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學前瞻 第 20 期 

109 年 11 月，頁 041-054 

南華文學系 

41 
 

徐國能《第九味》中的詩性研究 

 

 

陳鈺文 

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關於徐國能《第九味》的研究，現階段都是採取將作者生平歷程，帶入到作品之

中的研究方法，離不開以其為參考之侷限，筆者認為文本研究更能客觀的探究其

中的內容，使得對《第九味》的研究更加完善。全文共分兩個部分，第一以雙軸

理論解析詩性語言及透過上下文了解成因，發現了文本中的詩性語言以「賦予取

向」、「形容取向」、「鏡面取向」三種類型建構不同層次的詩性，使讀者獲得不同

程度之感知延長，第二摘取文本中引用或融入詩句的部分，分析其典雅語境的用

典依據，探查釋義在文本中「古今交融」所營造的氛圍，得出「取其義，改其文」、

「取其文，懸其念」兩種形式的詩文交錯，讓讀者以不同的面向感受到文本中安

排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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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第九味》共收錄了 34 篇散文，分為四輯，以童年住家、求學過程、飲饌

美食、詩畫的觀後心得集結而成的散文集，試圖藉此導出唯有行過人生才能體會

出第九味的滋味，當中〈石榴街巷〉獲 2001 年第四屆台北文學獎街道書寫市民

寫作獎、〈第九味〉獲 2000 年文建會第三屆全國大專生文學獎散文組頭獎、〈刀

工〉得到 2000 年第二十三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獎第二名、〈食髓〉獲得 2001 年第

三屆台灣省文學獎佳作、〈興亡錄〉獲 2000 年第十八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

組第四名、〈詩人〉獲 2001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散文第二名、〈毒〉獲 2002 年聯

合報文學獎散文大獎。 

 

現有研究1以文獻分析法、文本分析法、電子郵件訪談法等方式剖析《第九

味》，試圖了解作者創作的緣起，有著濃厚的徐國能生命經歷的色彩，也因此忽

略了作品誕生後，文本的詩性元素，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徐國能《第九味》 中的

「詩性」，替文本進行解碼，理解文本的詩性架構，而不是從飲食散文的角度著

手。 

 

詩是一種文體，詩性原來的釋義為當詩以外的文學，使人產生了對於詩的聯

想，便有了詩性，而在本文中的定義有兩種，一者是當聚合軸透過上下文的引導

投向組合軸，產生所言非所指的效果，致使感知延長方為「詩性」；二者為引用

詩詞或融入詩詞，使得讀散文的同時圍繞在典雅語境的氛圍之中。 

 

為了解碼詩性在文本中的構築，故將分為「詩性語言」、「典雅語境」兩個層

面進行文本研究，藉此深入分析兩種能體現出詩性的元素。第一講述研究目的與

動機，第二透過「雙軸理論」將文本拆分為組合軸與聚合軸，找出詩性語言，並

根據語境分析其在此的意義為何，第三找出文本中引用古典詩詞的語句，並追本

溯源探究原典的意義，透過語境解析典雅語境所營造的氛圍，第四結合前三段總

結出此次研究之結論。 

 

二  《第九味》中的詩性語言 

本部分將會以雙軸理論探討《第九味》中出現的詩性語言，解析此種詩性是

如何產生的，雙軸理論的定義為將理知性語言視為側重鄰接性的組合軸，詩性語

言歸為側重選擇性的聚合軸，當聚合軸投向組合軸詩性就誕生了，2詩性語言的定

 
1
徐文玲《徐國能散文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6 年，12 月。 

傅彩菁《徐國能散文研究ー以《第九味》為探究中心》，國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19 年 1 月。 
2
 此說來自雅各布森(Arne Emil Jacobsen，1902--1971)〈語言學與詩學〉，其提到：「選擇的標準是

名詞間的相當、相似不同，同義和反義；組合（即次序的構造）則是根據『鄰接性』原則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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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能指
3
的意義直接指向所指，即為理知性的語言；當能指的意義不直接指向所

