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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的生命躍動 

－賞析南宋江湖詩人許棐作品中蘊涵的生命觀 

蔡長佑 

私立南華大學文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摘要 

  許棐是南宋時期重要的江湖詩人，詩史上卻少有人提及，也鮮少有人研究

其文學作品。他能文、能詩亦兼擅詞，可說是一位全才型的文人。身為江湖詩

人，卻不似江湖謁客那般以詩來向權貴行謁、求取錢財，獲得生活所需。一生

雖處貧困，卻能安貧樂道，沒有偉大事功，卻懷有對家國民情的關懷。雖說時

勢造英雄，但在南宋晚期國家局勢動盪不安之際，政治上無從發揮，只好歸隱

田園轉而關注對學問的探求及生命的體悟。 

  本文試圖從生命觀的角度來解讀許棐。首先了解其生平行歷，時代背景與

南宋詩學發展對許棐起了哪些程度的影響；其次，試著從許棐的賞梅詩切入，

了解其生命哲學與文學底蘊；再其次，江湖詩派為南宋晚期主要的文學派別，

因此，從許棐與江湖詩友的交游詩中，嘗試著了解江湖詩派所要呈現的觀點，

從中來認識江湖派中幾位重要人物的生平、思想、作品及其對許棐的影響；最

後，探討「貧」在潛移默化中對許棐人生發揮正面的提煉作用，來總結許棐生

命價值的層次。 

  詩是作者生活與心情的記錄，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與社會概況，透過詩

的研究分析，可以了解作者的人品、生命態度及所要傳達的思想。而生命中的

某個特定事件，可以是人、事或物，對當事人的影響及當事人從每一個經歷當

中所獲得的種種體悟，也是寫作本文所要探討的目的。 

關鍵詞：許棐、江湖詩人、劉克莊、陳起、生命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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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宋晚期，一位文人隱士，在歷經戰火摧殘及民生凋蔽之苦，來到秦溪之

畔，築小屋於溪之北，將心志寄託於天地之間，悠遊於書海之中與古人神交，

於小屋週圍手植數十株梅樹，自號「梅屋」。許棐在屋內的牆壁上懸掛白香山與

蘇東坡二人畫像，《融春室記》中云：「陋室第三桁下分立四槅，中垂一簾，對

懸樂天、東坡二先生像。
1」《宋百家詩存》：「許棐……慕香山東坡，畫二像懸

室中事之。2」其何以獨鍾這兩位先生而掛其像事之？許棐《寫真自贊》亦云：

「人道女不似我，我道別無人似女。似我，非森森千丈松之精神。不似我也，

非濯濯春月柳之標度。似不似皆得人憎，然亦有一些好處，好處是今人衣冠，

包著個古人腸肚。
3」好一個今人衣冠包著個古人腸肚，這說明許棐崇尚古風，

仰慕古時賢達，尤其前朝白居易與蘇軾二人。 

  白、蘇二人一生經歷及出處行藏頗多相似之處，早年皆熱衷於政治，但為

官之路卻波折不斷，飽受貶謫之苦，歷經風霜與人情冷暖，這樣的磨難卻也是

促使他們人格向上提昇的墊腳石。諸多的逆境，豐富化與深刻化了人生體悟，

讓他們的文學思想更臻化境，在飽經磨難之後，承受、理解這些憂患，最終並

超越了它。白、蘇二人為後世文人所示現的是一種雖身處逆境卻不為其所累，

而達致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在精神層面上無所掛礙的境界。許棐所仰慕二位

先生者何？無非就是生命中所流露出的曠達胸懷與經過苦難淬煉之後所達致的

文學思想高度。 

  許棐（1189？～1249 年），南宋晚期重要的文人之一，詩、詞、散文兼擅

長，在張宏生所著的《江湖詩派研究》及諸多後人的論著當中，皆將許棐列為

江湖派詩人。《宋史》中並無記載其傳記，後人所著的詩詞文集當中也僅零星見

到對許棐生平的記載。如《全宋詞》：「棐字忱父，海鹽人，自號梅屋。嘉熙

中，隱居秦溪。淳祐九年（1249 年）卒。4」《詞林紀事》：「棐，字忱夫，海鹽

人，海鹽縣圖經，忱夫，嘉熙中隱居秦溪，於水南種梅數十樹，自號梅

                                                 

 
1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6。 
2
 曹庭棟：《欽定四庫全書．宋百家詩存》卷 36，臺北：臺灣商務書局出版，1983 年，頁 1。 

3
 許棐：《融春小綴》，《宋集珍本叢刊》第 104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184。 

4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四冊，臺北：明倫出版社，1973 年，頁 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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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5」《兩宋名賢小集》：「許棐，字忱父，海鹽人，嘉熙中隱居秦溪，種梅

