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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出色的藝術手法，韓愈稱之為「葩」；

《詩經》豐富的內容，更經歷代詩學家的不斷詮釋，在每一時空皆呈現豐沛的生命力。

台灣詩歌的發展自明鄭始，至清代已趨成熟；洪棄生的《寄鶴齋詩話》是日治時期詩

話中，理論成分最高的一部。本文試以洪棄生《寄鶴齋詩話》中有關《詩經》的部分，

加以分析探討；作為一探詩話的入門。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洪棄生洪棄生洪棄生洪棄生、、、、詩話詩話詩話詩話、、、、詩經詩經詩經詩經、、、、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台灣文學 

 

一一一一、、、、洪棄生生平概述洪棄生生平概述洪棄生生平概述洪棄生生平概述 

 

1﹒生平 

洪棄生，譜名攀桂，學名一枝，字月樵，清同治六年（1866）十一月十一日生於

彰化鹿港，民國十八年（1928）辭世1，享年六十三歲。 

光緒十五年（1889）2洪生考取秀才，此後四次赴福州參加鄉試，皆無所獲。光

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割日，洪棄生三十歲，改名為繻，字棄生。更名「棄生」的

原因，蓋取《漢書．終軍傳》3「棄繻生」之意。台灣割日之初，他以文人身分和邱

逢甲、蔡壽星等人響應唐景崧的抗日活動，事敗後，遂決心遁世隱身，全心致力於詩

                                                 
1
 即日治昭和三年。 

2
 程玉凰：《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台北：國史館，1977年 5月）頁 87-92。 

3
 《漢書．終軍傳》：「……初，軍當詣博士，從濟南步入關，關吏予君繻（按：繻，采色之繒布，此指古帛製的通行憑證）。軍問以此為何？吏曰：『為復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後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棄繻生也。』後終軍奉使說南越王，曾請受長纓，謂必羈南越王頸，致之闕下。』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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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及古文辭的寫作4。 

2﹒作品 

洪棄生的作品不僅豐富，且斐然可觀。可分為文學作品及史學著作二大類。文

學作品有：《謔蹻集》、《披晞集》、《枯爛集》、《壯悔餘集》、《八州詩草》等詩集；《寄

鶴齋文稿》、《寄鶴齋臺郡觀風稿》、《寄鶴齋觀風稿》、《寄鶴齋文矕古文集》、《寄鶴齋

文矕駢文集》、《寄鶴齋制義文集》、《寄鶴齋詩話》、《八州遊記》、《時勢三字編》。歷

史著作有：《中西戰紀》、《中東戰紀》、《瀛海偕亡記》。 

以上洪棄生的作品，約共一百八十餘萬字5，可以看出他驚人的創作量，且各

類作品涵蓋各體例如：五七言古體詩、今體詩、香籢詩、古文、駢文、書札、詩話、

試第文章、專著等等。 

 

 3﹒《寄鶴齋詩話》 

「寄鶴齋」是洪棄生自署的書齋名，作有〈寄鶴齋賦〉，其序云： 

 

東方朔避世於金馬門，以朝廷為寄者也；蘇東披自號寓公，以天地為寄者也。

于托其意，名書齋曰「寄鶴」，以書齋為寄者也。上視二公，渺矣小矣，而其為寄，

則一也。項斯詩云：「養龍於淺水，寄鶴在高枝」，斯此高枝乎？則曰寄耳，作寄鶴齋

賦。
6
 

 

序言中棄生以問答方式，將自己比喻為寄棲在高枝的鶴鳥，期望如閒雲野鶴般志

節清高、優遊自在；更期待有朝一日能一飛沖天，有所作為，實現自我抱負和理想。 

《寄鶴齋詩話》今日可見版本主要有三種：最早為 1924年 7月到 1925年 10月，

在《台灣詩薈》第六號至第二十號的連載本。再者為 1979年由成文出版社編輯之《洪

棄生先生遺書》，共九冊；其中第四冊為《寄鶴齋詩話》，共七卷，全書為手稿影印。

最後是 1993年台灣省文獻會出版的《洪棄生先生全集》第四冊為《寄鶴齋詩話》，共

七卷。其他如台灣銀行於 1972年出版之《寄鶴齋選集》中選取《寄鶴齋詩話》部分，

濃縮為一篇文章。 

                                                 
4
 廖漢臣：《台灣通志稿》卷六，「光緒二十一年日軍侵日，洪生與丘逢甲、蔡壽星、許肇清諸人，同倡抗日，響應唐景崧之師，旋被任為中路籌餉局委員。敗後因故未得內渡，潛歸鹿渚，杜門不出。」（台北：台灣省文獻會，1959年 6月）頁 68。 

5
 程玉凰：《嶙峋志節一書生－洪棄生及其作品考述》（台北：國史館，1977年 5月）頁 7。 

6
 洪棄生：《寄鶴齋選集》（台北：台灣銀行，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八輯，1972年）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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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鶴齋詩話》內容從詩經、楚辭、漢、魏、六朝以至唐、宋、元、明、清之詩

人作品都有評論，先為總述，後作分述。卷一總述各代，卷二至卷六則分述各朝代名

家，卷七專述清代各家，兼及史事。 

 

二二二二、、、、台灣詩話發展概況台灣詩話發展概況台灣詩話發展概況台灣詩話發展概況 

在談論《寄鶴齋詩話》之前，有必要先明白當時台灣詩話的發展概況。依目前所

見資料，台灣詩話多為日治、戰後所作，至於清代詩話今已不可見。可初分為專書及

報紙雜誌等二種。 

1. 報紙、雜誌刊載的詩話 

日據時期在報紙、雜誌刊載的詩話，約有三十多種。大部分篇幅不長，刊登二十

號以上者，只有胡殿鵬《大冶一爐》、葉文樞《百衲詩話》及《續編》、周召南《二南

詩話》、謝汝銓《奎府樓詩話》等。內容大體而言有十種：談論作詩或讀詩心得、雨

詩有關的考證訂謬、介紹或討論詩中的典故、詩作的介紹欣賞或批評、詩社活動紀錄、

以國事時事為主題的詩話、以風月為主題的詩話、新舊文學論戰管道、轉錄前人詩話、

編輯室報告等7。 

2. 專書的詩話 

日據時代已經撰寫成書，今可見者有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王松《台陽詩話》、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許天奎《鐵峰詩話》、張純甫《陶邨詩話》等。 

