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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春天」，情感舒暢，從詩出發，友誼詩是詩

歌創作最重要的題材，從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

開始，就產生了人類追求真摯友誼的詩章。本館舉

辦2019春天讀詩節「桃李春風一杯酒──詩篇裡的

友情」系列講座，曾淑賢館長致詞時提到隨著時代

變遷，圖書館功能改變，藉著舉辦講座、展覽、數

位等方式傳遞書中的知識；本館辦理的四季閱讀講

座，有一批喜歡詩的朋友，總會在春天浪漫的季

節，參加春季閱讀講座一起跟著本館來讀詩。

 

 

曾淑賢館長致歡迎詞（108年2月23日）

本（108）年春季閱讀講座以「友情」為主

軸，友情是一切真情的基礎，詩篇中醇厚的友情，

令人悠然神往。各代歌頌友誼的詩篇，不絕如縷，

形成了文學史上蔚為大觀的歌頌真摯友誼的詩篇。

2019春天讀詩節規劃辦理7場系列講座，由相關領

域專家學者從詩作剖析詩人以詩傳達友情的動機與

心境，引領聽眾賞析其詩篇。

二、 忘機共陶然：「詩篇裡的友情」系列

講座

「桃李春風一杯酒──詩篇裡的友情」系列講

座自108年2月23日至4月27日止，共舉辦7場演講，

於周六下午2：00至4：30假本館文教區國際會議廳

舉行，各場次講座活動分述如下：

（一） 「知心，我一生夢寐的追尋──《詩經》中

的友情」：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顏

崑陽主講（2月23日）

顏崑陽教授針對演講題目提到「知心，我一

生夢寐的追尋」，這個「我」不只是《詩經》中的

詩人們，而是這世間的每個有情人。「知心」的最

高境界是超越語言，兩心相印，直接的「感知」。

《莊子‧大宗師》、《指月錄》、《呂氏春秋‧本

味》中記載鍾子期死，伯牙破琴；內心的幽微無法

藉語言說清楚，琴音、微笑都是意象。故「知心」

朋友，是兩個人之間，不分性別、尊卑的特定身

分，而能直接彼此「感知」對方的才性、心思、情

緒，乃是人間「真愛」或「情義」的底質。講座帶

桃李春風情幾許
2019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紀實

歐陽芬  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資料服務組助理編輯



【
館
務
報
導
】

國家圖書館館訊 108 年第 3 期（民國 108 年 8 月）  9   

桃李春風情幾許――2019春天讀詩節系列講座紀實

領聽眾穿越千峰萬巒的「詩經學史」，回歸《詩

經》原初人們生命存在經驗的世界，聆聽先民追尋

「知心」朋友的多重奏，做個「超享受讀者」。

 

顏崑陽教授主講（108年2月23日）

（二） 「相愛相殺？六朝文人的友情與激情」：中

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祁立峰主講（3月2

日）

祁立峰副教授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贈答詩，透

過文學史發展的脈絡，介紹給聽眾：（1）「我送

你離開，千里之外」：「贈答詩」的起源與發展；

（2）「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擬代」的

文學傳統；（3）「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文人的真情與矯情；（4）「客行昔日月，崩波不

可留」：不得已的宦遊經歷。用現代手法還原遠古

情境，用歷史事件比喻現今社會現象，演講中指出

對古代士人來說，大江南北交通險阻，只要與朋友

闊絕，就有可能是生離死別，因此朋友間的贈答詩

經常誇張又激動，倒不見得真的有什麼激╱基情。

魏晉六朝戰亂頻仍，士人之間的酬作贈答更是頻

繁，祁立峰副教授以嶄新思維詮釋過往故事，希望

聽眾能對魏晉南北朝的詩歌有更深刻的認識，並體

會六朝詩歌如何成為唐詩的養分，開創唐詩盛世。

 

祁立峰副教授主講（108年3月2日）

（三） 「陶然共忘機──唐詩中的友情」：臺灣大

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歐麗娟主講（3月9日）

唐詩之美在於意象豐沛、情感真摯與文化底蘊

深厚。歐麗娟教授演講中指出詩詞中寫最多的不是

愛情，而是友情，而寫友情最多的，又是千古動人

的送別詩。「相見時難別亦難」的友情，如孟浩然

〈送朱大人入秦〉、王維〈渭城曲〉、白居易〈對

酒五首〉等，即景抒情，曲盡千古友人相別的心

聲，所以說「但傷知音稀」。摯友之間「陶然共忘

機」的境界，超越「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

窒息。

友情是愛情的根基和保鮮劑、仁民愛物的胸懷

核心，歐麗娟教授將詩歌中的情感還原，引領聽眾

看見真實的人性，朋友即「情人」，王維詩中代表

最相思的紅豆，是要送給摯友；李白〈終南山過斛

斯山人宿置酒〉與知心朋友的境界超越言語；《紅

樓夢》裡寶黛之戀就是從友情開始的。法國修伯里

著作《風沙星辰》：「生命教給我們，愛並非存於

相互的凝視，而是兩個人一起望向外在的同一個方

向」，無論古今中外，朋友之間知音相賞深厚情誼

令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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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娟教授主講（108年3月9日）

（四） 「從桃李春風一杯酒到我家江南摘雲腴──說

黃山谷詩中的友情」：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兼任文學院院長周益忠主講（3月23日）

