅出於修辭的需要，上引文字的確反映出：對於

古代中國的士子，即使身陷囹圄，甚至命懸頃刻，創作本身依然是甚或更構成

一個「問題」（problem），其合法性並非不言自明的。

在這個文化背景和歷史語境下，獄中諸子首要考慮的是如何選擇其所書／

抒寫的題材內容和情感範疇。如果書寫是對物質條件的超越，也是一種自覺的

行為，那麼在某種程度而言，被書寫下來的題材內容本身就意味著作者的價值

判斷。也就是說，在文學實踐與文學觀念，即「實然」與「應然」之間，必然

構成某種對應的邏輯關係。然而，理論與實踐時有落差。考察諸子獄中所作，

不難發現其與作者的自述有著相當的距離。此一現象於嵇永仁尤其明顯。本節

將以嵇永仁獄中詩歌和劇作為中心，探討其「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嘗試呈

現其多元的情感面貌。作為起點，不妨先從嵇永仁與范承謨的比較開始。

上引范氏〈《百苦吟》自序〉，接續其後的還有以下一段：

予之未出苦海者，惟以有負於君，有負於親，而且有負於知交，為有生

莫大之恨事。默默此心，萬劫不磨，又豈筆墨之所能罄也哉。35

對范承謨來說，書寫行為與道德倫理是彼此扣連的。有負於「君」、「親」和

「知交」，是其所面臨的倫理困境。君臣、父子、朋友三倫，也成為其詩歌的

主要內容題材。其倣效騷體而作的〈勾留吟〉小序，即自言「詞内藏署中同時

被難諸人里族字諱」，為「憶舊之作」。36 此詩開篇便虛構出「蘭亭少長頻來

夢，踏泛勾留指碧岑」的夢境。所謂「勾留」，即故舊魚貫入夢，逗留其中的

34  在嵇永仁兒子嵇曾筠看來，這種敘述也許有矯枉過正之虞，故在刊刻父親遺稿前刪

去了「游戲筆墨」四字。參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2，頁 1b。
35  清•范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4，頁 336。
36  同前註，卷 3，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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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從結構而言，此詩約可劃分為三段。首段分敘同難諸子，如「冰心尚信

自天成」、「各天同難天應祐」、「一戰成功抱犢閒，朝來泛水暮留山」，分

別檃栝部屬沈上章（字天成）、王天祐、嵇永仁（字留山）之字號。次段敘神

祇自天而降，預言逆藩及獄中諸子結局。末段詩人蘧然夢覺，以景語「情耿耿，

砧聲清」收束全篇。總括而言，此詩以敘述性和戲劇性見長，其中真人入夢情

節，尤見范氏之寄託：

恍惚天際兮來我真人，駕玉麟兮飾寶琛。……

繼而坐予芝山之巔，雙松之下，啓口微吟曰：

「海日升兮東光明，卿雲爛兮泰階平，仙霞開兮役五丁。

山魈馘，海鯢烹。

何為悽愴憔悴兮，日勞勞而自戕其生。

君不見畫角鳴兮鼓聲起，為我慇懃慰諸子。

義仁忠勇萬人魁，永壽芳名紀青史。」37

古代以「山魈」為山怪，以「海鯢」喻不義之人，38「山魈馘，海鯢烹」二句

意謂逆藩終將自取滅亡。與之相對，被難諸子則以德行超卓，「永壽芳名紀青

史」。

嵇永仁同年所作的〈《吉吉吟》引〉，同樣事涉神異，卻流露出與〈勾留

吟〉截然不同的情味。文前半云：

《吉吉吟》者何？東田嵇子於甲寅三月，同中丞范公罵賊被繫，禁錮難

所。至初冬之夜，夢遊東巖，見諸靈異，都非恒境。已而仙吏降階延佇，

似皆熟識者。仙吏身後，各有一役，抱一大硯，不知何義。想亦掾曹之

屬，供紙筆於殿上天子耶？寤後，境猶在目，知非恍惚之所結構。遂倩

人齎香楮，丏神明之我告。神示以籤曰：「石榴花發後，此事甚分明。」

37  同前註，頁 310-311。
38  《左傳》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周•左丘明傳，晉•

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卷 23，頁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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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佩二語於胸臆間，耿耿如也。越一日，又夢仙吏執手板於側。余叩

之曰：「自何所來？」答曰：「斗部。」他無所語。再叩之，不應，但

以手板默示。余凝睇其上，有「吉吉理侯」四字，其蓋包藏余之歸期乎？

人生流浪海中，其苦無涯。生寄死歸，熟計已久。時至即行，無復痛惜。

所難忘者，垂白之老親耳。天或憐念東田子之死，非死於貿貿而欲鬻利

危疆也，非死於懵焉冥焉而不知速去以遠害也，乃死於義也。死於義，

則天何忍使義士之老親不得所於家鄉耶？此又不可必而可必者也。39

「苦海」作為諸子獄中詩文習用的意象，在此依然發揮著隱喻人生的修辭效

果。「吉吉理侯」者，即神明預示永仁脫離人世苦海後最終的歸宿。以上一段

文字，與范氏〈勾留吟〉詩皆涉及神祇、讖語，也同樣以生死為主題，卻多出

對天道的質疑。從「生寄死歸，熟計已久」二句，可見嵇永仁對命運的認識。

「死於義」，則見其自我之認同和要求。縱然永仁有必死的決心，孝義不能兩

全的倫理困境，卻成為其陷獄後期（亦人生晚年）的大哉問。倘若「罵賊被

繫」乃「義」之體現，「禁錮難所」至死為必至之事、固然之理，那麼上天又

何其忍心，使義士不得承歡膝下，侍奉「垂白之老親」而至於天年？對於義與

孝之間衝突的刻劃，以及由此引申而出的倫理反思，標舉出嵇永仁鮮明的「主

體性」，也構成其「獄中書寫」與范承謨在思想內涵上的主要差異。

以上的比較，彰顯出道德倫理之於嵇永仁的特殊意義。一方面，它支撐著

身陷囹圄的他，成為其意義的來源和行為的指導；40 另一方面，其內部衝突如

孝、義之間的對立，又動搖道德倫理在其價值體系的優先性，為嵇永仁製造出

另一個形而上的困境。無論如何，道德倫理不僅是嵇永仁筆下的素材，更是反

39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頁 1a-2a。
40  在〈撫棺〉一詩，嵇永仁甚至發展出一種極端的邏輯：壓抑求死的欲望，苟活於

人世，是其不得不如此的「追求」。詩云：「百計偷生君未能，我偏求死死何

曾。君今先逝魂歸國，死後寒儒尚履冰。」詩人在此不但指出其「求死」而不得

的處境，更藉由與未能偷生者之對比，突出命運的弔詭和荒謬。同前註，卷 2，頁

16b-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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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抒情的對象。事實上，這相當符合嵇永仁的價值觀念。〈《續離騷》引〉：

「緣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忠孝節義，非情深者莫能解耳。」41 即化用《世說

新語•傷逝》王戎「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一語，並

予以新詮，為「情」添上原典所無的德性內涵。42 易言之，在嵇永仁看來，忠、

孝、節、義等價值範疇皆為「情」所統攝。

經過以上的辨析，既確立道德與情感之間的辯證關係，亦為以下將「忠」

與「怨」納入「抒情」的框架下加以討論，提供論述上的合理性。與嵇永仁約

略同時的尤侗（1618-1704）基於「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立場，曾在〈第七

才子書序〉指出「屈之怨也而忠」，43 恰與本節考察「忠」與「怨」這兩種情

感範疇，以及後文即將討論的，與屈原密切相關的《續離騷》形成呼應。「忠」

和「怨」是嵇永仁「獄中書寫」最重要，也最為鮮明的議題。它們構成嵇永仁

的書寫動力，也成就其獄中詩歌和戲劇「抒情性」最耐人尋味的部分，尤堪探

賾。

永仁獄中所作，不乏以時事為題材者。如〈砲警〉、〈觱栗〉、〈鼙鼓〉、

〈笳吹〉等詩，44 主題均為描摹閩地局勢，表現出詩人的「詩史」意識和家國

情懷。這些詩歌詩材率源於詩人的聽覺經驗，儘管不無虛擬、想像的成分，詩

人對戰事、時局之關切，還是顯而易見的。然就筆法而言，此類詩歌乃以體物

為主，詩人的情志和「主體性」尚未見突出。類似作品還可舉〈蒙谷以炭畫壁，

自云目之為狴犴聲〉為例：

孤臣畫壁炭痕香，十日熬饑絕水漿。叫破帝閽俱是淚，嘔殘心血更何傷。

留題觸手無斑管，得句驚魂對土牆。只恐他年重拂蘚，斷章零落泣斜陽。45

41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1a。
42  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下册，卷下，頁

349。
43  郭英德、李志遠纂箋：《明清戲曲序跋纂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 年），

冊 1，卷 1，頁 75
44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2，頁 6b-7a。
45  同前註，卷 1，頁 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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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與〈砲警〉等詩的主要差異，在於體詠的對象由「物」變為「人」。從抒

情的手法而言，均以描摹所詠對象的物理（砲聲、觱篥、鼙鼓、笳吹）和情態

（范承謨）為主，並由此隱約表現個人的價值認同。要之，在「物―我」或曰

「客體―主體」之間，尚未達致契合無間，甚至稍見疏離。

縱觀嵇永仁獄中詩歌，其實甚少直抒忠悃之情，遑論以孤臣形象呈現人

前。〈有云蒙谷步履難移，起立需杖扶之，聞而嗚咽，與林翁掩面揮淚〉有云：

人生無忠孝，何以持氣魄。我與諸同儕，忝公座上客。聞聲而噓唏，淚

落腸崩坼。誅孽與扶良，天意方顯赫。46

林翁即與永仁同囚一處的林可棟。此詩直抒胸臆，詩意顯豁，毋須多作分析。

惟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對天道的關注，以及將「天意」與「人事」相互聯

繫。此乃永仁獄中詩歌及劇作的一貫議題，更由此衍生出其「獄中書寫」的另

一重要情感範疇，也就是怨悱之情。其二，嵇永仁對於「忠」的特殊理解。先

說後者。

忠義之辨是認識嵇永仁的重要角度。它不僅影響能否準確把握其歷史定

位，也是深入作者情感世界的關鍵。姜垐〈嵇留山先生傳〉對此有繪影繪聲的

記載：

范公寄語先生曰：「死吾分也，君何自苦為？」先生曰：「死於忠與死

於義，一也。各宜努力，幸勿為念。」47

「死吾分也」的「分」乃此段敘述的眼目。《四庫提要》謂「永仁以諸生佐幕，

尚未授官，而抗節殞身，義不從逆」，48 著眼之處亦為「身分」、「位分」，

以及相應的權利和責任。范承謨身為福建總督，若死，是死於忠。嵇永仁一介

布衣，若死，則為死於義。「忠」、「義」之分際由此可見。明此乎，回頭重

讀永仁〈蒙谷以炭畫壁〉一詩，此詩通篇均以刻劃范承謨以炭畫壁之形象為重

46  同前註，頁 14b。
47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集部第 1319 冊，〈傳〉，頁 3b-4a。下稱「四庫本《抱犢山房集》」。
48  同前註，〈提要〉，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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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而始終未對「孤臣」身分投入個人認同，便不足為奇了。同理，〈有云蒙

