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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迦陵詩詞稿》中悲秋主題

作品之生命書寫及情感意蘊

劉德玲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提 要

葉嘉瑩（1924年 -），號迦陵，是聞名國際的詩詞專家，長年從事中國古典

詩詞的教學與研究，然嘉瑩先生的文學道路實際上是由詩詞創作所開啟，她的創

作集《迦陵詩詞稿》，收錄古近體詩近四百首，詞約百首，作品集中收錄最早的

作品〈秋蝶〉一詩作於 15歲。展讀嘉瑩先生的創作集，可以印證她每一階段的

人生歷程，從少女時期在戰亂中喪母，來臺後青年丈夫遭遇白色恐怖變故，中年

過後又痛失愛女，離鄉漂泊三十年備嘗挫折與苦難，然而面對苦難，詩人沒有缺

席，《迦陵詩詞稿》中的詩詞作品實是詩人日常生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

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其中又以「秋」天為主題的作品數量最多，最能映

照詩人隱微曲折的心境，本文要探討的重點是《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天詩詞呈現

怎樣的秋容樣貌？其書寫特色為何？並深入了解嘉瑩先生詩詞道路之心理歷程，

期望能從其人生遭遇及心理的調適，觀得其安頓生命的智慧。

關鍵詞：葉嘉瑩　《迦陵詩詞稿》　悲秋　生命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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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嘉瑩《迦陵詩詞稿》中悲秋主題

作品之生命書寫及情感意蘊

劉德玲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一、前言

葉嘉瑩（1924年 -），號迦陵，是聞名國際的詩詞專家。她一生從事中國古

典詩詞的教學與研究，著作豐富，卓然自成一家。嘉瑩先生在教學與研究之餘，

同時也創作古典詩詞，她的創作集《迦陵詩詞稿》，收錄古近體詩近四百首，詞

約百首，曲十幾首，套曲八支，那些未經整理出版的手抄稿還未包括在內。據

《迦陵詩詞稿》一書，約略可見其一生的經歷，她年輕時即飄泊異鄉，歷盡坎坷

的歲月，此憂患經歷，使她在談詩論詞之際，往往能感常人所未感，悟常人所未

悟。嘉瑩先生一生浸潤在古典詩詞的領域裡，學習古人的智慧並實踐在自己的生

活與人生態度裡，使她能以樂觀之心面對逆境。她以古典詩詞涵養自己，從中獲

取源源不絕的能量，這也是她一生雖飽受艱辛、苦難，卻仍能保有樂觀積極的心

境，古典詩詞可說是她安頓身心的靈藥，筆者有感於目前學界多重視嘉瑩先生的

文學評論，對其個人的詩詞作品研究可謂極為匱乏，然其作品有著豐富的閱歷和

深邃的觀察，嘉瑩先生的詩詞道路也是她的人生道路，其創作展示怎樣的生命經

驗？如何透過創作寄懷、走出生命的困頓？其中隱藏的心境轉折值得探究。

文學創作始於作家對外物的感受，詩人體察千變萬化的季節景象，因此經由

景物感召而觸發的性靈，心也就隨著景物的流變而宛轉搖蕩，此即陸機〈文賦〉

所言：「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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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1鍾嶸《詩品．序》亦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

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

寒，斯四時之感諸詩者也。」2筆者展讀嘉瑩先生的作品集，發現先生以「秋」

天為主題的作品數量繁多，嘉瑩先生觀秋景之風物感物抒懷，同時也是她消解煩

憂心靈的良藥。統計《迦陵詩詞稿》一書，有關季節的詩共 193首，摘錄迦陵詩

題或詩中出現「春、夏、秋、冬」之篇什，統計結果以秋詩 78首居冠，春詩 65

首第二，夏詩 29首第三，冬詩 21首居末。秋詩約佔迦陵季節詩歌創作的百分

之四十，1939年，15歲的少女時期即展現了詩詞創作的天賦才氣，《迦陵詩詞

稿》中的第一首詩即是寫秋天，〈秋蝶〉詩云：「幾度驚飛欲起難，晚風翻怯舞

衣單。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3由此可見其對秋天的賞愛及對自

然景物的共感。在物候四季裡，嘉瑩先生以秋入詩題或詩中有秋容的詩句，在季

節詩裡數量最多，由此得知，嘉瑩先生擅長以秋季渲染詩情，「秋」是她詩詞的

典型題材，由於《迦陵詩詞稿》也收錄嘉瑩先生約百首的詞作，其中描寫秋景的

詞也有 11首，筆者在論述中也將一併與秋詩合論。

本文要探討的重點是《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究竟表達了何種心境？以及在

文學的藝術美感來看，嘉瑩先生的秋詩作品呈現的風格特色。創作往往是作者心

境的反映，在秋詩作品裡，嘉瑩先生使用了大量灰冷的色彩用字，從其審美角度

而言，詩人偏愛「陰柔」的美感，在在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在聲情表現

上，詩人多用能表達淒清沉鬱情感的韻部，也造就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風。

筆者以為其沉鬱詩風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性和學養

有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

是詩人日常生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探討了

1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 17，頁 240。

2 引自（梁）鍾嶸：《詩品．序》，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年），頁 8。

3 葉嘉瑩：《迦陵詩詞稿》（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 3。以下所引詩詞作

品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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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嘉瑩先生創作當時之心理歷程，應能從其遭遇的磨難及心理的調適，觀得其安

頓生命的智慧。

二、《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樣貌與時間意識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有言：「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

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

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

發。」4劉勰指出四季物色，隨著時序的運轉而變化無窮。大自然的陰陽之氣，

以變化萬千的形、色來呈現，詩人吟詠不只是出自個人心志，同時也是回應外在

物色的召喚。

閱讀一首詩歌，讀者除了從春夏秋冬的用字，可以明白詩中所要顯示的季節

外，詩中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也會因季節的改變而有規律的變化，這種物候變

化也可使人體察季節和時間的變遷，秋天的氣象是衰亡蕭瑟的，因為從春、夏的

繁盛過渡到秋的蕭條，是一種蕭條與生機的對比。《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極為

豐富，從寫作手法來看，大都以具體物色做為切入點，其中草木凋零、風露淒

清、蟲鳴淒切等，都是最典型的秋日物候類意象，淒涼的外境形成悲秋的因素，

詩人的主觀感官接受物色的客觀刺激，在夜晚與黃昏的主要場景下睹物興情，營

造暗淡蕭條的氛圍，是迦陵秋詩共同的基調。

下列將《迦陵詩詞稿》中秋的物候徵象，列表說明如下：

秋 容 樣 貌 類　型 詩           中           實          例
植物類（之一） 花 黃菊、蘆白花

　　　（之二） 落葉 敗葉因風落、黃葉下階飛、長林搖落葉聲乾、深秋落

葉滿荒城、風來盡掃梧桐葉、落葉飄黃已滿林、金風

葉葉墜梧桐、搖落

　　　（之三） 枯草落花 群芳凋落盡、秋草已全凋、蔓草荒、敗草、花飛無奈

水西東、芳根早分委泥塵

4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 599。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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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容 樣 貌 類　型 詩           中           實          例
動物類 雁 歸雁、征鴻、鴻雁、斷鴻

昆蟲類（之一） 蟬 寒蟬、明蟬

　　　（之二） 蛩 蟋蟀鳴、吟蛩

　　　（之三） 螢 流螢

色　彩 以冷色調為主 蘆花白、墳草白、白露、白霜、碧梧枝、碧天

時　間 黃昏 暮霞、斜陽、夕曛

氛　圍 孤寂、愁 蕭索、愁、寂寥、淒涼、落寞、惆悵、瑟條、閒愁

由上表歸納，大概可知迦陵詩詞中的秋容樣貌，大致與古人用以表達秋意的

意象，並無二致。歸納秋的物候徵象有下列幾類：植物意象以落葉、菊花為主；

動物意象以鴻雁為主；昆蟲意象以蟬、蛩、螢為主。

（一）秋容樣貌—動植物與昆蟲類

在《迦陵詩詞稿》中，落葉與枯草落花是出現最多的秋景。詩例如：〈秋

曉〉：「五更敗葉因風落，聲聲簷際添蕭索」（頁 4）、〈哭母詩〉：「黃葉滿

山墳草白，秋風萬里感啼鵑。」（頁 6）、〈晚秋雜詩五首其一〉：「鴻雁飛

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頁 26）詞例如：〈臨江仙〉：「一片凍雲天

欲暮，長空敗葉蕭蕭。」（頁 40）、〈南歌子〉：「階前黃葉久成堆，猶自西

風徹夜滿林吹。」（頁 49）另一種常見的植物是菊花，菊花盛開在肅殺氣盛、

霜露逼人的秋天，不畏風寒霜冷，展現傲世的清高形象。「菊」之特殊形象成

為歷代文人喜好歌詠的原因，菊的形象如何走入迦陵的詩詞世界呢？詩例如：

〈坐對〉：「坐對黃花感不勝，蓬萊消息近難憑。浮雲出岫姿多變，孤月橫空影

倍澄。」（頁 12）詞例如：〈明月棹孤舟〉：「寂寞黃花都老去，是繁華總歸

塵土。」（頁 41）〈踏莎行〉：「黃菊凋殘，素霜飄降，他鄉不盡淒涼況。」

（頁 135）以上這些詩句或傷時光之流逝；或傾訴異鄉愁思，於此，葉嘉瑩也

說：「至於花之所以能成為感人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種，第一個極淺明的原因，當

然是因為花的顏色、香氣、姿態，都最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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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所以由花所觸發的聯想也最豐富。」5

