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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 唐人思想與命論的向度，見諸唐傳奇文本中，不僅作品

題材廣泛，尤其側重於文人對於功名富貴的追求及其幻滅，抑或寄

託於豪俠、或者神異題材的意匠經營，儼然成為唐人關注 「命運」思

想與意識型態的總彙 。 本文乃聚焦於 ( 古鏡記 〉 系列文本，視為唐人

命論的神話原型， ~皇含著 「鏡鑑」 命運歸宿的特質，作為閱覽者鑑H(l，

與觀照的向度 。 再者通過古鏡與銅鏡文化的底遜，亦可視為唐人命

論思想的原型結構，乃以宇宙氣化的觀念，一反道德覺察的進路，

進而統攝自然命定、陰!這因果以及思想.éi悟的層 面 。 亦即通過 「 以鏡

原命 」 的意向，試圖闡釋此一糾葛於科舉、儒釋道三教，以及天命獄

勞觀的思維方式 。 此一論述，乃有別於過去儒家論命與性 「性能則命

通 」 的觀點，一轉而為 「命通性能 」 的意識型態，實為此一階段特殊

的 「 命論 」 義理架局 。

證諸 〈 古鏡吉已 〉 以及多元的銅鏡文化脈絡，唐人傳奇至為顯著的

義理. up ;是統攝於 「 物類相感 」 白色文化模式，關涉了巫、祥、道等中

介角色的敘事功能;是以 「物類感應」的模式，乃作為可與天人與神

鬼交感的文化模式，互為補充 。 誠如青銅古鏡之照物，儼然自成一

有機與 「 交感」的世界 。 進而得以重建吾人與萬物 、神異繫聯與對話

的模式;在中國哲學普遍關懷 「 天人關1.f: J 的義理框架之外，確立另

一個 「物類感應」的表述型態 。

關鍵詞: 命論 、 唐人傳奇、命通性能 、 物類感應 、古鏡吉己

木文l::WIτ 荷閥科會言|荒 「 聖巫|晶lì沙~iJ火化人怖之採勘 J ( NSC I OO-24 10-H-343-012 ) 部分成J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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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削 百

!宙人傳奇小說題材多元， 文體本身即具備了豐富的文化裁體茗、涵 ， 除了人物、

情節、思想的要素之外，此 獨特的形式，更反映出科舉制度 、 官場文化 、 轉鎮割

據、組妓文化以及志人與法、怪的多重向度 。 通過唐人傳奇 ，閥述此一階段「命論 」

的幕詞，可以視為儒家入1笠 、 以殺f弗迫出租觀的互補與平衡。再者，針對傳奇中「再

現」的文化岡象而觀，本文乃聚焦(古鈍記〉系列為主軸，並旁攝於唐人傳尚的性

情與哲理結梢，意圖透過 「夢境」的覺與懦、「銳象」的鑒質與觀省，從而賦予唐人

思想面貌的氣韻生動，以及 「原命」與 「貨道」的義理架局 。

再者，唐人傳奇的敘事中 ， 穿插寄去場的人物與橋段 ， 包括奇情女子、僧道巫 ← 、

豪俠典人，以及通靈神物的出現，則提供7常事人獨立思考的契機 。 將關於人'1三應

該 「如何」的問題 ， 轉向命運 ' 1萬何」的質問 。 如此一來 ， 這番提撕與營策的手法 ，

對於當事者以及讀者而言 ，猶如大夢乍醇 ， 只見傳奇前後的光景，還有:身努腳下，

才能充分體悟到浮生「若夢， J 的道理 。

貳、「以鏡原命」的義理向度

傳奇的小說的播揚與習向，在袁郊的<1:1 榨言在 } 、裝側的 〈傳奇} 等選本的推波

助il品下，蔚為奇觀 。 尤其是裴側的 {傳奇}一書，更是傳奇之所以被稱之為 「傳奇」

的由來 。 透過王度的 ( 古銳記 〉 、張文成的 ( 遊1111窟 〉 、 無名氏的 〈補江總白猿傅 〉

等作的開啟，充分將六朝志怪小說的底蔽，轉化l吸收，方能成就唐人傳奇的宏大意

間 。 )~有中唐階段的高潮起伏，筒 '1有佳料在白LI兩後眷筍般湧現;沈既濟的 ( 任氏俾 〉 、

〈 枕中記〉、李公依的 ( 南柯太守傳〉 、 ( 謝小娥俾 ) 、 李:!;~月威的(柳毅傳 〉 、 元般的 ( 鶯

鶯傅〉、|凍玄祐的(高!É魂記 ) 、 李最亮的(李車武傳)等 。 不僅作品題材廣泛，尤其

側重於文人的戀愛本事 ，以及文人對於功和富賞的追求及其幻滅 ， 抑或寄託於豪俠、

或者神與題材的意匠經營，儼然成為唐人關注「命運 J J思想與意識型態的總漿 。

本文認為王度 ( 古鏡記 〉 文 ， 誠可視為上述為唐人傳奇敘事模式的「原型 」

( archetype ) , })在且具備推原「命運」神話的進路 。 有助於疏通潛在於小說情節結格之

- 144-



l東旻志 以鏡原命 唐人傳奇「物類交 @{. J 的 命吉布模式

下 ， 作為興情與感惱的「哲理結情 J ' '~:Il W路程針對傳奇小說的↑.~一情l勾結稿兩餓 、 指

出「天命 」 概念的存在，可以視為唐人傳奇的主要意念內容，亦為 「預i生i J 自吵架

樁， fl 為此一階段 「哲學突破」 的底蘊;進而作為「小說結機」 中 ， 斂布情色;íJ 、 鋪

寫人物的環節 。 矽11 12 L1 ( 定賊!出) 、 〈鄭德麟〉與(也L禱告:傳〉等作 ，或{普車l喻畫兒，重

心若似放在主角的境域，官以，這示或傳播天命的觀念為依蹄 ， ;)t.以命運的覺察為聚

焦 。( 柳毅(專 ) 、 ( 那元振〉與 c億鶯傳〉俱是探討命之所定，以及如何在敘事的l決帶

巾 ，自主比如何與天命結合的課題 .r 此間命于 1 J 的 II'，~'I蜓，誠是此階段 「哲學突破」

對於 「人之處境」的具體表現 。 2

有鑑於此，如何通過 ( 出銳記 ) 這一柄煉形柯l ì白 ， 能明能盟的神銳，進而 「 折

射 」 出唐人命論的獨特視野 P 誠如 l鏡之所以為「鏡」 的理則，磨鏡銘又;有所言自 「 啦

若 11 水，自交如秋月 。 清你內絆， 主ë~fij外發」的描述 。 「銳毓」的日的，本文認為立在不

在於直撥涉及哲學償俏商 F的判斷，而常是透過傳奇敘事手法的指移， í再現」此-

「命迷 」 交織的文化倒像 ， 提供閱覽者與情悟型的獨特進路 。 是以本文認為研傳奇

中 「以銳原命，以莎載道 J I的特殊意向， )j色可作為唐人命論與思想的背理結梢 。

I~討於這[前古銳的來歷、流傳十分1-*勝， 7';淵源於黃帝鑄造的十五鈍，此鏡是第

八I呵，圳後河南的季子得之 ， -，d:}贈與蘇恥;i : 繼而侯牛得之，手LH!會予王)吏， 司，但主再贈

給弟弟+勛， l'迄最後 「 開向 」 失銳的傳奇 。 說辟疆指的 ( ，~，銳記)的地位，特別

是木文侈陳滋裂，辭肯放詭，實乃8今小說紀 「銳與 」 者之大賊 。 3質 | 方之六朝;ìS-;'I'F.