谷步履難移〉儘管以「人生無忠孝，何以持氣魄」起首，道德勸懲卻非詩歌的

主旨。觀乎中間二聯，詩人著眼於其與范承謨的主賓關係，從抒情的動機而言，

知己之情的重要性顯然勝於君臣一倫。49 於是乎，詩人末聯「誅孽與扶良」的

願望，與其說是出於國家的立場，毋寧說是基於友道的關懷。就此話題而言，

杜桂萍的觀點相當準確，她說：「他的殉難只能使用倫理話語予以加以概括而

不能動用政治話語予以推揚，清廷給范承謨種種加封而將他與同時殉難的文士

王龍光、沈上章並稱『三義士』就是出於這樣的原因。」50 儘管「三藩之亂」

是嵇永仁早逝的歷史背景，死於國難與死於知己還是應該仔細區別開來。51 嵇

永仁嘗賡和范氏所作七律，和作中頷聯二句云：「用世自然難避世，酬知焉敢

效無知。」52 知己依然成為話題。然而，他最後卻以一種耐人尋味的態度收束

全篇：「不分此生憔悴盡，旁人猶道是情癡。」53 既不完全是陳述語調，卻無

明顯的價值判斷。話雖如此，我們至少可以由此肯定：詩人深明「死於忠」與

「死於義」並不可能完全等同起來。

范承謨身居要職的緣故，報效知己於嵇永仁不僅是「義」務，更與「忠」

相聯繫起來。儘管如此，由於道德責任相對輕鬆，嵇永仁的發言位置及其抒情

的對象，往往有別於以「忠臣義士」立場和姿態出發的文人――范承謨即為強

烈的對比。相應地，其詩歌和劇作也獲得更寬闊的抒情空間，譬如說，用以抒

發一種幽微的怨尤之情。

49  對於知己之情的重視，不獨嵇永仁而為然。沈上章〈《雙報應》序〉亦從知己、知音、

知遇的角度解讀該劇，並藉以自勉自勵。清•嵇永仁：《雙報應》，收入《古本戲曲

叢刊五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冊 31，卷上，〈序〉，頁 1a-2b。
50  杜桂萍：〈志士情懷與嵇永仁雜劇創作〉，頁 293。
51  嚴藕漁〈讀留山遺稿〉詩亦著眼於永仁詩文中的知己之情：「一編血碧為知希，枉

落廷評有是非。我憶四橫門下士，輓歌悽斷誓同歸。」清•龍顧山人纂，卞孝萱、

姚松點校：《十朝詩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年），卷 4，〈范忠貞子

與幕客〉條，頁 149。
52  清•嵇永仁：〈覽鏡中白髮次蒙谷韻〉，《抱犢山房集》，卷 1，頁 11b。
53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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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浙入閩，嵇永仁自此淪為階下之囚。儘管他曾說過「生寄死歸，熟計已

久，時至即行，無復痛惜」，54 上引「不分此生憔悴盡，旁人猶道是情癡」二

句，詩人不安、猶豫的形象，仍依約可見。在其〈初度自嘲即次蒙谷寄祝原韻〉

的組詩中，雖有「人間若不逢霜雪，桃李春風浪得名」一類自我振作的語句，

更多的卻是「青春莫恨無花放，留取花開向晩途」、「誰能沈醉忘千日，我獨

知非早十年」等自悔之辭。55 組詩其一足以代表此類詩歌「哀而不怨」的風格，

詩云：

人生四十更何為，仗劍天南負所期。亂世虛生留氣魄，危途迥立見鬚眉。

關山涕淚庭幃遠，賓主伶仃天地悲。還憶田間農圃舊，短衣破帽也相宜。56

初度往往是回顧平生的時刻。此時嵇永仁年方四十，卻已邁入人生的最後一

年。他檢算平生，雖留氣魄於亂世危途，卻自覺有負南來閩地的初衷。末聯「還

憶田間農圃舊，短衣破帽也相宜」二句，與其說是對舊日田園生活的嚮往，不

如說是對自己功名未就、呼應詩題的自嘲。然而，此詩雖微有怨悔之情，大體

仍符合儒家「溫柔敦厚」之詩教。

永仁初度詩六首，范承謨一一次韻賡和。57 范氏顯然讀出原詩「關山涕

淚庭幃遠，賓主伶仃天地悲」隱約可見的怨尤之情，面對永仁幽微的情感，

范承謨遂以「靜看霖雨蘇焦涸，飽聽天風被朽枯」、「躍淵待洗煩憂盡，連

袂天衢謝夙緣」58 予以安慰。在他看來，「浴日莫辭閩浪闊，瞻雲已度越山

• 21 •

54  清•嵇永仁：〈《吉吉吟》引〉，同前註，頁 1b。
55  同前註，頁 13b。
56  同前註，頁 13a。
57  范氏和詩多有寬慰之辭，足見二人深厚的情誼，如「留山筆佐螺山舌，何用魚腸始

快腸」（其二）、「文章瀚海光風遠，節義嵸巃傑負深」（其六），均強調書寫之

積極意義；「攜筐共採天台藥，不管人間記姓名」（其五）、「峰頭共話無生訣，

笑領麻姑喚淺斟」（其六），則寄望於他朝，回應永仁歸園田居的願望。清•范

承謨：〈寄祝嵇山農四十初度仍和前韻〉，《范忠貞公（承謨）全集》，卷 3，頁

303-305。
58  同前註，頁 304。



臺　大  中　文  學  報230

邊」，59 王師將至，困境不過一時而已。知交的慰藉作用如何，我們不得而知。

總覽永仁獄中所作，怨悔的情緒於其詩歌中習見，卻是事實。從抒情的手法分

類，有託物自喻的，如〈籠中畫眉次蒙谷韻〉；60 也有如〈憔悴吟〉一類直抒

胸臆的篇什。相對而言，後一種更值得注意，原因不僅在於詩人「主體性」之

突出，更在於此一現象所意味的對儒家詩學規範的逾越。在此角度看，正由於

失諸「溫柔敦厚」，詩歌反而獲得某種難能可貴的「率真」，詩人多元的情感

面貌亦得以展現。〈憔悴吟〉篇幅甚長，僅舉其後半為例：

羈棲伏枕藥罏間，海濱倦鳥思飛還。好音慰藉情凄婉，勸我停驂遲入山。

好友掉臂行，病夫銜淚住。張羅設網日月昏，冥冥翔鴻去無路。雨雪從

來霰集成，蓍龜四體先分明。自是愚忠被束縛，休嗤野客迷歸程。吟來

憔悴看雙鬢，只恐秋添宋玉情。61

〈憔悴吟〉是一首關於追憶和怨悔的詩歌。所憶者，乃詩人如何從「荷鋤將經

營，課僕耕雲煙」62 的田園生活，一步步走到目下「憔悴至於此極」63 的境地。

所悔者，乃詩人即使見微知著，卻由於對「忠」的盲目堅持，終為羅網所縛，

身陷進退不得的困境。儘管此詩不乏比興的運用（「鴻」、「鳥」皆有自喻性），

意象的選擇諸如「羅網」、「倦鳥」亦令人聯想到陶淵明的〈歸園田居〉，然

而，「自是愚忠被束縛」一句，情志之坦蕩，手法之直接，實為永仁獄中詩歌

所罕見者。這亦與詩序「不忍去而去，非但薄情，抑並悖義」64 形成價值上的

衝突。此間所透露的怨尤之情，以及詩歌與序文之間「義」與「忠」的弔詭，

很可能是嵇永仁矛盾心境的真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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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同前註。
60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頁 11a。
61  同前註，頁 4b。
62  同前註。
63  同前註。
6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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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離騷》雜劇是嵇永仁「獄中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65 在同難諸子看

來，此劇乃上承徐渭（1521-1593）《四聲猿》的「鳴志」之作，66 有著抒情化、

個人化的傾向。67 這一特點，從該劇「詞目開宗」即可看見：

【滿庭芳】沅芷重新，湘蘭再茂，三閭舊調堪倫。如聞澤畔，騷語咽風

塵。況值干戈滿地，怎當得、涕淚沾巾。填憂憤，英雄百折，抱義叫天

閽。　知己千秋僅，以身圖報，鐵骨嶙峋。笑涉灘逾嶺，夢也艱辛。撇

下文章粉飾，惟留取、血性天真。漫揮筆，今今古古，都是斷腸人。68

與「副末開場」相倣，開場詞往往承擔兩大功能：概括劇情和揭示主旨。以上

【滿庭芳】則完全側重於後者。姜亮夫曾謂《續離騷》「實與《屈賦》無涉，

借古四事，抒寫其愚昏日慘之遭遇，自敘所謂『續牢騷之遺意，未始非騷』

云。」69 儘管將劇中關目情節一一對應作者現實中的遭遇，不無可議之處，然

而，觀乎「沅芷」、「湘蘭」、「三閭」、「澤畔」、「騷語」等語，嵇永仁

遠紹「屈大夫行吟澤畔，憂愁幽思而《騷》作」70 的用意，確乎昭然若揭。【滿

庭芳】一闋，尚可注意者，還有以下數點。其一，「況值干戈滿地，怎當得、

涕淚沾巾」揭櫫作者情志與歷史環境的關係。其二，過片「知己千秋僅」五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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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續離騷》原刻本收入康熙年間《嵇留山殉難遺稿》卷四，卷首有永仁〈《續離騷》