動物意象以鴻雁為主，在遊子的心目中，漂泊不定的鴻雁，不僅是引發懷鄉

之情的傷心物，更是命運坎坷、多愁善感詩人的化身。雁，又有一種堅貞不移、

不怕寒霜的精神，可作為飄泊苦難者的象徵。詩人借鴻雁抒發時不我與的感慨和

傷時感世的悲痛，流浪的鴻雁，就好比四處飄盪的詩人自身。在迦陵秋詩中，鴻

雁象徵羈愁情思，常和秋風、落葉和黃花等意象交錯出現，共同營造出一種寂寥

的鄉愁氛圍。詩例如：〈坐對〉：「萬里風高歸白雁，三秋蟲語入青燈。」（頁

12-13）〈晚秋雜詩五首其二〉：「情緒已同秋索寞，錦書常與雁參差。」（頁

26）詞例如〈臨江仙〉：「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黃。」（頁

49）〈水龍吟〉：「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頁 134）

昆蟲意象以蟬、蛩、螢為主。蟬出現在寒暖交替的季節，最易喚起詩人對青

春生命的注視，詩人對蟬的憐惜，也夾雜了對自身生命流失的憐惜，《莊子．逍

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6秋蟬孱弱的身影在樹

上發出悲涼響亮的鳴聲，往往給予詩人淒苦、受難、悲涼的感受。蟬在詩中，總

是和失意的惆悵或歲月的哀愁，以及日暮途窮等無奈的情緒連結在一起。蟬的夏

生秋死，引發詩人興起對人生如寄，韶華易逝的感歎，是一種時間推移的悲哀。

迦陵詠蟬的秋詩如下：〈寒蟬〉：「涼露已收霜欲下，長吟休傍最高枝。」（頁

13）、〈搖落〉：「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頁 26）詞例如：

〈如夢令．殘柳〉：「冷落清秋時節，枝上晚蟬聲咽。」（頁 43）

蛩，即是蟋蟀，又有促織別稱。蛩在靜謐的秋夜裡苦吟哀鳴，渲染出一種秋

天的淒涼感。杜甫〈促織〉詩云：「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7一般來說，

在詩中蛩多以苦吟為主要意象。宋玉〈九辯〉更因蟋蟀鳴於西堂，心怵惕而震

5 葉嘉瑩：〈幾首詠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收於《迦陵論詩叢稿》（北京：中華書局，

2005年），頁 267。

6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群玉堂出版社，1991年），卷 1，頁

11。

7 （唐）杜甫：〈促織〉，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卷 225，頁 2421。詩句中的哀「音」，又可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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盪：「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8

憂思而不能成眠的詩人，聽見蟋蟀的哀鳴，感嘆歲月的逝去，想起自己一事無

成，這是由蛩響感嘆時光的無情，進而憂傷自己生命的短暫，在迦陵詩中也有

許多詩例：〈秋宵聽雨二首〉之一：「四壁吟蛩睡未成，簟紋初簇蚤涼生。」

（頁 24）、〈夜坐偶感〉：「日落尚煜耀，月上倏蒼涼。流鶯啼未已，蟋蟀鳴

空堂。」（頁 24）詞例如：〈明月棹孤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

蛩低語。」（頁 41）

流螢在秋夜中，是點綴秋夜場景的小精靈，有秋螢點綴的夜晚，就像秋風中

搖曳的燭光，螢光閃爍的美景，無聲的秋螢，卻有視覺的動態美，加深了秋夜的

寒冷和荒涼的氣氛。迦陵的秋詩也常見流螢點染詩意，詩例如：〈對窗前秋竹

有感〉：「記得年時花滿庭，枝梢時見度流螢。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

自青。」（頁 3）詞例如：〈鷓鴣天〉一詞：「蛩不斷，月移西，新寒襲遍舊羅

衣。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頁 49）嘉瑩先生用流螢表達一種

細膩婉約的感情，營造蕭索的愁緒，秋夜荒涼的景色，在流螢飛去之後更顯蒼

涼。

（二）時間意識：以黃昏為主

一首詩之時空安排有其作用，常常是在詩意中藉此隱藏著詩人的情感。黃永

武在〈詩的時空設計〉一文中說：

中國詩裡的情，往往高度複雜而縱橫鈎貫於時空之中，藉著自然時空的推

移而忽隱忽現。人與自然時空是那樣奇妙地融合無間，情感與哲理，不喜

歡脫離時空景象，去作純粹的摹情說理，每每透過時空實象的交互映射予

以形象化。9

8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卷 4，頁 143。

9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1980年），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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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秋詩在取景與造境上的美感特質，我們得知迦陵的秋詩還有一個特色是

在時間場景方面，嘉瑩先生常以黃昏、暮色組成一個個意象群。在古典詩詞裡，

黃昏自古以來是最容易觸動詩人的時間，黃昏是晝夜交替的時分，意味著時間的

消逝，由此引發詩人慨嘆生命易逝、人生苦短。對詩人來說，黃昏入夜時的相關

景物已不再是純粹的景物，而是熔鑄了詩人審美情感的一種文學意象，是詩人傷

時感物的催化劑。

暮色黃昏是群鳥歸巢棲止之際，夕陽沒入山後的過程何其短暫，只餘西天的

殘霞與暮色淒清的景致，秋日蒼茫的景致，容易興發詩人的感觸，秋色與夕照的

融合，深化秋詩中的時間意識。在迦陵的秋詩中，黃昏是最常出現的時間場景。

這些秋天詩詞除了有景物蕭條疏落的空間意識，也有傷逝嘆老的時間意識，再

加上詩人自身境況的寥落心境，形成了淒寂傷感的悲秋情懷。迦陵詩詞中以黃

昏為時間意識的詩例如下：〈過什剎海偶占〉：「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

帶斜陽。於今柳外西風滿，誰憶當年歌舞場。」（頁 8）〈得鳳敏學姊書以詩代

簡〉：「樓高縈舊夢，天遠悵停雲。數盡歸鴉影，蒼茫立夕曛。」（頁 31）詞

例如：〈醉公子〉：「暮霞斜照水，江上楓林醉。江水解相思，東流無盡時。」

（頁 39）〈秋留別哈佛三首〉之二：「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已

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頁 34）〈踏莎行〉：「黃菊凋殘，素霜

飄降，他鄉不盡淒涼況。丹楓落後遠山寒，暮煙合處空惆悵。」（頁 135）等皆

是。綜合這些詩詞作品來看，多以「黃昏」意象抒發世事變遷、人事滄桑以及懷

鄉情懷。詩人從暮色中彌漫的一種蒼涼氣氛中感嘆時光流逝、羈旅難歸的悲涼，

其詞組以斜陽、夕曛、暮霞、殘陽、暮煙為主，將淒苦孤寂的羈旅愁思渲染得極

其濃厚。

三、《迦陵詩詞稿》中悲秋詩詞的藝術呈現

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永恒的母題，嘉瑩先生繼承古典詩詞的精粹，她

的悲秋詩詞大都作於少女、大學時期和漂泊海外的離散時期。面對這些苦難曲折

的歲月，她用激宕淋漓的筆墨，織成哀婉悲涼的篇章，以下就三個藝術層面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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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作品。