的遺風， èìrnl荊有j再美國之新憾 ， 允為)~f人小說的閒U I之作 。 FI三氏 ;1(;;1守斯作，列為

唐人傳奇主定編之首俑 ， 以>ó其統勵之前M績 。 此外並將系列有關誠紀 「鏡具」諸作 ，

從屬其l' ' 顯見以銳 í -i'什 l京 J (1甘系譜 4 

{其 間錄 - 李守泰〉 、 o專其志 敬元穎〉 、 {原 化吉己 治、人 }、《國 史補 . t品

l 本文研究方法 、 不必採ÎJ榮格!魚型 ( archcrype ) JW論 ， 進行情人命論「市鏡原耳r.~ J 之探助 ，

試例糊不「以銳!京命 」 胏iJrJ戶的深1Ft結稽之附涵 。 )成型批評如*依綠榮格的敘述 ﹒ 原3日貝1)手J 如

~- "之分梳 1. r 原型 J J~指潛意識深尉 ， 111逍傅形成的原始在ii殿 。 2 . r j加利益:象 J J'J詐j初始立

象) ji J.辰1世在:怠識'1-'高度泌縮的表現，非但d迫傅，可以在不|叫父化民族中有相似的表現 " 3 
r I辰!í耳其象 J l1i 1娃原1世;豆豆車也特定人僻的特定!及現 ， 可以|主/f 守 主主的不|口l而有千變萬化 。 例如 l

(，，'大的母親之版711l;當象，參見榮格 h誦， ( 人>>其象徵) ，與卓甫詩 ( 直」七 \r/~結出版社﹒

1999 ) 可 貞 6 、 1 72 。

2 與鵬程 可 〈 唐傳奇的tU1i與結構 ) , (J古人傳奇 〉 導讀 (安~l: 金楓出版社， 1987) ， 頁 3 1 、

33 、 34 ' 
3ïf辟柄編， (唐人傳于:1 小說 ) (*北火;史iJi-出版社 ， 1993 ) ，頁 1 0 " 

4 汪肘位編， (}古人伸向小說) ， 頁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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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貢鏡}、《松總錄﹒新右漁人〉、{三水小犧 ﹒ 元4真〉、《太平廣Z己﹒陣湖漁

者〉

其中(李守泰〉 一則，乃訴說另一面神鏡的異閉「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

心鏡一面，縱橫九寸， 青瑩耀日，背有盤籠， 長三尺四寸五分 ，勢如生動 。 玄宗覺

而異之 。 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泰說明，鑄銳時有老人名龍護， 小童名玄冥，

協助鏡匠呂暉於五月五日午時揚子江中，鑄成這面撤龍銳 。 值此鏡成之際，竟頓失

龍護與玄冥，顯示兩人乃驟然 「化入 」 鏡中，傳為奇談 。 後來唐玄宗也以此鏡祈雨，

及時化解國之困局，無不豆豆驗 。

再如(揚州貢銳〉一條內云 : I 揚州舊貢江心銳 ， 五月五日揚子江所鑄也 。 或言

無百煉者，六七十煉則止 。 易破難成，往往有鳴者」 。 為此一百煉鏡 ， 張錯認為即是

「 撥龍鏡」 。 白居易更有 ( 百鍊鏡〉 一詩 ， 有謂 「太宗常以人為銳 ，鑑古鑑今不鑑容，

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局L懸心中 。 」唐代每年玄宗生辰 ， 被稱為千秋節 。 除了向

皇上獻上壽酒外，巨子也會向皇帝獻上 「 鏡子 」和代表吉祥 。皇帝亦有回賜臣子銅

鏡 「以明其心志」的習俗 。 7

本文以銳「原命」的意向，顯然針對個人命運的發現或揭露 ，猶如此一古鏡系

列文木中「閔匣視鏡」 的啟倍 。 無論是關涉 「 自我命運的發現J' 抑或是對於 「命運

內容世界的揭露 J ' {具足以開啟「 目擊 」 與 「鏡錄」的義理向度

其一為「原命」典「鏡鑑」的小說敘事結構: 探討(古鏡〉系列與傳奇

小說 「 問命」的書寫模式

其二為「貫道」與「物類感應」的哲理結構 :探討「命通性能」與「因物

達情」的多重交感模式

就中國敘事學的底蘊而言， 亦即是以 「 結構之道」貫穿 「 結構之技 」 的 「 雙構性思

維」方式;顯層的「技巧性結構 J '賀，蘊含著深層的「哲理性結構 J '才能體現出作

為敘事作品結構之雙重性 。 試圖歸納唐人思想與命論的 「交感 」 模式論，有助於進

一步疏導 「艾 J I道」分合、文以載道、文以貫道的譜系，以及儒道思想上關於天人

5 汪辟疆編， <唐人傳奇小說) ， 頁 1 0 。

6 汪辟鐘編， {唐人傳奇小說> ' 頁 1 3 。

?張錯，(一茵銅鏡還是五面銅銳 ? ~-J青傳奇 ( 古銳記〉視覺文本的探求) , (故宮文物月刊》

277(2006): 88-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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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惑 、物類感Jf，息等論題 ， 重新賦予創造性的訟釋 。 並寓有將「敘事結構」呼應 「 天

人之道 」 的寫作過:圈，兩者的合一，是超越辨殼的綜合。 a

一、 目擊與 「鏡鑑」的陰鷺因果觀

!青傳奇的作者 、同時也扮演了命運 「 目擊者」的敘述視角 ，強調傳奇之寫作，

皆于]所依據以歧本事，而非純然杜撰之作 。 意圖強化放事的可信度，或於文前與發，

或者世於父:末俯收，除了 「案斷」余文的觀點之外 ， 皆以指出偽間依據的消息來源，

強調事干了所本，平添傳奇諾作事信有J傳的感慨色彩 。 ( 古鏡記〉作者，乃以追憶、陳述

古銳?可là~S事跡的緣由 ， 故作為惘然若失與處身喪亂的感慨「今皮遭i主攘攘， Jjff 'i吧，鬱

快， 而電如般，生派何地，質銳復去，以哉 ! 至于具其與跡，列之於後，數千íIiX之下，

倘有得者，如l其所，-H耳 J Q 9期間.:EJn'曾以此古銳\!會弟三F勛，以:1士遠遊 。 勛揣鏡川入

手71 山大川 、 叢林主持~ ， 皆能降魔辟邪驅獸伏波 。 後來聽從高士「天下神物，必不久

居人間 J 1的呦告，將銳攜回歸還其兄 。 ~月後，度問|更中悲鳴，其聲串專宏如古巴!是咆

|吼， IJH區視之 ， 已失銳之所在 。

如斯Tfli龍說，神異的銅銳，往往具有鎮鬼降妖、去邪消災的功能，或能發光照見

魁魅 ， 不能隱形 。 無怪乎處士贊欺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的論點 。 可見古銳的載

體，除了盟主照的鏡面功能之外，過身「刑具足的神象與造型，應可納入前述:1等 「敘事

結徜 J 1呼!胚「太人之道」的T!J'~!結惱 。 !主l 銳的或得或失 ， 苗季子贈與蘇綽 、 侯生贈

予王)支乃依天命所賦與機緣.古銳之失f嗨 ， 也不外乎同歸於古錢神畏的「天命 J '凡

此種種殊!侈的際逝，遠) 1 人力所能箏，援 。 即使曾經持有的穌綽，在布卦觀象後的預

言 「我紀後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銳， 不但LI所在 。 先人侯家(侯生 ) ，復的i王氏

(主皮) 。 過此以悴， 莫如何之也 。 」說穿 f仍不脫天命「日!學者 」 的現身說法 ， 以

強化憫人普遍 r 1進能因果」的思想論斷，誠如|劉禹錫(天論昨〉所言「世之巨大:者

一道焉 ，判ij~1l月 11再者 ，則1=:1 ]人)j竹人質:影響，禍必以罪降，褔必以善練，窮厄而呼必

nJ 闕， 隱痛 riTi m，丌必 "J 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 ，故陰驚之說騰焉 。 10既存的毛主事力

“此_r雙惜↑'1几，I，*fi: J 說，參見楊義 ， {rl'國敘事你)(嘉草草 : 南掌管理學院 ， 1 998 ) 0 ];:14 1-5 1 
t公義與!)~鵬程1月且認為凶方的結稿主義敘事開論 哥 乃以 「 吾吾言學」為優勢領域，而I.IJ閻敘事Jlg

論(敘事學)倍以「史月，l J 為優勢父:僧，不|吋於四方敘事學的研究傾向 ， 較可有重敘事文水|什

在的'1111象研究，詳見楊義， < rll國敘事學 ) ，特言 ，只 6 、 7 ，結桶，頁 38 、 39 '以反興鵬程，

〈火化符號學H盡J七 盡濟學生l:書局 ， 1992 ) ，頁 278 ' 279 0 

。 ìHlêrÐ里編， UJ:f人伸向 小說} ，頁 3 。
10 收錄於吳父:i台桶， <悅j金資料致編} 第 I lIIf (北京 可'1j曰:局， 1982 ) ， 頁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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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乃以六朝志1至志人小說， '慣於鱗|練的因果報應的型態，匯合佛教三世因果的理

