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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與大謝開創山水詩  

施又文  

摘要 

本文以傳記、作品與西方創造心理學的交叉詮釋，探討陳郡謝氏

的家族教育與謝靈運開創山水詩的關連性，西方創造心理學學理皆以

實驗成果做為論據，足以增強本研究的信度。 

陳郡謝氏在教育上採取開導、啟發、同儕學習的方式，這使得「重

情任性」的門風茁長，卓犖浪漫的人格得以養成。自謝混起，為因應

當時學術風氣的轉變，家族教育子弟偏重從文學來培養子弟；兼之熱

愛山水的門風、優越的門第條件，使得功業認同感缺陷的謝靈運轉而

從山水詩的領域力求卓越，不僅彌補了他在祖德功業這部分的缺憾，

同時推動了文學史的發展，山水正式成為詩的獨立題材。 

關鍵詞：謝靈運、家族教育、祖德、自我認同、山水詩 

一、前   言  

西方創造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家庭對兒童的創造性具一定的影響力，家庭

中的書香氛圍與人才的產生相關較高。 1 

古代中國聚族而居，族人營共同之生活(包含教育)，因此，家族(庭)教育對

人才之產生關係至鉅。尤其，六朝世家大族為確保政經實力綿延不替，特別重

視「賢父兄」與「佳子弟」的涵育、培養。2琅邪王氏與陳郡謝氏並列南朝第一、

第二大的家族，即肇因於家風家學之美，其子弟能清言、善屬文、好技藝，甚

者無所不能。南朝學術風氣轉向文史，士族以詩文經藝教育子弟，陳郡謝氏乃

偏重文學為子弟設計生存方式。  

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第四十五》云：「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

鳳采」， 3王、袁、顏、謝這四族都出現過許多有名的文人。王羲之一門愛好自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郭有遹，《創造心理學增訂版》(臺北：正中，1991)，頁 200-208。 
2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云：「門第之所賴以維繫而久在

者，則必在上有賢父兄，在下有賢子弟，若此二者俱無，政治上之權勢，經濟上之

豐盈，豈可支持此門第幾百年而不弊不敗？」見《中國學術論叢‧三》(臺北：東大

圖書公司，1985)，頁 159-160。 
3〔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58)，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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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東晉穆帝永和九年，他邀集四十一位文人參加蘭亭修禊，羲之與其子也都

寫下了蘭亭詩。4這不禁引起吾人好奇：開創山水詩者，為何不是琅邪王氏呢？  

本文擬透過傳記、作品與西方創造心理學的交叉詮釋，探討陳郡謝氏的家

族教育與謝靈運開創山水詩的關連性，藉此梳理山水詩所以由靈運「開先」5、

「始創」的契機， 6不僅當時「遠近欽慕」， 7甚至遺澤族人及後代文人。 8 

二、陳郡謝氏的家族教育  

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二禮儀》云：「自漢代學校制度廢弛，

博士傳授之風止息之後，學術中心移於家族。」9《顏氏家訓‧卷第三‧勉學篇

第八》云：  

士大夫子弟，數歲已上，莫不被教，多者或至禮、傳，少者不失詩、

論。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  

士族在家族內實施教育，以涵育家學家風。家族教育提供了正式課程、非

正式課程與潛在課程來培育子弟，使子弟長成「芝蘭玉樹」。10從 20 年代到 70

年代，美國不少遺傳學家或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天才的出現與遺傳與環境有關，

至少遺傳決定一個人的傾向，而良好的環境則是發展才能的重要條件，創造行

為可以經由學習獲得，創造行為的卓越性與學習的質量恰成正比。 11 

本文以下即就陳郡謝氏家族教育的特色與靈運開創山水詩的關連性論述之。 

                                                 
4《晉書‧卷八十‧列傳第五十‧王羲之》云：「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

弋釣為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遍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

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見〔唐〕房玄齡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

晉書並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2106-2107。 
5〔清〕沈德潛《說詩晬語》云：「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為開先也。」見顧紹柏：《謝靈

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附錄五，評叢，頁 641-721。 
6〔清〕王士禎云：「迨元嘉間，謝康樂出，始創為刻畫山水之詞，務窮幽極渺，抉山

谷水泉之情狀。」見氏著，《帶經堂詩話》(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五「序論」，

頁 2a。 
7《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見〔梁〕沈約撰、楊家駱主編，《新校

本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5)，頁 1743-1787。 
8 謝靈運山水詩對當代與後代的影響，可參考劉明昌，〈謝靈運山水詩創作藝術之價

值〉，《謝靈運山水詩藝術美探微》(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第五章，頁 234-261。 
9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臺北：里仁書局，1994)，頁 15。 
10《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記載謝安與諸子姪之間的問答：「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

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於階庭耳。』」(第 92 則)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王記書坊，1984)，頁

