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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乘《墨客揮犀》卷四：「子瞻嘗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謂著棋、
吃酒、唱曲也。」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作詩，溢而作詞曲，
高處出神入天，平處尚臨鏡笑春，不顧儕輩。」

王灼 :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與真情衰矣。東坡先生非
醉心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
自振。」



王鵬運《半塘未刊稿》：「唯蘇文忠之清雄，敻乎軼塵絕跡，令人無
從步趨，蓋霄壤相懸，寧止才華而已，其性情、其學問、其襟抱，舉
非恆流所能夢見。詞家蘇辛並稱，其實辛猶人境也，蘇其殆仙乎？」

夏敬觀手批東坡詞：「東坡詞如春花散空，不著跡象，使柳枝歌之，
正如天風海濤之曲，中多幽咽怨斷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
不可一世之概，陳無己所謂『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
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言詩之所不能言，
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詩之境闊，詞之言長。」



劉少雄《會通與適變─ ─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
詞之為體，含蓄委婉，最具女性陰柔之美，宜於表達幽隱深微的情思；
詞人所代表的是一種細膩、敏感的生命型態，追憶往事，流連光景，
對於男女相思之情、風物年華之變化，多出之以輕靈細緻的筆觸，寫
入哀感，賦以真情，最能動人心魂，予人隱約淒迷之感。詞的抒情特
性，主要是以時空與人事對照為主軸，在男與女、情與景、今與昔、
變與不變的對比安排下，緣於人間情愛之專注執著和對時光流逝的無
窮感嘆，美人遲暮、春花易落、好夢頻驚、理想成空等情思遂變成詞
的主題。而詞的體製，如樂律章節之重複節奏、文辭句法的平衡對稱，
無疑更強化了這種婉轉低回、留連反覆的情感質性。



劉少雄：
所謂詞的情韻，婉轉低回，留連反覆，那是情思與韻律糾結盤旋而成
的一種情感節奏。這節奏主要是相對情懷的激盪而形成的─外在時空
對照人間情事，一方面是變化的體認，一方面是不變的執著，兩相對
應，拉扯互動，便產生了抑揚頓挫，起伏不已的動能，性情因此而搖
蕩，最後依聲吟詠，遂譜寫出一曲曲婉轉動人的情詞。



葉嘉瑩《靈谿詞說》說：「蘇軾之開始致力於詞之寫作，原來正是他
的『以天下為己任』之志意受到打擊挫折後方才開始的。而就地點而
言，則杭州附近美麗的山水，又正是引發起他寫詞之意興的另一因
素。」、 「蘇詞中，雖以超曠為其主調，然而其中卻時而也隱現一種
失志流轉之悲。」 



西紀昭〈蘇軾初期的送別詞〉一文歸納東坡杭州作詞之理由：
一、分韻作詩之法形成作詞的心理上、技巧上的準備
二、張先 (子野 )等詞人的影響
三、類似詞社組織的成立，更促成作詞的熱心
四、作送別詞的機會既多，乃漸漸領悟到詞在表達個人情感上的功能，
而積極地推廣其意義。



東坡二十六歲時首次與弟分袂，賦詩云：「亦知人生要有別，但恐歲
月去飄忽。寒燈相對記疇昔，夜雨何時聽蕭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
勿苦愛高官職。」



劉少雄：如何在「人生有別」、「歲月飄忽」的感傷中，覓得心靈的
依歸，在時空變幻裡尋得生命的安頓，是東坡一生的大課題，此後他
的文學充分反映了他這段上下求索的歷程。 



劉少雄：
可以這樣說，東坡同具詩心與詞心，至於為文選體是出之以詩或見之
於詞，這要看他當時的生涯歷驗，時空環境，他的情懷意志是往高處
去還是往低處沉了。



蘇軾〈阮郎歸〉：「情未盡，老先催。人生真可咍。」
蘇軾〈醉落魄‧蘇州閶門留別〉：「蒼顏華髮，故山歸計何時決。」
蘇軾〈採桑子‧潤州甘露寺多景樓……〉：「多情多感仍多病，多景
     樓中。尊酒相逢，樂事回頭一笑空。」
蘇軾〈醉落魄‧席上呈楊元素〉：「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漂泊。偶
然相聚還離索。多愁多病，須信從來錯。」
蘇軾〈江城子〉 : 「十年生死兩茫茫」
蘇軾〈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胡寅〈酒邉詞序〉：「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外」

