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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望楼杂记骈文的艺术内涵与渊源

何祥荣
（香港树仁大学 中文系，中国 香港）

　　［摘　要］成惕轩是当代成就杰出的骈文家，但其生平及骈文作品目前尚欠深入研究。本文选取其骈文

中的“杂记文”类作深入探讨，首先考察其生平经历，并按其不同时期之特点作了四个分期。就其杂记骈文 的

内容性质分成时事、教育、游记、述怀、馆舍田园等类别，并对其文章的艺术特质作了考察，及进一步探 究 其 艺

术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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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成惕轩先生是当代骈文史上地位极高的骈文家，其创作成就得到多位当代骈文学者的推崇。如张仁青

在《骈文观止》一书中推许为“卓然称民国以来第一大家”［１］３０。谭家健教授亦在《当代台湾、香港骈文述略》
一文中，推许为当代最为著名的骈文作家，其云：“当代台湾骈文作家中，老一辈都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

开始发表作品，到台湾之后，继续写作，成就越来越大。其中最著名的是成惕轩和谢鸿轩……就数量而言，大
陆、香港罕有其匹。”［２］８１成先生对骈文创作之贡献，尤其在于融汇传统骈文学的精髓，结合当代的时事与物

象，展示了以骈文之体写新时代之面貌的可能，验证了古代文体依然适用于描写当代社会的风貌，抒发当代

人的情怀。故莫道才在《骈文通论》一书中云：“用骈体之形式写当代人之思想，铸其成功典范”［３］３１６。使四六

文体得以在新时代继续展现其艺术魅力，不致湮没于当代，故张仁青云：“能于新潮陵荡之时，文苑尘霾之会，
润色鸿业，振藻扬葩，使此最足以表现中国文字优美之骈文，不致作广陵之绝，厥功殊伟。”［４］５６３

（一）成惕轩先生生平之分期

成惕轩先生，名汝器，字 康 卢，号 楚 望，１９１１年 正 月 初 四 生 于 湖 北 省 东 南 的 阳 新 龙 港 镇，著 有《藏 山 阁

诗》、《楚望楼诗》、《楚望楼骈体文·内篇·外篇·续篇》、《骈文选注》等书。结合当代学者的记录，以至成氏

作品所述，其生平经历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是求学期（１９１１－１９３０）。成先生幼年入读私塾，并得其父之身教甚深。其父亲成炳南亲自教授四书

五经，晓以大义，奠定了其国文基础。据龚鹏程《楚望楼诗文集前言》：“尊翁炳南，棋家，尝主见授先生以四子

书及五经大义。”［５］１私塾毕业后，入读“武昌文化初级中学”，颇得创校人唐祖培的赏识和照顾，及后更引介他

到佛学名家唐大圆处学习。唐大圆介绍他结识太虚法师，故其在作品中不时引录佛经典故，乃得力于此。嗣

后，其跟从另一国学名师王褒心学习，进一步奠定了国学根基。
二是湖北创作期（１９３１－１９３６）。１９３１年，长江泛滥，湖北、湖南水患严重，灾民无数，成先生本着悲天悯

人之心，独登黄鹤楼，写成《灾黎赋》、《愁霖赋》以伤时纪事。作品深得艺林耆宿推重，特别是“南京军需学校”
校长张君诵尤为赏识，邀赴金陵，聘为该校上尉编辑官，并教授诸生，开启其讲学生涯。

三是重庆担任公职期（１９３７－１９４８）。１９３７年南京沦陷，成先生随校西迁入四川，居于重庆，常于报刊发

表爱国诗文以鼓舞民心，深得“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赏识，荐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简任秘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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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担任公职。成先生屡建殊功，故于１９４５年获颁“抗战胜利勋章”。１９４７年夏，“国防委员会”结束，获授予

“五等景星勋章”。后获“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赏识，奉调为简任秘书，不久改为参事。
四是迁居台湾期（１９４９－１９８９）。成先生迁居台湾后，主要从事考核人才及教学之工作。曾于１９５０年特