145。後文再次引用，僅標識作者與頁碼。 
11同註 1，頁 5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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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尊重個性差異，兼以開導啟發  

陳郡謝氏是一個晚起的家族，晉人稱之為「新出門戶」， 12由儒入玄的轉變

較為容易，在玄風的薰染下，謝氏很快便形成了重情任性的新門風，其標誌性

人物是謝鯤。 

謝鯤姪子謝安未出仕前，謝尚、謝奕、謝萬等兄弟經營豫州十幾年，當時

教育子弟的責任是由謝安擔當。《世說新語‧假譎第二十七》云：  

謝遏年少時，好著紫羅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不欲傷其意，乃

假與賭，得即燒之。 (第 14 則)13 

謝玄小名「羯兒」，因此有人稱呼他為「謝羯」或「謝遏」，他年輕時，喜

歡在手腕上佩戴紫羅香囊，香囊下垂覆在手背上，謝安很不喜歡，卻又不想傷

他的心，就假裝和他打賭，贏到手就把它燒掉。《世說新語‧紕漏第三十四》「謝

虎子嘗上屋熏鼠」條記謝據曾「上屋熏鼠」，他的兒子謝朗不知父親做過此事，

跟旁人一齊訕笑。後來謝安婉轉地告訴謝朗：「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

謝安「虛託引己之過，以相開悟」(第 5 則)，14委婉地加以引導疏解，巧妙引導

謝朗知錯能改，與前引〈假譎〉一篇都不採用強制的手段，這正是謝安教育子

弟的特色。  

謝安與子姪輩品藻識鑒，也是以平等的態度、啟發的方式，開展對話或交

流，允許大家自由抒發不同意見。如謝安故意說謝萬是「獨有千載」之人，謝

玄則持異議：「中郎衿抱未虛，復那得獨有？」(《世說新語‧輕詆第二十六》

第 23 則)15又問子弟對於晉武帝贈禮給山濤一向不多的看法，讓子弟自由地抒發

自己的見解(《世說新語‧言語第二》第 78 則)。16這種尊重子弟的家教，一直

到謝混在烏衣巷教育子弟依然如此。   

謝混在烏衣巷宅邸調教謝家子弟，諄諄教誨靈運、瞻、晦、曜、弘微諸人，

他觀察到子姪不同的特質，提出針砭，並且要他們加以改善。靈運和瞻都有名

士風標，靈運的缺點在於任性不守規矩，謝瞻的弱點在於鋒芒太露，謝晦的問

                                                 
12《世說新語‧簡傲第二十四》云：「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於時阮思曠在坐，曰：

『新出門戶，篤而無禮。』」(第 9 則)阮裕年輩長於謝安、謝萬，其人個性又較矜高，

以門第自炫於謝萬，故有此當面斥責之舉。余嘉錫，頁 773。 
13余嘉錫，頁 863。 
14余嘉錫，頁 914。 
15余嘉錫，頁 843。 
16《世說新語‧言語第二》云：「晉武帝每餉山濤恆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

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余嘉錫，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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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於固執不懂變通，謝曜則需要再加強文雅。至於弘微文學德行平衡發展，

所以謝混勉勵他要持之以恆。   

再如靈運喜歡臧否人物、物議是非，謝混怕這種個性會為靈運帶來禍患，

就想辦法讓謝瞻勸靈運收斂：  

靈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

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靈運共車，靈運登車，便商

較人物，瞻謂之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異。」靈運默然，言論

自此衰止。17 

謝混並不以權威者的角色來制止靈運，而是運用同儕的友情力量來導正靈運。

謝瞻含蓄地告訴靈運，因為靈運的父親很早就過世，所以沒有人能夠管得住他，

若他的父親還在世，意見也不一定跟靈運相同。  

謝氏家教既能涵泳家族群體的興味，也重視個體性情的培護，在這種環境

下成長起來的子弟無疑會有一種卓犖不羈的風姿，因此〔梁〕袁昂以「如謝家

子弟，縱復不端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品評王羲之法書。18艾倫‧溫納 (ELLEN 

WINNER)在《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說：「有創造力的劇作家充滿進取精神

和獨立性，……他很有可能是來自一個培養他的自主性的家庭。」 19郭有遹根

據各種研究表示，具有高度創造力的兒童或成人，在其早年的家庭經驗中都享

有充分的獨立與自由。 20據前述謝氏家教的特點與西方創造力研究推論，謝靈

運創造力的養成即來自一個尊重子弟才性與自由的家族。  

2.通才培養轉向偏重文學  

陳郡謝氏從謝鯤開始即培養子弟多方面的藝能，諸如：清談、21音樂、舞蹈、

圍棋、書法、繪畫、漁弋甚至服飾，無所不善。22然而宋初文帝「博涉經史，尢

善隸書」，喜好文儒，對文士加以禮待或親任， 23繼位的孝武帝：「好文章，天

                                                 
17《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孔琳之》，同註 7，頁 1557-1558。 
18﹝梁﹞袁昂，《書評》，收於明．陶宗儀編：《說郛》(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881 冊，1983)，卷 86，頁 881-827。 
19溫納(Ellen Winner)著、陶東風等譯，《創造的世界：藝術心理學》(臺北：田園城市文

