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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與五言詩和七言詩相對，六言詩即是以六字為一句的近體詩，劉勰在

《文心雕龍》曾有提及：「六⾔七⾔，雜出詩騷。」1，可見早在《詩經》時

期，已有六言之詩出現，然而終究未如七言五言之詩盛行，究其原因，可能是

由於寫作上的困難，洪邁在《容齋隨筆》卷三中指出：「予編唐⼈絕句，得七⾔

七千五百首，五⾔⼆千五百首，合為萬首。⽽六⾔不滿四⼗，信乎其難也。」2

然而單是《山谷詩集註》中所載的山谷六言之作，就高達六十一首，山谷六言

不單創作數量甚巨，且題材眾多。南宋劉克莊在《本朝絕句續選》中說道：「六

⾔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妙巧過之。」3黃庭堅的創

作對六言詩的發展尤關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宋人提及六言詩，多談絕句，在

本文所研究的 61 首六言詩之中，六絕佔 57 首（93.4%），非六絕僅有 4 首，故

可視六絕為宋代六言主流詩體。 

黃庭堅銳意創新，自已更直言「隨⼈作計終後⼈，自成⼀家始逼真」4，

六言詩在寫作上的困難和限制，反而提供了大量創作空間予黃庭堅，使他得以

因難而見巧，遇險而出奇，自已的詩法更臻完善。 

 

過去有關黃庭堅六言詩的研究，往往集中於格律和用韻上的創新，而忽略

他在哲學思想上的成就，蘇軾喻黃庭堅「⼀飯在家僧」、5，黃庭堅亦自言：「似

僧有髮，似俗無塵」6，在他的六言作品中亦多見禪意與禪韻，故本文以《山谷

詩集註》為限，探詩黃庭堅六言詩與禪的內在關係，以一窺山谷六言詩別出新

奇之處。 
 
 

 
1
 ［南朝］劉勰著，黃叔琳註《文心雕龍》（臺灣：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頁 692 。 
2
 ［宋］洪邁著，沙文點校，《容齋隨筆》（容齋三筆卷十五），（南京：鳳凰出版社，

2009），頁 380。 
3
 ［宋］劉克莊撰，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96。 
4
 ［宋］黃庭堅著，黃寶華選注，《黃庭堅選集》，（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1），頁

103。 
5
 ［宋］蘇東坡著，《蘇東坡全集》第一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252-253。 
6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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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據左東岭（2014）所述文學思想史研究方法進行研究。7因此，在

此過程中盡可能還原山谷在書寫六言詩時的際遇，聯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對其的

影響，探求山谷對六言寫作的看法，以及其作品中展露出的書寫傾向。 

 

本文主要探討三個問題：黃庭堅之六言詩創作有何特點？他為何選擇在六言

詩中加入禪典或禪韻？禪宗思想如何拓展六言詩的表達空間？ 

 
三、文獻回顧：	
	
（i） 六言詩研究	
	
林于弘（2002）8、張明華、王啟才 （2006）9皆有探討六言詩的起源，他們

引劉勰等人的說法，認為六言詩由《詩經》、《楚辭》演化，於唐朝慢慢形成趨

形，並盛於宋朝，然並沒有針對宋代六言詩定義進行研究。 

 

李蓉在（2015）進行了〈南宋六言詩研究〉，據他統計北宋時期（960-1126）

的六言詩共有六言作品 471 首，包括偈頌類作品 95 首。他亦指黃庭堅六言創

作數量眾多，更將題跋書畫、參禪論佛、評詩論藝等文人化題材創新引入，豐

富了六言詩歌的內涵。10 

 

錢志熙（2016）指出，六言詩的特點在於「韻」，他形容六言詩「節奏有如

《論語》中描寫曾點停⽌鼓瑟的情形：『鼓瑟希，鏗爾。』」而這種「鏗鏘餘

響」，令六言詩具有特殊的節奏美感。11 

	
	 	 	前人研究，指出了六言詩在音律方面的特色，亦肯定了宋朝和黃庭堅在六言

 
7
 左東岭，〈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再思考〉，收入《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四期，

2014，頁 17-24。 
8
 林于弘，〈黃庭堅六言詩初探：以山谷詩內集為例〉，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

刊》，2002，頁 85-92 。 
9
 張明華、王啟才 ，〈黃庭堅與六言詩在兩宋之際的發展與變化〉，《滁州學院學報》第八

卷第二期，2006，頁 1-5。 
10
 李蓉，〈南宋六言詩研究〉（安徽:安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 
11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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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發展上的關鍵作用。	
	
（ii）有關黃庭堅創作特色的研究	
 

林于弘（2002）分析了黃庭堅六言詩的創作特點，他指黃庭堅六言作品以

蕭瑟的覃韻和凝重的真韻為主，究其原因應與黃庭堅多次被貶的經歷有關。12	
王秀雲（2015）13主張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與王安石的六言創作有關。涂紫璇

