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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陸游之遊仙詞  

蔡君逸 ∗ 

前言  

陸游是中國歷史上偉大的愛國詩人。在國事如麻，和戰兩難的南宋時

代，他留下了不少慷慨動人的篇章。陸游在文學上的成就，是以詩為主；

他一百四十多首的詞，無論在份量或是在重要性方面，是遠遠不如為數近

萬的詩的。話雖如此，這一百四十多首的詞，其創作年代亦涵蓋陸游自年

輕至老，也足以具體而微的顯現出其一生之文學創作風貌與生命境界。所

以陸游之詞雖少，但其重要性卻不容忽視。  

本文乃就陸游詞中之遊仙作品，加以考釋分析。此外，探討其創作緣

起乃至其深層之意義，更進一步嘗試為其在陸游作品、詞史以及中國歷代

遊仙作品中作定位。陸遊遊仙之詞雖少，但在他的創作歷程與現實生活

中，仍深具重要性，並在遊仙文學史上，亦應有其地位。  

一、中國之遊仙文學  

1.文學史上之遊仙作品概述  

不論在哪一個時代，長生不老、得道成仙一直是中國人的終極願望之

一。所以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庶民百姓，每每有出世求仙之想。秦皇、漢

武儘管已臻人世之極，却仍要上天、入地、蹈海，以求不死之藥，更遑論

一般升斗之民了。而在文學史上，遊仙出世之嚮往，也很早就成為文人創

作的題材。像是《穆天子傳》中，周穆王遠遊至西天瑤池，與西王母宴飲、

交遊之記載 1，可說是遊仙文學之濫觴。而《莊子．逍遙遊》中對神人之描

寫 2，或是《莊子．齊物論》中描寫之至人 3；這種浪漫而大膽的想像，便

的的確確算得上是遊仙文學了。至於屈原在《九歌》中，對楚地諸多民間

                                                 
∗ 弘光科技大學通識學院專任講師 
1 這段記載，是在《穆天子傳》的卷三。其中記錄了周穆王在瑤池宴西王母，西王

母還以歌謠答贈穆王。 
2 《莊子．逍遙遊第一》：「(肩吾)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若冰雪，綽

約若處子。不食五穀，吸風飲露。乘雲氣，御飛龍，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

使物不疵癘而年穀熟。』」 
3 《莊子．齊物論第二》：「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不能熱，河漢沍而不能

寒，疾雷破山，飄風振海而不能驚。若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

死生无變於己，而況利害之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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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敘述；以及在《離騷》 4與《九章》 5中，幻想己身與諸神同遊的描

寫，可以說是中國遊仙文學的第一個高峰，後人對神仙生活的想像與描

寫，殆皆脫胎於此。  

到了漢代，開始出現遊仙詩歌，如〈咸陽謠〉、〈蘇耽歌〉、〈紫芝歌〉、

〈丁令威歌〉等實際不知作者為誰的詩歌，所描寫者，多為求仙而成仙之

事。降至魏晉南北朝，或因時局混亂之故，遊仙詩乃成為當時詩歌中之重

要類別。曹植、何劭、郭璞、沈約、謝朓諸人，多有遊仙之作。甚至連陶

潛，亦有如〈讀山海經〉的遊仙詩。是以此時，可以說是中國遊仙文學的

第二個高峰了。 

至於中國遊仙文學的第三個高峰，應該是在唐朝中葉之後。高才如李

白，即有包括〈元丹丘歌〉、〈玉真仙人歌〉、〈懷仙歌〉等諸多遊仙之作，

絲毫無愧其「詩仙」之號。嗣後白居易、孟郊、張籍、李賀、許渾、賈島

諸人，亦紛紛有作，一時蔚然成風。及至宋代，或許因理學之風大盛，遊

仙文學有衰弱的跡象。雖然如此，詩詞大家的蘇軾、陸游等人，還是有一

些遊仙作品傳世。大抵大詩人、大文學家，方可不為題材所侷限，而能諸

體備善。  

宋元以後，下及明清，遊仙文學幾乎從中國正統文學中消失，而向民

間俗文學轉進。傳統文人縱有作者，也是玩票居多，其作品亦質量俱不佳。

倒是在戲曲、小說中，此類題材始終蔚為大宗。神仙之事，畢竟仍是人們

心底的期盼。只是，古來習於創作遊仙文學的文人，此時大半致全力於科

舉，即使有餘力，也不見得會花在如此超脫於現實的遊仙詩詞上了。遊仙

文學至此，反倒轉而進入尋常百姓的生活，更貼近了升斗小民的期望與想

像。原本在正統文學中奄奄一息的遊仙詩歌，反而在民間戲曲中找到了發

展空間，尋得了新生命。  

２遊仙作品之內容  

                                                 
4 《離騷》：「⋯⋯駟玉虬以乘翳兮，溘埃風余上征。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

圃。⋯⋯吾令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飲余馬於咸池兮，揔余轡乎扶桑。

折若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廉使奔屬。鸞皇為余先

戒兮，雷師告余以未具。吾令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離兮，帥雲

霓而來御。⋯⋯」 
5 《九章．涉江》：「⋯⋯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崙兮食玉英；

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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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歸納遊仙詩歌中的內容，有下列幾個方面：  

其一，對神話、傳說中的神仙事蹟作描寫或是再詮釋。如〈丁令威歌〉： 

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

纍纍。 

這首民歌，寫的即是學仙化鶴的遼東人丁令威之事。再如陶潛的〈讀山海

經〉十三首，臚列了《山海經》中的神話故事後，或抒感嘆、或加評議。

如此類以神仙傳說發想，加以詮釋，而有「心嚮往之」寓意的創作，是遊

仙詩歌最常見的形式。 

其二，想像神仙之生活者。如郭璞的〈遊仙詩〉：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

靜嘯撫清絃。放情陵霄外，繳蕊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此詩想像了赤松子、浮丘公、洪崖先生的生活情狀，而最後二句，則抒發

感慨。如此根據神仙傳說，再更進一步加以想像、模擬仙人生活情狀者，

亦為常見的遊仙作品。 

其三，描述神仙之特異功能者。如宋之問的〈王子喬〉： 

王子喬，愛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騎雲氣吸

日精。吸日精，長不歸。遺廟今在而人非。空望山頭草，草露濕人

衣。 

又如吳筠的〈遊仙詩〉： 

碧海廣無際，三山高不極。金臺羅中央，羽客恣遊息。霞液朝可飲，

虹芝晚堪食。嘯歌自忘心，騰舉寧假翼？保壽同三光，安能紀千億？ 

總之，神仙之所以為神仙，在其食、衣、住、行，無不與常人異。上

述純粹描寫仙人騎雲氣、吸日精、飲霞、食芝⋯⋯等諸特異行為者，可以

為證。 

其四，純粹敘述修道、採藥、煉丹、求仙之事者。如王績之〈採藥〉： 

野情貪藥餌，郊居倦蓬蓽。青龍護道符，白犬遊仙術。腰鐮戊己月，

負锸庚辛日。時時斷嶂遮，往往孤峰出。行披葛仙經，坐撿神農帙。

龜蛇採二苓，赤白尋雙朮。地凍根難盡，叢枯苗易失。從容肉作名，

薯蕷膏成質。家豐松葉酒，器貯參與蜜。且復歸去來，刀圭輔衰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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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首詩全寫採藥之情。又如張果之〈題登真洞〉： 

