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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談及宋代古文大家歐陽脩的文學作品，便不免俗的會提到名滿天下的〈醉

翁亭記〉。其寫作於慶曆六年，正值歐陽脩遭逢貶謫而知滁州之時期，可以稱得

上是貶謫文學中的名篇。貶謫是歷朝歷代的士人們必經的人生關卡，即使身處

對文人相對禮遇的宋代，士人們依然無法避免身陷誣陷與朋黨之議而屢遭貶

謫、流放的處境，而這些處境依照常理往往會使人一蹶不振，所作的文章也多

是感事傷時，抒發憤懣與憂鬱之作，但〈醉翁亭記〉一文則以「山水之樂」、

「宴飲之樂」、「與民同樂」串接而成，且最後點出的「與民同樂」主旨跳脫了

以往貶謫文學書寫中士人「遇」與「不遇」的感慨，展現一種近似「士以天下

為己任」的情懷，也使得〈醉翁亭記〉成為千古名篇。然而，對於〈醉翁亭

記〉一文背後的真正意旨，歷來說法繁多，而除了我們所熟悉的「與民同樂」

說之外，另一說法是本文事實上是「寓悲憤於歡樂之中」1之作，並非是真正的

快樂。本文將採用文本分析法，由閱讀原文入手，同時也參考前人對〈醉翁亭

記〉一文的研究，旨在透過〈醉翁亭記〉的文本分析及與其創作年代相近的作

品來探討〈醉翁亭記〉的真實意旨，以期能增進對歐陽脩文的了解，同時建立

未來研究基礎。 

 

 

二、正文 

 

  （一）、創作背景 

 

  慶曆三年，范仲淹與韓琦兩人上十事疏為慶曆變法的綱領，慶曆變法自慶

曆三年正式開始，然而施行過程飽受反對，改革停頓，至慶曆四年改革已經垂

敗。2歐陽脩於慶曆變法時期任諫官一職，且言辭頗為激烈，慶曆新政失敗後即

因「張甥案」一事貶知滁州，年方四十。3本文作於慶曆六年，即歐陽脩被謫知

滁州時期。 

 

（二）、結構與手法分析 

 

 
1 邱華苓：〈歐陽修〈醉翁亭記〉探析〉，《育達學院學報》7 期（2004 年 5 月），頁 38-39。 
2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4），頁 171-175。 
3 同註 2，頁 210。 



  許多研究都將其結構分為四段討論。首段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 

   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 

   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 

   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 

   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 

   之酒也。」4 

 

介紹了醉翁亭的周遭環境、地理位置與名稱由來，也引出「醉翁」此一重要角

色。手法部分，首段描摹景物的方式是以由遠景至近景，由寬廣到聚焦的層遞

寫法點出題名中醉翁亭之所在，同時合理化了「醉翁」的出現，5也從「醉翁」

一角埋下次段的行文線索，即「山水之樂」。邱華苓〈歐陽脩〈醉翁亭記〉探

析〉一文中將首段作為序言，並指出其目的在於交代本篇的題目，是遊記類文

章常見的手法。 

 

  次段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

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

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6 

 

具體描述了首段提及的「山水之樂」的樣態。手法部分，本段多對偶句如「日

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朝而往，暮而歸」等，藉此詳細的刻畫朝暮、

四時之景卻不顯冗贅，行文流暢；同時對偶句也使景色相對、山間朝暮與四時

相對，使結構整齊相稱。 

 

  第三段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 

   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 

   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 

   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頹然乎其間 

   者，太守醉也。7
 

 

 
4 王更生：《歐陽脩散文研讀》（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頁 141。 
5 邱華苓：〈歐陽修〈醉翁亭記〉探析〉，《育達學院學報》7 期（2004 年 5 月），頁 30。 
6 同註 4，頁 141。 
7 同註 4，頁 141-142。 



寫太守與滁人宴酣之樂，亦是全文描寫最細的部分。8手法部分，本段與次段同

樣使用大量對偶句，但內容由寫朝暮、四時之景轉向描寫滁人與太守宴飲的歡

樂場景，即由「寫景」走向「寫人」，寫民眾於太守宴席上嬉戲與諠譁，而「飲

少輒醉」的太守早已醉倒於宴席間；雖然在本段中還未點出「與民同樂」，透過

「宴酣之樂」的過程描寫也能一窺太守「與民同樂」的具體內容 。 

 

  末段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

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

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

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9 

 

寫宴飲後歸去的情景，同時點出太守身分與主旨。手法部分，本段使用層遞修

辭，由「禽鳥之樂」推展至篇旨「與民同樂」，顯示了層次上的差別；禽鳥的快

樂是無知之樂，眾人的歡樂單純是和太守宴飲之樂，但太守的樂是以與民同樂

為樂，10也從此點出最重要的「與民同樂」主旨。 

 

  〈醉翁亭記〉各段中句子相對稱，使各段內部結構整齊。而全文四段中前

三段由山水之樂、宴酣之樂至與民同樂層層遞進，末段的句子又一一回扣前三

段的內容，最後以「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回應首段中提出的太守身

分，收首尾呼應的效果。11內容所描述也順著寫景、寫人到最後寫心，可說結構

嚴謹；大量的對偶句與散句互相配合，駢散兼用卻並非堆砌雕琢，語調清新自

然。清代吳楚材於《古文觀止》中評價此文：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12，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句是記山水，卻句句是

記亭，句句是記太守。似散非散，似排非排，文家之創調也。13 

 

也顯現出本文駢散兼用的特性。總括來說，本文的特色在於結構整齊嚴謹、文

句駢散兼用，讀來可感受到其清新自然、情感豐沛。 

 

（三）、意旨分析 

 

 
8 邱華苓：〈歐陽修〈醉翁亭記〉探析〉，《育達學院學報》7 期，頁 29。 
9 王更生：《歐陽脩散文研讀》，頁 142。 
10 同註 9，頁 148-149。 
11 同註 8，頁 32。 
12 應是二十一個也字。 
13 王文濡 校勘：《精校評註古文觀止》（臺北，華正書局，1979），卷十，頁 13。 



  對於〈醉翁亭記〉的實際意旨歷來有兩種不同說法，其一即廣泛流傳的

「與民同樂」，但另一說法則表示本文事實上是「寓悲憤於歡樂之中」14、直有

長歌當哭之意。15也因此，本段將從與〈醉翁亭記〉寫作年份相同的〈豐樂亭

記〉及與滁州時期關係密切的〈題滁州醉翁亭〉詩等作品探析〈醉翁亭記〉的

實際意旨。 

 

  先看持「寓悲憤於歡樂」觀點者的說法：楊賀松先生於《歷代名篇鑑賞》

中曾說： 

 