指，而是經過聯想途經涵指域4，曲折指向所指，即為詩性語言。透過以上方法並

從前後文判斷聚合軸在此的意義，便能找出詩性語言探究深層的義涵，趙毅衡在

《符號學》中提到： 

 

符號文本的雙軸操作，在任何表意活動中必然出現：無論是櫥窗的布置，

還是招聘人才，會議安排，電影鏡頭的挑選與組接，舞臺場面的調度與連

接，論文章節安排、故事起承轉合；凡是符號表意，絕對不可能沒有這雙

軸關係。5 

 

由上可知雙軸理論的操作用途廣泛，乃至於語言也能使用，故選擇此種操作方式

解析文本中詩性語言所帶來的雙軸關係。 

 

 趙毅衡在《符號學》中表示： 

 

索緒爾為雙軸關係舉的例子是宮殿前廊柱子：「建築物的組分在空間展示

的關係是組合關係；另一方面，如果這柱子是陶立克式的，就會引起其他

風格的聯想比較（例如愛奧尼亞式、柯林斯式等）」。6 

 

上述舉例說明了提到柱子這基本意義就是柱子本身，意即橫組合軸，聯想到的款

式種類繁多為縱聚合軸，趙毅衡在《符號學》中又提到： 

 

拿最簡單的穿衣作分析：裙子、帽子、上衣、鞋子的搭配，是著裝的組合

要求，而選擇裙子、褲子，還是連衣裙，選擇何種料子的裙子，何種花色

的裙子，則是裙子這個環節上展開的幾種可能的聚合段，文本組合的每個

成分都有若干系列的「可替代物」。最後選中某一種裙子，是基於某幾種

標準的選擇。一個因素進入聚合段的基本條件，不是「意義上可以取代」，

而是「結構上可以取代」（structurally replaceable）組合中的這個成分，即

可以在文本系統中占據相同位置。7 

 

 
詩的功能則進一步把『相當』性選擇從那種以選擇為軸心的構造活動，投射（或擴大）到以組合

為軸心的構造活動中。」（趙毅衡編選《符號學文學論文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 年 5

月，頁 182。） 
3
此說來自於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普通語言學教程》，其提到 「我們建議

保留用符號這個詞表示整體，用所指和能指分別代替概念和音響形象。」（索緒爾《普通語言學

教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年 11 月，頁 102。） 
4
 涵指域意謂符號意指的聯想範圍，例如月亮會有思鄉、團圓、嫦娥等聯想，囊括所有聯想的範

圍就是涵指域。 
5
趙毅衡《符號學》，臺北，新銳文創，2012 年 7 月，頁 205。 

6
趙毅衡《符號學》，頁 205。 

7
趙毅衡《符號學》，頁 206。 



 
 
 
 
 
 
 
 
 
 
 
 
 
 
 
 
 
 
 
 
 
 
 
 
 
 
 
 
 
 
 
 
 
 
 
 
 
 
 
 
 

 

徐國能《第九味》中的詩性研究 

 

44 

「裙子、帽子、上衣、鞋子」涉及基本不變的意義，也就是橫組合軸；選擇穿什

麼款式、質料，為「可替代物」，意即縱聚合軸。 

 

 總合前面幾點可以得知組合軸與聚合軸該如合區分，但解讀文本時只有分類

並不能明白詩性語言在此選用的意義，故須根據前後文營造的語境8，判斷聚合軸

在一段文章中為什麼選用了此「可替代物」投向組合軸，趙毅衡在《符號學》中

說明： 

 

解釋符號文本時，同樣需要雙軸操作：接收者感知到的，只是文本和一部

份伴隨文本，但是他的解釋如果要比較深入，就必須明白已經隱藏（選下

不同）的聚合系列是什麼。例如明白詩句中為什麼不用別的詞，選用了這

個詞；明白對方球隊為什麼在這個位置上不用別的球員，選用這個隊員出

場；汽車為什麼不用別的零件，選用如此的配置；要真正理解春晚，就必

須明白為什麼上了這個節目，沒上那個節目。深入理解，就是朝文本背後

隱藏的聚合系探察，就是探索文本的構成原因。9 

 