引〉。雍正刻本署「抱犢山房填詞」，下註「難中遺稿」，而益之以竹崖樵叟〈《續

離騷》序〉。本文所據鄭振鐸氏《清人雜劇》初集本即據雍正刻本翻印，惟失載竹

崖樵叟序，原因待考。其後有同治元年長沙刻《抱犢山房集》所收本、光緒三十二

年蘇州《雁來紅叢報》周刊所載本。另有舊鈔本。參見傅惜華：《清代雜劇全目》，

頁 64-65。
66  清•嵇永仁：《雙報應》，卷上，序，頁 1a。又參范承謨〈書《續離騷》後〉：「慷

慨激烈，氣暢理該，真是元曲。而其毀譽含蓄，又與《四聲猿》爭雄矣。」范氏〈題

詞〉末聯「卻聽三棒漁陽鼓，勝似焚香讀楚騷」亦將《續離騷》視為《四聲猿》的

後繼者。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34a-34b。
67  同樣作於獄中的《雙報應》，其抒情化、個人化的程度，顯然遠遜《續離騷》。參

見該劇首齣〈開宗〉【鷓鴣天】。清•嵇永仁：《雙報應》，卷上，頁 1a。
68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2a。
69  姜亮夫：《楚辭通故》（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二輯，頁 252。
70  清•嵇永仁：〈《續離騷》引〉，《續離騷》，頁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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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個人經歷、抉擇與知己之情的關係。其三，「填憂憤，英雄百折，抱義叫

天閽」在語彙和主題的層面，與屈原〈離騷〉「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

予」71 隱含的承續關係。前二者乃歷史上《續離騷》讀者詮釋劇作的基礎，下

一節會有所討論。至於後者，則為永仁獄中詩歌和劇作所共有，均涉及「忠」

和「怨」的情感表達。

戲曲作為「代言體」，相對詩歌而言，要辨識作者的「自我意識」，顯然

遠為複雜困難。72《續離騷》四折，情節、人物、時代均互不相關，各自獨立。

彼此共同之處，則率與「情」字相關。73 其中〈罵閻羅〉一折，74 尤其反映出

劇作家激越而磅礡的情感。然而，要論證所代言者與代言者的密切關係，除了

可以作者之自述如「續其牢騷之遺意」為據，75 尚可從文本內部尋求蛛絲馬跡。

〈罵閻羅〉中司馬貌的上場白，即透露出其與嵇永仁相倣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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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頁

29。
72  對於如何辨析戲曲中作者的情感，筆者曾有以下的反省：「一則按體式而言，戲曲

代言而非屬自敘……，要辨別劇中人物孰為其『自我』之化身，可謂困難重重。何

況創作主體的意識未必完全集中於單一人物，不同人物或各自分配、承擔作者某部

分『自我』，甚至不成比例。二則戲曲人物必須遵守腳色、行當等程式規範，作者

即便欲藉以抒情、言志，始終有所隔膜，其靈活、圓轉難以與敘述聲音相對單一的

詩歌相比擬。三則戲曲『以歌舞演故事』（王國維語），其『排場』又以關目情節

為本，從理論上說必然牽涉到敘事，即所謂『戲劇行動』的開展，而不必呈現作者

的『自我』。……當作品的首要（甚至可以是惟一）任務在於『言情』，『情』可

能不過是被敘述的題材或主題，未宜等同於作者意志的主觀投射或寄託。」邱嘉耀：

《道德、技藝與自我：蔣士銓及其戲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

學系哲學碩士論文，2019 年，華瑋先生指導），頁 20。
73  清•嵇永仁〈《續離騷》引〉：「歌、哭、笑、罵者，情所鍾也。」《續離騷》，

頁 1a。
74  〈罵閻羅〉的本事、取材以及其與改編自相同題材的文學作品主題上的異同，張家

禎論之甚詳。參見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態與自

我形象建構》，頁 158-161。
75  清•嵇永仁：〈《續離騷》引〉，《續離騷》，頁 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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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生司馬貌，西川人氏。本道箇飽學秀才，到做了窮途落魄。……雖則

窮通有命，其如苦樂不均。雪上加霜，受無窮之蹭蹬；盆中覆日，遭異

樣之摧殘。戀此餘生，敢嗟遲暮。正是：人生四十不得意，明朝散髮歸

扁舟。76

《續離騷》作於嵇永仁四十歲的時候。嵇永仁長期遊幕，終生未仕，嘗自嘆「讀

聖賢書，學經濟事」而「不能輝煌騰達，自行胸臆，依附得志者以行其道」，77

堪稱「受無窮之蹭蹬」。儘管「遭異樣之摧殘」未宜對應其身陷縲絏之處境，

「人生四十不得意」的自喻性，則毋庸置疑。「戀此餘生，敢嗟遲暮」二句，

似亦反映其朝不保夕的獄中生涯之特殊心態。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78

與屈子相彷彿，〈罵閻羅〉最突出的戲劇行動也是對「天道」的質問：

【挂玉鈎】夷齊讓國，卻反遭饑餓。盜跖食肝有結果。顏命夭，彭壽多。

范丹窮苦石崇樂。岳少保忠良喪，秦太師依舊沒災禍。這都是你輪迴錯，

欠停妥。只恐怕辜負了地府君王座。79

此處所以列舉古今歷史人物的遭際，一言以蔽之，實則相當於太史公對「天道

無親，常與善人」80 的質疑。面對閻羅王「元凶巨惡，能漏網於陽間，不能漏

網於地獄」、「善人君子，便吃虧於世上，終不吃虧於天堂」81 的辯解，司馬

貌仍持異議，曰：

至若天堂之設，以待世上吃虧之善人，尚非確典。……眼前有響有應，

人心也知慕知趨。如聽其遭險蒙難，不保軀命，恁般吃虧，僅以虛無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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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同前註，頁 27ab。
77  清•嵇永仁：〈《百苦吟》引〉，《抱犢山房集》，卷 2，頁 1a。
78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屈原賈生

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 84，頁 2482。
79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30b。
80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伯夷列傳》，

卷 61，頁 2124。
81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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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天堂，了其善果，不獨難服善人之心，兼且愚人眼目，只道為善無

益，反懈其相觀好修之念。82

司馬貌此番雄辯的言論，核心在於：「天道」一方面規範人在經驗世界的行為，

另一方面，人身處經驗世界，卻無從驗證屬於超驗世界的「天堂」究竟存在與

否。「天理」由是成為不可知、不可測的信仰。對此人世「窮通壽夭，生死貧

富」83 恆無定理的現象，司馬貌以極其直白的語言予以點破：「便有那天堂身

後過，爭似這生受用白雲窩？」84 張家禎對〈罵閻羅〉主旨的評論很中肯：「嵇

永仁筆下的才子雖然也窮蹇落魄，但他的『罵』卻不為了自身的遭際而發，而

更在於天地間應有的至公至正的喪失。」85

「天問」是嵇永仁「獄中書寫」的共同母題。由於戲曲文體的結構、形製，

它在《續離騷》的表現尤其深刻。〈罵閻羅〉對天道和正義的詰問，實乃藉助

戲曲文體常用的對答結構呈現。86 事實上，司馬貌與閻羅王之間的思想矛盾和

戲劇衝突得以暫時化解，仍有賴於此一結構。如果說劇中不同人物各自分配、

承擔著作者的某部分「自我」，人物之間衝突的形成、開展和調解，也不妨視

為作者內心和思想世界的開展和調解的過程。在此，文本層面的對答結構與作

者層面的情感意志，彼此相關，互為反映。

嵇永仁在不同作品所呈現的「天道觀」並非完全一致。在其獄中詩歌中，

我們很容易發現與上引【挂玉鈎】一曲相近的思想，如〈顛倒歌〉中「顛倒英

雄孰是非，伯夷餓死盜跖肥。太史著書發悲憤，問天不應增歔欷」四句。87 對

• 26 •

82  同前註，頁 31b-32a。
83  同前註，頁 27b-28a。
84  同前註，頁 32b。
85  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態與自我形象建構》，頁

160。
86  明清「抒懷寫憤」雜劇常見的對答結構及其理論意涵，參見王璦玲：〈明清抒懷寫

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形態〉，頁 338。
87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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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顛倒的世道，詩人徒呼「英雄英雄可奈何」。88 然而，在同樣作於獄中，而

稍晚於《續離騷》的《雙報應》傳奇，同一人物的同一段說話，卻展現出兩種

截然不同的「天道觀」：

［判官弔場］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錢

可貴失落官銀，被皂隸陳黑檢去不還，適來求籤，已與暗中指撥，教他

控告陽官。……恐他不知陳黑姓名，且到臨行將塵灰隳落茶杯之內，攪

黑其水，使他暗悟陳黑二字。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

排。89

「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所體現的是宿命論，而「善惡若無報，

乾坤必有私」二句，雖對「天道」的正義性不無保留，仍強調人的作為之於果

報的積極意義。據統計，全劇共三十齣的《雙報應》中，有鬼神等超自然力量

登場者高達十三齣。90 然而，與劇中天理昭彰、報應分明的結局相比，上引判

官的言論無疑成為一種難以諧協的「雜音」。它們卻共同構成嵇永仁駁雜而矛

盾的「天道觀」。

「忠」和「怨」作為嵇永仁「獄中書寫」鮮明而突出的情感範疇，其內涵

以及彼此間的關係相當複雜。忠悃之情的基礎是君臣倫理。然而，由於嵇永仁

長年遊幕，終生未仕，其陷獄赴義的行為，只能從「義」的角度加以定位。相

對於忠君愛國，知己之情、朋友之誼才是嵇永仁創作的主要動力。由於范承謨

的身分和地位，報效知己之「義」由是與保衛家國的「忠」統一起來。這一方

面反映出嵇永仁的忠義之辨，另一方面是其詩句「死忠死義原相成」91 得以成

立的根據。

在嵇永仁陷獄的三年間，道德倫理不但成為其行為的支撐，更成為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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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同前註，頁 6b。
89  清•嵇永仁：《雙報應》，卷下，第 16 齣，頁 4b-5a。
90  張家禎：《戲曲之「用」――明清鼎革之際文人的入世姿態與自我形象建構》，頁

