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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土文獻 

輕品淺論余垂宗--田園其人田園其詩 

謝四海 ∗ 

一、前言  

    宗老逝世於民國九十三年十二月十一日，越十六日公奠焉。筆者偕香

草詩友恭弔而悼云：  

竹聲 1聲播滿蓬壺，香草詩星籬巷儒； 

日出荷鋤耘稻黍，夜來擊壤享蓴菰。 

螢窗不惜三更過，鷗會無辭千里趨； 

一代陶風堪足式，芝蘭折老令長吁。 

    宗老，曾香草人也。香草吟社濫觴於日據大正二年 (民國二年 )，緣於

鹿港青年醫生許學 (字稼秋 )至二林庄設太岳醫院，翌年命為公醫。其父存

德，崇古道，好詩學，隨子來任焉。無何，邀地方士紳組讀書俱樂部於衛

生所。大正七年，循眾議擴而命為「香草吟社」，推存德為社長，洪以倫

為詞宗，李木生、洪明輝、洪志古為顧問，月月課題，酬唱吟詠，切磋琢

磨，濟濟多士，吟腔不絕，社運極盛一時也。越八載，稼秋辭公醫，徙竹

塘另開太岳醫院，詩社亦隨之南遷焉。稼秋並於院庭闢「可園」一方，蒔

花植木，築山引泉，掘地為池，建亭為榭，古色古香，景致綺麗。為父尊

會聚香草詩友之所也。是時，竹塘有詹有義、黃宜陶等加入。存德時邀騷

友，畢集亭中，或酒或茶，吟風弄月，歌詠吟唱，風華亦盛焉。而二林詩

風遂因之式微矣。時宗老年幼，唯聽聞焉耳。  

昭和四年 (民國十八年 )，存德仙逝，詹有義接會長，黃宜陶任總幹事，

承先啟後，蕭規曹隨，吟聲仍不絕也。昭和十七年，稼秋邀表親、即鹿港

文士朱啟南至竹塘設帳，先塾於鹿寮名富詹深河府中。時宗老亦受聘詹府

授拳術焉。適朱夫子亦好武，兩人惺惺相惜，遂互為師徒者也。後朱師又

                                                 
∗ 本文為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2010年 6月 5日舉辦「第三屆大彰化地區漢詩專題
研討會」會議論文。作者為二林社區大學校長、香草吟社前社長、彰化縣詩學研

究協會常務理事，主編《彰化縣二林地區地方文史專輯》1～7 輯。 
1 竹聲，竹塘詩壇於民國三十年代全盛時期，曾號稱「竹聲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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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館於可園，輪流授課，佼佼如詹賜、陳慶輝、林荊南 2、謝梅仙等，一時

俊秀，桃李爭輝，為吟社平添不少風光也。而宗老始終追隨左右，迄民國

五十一年朱師退休止，負笈從師幾近二十年所，其勤學好詩可知矣。  

據宗老言，光復後，一則維繫漢學之意氣不復在焉；一則詩人生涯之

門徑四通八達，或分身乏術，或往外發展，竹塘詩風亦日告式微矣。迨乎

民國四十二年，香草重興於二林，宗老仍常與會焉。及六十年代，老成凋

零，後繼無力，二林詩會亦日陵月替，欲振乏力矣。斯時勉焉獨撐香草者，

唯宗老與周希珍 3而已。  

民國八十六年，筆者出而組織「二林鎮香草藝文推展委員會」，二度

重興香草吟社焉。再三年，幸附驥尾，與宗老並駕「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

任常務理事，始忝得一面之雅，深有恨晚之憾耳。而後理監事會後，曾數

度邀其順道同車回航，才得親炙機會也。民國九十年，筆者創辦「二林社

區大學」，翌年成立「二林區地方文史探索志工社」，擬年編一冊《二林區

地方文史專輯》。我欲為創刊號撰〈儒林史話與香草風華〉一文，唯查遍

香草史實，獨缺竹塘二十七年之青史。乃於九十二年春日，託香草書友詹

達雄相引，有幸首訪「仰靖堂」。自此景仰「仰靖」之情益篤者也。  

是日，一路綠野平疇，曲徑通幽，禾圃橫於南，莊落護於北；三合庭

院，紅磚綠瓦，傳統而具別緻；一落紅磚，繪桁彩梲，素樸以蘊古香。甫

下車，一幅農莊稼戶之彩圖立即參於前也。正廳楹楣冠以「仰靖堂」三字，

而聯曰：  

仰觀經史子孫日訓尊賢聖 

靖闢田園蘭桂時培燦庭階 

蓋抒其一生耕讀為樂與義方教誨之孤詣也。正所謂植蘭蒔桂，希聖希賢，

而以巖巖嶽嶽，螽斯衍慶相期，則斯人之風骨彌見焉。唯宗老再三以聯中

「戶庭」而誤植為「庭階」，深以為憾焉。子曰：「辭達而已矣。」不以字

害義，無傷也。而院籬聳高木，庭圃燦花草；在在別具一般氣象也。  

東室作餐房，窗明几淨，裝置簡而有致。西房為書室，雪案螢窗，擺

                                                 
2 詹賜，後來曾任鄉長。陳慶輝後遷台中，曾任中州吟社社長。林荊南後遷彰化，

是《詩文之友》創刊之主編、巷中詩之創始人。 
3 周希珍，二林政壇名人，曾任香草吟社(民國 86‐93 年)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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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雅而不俗。書房尤書架滿芳香，茶几極古意；新書多珠璣，古籍泛黃光。