數十樹，搆屋讀書，自號梅屋。
6
」……。 

        曾維剛〈論許棐及其詩〉對其性格做了剖析：「許棐雖名列江湖詩派，但頗

標異格，不樂仕宦，安於清貧，潛心於學，亦近理學士人的作風，而不像一般

江湖士人那樣游謁江湖，干求宦祿。
7」許棐於其《融春室記》中提到：「予多

病畏寒，未冬為縮殼蝸矣。
8」據上述之言，加以性喜梅之清高隱逸及隱居秦溪

一事，若以世壽 60 歲來推斷，則應當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 年）。 

        許棐生逢南宋晚期，當時的政治局勢與社會風氣對他造成極其深遠的影

響。當時社會上盛行一股江湖詩風，這股詩風的傾向是為了打破江西詩派的藩

籬、去其弊端，轉而仿效「四靈」，學習「晚唐」詩，但江湖派的格調比四靈寬

廣得多，面向也比所宗的晚唐詩人來的寬闊。許棐在如此氛圍的影響下，其詩

學取向隱約中也透露出這種風尚。《梅屋記》，許棐自比林逋：「昔吟逋愛梅，未

嘗一日去梅，爾愛梅無梅，屋扁梅屋，猶饑人畫餅，奚益？請去扁。予曰：向

也以梅為梅，今也以心為梅，扁何問焉？扁可以理觀，不可以物視，片木二字

而已，理觀四壁天地，萬卷春風，庾嶺香、孤山玉，豈襟袖外物哉？
9」這句話

表現出許棐對北宋晚唐體詩人林逋的一種喜愛之情。《贈元耘軒》一詩亦有提到

「詩名壓盡江湖客，要在唐人向上居10」，也道盡許棐崇尚晚唐詩風的傾向。 

        許棐所留傳下來的作品，有關詩的部份在《全宋詩》中就搜羅了一百九十

多首，其中近體詩就佔了絕大部份。清代儒者曹庭棟稱許棐詩「清俊閒遠，尤

長於絕句11」，清人沈季友亦稱讚許棐為「梅屋高士」，其詩「長於近體，頗多清

新之調12」。其他作品則有：《梅屋詩稿》一卷、《融春小綴》一卷、《梅屋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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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頁 216。 
9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頁 2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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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1986 年，頁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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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季友：《檇李詩繫》卷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7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 年，頁 72。 



 
 
 
 
 
 
 
 
 
 
 
 
 
 
 
 
 
 
 
 
 
 
 
 
 
 
 
 
 
 
 
 
 
 
 
 
 
 
 
 
 

 

  詩的生命躍動－賞析南宋江湖詩人許棐作品中蘊涵的生命觀 

106 

一卷、《梅屋四稿》一卷及《獻醜集》一卷等。 

二、受政治因素影響的南宋詩學 

文學是社會風氣的反映，同時，作品風格又是作者人格的反映。中國古

代詩人的心態與政治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因之政局的變化往往影響世人

的心態。13
         

  這句話摘錄自《詩心的探索》一書。的確，文學反映了平民百姓的心聲，

而文人往往將其情感自然又亳無保留地在作品當中呈現出來，因此從其作品不

但可以直接認識作者本身，還可以對作者的人品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古時的文

人具有憂時憂民、悲天憫人的入世情懷，只有通過科舉的試驗取得從政的入場

券，才有進一步實踐理想抱負的機會，因此，政治影響文人的心態，政局的變

化則造成世人心態的起伏。「靖康之難」帶給宋代人民的恥辱是一種難以抹滅的

記憶，中原的陷落使得南宋王朝不得不以卑躬曲膝之態，委曲求全，來換得偏

安江南的局面。主政者的昏庸，讓愛國之士與中興名將紛紛遭到奸臣陷害而從

容就義，這更激發了眾多老百姓和深具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們的愛國情操。 

南宋詩歌體現了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人們的願望和要求，從「靖康之

難」開始，詩人們便逐漸拋棄江西詩派『奪胎換骨』、『取古陳言』的陳

規陋習，使詩歌創作面向社會人生，反映多災多難的時代生活，反映貫

串於整個南宋政壇的奮發圖強與苟且偷安的鬥爭，表達人民要求恢復中

原的心聲，詩風為之一變。
14 

        基本上，「永嘉四靈」的出現，為南宋詩學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

四靈之前的南宋早期，宋詩的創作與發展已然進入繼北宋後期繁榮階段的另一

個黃金時期。南宋早期的詩壇以尤袤、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四位具有「中

興四大詩人」之稱的詩人為代表。這一時期的詩人大多屬於江西詩派，他們的

思想中隱約可看出受到蘇黃詩風的影響，但時局的演變迫使他們不得不重新檢

視所謂「江西體」的文風取向，轉而抒寫具有抗戰精神與愛國情操為特色的詩

篇。總之，這一時期的獨創意識已經開始覺醒，詩歌的創作題材也開始逐步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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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雅莉：《詩心的探索》，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 年，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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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積高、黃鈞：《中國古代文學史》，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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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並由「尊杜」、「宗黃」轉而向大自然學習，感時憂民的愛國主義也成為詩