化，2000)，頁 50。 
20同註 1，頁 202。 
21參見陳恬儀，《謝靈運仕隱曲折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年)，

第三章第一節，頁 121-123；第三章第三節，頁 149-151。 
22關於謝家子弟多方面的藝能，詳見施又文，〈多才多藝的陽夏謝氏〉，《明道通識論叢》，

第 8 期(2010 年 12 月)，頁 123-128。 
23《宋書‧卷六十六‧列傳第二十六‧何尚之》：「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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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悉以文采相尚。」(《南史．卷二十二．列傳第十二．王曇首附儉傳》)文藝

鑑賞與創作能力的高低，遂成為評判士人才學的標準之一。  

《宋書》本傳提到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他受教之初，以文學為學習

的主要內容：「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

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山居賦〉)24《說文解字》云：「男八月生齒，

八歲而齔」，依〈山居賦〉所云，靈運八歲開始讀書，吻合《宋書》本傳中說謝

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中「少」的記載。隨著年齡漸長，除了文義之外，

還有更多的學程，靈運〈答中書〉之二：「仰儀前修，綢繆儒史。」 25儒學、史

籍與前賢作品，是「烏衣之遊」的進階課程，此外還涉獵道家、國史家傳、兵

家、醫家、天文曆法、地理卜筮等等：「見柱下之經二，睹濠上之篇七。承未散

之全樸，救已頹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

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法，風

角冢宅，算數律歷之書。」(〈山居賦〉) 

雖然謝家子弟受教的內容非常博雜，但自謝混伊始，不管從謝氏個人傳記

或其作品的流傳來看，謝氏人才已經偏向「文學」一門發展：  

(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晉書‧卷七十九‧列傳第四十九‧謝混》) 

(謝瞻)年六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贊》、《果然詩》，當時才士，莫

不歎異。……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弟靈運相抗。

(《宋書．卷五十六．列傳第十六‧謝瞻》) 

(謝晦)涉獵文義，博贍多通。(《南史‧卷十九‧列傳第九‧謝晦》) 

靈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書‧卷六十

七‧列傳第二十七‧謝靈運》) 

(謝惠連)幼而聰敏，年十歲，能屬文。(《宋書‧卷五十三‧列傳第十

三‧謝方明傳附》) 

(謝莊)年七歲，能屬文。 (《南史‧卷二十‧列傳第十‧謝弘微》) 

(謝朓)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麗。(《南齊書‧卷四十七‧列傳第二

十八‧謝朓》) 

(謝朏)年十歲，能屬文。(《梁書‧卷十五‧列傳第九‧謝朏》) 

                                                                                                                              
所知。」同註 7，頁 1733。 

24見顧紹柏，《謝靈運集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頁 464。以下引用之謝靈運詩

文全出自本書，再次引用僅標識編者與頁碼。 
25顧紹柏，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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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舉)幼好學，能清言……。舉年十四，嘗贈沈約五言詩，為約稱

賞。(《梁書‧卷三十七‧列傳第三十一‧謝舉》) 

(謝嘏)風神清雅，頗善屬文。(《南史‧卷二十‧列傳第十‧謝弘微》)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

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落』，乃追步惠連矣。」由

是名輩知之。(《陳書‧卷三十‧列傳第二十六‧孝行》) 