而四壁燦然，有古今名筆、朱子名畫；有自家題詩、奇飾異珍。初臨其境，

如入芝蘭之室，若訪臥龍之居，頓覺恬然、怡然、儼然而景然仰之也。寒

暄後，初似木訥，繼則便便言，侃侃如焉；知無不言，言無不盡；而語質

意誠，句句肝膽相與也。村雅室雅而人尤雅，怎不令人動容者耶！  

訪畢，起身告謝之際，始知東廚雞黍具備久矣。宗老謙謂，唯村裡野

味，盡自家生就。然豐肴美意，烈酒濃情，叨教又叨擾，實受之有疚也。

臨別又贈以《仰靖堂詩鈔》與蕭文樵 4《八十書懷五言百詠》焉。善人贈人

以言，仁者贈人以書，焉不令人憶之而擊節再三者哉！  

九十三年八月，香草前社長周希珍仙逝，我繼任焉。越三月，宗老亦

駕鶴。我於焉盡社長之責與鷗鷺之誼，為發詩友訃聞，並敘思懷，略表忘

年相惜之情於萬一也；亦末學可聊盡之微忱耳。後又承余府千金之託，與

香草詩友肩挑編纂紀念詩集之務，而我亦毛遂自任主編，幸得稍盡香草人之

職份矣。擬序之餘，憶及相識之晚，悲其忘年之暫，不禁慨自中來而云道：  

風誼三年仰靖堂，東籬南畝識柴桑； 

昔烹雞黍欣雙健，今見孤哀感倍傷。 

香草歡吟崇晉亮，竹塘悲弔失襄陽 5； 

希珍辭社匆匆去，宗老隨車雪益霜。 

職是，訪其居而識其趣，與其言而知其人，品其詩而見其學，而後綜

其篇則愈仰其德焉。是以不揣淺陋，管窺蠡測，試論田園其人與田園其詩

之一二者也。  

二、田園其人  

宗老，田園人也。姓余，名垂宗，號仰靖。日據大正九年 (民國九年 )

生於台中縣龍井鄉加投庄，府君名得，行排老大。卒於民國九十三年，壽

享八十有五。生七歲，隨父遷今彰化縣竹塘鄉竹林村草埔仔庄，並入竹塘

公學校，六載卒業，以家貧而輟學助耕焉。行年二十結褵；再三年，從師

朱啟南，日出而作，日入而讀，二十載如一日焉。尤好詩如癡，日日行吟

                                                 
4 蕭文樵，醫生，香草吟社民國四十二年重興之舵手 曾舉辦數次全國性之詩會。 
5 晉亮指陶淵明。襄陽指孟浩然，因襄陽人，人稱孟襄陽。亦田園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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阡陌，鏖詠鉏耜，甚至風雨無阻也；而行跡所至，輒有佳篇；蓬瀛鷗會，

千里不辭也。才高筆豪，意出機杼；揚葩振藻，擊缽屢中：故府中獎狀、

金牌琳琳琅琅如也。  

竹塘僻處彰化縣西南陲，南臨濁水之溪，西與海僅一鄉之隔焉。風頭

之磽地，水尾之窮鄉，沙漬連綿，易澇易旱也。宗老一生耘於斯，抗於斯，

而樂活於斯也。有地二甲有餘，有屋三合一院，終身與稻黍為伍，與耒鉏

為伴，節衣縮食，克勤克儉，晏晏然而不改其樂焉。  

宗老稟性謙沖，熱心公益，樂善好施，是地方仁者，為村中文柄。凡

宮宇學校之聯語，年節慶弔之文采，多出其手，於田村備受禮遇者也。民

國四十二年當選鄉模範農民；又一年，當選鄉民代表。七十一年榮膺縣好

人好事表揚；又二年，當選鄉老人會會長。皆非營求而自致者焉。宗老為

香草宿儒，曾任顧問；又曾兼「彰化縣詩學研究協會」常務理事多年，亦

嘗受聘「彰化縣國學研究會」輔導委員。然素來懇辭擔任詞宗、理事長諸檯

面要角焉。具長者休休之容，學人彬彬之風也，於鷗壇可謂鳳毛麟角者也。  

宗老遺有手記五，詩聯並列，詩作尤為宏富。民國八十六年四月，由

詩家李茂鐘 6整編《仰靖堂詩鈔》一冊，近百頁，計輯詩二百六十餘首，聯

四十多對。九十四年冬，筆者規畫紀念詩集，因限篇幅，先央香草詩友魏

秋信、陳國勝、魏金絨三人擇優三取其二焉。筆者再依詩意別類而編輯之，

書曰《仰靖堂紀念詩集》，特請鹿港宿儒吳東源題字，詩家吳錦順、吳五

龍、魏秋信作序。集中分為：詠春、詠夏、詠秋、詠冬、摹景、敘事、寫

物、紀遊、昌詩、詠史抒懷、說理、節慶、廟宇、慶弔、綿詠、聯語等十

六類，蓋概略分之也。全書計輯詩八五○首，聯百對；益之諸〈序〉、〈榮

哀錄〉等六種、〈余公平生屐痕〉彩頁八，暨書後附錄余老《仰靖堂詩鈔》

之自序及兒孫懷念之章，總頁過兩百，可謂琳瑯熠曄，絢兮燦兮，宗老得

垂範千秋矣。  

宗老號曰「仰靖」，府題「仰靖堂」，乃取景仰先人余靖之深意者也。

余靖，宋曲江 (今廣東省北 )人，字安道，號武溪，以其居武水之濱耳。仁

宗天聖初登第，洊擢右正言，與歐陽修、王素、蔡襄稱為「四諫」。嘗三

                                                 
6  李茂鐘，字俊德，嘉義縣布袋鎮人，曾任鯤水吟社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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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契丹。後安南王儂智高叛逆，其經制南事，為帥十年。北歸，不載南海