163。
91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1，頁 6a-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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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書寫的題材，乃至所反思的對象。〈《吉吉吟》引〉「死於義，則天何忍使

義士之老親不得所於家鄉耶」92 的天問，即基於其現實中孝、義不能兩全的倫

理困境而發。人窮而返本，在現實中難有作為的嵇永仁由是從求諸「己」轉而

質諸「天」。如果說「誅孽與扶良，天意方顯赫」93 可見其於「天意」猶有所

待，《續離騷》中司馬貌「窮措大，沒有罪，不怕閻羅」、「今來古往公平少，

萬死千生混帳多。太阿倒置，下界遭魔」94 等豪言壯語，則顯然屬於「作者―

人物」間的雙向代言，既反映出作者對經驗世界的觀察，也寄寓其對超驗世界

的質疑。在〈《百苦吟》引〉，嵇永仁詰問者的形象明確可見：

顛危窮迫，逼處幽羈，身體髪膚，空乏凍餓，心志筋骨，勞苦熬煎，豈

天將有意大降之任耶？抑人處憂患之地，而後善心生耶？茫茫彼蒼，莫

能窮詰。硜硜一介，無惡可為。意者我生不辰，適逢其會歟？然運數劫

火，仙佛唾餘，悠悠庸妄，無可奈何，援此諉之於命，而主持世道者，

不敢涉也。95

「茫茫彼蒼，莫能窮詰」，世間無何奈何者，莫此為甚。《孟子》「生於憂患」

的思想顯然無法支撐起嵇永仁的心靈，故其不得不「諉之於命」，轉而求諸虛

妄的命數。

〈告神〉是嵇永仁《百苦吟》的收煞之作。此詩末聯，兼指「蒼天」和「天

子」的意象「天」再度出現：「盛朝刑賞天威在，莫使看為弁上髦。」96 這次

「擬物化」的對象不再是代之以「猩猩、鸚鵡、梟獍、獅蟲」的逆藩，而是詩

人自己。《左傳•昭公九年》「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97 的「古典」，已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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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同前註，頁 2a。
93  同前註，頁 14b。
94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31b、28b。
95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2，頁 1a-1b。
96  同前註，頁 19b。
97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45，頁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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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成為指涉當下的「今事」。嵇永仁的心事自然無法復原，詩歌語言含混和曖

昧的特質，卻促使我們玩味隱含在「莫使」二字背後幽微的情感。基於本節的

討論，可以想像，當中必然雜糅著憂、怨、悔、恨等諸般情緒。

四、抒情的政治：嵇永仁的歷史造像

上一節本文集中討論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及其所再現的情感經

驗，探討其如何藉助不同的文學體裁反覆抒／書寫「忠」和「怨」這兩種看似

相互對立，實則密切相關的情感範疇。以下將從文本內部的分析轉入讀者對文

本的接受，考察歷史上個別讀者（竹崖樵叟）和組織化、制度化、去個人化的

讀者群體（四庫館臣）的閱讀實踐，探討他們對嵇永仁獄中詩歌、傳記、劇作

所再現之獄中經驗和情感表達的具體接受。對於嵇永仁複雜而多元的情感面貌

和精神世界，後代讀者基於其各異的發言語境、位置和動機，表現出歧異的閱

讀興趣和關懷，所強調的文本面向各有不同。如何理解嵇永仁死亡的意義、奠

定其歷史地位，以及詮釋其臨終前所作一系列詩歌、劇作的情志內涵，則成為

備受關注的重點。他們對嵇永仁的閱讀和詮釋，不但塑造出面貌不同的作者形

象，也為其作品建構出迥異的「抒情性」。如果嵇永仁的「獄中書寫」是文化

再現的一種方式，讀者對相關文本「閱讀―詮釋」策略的呼籲和主張，則可以

視為對特定文化再現形式的介入和干預。如此一來，對作者的情志和作品「抒

情性」之認識，亦無可避免染上政治的色彩。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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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由於涉及價值、權力和意識形態，「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認為所有文化再

現形式的本質都是政治性的。其關注點之一，是文化作品或文本本身的政治性質及

影響。儘管此為新近的概念，仍對我們思考古典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提供相當

的啟發。（英）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李根芳譯：《文化理

論詞彙（第二版）》（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 年），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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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嵇永仁的歷史意識與四庫館臣對其詩文的編輯

所謂「歷史意識」（historical mindedness），是指「人類詮釋其外在世界

變遷及其自身變遷的心靈活動」，並藉此「瞭解自己的特質以及自己在外在世

界中的位置及方向。」99 嵇永仁顯然深具歷史意識。其歷史意識不但構成嵇永

仁的自我認知，更主導其如何理解書寫行為的意義。對於《百苦吟》所收錄的

101 首詩歌之性質，嵇永仁一方面強調其「寫實性」，謂「真情實境，不假思索，

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即酸，聊作患難圖繪可也。」100 此一強調「寫實性」

的詩學，尚須配合以其他條件，亦即作者起興、抒情也就是詩歌創作過程「不

假思索」的「即時性」。於是，「吟者撚鬚未斷，讀者觸心即酸」，未經修辭

化的詩歌語言即為詩人情志的直接表現，從而獲得某種「真實感」。另一方面，

則突出個人的發言位置和倫理身分，曰：「三家村老撲棗打油，尚且流傳閭巷，

士女謳歌，矧余輩之羽翼忠孝，砥礪名節者哉？」101 對嵇永仁來說――起碼

在理論的層面――書寫的意義乃在於能否發揮見證（witnessing）的功能。102

至此，書寫不僅可以體現某種倫理觀念，書寫行為本身，甚至已成為一種理應

躬行實踐的倫理責任和義務。相對而言，書寫主體將退居次要的位置。在嵇永

仁的絕命詩中，他說：「此身若遂沈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103 可見其「詩

史」意識，換言之，他將詩歌視為歷史的特殊見證。

書寫一旦被視為見證者的義務，「寫實性」自然成為寫作的宗旨。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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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胡昌智：《歷史知識與社會變遷》（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年），頁

20。
100 清•嵇永仁：〈《百苦吟》引〉，頁 1b-2a。
101 同前註，頁 2a。
102 獄中諸子均極其重視文字的見證功能，參見沈上章：〈《百苦吟》自敘〉，清•范

承謨：《范忠貞公（承謨）全集》，附錄，頁 438-439。
103 清•嵇永仁：〈囑林翁能任為余珍重殘詩〉，《抱犢山房集》，卷 1，頁 30b。此

詩可視為嵇永仁的遺囑，《抱犢山房集》的編者（其子嵇曾筠）將此詩繫於《吉吉

吟》卷末，也暗示出這層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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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獄中詩或敘述個人的獄中經驗，或紀錄忠義人物的行跡，顯然有著實錄的追

求。前一類詩歌，《百苦吟》可為代表。後一類詩歌，則頗有為人立傳的用意，

《吉吉吟》中的〈劉紀綱〉、〈李生〉等詩即為其例。此外，嵇永仁為同難者

所作的傳記《和淚譜》，亦以實錄為寫作的原則。〈《和淚譜》引〉：

《和淚譜》者，中丞公處患難中以炭畫壁所為作也。何以取諸？取諸文

信國「只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之句也。……忠孝節義，操

之自我，生死禍福，聽之於天。一旦依稀冺沒，不能如草木之留根荄於

人間，傳聞失真，紀載少實，非所以砥世道、回狂瀾也。故於公詩，互

相酬和，復撰《和淚譜》，紀同難諸人顛末，以略存其梗概云。104

按「只恐史臣編不到，老夫和淚寫新詩」二句，作者或作徐世隆，或作王磐，

並非出自文天祥（1236-1283）的手筆。然而，嵇永仁編纂《和淚譜》的用意――

「紀同難諸人顛末，以略存其梗概」――則與二句詩意相同。

呼應嵇永仁書史的立場，《和淚譜》的敘述策略亦以寫實為宗旨。具體而

言，即是在紀錄傳主的籍貫、字號、著作及仕宦經歷以外，盡可能稽考其宗族、

家世乃至與范氏的交誼。以侯全的傳記為例，此篇花費不少篇幅敘述其他相關

人物，諸如其妾侍紀氏、侄子王天祐乃至義僕李誠，在甲寅變起後的遭際及作為。

故《和淚譜》不但有合傳的傾向，且兼具家譜的特質，因而與傳統紀傳體傳記有

著相當的差異。此一現象，還見於嵇永仁為沈上章所作的傳記。《和淚譜三》：

（沈上章）嘗揮淚為余言曰：「僕本姓俞，名積治，字端初。……父行

四，諱香林，字雲槐。……生五子，長積沛，為夏公彝仲（案：夏允彝，

1596-1645）門人。豐城鄭公諱澹若，宰華亭，特薦其文。列於庠。後

緣鼎革，夏公彝仲與陳公臥子（案：陳子龍，1608-1647）皆死於難，

兄從之死，舉家星散。仲積溥，削髮竄四方。季積澄，徙於浙。從兄積

澍等，俱改姓王以避禍。……」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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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同前註，卷 3，頁 1a-2a。
105 同前註，頁 8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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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直接引語的方式，容讓傳主娓娓道來，很可能是為了保留說話者語調的「質

感」，使讀者如見其人。106 事實上，這種將話語權回歸說話者的敘述方式，

甚至可視為嵇永仁貫徹其見證者身分認同及書寫倫理的表現。107 

「寫實性」的基礎是歷史意識。在歷史意識的驅動下，書寫成為了一種具

有道德意涵的行為，書寫的內容題材（如忠孝節義）和語言形式（如對非虛構

的追求）也受到一定程度的規限。事實上，閱讀嵇永仁的獄中詩文，還可從中

領略其「史識」――對歷史事件的判斷。如上引沈上章的傳記，便間接反映出

嵇永仁如何理解作為德目的「忠」。在嵇永仁看來，沈上章長兄俞積沛追隨夏

允彝抗清的經歷，不但並非書寫時的禁忌，反而能藉此突顯沈氏「家聲光大」

以及「沐浴忠厚之深」。108 這種對「忠」的理解，同樣見於《抱犢山房集》卷

首吳陳琰（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康熙年間）撰寫的〈殉難三義士合傳〉，109 某