修成金骨鍊歸真，洞鎖遺蹤不計春。野草謾隨青嶺秀，閒花長對白

雲新。風搖翠篠敲寒玉，水激丹砂走素鱗。自是神仙多變異，肯教

蹤跡掩紅塵？ 

再如李浩的〈大丹詩〉： 

煮石烹金煉太元，神仙不肯等閒傳。人能認得其中理，奪盡乾坤造

化權。 

此二首皆是自述煉丹求仙的心得。而兩位作者--張果與李浩，相傳俱

成仙而去。張果即八仙中之張果老，李浩亦初唐時人，甚至舉家仙去。 

其五，作者想像己身與仙同遊或擁有仙家之神通者。如李白的〈西嶽

雲臺歌送丹丘子〉，即為代表性的作品，詩如下： 

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上來。黃河萬里觸山動，盤渦毂轉秦

地雷。榮光休氣紛五彩，千年一清聖人在。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

噴箭射東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

石作蓮花雲作臺。雲臺閣道連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備

灑掃，麻姑抓背指爪輕。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九重

出入生光輝，東來蓬萊復西歸。玉漿儻惠故人飲，騎二茅龍上天飛。 

詩人如同親身在旁，詳實紀錄仙人之一舉一動以及神通(如飛行、長生、幻

化等等)，甚或想像與神仙把臂比肩，一遂內心之渴盼。 

上述五者，皆為古來遊仙詩歌常見之內容。及至宋代，遊仙詩歌的創

作，遠遠比不上唐代。此時所見遊仙作品，仍以蘇軾、黃庭堅、王安石、

陸游等大家之作為主；大抵宋代並無專以遊仙之作名家者，故上述諸大家

而有遊仙作品，不過聊備其一體而已。或者以宋代理學盛行之故，詩人亦

受影響，是以唯見道學家如邵康節者，有論道之哲理詩。遊仙之風不盛，

原因或者在此。其中陸游頗有遊仙之詩詞，於有宋一代，亦頗見其特色，

這也是本文所以撰述、探究者。 

二、文學史中的陸游  

陸游在中國文學史中，為著名之愛國詩人。他與尤袤、范成大、楊萬

里等四人，號稱為南宋中興四大詩家。而若是以陸游存世詩歌的數量，以

及後人對其之評價來看，允為南宋第一家，實不為過。至於在詞方面，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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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詞的數量僅一百四十多首，遠遠不及其詩。是以，在重要性上，其詞不

如其詩；而獲得後代評論者關注的程度，當然詞也比不上詩了。  

1.陸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陸游生於宋徽宗宣和七年（西元 1125 年），卒於宋寧宗嘉定三年（西

元 1210 年），享壽八十六歲。在長達七十年的創作生涯中，留下了九千三

百多首的詩、一百四十餘首的詞；而這，還是陸游自己刪削之後的結果，

所作在未刪之前，當然還有更多。至於在文章方面，除了書、啟、序、跋、

銘、贊、碑、記⋯⋯，等等各式駢、散文之作以外，尚有如山水遊記的《入

蜀記》、筆記文學的《老學庵筆記》、史學著作的《南唐書》。此外，據記

載，陸游還有《山陰詩話》的詩歌評論之作，只是並未流傳至今。如此看

來，若要說陸游在文學上是諸體兼擅、創作豐富，當為的論。在陸游的文

學創作體裁中，當然是以他的詩歌作品為最大宗；再加上在內容上，每寓

感時憂國之情，甚或慷慨報效之志，故而有「愛國詩人」之號。實則陸游

在詞、筆記文學上的成就亦高，只是為其詩名所掩；而在所描寫之內容上

亦繽紛多姿，也非一個「愛國詩人」之名所能概括。  

2.陸游之詞作  

早在南宋時所刊之《渭南居士文集》中，書末卷四十九及卷五十，所

收的即是陸游之詞，此二卷共錄一百三十首。1960 年代，唐圭璋編全宋詞，

在陸游詞的部分，就以此一百三十首為底本，再由陸游的《劍南詩稿》中

補入五首，以及《耆舊續聞》中補二首，《花庵詞選》中補五首，《花草粹

編》中補一首，共一百四十三首。後來 1980 年時，夏承焘乃據此作《放

翁詞編年箋注》。若無新資料出土，則陸游詞現存之完整作品計一百四十

三首，應是定論。  

宋代文人雖多有兼作詩詞者，然而多半還是將詩視為志業之表現，而

以全心力作詩；至於詞，則僅為餘事而已。所以宋人謂詞為詩餘，在稱呼

上，即可見詩與詞之輕重高下。至於陸游自己，對詞這種體裁，又有何看

法？根據《渭南文集》卷十四〈長短句序〉： 

風、雅、頌之後為騷、為賦、為曲、為引、為行、為謠、為歌，千

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

予少時汩於世俗，頗有所為，晚而悔之，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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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终不可揜，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此文為陸游替自己的詞集所寫的序，作於他六十五歲時。表面上看，又形

容其「薄」、又自悔少作，似是於詞有所貶抑。然而放翁必有得意之處，

才會不忍棄去；況且這段話也說明了文體之演進，實為必然之事，故而未

必見得是在看不起詞。此外，《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花間集〉云： 

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與六朝跌宕意氣

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 

此文是陸游八十一歲時所作，可以看出他是帶著稱讚之意來看待詞的。再

如《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後山居士長短句〉云： 

唐末詩益卑，而樂府詞高古工妙，庶幾漢魏。 

此文作於陸游六十七歲，或可於此句，見出放翁對詞的實際評價。綜合以

上所述，陸游雖說自己於詞「晚而悔之」，但此言應只是場面話。陸游看

待自己的詞，當然是比不上他的詩，然而若單就詞本身而論，陸游還是頗

為自豪的。  

3.陸游詞作中的遊仙作品  

陸游以愛國詩人而聞名，於其詞作，世人亦多留心於豪放而具愛國之

思者。但綜觀陸游一百四十多首詞作，其中寓匡復之志者，不足十分之一。

份量最多的，却是陸游避世遁跡，顯然受到道家思想影響之作品。再來，

則是登臨感嘆及送行傷別之作。此外，還有一些詠物、言情，甚或是應酬

之作。如果算算愛國之詞的數量，在陸游的詞作中，最多排得上第三。而

在陸游表達避世隱遁之情的作品中，遊仙之作便有十多首，其創作之背景

與所表現出作者之心態，頗有值得探究之處，這也是本文論述之重點。  

三、陸游之遊仙詞評釋  

此處羅列了十一首陸游的遊仙詞，述其大意、考證其創作背景，並舉

列詞中「遊仙」內容之處。  

1.好事近  

華表又千年，誰記駕雲孤鶴？ 

回首舊曾遊處，但山川城郭。 

紛紛車馬滿人間，塵土汙芒屩。 

且訪葛仙丹井，看巖花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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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游五十四歲自蜀東歸。之後，曾短暫任閩、贛諸地小官一年 6，後遭

