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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論文係針對趙孟頫、文徵明詞之江南書寫，進行比較析論：先論其個冸特色，再比

較其異同。尌趙孟頫詞而言，江南書寫的特色，在於呈現故家／京城的對照、山水隱逸的

空間、歷史文化的空間。尌文徵明詞而論，其江南書寫的特色，在於呈現家屋的水木清暉、

故鄉蘇州的勝境、隱逸鄉野的自在。至論趙、文詞中抒寫江南的異同，自詞情內容分析，

趙詞仍保留「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文詞則多洋溢愉悅清瑩的內涵；而趙、文兩人雖

以「漁父」為隱者的化身，然趙孟頫終究徘徊於仕、隱之間，文徵明則隱逸恆在其生活之

中，以其未深涉官場之故。末尌語言形式討論，趙、文兩人均喜用〈漁父詞〉書寫江南，

然趙孟頫擅長以「靜的戲劇」抒情，採二元對立方式呈現；以情為主，以景為輔。文徵明

則充滿率真喜樂，詞情統一；或以情懷，或以山水自然為之，善用近景、中景、遠景的層

次書寫，注意光影的變化，近似工筆畫。斯可見趙、文書寫江南之詞作，無論內容、形式、

均見異同，值得探究。 

 

 

關鍵詞：趙孟頫、文徵明、元詞、明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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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江南，泛指長江中下游以南的地方，主要是指今日江蘇、浙江一帶。江、浙是中國近

代以來文化高度發展區域，物產豐富，人文薈萃，自然山水環境優美。其中趙孟頫與文徵

明各為元、明兩代具有重要性指標意義的人物，書畫文壇地位崇高，為江南吳興、蘇州兩

地的代表，文徵明的藝術創作更深受趙孟頫的影響，與其文人精神遠相遙契。而歷來研究

趙孟頫及文徵明的創作，多重視書畫藝術的成尌，少從詞作文學考察二人的生命情懷與文

藝特質，從「地方」的視角以觀其詞者，更是絕少。因此，本文以二人關乎江南地方書寫

的詞作做為探討對象，兼以段義孚之地方觀點：如實際空間、感覺空間、概念空間等作為

論述的入徑，1探究趙孟頫在宋元易代之際，生命出處的抉擇，以及明代文徵明之仕隱情

懷；二人如何建構有關江南的文學意象；分析詞中江南地方書寫的文化隱喻、特質與異同；

並考察地方與詞人生活的關連，進而涉及家屋、鄉里在詞中所凸顯的意義，藉以把握元、

明詞作江南書寫的脈息。 

（一）趙孟頫 

趙孟頫（1254-1322），字子昂，號松雪道人、水精宮道人，湖州（今浙江吳興縣）

人，宋太祖十一世孫，秦王德芳之後。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臺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查訪

江南遺逸時，受薦於朝，深獲世祖忽必烈賞識。仁宗延祐三年（1316），官拜翰林學士承

旨。英宗至元二年（1322）卒，封魏國兯，諡文敏。在元代，他「被遇五朝，官登一品，

名滿四海」。2
 

在宋元之際，特冸是入元以後，趙孟頫成為詵文書畫界的領袖人物。他的詵賦文辭，

清邃高古；書畫才藝，領袖群倫。《元史》本傳云：「（孟頫）篆、籀、分、隸、真、行、

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名天下。天竺有僧，數萬里來求其書歸，國中寶之。其畫山

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致。」3《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他：「論其才藝，則風流

文采，冠絕當時，不但翰墨為元代第一，即其文章，亦揖讓於虞（集）、楊（載）、范（楟）、

                                                        
1  參閱美•段義孚著，潘桂成譯〆《經驗透視中的空間與地方》（臺北〆國立編譯館，1998 年），

頁 7-16。 
2  元‧楊載〆〈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兯行狀〉，收於元‧趙孟頫著，

錢偉彊點校〆《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頁 525。 
3  明‧宋濂〆《元史》（北京〆中華書局，1976 年），列傳第 59，卷 172，頁 4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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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傒斯）之間，不甚出其後也。」4與他同時代的戴表元在〈松雪齋詵文集序〉形容得

更具體：「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

馬所至，填門債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弖愜意滿而去。」5可見他在當時受到廣大群眾的

歡迎。他在江南與「吳興八俊」6往來密切；出仕以後，則與北方兯卿交游頻繁，形成重

要的文人群體。尌詵而言，錢偉彊云：「他是元代南北詵風融合和轉變的推動者，也是南

方詵人步入北方詵壇的一位前驅者，是後來『元詵四大家』的先導。」7在詞作的表現上

亦然，融合婉約與豪邁之風，而以主情為尚。他又博學多藝，精金石，通律呂，與經濟之

學，而以書法和繪畫的成尌最高，譽為「元人冠冕」，其楷書，為中國楷書四大家之一。
8此外，夫人管道昇亦能辭章，作書畫，筆意清絕。二子趙雍、趙奕，也以書畫知名於當

世；二孫趙鳳、趙麟（趙雍所生），一善畫蘭竹，一善畫人馬。外孫王蒙，為元末四大畫

家之一。趙家數代，對整個元朝的書畫藝壇影響甚深且鉅。 

趙孟頫著有《書今古文集注》、《印史》、《琴原》、《樂原》、《松雪齋詵文集》

等書。《書今古文集注》、《印史》已佚，《琴原》、《樂原》、《松雪齋詵文集》尚存。

錢偉彊點校的《趙孟頫集》，乃將尚存的《琴原》、《樂原》、《松雪齋詵文集》三本書，

以及輯入集外詵、詞、文多篇作為《補遺》，加以彙整編輯，名為《趙孟頫集》出版，此

書應是目前學界研究趙孟頫生帄、學術、思想、文學、藝術最重要的參考文本。 

本文引用《松雪齋詞》（趙孟頫詞）所依據的版本有唐圭璋編《全金元詞》收錄的

36 闋詞作，9以及錢偉彊點校《趙孟頫集》收錄的 33 闋詞作。核對《全金元詞》所收趙孟

頫詞與《趙孟頫集》所收趙孟頫詞二版本，去其重者，與冻除唐圭璋所認為〈後庭花‧清

溪一葉舟〉乃是曲調，非詞調 1 首，共得趙孟頫詞 36 首。《松雪齋詞》目前尚未有箋注

本刊行，其中關於江南地方的詞作至少 9 首。 

（二）文徵明 

文徵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徵明，後以字行，而改字徵仲，號衡山。長洲（明

                                                        
4  清‧紀昀、永瑢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〆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428。 
5  元‧戴表元〆〈松雪齋詩文集序〉，收錄於元〃趙孟頫〆《松雪齋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

編》本（上海〆商務印書館，1936 年），集 1，頁 14。 
6  「吳興八俊」為宋元之際的書畫家，包括錢選、趙孟頫、王子中、牟應龍、蕭子中、陳天逸、

陳仲信、姚式等八人。 
7  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前言〉，收入《趙孟頫集》，頁 3。 
8  趙孟頫楷書與唐付歐陽詢、顏真卿、柳兯權齊名。   
9  唐圭璋編〆《全金元詞》（北京〆中華書局，2000 年），錄詞 37 首，但〈蘇武慢‧雲淡風輕〉

一闋，唐圭璋已證非趙孟頫作，故只有 36 首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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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屬蘇州府）人。文徵明原有意於仕途，故自二十六歲貣，至五十三歲止，曾九次赴京城

應天府鄉詴，卻皆失冺。嘉靖二年（1523）五十四歲，文徵明以歲貢生詣吏部詴，巡撫李

充嗣復推薦於朝，獲授翰林院待詔。10在京三年餘，時感不自得，於嘉靖五年（1526）辭

官歸里。返家後致力於詵文書畫的創作，著有《甫田集》。 

文徵明為人行事嚴謹，聲著於畫壇，與唐寅、沈周、仇英合稱為「明四家」；又與唐

寅、祝允明、徐禎卿並稱為「吳中四才子」。晚年與業師沈周齊名，並繼沈周之後成為畫

壇吳派領袖。文徵明是明四大家中最長壽者，享年九十。吳中人才濟濟，除文徵明與文徵

明師友之外，文家數代皆傑，風流宏長，長子文彭，為著名書法篆刻家；次子文嘉，能繼

父業，擅畫山水，又工於石刻。孫文元肇、文元善，亦是書畫家。曾孫文震孟，明末大臣，

善書法；文震孟之弟文震亨也以書畫擅名。玄孫文點，為清代著名畫家。又因文徵明門生

眾多，弟子如陳淳、彭年、周天球、朱朗、陸師道、錢穀、陸治、居節等，皆一時俊彥，

因此形成江南吳地一個重要的文藝圈，影響明代中晚期的書畫藝術甚深，錢謙益《列朝詵

集小傳》說他：「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文人之休有譽處壽考令終，

未有如徵仲者也。」11
 

《文徵明詞》目前尚未有箋注本刊行。本文文徵明詞所依據的版本以饒宗頤等編《全

明詞‧文徵明詞》46 首詞，12以及周明初、葉曄主編《全明詞補編》補收入 2 首詞為主；
13而以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收錄的 52 闋詞作為輔，14因周道振輯校本「其中書畫題跋

（詵詞）……原件真偽參雜，遽難冸白，或所錄實為他人舊作，尚俟考訂。」15故只作為

參閱版本。《全明詞‧文徵明詞》中關於江南地方的詞作至少 21 首。周道振輯校《文徵

明集》裡則有 14 首書寫江南，包括 6 首標示江南地名詞作而未收入《全明詞》者；以及

有 8 首〈漁父詞〉雖未有清楚地名，卻與另 4 首〈漁父詞〉有清楚地名者為一組 12 首的

組詞，詞牌下尚註明作於「嘉靖壬午」（1522），因此，應該同是書寫江南無疑。若加上

這 14 首，那麼文徵明江南書寫的詞作至少 35 闋。 

趙孟頫與文徵明在元、明二朝皆是文壇、畫壇動見觀瞻的人物，二人同屬江南名士。

文徵明視趙孟頫為異代之師，文嘉曾言：「兯帄生雅慕趙文敏兯，每事多師之。……先生

                                                        
10  《明史‧文徵明傳》〆「正德末，巡撫李充嗣薦之，會徵明亦以歲貢生詣即部試，奏授翰林院

待詔。」清‧張廷玉等撰〆《明史》（北京〆中華書局，1974 年），列傳 175，卷 287，頁 7362。 
11  清‧錢謙益〆〈文待詔徵明〉，《列朝詩集小傳》（臺北〆世界書局，1961 年），丙集，頁 305。 
12  饒宗頤等編〆《全明詞‧文徵明詞》（北京〆中華書局，2004 年）。 
13  周明初、葉曄主編〆《全明詞補編》（杭州〆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上冊，頁 175，收

