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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樸《漁父詞》寄情山水間

這，才是成熟的模樣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4D 羅睿為學生園地

以夷制夷

掃一掃，
收聽朗誦示範

瓜熟蒂落、羽翼豐滿，這是草木鳥獸成熟
的模樣；但對我們而言，真正的成熟卻不僅僅
指身體的長成，更代表着基本原則的養成──
對外界有清醒的認知，有敏銳的是非判斷。

在網絡發達的時代，青年一代跟風的批評
時常可見，這種批評，正是指向獨立思想的缺
失。但在我認為，真正的成熟，遠不止表示獨
立的思想，更表示包容、克制。

我依舊清楚地記得，二○一九年的新年，
父母之間圍繞家庭瑣事的爭吵，使我有一次忍

不住大發雷霆。
在處理二人的爭吵

上，我並不存在偏袒的情況，但正是這種嚴厲
的是非感，使不佔理的父母顯得有些難堪。這
一次的衝突，使我意識到，家庭並不是一個只
需要說理就行的地方。

日常生活中，我的父母時不時會發一些毫
無科學根據的養生資訊，這些偽科學內容，有
時令我感到厭煩。因此，我常常會強勢地勸
導，而父母對於我的態度，往往是忍讓。

當然在他們看來，退讓未必等於同意我，
更多可能是想緩和衝突。所以，每次冷靜下
來，父母的克制，反而會使佔理的我心生愧
疚。因此我時常思考，當自己很難糾正父母的

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時，我是否應該將我自認
為正確的那些認知和判斷，剛性地貫徹到底？

我們搭建起來的基本原則、是非觀，在處
理家庭事務時，常常是不適用的。尤其是資訊
環境變化，年輕人和父母輩在觀念層面的差
異，已經近乎天壤之別。彌合觀念的分歧，需
要的可能恰恰是對錯誤的包容，而不是寸步不
讓的強勢。

不只是家庭內部，在今天的互聯網上，觀
念對峙的場面實屬常見，年輕人懷揣着自己的
獨立見解，鋒芒畢露地爭吵。他們立場鮮明，
在心智上，我不認為他們不夠成熟，只是針鋒

相對的對話方式，使消除分歧變得更加困
難。

所以，至少從我的體驗看，成熟不僅是
要有獨立思想，更要懂得退讓，在適當的場
合去踐行自己堅持的世界觀、基本原則，而
不是將所謂的 「理」 ，當成丈量一切的標準。

這當然不等同於世
故或者圓滑，畢竟，
世界本來就是多元化
的。承認並尊重這種
多元化，才是成熟的模
樣。

解釋：比喻利用外族或外國之間的矛盾，使其
互相衝突，削減力量，以便控制或攻伐。也作
「以夷伐夷」 。後來亦指學習別人的長處，來

制衡他人。

出處：
「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

不宜禁護。」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鄧訓傳》

字詞釋義：
咸：都。
以：解 「認為」 。

夷：外族人。

典故：
東漢漢章帝時，羌人起兵作亂，而護羌校

尉張紆誘殺歸降的迷吾等人，因此羌人各部落
都非常憤怒，謀劃想報仇，朝廷很擔心這件
事。大臣們推薦鄧訓替代張紆為護羌校尉，派

他前往平亂。
此前小月氏胡人散居在塞內，能作戰的二

三千騎兵，都驍勇健壯，每次和羌人交戰，常
常能夠以少勝多。當時迷吾的兒子迷唐，來到
塞下，不敢攻打鄧訓，先想脅迫月氏胡人。鄧
訓的部下們得知羌人帶大軍前往脅迫月氏胡
人，都認為羌人、胡人互相攻擊，對漢朝有
利，用夷人攻打夷人，不應該阻止他們交戰。

不過鄧訓說： 「不對。現在張紆不講信
譽，羌人各部落大舉行動。推究胡人各部落不
能滿意的原因，都是因為我們對他們的愛護和
信譽不夠。若要使他們信服，就更應該善待他
們。現在趁他們處境危急，我們應該解救月氏
胡人的危機，救助他們的百姓，用恩德來安撫
他們，可能會有用處。」

於是鄧訓下令打開城門以及他自己住處的
大門，驅使所有胡人的妻子兒女進來，派重兵

守衛。羌人搶劫沒有收穫，又不敢逼
近胡人各部落，於是就退兵離去。從此

湟中的胡人都說 「漢朝常想讓我們相互爭
鬥，現在鄧使君用恩德信譽來對待我們，開門
收容我們的妻子兒女，我們這才得以與父母團
聚」 。大家都高興地叩着頭說： 「我們只聽鄧
使君的命令。」 於是鄧訓收養了幾百個勇敢的
年輕人，把他們作為隨從，加入漢軍，一同討
伐迷唐的軍隊。

此次叛亂很快便平息，此後鄧訓一直對邊
境的各個民族十分和善，使得他在管理邊境的
十數年間，邊境再無叛亂之事。

成語典故解讀

上兩期向讀者推介了關漢卿的兩篇作品，
這 裏 再 推 介 另 一 位 元 曲 大 家 白 樸
（1226-1306以後）的一篇作品《沉醉東風
．漁父詞》。

蒙古侵金 與父母離散
白樸，祖籍隩州（今山西曲沃縣），後徙

居真定（今河北正定縣），故或謂真定人。父
白華（生卒年不詳），為金朝樞密院判官，與
元好問（1190-1257）有通家之誼。白樸七
歲時遭壬辰（1232）蒙古侵金之難，與父離
散，他的母親更為蒙古軍掠奪；賴元好問的提
攜，避難山東，寓居聊城。

