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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緘〈布達拉宮辭〉創作始末及其對倉央嘉措之 

人物形塑 

 陳煒舜* 

摘 要 

自于道泉（1901-1992）於 1930 年發表英漢雙譯〈第六代達賴喇嘛倉

央嘉措情歌〉後，倉央嘉措（1683-1706?）其人其詩漸在漢地膾炙人口。

1939 年 2 月，供職西康蒙藏委員會的曾緘（1892-1968）以于譯為本，用七

絕體悉數改譯，譯畢又以七古體撰成長達 174 句的〈布達拉宮辭〉，與譯詩

一併發表於《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時至今日，〈布達拉宮辭〉受歡迎

的程度視乎曾緘譯詩似有不及。卻畢竟是漢地最早為倉央嘉措塑造文學形

象的作品之一。透過譯詩工作的文化累積，曾緘創作〈布達拉宮辭〉時，

對倉央嘉措的認知與詮釋自有一定深度。職是之故，本文嘗試探討〈布達

拉宮辭〉的創作始末，即曾氏對倉央嘉措的人物形塑，以見這位僧王其人

其詩在漢地所接受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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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eng Jian’s Creation of “Bu Da La Gong Ci” 
and his Fashioning of Tsangyang Gyatso’s  

Literary Image 

 Nicholas L. Chan* 

Abstract 

Tsangyang Gyatso, also known as the Sixth Dalai Lama (1683-1706?), had 
a double identity of a spiritual leader and a love song writer in Tibet.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and English by Yu Daoquan (1901-1992)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30, 
his love songs have ever since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the Han 
Chinese. In February 1939, Zeng Jian (1892-1968) published his retranslated 
version based on Yu’s edition, together with “Bu Da La Gong Ci,” a classical-style 
long poem lamenting over the story of Tsangyang. Today, though “Bu Da La Gong 
Ci” seems to be less popular than Zeng’s retranslated version of love songs, the 
former is one of the earliest works in Chinese to fashion the literary image of 
Tsangyang after all. Through the cultural accumulation of poetry translation, Zeng 
Jian had a certain depth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Tsangyang when 
he created “Bu Da La Gong Ci.” Accordingly,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reation 
of “Bu Da La Gong Ci” and its fashioning of Tsangyang Gyatso’s literary image, 
in order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this legendary Tibetan monk 
and his love songs in the Sinophone world. 

Keywords: Tsangyang Gyatso, Zeng Jian, “Bu Da La Gong Ci,” fashioning of 

literary image,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in Republic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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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曾緘（1892-1968），四川敘永人，字慎言，一字聖言，1917 年畢業於北

京大學中文系，受業於黃侃，工詩詞。歷任四川參議會議員、四川國學專

門學校教務長、四川大學文學院教授、西康省臨時參議會秘書長、雅安縣

縣長、四川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大陸易幟後，任四川大

學中文系教授。後於文革中遭迫害致死。著有《磨兜室雜錄》、《玩芳館筆

記》、《西康雜著》、《戒外吟》、《人外廬詩》、《寸鐵堪詩稿》、《諸宋龕詩草》、

《玉德菴詩》、《人外廬集》、《西征集》、《寸鐵堪詞存》、《西征詞》、《宣華詞》

等。供職西康省蒙藏委員會期間，以七言絕句形式譯成〈六世達賴情歌六

十六首〉，刊於《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六世達賴名倉

央嘉措（1683-1706?），1曾氏翻譯其詩作之前，先撰寫〈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

傳〉，2譯畢又創作了七言歌行〈布達拉宮辭〉，同登載於該期《康導月刊》。3現

當代以舊體詩翻譯倉央情歌的諸本中，曾譯本的文字流暢清麗，富於韻味，

成就較高，故亦膾炙人口，客觀上推進了這組詩歌在漢地的傳播。4 
 

1 按：國民政府翻譯作「倉洋嘉措」，于道泉、曾緘等人早期論述皆從之。現代一般作倉央

嘉措。而曾令筠、曾倩整理曾緘著作，皆逕改之，不另下註說明。為便論述，本文一概

作倉央嘉措，或簡稱倉央。 
2 六世達賴名倉央嘉措（Tshangs-dbyangs Rgya-mtso，1683-1706?），門巴族，康熙 22 年（藏

曆水豬年，1683）生於藏南門隅納拉山下宇松地區烏堅林村，父紮西丹增，母才旦拉姆，

其家世代信奉紅教（寧瑪派）。前此，五世達賴為在西藏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向蒙古固

始汗借兵。其願雖遂，然蒙古勢力亦自此進入西藏。五世達賴圓寂，其親信第巴桑結嘉

措（Sangs-rgyas Rgya-mtso，1653-1705）成為攝政王，一直密不發喪，掌權達十五年之

久。康熙 35 年（1696），聖祖皇帝平準噶爾之亂，得知五世達賴圓寂多年，致書怒責桑

結。次年，桑結方確認倉央嘉措為六世達賴，以五世班禪羅桑益喜（Blo-bzang Ye-shes, 
1663-1737）為師，剃髮受沙彌戒，法名羅桑仁欽倉央嘉措（Rig-hdsin Tshangs-dbyangs 
Rgya-mtso）。同年 10 月 25 日，於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倉央嘉措少時雖博覽佛

典，且有著述，然遲遲未曾坐床。兼以生性浪漫，其紅教背景於男女大防不甚措意，故

好射術，喜流連拉薩酒肆，所作詩歌亦綺麗動人。康熙 44 年（1705），與桑結久有矛盾

的固始汗之孫拉藏汗（Lha-bzang Khan，?-1717）入侵西藏，罷免桑結，次年復將之處死。

其後，拉藏汗向聖祖皇帝奏稱桑結「謀反」、倉央嘉措不守清規，請予廢立。聖祖准奏，

著將倉央嘉措押解北京。押解途中，倉央嘉措行至青海湖濱，染病圓寂。參曾緘〈六世

達賴倉央嘉措略傳〉，《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頁 63-64。 
3 按：曾緘於《康導月刊》及《斯文半月刊》發表的版本，皆作〈布達拉宮詞〉，至 1960 年代方

改作〈布達拉宮辭〉，蓋有判別之意。然為便敘述，本文若非直接引文，統一採用「辭」字。 
4 關於曾緘譯詩之相關研究，可參陳煒舜：〈世間安得雙全法―曾緘譯《六世達賴情歌六

十六首》探驪〉，《東方翻譯》2014 年第 3 期，頁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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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的譯詩及〈布達拉宮辭〉，受到南懷瑾的高度讚許。南氏《金粟軒

詩話》云：「曾氏拉薩宮詞與譯詞之格調，均甚典雅，惜皆記憶不全，難得

原詩而考訂之。然較其他譯藏文譯經之詞，優劣何啻天壤。」5他曾將〈布

達拉宮辭〉與白居易〈長恨歌〉、吳偉業〈圓圓曲〉相提並論，以為曾緘是

了不起的大詩人。又云 1942 年時曾讀到《康導月刊》中的曾作，「一看文

字，就把我吸引了，非常喜歡。我把這些詩翻來覆去的讀，背得很熟」。6曾

作之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此後，〈布達拉宮辭〉雖曾幾度轉載，但南氏

數十年後自謂「難得原詩而考訂之」，可見該詩此時流傳已不廣泛。且就當

下而言，該詩受歡迎的程度視乎譯詩更有不及。究其原因蓋有二端：其一，

讀者相信譯詩原文乃倉央所作而益加垂青；其二，七古篇幅較長，常人不

易記誦，是以至今關注者不及其七絕之譯詩。然今人周嘯天對此詩高度讚

許，並概括其風格與技法道：「這是曾緘代表作，重中之重。蓋七言歌行入

唐，吸收〈西洲曲〉及近體詩之韻度，在四傑手中造成一氣貫注而又纏綿

往復的詩體，特徵是四句為節、節自為韻、韻有平仄、換韻處必用逗韻，

仿佛是由若干絕句組成；於修辭則多取頂真、回文、對仗、複迭，以增其

纏綿。中唐元白，則更多地融入敘事成分，一變而為以〈長恨歌〉、〈連昌

宮詞〉為代表的元和體。至晚唐有韋莊之〈秦婦吟〉，至清初有吳偉業〈圓

圓曲〉。曾緘的〈布達拉宮詞〉，正處在元、白、韋、吳的延長線上。」7進

一步梳理出〈布達拉宮辭〉的法脈與技巧，所言甚具獨見。但整體而言，

今日所見關於〈布達拉宮辭〉的相關論述，除了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

一文外，皆頗為零星。 
根據現存文獻可知，自于道泉（1901-1992）於 1930 年發表英漢雙譯

〈第六代達賴喇嘛倉央嘉措情歌〉後，倉央嘉措其人其詩漸在漢地膾炙人

口。此後至大陸易幟前夕，婁子匡（1907-2005）、劉希武（1901-1956）、曾

緘、盧前（1905-1951）諸人都曾以于譯本為基礎，參與過倉央其人其詩在

漢地之傳播工作。除婁子匡以吳歌體改譯外，其餘三人的作品皆為舊體形

 
5 南懷瑾：《淨名盦詩詞拾零、佛門楹聯廿一幅、金粟軒詩話八講合編》（臺北：老古文化

事業公司，1984 年），頁 4。 
6 王國平：《南懷瑾的最後 100 天》（臺北：橡樹林文化，2015 年），頁 197。 
7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欣託居：周嘯天藝術網」，參見：

http://www.xintuoju.com/html/2017/shiwen_0309/250.html?fbclid=IwAR0YnrhSENW6GAtF
EmS-ejh5NVF158HfAOcAI2uWTKQJL8tXZftBCFYuDAY，瀏覽日期：2020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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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劉希武以五絕改譯，曾緘以文言作傳、七絕改譯、七古詠嘆，盧