魏慶之，《魏慶之詩話》 ：「橫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者」

王灼《碧雞漫志》：「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
者始知自振。」

王鹏運 : 「舉非恆流所能夢見」。



〈將之湖州戲贈莘老〉：「餘杭自是山水窟」

〈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游」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樓醉書五絕〉 ：「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
湖山」 

〈法惠寺橫翠閣〉：「春來故國歸無期，人言秋悲春更悲。已泛平湖
思濯錦，更見橫翠憶峨嵋。雕欄能得幾時好，不獨憑欄人易老。百年
興廢更堪哀，懸知草莽化池臺。游人尋我舊游處，但覓吳山橫處
來。」



〈醉落魄‧離京口作〉：輕雲微月，二更酒醒船初發。孤城回望蒼煙
合。記得歌時，不記歸時節。    巾偏扇墜藤床滑，覺來幽夢無人說。
此生飄蕩何時歇。家在西南，常作東南別。

〈蝶戀花‧京口得鄉書〉：雨後春容清更麗。只有離人，幽恨終難洗。
北固山前三面水，碧瓊梳擁青螺髻。    一紙鄉書來萬里。問我何年，
真箇成歸計。回首送春拚一醉，東風吹破千行淚。

〈卜算子‧自京口還錢塘道中寄述古太守〉：蜀客到江南，長憶吳山
好。吳蜀風流自古同，歸去應須早。    還與去年人，共藉西湖草。莫
惜尊前仔細看，應是容顏老。



〈浣溪沙〉：縹緲危樓紫翠間，良辰樂事古難全，感時懷舊獨淒然。  
璧月瓊枝空夜夜，菊花人貌自年年。不知來歲與誰看。

〈江城子‧孤山竹閣送述古〉 ：翠娥羞黛怯人看。掩霜紈，淚偷彈。
且盡一尊，收淚聽 (一作唱 )陽關。漫道帝城天樣遠，天易見，見君難。

〈菩薩蠻‧西湖送述古〉：秋風湖上蕭蕭雨，使君欲去還留住。今日漫留
君，明朝愁殺人。佳人千點淚，灑向長河水。不用斂雙娥，路人啼更多。 

〈南鄉子‧送述古〉：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
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歸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
熒熒。秋雨晴時淚不晴。



況周頤《蕙風詞話》：「至真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

〈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湖山信是東南美，一望彌千里。使君能
得幾回來，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上燈出上，水調誰家唱。
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東武望餘杭，雲海天涯兩渺茫。
何日功成名遂了，還鄉。醉笑陪公三萬場。    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
別有腸。今夜送歸燈火冷，河塘。墮淚羊公卻姓楊。



薛瑞生：「行役之苦況，家國之痛感，仕途之浮沉，人生之悲涼」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
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崗。

〈江城子‧密州出獵〉：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
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  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蘇軾〈與鮮于子駿〉：「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
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
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 

蘇軾〈永遇樂〉：「古今如夢，何曾夢覺，但有舊歡新怨。異時對、
黃樓夜景，為余浩歎！」 



蘇軾〈湖州謝上表〉：「伏念臣性資頑鄙，… .知其愚不適時，難以
追培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朋九萬，宋，〈東坡烏台詩案〉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不可
冤濫，致傷中和」。  



林玟玲：「詩案以前的東坡，純真、任性，以天賦的才華結合入世的
熱情、士人自許的精神，大踏步地闖入現實政治之中，骨氣傲然，卻
未經嚴厲考驗，光芒四射，更難免銳利傷人。詩案期間的東坡，飽嚐
政治的險惡無情，但也感受了來自太皇太后、長輩、弟弟、朋友和州
郡人民的關愛之情，這些情誼溫暖了東坡的心，使得他在顛仆困危之
中，不曾對人世失望。詩案以後的東坡，雖有挫折後的寂寞，然而經
過黃州歲月的自我沉思與提昇，卻使他走向了更高的人生意境。從此，
東坡在才華與熱情之外，更有反身觀照的自信和曠達，他的光彩內斂，
如同溫潤的玉石，堅硬而煦然。」 