（一）冷色調的用字（見文末附錄表格）

秋天由於陰氣盛的緣故，在萬物落盡，景物蕭條之後，大地呈現一片衰敗

的秋景。以《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為例，嘉瑩先生慣用「殘」、「荒」、

「瘦」、「驚」、「盡」、「空」、「寒」、「獨」等冷色的字面 0來渲染秋天

蕭索的氛圍。從其審美角度而言，似乎偏嗜一種「陰柔」型的美感，這些帶有

情感性質的字眼，或從詩人自身的境遇去寫，或從時間的逝去、空間的遼闊著

筆，都能呈現出詩人心境的變化。落葉意象、秋蟲意象和鴻雁意象等，配合詩人

羈遊離別的感傷心境，共同描繪出詩人無奈的感秋情懷。由迦陵秋詩的用字藝術

來看，對於認識和掌握她的詞風是有所幫助的，依以上慣用詞彙，其中使用最多

者，又以「空、「寒」、「盡」三字出現頻率最高，這三字都帶有荒涼和陰沉的

美感特質，使秋天凋落的景象和孤寂的心境更為突顯，蕭條荒涼的秋景，渲染出

死亡的孤獨冷寂，並加深了人事的無常與淒清之感。

嘉瑩先生也用疊字渲染詩情，有形容風吹落葉聲音者，例如〈臨江仙〉：

「長空敗葉蕭蕭」（頁 40）、〈憶蘿月〉：「蕭蕭木葉」（頁 41）、〈頤和

園〉：「颯颯西風苑樹寒」（頁 17）、〈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晏殊詞：「金風

葉葉墜梧桐」（頁 113）。「蕭蕭」、「颯颯」、「葉葉」這些詞彙，不僅吟

詠起來聲韻悽愴，更渲染秋日蕭瑟蒼茫的景象，恍若真實具體而鮮明地呈現眼

前。秋天不僅是木葉風吹的季節，還是蕭蕭暮雨飄落的季節，在迦陵秋詩中，蕭

蕭也用來形容雨聲，雨水濕潤了詩人的心扉，使離別羈遊的心境更加淒清、悲

苦，例如〈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柳永詞：「蕭蕭暮雨灑江天」（頁 114）、〈秋

宵聽雨二首〉之一：「隔簾一陣瀟瀟雨」（頁 24）。其他疊字的使用，或描寫

0 色彩能在人的視覺反應中直接產生情緒，《色彩心理學》一書認為色彩的明度還能產生出深淺

感、充實或空虛感、軟硬感、強弱感、壓力與放鬆、安定與不安穩等感受。通常暗色給人一種

沉重、深沉、充滿、堅硬與安定等感覺，而明度高的色彩則有相反的感覺。以上敘述觀點採自

 （日）大山正：《色彩心理學》（臺北：牧村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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淒涼秋景，或抒發孤寂情緒，風貌多變，例如〈菩薩蠻〉：「相逢皆漠漠」（頁

50）、〈夜坐偶感〉：「四顧心茫茫」（頁 24）、〈詠懷〉：「萱幃何寂寂」

（頁 9）、〈憶蘿月〉：「平沙一片茫茫」（頁 41）、〈1968年秋留別哈佛

三首〉之三：「雲天東望海沉沉」（頁 34）。古人為詩也喜用「茫茫」、「漠

漠」，如王維〈積雨輞川莊作〉：「漠漠水田飛白鷺」、q東坡〈江城子〉：

「十年生死兩茫茫」，w「漠漠」與「茫茫」都是唇音字，都有遙遠綿邈、寬泛

不明的意思。e由此可見，疊字的使用，除了增加詩的音韻美外，也使詩中物色

的形象更為鮮明、具體而真切，對於詩情的傳達，使之更委曲、含蓄而細膩，有

時還有渲染的作用。

（二）冷色調的設色

每位詩人擅長的色彩各不相同，是什麼因素造成詩人各自有不同的偏愛色

系？於此，黃永武說：「詩人對色彩的偏愛，以及詩人生活的時代環境等等，都

影響到詩中明麗或黯淡的色澤，這就從色彩字中自然流露出個人的性情與時代的

風尚。」r是故我們觀察詩人在作品中的色彩表現，或可揣想詩人隱藏內在的性

格特質，不同詩人隨著自身的性格差異和外在生活的環境，各有其不同的色彩偏

好。

就迦陵詩詞來看，嘉瑩先生偏愛使用白色與綠色，據《迦陵詩詞稿》所收錄

的詩詞，古近體詩有近四百首，詞約百首，在色彩用字方面，筆者統計使用白色

系的詩有 86首，詞有 62首；使用綠色系的詩有 72首，詞有 46首，這二色系

的使用在《迦陵詩詞稿》佔比超過一半。以白色系來看，迦陵秋詩塑造的詩境大

多帶有清冷的色調，詩人偏好冷色調的用字，詩中慣用的白露、秋霜也是沿用古

q （唐）王維：〈積雨輞川莊作〉，《全唐詩》，卷 128，頁 1298。

w  （宋）蘇軾著，石聲懷、唐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

頁 77。

e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頁 93。

r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頁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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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文學傳統，《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t古代詩詞

中的霜露意象，具有視覺和觸覺上的雙重意象，準確地呈現了詩人想表達的那種

凝重哀愁，容易與蕭瑟的秋季連結在一起，也成為悲秋的重要意象。迦陵秋詩中

的霜露詩例如：〈明月棹孤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蛩低語」（頁

41）、詞例如〈臨江仙〉：「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黃」（頁

49）。

以綠色系來看，綠色是大部分植物的色彩，也是大自然生命的象徵，色調屬

冷色系，在傳統的用色中，綠色是一種幽靜的顏色，黃永武說：「喜愛高彩度

的暖色系，往往是喜歡熱鬧的人。喜愛低彩度的寒色系，往往是承受著寂寞的

人。」y林書堯也說：「溫雅的心情容易為優美的色調所吸引，憂鬱的情緒為暗

淡的色調所包圍。鮮明的色彩大多表示朝氣勃勃，感情熱烈；晦暗的色彩大多表

示陰鬱沉悶，情緒低落。」u迦陵的詩詞常見梧桐與柳意象，梧桐樹是一種闊葉

植物，雨點打在葉片上，聲音容易被人聽見，秋天一來，葉片紛紛墜落，容易給

人蕭瑟、淒涼之感。在古典詩詞中，「梧桐」是典型的意象，常常被用於詩文中

寄寓情感，《迦陵詩詞稿》中的詩例如：〈哭母詩八首之四〉：「窗前雨滴梧桐

碎，獨對寒燈哭母時。」（頁 6）又如〈晚秋雜詩五首之四〉：「風來盡掃梧桐

葉，燕去空餘玳瑁梁。」（頁 26）嘉瑩先生也偏愛楊柳，楊柳自古以來是別離

的象徵，《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

霏。」i詩人常以楊柳抒寫離愁別緒，嘉瑩先生也不例外，詩例如：〈過什剎海

偶占〉：「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帶斜陽。」（頁 8）〈搖落〉：「高柳鳴

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頁 26）〈晚秋雜詩五首其二〉：「睡起中宵

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頁 26）

綜而言之，白色與綠色是嘉瑩先生最常用的兩個色系，詩中的色彩就是她   

t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頁 221。

y 黃永武：《詩與美》，頁 55。

u  林書堯：《色彩學概論》（臺北：國立藝術專科學校，1963年），頁 102。

i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295。



淡江中文學報 第四十六期

124

心境最真實的寫照，她用白色與綠色抒寫離情或思索對時光流逝的感傷，詩詞中

常引入自然界一些淒冷蕭颯的景物作為抒情對象，如寒霜涼露、青青柳色等等，

這些自然意象皆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都帶有濃重的感傷情調，其色彩的灰冷

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罩在哀怨悲苦、抑鬱低迴的氛圍中，由此形

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作風格。

四、由悲秋詩詞觀其風格成因及個人生命的超越

由上述內容來看，嘉瑩先生的創作是其心境的反映，色彩的灰冷都映照著詩

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罩在抑鬱悲苦的氛圍中，由此形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

的作品風格。沉鬱詩風，歷來為文人所推崇，歷代詩人和詩學家也都重視沉鬱

風格。屈原〈九章．思美人〉說：「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o所謂

沉菀，就是沉鬱。鍾嶸在《詩品．序》中曾經稱讚梁武帝蕭衍的詩文：「體沉鬱

之幽思，文麗日月」，p足見沉鬱的顯要地位。至於清代的詩評家陳廷焯，對沉

鬱的論述更多，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一書，通體都強調沉鬱，其云：「作詞之

法，首貴沉鬱，沉則不浮，鬱則不薄」，a又云：「詩之高境，亦在沉鬱」，s

何謂「沉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又云：「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鬱。

不鬱則不深，不深則不厚。」d綜而言之，所謂「沉」，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

所謂「鬱」，是就情感的濃鬱、憂憤而言。至於哀婉的風格則是以曲折的筆調來

達到婉約的詩歌境界，而更著重於情感表達的曲折，其表現手法往往是睹物思

情，將哀傷的感情委婉地寄託在眼前景物之中。詩風越哀婉，其感情隱藏得越幽

深、隱蔽。

o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頁 113。

p （梁）鍾嶸：《詩品．序》，《歷代詩話》，頁 3。 

a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頁 2。

s 同前註。

d 此段評論為陳廷焯評清代陳維崧（號迦陵）詞，見（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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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迦陵詩詞風格的轉變，嘉瑩先生在 1988年與繆鉞先生談及自己一生的