任“考试院第三届考试委员”，并续任至第六届。工余尝兼任“国史馆纂修”，历任正阳法学院、中国文化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中央大学、政治大学等校教授，直至１９８９年病逝台湾。

（二）楚望楼俪体杂记文分类

杂记文是中 国 古 代 文 体 的 一 种。《文 心 雕 龙·书 记》云：“书 记 广 大，衣 被 事 体，笔 札 杂 名，古 今 多

品”［６］４５７，刘勰把所有难以归属的博杂文章均归属“书记”类。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把杂记文分为四大

类：“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人事杂记”。［７］３５３综观成氏杂记骈文共２２篇，按其题材内容

可分为五大类：时事、游记、述怀、馆舍田园及教育，如下表所示：

类 别 篇章

时事 《美槎探月记》、《台员喜雨记》、《狞颷肆虐记》、《灜洲校士记》

教育
《南雍今昔记》、《校园双桂记》、《现职铨定资格考试及格人员名录题记》、《孟都中山学院

记》、《萧寺秋游记》

游记 《萤桥纳凉记》、《游指南宫记》、《三游洞记》、《南泉吟燕记》

述怀 《山房对月记》、《履端三愿记》

馆舍田园
《壶楼记》、《咫园记》、《来 凤 簃 记》、《藏 山 阁 图 记》、《法 藏 寺 题 记》、《吕 姑 祠 记》、《可 风 堂

记》

二、楚望楼杂记骈文的艺术特征

（一）抒写眷怀家国之情，诚挚淋漓

成惕轩杂记骈文颇多情景兼备，亦往往借景抒情。楚望楼诗多有眷怀家国之情，如张仁青云：“自中原鼎

沸，枢府南迁，吟咏之士，项背相望，击钵唱酬之风，盖视前此为加盛焉。然求其笙簧六艺，驰骤百家，拳拳忠

爱，每饭不忘，乔木故国之思，时时流露于行墨者，则非李渔叔先生与成惕轩先生莫属。”［４］５６３成惕轩骈文一如

其诗，颇多哀叹时世、关顾民生的题材，这是成惕轩杂记骈文中最为突出的主题。作者对月静思，每每不只念

及个人的际遇，对于家国的安危，更凌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山房对月记》便是静夜反思之作，作者对月写

怀，回忆生平不同阶段所遇见的不同际遇。其一再回眸的，是时事的变迁，结合个人的流离转徙，而不是单纯

个人的遭遇：

　　粤当弱冠之年，适遘多艰之会。掠郡而角方倡乱，辞家则粲赋从军。扬彼写帆，憩于夏口。尔乃冯

夷肆虐，黔首罹灾。平陆成江，讶老蛟之未死；层楼独夜，招黄鹤而不来。湿萤与坠露争飞，泽雁共寒芦

一色。挽澜无计，横槊谁歌。极人事之萧条，嗟江山之摇落。此汉皋之月也。
在描画“南都之月”时，更流露作者对国家危亡的深切关怀与痛心：

　　天不佑汉，海忽扬波。见迫强邻，遂兴义战。时则惊乌绕树，突骑窥江。傍桃渡以星稀，望芦沟而云

暗。磨牙鲸鳄，自矜海国之雄；赪尾鲂鱼，真痛王城之毁。拜手向紫金陵墓，敢告在天，举头指白玉楼台，
誓当还我。相看寥廓，无限低徊。此南都之月也。

作者眼见当时国家受强邻日本的压迫，抗日战争爆发，情势危急，使人惊惶焦虑，故云：“惊乌”、“云暗”。作者

又引用《诗经》的典故，描写王室濒临毁灭的处境，《诗经·周南·汝坟》：“鲂鱼赪尾，王室如毁”，《毛传》：“赪，
赤也；鱼劳则尾赤”［８］２８２，形像地反映了战火所造成的火红情势。作者因此感到异常痛心，故曰：“真痛王城之

