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歐陽詢、陳叔達、裴矩
等十餘位文學家一起編撰了一
部綜合性的文學類書，是現存
中國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官修
類書，名叫《藝文類聚》，其
中收錄了許多歷代的詩詞歌
賦。全書共一百卷，是研究唐

代以前歷史的重要文獻資料。
在書中曾有一段這樣寫道：「昔班固觀世祖遷都
於洛邑，懼將必逾溢制度，不能遵先聖之正法也，
故假西都賓，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而為
東都主人折禮衷以答之。」

還都長安 反映百姓對前漢嚮往
這一段提到了一個重要的事件：自東漢遷都洛陽
後，很多朝中元老依舊希望仍以長安作為都城，他
們認為過去長安是四夷賓服之都，但自漢末開始的
外戚之亂、王莽篡漢、綠林赤眉橫行，把西漢的禮
制全搞亂了。所以劉秀光復漢室後，為了安撫天
下，表明自己是繼承漢室的正統，也特別重視禮
制。他在建武六年（公元30年）和十年（公元34
年），先後兩次到廢棄的長安祭祀高祖廟和前漢十
一帝陵，又下令修復關中的橋樑、道路，這些舉動
讓西土遺老感恩戴德。
其後，劉秀又企圖將國都重建於長安，作為政

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不過，東都的新興階層卻
願意留在洛陽，因此這「國都」問題，一時間成了
當時的一個重要的話題。
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京兆尹杜篤上《論都

賦》，認為關中山河，是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
邑。希望還都長安的呼聲時有所聞，反映人們對前
漢昌盛時光的嚮往。班固的《兩都賦》就是在這個
大背景下創作出來的。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是東漢

時期傑出的史學家、文學家。初期繼承父親班彪編撰
《史記後傳》，被人告其私改國史而下獄。其弟班超
上書為其辯護，獲釋被召為蘭台令，又遷典校秘書，
奉詔修史。他就在《史記後傳》的基礎上，以二十餘
年的時間，修成《漢書》，乃《史記》之後又一重要
的紀傳體史書，也奠定了他在史學上的地位。而他善
作賦，《兩都賦》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折之以法度 衡之以王制
他這《兩都賦》，分為上、下篇，即《西都賦》
和《東都賦》，寫的是大致作於永平、永元年間，
在賦的正文之前有一個序，清楚交代了作文的原委
和宗旨：一方面是「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脩
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另一方面是
「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於是作此
文以「極眾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
他將兩都的選擇、人們感受、主張的差異，歸納
為法度的不同，從而賦予作品以較強的理性色彩。
所謂法度，即儒家倡導的節儉、教化。所以序文先
言「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
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表明賦源出於詩，也注重
「美盛德之形容」。
《西都賦》主要描述了西都長安地勢的險要、物
產的豐富、宮廷之華麗等；《東都賦》則描寫了統
治者對東都洛陽的秀美，以及歌頌統治者定都洛陽
的各項經營和整治措施。
他這篇大作，結構與手法上都借鑒了司馬相如的
《子虛賦》和《上林賦》，也模仿和引入了如「子
虛先生」和「烏有先生」這樣的虛擬人物的「東都
主人」、「西都賓」。不同之處是相對獨立成篇，
內容又劃分清楚，結構較為合理。
《西都賦》寫長安都城的繁華壯麗，宮殿之奇偉
華美，宮廷生活之紙醉金迷、奢侈淫靡。作者在寫
作時也極盡鋪排之能，着實表現出了寫辭賦的才

能。但結果卻不是越奢華便越體現着作者對它的讚
揚，而是折之以法度，衡之以王制。

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採遊童之歡

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

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

氏，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

之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西都賦》）

《東都賦》寫洛陽，雖也寫宮室、田獵的內容，
但比較概括，而從禮法制度出發，宣揚「宮室光
明，闕庭神麗，奢不可逾，儉不能侈」，「順時節
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
風雅」。並沒有大肆描寫宮室之美，轉而專注在法
度和禮制上。文中說：「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
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
無外也。」完全以一個新的尺度來衡量秦朝和東漢