歌的創作主題。 

到了南宋晚期，社會環境的變遷與平民老百姓對所謂傳統的反抗，才導致

永嘉四靈及其後的江湖派詩人的出現，詩的風格取向才又出現新的發展。南宋

亡國前夕更加重了民族的憂患意識，一批批的愛國詩人紛紛崛起於南宋晚年的

詩壇。南宋詩學的發展到了四靈與江湖派時本就已經出現了衰敗之氣，而這些

愛國之士卻以其悲壯的氣度為宋詩留下最後一頁篇章。 

三、許棐詩賞析 

（一）賞梅詩 

許棐是極其喜梅的一位文人，在其《梅屋記》中曾自比於以「梅妻子鶴」

聞名於世的北宋詩人林和靖先生，其所居住的梅屋也因為四週圍種植了許多梅

樹因而得名。「梅」是君子的象徵，散發出一種獨特的氣質，一種寂靜中的安然

自在，一種「凌寒獨自開
15」的孤高自傲，在天寒地凍、百物寂然的惡劣環境

中，仍獨自傲然挺立，綻放滿樹的繁花，散發出冷冷的幽香。中國歷代以來的

詩人，從梅的身上看到自己理想中的人格模式，所以詩人們喜用「清逸」一詞

來描寫梅的特質與神韻。梅花象徵著隱逸淡泊與堅貞自守，是古代隱士的表

徵，是中國士大夫傳統文化性格的展現，更是所有詩人們共有的一種品質，因

此，許棐所交游的江湖詩人中也都顯現出這一種對梅花的共同喜好。 

        宋人之中喜梅如許棐之甚者並不多見，留傳下來的詩作中詠梅詩就有二十

幾首。有寫植梅、品梅之趣者，有描述梅的傲骨與風姿者，有時以梅花來闡述

友情或離別之情，有時則以梅來比喻人或詩文…… 

踏雪尋梅興未償，衣襟賴有隔年香。 

銅匜更炷冰花腦，不到孤山也不妨。16 

－許棐〈月澗惠硯滴梅腦〉 

  第一首詩開頭便以「雪」點出梅花傲立霜雪的堅毅精神，象徵學道君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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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梅花》詩：「牆角數枝梅，凌寒獨自開。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16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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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理想目標的堅持，即使眼前困難重重，也不會輕易放棄，當效法梅花雖處

冰寒仍傲然挺立的精神。前兩句指出在天冷時節，雙腳踏著靄靄白雪外出去尋

訪梅花的蹤跡，賞梅的興味雖未能盡償，所幸衣襟上留有梅花的殘香，似乎在

邀約來年再度的相會。後兩句則提到用銅做成的器皿裝著點燃的冰花腦，在天

寒地凍中帶來陣陣暖意，即使不到杭州孤山欣賞渾然天成的景緻也無傷大雅。 

不堪冷照黃昏月，強倚春風作杏粧。 

雖得容顏暫時好，欠他肌骨舊來香。
17 

－許棐〈紅梅〉 

        這首七言絕句在描寫梅花的傲骨與風姿。首、次兩句點出在初春時節，天

候依然寒冷，昏黃的月色照在身上，一股沁人心骨的寒意讓人不堪忍受；盛開

的杏花，姿態嬌艷動人，繁花麗色、胭脂萬點，只有勉強藉著春風作杏花的打

扮。第三句說明外表的容貌雖然美麗動人，但只是短暫的，青春是無法永遠留

駐在身上。尾句告訴我們唯有自身綻放如梅花般的傲然風骨，所散發出來的清

香才真正能感動人心，也才能持之久遠。 

倦骨畏寒如畏虎，可曾一步出柴扉。 

因迎令尹西郊外，折得梅花滿把歸。18 

－許棐〈迓張宰堯章〉 

  許棐雖然過得如隱士般的生活，但絕不是避世獨居、不食人間煙火，他關

心國家局勢、體察風俗民情，是一位深知民間疾苦，具入世情懷的隱者。首兩

句作者自嘲疲倦的身子已不再年輕，害怕氣候的寒冷就好比畏懼惡虎一般，所

以也不曾踏出房門一步。末兩句則描寫為了迎接來訪的地方長官，拖著疲倦的

身子來到西郊外，此刻身旁正好有野生的梅花，等候時百無聊賴，正好可以賞

梅來打發時間，興緻一到隨手摘了滿把的梅花，打算帶回家中繼續賞玩一番。

沒想到原本因為天寒而不曾踏出門扉一步，今番為了迎接地方長官而勉強畏寒

如畏虎的身子來到西郊，竟然還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說著嘉興太守賢，野梅官柳亦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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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民不識重租苦，老吏難將一事瞞。 

但有詩書堆几上，更無歌舞到樽前。 

凡為郡者皆如此，天下何由不治安。19 

－許棐〈上趙克家太守〉 

  這首七言律詩體現了作者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環境，首聯作者大力讚美嘉興

太守的賢明，闡述為政者若能如嘉興太守那般，那麼連種在野地裡的梅花或生

長在官府旁的柳樹這樣的植物花草也同樣會感到歡欣喜悅。為何許棐會如此稱

讚嘉興太守？頷聯指出因為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人民被國家的稅賦壓得喘不

過氣來，但在嘉興太守治下的貧民百姓，日子雖然過得清苦，卻感受不到稅賦

強壓其身之苦，但年歲逐漸老去的太守又能將此事隱瞞多久？頸聯說因為賢明

的太守為百姓想盡辦法籌措稅源來減輕官府的重賦，此刻正埋首於茶几上堆滿

的詩書典籍，無暇沈迷於酒色、縱情於歌舞。尾聯總結作者的感嘆與期盼，若

是所有的為政者皆如嘉興太守那般汲汲於為人民著想，那國家的政治就沒理由

不能長治久安了。 

（二）交游詩 

        若從詩的風格取向及交游狀況而言，許棐可說是一位典型的江湖詩人。其

身雖處江湖之遠，其心卻時時為天下人、天下事憂煩。他與當時的江湖詩人陳

起、高翥、葉紹翁等往來頻繁，時有詩作贈答，許棐的詩又宗晚唐體、四靈，

且對當時江湖詩派的領袖人物劉克莊，深為崇拜敬服。許棐的詩作乃從身邊的

風情事物切入，偶爾兼用白描手法，風格清新質樸，異於其他江湖詩人，其文

學價值亦不容忽視。 

1、劉克莊 

  劉克莊，生於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 年），卒於宋度宗咸淳五年（1269

年），享壽八十三歲。初名灼，字潛夫，號後村，福建莆田人。師事真德秀，嘉

定二年（1209 年）以郭恩補將士郎，後知建陽縣。寶定元年（1225 年）言官李

知孝、梁成大箋克莊〈落梅〉詩，以詩中寓諷朝政之意，激怒史彌遠，幾得

讉，鄭清之力辨得釋，後起復，淳祐六年（1246 年），御箚賜同進士出身，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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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嵩之罪狀，有直名。克莊與鄭清之、賈似道皆有舊，累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咸淳五年（1269 年）致仕，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定。著有《後村集》五