毁”。至如“巴山之月”，作者则云：

　　修其器甲，固我山川。虽胡马之牧临洮，难踰跬步；而火牛之扞即墨，罔及层空。警讯频传，良宵每

负。穴中人静，惟斗蚁之堪开；竿上灯青，知毒鸢之已遁。星河依旧，岁钥载更。俄而港陷珍珠，岛焚玉

石，疆弩朝挫，降幡夕张。回日驭于瀛边，扶桑半萎；涌冰轮于剑外，爆竹齐喧。
四川本来地形险要，万夫莫开，山川之胜，使疆域得以巩固，以致外敌难于侵占，故曰：“胡马难踰跬步”。但由

于国家防空力弱，日军得以轰炸四川，“火牛之扞即墨，罔及层空”，使人深忧。直至日军投降，始暂得欢愉。
作者也痛惜战火对文物造成的破坏“蓟北新收，江南亟返。锦帆去也，三声啼巫峡之猿；玉宇纷然，万贯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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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之鹤。旧巷偶寻马粪，文物都非；疏帘重认蛾眉，婵娟未减。”在“沪杭之月”中，作者再次抒发对山河饱受战

火摧残的痛惜：

　　无何烽传青犊，劫堕红羊。弥天腾鼓角之声，大地碎山河之影。铜仙泪滴，宝镜光沉。剩堤柳以栖

鸦，凄其隋苑；抚烟萝而驻马，别矣吴山。
烽火再起，红羊之劫复燃，号角吹彻天空，山河大地破碎，只剩下残柳与凄鸦，怎不教人唏嘘。张仁青誉此篇

为写月名篇，可与古代咏月经典并称：“谢庄《月赋》、张若虚《春江花月夜诗》、李白《把酒问月诗》、苏轼《水调

歌头》四篇，虽时地不同，寄情各别，所以兴怀，其致则一，并称传世名篇。”［１］１１

（二）描绘田园景物、隐逸自然

成惕轩杂记文中，也经常流露隐逸于田园的意绪，成为其另一突出的主题，如《萧寺秋游记》除描画寺院

周遭的风景及感念家国的情怀外，也借用一些隐逸的典故表达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驹隙俄迁，鸿泥宛在。平

生三径之约，幸无愧于羊求；他年五岳之游，还共期于禽尚。”文中的“禽尚五岳之游”为著名的隐逸典故，《后

汉书·逸民传》：“向长、字子平，河内朝歌人也。隐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贫无资食，好事者更馈焉，
受之取足而反其余。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连年乃至，欲荐之于莽，固辞乃止。潜隐于家，读易至损益卦，喟

然叹曰：‘吾已知富不如贫，贵不如贱，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于是遂肆意与同好北海禽庆俱游五岳名山，竟
不知所终。”［９］９３９向长为王莽时期的知名隐士，王邑赏爱其才，欲邀他出仕，他不为所动，而是潜隐于家中读

易，及后更相约禽庆一同遨游五岳名山，以至消失于名山之中。作者引用这两个典故，无疑表达了对隐逸士

人的向往倾慕。
《壶楼记》是另一篇充满田园气息与隐逸情怀的篇章。成先生于己酉年添筑小楼于窃邸东隙地，名曰“壶

楼”。据文中的描绘，这壶楼位处于幽静的园野之中：

　　灵鹊送喜，丛鹃发春。屋因树以无华，泉在山而不浊。发斯楼也，淑景常新，羁怀暂解。揽二分之月

色，不减扬州；对万点之花光，浑疑杜曲。竹露密缀于檐际，堕地弥清；蕉云半卷于墙阴，黏天亦绿。
园中意象繁富，有喜鹊、杜鹃花、绿树、清泉，还有茂密的竹林、芭蕉，都是大自然中最平常的物象，充满田园的

自然气息，远离尘嚣，最适宜过隐居的生活。

　　继今以往，接人境以弗喧；望吾庐而增爱。或三竿未上，晓唤流莺；或万籁俱寂，宵聆老鹳。或披襟

朱夏，快当习习之风；或摊卷素秋，倦卧潇潇之雨。托鹪鹩于一枝，谢狡兔之三窟。
因此，作者借用陶渊明的语典：“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表达了从今以后可以像陶渊明一样过着归隐自然