根據《隋書經籍志》著錄陳郡謝氏的別集有：《國子祭酒謝衡集》二卷，《晉

太守謝鯤集》六卷(梁二卷)，《衛將軍謝尚集》十卷，錄一卷，《晉散騎常侍謝

萬集》十六卷(梁十卷)，《晉太傅謝安集》十卷(梁十卷，錄一卷)，《車騎司馬謝

韶集》三卷，《車騎長史謝朗集》六卷，錄一卷，《車騎將軍謝玄集》十卷，錄

一卷，《晉驃騎長史謝景重集》一卷，《晉左僕射謝混集》三卷(梁五卷)，《晉江

州刺史王凝之妻謝道韞集》二卷，《宋豫章太守謝瞻集》三卷，《宋司徒參軍謝

惠連集》六卷(梁五卷，錄一卷)，《宋太常謝弘微集》二卷，《宋臨川內史謝靈

運集》十九卷(梁二十卷，錄一卷)，《太尉諮議參軍謝元集》一卷，《宋金紫光

祿大夫謝莊集》十九卷(梁十五卷)，《齊東海太守謝顥集》十六卷，《謝 集》

十卷，《齊吏部郎謝朓集》十二卷，《謝朓集》一卷，《謝朏集》十五卷，《晉安

太守謝纂集》十卷，《謝綽集》十一卷，計二十四部，一百九十四卷。謝混之前

的謝氏別集有六十四卷，連同謝混在內以後的別集則有一百三十卷。依據《隋

書經籍志》著錄陳郡謝氏的總集有：謝混撰《文章流別本》十二卷，謝靈運撰

《賦集》九十三卷，謝靈運撰《詩集》五十卷(梁五十一卷)，謝靈運撰《詩集鈔》

十卷(梁有《雜詩》十卷，錄一卷，謝靈運撰)，謝朏撰《雜言詩》五卷，謝靈運

集《詩英》九卷(梁十卷)，謝靈運撰《迴文集》十卷，謝莊撰《讚集》五卷，謝

莊撰《誄集》十五卷，謝靈運集《七集》十卷，謝莊撰《碑集》十卷，謝靈運撰

《連珠集》五卷。總集類之謝氏著述全部編定於謝混以後，尤其謝靈運編撰的成

績 為可觀。26證諸鍾嶸《詩品》品評謝家詩人，靈運入上品，謝混、謝瞻、謝

惠連、謝朓入中品，謝莊、謝超宗入下品，全部是謝混之後的謝家子弟。27 

《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謝弘微》云：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姪子靈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

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為

                                                 
26《隋書‧卷三十五‧志第三十‧經籍四》，〔唐〕魏徴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

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別集部，頁 1064-1081；總集部，頁 1082-1090。 
27〔梁〕鍾嶸著、曹旭集注，《詩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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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復高流時譽，莫敢造門。28 

顯然，謝混等人已經自然形成了一個謝氏文學群體，其標格之高、聲譽之隆，

當時勝流為之聳動，無人能與之頡頏。作為晚輩的沈約記錄這段史事時，字裏

行間仍流露出歎賞仰慕之情。 29 

3.營造優雅環境，涵泳詩文經藝  

謝氏族人繼承謝鯤熱愛山水的家族傳統，謝安、謝萬皆以寄情丘壑自許。  

謝安盤桓東山二十年，「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30即

使入朝做官，仍在建康「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

肴饌亦屢費百金。」31謝安的產業傳到嫡孫謝混，「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

東鄉君薨(案：謝混妻)，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

太傅(案：謝安)、司空琰 (案：謝安子 )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 32 

以山水自然作為宴會的廣場，既可以飽覽山水，並享受佳餚歌舞之娛。杯

觥酬酢，足以培養子弟的人際應酬；山水、音樂與歌舞，豐富了子弟的藝術內

涵。謝氏家族通過營造優美的生活環境，使子弟在日常中體驗自然之美，在生

活審美化的過程中，浸漸提高審美能力。  

為人稱道的是謝玄這一支居處環境之優美。《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

十七‧謝靈運》言「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並有故宅及墅」，酈道元《水經注‧

卷四十‧漸水》形容該地有平坦的土山綿延，澄澈的湖水像遠處的一面鏡子。

在浦陽江曲折處蓋樓，樓邊種滿桐樹、梓樹，森秀高聳，十分可愛。當地人叫

它「桐亭樓」，樓的兩面都靠江邊，可以滿足登高遠望的情趣。採集蘆草和捕魚

的人廣佈江中，湖中築路，路很平直向東延伸，山中有三間精舍，高高的屋脊

凌駕雲霄之上，下垂的屋簷如帶橫空。俯視平原上的樹林，煙靄飄浮在精舍之

下，山水寧靜，很可以做為隱居之地。 33 

                                                 
28《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謝弘微、王球》，同註 7，頁 1590-1591。  
29程章燦，〈陳郡陽夏謝氏 六朝文學士族之個案研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主編，《魏晉南北朝文學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 530-535。 
30《晉書‧卷七十九‧列傳第四十九‧謝尚、謝安》，同註 4，頁 2069-2092。 
31同前註。 
32《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王惠、謝弘微、王球》，同註 7，頁 1591-1593。 
33酈道元《水經注‧卷四十‧漸水》云：「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

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

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泛濫滿

焉。湖中築路，東出趨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淩虛，垂簷帶空，俯眺

平林，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見陳橋驛，《水經注校釋》(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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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後來又修營南山新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宋書》謝靈運本

傳)，及石門新居「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茂林修竹」。34靈運姪子謝莊以風、月、