創作時曾云：

吾生平作詞，風格三變。最初學唐五代宋初小令；以後傷時感事之作又嘗

受蘇、辛影響；近數年中，研讀清真、白石、夢窗、碧山諸家詞，深有體

會，於是所作亦趨於沉鬱幽隱，似有近於南宋者矣。（〈序〉，頁 3）

筆者認為迦陵詩詞作品風格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

性、學養有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命歷程有關。

（一）詩風與作者的才性、學養有關

塗公遂說：「所謂文學的風格，就是作家的個性和人格在文學內容與形式

上的一種綜合的表現。」f繆鉞先生在為《迦陵詩詞稿》寫序時曾說：「君夫

工詩詞，而詞尤勝，蓋要眇宜修之體，幽微綿邈之思，固其才性之所近也。」

（〈序〉，頁 3）正如《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言：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

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

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

駭。g

劉勰廣泛的列舉前代作家，以徵風格和才性的關係。由於作家的才性、氣質、學

養、習染不同，寫作風格也就不同。詩人獨特的性情，往往體現在作品風格中，

作家的性格，成為作品風格形成的首要因素。

嘉瑩先生曾自述幼時長輩要求背詩的情形，年幼的她吟唱的竟是李白的〈長

f  塗公遂：《文學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 179。

g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 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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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行〉：「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h由此可見

先生自幼即有多愁善感的人格特質，再加上她深邃而內歛的性格，深刻細緻的觀

察力，用含蓄、委婉的表現手法呈現在作品中，作品因而有深遠的感情，沉鬱哀

婉的藝術形象。再從嘉瑩先生的成長環境來看，她曾自述幼年在深宅大院成長的

情形：「生活經驗極為貧乏，但春秋之代序、草木之榮枯，種種景象都可以帶給

我感發和觸動，於是窗前的秋竹，階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牆角的吟蛩就一一

寫入詩篇。」j嚴謹的舊式教育使少女時期的嘉瑩先生幾乎與外界隔絕，形塑出

多愁善感的性格，是故對外在的景物異常的敏銳，觸發出的詩境格外荒寒孤峭。

如作於 1939年，年僅 15歲的〈對窗前秋竹有感〉一詩：

記得年時花滿庭，枝梢時見度流螢。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頁 3）

「忍」，實是「不忍」之意，意謂當眾芳凋零時，窗前翠綠的秋竹也不忍獨自在

西風裡展現姿態，花落螢飛，對照曾經的花開滿庭更顯蒼涼，又如 1940年〈詠

菊〉一詩：

不競繁華日，秋深放最遲。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頁 4）

春天時百花齊放，菊花不與群芳爭艷，待眾芳凋零後，才顯得出菊花經霜耐寒的

特性。再看作於 1941年秋天的〈明月棹孤舟〉一詞：

連日西風連夜雨，恁淒涼幾時才住。孤雁單寒，秋雲淡薄，休向遠天凝

佇。寂寞黃花都老去，是繁華總歸塵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蛩

低語。（頁 41）

h （唐）李白：〈長干行〉，《全唐詩》，卷 163，頁 1695。

j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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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此詞時嘉瑩先生年僅 17歲，這闋詞寫的是雨後的心境，一句「是繁華，總

歸塵土」，為這闋詞奠定了悲涼基調。上片寫秋雲裡的孤雁落單獨飛；下片說小

院裡的黃花都凋零，這些物象都顯示她對外在景物的感發是極為悲感的，筆下著

墨的秋景盡是淒涼且寂寞的心境，形成哀婉深沉的風格。少女時期大都是以宅院

裡的景物為素材，這些詠物詩作讀來清新自然、典雅靈動，抒發細膩又多愁善感

的少女情懷。大學後，迦陵的秋詩開始有了人事的動盪與世局的滄桑。

1941年，嘉瑩先生考上輔仁大學，進入古典文學的堂奧，1942年至 1948

年間，追隨老師顧隨教授聽講受教計有五六年光景，詩詞創作深受其影響，在顧

隨教授的「唐宋詩」課堂上，她的詩賦才華得到了充分發展，在創作上更見其典

故與喻託技巧的運用，例如作於 1944年的〈搖落〉一詩：

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雲凝墨色仍將雨，樹有商聲已是秋。

三徑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樓。征鴻歲歲無訊息，腸斷江河日夜流。

（頁 25-26）

柳枝上聲聲哀怨的秋蟬，觸動著詩人感發的詩心，以陶潛的「元亮宅」和王粲的

「仲宣樓」為典故喻託。陶潛的〈歸去來兮辭〉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二

句，看似質樸荒蕪的居所，卻有傲骨的松菊存在，松菊象徵自己的風骨；王粲的

〈登樓賦〉，由登樓極目所望而生思鄉、懷才不遇之慨，全篇沉鬱悲涼，感人至

深。由於陶潛與王粲皆生逢亂世，嘉瑩先生在當時日軍侵華的動亂時局之下，多

愁善感的她也藉古人事跡傾訴自己的憂思之情。

1944年作〈晚秋雜詩〉五首，茲列舉其二、其三如下 ：

西風又入碧梧枝，如此生涯久不支。情緒已同秋索寞，錦書常與雁參差。

心花開落誰能見，詩句吟成自費辭。睡起中宵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

深秋落葉滿荒城，四野蕭條不可聽。籬下寒花新有約，隴頭流水舊關情。

驚濤難化心成石，閉戶真堪隱作名。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

（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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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起中宵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寫深夜醒來只見院落冷如冰霜的月光；

「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寫因愁思而深夜調絃撫琴聊以慰藉，由

這些詩句看來，可知這二首詩皆寫因愁思而夜不成眠，四周蕭索的秋景，蘊含著

幽微的情意和思致，辭意極為深美，風格卻低迴哀婉，筆觸悲涼，讓人誤以為是

出自一滄桑老人筆下，以上詩作皆是嘉瑩先生在「唐宋詩」課堂上的習作，顧隨

教授發還作業時不但一字未改，還另附上六首題為〈晚秋雜詩六首用葉子嘉瑩

韻〉的和詩，由此得見他對學生才華的欣賞與鼓勵。在顧隨教授的指導下，嘉

瑩先生閱讀大量古人的作品，其中影響先生最深的應是杜甫。1943年，先生作

〈鷓鴣天〉一詞：

葉已驚霜別故枝，垂楊老去尚餘絲。一江秋水蘋開晚，幾片寒雲雁過遲。

 愁意緒，酒禁持。萬方多難我何之。天高風急宜猿嘯，九月文章老杜詩。

（頁 46）

嘉瑩先生創作此詞時正身在淪陷區中，時父親遠在後方、母親又病逝，頓失依

靠，此即「萬方多難我何之」。「寒雲」、「過雁」流露的是對久無音訊的父親

的思念。垂絲的老柳，蘋開的秋水，描寫的是北平故都景物的淒涼。至於下半部

的「萬方多難」則是用杜甫詩句來寫當日抗戰中的多難國家，而最後兩句則更是

直接引用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的詩句，k杜甫的〈登高〉一詩寫

的是登高所見的秋江景色，宣洩長年飄泊、老病孤愁的情感，杜甫深廣博大的情

懷與沉鬱頓挫的詩才，對當時家國也在憂患之中的嘉瑩先生，自然有戚戚然的感

動與啟發。

杜甫的詩作對嘉瑩先生的影響可說是一輩子的，她曾自述：「當我去國日

久思鄉日切而一直還鄉無計的一段年月中，我卻逐漸發現最能引起我懷鄉去國

之思的，實在是杜甫的詩篇。」l先生一生都鍾情於杜詩的情懷，同時也造就了

k （唐）杜甫：〈登高〉，《全唐詩》，卷 227，頁 2467。

l  葉嘉瑩：《迦陵說詩講稿》（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頁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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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沉鬱哀婉的詩風。杜詩可說是她漂泊歲月的精神支柱，晚年曾寫有〈贈故都

師友〉：「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許，難忘詩中李杜

魂。」（頁 95）;她與杜甫心魂相守，從杜詩中嘉瑩先生汲取了無數的靈感與力

量。z

國共內戰後，隨夫渡海來臺，丈夫遭遇白色恐怖迫害入獄，嘉瑩先生亦受牽

連入獄數月，x為餬口育兒四處奔波教書。台灣時期，是嘉瑩先生生命裡的一段

黑暗時期，悲苦的意念，一直存在於先生的日常生活、教學生活與撰述著作中。

這段時期影響她最深的文人是王國維，嘉瑩先生曾說：

在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記起來的，就是靜安先生用東坡韻詠楊花的〈水

龍吟〉詞的頭兩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我以為自己正如

同靜安先生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便已經零落凋殘了。不過我

的性格中卻另外也有極為堅韌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許多苦難而不肯

; 此詩引用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詩有言：「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

