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文學是以語言呈現心靈感悟、生命意識的藝術活動，其內容反映作家對自

我價值的體認，而對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而言，仕途的榮辱往往就是他們生命價

值的全部，政壇的升降浮沈便牽動著他們大部分的思想與情感，成為他們生命

歷程的主要旋律。自屈原以降，歷代遭貶的知識分子留下了豐富的逐臣之作，

形成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特殊現象－貶謫文學，它既展現中國古代社會政治的

本質特徵，也深刻揭示創作主體面對人生憂患的各種應對態度。 

 

貶謫文學隨著君主專制體制的實行存在了幾千年，形成中國文學及文化的一

個特殊現象，由於它的時間跨度大，創作者亦非常龐雜，內容和風格的表現自然

駁雜不一，在歷史長河裡散現著各種不同的樣貌，本篇論文以前人研究成果為基

礎，將研究時空的視角向下延伸，把研究範疇界定為北宋前期的貶謫作品，試圖

探究這些作品的思想內涵及美學價值，釐析「宋型文化」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以

突顯貶謫文學發展至北宋獨特的時代特徵。 

本論文擬分為五章展開論述：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檢討既有的研

究成果。第二章介紹北宋前期的時代背景與貶謫概況，作為以後各章論述開展的

背景資料。第三到四章則採綜觀的角度分述北宋前期貶謫所呈現的出處主題、時

空意識，皆從文學的內部著手分析，但這種內部研究並非孤立的進行，而是結合

詩歌的社會現實，兼及文學的外緣研究。第三章參考西方文學研究中主題學的觀

念，探討出處主題在北宋前期貶謫詩作的發展。第四章擬探討北宋前期貶謫詩所

呈現的時空意識，釐析詩人的生命憂患緊密相連的心靈圖景，挖掘詩人精神世界

的不同側面。 

第五章為結論，總結以上各章論點闡述北宋前期貶謫詩所具有的時代意義及

美學特色，並說明本篇論文研究所存在的限制以及未來研究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