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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通與迴盪―記蕭馳教授與東華二三事 

吳冠宏∗ 

目前專業掛帥，各領域都有專家在進行精緻深入的研究，但愈來愈

少有人能以通博的視野，過人的膽識及氣魄縱橫於文史哲各個領域，出

入於中西之文獻與理論，並且貫穿好幾個時代，當今學界正需要這樣的

學者，而非護守一端的專家，尤其是爬梳中國的學問，必須如此，才能

真正打通其任督二脈，為詩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開啟新的研究方向，而撰

寫「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玄智與詩興》、《佛法與詩境》、

《聖道與詩心》）的蕭馳教授，完整地呈顯玄學、佛學與儒學三個思想

內涵下的古典詩學內涵，使學界抒情傳統的文化論述得以展開全面性的

探索，正是在我心目中達此高度、廣度、深度的理想學者。 

有鑒於此，我撰寫國科會「延攬客座科技人才」，力邀蕭教授於2013

年10月1日至2013年12月23日期間來東華中文系講學，此時他已結束新

加坡的教職而隨夫人遠居荷蘭，很高興這樣的想望，最後可以踏實成

行。在東華除開設一門「魏晉以降中國詩學之進境」研究生課程之外，

在任期間，他也為本系學生進行「中國古代山水美感中的『景』」和「中

國古典詩學中的『詩勢』」兩場講座，震憾東華師生的哲思與詩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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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就讀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的交換生徐樑（現任教於上海師大中文

系）便不時來函傳達他十分懷念在東華聆聽蕭老師上課的美好時光。 

蕭馳不僅以他出入中國山水文學的學養，為我們洄瀾的山川增色添

光，在2013年10月4日，我和他更一同參加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的「抒

情傳統再反思座談會」以及台灣中文學會之《玄智與詩興》新書精讀會

活動，當時與會對話的學者有顏崑陽教授、楊儒賓教授、廖棟樑教授、

蔡瑜教授、賴錫三教授、毛文芳教授…等，可謂人才薈萃於斯，會場精

彩的對話錄處處有珠璣，收在中正漢學第22期，值得一覽再覽。另《玄

智與詩興》一書，立基於「詩情即哲理之所本」的視域，踏入中國詩學

與思想哲學二者往還之關捩，從王弼、阮籍、嵇康、郭象、陶淵明之詩

與思的探索，對漢儒宇宙圖式展開步步解構，使詩與思之間，情與理之

際，不僅是因果關係，經由兩者之間的互涉與共鳴，指向背後更大的文

化脈絡，觸及抒情文類發展中幾個具關鍵性的本質觀念，如自我、當下、

超越…等，我曾為此撰〈天光雲影共徘徊―評蕭馳《玄智與詩興》〉

書評一文，亦刊載於中正漢學第22期，可以參考。 

當天結束活動後我們留宿一晚，第二天就順道飽覽嘉義的農村風情

與中正大學的後山景緻。其後我們一同北上，因為他有位遠從新加坡來

台的學生，想要見師一聊，我建議可以相約在台北火車站的郵局碰面，

再一同上微風廣場用餐。等候時，他聊著這一位優秀的學生，栽培的關

愛之情溢於言表，卻久候不見學生蹤影，原來人生地不熟的學生坐計程

車前來，先是塞在路上，計程車又將他載至火車站旁有多處入口的台北

郵政總局，致使在台北火車站裡的郵局苦苦張望的我們，緊盯週六火車

站內超多的人潮而頻頻落空，學生來電問：「蕭老師，您到底是在哪一

個窗口？」望穿秋水的蕭馳怒飆：「就只有一個窗口，拜託，你到底在

哪裡？」眼睜睜的看著訂好返花火車票的時程已逐漸逼近，蕭馳急切的

心情可想，「台北火車站的郵局」，各自不同的判讀，遂造成當天師生

難得一聚的機緣益形匆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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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馳在〈嵇康與莊子超越境界在抒情傳統中之開啟〉一文，曾透過