蘇軾〈西江月‧黃州中秋〉：「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 

蘇軾〈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
謝。」

蘇軾〈次韻前篇〉：「萬事如花不可期，餘年似酒那禁瀉。……長江
袞袞空自流，白髮紛紛寧少借。」

蘇軾〈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人似秋鴻來有信，
事如春夢了無痕。」



蘇軾〈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都是斜川
當日景，吾老矣，寄餘齡。」 

蘇軾〈寒食雨〉：「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途窮，死灰吹不
起。」 

蘇軾〈定風波〉：「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浣溪沙〉：「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
雞。」 



蘇軾〈洞仙歌〉：「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周汝昌：「當大熱之際，人為思涼，誰不渴盼秋風早到，送爽驅炎？然
而於此之間，誰又遑計夏逐年消，人隨秋老乎？……流光不待，即在人
的想望追求中而偷偷逝盡矣！當朱氏老尼追憶幼年之事，昶、蕊早已無
存，而當東坡懷思製曲之時，老尼又復安在？當後人讀坡詞時，坡又何
處？」  



蘇軾〈與滕達道二十四首〉 ：「西事得其詳乎」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舊學消亡，夙心掃地，枵然為世之廢物
矣！」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
別有天地。〈水調歌頭〉、〈卜算子〉、〈賀新涼〉、〈水龍吟〉諸篇，
尤為絕構。」 

陳廷焯：「蔡伯世云：『子瞻辭勝乎情，耆卿情勝乎辭，辭情相稱者，
惟少游而已。』此論陋矣。東坡之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亦至，只
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私情耳。」 
 



王國維《人間詞話》之「東坡之詞曠」：「曠者，能擺脫之謂。……能
擺脫故能瀟灑。……胸襟曠達的人，遇事總是從窄往寬裡想，寫起文學
作品來也是如此。」  

蘇軾〈水調歌頭〉：「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蘇軾〈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
琉璃」。

蘇軾〈念奴嬌〉：「一尊還酹江月」



蘇軾〈西江月〉：「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

蘇軾〈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
風。」

蘇軾〈書吳道子畫後〉：「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

杜甫〈夢李白〉：「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三夜頻夢君，情
親見君意。」  

韓愈〈與孟東野書〉：「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 



孫光憲〈生查子〉：「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我。」

張炎〈水龍吟‧寄袁竹初〉：「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在相思裡。」 

《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二卷之三八：「己思人，乃想人亦思己；己視人，
適見人亦視己；此地想異地之思此地，今日想他日之憶今日。詩文中寫
這種往復迴旋的思緒，時空交織，別饒情味。」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第十一章〈中國文學精神〉之七：

「中國文學之表情，重兩面關係中一往一復之情，並重超越境之內在
化」

「兩面關係與一面關係情之不同處，在此中兩方皆為自動的用情者，兩
方皆確知對方對我有情誼。於是其間之情誼，遂如兩鏡交光而傳輝互照。
其情因以婉曲蘊藉，宜由說對方之情以說我之情。」「溫柔敦厚，非強
為抑制其情，使歸中和也，乃其用情之際，即知對方亦為一自動之用情
者。」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第二章之「思念模式」：「它以一種想像
中穩定的二人關係來代替現實中二人關係的失落，來抵抗二人關係離異
中的孤獨，來疏解孤獨中內心的巨大不安和波蕩。思念模式深刻地體現
了中國文化『和』的巨大力量。然而，這種均衡裡包裹的畢竟是無窮的
離愁。想像中的共在，對照的是實際的孤淒。因此，思念模式一方面把
閨怨和鄉愁都範圍在文化思想相一致的格式裡，儘量使之怨而不怒，哀
而不傷。另方面，因其想像的現實，本含著非現實的想像。想像中的共
生，不能解除現實裡的離棄。從而使它在與文化一致的格式裡，以文化
的方式更深地暴露了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悲劇意識。」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第二章之「思念模式」：「它以一種想像
中穩定的二人關係來代替現實中二人關係的失落，來抵抗二人關係離異
中的孤獨，來疏解孤獨中內心的巨大不安和波蕩。思念模式深刻地體現
了中國文化『和』的巨大力量。然而，這種均衡裡包裹的畢竟是無窮的
離愁。想像中的共在，對照的是實際的孤淒。因此，思念模式一方面把
閨怨和鄉愁都範圍在文化思想相一致的格式裡，儘量使之怨而不怒，哀
而不傷。另方面，因其想像的現實，本含著非現實的想像。想像中的共
生，不能解除現實裡的離棄。從而使它在與文化一致的格式裡，以文化
的方式更深地暴露了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悲劇意識。」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第二章之「思念模式」：「它以一種想像
中穩定的二人關係來代替現實中二人關係的失落，來抵抗二人關係離異
中的孤獨，來疏解孤獨中內心的巨大不安和波蕩。思念模式深刻地體現
了中國文化『和』的巨大力量。然而，這種均衡裡包裹的畢竟是無窮的
離愁。想像中的共在，對照的是實際的孤淒。因此，思念模式一方面把
閨怨和鄉愁都範圍在文化思想相一致的格式裡，儘量使之怨而不怒，哀
而不傷。另方面，因其想像的現實，本含著非現實的想像。想像中的共
生，不能解除現實裡的離棄。從而使它在與文化一致的格式裡，以文化
的方式更深地暴露了文化本身不可避免的悲劇意識。」 