則，進一步與天命觀連結，儼然成為 「天命意識 J' 亦是唐人思潮的重要特徵 。 II並

且往往以 「定命」稱呼「陰鶯 J '並以鬼神橋段之音量臂，作為「天蔥、」傳達的媒介 。

與鵬程即指出，此一題材反映，'-1'，唐人以 「小說 」 來思考生命的處境， s白旦與韓愈 r 文

以貫道 」 、 白居易 「詩以l/&義」的詩文論題一致， {具為展現此一時代集體理想，以及

價值的觀念型特質 。 尤其重要者，在於體現了中唐阿I後「哲學的突破 J' 亦即關切於

人類處境的宇宙本質，激生 J'一種思考與認誠 ， 屆此促成人類對於自身處境的本身，

以及其意義，都有了新的詮釋或肯定 。 12

此一笑傲的深度與廣度，固然無法與先秦思想的哲學突破匹擬，然而這一意涵

的揭示，誠是本文認為傳奇作者，大體扮演著「鬥擊」者的敘Jj，1觀點而言 ， 亦即對

於上述關注於天人關係'以及宇宙秩序性的思考，無不充滿了「天命」的禮贊 。 有

助於開啟中國有學 「 命」論的幅員與具體向皮 e 草草閉路程亦歸納大多數的傳奇敘事，

在具體悶述天命時，往往含有「誇明」的意味，亦即經過懷疑 、 試探，意圖自才能、

福咎壽天、貧富的耽i弱 ， 繼而逐步歸向天命的思索歷程::1立自且與之澄然冥合，消除

罪怨與憤恨 。 lJ例如自行簡的〈二華書記〉在闡述天命親的敘述↑宵節時，必經詰問 : r 豈

偶然耶?抑必前定耳目。」的句型 ，此-9'11所歸宿的「證明」模式，恰恰相應於 「鏡

錄 」 的敘事觀點 。

誠如(占銳記〉 中所敘述王度友人的寶劍， 1止光不過一三尺 相對於此，這一

猶如寶劍「閒匣」的古銳，卻能光照敏丈 。 雖是向l妙如此 ，卻仍不足以與日月爭飾，

作者身為 「目擊」者的設問 「豈太陽太陰之艘，不可做也乎? J ' 苦甚至在「每日月

薄蝕，鏡亦昏|味 J ' "除了對比呈現H 月 、 古銳 、 資象IJ三者的差別 ， 吏的、括古鏡實力

「雯，命」於天，卻也受到天理規律制約的 「證明」模式 。 天地不仁 ， 古鏡亦不仁，

除了降妖之外，古鏡還有級人療疾的神效 。 「時天下人飢 ， 百姓疾病，蒲峽之間 ， 痛

疾尤甚 J '此要拿出rl了鏡一照 ， r 至11兔並j愈 」。 然而，古銳並不是和人類站在同一個水

不間，以看待人|銜的疾苦 。 遂有古鏡托夢抱怨的橋段道 : r 百姓有罪 ， 天與之疾 ， 奈

何使我反天救物 I J 此誠復歸於 「銳鑑 」 最幕本的敘事可掃而，亦即並不能過度 「 入

戲 J '才能充分完成 「諮明 」 天命的任務 。

為了證成 ( 古鏡記)的種種特異功能，如何充分運用鏡像的多元構架 ，以支撐

I1 [í哩鵬程， ( 唐傳奇的性悄與結fi'lJ> ' 其 6 、 1 8 ' 
12 g哩鵬嘿 ， (府傳有的們的與結稱 ) ，其 B 、 9 、 1 0 。

"製脫手里， ( 情傳奇的位情與結稱 ) , t{ 1 2 。

"烈性FU注1漏 、 <1青人傳寄小說) ，頁 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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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旻志 以鏡原命 唐人傳奇「物如交&\J 的命論模式

種種數具怪間的敘述發展 。 張銷認為作者Jlli用盟寫的銅銳知識，配合獨特的心像與

任談J(~出了一~鉤步千占的銳 (f專衍 。 更藉出路!vç的文字意象'1=f喚出貨物的

視覺形象，進而4年已火;木巾互相蔥的( overl ap ) 、 互換( interchange ) 、五感( interplay ) 、

反丘補( rec iprocate ) ， 形成一種奇特的視覺文本( visua l text ) ，方能成就此 則神

銳的使命 。 1 5 1劍涉銅鈴的索|怨，到:寓涵著 「銳繳」的敘事功能 ， 占銳的內清質以的

明， l!X託言?申其強調煉]阱月1冶 ，乃至於閃銳的鑑照，致使|到賢人，心邪而膽5良心里JJ的

效應，准為以銳 r }i主lJfl J 的文化蔥、象 。 16

顯見此一以銳 「 于ft原」奇特的視覺火本的設定，已然具備著獨特的命論與思想

的flfUll純情 a 強制 「 銳鑑 」 與 「日擊」的敘事模式，在張文成(遊{II皓) 1- 1 1敘述主

角與十娘臨行贈圳，也正是以 「揚州青銅鈴 」 為信物，並贈誌云 : r {III人好負悶，悔:

上毆一潛觀 。 |峽水菱光傲，臨M訊竹影寒，月下H守綺鵝，池邊獨舞惚，主"j"道人，心變，從

渠!闊的屑 。 」顯見以銳鑑膽之敘字指i步 ﹒ 並1的現此一需仙境遊l嘿，觸日所反 「真成

物外勾稍有物 ，質足人間斷絕人 」 悽婉欲絕的獨特況l味 。 17~成如以銳悅原的敘事 I ，'ij皮，

將此|裂楚↑育事﹒以H擊者的視角，催促迢來 。

二 、夢以載道

tlLl J昕線)的中冶，能明能蠶的神鏡， 51~銷進-步指山， < 15銳記)誠然是精具俯

靈仙的 「光的文本 J ( optica l tex t ) 、特圳~!!!制古銳的光Ì"'1l清朗 ， 表述此一視覺文*

的採求 。 基本的敘事功能，乃司'f於折光反射 ， ~YJ心見悅 ， 洞悉幽J缸，有拉大銳 。 "

銅îfl如此種組川]途的產巾，質與民間~I~術、佛教、道教的發展有平等密切的關系 。

銅銳神泌的各自表述，在人們心鬥巾!'I'J ';t~ f吉反而台 I閉眼滅 ， 於是， 儼然成為以術 、

佛教和 l道，教宣揚的魔力的法瓣， < 古銳言已 〉 圳11真銳精示現

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1.述，良久乃且 。 反心獨怪 。 日月平，龍

的張v，t ﹒ 〈一面銅銳fiJJ{.1iJtr削鈍。 一一唐傅~'. < 11"銳記 ) 制質文本l的探求 〉 心'I 80 , 
1" Y 衣服自己J < 中國 tlJi拍世抖} 且1I捐出 ， 許多民族的創|的申訢 具有一種 r JJR~.W凶帥 J (而1I型向

區 i~} )的神言;ri~1f型， 去現山鉤符的Iklll侈的川給你 。ill1常以直II IC的程式娃!~L : 1.神話樂悶 (原始

的于Ui秩序) - 2 樂悶破壞(人類叛抑、認制I鬥爭、洪水際劫的災樂Illil過程) 一-3 樂間

重建 (恢復于前你初的秩序﹒ ilirt呵'JJ到歸 ) . I 芋際 ﹒ {巾閥神話世界} f編， ("J:Jt :洪互~H\
版社 .2009 ) . 只 l 鉤 。

17 干11'(位編 。 與鵬程導泊 . {!#人仰向 ) ( ;立」七 金融l出版的 ﹒ 1987 ) 'l~I 鈞、 80 、
"恨的 ， ( 'l fJ j銅鈴起娃五間銅銳。 r.JiNJ.，甘(1:扛銳記 〉 祐~~文本的採求 〉 可 ti 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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駒來謂皮 曰: r 龍駒昨忽 夢一人 ，龍頭蛇身，朱冠紫脹， ~青龍駒，我即鏡