免職，於五十六歲返家鄉山陰 (今浙江紹興 )，閑居達五、六年。這首詞應

是此段時期所作，但確切的創作年代，則不可考。詞上半闋，用了丁令威

化鶴歸故鄉，俯見城郭人家的典故，來形容陸游自己亦是初返家鄉，但見

家鄉山川景物依舊，而人事已非。下半闋是實寫眼前事物，陸游看著世俗

人間，但覺人事紛擾，如塵土沾污了鞋履，還不如直接到當年葛仙翁煉丹

處 7，靜看山壁上花開花落，豈不更清靜自在。本詞表達了陸游回鄉後的感

觸，人世的紛擾混濁，讓羈旅多年不得返鄉的陸游更覺不可忍，所以才要

尋個清靜處安居。  

這首詞用了丁令威化鶴歸鄉及葛洪及伯祖葛玄煉丹求仙的典故，陸游

表達出厭憎世俗，而欲向道學求解脫之念。詞下半闋之「塵土污芒屩」，

即比喻人世的污濁，並非真弄髒鞋子。此詞是刻意以神仙之脫俗，與混濁

的人世來對比！  

2.好事近  

平旦出秦關，雪色駕車雙鹿。 

借問此行安往？賞清伊脩竹。 

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綠？ 

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 

本詞之創作年代應同於前首。唯以詞中透露出的感慨、蒼涼之意看

來，則此詞或當是陸游較晚期的作品。本詞一起始即在描寫天方明時，駕

著白鹿拉的車子，行在關洛驛道上，準備到洛中伊水邊去賞竹。陸游行在

這關洛道上，經過漢唐歷代古都。那昔時輝煌的漢家宮殿，如今已傾圮在

荒煙蔓草中，陸游看著春來青碧的芳草，感受人世的變遷正如同四季的循

環。漢唐的興亡如許，萬物的盛衰，亦復如許，那麼人世間的休戚、榮辱，

又有什麼好在意的呢！這首詞從形式上看來，像是一首憑弔懷古之作。但

                                                 
6 宋孝宗淳熙五年(西元 1178 年，陸游五十四歲)秋，陸游赴行在(今浙江杭州)。冬，
赴建安(今福建建甌)任提舉福建常平茶鹽公事。淳熙六年冬，至撫州(今江西撫州)
任提舉江南西路常平茶鹽公事。淳熙七年冬，為給事中趙汝愚所劾，遂隱山陰(今
浙江紹興)。 

7 葛仙翁指的是晉代的葛洪，其伯祖葛玄煉丹而成仙。葛洪乃拜玄之弟子鄭隱為師

習煉丹，後又拜鮑靚為師習道術。四十歲後，於杭州寶石山之西隱居煉丹，此地

後遂稱「葛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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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看陸游的年代，在南宋孝宗時。長安、洛陽一帶，在高宗時張浚兵敗

富平 (今陝西富平 )後 8，即為金人所佔領，並非南宋的領土。所以，此詞實

為陸游夢想中的出遊；陸游是在想像中遊歷了「漢家宮殿」。所歷雖為幻，

但所感卻是真。陸游對萬物遷化所生的興亡之感，當非無由而生，也可略

見他的故國之思。  

此詞中駕馭雙鹿車的描寫，屬遊仙之內容。詞末「君看變遷如許，況

紛紛榮辱」二句，應是見到了當時朝中權臣鬥爭無常，人事更迭如走馬燈，

才有如許之感觸！  

3.好事近  

風露九霄寒，侍宴玉華宮闕。 

親向紫皇香案，見金芝千葉。 

碧壺仙露醞初成，香味兩奇絕。 

醉後卻騎丹鳳，看蓬萊春色。 

本詞的創作年代同前。這首遊仙之詞中，陸游想像自己被邀參加九霄

之上紫皇宮殿裏的宴會。他看到富麗堂皇的宮闕，也看到紫皇桌上珍貴的

千葉靈芝。此外，還喝到仙界初釀成的酒，裝在碧玉酒壺中，既香且味美，

讓陸游不禁大飲至醉。醉後還騎著丹鳳，翱翔於九天之上，俯瞰蓬萊仙境

的美景。本詞中，陸游用了許多金碧輝煌的句子，盡力描寫出仙界不同於

人境的輝煌光采，但究其實際，不過是人間帝王的更豪華版而已。在混亂

的時代，人們欲藉求道成仙來超脫人世的痛苦，遊仙詩詞乃大行於道。這

代表的，其實是對人世間生活的不滿。陸游此詞，可作如是觀。  

陸游此詞中，所述「九霄」、「玉華宮闕」、「紫皇」 9、「金芝」、「碧壺

仙露」、「騎丹鳳」、「蓬萊」等，皆遊仙作品中習用者。至於實際遊仙之內

容，則如親近仙人的生活、與神仙同宴、飲仙酒、騎鳳同遊等。  

4.好事近  

混迹寄人間，夜夜畫樓銀燭。 

誰見五雲丹灶，養黃芽初熟？ 

春風歸從紫皇遊，東海宴暘谷。 

                                                 
8 事在高宗建炎四年(西元 1130 年)，富平地在關中盆地之北。 
9 《太平御覽》卷六百五十九引《祕要經》曰：「太清九宮，皆有僚屬，其最高者

稱太皇、紫皇、玉皇。」可知紫皇為與玉皇、太皇同等級之仙界最高階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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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罷碧桃花賦，賜玉塵千斛。 