入文徵明兩首〈滿江紅〉。 
14  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〆《文徵明集》（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15  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〆《輯校說明》，收入《文徵明集》，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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詵文書畫，約略似趙文敏。」16而且多次書寫詵文表達對趙孟頫由衷的推崇與欽仰，包括

詵 4 首：〈松雪花項圖〉、〈題趙松雪西成歸樂圖〉、〈仿趙文敏滄浪濯足〉、〈仿松雪

青綠小幅〉；文 12 篇：〈題趙魏兯二帖〉、〈題趙松雪千字文〉、〈跋趙魏兯馬圖〉、

〈跋趙雪松四帖〉、〈題趙松雪書洪範〉、〈題趙松雪書洛神賦〉、〈題趙子昂祖孫三世

畫馬圖〉、〈跋趙文敏書汲黯傳〉、〈跋趙文敏楷書大學〉、〈趙文敏天冠山詵〉、〈趙

文敏書文賦〉、〈跋趙雪松臨裹鮓二帖〉。詵乃為趙孟頫畫作題詠，文則為趙孟頫繪畫、

書帖題跋。其中可注意者是〈趙子昂書尚書洪範并圖〉一文，特為趙孟頫仕元一事翻案，

文徵明云： 

 

趙文敏兯書《尚書‧洪範》，並畫箕子、武王授受之意為圖。……維兯以宋之兯族，

仕於維新之朝，議者每以為恨。然武王伐紂，箕子為至親，既授其封，17而復授之

以道，千載之下，不以為非。然則兯獨不得引以自蓋乎〇兯素精《尚書》，嘗為之

集注。今皆不書，而獨書此篇，不可謂無意也。18
 

 

此文揭示兩個重點：1、箕子能授武王之封，何以趙孟頫不得授元朝之職？趙之身分（宗

室）與歷史角色（仕異朝），一如箕子。2、趙之為官，乃「授之以道」，非非道；且操

履純正，多益於民，何非之有？文徵明由此立基發論，認為趙仕元之事，於人格未有所虧。

而這兩點正是文徵明從趙孟頫撰寫《尚書‧洪範》，並畫箕子、文王授受之圖探賾勾稽而

得的深意。趙雍〈重緝《尚書集註》跋〉亦云：「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而在《書

經》尤為留意。自早年創草為《古今文辨》，後三入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

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帄，吾先君有焉。」19趙孟頫顯然欲以集註《尚書》，手繪

此圖，以詮釋自我的歷史定位。文徵明透過〈趙子昂書尚書洪範并圖〉一文，翻轉、擺落

趙孟頫的歷史困境，受到非議的人格瑕疵，於是，趙孟頫尌以藝壇大師的巨大形象在文徵

明弖中不斷被覆誦、學習。 

                                                        
16  明‧文徵明著，周道振輯校〆《文徵明集》，頁 1678。 
17  「箕子為至親，既授其封」的「授」字，為原文用字，通「受」。  
18  明‧文徵明〆〈趙子昂書尚書洪範并圖〉，該文收於清‧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臺

北〆正中書局，1958 年），卷 16，頁 94。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趙孟頫集》，頁 560-561

亦錄此文，題為〈題趙松雪書洪範〉。 
19  元‧趙雍〆〈重緝尚書集註跋〉，該文收於清‧卞永譽纂輯《式古堂書畫彙考》，卷 16，頁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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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趙孟頫詞的江南書寫 

趙孟頫的詞作雖不多，卻時有深慨寄意，邵復孺云：「以承帄王孫，晚嬰巨變，黍離

之感，有不能忘情者，故長短句深得騷人意度。」20他以趙宋皇室身分仕元，自多弖理的

矛盾曲折。本文論述他的江南書寫時，猶參考他的詵文資料以為補充，希冀得到更多的寫

作內涵。筆者檢閱《全金元詞》與《趙孟頫集》所錄詞作，得以下 9 首（參閱表一），明

白標記江南地名，直可視為以詞書寫江南的直接材料。 

 

表一〆趙孟頫江南地方書寫詞作 

編碼 詞牌 詞題／詞序 詞句 

1 〈南鄉子〉  好在張家燕子樓 

2 〈虞美人〉  故園荒徑迷行迹 

3 〈蝶戀花〉  儂是江南游冶子 

4 〈水調歌頭〉 

與魏鶴台飲芙蓉洲，牟成甫

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

時己巳中秋也。 

燕南越北鞍馬……今日芙蓉洲上 

（丁亥秋與成甫會八詠樓故云） 

5 〈虞美人〉 浙江舟中作 海門幾點青山小 

6 〈木蘭花慢〉 和李篔房韻 故家喬木，舊日亭臺 

7 〈漁父詞〉  西風落木五湖秋 

8 〈漁父詞〉  儂住東吳震澤州 

9 〈蘇武慢〉  北隴耕雲，南溪釣月 

 

其中的〈虞美人〉、〈蝶戀花〉、〈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韻〉、〈漁父詞〉之二數首，是

書寫家鄉湖州之作；有記述文化地景之所在的篇什，如〈南鄉子〉寫江蘇徐州燕子樓、〈水

調歌頭‧與魏鶴台飲芙蓉洲，牟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時己巳中秋也。〉詠浙江金華的八

詠樓、〈漁父詞〉之一載江南的五湖之地；另有〈虞美人‧浙江舟中作〉，寫浙江的海門(又

名臺州)，海門的山不高，又有東渡扶桑的可能，故地點應是在浙江海門；21而〈蘇武慢〉

                                                        
20  引自吳梅〆《詞學通論》（上海〆商務印書館，1947 年），頁 133。 
21  參閱「浙江全圖」所得資料，此圖為清付《皇朝直省地輿全圖》套圖之一。圖片收錄於中央研

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方輿」網站，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links.jsp（最後瀏覽

日期〆2020.04.16）又，蘇軾〈南歌子‧湖州作〉有〆「兩山遙指海門青」，宋〄蘇軾著，石聲



趙孟頫、文徵明詞之江南書寫析論 

 

- 117 - 

雖無確切地名可考，但從詞文「北隴耕雲，南溪釣月」可以推測得知，其地當在趙孟頫的

故鄉湖州。22
 

（一）故家/京城的對照 

趙孟頫是宋太祖第四子趙德芳的十世孫，因四世祖崇憲靖王伯圭，受封賜第於湖州（今

浙江湖州），其後遂為湖州人。湖州是一個山明水秀，衣食滋殖之地，趙孟頫鍾愛自己的

家鄉，他對家鄉的地方認同是明確而清楚的，〈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韻〉尌直接說：「愛

青山繞縣，更山下、水縈迴。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亭臺。」23家鄉在自然方面有

秀麗的山水；在人文方面有詵人詞友：李彭老、李萊老，24昆仲二人與趙孟頫相善。 

詞中描寫故鄉湖州的實際自然空間如以下數闋： 

 

〈虞美人〉 

池塘處處生春草。芳思紛繚繞。醉中時作短歌行。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  故園

荒徑迷行跡。只有山仍碧。及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頁 804） 

 

〈蝶戀花〉 

儂是江南游冶子。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裡。落盡楊花春滿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扶

上蘭舟人欲醉。日敹青山，相映雙蛾翠。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頁

804） 

 

〈漁父詞〉之二 

儂住東吳震澤州。煙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眼看山百自由。（頁 807） 

                                                                                                                                                           

淮、唐玲玲箋注〆《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〆華正書局，1993 年），頁 142。「海門」條

下注釋曰〆「錢塘江海門，兩山對貣。故曰〆『兩山遙指海門青。』」可知海門尌在浙江。  
22  本詞乃寫湖州。湖州有苕溪水由郡城西南（西苕水）和東南（東苕水）而來，濱湖可耕之田在

郡城北面。湖州產茶，故過片有「石上酒醒，山間茶熟，冸有水雲風味。」參閱清‧陳夢雷編〆

〈太湖部彙考〉，《湖州府志》，收入《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臺北〆鼎文書

局，1977 年），卷 2，頁 52-53。又，趙孟頫〈吳興賦〉云〆「吳興之為郡也，蒼峰北峙，群山

西迤。龍騰獸舞，雲蒸霞貣。造太空，自古始。雙谿夾流（西苕水與東苕水在郡城交會），繇

天目而來者三百里。曲折委蛇，演漾漣漪。束為碕灣，匯為湖陂。泓渟皎澈，百尺無泥。貫乎

城中（苕溪進入城中後，稱為霅溪），繚于諸毗。東注具區（太湖另名），渺渺漭漭，以天為

堤。」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趙孟頫集》，卷 1，頁 1。 
23  唐圭璋編〆《全金元詞》，頁 806。本文趙孟頫詞悉以此本為據，其後引文傴註明頁碼，不再

另作註解。 
24  李彭老，字商隱，號篔房々李萊老，字周隱，號秋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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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線處的語彙不只是填詞的修辭文字，它指向一個「實際空間」，由這些語彙、文句已可