的生活，早上可以与流莺相呼唤，又或在万籁俱静的时候，倾听鹳鸟的鸣叫。作者又借用《逍遥游》中出自许

由口中的语典，“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以表示在这田园中栖息，已甚满足。作者有着古代隐者的气质，
视富贵若浮云，远避繁嚣，享受静趣，故云：“富贵若浮沤，光阴类转毂”、“嚣尘远隔，得画里之溪山；静趣平添，
足壶中之岁月”。

《咫园记》是另一篇抒发隐逸田园的佳作。作者描述田园的清幽自然之后，便道：“是亦陶公之草屋，樊

须之老圃。”赞美“咫园”是隐士陶渊明及务农的樊迟的理想居所，虽然比不上王维的辋川别业及石崇的金谷

园，但已令作者心满意足，故曰：“何必名胜侈于辋川，游观极于金谷，然后为快哉！”作者再次引用蒋诩开三径

以接待隐士羊仲、求仲的事典，表明其向慕低调隐逸的心迹，故曰：“三径匪遥，一椽堪寄。问赞皇之花木，但

剩荒烟；翦蒋诩之蓬蒿，还期异日。”
（三）流露行役之感、乡关之思，真切动人

《山房对月记》除了抒发作者对时局乱离的深沉感慨外，也流露深刻的行役飘泊之感。成氏从武汉的“汉
皋之月”、南京的“南都之月”、四川的“巴山之月”，写到江浙一带的“沪杭之月”及台湾的“蓬壶之月”，已体现

作者平生从不同城市的转徙。在“蓬壶之月”中，作者写道：

　　金瓯再缺，铁幕四垂。转徙羊城，朅来鲲峤，故园归梦，托河苇以徒劳；倦客羁愁，随阶蓂而共长。杜

鹃枝外，咽笳吹于三更；铜马声中，莽关河其万里。乡心五处，思白傅之弟兄；皓魄连宵，忆鄜州之儿女。
谁遣晶盘山海，盛泪遥年；但期银汉分潮，洗兵来日。

作者经历内战，从广州转徙至台湾，渴望像《诗经·河广》的作者一样能一苇渡江，回到故乡。思乡的愁怀，羁
旅的辛酸，随着年月的流逝与日俱增。他在杜鹃树外听到凄咽的胡笳，在铜马声中也遥想到万里外的关河。
他有着与白居易同样的怀乡之心，也有着杜甫想念鄜州妻儿的乡情。如今，乡关之思只换来盛泪一腔，于是

便祈求上天使战争早日平息。又云：“蟾园天上，才得三百六十回；虫劫人间，何啻百千万亿数。”作者在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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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感叹前半生三十年不同地域的行役流离，也慨叹一年之间便有很多人在战争中丧失宝贵的生命。
《藏山阁图记》是另一篇较多田园气息与行役之感的篇章：“遭时多艰，行役万里。王郎叱驭，远去其乡；