探察文本的構成原因是了解聚合軸如何選擇的方法，例如：你是我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一朵玫瑰，「你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朵」是組合軸，「玫瑰」是聚合軸，

假如不清楚前後文的的內容，「玫瑰」就會有多種的意義，比如愛情、熱情、帶

刺……，但當語境營造的目的是戀人告白時的對話，就能知曉「玫瑰」在這裡選

擇了愛情此種「可替代物」，意即玫瑰此聚合軸投射回組合軸，從語境中探索文

本所需的可替代物，產生所言非所指的詩性，達到感知延長的效果，詩性語言也

因此誕生。 

 

 透過解析文本中的詩性語言，發現能分為「賦予取向」、「形容取向」、「鏡面

取向」三種類型，藉此達到不同層次的深度檢視。 

 

（一） 賦予取向 

 

賦予取向在本文的定義是當詩性語言在文本中，有著從語境才被賦予的聯想

涵義，因此達到僅限於此，擴充涵指域的效果。 

 

在《第九味‧石榴街巷》中提到： 

 

母親說每年夏天，總要結拳頭大的石榴，掰開裡面鮮紅欲滴，有時分送鄰

 
8
 語境意指上下文的情節推敲，此說根據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其提

到：「語境又譯『上下文』、『關聯域』。」（王先霈，王又平主編《文學理論批評術語滙釋》，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5 月，頁 272。） 
9
趙毅衡《符號學》，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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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一條街巷都因為石榴而感到了初夏的興味，微酸的民國五十年代。 

 

……。 

 

母親的心中也許便真有一條名之為「石榴」的窄窄街巷，陸沉在遙遠的時

光與千門萬戶的台北市，寧靜的，溫柔的……。10 

 

上文中母親對於永康街舊宅有著深刻的記憶，夏日時與鄰居共享的石榴以及難忘

的微酸，暗示最後出現的「石榴」增添了只有在此才賦予的聯想涵義，它為聚合

軸，賸下的語句是組合軸，依循前後文可看出這條街巷並不是指命名為石榴這水

果這麼簡單，而是從母親的懷念及「陸沉在遙遠的時光與千門萬戶的台北市」兩

個線索判斷出「石榴」的能指透過涵指域中找到「時留」此一有著諧音相關的所

指，加深闡釋對過往時光的緬懷。 

 

同樣有著賦予取向的例子在《第九味‧大同電鍋》中能看到： 

 

新婚不久，母親千里迢迢為我們送來了大同電鍋，十人份的，大熱天，老

人家轉車轉了一上午，連喝水都還來不及喝上，就忙將這碩胖碩胖的傢伙

搬到廚房……，朱紅的身段，一枚黑色的按鈕，與我們整套乳白色系的歐

式廚櫃也顯得格格不入，好像一位穿著旗袍喘著粗氣的發福女士，錯走入

骨感十足，雲裳牽香的米蘭春裝發表會。 

 

……。 

 

這時「大同電鍋」派上了用場，十人份的剛好容納一隻全雞，「答」地一

聲它的按鈕跳了起來，我與妻相視微笑。在啜飲湯汁之餘，我竟然發現了

朱紅的「大同電鍋」也略含輕笑，在燈下看起來慈祥極了。11 

 

從文末的「朱紅的『大同電鍋』也略含輕笑，在燈下看起來慈祥極了」能發現，

電鍋本身的各種特質很難與輕笑、慈祥有著明顯的聯想空間，但透過母親千里迢

迢茶飯不思的將此物送來，替它襲上了一層母親對孩子的關愛，並且以身穿朱紅

色旗袍的女士闖入米蘭時裝會的形容，加深兩個年齡層之間的習慣差距，使得「朱

紅的『大同電鍋』」成為聚合軸，被語境賦予了「母親」的聯想涵意，跳脫文本

外電鍋的原來意義。 

 