王松《台陽詩話》以選錄割讓前後、本地詩人詩作為主要內容，《台陽詩話》說： 

 

     詩話之作詩話之作詩話之作詩話之作，，，，古人評論已詳古人評論已詳古人評論已詳古人評論已詳，，，，吾儕小人吾儕小人吾儕小人吾儕小人，，，，何敢妄生訾議何敢妄生訾議何敢妄生訾議何敢妄生訾議。。。。甲午以來甲午以來甲午以來甲午以來，，，，瘡痍滿目瘡痍滿目瘡痍滿目瘡痍滿目，，，，

塊壘填胸塊壘填胸塊壘填胸塊壘填胸，，，，無聊時學步邯鄲無聊時學步邯鄲無聊時學步邯鄲無聊時學步邯鄲，，，，以遣憂愁以遣憂愁以遣憂愁以遣憂愁，，，，庶免虛度光陰之誚庶免虛度光陰之誚庶免虛度光陰之誚庶免虛度光陰之誚，，，，亦古人所謂亦古人所謂亦古人所謂亦古人所謂「「「「書有一卷書有一卷書有一卷書有一卷

傳傳傳傳，，，，可抵公卿貴可抵公卿貴可抵公卿貴可抵公卿貴」」」」之意之意之意之意。。。。且抄錄友朋詩句且抄錄友朋詩句且抄錄友朋詩句且抄錄友朋詩句，，，，又為水繪又為水繪又為水繪又為水繪《《《《同人同人同人同人》、》、》、》、漁洋舊感所不廢也漁洋舊感所不廢也漁洋舊感所不廢也漁洋舊感所不廢也。。。。
8888    

 

說明王松撰寫詩話的目的，不在文學上的批評，只在紀錄朋友的詩句，以排遣憂愁。

王松將焦點鎖定在與自己生活的人與事，雖無理論建樹，卻有明確主題；留給後人很

好的文獻資料。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共有六卷，彼此互不關聯，《瑞桃齋詩話．自序》說： 

                                                 
7
 吳東晟〈洪棄生《寄鶴齋詩話》研究〉（台南：成功大學碩士論文 2004年 6月）頁 41-44。 

8
 王松《台陽詩話》（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4年 5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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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僕三案紀略名之曰僕三案紀略名之曰僕三案紀略名之曰僕三案紀略名之曰「「「「稿稿稿稿」，」，」，」，此編名之曰此編名之曰此編名之曰此編名之曰「「「「輯輯輯輯」，」，」，」，蓋及前人之佳作名論蓋及前人之佳作名論蓋及前人之佳作名論蓋及前人之佳作名論，，，，非敢掠美也非敢掠美也非敢掠美也非敢掠美也。。。。9
 

說明此六卷的寫作態度，都是集錄而非著作。六卷分別為：卷一詩法，「五、六、七

言、歌行，各家名論」10；卷二佳話，「清國君臣唱和及各家詩」11；卷三詩遺，「摘

錄流域及本島諸作」12；卷四詩鐘，「本島及福州、湖北」13；卷五詩錄，「內地詩章

及新聞摘錄」14；卷六詩史，「清國有關於國事者及日本」15。吳德功《瑞桃齋詩話》

雖未提出創見，卻可從其關心的話題、所選的材料，窺知其思想結構。 

 

     許天奎《鐵峰詩話》，又名《鐵峰山房詩話》。《鐵峰詩話》的內容主要是選錄晚

近台灣著名詩人並評介其詩作，如果說《寄鶴齋詩話》編材精嚴，但疏於采摭台灣詩，

《台陽詩話》采錄台灣詩，但選詩欠嚴謹，而《鐵峰詩話》可為兼取二者之長者。《鐵

峰詩話》有詩有話，體例完整；不但選出優秀的詩作，對於詩人整體風格及所選錄詩

作加以批評，對詩人生平也有簡略的介紹。此書對於日治時期台灣古典詩版圖，具有

描繪輪廓的重大價值。 

 

     張純甫《陶邨詩話》，張純甫曾擔任《台灣詩報》編輯，《陶邨詩話》即刊登在

《台灣詩報》。1998年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陶邨詩話》收入在全集的第六冊中16。

《陶邨詩話》內容大體可分為三部份：一選錄古代詩話，如宋代陳岩肖《庚溪詩話》、

呂本中《紫薇詩話》、元代蔣正子《山房隨筆》、明代李東陽《懷麓堂詩話》等；二選

抄台人或遊台詩人詩作，如楊士芳、林薇臣、施士浩、王瑤京、謝琯樵、戴還浦、林

痴仙等人的詩作；三選抄清代詩人詩作，如龔自珍、王漁洋、黎簡、商盤、張維屏、

乾隆帝、屈大鈞、彭兆蓀等人的詩作。張純甫《陶邨詩話》雖然以詩話為名，但實為

報刊連載的專欄文章，無法和一般作家專門著作的詩話一樣以獨立的著作代表作家的

詩觀。 

    

                                                 
9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2。 

10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1。 

11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61。 

12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109。 

13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187。 

14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249。此處書中是卷六 詩錄的註解文字，然讀其內容，卷五才是詩錄，卷六則是詩史。 

