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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朝閎 著

孫覿詩文研究



提    要

本論文旨在掘發孫覿（1081 ～ 1169）的文學成就，分從詩、四六文、記體文、墓誌銘四

個面向闡釋。研究發現，在歐陽脩、蘇軾、黃庭堅等北宋詩文大家相繼逝世後，詩文漸有「形

式化」的弊病，如：詩歌創作特別講究句律，忽略性情；四六文流行謹守法度，記體文和墓誌

銘也逐漸形成套式，但孫覿卻能有所突破。首先，孫覿詩以「清麗曠達」為主調，又長於營造

「新奇宏肆」的詩境，並常有「波瀾跌宕」的詩意轉折，凡此皆與蘇軾類近，對比宗法黃庭堅

身為詩壇主流的江西詩派，孫覿選擇了另一條創作徑路。其次，孫覿四六文除能實踐「精工」

的屬對外，又能寫出具「雄博」風格的篇章，並不時有「奇傑」的造語，繼承蘇軾「雄深浩博」

的文風，有別於當時多學王安石「謹守法度」之四六文作家。再者，孫覿記體文好使「駢語」、

好用「成語」，迥異於歐陽脩以來記體文多用散語書寫的傳統，另孫覿記體文有記錄「奇事」

的偏好，亦罕見於其他作家。最後，孫覿墓誌銘常將角色置諸「大背景」下定位，擅形塑人物

「懷奇負氣」的個性，又多強調墓主「突兀神奇」的死亡，亦不同於當時許多平板的墓誌銘書寫。

如將孫覿詩文置諸兩宋之際的文壇脈絡中檢視，可發現孫覿詩文「雄奇」的創作風格，避免了

彼時「形式化」和「冗弱」的弊病，在宋代文學史上具一定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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