王朝政教之得失。

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

泉，館御列仙。孰與靈台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

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

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子徒

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識函谷之

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東都賦》）

接着以西都賓的折服作為賦正文部分的收束，同
《上林賦》的結尾完全一樣。
班固的《兩都賦》開頭、結尾、過渡等章法都嚴
謹自然，且富於情態，長於韻味。而後人將此篇強
調的「圖書之淵」、「道德之富」作為他反對遷回
西京之理據了。
●雨亭 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

十年

班固作《兩都賦》以法度析遷都之爭
20252025年年55月月2222日日（（星期四星期四））

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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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經》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四字，似乎很簡單，因
為文不甚深。可是，這裏的「自然」是否就是我們認知
的「自然」（Nature）呢？
追本溯源，「自然」本來就像「（在二十世紀二十年

代初）眾多其他社會和自然科學領域中的技術術語一
樣，中國從日本翻譯中引進了『自然界』這一新術語，
並同時把英語單詞『Nature』的歷史複雜性疊加到對自
然的本土理解之上」（羅濤《自然觀念的西方流變及其
中國文化根源》）。換句話說，「自然」即是「Na-
ture」是《道德經》面世二千多年以後的事。
事實上，日本對「自然」的理解，也並非只是「Na-
ture」。森美術館館長、京都藝術大學教授片岡真實在
一篇刊於其官網的訪問中曾說：「我們所知的『自然』
一詞，是19世紀末傳入日本的『nature』一詞的翻譯，
但日本最初有『自然』（jinen）的概念，意為『順其自
然』或『事物本來的樣子』。」據片岡真實所說，「自
然」的根源在於「無為而自然」的概念。而且在日本，
「自然」的翻譯並不是指與人類對立的荒野或原始森
林，而是一個更為廣泛的概念，涵蓋了人類所屬的整個
宇宙，包括天地萬物。
簡單來說，我們不能說老子的「道法自然」就是道效

法自生自長的自然界。而且，「自然」一詞在《道德
經》一共出現了5次，更不見得每個「自然」都能對應
「Nature」。
在接續論說之前，我想大家先理解一下老子的

「道」。老子認為「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居於萬物
的核心。在《道德經》中，「道」的內涵非常廣泛，但
其作為萬物之始，又於天地之先而生育萬物，所以其地
位是不變的崇高。
如《道德經》第四章，王弼在註中便指「道沖而用
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按此推論，這宇宙之
中，還有什麼事物先於「道」而生？又有什麼事物可以
給「萬物之宗」的「道」效法？如果有，這個「道」又
是不是老子的「道」？又是不是真正的「道」？
再者，既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道德經》四十二章），「自然」（Nature）也不過
是由「道」所生發出來，「道」又為什麼要反過來效法
呢？
「道法自然」的「自然」是「Nature」的說法，其實

從邏輯角度就已說不過去了。因此，「道法自然」的
「自然」，應該就是指「自身」、「自己」。其中的
「然」字，在古漢語中是作為「代詞」（如此、那
樣），或者「助詞」（用作形容詞或副詞的詞尾，表示
狀態，像「龐然大物」）。這一點，《老子今註今譯》
的作者陳鼓應也是如此論說。

「自然」作形容詞理解
按著名哲學學者劉笑敢的說法，「《道德經》中的

『自然』雖然在語法上是名詞，但並不能簡單地將它等
同於『自然界』。」他指出「道法自然」一詞的基本含
義「仍是形容詞的『自己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

「道」為萬物本源 不受外力干涉

●葉德平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統籌主任、「戲曲與非遺傳承中
心」副總監，曾出版多本香港歷史、文化專著。