15
 吳德功《瑞桃齋詩話》（台灣省文獻會，1992年 5月）頁 209。 

16
 張純甫著，黃美娥編《張純甫全集 6》（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8年 6月）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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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寄鶴齋詩話寄鶴齋詩話寄鶴齋詩話寄鶴齋詩話》》》》中的中的中的中的《《《《詩經詩經詩經詩經》》》》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中關於詩經的論點主要可以分為二部分來說；一為源流說，

二為古今評比。前者是以詩經為古代詩歌的第一高峰，論述後代許多題材及表現手法

皆源自詩三百；後者是論後世仿詩三百中表現有所缺憾者。 

（一）源流說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卷一，首二條目17即為 

 

讀讀讀讀《《《《左傳左傳左傳左傳》，》，》，》，人之其為史人之其為史人之其為史人之其為史、、、、為古文為古文為古文為古文；；；；讀葩經讀葩經讀葩經讀葩經，，，，人知其為經人知其為經人知其為經人知其為經，，，，鮮鮮鮮鮮知其為韻語也知其為韻語也知其為韻語也知其為韻語也。。。。    

     

《《《《詩經詩經詩經詩經》》》》之忘為韻語之忘為韻語之忘為韻語之忘為韻語，，，，蓋由於自幼熟讀蓋由於自幼熟讀蓋由於自幼熟讀蓋由於自幼熟讀，，，，奉為聖經賢傳之過奉為聖經賢傳之過奉為聖經賢傳之過奉為聖經賢傳之過。。。。老師宿儒老師宿儒老師宿儒老師宿儒，，，，不解作不解作不解作不解作

詩者詩者詩者詩者，，，，自然只圖專研義理自然只圖專研義理自然只圖專研義理自然只圖專研義理，，，，考據名物考據名物考據名物考據名物，，，，其解作詩之俊彥其解作詩之俊彥其解作詩之俊彥其解作詩之俊彥，，，，又僅顧追逐唐以下之名家又僅顧追逐唐以下之名家又僅顧追逐唐以下之名家又僅顧追逐唐以下之名家，，，，

其於建安以上其於建安以上其於建安以上其於建安以上，，，，至於西漢且不遑觀至於西漢且不遑觀至於西漢且不遑觀至於西漢且不遑觀，，，，何況三百篇何況三百篇何況三百篇何況三百篇。。。。
18
 

 

    此段作為整本詩話的開頭，除了確認詩經為詩歌體系的源頭之外，尚有標舉詩三

百作為詩歌寫作重要研究題材，非僅僅作為「經」書而鑽研其中義理。《寄鶴齋詩話》

中說： 

 

    學學學學《《《《三百篇三百篇三百篇三百篇》，》，》，》，學學學學〈〈〈〈離騷離騷離騷離騷〉，〉，〉，〉，皆當寢饋於平時皆當寢饋於平時皆當寢饋於平時皆當寢饋於平時，，，，而下筆時則不容絲毫著意而下筆時則不容絲毫著意而下筆時則不容絲毫著意而下筆時則不容絲毫著意。。。。當以無當以無當以無當以無

心自然得之心自然得之心自然得之心自然得之，，，，乃能有合乃能有合乃能有合乃能有合。。。。不然不然不然不然，，，，雖賈長沙雖賈長沙雖賈長沙雖賈長沙、、、、班孟堅班孟堅班孟堅班孟堅，，，，亦亦亦亦不免無味不免無味不免無味不免無味，，，，何況他人何況他人何況他人何況他人？？？？
19
 

 

此處觀點即作者主張的學古，是要「寢饋於平時」，作詩時「無心自然得之」，此一觀

點與嚴羽的妙悟說有所契合。嚴羽論詩喜以禪為喻，對於學詩者的啟示在於：修行者

不斷的參禪、嘗試各種方法，慢慢累積到有一天開悟時，便證道了。學詩者則是不斷

在閱讀、不斷嘗試，有一天開悟時，便自成一家，不為古人所拘牽了。 

      《寄鶴齋詩話》中關於詩經影響後世詩作的淵源探討的部分可以分為二部分：

其一為具體指出詩經篇名內容風格影響者，其二為概略敘述者，以下分別述之： 

        1.直接引用詩經篇章闡述者： 

《寄鶴齋詩話》中說： 

                                                 
17

 此處條目的分類系參照台灣省文獻會出版《洪棄生先生全集》第四冊《寄鶴齋詩話》之分類為主。 
18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1。 
19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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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篇三百篇三百篇三百篇》》》》之為化工之為化工之為化工之為化工，，，，昔人蓋多言之昔人蓋多言之昔人蓋多言之昔人蓋多言之，，，，此口頭禪耳此口頭禪耳此口頭禪耳此口頭禪耳，，，，恐於葩經仍無所得恐於葩經仍無所得恐於葩經仍無所得恐於葩經仍無所得，，，，葩經葩經葩經葩經

雖如無縫天衣雖如無縫天衣雖如無縫天衣雖如無縫天衣，，，，然能析解之然能析解之然能析解之然能析解之，，，，究竟寸寸皆絕妙天然繭絲也究竟寸寸皆絕妙天然繭絲也究竟寸寸皆絕妙天然繭絲也究竟寸寸皆絕妙天然繭絲也。。。。……………………「「「「葛之覃兮葛之覃兮葛之覃兮葛之覃兮，，，，施於中施於中施於中施於中

谷谷谷谷，，，，維葉萋萋維葉萋萋維葉萋萋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黃鳥于飛黃鳥于飛黃鳥于飛，，，，集于灌木集于灌木集于灌木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其鳴喈喈其鳴喈喈其鳴喈喈。」。」。」。」此寫景之絕妙者也此寫景之絕妙者也此寫景之絕妙者也此寫景之絕妙者也。「。「。「。「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維葉莫莫，，，，