   〈醉翁亭記〉是寓憂憤於歡樂之中。……。前面我們講過歐陽脩到 

   滁州當地方官的時候才三十九歲，為什麼自稱「翁」呢？它在〈贈沈博 

   士歌中〉說：「我昔被謫居滁山，名號為翁實少年。」可見他取名「醉 

   翁」是政治上受到排擠打擊後，精神抑鬱，藉著這個別號寄寓自己的不 

   滿。從文章中「少飲輒醉」這一句可以看出他不是嗜酒成性的人，自稱 

   「醉翁」也是發洩悲憤。 

   他在〈題滁州醉翁亭〉一文中說：「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 

   遺萬物，豈復記吾年。」可見他是藉酒澆愁。……。他的寄情山水，縱 

   情酒宴，寓悲憤於歡樂之中，深沉蘊藉，含而不露，正是這篇文章的風 

   格特點。16 

 

  可見楊賀松先生是從「醉翁」稱號的取名原因及〈題滁州醉翁亭〉詩中的

內容來判斷歐陽脩是「寓悲憤於歡樂」。〈醉翁亭記〉原文中對於取名「醉翁」

的緣由解釋為「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

也。」，即易醉且年歲最高，才名「醉翁」；於嘉祐元年寫作的〈贈沈遵〉一詩

中則說「我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17。從此一資料觀之，雖然在為何

自號「醉翁」這點上其說法和原文不盡相同，卻與前述「藉醉翁的別號來寄寓

自己政治上受排擠打擊的不滿」的說法有差距，即楊賀松先生由醉翁稱號取名

原因推得的說法有可能不能成立。 

 

  至於〈題滁州醉翁亭〉詩中的內容全文如下： 

 

   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 

   從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 

 
14 邱華苓：〈歐陽修〈醉翁亭記〉探析〉，《育達學院學報》7 期，頁 38-39。 
15 王更生：《歐陽脩散文研讀》，頁 142。 
16 袁行霈等人主編，《歷代名篇鑑賞》中冊（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 1369。轉引

自邱華苓：〈歐陽修〈醉翁亭記〉探析〉，《育達學院學報》7 期，頁 38。 
17 （宋）歐陽修撰；劉德清、顧寶林、歐陽明亮箋注《歐陽修詩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

局，2012），頁 1251。 



   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 

   潺湲。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 

   來，吹我還醒然。18 

 

  此詩作於慶曆六年，與〈醉翁亭記〉、〈豐樂亭記〉相同，內容寫醉翁亭風

景，抒發自己的主觀感受，寄寓自身情寄山水，悠然自樂，以順處逆的曠雅情

懷。19對於前四句「四十未為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的

解讀，有一說認為「首四句藉『醉翁』起議，醉翁不醉，山水致醉；醉翁非

翁，因醉稱翁。」20可能不完全等同楊賀松先生所謂「藉酒澆愁」的看法。也因

此，就上述內容來看，楊賀松先生所舉的例證並不完全能解釋歐陽修於〈醉翁

亭記〉中的背後意旨為「寓悲憤於歡樂」。若要從此詩來論歐陽修遭受貶謫的傷

感，末兩句似乎較能真正體現其情緒。「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

來，吹我還醒然。」大自然的景致美好歸美好，但終究無法與他對話；只有山

風將他從醉中吹醒，他終歸是要回到現實。但如果要以此定義歐陽脩於同年創

作的〈醉翁亭記〉是「寓悲憤於歡樂」之作可能過於牽強。 

 

  所謂的「寓悲憤於歡樂」所指的應是將悲憤隱含在歡樂之中，也就是文章

所鋪排及描寫的樂並非真實的快樂。因此若要檢驗〈醉翁亭記〉是否「詞似曠

遠，意實悲愴」，除透過同時期的作品外，也可以觀察日後的作品中對〈醉翁

亭記〉及被貶滁州時期的描述，藉此判斷〈醉翁亭記〉真正的背後意旨。 

 

  筆者認為〈醉翁亭記〉實際意旨確實是「與民同樂」，由以下兩點觀之：

首先是同時期的〈豐樂亭記〉，表作記目的的第三段內容如下： 

 

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

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

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

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

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本文寫作時間同〈醉翁亭記〉、〈題滁州醉翁亭〉詩，皆寫作於慶曆六年，

和〈醉翁亭記〉同屬山水遊記。本文側重議論，而〈醉翁亭記〉側重描寫與抒

情，但兩者皆有「與民同樂」的主題。21由第三段來看，歐陽脩是喜歡地處偏遠

且具有安閒氛圍的滁州的，會和滁人一同望山聽泉，同享山水之樂、四時之

景，而滁人也喜歡與太守共遊，這便是太守與民同樂的具體內容；雖然歐陽脩

 
18 （宋）歐陽修撰；劉德清、顧寶林、歐陽明亮箋注《歐陽修詩編年箋注》，頁 826。 
19 同註 18，頁 826。 
20 同註 18，頁 826。 
21 王更生：《歐陽脩散文研讀》，頁 152。 



於〈醉翁亭記〉中寫道「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因而有一說認為他與眾人

只有在醉時才能同樂，22但由本段所述可知太守與民同樂並非只有宴酣醉飲時才

能達到，清醒時也能透過與人民共遊山水來同樂，可以證成其與民同樂是真正

的快樂。 

 

  另外，歐陽脩於嘉祐元年所作的〈贈沈遵〉一詩也題及了於滁州的往日時

光，內容如下： 

 

   群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 

   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酒行暫止四坐傾。有如風輕日煖好鳥語，夜靜 

   山響春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橫。沈夫子，恨君不 

   為醉翁客，不見翁醉山間亭。翁歡不待絲與竹，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 

   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為枕屏。花間百鳥唤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我 

   時四十猶彊力，自號醉翁聊戲客。爾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 

   滁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能識。沈夫子，愛君一罇復一琴，萬事不 

   可干其心。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23 

 

  其中「沈夫子，恨君不為醉翁客，……。花間百鳥唤不覺，日落山風吹自

醒。」九句注釋為「遺憾沈君當年未能成為我的座上客，深情回憶知滁州時的

山水之樂」，24且句中也呈現當時歐陽脩於滁州生活時以酒自放山水之間，「山水

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情景。本詩寫作年代距離〈醉翁亭記〉約十年，

其表現對於滁州山水的美好回憶，可見所謂的「山水之樂」應該所言不假。 

 

三、結論 

 

  綜上所述，除了原文分析外，無論是由〈醉翁亭記〉原文或是寫作年代相

近的〈豐樂亭記〉、〈題滁州醉翁亭〉詩，甚至到日後所寫〈贈沈遵〉詩中所提

關於與民同樂、滁州山水的部分，都能看出歐陽脩於〈醉翁亭記〉中所體會到

的山水之樂、與民同樂皆為真實的情感。也因此，〈醉翁亭記〉一文應非「寓悲

憤於歡樂」的作品，背後的意旨應還是「與民同樂」；即便仕途並不得意，作為

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無論窮達都能達到「澤加於民」的境界，或許正是〈醉

翁亭記〉能傳於後世，感動人心的原因吧。 

 

