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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儒釋道思想與山水詩的創作 

施又文  

摘要  

謝靈運精通經史百家之學，綜合儒、玄、佛等多種思想融入山水

詩，他不僅裁擇玄語、佛辭入詩，同時將山水視為神道佛理的化身，

從自然山水的描寫(即色)，到對人生玄理的感悟闡發(遊玄)，以玄學

表達退隱的志向，間雜少許對民瘼的關懷。多種思想內涵使其山水詩

呈現豐富的理趣，卻沒有一種思想能夠挺立他的生命、他的詩，以致

謝靈運的山水詩呈現一種矛盾的複雜性與無可釋懷的苦悶。 

一、前言 

顯 赫 的 門 第 、 祖 上 的 產 業 ， 讓 謝 靈 運 得 到 豐 厚 的 護 養 ， 培 養 創 作 的 深 厚

基 礎 ， 據 〈 山 居 賦 〉 並 序 注 自 述 ， 靈 運 精 通 經 史 百 家 之 學 ， 旁 涉 百 家 技 藝 之

外，更鑽研道義釋典，學問淵博，著作甚多，罕有儔匹。 1《宋書》本傳讚美

他：「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2他博覽群籍，學力深

厚 ， 能 綜 合 儒 、 玄 、 佛 ， 鎔 鑄 諸 家 學 說 於 一 爐 ， 諸 家 思 想 的 美 學 觀 進 而 滲 入

了山水的創作當中，所以〔清〕方東樹評謝詩云：「謝公，乃是學者之詩，可

謂精深筆妙。」3黃節《謝康樂詩注‧序》說康樂之詩：「合《詩》、《易》、聃、

周、《騷》、〈辯〉、仙、釋以成之。」 4而現代學者也都異口同聲地贊成此說， 5

本 文 綜 合 謝 靈 運 的 多 種 思 想 如 何 作 用 於 其 山 水 詩 ， 進 而 尋 思 複 雜 矛 盾 的 思 想

風格與其詩歌藝術發生何種關聯。 

二、玄學思想在山水詩中的作用 

《周易》、《老子》、《莊子》是玄學最重要的三本著作，名為「三玄」，其

                                                 
 朝陽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1 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市：里仁書局，2004 年），頁 449-465。以下引用之

謝靈運詩文全出自本書，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2 見〔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宋書附索引》（臺北市：鼎文書局，1975 年），

頁 1743-1787。 
3〔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縣：漢京文化公司，1985 年），頁 128。 
4 見黃節，《謝康樂詩注》（板橋市：藝文印書館，1987 年），頁 2。 
5 林文月說：「謝詩中所含蘊的思想相當複雜，大體上說起來，他的思想包括著儒、道、

佛三家思想的成分。」見氏著，《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

1966 年），頁 46。李雁〈謝詩中的孤獨感〉說靈運：「思維活躍、天分高、悟性好，

而且接受能力極強，對外來的新鮮事物懷有好奇之心，各種傳統思想（如儒、道、

仙）和新興思潮（如玄、佛、隱）羼雜在一起，兼收並蓄，很難分清。」見氏著，《謝

靈運研究》（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2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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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老 子 》、《 莊 子 》原 為 先 秦 道 家 的 重 要 典 籍 。 魏 晉 玄 學 是 先 秦 道 家 思 想 的