是刈是濩是刈是濩是刈是濩是刈是濩，，，，為絺為綌為絺為綌為絺為綌為絺為綌，，，，服之無斁服之無斁服之無斁服之無斁。」。」。」。」此即景言情之絕妙者也此即景言情之絕妙者也此即景言情之絕妙者也此即景言情之絕妙者也。「。「。「。「言告師氏言告師氏言告師氏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言告言歸言告言歸言告言歸。。。。

薄污我薄污我薄污我薄污我私私私私，，，，薄薄薄薄澣澣澣澣我衣我衣我衣我衣。。。。曷澣曷否曷澣曷否曷澣曷否曷澣曷否，，，，歸歸歸歸寧父母寧父母寧父母寧父母。」。」。」。」此此此此敘事敘事敘事敘事言情之絕妙者也言情之絕妙者也言情之絕妙者也言情之絕妙者也。。。。……………………後後後後人作人作人作人作

詩之詩之詩之詩之法法法法，，，，咸備咸備咸備咸備於此詩於此詩於此詩於此詩，，，，後後後後人人人人轉轉轉轉韻之韻之韻之韻之法法法法，，，，亦亦亦亦備備備備於此詩於此詩於此詩於此詩，，，，……………………
20
 

     

作者以《詩經》第二篇〈周南．葛覃〉解析，認為《詩經》雖如無縫天衣，自然天成，

但是就作詩法而言，可以解析出很多的成分及素材，如寫景、即景言情、敘事言情等，

供後代作詩家參照。 

 

 《詩經》上自周初，下至春秋中葉，歷時五百多年。《詩經》大體上反映了周

代的社會面貌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詩經》所使用的語言，既豐富又多彩，對於後代

詩作家提供了許多面相可發揮，《寄鶴齋詩話》中說： 

 

      「「「「摽摽摽摽有有有有梅梅梅梅，，，，其其其其實七實七實七實七兮兮兮兮」、「」、「」、「」、「死死死死生生生生契闊契闊契闊契闊，，，，與子成說與子成說與子成說與子成說」、「」、「」、「」、「習習習習習習習習谷谷谷谷風風風風，，，，以陰以以陰以以陰以以陰以雨雨雨雨」」」」各各各各篇篇篇篇

亦亦亦亦後世閨怨後世閨怨後世閨怨後世閨怨、、、、從軍詞從軍詞從軍詞從軍詞、、、、棄婦棄婦棄婦棄婦篇之篇之篇之篇之祖祖祖祖。。。。
21
 

 

作者具體的列舉〈召南．摽有梅〉言諷刺女子遲婚者，為閨怨之首例；〈邶風．擊鼓〉

一詩，《毛詩序》曰：「擊鼓，怨州吁也
22
」為從軍詞之始；〈邶風．谷風〉為棄婦詩之

祖，朱熹傳曰：「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是詩。
23
」。 

又說： 

 

                    「「「「角枕粲角枕粲角枕粲角枕粲兮兮兮兮，，，，錦錦錦錦衣衣衣衣爛爛爛爛兮兮兮兮；；；；于美于美于美于美亡亡亡亡此此此此，，，，誰與獨旦誰與獨旦誰與獨旦誰與獨旦。」。」。」。」此此此此潘岳悼亡潘岳悼亡潘岳悼亡潘岳悼亡詩之所詩之所詩之所詩之所祖祖祖祖也也也也，，，，而而而而

微微微微之之之之悼亡悼亡悼亡悼亡又又又又從潘從潘從潘從潘詩詩詩詩脫出脫出脫出脫出。。。。
24242424    

 

                                                 
20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1。 
21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2。  
22

 楊家駱編《國家名著珍本彙刊．詩三家義集疏等二種》（台北，鼎文書局，1973年 5月）頁 59。 
23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17。 
24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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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中僅〈葛生〉、〈綠衣〉二首悼亡詩。潘岳為西晉文學家，家學淵源，作

官仕途不順。潘岳與陸機齊名，並稱「潘陸」。鍾嶸《詩品》說：「陸才如海，潘才如

江。」
25
潘岳工於言情，所作賦誄在當時最負盛名。其詩今僅存十八首，〈悼亡詩〉三

首是他的代表作。這是其妻子去世一年後所寫，詩中所表達得對亡妻悼念之情相當真

切動人。 

    元稹，字微之，為中唐時期詩人，元稹詩歌當時與白居易齊名，並稱「元白」，

是中唐寫實諷諭詩派主要人物。元稹悼亡詩多佳作，其妻韋叢死後，元稹作悼亡詩三

十餘首。〈遣悲懷〉三首其一云： 

 

  謝謝謝謝公公公公最最最最小小小小偏憐女偏憐女偏憐女偏憐女，，，，自自自自嫁黔婁嫁黔婁嫁黔婁嫁黔婁百百百百事乖事乖事乖事乖。。。。顧我無衣顧我無衣顧我無衣顧我無衣搜藎篋搜藎篋搜藎篋搜藎篋，，，，泥泥泥泥他他他他沽酒拔金釵沽酒拔金釵沽酒拔金釵沽酒拔金釵。。。。    

        野蔬充膳甘野蔬充膳甘野蔬充膳甘野蔬充膳甘長長長長藿藿藿藿，，，，落落落落葉葉葉葉添薪仰添薪仰添薪仰添薪仰古古古古槐槐槐槐。。。。今日俸錢今日俸錢今日俸錢今日俸錢過過過過十萬十萬十萬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與君營奠復營齋與君營奠復營齋與君營奠復營齋。。。。
26262626    

 

追憶夫妻情愛、哀痛無法共享富貴、抱憾無法報答恩義，字字聲聲，飽含真情，抒發

了元稹對亡妻的深刻愛戀和懷念。 

《寄鶴齋詩話》第十條： 

 