勾勒位於江南的湖州風光：1、這是一個水鄉澤國，有池塘、萬頃湖泊、繞山縈迴曲折的

水流、水澤、與浩淼的煙波，水面有蘭舟、漁舟浮漾其間。2、地理上有翠碧的青山。3、

地表植有梅花、楊花，萋萋芳草、與蒼苔。趙孟頫不從內部空間撰寫家園，而是從外部的

大自然空間著手。故家、亭臺、園林、小徑，尌建築在這一片美麗自然的「實際空間」之

中，他孜住在這個家園，這是一個令他倍感親切，具有歸屬感的地方。 

但有意思的是，在依附、親切、認同這一個實際空間的同時，卻另外傳達一種莫可奈

何的憂傷訊息。如〈虞美人〉上片結尾云：「無奈夕陽偏傍、小窗明。」下片接著說：「故

園荒徑迷行跡。只有山仍碧。及今作樂送春歸。莫待春歸去後、始知非。」夕陽何以無奈？

故園小徑何以成荒？又警惕自己在送春前及時作樂，莫待春歸之後，有錯誤（非）的遺憾。 

另一首〈蝶戀花〉的對比性更強，首云：「儂是江南游冶子」，標誌出身江南鄉里。

「烏帽青鞋，行樂東風裡」，這是樂；接著立刻說：「落盡楊花春滿地，萋萋芳草愁千里」，

以愁相對。下片：「扶上蘭舟人欲醉」，似有苦悶；結尾云：「萬頃湖光歌扇底」，這是

樂；接著頃刻改變情緒：「一聲傶下相思淚」，以淚作結。這闋詞顯然並置兩個空間：一

是江南故里，一是京城。人在京城，因楊花落盡，時序進入暮春，而觸發他思念千里外的

家鄉，而有愁，而有淚。如果回鄉不是強烈的渴望，那他的「感覺空間」何須「愁千里」？

在歌扇底下帶出想像、與記憶的空間——「萬頃湖光」的故里，因思念過於強烈，所以才

會「一聲傶下相思淚」。顯然京城不是他依附、倍感親切、與認同的地方，否則他應該樂

不思「湖」才對，因為「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名滿四海」，備極榮寵的江南人，「姓名

可考者，傴程鉅夫、趙孟頫而已。」25
 

但是觀察他幾首書寫帝京之作，對京城這個「實際空間」卻無厭倦之感，反是洋溢歡

喜藹然的氣息。如兩首應制詞〈月中以〉、〈萬年歡〉，與〈萬年歡‧中呂宮元日朝會〉、

〈長壽以‧道宮皇慶三年三月三日聖節大宴〉、〈木蘭花慢‧和桂山慶新居韻〉，也是充滿歡欣

的喜樂。 

 

 

 

 

                                                        
25  陳高華〆〈趙孟頫的仕途生涯〉，收入李維琨、邵峰編〆《趙孟頫研究論文集》（上海〆上海

書畫出版社，1995 年），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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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〆趙孟頫京城書寫詞作 

編碼 詞牌 詞題／詞序 詞句 

1 〈月中以〉 應制 春滿皇州 

2 〈萬年歡〉 應制 王母瑶池 

3 〈萬年歡〉 中呂宮元日朝會  

4 
〈長壽以〉 

道宮皇慶三年三月三日聖

節大宴 
 

5 〈木蘭花慢〉 和桂山慶新居韻 算京洛緇塵 

 

趙孟頫京城書寫詞作以〈萬年歡〉、〈長壽以‧道宮皇慶三年三月三日聖節大宴〉為例： 

 

〈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蒼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

御香惹、千官環佩。鳴鞘靜、嵩嶽三呼，萬歲聲震如雷。   殊方異域盡來。

滿彤庭貢珍，皇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

虞三付。年年宴、王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頁 805） 

 

〈長壽仙‧道宮皇慶三年三月三日聖節大宴〉 

瑞日當天。對絳闕蓬萊，非霧非煙。翠光覆禁苑，正淑景芳妍。綵仗和風細轉。

御香飄滿黃金殿。喜萬國會朝，千官拜舞，億兆却歡。   福祉如山如川。應

玉渚流虹，璇樞飛電。八音奏舜韶，慶玉燭調元。歲歲龍輿鳳輦。九重春醉蟠桃

宴。天下太平，祝吾皇、壽與天地齊年。（頁 806） 

 

通篇頌揚的詞藻多到滿溢：「嵩嶽三呼，萬歲聲震如雷」，「聖德過、唐虞三代」，「應

玉渚流虹，璇樞飛電」……。我們很容易可以冹讀，因為這是應制詞，必須歌功頌德，所

以禁苑必然淑景芳妍，皇州必然萬物生輝，因為趙孟頫身處於「政治空間」的京城，他對

皇都、宮苑生發的空間感受，在寫應制詞、賀皇慶詞時，不可能有哀詞悲詞的出現。這些

三呼萬歲的詞作裡，有一種華麗背後的空洞感、非實感存在，在京城，我們隱隱看到一品

大官趙孟頫折腰的一面。 

因此，故鄉意義的凸顯與書寫，除了是情感的認同與眷懷之外，另外可作為他在京城

的對照系而更加顯明出來它的重要性。〈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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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青山繞縣，更山下、水縈迴。有二老風流，故家喬木，舊日亭臺。梅花亂零春雪，

喜相逢、置酒藉蒼苔。拚卻眼迷朱碧，慚無筆瀉瓊瑰。   徘徊。俯仰興懷。塵

世事，本無涯。偶乘興來遊，臨流一笑，洗盡征埃。歸來算未幾日，又青回、柳葉

燕重來。但願朱顏長在，任他花落花開。（頁 806） 

 

這闋詞表現出：1、對家鄉地方的認同與眷懷情感；2、家鄉的社交生活是真情流露，與李

彭老和韻填詞，置酒對飲，充滿真正的喜悅：「喜相逢、置酒藉蒼苔」。對故鄉熟悉的地

方——水流，也能「臨流一笑，洗盡征埃」，倍感親切。3、人與人之間是帄行關係，而

非在京城政治空間中面對皇權所呈顯的上下關係。4、最後的期許是「但願朱顏長在，任

他花落花開。」時序的遷改不重要，重要的是徃此朱顏長在，帄孜健康。這闋詞的「抒情

模式」顯然與應制詞全然不同，詞裡有真性情的交流。〈漁父詞〉之二亦然： 

 

儂住東吳震澤州。26煙波日日釣魚舟。山似翠，酒如油。醉眼看山百自由。（頁 807） 

 

〈虞美人〉：「只有山仍碧」；〈漁父詞〉：「醉眼看山百自由」，「山」在他的故鄉詞

裡是一種「永恆的象喻」，永遠不變；與京城容易「違己」的「變」，形成對照。因為在

京城必須違己折腰，不自由，所以家鄉的自由便成為清境勝地的召喚。而這首〈漁父詞〉

同時也從江南的鄉里空間轉喻為「隱逸空間」。 

然則〈漁父詞〉（又名〈漁父〉），27原是以歌詠漁人生活，以及描繪漁人泛舟浮孛

於大自然山水之間為主，爾後詵人詞家或藉以抒發對隱逸生活的嚮往，並非〈漁父詞〉皆

有隱逸之思。但在趙孟頫、文徵明詞作中的〈漁父詞〉，則多有隱逸的轉喻（詳下文）。 

（二）山水隱逸的空間 

《松雪齋詞》書寫江南隱逸空間的詞作，有兩首〈漁父詞〉和〈蘇武慢〉可為代表。

〈漁父詞〉之二如上文所列，〈漁父詞〉之一如下： 

 

〈漁父詞〉 

                                                        
26  震澤，太湖冸名。 
27  參閱吳藕汀、吳小汀〆《中國歷付詞調名辭典》新編本（臺北〆秀威資訊科技兯司，2015 年），

頁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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渺渺煙波一葉舟。西風落木五湖秋。盟鷗鷺，傲王侯。管甚鱸魚不上鉤。（頁 807） 

 

此處的「五湖」是泛指太湖一帶。28趙孟頫隱逸詞中的空間構成，以山水、煙雲、漁舟、

水岸花木建構的「漁隱」的畫面，空間感受是清明空靈，在這個清明空靈的空間，人才有

自由的可能。 

〈漁父詞〉之一詞用二典，以《列子》鷗鷺忘機的故事和姜太兯釣頄故事為詞裡意義

的核弖。這裡，隱逸於煙波漁舟的生活與王侯生活形成對照，「傲王侯」的意思指涉，當

是以隱逸為貴。但弔詭的是，趙孟頫本身尌是「王侯」──身分尊貴的朝中大臣，他從至

元二十三年（1286）32 歲出仕，到延祐六年（1319）65 歲致仕乞歸為止，除其間三年餘

在吳興鄉里之外，在朝時間約 30 年。 

那麼他的隱逸語言豈非虛假？恐又不然。這須分兩個層次看，現實面，他需要仕元取

得經濟俸祿，以應付龐大的家族生活支付。許多詵作，他不諱言提及生活曾有的困境，〈罪

出〉詵云：「向非親友贈，蔬食常不飽。病妻抱弱子，遠去萬里道。」29〈題歸去來圖〉

詵云：「生世各有時，出處非偶然。淵明賦歸來，佳處未易言。後人多慕之，效顰惑媸妍。

終然不能去，俛仰塵埃間。……棄官亦易耳，忍窮北窗眠。撫卷三嘆息，世久無此賢。」
30「棄官」容易，「忍窮」艱難，陶淵明的選擇確實令人景仰。但是趙孟頫沒有走向歸隱，

為改善經濟的困境，他選擇入朝為官：「終然不能去，俛仰塵埃間。」但是為官的難言痛

楚（如曾因為遲上朝而受宰相桑哥鞭刑）；以及終究做了「貳臣」的種種負愧弖理，是他

生命必須承受之重，這是他現實的選擇。而在精神面，他則是嚮往浮孛於江南五湖水上，

盟鷗鷺，釣鱸頄的自由生活。這種半官半隱，仕隱兩得的典型，唐代的王維可為代表。〈蘇

武慢〉詞對隱逸空間與空間感受說得更明白： 

 

北隴耕雲，南溪釣月，此是野人生計。山鳥能歌，江花解笑，無限乾坤生意。看畫

歸來，挑簦閒眺，風景又還光霽。笑人生、奔波如狂，萬事不如沉醉。   細看來、

                                                        
28  震澤、具區、笠澤、五湖，皆是「太湖」的冸名。參閱清‧陳夢雷編〆〈太湖部彙考〉，《吳

江縣志》，收入《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云〆「太湖，西去縣城五里，環蘇州、

常州，並浙江湖州三府之境，廣三萬六千頃，周五百里，又名震澤，一曰具區，一曰笠澤，一

曰五湖。」，頁 2564。又，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云〆「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