前以套數鋪陳。然而時至今日，相關研究之既有成果依然十分不足。有見

及此，筆者曾撰寫論文數篇，從宏觀及微觀角度加以析論，作者方面則涉

及了曾、劉譯詩及盧前套數，8然於曾緘〈布達拉宮辭〉之探討則尚有未及。 
1930 年代，漢地文化界關注倉央的方式猶以作傳、譯詩為主，9〈布達

拉宮辭〉是漢地最早為倉央塑造文學形象的作品之一。透過譯詩工作的文

化累積，曾緘創作〈布達拉宮辭〉時，對倉央的認知與詮釋自有一定深度。

倉央究竟是怎樣的人物？拉藏汗向清聖祖奏稱倉央不守清規，直接導致倉

央的被捕與圓寂。拉藏汗的舉報固然出於政治鬥爭的動機，但倉央必然有

私行不合於戒律的傳聞乃至事實，才會讓拉藏汗有機可乘。這與侯景在南

侵時，在檄文中批評梁朝皇太子蕭綱「珠玉是好，酒色是耽，吐言止於輕

薄，賦詠不出〈桑中〉」，10可謂異曲同工。雖然同樣以豔詩著稱，但倉央不

同於蕭綱的是其作為宗教領袖的身分。因為這重身分，稍有踰矩之事便足

以引人側目；但基於相同原因，其支持者也會對這些言行予以隱諱、詮說。

如其弟子阿旺倫珠達吉在《倉央嘉措秘傳》中絲毫未有齒及，便是隱諱之

例。再如白瑪僧格所言：「雖然倉央嘉措一些看似反常的舉動令西藏上下議

論紛紛，但大多數僧人及信眾仍相信他是真的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怪異

行為只是『迷失菩提』。」11葛桑喇則云：「有人為他的放蕩生活開脫，說乃

是遊戲三昧，並未破戒體。倉央嘉措的本傳說他『沒有女子作伴，從來未

曾睡過；雖有女子作伴，從來未曾沾染』。」12「迷失菩提」也好、「未曾沾

 
8 拙作包括：〈世間安得雙全法―曾緘譯《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探驪〉，頁 17-27；〈化

作佳人絕代容：倉央嘉措情歌與「清末一代」舊體文學綜論〉，《馬來西亞漢學刊》第 4
期（2020 年 8 月），頁 3-24；〈欲拭安可得：劉希武譯〈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

探賾〉，發表於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21 年中國敘事學國際研討會」（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2021 年 5 月 9-10 日）；〈豔詞還自寫：盧前「倉央嘉措雪夜行」套數探究〉，

韓國《國際言語文學》第 48 期（2021 年 4 月），頁 171-192。 
9 關於倉央嘉措其人其詩在民國的傳播情況，可參陳煒舜：〈化作佳人絕代容：倉央嘉措情

歌與「清末一代」舊體文學綜論〉，頁 3-24。 
10 〔宋〕司馬光：〈梁紀十八‧高祖武皇帝太清三年〉，《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頁 5007。 
11 白瑪僧格︰《倉央嘉措塵封三百年的秘密》（臺北︰掃葉山房，2013 年），頁 109。 
12 葛桑喇：〈一個宗教叛逆者的心聲―略論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及其情歌〉，收於中國

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1 年），

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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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也好，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都不無飾說之嫌。王振華則認為，倉央的

「叛逆」行為，一來是出於因為他「厭惡佛法」，二來是因為桑結嘉措與拉

藏汗的政治惡鬥，尤其是他「不滿第巴•桑結嘉措獨攬大權，不甘心充當

第巴•桑結嘉措手中的工具」。13換言之，倉央沉湎酒色，乃是出於政治上

的不得志。降大任的論述，也頗為值得參考：「應當指出，倉央嘉措追求的

愛情，也不完全是雙方平等自願的愛情。烜赫的六世達賴的政治經濟條件，

就使他在與所追求的女子的關係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他可以用金錢買到

『愛情』，他本人也沾染了剝削階級的惡習，有時對愛情抱極輕薄的態

度。」14從降氏對幾首情詩的解讀，一定程度上能支持其論點。降大任與

王振華等人的觀點，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自與藏族信徒大異其趣，然其

立論抽離於宗教之外，也值得吾人參酌。再觀毛繼祖云：「倉央嘉措情歌只

是反對教戒禁慾，並不是反對宗教。他的叛逆，只是對森嚴的宗教戒律、

格魯派的禁慾主義的背叛，並不是對整個宗教的背叛。」15Mark Tatz 的看

法也比較接近。他認為，從倉央的一些詩歌可以看出，作為浪子的他並非

常人想像的那麼「快樂」，他也會顧慮到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實際上，他

想要像歷史上某些僧人那般，努力嘗試把透過宗教誓約加諸己身的責任正

式地脫卸掉，這正好證明了他對教義的遵循。16所言甚是。 
王振華又說，倉央情歌之所以膾炙人口，是因為：「在落後、黑暗的西

藏農奴制的殘酷壓迫、剝削下，廣大人民沒有起碼的人身自由，更談不到

愛情和婚姻自由。『情歌』正好反映了這一階級矛盾，提出了一個當時具有

巨大社會意義的問題，表現了廣大人民要求自由、愛情和幸福生活的美好

願望，表達了對封建農奴制度的不滿和反抗。」17這段評論無疑仍具有濃郁

的時代色彩。可以說，倉央情歌中的平民特徵和世俗意趣，以及作者的特

殊身分，都是吸引廣大藏民的主因。以拉藏汗為首的外來政治勢力，直接

導致倉央離世，因此在藏民心目中，倉央又未嘗不是一位為西藏殉難、殉

 
13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

三百年》，頁 414。 
14 降大任：〈倉央嘉措情歌的思想性和藝術特色〉，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

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371。 
15 毛繼祖：〈試談倉央嘉措情歌〉，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

百年》，頁 402。 
16 Mark Tatz,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The Tibet Journal 6.4 (1981): 14. 
17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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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英烈。領袖、智者、英烈、浪子幾重相互牴觸的身分，在倉央身上奇

妙地結合起來。因此，禁慾的社會也不得不為倉央的情歌大開方便之門，

為藏民的宗教生活透入一絲來自世俗的清新空氣。而曾緘對倉央其人其詩

的認知，由〈布達拉宮辭〉中得到鮮明的反映。職是之故，本文嘗試探討

〈宮辭〉對倉央的人物形塑，以見這位僧王之身世及詩作為漢地所接受時

的情況。 

二、〈布達拉宮辭〉的撰寫與修訂概況 

曾緘晚年追憶當年創作〈布達拉宮辭〉的情況道：「他（倉央）身居法

王的寶座，竟不顧一般清規戒律，大膽追求愛情生活，因此受到政治迫害，

乃至犧牲了自己的生命，他這一段歷史的確是可歌可泣的。我認為清王朝

利用佛教統治西藏，立下不良的政教合一地方制度，藏族人民在政治和宗

教雙重壓迫之下，過著非人的生活。而善良多情的天才詩人倉央嘉措，正

是在這種制度下的犧牲品。於是我憤慨難平，立志要為他作一首記事抒情

詩，儘管我的文學修養不夠。」18這是關於此詩創作背景的最直接資料。如

前所言，〈布達拉宮辭〉最早刊登於《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曾氏自跋云：「歲寅戊（戊寅）作傳，祀竈日譯情歌竟，明年己卯元日