蜀道拜鹃，不遑将母。而谢客期归之墅，敬亭不厌之山。盖未尝不惓惓于朝暮也。”作者感叹经历较多艰难的

时势，需要到万里以外的地方 旅行役。他像汉代的王阳、王尊一样，行走艰险的九折坂，并远离家乡；也像

拜祭杜鹃的杜甫，无暇供养母亲。他时时刻刻怀念故乡的园地，如同谢灵运怀念始宁别墅，期盼三年内可以

归返；也无时不在怀念故乡的名山，如同李白怀缅看不厌的敬亭山一样。故云：“一发中原，载劳梦寐；息壤在

彼，敢告山灵。”即使在梦中，也念念不忘一发青山的中原故土。
（四）骈文修辞形态之美

１．用典巧妙，切合主题

用典是骈文“五大修辞形态”之一。骈文也是在众多中国古代文体中最重视用典的，故评价骈文的优劣，

不免要从“用典”入手。成先生俪体文用典高妙，切合主题，具见其学识丰富。如《美槎探月记》主旨为记述美

国航天员登陆月球之盛事，能广用天文、月亮之典故，以记叙新时代之事物，切合本文与天文有关的主题。兹

举例分析数例。如：（１）“璇玑察微，土圭立准”，为语典，“璇玑”乃古时用以测天文之器，《尚书·舜典》：“璇玑

玉衎，以齐七政”，孔颖达疏：“是王者正天文之器，汉世以来，谓之浑天仪者是也。”“土圭”则为古时用以测日

景之器。《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郑玄注：“土圭所以致四时日月之

景也。”［１０］７０４（２）“纪虞书之星鸟，早授人时”，为语典，“鸟”，星名，为南方七宿的总称。“星鸟”盖指春分初昏

之时，鸟之七宿毕现。语出《尚书·虞书·先典》，故曰：“虞书星鸟”。《尚书·尧典》亦云：“乃命羲和，钦若昊

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乌，以殷仲春。”［１１］１１９

（３）“邓平定太初之历，张衡作浑天之仪”乃事典，邓平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订定太初历，事见《汉书·律历志》；

东汉张衡创制浑天仪，则见《后汉书·张衡传》。（４）“市号华鬘，宫名兜率”，为语典，“华鬘”专指“天界”之名，

语出释道世《法苑珠林》：“如婆沙论中说天有三十二种，欲界有十色界……十天者，一名坚手天、二名持华鬘

……”［１２］６０“兜率”，为弥勒菩萨所居之处，语出《法苑珠林》：“八名兜率陀天”［１２］６０（５）“幽黄姑于银汉，豢青鸟

于瑶池”，为语典，“黄姑”盖指牵牛星，语出《古乐府》：“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青鸟”，仙禽之

专名，语出《山海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在昆仑北。”［１３］１５２（６）“影移仙舸，光

漾晶盘”，“晶盘”为语典，借代为“月”，语见龚鼎孳《中秋得南鸿词》：“小字鸳鸯颠倒认，凭仗晶盘凝碧。”［１４］６１４

（７）“空空玉斧，伐丹桂以何从；穆穆金波，问素娥其安在”，“伐桂”为事典，即吴刚于月中砍伐桂树之故事，语

出段成式《酉阳杂俎》：“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

吴名刚，学仙有过，谪令伐树。”［１５］６４３“素娥”盖指嫦娥，为语典，语出谢庄《月赋》：“引玄兔于帝台，集素娥于后

庭”。李周翰注：“嫦娥窃药奔月，月色白，故云素娥。”以上均为天界及月亮相关的典故，而且多与古代神话关

系密切。作者善加运用富有神话色彩的典故，使文章更富浪漫气息，既含蓄蕴借，也生动有趣。可见，成先生

善于翻用古典以结合新时代之事物，浑化无痕，把众多与天文相关的典事镕铸于精练的对句之中，符合《文心

雕龙·事类》篇对用典的要求：“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６］６１６。刘勰

认为佳妙的用典，贵能综合广博的学问，选取事例重在精简，采摘理论须核实，以发挥作者的才能和学问。观

乎成先生的用典，均能见出其学问见识的广博，所用之典源涵盖经书、史书、佛经、辞赋、古诗等。

２．句式多变，对偶工巧

张仁青《骈文学》指出，句式多变及对偶工整是骈文五种修辞形态的其中两种，也是构成骈文艺术形式美

的基础。综观成先生之杂记骈文，句式堪称多变，而且难度甚高，兹表列其不同句型：

句型 例句

单句对

四／四 蓬壶秋好，桂魄宵圆。（《瀛洲校士记》）

五／五 裕药笼之储，备祯干之选。（《瀛洲校士记》）

六／六 村氓顾而骇惶，野老发其吁叹。（《台员喜雨记》）

七／七 拜鹃入蜀帝之乡，闻鸡起巴人之舞。（《瀛洲校士记》）

八／八 倚东窗而晴旭屡升，睇西郊则密云都散。（《台员喜雨记》）

九／九 径幽而康乐之屐能通，地僻则元规之尘不染。（《法藏寺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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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隔句对