十卷，《後村詩話前集》兩卷，《後集》二卷，《續集》四卷，《新集》六卷，《後

村別調》一卷。並行於世。20 

        劉克莊因陳起將其《南岳稿》刊入《江湖集》而詩名大振，早年的詩詞創

作就頗負盛名，本身又喜歡與人交游，江湖詩人因此樂於與之往來，加之劉克

莊也喜歡提攜、照顧後進，因此，自然而然就吸引許多江湖詩人的跟隨，並視

為江湖派的領袖。江湖詩派中另一位重要人物戴復古曾評論其詩：「八斗文章用

有餘，數車聲譽滿江湖。
21」劉克莊優異、傑出的創作天份，受到當時許多同輩

及後進詩人的仰慕，進而學習仿效，許棐就是其中之一。 

春來遊未遍湖山，已是風光一半殘。 

細把劉郎詩讀後，鶯花雖好不須看。22 

－許棐〈讀南嶽新稿〉 

  許棐在閑暇之餘將潛夫的《南嶽稿》細細的品味之後，給予高度的讚賞。

前兩句提到春天是出遊的季節，然而大好的湖光山色尚未覽遍，綺麗的風光景

緻就如花兒般凋謝大半。後兩句對劉克莊的作品大大地讚譽了一番，說到即使

未能盡情欣賞春天的景緻也無妨，只要手裡拿著潛夫的詩作，仔細的拜讀、賞

玩，那種欣喜之情，更勝過鶯啼花開的春日景色。 

2、陳起 

        陳起，字宗之，號陳道人或陳解元23，亦號藝居，南宋臨安府錢塘（今浙江

杭州）人，生卒年不詳，至遲於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 年）出生，而約於宋

理宗寶祐四年（1256 年）去世，享壽至少有七十歲，共歷經孝宗、光宗、寧宗

與理宗四個朝代24。開書肆於錢塘睦親坊，與江湖詩人善，編刊有《江湖集》。

理宗寶慶初，史彌遠當政，視集中詩有謗訕，因起大獄，劈《江湖集》版，起

                                                 

 
20

 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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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復古：《叢書集成三編．石屏詩集》卷七，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5 年，頁 537。 
22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52。 
23
《兩宋名賢小集》中《藝居乙稿》陳起小傳：「陳起字宗之，錢塘人，寧宗時鄉貢第一，人

稱『陳解元』，居睦親坊，開肆鬻書，自稱『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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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韻靜：《南宋出版家陳起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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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流配，且詔禁士大夫作詩。史死後方得赦，重操舊業。今存《藝居乙稿》一

卷。
25
 

        陳起為人熱情好客，在杭州睦親坊開了一家書鋪，為當時的文人墨客出版

詩作，為作品提供一個可以交流的管道。其特殊的身份地位（詩人兼書商），使

他結交了不少騒人墨客，有的是隱居山林的閑逸之士，有的是位階不高的官員

或幕僚，也有的是遊蕩在江湖的謁客遊士。陳起的書鋪提供了場地，成為江湖

詩人聚會交流的中心，加上陳起熱心積極地經營，出借各種書籍，為江湖詩 人

出版作品，並刊刻推廣，大力的推動江湖詩人們的創作發展，對江湖詩派的形

成具有關鍵性的作用。 

        陳起與當時江湖詩人間的互動往來極為頻繁，相互之間多有詩文贈答，由

葉茵〈贈陳藝居〉、張弋〈夏日從陳宗之借書偶成〉及許棐〈陳宗之迭寄書籍小

詩為謝〉等詩來看，陳起的處世態度應頗受詩人們的喜愛，加上品味相當，審

美觀又接近，文學風格基本上也近似，故能自然而然地組織、聚合在一起，正

所謂「物以類聚」。 

六月長安熱似焚，廛中清趣總輸君。 

買書人散桐陰晚，卧看風行水上文。
26 

－許棐〈贈陳宗之〉 

        首句說六月的長安城熱得似火爐般令人難受，次句說來到您所開設的書鋪

享受的是片刻清新的趣味，但總比不上您可以盡情的悠遊於其中。第三句中的

「桐陰」似非地名，故將其解為梧桐花蔭。盛開的梧桐花，濃密的花蔭籠罩下

好似夜晚的降臨，使得來到書鋪買書的人以為夜晚將至，紛紛散去。尾句直白

的說出而你卻自在地躺著，看那人群逐漸散去，卻無動於衷，就像微風吹過水

面所形成的波紋那樣，一圈圈慢慢地隨風盪漾，最後消逝的無影無蹤。 

百幅吳冰千蘂雪，對吟終日不成詩。 

憶君同在孤山下，商略春風弄筆時。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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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棐〈宗之惠梅窠水玉牋〉 