成〈布達拉宮詞〉，人日付鈔胥。紅酣居士曾緘自記於康定之思無邪齋。」19

戊寅祀竈日（臘月廿三）即 1939 年 2 月 11 日，己卯元日為同月 19 日，前

後八日。而其晚年回憶道：「我寫這首長詩只費了兩個夜晚，便完成初稿，

這是文思遲鈍的我所意料不及的。」20所言不無自謙之意，然足見其捷才。

且曾緘前此已先有略傳、譯詩之基礎累積，故能乘勝追擊，一氣呵成爾。21

兩年後，此詩又轉載於《斯文半月刊》。 
曾緘晚年自言，此詩除在《康導月刊》及《斯文半月刊》發表外，其

他報紙也有轉載。他後來為朋友們先後手寫過三通，每寫一次，字句都有

所修定，和過去發表的頗有出入。至 1962 年整理舊稿，又刪改一次。22曾

緘手寫的三通，今已無法追蹤。但《斯文半月刊》所錄〈宮辭〉前增入長

 
18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收於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北京：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 年），頁 286。 
19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頁 70。 
20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1。 
21 按：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開首處謂此詩作於 1930 年，當為筆誤。同上註，頁 285。 
22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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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實則以〈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全文略作修訂而成，唯「倉央嘉措

為達賴而好色，已奇矣，好色而宣之於詩，尤奇」一句，僅見於此版本，23

蓋以對象讀者為內地文人，故作此語，以為吸引而紹介之。此後，此句亦

見於曾緘《寸鐵堪詩稿》所收〈略傳〉中。24 
1982 年，黃顥、吳碧雲編纂《倉央嘉措及其情歌研究資料》，其中收

錄曾緘之女曾令筠整理之〈布達拉宮辭並序〉。曾令筠按語曰：「〈布達拉宮

辭〉者，為先父戊寅（一九三八年）之所作也。一自問世，膾炙人口，迭

經刪削，此為定稿，今茲錄出，俾愛先父詩者，得讀此稿，亦足欣慰。原

敘未曾標點，今我加之，或有不當，恭祈是正！1982 年 2 月 24 日曾令筠

記於四川大學之老綠楊村寓所。」25此書後又增訂，易名為《六世達賴喇嘛

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2011 年出版，依然錄入曾緘此詩。唯曾令筠所言

略有訛誤：蓋曾緘原跋謂略傳、譯詩皆成於戊寅，而宮辭成於己卯元日，

實則已踏入 1939 年矣。此係一時失檢。值得注意的是，曾令筠整理的版本，

詩序文字與〈略傳〉相較，頗有詳略之別。 
2015 年，曾緘外孫女曾倩整理出版其祖父之詩集《寸鐵堪詩稿》，〈宮

辭〉、〈略傳〉及譯詩依次置於卷首。〈宮辭〉之詩序與曾令筠整理之版本大

抵相同，唯正文偶有不同（下詳）。詩後又有曾緘本人按語曰：「此二十餘

年前舊作，屢經刪改，先後為人書錄，文辭皆有出入。雨窗無事，重加點

定。此為最後定稿。一千九百六十二年七月二日，七十翁曾緘自記於蜀雍

錚樓。」26文字與《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下稱倉本）後記

全同。然而倉本之詩作正文與《寸鐵堪詩稿》本（下稱寸本）內容大抵近

似，卻仍有出入，而視《康導月刊》本（下稱康本）差異較大。 
縱然曾氏父女皆謂宮辭「屢經刪改」，然持寸本與康本相較，大幅度的

改異並不太多。一般都是字詞上的調整，如康本「莊嚴色相嬌無比」，27倉

本、寸本「嬌」作「真」。28康本「指爪分明留雪上」，29倉本、寸本「指爪」

 
23 見曾緘：〈布達拉宮詞〉，《斯文半月刊》第 1 卷第 9/10 期（1941 年 2 月），頁 36-37。 
24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6。 
25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5。 
26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4。 
27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69。 
28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曾緘著，寸鐵孫（曾

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29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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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蹤跡」。30康本「耆舊僧伽同警蹕」，31倉本、寸本作「侍從如雲森警

蹕」。32不一而足。偶有承襲原意而文字全改者，如康本「當頭玉佛金冠

麗」，33倉本、寸本作「峨冠五佛金銀爛」。34唯一整聯改寫的，乃是康本「生

時鳳舉雪山下，死復龍歸青海濱」，35倉本作「人言活佛須長活，誰遣能仁

遇不仁」，36寸本作「本期活佛能長活，爭奈能仁遇不仁」。37由是可以推知，

倉本、寸本當皆是曾緘晚年所修訂之版本。但整體而言，曾緘在長年修改

的過程中，全篇句數依然保持原貌，並無任何增減。 
進而論之，筆者以為縱然寸本之後有曾緘自按，許為定本，然比對寸

本與倉本的異文，竊以為倉本之文意往往更佳。1962 年，曾緘作〈我寫〈布

達拉宮辭〉〉一文，提到：「『本期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原作『生

時鳳舉雪山下，死復龍歸青海濱』，除堆砌『龍歸』、『鳳舉』一些字眼，塗

抹過去，既嫌空泛，也顯得直拙。這裡銜接上文寫倉央由生到死一件大事，

不應含糊，我屢加修改，終不如意，直到現在才改成今句，當然還嫌不夠，

但比原句婉轉一些，也細緻一些。」38該文落款為「1962 年夏日」，並無確

切的月份與日期。然文中提到此聯，文字與倉本、寸本又有不同，寸本「本

期」、「爭奈」，此處「本期」、「爭遣」，倉本「人言」、「誰遣」，尋繹之下有

一種遞改的趨勢。此處似乎是介乎倉、寸二本之間的一種版本。然倉本「人

言」二字與「本期」相比，更有一種抽離冷峻之感，於意為長；而「爭奈」

或「爭遣」改為「誰遣」，自然是為了對仗的緣故。再者，三個版本中，只

有倉本作「須長活」，這顯然視「能長活」為佳：既然此聯對仗，文字便不

能重複，對句既有「能仁」字樣，出句就不應再用「能」字。因此筆者推

 
30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曾緘著，寸鐵孫（曾

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3。 
31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70。 
32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曾緘著，寸鐵孫（曾

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4。 
33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69。 
34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曾緘著，寸鐵孫（曾

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35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70。 
36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37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3。 
38 同上註，頁 292。 



144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七期 

 

斷，寸、倉二本詩後所附之作者按語，落款於 1962 年 7 月 2 日，文字雖同，

然倉本之文義視寸本較優，當係曾緘 7 月 2 日以後仍有修訂，遂成此版本。 
非唯如此，詩序之內容亦可證之。如前所言，康本無詩序，《斯文半月

刊》本（下稱斯本）採用〈略傳〉以為詩序，而寸、倉二本之詩序，內容

雖與〈略傳〉無大差異，文字則有詳略異同。查康本〈略傳〉結尾處云：「故

倉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詞壇之功臣，衛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

歸命也。」寸本、倉本皆同。39而倉本之〈宮辭〉詩序亦有這段文字。40筆

者以為，曾緘蓋考慮到〈宮辭〉單行，不可無序，然〈略傳〉文筆佳勝，

自可獨立成篇，不必附麗於〈宮辭〉，遂點竄〈略傳〉文字，另成詩序。而

這段文字互見，乃因改寫未盡之故。查倉本之詩序，便已無這段文字矣。41

再觀寸本詩序云：「戊寅之歲，余重至西康。」42而倉本則作「西藏」。43曾

緘當時工作之處，乃西康省會康定縣。西康為民國時期「華西三省」之一，

介乎西藏、四川之間，成立於 1939 年。大陸易幟後，西康省於 1955 年取

消建制，轄地分派西藏、四川。而康定縣隸屬於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由

此可知，倉本「余重至西藏」，當是西康撤省後所改―縱然康定從未隸屬

西藏。吾人固能進一步確認，倉本〈宮辭〉並序更晚於寸本，當為現存曾

緘最晚之修訂本。 

三、〈布達拉宮辭〉與詩序、略傳及譯詩的互文情況 

根據曾緘晚年回憶，他關注倉央其人其詩，是因為抗戰時為避成都戰

亂，來到西康省會康定，得閱于道泉的譯本。此外，「從康藏人民傳說中，

得到許多和倉央嘉措有關的故事」。44曾緘雖不諳藏文，卻是佛教徒，如其

所撰〈白土坎聽經記〉，謂聆聽藏族高僧阿王尊者講經：「予聞法較晚，僅

預中觀，聆其九止住心，二諦生慧，張皇幽渺。」45足見他對藏傳佛教的理

解是具有頗高水準的。如此背景，使他對倉央詩歌和史實的譯介工作具有

 
39 曾緘：〈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頁 63。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