新 發 展 ， 折 衷 了 儒 道 思 想 ， 以 自 然 為 體 、 名 教 為 用 。 本 節 論 述 玄 學 思 想 在 靈

運山水詩中的作用，主要還是就道家思想發論。 

〔日本〕清水凱夫認為： 

靈運既長於道家之靜室，故對其詩風之形成，有重要影響。道家思

想，當為謝詩之核心。6 

所見相同者，還有林文月與葉笑雪。 7 

靈運生於一個重玄的門第，自幼在道教的環境下成長，自然而然與道家、

道教所推崇的老莊之學親近。他一生嚮慕「偃臥任縱誕」的自由生活(〈道路

憶山中〉)，始終追求縱心調暢、情性自得的境界，對正始玄風「抗心希古，

任其所尚，托好老莊，賤物貴身」(嵇康〈幽憤詩〉)作自覺性的繼 承與發 展 ，
8道家思想對於他的山水詩的影響大致如下。 

(一)遠接莊子愛自然、尚逍遙的作風 

《莊子》多次描寫大河山川之美，「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逍遙遊第

一 〉 )9寫 出 了天 空 蒼 蒼茫茫 、 雲 霞絢麗 多 彩 的壯觀 氣 勢 ；「山 林 與 ，皋壤 與 ，

使我欣欣然而樂與！」(〈知北遊第二十二〉)10這裏的「欣欣然而樂與」，乃人

流連於自然美景之中，精神暢快的審美寫照。「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

(〈 刻意 第十五 〉 )， 11則 意味 著山 川大澤 、草 木蟲魚 都成 為審美 對象 ，人在 其

中 感 受 到 的 是 與 自 然 的 一 種 交 流 、 通 暢 的 精 神 狀 態 。 到 了 〔 晉 〕 嵇 康 首 次 把

道家歸返自然的精神境界，落實為一種現實的人生觀， 12經過竹林七賢的鼓吹

推揚，自然山水遂成為士人「乘物以遊心」的載體。 

這種士大夫的「林泉之志」，鮮明地表現在靈運的山水詩當中。他深入山

水 野 林 ， 寄 情 曠 野 ， 在 多 種 感 官 的 直 接 感 受 下 ， 細 膩 入 微 地 欣 賞 萬 物 萬 象 ，

所以陳祚明說：「康樂情深於山水，故山遊之作彌佳。」(《采菽堂古詩選》)

                                                 
6〈詩品謝靈運條逸話考〉，載中國藝文研究會《學林》第十一號，1988 年 11 月 10 日，

轉引自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 10 月），卷上‧「宋臨

川太守謝靈運詩」，頁 170。 
7 詳閱林文月，《謝靈運及其詩》（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966 年），頁 46。葉

笑雪，〈謝靈運傳〉，《謝靈運詩選》（九龍：漢文出版社，1956 年），頁 188。 
8 謝靈運〈山居賦〉有「賤物重己，棄世希靈」等句子，其「賤物重己」等思想當從嵇

康來。 
9〔清〕郭慶藩輯，《莊子集釋》（臺北巿：華正書局，1979 年），頁 4。 
10同前註，頁 765。 
11同註 9，頁 535。 
12許輝主編，《六朝文化》（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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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靈運約創作 76 首的五言詩中， 13山水詩便佔 62％，當時還沒有其他詩人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 山 水 詩 儼 然 成 為 謝 靈 運 文 學 創 作 的 主 體 。 無 怪 乎 〔 清 〕 沈 德

潛《說詩晬語》云：「游山水詩，應以康樂為開先也。」(卷上)14 

(二)裁擇玄語入詩 

玄 學 語 句 在 謝 靈 運 山 水 詩 中 的 分 佈 是 靈 活 多 樣 的 ， 有 的 處 於 開 篇 ， 有 的

放在中間，有的置於末句，還有的開篇結尾都有。 

開篇的玄學語句醞釀整首詩的情感氛圍，如〈登池上樓〉首聯：「潛虯媚

幽姿，飛鴻響遠音。」15化用《周易‧乾‧初九》「潛龍勿用」與《周易‧漸 ‧

上九》「鴻漸于陸」之義，表達既不能像潛虯那樣歸隱自娛，也不能像飛鴻那

樣 一 鳴 驚 人 ， 這 是 詩 人 進 退 失 據 、 無 所 依 從 的 徬 徨 苦 悶 ， 也 是 處 境 艱 難 的 矛

盾，後面承接下來的寫景、抒情與說理都圍繞著這一苦悶的情緒而娓娓道來。 

處 於 中 間 的 玄 學 語 句 擔 負 著 承 上 啟 下 的 作 用 ， 如 〈 於 南 山 往 北 山 經 湖 中

瞻眺〉 16中間一聯「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化用《周易‧解‧彖辭》「天

地 解 而 雷 雨 作 ， 雷 雨 作 而 百 果 草 木 皆 甲 坼 」， 17「 解 作 」 即 「 雨 後 」 之 意 ， 既

描繪了春雨後萬象欣榮之景，也表達了詩人「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喜 春 之 情 ， 又 隱 隱 揭 示 出 天 地 間 的 奧 秘 ， 帶 有 一 定 的 哲 理 性 。 該 聯 之 前 的 寫