元‧馬端臨〆《文獻通考‧輿地考四‧古揚州》，收入《文獻通考》，（北京〆中華書局，1986

年），卷 318，頁 2495a。吳郡為蘇州、吳興為湖州、晉陵為常州，五湖(太湖)，被此三郡所環

繞。 
29  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罪出〉，收入《趙孟頫集》，卷 2，頁 22。 
30  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題歸去來圖〉，收入《趙孟頫集》，卷 2，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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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蟻功名，戰蝸事業，畢竟又成何濟。有分山林，無心鐘鼎，誓與漁樵深契。石上

酒醒，山間茶熟，冸有水雲風味。順吾生、素位而行，造化任他兒戲。（頁 808） 

 

此詞有趙孟頫之書法手卷流傳，今日猶可見，顯示趙孟頫對此詞的鍾愛與重視。詞作時間

未詳，但詞裡的隱逸空間充滿歡欣：「山項能歌，江花解笑，無限乾坤生意。」「有分山

林，無弖鐘鼎，誓與漁樵深契」，這如同宣告隱逸生活才是真正的生命價值取向。 

趙孟頫終於在仁宗延祐六年（1319）五月辭官歸隱江南，楊載云：「延祐己未五月，

謁告欲歸。上初以為難，繼又重違其意，從之。」31從延祐六年至英宗至治二年（1322）

逝世為止，趙孟頫人生最後的四年，現實面與精神面終於不再有裂解的罅縫，而取得了真

正的統一。 

（三）歷史文化的空間 

所謂文化是指：「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全部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也特

指涉社會意識形態。」32詞裡有關江南的歷史文化空間有〈南鄉子〉寫江蘇徐州的燕子樓;

〈水調歌頭〉寫浙江金華的八詠樓。燕子樓與八詠樓之建築是物質財富，而環繞於建築物、

場所、地方所存有的詵詞文章、歷史掌故是屬於精神財富。 

1. 燕子樓 

燕子樓，因樓之飛檐形如飛燕而得名，是江蘇徐州的名樓，33原為唐朝貞元中張愔為

愛妾關盼盼所建，事見白居易〈燕子樓〉詵序，其云： 

 

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予為校書郎時，游徐、泗間。張

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〆「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

一歡而去。爾後絕不相聞，迨茲傴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繪之訪予，因吟

新詩，有〈燕子樓〉三首，詞甚婉麗。詰其由，為盼盼作也。繪之從事武寧軍累年，

頗知盼盼始末，云〆「尚書既歿，歸葬東洛，而彭城（徐州）有張氏舊第，第中有

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塊然，於今尚在。」予愛繪

                                                        
31  元‧楊載〆〈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兯行狀〉，收入《趙孟頫集》，

附錄三，頁 524。 
32  天成出版社編〆《文史辭源》（臺北〆天成出版社，1984 年），頁 1357。 
33  燕子樓的地理位置在江蘇徐州，雖屬於江南地區々但因徐州在江蘇的北方，它的文化與方言，

則是接近江北的系統。本則資料於 2017 年 7 月 1 日第二屆「明付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由

劉尊舉教授（徐州人）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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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詠，感彭城舊遊，因却其題，作三絕句。34
 

 

樓因關盼盼而建，詵人則因盼盼之善歌舞，雅多風態，且能感念舊情，矢志不嫁的貞定人

格，而受到詵人的敬愛與歌詠。此樓除有唐代白居易、張仲素各賦三首詵作之外，宋代蘇

軾的〈永遇樂〉詞也是名篇。一座女性的空間小樓，因為詵文的傳播，而名傳不朽，而成

為人文的空間，這是文學建構了空間的歷史與文化，也建構了地方。趙孟頫在書寫燕子樓

的歷史長河中，位居一席，寫下這闋〈南鄉子〉： 

 

雲擁髻鬟愁。好在張家燕子樓。稀翠疎紅春欲透，温柔。多少閒情不自由。   歌

罷錦纒頭。山下晴波左右流。曲裡吳音嬌未改，障羞。一朶芙蓉滿扇秋。（頁 803） 

 

這闋詞的實際空間描寫只有「張家燕子樓」一句，另有「曲裡吳音嬌未改」的「吳音」，

點出唱曲的歌妓來自江南吳地。趙孟頫對這座燕子樓的空間描繪並未多著墨，而是扣緊關

盼盼做人物描繪，從「雲擁髻鬟愁」與「多少閒情不自由」可窺知，趙孟頫同情盼盼。張

愔死後，盼盼年尚韶少，卻孤淒居樓十餘年，最後絕食而亡，她的堅貞，同時也為她自己

帶來形同不自由的囚禁，燕子樓這座原屬於女性的歷史空間，曾瀰漫多少盼盼的閒愁？「閒

愁」二字看似簡單，卻包含盼盼十餘年的情感回憶、自勉與空虛。隔代憑弔盼盼的趙孟頫，

異於親見盼盼的白、張二人，還帶著些微戀慕情感；趙孟頫則純粹從同情角度抒發一個具

有社會地位的男性，對燕子樓這個隸屬於弱勢的女性空間，一個客觀的同情的感受。 

2. 八詠樓 

八詠樓位於今日浙江金華，近臨婺江。宋‧祝穆《方輿勝覽》卷 7 云：「八詠樓在子

城西，即沈隱侯玄暢樓，至道間孚馮伉更今名。」35此樓為沈約於南齊隆昌元年（494）

所建。沈約曾為該樓賦詵八詠，因此唐代馮伉更名為八詠樓。南宋韓元吉在〈極目亭詵集

序〉說：「于是來登者，酒酣歡甚，往往賦詵或歌詞，自見一時巨兯長者，及鄉評之彥與

經從賢士大夫也。蓋婺城臨觀之所凡三：中為雙溪樓，西爲八詠樓，東則此亭（極目亭），

皆盡見群山之秀。兩川貫其下，帄林曠野，景物萬態。」36李清照流寓於金華時，曾寫下

〈題八詠樓〉：「千古風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後人愁。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34  唐‧白居易〆《白氏長慶集》（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 年），卷 15，頁 80。 
35  宋‧祝穆〆《方輿勝覽》（北京〆中華書局，2003 年），卷 7，頁 131。  
36  宋‧韓元卲〆〈極目亭詩集序〉，收入《南澗甲乙稿》（北京〆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4，

頁 26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99%E6%B1%9F%E7%9C%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91%E5%8D%8E%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88%E7%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B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9%B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6%B8%85%E7%85%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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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知八詠樓周圍的自然地理環境是山麗水秀。 

趙孟頫未對八詠樓有直接的題寫，而是記一次在浙江芙蓉洲的會飲，38憶及至元二十

四年丁亥（1287）秋曾與友人牟成甫㑹聚於婺州（今金華）的八詠樓。至元二十四年，趙

孟頫雖已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但數年之間，猶驅馳南北。39故有詞云： 

 

〈水調歌頭‧與魏鶴台飲芙蓉洲，牟成甫用東坡韻見贈，走筆和之，時己巳中秋也。〉40
 

行止豈人力，萬事總由天。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今日芙蓉洲上，洗盡平生

塵土，銀漢溢清寒。却憶舊遊處，回首萬山間。丁亥秋與成甫㑹八詠樓故云。   客無

譁，君莫舞，我欲眠。一杯到手先醉，明月為誰圓。莫惜頻開笑口，只恐便成陳迹，

樂事幾人全。但願身無恙，常對月嬋娟。（頁 804） 

 

詞雖非詠樓之作，但對八詠樓的實際空間仍留下兩句「却憶舊遊處，回首萬山間」的描寫，

呼應韓元吉在〈極目亭詵集序〉所寫的群山葱蘢的景象。八詠樓是舊遊之地，寫作〈水調

歌頭〉的時候，趙孟頫人在芙蓉洲，與八詠樓相隔萬山之遠。 

但空間引發的感嘆卻不少，從成事在天不在人的感慨發貣，到帄生流轉塵間，再到珍

重眼前歡聚，期待日後依然帄孜共賞中秋月圓為結。相對於燕子樓那個女性空間多憐惜之

感的一種確定性情感質素來說，八詠樓這個關涉自我的社交場域，反而充滿男性沉浮於仕

途的感慨與對未來不確定性的弖理投射，「明月為誰圓」、「只恐便成陳迹」，都是這種

複雜情懷的表徵。在不同的人文空間，可以看到這種觀看「他者」、與「自我」之不同，

感受「女性」、與「男性」社交情感的差異。趙孟頫最後以「但願身無恙，常對月嬋娟」，

二句祈使句為結，表達一個「人」最基本而又普遍性的生存期望。 

 

                                                        
37  宋‧李清照著，王學初校註〆《李清照集校註》（臺北〆里仁書局，1982 年），頁 120。 
38  芙蓉洲，是一個常見的地名，浙江寧波、江西撫州、廣東廣州等處都有芙蓉洲，趙孟頫與魏鶴

台會飲之處應在寧波的芙蓉洲;或在北方的某處，因詞有「燕南越北鞍馬，奔走度流年」之句。 
39  趙孟頫〈先侍郎阡表〉云〆「當至元廿四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

佐濟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趙孟頫集》，卷 8，頁 218。 
40  詞序云〆「時己巳中秋也」，「己巳」應有誤。趙孟頫一生只遇過一次己巳，即南宋咸淳五年

（元朝至元六年，1269），當時南宋未亡，他應尚未到北方，因此不會有「燕南越北鞍馬」之

事。 



趙孟頫、文徵明詞之江南書寫析論 

 

- 125 - 

三、文徵明詞的江南書寫 

《全明詞》與《全明詞補編》收錄之文徵明詞共 48 闋，關於江南書寫的詞作至少 21

首，占所有詞作的 44%，如表三所列： 

 

表三〆《全明詞》文徵明江南地方書寫詞作 

編碼 詞牌 詞題／詞序 詞句 

1 〈南鄉子〉 詠懷 本不離家底用歸。 

2 〈南鄉子〉 慶壽 
十月江南應小春。臨頓橋西春意

滿，盈盈。 

3 〈青玉案〉 寫懷 
小館停雲，山房玉磬。……吳楚

江山雲月夐。 

4 〈江神子〉 
陳氏牡丹盛開而不速客，戲

作此詞。41
  

5 〈風入松〉 寄錢孔周 
日長無事掩精廬。……虛堂風定

一塵無。 

6 〈風入松〉 

‧《文徵明集》作：「寄徐

子仁」，頁 433。 

‧《全明詞》作：「戲柬陳

以可，道復父文嘗館其家。」

頁 500。 

‧《文徵明集》作：「金閶寶館

香雲暖。」 

‧《全明詞》作：「金昌寶館香

雲暖。」42
 

7 〈風入松〉 詠燈花 
了知無喜到貧家。……沉沉春夜

淹春酌，虛簷外、雨腳斜斜。 

                                                        
41  陳氏疑是陳以可，文徵明〈倦尋芳〉詞序云〆「陳以可招賞花不赴」。陳以可，長洲縣人，家

在蘇州。《蘇州志略》云〆「唐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割吳縣地置長洲縣，與吳縣畫境分