景、山、水為他的五個孩子命名。到了梁朝，謝莊嫡孫謝舉將「宅內山齋捨以為

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35可見山水風月幾百年來滲透進謝氏家族的生活。  

謝氏族長在安排家庭聚會或社交活動時，往往挑選景致優美的場地，或風

月合宜的時機，讓子弟感受美、體驗美、鑑賞美乃至再現美，文學創作於是伴

隨觀覽遊歷自然發生。《世說新語‧言語第二》記載了在謝安主持下的一次家庭

文學活動：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女講論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

紛何所似？」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女曰：「未若柳絮因風

起。」公大笑樂。(第 71 則)36 

大雪紛飛、銀妝素裹的自然美景蘊涵了豐富的審美因子，有利於激發想像力、

審美感興以及審美創作的表達。謝安參與藝文活動，與子姪平等討論，進行審

美鑑賞，繼而以咏雪為題，即景咏物創作。施教的步驟是講論文義，鑑賞美景、

進行創作，他提問時態度「欣然」，結束時則「大笑樂」，家庭文藝教育在輕鬆、

平等和開放的氣氛下進行。《世說新語‧文學第四》云：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

詩》何句 佳？遏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

「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第 52 則)37這又是一次在家

庭活動中營造情感交流、實施藝文教育的例子。  

子姪們也願意將作品給謝安指點，謝道韞〈擬嵇中散詠松〉詩，38 就受到

謝安的鼓勵，評價此詩不是「屋下架層」的產物，而有自己的獨特感悟。這樣一

個文學氛圍濃厚的家庭，道韞深以為傲，因此對於自己離家出嫁，喪失與一門叔

伯兄弟切磋文藝的機會而深感遺憾(《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第 26 則)。39 

                                                                                                                              
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頁 701。 

34顧紹柏，頁 256。 
35《南史‧卷二十‧列傳第十‧謝弘微》，見〔唐〕李延壽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南

史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76)，頁 549-567。 
36胡兒即謝朗，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續晉陽秋》，謂其「文義艷發」；兄女即謝道

韞(或作蘊)，劉注引《婦人集》稱其「有文才」，二人並有文集行世。 
37余嘉錫，頁 235。 
38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3)，晉詩卷十三，謝道韞，

頁 913。 
39《世說新語‧賢媛第十九》云：「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

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惡，汝何以恨乃爾？』答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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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屬文」的謝混繼承了先祖謝安教育子弟的風範，有意識地安排「文義

賞會」來培養子姪的文學才能。《宋書‧卷五十八‧列傳第十八‧謝弘微》記載：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靈運、瞻、晦、曜、弘微以文義賞會。  

謝瞻、謝靈運都有名士風標，詞采偕美，謝瞻曾經寫了一首〈喜霽詩〉，經

靈運抄寫、謝混吟詠，當時驃騎將軍王弘在座側聽，歎為三絕。  在這樣遊於

藝的活動中，無疑能薰陶、鍛煉子弟的文學藝術修養。  

謝靈運與姪子惠連亦師亦友，靈運歸隱始寧，惠連「凌澗尋我室，散帙問

所知」、彼此「悟對無厭歇」(〈酬從弟惠連〉)，40兩人同題的詩有：〈隴西行〉、

〈豫章行〉、〈燕歌行〉、〈鞠歌行〉、〈順東西門行〉、〈七夕詠牛女〉等，互相酬

酢的詩有：〈離合〉、〈作離合〉；〈酬從弟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惠連稱靈

運為「哲兄」(〈西陵遇風獻康樂〉)、靈運讚許惠連的文章是：「張華重生，不

能易也」。 41 

到了謝莊時，依然帶著他的五個孩子，在休閒遊戲的活動中潛移默化地傳

遞家族的審美化趣味與技巧：「莊游土山，使朏命篇，攬筆便就。」42通過美麗

的居家環境以及山水遊歷，陳郡謝氏家族所提供的境教與家教為子弟涵泳詩文

經藝的興味。  

美國心理學教授郭有遹在《創造心理學》說：「一個文化資料富足，容許個

體獨立自由的環境」，會是「創造動機與表現」百花齊放的溫床。 43 

三、情深山水的祖德  

謝鯤以放情山水、寄情丘壑自許，開啟謝氏家族「一丘一壑」的雅道。44鯤

姪子萬(謝安弟)「在林澤中，為自遒上」(王羲之語)，45他寫了〈八賢論〉，以「隱

                                                                                                                              
『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

乃有王郎！』」頁 697。 
40顧紹柏，頁 250。 
41《南史‧卷十九‧列傳第九‧謝晦、謝裕、謝方明、謝靈運》，同註 35，頁 521-549。 
42同註 35，頁 557。 
43同註 1，頁 200。 
44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