            〈〈〈〈鄭風鄭風鄭風鄭風〉〉〉〉如如如如「「「「有有有有女女女女同同同同車車車車」、「」、「」、「」、「出出出出其其其其東門東門東門東門」、「」、「」、「」、「采蘭贈芍采蘭贈芍采蘭贈芍采蘭贈芍」」」」
27272727各各各各篇亦篇亦篇亦篇亦玉溪玉溪玉溪玉溪生無生無生無生無題題題題詩之詩之詩之詩之祖祖祖祖，，，，

若若若若《《《《疑雨疑雨疑雨疑雨集集集集》》》》以下之以下之以下之以下之褻褻褻褻，，，，又不得又不得又不得又不得藉藉藉藉口口口口。。。。
28282828    

 

〈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29
」言婚者美其

新婦之詞。〈出其東門〉：「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魂。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30
」

則是咏男子能專愛之詩。「采蘭贈芍」語本〈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

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

                                                 
25

 楊祖聿《文史哲集成 51．詩品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1981年）頁 162。 
26

 元稹《元稹集》（台北，漢京出版，《四庫刊要．集部．別集類》）頁 479。 
27

 文獻本作「世女同車」，應為「有女同車」。「采蘭贈芍」文獻本作「秉簡贈芍」此皆直接改正。 
28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2。 
29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42。 
30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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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31
」言情侶遊樂之詩。《韓詩內傳》：「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兩水上，

招魂續魄，拂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
32
」「采蘭贈芍」指男女相悅，戶

贈禮物表示心意。 

      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又號樊南生。晚唐詩人。李商隱是唐代最優秀的

愛情詩人，大部分的《無題》詩可作為其代表。李商隱繼承中唐艷情詩的傳統，但他

不同元稹直接描寫自己的情感生活甚至感官享受；也不同李賀將第三者作為抒情主

體；李商隱是以真實的愛情體驗為基礎，著力於情感心理的細膩刻畫和意境的精心創

造。李商隱所描寫的愛情，都是悲劇性的愛情，在與客觀現實環境的衝突中，在愛戀

者之間的情感糾葛中，抒情主人公的理想追求、忠貞品質、執著意志和纏綿情思。李

商隱《無題》詩表現的是超越感官滿足、追求心靈契合的審美情趣，提高了古代愛情

詩的美學品味。 

      此條目洪棄生認為李商隱《無題》詩源自詩經‧鄭風，而至明代王次回《疑雨

集》（案：詩集名用李義山『楚天雲雨盡堪疑』句意，詩作多言男女艷情）之後，流

於不莊重，不能說是李商隱的繼承。 

       

      2.概述其源流者 

洪棄生在書中很多沒有列舉詩經細部篇名，但亦概略提出對影響後世淵源有

關者，如《寄鶴齋詩話》中說： 

   

         大雅大雅大雅大雅、、、、周周周周、、、、商商商商、、、、魯頌魯頌魯頌魯頌之之之之大手大手大手大手筆筆筆筆、、、、後視後視後視後視為班孟堅之為班孟堅之為班孟堅之為班孟堅之兩都兩都兩都兩都、、、、張張張張平平平平子子子子之之之之二京二京二京二京、、、、司司司司

馬馬馬馬長卿之長卿之長卿之長卿之子子子子虛上虛上虛上虛上林林林林。。。。楊子雲楊子雲楊子雲楊子雲之之之之甘泉羽獵甘泉羽獵甘泉羽獵甘泉羽獵長長長長楊各賦楊各賦楊各賦楊各賦，，，，時能時能時能時能摹仿摹仿摹仿摹仿之之之之，，，，韓昌黎韓昌黎韓昌黎韓昌黎之平之平之平之平淮淮淮淮西西西西碑碑碑碑集集集集

元和元和元和元和聖聖聖聖德德德德詩詩詩詩，，，，柳柳州柳柳州柳柳州柳柳州之平之平之平之平淮夷雅淮夷雅淮夷雅淮夷雅及及及及武岡銘武岡銘武岡銘武岡銘，，，，亦能亦能亦能亦能酷肖酷肖酷肖酷肖，，，，……………………
33333333    

                                     

朱熹說：「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
34
」雅詩大部

分是上層社會舉行各種典禮和宴會演唱的樂歌；又說「頌者，宗廟之樂歌。
35
」頌詩

                                                 
31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45。 
32

 《四庫分類叢書集成續編》（第十三輯，漢魏遺書鈔，第二函，十五《韓詩外傳》）頁 1394。 
33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2。 
34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78。 
35

 朱熹《詩經集註》（台北，群玉堂出版，1991年 10月）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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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周天子或諸侯用於祭天祭祖時所演唱的樂歌。「賦」的寫作手法，在《雅》、《頌》

裡用的最多，明代謝榛《四溟詩話》：「予考之《三百篇》：賦七百二十；興三百七十；

比，一百一十。
36
」此處洪棄生認為詩經「賦」的描寫手法，為後世漢賦及碑銘體等

所仿效。 

《寄鶴齋詩話》第十六至十八條： 

 

      杜杜杜杜公之公之公之公之北征北征北征北征、、、、出塞等出塞等出塞等出塞等詩詩詩詩，，，，其情其情其情其情較近較近較近較近於於於於變雅變雅變雅變雅，，，，若謫仙若謫仙若謫仙若謫仙之古之古之古之古風六十首風六十首風六十首風六十首，，，，其情多其情多其情多其情多近國近國近國近國

風風風風。。。。    

    

王摩詰贈祖王摩詰贈祖王摩詰贈祖王摩詰贈祖三詩三詩三詩三詩：：：：「「「「蠨蛸挂蠨蛸挂蠨蛸挂蠨蛸挂虛虛虛虛牖牖牖牖，，，，蟋蟀蟋蟀蟋蟀蟋蟀鳴前鳴前鳴前鳴前除除除除。。。。歲晏涼風歲晏涼風歲晏涼風歲晏涼風至至至至，，，，君子復君子復君子復君子復何如何如何如何如？」？」？」？」