四四／四四 张骞凿空，昔让雄姿；郭璞游仙，今非幻境。（《美槎探月记》）

四六／四六 攻金攻木，曾莫救乎凶荒；雨玉雨珠，亦奚资于饮啄。（《台员喜雨记》）

四七／四七 湛躯楚泽，宁纾屈子之离忧；收泪新亭，端赖晋贤之勠力。（《萧寺秋游记》）

四八／四八 殊方被教，得三万里外之灜洲；慧质传经，拟二千年前之伏女。（《孟都中山学院记》）

四九／四九 银蟾无恙，定溥清晖于亿万斯年；绿蚁堪游，且寻旧约于三五之夜。（《美槎探月记》）

五四／五四 泛志和之宅，须借扁舟；移江斅之床，强支残夜。（《狞飙肆虐记》）

五五／五五 如七宝楼台，弹指而即现；如九天阊阖，因风而洞开。（《美槎探月记》）

五六／五六 羡闲鸥物外，直忘黍谷暄寒；问皎兔天边，几阅蓬瀛清浅。（《山房对月记》）

六四／六四 剩携陶柳遗编，南迁作友；为问阳关迭唱，西去何年。（《萧寺秋游记》）

六六／六六 平生三径之约，幸无愧于羊求；他年五岳之游，还共期于禽尚。（《萧寺秋游记》）

六七／六七 明月飞乌之夜，魏武则对酒当歌；清秋戏马之台，谢瞻则赋诗述美。（《萧寺秋游记》）

七四／七四 竹露密缀于檐际，堕地弥清；蕉云半卷于墙阴，黏天亦绿。（《壶楼记》）

七七／七七 培欲平而筑欲密，郭子传一得之方；精于勤荒于嬉，昌黎勖诸生以学。（《校园双桂记》）

七八／七八 斗室与寰宇相关，正切沧海横流之惧；茅屋为秋风所破，愿推杜陵广厦之心。（《狞飙肆虐记》）

　　骈文写作，首重联语，其中“双句对”的难度较大，句子越长，难度越大，因要兼顾不同词性的对偶；故一般

常用的双句对偶为四四对四四、四六对四六、四五对四五及四七对四七等。但综观成先生杂记骈文中，双句

对的句式依然变化多端，句型多样，涵括四言起句的还有四八对四八、四九对四九；五言起句的则有五四对五

四、五五对五五、五六对五六；六言起句的有六四对六四、六七对六七、六八对六八；七言起句的有七四对七

四、七七对七七、七八对七八等，可谓极尽对句变化之能事，具见成先生的对句运用自如，能创作出高难度的

联语，长短伸缩，契合无间，使其骈文更具语言形式的灵动之美。
此外，在整齐而多变的句式中，依然保持对偶的工整，严守对偶的审美准则。《文心雕龙·丽辞》云：“言

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６］５８９观乎成先生所用对偶，均以“反对”为主。上述例句中，实包含

多种对偶类型：（１）天文对———“羞风之鸟”对“栖月之兔”，当中的“风”对“月”便属天文类。（２）地名对———
“湛躯楚泽”与“收泪新亭”，当中“楚泽”对“新亭”便属地名相对。（３）方位对———“倚东窗”与“睇西郊”，当中

“东窗”对“西郊”便属方位对。（４）数字对———“得三万里外”与“拟二千年前”，当中“三”对“二”便属数字对。
“七宝楼台”与“九天阊阖”，当中“七”对“九”亦为数字对。（５）同类对———“斗室与寰宇相关”与“茅屋为秋风