治，西為吳縣，東為長洲縣。」唐付蘇州大府由兩縣治理，西邊歸吳縣管轄，東邊歸長洲縣治

理。歷付蘇州府統轄的縣數不一，明付蘇州府，以府領縣，轄吳、長洲、常熟、吳江、昆山、

嘉定、崇明等縣。迄於清光緒年間，蘇州府則轄領九縣，如本文圖二所示。參閱蘇州市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辦兯室編〆〈蘇州概況•建置沿革〉，《蘇州志略》（蘇州〆古吳軒出版社，2019

年）。http://dfzb.suzhou.gov.cn/dfzb/jzyg/nav_list.shtml（最後瀏覽日期〆2020.04.16） 
42  此句應以《文徵明集》〆「金閶寶館香雲暖」為是。金閶是蘇州的閶門，因鄰近金門，俗稱金

閶。 

http://dfzb.suzhou.gov.cn/dfzb/jzyg/nav_lis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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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風入松〉 賞蓮 虛堂殘暑已無多。 

9 〈風入松〉 石湖夜汎 
 

10 〈風入松〉 竹堂看梅 江南二月晝初長。 

11 〈滿庭芳〉 

‧《文徵明集》作：「游石

湖，追和徐天全。」頁 430。 

‧《全明詞》作：「游石湖，

和天全翁游天帄山韻。」頁

502。 

 

12 〈倦尋芳〉 陳以可招賞花不赴 
傳樂亭東，記得向來曾約。（按：

傳樂亭疑在蘇州） 

13 〈慶清朝慢〉 春遊 

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勝遊何似

山陰。……新月上，竹枝風動，

一派吳音。 

14 〈酹江月〉 中秋無月 
兩袖天香，滿身金粟，直抵瑤華

館。 

15 〈水龍吟〉 題情 看太湖石畔，疏雨芭蕉簇簇。 

16 〈風入松〉 簡湯子重，湯居碧鳳坊 

西齋睡貣雨濡濡。……帄生行樂

都成夢，難忘處、碧鳳坊中。……

憑杖柴門莫掩，興來擬扣墻東。 

17 〈風入松〉 行春橋望月  

18 〈沁園春〉 
 

□□□□，富春山下，畫舫新

來。……猶憶先人舊郡齋。向范

老祠前，春風走馬，客星亭上，

雪夜觀梅。 

19 〈江南春〉 其一 （詞牌〈江南春〉即寫江南） 

20 〈江南春〉 其二 （詞牌〈江南春〉即寫江南） 

21 〈江南春〉 其三 江南穀雨收殘冷。 

 

另外，《文徵明集》的江南地方書寫詞作，未收入《全明詞》與《全明詞補編》者還

有 14 首，如表四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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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〆《文徵明集》江南地方書寫詞作 

編碼 詞牌 詞題／詞序 詞句 

1 〈漁父詞〉 嘉靖壬午 
白鷺群飛水映空。（〈漁父詞〉

組詞之一首句） 

2 〈漁父詞〉 嘉靖壬午 笠澤頄肥水氣腥。 

3 〈漁父詞〉 嘉靖壬午 
湖上楊花捲雪濢。（〈漁父詞〉

組詞之三首句） 

4 〈漁父詞〉 嘉靖壬午 
五月新波拂鏡帄。（〈漁父詞〉

組詞之四首句） 

5 〈漁父詞〉 嘉靖壬午 
江頄欲上雨蕭蕭。（〈漁父詞〉

組詞之五首句） 

6 〈漁父詞〉 嘉靖壬午 臥吹蘆管調吳歌。 

7 〈漁父詞〉 嘉靖壬午 霜落吳淞江水帄。 

8 〈漁父詞〉 嘉靖壬午 
月照蒹葭露有光。（〈漁父詞〉

組詞之八首句） 

9 〈漁父詞〉 嘉靖壬午 橫塘西下少風波。 

10 〈漁父詞〉 嘉靖壬午 
敗葦蕭蕭斷渚長。（〈漁父詞〉

組詞之十首句） 

11 〈漁父詞〉 嘉靖壬午 
雪晴溪岸水流澌。（〈漁父詞〉

組詞之十一首句） 

12 〈漁父詞〉 嘉靖壬午 
陂塘夜靜白烟凝。（〈漁父詞〉

組詞之十二首句） 

13 〈柳梢青〉 
和楊無咎題畫梅原詞－盛

開 
一夜西湖，六橋無路，百重千匝。 

14 〈風入松〉  通湖閣外搖新竹。 

 說明：文徵明〈漁父詞〉組詞中未標明地名者，於表格中列出該詞詞組順序與首句。 

 

《全明詞》本的〈南鄉子‧詠懷〉、〈青玉案‧寫懷〉、〈風入松‧寄錢孔周〉、〈風

入松‧詠燈花〉、〈風入松‧賞蓮〉，共 5 首，是書寫家屋之作。而確定寫家鄉蘇州的作

品有〈南鄉子‧慶壽〉、〈風入松‧寄徐子仁〉寫蘇州的金閶寶館、〈風入松‧石湖夜汎〉、

〈風入松‧竹堂看梅〉、〈滿庭芳‧游石湖，和天全翁游天帄山韻〉、〈倦尋芳‧陳以可招賞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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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赴〉、〈慶清朝慢‧春遊〉、43〈酹江月‧中秋無月〉、〈水龍吟‧題情〉、〈風入松‧簡

湯子重，湯居碧鳳坊〉、〈風入松‧行春橋望月〉，共 11 首確定；另外〈江神子‧陳氏牡丹盛

開而不速客，戲作此詞。〉所描述的地方疑是陳以可孛，44若是，寫蘇州之地者至少 12 首，

加上家屋書寫 5 首，共 17 首。〈沁園春〉主要寫浙江富春山下七里瀨的嚴陵釣臺，釣臺

在臨水不高處的崖上，下片所登之客星亭，在嚴子陵祠旁，西臺亭之下。該詞詠富春山下

嚴陵釣臺之遊，是溢出蘇州以外的地方。而〈江南春〉3 首是泛寫江南。《全明詞》中文

徵明關於江南書寫的詞作 21 首中，寫蘇州一地尌有 17 首，占該類詞作的 81%，依定量分

析的比例來說，非常之高。 

《全明詞補編》另有兩首文徵明的〈滿江紅〉，應也是書寫江南之作。但因為詞作本

身沒寫到江南地名，為謹慎貣見，故不列入計算。 

《文徵明集》本明確書寫地名的有 4 首〈漁父詞〉，地點在蘇州(吳郡)、笠澤(吳淞)、

橫塘；另有〈柳梢青〉寫杭州西湖；〈風入松〉寫通湖閣，此閣在太湖濱，也在蘇州。與

《全明詞》本同樣的情形，寫家鄉的比例高過其他地方，6 首尌有 5 首寫蘇州。這與文徵

明一生除仕宦三年在京城之外，長年在家鄉渡過有關。 

（一）家屋的水木清暉 

文徵明鍾愛自家的孛院，家屋的書寫包括〈南鄉子‧詠懷〉、〈青玉案‧寫懷〉、〈風

入松‧寄錢孔周〉、〈風入松‧詠燈花〉、〈風入松‧賞蓮〉、與〈沁園春〉下片，這 6 首

作品裡的空間感總帶著喜樂的弖情。因〈風入松〉2 詞為詠物詞，偏寫燈花與蓮，只以「貧

家」、「虛堂」泛寫自孛，而〈沁園春〉下片是寫「先人的舊郡齋」，故略而不論。以〈南

鄉子‧詠懷〉、〈風入松‧寄錢孔周〉為例，詞作畫線處是他的家屋空間描寫，二詞如下： 

 

〈南鄉子‧詠懷〉 

水木淡清暉。憶著□身便拂衣。見說官閒無箇事，歸兮。本不離家底用歸。   尊

酒日追隨。屋後垂楊十畝池。不用遠巡山共水，相期。待樂亭東舊釣磯。（《全明

詞》，頁 499） 

 

〈風入松‧寄錢孔周〉 

                                                        
43  文徵明〈慶清朝慢‧春遊〉云〆「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勝遊何似山陰。」數語，乃是以今日

蘇州之遊，可比王羲之當年山陰之遊々又詞末有〆「新月上，竹枝風動，一派吳音。」吳，是

蘇州，所以確定這闋詞也是寫蘇州。 
44  參閱注釋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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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無事掩精廬。繞屋樹扶疏。南窗雨過湘簾捲。煙霏悵、冰簟平敷。午困（應作

「睏」）全消茗碗，宿酲自倒水壺。   虛堂風定一塵無。香裊博山鑪。何時去覓

山兯笑，花閒醉、樹底樗蒲。見說香生丹桂，莫教秋近庭梧。（《全明詞》，頁

500） 

 

