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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蘇勝雪燦精神─曾永義院士詩文
日記的內容與旨趣

洪淑苓 *

在眾人心目中，曾永義院士學問淵博，精通戲曲、韻文學與俗文學研究，著作

等身。但曾院士─我敬愛的論文指導老師，除了畢生貢獻於學術外，在日常生活

中也喜歡賞風吟月，創作詩文，儼然是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雙棲的人才。

在曾老師過世後將近半年以來，拜讀他逝世前出版的《一位陽春教授的生活

─曾永義詩文日記 (1992-2021)》，每每為曾老師豐富的人生閱歷所折服，也為他

獨特的詩人氣質所感動。那麼，就藉這篇閱讀心得，為世人介紹曾老師詩文日記中

的性情與襟抱，也向曾老師再獻上一瓣馨香。

一、采風吟詩，徜徉山水

《一位陽春教授的生活─曾永義詩文日記 (1992-2021)》（以下簡稱本書）由

國家出版社於二〇二二年六月出版，內容涵蓋一九九二至二〇二一年間，前後二十

年間寫作的詩、文，雖非每日書寫，但凡事皆記錄日期、地點與人事，依序編排，

也具有日記的意義。由〈自序〉可知，曾老師在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入住臺大醫

院，病中仍親自校稿，可見曾老師對本書的重視。

本書開篇就是一組 黔桂詩草」的口占之作，係記錄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至二月二日的見聞。這二十一首詩作，或寫觀賞貴州上官屯、安順地戲，或寫遊賞

黃菓樹瀑布、灕江、桂林碑林的情景，遣辭用句不拘雅俗而節奏流暢，讀來可感受

到曾老師對當地風土人情深入了解，例如〈貴州普定上官屯看地戲〉：

* 洪淑苓，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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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日清風新麥場，山村地戲正高昂。踏謠鑼鼓喧天響，面具羅巾雉尾妝。

泥牆泥路泥村坊，老幼團團看作場。風俗宛然明故國，居民不改舊時裝。

（頁 13）

貴州地戲，又稱儺戲，是由明代流傳下來的古老戲劇，麥場、泥牆等景，點出山村

素樸的景象，踏謠、面具二句，正是狀寫地戲的演出實境。這首詩彷彿竹枝詞，描

繪了古樸的風尚。二〇〇四年七月八日至十三日，至雲南麗江、昆明，轉西安、南

寧，赴青海湖，參加「崑崙文化學術研討會」，對於西南風光，也有不少吟詠。麗

江古城的秀麗風景、瀘沽湖女兒國的走婚習俗、青海湖的天藍水碧、崑崙山西王母

的傳說，都化為字字珠璣，美不勝收的詩篇。

又如二〇〇五年七月二日至十二日的「情繫敦煌之旅」，踏上絲路，親臨敦煌

莫高窟，也不禁讚嘆其精妙，抒發思古之幽情，題記 七月九日在敦煌莫高窟」，

有詩云：

心繫敦煌萬里行，輝光人類古文明。千年石佛陳懸窟，異樣神靈異樣情。

藝術當時稱工匠，宗師今日仰專精。我來頂禮復觀賞，一步歡欣一屏營。

（頁 117）

可見曾老師在鑽研學術之外，仍不脫詩人情性，每每以詩刻劃心中所思所感。

曾老師探訪著名的文史古蹟，往往也發為歌詠。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七日，有

〈曲阜謁孔廟〉三首，二〇一二年四月二日至九日偕黃啟方老師陪同孔府奉祀官孔

垂常先生返曲阜，主持春祭大典，也有多首七律之作。二〇〇〇年八月赴西安、青

海，參加學術交流活動，沿途所見的自然風光也都收入其筆下。二〇〇四年三月，

訪武漢大學，三月十六日有詩〈遊黃州赤壁〉：

一從蘇子泛輕舟，斗煥文章千百秋。赤壁空餘浮地水，長江遠去接天流。

夕陽紅暖黃花路，明月蒼涼白玉樓。步武東坡知寂寞，古今如夢卻悠悠。

（頁 98）

對於東坡的曠達與寂寞，曾老師同有詩人之心，所以深知其中滋味。這首詩情真詞

切，而後有張以仁、林恭祖、楊君潛等和作。

二、鍾情椰林，心繫臺灣

曾老師喜好遊山玩水，而最近處的臺大校園也是他感到逍遙自在的地方。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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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年有日記云：