 

 
22 程佳銳、李雲峰：〈詩文互證——《醉翁亭記》主旨內涵再探析〉，《滁州職業技術學院學

報》第十四卷第 3 期（2015 年 9 月），頁 76。 
23 （宋）歐陽修撰；劉德清、顧寶林、歐陽明亮箋注《歐陽修詩編年箋注》，頁 1250-1251。 
24 同註 23，頁 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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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文學中之生活美學：以飲膳書寫為例 
陳靖誼撰 

摘要 

    蘇軾是北宋知名的政治人物，同時也是文壇中難以望其項背的存在。在這個背景

驅使下，前輩學者多將焦點放在蘇軾文學和政治間的緊密連結，但卻鮮少注意到蘇軾

文學中，書寫日常生活的作品，其實隱含美學的成分。回歸生活，才發覺美無所不

在，此文希望能跳脫過往以政治視角賞析蘇軾文學的模式，轉變為從生活美學的觀點

重新認識蘇軾的文學作品。因為「食」是生活最基本的層面，故本文聚焦於探索蘇軾

在飲食文學創作中流露的生活美感，而講究「吃」的無數細節，也讓他的心靈有所啟

迪，發現美其實是一種和諧。 

關鍵詞：蘇軾、生活美學、飲食文學 

 

壹、前言 

    蘇軾(1037-1101)不僅是北宋政壇赫赫有名的人物，也是文壇的大家。創作出許多

流傳千古的佳作，如<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和<念奴嬌>等。前人多將蘇軾的文學作

品，連結他幾度宦海浮沉的政治生涯，如蕭欣浩〈從飲食詩看蘇軾的貶謫生活〉便從

政治的角度賞析蘇軾的文學作品；或是從宗教的面向，探討蘇軾如何透過融合儒家、

道教及佛教三家的思想，跨越個人經歷的政治挫敗，獲得心靈上的超脫，並開創出獨

特的文學風格，如翟晴《儒、釋、道三家思想對蘇軾創作的影響》，便談論蘇軾是如

何將貫通三家思想的「東坡精神」，反映於文學創作。不可否認，政治和宗教信仰對

於蘇軾的文學創作有不可抹滅的影響，但是翻閱《東坡志林》、《蘇軾文集》，不難

發現當中有很多關於日常生活的敘述。陳芳〈談蘇軾詩中的日常飲食之趣〉正是以日

常生活的視角重新認識蘇軾的文學，從飲食詩中，看他如何用文字記錄欣賞食物賞心

悅目的外觀、細品食物豐富多彩的滋味，甚至親自下廚，體驗料理食物的樂趣，雖然

這是再平凡不過的日常，但卻豐富了蘇軾文學的厚度。而現今社會逐漸興起生活美學

的風尚，認真經營生活的觀點，正和蘇軾筆下關於日常書寫的文學作品有異曲同工之

妙。因此我將從生活美學的概念探討蘇軾的文學作品，惟生活的範圍囊括食、衣、

住、行、育、樂等眾多層面，礙於篇幅因素，故本文將聚焦於飲食書寫的範疇，除了

沿襲陳芳〈談蘇軾詩中的日常飲食之趣〉中，剖析蘇軾享受食物的觀點，將更進一步

討論食之美對於蘇軾心境變化的影響。 

 

貳、正文 

    「民以食為天」，「吃」是維持身體運轉重要的能量來源。但在現今的社會，因

繁忙的工作，我們經常是狼吞虎嚥的用餐，我們有靜下心來觀賞每道佳餚獨特的風貌

嗎?我們有細細咀嚼每一口飯菜，體會舌尖上不同的風味嗎?更有甚者，親身下廚領略



烹飪的樂趣嗎?如果沒有，或許我們應該看看蘇軾是如何從食物開始享受生活，並從中

獲得心靈上的滋養。 

一、 靜觀萬物   

   「生活中從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美的眼睛」忙碌，使我們對日常生活中的

「美」，視而不見。但若連生活中最基本的飲食，都無法好好體會箇中的滋味，又遑

論去追求其他更為高深的美的體驗了。當佳餚美饌端上餐桌，蘇軾並非立即大快朵頤，

而是慢慢的欣賞食物獨特的外觀，如他初食荔枝便以「......垂黃綴紫煙雨裡，特與

荔枝為先驅。海上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1如夢似幻的筆觸，將荔枝鮮

紅表皮包裹著晶瑩剔透的果肉，描繪成一位有著冰肌玉膚的海上仙女，披著豔紅紗衣

的動人樣貌；「縴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

金」2，便是他在寒食節品嘗環餅，以佳人佩戴金飾後春色無邊的迷人樣態，來形容環

餅油炸到金黃酥脆的可口外觀；「......紫荇穿腮氣慘淒，紅鱗照座光磨閃......」3

則是描寫蘇軾收到朋友贈送的紅鯉魚後，以紫色的荇穿過鯉魚的魚鰓作為料理方式，

從紫荇和紅鱗明豔的色彩對比，可以得知他對於食物色彩的搭配十分講究。而當一個

人能慢下來，靜靜的觀賞食物獨一無二的樣貌，他正緩緩推開生活美學的大門。 

二、舌尖風采 

   「匆匆忙忙吃一頓飯的你，不會去愛你的生活；可是如果這樣去準備、享用一頓

飯，你會去愛你的生活。」4。我們常常以生活忙碌為由，作為無法停下來好好吃一頓

飯的藉口。但蘇軾在貶謫惠州(今廣東省惠州市)的途中，即使身在窘迫的處境，他仍

舊能細細品嘗一碗豌豆大麥粥，慢慢感受躍然於舌尖的滋味，並以「......青斑照匕

箸，脆響鳴牙齦......」5，形容豌豆輕脆的口感。倘若像現代大多數人狼吞虎嚥，以

只求填飽肚子的方式用餐，忘了細細咀嚼，蘇軾應當無法發覺出這道簡樸粥品中，豌

豆色澤的青翠和口感的爽脆，如此不凡的風味；被貶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後，蘇軾

生活愈加艱苦，但他卻從未忘記探索食的樂趣。在當地人的鼓勵下，體驗了檳榔的滋

味，並將味蕾的感受化成文字，透過「......北客初未諳，勸食俗難阻。中虛畏泄

氣，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著齒隨亦苦。面目太嚴冷，滋味絕媚嫵......」6，寥

寥幾句詩，便完美詮釋出檳榔汁液中既甘甜又帶著苦澀的迷人風味；即便是吃橘子這

樣一個簡單的日常，蘇軾也要為此賦詩。「菊暗荷枯一夜霜。新苞綠葉照林光。竹籬

                         
1
 〔宋〕蘇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收於〔宋〕蘇軾著，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

(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39，頁 2121。 
2
 〔宋〕蘇軾：<寒具詩>，《蘇軾詩集》。 
3
 〔宋〕蘇軾：<渼皮魚>，收於〔宋〕蘇軾著，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