所破”，当中“斗室”对“茅屋”为同类对，盖同属建筑类。（６）人名对———“张骞凿空”对“郭璞游仙”，当中“张

骞”与“郭璞”同属人名。可见其对偶运用之工巧。

三、艺术渊源探赜

成惕轩杂记骈文的特点，与其深受庾信、杜甫及儒、释、道思想影响有密切关系。
（一）庾信

成先生骈体文有着明显的庾子山文风的影子。前述其文多田园、隐逸的题材，可谓脱胎自庾信及陶渊

明。作者多篇记述田园的题材，均为地处幽僻、当中充满自然气息的园囿。其中《壶楼记》、《咫园记》、《藏山

阁图记》均有庾信《小园赋》的影子。从内容题材、句子结构，以至精神心境，均有着相似之处。《壶楼记》刻画

一座位处僻远的小楼，富于自然园林气息，已如前述。《咫园记》亦描画了一个远离尘嚣、适合隐士居住的小

园。《藏山阁图记》也不例外，其描绘自然风光云：

　　鄂之南多山，余生长是邦，日与岚光黛色相接也。里居旧有小阁，烟峦四环，净绿当牖，少日弦诵其

上，榜之曰藏山，意谓藏阁于山，将以奉亲养志焉耳。
藏山阁位于湖北南部，四周有群山环抱，充满盎然绿意，在此可以奉亲养志，极富田园气息。庾信《小园赋》也
以自然风光为主要景物，位处偏僻，适宜于闲适隐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
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闻居之乐。”园中充满青葱的园林气息，“桐闲露落，柳下风来。
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荣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敧侧八九丈，纵横数九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

树…”故莫道才教授云“其骈文多叙故乡之思和人生旅途，亦多写景记游之作…有庾信之遗风，得王勃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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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３］３１６其次，成先生的田园记文亦有借景抒情，或抒述隐逸的情志，或倾吐感怀国事及乡关 之 思 的 襟 怀。
《壶楼记》、《咫园记》、《藏山阁图记》抒写隐逸之志，已如上述。庾信《小园赋》亦云：“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

抽簪”，意即不受拘束，倘卧于茂林之下，又云：“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以示无

心于出仕为官，隐逸之意甚明。再者，《藏山阁图记》亦有于文中借景抒述家国乱离之感怀：“遭时多艰，行役

万里。王郎叱驭，远去其乡。蜀道拜鹃，不遑将母。而谢客期归之墅，敬亭不厌之山。盖未尝不惓惓于朝暮

也。东倭既降之翌岁，自渝归母纪太夫人。并谒先府君炳南公墓……未及装背，已而神皋再陷宇全荒。身栖

海隅，图亦亡失。”既记叙了日军投降、神州再陷战火的历史，也感慨了自身远离家乡、念念不忘家山的情怀，
真切动人。庾信《小园赋》亦然：“屡动庄舄之唫，几行魏颗之命……遂乃山崩川竭，冰碎咸裂。大盗潜移，长

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充分抒写了梁室覆亡之痛，
以至自身远别家乡的悲伤。可见成氏之文对庾信骈文的承继。

（二）杜甫

成先生骈文多有浓烈的家国情怀，以及哀叹时局、民生多艰之语。代表作如《萧寺秋游记》、《山房对月

记》、《狞颷肆虐记》、《台员喜雨记》这种民胞与物的高尚情操，与杜甫一脉相承。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痛
惜民众无家可依，成氏的《狞颷肆虐记》也有相同的情怀，其文明言：“茅屋为秋风所破，愿推杜陵广厦之心”，
痛惜飓风为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南雍今昔记》亦云：“拓千万间广厦，从蓬山更到钟山。”可见成氏深受杜

甫诗之影响。
（三）儒家思想

导致成氏之文出现如杜甫一样推己及人的仁者精神，与成氏深受儒家影响不无关系。成氏的杂记骈文

多处表达了深刻的儒家思想。如《美槎探月记》篇章开首便提及儒家的精神重在求知：“儒者于一物不知，引

以为耻；圣人则六合之外，存而弗论”。《履端三愿记》：“大同力阐乎孔说”，引用《礼记·礼运》阐述“大同”的

典故。《孟都中山学院记》旨在赞颂“乌拉圭国女史爱兰娜始”笃爱中土文物，在异邦推广中华文化，故云：

　　舜水儒冠，望崇鲸海；香山诗卷，价重鸡林…殊方被教，得三万里外之瀛州；慧质传经，拟二千年前之

伏女…夫志在圣贤则圣贤矣，不待文王而兴；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早着春秋之义。大而无外，允执厥中。
乃我华夏哲人之传，炎黄文化之真谛。故世资道淑，道借人弘……孰谓丘民不可为尧舜，穷发不可成邹