明張岱《琅嬛記》卷中引《青泥蓮花記》云：
子瞻在惠州，與朝雲閒坐，時青女初至，落木蕭蕭，淒然有悲秋之意。
命朝雲把大白，唱『花褪殘紅』。朝雲歌喉將囀，淚滿衣襟。子瞻詰其
故，答曰：『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是
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正悲秋，而汝又傷春矣。』遂罷。朝雲
不久抱疾而亡，子瞻終身不復聽此詞。



蘇軾〈蝶戀花〉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
無芳草。  牆裏鞦韆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
多情卻被無情惱。 



天涯句：俞平伯《唐宋詞選釋》：「言春光已晚，且有思鄉之意。《離
騷》：『何所獨無芳草兮，又何懷乎故宇。』傳作者在惠州命朝雲歌此詞。
朝雲淚滿衣襟，說：『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
草」也。』見《詞林紀事》卷五引《林下詞談》。」因此句觸動鄉思，故
朝雲不能歌。柳綿，柳花，柳絮。  

多情句：多情，指行人，他聽牆內佳人笑聲而感觸生情。無情，指牆裡佳
人，她們遊戲歡笑，出於無意，並不知牆外有聽者。俞平伯《唐宋詞選
釋》：「《詩人玉屑》卷二十引《古今詞話》說此句：『蓋行人多情，佳
人無情耳。』《詩詞曲語辭匯釋》卷五：『言牆裏佳人之笑，本出於無心
情，而牆外行人聞之，枉自多情，卻如被其撩撥矣。』張釋較詳，又說
『惱』為『撩』。按『惱』字仍從煩惱取義，被引起煩惱，即是被撩
撥。」 



    東坡詞所抒發的情，絕少狹義的男女之情。這對一向重視詞的歌唱
特質而別具幽約細美之情思的本色派或婉約派而言，東坡詞內質的情味
意態，看來是有所不足，或未能曲盡其妙的。故自宋以來，即有東坡詞
「不及情」、「辭勝乎情」之評。
    東坡擺脫浮艷，自創新天地，彷彿不及柔情，但絕非無情。東坡詞
是他的情性的表現，其所抒發的情懷，有兄弟之愛、夫妻之情、朋友之
誼、家鄉之思、生涯之嘆、山水之樂、物我之感、今昔之悲，雖偶作媚
詞，亦絕無淺陋鄙俗之語；整體來看，東坡各種情詞，兼具情意理趣，
語意清新奇麗、高朗豪俊，能臻高遠之境，別有跌宕之姿。



抒寫兒女柔情，確非東坡所長。然而，人世間其他哀樂情事，東坡又如
何面對、怎樣表達？我們讀東坡詞會發現很少過度傷悲之作，情中有思
是其主調。亦即，東坡詞絕少陷溺於情緒的愁苦鬱結之中，他能正視人
間的悲喜情懷，入而能出，表達為一種曠達的胸襟。



誠如鄭騫先生解釋王國維《人間詞話》之「東坡之詞曠」一語說：「曠
者，能擺脫之謂。……能擺脫故能瀟灑。……胸襟曠達的人，遇事總是
從窄往寬裡想，寫起文學作品來也是如此。」

東坡詞不黏滯於物情，每遇著傷感之事，多能提筆振起，以景代情，化
愁懷於清遠的意境中。東坡詞如清風明月，給人清泠、遼闊、沉靜之感。
東坡特別愛寫月夜之景，如對月懷弟子由，東坡寫道：「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 〈水調歌頭〉 )



別宴歸來，東坡依依之情，卻寫在「夜闌風靜欲歸時，惟有一江明月碧
琉璃」的景語中 ( 〈虞美人‧有美堂贈述古〉 )