本詞的創作年代應同前。本詞上半片，陸游先形容自己的生活，雖然

每天晚上宴飲不衰，但其實只是毫無目的地混迹人間，浪費時日而已；那

裏能想像仙人煉丹求仙之事，更不曾見過丹藥初成了。下半片是陸游想像

暢遊仙境，在春日隨紫皇同遊，又參與眾仙在暘谷的宴會，陸游還作了一

篇〈碧桃花賦〉，獻給紫皇；還蒙賞賜了千斛的玉屑呢！這首遊仙之詞的

上半片是陸游實寫目前的生活，雖看似忙碌，其實無謂。下半片則為陸游

虛想與神仙同遊的情況，不僅同遊，還獲邀宴，還進賦，更蒙賞賜。上、

下二片，一實一虛，一塵世一仙界，陸游是刻意作了對比。  

在本詞中，陸游堆砌了這許多遊仙之詞彙，如上半片所說的「五雲」，

指的是雲英、雲珠、雲母、雲液、雲沙五種雲母，道家以為在一年中按時

服用，可以長生。「黃芽」，則是道家煉丹時從鉛裏煉出的精華。而下半片

的「紫皇」，是仙中的帝王，「暘谷」是日出之處。「玉塵」即為玉屑，是

仙人們的食物。至於在遊仙之內容方面，則可歸納為煉丹、與仙同遊宴、

蒙仙賞賜等。詞末進賦而蒙賞賜的情節，則可見出陸游對仙界的想像，其

實仍是未脫於人世的。陸游對仙界之想像，僅為人間的翻版，只不過壽算

更長、所居用更富麗、飲食更珍異而已。  

5.好事近  

覓箇有緣人，分付玉壺靈藥。 

誰向市塵深處，識遼天孤鶴？ 

月中吹笛下巴陵，條華赴前約。 

今古廢興何限，歎山川如昨。 

本詞的創作年代應同前。詞一起首即述丁令威事，說他原本化鶴返

鄉，想要找個有緣人授以仙丹妙訣，可歎遼東城中，卻無人能識。下半片

則是陸游說自己早有歸隱的念頭，想在明月下、笛聲中，往赴自己素來所

嚮往的華山、中條山中隱居起來。或許，陸游也會和丁令威一樣看著江山

依舊，感歎著人世的盛衰吧！這首詞中，上半闋用丁令威之典作引子，而

寓人事已非之感，同時技巧性地表達出自己對人事更迭無常的厭倦，而心

生出塵隱退的念頭。詞中下半片所說到的「條華赴前約」，是指陸游早有

隱居華山、中條山的打算。然而事實上，此二地當時均在金人的統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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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游是沒有可能隱居於此的。所以，大概也僅能視為陸游對恢復故土的想

望。在此詞中，求仙、歸隱，應只視為現實生活中，不滿、失望的宣洩出

口而已。  

在遊仙內容方面，本詞用了丁令威的典故：丁令威學道成仙後，化鶴

返回遼東家鄉，但見城郭依舊而人事全非。陸游用此表達故國之思、興亡

之慨與對人事無常之感。  

6.好事近  

揮袖別人間，飛躡峭崖蒼壁。 

尋見古仙丹，有白雲成積。 

心如潭水靜無風，一坐數千息。 

夜半忽驚奇事，看鯨波暾日。 

本詞的創作年代同前。詞一起首，即言陸游揮別塵世，登上了峭壁高

山的絕境，見到古代仙人煉丹的爐灶。此地全無人世的喧擾，而只有白雲

堆眼前。陸游靜坐於此，心頭如無風之潭水般，絲毫不起漣漪，似乎可以

永遠這麼坐下去。卻在忽然之間，為眼前奇事所驚覺：原來是不知不覺間，

夜已盡，天將明，那旭日已跳躍於海面，即將升起了。  

這首詞中有關遊仙之內容，所謂「別人間」、「飛躡峭崖蒼壁」可視為

對神仙生活 (飛行之神通 )的嚮往。「尋見古仙丹」一句，則有尋仙之寓意。

「一坐數千息」則直述仙家修煉之事了。  

7.好事近  

秋曉上蓮峰，高躡倚天青壁。 

誰與放翁為伴？有天壇輕策。 

鏗然忽變赤龍飛，雷雨四山黑。 

談笑做成豐歲，笑禪龕楖栗。 

本詞的創作年代應該和前首 (好事近「揮袖別人間」 )同時。詞中敘述

陸游在秋天早晨，拄著手杖，獨自攀登險峻山路，爬到了蓮花峰之上。他

想像在四野昏暗，天上烏雲密佈，雷雨將落之時，自己手中的藤杖，化作

紅色巨龍，飛向天際。手杖並非無端化為巨龍，而是為人間帶來甘霖，預

兆豐年的，比之佛寺中和尚的禪杖，要更有法力，更具神通呢。  

本詞中「高躡倚天青壁」，亦可以看成是對仙家神通之嚮往。至於下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04期 

 46

半闋中，藤杖化為赤龍的想像，則根本是陸游直接描寫仙家神通了。頗堪

玩味的是「笑禪龕楖栗」一句，則有嘲笑佛家之意，或亦可見出陸游是近

於道者而疏遠於佛的。  

8.木蘭花慢  

夜登青城山玉華樓 

閱邯鄲夢境，歎綠鬢、早霜侵。 

奈華岳燒丹，青谿看鶴，尚負初心。 

年來向濁世裏，悟真詮祕訣絕幽深。 

養就金芝九畹，種成琪樹千林。 

星壇夜學步虛吟，露冷透瑤簪。 

對翠鳳披雲，青鸞溯月，宮闕蕭森。 

琅函一封奏罷，自鈞天帝所有知音。 

卻過蓬壺嘯傲，世間歲月駸駸。 

青城山是道教名山，川西名勝，位於四川灌縣，山上有道教宮觀無數，

這玉華樓便是在丈人觀之內的名勝之地。此詞之作，在宋孝宗淳熙元年 (西

元 1174 年 )秋天，是時陸游五十歲，官職由本來的蜀州通判而轉任榮州 (四

川榮縣 )知州，此詞即在陸游赴榮州路上，經青城山時所作。  

此詞一開始是對人生的感慨，陸游覺得人生就像「枕中記」的故事情

節一般，生死、榮辱、得失，只如夢境一般。然而歲月就是這般悄悄流逝，

也讓人烏髮霜白。道家修鍊、燒丹之事，本也是陸游嚮往之事。然而今日

回思，顯然有負初心。不過這些年來，宦遊無定，陸游也體會到不少人生

的道理。所以人生的得失，是很難說得清的，未必人世就不能修鍊。下半

闋是寫今晚陸游夜登青城山，儘管寒露侵襲，遍體生寒，陸游也彷彿學習

道士夜間步虛、誦經一般上山。陸游看著青城夜景，禁不住向天祝禱，希

望能得老天垂憐，上登仙錄，嘯傲神山仙境，管它人世紛擾，生命短暫。 

本詞用「枕中記」之典，表現了道家出世的思想。「華岳燒丹」、「青

溪看鶴」寫的是神仙生活。「金芝九畹」、「琪樹千林」是仙境之華麗。「釣

天帝所」、「蓬壺」則直指仙界了。或許因陸游夜登青城，而青城山是道家

之洞天福地 10，是以在詞中充斥道家用語及思想。  

                                                 
10 道家將天下之名山勝境，號稱有三十六洞天、七十二福地。青城山為第五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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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秋波媚 