精也，名曰紫珍 。 」

王度使小吏「龍駒」持有企1:1滿月的圓鏡治病 ， 以及龍駒夢見 「龍頭蛇身，朱冠紫服 」

的銳精，體現了日眼與鏡鑑的對應關係 . 也傳達了此期的思想向度 ， 亦即增加17 r夢

占 」 的推原色彩，進一步鋪|揀了 「 夢以jl或迫」的義理結楷 3 亦即透過夢的預示、宣

教以及界定善惡與賞罰的功能，並且具有預覽未來，並賦予力泣的張本 。 1 9除了耳

熟能詳的 (南柯記 〉 、 ( 枕中記〉俱以莎 i片 ，印證天命冥合的論思li之外， 再如(張佐 )

一作所描寫的道術，乃具街U::\入於美直是與美食的雲遊特性，對於讀者的召喚與逍遙

嚮往 ，可謂是昭然若揭 。〈 李大安〉故事 ， 除了作為佛教教義的印證之外 ，更烏有夢

中治病的療效 。( 謝小蛾傳 ) 、 〈 尼妙寂 〉 二艾，除了作為宣教的媒介之外，並成為解

釋善惡的載體 。 前者if:描述了 r pu小賊 ，足以做天 F逆道亂常之心'足以觀天下貞夫

孝婦之節 J ' 後者則揭示「梵字無他， 11佐炭，誠法象 ， 以報效耳 」 的論點 。

透過國鏡一夢寐一神巫一釋道與問 l、 的 rll介 ， 本文認為'f;皆扮演了神聖賢i~世俗

的悶11界，方能論證唐人命論與文學崇拜的意涵 ， 遠4凌於文本的形式以及定位，更具

深層結軒在的敘事意i函 ， 可視為 「哲理結梢 」 的設定 。 王定保的《唐搬言〉一眷 ， ] '1 

以il古|人多番腔騁的骨tit證，以及參照唐代令人熱衷於問卡夢兆以及聽響 ←的時尚中 ，

感嘆災命如斯奈何的關f系，例如 《唐搬~. ﹒ 卷/\ - 莎〉 的質例 20 

2 1 

鐘搞， 虔州南康人也 。 始建山齋~習業之所，因手拉一松於庭際 。 俄夢朱

衣史白雲: r 松間三尺 ，子當及第 。」 結惡之 。 爾來三十餘年，輻方策名;

使人驗之，松圍采三尺矣 。

沈光始貢於有司，當夢一，每船﹒自夢後，鹹敗於垂成，暨登第年亦如走 。

皆謂失之之夢，而特地不測 。 無何 'W思之際升階，忽爾回颺吹一海圈，

拂光之面，正當一巨梢， up 夢中所睹物 。

叉如 {唐撫言 - 卷八聽響說]) ，描述唐代士子，熱衷於聽響←的集體迷思現象

1 9 林舜，英， r夢在唐fWi.î i宵節結紛中的作用與:Q.、義 j - 1對華大，-}~文學所碩寸?論文 ， 2002 ' JJ: 65 、

72 0 

20 美j剝削主譚，王是保編， (新課膺品前言)( 針北 三民當局， 2005 ) ， 頁 248 。

2 1 姜漠恰i主譯， 王定保編， (新課唐書11:言 ) ， 真 25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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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車旻志 以鏡原命 唐人傳奇「物類交成 」 的命論根式

華誠相公及第年，與一二向人聽響萄 。 夜艾人稀 ，久無所問;俄過人投骨

於地，群犬爭趙:又一人 曰 「 後來者必銜得 。 」

韋 9且及第年，事勢因萬全矣:然未知名第高下，誌在鼎甲，未免被懷 。 俄

聽於光德衷南街，忽睹一人，叩一板門甚急 。 良外中L然門闕，呼曰. í 十

三官等體萬禍 。 」 既而凱果是 第 十三人矣 。

其中聽響 1、自iJ間 1、 、 夢兆的非理性製態 ， 乃在時fb}所趟 ， 以放前l對科舉登第與持的

處境干 ， 遂fí'1 i殿為j-):i人傳奇w命論的思維方式 :已然不獨為魏曾以來，推崇才'1'1:論

的向度 。 Jll:i此 ，如何 「鏡鑑」上述命運與因祟的規律 ， 文以貫道 、儒道有 楠 ，抑或

做佛臼怖的伯伯取 I ，" j' 或~LI二是擺脫|﹒述科學佐料的煉癒向度，儼然賦予獨特的筒，剛

結梢視角 。

參、「命通性能」的義理轉向

中!高科;再91 3起伽利柄。動， 主要表現在兼括三教 、 談述接泉 、 以及勘探人生究竟等

二)jfflj' 與聞自程認為對於傳奇的性的與結揹行老;深刻的澎響 。 22尤其更發展為「父;

章憎命」的向度 ， 以及中唐以降「詩窮而後T J 的論點 ，作為文人際逃不f俏 ，既多

怨排與俗化 1'1 尊的心理WHJ o 2J

{通幽記 . l;tf lli( ) 乃記亡Jf鬼與一峙 ， 其1/'唐Di'iJ耳亡妻幽冥相會的情段，格外

引人入勝 24 

因 語 「 人生修短，故有定乎 ? J 答 曰 「 必定矣 。 」

又問 「 佛稱宿 囚 ， 不 謬乎? J 答 曰 í J里端可鑒，何謬之有? J 

又問 :r 佛與道，孰是非? J 答曰: r 同源異派耳 。 別有太拯仙品，總靈

之司，出有入無之化，其道大我 。 其餘悉如人開所說，今不合具言 ，彼

此為痕 。 」

22 ð峭的程， ( J，J.i傳奇的I，) ，憔悴W'rJ*， ' ;fm > ' 只 34 、 35 0 

23 Û\! I盼程， ( 文學崇拜~\~，↓l閥說lef有 : 以山代為{91j) , (文化符號{o舟，頁 395 。
"1凍WJ' (過關~c ) 1，，!.f- 8Jj~平編 (太平即把} 第 7 1肘 ，卷 332 (;:;;:北 rJ'華書悶 ， 2006 ) ，頁

26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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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辟疆即認為本文乃與(李掌武{誨p. 罔聞學為婉曲的情科志鬼真的系列 ，敘述曲折，

同論命定的基調，也實為何一饑劇I1也 。 25再者如李朝威(柳毅{J#. ) 中，柳毅之表弟

薛假與其相見的場景一段. 只見柳毅詞理直主玄 ， 容顏益少 ， 般不得不贊歎「兄為神

(jll .弟為枯'筒，命也。 」 並I I:l藥丸相贈，相吻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 。 26

凡此對於神仙幻境的追求，亦是唐人傳奇小說的普遍追求，也關涉於成11"成佛

的意固與可能性 ， 無奈也是 「命定 」 的結果，遠非人力可以強求 。準此. I全能身是幸E

~i~J)J名的定的載記 ，此一 「時一命 」 的天人之際之探勘 ，與鵬程認為當是唐人筆記

中論命的梨!峙， 放批導出「命過性能」的義理論題. 27 <唐微言 ﹒ 卷二 ﹒ 為三等第後

久方及第}乃諂 2~ 

論 曰 ﹒孟軒言 : r 逃不過，命也 。 」乳 曰﹒ 性能貝'J 命通 。 以此循彼，匪命

從於性耳1\ ! 走去乃大者科級，小者等 列， "$其角逐文場 ， 星馳解試，品第;替

方於十哲 ， 春|單l 斷在於一鳴;奈何取捨之源 ， 殆不趁此 1 或解元水蚣，或

高等尋休 。 清頗以洪吳文章 ，蹉跎者一十三載 ; }" J恭以平，曼子弟日沒者

二十一年 。 溫岐濫竄於白衣， ;，.益 t辜負冤於丹枝 。 由斯言之，可謂命過性能 ，

豈曰 「性能命通」者飲 ! 茍佛於是，何姦元商L常不有之矣 1

此一論述均有別Jj令逝去 「 ↑生能則命通」的觀點，強捌具有天賦才能者，命運必可通

途 。 儒家論命與性，在 {兔子 盡心} 有謂 : r 口之於l味也，鬥之於色也 ， 耳之於聲

也 ， 鼻之於臭也. fL9)皮之於安{失也 ， 悅也，有命焉，'"主子不許j性也 。 29凡此皆， \

性之所算好的，然而能不能得到滿足，孟子認為這恥必是命中注定的，所以君了不

會將之視為 「天性」而去強求 。 叉訶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站臣也'的，之於賓主