（2020）〈黃庭堅六言詩之新變及其影響〉，針對黃庭堅的六言寫作風格特色進

行研究，焦點有二：一是黃庭堅在平仄和節奏上的創新；一是關注黃庭堅的六

言題畫詩創作。雖在選題上與本文相近，然寫作方向大有不同，其主要延續前

人在黃庭堅於六言詩上格律的新創進行研究，亦關注了人物交遊對於黃庭堅六

言詩創作的影響，然未有指出黃庭堅六言創作中明禪典、見禪理的特色，亦沒

有將六言創作與黃庭堅生平進行扣連。錢志熙（2016）在《黃庭堅詩學體系研

究》對於山谷的六言詩創作有較為詳盡的書寫。對於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動機，

他認為有兩個原因：⼀是由於元佑詩壇競藝，炫奇之風甚盛，六絕也被作為⼀

種特殊的、帶有遊戲味道的詩體來運用。所以元佑一期，六言詩的創作數量大

幅上升，山谷在這個時期大量創作六言詩，為他之後建立自已獨特的六言風格

建立基礎；二是緣襲了以王維為首的唐人六絕風格，延續其有關方外之情的書

寫，以近於閒逸、孤峭的 情調，譏諷俗事。他肯定了山谷的作品能「寫禪境」、

「明禪理」，認為這是對唐人正宗、本色的進一步發展，更指出六絕「冷淡孤

峭」的情感特點，能助展述「黃庭堅所說的那種意中有所不平，寄之呻吟調笑

⽽胸次釋然」，他形容黃詩體現了一種智的詩性。14 

 
前人有關黃庭堅的六言詩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格律句法上的創新，以及

與王安石的創作風格關係上，錢志熙對黃庭堅六言詩的創作風格和特色有較為

完整的討論，亦有略述其中兩首禪詩，指出黃庭堅「寫禪境」、「明禪理」的

特色，惜無梳理黃庭堅六言詩創作歷程與生平經歷的關係，對於他各階段的寫

作傾向變化、主題討論亦未有談及。 
	

 
12
 林于弘，〈黃庭堅六言詩初探：以山谷詩內集為例〉，收入《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館

刊》，2002，頁 85-92 。 
13
 戴琳琳，〈暗流之下：黃庭堅與王安石詩文的內在關係〉，收入《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第

二十卷，2019，頁 61-69。 
14
 同上註，頁 327。 



 5 

1. 有關黃庭堅詩與禪內在關係的研究	
	
    商海鋒（2018）圍繞黃庭堅在元𧙗年間以香為題的詩作進行研究，他指出

黃庭堅通過香詩，確立了焚香參禪之關的關係，對宋代禪學及日本香道產生深

遠影響。他的研究對黃庭堅詩作中的禪學思想作出了較為深入的探論。 

	
2. 黃庭堅與禪宗的淵源 
      

黃庭堅詩中多見禪意，究山谷與禪宗的淵源，可追溯時代影響和家世背景

兩方面。 
  

關於宋代詩學中的禪學思想，前人多有探論，周裕鍇（1998）指宋代士大

夫禪悅之風由熙寧（1068-1077）始風靡朝野，大批士大夫加入參禪隊伍，他認

為這一現象的成因，是因禪學能彌補儒學在個人精神思想修養上的缺失，加上

士大夫在官場上受挫，故在禪悅之中尋求解脫，更助長了宋代「以文字為詩」

的詩風。15黃庭堅出生於 1045，正是禪宗大盛的年代。 

 

    而據《年譜》所考，黃庭堅的祖母劉氏（人稱仙源君）對他在參禪學道誕

有深遠影響，按呂本中《東萊呂紫微師友雜誌》云：「范元實嘗謂黃魯直禪學於

祖母仙源君，日，魯直參禪高於別人，仙源君言如汝所言，除是有兩個佛

也。」16 

   從當時禪宗大盛的背景，到黃庭堅家世淵源，到可見禪宗思想對黃堅庭的深

厚影響，加之後期他與蘇軾等人的交遊，亦啟發了他對禪宗的感悟理解，故山

谷作品中出現禪語、禪典，甚至「以詩通禪」，都是事出有因。 
 
四、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 
（i）創作概況： 

 
15
 周裕鍇，《文字禪與宋代詩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 4。 
16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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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黃庭堅六言創作概況（按年） 
 

本文以《山谷詩集注》17中所錄六言詩為基礎，配合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

新編》18，按年排列後整理出圖表一，共錄山谷六言詩 27 題，61 首。其中有六

言絕句 57 首（93.4%），其餘 4 首，分別是六言古體詩〈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

首〉與六言律詩〈戲呈田子平六言〉，皆收錄於《外集》之中，因此《內集》中

六言全為絕句。《內集》為山谷自編，故《內集》作品應優於《外集》，可見山

谷亦視六絕為宋代六言正體。 
 

從上表中，可見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在數量和時間趨勢上有以下特點： 

 

第一，往往一題會創作多首作品。如〈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次韻石七

三六言七首 〉等。 
第二，創作時間並不連貫，如元豐到元𧙗年間的六言創作存在四年間距，元

𧙗後到紹聖年間的創作又隔了五年時間。 

第三，從創作數量的區間，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期（元豐三年至元豐四

年）、第二期（元𧙗元年至元𧙗三年），第三期（紹聖元年），第四期（元符二年

至崇寧元年）。 
 
此外，針對黃庭堅的生平經歷和六言詩創作關係，本文亦進行了梳理（見表

格二），因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新編》並沒有收錄詩作內容，而其詩作出處與

 
17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3）。 
18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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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詩集注》偶有衝突，故詩作內容及出處收錄自《山谷詩集注》，年份及生

平經歷則以《黃庭堅年譜新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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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黃庭堅生平經歷與六言創作） 
 