赤壁懷古，東坡多情地緬懷歷史陳跡，頓生「人生如夢」之歎，最後以
「一尊還酹江月」，將悲慨之情融入清闊自然的景色裡 ( 〈念奴嬌〉 )



春夜漫游，醉眠芳草，田野的景象是「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隱層霄」，
這是東坡於解脫後的一份逍遙自得之情的表現 (〈西江月〉 )。

詞境即心境，東坡詞裡的明月清風，正是他靈明超曠之心靈的投影。東
坡說：「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 ( 〈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
偓佺〉 )
坦蕩無礙的心懷，發而為詞，自然予人暢快淋漓之感。東坡詞裡雖有出
世與入世的矛盾，情與理的衝突，但最後都能結合哲理與深情，表現為
達觀積極的情緒，筆意明麗而清遠，這是東坡詞所以能突出於唐宋詞人
之處。有情天地內，東坡隔著牆，藉少女的笑聲喚起往日的情懷；我們
隔著時空，透過東坡的文字，喚起了怎樣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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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 2
「子瞻嘗自言，平生有
三不如人，謂著棋、吃
酒、唱曲也。」 

 彭乘，宋，《墨客揮犀》。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2
「東坡先生以文章餘事
作詩，……不顧儕
輩。」 

 王灼，宋，《碧雞漫志》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2

「長短句雖至本朝盛，
……弄筆者始知自振。
 」

王灼，宋，《碧雞漫志》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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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4 3
「唯蘇文忠之清雄，…
…蘇其殆仙乎？ 」

王鵬運（ 1840-1904 ），《半塘未刊稿》。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 3
「東坡詞如春花散空，
……乃其第二乘也。 」

夏敬觀（ 1875-1953 ），〈手批東坡詞〉。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 4
「詞之為體，……詞之
言長。 」

王國維（ 1877-1927 ），《人間詞話》。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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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7 5
「詞的抒情特性……留連
反覆的情感質性。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劉少雄教授：《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
詮》 (臺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 ，頁 15。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8 6
「所謂詞的情韻，……而
臻清麗韶秀之境。」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劉少雄教授：《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
詮》 (臺北：里仁書局， 2006 年），頁 15-16。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9 7

「蘇軾之開始致力於詞之
寫作， ……又正是引發起
他寫詞之意興的另一因素。
 」

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1987年），頁 196。依據著作
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10 7
「蘇詞中，雖以超曠為其
主調，……也隱現一種失
志流轉之悲 。」

葉嘉瑩：《靈谿詞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1987年），頁 211。依據著作
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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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1 8
「一文歸納東坡杭州作
詞之理由，……而積極
地推廣其意義。 」

西紀昭著；孫康宜譯：〈蘇軾初期的送別詞〉，《中外文學》 7卷 5期（ 1978年 
10月），頁 109。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12 9
亦知人生要有別，……
慎勿苦愛高官職。

蘇軾，宋，〈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詩一篇寄之〉。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3 10

「儒家用世任事，……
反映了他這段上下求索
的歷程。」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劉少雄教授：《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
詮》 (臺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 ，頁 16-17。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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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4 11

「可以這樣說， ……他
的情懷意志是往高處去還
是往低處沉了。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劉少雄教授 : 《會通與適變——東坡以詩為詞論題新詮》 
(臺北，里仁書局， 2006 年 )， 頁 17。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
理使用。 

15 12
「一年三度過蘇臺……劉
郎雙鬢衰。 蘇軾，宋，〈阮郎歸〉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6 12
蒼顏華發，……圖得見時
說。 蘇軾，宋，〈醉落魄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7 12
多情多感仍多病，……斜
照江天一抹紅。

蘇軾，宋，〈採桑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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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8 12
分攜如昨。…… 西望峨
嵋，長羨歸飛鶴。 蘇軾，宋，〈醉落魄 〉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9 12
十年生死兩茫茫，……
明月夜、短松崗。 蘇軾，宋，〈江城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0 12
明月幾時有，……千里
共嬋娟。

蘇軾，宋，〈水調歌頭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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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21 13
逸懷浩氣超然乎塵垢之
外 。 胡寅，宋，〈酒邉詞序〉。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2 13
「橫放傑出，自是曲子
中縛不住者」。 魏慶之，宋，《魏慶之詩話》。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23 13