程度上，這同時代表《抱犢山房集》編纂者嵇曾筠（1670-1738）的見解。

儘管嵇永仁殉於「三藩之亂」，其子嵇曾筠生前亦曾官拜吏部尚書，四庫

館臣並沒有全盤接受他們的觀點。《抱犢山房集》雖獲收入《四庫全書》，〈和

淚譜三〉中所有關於沈上章兄弟的敘述，皆被刪削殆盡，蕩然無存。110 基於

見證者的身分認同，即使身陷囹圄，嵇永仁仍試圖一一紀錄他所遭遇的歷史巨

變，以及浮沉於其中的忠義人物。沈上章即為其耳聞目見的一員。嵇永仁似乎

認為，作為美德的「忠」，其價值無關乎其所行使的對象。於是乎，他追溯傳

主家族中的忠義行徑，試圖在表彰其人的同時，也藉此彰顯其家世。然而，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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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趙毅衡：《當說者被說的時候：比較敘述學導論》（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
年），頁 167。

107 當然，說話者也是被敘述出來的，敘事學者提醒我們：「直接引語並不是絕對隔絕

於敘述加工之外的底本語言狀態，依然是受轉述控制的。」此外，由於中文原無標

點符號，敘述時多使用直接引語，故此，歸還說話權予說話者究竟是文化現實，還

是有意減少敘述上的控制，仍需個別而論。同前註，頁 170-173。
108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3，頁 8a。
109 同前註，合傳，頁 3a。
110 四庫本《抱犢山房集》，卷 3，頁 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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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仁沒有意識到，由於忠明與忠清本質上的差異，這種敘事框架和策略始終與

官方意識形態相悖。四庫館臣將俞積沛的生平刪去，既是基於意識形態的編輯

手段，也是對「三藩之亂」殉難者形象的「淨化」。

除卻對特定歷史敘述的刪削，四庫館臣對《抱犢山房集》的編輯，還及於

嵇永仁的詩歌。他們對《吉吉吟》和《百苦吭》所作出的重大修訂，起碼還有

三處。其一為刪去「從來削藩鎮，禍患由茲生」二句，其二、三為將〈風鶴〉

詩「亂世如絲性命微，驚傳消息是耶非」及〈初度自嘲即次蒙谷寄祝原韻〉

其一「亂世虛生留氣魄，危途迥立見鬚眉」中的「亂世」，分別篡改為「難

裏」和「平世」。111 前詩可見永仁史識，後二詩則表現出其陷獄期間的私密

感受――他所親歷、遭逢的「三藩之亂」，在他看來，很可能無異於天崩地坼

的動盪時代。從結果而論，嵇永仁可能判斷有誤，但這一份情感卻不失其真誠，

不應備受質疑，更不應被後來者粗暴地「修正」。

四庫館臣行使其編輯者的權力，就嵇永仁的詩文加以審查、刪改，並非難

以理解的事情。對於《四庫全書》的纂修過程，著名明清史學者孟森曾批評「四

庫館開，而根本刪改，禁毀原書。此所以成清代書籍中一大公案也」，112 可

見纂修《四庫全書》的政治意涵。進而言之，《四庫提要》作為知識生產的結

果，自然體現出國家的權力意志，也暗含官方認可的價值觀念，絕非客觀而中

立。113 這一點，從四庫館臣所撰《抱犢山房集•提要》即可窺知：

永仁以諸生佐幕，尚未授官，而抗節殞身，義不從逆。其所為詩文，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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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同前註，卷 1、2，頁 10b、7a、13b。
112 孟森：〈選刻四庫全書評議〉，《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

頁 594-595。
113 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 年），頁 41。然而，《四庫全書》作為龐大的文化工程，

與事者各有其利益訴求。有關當時學者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以及皇帝、官僚及不同

學者之間的張力，參見（美）蓋博堅（Kent Guy）著，鄭雲豔譯：《皇帝的四庫：

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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縷述當時實事。獄中不得筆墨，以炭屑畫於四壁。閩人重其人品，錄而

傳之。今誦其詞，奕奕然猶有生氣，與范承謨畫壁諸詩，同為忠臣孝子

之言，不但以文章論矣。114

以上文字，不但道出嵇永仁以布衣殉難的特殊性質，也揭示出其獄中詩文「縷

述當時實事」的見證功能。更重要的是，〈提要〉將其與范承謨相提並論，進

而編入古往今來「忠臣孝子」的系譜。「不但以文章論矣」一句，與其說反映

了文章之學在古代相對次要的文化地位，不如說是表彰特定道德倫理範疇的政

治話語。115 質而言之，〈提要〉所肯定的是嵇永仁的道德形象及其詩文的道

德意義，相對而言，作品的文學史成就和作者情感之複雜面貌，則非評價的重

心。

（二）語境的追求：《續離騷》的文人化詮釋

相對於四庫館臣對嵇永仁詩文的片面理解，時人對《續離騷》雜劇提出一

套具象化的閱讀策略，主張從「歷史整體性」亦即語境化的角度把握劇中隱然

指向現實政治的複雜情感。

雍正刻本《續離騷》卷首所附署名竹崖樵叟的〈《續離騷》序〉，就本劇

的評論史而言，可說是一篇有著承先啟後意義的重要文獻。所謂「承先」，指

的是其中「罵亦類漁陽悲壯」、「再傳四聲之猿」及「濡毫遣興，何殊七澤之

行吟」、「感事鳴憂，奚啻三閭之獨醒」等語，116 分別指出此劇與徐渭《四

聲猿》及屈原《離騷》的聯繫，乃上承獄中諸子評論而來。「啟後」者，則在

於對讀者的重視：

• 34 •

114 四庫本《抱犢山房集》，〈提要〉，頁 1b -2a。
115 與嵇永仁相倣，四庫館臣亦從道德倫理層面評價范承謨的詩文：「文以人重，承謨

之謂矣。」清•范承謨：《范忠貞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14 冊），提要，頁 2a。
116 清•竹崖樵叟：〈《續離騷》序〉，頁 397-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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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毫遣興，何殊七澤之行吟。感事鳴憂，奚啻三閭之獨醒。無語不入情，

真使人笑啼俱至。有言皆寓意，頓令我塊磊能消。斯可謂歷憂患而盱衡

千古，因發憤而遊戲三昧者也。噫！在獄才子，再傳四聲之猿；搦管文

人，已窺一斑之豹。所當亟懸國門，廣布海內，庶知有江左新音，何必

非楚詞別調。在作者，不妨託諸意中。在讀者，尤當索之言外云爾。
 117

「使人笑啼俱至」、「令我塊磊能消」云云，是竹崖樵叟個人閱讀經驗的描述，

也是獄中諸子讀劇後的反應，《和淚譜一》謂王龍光「最喜余所著《續離騷》，

夜則高歌一闋，已而四壁有嬉笑者，有怒罵者，有悄然悲而淚下者」，118 是

為其證。「在讀者，尤當索之言外」，則超越個人閱讀實踐的範圍，而形成特

定的閱讀方法和策略，即對作品「言外之意」的追求。

中國詩歌和詩學傳統的影響在〈《續離騷》序〉俯拾可見。首先，竹崖樵

叟將《續離騷》視為一種與詩歌相若的抒情性文本。無論「寄愁埋憂」、「焚

書廢筆」，還是「濡毫遣興」、「感事鳴憂」，119 均見其對創作主體的重視。

至於「歌同郢里，哭比長沙，笑固似稷下滑稽，罵亦類漁陽悲壯」四句，120

則為基於此劇乃言志之作的判斷，分別就〈扯淡歌〉、〈哭泥神〉、〈笑布袋〉

及〈罵閻羅〉四折所作的評論。要而言之，「歌同郢里」推崇〈扯淡歌〉猶如

〈陽春〉、〈白雪〉，關乎作品的格調；「哭比長沙」乃就事類而言，謂〈哭

泥神〉的情感類型近於賈誼（賈氏嘗拜長沙王太傅）之哭；「笑固似稷下滑稽」

與修辭相關，點出〈笑布袋〉意在言外的諷喻性質；「罵亦類漁陽悲壯」則涉

及語言風格的指認和文學傳統的判斷。

其次，作為詩歌詮釋方法的「以意逆志」是此一閱讀策略的基礎。《孟

子•萬章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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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同前註。
118 清•嵇永仁：《抱犢山房集》，卷 3，頁 4b-5a。
119 清•竹崖樵叟：〈《續離騷》序〉，頁 397。
120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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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121 觀乎竹崖樵叟的序，「無語不入情」、「有言皆寓意」二句互文見義，

以「情」、「意」對舉，實則偏義於「情」，即作者的情志，而非語言表層的

「字面義」。至於「索之言外」，則意味著對「文本」的超越，進而關注「作

者―文本」關係。在竹崖樵叟看來，作者的「本意」寄託在文本之中，然而讀

者要尋繹其本意，就不能只關注文本層的「言」，而須兼顧文本外部，如作者

意圖、創作情境、歷史背景等。至於「歷憂患而盱衡千古，因發憤而遊戲三昧」

二句，一方面揭示出抒情的歷史性，另一方面可視為對以上歷史化詮釋傾向的

補充。如此一來，就創作層面而言，作者的歷史經驗促成書寫行為的出現，也

規限著其所書寫的內容；就閱讀層面而言，重視考掘作者的生命史及時代背景

的「知人論世」，則成為讀者從事「以意逆志」的詮釋活動之輔助――語境化

是此一閱讀策略的具體追求。

此外，發揮影響的還有作為詩學命題的「知音」觀念。基於對「言」、「意」

關係的理解，「言不盡意」成為竹崖樵叟主張的「閱讀―詮釋」策略的前提，

「知音」則是能夠「索之言外」的理想讀者。此一觀念，在〈《續離騷》序〉

乃以用典的方式表現出來：「弔沉石之屈子，祗宜飲酒讀《騷》。念顧曲之周郎，

亦可逢場作戲。」122 前二句典出《世說新語•任誕》王孝伯「痛飲酒，熟讀〈離

騷〉，便可稱名士」，123 卻強調動機在於憑弔屈原，是對嵇永仁「填詞不可

抗《騷》，而續其牢騷之遺意」124 的發揮。「念顧曲之周郎，亦可逢場作戲」

二句，則典出《三國志》「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

之，知之必顧」。125 顧曲周郎作為「知音」的熟典，「曲」與「周郎」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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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九上， 
297。