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值農曆除夕前二日，黃昏赴林雄宴，步行過椰林大

道，油然有感，口占七律一首：

萬里長天萬里風，高高日月自當空。殷勤步履清吟裏，浪蕩功名濁酒中。

綠水青山光燦爛，鳥啼花落雨朦朧。人間處處開心眼，一任江河不住東。

（頁 20）

這首詩在二月二十七日又修改少許字句。將第三、四句改為 三春花事清吟裏，蓋

世功名濁酒中」。詩中所述，係初春之際行過椰林大道，引發 萬里長天萬里風」

的開闊氣象，可見曾老師光明磊落的胸襟，而末二句所言，更是他日後提出 愉快

人間」觀念的寫照。

曾老師筆下的椰林記事，晨起散步、單車慢行、花季 遊園」、秋日晨運⋯⋯

無論是怎樣的情境，所述者都是曾老師對臺大的深情。從學生時代起，到退休、繼

續兼課，臺大之於曾老師有深厚的意義。即使在二〇二一年，疫情中、病中的曾老

師仍然在陽春三月，多次由師母開車進入臺大校園，欣賞杜鵑花和流蘇，並賦詩為

記。抄錄二則：

2021年 3月 5日　星期五　陰

午休後，媛開車遊臺大椰林大道，正值杜鵑花季，一片燦爛，口占七絕：

椰林大道杜鵑花，鬥豔爭奇競歲華。姹紫嫣紅都開放，光輝燦爛勝明霞。

校門流蘇亦嫩綠滿枝矣。與媛算趕上春光之容顏。（頁 639-640）

又：

2021年 3月 9日　星期二　陰轉晴

中午媛陪我興隆公園曝日，開車往臺大校園，得二絕：

其一，

春來蛺蝶舞翩翩，映日乘風草際前。好景何須驚眼目，雙雙對對最纏綿。

其二，

勝雪流蘇年復年，庭園此際最鮮妍。杜鵑如錦樟林翠，大道椰林聳入天。  

（頁 640-641）

如是，一再細數椰林風物，杜鵑、流蘇，細雨、微風，無限風雅溫存，曾老師不愧

是鍾情之輩。

若是放眼臺灣，曾老師對於日月潭、阿里山、溪頭等名勝，各縣市，以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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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鄉臺南，可說凡有遊蹤必有詩。這些作品顯現他對臺灣的關愛與守護之情。諸如

二〇〇七年三月，有阿里山之行，並有〈阿里山雜詠〉九首；二〇〇九年五月、二

〇一一年三月，以及二〇一六年一月，都有日月潭之行，也都賦詩歌詠。而最能體

現曾老師 全臺灣走透透」精神的，莫過於參與每年元宵節的臺灣燈會。臺灣燈會

每年於不同縣市舉行，曾老師受邀為燈會的主燈命名，也都有相關詩作。諸如二〇

一一年苗栗燈會就有五首詩，抄錄其中二首：

〈民國百年辛卯元宵苗栗竹南燈會〉2.17

千光萬色競相驕，玉兔為燈百丈高。接踵摩肩人湧浪，漫天煙火鬧元宵。

〈辛卯苗栗臺灣元宵燈會〉2.17

年年此節鬧元宵，火樹銀花人似潮。建國欣逢百年慶，主燈玉兔入雲高。

（頁 196-197）

曾老師參與臺灣燈會籌備活動達三十年之久，及至二〇二二年四月十三日仍記錄：

將 2023元宵臺灣燈會主燈命名為「玉兔壯彩」，開燈六部曲：玉兔壯彩、

舉世輝光、安和樂利、取道康莊、國際刮目、臺灣自強。對聯為：國運興隆

元宵燈勝畫，玉兔壯彩萬眾樂騰歡。（存稿，未刊）

當眾人忙著欣賞五光十色、絢爛無比的 主燈秀」，有誰會去留意命名的由來和精

神呢 ?然而，以臺灣燈會一事來看，曾老師仍然是以書生本色，以他飽學精銳的眼

光和賦詩題詠的才華，為臺灣文化默默貢獻。

三、病中抒懷，樂享親情

閱讀本書，越到後面的部分，寫的都是曾老師病中調養的心情。那是會使人落

淚的，因為曾老師幾度進出醫院，病痛的折磨如此殘酷，以致後來都要戴著呼吸器

睡覺，也需要每日按摩，才能讓肌肉放鬆，順利入睡。飲食、行動的不便，更不在

話下。

然而曾老師並不屈服，仍然寫作不輟，大部頭的專著《戲曲演進史》更已完成

全文，只待校對出版。二〇二〇年九月至十一月間的日記，以及二〇二一年二月十

日的〈入死出生記要（2021年 2月 10日午後補記）〉，詳記各種病症與檢查，牽掛

的都是因氣衰而未能完整上課，經常寫的是短睡後醒來，題詩一首，校稿一篇，或

是構思某篇文章。其病中書寫痛苦者，如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日開刀後作詩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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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死生生死死生，半生半死半甦醒。人間萬種疾苦痛，刻骨鏤心難為名。