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卷 216，頁 2265。杜甫此詩前兩句

說明構造廊廟的人才眾多，不一定缺少自己；下兩句則是以葵藿自況，說明自己忠君愛國的天

性是無法改變的，這是一種天性，就像葵藿總是傾向著太陽。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座宏偉的大

廈，在國家這麼多的人材中，嘉瑩先生卻將自己比喻為不成材的散木，雖然離鄉數十寒暑，與

祖國的感情、心靈卻是相通的，一個飽讀詩書的書生要用什麼方式報答國家呢？先生說：「難

忘詩騷屈杜魂」，原來先生要用屈原和杜甫那樣熱烈而深沉的愛國感情為祖國培育人才，貢獻

力量。「詩騷屈杜魂」，宛如一棵大樹，正是先生以生命泉源不斷灌注的「鄉根」。

z 嘉瑩先生於 1966年撰有《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篇幅達 40萬言的鴻篇巨著，寄託先生對杜甫

人格與情懷的敬仰和對故國的眷戀。參見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臺北：大塊文化出

版社，2012年）。

x 1950年寫有〈轉蓬〉一詩，前有序言：「1948年隨外子工作調動渡海遷臺。1949年冬長女生

甫 3月，外子即以思想問題被捕入獄。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教員六人又皆因

思想問題被拘詢，余亦在其中。遂携哺乳中未滿周歲之女同被拘留。其後余雖幸獲釋出，而

友人咸勸余應辭去彰化女中之教職以防更有他變。時外子既仍在獄中，余已無家可歸。天地茫

茫，竟不知謀生何往，因賦此詩。」詩云：「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已歎身無托，翻驚禍

有門。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頁 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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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下去，更不願在不幸中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c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近代最有影響的詞學理論著作，王國維詞現存僅

一百十五首，觀其詞作可見其悲觀憂鬱的性格，內容大都描述個人生活的遭遇，

人生悲苦的感觸，嘉瑩先生對其〈水龍吟〉甚為喜愛，原詞如下：

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日長無緒，迴廊小立，迷離情思。細雨

池塘，斜陽院落，重門深閉。正參差欲住，輕衫掠處，又特地、因風起。

花事闌珊到汝。更休尋、滿枝瓊綴。算來只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

樣飄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貯得、離人淚。v

這首詞以花落喻人事，寫到哀殘將盡的楊花，好像人世間的哀樂那樣的零碎，人

生飄零的命運就像楊花飄零的命運一樣，楊花即是柳花，在孟春之際開花，春盡

花落，似乎是無人愛惜任憑它飄落。所以王國維說：「如何一霎濛濛墜」，嘉瑩

先生對此有很深的感慨，自大學畢業後就赴南京結婚，當時事業無成，來臺後又

飽經患難，彷彿自己有如楊花般，開花的時候無人愛惜，任它飄零墜落。在王國

維的〈水龍吟〉裡，飄蕩凋零的柳絮，被賦予了飄零無依的感嘆，傷逝之情溢於

言表。王國維這種憂鬱的飄零、悲婉詞情，與當時的嘉瑩先生情感的相通之處可

謂不謀而合。

由上述所論得見，才性與學養對嘉瑩先生作品風格的形成影響很深。杜甫與

王國維的作品都是「有我之境」，都表達了感時傷世的情緒，流露出的哀婉悲

痛，嘉瑩先生可以稱得上是杜甫與王國維的知音，大概只有性格相近的人才會發

出物有恆姿，人有同思的感嘆，所謂「境由心造」，詩人寫眼前之景，抒心中之

情，寫出了各自的生命飄零與悲戚，面對自然界的景物，表現出善感多愁的性格

特徵，這是因為在情感上能引發共鳴使然。

c 見葉嘉瑩：〈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我的詩詞道路》，頁 10-11。

v  （清）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四）》（臺北：大通書局，1976年），頁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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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詩風與生命歷程有關

筆者依文末所製表格的作品考察，發現嘉瑩先生偏嗜陰冷的審美愛好，幾

乎貫穿其一生的創作，依表格分析，只有少數幾首詩詞如〈留別哈佛〉、〈異

國〉、〈秋日絕句〉、〈木蘭花慢〉⋯⋯等作於晚年，其餘均創作於 1944年

以前，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為什麼嘉瑩先生在風華正茂的少女、大學時

期，創作流於哀婉沉鬱的風格？這與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境遇有關，我們觀得

1941年至 1944年這一段大學時期，詩人的創作每多悲苦之音，這與當時嘉瑩先

生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個人境遇有關，這時期正是日軍侵略，國勢危殆之際，戰亂

的傷痕深刻地烙印在詩人心裡，使詩人的心靈抹上沉重的灰色。戰亂中母親因病

去世，父親又遠在後方的重慶，她所居住的北平也已淪陷了四年，是故這一時期

的詩作往往流露哀婉的悲悽。17歲即遭喪母之痛的嘉瑩先生，大學時代又歷經

了戰亂的生離死別，以致這時期的詩作，常流露淒清哀婉的風格，形成陰柔美感

的詩風。嘉瑩先生在〈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一文中曾說：

我的母親於不久前才因癌症去世，父親正遠在後方的重慶，而我所處身的

北平，則已經淪陷了有四年之久。那時我無論閱讀和創作，都特別耽溺於

悲苦之音。b

如 1940年作〈臨江仙〉一詞：

一片凍雲天欲暮，長空敗葉蕭蕭。薊門煙雨白門潮，幾回月上，回首恨難

消。莫向荒城尋故壘，秋來塞草全凋。北風吹響萬林梢，倚欄人去，雁影

落寒郊。（頁 40）

b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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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首詞寫因日軍的侵犯，家鄉北平淪陷，戰亂使故園殘破不堪，重建之路又遙

遙無期，歷經世局的動亂，詩人的心境充滿悲痛與苦難。1941年作〈詠懷〉一

詩：

高樹戰西風，秋雨簷前滴。蟋蟀鳴空庭，夜闌猶唧唧。空室闃無人，萱幃

何寂寂。自母棄養去，忽忽春秋易。出戶如有遺，入室如有覓。斜月照西

窗，景物非疇昔。空床竹影多，更深翻歷歷。穉弟年尚幼，誰為理衣食。

我不善家事，塵生屋四壁。昨夜雁南飛，老父天涯隔。前日書再來，開函

淚沾臆。上書母氏諱，下祝一家吉。豈知同床人，已以土為宅。他日縱歸

來，淒涼非舊跡。古稱蜀道難，父今頭應白。誰憐半百人，六載常做客。

我枉為人子，承歡慚繞膝。每欲淩虛飛，恨少鯤鵬翼。蒼茫一四顧，遍地

皆荊棘。夜夜夢江南，魂迷關塞黑。（頁 9-10）

這首詩情感真摯流露，適逢抗戰，烽火連天，母親於戰亂中病逝，家中尚有年幼

弟需要照料，而父親又多年在外地遲未返家，只能以家書聊獲寬慰，生活中的變

故處處艱辛，就像四周遍地都是荊棘，但求莊周的鯤鵬之翼以求逍遙解脫，n其

詩句悲涼沉重，這是生活極度憂慮下的無限感慨。

綜觀嘉瑩先生大學時期的作品，幾乎都圍繞著傷逝主題，詞調沉鬱哀婉，如

1944作〈臨江仙〉：

處世原無好計，有生須耐淒涼。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

黃。萬物已悲搖落，菊花還作重陽。誰家薄倖不還鄉，賺人明鏡裏，和淚

n 《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

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

者，天池也。」後人多用「鯤鵬之志」形容志向遠大。筆者以為此處嘉瑩先生應是以鯤魚、鵬

鳥托物寓意，直陳虛無自然為逍遙之境，能逍遙自在，便能無往而不適，這是就嘉瑩先生當時

的精神層面來說，在歷經戰亂母逝後，為生活上的磨難尋求解脫之道，故而有「每欲淩虛飛，

恨少鯤鵬翼」之句。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 1，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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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嚴妝。（頁 49）