「偶爾作歌，……弄筆
者始知自振。 」

王灼，宋，《碧雞漫志》。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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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24 13
「舉非恆流所能夢見」  王鵬運（ 1840-1904 ），《半塘手稿》。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

 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5 13
明月如霜，……為余浩嘆。 蘇軾，宋，〈永遇樂〉。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

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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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26 14
餘杭自是山水窟。  蘇軾，宋，〈將之湖州戲贈莘老〉。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

 之著作。 

27 14
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
長如到舊游。  蘇軾，宋，〈和張子野見寄三絕句過舊游〉。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共領域之著作。 

28 14
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
無此好湖山。

蘇軾，宋，〈六月廿七日望湖樓醉書〉。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29 14
春來故國歸無期，……
但覓吳山橫處來。

蘇軾，宋，〈法惠寺橫翠閣〉。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
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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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30 15
輕雲微月，……常作東
南別。 

蘇軾，宋，〈醉落魄〉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1 15
雨後春容清更麗，……
東風吹破千行淚。 

蘇軾，宋，〈蝶戀花 〉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2 15
蜀客到江南，……應是
容顏老。 

蘇軾，宋，〈卜算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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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33 16
縹緲危樓紫翠間，……
不知來歲與誰看。 

 蘇軾，宋，〈涴溪沙〉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4 16
翠娥羞黛怯人看，……
見君難。 

 蘇軾，宋，〈江城子 〉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5 16
秋風湖上蕭蕭雨，……
不用斂雙娥，路人啼更
多。 

蘇軾，宋，〈菩薩蠻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6 16
回首亂山橫，……秋雨
晴時淚不晴。 蘇軾，宋，〈南鄉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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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37 17
「至真之情，由性靈肺
腑中流出 。」

 況周頤（ 1859－ 1926 ），《蕙風詞話》。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
公
 共領域之著作。 

38 17
湖山信是東南美，……
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蘇軾，宋〈虞美人〉。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9 17
武望餘杭，……墮淚羊
公卻姓楊。 

蘇軾，宋，〈南鄉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0 18

行役之苦況，……人生
之悲涼 。

薛瑞生：〈論蘇東坡及其詞〉，《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年），頁 40。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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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41 18
老夫聊發少年狂……射天
狼。 

 蘇軾，宋，〈江城子〉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2 19

近卻頗作小詞，……頗壯
觀也。

 蘇軾，宋，〈與鮮于子駿〉。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43 20

伏念臣性資頑鄙， ……或
能牧養小民。

蘇軾，宋，〈湖州謝上表〉。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44 20

大明誅賞，以示天下。 朋九萬，宋，〈東坡烏台詩案〉。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 
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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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45 21
「詩案以前的東坡，…
…堅硬而煦然。」

 林玟玲，《東坡黃州詞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5年 5月。
依據
 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46 22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
度新涼？  蘇軾，宋，〈西江月〉。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47 22
不惜青春忽忽過，但恐
歡意年年謝。

蘇軾，宋，〈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
領域之著作。 

48 22
萬事如花不可期，……
長江袞袞空自流，白髮
紛紛寧少借。

蘇軾，宋，〈次韻前篇〉。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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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49 22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
春夢了無痕。

 蘇軾，宋，〈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
 和前韻〉。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0 23
夢中了了醉中醒，……
寄餘齡。  蘇軾，宋，〈江城子〉。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1 23
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
里。也擬哭途窮，死灰
吹不起。 

蘇軾，宋，〈寒食雨〉。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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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52 23
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
也無風雨也無晴。 蘇軾，宋，〈定風波〉。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3 23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
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
唱黃雞。 

 蘇軾，宋，〈浣溪沙〉。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4 24
但屈指西風幾時來，又
不道、流年暗中偷換。  蘇軾，宋，〈洞仙歌〉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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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55 24
「當大熱之際，……
坡又何處？」 

 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北京：中華書局， 2006年），頁 216。依據著作權法
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56 25
西事得其詳乎？  蘇軾，宋，〈與滕達道二十四首〉。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

之 
 著作。

57 25
舊學消亡，夙心掃地，
枵然為世之廢物矣！ 蘇軾，宋，〈題子明詩後〉。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58 25
「詞至東坡，……尤
為絕構。」 

陳廷焯，宋，《白雨齋詞話》。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
作。

5 25
「蔡伯世云：……，
不似耆卿之喁喁兒女
私情耳。」 

 陳廷焯，宋，《白雨齋詞話》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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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59 26
「曠者，能擺脫之謂，
……寫起文學作品來也
是如此。」 