也，智之於賢者也.~人之於天道也可命也，有tl:1.~ . 君子不謂命也 。 」 凡此則君

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敵節為制， 聖人得以天道於天下， 一般人都以為是命定的，

~:n'I上卻是存在於本悅之中 。 所以討于不將這些視為命定 ， 反而不斷努力去追求，

故日君子不認命也 。 3。然而 《 唐秒1言} 作者寺 定保/古以個人多華書應舉的體證﹒務顧

將來文土科場的命illi與機緣的因素，乃遠大於才學哀l!式的條件 ﹒ 春閥科考在於一月!告

2 5 土i荐ij1ff編 {唐人傳奇小說} 、 頁 56 。
0(, i1二辟疆I俑， (唐人傳奇小.ijJD .頁 68 ' 

27 閥的程. < 父;學崇拜與中間社f可 : 以府代為矽1]) ' 11 322 、 323 ' 
2~ 妥i英樁注諜 ， 主定保編. {新雜居梳吉〉 ﹒ 貞 46 、 4 7 ' 

2封9 謝i冰J木k豈螢主:等享i汁l

30 謝i冰水瑩守守兮?宇φ7吋注立幸-諒 • (葫新7言詩嘻四~!f.豆j讀賞冷本; ) , 且嵐i 6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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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人，縱然JEP與你偏是有一定的水準 ﹒ 然 I(Ü最後品第高下的變斂' !i'ffi關鍵在考口，

之丰 ， 科丹、見1f些公認的才士，列入等第，多年之後--f廁身進土之列 。 此 '1';<逆的

感觸，白為此一階段「命論」義晦之轉|旬，認為I惟有命運過遠 ， 天賦才能的 r'，Yf..}

其行立談 。 31

件!此審視唐人論命的過貝IJ . 乃清楚體諒釗與土述的 ' tl二能命過 」 論馬ll相缸，質

屑一 'TIììi1li J . 方緻 「性能 J 1í''.I ;也:識型態 。 1]4竟土人所J忿忿「過或不過 」 的 11日趟，泰

/ I ~是 「 山後諸品先 」 的模式. ;!;~於此而論 「時命 J ' )j能觸及命論的複雜而|訓 。 如何

在天命的思索、科{I(~是抒發Zð 、叫r ，，}'ß"J怨啡、女11有一與生IJ迪、 立身與修持之間，遞進

f(rj為玄學分~rHI~)Ú有論j層次 。 .:12儼然形成 類似宗教行為的社| 會模式 ， 並|劍1*、著諂

司工人之於i'i-ú:問題的思索 ，進1(11提供3日J於修丘 ， 甚至於改尋其心手指.Jik fl甘苦，;身"7:命之

道 。

亦以JI如何在大，命的思索 、 科舉是芒:i-Q第、恃才f(iJ怨啡 、 知7句ftJil Jlli迅 、 主1.身與1多

持之11日，遞進圳市玄學崇拜的打-有論層次 。 33儼然形成類似宗教行為的社會被汰，

並關係甘當事人之於存在問題的思索， 進 I(IÎ提供此 1 11:的 LL存之道，這 -獨特的義斜

向皮 ， 與w路程指山 「命通件能 」 的體俏 I i城是作為泣些 「 以火'j':的tl'.命 」 的文人 ，

提供動於修己，以泣其心希爽的安身立命之道 。 14尤利性者 I T1ifl:1的 「 夢Hi+i~的I~ J 

的獨特甘JI驗，進 1(1)能化解命定的問局，例如 {間川手'r -tF1D f! 1力量i" tl兀中，林y法登進

士的;函照. HJI於試叫 1作 ( 味道fT浦!1武 卜 H式成ii!.~) Lff!i1役，夢中if，':f刁 -人調其fl ' 君l拭

品伴 I {LI恨未敘妹來主之蔥、你j J ~l~後乃足|叫旬，果其躍第謝!恕，品，'1.，ftlþ助 。 再者 《頭11

且立起 } 日 11莒j割台J; J l: i皮汀，見一的人J ' 收祥之 。 亦JL:I此類 「 臼 jj}J式的果報 J • ) ';ji骨灰夢

中，有一夫人林卡 11詠I詩句 「紫府參&.111 1 ﹒ ffi背次~:l l划 。 」 啦?愛赴試兄題，遂以夢

中句參入 ，竟以此略第，成以j吉ríÍT述葬仰之報 。 35)、L此﹒好!科學 「 神話 J I 已f[IiJJ 述

m人 「命過性能」的義FIi肉仗 ， 以及 ， 1可惜 / 銳鑑 」 的敘述觀角，芹的表翔 。

1f，~J1t而觀 'M過ltlJ人傳奇 r l' ， 原命 」 與 「 與迫 」 的文學崇拜，費為一「火道關

涉」的撩癒恢此 I )jíiHJJJ))於肘人!gfF、 「 如何」擺脫們h1憫之抑、功名ITíï定的絲'1'1:時

間開展放式 。 亦即透過儒者ìW詩歌的敘TH I 遞進而為大人、物技、人己的的 「交感 」

31 姜i!li怖ì l 諦 。 J.:)，iJ~*漏 、 {新詩w掀盲 ) , r:i 46 . 47 0 

J1與i肌rt ﹒ ( 火J;.~~Tl~Efil巾闕耐|白，以!古代的171j) ，只 324 0
H 與i鵬稅 ﹒ 〈 火?;~~崇只~EM中間制自 以山代為私i心，主主 324 0 

.\4 5似的料 . < 玄學~!m: r;liJ'11國社f可 以I.lr代j九攸11 ) , Ú 324 、 325 。
封龔liffJ秤， < 父;學~Uf.Ðil rJ 1 防J'IH 向 以唐代侃。1]) ，頁 3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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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 。 36文學崇拜與「文道關涉 」 的療癒模式 ， 其中所謂的「逍 J ' 都是從心體會，

