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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詩與其他形式的文學一樣，具有人事時地物的要素。

地理環境對文學的直接影響包括文學風格、文學語言、聲韻變化、意象應

用等方面。詩人因宦遊貶謫而遷徙流動，對當地的文人產生影響，對詩人個人而

言，地理環境的變動，其創作題材也隨之豐富多樣。從詩人作品描寫遊歷寺院道

觀，與方外人士交往的情形，也可以看出當地佛教的顯微以及儒釋道思想融合的
情況。從地理區域被詩人引入詩文的情況，可以判斷當地文風的盛衰。

本文以詩的標誌系統之地理資訊標誌，探討地理資訊對於詩學研究的意

義。標誌的範圍包括蘇軾自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 1069 年）六月通守杭州起，

至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 年）十二月責赴黃州之前為止。所標誌的詩起自〈出

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迄〈十

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韻二首〉為止，
總計標誌 770 首詩。

在詩的標誌方面，標誌的項目包括作者、作品繫年、寫作地點、詩體、題

材、詩題、詩序、詩句，其中的「詩題、詩序、詩句」三個項目含有地理資訊標

誌，標誌的方式是將地理資訊分為「區域範圍」（如洛中、塞外、江南等）、「行

政轄區」、「關津渡口」、「水澤湖泊」、「山峰崖嶺」、「園林宮室」、「寺

院道觀」、「閬苑仙境」八類，標誌的方式是自小的行政區域層級依序標誌到大
的行政區域層級。

地理資訊標誌是詩的標誌的一個項目，再與作者及作品繫年的標誌資訊結

合，即可顯示詩人個別遷徙資訊，以及在個別地理位置的創作情形，也可以顯示

歷來詩人匯聚的資訊。地理資訊與詩句之聲韻資訊結合，可以作為聲韻變化與地

理位置關係研究，以詩句所用的詞彙變化，與地理資訊結合，可作為地理位置對
於詩的語言影響研究。

本研究所做的標誌，將以XML（eXtensibleMarkupLanguage）可延伸式標注

語言建立文章內容標誌（ContentMarkup）系統，以 XTM（XMLTopicMaps）的方

式，提供使用者有效呈現知識的理想環境，透過自訂介面得以篩選、整合系統所

擷取之資訊與個人電腦上原有之資訊，或其他網際網路上的所有相關資料，以達

到個人知識管理的功能，如此，使用者便可以依個人需要擷取、整合各種標誌的
資訊。



正文

壹、前言

要解讀一首詩，除了詩的內容之外，作者的生平背景以及所處的時空環境，
都是完整解讀詩作不可或缺的因素。

電腦成為各學門研究的輔助工具之後，為研究開啟了新的方向。文學引用電

腦作為研究的輔助工具，引用最多的是全文檢索功能。傳統上資訊檢索研究重點

包括關鍵詞自動擷取（KeywordExtraction），關鍵詞索引（KeywordIndexing）、

全文檢索（Full-textSearching）、文件自動分類（DocumentClassification）文件自動

摘要（DocumentAbstraction）等，至今可說是已經相當成熟。但這些功能對於文

學研究而言，在電腦只能分辨字形，無法分辨字義、字音之前，全文檢索功能所

提供的結果只有「字形」的訊息，對於文學研究而言，字形的訊息是不夠的，如

何讓電腦從認得字形提升到能分辨字義、字音以及提供更多知識結構的訊息，需

要透過標誌的工作。本文即嘗試以XML（eXtensibleMarkupLanguage）可延伸式標

注語言建立文章內容標誌（ContentMarkup）系統，以 XTM（XMLTopicMaps）的

方式，提供使用者有效呈現知識的理想環境，透過自訂介面得以篩選、整合系統

所擷取之資訊與個人電腦上原有之資訊，或其他網際網路上的所有相關資料，以
達到個人知識管理的功能。

本文將以「詩的標誌」作為研究的標的，以蘇軾自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

1069 年）六月通守杭州起，至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十二月責赴黃州之前