書局，1982年)卷 5，頁 212。 
4
 蔣勳：《天地有大美》(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 43。 
5
 〔宋〕蘇軾：< 過湯陰市得豌豆大麥粥示三兒子>，收於〔宋〕蘇軾著，王文浩輯注，孔凡禮點校：

《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 37，頁 2025。 
6
 〔宋〕蘇軾：<食檳榔>，《蘇軾全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2年)卷 39。 



茅舍出青黃。香霧噀人驚半破，清泉流齒怯初嘗。吳姬三日手猶香。」7一詩，敘述內

容從橘子顏色由青轉變為金黃，以及剝開橘子外皮時所聞到的淡淡清香，再到咬下橘

子果肉的剎那，汁液如清泉般湧入口腔的美妙滋味，生動描繪出在品嘗橘子的過程，

體會到視覺、嗅覺以及味覺上的多重享受。當飲食不再著眼於「餵飽」身體的層次，

而是能讓其他感官同時獲得滿足，蘇軾正逐步邁向生活美學之路。 

三、洗手作羹湯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歲月轉荒唐」8。蘇軾不僅是能在飯桌上大啖美食的老

饕，他也能走入廚房，做一位對於烹調食物有無窮熱誠的大廚。烏臺詩案後，蘇軾被

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且宋神宗(1048－1085)下令他不得簽署公文。因此他有很多閒暇

的時間能鑽研美食，「東坡魚」正是當時研發出的菜品，今日在許多中餐廳的菜單

上，都能發現這道菜的蹤跡，究竟這盤鮮魚有什麼能流傳千古的魅力呢?「子瞻在黃

州，好自煮魚。其法，以鮮鯽魚或鯉治斫冷水下入鹽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人渾

蔥白數葽，不得攪。半熟，入生薑蘿蔔汁及酒各少許，三物相等，調勻乃下。臨熟，

入橘皮線，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盡談也。」9或許從這段文字，我們能一窺一

二，料理「東坡魚」的材料容易取得，且作法並不困難，只不過蘇軾在煮魚時用了點

巧思，將相同比例的薑汁、蘿蔔汁和酒作為調味，並加入陳皮，讓鮮魚多了一抹沁人

心脾的橘香，使得人們難以抵擋這盤鮮魚妙不可言的滋味。當時蘇軾的俸祿極為低

廉，因此他必須親自下田躬耕。「今年東坡收大麥二十餘石，賣之價甚賤，而粳米適

盡，故日夜課奴婢舂以為飯，嚼之嘖嘖有聲。小兒女相調，云是嚼蝨子。然日中腹

飢，用漿水淘食之，自然甘酸浮滑，有西北村落氣味。今日復令庖人雜小豆作飯，尤

有味。老妻大笑曰：『此新樣二紅飯也。』」10，此文便是記述他將辛苦栽種的大麥收

成後，加以改良，製作成美味的「二紅飯」的經過。經濟的壓力，讓現代人喘不過

氣，只能以外食打發三餐。但同樣面臨生存的壓力，蘇軾反而因此端出更多別出心裁

的菜餚，這份認真經營生活的態度，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蘇軾不止熱衷於製作令人愛不釋手的美食，他也十分重視食材的品質。孫思邈於

《千金方·人參湯》中提出止水和活水兩者有所差異，而蘇軾便根據此論述進行實驗和

觀察。在「......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浮。然

唯鰌䱉入江中輒死。乃知鰌䱉但可居止水，則流水與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11

文中，他發覺不同品種的魚有其適宜生存的環境，例如鯽魚適合飼養在流動的水域，

若放置在靜止的水域，牠的鱗片不僅會變成黑色，還會散發出惡臭，因此食材的來源

                         
7
 〔宋〕蘇軾：<浣溪紗．詠橘>，《蘇東坡全集》。 
8
 〔宋〕蘇軾：<初到黃州>，《蘇軾集》(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卷 11。 
9
 〔宋〕蘇軾：<煮魚法>，收於〔明〕王如錫輯，章原評注：《東坡養生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40。 
10
 〔宋〕蘇軾：<二紅飯>，《東坡小品》(上海：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83年)，頁 44。 

11
 〔宋〕蘇軾：<止水活魚說>，收於〔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點校

本，1986 年)卷 73，頁 2373。 



不能輕易忽略。除此之外，喜愛釀酒的蘇軾還發現同樣的作物，若種植在氣候條件不

同的區域，其品質會有巨大的差異，例如稻米適合生長在南方，北方則適合種植大

麥。因此釀酒使用的引子，應選用南方的稻米和北方的大麥，如此方能釀造出品質最

佳的酒。蔣勳曾說過：「我覺得生活美學最重要的，是體會品質。」12當蘇軾從親手烹

調美食，到謹慎把關製作所需的食材，他已然十分懂得生活的情趣。 

四、飲食之美 

    《老饕賦》一文揭露蘇軾對於飲食的講究。但如此熱愛美食之人，卻做了令人意

想不到的舉動，他倡導「已飢方食，未飽先止。」13的觀念，並於「東坡居士自今日以

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

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

財。元豐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書。」14一文中，進一步落實相關理念。而這項舉措正和蔣

勳於《天地有大美》所提出：「在生活美學裡，美是你學會了互相調配。」15的觀點，

不謀而合。當蘇軾能克制自身對於美食的慾望，他便從單純享受飲食的趣味，進入了

更為高深的境界，體會到飲食中的美，正如任何事物都不宜過猶不及的道理，應掌握

好其中的平衡，讓美以和諧的方式存在於日常生活。    

 

參、結論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16，當我們能放慢腳步欣賞生活中的一飲一啄，身體便自然

能遠離案牘勞形的疲乏，而心靈則能逃脫生命中的困頓。我想這就是蘇軾能在這一波

三折的人生中，找到他立身之處的方法。從上述列舉的飲食詩文中可以窺知，蘇軾對

於日常生活有很大的熱誠。認真生活的態度，讓一顆屢遭政治迫害摧殘的心，有了重

新跳躍的動力。而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不僅是蘇軾快樂的泉源，更讓他的文學作

品有了嶄新的風貌。在蘇軾的文集中，不僅有書寫經世濟民的策論和談論政治抱負的

詩文，還多了親近生活的篇章，讓他飽嚐政治磨難的心，有了歸處。踏實的品味生

活，或許是人們在外務繁忙的情況下，最容易忽略的事，甚至有些人認為這件事微不

足道，但如果我們好好享受生活的滋味，卻能帶給身心莫大的感動。蘇軾的日常生活

除了飲食外，還有品茗、品酒、游覽山水名勝、親友間往來唱和的趣事等，十分多采

多姿。但此篇論文囿於篇幅限制，無法詳盡其事，實乃筆者之憾，因此希望將來學界

能多加重視生活美學和蘇軾文學間密不可分的關係，並從更全面的角度探討兩者之間

的關聯，彌補本文不足之處。 

                         
12
 蔣勳：《天地有大美》(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 36。 

13
 〔宋〕蘇軾：<養生說>，收於〔宋〕蘇軾著，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7。 
14
 〔宋〕蘇軾：<記三養>，收於〔宋〕蘇軾著，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卷 1，頁 13。 
15
 蔣勳：《天地有大美》(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 60。 