   表格二共錄山谷六言 61 首，其中收錄於《內集》者 41 首，佔全部作品的

67%，有引用禪宗典故者 13 首，盡數收入《內集》之中，換言之內集六言詩中

有引用禪典者佔 31%，基於每首作品主題均有不同，其禪典出現的頻率並不算

低，而且其盡數收入《內集》之中，《外集？六言作品，反而未見禪典的出現，

故此產生一個問題，禪典是否有助提升六言詩韻味？此問題於下節再詳細討

論，先概括一下黃庭堅六言創作趨勢： 
 
元豐時期，是黃庭堅創作六言詩的起點，作品多為題、贈之作。黃庭堅的六

言詩創作始於元豐三年（1080），在烏臺詩案（1979）發生後的次年，黃庭堅因

受牽連，知吉州太和，途經舒州時，見王安石六言舊作有感而發，寫下〈題山

谷石牛洞〉，其中流露出對官場的厭倦和自己暫時不想放棄的理想。 

  
到了元𧙗時期（1086-1094），來到了黃庭堅六言詩創作的巔峰，共計創作十

一題二十四首。題材上亦比較多元化，有關於香的〈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二

首 〉、不少次韻作品如〈次韻韓川奉祠西太一宮四首〉 、和蘇軾的唱和〈子瞻

繼和復答二首〉、亦有題畫之作如〈題鄭防畫夾五首〉。 
 
紹聖年間，蘇、黃再次遭遇仕途上的打擊，重展貶謫之途，作品僅有在紹聖

元年寫下的〈寂住閣〉與〈深明閣〉兩首，在政治困境與風雲四起的局勢之

中，寄住寺廟的黃庭堅深深流露出人生如夢似幻、生死無常之感。 
 
元符、崇寧年間，耳順之年的黃庭堅仍不懈地創作，共寫下作品八題二十八

首，作品多為贈答之作，雖然題數不多，但每一題下都有數首作品，創作己臻

圓潤精煉。人到晚年，作品亦流露暮色，除了在〈和東坡送仲天貺王元直六言

韻〉 流露出對亡友的思憶之情「九原埋此佳士， 百草無情自春。」其他作品的

也見自傷之句，〈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 〉 其三「老喜寬恩放去， 心似驚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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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其七「女憂鬢髮盡白， 兄嘆江船未歸。 」此外，更將人生感悟贈予後

輩，〈贈高子勉四首〉 中「文章瑞世驚人， 學行刳心潤身。」、「妙在和光同

塵， 事須鈎深入神。 」、「拾遺句中有眼， 彭澤意在無絃。 」抒發自己對行

文求學，為人處事的看法。 
 
    縱觀黃庭堅的創作歷程，不難發現他的創作數量與政治環境有很大的關

係，在政治環境較寬鬆的元祐年間，創造數量最多，題材亦相對多樣化，政治

環境較為動蕩的元豐、紹聖年間，作品數量馬上銳減。 
 
五、黃庭堅的六言禪詩 
 
（i） 黃庭堅與六言禪意詩初遇：元豐時期 
	

山谷在元豐時期的書寫，有別於前期類唐人的寫法，開始發展出自已獨有的

詩風，白政民（2001）指：「⼭⾕在元豐年間形成自已獨特的詩法，并且在法中

求新變化，求自由。」。19可見他從此時開始已著意不學前人，六言詩作為一種

「難工」的體裁，其中正有大量的發展空間，而啟發他進行六言書書寫的正是

王安石。 
 
按鄭永曉（1977）在《黃庭堅年譜新編》中所載，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始於

元豐三年（1080），正是烏臺詩案（1979）發生後的次年，黃庭堅因受牽連，知

吉州太和，途經舒州時，見王安石〈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有感而發，寫

下〈題山谷石牛洞〉。20 

 

按王安石自注，〈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乃「見李翱習之書」21後作，

黃庭堅則是「見荊公詩後擬作」。黃庭堅的〈題山谷石牛洞〉與王安石〈題舒州

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在空間的維度上是重壘的，兩人亦同有致敬前人之意。此

次亦為黃庭堅首次六言詩的書寫。 

 
19 白政民，《黃庭堅詩歌研究》（寧夏：寧夏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68 。 
20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 93-96。 

21
 〔宋〕王安石著．李壁箋校 高克勤點校：《王荊文公詩箋注》 （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10），頁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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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舒州⼭⾕寺⽯⽜洞泉⽳〉22王安⽯ 皇祐三年

 

〈題⼭⾕⽯⽜洞〉23黃庭堅 元豐三年

 
	
	 	 	王安石筆下水冷山靡的外在環境和他所求不得失望心境，引起了黃庭堅的共

鳴，黃庭堅當時正歷貶途，在官場上並不得志，他在政治上建功立業的追求得

不到滿足，他對王安石的心情深有同感，故有感而作亦不出奇。但他的作品，

脫離了王安石淡然哀愁的基調，反而充滿了理性。	
	

首句以「無心」入題，以「無心」之說應窮源不得荊公惆悵，因「司命無心

播物」故不必窮源，若苦求源頭，則執迷著相，不得解脫，「無心」句除了應

「司命」之典（舒州有九天司命真君祠），亦可應《六祖壇經》〈機緣品第七〉

中的典故：汝但⼼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24之說，接後句

「祖師有記傳衣」，不單能描寫出山谷寺的三祖僧璨大師塔，任淵注：《傳燈

錄》，「外付袈裟，以定宗旨。……衣傳不旨，法周沙界。」25的典故。面對王安

石欲窮源不得的惆悵，黃庭堅選擇以禪宗的智慧去化解，人生的悲苦，不過是

世人過於執迷，若能得禪宗思想，懂得從精神上放下執念，官場上的失意亦不

足以介懷，故他最後表明自己「倦而猶飛」的志向，即使心力疲勞，亦願堅持

在此道上的追求。 

 

	 	官場上的失意，啟發了山谷在禪宗的思想上尋求解脫，而他當時處於的時空

環境，亦促使了此事：在時間上，他正處貶途，處於人生低谷；在空間上，他

處於山谷寺旁，又受王安石之作所啟發。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都促使了他在禪

宗思想方面的探求。	
	

 
22
 同上註。 
23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3）〈內集〉卷一，頁 16。 
24
 〔宋〕慧能著，李申釋譯，《六祖壇經》（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25
 同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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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收入山谷詩內集中，劉克莊指：「其（黃⼭⾕）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