一物。官至工部尚書。卒諡「襄」，有《武溪集》傳世。由此清恪觀之，

宗老洵有先賢之遺風也。而因能「仰靖」，故可「垂宗」，此不啻名副其實

者乎？若再以其田園詩風觀之，庶乎又有仰慕陶淵明之隱喻在焉。陶潛，

世號靖節先生，躬耘南畝，氣節清亮，以耕讀終其一生，為田園詩人之宗

也。今考宗老一生，庶幾亦步趨靖節，私淑詩風，千載而神交者矣。故曰

「仰靖」，不亦宜乎哉？  

三、田園其詩  

今觀乎《仰靖堂詩鈔》 (下稱簡「詩鈔」 )、《仰靖堂紀念詩集》 (下簡

稱「紀念集」)兩書，詩計一千一百十餘首，而田園詩幾半矣。僅以紀念集

十六類觀之，則前八類絕多田園之篇焉，而詩鈔亦然也。又經數日反復捧

讀，品其詩心詩趣，嚼其詩境詩味，再探其詩法與意匠，都其特色為七焉，

前六項各舉詩例六首，以見其精髓者也。而「行屐所至，雪泥鴻爪」則又

分五類而例舉十有一焉，以其非必田園之篇也。至於昌詩、詠史、抒懷、

說理諸篇之賞探，蓋非本文主題，當待來茲之因緣也與！  

(一 )躬耕南畝，遁世無悶  

農夫 (詩鈔，頁 1) 

負犁南畝日栽桑，戴笠西疇刈稻忙； 

喜得秋收倉稟實，軍糈民食有餘糧。 

田園秋趣 (詩鈔，頁 61) 

結廬靜境愛田園，晚稻豐登又幾村； 

諷詠詩耽元亮筆，怡然小隱擬桃源。 

夏郊曉步 (詩鈔，頁 54) 

村外雞聲唱曉忙，布鞋步出讀書房； 

徐行最愛東山路，領略新鮮筍味香。 

春晴 (詩鈔，頁 6) 

柳眼垂青色，芳菲極目生； 

千花方競秀，百鳥正爭鳴。 

杲杲驕陽暖，潺潺溪水平； 

揮鉏南畝上，喜不誤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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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消夏 (詩鈔，頁 35) 

穿籬越巷看香蕉，曲徑通幽興倍饒； 

避暑最宜深竹院，敲詩可愛泊工寮。 

鬧中取靜消三伏，忙裡偷閒醉一瓢； 

展簟披襟神意爽，豳風 7一幅意難描。 

時雨 (詩鈔，頁 12) 

沛然雷雨似知時，北郭田耕未誤期； 

不慨禽呼泥滑滑，何妨叱犢日遲遲。 

數畦園菜添芽茁，萬朵梨花帶淚垂； 

我亦負犁披襏襫 8，交歡聲裡破愁眉。 

詩例六首，觀乎詩人酷愛田園之情也。古謂：「鐘鼎山林，各有天性，

不可強也。」9宗老質直樸實，喜田園之自然，樂鄉野之恬靜，天性也。因

能克勤克儉，不以富貴為高；手胼足胝，不因力碌為勞。一生三合一院，

南畝數頃，春耕一犁，秋收千擔，而陶然自得者矣。故「結廬靜境愛田園」、

「怡然小隱擬桃源」，見詩人愛鄉居、樂田園之情也；「村外雞聲唱曉忙，

布鞋步出讀書房」、「穿籬越巷看香蕉，曲徑通幽興倍饒」，見詩人悠遊田

間、樂享郊野之趣也。以農耕需仰天時，得計日而乘節；以稼穡需蒙地利，

得深耕而易耨。故「負犁南畝日栽桑，戴笠西疇刈稻忙」、「揮鉏南畝上，

喜不誤春耕」，見詩人苦中作樂也。而日日耕原上，年年向隴頭，負犁、

戴笠、揮鉏、叱犢、披襏襫，尤見個中之辛且勞也。幸詩人慧心慧眼，任

懷遠寄，胸襟曠達，舉凡雞聲、鮮筍、柳綠、芳菲、陽光、溪水，耳聽神

會，盡足以賞心悅目焉，甚且竹院、工寮亦令其神往之也；況乎「秋收倉

稟實」、「晚稻豐登」、「鮮筍味香」者哉！是以詩人筆下，春晴、夏郊、秋

園、雨中，時時盡是佳興；南畝、西疇、曉路、曲徑，處處無非詩情。信

筆所之，景中生情，情以成詩焉。故無時不佳，無處不美。而佳由意會，

美以情生，正所謂託身田園，潔心濁世，無非詩人樂趣之所在，無非詩心之

                                                 
7 豳風，詩經十五國風之一。豳，春秋古國名，在今陝西省栒邑縣，為周代之先祖。

又寫作「邠」，音同「彬」。。 
8 襏襫，音同「撥釋」，國音ㄅㄛˊㄕˋ。雨衣，即蓑衣之類。 
9 清錢泳〈沈百五〉文中的名言。言在朝為官，或在野為民，各有志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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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者也。由此觀乎宗老人生，而曰「躬耕南畝，遁世無悶」不亦宜乎哉！  

(二 )遇景入詠，即事命筆  

竹影 (詩鈔，頁 26) 

翠葉迎晴日，因風弄夕陰。 

愛它無俗氣，勁節且虛心。 

荷池 (詩鈔，頁 16) 

映水紅衣半畝湖，田田翠葉露凝珠。 

迎風有影鴛鴦蓋，得似濂溪 10景物殊。 

田園秋趣 (紀念集，頁 75) 