有得於己的 。 郭紹處即認為包括了思想 、 哲學與人生觀，都稱的上是「道」的指涉 。

37皆傾向於將文學的思考，轉人1替存的「深層結徜 J 0 38唐人「艾道關涉」的觀點 ，

諸如版激用的 「文以貴道 J ' 視陳子昂乃道喪五百年來，繼起斯艾，乃將六朝以來 「透

進俊頹 、 流靡忘返」的風雅之道，重新復甦 。 39主通、 王勃的 「艾以貫道 J' 認為 「學

者博誦云乎哉 ， 必也質乎道 : 文者苟作云乎訟，必也濟乎義 。 」立在認為人品與文章

相遇 ， 乃視為文之道， 作者質有責無旁貸之重責大任 。 再者 ， 韓愈揭示的 「道統」

觀 、 柳宗元的 「輸時及物為道」 '40已然:1等文道關係，視為文學思想的共同淵源 。

通過 「文以貫道 」 的論點，唐代士人顯然以傳奇 、 古文與詩歌 ， 作為體現道甘擎

的形式，並且承載的述哲學突破的成果 。 前述「以銳原命」 的義理向度 ， 且11是以能

否體現此一「哲nli結構」作為判準 。 顯然自 「原命 」 下迄「貫道 」 的探勘'誠是將

文學的表現 ， 視為對於自我的發現 ， 或是對於世界的揭露 。 而不是片面的採行古文

家的「以文兼道 J '或是理學家的「以道兼艾 」 的進路 。 這樣一個既看重哲學思維，

叉能兼重以文之i恥的文學思想 ， 屆此，才能形成一組辯證而開展的論述及創作模式 。

並試國將文學觀念 ， 建基在堅愴的照察之上 。 亦NrJ r-文道關涉」的議題，乃企圖對

文學進行一番超越而整體的思考 。

肆 、 多重物類 「交感 」 與「溝通」的命論模式

(古銳記 〉 收納千彙萬端的神異事E鈍，也廣泛反映出唐人特殊的命論模式 . 諸

多狐、蛇 、 龜、猿 、 較 、 雞 、 J$l 1.良 、 老鼠 、 守宮等妖物次第現身 。 由於銳于能夠洞

悉幽玄， fiE J將變為人身的妖怪 ， 影照還原為本來的禽獸本尊 。 ~"t中至情至性的精段 ，

莫過於一隻老狐，變形成為一名大宅牌女，名叫蛻鵡，端莊秀麗 。一旦遇上神銳，

36 吾人的符號活動能力﹒以>>-物l!jj質在之間的 r _如法 J I~l係，亦即仰賴於這些|圖像的叫 l介，方

能看見或認識任何事物 。 弗甘于海 {金枝) WJ以交感主Ifl，府、化身為人的州、祭紀儀式等議題，

桐"、此一研究的向皮 。 參見1Wmi壘， (金枝 ) (~~t : 桂冠固書出版公司， 2004 ) 。

37 郭綜1處， ( 中|羽文學批評史 ) 1、谷(豆豆」七 ， 文史哲也!妝品 1 . ' 1990 ) ，頁 763 0 

3< 參見朱練霖 、 陳信元編， (敘述學與中國火;學批評 ) , (中閑文學新思維}下冊(茄毅 南'!jlj

大學， 2000 ) ，頁 547 . 55 6 、 55 8 。

39 )告 ﹒ 鹿澱用， (右拾逍陳子品文集I'n' 收於周甜言起編選， (閑自品，代文論選 ) ( ~t求 人民

文學出版社1: , 1999 ) ，頁 73 。

斗。成復吐 、 黃保J'1: 、 草書鎧翔， ( L~'國去;學Rjl論史一一隔唐宋元時期刊整~L 寸洪。英文化事業有|恨

公叫， 1994 ) 'ti 225 、 23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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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所遁彤 ， 遂求一醉以死， i四f委會衣kbl舞而散. : ' 質銳質銳，哀放于命 。 自我離彤，

於令幾姓?主l:.illffi 吋樂， ~l:必不{鈞 。 何為眷戀，守此一方 ! J 狐狸一如吾人的設臂，

銳鑑則有去IJ命定的大|跤 ， 然而老狐面對命運的泰然~tlîl贊歌，的且在觸動 f讀者無比的

啟發 。 惹出|轉化魏晉/、胡志怪之底獵 ， 京建與萬物、神與槃聯w交感的模式，在 「天

人l~rJ係 」 的談迎I材 I~梨之外， 1確立另一{I古1 ' 物館l感腔 」 的表述用態 。

一 、物類相感，因物達情的模式

「物老為魅」 的小說創作純式，以&質銳能「錄照妖物 J 1月'J !il，\愁，此 思辨的

特點，在Jß唐人究，心於藝Wi審美，以反感性背後的理性秩序， 1您該去11何 「 推原 」 與

何效的IWL!f嚀 。 的人主J於形象思維的論誨 ， 其-貨主li詞有獨特的?有;迎精神 。

物類flH~的板式立11 < 柳毅{w > ι1 1]穗敘龍女神典的事帥，感人至深，龍女與相jJ毅

最後1日以修成正果的關鍵，正手fJj令 ， ~J以他類﹒遂為娘，心，間，自如報恩耳 。 夫他壽

萬歲， 令與君問之 。 /}<.陸無往不過 ，君不以為妄 。」 正體現的人與1月物之間，附至

誠科}萃 ， 故爾得以穿彼時笠 ，無論111海/}<.陸之國限 。 作者李朝戚案斷此一 「人 / 龍 」

邀逅的傳奇|峙 ， 也慨l民 「 五蟲之:l乏 ，必以密特， ))IJ斯見矣 。 人，裸也，移佰鱗蟲'

洞庭合納入J直，錢1的迅f矢志~糕，立有辰 1勻 。 4 1此外，火 lþ的 「咐:橘」樹，同時也
扮演穿梭於物類交!茲的Ij l介角色 ; 相IJ毅當時受命傳遞龍女垢息，即是藉此制隨之陰

的人橘樹 「遂易干什|句樹， 二1壁而止 J ' Ilil時x需 「 悉、以心誠之詞倚託 J ' 1力i有[憋{仔在者山

〕于二?波皮 f附i口叫'J J . /力1能J揭島/永k川f們行E郎再 • íJ引|毅以逛吉龍~'l'_臼1';""企臼臼L主A江.'; 0 ~符品 H寺付作毛1鮑炮勵i飽1但但』μ矢4ζ;身邊!的l司不約1科向〈勻} ， 牧羊 J ' 1':亦J;J非卡

而記巳的犧料料一， ji而而足 .C!立芷宙f星霆星之類的 ， l'目缸二1 '. J ' 逗些技定的脈絡，顯見郁具4打可相常的柯神1話

思思、#維1作f~ ，以辰II[niJL交感的意渦 。 42
再去1 1 < 李三玄武俾 〉 吽I J 婦泣下床，立的月nî~武迪?，ytL\門 ， 仰唔天漠 ， 遂的111司悲怨 。

卻人豆豆 ， 自於裕I，'I} I'.M錦遊 ﹒ 袋 '1可取一 物以HR之 。 于婦曰 「此所謂蛛鞠質 ，出崑尚

且正因巾 。 彼亦不 I:IJ俏 。 妾近Jj令西獄與玉京夫人戲，她此物在淑賢f;r~;J _~ ，笈'的武力之 。 」

夫人遂假以相授 ， 又 「 洞天lt'fflll '每fjz此-'ei' 皆為光榮 。 以郎奉玄道，行精誠，

放以投獻 。 常!íj'jfl之 。 IJ:l ;W人1l\1之有 」。 桐後ZL武召J:;土視所1~-1. '蛛絢質 J ' 二GJ'J;jll 。

小敢雕刻 。 直到{悶地 叫僧，忽近馬叩頭去莉有寶玉在懷， f借條玩移11在方贊嘆 「 此

天上司有物，非人|口11J也 」 。 此一 「 貨物 」 之稀世[liJ希惰， r 因物達情 」 自此傳頌至今

41 älW益11編 ﹒ { J ，lf人 ffíl.計小， ilD . IT 62 . 
41 /ciJ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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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絕 。 的

整體而觀「物類相感 112\;1物達俏 」 的模式 ， 反映了唐人多重物類「交感」與 '#1;

通」的命論模式，例如(古鏡記〉中前述關於「凹神-1 二生向銳」描述的 「 四蠶獄

中勿」設定 ，即可溯源 《禮記 ﹒ m:益j逛}所載記 . 44 

何謂白靈?麟鳳龜龍 ，謂之四 靈。故龍以為苔，故魚綺不 i念 。 鳳以為苔，

故烏不鵝 。 麟以為富，故獸不紋 。 龜以為苔，故人情不失 。 故先王秉著龜，

列祭犯，痊絡，宣祝蝦辭說，設制度 ，故國有梭，官有 ihp ，事有職，種有

序 。

李亦國指出 ， 四靈也~物設定與接受上的共同特點 ，俱屬一「兩者煞有 」 的曖昧動物，

並因此一模稜兩可的特性，反而有助於「溝通 J ' 進f(rj為吾人所利用，例如鳳乃兼有

鳥一獸兩者的形象與特徵'正所謂「鴻再íj麟後，蛇頸魚尾 J ' 假如成為人類的畜物，

則天上的鳥就不會將飛 。 同過!可證，畜龍則可以捕魚、高:麒則可以捕獻 。 的誠如「龍 」

之所以成為跨文化常見之神話形象 ， 正在於牠 「召喚」著吾人 ， 各種超越與超然力

量的可能 ， 同時也忠、質呈現了人性與神聖崇拜之中， ，多重向皮」以及「正反兩面」

的價值取向 ， 代表 一種 「矛盾」 的層面與意涵 ﹒ 這一特點 ， 也正是何以神話得以反

映人性的底蘊。誰諸文化人裕的神聖性論述 ， 也能如質的J岱受到此一「超凡入聖(平時I) J

的需求 ，對於人性 ， ，多重向皮」以及 ' Jf.反兩面 」 的矛盾解詣 。

二 、「鏡聽」巫←之中介

主l孟祝之巾介，乃為傳奇rl'揭示命運的重要橋段，亦為劇'Iì~轉折的樞紐 。 顯見唐

人之天人關係的義理轉向 ， 乃由神一巫一人的型態，轉為命一巫一人的模式，格外關

注於命運的示現與啟悟 。正鋒均指出 「銳聽占← 」誠-足巫1，1可活動的一種進路，在我

國自商周至泣代-ii血流行 。 以銅鏡內←從唐代開始流行，俗稱「鏡聽 」 或 「 銳← J 0 

46矽11如唐王~ (銳聽詞}鬥 : '重重摩擦嫁時銳，夫婿速行憑銳聽 J ' 元尹世珍 。良

邪記} 卷上也有詳盡的步馬來說明 : ' 鏡聽咒l三I : ~並先類麗 ， 終逢協吉 。 』先覓一古

的沌l: '~拉編﹒ {唐人傳奇小說} 可 fi 57 、 58 。
叫于系希且， (敵記集~平 ) (l在北 文史柯出版~I 可 1 988 ) . 頁 559 0