為止，從〈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

之〉起，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復用前

韻二首〉止，在東南地區所寫的詩為範圍（以下簡稱蘇軾東南詩），總計 770 首，

進行蘇軾詩作的內容標誌，標誌的項目包括作者、作品繫年、寫作地點、詩體、

題材、詩題、詩序、詩句等項目，並以地理資訊的標誌探討標誌的方法、可能遭

遇的問題、解決的方法以及對詩學研究的意義。詩的標誌項目之「詩題」、「詩

序」、「詩句」三個項目含有地理資訊，標誌的方式是將地理資訊分為「區域範

圍」（如洛中、塞外、江南等）、「行政轄區」、「關津渡口」、「水澤湖泊」、

「山峰崖嶺」、「園林宮室」、「寺院道觀」、「閬苑仙境」八類，標誌的方式

是自小的行政區域層級依序標示到大的行政區域層級，標誌之版本以《中國歷史
地圖集》（註一）為底本。

地理資訊標誌是詩的標誌的一個項目，再與作者及作品繫年的標誌資訊結

合，即可顯示詩人個別遷徙資訊，以及在個別地理位置的創作情形，也可以顯示

歷來詩人匯聚的資訊。地理資訊與詩句之聲韻資訊結合，可以作為聲韻變化與地



理位置關係研究，以詩句所用的詞彙變化，與地理資訊結合，可作為地理位置對
於詩的語言影響研究。

地理環境對文學的直接影響包括文學風格、文學語言、聲韻變化、意象應

用等方面。詩人因宦遊貶謫而遷徙流動，對當地的文人產生影響，對詩人個人而

言，地理環境的變動，其創作題材也隨之豐富多樣。從詩人作品描寫遊歷寺院道

觀，與方外人士交往的情形，也可以看出當地佛教的顯微以及儒釋道思想融合的
情況。從地理區域被詩人引入詩文的情況，可以判斷當地文風的盛衰。

貳、研究（標誌）的方法與步驟

本文所探討的議題是地理標誌資訊對詩學研究的意義，地理標誌必須與其

他的內容標誌搭配，才能構成完整的詩學知識結構。

詩的內容標誌範圍包括作者、作品繫年、寫作地點、詩體、題材、詩題、詩
序、詩句等項目，各項目所包含的元素如下表：

表一：

元素

項目 所含元素

作者 全名、姓、名、朝代（朝代名、皇帝年號、年別、西元年）、身份別

（古人、凡人、僧人）、生卒年、字、號、小字、籍貫、親屬、及第

年、官銜、封號、生平、諡號、著作、資料出處

作品繫年 朝代、帝號、年號、西元、作者年齡

寫作地點 市鎮、縣府、州路

詩體 古體詩（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樂府）、近體詩（五絕、七絕、五律、

七律、五言排律、七言排律、其他）

題材 抒情、寫景、詠史、詠物、詠懷、戰爭、閨怨、贈答、社會、田園、

邊塞、題畫、弔挽、諷諫、旅遊、題額、遊仙、言志

詩題 人名（標誌元素同作者）、地理、天候、天文、自然資源、飲食（酒、

茶、菜品、零食、食材、食器）、節令（節氣、節慶、季節）、時間、

書文名、動物、植物、稱謂、器物、典故、量詞

詩序 人名（標誌元素同作者）、地理、天候、天文、自然資源、飲食（酒、

茶、菜品、零食、食材、食器）、節令（節氣、節慶、季節）、時間、

書文名、動物、植物、稱謂、器物、典故、量詞

詩句 人名（標誌元素同作者）、地理、天候、天文、自然資源、飲食（酒、



茶、菜品、零食、食材、食器）、節令（節氣、節慶、季節）、時間、
書文名、動物、植物、稱謂、器物、典故、量詞

詞性、異體字詞、通同字詞、同義字詞、近義字詞、異文

由上表可知，寫作地點、詩題、詩序與詩句三部分包含地名資訊，從詩題、詩序

與詩句三處將地名進行標誌工作，即可獲得這一首詩之地理資訊，若再與作品繫
年結合，詩作內容之時空座標即可顯示。以下分述地理資訊標誌之步驟：

一、地理資料分類

本研究在標示地理資訊時，先將地理資料分為七大類，每一類包含之項目

如下表：

表二：

地理分類 可能值

宮室園林 含亭、台、樓、閣、館、殿、園林、宮……

寺院道觀 含寺、廟、觀、院、宮、庵……

山峰崖嶺 含山脈、山峰、嶺、巖、洞……

水澤湖泊 含河、湖、海、川、溪、泊、井、塘、潭、泉、洞……

行政區域 含路、州、縣、市、鄉、鎮、村、城堡、山寨……

關津渡口 含關口、渡口、津口、驛站、台……

區域範圍 含中原、兩湖、洛下、塞外、吳中……

閬苑仙境 例芙蓉城、玉京、月宮……

二、建立朝代之行政區域層級分層資料

進行地名標誌時，先建立朝代之行政區域層級分層資料庫，以宋代為例，
其行政層級分層方式如下表：（本表由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製作、提供）