景 大 筆 渾 茫 ， 之 後 的 寫 景 細 膩 清 麗 ， 當 是 對 「 升 長 皆 丰 容 」 的 具 體 刻 畫 ， 可

見 這 一 聯 在 結 構 上 起 到 了 過 渡 作 用 。 由 〈 登 池 上 樓 〉 與 〈 於 南 山 往 北 山 經 湖

中瞻眺〉的分析可見，將易經語句嵌入景物描寫是謝靈運的創舉。 

又如〈富春渚〉第四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前句化用《莊子‧

田 子 方 》 中 伯 昏 无 人 的 腳 垂 於 懸 崖 之 外 二 分 而 毫 不 畏 懼 的 典 故 ， 自 嘲 自 己 沒

有 伯 昏 无 人 的 勇 氣 。 後 一 句 源 自 《 莊 子 ‧ 達 生 》 呂 梁 懸 水 三 十 仞 ， 流 沫 四 十

                                                 
13依近人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所搜輯計數，同題多篇者以一首計，存目不論。 
14〔清〕沈德潛撰，《說詩晬語》，收入《詩話叢刊》（臺北巿：弘道文化事業，1971 年），

頁 1880。 
15〈登池上樓〉詩云：「潛虯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怍淵沉。進德智

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窮海，臥痾對空林。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傾耳聆

波瀾，舉目眺嶇嶔。初景革緒風，新陽改故陰。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祁祁傷

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離羣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徵在今。 」見顧

紹柏，頁 95。 
16〈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云：「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迥渚，停策

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瓏。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橫水分流，林密

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丰容。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

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

理誰通？」見顧紹柏，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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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描寫，顯然是借《莊子》的語句來描繪所見之景的驚險，表達驚懼之情。

第五聯「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托」，前句引用《周易‧坎‧象辭》「水洊至，

習 坎 」， 來描 繪 重 險 懸 絕 水 流 不 斷 的 景 象 ； 後 句 引 用 《 周 易 ‧ 艮 ‧ 象 辭 》「 兼

山，艮」，以及《周易‧艮‧彖辭》「艮其止，止其所也」，借艮卦來表達「知

止而可」的思想。「知止而可」是由前面「險惡之景」觸發的，由旅途環境的

艱 險 ， 聯 想 到 政 治 處 境 的 險 惡 ， 感 到 了 仕 途 進 取 的 艱 難 ， 由 此 逗 引 出 下 文 的

退避歸隱之思。這兩聯乃重要轉折點--由客觀寫景轉入借助玄語的虛擬寫景，

進而抒發歸隱之情。 18 

至 於 詩 末 的 玄 學 語 句 ， 有 的 與 整 首 詩 的 情 調 融 合 無 間 ， 明 晰 了 整 首 詩 的

情感與旨趣。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末尾兩聯：「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

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19承接一天的遊山攬勝之後、黃昏下山入湖時山

光 水 色 之 映 象 ， 闡 釋 老 莊 無 思 無 慮 、 鄙 棄 外 物 ， 追 求 適 性 愜 意 的 生 活 態 度 ，

而 與 前 面 的 「 清 暉 能 娛 人 ， 遊 子 憺 忘 歸 」、「 愉悅 偃 東 扉 」 互 相 照 應 ， 使 詩 歌

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有的是為了表達遊山玩水還不能排遣愁緒而自我寬解、以理化(克)情。如