曾散天花蕊珠宮，一念墮塵中。 

鉛華洗盡，珠璣不御，道骨仙風。 

東遊我醉騎鯨去，君駕素鸞從。 

垂虹看月，天台采藥，更與誰同。 

這首詞看似陸游寫給紅粉知己的作品。然而細細玩味之，又像是遊仙

之作。至於它的創作年代，則不可考。本詞上半闋，所描寫的是一名女子：

她姿態高雅，出眾脫俗，就像是天上的仙女下凡到人間一樣。而就算是她

脂粉不施，也不佩戴首飾，那高貴的氣質就像是天然生就，是一般人無從

相比的。下半闋陸游則發揮想像力，想像自己醉後騎鯨東海之上，能夠有

佳人騎著白色的鳳凰相伴；或在長橋賞月，或至天台山采藥，該是何等的

愜意。人生至此，也了無遺憾了。 

這首詞其實陸游說得蠻隱晦的，到底是什麼樣的女子，陸游會用「一

念墮塵中」的仙女來形容，倒是頗耐人尋味。我們雖無從推知此女之身分，

但陸游詞中欽敬之意是可以體會得出的。詞的下半闋，陸游連用了「騎

鯨」、「駕素鑾」、「天台采藥」等，皆想像與仙同遊之情。不過，這只是陪

襯文字，其重點實在「更與誰同」一句，陸游要強調的，是佳人的陪伴，

並非真有出塵之想。 

10.隔浦蓮近拍 

騎鯨雲路倒景，醉面風吹醒。 

笑把浮丘袂，寥然非復塵境。 

震澤秋萬頃。煙霏散，水面飛金鏡，露華冷。 

湘妃睡起，鬟傾釵墜慵整。 

臨江舞處，凌亂塞鴻倩影。 

河漢橫斜夜漏永，人靜，吹簫同過緱嶺。 

這首詞是一首遊仙之詞，內容寫的是王子喬成仙的故事。至於其創作

年代，則不可考。本詞一開始，寫的是王子喬醉後乘鯨遊於東海之上，他

看著天上白雲在海面的倒影，海風迎面而來，王子喬酒意也漸散了。他拉

著仙人浮丘公的袖子，想想花了三十年的工夫，總算隨著浮丘公修練成仙

了。此時再飛越太湖的上空，看著太湖的秋夜，天上一片雲也沒有，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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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面反照著明月，秋露凝霜，已逐漸透露出寒意。下半闋則是描寫王子喬

來到洞庭，此時湘妃睡意正濃，猶匆匆起身，髮釵掉落、髮髻凌亂，也懶

得整理。一路行去，還看到江上鴻雁被驚起而飛舞的身影。最後終於來到

緱氏山，王子喬將在這兒和家人晤別。此時猶是深夜，天上銀河橫空，四

野萬籟俱寂，就只有王子喬的簫聲在空中迴盪。 

這首詞寫的是王子喬成仙後與家人相約於緱氏山的傳說。相傳王子喬

是春秋時代周靈王的太子，之後被仙人浮丘公帶到嵩山去求道，過了三十

餘年果然成仙。後來託人傳話給家人，在七月七日時，約於河南緱氏山相

見。至期，王子喬果騎白鶴而來到山頭，家人但能望見卻無法接近。若干

年後，山下建了王子喬的廟，當地人還不時可以聽到，空中繚繞著王子喬

悠悠的簫聲呢。這首詞其實是陸游以王子喬的神話傳說，穿插個人想像所

寫成的遊仙之詞。詞中他寫到騎鯨海上、太湖水中的月影、洞庭湖的湘妃

初起、江上的鴻雁驚醒而亂舞等等，在這麼一條王子喬由東海返至河南緱

氏山的路線上，所描寫的全係夜景，顯然是一夜所行經，如此本事，大概

也只有神仙才作得到的。 

11.謝池春 

七十衰翁，不減少年豪氣。 

似天山、淒涼病驥。 

銅駝荊棘，灑臨風清淚。 

甚情懷、伴人兒戲。 

如今何幸，作箇故谿歸計。 

鶴飛來、晴嵐暖翠。 

玉壺春酒，約群仙同醉。 

洞天寒、露桃開未？ 

按照本詞首句「七十衰翁」的說法，本詞應作於宋光宗紹熙五年(西

元 1194 年)，陸游七十歲時。當時距離孝宗淳熙十六年(西元 1189 年)陸

游被劾辭官，返家鄉山陰(今浙江紹興)，已有五年。本詞上半闋，寫陸游

雖已七十歲了，卻不減年少時的豪氣，就像是天山邊的千里馬，就算老病

交加，猶志在千里。此時國家局勢正當危急，識者皆為憂心，卻只有當局

不知，怎不教人灑淚慨歎？眼見國事日非，當權者猶如兒戲視之，陸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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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樂觀的心情。下半闋則是陸游慶幸自己已不在權力漩渦的中心，而回到

山陰家中，正像當年丁令威學道成仙後，化鶴返遼東故里一般。陸游想像

自己能與眾仙同遊共醉，已是春日了，卻不知在仙界高寒之處，那桃花開

了沒有？ 

這首詞上半片，用銅駝荊棘之典故11，以喻南宋當時國勢之衰頹；另

一方面，也寫出陸游雖有用世之心，卻年已衰，也苦無機會了。下半闋則

用了丁令威化鶴歸遼東的典故，既形容自己歸隱於家鄉，並寄託本身的遊

仙之想。本詞由自述豪氣，而憂國、而歸隱、而遊仙，其情感的轉折劇烈。

至於在詞之後半，變而為遊仙之詞，但這與其說是陸游內心的期盼，不如

說是對現實消極的抗議，只不過是不好明言罷了。 

總結這十一首遊仙之詞，其創作時間，除不可考者外，大概均作於陸

游自蜀東歸之後，且幾乎均在被劾返鄉，政治上不得志；也正是壯志成空，

於宦途心灰意冷時。至於在遊仙內容方面，歸納圖表如下： 

第一類：神仙事蹟、典故者 

第二類：想像神仙生活者 

第三類：描述仙人神通者 

第四類：描寫修道、煉丹、採藥等求仙之事者(此類亦可通見第二類) 

第五類：想像己身與仙同遊或具神通者(此類亦可通見第三類) 

詞作        創作時間     遊仙內容     分類 

1.好事近(「華表又千年」)56 歲返山陰後  駕雲孤鶴    第一類 

                  訪葛仙丹井   第一類 

2.好事近(「平旦出秦關」)56 歲返山陰後  雪色駕車雙鹿  第五類 

3.好事近(「風露九霄寒」)56 歲返山陰後  侍宴玉華宮闕  第五類 

                  親向紫皇香案，     

                  見金芝千葉   第五類 

                  碧壺仙露    第五類 

                  騎丹鳳，看蓬萊 第五類 

4.好事近(「混迹寄人間」)56 歲返山陰後  見五雲丹灶，     

                                                 
11銅駝是皇宮門前的守門獸，晉代索靖預見西晉將亡，故言將見銅駝委棄荊棘蔓草

中，後乃以之喻國之將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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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黃芽初成   第四類 

                  從紫皇遊    第五類 

                  東海宴暘谷   第五類 

                  賜玉塵千斛   第五類 

5.好事近(「覓個有緣人」)56 歲返山陰後  玉壺靈藥    第四類 

                  遼天孤鶴    第一類 

6.好事近(「揮袖別人間」)56 歲返山陰後  飛躡峭崖蒼壁  第五類 

                  尋見古仙丹   第四類 

                  一坐數千息   第四類 

7.好事近(「秋曉上蓮峰」)56 歲返山陰後  高躡倚天青壁  第五類 

                  鏗然忽變赤龍飛 第五類 

8.木蘭花慢       50 歲任官四川時 閱邯鄲夢境   第一類 

                  華岳燒丹    第四類 

                  青溪看鶴    第四類 

                  養成金芝九畹  第四類 

                  種成琪樹千林  第四類 

                  翠鳳披雲    第五類 

                  青鸞溯月    第五類 

                  鈞天帝所有知音 第五類 

                  卻過蓬壺嘯傲  第五類 

9.秋波媚        不可考     我醉騎鯨去   第五類 

                  君駕素鸞從   第五類 

                  天台採藥    第四類 

10.隔浦蓮近拍     不可考      全詞內容    第一類 

11.謝池春       70 歲被劾返鄉後  鶴飛來     第一類 

                   約群仙同醉   第五類 

表列於上，歸納分析則見於後。 

四、陸游遊仙詞之特點  

綜觀陸游之遊仙詞，可以拈出幾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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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典故方面  