122 清•竹崖樵叟：〈《續離騷》序〉，頁 397。
123 徐震堮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下册，卷下，頁 410。
124 清•嵇永仁：〈《續離騷》引〉，《續離騷》，頁 1b。
125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卷 54，

頁 1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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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在此似乎有著更具體實在的指涉。這不禁令人聯想到嵇永仁《續離騷》「詞

目開宗」中「知己千秋僅，以身圖報，鐵骨嶙峋」126 的自敘，也與范承謨〈書

《續離騷》後〉「捧讀之際，具感友誼忠懷，不禁涕泗滂沱」127 的觀劇反應

隱然有所相關。那麼，將「周郎」視為范承謨，將「逢場作戲」理解為永仁填

詞獄中，未嘗囿於劇場正式與否，似乎亦無不可。

竹崖樵叟所提倡的語境化「閱讀―詮釋」策略，並非出於美學立場探討戲

曲的詮釋方法和理論，而有其現實的道德倫理關懷。一如現代學者所言：「嵇

永仁之浮出歷史地表，是災變和苦難合作的結晶」。128 上文亦曾述及，嵇永

仁陷獄的經歷如何促成他對書寫意義的理解，並成就其獄中詩歌和劇作豐富而

複雜的情感面貌。儘管嵇永仁的獄中詩文屢經刪削，其歷史形象亦遭到國家力

量的簡化和重塑，進而被納入以道德勸懲為旨趣的倫理話語及「忠臣孝子」系

譜，必須承認的是，由於「三藩之亂」作為清前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嵇永仁的

殞命必然具備某種公共性。嵇永仁對此一公共性的認識，也反過來構成其寫作

的動機和意義。在此背景下，解讀作品所寄託的情志，不僅是語義學或詮釋學

的問題，更是倫理學的問題，因為它彰顯出讀者所秉持的理念和價值。竹崖樵

叟主張的《續離騷》的「閱讀―詮釋」策略，固然受到詩歌詩學傳統的影響，

也與清代戲曲文人化、案頭化、抒情化的發展趨勢相關，同時應該置於文化和

政治的脈絡加以檢視。在此，我們可以看見抒情和文學詮釋在美學範疇以外的

道德和政治意涵。

閱讀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為我們進一步審視抒情和文學詮釋的

文化和政治意涵提供重要的啟示。閱讀史作為書籍史（history of book）的分

支，承繼了書籍史的跨學科特點，於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目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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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清•嵇永仁：《續離騷》，頁 2a。
127 同前註，頁 34a。
128 杜桂萍：〈志士情懷與嵇永仁雜劇創作〉，頁 289。



臺　大  中　文  學  報246

（bibliography）和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的研究方法多所借鑒。129 與抽象

化的文學批評不同，閱讀史研究關注讀者和閱讀行為在不同具體時空的歷史特

徵。閱讀史學者由是主張區分文本和書籍二者，強調文本的物質形態，也就是

其物理表現形式。就此而言，廣義的書籍就是書寫或印刷於具體物件上的文字

文本。正因為讀者所解讀的文本是以特定物質形態承載、框定和呈現的文本，

書籍作為文本與讀者之間的中介，「規定了使用文本、理解文本、拈借文本的

方式」，也影響著讀者的期待，從而在某程度上決定了文本的意義。130 

在嵇永仁的個案中，物質形態不但參與著文本意義的構成，對文本物質形

態的理解（也就是認識到文本乃以何種物質形態被呈現的），甚至成為讀者接

受作者作品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姜垐〈嵇留山先生傳〉對嵇永仁形象的建構，

即循此思路展開：

先生工詩，尤善填詞，少所作《遊戲三昧》一種，膾炙人口。至是悲思

憤鬱，所作皆極淋漓沈痛，不堪卒讀。賊甚惡之，防範嚴密，禁絕楮墨，

乃燒桴存炭，圖著作於四壁。入夜，陰房鬼火，照見壞牆，字跡熒熒飛

舞，先生擊節而歌，羽聲悽愴，聞者唏噓泣下。131

「禁絕楮墨」是嵇永仁的歷史處境，「燒桴存炭」乃其因應之道，「四壁」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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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Roger Chartier, translated by Lydia G. Cochrane,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3。中譯本參見（法）羅杰•夏蒂埃著，吳泓緲、

張璐譯：《書籍的秩序――14 至 18 世紀的書寫文化與社會》（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3 年），頁 88。早在 1989 年出版的會議論文集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中，

Chartier 呼籲文化史或許可從「文本批評、書籍史、以及文化社會學的交叉道上，

找到一個新的區域」。其提交的會議論文〈文本、印刷術、解讀〉，即為此一主張

的初步實踐，收入（美）林•亨特（Lynn Hunt）編，江政寬譯：《新文化史》（臺

北：麥田出版，2002 年），頁 219-244。
130 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7 年），頁 11、56-61、120-121。
131 四庫本《抱犢山房集》，〈傳〉，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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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著作」（文本）的物質形態。132 觀乎「字跡熒熒飛舞」的敘述，嵇永

仁的「獄中書寫」被賦予某種傳奇色彩。在此，書寫的物質條件、在此條件下

生成的文本，以及呈現文本的物質形態，成為傳記的敘述重心，亦為塑造傳主

形象的重要手段。四庫館臣同樣執行著與姜垐類近的書寫策略，卻嘗試將道德

與文本物質形態扣連起來。觀乎《抱犢山房集•提要》的筆法，也就是從「以

炭屑畫於四壁」過渡至「閩人重其人品，錄而傳之」，而結穴於「與范承謨畫

壁諸詩，同為忠臣孝子之言」，133 可知四庫館臣所關懷的始終是嵇永仁的人

格，以及其獄中詩文可供驅遣的道德力量。物質形態即便規限讀者如何使用、

理解和挪用（appropriate）文本，文本意義依然浮動不居，難以被凝定下來。

閱讀作為心理的認知過程，模擬和重建的難度很大。加上歷史上的讀者早

已故世，要重構特定時空的閱讀實踐，文字文本便成為主要的憑據。〈《續離

騷》序〉就是竹崖樵叟的閱讀實踐賴以重建的文字文本。就〈《續離騷》序〉

的性質而言，此序應視為提倡某種文人化閱讀策略的歷史文獻，還是可以更進

一步，視為當時包括竹崖樵叟在內的閱讀社群的閱讀經驗之寫照？這或許要

視乎研究者的歷史想像力，及其進行歷史想像時是否具備「歷史整體性」的思

維。如葉維廉所言：「歷史意識和文化美學形式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們在研

究單一的現象時，必須將它放入其生成並與別的因素密切互峙的歷史全景中去

透視。」134 模擬和重建歷史上的閱讀實踐時，也應該具備這種歷史意識。竹

崖樵叟的主張本身，就暗示了當時存在著不同的閱讀實踐，而「在讀者，尤當

索之言外」作為其主張的綱領，也意味著文本意義的不穩定性和多元詮釋的可

能。所謂「理想讀者」，也就是中國詩學所說的「知音」，終究是一種理論上

的假設，其背後是「本義」的想像和追求。在古代中國的語境，由於認為文本

132 無獨有偶，根據王逸注，〈天問〉也是屈原「仰見圖畫，因書其壁」而作。宋•洪

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85。
133 四庫本《抱犢山房集》，〈提要〉，頁 1b-2a。
134 葉維廉：〈歷史整體性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之省思〉，《中國詩學》（臺北：臺大

出版中心，2014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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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義」與作者的「本意」密切相關。「知音」說不僅關乎文學詮釋，更具

備某種文化意義，也就是與作者思接千載，尚友古人。「頌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135「知人論世」的原初目的並非

對語義表達規律的探討。

文化意義是接合嵇永仁「獄中書寫」與竹崖樵叟主張的閱讀策略的關鍵。

如果說「在讀者，尤當索之言外」是竹崖樵叟提倡的「閱讀契約」，用以呼籲、

引導、規限潛在讀者對《續離騷》的閱讀方向，其基礎則為一種閱讀的倫理，

一種讀者理應肩負的道德責任。與此閱讀的倫理相對應的，是書寫的倫理，也

就是嵇永仁對於書寫的見證功能，及其書寫足以「羽翼忠孝，砥礪名節」136

的認識。文學的創作和詮釋行為都是價值和意識形態的體現。因此，對言外之

意的尋繹，不僅是文學的議題，更是與德性、倫理和社會責任相關的文化議題。

反過來說，我們亦不應從詮釋的有效性角度，去評斷竹崖樵叟「索之言外」的

主張是否合理。

本節剖析嵇永仁的兩種歷史造像。四庫館臣所締造的嵇永仁，與范承謨相

倣，是忠臣孝子系譜中的一員。竹崖樵叟則繼承、闡揚獄中諸子的閱讀傾向，

把《續離騷》視為抒情性的文本，並呼籲當時後世的讀者尋繹作者寄託其中的

情志。就接受的文類而言，詩文和戲曲分別成為各自關注的重心。四庫館臣強

調嵇永仁詩文中的忠悃之情，卻對其他情感範疇，如上節曾仔細辨析的悔恨、

怨尤之情，或視而不見，或加以刪削，有平面化其歷史形象的傾向。相反，竹

崖樵叟則提出一套具象化的閱讀策略，主張從「歷史整體性」亦即語境化的角

度領略劇中寄寓的複雜情感。這種往詩歌文體靠攏的閱讀和詮釋傾向，是曲學

「尊體」觀念的體現，也是清代戲曲「文人化」趨向極致的具體表徵。至此，

「文人化」不僅關乎文本層面諸如題材內容、語言風格等特徵，還要求一套相

應的「閱讀―詮釋」策略和機制供讀者尋繹作者之情志。

135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卷十下，頁 342。
136 清•嵇永仁：〈《百苦吟》引〉，頁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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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四庫館臣和竹崖樵叟為代表的兩條接受嵇永仁的路徑，所對應的是