〈晚出西射堂〉的末聯「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化用《莊子‧大宗師第

六》：「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之義， 20原義是聽任造化推移，進入與客

觀 世 界 融 而 為 一 的 寥 廓 境 界 ； 靈 運 卻 反 用 ， 他 懷 疑 莊 子 「 安 排 」 的 議 論 只 是

不 切 實 際 的 空 話 ， 來 突 顯 內 心 的 孤 獨 寂 寞 。 這 些 看 似 贅 語 的 議 論 正 是 寫 景 中

「時時浹洽理趣」(沈德潛《說詩晬語》語)的組成元素。 21 

其 他 發 揮 三 玄 旨 趣 者 尚 有 〈 南 樓 中 望 所 遲 客 〉、〈 遊 赤 石 進 帆 海 〉、〈遊 南

亭〉等等。 

簡 言 之 ， 謝 靈 運 使 用 玄 語 以 達 成 醞 釀 氛 圍 、 深 化 情 感 、 加 強 意 旨 或 作 為

承上啟下的中介詞。 22 

(三)以玄學思想表達希心高遠、退隱無為的志向 

                                                 
18〈富春渚〉詩云：「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遡流觸驚

急，臨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托。平生協幽

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懷抱既昭

曠，外物徒龍蠖。」 
19顧紹柏，頁 165。 
20同註 9，頁 275。 
21〔清〕沈德潛撰，《說詩晬語》，收入《詩話叢刊》（臺北巿：弘道文化事業，1971 年），

頁 1879-1882。 
22時國強，〈玄學在謝靈運山水詩中的作用〉，《遼東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

第 3 期（2010 年 6 月），頁 131-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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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人 經 常 以 三 玄 的 語 句 ， 表 達 他 不 與 俗 世 同 流 合 污 ， 歸 隱 守 道 的 志 向 。

如〈富春渚〉的末聯「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後句出自《易經‧繫辭‧

下 》 之 「 尺 蠖 之 屈 ， 以 求 信 也 ； 龍 蛇 之 蟄 ， 以 存 身 也 。 」 表 示 任 由 他 人 怎 樣

鑽營干祿，自己再也不會同流合污了。 

〈登永嘉綠嶂山〉一詩後半云：「《蠱》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

常坦步，高尚邈難匹。頤阿竟何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23化用了《易經‧蠱》：「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經‧履》：「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老子‧第二十章》：「唯之與阿，相去幾何」，《老子‧

第 二 十 二 章》：「 是以 聖人 抱 一 為 天下 式 」，《 莊子 ‧ 繕 性 》：「 古 之 治道 者 ， 以

恬 養 知 ， 生 而 無 以 知 為 也 ， 謂 之 以 知 養 恬 。 知 與 恬 交 相 養 ， 而 和 理 出 其 性 」

等書中之詞彙，並加以重組成句，表述其高潔坦蕩的格調與歸隱守道的志向。 

他如「息景偃舊崖」(〈遊南亭〉)用到《莊子‧漁父》的一段寓言，說一

個 人 很 怕 自 己 的 影 子 、 討 厭 自 己 的 足 跡 ， 他 要 逃 離 影 和 跡 ， 但 是 他 「 舉 足 愈

數而迹愈多」，他以為是自己跑得太慢的緣故，便不停地快跑，最後「絕力而

死」。通過這個故事，莊子得出的真理是：「不如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
24依 此 類 推 ， 人 在 仕 途 上 感 到 身 心 疲 憊 拘 束 ， 最 好 是 「 息 迹 」， 棄 絕 世 間 的 一

切奔競，回到自然的本性。他如：「寢瘵謝人徒，滅跡入雲峯」(〈酬從弟惠連〉)、
25「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26及「目覩嚴子瀨，

想屬任公釣」(〈七里瀨〉)27等等，皆懷抱棄絕俗務、息迹山林的思想。 

綜 上 所 述 ， 借 助 《 周 易 》、《 老 子 》、《 莊 子 》 等 玄 言 來 表 達 其 隱 逸 情 思 ，

而以歸隱山林之趣收尾，是謝靈運山水詩的特色之一。 

三、道教思想在山水詩中的作用 

從父祖、親戚、師學到交遊，謝靈運長期受道教思想的薰染， 28由戀生而

養 生 進 而 慕 仙 、 修 道 。 在 其 山 水 詩 中 ， 謝 靈 運 一 方 面 表 達 著 對 生 命 的 深 情 厚

愛，對神仙的無比歆羨；另一方面，又積極探索著長生的方法、求仙的途徑，

〈 初 往 新 安至 桐 廬 口 〉、〈 登 永 嘉綠 嶂 山 〉、〈石 室 山 〉、〈舟 向 仙 巖 尋三 皇 井 仙

迹 〉、〈登 江中 孤 嶼 〉、〈山 居 賦 〉、〈逸 民 賦 〉 及〈 入 道 至 人賦 〉 等 一 系列 作 品

                                                 
23顧紹柏，頁 84。 
24同註 9，頁 1031。  
25顧紹柏，頁 250。 
26顧紹柏，頁 183。 
27顧紹柏，頁 78。 
28吳冠文，〈謝靈運與天師道的淵源〉，《謝靈運詩歌研究》，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