西疇一片稻飄黃，蟬噪蛩吟送夕陽。 

恬靜不殊堯舜世，令人陶醉是村莊。 

苗圃 (紀念集，頁 114) 

揮鋤造圃汗如珠，培就禾苗嫩翠敷。 

待播田疇垂穗日，黃金一色燦蓬壺。 

風雨歸牧 (詩鈔，頁 28) 

戴笠披簑叱犢聲，陵風冒雨急歸程。 

傾盆似瀉天河水，誰念牧羝蘇子卿。 

秋塘 (詩鈔，頁 8) 

落木蕭蕭下，寒煙綰夕陽； 

潭清垂釣好，波靜採菱忙。 

山遠殘雲斷，露低秋水長； 

可園池盪槳，激起浪花揚。 

詩例六首，觀乎詩人之起興入詠也。宗老一生樂活鄉居，熱愛田園，

日日與青蔥為伍，月月與鄉人為伴，所見盡村墟野趣，所言多桑麻話語也。

而與鄉人異者，乃詩人感心動眼，目見之而成采，心維之而成章耳。尤其

詩人鄉居既久，時時野趣饒胸，處處詩心泉湧，故能目觸之而入詠，耳聞

之而成吟，不假思索推敲，不拘奇抉異，一任神思，自然天成焉。今觀乎

《仰靖》兩集，即事之篇，盛哉燦哉矣！如竹影、荷池、苗圃、秋塘，村

                                                 
10 濂溪，水名，在湖南省道縣，宋代名理學家周敦頤居此，號稱濂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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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物也；田園秋趣、風雨歸牧，村中事也。故命題咸鄉里事物，取材盡眼

前美景，詩思多自家情懷，不雕琢，少綴飾，輕描淡寫，字樸情真，所敘

不過眼前須臾之景，所言不過騷客通常之語，而所鋪者亦自家閒情逸致耳。

然素樸中盈韻味，渾融裡見真情；譬若行雲流水，情味盎然，足可引人入

勝者也。  

唯〈竹影〉、〈荷池〉、〈風雨歸牧〉諸篇，縱偶用典，亦家喻戶曉，淺

白如話焉。譬諸見竹影而思勁節與虛心，詠荷池而生慕周賢愛蓮之情，望

風雨歸牧則懷蘇武牧羊之高蹈；皆見景而興情焉耳。又如〈苗圃〉之誇用

「蓬壺」，乃詩家稱台灣之常語也；〈秋塘〉之實拈「可園」，蓋竹塘香草

之故跡也：庶乎不妨其遇景而描、即事而詠之順適者也。  

(三 )賦比而興，運用自如  

畫梅 (紀念集，頁 112) 

短橋流水影玲瓏，玉蕊冰肌妙化工。 

一幅延平祠畔樹，孤臣鐵幹共高風。 

睡蓮 (紀念集，頁 113) 

芳魂一縷靜無濤，不染淤泥品自高。 

君子有情郎有意，雙雙夢到日三高。 

信魚 (詩鈔，頁 59) 

烏魚圍捕樂如何？冬至成群入網羅。 

最是漁人爭逐利，紛紛下海涉風波。 

聽蟬 (詩鈔，頁 45) 

臨風輕噪響頻聞，獨抱冬枝弄夕曛。 

得意共鳴詩竅闢，吟聲和汝振斯文。 

早梅 (紀念集，頁 112) 

東閣花先放，冰姿品格高； 

暗香舒雅氣，疏影映松濤。 

閒逸懷和靖，工詩仰屈騷； 

綺窗初點綴，淑世礪英豪。 

二林秋思 (詩鈔，頁 61) 

二林到處氣蕭森，遠客思鄉發浩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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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露生涼堪罷扇，金風薦爽好披襟。 

傷時杜老詩情重，謀醉陶公酒量深； 

緬念文山 11先哲外，再尋香草舊知音。 

詩例六首，觀乎詩人之熟巧詩法也。《詩經》有六義：前三義風、雅、

頌，乃詩之性質也，如〈國風〉、〈大雅〉、〈周頌〉是也。後三義賦、比、

興，乃詩之作法也。「賦」為鋪陳直敘，即今之敘述法也。「比」為以此譬

彼，即成之譬喻法也。「興」為由此及彼，即今之聯想法也。而《詩經》

多比、興，甚至比、興渾然一體。而近體則多賦、興，便於直抒胸臆耳。

今觀乎宗老之詩，或未刻意於六義而六義自見者也。  

〈畫梅〉寫延平祠畔之梅圖也。首、頷兩句，以「玲瓏」、「玉蕊冰肌」

喻梅之潔美，是「比」起也。再賦以「一幅延平祠畔樹」，而思及鐵幹正

可與鄭成功之忠忱「共高風」矣。此「興」結焉。由「比」而「賦」而「興」，

由景而人，由人而德，從容道出，流轉自然；平淡中寓深情，濃郁裡有遠

致，堪謂絕調也。  

〈睡蓮〉則先詠姿態之美，再敘品格之高，並以君子喻之焉。則是由

「賦」而「比」也。「夢到日三高」最見纏綿之深情焉。此「興」關雎好

逑之思也。  

〈信魚〉以設問起筆，一問一答，乃實「賦」其事焉。因詩人見漁人

成群捕魚，而思世人爭名逐利不亦猶是耳。此聯想之「興」也。由「賦」

而「興」，平易淺近，簡潔俐落者也。而〈聽蟬〉亦然也。  

〈早梅〉首四句鋪陳早梅之美姿與冰潔，可「比」諸林逋之閒逸，亦

若屈原之孤高。而此德足以激勵英才經世濟民之豪情。則轉為「興」筆也。

「賦」中含「比興」，景中凝情，情中諭理，餘韻豐厚，予人無盡之遐思焉。 

〈二林秋思〉寫詩人造訪二林香草詩友之情懷也。首聯實寫「秋」與

「思」，「賦」起也。頷聯乃「興」喜秋之情也。頸聯則因秋景轉而自況心

境，儼若「傷時杜老」與「謀醉陶公」也，為此行目的埋下伏筆焉。乃「比」

筆也。故末聯則直「賦」其事耳。全篇詩人感發聯想，由「賦」而「興」，

由「興」而「比」，再由「比」而「賦」焉。筆觸變化再三，而詩情洋溢

                                                 
11 文山，指蕭文樵，因其開業醫院名「文山」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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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矣。  

