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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辭》最重要的作家是屈原，屈原最重要的作品是〈離騷〉。〈離騷〉是屈原嘔

心瀝血的代表作品，也是一篇震鑠古今的敘事抒情長詩，開創了中國詩歌「騷體」的

新時代。〈離騷〉敘寫屈原對楚國黑暗政局的憂憤，揭露當時社會的陰沉腐朽，刻畫自

己內心的矛盾痛苦，彰顯自己為楚國富強而奮鬥不已，守正不阿，雖九死而不悔的殉

道獻身的精神。全篇滿溢著屈原強烈深摯的愛國主義，對後代的詩人文士影響極為深

遠。〈離騷〉寫實與浪漫交融，虛實相合，比喻貼切，想像奇詭，情感波瀾起伏，回環

跌宕，魅力獨步古今文壇。 

我們研讀〈離騷〉，發現「忠怨」之情，正是屈原創作〈離騷〉的主要動力。屈原

信守正義，直道行事，竭盡忠誠智謀，事奉楚王；想不到遭到小人的誣陷，可說困窘

到了極點！屈原誠信謀國，卻被楚王懷疑；忠心事主，卻遭小人毀謗；怎能沒有怨憤

呢？屈原所以創作〈離騷〉，原來是為了抒發內心的怨憤呀！因此，司馬遷《史記‧屈

原賈生列傳》如此說︰ 

屈平正道直行，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見疑，忠而

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離騷〉，蓋自怨生也。 

〈離騷〉全文，滿溢著屈原的忠怨之情，從而形塑作品悲慟的根源。我們在陳述

                                                 
 張垣鐸，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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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悲慟之前，首先對屈原及其政治理想要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屈原是古帝高陽氏的後代子孫，與楚王同宗共祖，血脈的牽連繫絆，注定了他一

生與楚國興衰存亡不可切割的關係與無法坐視推卸的使命。楚宣王二十七年正月二十

一日﹙寅年寅月寅日﹚，屈原誕生在湖北秭歸一個貴族家庭；初生時即器度不凡，父親

對他有高度的期望，給他取名正則，字靈均，希望他一生秉持正道，信守法度，善潔

勤修，胸懷坦蕩︰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降。皇覽揆余

于初度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靈均﹙〈離騷〉﹚。 

屈原終身牢記著父親對自己的期望，珍惜時間，把握當下，孜孜矻矻，勤學不輟

，唯恐春去秋來，時光飛逝，憑白虛度美好有為的青春年華，而無法建立自己的美名

： 

汩余若將不及兮，恐年歲之不吾與……日月忽其不淹兮，春與秋其代序……老

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不立﹙〈離騷〉﹚。 

他嘗以鷙鳥自況，強調自己超群拔俗，剛正不阿，堅持善直，不屑與奸邪同流合

污的高尚情操： 

鷙鳥之不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異道而相安……民生各

有所樂兮，余獨好脩以為常﹙〈離騷〉﹚。 

因此黽勉自己，內外兼修，才德具備，庶幾充實美善自身的條件，成為國家不可

或缺的棟梁之材，以及社會激濁揚清的中流砥柱。他從小就喜愛穿着奇特的服飾，到

了老年，興趣依舊不減，〈九章．涉江〉自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

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他一再透過香花芳草的採摘，高冠

長劍的佩帶，來象徵自己「志潔行芳，愛美好脩的德操」1︰ 

                                                 
1 殷光熹：《楚辭論叢‧〈離騷〉中的象徵手法和象徵系統》，（成都市：巴蜀書社），2008 年 3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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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扈江離與辟芷兮，紉秋蘭以為佩……朝搴

阰之木蘭兮，夕攬洲之宿莽。 

朝飲木蘭之墜露兮，夕餐秋菊之落英……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辟荔之落蕊。矯

菌桂以紉蕙兮，索胡繩之纚纚。 

製芰荷以為衣兮，雧芙蓉以為……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陸離……佩繽紛

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以上〈離騷〉﹚。 

屈原早在〈九章．橘頌〉一文，藉著對橘樹「化生南國，紮根故土，不能遷徙的

天性；白綠相間，繁茂脩美的花葉；與青黃雜糅，渾圓飽滿的果實」的歌頌，形象具

體的勾勒出自己「超卓特異，廓然無私，不忮不求，清明醒悟，不隨波逐流」的思想

人品，以及「謹慎行止，堅持善美，卓犖不亂，信守公理」的處世哲學。甚至於在他

晚年投江自盡前的絕命詞〈九章．懷沙〉中，也信誓旦旦的宣明自己「文質疏內，重

仁襲義，謹慎為豐」的內涵，與夫效法明皓君子「懷情抱質，孤芳自賞；定心廣志，

何所畏懼；知死不讓，無庸愛哀」的典範。最能彰顯他一生熱愛國家，效忠楚王的精

神，以及擇善固執，寧死不屈的風骨。 

 

屈原熟讀史書，看到夏啟縱欲耽樂，釀成內鬨；后羿淫遊逸獵，不得善終；澆（

奡）恃勇恣慾，身首異處；夏桀背離正道，傷天害理，終於亡國；商紂濫施酷刑，誅

殺忠良，斷送國祚。因此深自警惕，引以為戒：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不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遊

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亂流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

，縱欲而不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

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不長﹙〈離騷〉﹚。 

反觀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都能夠敬畏天命，講究治道，沒有任何差錯。

他們舉用賢才，把政務交給有能力的人。他們信守法度，大公無私，造福百姓，把國

家帶上富強安康的坦途。因此，得到天命的屬意，民心的愛戴，擁有天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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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禹儼而祗敬兮，周論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不頗。皇天無私阿