頁 16。黃顥、吳碧雲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2。 
40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1。 
41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42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43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44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45 曾緘：〈白土坎聽經記〉，《斯文半月刊》第 3 卷第 12 期（1943 年 6 月），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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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紮實的根基。不過，無論〈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還是〈布達拉宮辭〉

詩序，曾緘在撰寫時都不僅停留於史傳或簡介的層面，而是兼具濃厚的文

學性。加上其對象讀者以漢地居民為主，故這兩篇作品也和其改譯之〈六

世達賴情歌〉一樣，在內容與措辭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歸化（domestication）
色彩。相對於〈宮辭〉而言，〈略傳〉和譯詩都可謂預備工作，而詩序又是

從〈略傳〉增刪點竄而成。故此，先了解三者與〈宮辭〉之間存在的互文

關係，方可進一步探討此詩形塑倉央之人物形象的方式。 
先看〈略傳〉及詩序方面。對於倉央的背景，〈略傳〉云：「康熙二十

二年正月十六日生於西藏寞地，父曰吉祥持教，母曰自在天女。」46詩序同

之，而「寞地」或作「寞湖」。這段文字來自于道泉〈隆德喇嘛著作集中關

於倉央嘉措之記載〉：「第五十六代勝者倉央嘉措，生地為三窪地，或以三

湖著名之寞湖地。父名吉祥持教，母名命自在天女。」47而〈宮辭〉云： 

僧王生長寞湖裡，父名吉祥母天女。48 

採用「寞湖」一語，承自詩序及于道泉之說。而倉央父母之名，今日一般

音譯為紮西丹增及才旦拉姆。49于氏採用意譯，而曾緘襲之，一方面是考慮

到對象讀者，另一方面則是便於行文。其次，關於倉央的長相，現存最早

關於其生平的記載、阿旺倫珠達吉所著《倉央嘉措秘傳》並未直接言及，

僅云其母之父母先輩「也都儀態端莊，容貌姣美」。50以這種方式來側寫倉

央之儀表。于道泉更無相關論述。而曾緘〈略傳〉云：「倉央嘉措既長，儀

容瑋異，神采秀發。」51而詩序則云：「時年十五，威儀煥發，色相莊嚴，

四眾瞻仰，以為『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不是過也。」52此當為

曾緘自行鋪衍之辭。所謂「三十二相」出自《中阿含經•三十二相經》及

《長阿含經•大本經》，53「八十種隨形好」出自《大般若經》381 卷及《大

 
46 曾緘：〈六世達賴倉央嘉措略傳〉，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

三百年》，頁 51。 
47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臺北︰老古出版社，1978 年），頁 183。 
48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49 同上註，頁 445。 
50 阿旺倫珠達吉著、莊晶譯：《倉央嘉措秘傳》，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

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54。 
51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1。 
52 同上註，頁 505。 
53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王相應品三十二相經第二〉，《中阿含經》，



146 政大中文學報 第三十七期 

 

乘義章》，54乃是轉輪聖王與佛陀之身體所具足的外貌和身形特徵。蓋曾緘

以倉央既為轉世活佛，當亦如是。而〈宮辭〉云： 

莊嚴色相真無比，玉雪肌膚襁褓中。55 

所謂「莊嚴色相」之語，顯然來自〈略傳〉，也與詩序相呼應。而「玉雪肌

膚襁褓中」一句，狀述任何初生嬰兒，此處補入，自是烘雲托月之筆。 
至於倉央在布達拉宮中偷情之事，曾緘〈略傳〉云：「賦性通脫，雖履

僧王之位，不事戒持，鍾情少艾。後宮秘苑，時具幽歡。」56而詩序云：「黃

教之制，達賴主持正法，不得親近女人。而倉央嘉措情之所鍾，雅好佳麗，

粉白黛綠者，往往混跡後宮，侍其左右。」57此蓋參考于道泉所言：「倉央

嘉措年歲漸長後乃成了一位多情多慾放蕩不羈的風流少年。他不安於遵守

清規，卻去修飾布達拉的宮室林苑，並沉湎於醇酒婦人。」58毛繼祖則指出：

桑結嘉措對倉央的放蕩行為從不勸阻，使倉央在新建的龍宮游苑作出了不

少風流韻事。59筆者以為，曾緘所寫還可能是根據情詩的內容，如其十八、

十九： 

入定修觀法眼開，祈求三寶降靈臺。觀中諸聖何曾見，不請情人

卻自來。 

靜時修止動修觀，歷歷情人掛眼前。肯把此心移學道，即生成佛

有何難。60 

 
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冊（臺北︰新文豐圖書公司，1983-1985
年），卷 11，頁 493-494。〔後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譯：〈第一分初大本經第一〉，《佛說

長阿含經》，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 冊，卷 1，頁 4-5。 
54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初分諸功德相品第六十八之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6 冊，卷 381，頁 968。〔隋〕慧遠

法師撰：〈百四十不共法義三門分別〉，《大乘義章》，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

正新修大藏經》第 44 冊，卷 20，頁 872-873。 
55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56 同上註，頁 51。 
57 同上註，頁 505。 
58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5。 
59 毛繼祖：〈試談倉央嘉措情歌〉，頁 402。 
60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康導月刊》第 1 卷第 8 期（1939 年 4 月），頁 65。 



曾緘〈布達拉宮辭〉創作始末及其對倉央嘉措之人物形塑 147 

 

可是，這不請自來的情人，究竟是真有其人，還是一種比喻、一種幻想？

詩無達詁，自然也予曾緘以發揮空間。正因如此，〈宮辭〉遂有這樣的句子： 

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時邀入維摩屋。禪參歡喜日忘憂，秘戲宮中

樂事稠。61 

下一聯固然呼應「後宮秘苑，時具幽歡」，上一聯則將情人比喻為散花的天

女，語典出自《維摩詰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

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62參今人李雪琴之言：「《秘史》

中有沒有寫到他的情人，或者他戀愛的情節呢？遺憾的是，為了維護倉央

的聲譽，作者也是不會寫出來的。不過《秘史》中出現過婦女的形象，儘

管作者把她們說成仙女、度母空行母的化身，但客觀上透露了倉央嘉措確

實和女人接觸過。」63無獨有偶，中土唐五代文學中也往往飾言女冠為仙女，

如唐傳奇〈遊仙窟〉、詞牌〈天仙子〉、〈憶仙姿〉等皆是。如此手法，曾緘

自然熟諳。不過，他在〈略傳〉與詩序中採用實寫的方法，〈宮辭〉則為虛

寫，此固因體裁不同，也自可收參照之效。 
至於〈情詩〉中其他內容，在〈宮辭〉中也時有呈現。如其五十二、

五十三： 

龍鍾黃犬老多髭，鎮日司閽仗爾才。莫道夜深吾出去，莫言破曉

我歸來。（此黃犬當是為倉央嘉措看守便門者。） 

為尋情侶去匆匆，破曉歸來積雪中。就裡機關誰識得，倉央嘉措

布拉宮。64 

而〈宮辭〉云： 

柳梢月上訂佳期，去時破曉來昏暮。65 

出句「訂佳期」即「為尋情侶」，對句則與「破曉歸來」及其五十二之次聯

相對應。復如〈情詩〉其三十四： 

 
61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62 〔後秦〕鳩摩羅什譯︰《維摩詰所說經》，卷中，收於《大藏經》刊行會編輯︰《大正新

修大藏經》第 14 冊，頁 547。 
63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31。 
64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8。 
65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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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浪跡愛章臺，性命唯堪寄酒懷。傳語當壚諸女伴，卿如不死