鲁哉！东海西海，要令四海以相亲；车同书同，定卜大同之非远。猥承嘉问，属缀俪辞。
文中提及的“儒冠”、“先舜”、“邹鲁”均有着深刻的儒家色彩。作者实以儒家思想标准评定他人的成就。乌国

女史以其具备传统的儒家文化素质，实践了圣贤的大道，故深得成氏推许，赞美她为“舜水儒冠”、可比二千年

前的“伏女”，更期许她能使四海相亲，达至车同轨、书同文等大同境界。《现职铨定资格考试人员名录题记》：
“忠勤可念，甄拔宜先”、“列忠梗为一科，非无旧例；对天人之三策，讵乏宏才”，“天人三策”正是汉朝独尊儒术

的董仲舒所推行的考核贤才的方法。
成氏重儒学又体现在其重教育的思想。儒学重教化，自孔夫子已然。《礼记·学记》阐述教育之目的、学

校制度、教育方法、教学态度等理念，均甚明晰。成氏骈文如《南雍今昔记》、《吕姑祠记》、《可风堂记》、《校园

双桂记》等，均有阐析教育之道。《南雍今昔记》云：

　　会文辅仁，孔氏乐多贤友；传道授业，荀卿最为老师。德智美群，以铸其材器；刚健笃实，自成其学

风。卓尔儒修，资为国用。人物蔼风云之气，江山添文藻之华……松林峥嵘之节，克葆于岁寒；柏溪澎湃

之声，若增其敌忾。沙坪记事，续吴越之春秋；板屋摊书；隔巴渝之歌舞。闻鸡中夜，跃骏修涂。遂收成

达德材之功，用赞抗倭不世之烈……比者铜马生郊，妖蛇起陆。地赤于下，天眷在东。爰乘屯海之秋，重
振树人之业……礼堂矗立，四方瞻通德之门；广座列陈，万卷拥嫏嬛之室。

考“南宫”是指明朝时南京国子监之别名，意即南京时之辟雍。此亦借指南京的中央大学，盖文中云：“中央大

学，原为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嗣称东南大学、江苏大学，递经改易，始定今名”。适逢该校创立五十六周年，并

建新校舍及校史馆，因以特书此记文。故是篇专以学校为主题，与高等教育关系密切，可见作者对教育之重

视。故又曰：“南都乃定鼎之区，首崇太学”，“太学”即文中赞美该大学地理优越，人才辈出，“黉宇丛开，依虎

踞龙蟠之胜；英髦辈出，蔚蛟腾凤起之姿”。文中述及不少儒家教育理念，如“会文辅仁”，语出《论语·颜渊》：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１６］２５０５“荀卿最为老师”，明言推许儒家代表人物为老师。“刚健笃实”，语出《周

地易·大畜卦》：“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１７］４０“成达德材”语出《孟子·尽心》：“君子之所以教

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１８］２７７０“通德门”则为孔融为东汉经学大师郑玄特立的可容

高车通过的门户，《后汉书》云：“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国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门，告高密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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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特立一乡，曰……可广开门衢，令容高车，号为通德门。”［９］４０６－４０７

结　论

综而言之，成先生杂记骈文体现了鲜明的艺术特点与卓越的写作技巧。语言形式方面，对偶工整，句法

多变，尤以典故运用巧妙，古典与今事配合无间，贴切非常。思想内容方面，体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眷念乡邦

的高尚情操，以及热心作育英才、弘扬中华文化的崇高理想。成先生也充分继承庾信、杜甫的艺术思想、风格

与技巧，以及儒家的传统美德，使人从文章中亲身感触到一位勤学爱民的谦谦儒者，不论在文章的造诣，或是

思想的崇高，堪称中华士大夫的典范。良以张仁青总结成先生之骈文成就云：“先生之文，虽系绠汲千载，皋

牢百家，不宗一体，不法一派，但讲求写作之技巧，重视时代之精神，无论形式内容，并皆充实……加以旧学湛

深，海涵地负。所作多清新纯懿，劖刻淬炼，而有儒者风。”［４］５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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