一壑，自謂過之。」(《世說新語箋疏‧品藻第九》第 17 則)劉孝標注引《晉陽秋》

曰：「鯤隨王敦下，入朝，見太子於東宮，語及夕，太子從容問鯤曰：『論者以君方

庾亮，自謂孰愈？』對曰：『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

頁 513。 
45《世說新語‧賞譽第八》云：「王右軍道謝萬石『在林澤中，為自遒上』。歎林公『器

朗神俊』。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

疏』。」(第 88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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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為優，顯者為劣。」謝安高臥東山二十年，他和王羲之、許詢、支遁等人「出

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朝廷、藩王累徵，敦逼不從，即使因此被「禁錮

終身」，謝安也晏然不屑。當時，謝萬雖為西中郎將，但是隱居不仕的謝安，「其

名猶出萬之右」，「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 46謝安的退

隱不單純是養望，他真心喜愛山水，嘗旅遊臨安山，坐在石室飽覽山景，悠然

歎曰：「此去伯夷何遠！」說出對伯夷遠離現實政治、隱退山林的嚮往。《世說

新語‧言語第二》云：「王右軍與謝太傅共登冶城。謝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

(第 70 則) 

謝安在謝尚病故、謝萬被廢為庶人之後，為家族計入朝作官，還是懷念東山

隱居的生活，他在京城建康土山蓋別墅，樓館林竹美不勝收。即使面臨前秦苻堅

八十萬大軍壓境，他仍以「游涉」來讓頭腦冷靜。淝水戰捷，謝安聲望達到極點，

卻被權臣猜忌出鎮廣陵時，他：「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

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晉書‧謝安傳》) 

謝安、謝萬曾參與羲之蘭亭修禊，賦詩歌詠。謝萬的兩首〈蘭亭詩〉幾乎

全為景物描繪，而無玄學議論。47 謝安的四言〈蘭亭詩〉指出「有懷春遊」旨在

寄傲林丘，借山水遣懷，純粹山水景物的描寫佔全詩八分之四，詩的結構先述春

遊原因，接著寫景。另一五言〈蘭亭詩〉則先述「欣佳節」的心情，接著寫景，

再以玄理道來。48這樣的結構，無疑對謝靈運山水詩的結構佈局有啟示的作用。  

謝道韞是謝玄的姐姐，靈運的姑祖母，她的詠雪詩以隨風飄揚的柳絮譬喻

雪花輕柔飛旋形狀，傳達雪花空靈迷離的神韻。另一首〈泰山吟〉：「峨峨東岳

高，秀極衝青天。岩中間虛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

49再三讚賞東岳的雄偉壯觀，並抒寫離塵返道的情懷，直可令寡情淡意的玄言

詩家斂容卻步了。  

謝安姪謝玄早年也無意仕宦，醉心於垂釣溪上：「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

綸為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一出釣得四十七枚。(〈與兄書〉)《全晉文》

收入他十篇文字中，就有四篇都與釣魚有關，50恰似莊子之徒，「就藪澤，處閑曠，

                                                 
46參見《晉書．謝安傳》，同註 30。《世說新語．排調第二十五》，第 26 則，余嘉錫，頁

801。 
47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萬，頁 906-907。 
48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安，頁 906。 
49同註 38，晉詩卷十三，謝道韞，頁 912。 
50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臺北：宏業書局，1975)，卷八十三，全晉文，

頁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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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閑處。」(《莊子‧刻意》)《晉書》本傳說玄「及長，有經國才略，屢辟不

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因此王珉就其小字生義，取笑謝玄

為「吳興溪水中釣魚的羯奴」，51即因謝安擔任吳興令時，玄曾隨同前往。後來前

秦苻堅來犯，「諸將敗退相繼」，謝玄接受謝安命令，應機征討「所在克捷」。等

謝安過世，朝中無人奧援，謝玄：「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

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山

居賦〉注)因此，謝瞻說：「吾家以素退為業。」52一語道出陳郡謝氏的莊老心態。 

謝混是謝安的嫡孫，文采風華被推為江左第一。他在烏衣巷教養姪子靈運、

瞻、晦、曜、弘微諸人，平常要求他們「仰儀前修，綢繆儒史」，假日則「嘯歌

宴喜」(〈答中書〉之二)，53所以謝靈運〈齋中讀書〉詩云：「昔余遊京華，未

嘗廢丘壑。」54〈石室山〉詩說：「微戎無遠覽，總笄羨升喬。」 55 

謝混〈遊西池〉一詩旅遊兼寫景書懷， 56詩計十八句，寫景的句子佔了八

句，約二分之一弱。該詩的結構模式：敘遊──寫景──興情──悟理，與靈

運山水詩的基本模式接近。謝混的山水新詩改變過去的玄言詩風，檀道鸞《續

晉陽秋》云：「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世說新語‧文學第四》第 85 則「簡

文稱許掾」條下，劉孝標注引)57 

謝混創作山水詩的嘗試，對謝靈運是個良好的示範。據說謝靈運之「池塘

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即從謝混之「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