所謂文無定法，詩亦無定律。觀夫宗老詩法運用之妙，誠然存乎一心耳。 

(四 )寄慨抒志，蘊味豐實  

枯木逢春 (紀念集，頁 61) 

東風萬木著新妝，昨日枯枝盡向陽。 

羨汝逢春猶再發，世無二度少年郎！ 

秋濤 (紀念集，頁 73) 

渾同萬馬直奔騰，挾住西風氣象陵。 

安得浪平潮亦穩，河清海晏兆中興？ 

緱山冬望 (紀念集，頁 89) 

崔巍緱嶺壯南端，冒冷登臨眼界寬； 

雲到凍時迷鳳岫，塔從光處認鵝鑾。 

後凋松愛冬心抱，先孕梅憐瘦骨寒； 

回首中原無限感，何年重見漢衣冠？ 

重陽菊 (詩鈔，頁 34) 

幽香酷愛開重九，豔鬥繁霜興倍豪。 

插鬢銜觴元亮醉，賞心晚節並孤高。 

栽桑 (詩鈔，頁 28) 

桑栽喜不雜蓬茅，灌溉無嫌帶月跑 12; 

隱隱寒煙連竹茂，遲遲暮景現林梢。 

往來蠶婦求繁葉，展轉農夫出近郊； 

種遍窗前閒隙地，畢生傍此結為巢。 

四重溪度假 (詩鈔，頁 42) 

遊罷鵝鑾與墾丁，四重溪畔且留停； 

夜聆泉韻移高枕，畫賞山容坐小亭。 

古戰場思興漢策，石門碑誦抗倭銘； 

他年告老身無累，要學嚴光 13此遁形。 

                                                 
12 跑，在此通「刨」，平聲。 
13 嚴光，字子陵，東漢高士，與漢光武帝同學。等劉秀即位，他就改名隱居於富春

江，躬率垂釣以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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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例六首，觀乎詩人之寄慨抒志也。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

不可奪志也。」夫志，心之所之也。志一則動氣，氣一則至老不衰焉。然

人之稟也，鍾鼎山林，各有天性。或「老驥伏櫪，志在千里；烈士暮年，

壯心不已」 14，放翁似之也。或「久在樊籠裡，復得返自然」 15、「即此羨

閒逸，悵然吟式微」 16，則宗老近之也。  

〈枯木逢春〉「賦」起也。詩人見枯木逢春再發之象，感人生之青春

之難再，是自嘆而亦惕人者也。惆悵裡寄警語，平淡中富韻味焉。〈秋濤〉

「比」起也。擬秋濤洶湧為萬馬奔騰，有叱吒風雲之勢焉。故由是「興」

時局板蕩之嘆，而盼浪平海晏之切也。身在田園，心繫家國，慨嘆深矣。 

〈緱山冬望〉「賦」起也。詩人登高遠眺，鳳岫、鵝鑾盡收眼底。尤

見松、梅昂然寒中，猶蓬壺兀立於亂世，不覺慨由中來，而「興」民族之

情焉。全詩觸景而生情，再移情於物，終以亟嘆深盼收筆焉。摹景既美，

寫意尤工也。  

〈重陽菊〉由「賦」而「興」也。詩人由賞秋菊之鬥豔，「興」及愛

菊陶賢之孤高亮節，並用以自勵焉。雖不言志而趣不言可喻也。  

〈栽桑〉「賦」起也。前三聯實事實陳、實景實描，末聯點題，表樂

田園之居焉。抒懷言志於淡筆之中，餘味不盡也。  

〈四重溪度假〉首兩聯直「賦」其事，第三聯則因遊古戰場而「興」

公忠體國之豪情，次因溪之美進而慕嚴子陵隱釣富春之雅，遂起老來歸隱

之思也。身在江湖，心或伏櫪，或山水，人生理想自在洩下，彌見意味之

無窮焉。  

綜上觀之，宗老寄慨則濃而重，抒志則輕而淡，倘非胸次浩然，心境

淡遠者，何能至於斯焉。宗老的然田園詩人者歟！  

(五 )託體田園，透露哲理  

春暖 (紀念集，頁 56) 

消盡寒威暖氣鋪，山河萬類見昭蘇。 

陽春有腳扶仁義，佈出中興一幅圖。 

                                                 
14 語出曹操〈步出夏門行〉。 
15 語出陶淵明〈歸園田居〉。 
16 語出王維〈渭川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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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 (紀念集，頁 77) 

迎來黑帝序初還，乍覺寒生兩袖間。 

莫問梅開殘了菊，應知天意有循環。 

槐陰聽蟬 (紀念集，頁 123) 

兀坐槐陰斷續聞，看他蛻變咽斜曛。 

炎涼世態猶今日，哭盡人間惟此君。 

合歡賞雪 (紀念集，頁 127) 