45 可可楠 .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益」七 幕草草以位公司 . 20 10 ) ， 頁 11 8 仆" 。

46 王鋒均 ， ( 中間古代青銅銳的神秘JIJ途軒t枉。 'Wi州 ( Iþ~博物} 博物幸ÍÊÕf:!(2007.6) . 專題

443 ' http : //www.gg-a rt. com/ta lk/ind吭一b.ph 1行tcrmid=443 . iWl '~~:t口 WI : 20 11. 11.2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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銳，針i發盛之，紛向神娃，雙手捧銳，勿令人見，前咒七遍，卅聽人苔 ，以定而例 。

叉開日信j{七步， IJIJIl良照鏡，隨其所照 ， 以合人言 ， 41在不驗也 。」 清蒲松齡 {耶11齋

，占其 錫縣) : f 次仰望夫荼切，足歲大比 ， 絨於除攸以銳路← 。 」

「 銳聽 」 或 「 銳← 」 的進阱，亦與自~j述 {唐搬言 ﹒聽響而(j ) 描述唐代士 f ' 熱

衷於聽~{! 1、的集他迷思現象，可以等同參照 ，俱為關注於命運的示現與啟悟 。 他一句

故事'1 ' 1);然 ，佛家的「業銳 J güJ道家的 「照妖銳 J' 1，其為國錢一夢寐一手中巫一釋道與問

川尖式的體現 。 例如 ( 任氏傅 ) 中狐妖任氏\i1';[l各取者，將其所肘，使言從就為柄 。

其後如何'H守外派赴官，意欲任氏共同前往，任氏也以主If者所言 、 是放不利西行為顧

忌 。 之後終鄭于多帶懇求 ，任氏乃|嘆息 r {;綠草者一再可徽，徒為公死，何益? J 仟氏

不約已成行，果然印證泓者之識，而為首犬所霄，做成悲劇 。 471"1者(霍小玉傳〉

中敘述令益拔萃學科之後，也於這〈累辜負倆悄盟約，別有所圓的轉折之|憬，往小玉

仍企國遙託親放，放訪音信，拉圭於 「 ↑呼求r:m耳;;，遇等←巫 J' 懷菱J包恨，可想而知 l 。

4前

I宜l對命定的時代氛圍，就迎唐代領袖人物，也甚r1~迎拒此 ，超現實的神秘交感

力鼠 ， 試國透過且已 !、的巾介，力n以揚棄此一存在的不安 。 {因話錄 ﹒ 羽部}所載棚l宗

7L仙1 日 「了自|、者 1: '，]命 J ' ,I{ < 論)1王國諸葛 〉 亦指，' 1'，此一階段之思潮，或本於{街f帖 ， 而

迂迦茫ý'F.不知 l其趟，耳li:切於事，而i刻峭4、能從谷，以至於 「甚者奸怪而妄育， f任天

引神 ， 以為接怪 ， 恍忽若化， 1的終不可遂 。 」 。 誠然閥的程所謂此-持人哲學突i放的

時代，尚行此 傾向玄妙~~il逞，或祿命丹j闊的進路，經思卸~ft皮人生其理的困境 。 高

明若韓愈笛，亦動於服食 -途 ，以他l證大命 。 1'1屆劫 「思ß詩 J f!1 1云此圳來人 ，

如何他證此 「既超越而叉內在」的天命攸式 。 的也具體印驗 f物類相感 ， 以及囚

物達惰的模式 。

來倒成〈柳華主傅〉貝Ij是倍(專奇1J'的代表E梢，亦可視為多重物類「交感 」 與 r ifli 
通 J 的命論模式 。 乃有洞庭能二F fïrl龍女竅真的1m材，敘述柳毅在前往長安赴考途中 ，

在溼闖過到洞庭湖的;:m.宮三公主 ，歷敘遠嫁給潭水龍二i汁-太子的婚姻悲劇 。 柳毅義

憤填膺，遂放棄科學的機會到洞庭湖蚓、， 為公主送信前往龍宮 。 如斯參與傳遞龍女

婚姻不幸的義行 ， J'J深獲洞庭背但不之哥哥車 。 桐後錢tQf君何意撮合物11毅與能立;二人 ，

{刊物11毅飯，於沒有敝人們三中介 ，以反有所介懷1P.絕了婚事 。 兩位有情人終成眷屬的過

" ì.士 llf. ý且編i ' (僧人伸向小說) . J丸:' 47 0 

4& ~:土Hf. vill輛吉 、 W f人傳奇小說> ' fi 79 0 

49 龔自自f.'[' (I;l平傳?有的性情~lîj結梢 ) ，主主 46 、 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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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十分戲劇化 。 在人間迎娶的惱後月餘，細雨兒其妻，深覺類於龍女 。 毅乃I奧服，

認為整體境遇之曲折殊勝「似有命者」所牽線 。 50棚l毅婚後並修練神仙道術 ， 容顏

常島主 ， 時人頗為稍頌。

此一題材並盛傳於中唐之後 ， 時人多衍為長篇(盤應傳 > '桐後元代尚11:1'賢更i寅

為 ( 相n毅傳書〉劇本，並翻案而為李好古 ( 張生煮海 > '以及明代黃說仲(龍i:1îf記〉 、

勾吳梅花堂(桶iì甫記> ; 注目伴疆即認為此一諸系諸1'1.' ，誠是「推原 」 本文而益為俾會

者也 。 51明代許自呂 {橘浦記} 、 清代李漁 {蜜中樓} 等亦為此一系列之衍生諸作 ，

可見其深入人心 。 以此返親「古鏡 」 之推原向度 ，也誠是俱足了多重 「交感」與「溝

通」的關涉，故能成為折射唐人思想的戰憾 。

伍、結論

唐人命論的案斷 ，乃將文人之窮遠 ，與世俗一般，皆視官侮而定，筆墨文章屆

此成為仕途與進陷的敲門磚 。 自居易 ( 與元九書〉去 . r 況詩人多楚，如陳子品、杜

甫 、 各授一拾道 ， 而遜剝至死 。 李白 、 孟浩然絮，不』是一命，哥哥悴終身 。 近日孟郊

六 1 '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 。 立即使是滿j摸不|立出的文彩，似乎也

很難擺脫 「文章悄命」 命定的魔咒 。 君不見元結以 〈 與賈希逸書 ) 窮 ， 陳捨迫以 ( 感

遇 〉 窮，主勃以 ( 宜，尼廟碑 〉 窮，去川子以 〈 月蝕詩 〉 窮，同理亦在杜甫、李白等

人身上得以印議 。

凡此觀種訴諸因果的解釋，遂擴大為唐人命論，以及「詩必窮而後工 」 美學的

獨特向度 。 亦即無論是怨。|非l待命不濟，或者是皮få命運前定的意識型態，時人對於

所詞的天人之際，在天命與人力之間的探索，也倍顯困惑。科名與命運糾葛之深，r問

命」遂成為一種習尚，並廣為流傳與載言己 。 53亦即因果報應，當是命有所蹄 ，唐傳

奇中去日袁郊 ( 1:1 澤謠)所載三世輪迴因緣，俱應作知是1竄 。 54誠如吉藏 《二諦義 〉

所謂 : r果幸且是變謝之場 ， 生死是大學;之境，從生死至金剛心皆是夢 。」 以銳原命 ，

方能在迷悟與醒覺，萬碎與;也圓的現象中 ， 興惰↑吾嘍 。

本文意圖通過 ( 古鏡記 ) 以及多元的銅鏡向度，配合相關傳奇諸作獨特的想像

50 i.I辟翅編，與血路程草草讀， (唐人(再有 > , t{ 142 < 

51 干仰自單編，與鵬程導詞， (僧人傳:.) ) ﹒ 頁 1 44 。

52 主汝粥選7主， ( 內居易選集 ) ([-海 ， I 海市給出版社， 1980 ) ，頁 357 0

53 與朋妞， ( 文學自2拜與中國社|會 。以的代為例 ) ， 頁 323 。
54 íI\l鵬程， ( 唐傳奇的性情與給科肘 ， 頁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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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子談，探向J此 獨步干古的銳子傳奇 。 表現在整體唐人傳奇的敘事觀點，至為顯

著的向皮，則是統攝於「物類相感」的文化模式 ， 結合了旭 、 韓 、 道等 '1 '介角色的

功能，物類感應的紋式，當可與天人與神鬼交感的又;化模式互為補充 。 誠如鏡之fl.r:!