論文（2006 年 4 月），第二章第一節，頁 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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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均體現上述的思想。 29 

〈山居賦〉云：「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

以頹形。……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
30詩人對於神仙生活充滿憧憬，渴望登仙的心情毫不掩飾。 

又如〈登江中孤嶼〉云： 

江南倦歷覽，江北曠周旋，懷新道轉迥，尋異景不延，亂流趨正絕，

孤嶼媚中川。雲日相暉映，空水共澄鮮。表靈物莫賞，蘊真誰為傳？

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年。31 

詩 人 從 江 南 到 江 北 尋 找 新 風 景 ， 當 船 正 迅 速 地 從 江 中 橫 渡 ， 突 然 發 現 優

美 動 人 的 孤 嶼 山 在 江 流 中 間 擋 住 了 去 路 。 孤 嶼 山 神 異 的 景 致 ， 使 詩 人 聯 想 起

崑崙山上神仙的風姿，進而有遠離塵世之想。「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

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孤嶼因未被人發現，故能葆其真美；崑侖山仙人因

遠 離 塵 世 ， 故 能 葆 其 風 姿 ， 從 中 領 略 到 只 有 遠 離 朝 市 ， 融 入 自 然 ， 才 能 像 神

仙一樣養生盡年。 

四、佛教思想在山水詩中的作用 

謝靈運是當時佛教界的大檀越，他「建經臺」、「築講堂」、「立禪室」、「列

僧房」(〈山居賦〉語)，目的在提供僧眾講經說法、掛搭行堂的環境。〈過瞿

溪山飯僧〉前六句寫瞿溪山僧人過著清苦簡樸的生活：斷木取火、以石為門、

開 墾 荒 地 、 自 給 自 足 ； 中 間 六 句 寫 僧 人 的 修 行 ， 清 霄 空 林 ， 隨 處 飄 盪 僧 眾 誦

經敲鼓的聲音。 

現 存 靈 運 之 詩 篇 頌 讚 佛 籍 、 喻 釋 佛 理 者 ， 有 〈 維 摩 詰 經 十 譬 贊 〉 八 首 ，

即〈燄〉、〈芭蕉〉、〈幻〉、〈夢〉及〈影響合〉等，佛教思想既影響其哲學觀，

自然也影響其美學觀，進而化入筆下的山水詩歌。 

(一)以佛教慣用詞語入山水詩 

首 先 ， 在 謝 靈 運 的 山 水 詩 中 ， 有 時 以 佛 經 中 的 典 故 入 詩 ， 如 〈 過 瞿 溪 山

飯僧〉： 

迎旭凌絕嶝，映泫歸漵浦。鑽燧斷山木，掩岸墐石戶。結架非丹甍，

藉田資宿莽。同遊息心客，瞹然若可睹。清霄颺浮煙，空林響法鼓。

忘懷狎鷗鰷，攝生馴兕虎。望嶺眷靈鷲，延心念淨土。若乘四等觀，

                                                 
29劉育霞、徐傳武，〈道教對謝靈運及其詩文的影響〉，《北方論叢》，第 224 期（2010

年 6 月），頁 23。 
30顧紹柏，頁 459-460。 
31顧紹柏，頁 123。  



論文 

21 

永拔三界苦。32 

「 靈 鷲 」 為 靈 鷲 山 之 略 稱 ， 原 為 釋 迦 牟 尼 講 經 之 處 ；「 淨土 」， 沒 有五 濁 的 清

靜世界，亦即所謂的極樂世界。「四等觀」，蓋指大乘佛教教義，《維摩經》云：

「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等不等觀菩薩」。「三界苦」，佛教將人間分為欲界、

色界、無色界等三界，三界則有八苦。「若乘」二句是靈運體會佛理，有感而

發 ， 他 以 為 人 若 能 超 越 濁 俗 ， 實 踐 佛 理 ， 當 能 擺 脫 人 世 的 苦 難 ， 登 上 莊 嚴 潔

淨、超拔五濁的極樂世界。 

另一首〈石壁立招提精舍〉中的「四城」、「三世」、「沉照」、「夢幻」、「風

電」、「緣」、「靈鷲山」與「祗洹」，引用了佛教的典故和術語，使得全篇瀰漫

著宗教的情調，正契合詩題佛寺的背景。 

他 同 時 轉 用 佛 家 的 語 詞 來 描 繪 自 然 山 水 的 幽 清 、 空 寂 、 肅 穆 與 靈 奇 ， 淨

化之後的風景分外安詳寧謐： 

白雲抱幽石，綠篠媚清漣。(〈過始寧墅〉)33 