陸游遊仙詞中用了遼東丁令威化鶴、葛玄煉丹求仙以及唐代傳奇「枕

中記」之典故。而陸游尤其喜歡丁令威的故事，在十一首遊仙詞中有四首

提及，「隔浦蓮近拍」更是全首敘述之。考究丁令威之本事，除了與浮丘

公學成登仙，是個重點之外；化鶴而歸遼東，是另一個重點。探討陸游特

喜此典之原因，或不能忽略陸游嘗宦遊蜀中九年的人生經歷。原典故中有

久別家鄉，物是而人非之感，或許陸游在自四川返回紹興之際，亦有類似

之感觸。  

2.陸游概念中的仙界  

陸游在十一首遊仙詞中，有三首都曾語及天帝 (詞中用「紫皇」、「鈞天

帝所」等詞彙 )。然而細細考察詞意，陸游概念中之仙界，不過為人世之翻

版。神仙亦有食、衣、住、行，只不過所食、衣、住、行者，與人世殊異、

更華美於人世而已。這在前此之眾多遊仙作品中，已屢屢述及，陸游實並

無創新之見解。而在主宰眾仙之天帝方面，在陸游遊仙之詞的描述中，更

只是人間帝王的豪華版。比方他想像天帝賜宴 (「侍宴玉華宮闕」 )、賜酒

食 (「碧壺仙露」、「賜玉塵千斛」)，其實無異人世，看不出有何特出之處。

且陸游之所以被賜食，乃因他進了一篇〈碧桃花賦〉；如此仙界，恐怕不

見得較人間高明多少。〈木蘭花慢〉一詞中，更說「琅函一封奏罷，自鈞

天帝所有知音。卻過蓬壺嘯傲，世間歲月駸駸」；陸游想像自己上禱天帝

而直登仙籙，全以人世的觀念來比附仙界。如此看來，此一「仙境」，恐

怕格調亦不是太高了。  

3.陸游對仙人神通之描寫  

陸游詞中所道及仙人之神通，包括想像自己「雪色駕車雙鹿」、「騎丹

鳳」、「騎鯨」、手中藤杖「忽變赤龍飛」；再不就是「飛躡峭崖蒼壁」、「高

躡倚天青壁」。可知陸游所嚮往的「神通」，似乎較集中在「行」方面。比

較起來，陸游並不太在乎長生、變化等種種能力。由此，或許也可以推知，

陸游的個性，應是希望無拘無束，且頗喜行遊四方的。所以，仙人們縮地

成寸、上天入地的本事，才會成為陸游遊仙詞作中的描寫重點。至於仙家

其餘修練之法門方面，詞中提及「五雲丹灶」、「黃芽」，又用到葛玄、葛

洪煉丹之典。或者陸游於道家修練之事，並不陌生，所以才一再提及煉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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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且通常道士煉丹之地，多於山水名勝、洞天福地之所在，亦常為隱

士遁居之處。陸游大半生擺盪於仕、隱之間，有深刻的感觸，故而每生修

煉避世之想，也是理所當然的。  

五、對陸游遊仙詞之意義詮釋  

綜合以上所述，針對陸游之遊仙詞，可以歸納出下列幾點：  

1.久別家園，復返故里之感慨  

綜觀陸游生平，他年少多才，二十九歲時，省試第一；卻在次年得罪

秦檜，故於殿試時遭黜落。至三十四歲時，秦檜死，始任主簿之小官。三

十八歲賜進士出身，次年任鎮江通判，卻因主張北伐，力勸張浚用兵，而

遭免職。直到在四十六歲才復起，至蜀任夔州通判。一直到五十四歲東歸，

共滯留蜀地九年。這段時間中，除了在四十八歲時，陸游在南鄭 (今陝西漢

中 )任官 12，此地近於宋金邊界的前線，陸游有了一展抱負的機會，故於此

段時期的作品，完全體現其愛國詩人之本色。然而，好景不常，數月之後

陸游即歸建成都 13。嗣後五、六年間，始終在成都、蜀州 (今四川崇慶 )、嘉

州 (今四川樂山 )等地盤桓，所作不過參議、幕僚之類的小官，這對陸游而

言，應感有志難伸，鬱鬱不得志的吧。陸游東歸後的數年之間，事實上仍

是不得意的。在陸游的遊仙詞中，以〈好事近〉系列為最大宗，據推測即

作於返回家鄉山陰的數年之間 14。此外，在陸游的《劍南詩稿》中，在同

一段時間內，亦有不少遊仙詩的作品，風格亦近似之。於陸游此一系列遊

仙詞之創作時間，此或可以為一旁證。遊仙之詞，雖事涉虛妄，但多少為

現實生活之反映。陸游的遊仙詞，除了是對現實生活的超脫之外，在某個

角度上，其實是陸游闊別家鄉九年之後復返，對照今昔，而心生家國之思。

所以在詞中會特別喜歡用丁令威之典故，其重點實不在化鶴，而在返鄉；

亦不止於返鄉，而在「城郭如故人民非」。遊仙之意縱有，其實借題發揮

                                                 
12宋孝宗乾道八年(西元 1172 年)，樞密使王炎為四川宣撫使，任所在南鄭，頗有恢
復之志。陸游以左承議郎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正月時，自夔州(今
四川奉節)啟程赴南鄭。 

13宋孝宗乾道八年(西元 1172 年)九月，王炎召赴都堂治事。陸游改除成都府安撫司

參議官。 
14陸游五十三歲還在四川時，因僚官譏其頹放，故自號「放翁」。後每於詩文中自稱

此。陸游六十二歲時，知嚴州軍軍事，結束了從五十六歲以來五、六年的家居生

活。此段時間大量的詩詞作品均未署年月，其〈好事近〉系列作品即當作於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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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其感慨實深。陸游〈謝池春〉(「七十衰翁」)，其下半闋云： 