兩種不同的文體（詩文與戲曲），所建構出的是兩種不同的形象（忠臣孝子與

詩人屈原的繼承者），其所體現的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性。儘管文化再現

無可避免牽涉著權力的運作，也為特定的價值和意識形態所支撐，由於身分、

動機和發言位置的差異，以上兩種歷史造像所蘊涵的政治性未宜等量齊觀。學

者提醒我們：「以政治閱讀（to politicize）任何書寫活動，一定可以讀出當中

的政治意味。但『政治』不是中性的，其作用也有分殊。」137「四庫本」《抱

犢山房集》的政治性，乃在於四庫館臣憑藉國家的力量和權力，就嵇永仁的詩

文施以有意識、制度化且系統性的編輯和改寫，並繫以一篇具引導、規範性質

的〈提要〉，從而框定讀者將接觸的作者及其情感面貌，並為其以道德倫理為

核心的價值系統張目。

相對而言，竹崖樵叟在提倡特定「閱讀―詮釋」策略的同時，卻為讀者保

留相當的詮釋空間。嵇永仁的死亡顯然具備某種公共性，若缺乏有關其政治經

歷和處境的認識，我們亦將難以深入他的詩文和戲曲世界，充分領略其情志內

容（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第二節考察《續離騷》的生成條件和語境，可視為對

竹崖樵叟主張的具體實踐）。儘管如此，〈《續離騷》序〉卻沒有將抒情與政

治綑綁起來，只是呼籲讀者關注此劇的「抒情性」。舉例而言，序中「哭比長

沙」雖指出〈哭泥神〉一折所寄託的情感，可與官拜長沙王太傅的賈誼相類比，

卻沒有泯滅作為典故的「賈生淚」的多義性：它可以專指為墮馬而亡的梁懷王

而哭，138 用以類比一種取義較窄、有特定對象的「忠」；亦可以指向賈誼〈治

137 陳國球：〈司馬長風的唯情新文學史〉，《抒情傳統論與中國文學史》（臺北：時

報文化出版公司，2021 年），頁 454。引文又見於陳國球：〈詩意與唯情的政治――

司馬長風文學史論述的追求與幻滅〉，《文學史書寫形態與文化政治》（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34。二文題目有異，基本上還是同一篇文章，惟後

文內容似經編輯，或非完稿。
138 漢•司馬遷著，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屈原賈生

列傳》，卷 84，頁 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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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策〉「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139

泛稱一種感時憂國的情感。《文心雕龍•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

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140 同樣是據事以類義，竹崖樵叟卻沒有像後

來的《曲海總目提要》那般，僵硬地把〈杜秀才痛哭泥神廟〉的意義限定在一

人一事，謂「永仁或有籌策，傷承謨不能用，借此寓意」。141 要而言之，竹

崖樵叟的主張是以特定對象――即嵇永仁的《續離騷》――為範圍的詮釋方

法。他呼籲讀者超越文本，連接文本與文本賴以生成的歷史環境，以及身處其

中的作者，進而推敲文本的意涵（significance）。此一主張背後，是對「真」

的追求，而恰與四庫館臣的作為形成反諷式的對照。

五、餘論：「抒情性」與明清雜劇的文化建構

二十世紀三○年代，鄭振鐸（1898-1958）纂集個人庋藏的清人雜劇，出

版《清人雜劇》初、二集，嵇永仁《續離騷》即收錄其中。鄭氏在〈《續離騷》

跋〉回應了《曲海總目提要》「永仁或有籌策，傷承謨不能用，借此寓意」的

說法，謂此說「理或然歟」。142 驟觀鄭振鐸看似未置可否，其立場實則與《曲

海總目提要》相侔。鄭振鐸深受傳統詩學的影響，「理或然歟」的「理」，正

由「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觀念所支撐。是以他在評論〈罵閻羅〉時，

將劇中「善人現世受報」的思想，視為嵇永仁久處困境的幽微寄託，曰：「永

仁于此蓋不無深意存，其或于獄底刀光之下，尚有一線之冀望在歟？」143 此

139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賈誼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卷 48，頁 2230。
140 梁•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年），卷 8，

頁 614。
141 董康：《曲海總目提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 年），卷 22，頁 1051。
142 清•嵇永仁：《續離騷》，〈跋〉，頁 2b。
143 同前註，頁 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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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亦同前。此一詮釋傾向，甚至發展為一種「線性」的歷史思維，〈《續

離騷》跋〉中云：

《續離騷》胥為憤激不平之作，悲世憫人之什。蓋永仁遘難囚居，不知

命在何時，情緒由憤鬱之極而變為平淡，思想由沈悶之極而變為高超，

而語調則由罵世而變為嘲世，由積極之痛哭而變為消極之浩歌。蓋不知

生之可樂，又何有乎死之可怖。144

儘管表示猜測、推斷語氣的「蓋」字屢見，鄭振鐸明顯接受了嵇永仁〈《續離

騷》引〉「續其牢騷之遺意」的自述，並進一步將「歌」、「哭」、「笑」、

「罵」推衍為作者情緒變化的歷程。這種極端語境化、本事化的解讀方式，既

糅合了「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等觀念，也將文本的形式結構納入意義乃

至「抒情性」的生產和詮釋過程之中。鄭氏的觀點，當代學者曾永義後來有所

承繼。曾氏將嵇永仁的寫作次序推斷為從〈哭泥神〉、〈罵閻羅〉到〈扯淡歌〉、

〈笑布袋〉，顯然與鄭振鐸「情緒由憤鬱之極而變為平淡，思想由沈悶之極而

變為高超」的說法遙相呼應。145 然而，曾永義評論〈罵閻羅〉時，謂「由開

首定場詩觀之，永仁此時此際，蓋已由驚愕憤激漸至沈潛透徹矣」，146 這是

對鄭振鐸線性史觀的修正，反映其對文本生成的複雜性之認識。

從雍正到當代，戲曲批評和研究範式屢經轉移，語境化則為古今學者評論

嵇永仁《續離騷》雜劇時的共同關懷，值得深思。以下試將此一現象置於戲曲

研究領域，尤其是明清雜劇的學術史脈絡中加以審視。

鄭振鐸是現代學術意義的明清雜劇研究之奠基人。他在〈清人雜劇初集

序〉提出「純正之文人劇，其完成當在清代」147 的論斷，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

鄭氏對清雜劇特質的界定，乃結合明雜劇而論，主要從題材內容、語言風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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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同前註，頁 1b。
145 曾永義：〈清代雜劇概論〉，《中國古典戲劇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975 年），頁 139。
146 同前註，頁 140。
147 鄭振鐸纂集：《清人雜劇初二集》，〈序〉，頁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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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量。鄭振鐸對明清雜劇發展史的觀察值得注意：

緣是雜劇無異短劇之殊號，非復與傳奇為南北之對峙。民眾伶工，漸與

疏隔。徒供藝林欣賞，稀見登臺演唱者矣。148

此處不僅道出戲曲史上案頭與場上分化的現象，更指出雜劇脫離音樂性以後的

「案頭化」傾向。所謂案頭化，就是對「文本性」（textuality）以及構成「文

本性」的諸多要素（如「雜劇無異短劇」即就體製篇幅而言）的關注。明清雜

劇發展至此，儼然成為文章學意義上的「文體」，而非始終處於中間狀態、有

待搬演的未完成的「劇本」。

案頭化是清初雜劇「抒情化」的孿生現象。現代學者對清初雜劇「抒情性」

的建構，即在將戲曲視為抒情言志文體的前設下進行的。如許祥麟提出的「擬

劇本」概念，乃用以指稱戲曲史上「以傳統的雜劇樣式為載體，以抒發自我為

主旨的創作現象」。149 杜桂萍分別從敘述者、文本體製、音樂形態三方面論

證明清雜劇的「抒情原則」及其向詩騷傳統靠攏的歷史軌跡，亦以明清雜劇乃

「文人呈才寫心、率意表達」的文體作為前提而開展。150 

學者對雜劇「抒情化」予以關注，並以「抒懷寫憤」概括明清雜劇之特質，

可謂其來有自。「抒懷寫憤」對創作主體的重視，乃淵源自屈原的自述：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杼情。（〈惜誦〉）

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惜往日〉）

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遠遊〉）151 

王逸注「發憤以杼情」曰：「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利害，

渫己情思，以風諫君也。」又曰：「杼，一作舒。」152 羅根澤謂此「文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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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同前註。
149 許祥麟：〈「擬劇本」：未走通的文體演變之路――兼評廖燕柴舟別集雜劇四種〉，

《文學評論》1998 年第 6 期，頁 144。
150 杜桂萍：〈抒情原則之確立與明清雜劇的文體嬗變〉，《文學遺產》2014 年第 6 期，

頁 93-104。
151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頁 121、150-151、165。
152 同前註，頁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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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說」，即講求作者在文學生成過程的作用。153 至清初鄒式金（1596-1677）

〈雜劇三集小引〉，亦強調雜劇創作的抒情特質，並進一步按照內容題材，將

明清之際雜劇的抒情模式劃為四種類型：

邇來世變滄桑，人多懷感，或抑鬱幽憂，抒其禾黍銅駝之怨；或憤懣激

烈，寫其擊壺彈鋏之思；或月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或蛇神牛鬼，

發其問天遊仙之夢。154 

這是現代學者以「抒懷寫憤」概括明清雜劇特質的前史。

然而，清初雜劇的案頭化不僅是創作的傾向，也是閱讀趣味的表現。學界

對清初雜劇「抒情性」的探討，幾乎只從作者和文本的層面立論，而未將讀者

納入其視野及具體研究框架中。在王璦玲所勾畫的「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作家

系譜中，嵇永仁佔有重要席位。至於此一「次文類」的文體特質，王氏有如下

的概括：

在中國戲曲的發展歷程中，此一類特殊的劇作，由於受到作者「自抒胸
4 4 4 4 4

臆」創作動機
4 4 4 4 4

的引導，往往成為作家「自我呈現」的載體，形成了具有

可稱之為「戲劇抒情化」傾向的抒情短劇。155

寫憤類雜劇之主體性呈現，除了將作者自我直接投入劇中人物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借彼口