公餘有約上山尖，勝地合歡白似鹽。 

一賞寒花銀世界，令人徹悟笑趨炎。 

春風餘幾日 (紀念集，頁 63) 

冉冉時光流若水，南薰屈指入炎州； 

鞦韆香逗深閨夢，鶗鴃聲傳遠客愁。 

花剩兩三春欲盡，風過廾四信 17偏遒； 

興衰自古由天定，別向東君訴怨尤。 

秋日山莊訪友 (詩鈔，頁 50) 

丘壑涵秋展望舒，登高認出故人廬； 

新朋結隊歡無極，舊雨重逢樂有餘。 

情意難忘醇酒醉，音腔未改鬢毛疏； 

暢談終日緣非易，莫嘆盤飧欠食魚 18。 

詩例六首，觀乎詩人之藉詠抒理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

可以群，可以怨。」賦詩濃厚之教化意義焉。後世又融「文以載道」與「詩

以言志」之義，遂為哲理詩定位矣。尤以魏、晉之玄言詩與宋、明理學家

為然。玄言詩流於理過其辭，淡乎寡味也。理學則藉詠言理，託事敘義，

頗具詩味，猶引人入勝焉，如《千家詩》程明道〈偶成〉、〈春日偶成〉，

朱晦庵〈春日〉、〈觀書有感〉、〈泛舟〉，林丹山〈冷泉亭〉、張南軒 19〈立

                                                 
17 風過廾四信，即二十四番花信風。風迎花期而來，謂之信。言一至四月，每五日

一花候。每月有二氣六候，四個月共二十四候。如一月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

茶、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蘭花、三候山礬。 
18 欠食魚，即引《戰國策》〈馮諼客孟嘗君〉「長鋏歸來乎，食無魚」的故事。 
19 程顥，人稱明道先生。朱熹，人稱晦庵先生。林洪，字丹山。張弒，字南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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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偶成〉，皆佼佼之珠璣者也。然田園詩人則不然，其理每得於寫景之際，

其義偶發於抒情之餘，若蜻蜒之點水，流星之掠空，非為理而理者也。元

亮、摩詰、襄陽是也。而宗老亦近之耳。  

〈春暖〉是詩人詠陽春溫煦，啟萬物生機之餘，而悟陽春若仁義之德，

可開中興氣象也。〈初冬〉是詩人詠冬初至而寒意生，見梅綻菊殘之景象，

而見其一開一謝乃天道循環之常也。二詩敘景含情，情中見理，均聯想之

筆，偶而觸發之理趣也。  

〈槐陰聽蟬〉是詩人敘聽蟬鳴、觀蟬蛻之景象，而悟世態亦復炎涼如

斯也。唯世人懵懵於炎炎之濁世，獨我忡忡於切切之蟬鳴。故蟬之悲，正

詩人之嘆也。「惟此君」一句益見其嘆之深矣。〈合歡賞雪〉亦然，先敘事，

再描景。由見雪白世界之冷豔高潔，而思人間趨炎附勢之齬齷也。二詩皆

移情於景，情動悟理，足見詩人關懷世態之深且切者也。  

〈春風餘幾日〉由時光無情起賦，驚嘆春之將去而夏之欲來。詩人見

人物之汲汲碌碌也，因思春去夏來，乃天道之自然；人事興衰何獨不然？

故示人無須怨天尤人焉。〈秋日山莊訪友〉乃詩人詠鷗朋秋日雅集與風雲

際會之景象也。由新交故舊吟詠酬酢之樂，因見誼情遠貴於酒食之上也。

二首皆從敘事摹景，情由景生，理隨情顯，委婉含蓄，純任自然，而理趣

盎然其中者也。  

(六 )繪形繪色，詩中有畫  

頌春 (詩鈔，頁 52) 

深紅淺綠迓朝曦，定寨登臨一展眉。 

青帝恩施蘇萬物，半江水暖泛漣漪。 

初冬 (紀念集，頁 77) 

橘綠橙黃冷不侵，未寒天氣半晴陰。 

小陽春訊梅開早，曳杖來尋愜素心。 

歸舟 (詩鈔，頁 13) 

一葉浮滄海，斜陽映水紅； 

潮平春蕩漿，江闊晚來風。 

影蘸蛟宮外，光迴玉鏡中； 

候門憐稚子，不與夢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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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塘 (紀念集，頁 73) 

半畝澄如鏡，蒼茫蓼荻長； 

沖波魚唼藻，繞岸葦沾霜。 

明映山莊外，人依水國旁； 

神仙思陶峴 20，日駕小舟翔。 

竹塘冬望 (詩鈔，頁 62) 

冬月騁懷吟望寬，竹塘客邸覺初寒； 

已無菊蕊爭霜豔，喜有梅花鬥雪團。 

田蔗浪翻新境界，江楓色映舊沙灘； 

迎眸載筆尋詩料，剪取村莊景萬端。 

新荷 (紀念集，頁 113) 