者。」26 內集中是山谷較為滿意的作品，此次遊歷山谷有七絕之作〈題山谷大

石〉及七律〈書石牛溪旁大石上〉27但只收入外集之中。 

	
此作品在體制上別出新奇，在內容上則融入禪典禪理，兩方面均在山谷的創

作生涯中有所創新突破，反映出山谷在詩學上精益求精、別出新意的自我要

求。	
	
同年，山谷再有兩首六絕作品〈題灊峰閣〉、〈次韻公擇舅〉，次年有六言古

體詩〈效孔文舉贈柳聖功三首〉由元豐五年至元豐八年，山谷再無六言作品。	
	
（ii）	 黃庭堅六言詩創作的巔峰：元祐時期	
	
揮別元豐年間，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在元𧙗年間達到高峰，在 1086到 

1094 年間一共創作了六言詩十二題二十七首，創作題材多樣，詳情如下： 
	
	

 
26
 ［宋］劉克莊撰，辛更儒箋校，《劉克莊集箋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4023。 
27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742-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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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三：黃庭堅元𧙗年間六言詩創作） 

 
從上表可見，元𧙗年間黃庭堅的六言詩創作爆發了蓬勃的生命力，有以「香、

禪」為題的作品四首、感懷荊公之作十首、題畫及題書法作品詩八首、贈友、

唱和詩五首。無論在作品的數量，還是題材的廣度上，都到達了他生命中的高

峰。較之唐人六言詩多寫田園風光之作，山谷明顯地拓展了六言詩的寫作題

材。同時，全部作品都能見到他朋友的影子，不是贈答，就是次韻作品，亦反

映了交遊對詩學創作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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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詩	
 
從其中的幾首香詩中，能窺見黃庭堅詩中用禪典、明禪理的特色。周裕鍇

（2011）指出：「香禪」的代表⼈物首推黃庭堅，這不僅在於他自稱有「香

癖」，⽽且在於他對聞香作出參禪⽅面的提升，使普通的⽣活癖好與身⼼修⾏完

美地結合起來。28 

	
商海鋒（2018）曾針對元𧙗年間黃庭堅 18 首以「香方」為主題的詩進行了

深入的研究，他指出：「表格中的五首香詩」29結構上驚⼈⼀致：所有上聯皆是

焚香的意象化，下聯皆是參禪的詩化。……從宗教實修的角度來看，⼭⾕香詩

真正的創作目的是要確認焚香、參禪的對應關係，確立通過焚香⽽來參禪的禪

修新法。30 

在上述提及的作品中其中的兩首六言詩，非常巧妙地將「香」與「禪」互相

結合：	

〈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首 〉31其⼀

 

〈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首〉其⼀

 
  

二首皆與「帳中香」有關。在第一首中，按任淵注，「香螺沉水」都是香

 
28 周裕鍇，〈「六根互用」與宋代文人生活、審美及表現〉，收入《中國社會科學》2011，頁 146。 
29 五首香詩：一、〈有惠江南帳中香者戲答二首〉二、〈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 二首〉三、〈賈天

錫惠寶熏乞詩予以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十字作詩報之（十首其一）〉 四、〈導王炳之惠石香鼎〉 五、

〈謝曹子方惠二物（二首其一）〉 
30 商海鋒，〈「香、禪、詩」的初會-從北宋黃庭堅到日本室町時代「山谷抄」〉，《漢學研究》第三十六卷，

2018，頁 73-109。 
31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一（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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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故首句言及調香材料與方法，次句即點出此香來歷，仍是源自江南李主帳

中香。第三句是描繪出香燃燒時的意態——「⼀穟黃雲繞⼏」——超脫於凡俗

的情態勾起作者的禪思，使其進入禪定的狀態，得以「深禪想對同參」。「深

禪」按任淵注應《法華經》：「皆得深妙禪定」32之意，足見焚香深深啟發作者

在禪定上的修行，而「同參」按任淵注曰應解讀為一同參悟禪理之友33。可見

焚香中獲得啟發的並不只黃庭堅一人，而是眾人皆得之法。 
	

〈有聞帳中香以為熬蝎者戲用前韻 ⼆首〉其⼀即沒有再提及香方本身的制

作或焚香場景的具體描寫，而是針對「香」與「臭」此兩句概念進行書寫，按

任淵注此處化用了《呂氏春秋》：⼈有⼤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無能與居

者，自苦⽽居海上。海上⼈有悅其臭者，晝夜隨之⽽弗能去。34的典故，指出

人對於香臭各有不同的喜好，並沒有劃一的標準，以自嘲其有「香癖」。而「天

⽣鼻孔司南」就雜用了禪宗《傳燈錄》中的典故，䝄問︰嬰兒未出生時，鼻孔

在何處？普願禪師回答：父母把嬰兒生下來了，鼻孔又在何處？35其中討論

的，不是真的鼻孔，而是「佛性」的問題，䝄的問題，問的是人與生俱來之性

（即佛性）到底從何而來，而禪師的回答，以截斷水流之法，引導他體悟佛

性。而第三句任淵注「香嚴本寂」，化用了《楞嚴經》中的典故： 

	

香嚴童⼦白佛⾔：見諸比丘燒沉⽔香，香氣寂然，來⼊鼻中。我觀此氣，非⽊

非空，非煙非⽕，去無所著，來無所從，由是意銷，發明無漏，如來印我，得

 
32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68。 
33
 同上註。 
34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第

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69。 
35
 〔宋〕道原著，顧宏義譯注，《景德傳燈錄譯注》（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 年），