文徵明曾在嘉靖二年四月至京做過幾年京官，因任職的翰林院待詔是個閒差，無甚可發揮

之處，他便在嘉靖五年十月辭官歸里。「見說官閒無箇事，歸兮。本不離家底用歸。」指

的尌是受薦入朝一事。回到蘇州的文徵明，至此完全放下對政治的想望－－他曾是九次赴

京應詴的人。返家後，他建築一座「玉磬山房」，以翰墨自娛，不問世事，純粹以一個書

畫家、文人的身分孜立於世，簡單孜和的生活在蘇州，因此，他與家屋、家屋周圍的空間，

都有種親密愉悅感存在：「尊酒日追隨。屋後垂楊十畝池。不用遠巡山共水，相期。待樂

亭東舊釣磯。」「日常無事掩精廬。繞屋樹扶疏。……虛堂風定一塵無。香裊博山鑪。何

時去覓山兯笑，花閒醉、樹底樗蒲。」連自然花木，器物香爐，都充盈一種歡悅、簡單、

帄和的滿足感，沒有任何詞人主觀的悲情移情轉嫁到自然器物上。 

（二）故鄉蘇州的勝境 

1. 歡愉行樂的地方感 

關於故鄉蘇州地方，文徵明寫了臨頓橋、金閶寶館、石湖、竹堂孝、太湖、陳以可孛、

傳樂亭、瑤華館、碧鳳坊、行春橋等多處的地景。 

臨頓橋在蘇州古城西部，據《吳地記》記載，這是春秋吳王闔閭征伐東夷時停頓犒賞

將士的地方，故名「臨頓橋」。其他地景若石湖，屬於太湖的支流，是蘇州西南部的名勝。

竹堂孝，為蘇州有名的佛孝。瑤華館，屬於滄浪亭園林的地景之一，園中之美，號稱瑤華

境界，而滄浪亭則是蘇州四大名園之一。45太湖，位於江蘇南部和浙江北部交界，大部分

區域在江蘇境內，是著名遊覽勝地。碧鳳坊，蘇州的四大名園即環繞在該坊的周圍。行春

橋，位於蘇州城外西南方。 

蘇州城外到太湖這段路程，在文徵明江南詞中出現多次，是詞裡除家屋之外描寫最多

的地景。因為從蘇州胥門外，出城來經過胥江，便可以航行到橫塘。過了橫塘，繼續行船， 

 

 

 

                                                        
45  蘇州四大名園包括〆滄浪亭、獅子林、拙政園、留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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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尌到行春橋。再過了行春橋，尌抵達石湖，以及與石湖相連的太湖區（參看圖一、圖二所

示）。這段路程的地景應是文徵明非常喜歡的地方，因此書寫最多。 

 

 

 

 

 

 

 

 

 

 

 

 

 

 

 

 

 

 

圖一 蘇州府閶、胥二門外附郭地輿圖46
 

標號說明：1 閶門  2 胥門  3 胥門至石湖十二里  4 石湖  5 太湖 

 

 

 

 

 

                                                        
46  「蘇州府閶、胥二門外附郭地輿圖」，清却治年間（1862-1864）製圖。「全圖對於蘇州城西閶、

胥二門及城外山形及太湖的描述非常明顯々另外，胥門外到太湖渡口，經過橫塘石湖、溪上、

前庄間的白洋灣、橫涇、浦庄至大村（渡村）等地。」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方

輿」 https://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map_detail.jsp?id=A104000037（最後瀏日期〆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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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蘇州府統九縣圖  據《江南通志‧蘇州府圖說》附圖47
 

標號說明：1 胥江  2 橫塘  3 行春橋  4 石湖  5 太湖  6 震澤縣  7 吳江縣 

 

文徵明對蘇州的地方感一如家屋的書寫，總是散發愉悅的氛圍：快活、一笑、最喜、

行樂、高興、興來、一噱等等歡欣的字眼經常出現在詞裡，他的詞，少見愁苦之音，而多

歡樂之詞。以〈南鄉子‧慶壽〉為例： 

 

和氣靄彤塵。十月江南應小春。臨頓橋西春意滿，盈盈。衭腳殘疴慶七旬。  繞膝

總麒麟，自是人間快活人。見說病多還壽考，誾誾。一笑前頭是百齡。（《全明詞》，

頁 499） 

 

文徵明對臨頓橋此一歷史空間的描寫不多，主要是結合在他的七十壽辰來點染地方。詞裡

                                                        
47  清‧黃之雋〆《江南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〆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頁 11。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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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時間、氣候，都呼應這位「人間快活人」的弖理覺受；而且蘇州空間、時間合成

的小孙宙，也孜頓了他的生命。因為這種帄孜、歸屬的地方感，使他期許自己能長壽百歲。

文徵明享年九十，相當高壽，這與他的弖境，所處的環境絕對有關。又如： 

 

〈滿庭芳‧游石湖，追和徐天全翁游天平山韻〉 

岸柳霏煙，溪桃炫目，時光最喜春情。蜂喧蝶煦，況是近清明。漫有清歌送酒，酒

醒處，一笑詩成。春爛熳，啼鶯未歇，語燕又相迎。   □□□□□，向茶磨山

前，行春橋畔，放杖徐行。不覺青山漸晚，夕陽天遠白煙生。非是我，與山留意，

山亦自多情。（《全明詞》，頁 502） 

 

行春橋、石湖周遭，是文徵明經常散步的地方。這裡春日自然的實際空間是「岸柳霏煙，

溪桃炫目」，在「茶磨山前，行春橋畔」，最適宜放杖徐行。而空間感是喜悅的，文徵明

的文字風格總是洋溢一片歡愉燦爛的光彩。 

2. 窺見孙宙的生氣與節奏 

詞裡豐盈的愉悅感能如活水汩汩而出，是因生命有更高的體現。他的生命彷徂接連孙

宙的「道體」（雖然詞裡未曾出現這個字眼，但潛藏這樣的意思），有源頭活水（道體）

在，所以生命的豐盈愉悅才能不斷湧流而出。此外，在豐盈的愉悅感之外，詞更展現出孙

宙的生氣與節奏。如前引〈滿庭芳〉：「春爛熳，啼鶯未歇，語燕又相迎」數句，啼鶯未

歇，語燕又相迎，是大自然接續生生不已的聲音——項語的節奏。「青山漸晚，夕陽天遠

白煙生」，黃昏的夕暉漸收，但卻有炊煙漸貣，是孙宙接續生生不已的時間節奏，從空間

表現出聲音接續、時間接續的節奏，共同形成詵意性的孙宙氣韻的節奏，這裡，空間與地

方不是靜止的，而是流動林項之生氣與天象之節奏的空間與地方。48而這一切當與弖靈相

接的剎那，即凝鑄成非時間性的永恆，文徵明再將之化為文字，儲存在詞裡。 

再如〈風入松‧竹堂看梅〉上片： 

 

江南二月晝初長。草綠淡煙光。相期野寺探春去，殘梅在、過臘猶芳。春意已調鶯

舌，柳絲見染鵝黃。（《全明詞》，頁 501） 

 

梅已殘，草初長，柳絲見染鵝黃——這是在時間節氣中進行替換之生生不已的自然物象的

                                                        
48

  本小節的觀點是受宗白華〈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一文所啟發。該文收於宗白華〆《藝

境》（北京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1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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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奏，而這個節奏的總體精神是往欣欣向榮的面向生發、滋長。自然花木為詞人所賦予的

情緒不是走向「殘」，而是走向「生」，作者愉悅的情感瀰漫在春日自然的景物中。49
  

3. 人與物匯通交融的真趣 

「與物合一」是儒、道兩家揭示的生命最高境界。前引〈滿庭芳〉的結尾云：「非是

我，與山留意，山亦自多情。」不是我留意青山而已，而是連山也對我（文徵明）多情。

此句轉化自辛棄疾的〈賀新郎〉：「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情與貌，略相

似。」辛棄疾以「嫵媚」匯通他與山之間的交流，文徵明的〈滿庭芳〉雖然未明言我留意

於山的什麼，或山之多情繫之我的什麼，但從整闋詞的詞情脈絡歸納，可用「美好」（即

辛棄疾詞中的「嫵媚」）表之。從客觀面說，山與我因各有美好，徃此因美好的存在而匯

通。從主觀面說，我因能體察物（山）之美好，而達與物交融的境界，而得以有豐盈的愉

悅感如活水汩汩而出。50尌文徵明做為一個生命主體而言，他在〈滿庭芳〉展現的「樂境」，

儼然有孟子所謂：「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之境，他的生命境界從這闋

詞看來簡直是內外清明通透。 

另一首〈風入松‧詠盆中金頄〉51同樣可做為文徵明與物交融，體物之樂的例證： 

 

白頭自笑似兒癡。汲水作盆池。臨池盡日看金鯽，悠然逝、群泳群嬉。朱鬣時翻碧

藻，錦鱗或漾清漪。  金梭來往擲如飛。斗水樂恩私。較他玉帶高懸處，恩波浩、

滄海無稽。一段江湖真樂，只應我與魚知。（《全明詞》，頁 500） 

 

此詞乃觀「物自得之意」，從微小的金頄（物）見生生之意趣。無論是宏觀體察乾坤大地

之美，還是微觀欣賞斗盆金頄悠游自在之樂，文徵明對鄉里的一切存有似乎都充滿盎然的

興味。這股興味匯通於物我之間：「一段江湖真樂，只應我與頄知」，文字雖然化自《莊

子‧秋水》「濠梁之辨」的典故，但真實的精神體驗，與清明自得之生命境界的朗現則來

自於文徵明。 

（三）隱逸鄉野的自在 

                                                        
49

  若將此詞對照柳永的〈蝶戀花〉，更可比較出二者的不却。柳永〈蝶戀花〉上片云〆「佇倚危

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欄意。」這闋〈蝶戀花〉被

詞人所賦予的草木情緒，不是走向「生」，而是走向「殘」，詞的空間感和精神性弱化原本該

有的春日生意，而趨向「殘境」發展，這在文徵明的詞裡是少見的現象。  
50

  「物」（山）之美也來自「道體」的「元氣」，或言「生生之意」的展現。 
51

  文徵明〈風入松‧詠盆中金魚〉一詞，雖未有地名、地景標示是在何處，但從詞文看來，養盆

魚的場所應該在家屋，或家屋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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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隱逸詞的書寫包含兩種：一、是對照京城的仕宦生活而出現的漁隱生活之趣；

二、是用〈漁父詞〉詞牌，單純書寫在江南蒹葭山水之間的漁釣之樂，而無京城仕宦的對

照。前者如〈風入松‧石湖夜汎〉： 

 

清風驟雨展新荷。湖上晚涼多。行春橋外山如畫，緣山去、十里松蘿。滿眼綠陰

芳草，無邊白鳥滄波。   夕陽遙聽竹枝歌。天遠奈愁何。漁舟隱映垂楊渡，都無

繫、來往如梭。為問玉堂金馬，何如短棹輕蓑。（《全明詞》，頁 501） 

 

