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荊溪集》是楊萬里任官毗陵時所作，也是他辭謝前人不學，自出機杼的開端。

較之先前的作品，《荊溪集》確實展現了與江西詩派渾大典正、瘦硬奇峭完全迥

異的風格。楊萬里捨棄典故，以直白的口吻專注寫物，以活潑靈動的方式表現自

然風物的各種姿態，然而這個變化的起因卻是來自楊萬里的創作困境。本文即從

這個角度切入，追溯楊萬里的師承源流，找尋讓他陷入創作瓶頸的真正原因，解

讀他如何從江西轉向晚唐，又從晚唐盡棄前學的過程，以釐清楊萬里「忽若有寤」

的契機。《荊溪集》不但在創作數量上激增，在題材的選擇與詩風的表現上也與楊

萬里過去作品有所不同。我們關注的重點，是楊萬里在《荊溪集》裡對物象的摹

寫，探討他如何透過物與物的關係安排、捕捉動態，以擬人化的方式呈現物象的

各種生命樣態，反映出他對人與物的獨特思考模式。《荊溪集》的創新，讓楊萬里

渙然不覺作詩之難，但這樣的結果恐怕不單是誠齋個人的突破，事實上江西詩派

內部正悄悄發生著變化，對此本文也將深入探索，理出江西詩派從陳師道到楊萬

里的蛻變軌跡。《荊溪集》中的楊萬里日日遊賞寫物，很可能與他的理學背景有關。

我們也將進一步討論楊萬里如何由學人入詩派，融會理學與詩學，在他的詩中展

現生動活潑的面向，開創出「誠齋體」新鮮潑辣的創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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