同年又作〈南歌子〉：

秋水連天瘦，征鴻取次稀。階前黃葉久成堆，猶自西風徹夜滿林吹。酒

薄愁偏重，燈闌夢未回。者般生計已全非，細數人天恩怨總堪疑。（頁

49）

以上二首均為借景抒情之作，征雁飛去，萬物凋零搖落；秋水天瘦，階前黃葉成

堆，全是蕭索的悲秋景致，嘉瑩先生自經歷過喪母，家園淪陷的悲哀，詞作中流

露的秋日情懷都是淒涼的落寞之感。

閱讀先生的詩詞作品，大概可知先生一生的歷程充滿悲歡離合、死生苦難，

17歲喪母，1949年婚後隨夫來台，又是另一段憂患的日子，丈夫遭遇白色恐怖

禍患之後，一家人依靠嘉瑩先生教書維持生活，因四處奔波兼課，生活的磨難導

致詩詞創作難以持續，台灣時期是其一生創作數量最少時期，此皆環境的逼迫

使然。1966年，嘉瑩先生赴哈佛講學，m當時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無法聯繫家

人，異鄉的漂泊之情在她的〈鷓鴣天〉一詞中傾訴而出：

寒入新霜夜夜華，艷添秋樹作春花。眼前節物如相識，夢裏鄉關路正賒。

從去國，倍思家，歸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飄零慣，如此生涯未有涯。

（頁 54）

m 當年嘉瑩先生赴海外哈佛任教，曾引起時任臺大校長錢思亮先生的不諒解，時隔多年在《紅蕖

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一書出版後，嘉瑩先生在書裡針對她當年離臺赴美任教有所說明，主

要是因為丈夫受到白色恐怖迫害，長年在家性格丕變，離開臺灣到外地生活是丈夫多年的願

望。參見 葉嘉瑩：《紅蕖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

197及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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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片寫秋天的楓葉像春天的花一樣，這些景物在北平的老家也能得見，來到臺灣

後已多年未見，方知返鄉路途遙遠。下片用陶淵明〈歸田園居〉「但道桑麻長」

語典，意謂何時能像淵明一樣歸隱返鄉種桑植麻？二十年來已習慣飄零，但這樣

飄零的歲月尚不知何時方能結束？早年嘉瑩先生蟄居台灣，已有鄉根斷絕之痛，

中年過後寓居海外的飄泊，對故國家園的蓴鱸之思更加深切，思鄉主題也逐漸形

成寓居海外時期詩歌中的基調，有許多詞作都是訴說鄉情的，赴哈佛兩年後，因

簽證問題，未能如願留下任教，嘉瑩先生在此情狀下，寫下了〈1968年秋留別

哈佛三首〉組詩，表達了自己對前程渺茫的惆悵及對故國的思念，茲舉其一、其

二如下：

又到人間落葉時，飄飄行色我何之。曰歸枉自悲鄉遠，命駕真當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嘆浮家客，卻羨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將行漸近登高節，惆悵征蓬九月風。

（頁 34）

離鄉萬里逾二十載，荏苒光陰飛逝，然「早是神州非故土」，故國正值文革動

盪，返鄉遙遙無期，「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一家人在幾年之中

分離如斷鴻孤雁，「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想到韶華逝去，只有

在評詩說詞裡寄託愁緒，此時嘉瑩先生的內心世界實是悲苦和冷峭的，儘管其才

華出眾，卻一生飄泊，這種人生的「秋意」使她的詩詞作品蒙上灰暗的雲翳。

1970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給予她終身聘書，嘉瑩先生再次舉家遷往

加拿大，定居溫哥華城。〈異國〉一詩寫下當時心境：

異國霜紅又滿枝，飄零今更甚年時。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

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驗，留向天涯哭水湄。

（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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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瑩先生為安頓家人，選擇了給予她終身聘書的加拿大，為了給家人安穩的生活

再次漂泊異鄉，飄零之感卻更甚以往，「初心已負原難白」，意謂辜負了自己原

來的心意，卻移居到更遠的地方任教，「獨木危傾強自支」，嘉瑩先生為全家人

的經濟支柱，卻也擔憂自己支撐不住，而在移居的過程為使一家更早團聚，在為

老父辦理簽證時，卻飽受美國海關官吏文件的刁難，此即「忍吏為家甘受辱，寄

人非故剩堪悲」，為了家人甘願忍氣吞聲。

綜合上述所論，迦陵的秋詩無論是單純的詠物詩、紀遊詩，或是抒發個人身

世飄零的述志詩、懷鄉詩，幾乎都沉浸在詩人發自內心的那種悲感，發之為詩，

就是低沉哀切的筆調。由此可見，文學作品的內容，往往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

人的生活經歷和所處的時代背景，必然會影響作品的風格，而且隨著時代生活的

不斷變化，作品藝術風格也必然隨之變化。這就是《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

「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大抵來說，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喪亂，少女

至大學時期正值戰亂，母親病故，又與父親分隔兩地，外敵侵略加上軍閥的內

亂，詩作鮮少有穠艷用字，大多寧靜淡雅，帶有哀婉的特質，由此可見詩人生活

經歷對其詩作風格之影響。

（三）由悲秋詩詞觀其個人生命的超越

從少女時期的喪母，到來台遭遇白色恐怖迫害，寓居海外時期，嘉瑩先生

遭遇了人生第三次打擊，一九七六年，其長女和其夫婿在一場車禍中雙雙罹難

身亡，當時的先生悲慟至極，日日哭女，陸續成詩十首，.這些詩句寫得極為沉

重，然而終究不能悲傷一世，她想起大學時代的老師顧隨先生所言：「一個人要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 816。

.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長女言言與婿永廷以車禍同時罹難日日哭之，陸續成詩十首〉其中第

十首詩云：「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酸辛說向誰。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頁

85）從詩題可知這組詩的緣起，嘉瑩先生飽經亂離，因緣際會遠赴海外執教，方才已經安頓好

家人，生活也歸於平靜，以為可以安享晚年了，突遭逢喪女變故，迎來如此晴天霹靂，詩句讀

來句句悲痛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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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無生之覺悟為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態過樂觀之生活。」/嘉瑩先生以顧隨

先生的話語，呼應自己當時的經歷與感悟，也就是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

無常之後，才能真正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人生境界。這一次先生再次失去

親人，卻仍未被悲痛擊倒，這是因為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憂患與苦難，將理想與

願望寄託在自己的祖國，而這個願望終於在 1979年得以實現。

筆者認為 1976年的喪女之痛可視為她生命中的轉捩點，她將苦難的打擊轉

化成一種鍛鍊，而詩歌的寫作更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昇華。中年喪女後，嘉瑩

先生詩詞作品逐漸由悲苦走向超越的新境界，她的寫作風格有了很大的改變，最

明顯的是在詩詞創作上多由感發轉為感悟。例如同樣是寫秋天，已沒有從前那種

帶有滄桑悲涼的意味。在歸國的前一年，1978年嘉瑩先生決定要返國任教時，

作有〈 水調歌頭．秋日有懷國內外各地友人〉一詞：

天涯常感舊，江海隔西東。月明今夜如水，相憶有誰同。燕市親交未老，

臺島後生可畏，意氣各如虹。更念劍橋友，卓犖想高風。雖離別，經萬

里，夢魂通。書生報國心事，吾輩共初衷。天地幾回翻覆，終見故園春

好，百卉競芳叢。何幸當斯世，莫放此生空。（頁 134）

詞作內容雖有感慨時局艱難，寄託漂泊之意，然以豪宕激越之筆寫下「書生報國

心事，吾輩共初衷」、「莫放此生空」等句，抒發積極樂觀之心境，意謂詩人不

願磋跎光陰，大有老驥伏櫪的雄心壯志。

同年在溫哥華又作〈水龍吟．秋日感懷〉一詞，更是很好的例證：

滿林霜葉紅時，殊鄉又值秋光晚。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半世

天涯，死生離別，蓬飄梗斷。念燕都臺嶠，悲歡舊夢，韶華逝，如馳電。

一水盈盈清淺，向人間，做成銀漢。鬩牆兄弟，難縫尺布，古今同歎。血

/ 葉嘉瑩：〈詩歌譜寫的情誼〉，收於 《迦陵雜文集》（臺北：桂冠 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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裔千年，親朋兩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頁

134）

這闋詞感慨時艱，對於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兄弟鬩牆有很深的感慨，不論是大

陸與臺灣都是她生活過的地方，對於血裔一脈相承的二地親友因為政治因素分散

的局面，嘉瑩先生寄予期盼：「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三句寫來

筆力遒健，寄託其對國家民族之憂思，以激越樂觀的心態面對時局的困難。

再如〈減字木蘭花〉一詞：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愁未掃，獨下中庭，為看長空月影明。此心好在，縱