 鄭騫：《景午叢編》〈漫談蘇辛 異同〉（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2 年。），頁 
268-26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 使用。 

60 26
大江東去，浪淘盡，…
…一尊還酹江月。  蘇軾，宋，〈念奴嬌〉。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1 27
照野瀰瀰淺浪，橫空隱
隱層霄。 蘇軾，宋，〈西江月〉。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2 27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
風。

蘇軾，宋，〈水調歌頭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3 27
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
妙理於豪放之外。

 蘇軾，宋，〈書吳道子畫後〉。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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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64 27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
憶。三夜頻夢君，情親
見君意。  杜甫，唐，〈夢李白〉。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5 27
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
下懸懸於吾也。

 韓愈，唐，〈與孟東野書〉。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6 28
想到玉人情，也合思量
我。 孫光憲，五代，〈生查子〉。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7 28
待相逢說與相思，想亦
在相思裡。 張炎，宋，〈水龍吟〉。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68 28
「己思人，……別饒情
味。」

 錢鍾書著、舒展選編 : 《錢鍾書論學文選第二卷》 ( 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0 
年 )，頁 
 287。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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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 29

「兩面關係與一面關係
情之不同處，……即知
對方亦為一自動之用情
者。」 

 唐君毅：《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中國文學精神〉 (臺北：正中書店， 1977 
年 )，頁 256。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2 30

「它以一種想像中穩定
的二人關係來代替現實
中二人關係的失落，…
…以文化的方式更深地
暴露了文化本身不可避
免的悲劇意識。」 

 張法：《中國文化與悲劇意識》 （河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7 年），頁 
80-81。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版權聲明 - 東坡詞導論



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1 33
子瞻在惠州，……子瞻
終身不復聽此詞。 張岱，明，《琅嬛記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2 34
花褪殘紅青杏小，……
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軾，宋，〈蝶戀花〉。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35
「言春光已晚，……見
《詞林紀事》卷五引
《林下詞談》。」 

俞平伯：《唐宋詞選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4 年 )，頁 110。依據著
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4 35
「《詩人玉屑》卷二十
引《古今詞話》說此句，
……即是被撩撥。」 

俞平伯：《唐宋詞選釋 》 (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94 年 )，頁 110。依據
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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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5 38
「曠者，……寫起文學
作品來也是如此。」 

 鄭騫 : 《景午叢編》〈漫談蘇辛異同〉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 1972 年 )，頁 
268-
 269。 依據著作權法第 46、 52、 65 條合理使用。 

6 38
明月幾時有，……千里
共嬋娟。

 蘇軾，宋，〈水調歌頭〉。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7 39
 湖山信是東南美，…
…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 蘇軾，宋，〈虞美人〉。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8 39
大江東去，……一尊還
酹江月。 蘇軾，宋，〈念奴嬌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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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頁 作品 版權標章 作者 /來源

9 40
照野彌彌淺浪，……杜
宇一聲春曉。 蘇軾，宋，〈西江月〉。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10 40
日繡簾卷，……千里快
哉風！

蘇軾，宋，〈水調歌頭 〉。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屬公共領域之著作。
 

3 書格 Shuge.org ，清陳枚，月曼清游圖冊 P2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4 書格 Shuge.org ，清陳枚，月曼清游圖冊 P6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5

Wikipedia，馬遠 (1160–1225)《山徑春行》，目前所在位置：國立故宮博物院，
來源 /攝影者： http://tech2.npm.gov.tw/cheschool/zh-tw/gallery/88.htm Also 
see NPM information: 
http://tech2.npm.gov.tw/cheschool/zh-tw/index.aspx?content=b_1_88

版權聲明 -從一首蝶戀花談起

https://shuge.org/ebook/yue-man-qing-you/
https://shuge.org/ebook/yue-man-qing-you/
https://shuge.org/ebook/yue-man-qing-you/
https://shuge.org/ebook/yue-man-qing-you/
https://zh.wikipedia.org/wiki/File:Ma_Yuan_Walking_on_Path_in_Spring.jp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n:National_Palace_Museum
http://tech2.npm.gov.tw/cheschool/zh-tw/gallery/88.htm
http://tech2.npm.gov.tw/cheschool/zh-tw/index.aspx?content=b_1_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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