 《第九味‧第九味》對於賦予取向的運用相較前兩者不同： 

 
10
徐國能《第九味》，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6 月，頁 24。 

11
徐國能《第九味》，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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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指著招牌問他「九味」的意思，曾先生說：辣甜鹹苦是四主味，屬正；

酸澀腥沖是四賓味，屬偏。偏不能勝正而賓不能奪主，主菜必以正味出之，

而小菜則多偏味，是以好的筵席應以正奇相生而始，正奇相剋而終……突

然我覺得彷彿又回到了「健樂園」的廚房，滿鼻子菜香酒香，爆肉的嗶啵

聲，剁碎的篤篤聲，趙胖子在一旁暗笑，而父親正勤作筆記，我無端想起

了「健樂園」川堂口的一幅字：「樂遊古園崒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

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 

 

那逝去的像流水，像雲煙，多少繁華的盛宴聚了又散散了又聚，多少人事

在其中，而沒有一樣是留得住的。曾先生談興極好，用香吉士的果汁杯倒

滿了白金龍，顫抖地舉起，我們眼中都有了淚光，「卻憶年年人醉時，只

今未醉已先悲」，我記得〈樂遊園歌〉是這麼說的，我們一直喝到夜闌人

靜。 

 

……。 

 

如今我重拾起書本，覺得天地間充滿了學問，一啄一飲都是一種寬慰。有

時我會翻出〈樂遊園歌〉吟哦一番，有時我會想起曾先生話中的趣味，曾

先生一直沒有告訴我那第九味的真義究竟是什麼，也許是連他自己也不清

楚；也許是因為他相信，我很快就會明白。
12
 

 

獨立於辣甜鹹苦酸澀腥沖等八味之外的第九味，直至文本結束都沒有明確解釋，

但從對〈樂遊園歌〉中盛衰輪替的感慨，以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

悲」的體悟，能推斷出在不同人生階段所看見的風景也不同，文中最後提及「也

許是因為他相信，我很快就會明白」，給了上述推論合理的解釋，不僅如此更以

整本《第九味》的分輯方式暗示「第九味」便是行過人生方能體會的「人生況味」。

與前兩種賦予取向的例子不同的地方有二，其一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物，沒有

辦法就日常所能想像的涵指域進行對組合軸的投射，其二是不侷限於單篇散文架

構意義，以整本散文集的範疇賦予其更大的聯想空間，達到讀完全書時才能展現

出的感知延長效果。 

 

（二） 形容取向 

 

形容取向的定義為當詩性語言非單指物品，包含動作、情境等，且不額外賦

予限定在文本的聯想範圍，能依循原有的涵指域配合語境解讀之類型。 

 

 
12徐國能《第九味》，頁 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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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味‧石榴街巷》中提到： 

 

永康街，世界級的飲食商圈，日本話在信義路轉角口的「鼎泰豐」前面排

隊，英文則在靠近師大圖書館後門的小酒吧裡喧嘩……。13 

 

「日本話」及「英文」進行了排隊與喧嘩的事宜，將兩者照字面意義解讀，得到

的答案不合理，因此歸納為聚合軸，其餘為組合軸，從前文提到的「世界級」飲

食商圈和排隊與喧嘩的動作判斷，「日本話」與「英文」並非單指的是兩種語言

而是日本人及美國人，藉著將文句中良好的連續懸置，促使讀者14的感知得到延

長，15營造出異國語言圍繞在永康街的繁華景況。 

 

《第九味‧十五巷》中也使用了形容取向的類型： 

 