清旦索幽異，放舟越坰郊。……靈域久韜隱，如與心賞交。(〈石室山〉)34 

空翠難強名，漁釣易為曲。(〈過白岸亭〉)35 

密林含餘清，遠峰隱半規。(〈遊南亭〉)36 

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靈物莫賞，蘊真誰為傳。(〈登江中孤嶼〉)37 

同遊息心客，瞹然若可睹。清霄颺浮煙，空林響法鼓。(〈過瞿溪山飯

僧〉)38 

絕溜飛庭前，高林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理。(〈石壁立招提

精舍〉)39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石壁精舍還湖中作〉)40 

異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石門岩上宿〉)41 

「一切諸法，本性空寂」是般若學的宗旨，透過因緣合和所產生的一切事物，

沒有永恆的本體，生滅不停，本質空寂，故稱空或空性。「空」、「幽」、「寂」、

                                                 
32顧紹柏，頁 133。 
33顧紹柏，頁 63。 
34顧紹柏，頁 107。 
35顧紹柏，頁 111。 
36顧紹柏，頁 121。 
37同註 31。 
38同註 32。 
39顧紹柏，頁 162。 
40同註 19。 
41顧紹柏，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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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清」，在屬於般若學的佛經中，隨處可見，尤其是「空」、「清」二字，

更是頻繁。「空」字在靈運的山水詩出現十數次，飄浮的白雲、清澈的溪流、

麗 日 與 行 雲 交 光 互 影 、 秋 水 在 雲 日 輝 映 下 呈 現 的 透 明 感 ， 創 造 了 一 種 佛 教 空

明靈動的高妙意境。 42 

(二)以佛教自然觀入山水詩 

靈運受支遁、慧遠以來佛教自然觀的影響，或者將山河大地視作佛影(道)

的 化 身 ； 或 者 審 視 山 水 景 觀 ， 諦 觀 內 心 世 界 ， 使 山 水 勝 境 與 人 生 的 感 悟 巧 妙

結合，從而表現出生動的理趣。 

慧遠撰〈佛影銘〉，闡明法身無所不在的道理： 

法身之運物也，不物物而兆其端，不圖終而會其成。理玄於萬化之

表，數絕乎無形無名者也。若乃語其筌寄，則道無不在。…………求

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43 

慧遠把法身與道家的自然結合起來，主張「法身」和「道」一樣，運化萬物而

無礙，透過山水的形影，可以體悟神妙莫測的佛理。「法身」雖是無法見聞覺

知的「理體」，佛影體現佛形，佛形體現佛身，「神道無方，觸象而寄」，透過

山水的形影，進能體悟神妙莫測的佛理。換言之，山河大地即佛影的化身。 44 

靈運受到淨土宗始祖慧遠的影響，他在〈佛影銘〉中說： 

望影知易，尋響非難。形聲之外，復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曖景。

匪質匪空，莫測莫領。45 

佛 身 非 色 非 空 ， 非 有 非 無 ， 不 離 形 聲 而 又 超 乎 形 聲 ， 這 正 是 不 落 有 無 二 邊 的

「 般 若 空 義 」， 這 種 「般 若 空 義 」， 使 得 謝 靈 運 面 對 自 然 山 水 時 ， 不 僅 喜 愛 採

用 佛 家 的 語 詞 來 描 繪 自 然 山 水 的 幽 清 空 寂 與 肅 穆 靈 奇 ， 亦 且 把 山 水 萬 象 視 作

佛道的體現，此即慧遠之影響靈運者。 

〈石壁立招提精舍〉云：「敬擬靈鷲山，尚想祗洹軌。絕溜飛庭前，高林

映窗裏。禪室棲空觀，講宇析妙理。」46本來「靈鷲山」為釋迦牟尼講經之所，

而靈運眼中所及之江南名山「石壁山」，化成了他想像中閃耀佛光佛影的「靈

                                                 
42〔唐〕釋元康《肇論疏‧卷上‧序》云：「又如作詩云：『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又『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此復何由可及？」極為讚許這些詩語。見《大正新