師生關係不和諧 張居正遭怨恨
可能因為是讀中文與歷史的緣
故，筆者一直以來都喜歡看與中
國歷史知名人物有關的歷史大

劇。前陣子看到內地將開播一套以明朝為背景的歷史大劇，
劇中的主角正是明朝權傾朝野的第一文官及輔政大臣——張
居正。
自古以來，只有很少的輔政大臣能夠善終，絕大部分人的
下場無外乎兩種：一是生前或者死後家破人亡；另一是能直
接篡位，如楊堅、趙匡胤或者給後人創造篡位的機會，如曹
操、司馬懿。所以僅僅看輔政大臣的這兩條路，就知道皇帝
為何往往和輔政大臣之間注定勢同水火了。
對於張居正這位大臣，梁啟超稱他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
家」，更說如果沒有他的改革，明朝可能滅亡得更早。然而
這樣的一位大臣，卻換不來好的下場。究竟張居正的下場有
多慘？要知道他的下場，我們便要先來看看一他與萬曆皇帝
的關係。
張居正，號太嶽，湖北荊州人，明代政治家、改革家；自
幼已是個聰明人，他23歲即中進士，而且樣貌端正，由庶起
士至翰林院編修，又官至侍講學士令翰林事；萬曆朝任內閣
首輔，是明朝唯一一個在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師頭銜的文
官，軍政大事均由其裁決。在他的努力下，明朝出現了一段
時間的中興局面，史稱「萬曆中興」。張居正當政的時候權
傾朝野，整個朝廷就是他的一言堂，皇帝尊他、太后護他、
內廷配合他，他在施政的過程中可以說是毫無阻力。不過，
也正是因為這樣，最後才導致了他的悲劇命運。
歷史上無數的文官都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輔佐一位明

君。張居正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張居正相比其他文官有着
絕對的先天優勢，因為他不僅是萬曆的大臣，也是萬曆的老
師，而且皇帝恰好年少，完全能夠培養。
張居正為了萬曆的教育問題傾注了無數心血，並且把所有

的希望都寄託在萬曆的身上，因此對萬曆的要求也特別嚴
格，對皇子也很嚴厲，就如父親教育兒子一般，但他比當年
呂不韋教育嬴政要嚴格許多，以至於後來的皇帝對他是滿滿
的怨恨之情。
很多人都聽說過一個故事，那就是萬曆曾在上課的時候，

讀書唸錯了一個字，張老師馬上大吼着糾正他，嚇得萬曆打
了個冷顫。雖有言嚴師出高徒，但張居正的嚴已不只是嚴
格，而是已經達到了嚴厲的程度。
萬曆剛當皇帝的時候，朝中的一切大事都由張居正說了算，
他每天所要做的就是好好讀書，學着怎麼當一個好皇帝，張居
正為此還給他編纂了一本專屬教材《帝鑒圖說》，對於年幼的
萬曆來說，張居正其實是一個噩夢。如此嚴厲的教育對於一個
普通的青少年來說，尚且難以承受，而萬曆更是一位皇帝，這
樣的教育不僅給他留下了心理陰影，對他而言更是有損他皇帝
的尊嚴，作為一個皇帝竟然還要害怕別人，叫萬曆如何忍受，
又怎會不對這位輔政大臣有所怨恨？看到這樣的師生關係，大
家應不難理解為何張居正不得善終了吧！
至於這樣一位不世出的功臣的真實下場如何，就留待下次

再和大家分享。
●籲澄 資深中學中文、中國歷史科老師，香港歷史文化研究
會理事。教學經驗豐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中國歷史參考
書。

自由戲文

一一蓑蓑
煙煙雨雨

歡迎反饋。教育版電郵： edu@tkww.com.hk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
物院中的《便橋會盟
圖》，是元代畫家陳
及之創作的紙本白描
畫，畫的是唐李世民
化干戈為玉帛，在渭