定常來。（一云：當壚女子未死日，杯中美酒無盡時，少年一身

安所託，此間樂可常棲遲。此當壚女，當是倉央嘉措夜出便門私

會之人。）66 

〈宮辭〉以下幾句便是由此推演而來： 

行到拉薩賣酒家，當壚有女顏如花。遠山眉黛銷魂極，不遇相如

豈自嗟。此際小姑方獨處，何來公子甚豪華。留髡一石莫辭醉，

長夜欲闌星斗斜。67 

又如〈情詩〉其五十四： 

夜走拉薩逐綺羅，有名蕩子是汪波。而今秘密渾無用，一路瓊瑤

足跡多。（此記更名宕桑汪波，遊戲酒家，踏雪留痕，為執事僧

識破事。）68 

考諸〈宮辭〉，則有以下對應的文字： 

自闢籬門出後宮，微行夜繞拉薩遍。蹤跡分明留雪上，何人窺破

秘密藏。69 

此外，又有〈略傳〉及詩序徵引〈情詩〉，而〈宮辭〉亦有呈現者。如〈略

傳〉云：「迨七世達賴轉生理塘之說傳至拉薩，合於倉央嘉措詩中預言，藏

人皆大歡喜，以為倉央嘉措再世。」70詩序則云：「藏人……聞七世達賴誕

生理塘，則大喜。先是倉央嘉措有詩云：『他年化鶴歸何處？不在天涯在理

塘。』故眾謂七世達賴是其後身，咸嚮往之，事聞於朝。」71〈宮辭〉則云： 

求君另自熏丹穴，覓佛居然在理塘。相傳幼主回鑾日，侍從如雲

森警驊。俱道法王自有真，今時達賴當年佛。72 

 
66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6。 
67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68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8。 
69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70 同上註，頁 52。 
71 同上註，頁 506。 
72 同上註，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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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之下，〈略傳〉之言較簡，而詩序則引用倉央之詩，以便讀者與〈宮辭〉

內容互證。73而曾緘詩文之內容，亦承自于道泉之註文：「說這一節是倉央

嘉措預言他要在理塘轉生的話。藏族朋友還告訴了我一個故事，也是這位

達賴要在理塘轉生為第七代達賴的預言。現在寫它出來。據說倉央嘉措去

世以後，西藏人民急於要知道他到哪裡去轉生，先到箭頭寺去向那裡的護

法神請示，不得要領。乃又到噶瑪沙（skar-ma-shangi）去請示。那裡的護

法神附人身以後，只拿出了一面銅鑼來敲一下。當時人都不明白這是什麼

意思，等到達賴在理塘轉生的消息傳來以後，乃都恍然大悟。原來作響鑼

的銅藏文作 li（理）若把鑼一敲就發 thang（塘）的一聲響，這不是明明白

白地說達賴要在理塘轉生麼！」74 
由本節所論可知，于道泉對倉央情詩之首譯、生平之介紹，直接影響

到曾緘的〈情詩〉改譯以及〈略傳〉、〈宮辭〉和詩序的撰構。不過，曾緘

畢竟先透過〈略傳〉的撰構來認識倉央的生平經歷、〈情詩〉的改譯來了解

倉央的文學成就，這直接為〈宮辭〉的寫作奠下了堅實的根基。 

四、〈布達拉宮辭〉對倉央嘉措之人物形塑 

曾緘晚年寫道：「我在詩序裡說：『故倉央嘉措者，佛教之罪人，詞壇

之功臣，衛道者之所疾首，而言情者之所歸命也。』這幾句話是我對倉央

嘉措所作的結論，也可以視作〈布達拉宮辭〉的主題。知我罪我，在所不

計。」75此雖追述之語，卻可見曾緘縱好佛教，創作〈宮辭〉則絕非以弘法

為鵠的。他對倉央的深切共鳴，直接影響到他在詩中如何對這位僧王進行

人物形塑。一如周嘯天所言：「曾緘以惺惺相惜的態度寫倉央嘉措、譯倉央

嘉措―本著一種我即倉央嘉措，倉央嘉措即我的態度，信息對稱，物我

兩忘，始臻形象思維之妙境，宜有超越同儕的成就。」76且曾緘詩序自謂〈宮

辭〉「雖跡異〈連昌〉而情符〈長恨〉」。77晚年復憶述云：「假如我能像他們

（按：謂〈長恨〉、〈連昌〉等）寫得清新流利，抑揚頓挫，豈不是好？因

 
73 按：曾緘所譯〈情詩〉其五十三云：「跨鶴高飛意壯哉，雲霄一羽雪皚皚。此行莫恨天涯

遠，咫尺理塘歸去來。」與詩序版本不同。蓋詩序行文簡潔，故將全詩濃縮為兩句爾。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68。 
74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80。 
75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3。 
76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 
77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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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決定用這一類型的七言歌行來寫。」78此詩正文長達 88 句，616 字，

相對於〈連昌宮詞〉90 句 720 字、〈長恨歌〉120 句 840 字，已頗為接近。

以長篇歌行的體裁來撰寫，就倉央其人其詩在漢地的傳播史而言，也屬創

舉。周嘯天以此詩吸收〈西洲曲〉之韻度，仿佛是由若干絕句組成，79可謂

卓見。查曾緘此詩往往兩聯換一韻，也有四聯一韻者。如描寫冶遊的八聯，

便可均分為兩韻，如此令節奏更緊湊、層次更分明。除首聯「拉薩高峙西

極天，布達拉宮多金仙」外，絕大多數的詩句皆為律句，與〈長恨歌〉相

似，唯於黏對不講究，此蓋特意於近體之和諧聲律、古體之峭拔風格間取

得平衡爾。 
如前節所引，曾緘認為倉央是一位善良多情的天才詩人，是不良的政

教合一制度下的犧牲品，他「不顧一般清規戒律，大膽追求愛情生活，因

此受到政治迫害」的歷史可歌可泣。這是曾緘對倉央的基本認知。南懷瑾

曾將〈布達拉宮辭〉與〈長恨歌〉、〈圓圓曲〉並稱。參蔣勳評論〈長恨歌〉

云：「〈長恨歌〉讀起來非常感人，會令人忘掉唐明皇是皇帝。唐明皇本身

也非常矛盾。如果從道德、倫理和社會習俗去講，他有許多可以被批判的

部分。……白居易在寫這個故事的時候，把這些東西全都去除了。他單純

寫一個男子被一個美人驚動以後的專注……從歷史上去看唐明皇，他有很

多值得批判的地方；從美學上去看，就覺得他留下來的那種美的崇高性讓

人非常感動―我想這種矛盾在唐代發生在很多人的身上。」80與唐明皇相

比，倉央也有類似的情況。葛桑喇說：「倉央嘉措是處在個人不得志，個人

生活慾望得不到滿足的情況下，起來背叛宗教的，並非自覺而有目的地去

動搖封建農奴制度的基礎，因此，他的叛逆行為也就帶有侷限性。再說，

他採取放蕩的生活方式來對抗宗教的清規戒律，畢竟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行

為，況且，沉溺酒色，歷來是剝削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這是他在不

得已的情況下採取的鬥爭方式，是不可取的，這種腐朽生活方式是應予批

判的。」81撇除政治色彩，所言仍頗有道理。而馬麗華說：「對於倉央嘉措

 
78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79 按：清人沈德潛評〈西洲曲〉曰：「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似絕句

數首，攢簇而成，樂府中又生一體。初唐張若虛、劉希夷七言古，發源於此。」見沈德

潛：《古詩源》（北京：中華書局，1963 年），頁 290。 
80 蔣勳：《說文學之美：品味唐詩》（臺北：有鹿文化，2017 年），頁 200-228。 
81 葛桑喇：〈一個宗教叛逆者的心聲―略論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及其情歌〉，頁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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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獨行的品格，當時和後來的人們各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看作淨相，有

人視為邪見，有說詩歌所傳達的純屬一己之情的，有說是深奧的佛法教義

的，有說那是政治抒情詩的。而民間的看法很單純，有一首歌歸納得很精

闢，是從拉薩的囊瑪廳裡傳唱開來的―喇嘛倉央嘉措，╱別怪他風流浪

蕩，╱他所追尋的，╱和我們沒有兩樣。」82而曾緘〈布達拉宮辭〉對於倉

央的人物形塑，也有近乎〈長恨歌〉的傾向。他雖然並沒有把倉央改寫成

如唐明皇般的專一情人，卻十分強調他的赤子之心和抗爭精神。正因如此，

全詩才深具感染力，令讀者有一唱三歎之致。 

（一）外觀與內心的描繪 

〈宮辭〉對於倉央的背景，有兩方面的敘述。首先是對其出生地及父

母的交代： 

僧王生長寞湖裡，父名吉祥母天女。 

如于道泉所言，寞湖地乃藏文 mon-mtso-sna 的音譯，而「父曰吉祥持教，

母曰自在天女」，則是意譯。83其父母究竟出身平民還是貴族後裔，至今尚

有爭議。但曾緘採用其父母名字之意譯，乃有意烘托倉央出身不凡。而寞

湖雖為音譯，沿用「寞」字也似乎點出了這位僧王遺世獨立、不苟同於宗

教與政治權貴的情操。此洵為曾緘用心之細處。其次，對於倉央作為第六

世達賴喇嘛的身分，曾緘自然也點出了： 

黃教一花開五葉，第六僧王最少年。84 

曾氏自云：「『一花開五葉』是禪宗的偈語，這裡用來比喻黃教五世達賴，

由此落到六世達賴，自然極了。」85挪用達摩偈語，誠然是神來之筆。不僅

如此，「最少年」一語也可圈可點，此語至少有三層涵義：首先，前六世達

賴中，以倉央最晚降生。其次，活佛以轉世的方式來承繼，靈童自幼便迎

入宮中，故云少年。再者，少年本為人生中追求愛情的階段，如韋莊〈思

帝鄉〉：「春日遊，杏花吹滿頭。陌上誰家年少，足風流？ 妾擬將身嫁與，

 
82 馬麗華：〈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化人生〉，收於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