16
 〔戰國〕莊周：《莊子．知北游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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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杕之杜，其葉箐箐 

    身形嬌小可愛，蓄著一頭烏亮直髮，小麥色的臉龐露出靦腆的微笑，她是

葉妮箐，2001年 11月 16日誕生於氣候宜人、熱鬧繁華且交通便捷的台中市。 

「箐」不僅出自《詩經》「有杕之杜，其葉箐箐」，背後還隱藏著關於生肖的趣

事，因妮箐的父親覺得蛇喜歡待在竹林中，故為屬蛇的女兒取了與此呼應的

「箐」而非「菁」。 

    妮箐有個年紀相仿的哥哥和彼此心有靈犀的雙胞胎姐姐，國高中時期就讀

天主教曉明女中。「雖然這是一所升學主義的學校，但同儕間相處十分融洽，尤

其是學測後準備面試的那段時光，大家為了各自的夢想一起討論練習並互相幫 

忙，跳脫考試的高中生活，反而收穫許多珍貴的事物！」憶及青春年華，她神

采飛揚地說。 

    聊到平日的興趣時，我得到「看書」一個毫不意外的答案，但更深入談及

閱讀的內容後，出乎意料的妮箐喜歡心理方面的書籍，並對此侃侃而談，興奮

的說：「第一次讀《被討厭的勇氣》真的是一頭霧水，但多看幾次後便驚覺其中

的奧妙！」原來，她對心理諮商十分感興趣，並計畫修習相關的課程。此外，

她也喜歡探討《孫子兵法》的書籍，認為雖然這是一本古書，但不論身處在哪

個時空，都能恰如其分的運用在人際往來的應酬甚至是國際關係的攻防，非常

值得學習。 

    古人誠不我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誰又能想到外貌溫和文靜的她，喜歡

鑽研領軍打仗的兵書，會玩麻將對益智桌遊感興趣，愛好是打撞球呢？席間她

心滿意足的品嘗蛋糕，熱愛甜食是她；樂於嘗試挑戰新的事物也是她，但就如

言談間她提及喜愛蘇軾的《定風波》，隨遇而安對世事不過於強求的依然是她。 

    即將到來的包種茶節，在熱鬧喧嘩的百年瓦舍裡她選擇擔任庶務的角色，

在幕後默默的付出，正如她說過老子《道德經》裡最喜歡的一句話「夫唯不

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然而她提到想參加證券研究社，對投資有興趣，並選

修經濟學的課程，爾虞我詐的商業活動和她凡事不與人爭的體貼性格，看似極

為矛盾，卻又意外的和諧，或許就像閒聊中她提及不喜歡講究規矩的《論語》，

我想她內心住著一隻大鵬鳥，正在掙脫從前的束縛，渴望在不久的將來，悠遊

於天地間。 

    自從我開始與妮箐討論訪談的相關事宜，她一直很隨和，對於我提議的時

間地點都爽快的同意。可惜約定的那天下雨了，就在我有些慌亂手足無措時，

細心的她建議到較近的咖啡館討論，免得我們抵達計畫的達賢圖書館便成了濕

淋淋的落湯雞。當訪談結束後，我提及還有些瑣事要處理，而她明明可以早點

回宿舍休息，卻堅持在濛濛細雨中陪我四處奔波。想到她，腦海便不自覺浮出

「君子如水，隨方就圓，無處不自在」。 



從蘇軾到蘇東坡──東坡的黃州詞、黃州文及其心境轉折 

 

 

 

一、 前言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

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

風雨也無晴。」1一闋詞便將蘇軾的豁達和灑脫展現的淋漓盡致，不管是當下淋

在身上的雨水，亦或是政治上遭遇的風暴，蘇軾皆無懼亦無畏風雨襲來，甚至得

以泰然處之，坦然面對。 

    仕途上的曲折坎坷，不影響其對生活的熱忱，身處蠻荒之地，以罪臣的身分

謫居黃州，仍然盡忠職守為百姓們服務，蘇軾融入當地生活，用達觀的心態對抗

外在的挑戰，甚至親自研發美食，不僅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更替百姓解決生計

問題。 

    張敬《雪泥鴻爪》云： 

我讀東波的作品與傳記，所得到的一個最鮮明的整體印象即是：

一個自由不羈的靈魂──他的才華沒有限量，因為他的靈魂沒

有枷鎖。2 

    蘇軾不僅在文學方面有所成就，書法和繪畫上也極為擅長，在位列唐宋八大

家的同時，亦是書法宋四家之首。若說因為蘇軾的靈魂沒有枷鎖，所以其才華沒

有限量，那麼便是因為他的隨遇而安，使他一生得以活得自在逍遙，毫無桎梏。 

   蘇軾的後半生多為謫居生活，否則即是在貶謫的路上。自言「問汝平生功業，

黃州惠州儋州」3，有人說此詩是蘇軾的自嘲，或許並不然。 

                                                      
1 蘇軾：〈定風波·三月七日〉，收入《蘇軾全集》，頁 595。 
2
 張敬校訂，朱昆槐選註：《雪泥鴻爪：蘇東坡詩詞文選．蘇東坡評傳》（臺北：時報文化，

1992年 3 月），頁 12。 
3 蘇軾：〈自題金山畫像〉，收入《蘇軾全集校注》，第 8 冊，頁 5573。 



    王更生《蘇軾散文研讀》云： 

他所以把黃州、惠州、儋州列為平生功業所在，誠因在那個詩酒

風流的時代，他處多屬官場應酬，送往迎來，人事雖然繁華，但

觸犯當道，有志難伸；惟有在黃、惠、儋三個貶所，因同情生黎，

揭露社會黑暗，寫了不少傳世名作。4 

    蘇軾一生居過高位，在各地擔任過無數個官職，為何選擇黃州、惠州、儋州

等貶官之處替自己的人生做總結？因為這些人生低谷促使蘇軾得以仰望夜空，熠

熠生輝的星辰，重新燃起他心中將滅的火光，身在谷底將有更多空間去檢視他的

人生，有挫折方能使人成長，看似荒蕪之地，實則蘊含諸多生機，恰巧蘇軾懂得

隨遇而安，將危機化為轉機，拯救殞落的自己，他是文壇上的一抹流星，時至今

日依然能引起世人的讚嘆。 

    蘇軾人生最大的轉捩點便是在黃州，在此他從才華洋溢的書生，蛻變為一代

文豪成為文壇領袖，黃州詞和黃州文更是其文學創作的巔峰。「蘇軾居黃期間，

成就了許多千古名篇，人格思想也在歷經政治風雨後更見成熟，這些變化都能從

其詩文中體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黃州是蘇軾人生的一個新起點」
5
可見其黃州文