(〈遊西池〉 )轉化而來。但是謝混〈遊西池〉一類的山水佳作數量很少，因此

                                                 
51《世說新語．雅量第六》云：「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

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興溪中釣碣耳，何

敢譸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第 38 則)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引李慈銘云：「案碣當作羯，玄之小名也。世說作遏。以

封、胡推之，作羯為是。蓋取胡、羯字為小名，寓簡賤之意。如犬子、狗子、(亦作

苟子。)佛犬之類。古人小名皆此義也。此舉其小名，故曰釣羯。」嘉錫案：「《御覽》

四百四十六引《語林》：『謝碣絕重其姊』，正作『碣』，蓋羯、碣通用。」頁 376。 
52《宋書‧卷五十六‧列傳第十六‧謝瞻、孔琳之》，同註 7，頁 1557。 
53同註 25。 
54顧紹柏，頁 91。 
55顧紹柏，頁 107。 
56謝混〈遊西池〉：「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有來豈不疾，良遊常蹉跎。逍遙越城肆，

願言屢經過。回阡被陵闕，高台眺飛霞。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景昃鳴禽集，

水木湛清華。褰裳順蘭芷，徙倚引芳柯。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何？無為牽所思，

南榮誡其多。」同註 38，晉詩卷十四，謝混，頁 934。 
57余嘉錫，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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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子顯說他：「情新，得名未盛」。 58 

陳郡謝氏「縱情丘壑」、「喜愛自然」的名士家風，遺澤了歷代子孫，而靈運

喜愛山水之遊更勝於前輩。他年少時與親族在建康遊山玩水，永初三年離開京城

之前，許下了：「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悟」(〈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的心願，59擔任永嘉太守之後，「肆意遊遨，遍歷諸縣，動逾旬朔」，即便後來在

京師官任侍中，「穿池植援，種竹樹堇，……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

旬不歸」。回到故鄉，兩次隱居始寧，「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鑿

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千重，莫不備盡」，他甚至開闢

天姥山的道路以方便觀景：「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60

他的旅遊方式，即使皇室王侯、貴戚權臣也未必有類似的玩法。他的旅遊資歷長

達二、三十年，足跡遍及現今的江蘇、浙江、江西與湖北、廣州等地。他旅遊時，

有時步行、有時策馬、有時乘船，間有同一遊程參雜著不同的交通方式。61 

無論仕隱，山水就是靈運生活的一部分，那麼，將山水與文學連結起來，

山水詩的創作就是再自然不過了。謝靈運繼承與發展陳郡謝氏前人山水描寫的

豐富累積，以自己的藝術實踐完成了玄言詩向山水詩的轉變，向「莊老告退，

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龍‧明詩第六》)的康莊前進。 

四、自我認同與創作山水詩  

謝靈運於〈撰征賦〉62開首即高揭家族榮光：「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

光。立熙載於唐後，申贊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圭以徹疆。歷尚代而

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炎帝神農氏又稱烈山

氏，以火德而王，《元和姓纂》載謝氏為：「姜姓，炎帝之允。申伯以周宣王

舅受封於謝，今汝南謝城是也，後失爵，以國為氏焉。」63將謝氏的淵源推遠到

炎帝神農氏，至於「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則說姜氏於堯時「掌四嶽

之祀，述諸侯之職」，以及申伯輔弼周宣王、封於謝的事跡，綜上所述，謝氏

先祖皆擔任輔弼天子、教化一方的諸侯。這種推源始祖的誦詞能夠凝聚家族的

                                                 
58《南齊書‧卷五十二‧列傳第三十三‧文學傳論》見〔梁〕蕭子顯撰、楊家駱主編，

《新校本南齊書》(臺北：鼎文書局，1993)，頁 908。 
59見顧紹柏，頁 54。 
60《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二十七‧謝靈運》，同註 7，頁 1743-1787。 
61詳見施又文，〈謝靈運的遊蹤與交通方式〉，《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8 期(2016 年

8 月)，頁 20-21。 
62顧紹柏，頁 363-372。  
63﹝唐﹞唐林寶撰，郁賢皓，陶敏整理：《元和姓纂》(北京：中華書局，1994)，頁 51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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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感，讓個人在族史中找到依據。 