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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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嚴號。 

 
香具有「非煙非火，非木非空」的特性，介乎於真實和虛幻之間；去無所

著，來無所從，既沒有過去，亦沒有未來，故謂之香氣「寂然」。香嚴童子因從

香嚴中得阿羅漢，阿羅漢有「無生」之意，超脫生死輪迴謂無生。黃庭堅以鼻

聞香，印證「香嚴本寂」之理，既從香嚴中得悟無上佛法，那就不必苦修，與

一眾僧言論道、遍歷參訪天下善知識。 
 
此兩首六言詩，前者描述焚香的情態，通過焚香之舉達到參禪之悟，由物質

層面超脫至精神層物；後者引用經典，討論「香」與「禪」在哲學上的關係，

指出了「香嚴本寂」的本性，香本身即蘊含禪理。黃庭堅通過此兩首六言詩，

論證「香」與「禪」之間的哲學關係。 
	
	 	 	從中可見山谷對於禪宗典故非常熟悉，他把《傳燈錄》等禪宗經典順手拈

來，融入詩中，他對於其中禪理的體會非常深刻，故不受限於前人的理解，而

是出乎自覺，洞悉到香味背後與佛性的聯繫，將士人所焚的「帳中香」與佛經

中的「沉水香」扣連起來，令參禪學道這一精神修養與他的個人愛好焚香結

合，把焚香之舉提升為參禪的一環。	
	
感懷荊公之作	
	

山谷第二次受王安石啟發而寫下六言詩，在元祐元年（1086），兩人已陰陽

兩隔。此次寫作，按《山谷詩集註》所載：七月初，山谷與蘇軾、韓川等遊覽

京西南郊之西太一宮，見王安石所作題壁詩二首。時王已不在人世，而其所創

立之新法亦廢除殆盡，感慨系之，遂和詩數首。蘇軾同樣參與創作。36	
	

〈題西太⼀宮壁⼆首〉王安⽯ 熙寧元年

 

 

 
36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卷

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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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韻王荊公題西太⼀宮璧⼆首〉黃庭堅 元祐元年 1086

 

〈西太⼀見荊公舊詩，偶次韻⼆首〉蘇軾 元祐元年 1086

 
 

三人同遊西太一宮，同以「酣」、「南」、「西」、「迷」作韻，但三人各具風

格，而山谷與荊公風格較似。王秀雲（2015）指出山谷與荊公同樣採用「多重

工對」的寫法。「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中不單有「名詞對」，亦有

「植物對」、「顏色對」，形成「多重工對」37，山谷詩同得此法。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與「晚風池蓮香度， 曉日宮槐影西。」技

法一致，山谷以「池蓮」應荊公之「荷花」，以「晚風」、「曉日」對荊公之「落

日」，「青門」、「紫曲」對荊公之「綠日」、「紅酣」，不同的是山谷加入「香

度」，使之摻入禪之層次。山谷通篇，都與荊公之文遙相呼應。 

 

山谷改「荷花」為「蓮花」，任淵注：《法華經》曰：如清淨池，蓮花莊嚴。

《法華經》同載：「香華伎樂，常以供養。」、「香風時來，吹去萎華」，「晚風池

蓮香度」即有禪意森然在其中。山谷以神聖莊嚴的蓮花悼王安石，或許也是希

望荊公逝世後，能脫離紛擾世間，受蓮花、香風供養，居於清淨之地中，其中

深深流露出他對王安石的敬意。 

 

而「香度」對應「影西」，同樣以佛典遙相呼應，任淵注「影西」句反用

《涅槃經》：如日垂沒，⼭陵堆⾩，影現東移，理無西逝。 表示事非不分的無

稽。同樣的情況出現在第一首中，「人間北看成南」任淵注：《楞嚴經》：如⼈以

 
37
 王秀雲，〈王安石、黃庭堅詩歌關係探論-以六言詩為中心〉，收入《人民社會學報》（台

北：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2015），頁 28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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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38  以喻荊公去世後新法悉數廢除，事

非顛倒、黑白不分之嘆。在三人之作中，唯有山谷選擇加入禪中典故，以禪典

肯定了王安石的成就和修養，為世人混淆事非黑白感到不平，蘇軾之作則不見

是非判斷。 

 

觀蘇軾之作，亦有嘗試致敬荊公，以「煙草」應「柳葉」、「秋早」應「落

日」、「川原」應「春水」，惟其中未有進行多重工對，「秋早川原淨麗，雨餘風

日清酣。」較之「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清麗有餘，工整不足。「秋

早」尚能對「雨餘」，但秋是季節，未與作為天氣「雨」呼應，只是單純的名詞

對，「川原」與「風日」能作名詞對，「川原」是地點，未與「風日」呼應，故

蘇軾未能做到「多重工對」。蘇軾之作，反與荊公另一舊作〈西太一宮樓〉在意

象上遙相呼應，「煙草淒迷」能對「芙渠零落」，「烏衣巷口」對「日暮孤煙」。 

 

不過，蘇軾以「何人送我池南」對荊公「白頭想見江南」，以「送」應

「想」，以動詞為眼，則山谷未及也。同時，他亦未有選擇加入禪宗典故，詩中

只見對王安石的思念。 

 