又又又又云云云云：：：：「「「「雖有雖有雖有雖有近音信近音信近音信近音信，，，，千里阻河關千里阻河關千里阻河關千里阻河關。。。。中中中中復客汝穎復客汝穎復客汝穎復客汝穎，，，，去年去年去年去年歸舊歸舊歸舊歸舊山山山山。。。。」」」」全首十全首十全首十全首十韻韻韻韻，，，，氣息氣息氣息氣息

殊近豳風殊近豳風殊近豳風殊近豳風。。。。    

    

      杜杜杜杜公詩公詩公詩公詩，，，，多得多得多得多得變風遺音變風遺音變風遺音變風遺音，，，，此此此此外外外外為為為為陸陸陸陸公詩亦然公詩亦然公詩亦然公詩亦然，，，，杜陸二杜陸二杜陸二杜陸二公所公所公所公所遭遭遭遭略同略同略同略同，，，，不讀詩不讀詩不讀詩不讀詩近近近近古古古古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及及及及性性性性情亦情亦情亦情亦近近近近古作者古作者古作者古作者，，，，至於至於至於至於陳仲璋陳仲璋陳仲璋陳仲璋之之之之飲馬飲馬飲馬飲馬長長長長城窟城窟城窟城窟，，，，王仲宣王仲宣王仲宣王仲宣之之之之七哀七哀七哀七哀詩詩詩詩，，，，亦亦亦亦均均均均有有有有變變變變

風遺音風遺音風遺音風遺音……………………
37373737    

    

杜甫《北征》寫於杜甫任左拾遺期間。詩中記述了北上探親途中所見到的荒涼景

象，以及與家人團聚的感慨，並對當時朝廷向回紇借兵一事大發議論，借古喻今，分

析唐運未衰的原因，表達了寄中興大業於肅宗的希望，以及恢復貞觀之治的信念。杜

甫《出塞》有前九首、後五首，杜甫當時困守長安，使他與下層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漸

貼近；當權者的排斥，號稱「野無遺賢」，史杜甫對政治的黑暗有了切身的感受。在

長安目睹統治者的荒淫腐朽，對潛藏的社會危機也有所預感；《出塞》詩從多方面反

映了安史之亂前，唐代社會的各種矛盾現象。 

洪棄生言杜甫北征、出塞等詩，所欲表達得情感近似「變雅」。鄭玄《詩譜》說：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訖于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38
」認為在國風中，

邶風以下為變風；小雅自〈六月〉後，大雅〈民勞〉以後的詩為變雅；皆為周朝中衰

後，亂世所產生的作品。 

李白《古風》，實為五十九首，洪棄生此言六十，蓋取整數也。李白《古風》中

                                                 
36

 謝榛《四溟詩話》（台北，藝文出版，《百部叢書集成》第 23輯，第 1 章，1967年）頁 43。 
37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2。 
38

 鄭玄《詩譜》（台北，藝文出版，《四庫分類叢書集成》第 20輯，第 3 章，1971年）頁 671。 



《寄鶴齋詩話》中《詩經》論 10 

 

  

多表現其與唐朝上層統治階級的尖銳矛盾，對社會黑暗現實的不滿反抗，以及不願項

權貴奸佞摧眉折腰的傲岸態度。 

王維〈贈祖三詠〉作於王維二十五歲。是年，裴耀卿為濟州刺史，王維亦在濟州；

祖詠擢第授官後東行赴任，嘗過濟州，王維留之宿，且送之制齊州，賦詩贈別。洪棄

生認為王維本詩詩風情味近於豳風，豳風詩中多言農衣桑食，故與王維山水田園詩風

相近。 

洪棄生言杜甫和陸游「所遭略同」、「詩多得變風遺音」。陸游的身平和創作，如

《唐宋詩醇》：「觀游之身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沉中外，

在蜀之日頗多。其感激悲憤，忠君愛國之誠，一寓於詩。39」陸游詩歌的基本特徵是

廣泛而真實的反映了南宋前期的社會現實，以反映民族矛盾的愛國主義精神為期詩歌

思想內容的核心。 

以上為洪棄生《寄鶴齋詩話》中，關於《詩經》作為韻文之祖，對後世施作影響

的淵源繼承探討。 

 

（二）評比 

                    洪棄生《寄鶴齋詩話》關於《詩經》的討論中，對於後世文人作詩的手法，提

出若干批評，分述如下： 

     《寄鶴齋詩話》中說： 

      

                        ……………………雖唐之雖唐之雖唐之雖唐之燕許燕許燕許燕許，，，，宋宋宋宋之之之之歐蘇歐蘇歐蘇歐蘇，，，，只能只能只能只能擬擬擬擬之之之之短章銘詞短章銘詞短章銘詞短章銘詞，，，，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撫撫撫撫之於長篇之於長篇之於長篇之於長篇矣矣矣矣。。。。    

歐蘇歐蘇歐蘇歐蘇之之之之才力才力才力才力，，，，過於過於過於過於潘陸燕許潘陸燕許潘陸燕許潘陸燕許，，，，非不能非不能非不能非不能撫摹雅頌撫摹雅頌撫摹雅頌撫摹雅頌，，，，只為專心只為專心只為專心只為專心肆肆肆肆意意意意散散散散文文文文馳騁馳騁馳騁馳騁，，，，故故故故不不不不

能能能能復復復復作作作作烹鍊大章烹鍊大章烹鍊大章烹鍊大章。。。。    

蘇蘇蘇蘇謂謂謂謂大蘇大蘇大蘇大蘇，，，，若若若若老老老老蘇蘇蘇蘇小小小小蘇蘇蘇蘇及及及及曾王曾王曾王曾王，，，，於於於於詞藻詞藻詞藻詞藻皆有皆有皆有皆有闕闕闕闕。。。。
40404040    