有些店家手藝實在不錯，加上環境雅致，是適合用餐的好地方，惟獨店家

總是為了製造氣氛而播放某種音樂，然播放的音樂卻又恰好破壞了他們期

望的那種感覺，這無疑是令人氣餒的，因為旋律響起，橫眉的藝術家便露

出逢迎的商人馬腳，本來期待附餐甜點的心情便立刻被熱量太高的疑慮占

滿，委實不大痛快。16 

 

前文手藝、環境的優點與逢迎客人而播放的音樂來看，「橫眉的藝術家」是聚合

軸，在這裡的並不是指藝術家本身，而是涵指域中「不為世俗改變」的特質，相

較於單純對店家論述，以有原則的藝術家轉變為市儈的商人，更能增添前後優缺

點的差距，延長讀者感知上的落差。 

 

形容取向的例子也能從《第九味‧世間美味》中發現： 

 

他們某些來自原住民的家庭，有些則是家庭不太健全的，他們本性樸質善

良，但或許是在成長的過程中，大多數的人不肯定他們，也無所謂真心，

他們深知此點而無處怨憤，只能用無所謂的態度來保護自己，漸漸養成輕

易放棄的習慣。但相處中，他們實在而單純，又豈只是人口中的不上進、

程度差等負面批評。以後雖然再沒有喫三明治，但上課的情形卻慢慢好轉，

 
13
徐國能《第九味》，頁 20。 

14 這裡的讀者不是真實存在的讀者，而是承文讀者，意即作者完成作品後，文本設定的讀者，其

一切想像皆須符合語境，不涉及文本外的因素。 
15
 此概念出自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1926--2007)《怎樣做理論》，其提到「故事將『良

好的連續』懸置起來……文本各部分之間的不連貫性引發了讀者頭腦中的綜合活動，原因在於空

白導致了已經形成的各個獨立觀念之間的衝突，從而抑制了『良好的連續』，而後者是理解的一

個前提條件。」(沃爾夫岡•伊瑟爾《怎樣做理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9 年，9 月，頁

77。) 
16
徐國能《第九味》，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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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國文，據說其他科目也是如此。 

 

但我所能提供的「美味」畢竟太少，太少，一學期後我便離職了。但我重

新體認了這個社會的無情與有情，並且深深知道，該以哪一種方式來面對

這些炎涼，或從中體會那更細膩的況味。 

 

學生在月台遠處向我揮手，我也向他比了一個三角形，他大概不知道，那

是他們送給我的，永恆的「世間美味」。17 

 

面臨社會歧視而無從宣洩的學生，並不是一份三明治便能改善，沒有自信的孩子

往往缺乏他人肯定，由此判斷上述提到的「美味」已不是味覺上的形容詞，而是

在聯想的空間中找出體會美好的感覺，經由前後文的塑造成為這群學生所欠缺的

「肯定」，而老師雖然身分不同，但同樣得面對社會的炎涼，故由此判斷「世間

美味」同樣成為了聚合軸，不一樣的是此次為學生所給予的「肯定」。 

 

（三） 鏡面取向 

 

鏡面取向在此的定義為當詩性語言不是從相似處提出聯想，而是從涵指域中

相反的一面進行詩性的構築，藉此達到不同面向的二重感知延長。 

 

 

 《第九味‧昨日之歌》中對於鏡面取向如此提及： 

 

碩士班時期買了第一套音響，攢了數月的家教所得，我只會播音，許多複

雜的功能我都沒有學會。我什麼音樂都愛聽，古典、爵士、流行、民歌、

童謠……都有他特別的地方，也都有特別的記憶可供尋繹。我買的第一張

唱片好像是《里斯本的故事》，那清脆的吉他與人聲從喇叭中流瀉出來，

似乎世界在那一刻只賸下了一種聲響，一種絕對的大寧靜。18 

 

喜好聽各種樂曲，不惜重金買下一套只會使用播音功能的音響，如此對音樂的熱

愛，可以推論出其相當沉浸在品味音樂這件事上，當完全融入吉他與人聲時反到

只賸下一種聲音，故「大寧靜」成了聚合軸，並以鏡向的聯想，使對於聽音樂時

卻感到寧靜為第一重思考，第二重聯想到「聽音樂時投入到極致」的組合軸上，

展現出感知延長並翻轉的效果。 

 