修大藏經》（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第 45 冊，頁 162。 
43〔梁〕僧祐撰、〔唐〕道宣撰，《弘明集》《廣弘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卷第十五，佛德篇第三之一，頁 205 中。 
44張滿足，《晉宋山水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9 年），頁 63-66。 
45顧紹柏，頁 360。 
46同註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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鷲 山 」 了 。 庭 前 之 瀑 布 飛 流 ， 窗 後 之 高 樹 掩 映 ， 無 一 不 可 從 中 領 悟 佛 理 ， 故

其 下 續 云 ：「 析 妙 理 」，此 「 理 」 即 是 指 佛 理 。 該 詩 寄 意 於 一 片 清 幽 的 林 泉 ，

使得理趣洋溢而妙化無痕。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云：「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芰荷互相映照、

蒲 稗 彼 此 依 倚 的 情 景 ， 把 因 緣 和 合 的 一 瞬 間 攝 入 詩 中 ， 詩 中 的 景 物 敷 染 著 濃

烈的佛教色彩。 

〔 清 〕 沈 增 植 (1850～ 1922)〈 與 金 潛 廬 太 守 論 詩 書 〉 云 ：「 康 樂 總 山 水 、

莊老之大成，開其先支道林。」稍後的王闓運(1833～1916)，更是直指支、謝

二人「皆禪玄互證」，「風流祖述，正自一家」。(《八代詩選‧跋》) 

另 外 ， 支 遁 色 空 不 二 的 思 想 ， 與 玄 學 將 山 水 視 為 「 道 」 之 化 身 的 理 念 相

近，形成了「即色──遊玄」的藝術結構。這種從自然山水的描寫(即色)，到

對人生玄理的感悟闡發(遊玄)的藝術形式，深深影響謝靈運的山水詩創作。 47 

靈 運 用 他 的 眼 睛 去 觀 察 山 水 的 形 形 色 色 ， 用 耳 朵 去 聆 聽 松 濤 激 湍 的 聲 聲

響響，用觸覺、味覺去感受與體味大自然： 

傾耳聆波瀾，舉目眺嶇嶔(按：聽覺、視覺)。(〈登池上樓〉)48 

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按：味覺、視覺)。(〈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

山，迴溪石瀨，脩竹茂林〉)49 

憩石挹飛泉，攀林搴落英(按：觸覺)。(〈初去郡〉)50 

詩 人 的 觀 賞 視 線 與 描 寫 角 度 ， 總 是 在 山 水 俯 仰 之 間 頻 繁 地 推 移 轉 換 ， 在 對 山

水 景 物 極 盡 一 番 聲 氣 描 摹 、 形 象 圖 寫 之 後 ， 才 從 情 感 及 哲 理 的 層 次 審 視 山 水

景 觀 及 自 我 內 心 世 界 。 簡 單 地 說 ， 謝 詩 往 往 在 即 色 寫 景 之 後 ， 以 議 論 遊 玄 來

結束全篇。他的名篇〈登池上樓〉，一開始描寫「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

的 滿 目 生 趣 ， 篇 末 轉 而 抒 發 「 索 居 易 永 久 ， 離 群 難 處 心 」， 51表 達 高 蹈 塵 外 的

玄思，就是典型的「即色--遊玄」的結構形式。 

五、儒家思想在山水詩中的作用 

                                                 
47支遁認為「色」是現象，「空」是自性，自然的本性不離現象的「色」，強調《般若心

經》：「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根據《世說新語‧文學》注

引《支遁集‧妙觀章》云：「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雖色而空，故曰色

即為空，色復異空。」又參見張滿足，《晉宋山水詩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博士論文（1999 年），頁 187-190。 
48同註 15。 
49顧紹柏，頁 256。 
50顧紹柏，頁 144。 
51同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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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紹柏撰《謝靈運集校注》一書所收的謝靈運詩，開始於義熙八年(412)，