      從這首詩看起來，陳起與許棐的交情匪淺，兩人在作學問的道路上亦師亦

友，時而切磋琢磨，時而相互評論討教，遇有瓶頸之時也時常互相鼓勵打氣，

兩人之間存在的是真友誼也！首兩句提到當許棐的創作陷入瓶頸時，終日苦思

冥想，絞盡腦汁仍舊無法作出滿意的詩作，宗之特別贈送了百幅上面綴有梅花

圖樣的詩箋給許棐，以略盡好友之情，並適時的給予鼓勵。末兩句許棐回想到

與陳起倆人曾經一同來到西湖的孤山之下，商討品評詩作，切磋文筆，那種和

悅的氣氛至今依然難以忘懷。 

江海歸來二十春，閉門為學轉辛勤。 

自憐兩鬢空成白，猶喜雙眸未肯昏。 

君有新刊須寄我，我逢佳處必思君。 

城南昨夜聞秋雨，又拜新凉到骨恩。
28 

－許棐〈陳宗之疊寄書籍小詩為謝〉 

        陳起與許棐不論是在文學創作或人生的道路上一路走來都是相知相惜，所

謂：「酒逢知己千杯少、人生難逢一知己。」這樣的緣份交情實屬不易。這是一

首謝酬詩，許棐為了感謝好友陳宗之接連寄來新刊編的書籍，因而做了這首小

詩做為答謝。首聯作者感嘆從官場退隱來到秦溪隱居轉眼間已過了二十載，這

期間緊閉門戶、謝絕來訪，為的就是勤作學問，期望學問能更上一層。頷聯自

嘲望著鏡中已然斑白的鬢髮，學問卻沒有絲亳長進，真是可憐這些為了做學問

而變白的髮絲，忙了一番到頭來還是白費功夫；可喜的是雙眼仍不服老，對於

學問的探求依然目光如炬。頸聯說宗之啊！你若有新出版的書籍一定要寄來給

我，每逢讀到好文、佳句必定想起你對我的勉勵與關懷之情。尾聯指出時序入

秋，聽聞城南昨夜下了一場雨，這場及時雨為酷熱的天氣帶來一陣涼爽，直透

入骨子裡，讓我感到渾身舒暢。 

十幅溪藤皺縠紋，梅花夢裡閟氤氲。 

裴航莫作瑤臺想，約取希夷共白雲。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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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起〈紙帳送梅屋小詩戲之〉 

  紙帳是一種以藤皮螢紙縫製而成的帳子，其頂不用紙，而以稀布為頂，乃

取其透氣之意。溪藤指的是剡溪紙，產於浙江剡溪地方有名的一種藤製紙，其

面上有著如平靜的水面盪漾著陣陣水波那樣美麗的紋路。首句寫作者送了十幅

剡溪產製有著美麗皺縠紋路的藤製紙給許棐，次句作者善用譬喻手法，彷彿梅

花化身為仙人來到夢境之中，顯現出一種清靜幽深的境界，在白霧繚繞的氛圍

中讓人有一種宛如進入仙境般渺茫的感受。第三句作者用了一個典故，唐長慶

年間有一位秀才裴航，因著堅毅的精神克服種種難關，娶得雲英為妻，後雙雙

入了玉峰山修煉，最後修成神仙眷侶。在這裡作者將許棐比為裴航，要他不必

想著出世成仙，這種機遇乃千載難逢，非常人可遇。尾句告訴許棐只要心中常

保清靜無為、凡事任其自然，也可像希夷先生（陳摶）那樣，白雲為伴，過著

如仙人般隱逸的生活。陳起特地贈送十幅由剡溪紙做成的紙帳，並作了喻含深

意的小詩，除了是對許棐的一種肯定，也有鼓舞的意味在其中吧！ 

桐陰吟社憶當年，別後攀梅結數椽。 

湖海有聲推逸韻，弓旌不至歎遺賢。 

兒收殘稿能傳業，自誌平生不愧天。 

航便雙魚無復得，夾山西望淚潺湲。
30 

－陳起〈挽梅屋〉 

  這首七律充份顯露出作者對許棐的追憶之情，兩人相知相惜大半輩子，一

路走來患難與共，如今好友離去，徒然留下千愁萬緒的哀思！首聯作者回想當

時同在桐陰詩社的生活點滴，往事仍舊歷歷在目，許棐離開後，來到秦溪之畔

過著隱居的生活，居住在以梅枝做為横樑的屋子。頷聯讚賞許棐作品中具有清

逸的韻緻，在當時的文壇享有聲譽；可惜生不逢時，沒遇到伯樂賞識，而讓賢

才被埋沒在鄉野之中。頸聯作者撫慰亡者，您遺留下來的作品，你的兒子將會

好好整理、收藏，傳承家業並繼續您未完成的志業；您的一生俯仰無愧，已然

足矣！尾聯追憶過往詩文之間的書信往來將不復再有；從兩山之間向西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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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限地哀思與蒼茫之感油然而生，不自覺而潸然淚下。 