這種情況與蘇軾所言「座間唯魯直筆力可及此爾。」黃庭堅答：「庭堅或極

力為之或可追及，但無荊公之自在耳。」一致。39 在這個時期，山谷之作雖得

六言寫作之法，亦有援引禪典而說理，但整體上非常刻意，並無如王安石般從

容自在之感，因此這時期可謂黃庭堅在六言詩上的實驗期，他仿效荊公之作，

並嘗試引入禪宗思想，在六言詩的創作上獲得新的突破，然而此次創作，主要

目的仍是悼念王安石，引用禪典不過致敬荊公，並借禪典說理，與禪宗思想並

沒有直接關係。 

	
(iii)	 黃庭堅六言詩通明禪意：紹聖元年	
	
此兩首詩皆紹聖元年之作，山谷時年五十歲，已步入晚年，〈書張式子詩集

後〉稱「⼭⾕晚年詩皆是悟門。」40，錢志熙（2015）亦指：這兩首詩（寂住

 
38
 同註 36。 
39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28。 
40
 《書張式子詩集後》《玫瑰集》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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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深明閣），是⼭⾕六絕寫禪境、明禪理的代表。 41	

〈寂住閣〉42 

 

〈深明閣〉 

 
山谷寫此詩時，在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都深受禪宗的影響，〈寂住閣〉和

〈深明閣〉乃山谷紹聖元年於陳留淨土寺所寫，在元祐年間，黃庭堅的母親安

康太君和叔父黃廉先後去世，他為母親送葬之後，推辭朝廷所派編修官一職，

後被詔重修熙寧日曆，由長兄元明陪同前往開封，寓居淨土院43。此二詩為山

谷紹聖時期（1094-1098）唯二的六言作品。歷經至親相繼辭世，本人又遇上

政治逼害，在禪院之中，黃庭堅對於世事無常、死生之變別有一番體悟。 
 

山谷此時寫禪詩，與前期引用禪宗典故作詩不同，更見其對於「禪」的理

解，不單以禪宗典故入詩，詩本身亦可以說是一種禪。此點可從詩題「寂住

閣」見得。 
 
「寂住」一詞，或許出自《壇經》〈機緣品第七〉中載： 

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離⽣禪想。⼼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44 

 
寂住，是不取於相、不染凡塵之法，因此夢蝶、出生、水流，都不過幻法，

究其根本，都是寂住，山谷並不單是為說理、議論以引禪典，更是「以心傳

心」，將自已於禪一道的感悟，傳之後人，此可謂禪詩矣。 
 

〈寂住閣〉中通用莊禪二家之典故，任淵注：《楞嚴經》「⼀切浮塵，諸化幻

 
41
 錢志熙，《黃庭堅詩學體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頁 371-374。 
42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

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288。 
43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 256-268。 
44
 〔宋〕慧能著，李申釋譯，《六祖壇經》（台灣：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機緣

品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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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當處出身，隨處滅盡。」45應「莊周夢蝶」，如夢似幻、生滅無常的人生

中，已分不清莊周夢蝶還是蝶夢莊周，然而以菩薩的角度觀之，事物的本質未

曾變化，我們眼見出生、死亡、江水流動，其實只是由於境界上未能超脫。山

谷已明死生真諦，故言「急流水上不流」，化用僧肇「旋嵐偃嶽⽽常靜，江河競

注⽽不流！」46句，雖眼見生死湮滅，本質上都是「寂」，實為不生不滅，有大

徹大悟之感，與慧能「本來無一物」有異曲同工之妙。 
 
親手為至親的母親、叔父送葬後，本人又經歷政治危機，詩中卻未見悲苦與

鬱鬱不得志之情，反而透出一種超脫死生俗世束縛的從容。山谷從禪學之中明

了生死不過是輪迴一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眼前的死別生離，不過是幻

象一樣的生滅無常，既死亡只是生滅無常中的一環，實際上事物的本質不生不

滅，更不必為此自苦，故山谷並未沈緬於悲痛之中，反而流露出一種禪的智

慧。在此詩中，可見山谷將禪學的智慧內化，去面對人生當中的困苦。 
 
比起〈寂住閣〉，〈深明閣〉不言世事，又點破世事，以一種達觀的態度去應

對世事無常。〈深明閣〉開篇氣象恢宏，先言禪理之深，如象截流恒河之水，再

言佛理之智如日光破開黑暗，以無分別智公平地普照眾生，此謂佛理之「深」

與「明」，然而上兩句只述「深」「明」外顯的狀態，作者後述「深明宗旨」，乃

「風花時度窗櫺」（風與花同吹過窗邊的雕花），寓禪理在一花一木中，應禪宗

「平常⼼是道」之旨，如六祖慧能所言「佛法在世間」。風與花的意象都是輕靈

從容的，意態微妙，由大見小，通篇有舉重若輕之感。 
 
從兩篇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山谷熟讀禪典，通曉禪理，二詩引《楞嚴經》、

〈文選頭陁寺碑〉、《物不遷論》、《涅槃經》、《華嚴經》、《傳燈錄》，以禪典禪語

入詩，故其詩除了情境之外，還有理與智在其中。與前期的借用禪家偈語談詩

有所分別，意象與典故合二為一，不見刻意之感，雖用典繁多，整體上卻不題

繁瑣，自有一種從容自在的詩意與禪意在其中，此時期之後，山谷六言可謂登

峰造極。 
 

寫完〈深明閣〉不久，山谷便再踏貶旅，紹聖元年十二月山谷貶涪州別駕

及黔州安置，紹聖二年正月又被追奪一官，同月始赴貶所，紹聖三年五月抵黔

 
45
 同註 42 。 
46
 同註 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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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按《年譜》記載山谷自貶謫以來極少作詩，且因俸祿微薄，生活困苦，要