至於晉代以來，曾叔祖謝安在內保全皇室「敦怙寵而判違，……彼問鼎而

何階……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前秦苻堅渡江南犯，力排眾議「于

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運籌帷幄「緩轡待機，追奔躡跡。遇雷池

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撰征賦〉)所以《晉

書‧謝安傳》史臣讚頌他：「其有兼將相於中外，系存亡於社稷，負扆資之以端

拱，鑿井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而靈運的親祖父謝玄：「昔皇祖作藩，

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撰征賦〉序)自謝安以來，陳郡謝氏不

世出的功勳，這是謝氏子孫精神之所寄，也是家族認同感與優越意識之根柢。 

但是靈運在晉宋的仕進，卻屢遭挫折，劉裕當權時他被免官，劉宋建立之

初，復被遠謫為永嘉太守，他所擔任的官職在外不足以見功立業，在朝不足以

參與實權，這對祖勳赫赫的靈運來說，情何以堪？更何況族叔謝混勉勵子姪「風

流由爾振」，振興家族！ 

不管過去、現在或未來，靈運的自我認同都是像謝安、謝玄一樣地參與權

要，然而靈運的仕宦表現如同其自我覺察到的「輶質」、「薄弱」、「拙者」(〈撰

征賦〉文)， 64當他在建功立業的這部分認同瓦解時，如何來重建自我的信念與

價值？如何找到自己在家族的位置呢？ 

如前所述，莊老心態的謝氏家族兼抱出處同歸，除了有「經略大志」之外，

他們的骨子裡同時流著「隱退」的血液，謝瞻說：「吾家以素退為業」。淝水

戰後，謝氏功高震主，引起了司馬氏皇室的戒備，晉孝武帝重用司馬道子削減

謝氏權勢，謝安主動交出手上權力，自請出鎮廣陵，都督北伐軍事，本來打算

「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可惜「雅志未就，遂遇疾篤。」(《晉書‧謝

安傳》)至於謝玄雖曾「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山居賦〉注)，

但在謝安去世後，「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山居賦〉)，「解駕東

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棲之意。

經始山川，實基於此。」(〈山居賦〉注) 

靈運既不能蹈先祖之「遺武」，還有另一條「嘉遁」的路數，65足以彌補其

殘缺的認同感。當門第不能在政治上有建樹時，乃轉趨於在文辭上作表現，這

也是六朝世族之常事，而山水又是謝氏的雅道徽記，把山水與文學結合起來，

                                                 
64筆者曾經從心理分析來透視靈運的人格特質，他根本不是一塊做官的材料，〈從心理分

析淺談謝靈運的仕隱衝突〉，《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第 7 期(2016 年 7 月)，頁 21-28。 
65〈撰征賦〉云：「造步丘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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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靈運乃轉向以創作山水詩作為補償功業的不完滿。 

文學和才華一向是靈運競邀的資本，他既被排擠在實權之外，文學即成為他

能夠繼續維持聲望的憑藉；他在政治的場域沒有自主性，可在山水中他卻能掌握

自己、凌轢自然、征服山水，感受到一己的生命力，66「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述祖德〉之二)67的高度成就，使他成為山水詩的鼻祖，高踞文學王國的至尊者。 

創造心理學的研究發現，由良心壓力所產生的緊張，會產生昇華、復原與過

度補償，這些是解決「社會限制慾力的出路」而產生的衝突的方法，藝術家藉由

創造的活動發揮其潛能，將失常感與正常感調和，獲得認同感與心理的滿足。68 

高度創造力的人，如果他有過度的補償動機與企求完美感、優越感相結合，

就會增加創造活動的持續性。 69 

文 章 之 撰 作 、 文 化 上 之 活 動 ， 是 維 持 謝 氏 家 族 與 靈 運 個 人 聲 望 的 另 一 法

門 。 當 靈 運 被 貶 永 嘉 ， 乃 至 隱 居 始 寧 ， 他 寫 的 山 水 詩 一 躍 千 里 ， 「 每 有 一 詩

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宋書‧卷六十七‧列傳第

二十七‧謝靈運》)，靈運也因為文名日盛，被文帝徵為秘書監，重新開始他

較為輝煌的仕宦生涯。 

五、結   語  

自謝鯤躋身中朝名士以來，陳郡謝氏同時具備「出仕」與「隱退」的家風，

為維持家族實力，培養佳子弟乃成為家族教育的重大課題。謝氏族長教育子弟

時採用啟發與開導的方式，讓子弟自由發揮，培護了個體的性情，在這樣的教

育環境下成長的謝氏子弟，較其他家族更能夠突破舊制、開創新格局。  

南朝以後學術風氣轉向文史，謝混開始偏重文學一門教導子弟，其學習的

生活環境相當優美，藉由境教與家教為子弟涵咏文藝興味與能力。  

家族熱愛山水的門風，同樣影響了謝靈運，不管在朝或在野，山水就是他

生活的一部份。當靈運無法整合建功立業的家族認同時，他為了重建自我的信

念與價值，轉向家族所認同的山水領域發揮，創作出卓越的山水詩，以獲得自

我認同感與心理上的滿足。  

引用文獻 

                                                 
66施又文，〈文學冠冕對謝靈運生命價值的意義〉，《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第 109 期(2010

年 10 月 15 日)，頁 24-31。 
67顧紹柏，頁 154。 
68同註 1，頁 102-118。 
69同註 1，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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