吻，說我心聲之外，另一種藝術表現的手法，則為作者跳離自身主觀凡

地位，把自己「客體化」成為客觀描繪的對象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56

總括而言，雜劇而以「抒懷寫憤」標其意旨，主要是就作品的創作目的
4 4 4 4

與內涵
4 4

取類，……。157

以上理論反思，實有發人深省之處。然而，其所重建的明清雜劇美學，焦點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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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2003 年），頁 112-116。
154 清•鄒式金、鄒漪編：《雜劇三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引，

頁 3a。
155 王璦玲：〈明清抒懷寫憤雜劇之劇構特質與審美形態〉，頁 289。
156 同前註，頁 338。
157 同前註，頁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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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作者―文本」的相互關係。此一傾向，乃上承明清曲學對雜劇文體「抒

情性」及其形式特徵的關注，前者如徐翽（士俊，1602-1681）謂「今之所謂北者，

皆牢騷骯髒、不得於時者之所為也」；158 後者如袁幔亭（于令，1592-1672）謂

「雜劇，詞場之短兵也。或以寄悲憤、寫跅弛、紀妖冶、書忠孝，無窮心事，

無窮感觸，借四折為寓言」。159 然而，讀者作為意義生產的重要環節，在現代

學者對明清雜劇「抒情性」及其文體建構的過程中，顯然是缺席而受到忽視的。

從閱讀史的立場看，接受美學和讀者反應批評的局限在於：這兩個理論

流派所關注的「讀者」，乃基於作者意圖和文本虛構而成，只是一種理論上的

假設。160 就此而言，嵇永仁的個案有著特殊意義。其一是閱讀史的。永仁及

獄中諸子赴義前遺留的文字，以題詞、序跋、書信、傳記等形式，紀錄下康熙

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間身陷囹圄的他們的具體閱讀實踐。此一案例滿

足了閱讀史對讀者和閱讀行為的歷史性之訴求。其二是戲曲史的。嵇永仁敘王

龍光「最喜余所著《續離騷》，夜則高歌一闋，已而四壁有嬉笑者，有怒罵者，

有悄然悲而淚下者」，161 乃至竹崖樵叟所主張的語境化「閱讀―詮釋」策略，

反映出戲曲如何作為一種文章學意義上的文體，被歷史上的讀者視為廣義的案

頭文本加以閱讀，從而區別於性質曖昧、含混的作為藝術類型的「戲劇」，以

及作為風格標誌的「案頭化」文本。

《續離騷》以「事」結撰而成，亦取義於「事類」。歷史故事本身就有著

隱喻的可能性。故此，《續離騷》本質上是一種「象喻性文本」，162 允許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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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明•沈泰編：《盛明雜劇》（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 年），一集，〈序〉，

頁 3a。
159 同前註，二集，袁〈敘〉，頁 2b-3a。
160 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閱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頁 34。
161 清•嵇永仁：〈和淚譜一〉，《抱犢山房集》，卷 3，頁 4b-5a。
162 「象喻性文本」作為文本類型，乃相對「記事性文本」而言，參見周裕鍇：《中國

古代文學闡釋學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0 年），頁 384-386。有關明

清詩文中的象徵、隱喻、寓言及其研究方法之系統論述，參見嚴志雄：〈導論〉，《錢

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 年），頁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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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的多元詮釋。然而，要作出此一判斷，必須經過一番歷史化、語境化和脈

絡化的體察諦視。本文的旨趣除卻重審嵇永仁「獄中書寫」的抒情議題、重構

當時後世讀者的接受，也在於重新歷史化、語境化和脈絡化嵇永仁其人其作。

所以將「抒情性」問題化，用意不在於推翻戲曲史將《續離騷》視為抒情性文

本的主流觀點，更不在於顛覆作者意圖或文本本身作為文本意義來源或重要參

照的既有立場，而旨在揭示出文學抒情的複雜性，以及探討抒情性文本時，方

法上的後設思考及具體操作時有其蜿蜒迂迴之必要。以本文討論的《續離騷》

為例，由於文本表層的歷史故事具備表意功能，文本內部的「敘事性」不必然

指向外部作者的情志，文本的「抒情性」於是難以獲得充分的保證。也就是說，

敘事本身――在理論上――即可能構成作者的創作動機和劇作的全部意義，相

應地，讀者釋義時亦毋須求諸外部的文獻。163 古代中國的詩歌詮釋史上，就

163 戲曲所敘演之事件及其意涵，實則相當於《文心雕龍•事類》「據事以類義，援古

以證今」所揭出的「事」與「義」之間的關係。匿名審查人提醒：明清戲曲批評理

論中，「本自不乏劇作家別有所託之見解，不獨被學者標誌為『抒懷寫憤』之劇作

為然」，例子如傅一臣《蘇門嘯》雜劇，該劇雖取材自話本小說，汪漸鴻（1593-
？）卻謂傅氏此劇「抱璞見刖，歷落風塵，幾同步兵，想借蘇門一嘯以破之耳」，

又如李贄（1527-1602）評《拜月亭》，亦云作者「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

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

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審查先生所言極是。筆者認為，

「事」與「義」的關係確為戲曲史上一大課題，值得深入探究。前引鄒式金〈雜劇

三集小引〉將近時雜劇歸納為四種類型，其中「或月露風雲，寄其飲醇近婦之情；

或蛇神牛鬼，發其問天遊仙之夢」二種，尤其反映出「事」與「義」之間的緊密關

係。即如向被視為商業劇作家的李漁（1611-1680），既自承「惟於製曲填詞之頃，

非但鬱藉以舒，慍為之解」，且認為戲曲「非若他種文字，欲作寓言，必須遠引曲

譬，蘊藉包含」，可見劇中人物不無作者主體意識之投射。限於主題和學力，此論

題之詳細探討，恐怕要俟之他日。引文分見明•汪漸鴻〈蘇門嘯小引〉，收入郭英

德、李志遠纂箋：《明清戲曲序跋纂箋》，第 3 冊，卷 5，頁 1349；明•李贄：〈雜

說〉，《焚書•續焚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3，頁 97；清•李漁：

《閒情偶寄•詞曲部•賓白第四》，收入《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第 3 冊，卷 2，〈語求肖似〉條，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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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出現過以下弔詭的現象：「宋代人既然認為本事決定意義，依此邏輯反過來

說，作品的本義也可以通過本事的改變而改變。」164 由此回頭看竹崖樵叟的

〈《續離騷》序〉，其主張實則是希望藉由對本事和創作情境的指認，從而確

立《續離騷》的本義和「抒情性」。在這個意義上說，儘管文本往往蘊含作者

的情志，作者甚至藉助各種手段，嘗試揭示出文本的抒情意向（如嵇永仁的

〈《續離騷》引〉）；在解讀、批評和接受的過程中，仍須獲得讀者的確認。

故此，文本的「抒情性」無可避免是一種後天的文化建構產物。從事「索之言

外」的詮釋活動的讀者，也就參與了文本意義的建構。165

如果說「抒情」牽涉「作者」和「文本」二端，作為審美特質的「抒情性」

得以界定，則有待於「讀者」之參與。然而，讀者對文本意義（包括本文集中

討論的「抒情性」）建構之效力必然有其限制。回顧當代文學理論的發展史，

讀者在批評活動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視，166 乃至有學者認為意義不是生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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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周裕鍇：《中國古代文學闡釋學十講》，頁 261。
165 時至清末，《雁來紅叢報》對《續離騷》去語境、去脈絡化的理解和挪用，再次證

明作品的「抒情性」並非一成不變的――當然，如何詮釋作者的情志，仍有合理與

否的差別。《雁來紅叢報》於 1906 年創刊於蘇州，以「宣傳反抗專制統治，播揚

民主科學思想」為宗旨，內容以「載前賢未刊及不經見之文學名著為主，兼及史籍

與自然科學知識」，而所刊作品的思想傾向於「隱晦地反對清朝統治，讚頌反抗強

權專制的志士仁人」。《續離騷》作為載錄其中的戲曲劇本之一（另外的是黃憲清

的《凌波鏡》、《鴛鴦鏡》和黃振的《石榴記》），被視為旨在「發泄對現實統治

的不滿」，這一重意義，顯然是激於清末時局而衍生。而且，經過上文的辨析，可

知嵇永仁在「三藩之亂」的行徑及其「獄中書寫」的內容思想，不但與「反對清朝

統治」毫不相干，更折射出清初漢人之於清廷的向心力。參見祝均宙、黃培瑋輯錄：

《中國近代文藝報刊概覽（二）》，收入《中國近代文學大系 1840-1919•史料索

引集•2》（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 年），頁 9-10。清初漢人忠君思想在「三

藩之亂」的表現和意義，參見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1937-2006）有關清朝開

國歷史的研究，（美）魏斐德著，陳蘇鎮等譯：〈從明至清的忠君思想〉，《洪業：

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年），下冊，頁 695-729。
166 參見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1986 年），頁 19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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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的組合和排列，而是字句與讀者意識持續不斷的互動和修正，167 甚至主

張「文本的客觀性只是一種幻想」。168 然而，對於讀者在詮釋活動中的重要

性，予以調和折中的學者亦不乏其人，如艾柯（Umberto Eco, 1932-2016）便

提出「文本意圖」（intentio operis）的概念，突出文本對讀者的引導作用。169

張隆溪的反思值得借鑒：「我們無須排除任何一種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學的觀點：

作者、文本、讀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響著意義的形成。對文學的深刻理

解只能來自所有這些要求的綜合、所有這些力量的暫時的平衡和協調一致，來

自從視野融合的瞬間產生出來的學識和教養。」170 張氏長期致力於詮釋學的

研究，早年已對意義的相對主義有所警惕。171 上引文字，反映其對「走向詮

釋的多元化」之追求，也揭示出詮釋的價值標準，並非僅僅繫於作者、文本或

讀者其中一端。一如黃侃（1886-1935）所言：「雖當時未必不託物以發端，

而後世則不能離言而求象。」172

（責任校對：王誠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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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Stanley Fish, “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 in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1-67. 中譯本見（美）斯坦利•費什著，文楚安譯：〈讀

者中的文學：感受文體學〉，《讀者反應批評：理論與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1998 年），頁 130-190。
168 Ibid., pp.42.
169 （義）艾柯等著，王宇根譯：《詮釋與過度詮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1。
170 張隆溪著，馮川譯：《道與邏各斯：東西方文學闡釋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2006 年），頁 256。
171 張隆溪：《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頁 206-210。
172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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