如今何幸，作箇故谿歸計。 

鶴飛來、晴嵐暖翠。 

玉壺春酒，約群仙同醉。 

洞天寒、露桃開未？ 

講的就是這個道理。 

2.仕、隱難定的矛盾心理  

陸游是中國歷史上有名的愛國詩人，他出生的第二年，北宋即滅亡，

三歲，即隨父南遷。他雖未曾親歷北宋之繁華，但仍終生抱持復國之志。

然而，他在二十九歲省試第一，直到他八十六歲過世，漫長的歲月中，卻

始終沒有機會施展抱負。陸游一生做過最大的官，不過是幾個月的禮部郎

中。至於陸游自己最得意、也最不能忘懷的，則是他在南鄭為王炎幕僚之

時，理由無他，只因此時實際參與軍旅生活。但此一時期，僅有短短八個

月而已。大部分的時間，陸游不是賦閒在家，就是做個可有可無、不關緊

要的小官。這點在陸游返回家鄉之後的近三十年時光中，更是如此。到了

陸游近八十歲時，他還因為和當時主戰的宰相韓佗冑過於親近，為韓佗冑

寫了幾篇文章，而為後人所詬 15。姑不論韓佗冑其為人如何，在陸游方面，

所謂「烈士暮年，壯心不已」，也大概就是如此了。在陸游的遊仙詞中，

可發現陸游對仙界之想像，實亦同於人間，所以有個紫皇，統領群仙。有

意思的是陸游還想像自己因為進獻文章，得到紫皇的賞識，這實際上也可

以視為是陸游實際願望之投射，陸游報國的熱情，在現實生活中無由實

現，便只好藉著遊仙詞中，為天帝所賞，繼而賜酒賜食來抒發之了。以陸

游如此積極、愛國的個性，卻落得與韓佗冑交遊，又寫了這麼些遊仙作品，

其內心之苦悶，應是可以想見。所以所謂遊仙之樂，實為現實悲苦難以自

遣之寫照。另一方面，污濁的政局、更迭如走馬燈的人事沉浮，應該也讓

                                                 
15 《宋史．陸游傳》：「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年再出，為韓佗冑撰〈南園〉、〈閱

古泉記〉，見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為有力者所牽挽，不得全其

晚節。蓋有先見之明焉。」韓佗冑是在宋寧宗嘉泰二年(西元 1202 年)加為太師，
陸游在同年六月入都修國史，時年七十八歲。次年，作〈閱古泉記〉。至於〈南園

記〉之作，當稍早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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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游產生極深的感觸。陸游在他的〈沁園春〉(「孤鶴歸飛」)一詞16中，將

這樣的心理清楚的表達出來。此詞上半闋用丁令威與南柯太守傳之典，陸

游會有如此濃厚的道家思想，揆諸其生平，似不難想見。古人常云：得志

時以儒家思想治世，不得志時，則以道家思想面對之。其實與其說是「清

斯濯纓，濁斯濯足」的處世智慧，不如說這是一種矛盾思想下的折衷。 

3.以遊仙為隱逸山林之變形  

遊仙作品，在絕大部分時候，固然為作者對成仙之渴慕；然而詩人飽

讀經書，豈有不知此事之渺茫？是以羽化登仙、拔宅飛升云云，不過同於

致君堯舜、河清海晏，屬之永不可能達成之願望。果然如此，則古來文人，

又何以要寫作遊仙詩歌？其實，略同於升斗小民求長生富貴一般；詩人們

是「雖不能至，心嚮往之」。總得需要一個理想，而後朝著理想慢慢接近；

「成仙」便是遊仙詩人的理想，理想當然是只能接近而無法達成的。陸游

嘗有一詞〈一落索〉云「俯仰人間今古，神仙何處？花前須判醉扶歸，酒

不到，劉伶墓。」可見陸游亦知神仙之事不可期，還不如在酒杯中尋解脫

還來得實際。但是，關鍵則在此類作品表現出何種意義？在此推測，陸游

之遊仙詩詞，應該是其隱逸思想之變形。理由之一，從陸游之遊仙詞本身

來看，〈好事近〉(「平旦出秦關」)中之「漢家宮殿劫灰中，春草幾回綠？

君看變遷如許，況紛紛榮辱。」雖在憑弔懷古，但也表現了對人事變遷的

滄桑之感。可以視為陸游遊仙思想的背景因素。而〈好事近〉(「揮袖別人

間」及「秋曉上蓮峰」)中「飛躡峭崖蒼壁」與「高躡倚天青壁」之描寫，

固可解釋為遊仙，但視之為遁跡避世、遠離人境的隱士生活，亦未嘗不可。

至於〈木蘭花慢〉(「閱邯鄲夢境」)中，「華岳燒丹」、「清谿看鶴」的內容，

則見道士求仙生活與隱士幽居山林，頗有近似處。理由之二，陸游在創作

遊仙詞同時，是否也創作了相當數量的隱逸之作？今以陸游的〈好事近〉

系列作品為例，大半作於五十六歲返鄉之後的五、六年間。同時隱逸作品

                                                 
16 〈沁園春〉：「孤鶴歸飛，再過遼天，換盡舊人。念纍纍枯冢，茫茫夢境，王侯螻

蟻，畢竟成塵。載酒園林，尋花巷陌，當日何曾輕負春。流年改，歎圍腰帶剩，

點鬢霜新。  交親散落如雲，又豈料如今餘此身。幸眼明身健，茶甘飯軟，非

惟我老，更有人貧。躲盡危機，消殘壯志，短艇湖中閒采蓴。吾何恨，有漁翁共

醉，谿友為鄰。」此詞上半闋雖有遊仙之語彙，然實藉此表出陸游隱逸之思，故

於本文中，並不列入遊仙詞討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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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數量，遠高於遊仙之作17。基於以上兩個理由，可以推知：陸游在幽居

鄉里之際，迫於現實而起的隱逸之思，應該是此刻生命中的主旋律；至於

遊仙作品，則是主旋律之外的變奏。二者相合，一同表達了陸游對自己投

閒置散生涯的不平與感嘆。所以說陸游之遊仙詞，實為隱逸思想之變形，

其原因在此。陸游別有〈烏夜啼〉詞云：「細思上界多官府，且作地行仙」、

又有〈蝶戀花〉詞云：「神仙須是閒人做」，均可為此說註腳。 

六、陸游遊仙作品之產生背景  

1.與前代作家之關係  

中國歷史上，遊仙作品最盛行的時代，當然是在魏晉南北朝時。當時

的遊仙詩歌作家如何劭、郭璞、甚至是陶潛。爲遊仙詩歌創立了一個標竿，

以致後世遊仙詩詞的作者幾乎無以超越之。若是比較陸游之遊仙詞與前代

遊仙作品大家之差別，可以見出，魏晉時期遊仙詩的作品，其描寫重點在

仙人們明顯超脫於世俗的生活，而作者們意在表達出強烈的對神仙的歆羨

之情 18。陸游的遊仙詞中，卻常有濃濃的感嘆之意。由此可以窺知，陸游

即使對神仙之生活有所艷羨，但遊仙之描寫在陸游而言，常是作為與現世

之對照，陸游的重點，實在於對現世的批判。  

2.家學淵源  

無可否認地，遊仙之作當然和道家思想有著密切的關係。如果考究陸

游之家世背景，或亦能窺知陸游遊仙詩詞產生之淵源。據陸游《渭南文集》

卷三十二〈右朝散大夫陸公墓誌銘〉，陸游提到自己的高祖父陸翰，說他

曾「遇異人，得秘訣，服氣仙去」，還留下一本修煉之道書《修心鑑》，陸

游且為之作跋(《渭南文集》卷二十六 )。又據《渭南文集》卷二十六〈跋

老子道德古文〉所載，知陸游家藏道書達二千卷。再據文集中所錄，可知

陸游方外之交極夥。由此種種跡象，可以推知，陸游之所以對求道遊仙有

興趣，當有其家學淵源。  

3.社會環境 (北宋本就是道教得勢之時代 ) 