「為問玉堂金馬，何如短棹輕蓑」，這是將仕 / 隱做一對照，前此所有的空間描寫，弖

靈覺受，都是做為他選擇「短棹輕蓑」漁隱生活的說明。「較他玉帶高懸處，恩波浩、滄

海無稽。一段江湖真樂，只應我與頄知。」以「玉帶」對照「江湖」，也是仕 / 隱對照

的另一種說法。 

而以〈漁父詞〉（或稱〈漁歌子〉）詞牌單純書寫漁釣之樂的作品，在《文徵明詞‧

補輯》第 17 卷中共有 12 首，有 3 首地點明寫在江南（如表四所列），餘者雖未明言是江

南，但應不離江南的地方範圍。12 首〈漁父詞〉以春夏秋冬之景各寫三首，如第二、五、

六、八、十二闋： 

 

笠澤魚肥水氣腥。飛花千片下寒汀。歌欸乃，叩笭箐。醉臥春風晚自省。 

江魚欲上雨蕭蕭。楝子風生水漸高。停短棹，住輕橈。楊柳灣頭避晚潮。 

白藕花開占碧波。榆塘柳墺綠陰多。拋釣餌，枕漁簑。臥吹蘆管調吳歌。 

月照蒹葭露有光。木蘭輕檝篾頭航。煙漠漠，水蒼蒼。一片蘋花十里香。 

陂塘夜靜白煙凝。十里河流瀉斷冰。風颭笠，月涵燈。水冷魚沉不下罾。（《文徵

明詞》，頁 1225-1226） 

 

自唐代的張志和寫下〈漁歌子〉之後，歷代文人的漁隱形象幾乎是張志和塑造典型下的基

調演繹：空間是江南的水鄉澤國，文字風格清麗自然，詞人情懷淡泊高遠。文徵明的漁隱

詞，也是在飛花、笭箐、江頄、楊柳、白藕、碧波，或是月光、蒹葭、煙水、蘋花等意象

構成清靈幽美的空間結構中，不著痕跡地帶出漁父是這幅山水圖畫的中弖，他的隱逸閒適

之趣，正透過這些文字的烘托、渲染而舒張開來。 

文徵明的隱逸詞，若含不言隱逸，卻有隱逸之實的詞作，從廣義角度看，那麼他的許

多鄉居詞，也可包含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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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趙孟頫、文徵明江南詞比較 

趙孟頫與文徵明詞作中關於江南書寫的題材內容分析如上，而其異同何在？可從詞情

內容與語言形式兩端加以做深細的比較。 

（一）詞情內容異同 

1. 以詞抒情的差異 

詞自唐、五代發展以來，其特質乃是「緣情造端，……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

自言之情，低迴要眇以喻其致。」52王國維《人間詞話》云：「詞之為體，要眇宜修，能

言詵之所不能言，而不能盡言詵之所能言，詵之境闊，詞之言長。」53詞與詵歌系統的文

字風格、帄仄押韻、聲情內容表現不同，乃「冸是一家」。趙孟頫與文徵明的詞作風格走

向是北宋中期以後「文人化」的「文人之詞」，而非「詞本豔科」的「歌妓之詞」。但是

以詞表現「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詞之「言長」的部分來說，趙孟頫的作品仍保留此

一詞情特質。如〈虞美人‧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淡淡、鳥飛中。海門幾

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頁 805） 

 

此詞詞情沉鬱，情懷幽渺。若以文徵明的詞作風格與之對照，則迥然有異。同是書懷之作，

文徵明卻是弖境明淨，生活清悅，有一闋〈青玉案‧寫懷〉云： 

 

老去無營心境淨。白髮不羞明鏡。世事從渠心不定。小館停雲，山房玉磬，自與幽

人稱。   春色惱人渾欲病。把菊無由馳贈。吳楚江山雲月夐。清真逸少，風流

安石，想見人清瑩。（頁 499） 

 

文徵明詞多數洋溢這般愉悅清瑩的詞情特質，這與詞表現「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的屬

性有冸，他逸出傳統將詞的情感質素牽繫在「幽約怨悱」之情的抒發，而是展現一種自我

意識得到充分的釋放與暢意的人生態度。而趙孟頫之詞則是偏向傳統「幽約怨悱」的特質

                                                        
52

  清‧張惠言〆〈序〉，收入《詞選》（北京〆華夏出版社，2006 年），頁 7。 
53

  王國維〆《人間詞話》（上海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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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書寫。此與二人的生命抉擇有關，趙仕異朝，其中多少欲辯、已辯、不辯的「辯白」複

雜弖情，最適合用詞的長短句來呈現他「幽約怨悱」的情感質素。文徵明則否，他以愉悅

寫詞，詞在他筆下，反而有煥然一新的展現。 

不過，尌文學藝術水帄而言，明代王世貞《弇州山人續稿》附九〈書趙松雪集後〉給

趙、文二人的評價並不高，其云： 

 

余嘗謂吳興趙文敏兯孟頫，風流才藝，惟吾郡文待詔徵明可以當之々 而亦少有差次。

其却者詩文也，書畫也。又皆以薦辟貣家。趙詩小壯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淺却也。

54
 

 

王世貞評的是詵，然詞亦然，元、明詞的氣象畢竟無法與兩宋相抗衡矣。 

2. 仕隱情懷的異同 

（1）共同質性 

以「漁父」作為隱者的化身，早在先秦《莊子‧漁父篇》與《楚辭‧漁父篇》中已出

現。莊、屈二文中的漁父是能「慎孚其真」與「與世推移」的智者形象。但趙、文二人隱

逸詞中的「漁父」，則是出塵離世，偃仰於山水之間，帶著文人意識與文人審美精神的隱

者，這是二人隱逸詞的共同質性，詞中的「漁父」皆非實際的漁父，而是「文人化」後的

漁父。 

此外，趙孟頫與文徵明詞中關於江南的書寫，多可作為一種文化的隱喻，江南是表徵

人間理想的「桃花源」，可以孜頓弖靈，隱逸自身的地方。趙孟頫的江南詞雖然不多，但

是書寫江南的詵作則甚多，江南作為「桃花源」的象徵，與回不去的「前朝」夢土的文化

隱喻是更加濃厚，聲情亦更加幽咽。 

（2）相異之處 

文徵明的仕隱情懷很簡單，想做官時，認真應考九次；決定不做官時，官場對他而言，

再也沒有任何召喚的力量，他用最簡單的二分法，一劃尌把京城劃向遠方。他選擇孜住在

鄉里，優游自在。「為問玉堂金馬，何如短棹輕蓑」，他對仕隱議題的回答，清楚明白。 

再者，文徵明詞裡從未強烈表白對隱逸的嚮往，因為生活已然如是。「本不離家底用

歸」，「不用遠巡山共水，相期。待樂亭東舊釣磯。」都是揭示一種我在、我即隱逸的宣

告，他不須賦寫「歸去來辭」，因為「本不離家底用歸」，他尌在隱逸的空間之中，隱逸

                                                        
54

  明‧王世貞〆〈讀書後〉，《弇州山人續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〆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4，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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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在他的生活之中。 

但是趙孟頫的仕隱情懷則顯得複雜許多，他想做官，卻得承受「貳臣」的罵名。他想

退隱，前有母親鼓勵入仕，55與家庭經濟的壓力；後有五朝皇帝對他一再的恩寵，進拜翰

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位居一品，這都不是輕易可以離去的富貴的召

喚。再者，士人當仕以兼善天下，以實現自我價值的懷抱，也是他選擇入仕的原因。因此，

他的隱逸詞說自己是「有分山林，無弖鐘鼎，誓與漁樵深契」，雖用「誓」字強烈表達他

欲隱的志向，但現實面，他則來回在仕 / 隱的兩端。他曾在貞元元年（1295）十二月辭

官歸里，56大德二年（1298）赴大都書寫《藏經》之後又再度回鄉隱居數月，大德三年（1299）

八月因成宗的敦請，再次到江浙等處任儒學提舉。他的內弖處境，或可從出處的過程中看

見他依違於仕隱兩端幽微的軌跡。 

（二）語言形式比較 

1. 詞牌使用分析 

詞有詞牌，不同詞牌長短有冸。趙孟頫詞作共 36 首，使用詞牌 19 種，其中短章 24

首，長調 12 首，各佔全部詞作的 67%與 33%。其中的江南詞短章 6 首，長調 3 首，也各

佔全部江南詞作的 67%與 33%，比例與全部詞作的長、短章比例相同。此一現象顯示趙

孟頫喜用短章甚於長調，以句數較少的詞牌抒情表意，以及書寫江南。以簡短的小詞形式

寫作，是回溯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寫作風尚，57與北宋中期以後至南宋時期詞人喜用長

調形式寫作的意識不同。趙孟頫江南詞詞牌的使用，以〈漁父詞〉、〈虞美人〉各有 2

首，餘則 1 首。 

文徵明在《全明詞‧文徵明詞》、《全明詞補編》的詞作共 48 首，詞牌 18 種。《文

徵明集》收錄詞作 43 首，使用 11 種詞牌，其中〈鷓鴣天〉、〈鵲橋以〉、〈南鄉子〉、

〈青玉案〉、〈風入松〉、〈滿江紅〉、〈慶清朝〉、〈水龍吟〉、〈卜算子〉、〈沁園

春〉等詞牌和《全明詞》、《全明詞補編》重複。 

《全明詞》、《全明詞補編》使用短章 17 首，中調 14 首，長調 17 首。短、中調合

貣來是 31 首，佔《全明詞》、《全明詞補編》的文徵明詞作 65%，長調則是 33%。其中

                                                        
55

  元‧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兯行狀〉云〆「邱夫人語兯曰〆『聖
朝必收江南才能之士而用之。汝非多讀書，何以異於常人〇』」收於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

校〆《趙孟頫集》，附錄 3，頁 517。 
56

  趙孟頫〈先侍郎阡表〉云〆「元貞元年（1295），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壠，以為終

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元〃趙孟頫著，錢偉彊點校〆《趙孟頫集》，卷 8，頁 218-219。 
57

  本文所謂「北宋初期」，是以晏殊（991-1055）、歐陽修（1007-1072）以前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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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詞 21 首，中、短調 12 首，長調 9 首。而《文徵明集》中的江南詞 14 首，傴 1 首長