《第九味‧客廳裡的主宰》中也提到： 

 
17
徐國能《第九味》，頁 107。 

18
徐國能《第九味》，頁 31。 



 
 
 
 
 
 
 
 
 
 
 
 
 
 
 
 
 
 
 
 
 
 
 
 
 
 
 
 
 
 
 
 
 
 
 
 
 
 
 
 
 

 

徐國能《第九味》中的詩性研究 

 

49 

 

真不知是我們遙控電視，還是電視遙控人類？不斷切來換去的結果，沒有

一個節目能被完整地看完，支離破碎地接受了一堆無用的訊息，奇怪的是

明天若有人談起《世間路》云云，我竟也還能發表些『高見』，人類舉一

反三的能力真是驚人，每個虛度良夜的電視迷其實都是最優秀的編劇。19 

 

上述末的「編劇」為聚合軸，根據前文能得知電視節目就算尚未觀賞完畢，從大

部分陳腔濫調的相似節目也能略知一二，「編劇」在這裡的能指透過涵指域曲折

指向「清楚知道劇情的人」這個所指，由「編劇」代替「觀眾」不僅將良好的連

續斷在這，更深刻描繪出長久以來，電視不斷反覆荼毒人類的意旨。 

 

《第九味‧一對瓷瓶》的鏡面取向詩性語言是如此： 

  

這一對小瓷瓶距離魯老先生所責備的「清玩」之流頗有不同，兩只高約五

吋的小花瓶，……，雖然這對瓷瓶是歐式造型，但我以為很有中國文人藝

術的趣味，它們所傳達的不是追求工藝技術的絕對完美，而是一種陶然自

適的安閒無論擺在妝鏡前、書桌上、几枰間，都有不同風味；而無論插花

或不插花，都不失去那簡單的順眼，深深的喜悅。 

 

……。 

 

我們正在失去一種觀點、一種意境、一種人生的態度與一種處世的情懷，

一種美。 

 

一對小小的瓷瓶素淨而自在地立在那裡，偶爾提醒我人生不能沒有的某些

追求，它們不是「小擺設」，魯迅老先生最最反對的那種。20 

  

清玩指得是可供賞玩，且精美雅致的東西。魯迅所排斥的是士大夫為了彰顯自己

而故意賞玩的行為，故可由語境得知「小擺設」並無對錯，從什麼出發點去看待，

給予它不同意義，文本將相對於「大」的人生態度，以「小擺設」的說法呈現，

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玩意兒，實則深諳處世的情懷，強調了兩者之間的張力效果。 

  

綜觀本部分能看出，《第九味》中不乏詩性語言的使用，透過雙軸理論，聚

合軸投向組合軸的方式產生了「詩性」，所言非所指的寫作方式致使感知得到了

延長，同時以「賦予取向」、「形容取向」、「鏡面取向」三種方式，使得詩性語言

有了不同層次的面貌，加深讀者聯想時的豐富度。 

 
19
徐國能《第九味》，頁 63。 

20徐國能《第九味》，頁 53、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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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九味》中的氛圍營造 

本章將以「典雅語境」探討《第九味》中的氛圍營造，劉勰《文心雕龍》〈體

性〉提到：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

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并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

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若總其歸途，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

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

門者也；遠奧者，馥采曲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核字省句，剖析毫

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

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

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

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21 

 

上述提及寫作的風格，其中典雅，指內容符合儒家學說，文辭比較莊重的，典為

儒家經典、雅在此是正的意思，在現今典的意思為具有古典的韻味、雅為含蓄不

直接指涉其物的含義，在此取其後者定義。而氛圍意旨周圍的氣氛和情調，在

此指的是閱讀文本後所感受到的感知延長。本章以典雅語境如何營造出有著古

典韻味的氛圍探討《第九味》中引古典詩詞為典的散文寫法，分析此種氛圍是如

何產生的，能產生什麼樣的效果。 

 