3、高翥 

        高翥（1170-1241)，字九萬，號菊澗，餘姚（今屬浙江）人。幼習科舉，應

試不第棄去，以教授為業。因慕禽鳥信天緣習性，名其居處為信天巢，與詩友

唱酬為樂。晚年居西湖，理宗淳祐元年卒，年七十二。31錢鍾書在《宋詩選註》

中評論：「他是江湖派裡比較有才情的作者。
32」黃宗羲《南雷文案》卷一〈景

州詩集序〉中也稱讚其為「千年以來餘姚詩人之詩祖。33」清末戊戌六君子之一

的譚嗣同幼時讀了高翥的〈清明日對酒〉詩，至「日暮狐狸眠冢上，夜歸兒女

笑燈前」，觸其機捪，哽噎不復成誦。
34 

歸買秦溪屋一間，才如都下僦樓寬。 

門前養草如花賞，壁上黏碑當畫看。 

自改舊詩多未穩，獨斟新酒不成歡。 

髯以只在淵明宅，泥濘相邀寸步難。35 

－許棐〈招高菊澗－時在縣齋〉 

  許棐在縣衙當官時曾與高翥有一段往來，至於在官府中擔任何種官職則無

從考證起，因《宋史》無其傳。許棐是在縣衙內的書房寫作這首七言律詩，當

時他應該正準備歸隱田園，正好高翥來訪，便略盡地主之誼應接招待，而作了

這首詩。首聯描寫作者為了辭去官職後的生活打算，事先就回到秦溪買了一間

房子做為將來安身之用，但房子並不寬敞，大小僅僅如京城中用來出租的屋子

那般。頷聯則簡單說明居家環境，門前是一大片草地，或許因即將歸隱，內心

輕鬆踏實，因此，即便雜草橫門檻，在許棐的眼裡這片雜草有如美麗的花朵般

賞心悅目；屋裡的牆壁上貼滿了碑帖，就充當畫作欣賞。頸聯自評往昔所作的

詩，現在拿來重新修改，發現仍有許多未穩當之處；獨自斟著新釀的酒，內心

暗然不悅。尾聯感嘆像東晉隱逸詩人陶淵明那般鬚多而長、貌似仙人的長者，

                                                 

 
31

 傅璇琮：《全宋詩》第 55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4117。 
32

 錢鍾書：《宋詩選註》，臺北：木鐸出版社，1984 年，頁 276。 
33

 黃宗羲：《叢書集成三編．南雷文案》第 5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頁 300。 
34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北京：三聯書店，1954 年，頁 500。 
35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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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邀請他們來寒舍作客也因為地面滿是淤積的爛泥寸步難行而作罷。 

4、葉紹翁 

        葉紹翁，字嗣宗，號靖逸，祖籍建安，《四朝聞見錄》自署龍泉（今屬浙

江）。從葉適學，與真德秀、葛天民交甚密。仕歷不詳，後棄官居西湖。有《四

朝聞見錄》五卷，詩多散佚，僅《江湖小集》中存《靖逸小稿》一卷。36 

        葉紹翁屬江湖派詩人，詩以七言絕句為佳，其〈游園不值〉為上乘之作，

歷來廣為人們所傳誦，「應嫌屐齒印蒼苔，十扣柴門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墻來。
37 」成語「紅杏出墻」典故就是出自於此。其他詩作有描寫

農家生活點滴的〈田家三咏〉，詞淺而意遠，耐人尋味。也有寫小兒夜挑促織，

形象生動鮮明，反映出作客他鄉的孤寂。 

借得城居一丈寬，五車書向腹中安。 

聲華馥似當風桂，氣味清於著露蘭。 

朝士時將餘俸贈，鋪家傳得近詩刊。 

回看舊隱西湖上，誰伴沙鷗度歲寒。
38 

－許棐〈贈葉靖逸〉 

  這是許棐寫給葉紹翁的一首七言律詩，紹翁在光宗至寧宗期間曾在朝廷做

過小官，至於何種官職則無從考證。首聯寫紹翁借住在城中僅有一丈寬的房子

裡，因有滿腹才學，而能安然自在。頷聯作者讚揚靖逸先生在文壇上享有的聲

譽像迎風吹來的桂花香一樣濃烈，身上散發出文人的氣質如同清晨沾著露水的

蘭花般清新。葉紹翁雖然在朝廷只做過微小的官職，但詩的風評及人緣在官員

之間卻頗受讚賞，因此，頸聯主要描寫朝廷官員因喜愛靖逸先生的詩，常拿著

餘俸來請他作詩，所以書店才得以將靖逸先生近期的詩作刊刻出版。尾聯回想

起往昔還未成名時隱居在西湖邊上，只有沙鷗陪伴身旁度過冷冽的寒冬。 

 

                                                 

 
36

 傅璇琮：《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5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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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璇琮：《全宋詩》第 5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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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璇琮：《全宋詩》第 59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6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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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許棐生命觀的展現 

（一）「貧」在生命中的示現 

  許棐《梅屋書目》自序：「余貧喜書，舊積千餘卷，今倍之，未足也。肆有

新刊、知無不市；人有奇編，見無不錄，故環室皆書也。39 」他在書序中自述

雖處貧困，但愛書成癡，舊有累積的已有千餘卷，書店中一有新出版的書，只

要他知道了，無不買回來收藏；有特殊編排的書，只要見著了，也無不買回來

收錄，所以整間房子滿滿都是收藏的書。他認為人生匆匆不過百年，何苦讓自

己陷於物慾的追逐與妄想，若真要有所貪求，寧可因貪圖獲得世上所有的書籍

而忍受饑寒交迫的窘境甚或因此而終生勞碌奔波。 

或曰：嗜書好貨，均為一貪。貪書而饑，不若貪貨而飽；貪書而勞，不

若貪貨而逸。人生不百年，何自苦如此？
40 

        其實，貧富不過是人生的一種形態而已，所謂知足者富，不知足者則常處

於貧也。大部份的人以「貧」為恥，所以覺得生活中到處充滿無邊的苦惱；僅

有少部份的人認為「貧」乃平常事也，人生當中處處可見，所以能自得其樂。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云：「貧，財分少也。41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為貧字作了注解：「謂財分而少也。合則見多，分則見少。富，備也，厚也。則