物，普遍I1等科I鬼妖星星之異物，結合J}J~，榮卒，以及悲歡聚傲、離經叛道等議題，密

切繫連起來，儼然自成~1司機與「交感 」 的1世界 。 轉化魏晉六朝志怪之l底線， 重建

L訂閱物 、 神與繫聯J)il失!品的模式 ﹒ 在 '1'國哲學普遍關懷 「天人關係 」 的義理框架之

外，候在另一 íl~1 r 物類感應 」 的表述t~J態 。

以銳 r Jl1'(命」的志、|旬 ， 顯然針對你!人命迎的發現或J揭露，猶如 「 閒匣視鏡」的

啟倍 。 將行助於探WJ唐代背學突破 ， 以及儒道思想關於天人交感、物類感IR!i等論題，

重新賦予創造性

參考文獻

《太平廣~c ) 第 7 1珊 ， 卷 332 '事北 : [1-' 司l巴喬悶 ， 2006 。

三l二 11;:.粥選注， < r=iJi+T易選集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不孝蹤 ， { 'I ' 國神訢!II:界} Tm扁 ， 盈，北 。 洪吉拉出版社， 2009 0 

主鈴均 ， ( '-1-'1到古代青銅銳的神秘用途種種卜 1'11-1州 : < '1'華博物}陶物雜諦， 2007 .6 ' 

專題 443 ' http ://www.gg-art.com/talklindex_b.php?termid=443 '瀏覽 日 期

20 1 1. 1 1. 24 。

弗雷淨， (金校)至北 : 桂冠固書H:'，I~反公司， 2004 。

成 fSlitE 、 w保哀 、 然íiiiî翔 ， < [1可國文學理論~~~ I嗨!占米元時期 } , :堂北 。 供氣文化

事業街限公叫， 1994 。

朱粉1霖 、|泌信元編， ( 敘述略與中國父;學批秤 ) ， ( 巾國文學新思維} 下間，豆豆義 ﹒ I拘

J甘大學 ， 2000 。

吳文治結~ ， 糾結!愈、資料梨編》第 l 冊，北京 什-'}心副司， 1 982 。

李亦間， {人類學與現代社會} ﹒ 蛋北 : 來童基數11'1.公司， 20 10 0 
汪胖位編， <1;'11人俾卡特小說} ， 畫畫~ t :文史哲出版祠， 1 993 。

沼=辟疆編，與JD路程導諧， ( 1;):(人傳奇 } ﹒望北 : 司空楓山版社， 1 987 。

周祖讚編選， {附庸h代文諭選γ 北京 文學，'HI以祉， 1999 0 

林歹í:~ , r~妙。情傳奇 11'y節將梢 '1一1的作JIj與意義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論文，

2002 。

姜漠格in罩， I三定保編， < 新詩!山撫育> '盛北 ﹒ 三民 ;:-'f局 ， 2005 。

孫希旦， {磁記錄解} ﹒ 畫，北父;其J哲H\版制 ， 1 988 。

張錯 ， (一 I面銅銳還是 Tî.1函銅銳? 一一唐傳奇( ，:':，'~Ji記 ) 視覺文本的探求 ) , <故宮

-159-



哲學與文化 第卅八卷第 十一期 20 11. 11 

2之物月刊 } 277(2006) 。

郭紹處， {中國文學批評史 > ' 室，北 : 文史哲出版社， 1990 。

楊義 ， { 中國敘事學> ' 嘉義 南華管理學院 ， 1998 。

榮格主編， <人及其象徵 ) ，與卓軍諜，墨北 : 立緒出版社， 1 999 。

謝冰瑩等注譯， <新詩四書讀本 ) ， 臺J t 三民書局 ， 1 987 。

龔鵬程 ， (文學崇拜與中國社會以唐代為例 ) , <文化符號學 } ，臺北畫灣學生

書局 ， 1 992 。

襲鵬程， ( 唐傳奇的性情與結稱 ) , <唐人傳奇 } 導誠，蓋北 : 金楓出版社， 1 987 。

初稿收件: 201 1 年 10 月 14 日

責任編輯: 劉耀仁

作者簡介 :

陳旻志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

審查通過 : 2011 年 11 月 07 日

南華大學文學系副教授 、 紫荊書院主持人

通訊處 545 南投縣埔里鎮室，閩里梅村路 213 巷 25 號

E-Mail mcchen@mail. nhu.edu.tw 

- 160-



陳旻志 以銳原命一一唐人傳奇 「 物類交 0. J 的命論模式

Tracing Destiny Through Mirror 
一-The Mode of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on Destiny in the Legends of the Tang Dynasty 

此1in C hih Che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dimensions of the thought and the doctrines of destiny in 

the Tang Dynasty are found in the texts of the legends ofthe Tang Dynasty, 

which not only contai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but also particularly foclls 

on the litterateurs" pursllit and di sillusionment of success and fortllne . 

These legends revolve around either knight-errantry 0 1' gods and spi rits, 

becoming actllally the co巾的 of the thollghts and ideologies about 

“ destiny"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ore of thi s article is the texts of the 

“ Record of an Ancient Mi汀or" series as the mythologica l archetypes of 

the doctrines on destiny in the Tang Dynasty, mirroring destiny and 

working as the readers' approaches. Moreover, by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ancient-mirror and bronze-mirror culture, this series cOllld also be seen as 

the archetypica l structures ofthe doctrines on destiny in the Tang Dynasty, 

t趴ha剖t I爪5丸， t出h巴昀se texts hold t出h巴 idea of “ t納he univ 巴rse c∞ons釗I S剖ting of Qi" aga創11川n

the approach of mor悶al insight and 仇“H吋thermor昀e gll山I口ide the aspect臼s of natura l 

d街es剖叩tiny， callsality and en lightenment. Namely, through the approach of 

“ trac ing destiny to its origin throllgh mirror," they are intended to inte巾ret

a way of thinking that is tangl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long with other views abollt 

destiny. Distinct from the Confucian view on destiny and nature, 

“empowerment of natllre lea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estiny," these 

texts move to the ideology of “ understanding of destiny leading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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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nnent of nature," and such a change is indeed the argumentative 

framework of the pa的cular doctrines of destiny during this stage 

In view of "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or" and the pluralistic context of 

bronze-mÎrror culture, the overtly obvious argumentation of the legends of 

the Tang Dynasty is its cllltural mode guided by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involving the narrative fllnctions of such mediators as 

Witch Cult, Buddhism and Taoism. Therefore, the mode of “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e" sholl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with the cultural mode of 

heaven-man and god-spirit corτespondence ， fonning indeed an organic 

and corresponding world just as the things refl ected in the ancient bronze 

mirror do. In th is manner, the mode of contact and dialoglle between m凹，

all things gods and spiri ts get to be re-built; outs ide the argumentati ve 

framework of “ the heaven-man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other express ive mode of categorical co汀espondence is estabtished 

The approach of tracing dest iny through mirror is obviously meant 10 

discover or reveal individuals' destinies, j ust like the enlighterunent 

brought by “opening Ihe case to see the mirror," which will be 

instrumental to exploring the breakthrollgh of philosoph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Confllcian thought with respect to heaven-man 

correspondence and categorical coπespondence， 的 re interpreting all of 

them in a creative way. 

Key Terms: Doctrine on Destiny, Legends of the Tang Dynasty, 

Empowerment of Nature Leading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Destiny, 

Categorical Correspondenc巴， Record of an Ancient Mirr肘， Bronze Mi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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