      

唐朝張說，玄宗時封燕國公；蘇頲，武則天時襲封許國公；《唐書．卷一二五．蘇 傳》：

「頲性廉儉，奉稟悉推散諸弟親族，儲無長貲。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

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41」燕許為玄宗、武后時期朝廷御用文人，許多朝廷制文

皆出自其手。洪棄生認為張說和蘇頲雖時稱「燕許大手筆」，然而相較於漢賦，實不

                                                 
39

 清高宗選《唐宋詩醇》（台北，台灣中華出版，第四冊，1971年）頁 956。 
40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3。按：原文為「馳聘」應為訛誤，逕改為「馳騁」。 
41

 《二十五史》（台北，藝文印書館，第 40 冊，唐書，卷 125）頁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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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為長篇。 

     關於宋代歐陽脩和蘇軾，洪棄生認為他們二人的才氣是遠遠超過於魏晉及唐初

的潘岳、陸機、張說、蘇頲等人，在創作像雅頌這類重賦大章，必是遊刃有餘，只不

過受宋代古文運動的影響，因此不將才力發揮在此處。 

    《寄鶴齋詩話》中提到： 

 

     蔡伯蔡伯蔡伯蔡伯喈之喈之喈之喈之飲馬飲馬飲馬飲馬長長長長城窟行城窟行城窟行城窟行，，，，命命命命意多意多意多意多源源源源於於於於國風國風國風國風，，，，中中中中間間間間於言情中於言情中於言情中於言情中，，，，忽忽忽忽著著著著「「「「枯桑枯桑枯桑枯桑知天知天知天知天風風風風，，，，

海海海海水之天水之天水之天水之天寒寒寒寒」」」」二二二二語語語語，，，，與陶與陶與陶與陶公公公公「「「「孟孟孟孟夏草夏草夏草夏草木長木長木長木長」」」」一一一一首首首首，，，，於於於於敘述敘述敘述敘述中中中中忽忽忽忽著著著著「「「「微雨從東微雨從東微雨從東微雨從東來來來來，，，，好風好風好風好風

與與與與之之之之俱俱俱俱」」」」二二二二句句句句，，，，均均均均是化工妙筆是化工妙筆是化工妙筆是化工妙筆，，，，是亦詩人是亦詩人是亦詩人是亦詩人奇特奇特奇特奇特之筆之筆之筆之筆，，，，後後後後來來來來惟謝康樂惟謝康樂惟謝康樂惟謝康樂之之之之「「「「池塘池塘池塘池塘生生生生春春春春草草草草」」」」

一一一一接接接接，，，，亦同此妙亦同此妙亦同此妙亦同此妙，，，，然然然然通體通體通體通體不不不不稱稱稱稱，，，，殊殊殊殊不及不及不及不及陶陶陶陶作之作之作之作之渾渾渾渾然然然然元氣元氣元氣元氣，，，，且亦不及且亦不及且亦不及且亦不及蔡蔡蔡蔡作之自然天作之自然天作之自然天作之自然天籟籟籟籟也也也也。。。。42424242    
 

蔡邕，字伯喈，東漢辭賦家，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飲馬

長城窟行〉為千古名作，關於作者，《昭明文選》題本詩為「樂府古辭」。為漢代流傳

的一首樂府詩，作者姓名已不可考。徐陵《玉臺新詠》云：「蔡邕作。
43
」。 

陶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之一
44
〉全詩不見任何修飾，從「孟夏草木長，繞屋樹

扶疏」的自然環境寫起，從「眾鳥興有託」起興，感發出「吾亦愛無廬」的情懷，續

寫自得於中的讀書生活。順筆轉向「微雨從東來，好風雨之俱」的是外場景描寫，收

束回到「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的讀書主題。最後以「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作結，一氣呵成，令人神往。 

    謝靈運，謝玄之孫，十八歲襲爵為康樂公，人稱「謝康樂」。謝靈運的文學成就

主要表現在對山水景物的成功刻畫上。其〈登池上樓〉中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

禽
45
」二句，描寫細膩自然，歷來為後人所激賞。然而，謝靈運詩雖多名句，卻較少

佳篇，主要是他一些詩不免藉山水談玄理（佛理），而其談玄之處，常不免顯得滯重

或迂闊。如〈登池上樓〉最後結束以「索居易永久，離群難處心。持操豈獨古，無悶

徵在今。」既寫到離群索居之苦，忽又以《周易》中「遁世無悶」的哲理自遣，意似

曲折，其實頗不自然。也難怪洪棄生對此發出「然通體不稱，殊不及陶作之渾然元氣，

且亦不及蔡作之自然天籟也。」的感嘆了。 

                                                 
42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3。 

43
 徐陵《玉臺新詠》（王雲五主編，台北，商務出版，1979年）頁 4。 

44
 陶淵明《陶淵明集》（郭維森、包景誠譯注，台北，台灣古籍出版，《中國古籍大觀》第 425 冊，1997年）頁 229。 

45
 謝靈運《謝康樂集》（黃節註，台北藝文出版，1975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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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鶴齋詩話》中說： 

 

                        束晢補束晢補束晢補束晢補亡亡亡亡，，，，韓韓韓韓公公公公操琴操琴操琴操琴，，，，竭竭竭竭力力力力以以以以摹摹摹摹古詩古詩古詩古詩，，，，實實實實則言中無物則言中無物則言中無物則言中無物，，，，乃乃乃乃土形土形土形土形木木木木偶偶偶偶耳耳耳耳。。。。束束束束詩雖詩雖詩雖詩雖