嫩莖搖綠映清輝，不染汙泥異眾菲； 

翠蓋半張先出水，青錢萬疊足忘機。 

仙葩風拂清芬溢，野沼詩賡暑氣微； 

惆悵大千居士杳，淋漓誰復筆雄揮。 

詩例六首，觀乎詩人之詩中有畫也。蘇東坡曾曰：「味摩詰之詩，詩

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王維，田園詩人也，亦精於丹青焉。

而宗老之詩或近乎此境界，惟不多耳。  

〈頌春〉寫登山所繪之八卦春色，有「深紅淺綠」色彩之豔與旭日掩

映之美，狀溢目前，堪細細咀嚼者也。由朝曦、江水、漣漪與隱然不見之

山光，構成一幅色調穠麗之彩圖也。詩人於賞心悅目之餘，亦見東君澤及

萬物之德焉。〈初冬〉寫陽月詩人策杖尋詩之趣也。大地有橘、橙鋪以黃、

綠之美，有早梅綴以清雅之妙。詠之形韻俱全，神情兼得，詩人目賞神受，

其快意不可言諭也。兩詩均構圖奇殊，設色鮮明，景中有情。  

〈歸舟〉寫漁人回航景象，側重構圖之美。圖中有滄海、大江、落照

與漁舟，好不熱鬧。而涼風徐來，夕陽反照，藍波烘紅，構造一抹海天燦

                                                 
20 陶峴，唐人，號之水仙，好遊成癡，常日備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賓，一載飲
食，以窮山水之勝焉。故詩人慕而詠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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爛奇景；斯時一葉漁舟蕩槳歸來，稚子候門，個中趣味，夢寐所不及也。

〈秋塘〉亦然，寫山莊有池，塘中水清，有群魚唼藻之趣；岸滿蓼荻，鬱

鬱蒼蒼，有沾霜之美；湖光掩映中更有人影點綴湖旁焉。詩人玩之而興古

之幽情，恍若得乎仙人之趣焉。油油然而羨陶峴之逸致，樂窮山水之勝也。

兩詩中有景有人，生氣盎焉；而景美事雅，意尤高焉。描繪細緻，層層渲

染，詩境自成工筆之畫也。  

〈竹塘冬望〉以繪形見長，重濃筆之描也。詩人鉤勒具體景物，直接

訴諸感官印象。圖中有菊、霜、梅、雪、田蔗、江楓、沙灘，琳瑯者也，

不言色而彩躍其中，別具一般滋味焉。〈新荷〉則長於設色，有「嫩莖搖

綠」、「翠蓋半張」、「青錢萬疊」，盡栩栩如也。再襯之以清輝、水面、仙

葩、野沼諸景，極其穠麗耀目，鮮豔動人，則又另一番境界者也。兩詩一

則以景烘色，一則以色襯景，而形形色色則一也。畫無定色，詩無定法，

純然詩心之運用耳。  

(七 )行屐所至，雪泥鴻爪  

東坡〈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泥。

泥上偶然留指爪，鴻飛那復計東西？」後世有「雪泥鴻爪」一語，比喻往

事所留痕跡，或指人生際遇不定，蹤跡無常也。觀乎宗老詩篇，或遇景入

詠，即事成章；或感時而吟，把臂而歌；行屐所在，雪泥留爪者多矣：而

鷗會紀盛，慶弔抒懷者，尤燦且眾也。或匠心獨運，或別出機杼，皆盡乎

情，止乎禮，似乎又異於一般鷗集之惟擊缽是輯而已矣。  

陪朱啟南夫子由台北返台中途中感作 (詩鈔，頁 10) 

冒雨乘車對號先，師生半日此流連； 

劇憐疏柳斜陽外，可愛輕舠淺水邊。 

轆轆聲騰煙拂樹，迢迢橋駕軌臨淵； 

分襟地是東墩路，聚散教人感萬千。 

新竹歸途感興 (詩鈔，頁 20) 

萬派潮聲一面山，潺湲似送旅人還； 

輕車轆轆隨峰轉，曲徑重重露蘚斑。 

燕語傷春花正發，鶯聲求侶石猶頑； 



鄉土文獻 

 89

臨歧惜別諸詩友，逐驛分襟緣未慳。 

例詩二首，寫鷗朋聚後惜別之情也。前篇依依其人，後者猶戀戀其地

也。然無非藉別時風景，烘托聚日之歡悅而抒不忍之情焉。以景含情，出

語灑落，氣象清遠者也。  

桂林漓江泛艇 (詩鈔，頁 70) 

爭登遊艇泛漓江，水路風光氣象龐。 

怪石奇岩開眼界，甲天下景世無雙。 

寒山寺晨鐘 (詩鈔，頁 71) 

一聲敲破一峰煙，餘韻悠悠出漢川。 

斷續似催殘月落，思鄉旅客不成眠。 

長江三峽 (詩鈔，頁 71）  

浩浩長江江萬里，巍巍三峽峽千重。 

西陵險要瞿塘路，絕壁懸崖四面峰。 

例詩三首，乃詩人於民國七十九年《大陸紀遊雜詠》之玉屑也。有詠

水也吟山，有描景又寫意，更有一路白描到底。彌望每起鄉思，狀景不忘

寄情。惟以七絕短捷，盡蜻蜓點水，淺嘗輒止焉。語語平易，自然天成也。 

追懷沈文開 (紀念集，頁 146) 

颶風萬里送行船，瘴癘蠻煙滯滿天； 

無意著書娛歲月，有心醫俗勝神仙。 

創垂文獻推先覺，窮究丹鉛啟後賢； 

今日斐亭鐘絕響，一回懷古一淒然。 

定寨懷古 (詩鈔，頁 33) 

傾斜故壘尚堪瞻，虎幟龍旗枉戒嚴； 

八卦稱山名不滅，七星編隊事難淹。 

但嗟鹿渚飛帆絕，可愛磺溪遊興添； 

一百年間人世變，呼牛喚馬任分兼。 

例詩二首，乃詠史弔古之作也。前篇乃憑弔開臺詩人沈文光，重在頌

其偉績，慕其瑰行，而嘆今日之難可為繼者嶼。後篇瞻仰彰城軍山抗日之

蛛絲馬跡，欽慕事蹟之壯烈，慨嘆史跡之零落，而寄取法之深意焉。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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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事，弔古傷今，述中寄情，蘊涵豈了了者哉？  