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437。 
83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83。 
84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85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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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休。縱被無情棄，不能羞。」86因此，「最少年」一語無疑也隱喻了倉

央日後對追求愛情自由的行為。 
曾緘描摹倉央之相好莊嚴，嘗試從外表之美好來隱喻內心之純潔。曾

緘自云：「『莊嚴色相真無比』，『真』字原作『嬌』字，本用李商隱〈嬌兒

詩〉：『袞師我嬌兒』的詩意，男子亦可稱『嬌』。後來想到『嬌』字與上文

『莊嚴』兩字不調和，又改為『英』字。然而『英』字放在這句裡，總覺

顯得生硬，又想再改。經過三年，竟找不出一個適當的字來。……經過許

久，老友寧鄉程穆庵先生告訴我可改為『真』字，『真』字放在這裡意度渾

成，比『嬌』、『英』等字高明得多，程先生真是我的『一字師』。」87「真」

字此處既可作副詞用，為「誠然」之義，也可作形容詞用，為「得道」之

義。如此才能與「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相應。至於下句「玉

雪肌膚繈褓中」僅謂其嬰兒之狀，其成年後之儀容，如〈略傳〉所言「儀

容瑋異，神采秀發」，詩序所言「威儀煥發」，皆不復詳細描寫，如此方可

留白，為讀者創造想像空間。 
此外，「峨冠五佛金銀爛，窣地袈裟氆氌紅」二句，則狀述其衣著。袈

裟為法衣，氆氌為修行衣。所謂氆氌為手工織成的毛呢，是加工服裝、鞋

靴、冠帽、床毯的主要材料，在藏地非常普及。而清代魏源《聖武記》卷

5 云：「其下剌麻數百，皆偏袒右肩，紅氆氌為衣。」88可見喇嘛常穿的修

行紅袍，亦為氆氌所製。而「峨冠五佛金銀爛」一句，康本原作「當頭玉

佛金冠麗」，此當為晚年所修改。曾緘自註云：「藏中活佛戴玉佛冠，以金

銀為飾。」89考五佛冠形如五蓮瓣，各瓣分別有不動佛、寶生佛、無量光佛、

不空成就佛、毗盧佛之像，且鑲有寶劍、蓮花、金剛杵、寶輪、火焰等裝

飾圖案，下綴長纓。五佛象徵「五智」―法界體智、大圓鏡智、平等性

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只有大德上師才具足，達到菩提正覺。改「玉

佛」為「五佛」，改「當頭」為「峨冠」，足見五佛冠之華麗尊貴。「金冠麗」

 
86 〔後蜀〕趙崇祚編著，李保民等注評：《花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14。 
87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1。按：程康（1889-1965）字穆庵，湖南寧鄉人，近

代著名詩人、書家，師從成都顧印伯，專攻宋詩，有《顧廬詩鈔》。其子為程千帆。 
88 〔清〕魏源：〈國朝綏撫西藏記上〉，《聖武記》（上海：世界書局，1936 年），頁 140。 
89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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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麗」，略嫌冗贅，改為「金銀爛」，在色調上與袈裟黃、氆氌紅交相輝

映，更能襯托倉央身分之高貴。 
對於倉央的內心活動，曾緘也每有著筆。如： 

花開結果自然成，佛說無情種不生。只說出家堪悟道，誰知成佛

更多情。90 

曾緘云：「這四句看來平淡無奇，在我卻是慘澹經營而出的。前兩句引禪宗

偈語『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及『有情來下種，無情種不生。』作

為理論根據，把倉央嘉措的多情說得光明正大，以下鋪敘倉央嘉措逐漸和

女子接觸。」91藏人視達賴為觀世音菩薩轉世，故其所居名「布達拉」，實

際上是觀音所居「普陀」之漢語另譯。菩薩（bodhisattva）一名，意譯「覺

有情」，故菩薩能覺悟、同情並解救有情眾生的痛苦，成為眾生的不請之友，

甚至乘願再來，度一切苦厄。因此，曾緘能將這層含意與倉央的歡情相照

應，黏合無跡。這與傳統「遊戲三昧」之說，某種意義上也是契合的。 
倉央的冶遊，〈宮辭〉寫得最為詳細： 

猶嫌少小居深殿，人間佳麗無由見。自闢籬門出後宮，微行夜繞

拉薩遍。行到拉薩賣酒家，當壚有女顏如花。遠山眉黛銷魂極，

不遇相如空自嗟。此際小姑方獨處，何來公子甚豪華。留髠一石

莫辭醉，長夜欲闌星斗斜。銀河相望無多路，從今便許雙星度。

浪作尋常俠少看，豈知身受君王顧。柳梢月上訂佳期，去時破曉

來昏暮。今日黃衣殿上人，昨宵有夢花間住。花間夢醒眼朦朧，

一路歸來逐曉風。悔不行空似天馬，翻教踏雪比飛鴻。92 

曾緘說：「宮中僧眾眼中的倉央嘉措，只知道他是殿上尊嚴的法王，而不曉

得前夕他曾經作過風流公子。這樣，前後穿插錯綜，把倉央嘉措的形象刻

畫出來，頗有『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溫飛卿詞句）的神理。『浪作』、

『豈知』、『今日』、『昨宵』等詞也用得比較靈活生動。這一段敘述倉央嘉

措追求愛情生活，故事是香豔的，故措辭亦比較香豔。這樣做，難免遭受

道學先生的咒罵。」93夫子自道，固然可信。曾氏揣摩倉央的心態，以為他

 
90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91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8。 
92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93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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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微服出遊，乃是因為自幼生長深宮，未曾一睹人間美色。一如于道

泉所言：「西藏的酒家多係娼家，當壚女多兼操神女生涯，或撮合癡男怨女

使在酒家相會。」94酒家女的打扮、情態更能吸引倉央的注意，不難想像。

「不遇相如空自嗟」一句，倉本作「豈」，當為形訛。酒家女閱人無數，卻

以「不遇相如」為嗟，正為倉央的俊朗多情張本。故兩人歡好，才會「長

夜欲闌」而情猶未已。「銀河相望無多路」一聯，套用牛郎織女典故，亟言

相見之難得，也側寫出倉央之飽受戒律禁錮之苦。而「悔不行空似天馬」

一聯，出句亟言拂曉回宮時心情之急迫，對句則用蘇軾「雪泥鴻爪」的典

故，點出事跡之敗露。這一段文字，辭藻綺豔之餘不失冷峻，節奏則時寬

時緊、收放有度，足以令讀者心往神馳。 
冶遊之事被發現後，倉央備受拷問。他甚至在師父五世班禪羅桑益喜

面前呼天搶地，捶胸頓足地大聲疾呼：「你授予我的袈裟我給你，你加在我

身上的教戒，我也還給你，我寧願要自由，也不當教主。」95正如王振華所

論，他以極大的勇氣把自己從徘徊、低沉、抑鬱、痛苦、纏綿悱惻中解放

了出來，以坦蕩的胸懷唱出了他對自由和愛情的嚮往。96這一點，曾緘也顯

然注意到了。他在〈宮辭〉中寫道： 

由來尊位等清塵，懶坐蓮臺轉法輪。還我本來真面目，依然天下

有情人。97 

這兩聯正好呼應著詩序所言：「倉央嘉措被廢，反自以為得計，謂今後將無

復以達賴繩我，可為所欲為也。」98曾緘晚年回憶此處：「寫出他輕視名位，

重視愛情，大有決破藩籬，昂首天外的氣概。尤其後兩句，不是性情中人

決道不出，雖是作者代他立言，不啻若自口出。我寫到此時，感情也十分

激動！倉央的戀愛雖然遭到破壞，可是他崇高的生活理想更加堅定了。我

以為這樣寫，才能進一步刻畫他的性格，充分表現他的反抗精神。」99由是

可見，正因曾緘自覺性情上與倉央有相近之處，才會代他立言，以古人之

酒杯澆一己之壘塊。這也正是〈宮辭〉能感動讀者的主要原因。 

 
94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78。 
95 王振華：〈倉央嘉措和他的情歌〉，頁 419。 
96 同上註。 
97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98 同上註，頁 506。 
99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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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寫作手法的運用 