嵇康恬和淵淡的詩境，對於莊子與嵇康之關係做了深刻的連結。他講學

期間，我正在執行「道玄之際―從情之有無到氣的感通」國科會專書

寫作計畫（後來完成《走向嵇康》專書），他在詩學上開啟莊子與嵇康

之意義，將抒情傳統從主體論視域延展至互為主體間的關係，認為抒情

不僅是情的表達，也是情的解消，開拓了抒情傳統的格局，與我研究的

進路頗有異曲同功之妙，並極具相互對話的參考價值。他雖長年旅居新

加坡講學研究，但其間所發表的論著在台灣的學術界已獲得廣泛的討論

與回響，除聯經出版《中國思想與抒情傳統》三大卷之外，其後更孜孜

不倦，致力於中國古代詩人的山水美感話語研究，《詩與它的山河―

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正代表另一階段研究成果的集結與高峰。 

蕭馳入宿東華素心里以來，即不時流連驚異於東華校園的秋詩篇

篇，想必坐臥在這環滁皆山的地景裡，一定讓他分外自在與歡喜，不再

只是心中自有丘壑吧！當我說起花蓮的地震、颱風特多，美麗是要付出

代價的，他總是愣著。10月31日，我們共食晚餐後，各自回研究室忙碌，

不久後突遇地震來襲，研究室書架上的書零落掉地不少，這次的震度不

小，應該有六級左右！連老花蓮的我都不免緊張起來了，更遑論久住新

加坡的他，經此一震是否會過度惶恐而難以承受？於是我趕緊快步地前

往他的研究室，當晚被震得驚魂未定的他，結巴不安地告訴我「真是太

恐怖了！」一副世界末日即將來臨的模樣，其實這是融入我們生活世界

的必經儀式吧！我只是好奇，他偌大的身軀是如何如他所言般瑟縮躲入

桌下狹小的空間？ 

11月29日（五）小週末，我將碩博班的導生聚安排在東華大學的後

花園―鯉魚潭，亦力邀蕭馳共聚同遊。我們師生沿著湖畔慢走，自在

地賞玩、聊天，這般好風如水的午後，恐怕連蕭馳都願意暫擱滿腹傳統

山水的文學風景，而以不斷移動的詩眼，穿梭「綠筱媚清漣」，並伴隨

這一群年輕學子們一同踏出青春的步伐。其間我聊到：「想起在臺大讀

博士班的我無意間觀賞到大陸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難以形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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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後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的歡喜，真是太棒了！」蕭老師聞之發愣，

進而說：「我也看過，還好吧！」這樣的回應真是令我有點失落！大家

走賞一圈後，在湖畔樹窩共食，他高度讚賞這家的盬烤魚與桶仔雞，順

便向我抱怨之前在花蓮市的王記茶舖，並握緊筷子激動地說：「簡餐簡

直是難以下嚥，只有珍珠奶茶還可以。」當天結束後同行的郭惠珍同學

竟貼心地上網為我取下「陽光燦爛的日子」，我抱著無比興奮的心情重

覽，有如一場夢醒，自己如實地重溫了蕭馳「還好吧！」的判讀，才思

及我和他竟有十七年的歲差，而三十歲第一次觀賞時正好抓住了青春的

尾巴，滿心的惆悵卻在蕭馳―我―同行年輕學子的交疊身影中逐漸消

散，畢竟縱使綠草如茵、花奔繽放的歲月難再，生命終究會一棒一棒地

傳衍下去！ 

12月9日蕭馳參加我主持「言志與抒情的交響」之計畫所舉辦的「中

國抒情傳統論壇」，與柯慶明教授、顏崑陽教授、呂正惠授、曾守正教

授四位中文學界抒情傳統深具代表性的學者一同來探討此一重要的知

識型態與文化現象。蕭馳曾自云：講學期間，利用大學圖書館所提供的

研究成果以及學術交流所激發的思維，奠定了他對杜甫夔州詩和元結、

柳宗元山水書寫的研究論著的基礎，對於台灣以有限的學術資源，可以

發展出如此輝煌燦爛的學術文化，使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得以發展和弘

揚，並融入現代思想文化潮流，的確令人驚歎。 

蕭馳返回荷蘭後，我們仍偶爾通個信，問候彼此或寄書分享，淡淡

的，卻一直延綿未斷。今年六月我寫信代東華漢學張蜀蕙主編邀稿，他

也慨然允諾，分別一段時日了，感謝他對東華的支持依舊，他的特邀稿

尚在處理中，豈料… 

我怎能忘記蕭馳要結束東華講學離開花蓮的下午，當天北上的火車

竟安排在唯一沒有手扶梯可以上下的第三月台，我協助他將另一箱笨重

的行李隨樓梯一步一步地拉上月台，送他坐上火車、安頓好行李後，便

說聲告別並叮嚀：「你到台北就要自己處理行李囉！」下了火車，我正

準備從月台走向出口的樓梯，突然聽到蕭馳以宏亮高昂的聲音呼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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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頓時間彷彿整個花蓮火車站都是我名字的回響，以為出了什麼事

了，我著急地轉身走回來，發現他竟也奔出火車向我跑來，這一位山東

熱血的友人突然給向來情感內歛的我一個熱情的擁抱：「謝謝你！」我

起先是驚嚇，後打從心底暖和起來，仍惦記著他一路辛苦遙遠的回程―

荷蘭，多麼感謝這一段時光我們有緣得以共處，尤期待未來能有重聚的

時候，並且告訴他我故鄉這一片寧靜以致遠的山海，會一路相送…… 

我不禁回眸蕭馳2017年7月9日的來信，那雖是未能成行的美麗邀

約，但不論置身何處，相隔多遠，我們都共同擁有並珍愛波瀾壯闊的漢

語文化： 

……你短文最後的感慨，吾亦有之。近幾年在歐陸，主要穿行于

歷史文化叢林之中：博物館、古跡、為詩人吟詠的名山水，時時

踏訪，漸漸遠離政治世界之紛擾。為過冬、亦為最終解決在歐陸

久居計，吾近在雅典購得小居一處。你們這次來歐洲赴會，時間

不巧，否則可以到寒舍小住，一起尋訪希臘愛琴古跡，論文論道。

吾最近由景觀研究，觸發對山川地貌與文學關聯的種種遐想。當

然，或許更正經的是對漢語本質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