賀段錦雲八秩大慶 (紀念集，頁 178) 

湖南一老眾稱奇，八秩齡添鬢未絲； 

正氣堂堂龍馬健，精神炯炯柏松姿。 

任官軍法申韓學 21，遣興騷壇李杜詩； 

善有餘慶仁者壽，歲週兩甲實堪期。 

賀洪允權先生令千金于歸 (詩鈔，頁 37) 

洪家嫺淑女翩翩，嫁得何郎美滿緣； 

今日喜成同命鳥，幾時勤種並頭蓮。 

花開結子房多得，桂馥宜人風遠傳； 

習禮明詩賢內助，如賓相敬老彌虔。 

例詩二首，乃賀喜道慶之作也。人情之常，凡壽誕、婚嫁、弄璋、弄

瓦、喬遷、啟業，皆人情之至喜，朋儕之常賀，而為詩人酬酢之佳聲也。

前篇乃賀軍法官段錦雲之壽詩也，褒揚其德，稱述其業，並頌克享大年焉。

字句富麗，詩意堂皇；而典贍莊雅，為酬答道祝之精構也。後篇為賀香草

詩友洪允權嫁女之作也，誇揚其品德，盛贊其丰采，並祝乎和樂幸福，多

子多孫焉。巧而不豔，雕而不琢，風雅遠致，誠嫁娶之美篇也。  

悼詹賜仁兄令堂詹媽洪太孺人 (詩鈔，頁 35) 

閫範傳鄉黨，家風耀里閭； 

課兒師是母，法古史還書。 

蔗境甘方轉，蘭階秀正舒； 

耄年愁未屆，婺宿暗清虛。 

痛惜詩人洪寶昆先生 (詩鈔，頁 33) 

正待稀齡壽域開，飛來噩耗劇悲哀； 

參鸞人去情難泯，化鶴魂歸事已灰。 

共擬文星輝北海，何堪箕騎謝中台； 

                                                 
21 申韓學，指戰國時代法家申不害、韓非之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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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眠吉地今初定，愁向靈前奠一杯。 

詩例二首，乃哀輓之作也。前首弔竹塘前鄉長詹賜之令堂，表其賢慈

之大德，作里閻之楷範，而憾未臻耄耋之嵩也。托物言情，惆悵悽愴，辭

華而不靡，情鬱而不宣，高誼厚情隱然其中矣。後首悼《詩人之友》創刊

人洪寶昆之亡，寫噩耗之撼震，表誼情之難捨；而斯文在茲，斯人竟杳，

最令詩人無奈者也。兩篇皆引典用故，兼融記敘、議論、贊頌為一爐，可

謂既弔而慰，亦恭且哀也。  

四、結論  

宗老，田庄人也，生於斯，長於斯，而成於斯焉。無赫赫之家世，無

熠熠之學歷，惟兩甲之南畝，幾支之禿筆，日出則耘於田，日入則耕其書，

不汲汲於富貴，不戚戚於貧賤，故能澹泊明其志，寧靜致其遠也。又不憚

勞犁耜，故衣食喜有餘也；又樂於勤筆硯，故斯文燦無窮也。其為人也，

孝悌、忠信，人不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其待人也，誠樸、篤厚，友交

久而益聞其香焉。性木訥而不善交際，然好友成群；一生不求名，不逐利，

然名利自致焉。曾為鄉民喉舌、老人會長，是村鄰中堅也；受薦模範農民、

好人代表，是鄉民圭臬也；其一生也，佳話美談輒津津於里閻之口焉；錦

心繡口則洋洋乎鄉間楹對、廟宇柱聯、學黌佳聯也。其謙謙之風，愷悌之

範，長作鄉梓榜樣焉；其一生行吟，終身好學，足為後生師法也；而其物

外情懷，田園詩趣，尤是吾輩所忻慕焉。更有《仰靖堂詩鈔》傳諸子孫，

有《仰靖堂紀念詩集》鳴乎鷗壇矣。由此觀夫宗老一生，其已立德、立功、

立言矣。尤其當乎今世，人慾橫流，金權掛帥，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有

心人孰不先天下而憂乎？而宗老澹泊之情、寧靜之性，正足以療世疾也；

其南畝之勤、田園之詩，亦可以匡人心焉。辛棄疾〈鷓鴣天〉云：「事如

芳草春長在，人似浮雲影不留。」宗老身後，將風範百代，澤被蒼生，譬

若春草長青，德影長留者也。宗老！宗老！其不朽者歟！「高山仰止，景

行行止」，筆者於景仰之餘，激盪之情不能自已，復以「垂宗」冠首之聯

輓之曰：  

垂愛詩情，毫端山水成風雨； 

宗崇聖道，紙上人情盡珠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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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余垂宗《仰靖堂詩鈔》書影            圖 2 余垂宗《仰靖堂紀念詩集》書影 

【附錄】  

謝四海〈輕品淺論余垂宗--田園其人其詩〉讀後 

吳福助 ∗  

1. 本論文緒論結尾說：「訪其居而識其趣，與其言而知其人，品其詩而見

其學，而後綜其篇則愈仰其德焉。」本論文的作者，曾親自探訪詩人，

深入交談，並且共同參與詩社活動，推敲詩藝多年。詩人過世後，又

負責編輯詩人紀念選集，從而有機會詳讀詩人全部詩稿。本論文的寫

作因緣可謂相當特殊，條件可謂相當豐厚，因而文中所提的見解，自

較一般論文為真切而可信。 

2. 本論文為有關余垂宗研究的首創之作。先概述詩人生平，進而列舉詩

                                                 
∗ 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退休。本篇會議論文特約討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