隔滄溟終不改。夜夜西風，萬里鄉魂有路通。（頁 146）

這闋詞在《迦陵詩詞稿》中，沒有標示寫作年代，然依據詞作內容，應作於

1980年代，當時嘉瑩先生移居加拿大，身在異鄉的她時時在創作中流露歸鄉的

渴望，「縱隔滄溟終不改」、「萬里鄉魂有路通」，明確表明歸鄉的心志，將美

好的希望與深厚的歸思寄予一輪明月。而作於 1992年的〈金暉〉一詩，嘉瑩先

生已表達了晚年那種逐漸平靜而淡泊的心境：

晚霞秋水碧天長，滿眼金暉愛夕陽。不向西風怨搖落，好花原有四時香。

（頁 127）

這首詩大致來說已脫去悲秋的風格，「滿眼金暉愛夕陽」、「不向西風怨搖

落」，在落日金暉的映照下，不怨西風搖落漫天落葉，欣然的秋景使飽經坎坷悲

苦的嘉瑩先生，抱持一種好花也會展現四時清香的感悟心境。1993年作的〈浣

溪沙〉，同樣也是這樣的詞情：

一任生涯似轉蓬。老來遊旅興偏濃，驅車好趁九秋風。兩岸霜林夾碧水，

一彎橋影落長虹。無邊景色夕陽中。（頁 15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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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一生的轉蓬歲月，老來把握秋天的好時光驅車出遊，末句「無邊景色夕陽

中」最能道出詩人在歷經滄桑之後所悟得的瀟灑自在，全詞已脫盡悲涼感慨，展

現了超越的修養，不為憂患所傷的通脫感悟，那是詩人的心境隨著生命經歷的改

變而對人生有不同的感悟。嘉瑩先生生於亂世，時代的巨變與人事的滄桑，成為

她生命裡脈息相通的一道印記，面對生命中的「悲秋」，塑造屬於自己深沉而豐

富的生命史。

五、《迦陵詩詞稿》對悲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拓新

悲秋文學是中國文學傳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中國文學的「悲秋」意識，從

屈原的《楚辭》大概可看出端緒，然為例不多，多屬一時情興之作，如〈離騷〉

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

〈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以上二者皆有悲秋的

意味。逮宋玉〈九辯〉，才深化「悲秋」的意境，不但文首直揭悲秋，且通篇俱

以此種情懷貫串，樹立了中國傳統的「悲秋原型」。〈九辯〉曰：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

送將歸。泬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

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

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廱廱而南遊

兮，鵾雞啁哳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

兮，蹇淹留而無成。#

何寄澎認為：「〈九辯〉「悲秋」的中心主題是『悲士不遇』」，又說：

!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卷 1，頁 29。

@ 同前註，卷 2，頁 63。

# 同前註，卷 8，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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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辯〉樹立了睹秋景之衰、感日月之逝而覺形體衰敗、年邁將盡的悲秋模

式。」$由此可見宋玉所流露的「悲」感，主要是因不遇而致長年羈旅飄泊、孤

寂無友之傷，春秋代序，草木更榮，宋玉睹物以興情，感嘆年歲逝去而一事無

成的悲哀，後世如李白〈贈易秀才〉：「秋深宋玉悲」，%杜甫〈詠懷古跡〉：

「搖落深知宋玉悲」，^都深得〈九辯〉的精髓。自宋玉樹立悲秋的文學傳統

後，歷代悲秋詩文所在多有，這些眾多的悲秋文學，絕大部分都在屈、宋悲秋影

響之下，集體無意識地同調而歌。

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充滿坎坷與挫折，她對於悲秋的文學傳統有繼承也有拓

新，在繼承傳統的悲秋文學方面，多因秋景的衰敗凋零而心生淒涼之感，其中所

涉及到的秋容景物也與宋玉〈九辯〉多有類似，例如「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

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嘉瑩先生悲秋詩詞中也反復出現相似意象，本文第二節

「《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樣貌與時間意識」探討已多，如 1944年作的〈晚秋

雜詩五首其一〉：「鴻雁飛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搖落〉：「高柳鳴

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等詩例皆是，這些意象渲染出秋季淒迷蕭颯之

感，嘉瑩先生談到對秋的感觸時曾說：「是黃落的草木驀然顯示了自然的變幻

與天地的廣遠，是似水的新寒驀然喚起了人們自我的反省與內心的寂寞。」&宋

玉〈九辯〉意蘊深厚且與秋日有關的意象，嘉瑩先生在作品中也大量襲用，如落

葉、蟋蟀、雁、蟬等皆是，借秋景抒情感懷的創作基調基本上和宋玉的〈九辯〉

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嘉瑩先生中年過後，特別是晚年時期的詩詞創作，開始展現其對

悲秋文學內涵的拓新，不論是表達自傷身世、羈旅思鄉之慨嘆皆能超越個人感傷

悲苦，進入感悟超脫的情境，詞情鬱而不滯，晚年之悲秋情懷已不同於以往少

$  何寄澎：〈悲秋—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臺大中文學報》第 7期（1995

年 4月），頁 3-4。

% （唐）李白：〈贈易秀才〉，《全唐詩》，卷 170，頁 1751。

^ （唐）杜甫：〈詠懷古跡〉，《全唐詩》，卷 230，頁 2511。

&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頁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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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中年時期那種多感慨自身境遇的悲怨情感，她的悲秋之情表現的是對故國的

期許和回國任教的深切盼望，是故國情懷與個體生命依歸的二相交融。詞作如

1982〈水龍吟〉一詞，詞云：

天涯又睹清光，姮娥伴我飄零久。陰晴歷遍，常圓無缺，幾時能夠。北國

春宵，南臺秋夜，亂離經後。算他鄉遲暮，韶華一往，對明月，空搔首。  

涼露蒼苔濕透。立多時，寒生衣袖，長暉萬里，願隨流照，故人知否。當

日高樓，闌干同倚，此情依舊。願加餐共勉，千秋志業，向他年就。（頁

147）

這闋詞詞題為「壬戌年中秋前夕有懷故人」，是一首中秋懷友的詞，嘉瑩先生憶

及一生蓬轉他鄉，有無地托根之悲苦，在異鄉興起故人之情，真摯且深沉，字裡

行間的家國之悲、身世之感，一時並集，然而個人際遇的滄桑並不能改變她思念

故土之初心，為了「千秋志業」，仍要與故人「加餐共勉」，老年猶存報國之

志，令人感佩。再如 1992年〈浣溪沙〉一詞：

無限 清輝景最妍，流光如水復如煙。一輪明月自高懸。已慣陰晴圓缺事，

更堪萬古碧霄寒。人天誰與共嬋娟。（頁 151）

「清輝」、「明月」開啟詩人小我的悲戚心扉，晚年作品中的秋景實已脫盡悲涼

感慨，展現了超越悲苦的修養，不為憂患所傷的通脫感悟，獲得了心靈的突圍。

嘉瑩先生不僅師承歷代文人，還在悲秋慨嘆中融入了對家國的觀照，而延伸到對

自我生命價值的自覺體認與追求，表現出開闊的情感能量，從而體現出對傳統悲

秋母題的超越，在繼承屈原、宋玉所開創的悲秋文學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

了悲秋的內涵。由嘉瑩先生對悲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拓新來看，亦能得見其在文

學創作上由感發轉而感悟的改變，「感發」是情動於中而發於外，是詩歌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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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感悟」則是對於經歷的事物體察出更深一層的領悟與開悟，其中隱含

詩人個人的思想感情、品格意志與胸襟懷抱，嘉瑩先生晚年的作品正是呈現了這

樣的襟懷與修養。

六、結語

文學的歷史傳統對季節意象的塑造與季節詩情的表現型態，有著不容忽視的

影響。熱愛古典詩詞的嘉瑩先生，也深受傳統季節意象的影響，發為詩歌的秋

詩，常見其內心之愁苦與心境之淒涼。在秋容方面，善用動植物意象與秋蟲意

象，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喜愛以黃昏時間意識藉詩抒懷、贈友，更藉詩懷古，由

於她飄泊的人生境遇，使她更易「物我感發」，看見蕭索的秋景，往往想起個人

的境遇、生活的挫折，而流露悲傷的情緒，是典型的「悲秋」風格。以文學的

藝術美感來看，嘉瑩先生的秋詩作品呈現的風格特色，筆者觀察先生偏愛「陰

柔」的美感，在悲秋詩詞裡大量使用灰冷的色彩用字，如慣用「殘」、「荒」、

「瘦」、「驚」、「盡」、「空」、「寒」、「獨」等字來渲染秋天蕭索的氛

圍，也同時渲染孤獨的心境，此外，在聲情表現上，詩人偏愛「支」、「先」、

「尤」、「侵」⋯⋯等韻部。這些韻部適合表達抑鬱哀婉的情思，正可表現詩人

內心淒清沉鬱的情感，使讀者感受詩人內心愁懷鬱積，紆迴不散的苦悶。同時，

色彩運用也是迦陵心境的反映，色彩的灰冷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

罩在哀怨悲苦、抑鬱低迴的氛圍中，由此形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作風格。

嘉瑩先生秋詩的風格主要在陰柔婉約的美感特質，她往往把秋容物色嵌在一種冷

色的環境和氣氛中去描繪，可看出她「陰柔美」、「殘缺美」、「蕭瑟美」的詞

風特色。

筆者以為其沉鬱詩風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性有

* 葉嘉瑩說：「我以為詩歌之要素，主要乃在於其所具有的一種感發之生命，因此衡量一首詩歌

的重要標準，便當以其所傳達的感發生命之質量，及其所傳達的效果之優劣為根本之依據。」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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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首先，才性與學養對嘉瑩先生