                                                 
17如〈沁園春〉(「孤鶴歸飛」)、〈繡停針〉(「歎半紀」)、〈烏夜啼〉(「世事從來

慣見」)、〈烏夜啼〉(「素意幽棲物外」)、〈烏夜啼〉(「園館青林翠樾」)、〈烏夜
啼〉(「從宦元知浪漫」)等等。俱隱逸思想極濃厚之作品。 

18曹植之〈升仙行〉、〈仙人篇〉；何劭之〈遊仙詩〉；郭璞之〈遊仙詩〉七首；陶潛

之〈讀山海經〉十三首⋯⋯俱可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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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上，宋代是一個理學思想昌盛的時代，理學家們折衷了儒、道、

釋三教，尤其於道家之思想，多所闡發。至於民間信仰方面，雖然自唐代

以來，佛教隱隱然有取道教而代之之勢，但因北宋諸帝，多篤信道教，因

而民間道教之信仰，亦極為興盛。故以整個大環境而言，北宋時期應該算

是中國歷史上道教氣氛十分濃烈的一個時代。如北宋的第三個皇帝 --宋真

宗，虔信道教。甚至夜以繼日，花了七年時間於京城營造「玉清昭應宮」，

且更年號曰「大中祥符」，改京畿之浚儀縣為祥符縣。至北宋末的徽宗皇

帝，寵信道者林靈素、冊封江西龍虎山之天師道、補校道藏，皆在此時；

還號稱「道君皇帝」，建「玉清神霄宮」、「上清寶籙宮」於禁中。他對道

教信奉之虔誠，恐怕是古來帝王所未有。所謂「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

北宋末年時期，道教之興盛，應是可想而知。陸游生當徽宗末，是很難脫

離此一時代的影響的。此一風氣，到了南宋時代，猶未有稍減，社會上道

教之氣氛依舊濃厚。就算在北方，雖已淪於金人之手，但道風反而大盛，

出現了如全真道、太一教等道教的教團組織。這或許是有識之士，欲藉民

間信仰，於異族統治之下，保存漢民族之大義。陸游在如此大環境之下，

於思想中深受道教文化之影響，應是理所當然之事。  

4.個人遭遇  

陸游雖然是史上著名的愛國詩人，不只創作了不少慷慨激昂的愛國詩

詞，更曾經在南鄭實際參與宋金之間的戰事。陸游也有相當數量的隱逸甚

至遊仙作品。此外，若翻檢陸游的《渭南文集》及《劍南詩稿》，其中有

大量的詩文作品，是陸游與方外之交的應酬之作。一面是積極用事富含報

國之思，一面卻又是消極隱遁充滿出世之想，這是否矛盾？難道是陸游人

格分裂？若要解釋此點，恐怕不得不慮及陸游之個人遭遇了。綜觀陸游一

生，所為之最大官職，不過是禮部郎中，一生中最得意，以致於後日每每

津津道及的歲月，不過是在任職漢中的短短八個月。可以這麼說，陸游一

生，在三十歲之後，直到八十六歲過世；幾乎有超過二十年的時間都是賦

閒在家，以陸游如此個性之人而言，可算得上是鬱鬱不得志了。這固然是

陸游個人的悲哀，但若稱之為時代的悲劇，或也未嘗不可。受制於南宋當

時的對外政策，每每教有志之士扼腕嘆息。這當中陸游是一個例子，而辛

棄疾是另一個著名之例。後人曾批評陸游在晚年時爲韓佗冑作〈南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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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古泉記〉，以為白璧之瑕。但若換一個角度想，這未嘗不是如陸游般

一心抱存復國之念的有志者的無奈。滿腔熱血無由宣洩，便只好藉著遠

遊、隱逸甚至遊仙內容的詩歌變形出之了。 

七、結論  

總結本文，陸游之遊仙詞究竟具有何等之意義？茲臚列如下：  

第一，在文學史上，陸游雖以詩名世，而詞名為詩所掩，但實則陸游

之詞造詣亦高，而遊仙詞雖非陸游所擅名者，但若就陸游個人之文學創作

而言，此一詞類，實豐富陸游之創作內容。其次，就整個遊仙文學史而言，

宋代雖非遊仙文學盛行之時代，甚且可以說遊仙文學至宋，實漸入尾聲，

然而若以陸游遊仙詩詞之質量而言，其在有宋一代，或可稱為大家。  

第二，就時代風氣而言，文學實為時代之反映，文學家所創作之任何

作品，幾乎都不能脫離時代之影響。綜觀歷史，遊仙詩盛行的魏晉南北朝

時期，正是政局時勢混亂，佛道思想深入影響人民生活的時代。在遊仙詩

中所寓含的出世之想，是當時人們在苦痛生活之下的普遍願望。南宋朝廷

偏安江南一隅，在政治上雖還算安定，人民的生活也不至於流離失所。然

而國事衰頹，每受制於北方金人。心懷復國之志的文人，創作出看似與常

民生活毫無關聯的遊仙詩詞，事實上也是當時時局的反映。大抵人們在現

實生活中有所缺憾，遂出之想像，變幻出一奇異瑰麗之世界 --譬諸「仙境」。

以使己身深受禁錮、壓抑之心靈，藉由奔放之想像力，而得到滿足。也因

此，遊仙作品與其說是代表了人心之渴望，不如說是對時代氛圍解脫之欲

望。  

第三，就陸游本身生命價值而言，前文已述及，陸游的遊仙之思，實

為其隱逸思想之變形。在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本來就有得志即以儒家哲學

治世，失意則以道家哲學自處的說法。陸游為書香門第，其高祖與仙家頗

有淵源，陸游本身又多方外至交，這或者也是陸游在政治上不得志之後，

會有一系列遊仙作品的原因。對此，應不可以魏晉遊仙詩的成因及背景來

看待陸游；而應理解，對陸游而言，遊仙之作實為其表達隱逸思想之宣洩

管道。所代表的是，陸游在政治上長久的不得志，其無能改變，便只能無

奈的另尋解脫，這才是重點。這同時也解釋了何以陸游一方面是「愛國詩

人」，同時卻又創作了這些遊仙詩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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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仙文學之作到了南宋，其實已遠不如唐代之盛，更不要說是魏晉南

北朝時期了。而在南宋以後，明清兩代創作遊仙詩詞者，少之又少。至多，

不過為文人一時隨意遣興之作，未嘗見有專力於此之人。倒是方外如僧

人、道士者流，頗有此一方面的作品，然而若論其文學造詣，自是遠遠不

迨前人了。因此，陸游在遊仙文學史上的地位，便相對重要了。雖說，著

實觀察不出陸游之遊仙詩詞，曾否於後代文人或是遊仙文學，產生何種重

大影響 19。然而，若認定陸游為文學史上最後一位創作系列遊仙詩詞的重

要詩人，當無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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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此說或許不盡公平，遊仙文學到了宋代以後，本即衰弱。正統文人之文學創作中，

幾乎不見遊仙之作。此有其思想與社會背景上的因素，在此並不論述之。另一方

面，遊仙思想也並未消失，而是轉至民間俗文學中大放異彩，小說、戲曲中大量

的神仙故事內容，可以為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