親自建房、種地、賣菜，至元符元年，更將自己居所命名為「死灰庵」見其心

如死灰。故在紹聖元年寫下〈深明閣〉後，山谷有四年沒有六言詩作品。	
	
（iv）黃庭堅六言詩隨意而為時期：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	
	
至元符二年起，山居心境好轉，命其居所為「任運堂」47，於是山谷又重

燃六言寫作的熱情，在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間，每年都有進行六言寫作，共計

寫下作品九題二十八首，其中五首有用禪宗典故：	

〈次韻⽯七三六⾔七首〉其⼀48

 

〈贈⾼⼦勉四首〉其⼀49

 

〈再用前韻贈⾼⼦勉四首〉其⼀50

 

〈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見惠次韻奉酬四首〉其⼀51

 

 
47 鄭永曉，《黃庭堅年譜新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頁 303。 
48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

卷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48。 
49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

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95。 
50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

集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96-397。 
51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

卷十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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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首〉其⼆52

 

〈次韻石七三六言七首〉寫於元符三年，〈荊南簽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見惠次

韻奉酬四首〉寫於崇寧元年，元符三年五月，山谷復宣德郎並監鄂州在城鹽

稅，十月又被委任為奉議郎、簽書寧置軍節度判官，臨到晚年，山谷以五十六

歲高齡復被起用，他自己亦感人生際遇無常，此兩二首中山谷引禪典是用來自

嘲的，「從來不似一物句」任淵注：傳燈錄南嶽懷禪師傳：說似⼀物即不中。山

谷借禪宗典故自嘲自己仕途不順，在仕一途所求皆不得，並非是做高官的材

料。另一首作品亦是同樣意思。任淵注：僧貫林與錢穆詩「貴逼身來不自由」，

亦是自嘲仕途不順，富貴皆不因人而定。山谷借禪宗典故，嘲笑自己仕途不

順，雖然沒有說明甚麼高妙的禪理，但其心境開朗，不執著於仕途得失，反而

貫徹了禪宗「動靜無心」之意。	
	
〈贈高子勉四首〉、〈再用前韻贈高子勉四首〉都是寫給高子勉的，高子勉是

山谷的學生，在崇寧元年寫這幾首詩時山谷己五十八歲了，於古人而言算得上

高壽，他在這幾首詩中多談論為人處世的道理和為文作詩的方法，應是與弟子

交托後事。 

	

任洲注：《傳燈錄》：眾角雖多，⼀麟⾜矣。不過前文是討論有關寫文章和個

人修養的，山谷只是借禪宗典故說明不應貪多務得，只取一佳者即可之理，和

禪理沒有直接關係。反而另一首作品，談及為人處世之道，「事上無心活身」和

「只麼情親魚鳥」都呼應了禪宗思想，「無心」如前文在討論〈題山谷石牛洞〉

時所提及，應《六祖壇經》「應用無礙，動靜無心」的典故，任淵亦注此兩句同

用禪宗《傳燈錄》的典故。明顯山谷將禪學思想融入個人修養之中，並以此叮

嚀弟子，對於功名利祿、成敗得失不要過於執著，但無心於事，多親近大自

然，便可輕鬆自在地生活。 

	
〈胡藏之送栗鼠尾畫維摩二首〉與禪宗的關係較為密切，此詩題中有「畫維

摩」，任淵注：維摩是⾦粟如來，維摩是佛家重要人物，「空」亦禪宗的重要思

想，談空可解為談詩禪理，山谷一邊見金粟佛，一邊邀請朋友胡藏之共談禪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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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可見此時他乃持續參悟禪法。 

	
元符二年至崇寧元年這段期間的六言創作，並沒有一個集中的主題，好像

甚麼都有，顯得很隨意、很輕鬆，彷彿順手拈來一般，在此前的時期，都能見

到山谷對六言創作的刻意設計，或談論禪理，或借禪典說理，但在元符時期，

山谷引禪典，卻不說甚麼大道理，反而用來嘲弄自己，雖然也有教迎學生處世

之道，但他寫來是很輕鬆的，比之前期，更為灑脫，反而如禪宗所說「心如虛

空，不著空見」那樣輕鬆自在。或許此時六言寫作對山谷而言，不再是值得挑

戰的難題，而是順手而為，故他不再探求六言之新變。此後二年，山谷未有六

言作品，並於崇寧二年卒於宜州。	
	
六、黃庭堅六言詩的寫作動機	
 

（i）、元𧙗詩人的交遊影響 

錢志熙（2016）認為山谷的六言詩創作其中一個原因是：⼀是由於元𧙗詩壇

競藝，炫奇之風甚盛，六絕也被作為⼀種特殊的、帶有遊戲味道的詩體來運

用。 

本文亦同意以上觀點，第一，元𧙗時期（元𧙗元年至元𧙗三年）的六言作品

共有十二題二十五首，橫向比較山谷其他時期六言詩創作，遠遠超出他在元豐

三年與紹聖元年兩個時期的創作，唯有創作數量較多的元符二年至崇寧二年能

相提並論，元符年間，山谷共創作六言九題二十八首，雖在首數上超出了元𧙗

時期，在題數上卻不如元𧙗時期。 

 

再有荊公去世後，山谷與蘇軾同遊西太一宮，見荊公題壁六言詩後，蘇軾感

嘆：「座間唯魯直筆⼒可及此爾。」黃庭堅答：「庭堅或極⼒為之或可追及，但

無荊公之自在耳。」53蘇軾之言，一方面肯定了王安石六言詩之絕妙，另一方面

亦肯定了黃庭堅的詩作水平；而黃庭堅的回答，即指出他在寫作六言之道上的

不足，在技法上或可追及，然過於刻意，並不能達至自在從容之境。此番說

話，歇示了黃庭堅在六言詩上的困難與機遇，江西詩派眾人惟黃庭堅筆力能

及，故惟他能於此道上銳意創新，而他的缺點亦十分明顯，即「無荊公之自在

耳」，此點或促使山谷進行六言創作。 

 