不知歲月失時空，處在渾濛一夢中。飄蕩豈是無地葉，忽然天際現明虹。  

（頁 629）

二〇二一年三月三日，則記錄 有時也故作『豪語』之詩以自振」，並賦詩一首：

大病初癒一党魁，能申能屈又能飛。陽春待到施恩澤，萬物為之放彩輝。

（頁 639）

二〇二一年三月十三日，詩文：

偕媛到石碇買「黃金蛋」和豆腐、豆漿，並吃了一碗薑湯豆花，入口甚為甜

美，久矣未嘗此等滋味矣。但只怕一時爽口，水分過多，又要水腫。在石碇

俯視小溪，得七絕：不住溪聲日夜流，今來古往盡悠悠。微風一抹心湖裏，

明滅飄浮水上漚。（頁 642）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又有：

一年景致即三春，我卻成為養病人。限水限鹽限行止，浮生落此不由身。

（頁 645）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心情較為舒坦，有詩文：

整理〈情詩〉七絕交付游昌發譜曲。校閱《酒党党魁經眼錄》。媛教會禮拜

返家，陪我公園小坐，柱杖勉力繞行池塘一周。得七絕：小園流爽惠風生，

麗日當空眾鳥鳴。戲水池塘識魚樂，病軀拄杖尚巡行。（頁 704）

心情的反覆意味著病痛難捱，但又堅強自立，不訴苦也不倉皇倒下。這種精神，怎

不令人感佩。

曾老師記下病中點點滴滴，對於照顧他的家人，如妻子、兒女、媳婦和女婿、

自己的弟弟妹妹、看護，以及往來的師生親友等，也都詳記時間與事件，雖無言

謝，但如此實錄，已不言而喻。家人、友朋與晚輩對曾老師的關愛，不僅體現了人

間愉快，也傳達了人間至情至美。其中，有關師母的記載特別多，字裏行間也蘊藏

款款深情，譬如二〇二一年二月十日的詩文：

大病累月，懷思臺大校園，媛開車在校園為我轉一圈⋯⋯余 1959年 9月入

學臺大，1971年 30歲為中文系副教授始執教，迄今在臺大 62年，執教亦

已半世紀，而於校園猶深愛如此，八十老翁攜老妻若尋往日踪跡也。乃憶及

與媛於年輕歲月之種種甜蜜也。

憐伊清瘦似梅花，玉作精神月為華。椰樹薰風良夜裏，鬢雲依約泛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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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注：此小詩早被游昌發譜為藝術歌曲，傳唱音樂會。）（頁 633）

曾老師出國經常偕師母同行，他的詩文日記也處處留存師母的蹤影。曾老師罹病期

間，端賴師母陳媛女士悉心照料，而曾老師也用他的筆留下深情的回眸。

四、流蘇勝雪，燦燦精神

曾老師詩文日記所涉範圍，可說家事、國事，事事關心。除了典雅的文筆，他

更常以直筆書寫，記錄時事，也評論人事，對於關涉的時間、地點、事由與人名，

往往具體寫下。有時他還會直接記下這是 開會無聊」之作，只因不耐或是不屑於

公式化、繁瑣的例會，可見其人的率真。二〇一九年新冠疫情突起，在養病之中的

曾老師仍然時時刻刻關注疫情，二〇二〇年三月七日、十八日皆有文記錄，三月十

一日有詩：

汹汹惡疫勝洪流，淹沒寰區六大洲。列國封城為國策，生民閉戶解民憂。

芸窗自守揮書翰，志業空疏曠侶儔。皎月長天思念遠，沉沉孽癘幾時休。

（頁 590）

首聯、頷聯敘述病毒肆虐，危害民生之苦，頸聯與末聯則寫己身在書齋之中的心

情。曾老師在疫情期間身心受困，仍然不忘關懷天下蒼生。

曾老師的生日是國曆四月四日，四月正是流蘇盛開時，他經常用 流蘇勝雪」

來形容春季萬物欣欣向榮的氛圍。如同七十一歲生日時所作的詩 :

流蘇勝雪燦精神，華蓋亭亭倚暮春。似我白頭還矍鑠，能誰綠酒見清新。

燈前昧色三分曉，筆下情思任意陳。學術千秋焉可待，逍遙宇內百年身。

（頁 199）

曾老師追求學問的熱情，對人對事的真誠，對社會民生的關懷，以及那豐沛的生命

力，就如同四月流蘇，雪白燦新，醒目耀眼。流蘇勝雪燦精神，這本詩文日記讓我

永遠銘記曾老師一生努力拚搏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