貧者，不備，不厚之謂。42 」有人誤以為錢財乃是萬能，於是忍受不住沒了錢

財的拮据與無奈，心中渴望擁有數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財富，讓其能盡情地享

受與花費，山珍海味、綾羅綢緞、豪宅名車等，汲汲地想脫貧致富，冥思苦想

為了就是找到致富的門路，殫精竭慮為得就是圖謀個人利益，終其一生換來的

卻是顛沛流離，最後還不是如「孫悟空難脫佛陀五指山」一般脫離不了「貧」

字所設下的束縛。 

        生活在南宋晚期的許棐似乎早已參透這一層道理，一生與貧為友而能安然

                                                 

 
39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頁 215。 
40
許棐《獻醜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0，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年，

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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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慎撰、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85。 

42 許慎撰、段玉裁注：《新添古音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頁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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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慕古賢達，寄其心志於「書」當中，盡情地學習聖賢之道，這不禁又讓

人聯想起春秋戰國時的顏回夫子。《論語．雍也篇》中說：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樂。賢哉回也。43
 」 

        孔子反復地稱讚顏回之賢，因其處於物質生活極端艱苦、居住環境又極其

簡陋的情境之下，人不堪其憂，回仍然不為所動而不改其樂。《莊子．雜篇．讓

王》中有一段假託孔、顏師徒間的對話來闡述安貧樂道、樂以忘憂的心境：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

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

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
44
 」 

  顏回所重者非外在功名富貴或物質的享受，他所當然重者乃是對夫子之道

的嚮往與追求，所以「有田足以給飦粥；有田足以為絲麻」，生活日用已然足

矣，加以學習之餘「鼓琴足以自娛」，如此的自得其樂，安於貧而樂於道也。在

許棐身上，隱約可見顏回夫子的身影，兩人之間對「道」的渴慕，使他們忘卻

了外在環境的困頓對他們所造成的束縛。人生如白駒過隙、恍然易逝，唯有精

神層面的充實與富足，才是真正值得投注一生的事業。 

（二）生命層次的躍昇 

       許棐《梅屋書目》序： 

予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人不鄙夷予之貧，鬼不揶揄予之

貧，書之賜也，如彼百年，何樂之有哉？45 

        許棐以幽默的態度來看待他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對於貧困，大部份的人

都將之視為毒蛇猛獸，唯恐避之而不及，有者形之於聲色，有者暗自嘲諷。若

不幸而身處貧困，你會以什麼樣的心態來處之呢？這的確是一個很值得深思的

問題！關於「貧」，許棐為我們示現了他的生活智慧。許棐是一位極其喜書之

人，藏書數千卷，與吳興周密在當時並稱為「藏書家」，他將「人不鄙夷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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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鬼不揶揄予之貧」歸功於「書之賜也」，因為他深知「書中自有黃金屋、書

中自有顏如玉」的道理。許棐在面對人生的困境仍能以樂觀的態度、幽默的筆

觸來調侃自己，顯現出超然的人生智慧。 

        清代學者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到： 

古今之作大事業、大學問者，必須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

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

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當作『驀然回首』），

那人正（當作『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46 

        這三種不論是欲成就大事業或大學問的境界，對許棐自述因處於貧窮、困

頓之境，所體悟到的人生境界正好可以相比擬。 

第一種人生境界：「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47 」少年時的貧窮對許棐而言

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遭遇，一個人獨自站在高樓，面對未來的人生路途，看似迷

茫，彷彿一條不知盡頭的天涯路。為了追尋聖賢之道，只有勇於登高遠望，才

能清楚地找到目標，也唯有不懼怕孤獨寂寞、安於貧困最終才能有所成就。此

時的心境「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貧窮是一種無奈的現實，對他而言是一種最

真實的現狀，一種既定的潛在規則，不能改變而只好安於這種現實。 

        第二種人生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48 」步入壯年的

許棐，人生的目標方向已經底定，為了追尋真理，為了心中所欲達致的理想境

界，將身心靈全然的投入，如孔子讀《周易》韋編三絕一般，已經達到廢寢忘

食的地步，即使身體消瘦導致衣帶寬鬆也不後悔，即使身體顯得憔悴也在所不

惜。外在一切的物質享樂對許棐來說都不再重要，他已然樂在其中，而忘了何

謂憂愁。此時的心境「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山已經不再是純粹文意上的

山，水也不再是純粹文意上的水了。貧窮不再是貧窮本身，它不過是一個形容

詞，如雪片沾身，陽光照射自然化為虛無。其中深意，言語文字實難表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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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了一份覺醒，多了一種人生體悟。 

        第三種人生境界：「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49 」已然邁入殘燭之年的許棐，傾其一生追求「聖賢之道」，早已忘卻「貧」對

他一生的影響。經過長期努力的奮鬥，似有所得、又似無所得，茫然困惑之

際，一點靈光照破眼前的無明黑暗，彷彿 悉達多太子經過一番苦行修煉，終

於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證道般。這樣的一種覺悟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