黃山谷作為蘇門四學士之首，與東坡師生情

誼又深，詩作成就又高，並稱蘇黃。因烏臺詩案及

元祐黨人的流放折磨，讓他們在九死一生中留下許

多膾炙人口的佳作。山谷不只與東坡相契合，對於

蘇門同道的思念，與憶及其他宗親同僚的詩作在

在可歌可頌。周益忠教授將黃山谷詩中的友情分

類概述：（1）江湖夜雨十年燈──同鄉／同宗，

如〈寄黃幾復〉、友于兄弟，如〈夏日夢伯兄寄

江南〉；（2）為君喚起黃州夢──師友相勉，如

〈雙井茶送子瞻〉、同門情誼，如〈和邢敦夫秋懷

十首之九〉；（3）青山好去坐無錢──同事／同

年，如〈以雙井茶送孔常父〉、同道勗勉〈戲呈孔

毅父〉；（4）可惜國香天不管──其他，如〈憶

邢敦夫〉等。藉由一篇篇詩作賞析，讓聽眾體會黃

山谷如何在思親憶友的友情詩中，不僅療癒困頓的

生命旅程，還在此類詩作中精益求精，意新語工，

成就其平淡而山高水深的境界。

 

周益忠教授主講（108年3月23日）

（五） 「友倫與友道──明四家詩畫中的友情」：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鄭文惠主講（3

月30日）

明代題畫詩盛行與文化環境之質變、經濟型態

之轉換、哲學思潮之變革、詩畫理論之互滲等背景

因素有關。鄭文惠教授演講聚焦於明四大家沈周、

文徵明、唐寅、仇英繪畫文本空間如何透過詩／畫

的互文性結構表述友倫與友情。並分別以名號圖、

送別圖、山水畫、地景畫，以及合作畫等為主，如

唐寅〈陶穀贈詞圖〉、〈山路松聲圖〉、〈溪山隱

漁〉、〈震澤煙樹〉、〈西洲話舊圖軸〉、〈班姬

團扇圖〉；文徵明〈猗蘭室圖〉；沈周〈虎丘送客

圖〉；文徵明、仇英〈寒林鍾馗〉等作品，透過詩

／畫的互文性美學修辭策略，呈現明四大家彼此之

間及與其他朋友的感情互動及如何建立友倫與友

道，在友情世界中照顯自我的人生意義、倫理承擔

與生命價值、生命超越，以及在地意識與地域的集

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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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惠教授主講（108年3月30日）

（六） 「滄桑如夢憶群英──櫟社詩人的『臺灣

心』與『師友情』」：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

跨國文化研究所兼任特聘教授廖振富主講

（4月13日）

櫟社是日治時期臺灣享譽盛名的傳統詩社，霧

峰林家林癡仙、林幼春、彰化賴紹堯共同發起，成

員多出身臺灣中部，道義結盟的團體，以維護、傳

承漢學命脈為己任，思想進步，不抱殘守缺，且特

重操守氣節，成員文學素質高，莊永明推崇為「第

一影響力詩社」。他們的結社，奠基在面對殖民統

治，以詩學延續漢文化的使命感與危機意識，堪稱

是志同道合的道義結盟。廖振富教授演講以史料奠

基，鎖定櫟社社員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傅錫

祺、蔡惠如、陳懷澄、莊垂勝、葉榮鐘等人互動往

來的相關詩作，彰顯該社成員對臺灣命運的思索與

關照，他們如何互相砥礪文化理想。兩代社員間的

互動，不但充滿溫暖的師友情誼，也飽含深厚的文

化意識，進而為臺灣近代知識分子樹立人格典範，

彰顯文學理想及其價值，值得當代臺灣人重新再認

識。

廖振富教授主講（108年4月13日）

（七） 「你是迎面而來的風──華語現代詩人的唱

和與情誼」：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暨數

位文化中心主任須文蔚主講（4月27日）

「年輕的飛奔裡你是迎面而來的風 」楊牧的

詩句是歌頌友誼，難以忘懷的名篇。現代詩中不少

是詩人與朋友相互酬唱應答的作品，這些充滿情

誼、回憶與共鳴的作品，或紀錄難忘的友誼，或討

論藝術上共同的發現，或哀嘆友人生命的消逝。須

文蔚教授透過一系列華語現代詩人的唱和作品及文

學史料，傳達詩中動人的故事，如亂世知音的吳興

華與林以亮、青春創新的商禽與瘂弦和洛夫、跨藝

術唱和的余光中與王攀元、追憶人道精神的楊牧與

溫建騮，穆旦及須文蔚以詩告別作品，在閱讀這些

詩作品時，感受到詩人不僅用文字傳遞了幽微的哲

思與情感，更創造出源源不絕的創作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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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文蔚教授主講（108年4月27日）

三、結語

詩歌是抒情言志的表達，長久以來溫暖廣大讀

者的心靈。繁花盛開的春天予人歡欣歌詠的期待，

春天在本館是充滿詩意的，根據每場活動問卷調查

結果，對於講題、主講者、場地設備的服務滿意度

均達九成以上，參加春季閱讀講座的聽眾一致肯定

從中獲益良多，對於提昇全民閱讀素養成效良好。

期望本館的春天讀詩節，能鼓動全臺「讀詩潮」，

一同尋訪春天的詩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