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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提要  

本論文以《花間集》風土詞為核心，先從風土歌辭的淵源來著筆，上溯上古

歌謠，下至唐代歌詩，藉此做系統性的歸納，探究風土詞與風土歌辭之間密不可

分的啟承關係，進而連結至《花間集》風土詞的產生，及其作者群體的研究，做

一全面性的介紹，以求論述的客觀合理。 

其次對《花間集》作家在寫風土作品時，習慣上喜歡用些什麼詞調，作一些

歸納說明，並對這些詞調的格律，包括字句、平仄、押韻等加以比對考察，以了

解箇中有何異同與變革。 

在形式上有了初步認識之後，接著探究《花間集》風土詞的主題內容，將詞

作中最常出現的主題歸結出四大類，即：南國女子之風情、南方地區之習俗、天

南水鄉之生活和炎方異域之風物，以期從中了解當時人民生活的概況，及特殊的

風土民情。 

繼而將《花間集》風土詞所呈現的藝術技巧作一番分析：第一小節以篇章之

構思為重心，剖析此類詞作中章法佈局的技巧，分別從巧妙別致、新穎靈活及手

法多變三方面來切入。第二小節以意境之創造為主，探討風土詞清新自然之詞

境，究竟以何特殊技巧營造而出？第三小節以色彩之設飾為題，探討風土詞中，

自然風物的點染與人物形象的設色，及所彰顯的斑斕自然景致。而第四小節則以

物象的運用為題，歸納在風土詞中經常出現的物象，並深入了解運用此類物象背

後所隱含的意象為何？ 

再者擬以《花間集》風土詞的風格特色為題，分別以作品之風格與文字之特

色作為闡述的重點。在作品風格方面，歸結出風土詞中具有民歌風采、充滿生命

活力、富於生活氣息及形象鮮明生動的特質。而這類風土詞所使用的文字特色則

是注重視覺形象、用語樸而不俚及語境清秀明淨。因而可藉此了解風土詞與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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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情詞風格迥異之處。 

再次則以美學的角度來賞析《花間集》風土詞，除了南國如畫的風景之美，

令人印象深刻之外，南方特有的民情之美，亦令人心神嚮往。這類風土詞不論寫

風景，或是說民情，總洋溢著一種清真之美。而這種特殊的美感，也為濃艷的花

間詞壇帶來一縷富於鄉土氣息的清風，真實地呈現出南方特有的風物民情。因此

本章以《花間集》風土詞為主，與書中的艷情詞、詠史詞及隱逸詞等作比較，以

突顯其中審美感受之異同。 

至於《花間集》風土詞對後代文學所產生的影響，以及在詞史中所佔有的地

位，也有探討的必要，因此第八章即以此為題，將審慎去觀察前、後代文人所創

作的相關作品，並從中了解其一脈相承的關係，使《花間集》風土詞的源流及價

值，能有完整的呈現與客觀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