沉鬱哀婉風格的形成影響很深，歷經亂世的杜甫與王國維是影響先生最深的二位

文人；其次，由詩人經歷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背景來看，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喪亂，

少女至大學時期正值戰亂，母親病故，又與父親分隔兩地，外敵侵略加上軍閥的

內亂，爾後又飄泊海外數十年，皆可見其低沉哀切的筆調。1976年的喪女之痛

則可視為她生命的轉捩點，其詩詞作品逐漸由悲苦走向超越的新境界，在寫作風

格上有很大的改變，最明顯的是在詩詞創作上多由感發轉為感悟。《迦陵詩詞

稿》對悲秋文學的傳統有繼承也有拓新，在風格與意象上有對傳統悲秋文學的繼

承，在意涵擴展拓新方面也有她個人生命情懷的超越，充份展現意蘊豐厚的悲秋

情韻。展讀嘉瑩先生的創作集，先生以「秋」天為題的作品數量最多，在這些作

品裡，映照著詩人隱微曲折的心境，《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實是詩人日常生

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先生觀秋景之風物感

物抒懷，同時也是她消解煩憂心靈的良藥，她的詩詞道路亦是她的人生道路。

附錄表格一　迦陵詩作冷色調的用字

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殘

太液池 1942 御柳秋臨太液波，殘枝向盡尚婆娑。

晚秋雜詩五首之四 1944 金縷歌殘懶回首，不知身是在他鄉。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吳文

英詞）

不詳

（1987-
1996 年
間）

獨上秋山看落照，殘雲賸水最傷心。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李煜

詞）

凋殘翠葉意如何，愁見西風起綠波。

荒

空山 1941 天上雲連蔓草荒，蘆花白到水中央。

秋草 1942 解識榮枯千古事，忽驚飛鳥下荒原。

搖落 1944 三徑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樓。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深秋落葉滿荒城，四野蕭條不可聽。

瘦 小紫菊 1939 階前瘦影映柴扉，過盡征鴻露漸稀。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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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驚

秋曉 1940 驚飛烏鵲欲何棲，四望寒霜滿林薄。

秋興 1941 高樓一夕夢，風雨又驚秋。

瀛臺 1942 檻龍休問當年事，轉眼滄桑盡可驚。

秋草 1942 解識榮枯千古事，忽驚飛鳥下荒原。

搖落 1944 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獨

對窗前秋竹有感 1939 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詠菊 1940 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

哭母詩 1941 窗前雨滴梧桐碎，獨對寒燈哭母時。

瀟湘 1942 衡陽歸雁無消息，獨臥空堂月上遲。

異國 1969 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李煜

詞）

不詳

（1987-
1996
年間）

獨上秋山看落照，殘雲賸水最傷心。

盡

小紫菊 1939 階前瘦影映柴扉，過盡征鴻露漸稀。

對窗前秋竹有感 1939 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詠菊 1940 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

晚秋偶占 1941 老盡秋光無一事，坐看黃葉下階飛。

銅盤 1941 擊殘欸乃漁人老，閱盡興亡白水閒。

太液池 1942 御柳秋臨太液波，殘枝向盡尚婆娑。

瀛臺 1942 檻龍休問當年事，轉眼滄桑盡可驚。

秋草 1942 西風掃盡一年痕，迢遞王孫客夢昏。

夜坐偶感 1943 奄忽年命盡，便當歸北邙。

晚秋雜詩五首之一 1944 好夢盡隨流水去，新詩惟與故人看。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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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空

空山 1941 空山秋後渾無夢，一片寒林綰夕陽。

哭母詩 1941 空餘舊物思言笑，幾度凝眸雙淚垂。

詠懷 1941 空室閺無人，萱幃何寂寂。

秋草 1941 燒影已空悲去雁，澹煙猶鎖認歸魂。

瀟湘 1942 衡陽歸雁無消息，獨臥空堂月上遲。

秋宵聽雨二首之二 1942 小院風多葉滿廊，沿街蟲語入空堂。

夜坐偶感 1943 流鶯啼未已，蟋蟀鳴空堂。

晚秋雜詩五首之四 1944 風來盡掃梧桐葉，燕去空餘玳瑁梁。

晚秋雜詩五首之五 1944 二十年間惆悵事，半隨秋思入寒空。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

寒

秋蝶 1939 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

秋曉 1940 驚飛烏鵲欲何棲，四望寒霜滿林薄。

頤和園 1941 颯颯西風苑樹寒，頤和景物久闌珊。

過什剎海偶占 1941 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帶斜陽。

銅盤 1941 銅盤高共冷雲寒，回首鹹陽杳靄間。

哭母詩八首之三 1941 重陽節後欲寒天，送母西行過玉泉。

哭母詩八首之四 1941 窗前雨滴梧桐碎，獨對寒燈哭母時。

晚秋雜詩五首之五 1944 二十年間惆悵事，半隨秋思入寒空。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籬下寒花新有約，隴頭流水舊關情。

晚秋雜詩五首之一 1944 鴻雁飛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

秋日絕句六首之一 1971 一夕西風寒雨過，起看白雲滿山巔。

附錄表格二　迦陵詞作冷色調的用字

用字 詩　　題 年 代 詩　句　內 　容
殘 憶蘿月 1941 平沙一片茫茫，殘碑蔓草斜陽。

荒 蝶戀花 1944 欲上高樓看落照，平林荒野餘衰草。

瘦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 
如夢令（殘柳） 1942 瘦影太伶仃，忍向寒塘自瞥。

南歌子 1944 秋水連天瘦，征鴻取次稀。

驚 浣溪沙 1978 搖落西風幾夜涼，滿林寒葉已驚霜。

獨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

滅字木蘭花 1979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秋未掃，獨下中庭。

木蘭花慢 1983 獨倚池闌小立，幾多心影難憑。

（續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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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字 詩　　題 年 代 詩　句　內 　容

盡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雁鴻飛

盡莫憑欄。

水龍吟 秋日感懷 1978 征鴻過盡，暮煙沉處。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

滅字木蘭花 1979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秋未掃，獨下中庭，為

看長空月影明。

寒

臨江仙 1940 北風吹響萬林梢，倚欄人去，雁影落寒郊。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雁鴻飛

盡莫憑欄。

明月棹孤舟 1941 孤雁單寒，秋雲淡薄。

如夢令（殘柳） 1942 瘦影太伶仃，忍向寒塘自瞥。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枝頭新月如眉好，枝下寒蛩徹夜啼。蛩不

斷，月移西，新寒襲遍舊羅衣。

蝶戀花 1944 一探寒煙鴻雁渺，氣爽天高，北地秋光好。

賀新郎 1944 寒漏盡，夜風起。

鷓鴣天 1967 寒入新霜夜夜華，艷添秋樹作春花。

浣溪沙 1978 搖落西風幾夜涼，滿林寒葉已驚霜。

鵲踏枝 1979 玉宇瓊樓雲外影，也識高寒，偏愛高寒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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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Writing and Emotional Implication 
in Ye Jiaying’s Jialing Poems and Ci

—Taking the Theme of Sad Autumn as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Liou, Der-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Abstract

Ye Jiaying (1924-), named Jialing,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oetry expert. 

S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or 

many years. Jiaying’s literary path was actually started by the creation of poetry. Her 

creation collection Jialing Poems and Ci contains nearly 400 ancient and modern 

poems and about 100 words. The earliest work “Autumn Butterfly” i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at the age of 15.The exhibition of Jiaying’s creations can confi rm her 

life at every stage, from the loss of her mother in the war as a young girl, the white 

horror of her young husband after coming to Taiwan, the loss of her beloved daughter 

after middle age, and the wandering of her hometown. Thirty years of frustration 

and suff ering, but in the face of suff ering, the poet is not absent. The poetry works in 

Jialing Poems and Ci are actually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the poet’s daily life, 

but also the true record of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state of mind.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Autumn” is the largest, which can best refl ect 

the poet's faintly tortuous mood.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aut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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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arance of the autumn poems in Jialing Poems and Ci? What are it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he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Jiaying’s poetry and poems, hoping to obtain the wisdom to settle his life through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Keywords:  Ye Jiaying, Jialing Poems and Ci, Sad Autumn, Life Writ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