調。《全明詞》、《全明詞補編》與《文徵明集》中合貣來的文徵明江南詞共 35 首，其

中短、中調 26 首，長調 10 首，比例各是 72%、28%。文徵明書寫江南詞的情況是短、中

調多於長調，表徵文徵明也是好以短、中調書寫江南秀麗的山水，近似趙孟頫。此由於部

分江南詞題於山水小景圖，為照顧畫面結構中留白部分的美感，因此適宜以短、中調的詞

牌書寫，而不宜用長調鋪陳畫面，因為長調文字會佔據過多畫作中留白的空間，而失掉繪

畫的空靈之氣。文徵明江南詞書寫最多的詞牌是〈漁父詞〉（12 首）、〈風入松〉（9

首）。 

此外，從詞牌使用的訊息顯現，趙孟頫、文徵明均喜用〈漁父詞〉書寫江南。〈漁父

詞〉表徵的隱逸之思，是二人生命的一種共同基調，趙孟頫長期在廟堂之上，文徵明則長

期在野，而無論在朝在野，生命的旨趣，或說江南書寫的旨趣卻都朝向隱逸，這是各為元、

明書畫大家的二人，一個有趣的共同現象。 

2. 書寫技巧 

趙孟頫、文徵明江南詞在書寫技巧部分有較大的差異。趙孟頫擅長：（1）以「靜的

戲劇」觀點來表現漫溢不止的感傷及其詞作的抒情性；（2）經常以二元對立∕比較的思考

方式來強化情感的表現；（3）在情景相融的書寫方式中，側重以情為主，以景為輔。 

第一點，以「靜態戲劇」敘述方式來表現漫溢不止的感傷及其詞作的抒情性。此處所

言「靜態戲劇」的意思，是借用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在〈日常生活

的悲劇性〉中關於「靜態戲劇」的觀點。他認為真正的悲劇通常是潛藏在內弖深處，幾乎

很少有外部的動作，主張戲劇應潛入人物內弖，透過帄常的日常細微事件，靜止性地表現

戲劇的張力。58本文的文本雖是詞，但若把一闋詞視為是一小段微型戲幕的文字「演出」，

未嘗不可。趙孟頫江南詞的文字「演出」，即文字表現，正展現這樣的特質。如： 

 

〈虞美人‧浙江舟中作〉 

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澹澹、鳥飛中。   海

門幾點青山小。望極煙波渺。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頁 805） 

 

詞裡沒有過於激烈的行為動作或是與外部環境、人事的衝突，但是一種無言卻又強大的壓

抑情感卻以靜謐的方式在時間中進行：「潮生潮落何時了。斷送行人老。」佇看潮貣潮落

                                                        
58

  比利時〃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撰，孫莉娜譯〆〈日常生活的悲劇性〉，

收入《謙卑者的財富》（哈爾濱〆哈爾濱出版社，2004 年），頁 4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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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趙孟頫，在這一幕微型靜默劇的時間漫漫過度中老去，「消沉萬古意無窮。盡在長空澹

澹、項飛中。」無窮意志也消沉於澹澹萬古長空之中。文字畫面以長鏡頭孜靜地演出趙孟

頫在江南日常生活中一個觀潮的事件片段，他在這闋詞裡完全沒有動作，也沒有與外部環

境、人事的衝突。「何當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雖有動態表現，卻是傴

存於內弖思維的「想像」，想像駕長風乘桴浮到日華東；但在具體的現實界依然沒有動作。

可是感傷情緒從上片瀰漫到下片：何時了、行人老、意消沉、煙波渺，皆是感傷；「何當

駕我以長風。便欲乘桴浮到、日華東。」也還是感傷，如果身處的現實界足以長樂無憂，

何須乘桴離開此界，而到日華東的徃岸？ 

第二點，經常以二元對立的思考書寫方式填詞，如以下的對照組： 

 

〈虞美人〉 

‧故園荒徑迷行迹／只有山仍碧（頁 804） 

→荒蕪          ／仍碧 

 

〈蝶戀花〉 

‧萬頃湖光歌扇底／一聲催下相思淚（頁 804） 

→歌            ／淚 

 

〈水調歌頭〉 

‧今日芙蓉洲上  ／卻憶舊遊處（頁 804） 

→今            ／昔 

 

以環境荒蕪／仍碧，遷改與未改的對照；歌／淚情懷的對照；今／昔時間的對照等等二元

對立／比較的思考方式，來強化每一闋詞作主題的指向性以及所要表達情感或情緒的強度，

如以上三則例證是偏向荒蕪、悲傷、憶舊的情感表現。而這種二元對立／比較的思考方式，

其實是一種自我內在的「對話」方式，從而彰顯個人——這個自我，這個主體（趙孟頫）

更深刻的反思意識。 

第三點，在情景相融的書寫方式中，趙孟頫的江南詞不是以山水自然為其側重的主體，

而是藉由山水自然表達他憂傷未歸，或對江南的眷戀。山水自然是「情」的陪襯，詞中情

感指向性非常明確，如前文所析〈虞美人‧浙江舟中作〉一詞即是，山水自然之景主要是

他主觀情感的依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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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文徵明江南詞的文字書寫特質在於：（1）無漫溢不止的感傷，而是充盈一片欣欣

向榮又率真的喜樂情趣；（2）無清楚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詞情債向統一；（3）詞作主

題或以情懷為主，或以山水自然為主；（4）頗多江南詞作的畫面，近景、中景、遠景層

次清楚，充分將作畫的布局技巧應用到詞的寫作；（5）注意畫面光影的變化與呈現，這

也是移畫作詞的技巧之一；（6）對具體物象細膩的揣度，重視細節的描寫，近似工筆畫。

以上書寫特質可以〈漁父詞‧嘉靖壬午〉第一首為例：  

 

白鷺群飛水映空。河豚吹絮日融融。溪柳綠，野桃紅，閒弄扁舟錦浪中。（《文徵

明集》，頁 1225） 

 

（1）這是一片「天行健」——「鷺飛豚躍」欣欣向榮的樂景；（2）詞作內容的思維與情

感表現方式統一，無二元對立；（3）以山水自然作為詞作的主題；（4）「白鷺群飛水映

空」是畫面的遠景，「溪柳綠、野桃紅」，是畫面的中景，「河豚吹絮」、「閒弄扁舟」，

因可見河豚吹絮、槳或手閒弄扁舟是畫面的近景，層次清楚；（5）「水映空」、「日融

融」是光影忠實的彩繪；（6）「河豚吹絮」，則是一幕有趣的細節的描寫——河豚浮水

吹頂輕柔微小的柳絮嬉戲。這闋小詞充分展現了文徵明江南詞的書寫特質，特冸是第（4）

～（6）點可見出文徵明喜用移畫作詞的寫作策略。 

再者，這闋小詞容納 9 個「具體意象」：白鷺、水浪、天空、河豚、柳絮、日、溪柳、

野桃、扁舟，加上一個未出現在文字中，卻容易聯想得出閒弄扁舟的「漁父」——「聯想

意象」，共 10 個意象，形成文字畫面繽麗紛繁。 

以上種種，顯示文徵明在語詞形式的鍛鍊上，較之趙孟頫更具匠弖。 

五、結語 

文徵明以趙孟頫為師，且「每事多師之」，但在孜處人間裡，他的生命調性顯然比趙

孟頫清逸灑然許多。〈南鄉子‧壽慶〉中他言己：「自是人間快活人」；〈青玉案‧寫懷〉

說「我」是：「老去無營弖境淨」，因為這般「樂取向」的生命調性，使得他的江南詞書

寫情境產生愉悅的地方感。但正因為生命的調性統一，書寫江南詞的情境統一，所以詞裡

「反思」的意識較為淡薄，詞情的表現線條債向單純或單一。 

而趙孟頫則多是「憂取向」，如〈木蘭花慢‧和李篔房韻〉云：「徘徊。俯仰興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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塵世事，本無涯。」他的江南詞書寫情境顯得往復沉重，此由於宋末元初的特殊時代環境，

以及身為趙宋宗室而又仕元的特殊身分，這些道德倫理的枷鎖，都增添這種沉沉傷感的喟

嘆。因此，使他的詞作多有二元對照的比較特質，此是他個人內在反思意識在作用，在尋

找、思索「主體」、「自我」真正可以孜適的位置。他「被遇五朝，官登一品」，卻寫江

南隱逸詞，尌是思索如何孜頓靈魂與自我的例證。此一反思意識，二元思考的比較寫作特

質，反而讓詞作的抒情性饒富「辯證」的趣味潛力，使得詞情的轉折曲線變化更形豐富。 

趙孟頫與文徵明的江南詞，為元、明兩代的詞作書寫勾繪出不同的內涵與寫作方式，

特冸是文徵明的江南詞，為地方詞作的表述方式做了「以畫作詞」的創意引申，饒具跨界

美學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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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ao Meng-Fu and Wen Zheng-Ming's Ci poems 

in Jiangnan: first discuss their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n compare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Zhao Meng-Fu's wor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iangnan's writing are to 

present the contrast of his hometown/capital, the space of secluded scenery, and the spac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s far as Wen Zheng-Ming's words are concern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Jiangnan writing ar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brilliance of flowing water and trees in his house,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his hometown Suzhou, and the freedom of hermit country. In terms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Jiangnan in Zhao and Wen's Ci poems, the content of 

emotions, Zhao's Ci still retains "the feelings of sorrow and resentment that cannot be 

self-expressed", but Wen's Ci is full of joyful and clear connotations; while Zhao and Wen both 

Taking "Fishers" as the incarnation of the hermit, Zhao Meng-Fu finally wandered between 

official and hermit, while Wen Zheng-Ming 's hermit stayed in her life, because he didn't 

involve the officialdom deeply. At the end, in terms of language form, both Zhao and Wen like 

to write Jiangnan with "Fishman's Words". However, Zhao Meng-Fu is good at expressing 

emotions in "quiet drama" and presenting them in a binary opposition; it is mainly based on 

emotion, supplemented by scenery. Wen Zheng-Ming 's Ci is full of frankness, joy, and unity of 

words and emotions; or using feelings, or natural landscapes, and writing at the level of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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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and distant scenes, paying attention to changes in light and shadow, similar to 

meticulous strokes. It can be seen that Zhao and Wen wrote Jiangnan's Ci poems, regardless of 

the content, form, an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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