水便橋與來犯的突厥頡利
可汗結盟修好的歷史事
件。
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
民剛剛即位，北邊勁敵突
厥可汗頡利就率大軍侵犯
長安，直抵城外渭水便
橋，形勢十分危急。橫跨
在長安附近的渭水上，有
「渭河三橋」，而「便
橋」應是「西渭橋」。史
上「便橋之盟」又稱「渭
水之盟」，指的是突厥突
然攻至距長安僅40里的涇
陽（今陝西涇陽縣），京
師震動。
此時，長安兵力不過數

萬，唐太宗李世民只好設
疑兵之計，親率高士廉、
房玄齡等文官，在渭水隔
河與頡利可汗對話，怒斥
頡利、突利二可汗背約。
《資治通鑑》記載，唐太
宗終以殺白馬與突厥可汗
結「渭水之盟」，突厥兵
於是退去。
畫家陳及之就根據這一
故事畫了一幅《便橋會盟
圖》。後人根據圖中的
「款」寫着「祜申仲春中
瀚富沙竹坡陳及之作」，
以及「鈐印」（書畫上面
的印章）寫着「竹坡及之
戲作」，可知該圖是陳及
之 作 於 元 朝 至 治 元 年
（1321）的三月。

陳及之，號竹坡，生卒年不詳，畫史
亦沒載，約是元仁宗（1285—1320年）
時期的人。他應為文人畫家，以白描人
物見長。該卷畫述及「便橋會盟」的故
事，全卷可分為三大部分，全圖共繪了

246人、180匹馬和4頭駱駝，堪稱是元
代繪人馬最多、物景最宏大的歷史畫。
該圖分為三段，在藝術欣賞和文化賞
析方面，反而在描畫胡人馬隊為重：
第一段：「出山」：山溝裏湧出大群
騎隊，表演舞旗和馬上雜技、馬球等，
本段的要旨在於展現突厥人的生活風
情，為與唐朝會盟，起了鋪墊作用。
第二段：「歇息」：經過一番馬上運
動後，疲憊的人馬漸漸停歇下來，以此
過渡到下段。
第三段：「會盟」：為全卷的主題。
描繪突厥首領頡利在便橋橋頭向秦王李
世民講和的情景。左側是頡利可汗和僚
臣，戴冠者的突厥民族，與第一段馬術
馬球中的冠式截然不同，頡利可汗扎的
頭巾類似蒙古族牧民的裝束，以示他欲
馬放南山。而李世民端坐龍車上，神情
威嚴。
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介紹過：
「畫家的白描手法有李公麟的筆墨基
礎，但不落前人的窠臼，揮灑自如，線
條柔和暢快，細微之處仍見精神，帶有
戲劇色彩的人馬動態被描繪得飛動自
然，充滿了節奏感，坡腳的畫法極為簡
率，使主題突出。」這是在美術眼光方
面去看，自有其細膩值得欣賞之處。

反映少數民族衣着服飾
在研究人文生活和文化方面，也有值

得細心分析之處：畫中黨項人的髮式和
女真人的衣冠服飾十分接近，而且他們
手持女真人的圓月旗。據歷史所記，在
元初時，確實有大批黨項人遷徙到華北
一帶，接受了女真人的統治，也讓作者
有機緣接觸到黨項人的生活。
卷中人馬的組合，動靜、聚散有致。

人馬的動態幅度大，變化多，富有節奏
感。由於場面宏大，畫中人馬僅有寸方
左右，但無論是人和馬的神情形態俱覺
自然。騎手在進行馬術表演時，更露出
詼諧幽默的表情。畫家在勾畫馬匹時，
更善於抓住馬在運動時的體態，十分生
動，而且線條粗勁渾厚、簡潔鮮明，顯
示出作者極強的藝術概括力。
●任平生 資深中學中文科教師，多年
深耕於教育工作

●●《《便橋會盟圖便橋會盟圖》（》（局部局部）。）。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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