學價值極高，因此，本文將著重於蘇軾的黃州時期，探討其謫居生活以及為文心

境之轉折。 

二、 黃州文學的開端 

    西元 1079 年，因《湖州謝上表》被彈劾為諷刺新法，甚至還被濫加罪名，

進而被捕入獄，史稱「烏臺詩案」，最後雖保全性命，卻又面臨人生的另一個挫

敗，被貶至偏遠的黃州，擔任團練副使不得簽署公文。 

    蘇軾逐漸從「烏臺詩案」的陰影下解脫出來。他總結了人生經驗，從個人得

                                                      
4
 王更生撰《蘇軾散文研讀．導言》（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2月），頁 40。 
5
 陳英仕撰〈論蘇軾謫居黃州的思想與生活〉，《真理大學 人文學報》2019年 22期，頁 25。 



失中解脫出來，從苦悶徬徨中掙扎出來，他對生活充滿了信心
6
。融入當地生活，

並且自在逍遙的生活著，而非自我厭惡、怨天尤人，雖然一天只有一百五十銅錢，

卻依然過著平凡而快樂的生活，為了能自給自足，便在黃州城東門外的山坡上開

墾躬耕，並自號「東坡居士」。 

    張敬《雪泥鴻爪》云： 

這是(黃州時期)東坡一生最艱苦卻也是較能自適其樂的時期。

躬耕的勞苦使他真正的體驗了生活，也找到了自我真正的滿足。

他的思想人格達到成熟的頂峰，創作力也達到一生的最高點，許

多不朽的詩詞、文章、辭賦，都是在這兩年(1082-1083)完成的。

7 

    林語堂《蘇東坡傳》云： 

現在蘇東坡因為需要而務農，又因脾氣和天性而變成隱士。社會、

文化、經史的研究，外在的工作與責任隱藏了一個人的本性，去

掉這些時勢和傳統的陷阱，真我就出現了。
8 

    郭美美《東坡在詞風上的承繼與創新》云： 

生命本是一連串面對矛盾、衝突，而後尋求化解的歷程。東坡在

身罹一場鉅變後，創痛猶在；因此，黃州五年，是他重新思悟自

己的生命，並從磨難中超拔出來，成為我們熟知的「東坡」的關

鍵期。9 

    因烏臺詩案而被貶居黃州，這是蘇軾首次遭遇的政治迫害，一直以來，蘇軾

                                                      
6 王更生撰《蘇軾散文研讀．導言》（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2001年 2月），頁 33。 
7
 張敬校訂，朱昆槐選註：《雪泥鴻爪：蘇東坡詩詞文選．蘇東坡評傳》（臺北：時報文化，

1992年 3 月），頁 16。 
8
 林語堂著，宋碧雲譯：《蘇東坡傳》（臺北：風雲時代，2012 年 11 月），頁 191。 
9
 郭美美，《東坡在詞風上的承繼與創新》（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0年 12月），頁 132-

133。 



都是抱著積極入世，關心社會、參與政治的儒家思想，然而卻因為鋒芒畢露，遭

到朝中之人的忌妒。謫居黃州之後，擔任有名無實的黃州團練副使，因為生活拮

据，迫使他躬耕於東坡，進而有機會體驗社會基層的農民生活，這些平凡的日子

造就他不凡的思想。 

    黃州是蘇軾人生最重要的轉捩點，在此他不僅學會灑脫面對人生的關卡，就

連創作也有所突破，是其文學成就之巔峰。往後的日子裡，就算蘇軾被夜幕籠罩，

也不會急著去尋覓燭火，反而會選擇去細數滿天繁星，再順便感嘆一下蒼穹的廣

闊浩大。因為他不再受到興衰左右，反而能坦然面對一切榮辱，處變不驚。 

    「貶謫黃州雖然是蘇軾生命中未曾想像過的嚴苛考驗，卻也是他得以暫時遠

離政治鬥爭、重新觀照生命的重要關鍵。蘇軾飄搖不定的思想在黃州山水的淘洗

之下漸趨成熟，長期以來桎梏他的儒家思想，也不再具有左右人生的強大力量，

而歸隱情結的萌生、超曠胸懷的成型，都與黃州的貶謫歲月息息相關。」
10
 

    受到家庭氛圍影響，蘇軾有許多政治理想上的抱負，然而謫居黃州的日子，

使他得以遠離官場上的紛爭，或許將自身從紛擾中抽離，逃離案牘勞形的生活，

是另一種休息。日子雖拮据，但是腳踏實地的耕耘著，更能感受到自己真實的活

著，望著黃州自然之景，心胸也因此開闊起來。 

    「苦中作樂是他的本事，善於調適是他的強項，對蘇軾而言， 戰勝那些刻

意打壓他的人的方式，就是過得比他們幸福。」
11
 

    「初到黃州的蘇軾，隨遇而安的生活，包括著灑脫曠達的襟懷和忍耐堅毅的

精神在內。安於貧困，安於微賤，樂天知命，隱忍負重，為蘇軾在黃州完成儒佛

道的思想融合，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12
 

    除了躬耕的生活之外，蘇東坡也寄情於山水，如千古名篇《赤壁賦》便是在

                                                      
10
 黃彩勤撰 〈蘇軾黃州山水詩的心靈世界 ─歸隱情結的萌生與超曠胸懷的成型〉，《弘光人文

社會學報》2010年 5月 12期，頁 36-37。 
11
 陳英仕撰〈論蘇軾謫居黃州的思想與生活〉，《真理大學 人文學報》2019年 22期，頁 24。 

12
 帥楊撰〈論蘇軾謫居黃州期間的心靈歷程〉，《黃岡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 z1期，頁 126。 



此時期完成的，他開始走向自然，將一身才氣全都奉獻在創作之上，世間的繁華，

紅塵的喧囂暫且拋在腦後，專心去領悟人生、去感受生命，把那些短暫的情感化

作永恆的作品，並將其精神流傳於世。他曾寫道「此心安處是吾鄉」
13
對如此豁

達自適的東坡而言，這蒼茫天地無一處不是他的歸屬。 

三、 黃州時期的創作 

    西元 1080年 2月，蘇軾抵達黃州，心境尚未完全調適，寫下〈初到黃州〉： 

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 

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 

逐客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酒囊。14 

首兩句自嘲年少輕狂，不知世路險巇，不但豪情壯志未能實現，反而因為烏臺詩

案，被迫謫居黃州。「荒唐」二字表示蘇軾認為此事不合理也不正確，重新審視

過往的自己，試圖改變處事態度。接下來「長江」二句展現出東坡的老饕魂，雖

然被貶官心中有些鬱悶，然而美食當道，一切煩憂又可暫放一旁，此種曠達心態

並非常人所有。末四句亦是蘇軾的自嘲，有名無實的職位使他無功而受祿，慚愧

的心情卻用輕鬆的語調來描述，所謂自嘲是最高境界的幽默，面對自身的不幸，

蘇軾選擇用達觀的方式看待，相信生活處處有驚喜，不管是江水裡的魚，還是深

山中的筍，都是上蒼的饋贈，使其能擁有活下去的理由。 

    到黃州後的第一個中秋，蘇軾感到前所未有的淒涼，因而將其悲愴寄託於創

作之上，寫下〈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 

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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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603。 