全不費工夫，原來驀然回首，「它」就在燈火闌珊處。此時的心境「看山還是

山，看水還是水」，一種洞察世事後的返璞歸真，在許棐眼裡，「貧」，已然是具

有深度內涵意義的一種存在。 

五、結語 

        白居易與蘇軾分屬不同朝代的兩位大文人，為許棐示现雖身處逆境而心不

動的境界，這是經過一番生命的淬煉才能達致的高度。南宋晚期因為政治與社

會環境的變遷，才有四靈與江湖詩派的出現，南宋亡國前夕詩壇上出現一批愛

國詩人，以其血淚編寫一篇篇動人而又哀怨的生命樂章。 

        「梅」的孤高自傲，象徵君子不同流合污的精神，是隱士的表徵，是中國

傳統士大夫文化性格的展現，是所有詩人們共有的一種氣質神韻。從許棐所歸

屬的江湖詩人身上展露出這種對梅花的共同喜好，他們身上自然散發出象徵著

梅花高雅芬芳的精神氣韻。身雖出世，卻心繫家國人民；雖處江湖之遠，心卻

憂天下人之憂。 

        許棐一生脫離不了貧的束縛，常人若是如此，早已滿腹牢騷、怨天尤人，

但他卻能安然自若，如顏回般安貧樂道，專注在學問道德處下功夫。許棐為我

們示現生命的三個層次，「少安於貧、壯樂於貧、老忘於貧」，一個淬煉的過

程，看出他生命的火候，展現出生命的韌性。其實「貧」始終沒有將他束縛，

被束縛的是你我，他的心早已超脫物外，而我們的心卻還在物中打轉。許棐雖

是一位典型的江湖派詩人，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會發現又與其他江湖詩

人有所不同。許棐的創作手法習慣從週遭切入，描寫身邊的風俗民情，語法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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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棄疾，《青玉案》：「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

壺光轉，一夜魚龍舞。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

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詩的生命躍動－賞析南宋江湖詩人許棐作品中蘊涵的生命觀 

120 

白，風格清新，文學價值其實是不容忽視的，可惜未能在南宋詩壇發光發熱，

期待後世能有更多人投入研究，將其思想、作品傳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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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許棐年譜（初稿） 

西元年 
南宋在位 

國君 
年號／年 許棐年齡／大事紀 南宋大事紀 

1189 
宋孝宗 

（趙眘） 
淳熙十六年 

出生 

（推測） 
盧溝橋開始建設。 

1190 
宋光宗 

（趙惇） 
紹熙元年 二歲 

趙師秀（被譽為永嘉四

靈之冠）登進士。 

1199 
宋寧宗 

（趙擴） 
慶元五年 十一歲 

方岳出生，江湖詩人中

擅長山水田園詩，富愛

國情操。 

1206 
宋寧宗 

（趙擴） 
開禧二年 十八歲 

1.宋伐金失敗，標誌著

南宋政權直線走向衰亡 

。 

2.訂定「嘉定和議」。 

1208 
宋寧宗 

（趙擴） 
嘉定元年 二十歲 

三月宋金議和，宋朝大

量增加歲幣給金朝。 

1209 
宋寧宗 

（趙擴） 
嘉定二年 二十一歲 

1.南宋愛國詩人陸游逝

世。 

2.陳起《江湖集》面世 

。 

3.江湖詩派形成。 

1224 
宋寧宗 

（趙擴） 
嘉定十七年 

時年三十六歲，辭官

移居秦溪，歸隱後在

秦溪過了 25 年讀書

生活。 

1.閏八月宋寧宗病逝。 

2.霅川之變。 

1225 
宋理宗 

（趙昀） 
寶慶元年 三十七歲 

發生江湖詩禍，劉克莊、

陳起、曾極、敖陶孫等人

受到牽連。 

1227 
宋理宗 

（趙昀） 
寶慶三年 

時三十九歲，所築

之梅屋毀於震凌。 
 

1230 
宋理宗 

（趙昀） 
紹定三年 四十二歲 

蒙古軍攻破南宋劍外和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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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棐年譜（初稿） 

1232 
宋理宗 

（趙昀） 
紹定五年 四十四歲 

理宗受蒙古之邀共同伐

金。 

1234 
宋理宗 

（趙昀） 
端平元年 

1.集詩成《梅屋詩稿 

》。2.端平元年至嘉

熙三年（1239 年）

期間，集詩近 30 首 

，並綴數文為《融春

小綴》。 

1.南宋與蒙古聯軍攻克

蔡州，金朝滅亡。 

2.南宋「端平入洛」，

被蒙古軍大敗而回。 

1243 
宋理宗 

（趙昀） 
淳祐三年 

嘉熙三年至淳祐三

年，得詩近 20 首，

集為《梅屋第三稿》 

。 

蒙古軍佔領四川大部份

領土（淳祐元年，西元

1241 年）。 

1244 
宋理宗 

（趙昀） 
淳祐四年 

1. 錄一春所作詩四、

五十篇，尋求藝居

吟友（陳起）印可 

。  

2. 春得詩四十餘篇，

結為《梅屋第四稿 

》。 

 

 1246 
宋理宗 

（趙昀） 
淳祐六年 時年五十七歲。 

江湖派詩人趙汝鐩逝

世。 

1249 
宋理宗 

（趙昀） 
淳祐九年 逝世，享壽六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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