元、白兩家的情誼遠從唐代元稹
（779-831）、白居易（772-846）時建
立，世代以來投合無間。元好問待白樸如親生
兒子，而白樸親承教誨，向學勤奮，因此養成
深厚的文學根柢。

金亡後，白樸絕意仕途，力辭徵辟，放浪
形骸。他善於詞曲，以清麗見長，經常寄託故

國之思，感慨甚深。著有雜劇《唐明皇秋夜梧
桐雨》、《裴少俊牆頭馬上》等十六種及詞集
《天籟集》。散曲今存小令三十七首、套數四
支，風格高華婉麗，與關漢卿（生卒年不
詳）、馬致遠（1255-1321）、鄭光祖
（1264-？）合稱為 「元曲四大家」 。

《沉醉東風》，屬曲調的名稱。曲調，類
似今日的歌譜。由於調的名種只是具有音律上
的意義，與內容並無直接關係，因此作者便在
調名之下另加題目。 「漁父詞」 ，顧名思義，
是吟詠漁夫生活的歌詞，始於唐代張志和
（730？-810？）的五首《漁父》詞。漁父泛
舟江湖，垂釣捕魚，逍遙自在，自古以來就常
被視為順適自然，悠閒超脫的隱者形象的代
表。

黃蘆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

灘頭。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友。

點秋江白鷺沙鷗。傲煞人間萬戶

侯，不識字煙波釣叟。

這首曲表現出的是消極避世的人生態度，
作者借寫漁夫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生活樂趣

來表達自己的情懷。 「漁父」 的形象，既流露
這種隱逸思想和與世無爭的高尚品格，也是憤
世嫉俗的集中表現。

曲詞首二句寫漁父的生活環境。 「黃蘆
岸白蘋渡口。綠楊堤紅蓼灘頭」 ，對

仗工麗，寫景如畫， 「黃蘆岸」 、 「白蘋渡
口」 、 「綠楊堤」 、 「紅蓼灘頭」 ，並列四個
詞組，相映成趣，構成一幅宏闊、優美的秋江
圖。這景色固然是美麗的，但其間卻透露出一
種蕭條寂寞的氣氛。

三、四句 「雖無刎頸交，卻有忘機
友」 寫人，寫的卻不是主人翁漁父，而先從

他的朋友着筆。作者仍用對句，一則說明漁父
的生活並不孤單，也襯托出他的志趣高潔。
「刎頸交」 ，謂同生共死，願以性命相許的朋
友。語出司馬遷（前145？-？）《史記．廉
頗藺相如列傳》： 「卒相與歡，為刎頸之
交。」 「忘機友」 ，指泯除機詐之心的朋友，
典出《列子．黃帝》，說一個喜愛鷗鳥的人，
他一到海上，鷗鳥就飛到他身邊來；後來他產
生了捉幾隻鷗鳥給他父親來玩的想法，從此鷗
鳥就遠遠地離開了他。後人就以 「鷗鳥忘機」
來表現純真不存機詐的友誼。曲的主人翁，雖
然沒有生死相許的朋友，但卻有毫無機詐之
心，真率相待的朋友。

第五句 「點秋江白鷺沙鷗」 ，總結

前文。 「秋江」 二字回應首兩句， 「白鷺」 、
「沙鷗」 回應三、四句。讀者不禁會問，漁父

的 「忘機友」 是否真有其人，還是眼前的鷗
鳥？李白的《江上吟》，寫有 「仙人有待乘黃

鶴，海客無心隨白鷗」 ，陸龜蒙（？-881）
的《酬裘美夏首病愈見招》也寫有 「除卻伴談
秋水外，野鷗何處更忘機」 ，是人是物，也許
由讀者自悟了。值得一提，作者下一 「點」
字，使境界全出，整個秋景，便由於這一個
字，化靜為動了。

有了前五句的鋪墊，作者運用 「卒章顯
志」 的方法，在末兩句終於把主人翁推出場：

「傲煞人間萬戶侯，不識字煙波釣
叟。」 「傲煞人間萬戶侯」 ，指非常鄙視那

些達官貴人。 「傲」 ，小看、輕蔑的意思。
「煞」 ，表程度的副詞，包含 「極其」 的意
思。 「萬戶侯」 ，古代貴族的封邑以戶口計
算，漢時分封諸侯，大者食邑萬戶，稱萬戶
侯；此泛指達官貴人。 「煙波釣叟」 ，唐代張
志和（732-774）自稱 「煙波釣徒」 ，後隱
居江湖，作者在這裏引用，借指在浩淼的煙波
上釣魚的老翁。這位不識字的漁父，厭惡名
利、蔑視官場，過其歸隱的生活。作者通過漁
父的形象描繪，實質是表現自己的思想。

抒發自身遺民之「隱」
細味本曲中漁父之 「隱」 ，其實就是遺民

之 「隱」 。在蒙古鐵騎統治下，知識分子備受
壓抑，濟世無門，因而胸中塊壘未消，矛盾鬱
悶。漁父那種厭惡名利、蔑視官場，對自由隱
逸生活的追求、對淡泊寧靜的嚮往的高潔情
懷，隱藏着極為深沉的鬱憤與不平。

總言之，本曲語言清麗，音韻和諧，意境
開闊，抒懷用鷗鳥忘機的典故，含蓄蘊藉。結
尾點題，骨氣凜然。不愧為元曲精品。蔣一葵
（明人，生卒年不詳）《堯山堂外紀》說本曲
「有味而佳」 ，讀者低聲吟誦，慢慢咀嚼，自
然有所感，有所得。

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
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招祥麒博士

◀作者借曲中漁父，厭惡名利、蔑視官場，
過其歸隱生活的態度，實質是表現自己身為
知識分子受壓，濟世無門，胸中塊壘未消之
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