 
53
 〔宋〕何汶：《竹莊詩話》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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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詩學上的力求創新 

 
除個人經歷外，山谷寫六言詩的內在動機亦與宋詩面臨的困境有關，清蔣士

銓〈辯詩〉直指：「宋⼈⽣唐後，開闢真難為」唐朝詩極盛，佳作屢出，如只學

前人恐難以出其左右，黃庭堅於詩學一道上極有抱負，他自言「⽂章最忌隨⼈

後」、「隨⼈作計終後⼈，自成⼀家始逼真」，要不學前人，唐人較少涉足的六言

詩於他而言即是絕佳的機遇。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有談及「六言詩難工」之說，唐人詩極盛，六絕卻只

不足四十之數，此「難工」、被唐人所忽視之題材，正是山谷「不學前人」之機

遇。  
 

	
七、黃庭堅六言詩創作與禪之關係	
 

山谷寫詩中出現禪典、禪意，並不是六言詩獨有的特色，而且此創作特點橫

跨了他畢生的創作，早期七律作品如熙寧元年的〈戲題葆賽閣〉有「真常自在

如來性」54句，晚年作品有崇寧二年的五律〈題默軒和遵老〉有「平⽣三業

淨，在俗也超然。」55句，亦能見此特點。故此需要討論的是：內容上出現禪

典禪理和六言詩這種體裁有沒有特殊的內在關係？抑或只是延續其一貫的寫作

風格？ 

回看山谷與六言的初遇，已帶著濃重的禪宗色彩，也墊定了山谷六言多見禪

意與禪理的基調。山谷初遇六言詩，在元豐三年山谷寺旁的石牛洞，其時因受

烏臺詩案牽連正處於貶謫途中，當時的心境與王安石所寫「欲窮源而不得，竟

悵望以空歸。」遙相呼應，他見荊公詩後亦擬作六言，其中「無心」句，呼應

《六祖壇經》中「應用無礙。動靜無心。」之說，使得他的作品擺脫了荊公的

惆悵，得出了「飛鳥倦而猶飛」的結論，表明自己雖在官場中不得志，卻仍不

放棄自已的志向與追尋，啟發他從困頓挫折中解脫的正是禪宗思想。黃庭堅在

 
54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下）外集

補卷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242。 
55
 〔宋〕黃庭堅著，〔宋〕任淵、史蓉、史季溫注，黃寶華點校，《山谷詩集注》（上）內集

卷第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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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遊歷之後，自號「山谷道人」，更將此詩放入《山谷詩集注》內集第一卷

之中，可見此次經歷深刻地影響著他的人生。	

此後數年，黃庭堅仍持續進行禪學修養，按蘇軾〈和黃魯直食箏十韻〉，有

「⼀飯在家僧」句以喻黃庭堅，其中注：元豐四年，黃庭堅寫詩自贊：似僧有

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56蘇軾詩在元豐六年作，可見元豐三年

後，黃庭堅在禪學一道上日益精進，甚至有「在家僧」之稱。山谷寺石牛洞的

經歷，啟悟黃庭堅在禪學上的追求，故其後黃庭堅六言之作多見禪意與禪思，

亦在情理之中。	

山谷之六言禪詩，多見於人生轉捩點中，元豐年間他被貶太和，元𧙗年間他

正處京師，時值仕途高峰，紹聖年間他歷經至親相繼離世，政治上又受打擊，

或許正是人生巨變和打擊，反而加深了他對禪宗思想的領悟，又反映在詩作之

中。	

山谷六言詩與禪的內在關係，亦得到他好友惠洪的印證。山谷去世後，惠洪

以六言寫下《悼黃山谷五首》，收錄在《石門文字禪》中，其中寫道： 

⼈間識與不識，為君折意消魂。獨⼊無聲三昧，同聞阿字法門。（其⼆） 

周裕鍇注：「獨入無聲三昧」，謂黃庭堅之卒，如禪宗古德圓寂。阿字法門，

則注：《佛說華手經》卷一：「是名諸藏，以阿字入門。」宗鏡錄卷一九：「阿字

者，則無生意。」57即與黃庭堅一同參禪學道之意。此詩中出惠洪對山谷的禪學

修養表示高度肯定。 

 

惠洪以六言詩體悼黃山谷，是對山谷六言寫作的一種肯定，亦佐證了山谷六

言詩與禪在題材和主體中的內在關係。 

	
七、結論	
	

黃庭堅創作的六言詩，打破唐代六言詩創作的限制，在題材、思想、格律

多方面均有所創新，促使了江西詩派和後人的六言詩創作，使宋代六言詩倍於

前朝。他的六言作品多見禪典和禪理，儘管作品中是否出現禪典與禪理，主要

取決於作品的內容，與體裁上的相關性較少，然而縱觀黃庭堅的六言創作脈

絡，能清晰地看到谷對於禪學的修養日益精進，由〈題山谷石牛洞〉中以禪典

 
56
 ［宋］蘇東坡著，《蘇東坡全集》第一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頁 252-253。 
57
 〔宋〕惠洪著，周裕鍇注，《石門文宋禪校注》（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2022），頁

2243-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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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王安石的惆悵，再到〈寂住閣〉中，以禪理應對世事變幻、生死無常的悲

苦，如周裕鍇所指：黃庭堅則自覺地把禪宗頓悟真如的修養方式移植到士大夫

的儒學修養中，執著追求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58 故從中窺見山谷詩中「用禪

典、明禪理」的特色，其中不單反映出黃庭堅在詩學上不學前人、自成一家的

理念，更展露出他對於人生的思考和個人道德修養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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