曾緘說：「我寫作時，事先並未作謀篇布局的打算，只是如蘇東坡所說

『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止乎所當止』。隨著故事情節的發展，自然有波瀾

起伏，有時異峰突起，有時又藕斷絲連，全篇用一氣呵成，老實說，並沒

有明顯的段落。……這是一首古典式的歌行，寫作方法當然是舊的，然而

由於題材比較新鮮，因此寫作中也運用了一些新的手法，有些是未經前人

道過的。但是無論怎樣刻意求新，有時不得不乞靈於古人。」100他接著舉

了兩例：「例如『十載風流悲教主，一生恩怨誤權臣』兩句，完全由〈圓圓

曲〉『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脫化而來，顯然易見。又如新改

的『本期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兩句，自以為頗具巧思，後來想

這種句法似經前人道過，最近重讀王湘綺〈圓明園辭〉，見『即今佛（福）

海冤若海，誰信神州尚有神』，始知我這兩句仍然越不出他的句法。我認為

前人有些寫作手法是可以採取的。」101平心而論，曾緘新改的兩句，屬對

視王闓運更為工整，可謂後出轉精，不過這也要歸功於其「詩不厭改」的

執著。故周嘯天謂此詩：「散行之中，雜以駢語，直令人目不暇接，口舌生

香。」102 
然曾緘下筆，固非僅以師古、擬古為務。若說新手法的運用，主要正

如其所說，是因為新鮮的題材所導致的。他還提到自己開始寫作以前，曾

經考慮詩中應該表現出以下特點：第一，〈長恨歌〉、〈圓圓曲〉等描寫的主

人公多是女性，而此詩描寫的倉央是男性；第二，他們所寫的是「在家人」，

而此詩所寫的是「出家人」；第三，他們的故事屬於漢族，而此詩取材於藏

族。所有這些特點都要表現出來。103進而言之，曾緘對倉央的豔事，抱持

著不同於既有的認知，這也令〈宮辭〉在夾議夾敘的行文過程中不落傳統

懲惡勸善、刻意迴護的窠臼。因此，「還我本來真面目，依然天下有情人」

一聯方能擲地有聲，成為整篇作品中的最強音。 
從細部來看，將佛教典故賦予新的涵義，便是他的一種嘗試，前文提

及之處已多，茲再舉一例。曾緘云：「『浮屠恩愛生三宿，肯向寒崖依枯木』

上句用佛典『浮屠不三宿桑下，恐久生恩愛』。此亦易明。下句出《傳燈錄

 
100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2-293。 
101 同上註，頁 293。 
102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 
103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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偈語》『枯木依寒崖，三冬無暖氣』。言出家人見女色毫不動心，如寒崖枯

木一樣。這個典故比較背僻，因為它切合當時的情況，將就用了。」104不

過此處兩典都是反其意而用之，亦不無新鮮感。 
此外值得注意者，曾緘謂〈布達拉宮辭〉主人公特點在於以男性、出

家人、藏族的三重身分，此其不同於前代作品之處。筆者以為〈宮辭〉中

以花來比喻倉央，正好與曾氏所言之前二重身分相呼應。當然，倉央情詩

往往將女性比喻成花朵。如曾譯其七：「清明過了春歸去，幾見狂蜂戀落

花。」105Sørensen 即云：「Just as in the poetical tradition of India (i.e. madhukara) 
and China, the bee is a standard metaphor for a male-lover.」（一如印度及中國

詩歌傳統，蜜蜂是男性情人的標準隱喻。）106然而，曾緘說「倉央嘉措是

一個天生情種，他的性格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差不多」。107曹雪芹筆下

的寶玉男生女相，「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108而曾氏將其與倉央

相提並論，便成為他在〈宮辭〉中以花比喻倉央的主因之一。值得參考的

是，于譯本第 30 首云：「愛我的愛人兒，被別人娶去了。心中積思成癆，

身上的肉都消瘦了。」109而劉希武改譯曰：「情人我所歡，今作他人友。臥

病為卿思，清瘦如秋柳。」110「秋柳」一詞並不見於原詩，乃劉希武所增，

可知他所認知的倉央外表也一樣具有陰柔氣質。除了外表，曾緘以花為喻

還有佛經的淵源。〈宮辭〉中「一花開五葉」固然是現成典故，道出了這位

僧王內在與外在的美好，乃是出自《六祖壇經》中的達摩祖師付法偈：「吾

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111暗示禪宗共傳六

祖。而倉央恰好是第六世達賴，故曾緘遂將付法偈之典故信手拈出。如此

 
104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2。 
105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4。 
106 Per K. Sørensen, “Tibetan love lyrics: The love songs of the Sixth Dalai Lama,” Indo-Iranian 

Journal 31.4(1988): 276. 
107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86。 
108 〔清〕曹雪芹著，里仁出版社校注：《紅樓夢校注》上冊（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頁 52。 
109 于道泉︰《達賴六世情歌集》，頁 106。 
110 劉希武：〈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情歌六十首〉，《康導月刊》第 1 卷 6 期（1939 年 2 月），

頁 102。 
111 吳宏一：《六祖壇經新繹》（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8 年），頁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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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無疑更為花之比喻增入了一層涵義，與「不負如來不負卿」112的相

反相成之意更相契合了。 
下文所謂「花開結果自然成」也出自付法偈，有承上啟下的功能，不

僅進一步強調倉央身上佛法與愛情之雙重構設，也暗示了二者在未來無可

彌合的扞格中難以並存的悲劇，故而為後文留下了地步。而這些關節，往

往仍然以花為喻。如曾氏寫倉央宮中幽歡：「偶逢天上散花人，有時邀入維

摩屋。」此是《維摩詰經•觀眾生品》中的現成典故，謂天女百花仙子散

花來試菩薩聲聞弟子的道行，花於菩薩身上落去，到了弟子身上卻不落。

此典一用，則宮中幽歡之女便成了測試倉央定力的天女。如花之僧王本是

菩薩轉世，遇上散花之天女，情意自然相投。但如此情意究是聖情還是俗

意？詩人特地含糊其詞，拓寬了讀者的想像空間。此外復如冶遊一段，謂

「當壚有女顏如花」，又云「昨宵有夢花間住。花間夢醒眼朦朧」，又將酒

家女比喻為花。詩人在此處顯然要點出：正因為他們都是自由愛情的追求

者，都是愛情與花的化身，相互之間能獲得契合與共鳴。可以說，如此比

喻更為早已不新鮮的花意象賦予了一種新的象徵性，扣緊了倉央作為男性

與僧人的身分。再觀此詩尾聯，康本作「盡回大地花千萬，供養情天一喇

嘛」，113鐵本作「願將世界花千萬」，114倉本作「願君折取花千萬」，115從修

改的過程中可見曾緘思考的變化。康本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謂世間有情

人皆以倉央為師。鐵本則謂自身有此願力，期望天下有情人在倉央的庇佑

下盡成眷屬。而倉本更以這種願力為勸，希望世間眾生皆能自由追求愛情，

更須以同理心對待他人。而花的意象，至此可謂充塞八紘九宇、有情與無

情眾生之間了。 
雖然曾緘自謂創作前並未謀篇，但全篇的脈絡依然很清晰。整體來看，

此篇在抒情的框架下採取了夾議夾敘的方法。觀漢代〈陌上桑〉、〈上山采

蘼蕪〉乃至〈孔雀東南飛〉等源自民間的長篇樂府詩中，對白固然較多；

而唐代以降，文人詩作無論古近體，卻都較少直接對話的內容。如李商隱

七古〈韓碑〉中唐憲宗與韓愈的對話，是有意模仿《尚書•堯典》的風格，

且只有一來一往而已。再如白居易〈長恨歌〉「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

 
112 曾緘︰〈六世達賴情歌六十六首〉，頁 65。 
113 曾緘：〈布達拉宮詞〉（《康導月刊》版本），頁 69。 
114 曾緘著，寸鐵孫（曾倩）編：《寸鐵堪詩稿》，頁 14。 
115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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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理枝」一聯，116從文理而言究竟是明皇太真的對話，還是作者的引述？