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行兮，苟得用此下土〈離騷〉﹚。 

屈原站在歷史的高度，通過對這些興衰存亡歷史事件的回顧，體悟出施政的最高

原則：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離騷〉﹚。 

只有信任重用正義的人士，才能提升國家的行政效率；只有釐定執行完善的政策

，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 

 

屈原藉著巫咸的吉占，列舉歷史上赫赫有名、傳為美談的五個例證：1、夏禹任命

皐陶掌管刑罰而天下大治；2、商湯任用伊尹為宰相而平定天下；3、殷高宗任命傅說

為宰相而再造殷商盛世；4、周文王任命呂望為國師而成為西方諸侯長；5、齊桓公任

用甯戚為輔政大臣而稱霸中原： 

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說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不疑。呂望 

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離騷〉﹚。 

宣達自己仕宦用世的原則： 

兩美其必合兮……苟中情其好脩兮，又何必用夫行媒。 

屈原深信，只要君臣志同道合，擁有共同的理想、願景與熱忱，就能為國家的富

強，社會的繁榮，百姓的幸福而勠力以赴，合作無間；根本用不著廣植人脈，黨同伐

異，甚至於攀附關係，鑽營求進。 

屈原堅守信念，擇善固執，大公無私，忠藎謀國，不屑汲取個人的名利。面對著

朝中那些鑽營求進，貪得無饜，寬容自己，算計別人，各懷鬼胎，嫉賢妒能的同僚，

他鄭重地明示，這絕不是自己急於追求的呀：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不猒乎求索。羌內恕己以量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

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離騷〉﹚。 

因此，變法施政，自然把百姓的福利列為優先，如此才能贏得民心的愛戴，進而

鞏固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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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深謀遠慮，為國家的長治久安而精心培育人才，冀望他們枝繁葉茂，學有所

成，協助自己，汰舊布新，根除朝廷這股盤根錯節，壟斷朝政，互相勾串，尸位素餐

，侵蝕國力的舊有貴族勢力，庶幾完成改革的大業，再造楚國富強安康的盛世。他藉

著香花芳草的種植來象徵： 

余既滋蘭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留夷與揭車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葉

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離騷〉﹚。 

錢澄之《屈詁》曰：「屈原﹙為三閭大夫時﹚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勵國士，固

有進賢之職……蘭蕙蘅芷，其所培植者也」。2游國恩先生也認為：「此節所云香草﹙按

指蘭、蕙、留夷、揭車、杜衡、芳芷等﹚，皆喻平日所栽培薦拔與己同志者」。3屈原為

了實現完成「變法革新圖強」的政治理想，真是殫精竭慮，全力以赴啊。 

 

屈原博學多才，記憶超強，嫻熟外交辭令禮節，對天下局勢有全面深入的了解。

他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趁著年輕力壯的時候，殫精竭慮，匡輔楚懷王，大刀闊斧，

汰除蕪政，舉用賢能，變法革新，使朝政步上正軌，再造楚國先世人才薈萃，富強康

盛的局面︰ 

惟草木之零落兮，恐美人之遲暮。不撫壯而棄穢兮，何不改乎此度？乘騏驥以

馳騁兮，來吾道夫先路！ 

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豈惟紉夫蕙茝……忽奔走

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以上〈離騷〉﹚。 

《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記載，楚懷王任命屈原為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

出號令；出則接遇客，應對諸侯」，參與楚國內政、外交的議決推展，甚得懷王信任，

成為懷王倚重的左右手。楚懷王曾經指派屈原制訂國家的法令，屈原在〈九章‧惜往

日〉中追憶： 

惜往日之曾信兮，愛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度之嫌疑。國富強而

                                                 
2 游國恩《離騷纂義》引，同 2，頁 87。 
3 同 2，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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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立兮，屬貞臣而日娭。 

可知法令的主要目標在決斷嫌疑，確立制度，造福百姓，繁榮社會，富強國家，光大

先王的偉業。懷王再造楚國盛壯安康的雄心企圖於此可見，屈原變法革新圖強的理想

抱負也班班可考。 

 

 

屈原處在戰國群雄並起，逐鹿中原的動蕩紛擾的亂世；深知天下大勢，取決於齊

、秦、楚三國國力的傾軋消長。秦國日益壯大，野心日熾，已威脅到楚國的安全。齊

國國力日衰，雖然失去問鼎中原的機會，卻意外成為秦、楚爭相籠絡締交的對象。因

此，在外交上，主張「聯齊抗秦」的親齊路線。楚懷王十一年，以合從首長的身分率

領齊、燕、趙、韓、魏、楚六國聯軍攻打秦國，無功而返，使得楚國威力大挫，懷王

憂心忡忡。相對的，秦國伺機兵出函谷，吞滅諸侯，兼并天下的形勢，已如箭在弦上

了。再加上自己與楚王同宗共祖，血脈的牽連繫絆，注定了他一生與楚國興衰存亡不

可切割的關係與無法坐視推卸的使命。因此，當他獲得楚懷王的信任，命他為左徒，「

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客，應對諸侯」，參與楚國內政、外交的議決

推展，甚至指派他制訂國家的法令時，他便懷抱著「變法革新圖強」的政治理想，傾

全力匡輔楚懷王，大刀闊斧，汰除蕪政，舉用賢能，確立法制，使朝政步上正軌，再

造楚國先世人才薈萃，富強康盛的局面。吾人透過屈原的身世期許、施政原則、仕宦

原則與培育人才的論述，應能全面洞悉屈原及其政治理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