結 束 於元 嘉十 年 (433)， 相 當 於晉 末宋 初 的年 代。 義 熙八 年， 靈 運的 上司 劉 毅

敗 亡 ， 從 此 注 定 他 仕 途 偃 蹇 的 命 運 。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靈 運 的 詩 歌 當 中

佛道思想的成分多於儒家思想。 

儒家出仕思想在謝靈運身上曾有鮮明體現，於其詩文也多有表露。在〈述

祖德〉詩中，謝靈運盛贊祖上先輩品行高潔：「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兼抱

濟物性，而不纓垢氛。」由衷欽慕他們面對危局指揮若定、力挽狂瀾、救民於

水火的超凡能力。最難得的是他們在「拯溺由道情，龕暴資神理」之後，不貪

戀名利，功成而不受祿，恰如歷史上著名的義士段干木、柳下惠、魯仲連等。52 

其 先 祖 謝 安 、 謝 玄 建 立 的 成 就 是 榮 耀 ， 也 是 榜 樣 ， 深 深 影 響 著 謝 靈 運 。

故 早 在 謝 靈 運 踏 入 仕 途 前 的 「 烏 衣 之 遊 」 時 ， 便 已 有 濟 世 之 志 ， 所 謂 「 我 暨

我 友， 均尚同 耻。 仰儀前 脩， 綢繆儒 史」 (〈答中 書〉 )， 53即可 窺斑 見豹。 後

來 他 任 職 地 方 官 時 ， 謝 靈 運 雖 無 重 大 的 政 績 建 樹 ， 但 對 於 民 生 却 有 著 真 心 的

留意和關注： 

小邑居易貧，災年民無生。知淺懼不周，愛深憂在情。舊薔橫海外，

蕪穢積頹齡。饑饉不可久，甘心務經營。(〈白石巖下徑行田〉)54 

將 百 姓 荒 年 生 活 的 艱 辛 歸 因 於 自 己 的 失 職 ， 字 裏 行 間 中 幾 許 愧 疚 和 自 責 。 不

僅如此，謝靈運還積極探索緩解災荒的辦法，提出興修水利工程。「天鑒倘不

孤，來茲驗微誠」，懇請上天庇佑來年五穀豐登。這種考察民生的行為，貼近

民心，頗具父母官的風範。 

然 而 ， 靈 運 表 達 「 濟 俗 為 治 」 的 山 水 詩 畢 竟 只 有 寥 寥 幾 首 ， 不 足 與 佛 道

思想對山水詩的影響等量齊觀，或者也受著山水詩本身的質性所決定吧！ 

六、結語 

謝靈運山水詩含蘊儒釋道等多種思想，雖然，他還是以玄學做為其主體

的人生思想，但實際上沒有一種思想能浸潤他的生命，以致終其一生無法取

得協調統一，這種矛盾衝突的複雜性既造成詩歌張力，也形成理趣上的富艷

之美，為後代詩人在創作山水詩時提供了多種的契機。 

劉 明 昌 說 ：「 若 從 人 生 觀 以 及 處 世 態 度 而 言 ， 如 無 一 堅 定 正 確 之 主 導 信

念 ， 即 會 行 止 失 據 、 寸 步 難 行 ， 不 過 ， 若 就 文 學 創 作 而 論 ， 相 互 矛 盾 所 產 生

                                                 
52顧紹柏，頁 154。 
53顧紹柏，頁 1。 
54顧紹柏，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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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苦 悶 ， 卻 是 詩 人 創 作 中 ， 最 富 有 生 命 力 之 處 。 … … 正 因 靈 運 於 思 想 上 之 複

雜性、多變性，方能產生如此絢爛豐富之作品。」 55靈運藉由「在自由的絕對

創 造 生 活 中 被 象 徵 化 」 的 山 水 詩 歌 ， 深 深 掘 出 心 靈 深 處 的 苦 悶 ， 表 現 人 生 中

的苦惱與衝突，〔日本〕厨川白村說文藝是「人類嚴肅而沉痛的苦悶象徵」， 56

證 諸 學 力 深 厚 卻 無 力 解 脫 人 生 繫 縛 的 靈 運 ， 山 水 詩 傳 達 的 「 混 亂 的 世 界 和 分

裂的人格相互作用」， 57的確是他嚴肅而沉痛的苦悶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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