 下面將會以「取其義，改其文」、「取其文，懸其念」兩種方式，替典雅語境

的使用作分類。 

 

（一） 取其義，改其文 

 

「取其義，改其文」在本文的定義是，典雅語境的使用在保持意義不變的情

況下不直接引其原文，而是在詩詞的語句上加以改編，以達到詩融於文的效果。 

 

《第九味‧石榴街巷》中便有如此使用： 

 

母親原本就是浙江人，來台後便住在永康街，十四巷十四號，這地址還在，

只是雕闌玉砌，已共人事同煙渺了……。 

 
21
 劉勰《文心雕龍》，谷月社，2015，頁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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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雕闌玉砌，已共人事同煙渺了」是典從李煜〈虞美人•春花秋月何

時了〉：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22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在《宋詞鑑賞辭典》中的釋義是：「故國的景

物像雕闌玉砌等還在，但人的容顏因愁苦改變，這裡還含有人事的改變，人的主

奴關係的改變」，
23
文本取其人事改變的意義，加深物是人非的感慨，並且透過詩

詞的改寫營造出不知是在讀散文還是詩詞的效果，能看出其含蓄不直接告知讀者

物是人非的作用。 

 

 同樣的手法能在《第九味‧客廳的主宰》看到： 

 

彼時瓊瑤女士由大銀幕轉向小螢幕，煙雨濛濛灑的全家淚如雨下，庭院深

深深得每個人柔腸寸斷……。24 

 

由上可知，為了營造出瓊瑤影視作品的閨怨風格，引入了「庭院深深深」的詞句，

出自於歐陽修〈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遊冶處，樓高不見章

臺路。 

 

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

韆去。25 

 

根據《宋詞鑑賞辭典》所釋：「這首詞細膩地描寫了封建社會上層的一個深閨思

婦的愁苦心情，它以曲折深遠的意境與搖曳蕩漾的情思撥動著讀者的心弦。詞上

闋一開端即描繪出思婦所處的典型環境」，26故「庭院深深深得每個人柔腸寸斷」，

貼合了前文瓊瑤言情電視劇的印象，取出詩詞的涵意，融入散文的情形替原本通

俗的電視劇襲上了典雅的氛圍。 

   

 
22
 唐圭璋，鍾振振主編《宋詞鑑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 8 月，頁 117。 

23
 同上註。 

24
徐國能《第九味》，頁 60。 

25
唐圭璋，鍾振振主編《宋詞鑑賞辭典》，頁 308。 

26
唐圭璋，鍾振振主編《宋詞鑑賞辭典》，頁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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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取其文，懸其念 

 

「取其文，懸其念」的定義為，直接引述詩詞，在不更動其內容的情況下，

替文本所想闡釋的意涵加以包裝，同樣有著詩融於散文的形式，但與前者不同點

為前者有改編，後者為引述。 

 

《第九味‧第九味》中使用此種方式的部分是： 

 

有一次父親問起鹹苦兩味之理，曾先生說道：鹹最俗而苦最高，常人日不

可無鹹但苦不可兼日，況且苦味要等眾味散盡方才知覺，是味之隱逸者，

如晚秋之菊，冬雪之梅，而鹹則最易化舌，入口便覺，看似最尋常不過，

但很奇怪，鹹到極致反而是苦，所以尋常之中，往往有最不尋常之處，舊

時王謝堂前燕，就看你怎麼嘗它，怎麼用它。27 

 

「舊時王謝堂前燕」此典出自劉禹錫〈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28 

 