入入入入《《《《文文文文選選選選》，》，》，》，後後後後人無人無人無人無愛愛愛愛之者之者之者之者，，，，韓韓韓韓詩則詩則詩則詩則或或或或訾訾訾訾或或或或否否否否，，，，甚或甚或甚或甚或以為以為以為以為奇奇奇奇作作作作，，，，耳耳耳耳食耶食耶食耶食耶？？？？目目目目眯耶眯耶眯耶眯耶？？？？嗜嗜嗜嗜

好好好好不同不同不同不同，，，，我所不解我所不解我所不解我所不解，，，，若若若若羅羅羅羅池池池池廟送迎神廟送迎神廟送迎神廟送迎神詞詞詞詞，，，，則則則則真真真真韓韓韓韓詩之可詩之可詩之可詩之可入楚入楚入楚入楚騷者騷者騷者騷者。。。。
46464646    

    

束晢〈補亡詩〉為元康九年肆脩鄉飲酒禮而作，次年辭官，歿於鄉里。其詩雖曰「補

亡」，實為擬經之作。束晢所處時代，模擬之風盛行。束晢〈補亡詩〉所補有襲用《詩

經》者，亦有不類《詩經》而自為作者。後世為《詩》補亡，頗受束晢影響。這裡洪

棄生以束晢補亡及韓愈操琴，認為二人所作詩，僅是擬古而無真實情感蘊藉。甚至提

出補亡入《文選》是「耳食、目眯」見識短淺，為傳言所矇蔽，不求真相所致。實為

一針砭。 

 

《寄鶴齋詩話》中說： 

    

                        孔孔孔孔北海北海北海北海雜雜雜雜詩一詩一詩一詩一首首首首，，，，亦得亦得亦得亦得變雅遺音變雅遺音變雅遺音變雅遺音，，，，中中中中間間間間之句之句之句之句，，，，如如如如云云云云「「「「孤墳在孤墳在孤墳在孤墳在西西西西北北北北，，，，常念常念常念常念君君君君來來來來遲遲遲遲。。。。

褰裳褰裳褰裳褰裳上上上上邱墟邱墟邱墟邱墟，，，，但見蒿但見蒿但見蒿但見蒿與與與與薇薇薇薇。」。」。」。」寫當時寫當時寫當時寫當時亂亂亂亂離景況離景況離景況離景況，，，，真覺沉痛真覺沉痛真覺沉痛真覺沉痛，，，，竊怪蕭竊怪蕭竊怪蕭竊怪蕭氏氏氏氏《《《《文文文文選選選選》》》》中中中中，，，，詩詩詩詩

遺遺遺遺卻孔卻孔卻孔卻孔文文文文舉舉舉舉、、、、徐偉徐偉徐偉徐偉長長長長、、、、陳仲璋陳仲璋陳仲璋陳仲璋三三三三子子子子，，，，殊殊殊殊不可解不可解不可解不可解。。。。    

      司馬司馬司馬司馬長卿作上長卿作上長卿作上長卿作上林賦林賦林賦林賦，，，，中中中中間間間間能得能得能得能得雅頌雅頌雅頌雅頌之之之之腴腴腴腴，，，，乃其作乃其作乃其作乃其作封封封封禪禪禪禪頌頌頌頌，，，，竭竭竭竭力力力力以以以以媚媚媚媚武武武武帝帝帝帝者者者者，，，，字字字字

字字字字摹仿雅頌摹仿雅頌摹仿雅頌摹仿雅頌，，，，竟無一竟無一竟無一竟無一字字字字得得得得雅頌雅頌雅頌雅頌之之之之遺遺遺遺，，，，土土土土木木木木形骸形骸形骸形骸，，，，不不不不獨獨獨獨不及不及不及不及韓韓韓韓操操操操，，，，亦無以亦無以亦無以亦無以愈愈愈愈於於於於束束束束亡亡亡亡，，，，殊殊殊殊

不可解不可解不可解不可解。。。。
47474747    

 

      孔融為建安七子中年輩最高，與曹操是朋友，但政治態度與曹操不一致，終被

被害。從現存的作品來看，他以文見長，詩僅存七首，殊少特色，惟《雜詩》「遠送

新行客
48
」，寫悼念幼子之情，頗為悲切。洪棄生認為《昭明文選》詩歌部分，獨漏孔

融、陳琳、徐幹，是很難以認同理解的。 

       

                                                 
46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4。 
47

 洪棄生《洪棄生先生全集》（台灣省文獻會，1993年，第四冊《寄鶴齋詩話》）頁 4。 
48

 楊德周《建安七子集》（台北，台灣中華，1981年）頁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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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結結結結        論論論論    

    綜合以上看來，《寄鶴齋詩話》可看作是作者瀏覽群書與創作經驗的累積，劉登

漢等編《台灣文學史》時曾言：「洪棄生以其具有個性、系統性和建設性的文學批評

開創了台灣文學批評『直言中肯』的先聲。49」洪棄生論斷詩人、詩作成就非常具有

主觀性，這也是歷代詩話共通的特色之一，而洪棄生強烈的評價、絕不委娩曲折的用

語方式，也凸顯了洪棄生嫉惡如仇、擇善固執的性格。 

    洪棄生一生歷經領清漢日至二個時期，作者身分亦從傳統讀書人到為人師表，他

剛正性格卻依然如故，使詩話一氣呵成，以直言中肯的態度貫串。詩話所代表的意義，

是清末詩人對傳統詩歌理論的總結，對時下詩歌創作風氣的反省。研究《寄鶴齋詩話》

對於了解清末和日據時代的台灣古典詩寫作，是具有極大的指標性意義。 

 

 

 

 

 

 

 

 

 

 

 

 

 

 

 

 

 

 

                                                 
49

 劉登漢等編《台灣文學史》（福建，海峽文藝出版，上卷，1991年 6月）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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