14
 蘇軾：〈初到黃州〉，收入《蘇東坡全集》，上冊，頁 168。 



酒賤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悽然北望。

15 

「每逢佳節倍思親」
16
本是一家團聚的生活，現如今卻和弟弟蘇徹分隔兩地。「世

事如夢」的概念曾多次出現於蘇軾的作品中，此處不似他處的豁達，反而是浮生

若夢般的感慨，「涼」字除了形容入秋後的涼爽天氣之外，更是心中的淒涼之感，

風葉鳴廊、髮鬢蒼白，是時間流逝的證明，亦帶給讀者蒼涼的感受。下片開頭兩

句，利用寫景來影射自身遭遇，蘇軾身為一輪明月，卻遭到官場上的政敵所遮掩，

以至於現在只能獨在黃州，拿著杯盞，望向北方，遙想兄弟。原來當豪放派詞人

寫起婉約之詞時，也能如此溫婉以至於扣人心弦。 

    蘇軾初到黃州後，曾借住於定慧院，因而寫下〈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時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17 

首句點明時間在夜闌人靜之時，萬物皆眠，我獨醒，隻身走在院中，就像孤鴻般

清高孤傲。突然回頭尋覓，卻發現身後空無一人，忽覺知音難尋，沒有人理解自

己滿腹愁緒，不肯棲息於寒枝上，寧願生活在孤單的沙洲中。最後兩句展現出蘇

軾不願隨波逐流的高尚節操，不屑於遍地可尋的寒枝，反而嚮往著寂寞的沙洲，

「即使如此做將會換來一生的寂寞清冷，他仍下定決心擔負這種寂寞。」
18
不願

被世俗的框架限縮自己的形狀，這種對抗普世的勇氣值得敬佩。 

    西元 1082 年 3 月，在機緣巧合下和一位醫者同遊清泉寺，對所見之景有感

而發，寫下〈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 

                                                      
15
 蘇軾：〈西江月·世事一場大夢〉，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592。 

16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收入《唐詩新賞》，第 8 冊，頁 11。 

17
 蘇軾：〈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601。 

18
 張敬校訂，朱昆槐選註：《雪泥鴻爪：蘇東坡詩詞文選》（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 3月），

頁 269。 



遊蘄水清泉寺，寺臨蘭溪，溪水西流。 

山下蘭芽短浸溪，鬆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 

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19 

東坡先寫其所見之景，細雨綿綿的三月以及杜鵑的啼叫，本應是透漏著哀戚之感

的景致，在其描繪下反而生意盎然，「無泥」二字使得風景和上片之詞顯得清新

無比。「在心境上，坡公始終是少年的，不服老的，有時甚至如一個頑童，常愛

拿詩詞開玩笑」
20
下片由小見大，從河水向西而流，帶出人生應該也能再次回到

少年之時，花謝終有花開之日，因此只要心永不衰老，那麼人永遠都還是少年，

試圖提醒世人：莫因髮鬢被歲月染白，就開始傷感韶華不再。 

    西元 1082年 7月 16日，首次遊覽赤壁，寫下〈赤壁賦〉： 

壬戌之秋，……。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

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

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

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

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21 

在開闊的江面上，東坡的心胸也跟著壯闊起來，乘一葉扁舟，隨意漂泊，身心輕

鬆自在，彷彿得以羽化飛升般。蘇軾試圖安慰客人對人生短暫無償的感慨，藉由

主客間的對話，展現東坡忘懷得失、樂觀積極的態度。從變化的角度來看，人生

有悲喜正如海水有潮汐、明月有陰晴那般；從不變的角度來看，則世間萬物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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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浣溪沙·遊蘄水清泉寺〉，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596。 

20
 張敬校訂，朱昆槐選註：《雪泥鴻爪：蘇東坡詩詞文選》（臺北：時報文化，1992年 3月），

頁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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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赤壁賦〉，收入《蘇東坡全集》，上冊，頁 268。 



無窮無盡的，那麼，又何必去羨慕。與其擔憂自己所失去的，不如珍惜自己還擁

有的，清風、明月皆為上蒼賜予的無盡之寶，是我們得以共享的。東坡總以豁達

的角度看待人生，灑脫的性格使得他總能從憂傷的泥淖中掙脫出來，而不被傷痛

所掩埋。 

    西元 1082 年 9 月，夜飲於東坡，夜半回家時家僕都睡了，因此無人應門，

遂至江邊傾聽江水的呢喃，寫下〈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

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

江海寄餘生。22 

在半夢半醒間，回到家卻無人應門，蘇軾不氣也不惱，索性走到江邊散心。忽然

感嘆「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人的一生總為了功名利祿而奔波勞累，

不知何時才能真正的休息，望著江面，除了水波之外，蘇軾的心也平靜下來，此

時此刻只想乘一艘小船，不問歸期，流浪四方。最後兩句透漏著道家思想，欲歸

隱山林之間，過著曠達不羈的生活，其實只要心境自由了，身在何處都能是海闊

天空。 

    西元 1083 年 10 月 12 日，本欲就寢結果看見月光灑入，有了夜遊的興致，

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並寫下〈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

與爲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

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

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者耳。23 

巧妙的用積水形容月亮清澈潔白，用水草形容竹、柏，這樣清明的景色也是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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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臨江仙·夜飲東坡醒復醉〉，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599。 

23
 蘇軾：〈記承天夜遊〉，收入《蘇軾文集編年箋注》，頁 2225。 



夜遊之心境，是磊落的、是光明的。兩人皆是遭貶官之人，最末句自嘲自己過著

閒適的生活，然而這樣的日子還是有好處的，倘若沒被貶官至此，或許就見不到

如此景緻，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世事常是一體兩面的，端看你如何思考，

樂觀之人，總能發現生活中隱藏的美好，悲觀者卻只會抓著小缺失不放，唯有達

觀自適，方能寵辱不驚。 

    西元 1084年 4月 1日，東坡得到赦令，終能離開黃州，然而在欣喜的同時

也不捨這裡的鄉親，寫下〈滿庭芳〉： 

仲覽自江東來別，遂書以遺之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

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

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翦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