王導及謝安家族繁盛一時，到頭來卻依舊沒落了，與「而鹹則最易化舌，入口便

覺，看似最尋常不過，但很奇怪，鹹到極致反而是苦」的概念相符，由此可知，

文本透過「舊時王謝堂前燕」的引用，使「鹹到極致反而是苦」的闡釋得到了另

一種層次的解釋，當讀者於此停下閱讀開始連想與詩句的關聯時，感知的延伸便

貫穿了兩種文體，達到婉約的指涉意義。 

 

《第九味‧興亡錄》中提及：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詩句是這麼寫著，而歷史又是這

麼重複著，可痛哭，可狂笑，那種荒唐與自虐、沉晦與迷茫，讀者胸口像

著了重拳般地難受……。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此典出自李商隱〈北齊二首〉中第一首： 

 

一笑相傾國便亡，何勞荊棘始堪傷。 

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周師入晉陽。29 

 
27
徐國能《第九味》，頁 73。 

28
周嘯天主編《唐詩鑑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1 月，頁 1219。 

29
周嘯天主編《唐詩鑑賞辭典》，頁 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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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鑑賞辭典》中提到： 

 

三、四句把一個極豔極褻的鏡頭和一個極為極險惡的鏡頭組接在一起，對

比色彩強烈，產生了驚心動魄的效果。單從「小憐玉體橫陳」的畫面，也

可見高緯生活之荒淫，然而如果它不和那個關係危急存亡的「已報周師入

晉陽」的畫面組接，就難以產生那種「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驚險效果。
30 

文本中對於歷史的悲壯盛衰有著深刻的體會，並藉著詩詞早已營造出的張力，突

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無奈，不僅僅是古代王朝的興亡如此，閱讀歷史的

現在依然如此，兩件不同的事透過抽絲剝繭，推導出相同的結論，使感知在解析

詩詞時得到延伸， 於得到答案後感受到意在言外的詩性氛圍。 

 

 據本部分所述能發現，《第九味》中用典頻繁，借古鑑今的用法搭配語境的

營造，展現出文詩交融的景象，因此產生「詩性」，古典詩詞與現代散文的穿插

使用，佐以「取其義，改其文」、「取其文，懸其念」兩種類型的穿插使用，造就

了不同的典雅語境氛圍，前者較為含蓄，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延長讀者感知；後者

直接引用與文本意義相仿的詩詞搭配，讓讀者能有層次的剝開文本營造的典雅氛

圍。 

 

四  結語 

 綜觀全文，能看出《第九味》中不涉及作者的生平經驗，單論文本探究詩性

亦能有深入的研究空間，透過詩性的方面解碼，能在這方面延伸值得探討的論題，

使研究更加完善。 

 

 本文將詩性以「詩性語言」及「氛圍營造」劃分為不同面向進行詩性的檢索，

「詩性語言」試圖以雙軸理論中聚合軸與組合軸的對應關係，挖掘出詩性語言，

以語境解出所言非所指的意義為何，以及是怎麼延長讀者的感知，並透過「賦予

取向」、「形容取向」、「鏡面取向」進行分類，「賦予取向」找出的詩性語言有著

只限在文本中才有短暫擴充涵指域效果，「形容取向」則是論不另外給予文本限

定涵指域的類型，「鏡面取向」以相反的聯想意涵使感知達到更具張力的延長效

果，以三個層次替詩性語言作更為精細的劃分。 

 

「氛圍營造」指的是摘取文本中詩文交雜的部分，分析其典雅語境的用典依

據，探查釋義在文本中「古今交融」所營造的氛圍，且分為「取其義，改其文」、

「取其文，懸其念」兩種類型，前者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延長讀者感知，後者引用

 
30周嘯天主編《唐詩鑑賞辭典》，頁 1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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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本意義相仿的詩詞，造成較為直接的聯想，交互使用下達到了反覆破壞良好

延續，致使讀者的聯想有了不同方向的延伸。 

 

本研究以「詩性」的角度，在《第九味》的研究上開出一條不同的研究進路，

解碼兩種詩性的建構方式，補足了這方面的探究，順利掘深文本在語言及用典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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