本來就具有曖昧性。元稹〈連昌宮詞〉中宮邊老翁之語，構成了全篇的主

體，但其語畢後，作為敘述者的詩人並未以對話式的直接引語作回應，僅

以「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廟謀休用兵」一聯收結全詩。117這種情況在後

世作品中也屢見不鮮。如果詩句含有議論和感慨的內容，則每如曾緘所說，

「雖是作者代他立言，不啻若自口出」。因此，這些夾議夾敘的詩句，往往

可視為新層次的標記。如「花開結果自然成，佛說無情種不生。只說出家

堪悟道，誰知成佛更多情。浮屠恩愛生三宿，肯向寒崖依枯木」三聯，既

可當成倉央的獨白，也可當成作者的議論。這段文字在詩中具有承上啟下

的功能，對倉央十五歲坐床前的經歷加以收束，並開展關於他追求愛情的

新層次。再如「人言活佛能長活，爭遣能仁遇不仁。十載風流悲教主，一

生恩怨誤權臣」兩聯，曾緘自云：「在這裡我有意下了斬釘截鐵的斷語，指

明這一歷史悲劇的造成，應由藏中的亂臣賊子負責，從而揭露了上層統治

的黑暗，語氣極為沈痛。」118同樣道理，這個議論性甚強的斷語既是作者

自身的認知，也未嘗不可當成詩中主角倉央的感嘆。這段議論或感嘆在全

詩中的收結功能，是很明顯的。 
曾緘又說：「倉央嘉措的故事，到此已經寫畢了，以下照例應該盪出一

片餘波。」所謂餘波，是指「他所作的情歌深入人心，人民懷念他，直到

求得他轉世的後身而已」。119敘述完畢，又寫道：「始知聖主多遺愛，能使

人心為向背。羅什吞針豈誨淫，阿難戒體知無礙。」120曾緘論後一聯云：

「當時僧眾傳說倉央嘉措接近女子，是出於『遊戲神通』，並非淫亂。這種

傳說雖然近於荒誕，但從這裡反映出人民對他的信任，所以作此兩句，也

就有必要了。我本意作餘波的描寫，結果演出一段倉央嘉措身後的許多事

來。」121從敘事的脈絡而言，這兩聯處於交代覓得七世達賴之後，自然不

再有倉央獨白的可能，但因餘波部分本已採用比較抽離的旁觀者敘述角

度，故而置於其中並無違和之感。由於時代、宗教和階層的影響，正如葛

 
116 〔清〕聖祖皇帝敕撰，曹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第 1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卷 435，頁 4820。 
117 〔清〕聖祖皇帝敕撰，曹寅、彭定求等主編︰《全唐詩》第 12 冊，卷 419，頁 4613。 
118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0。 
119 同上註。 
120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 
121 曾緘：〈我寫〈布達拉宮辭〉〉，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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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喇所說，倉央的叛逆行為是帶有侷限性的。曾緘代倉央立言，卻也將 20
世紀的思想注入三百多年前的人物身上。因此，他所形塑的倉央縱然血肉

飽滿，卻只是一個藝術形象，未必能完全復一個真實的倉央。這也說明了

歷史與文學之間的鴻溝，畢竟難以彌縫，卻也沒有彌縫的必要。 
再者，曾緘雖然注意到〈宮辭〉的主角是一位藏族人物，但他在撰寫

時和改譯情詩一樣，採用了大量的歸化手法。如前所言，他所引用的佛教

偈語、典故，大多來自中土，這一方面是基於自身的知識體系，另一方面

則是為了投合漢地讀者的習慣。如「僧院木魚常比目，佛國蓮花多並頭」

一聯，122木魚為法器、蓮花為聖物，但曾緘在此基礎上運用了漢族文學中

象徵愛情的「比目魚」、「並頭蓮」的意象，其對象讀者為漢人，自不待言。

又如謂當壚女子「不遇相如空自嗟」，採用司馬相如、卓文君的典故，且有

將倉央喻為相如之意。「悔不行空似天馬，翻教踏雪比飛鴻」一聯，出句出

自明代劉廷振〈薩天錫詩集序〉：「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123對句出

自宋代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

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124平心而論，這些造語非常巧妙，且

於性質上語典多於事典，但其強大的隱喻系統無疑使文本在漢藏文化的角

力中向漢文化傾側。然而，倉央的形象也正因如此深得漢地讀者的接受與

認同。 

五、結語 

周嘯天認為：「在倉央嘉措成就曾緘的同時，曾緘也成就了倉央嘉措及

其情歌。」125其言甚是。曾緘在〈布達拉宮辭〉的餘波部分寫道：「剩有情

歌六十章，可憐字字吐光芒，寫來舊日兜棉手，斷盡拉薩士女腸。」黃顥、

吳碧雲註云：「兜棉：兜羅綿，梵語棉。亦為草木花絮總稱。比喻細軟。趙

樸初〈訪雲岡石窟及華嚴寺詩〉：『鑿巖造佛高數丈，示現手如兜羅綿。』」126

復參《楞嚴經》中釋迦牟尼對阿難說：「我今示汝兜羅棉手，汝眼見時，心

 
122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7。 
123 〔明〕劉廷振：〈薩天錫詩集序〉，收於〔元〕薩都拉著，殷孟倫、朱廣祁校點：《雁門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403。 
124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3，頁 96。 
125 周嘯天：〈以易傳之事為絕妙之詞―論曾緘歌行〉。 
126 中國藏學出版社編：《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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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不？」127所謂兜棉就是細軟的佛手。既然倉央是活佛，故曾氏稱其創

作之手為兜羅棉手。而曾氏先後為倉央嘉措作傳、譯詩，又創作〈布達拉

宮辭〉，對倉央其人加以形塑，甚乃以倉央之代言者自居，妙筆生花，亦何

嘗不可謂兜棉之手！自從此詩 1939 年初發於《康導月刊》後，曾緘便一直

有所修改，至 1960 年代才寫成定本。尋繹曾氏修改情況，自可進一步認識

此詩的價值。然因文獻不足徵，在這漫長修改過程中的各種本子，已不易

覓得。所幸曾倩主編《寸鐵堪詩稿》附有曾緘晚年撰著的〈我寫〈布達拉

宮辭〉〉一文，讓我們較清晰地了解其創作的實況。此外，《寸鐵堪詩稿》、

《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詩意三百年》及《康導月刊》所收此詩，文字皆

各有異同。本文通過比勘，認為倉本比鐵、康二本的文字更為圓熟，當是

最晚修訂之本。至於詩序方面，則是曾氏增刪點竄〈略傳〉文字而成。然

後，本文考察〈宮辭〉與詩序、略傳及譯詩的互文情況，認為這幾種著作

都是在于譯本的參照下完成的。〈略傳〉的撰構、〈情詩〉的改譯，是寫作

〈宮辭〉必要的前置工作。 
在上述考察的基礎上，本文繼而探討〈宮辭〉如何對倉央進行人物形

塑。吾人先研究〈宮辭〉如何對倉央的外觀與內心加以描繪，再分析其寫

作手法的運用。對於倉央的背景，曾緘嘗試點出其出生地及父母名字來映

襯其身世不凡、遺世獨立，繼而描摹其相好莊嚴，從外表之美好來隱喻內

心之純潔（縱然史料中並未詳細記載其長相）、從衣著之華麗透露其地位之

高貴。內心活動方面，曾緘緊扣「成佛更多情」一語，詳細聚焦於兩點，

一為微服冶遊的經過，二為事跡敗露後義無反顧的態度，並對此表達了讚

許之情。現存倉央嘉措史料頗為零碎，曾緘僅選取這兩點來凸顯其內心思

想，卻最具代表性和感染力。寫作手法方面，縱然〈宮辭〉為舊詩體裁，

但不僅是新選題，還具有新認知、新觀念，故能不落傳統懲惡勸善、刻意

迴護的窠臼。曾緘以花作為倉央的隱喻，強調其美好，也期待世人以其為

師，追求、珍惜純潔的愛情，蘄達人性中的至善至美，並透過「歸化」的

方式讓漢地讀者對倉央感到可親。以上這些寫作手法，對於倉央之人物形

塑，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以上兩方面的探析過程中，本文有不少論點皆是

透過〈宮辭〉三個版本的比對而得到的。由此可知，曾緘抱持著「詩不厭

 
127 〔唐〕般剌蜜帝譯︰《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收於《大藏經》

刊行會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第 19 冊，卷 1，頁 107。原詩見趙樸初：《趙樸初韻文

集》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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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心態，以近三十年時間不斷完善〈宮辭〉的文本，這不僅令他對倉

央嘉措的人物形塑更為完美，也讓吾人窺見他創作不懈的心路歷程，為「清

末一代」舊體詩人及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又一個良佳的範例。 
【責任編校：郭千綾、黃競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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