漁蓑。24 

現在終於可以離開黃州，但是又能去哪裡呢？家鄉在萬里之外的岷峨，或許此生

都沒機會回去，想到此處不禁悲從中來。其實東坡早已習慣黃州的生活，這裡就

像他第二個家鄉，看著鄰居們準備好酒食要為他餞行，心中甚是不捨。但是樂觀

開朗的東坡總能豁達的活著，他將所有的希望寄託於未來，請鄉親父老幫忙曬蓑

衣，期待未來還能再回來此處一同捕魚。離別固然感傷，倘若能夠跨越時間和空

間的限制，哪怕不能一起生活、見不著彼此，我們還是共同擁有著同一片天空，

在對方看不到的地方努力的生活著，只為了再次見面時，能成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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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滿庭芳〉，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607。 



四、 謫居黃州的心境轉折 

    林語堂《蘇東坡傳》： 

大體說來，我們得到一個印象，他一生嬉遊歌唱，自得其樂，悲

哀和不幸降臨，他總是微笑接受。25 

    「其實，初到黃州的蘇軾心存餘悸、痛苦迷茫，孤寂苦悶的心情只有當事人

他自己獨自承受和化解。只不過他思想開朗，心胸博大，善於自我排解。」
26
從

東坡所創作的作品來分析，可見其不是一開始就能坦然面對困境，他還是有悲悽

的情緒，他也會徬徨無助，也會迷惘不安，但是骨子裡的樂觀性格，使其能重新

振作，尋求生命困境的出口，哪怕前進的步履緩慢，總比停滯不前更接近幸福。 

    王更生《蘇軾散文研讀》云： 

蘇軾的賦長於議論，善於進行哲理的探索。受老莊思想影響很

深，帶有消極的出世色彩，發人省思。賦中的議論不純是枯燥

的說教，常在生動的敘事描寫中展開，並帶有濃重的感情成分，

是值得借鑑的。27 

    除了東坡的樂觀個性，黃州的山水也帶給其莫大的幫助。《赤壁賦》便是其

中一個例子，與客同遊赤壁，憶起三國豪傑，發覺人死後不過剩下黃土一坏，然

而蘇軾卻沒有對生命短暫的慨嘆，而是保持豁達自適的心態。不必過於執著事物

的興衰，因為這是必然發生的，世間的風花雪月，卻是取之不盡的寶藏，是世間

萬物得以共享的景緻。 

    「蘇軾來黃州四年又四個月的人生歷程，短展的孤寂與痛苦，調動了他敏感

的神經，迸發出跳躍性的思維，使他迅速融入當地的生活之中，並非常詩意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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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來，而且活得很超脫，旋風般的忙碌著，哀傷的時候超然豁達，快樂的時候浪

漫瀟灑，他尋覓到了遠離政治漩渦的人生樂趣與超脫的自由。」
28
於蘇軾而言，

好事壞事都是生命的點綴，好比有礁石方有浪花，鋼琴有黑白兩鍵的配合方能譜

出動人的樂曲，人生的每一道關卡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好好的享受生活，活得

精采充實，就像花開不是為了花謝，而是為了盡情綻放，既然有幸來人間走一遭，

何不把握每一個當下，至少當帷幕落下時，得以無悔今生的演出。 

    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才華洋溢的蘇軾未曾想過自己會身陷囹圄，更不知

道貶謫生活會為他的人生帶來如此大的轉折，從起初的惶恐不安、徬徨無助，到

豁達瀟灑、怡然自得，再到寵辱不驚、忘懷得失。在無數個難眠的夜裡，他舉頭

望月，他舉杯敬月，因為明月是他和弟弟共有的；他倚杖聽江，他乘船渡江，因

為自在無拘的生活是他所嚮往的。 

    「在經過痛苦的心靈掙扎後，終於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歸

屬。」
29
東坡謫居黃州四年有餘，除了成就上的超越，也是心靈上的超脫，從此

他不再是張揚的有才書生，而是足以領導文壇的一代文豪。 

五、 結論 

    「這一時期，蘇軾對人生、社會的思考，可以用“人生如夢”四字概括。」

30
正如東坡在〈念奴嬌•赤壁懷古〉所寫「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31
夢境常

是讓人感到歡愉的，夢想也是人心之所嚮，那麼人生如夢，是否代表著人生亦是

可期可待的？若是如此，何不舉杯敬月，敬這天地萬物，敬自己璀璨耀眼的人生。 

    「終經烏台詩案超脫生死更見豁達，每回歷練都是成長學習，一步步摸索體

悟出屬於自己的一套生命哲學與處逆之道，支持他走過一段段崎嶇的人生路。」

32
「正所謂得失相隨、禍福相因，蘇軾非但沒有因為政治迫害的打擊、以及謫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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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帥楊撰〈論蘇軾謫居黃州期間的心靈歷程〉，《黃岡師範學院學報》2008年 z1期，頁 128。 

29
 王建軍撰 〈淺析蘇軾被貶謫黃州時期的思想特點〉，《現代語文》2012卷 8期，頁 36。 

30
 王建軍撰 〈淺析蘇軾被貶謫黃州時期的思想特點〉，《現代語文》2012卷 8期，頁 36。 

31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收入《蘇軾全集》，第 3冊，頁 598。 

32
 陳英仕撰 〈從蘇軾貶官黃州前的仕途論其人格與曠達思想之初步建立〉，《遠東通識學報》13



生活的艱苦多難而屈服沉淪，反而藉由黃州尋常山水的洗滌，懂得脫去生命中的

繁華表相，重新觀照質樸淳厚的本質。」
33
若說樂極生悲，那麼悲極也能生樂，

生命是多面向的，有著無限可能的，忘卻浮華，拂去塵灰，回歸最原本的自己，

方能質樸純粹，不懼得失。 

    東坡之作繁多，但礙於篇幅和時間限制，只能舉其中幾個例子，然相信這些

作品亦可見其心境轉折及不凡的才氣，希冀往後有機會分析更多作品，使其精神

留存世間。 

  

                                                      
卷 1期，頁 32。 
33
 黃彩勤撰 〈蘇軾黃州山水詩的心靈世界 ─歸隱情結的萌生與超曠胸懷的成型〉，《弘光人文

社會學報》2010年 12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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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蘇軾到蘇東坡──東坡的黃州詞、黃州文及其心境轉折 

提要 

    本文探討才華洋溢的蘇軾在遭遇人生最大的挫折時，心境上有何變化。謫居

黃州可謂蘇軾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在此他不再為政治紛爭所苦，而是由山玩水，

將一身才氣奉獻於創作之上，留下許多名篇還有其豁達精神給世人。透過分析黃

州時期的創作，可以發現其心境由一開始的惴惴不安、徬徨無助，轉為灑脫豁達、

達觀自適，造成蘇軾心態不同的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本身的樂觀個性，二、縱

情山水，找到自身歸屬，三、懂得享受生活，把握每一個當下。福禍相隨，倘若

沒有謫居生活，或許蘇軾的名氣不會如此興盛，因此對蘇軾而言，尋求生命的出

口，遠比站在原地埋怨更為重要。 

 

 

關鍵字：蘇軾、烏臺詩案、黃州、豁達、人生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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