表三：

據文獻所整

理之層級

歷史地圖的分層方式 其他

路；府州軍

監；縣、軍

監

遼天慶元年、北宋政和元

年（1111）

金皇統二年、南宋紹興十二年
（1142）

金泰和八年、南宋嘉定元年

（1208）

路治；羈縻

府州；部族

名；邊族政

權轄境地



名

都城；邊區諸政權首府 行在府；邊區諸政權首府 淳化五年

（994）廢

道

24 路（轉運司治界）分區

與治所

路（安撫司治界）分區與治所

府州軍監轄區與治所；羈

縻州部註記（或繪出範

圍）；西夏府州軍與軍司

治所（或僅註記）

府州軍監[轄境]與治所；羈縻

州部地區或僅註記

土著部族與諸國轄境註記

（繪大理、西夏、黑汗、

回鶻、吐蕃範圍與屬部、

地區、各級城鎮點）

邊地部族與諸國轄境註記（繪

12 世紀之大理、西夏、西遼、

蒙古克烈、吐蕃範圍與屬部、

地區、各級城鎮點）

縣治；軍、監、院、尉司

治所；西南邊區羈縻州治

縣治；城鎮堡寨關等設治地

點；西南邊區羈縻州治

*將僅見記載的安撫司轄

境與治所列出

城、鎮、堡、關、寨、監、井、津、務、場等之設置點

（州縣城郭一里內之監、井、務、場，僅標註記於州縣

符號旁）

西南邊區羈縻縣、峒治

北宋時廢置而史事仍涉及之地名

吐蕃寺院城堡

鄉；里；保

*可考之山川聚邑（包括諸國轄境與邊族分布地區之城邑

牙帳）

由上表可知，北宋行政層級之第一層是「路」，共有京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

路、京東東路、京東西路、河北東路、河北西路、河東路、永興軍路、秦風路、

淮南東路、淮南西路、兩浙路、江南東路、江南西路、荊湖南路、荊湖北路、成

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福建路、廣南東路、廣南西路、成都府附近

等。第二層是「州」、「道」（廣南西路特磨道）、「軍」、「監」、「府」。

另有特殊層級名稱如「氏」（夔州路田氏、梓州路羅氏）、「部」（梓州路馬湖

部、梓州路石門蕃部、成都府路西山野川諸部）、「黔州所領諸羈縻州」（夔州
路）等。第三層是「縣」、「軍監」。第四層是「鄉」、「鎮」、「里」、「保」。



三、建立各層級的地名資料庫

其次依行政層級建立各層級的地名資料庫，如下表：

表四：

路 州、府、軍、

監、部、道、

氏、羈縻州

縣、軍監 鄉、鎮、里、保 山、水、河、

湖

兩浙路 杭州 仁和、鹽官、昌

化、於潛、臨安、

餘杭、錢塘、富

陽、新城

長安鎮、臨平鎮、赤岸口、

安溪鎮、南新鎮

金牛山、曲阜

山、百丈山、

湖洑山、赭

山、岩門、北

山

兩浙路 常州 江陰、武進、晉

陵、無錫、宜興

青城鎮、利城鎮、萬歲鎮、

奔牛鎮、石潏鎮、望亭鎮、

張渚鎮、湖洑鎮

慧山、君山、

橫山

兩浙路 湖州 長興、安吉、歸

安、烏程、武康、

德清

水口鎮、四安鎮、梅溪鎮、

烏墩鎮、新市鎮

京東西路 徐州 縢縣、豐縣、沛

縣、蕭縣、彭城、

利國監

留城鎮、白土鎮、呂梁洪

鎮、卞塘鎮

微山

京東東路 密州 安丘、高密、膠

西、諸城、莒縣

李文鎮、信陽鎮 劉山、琅琊山

四、進行詞的切分工作

進行詩的內容（詩題、詩序、詩句）標誌之「人名、地理、天候、天文、自

然資源、飲食、節令、時間、書文名、動物、植物、稱謂、器物、典故、量詞」，

都以詞（words）為單位，所以必須先作詞的切分工作，分詞以長詞優先為原則，
稱謂與官銜若附著於人名，用以表明身份者，不予切分。（註二）

五、進行詩題的內容之標誌

以蘇軾〈是日宿水陸寺寄北山清順僧二首其一〉及〈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

寄魯元翰〉為例，前者詩題可切分為「是日」、「宿」、「水陸寺」、「寄」、

「北山」、「清順僧」、「二首其一」等七個詞，後者可以切分為「元日」、「過」、

「丹陽」、「明日」、「立春」、「寄」、「魯元翰」等七個詞。詩題標誌如下。

地名如有古今之別，或因改朝換代而有不同的地名，標誌時也將同義詞標上。同



理，其他詞語的標注亦同時標注同義詞，成為參見檔，電腦才不會將之視為二個

不同的地名，如表五之「水陸寺」又名「水陸院」、「清順」字「頤然」、「魯
有開」字「元翰」，三者同義。

表五：

ID 詩題、標誌 第一層 第二層

同義詞

第三層 第四層 第五層 第六層

14257 是日 時間 宋神宗熙

寧五年

1072 年 8 月至 12

月

14257 宿

14257 水陸寺 地名 水陸院 寺院道觀 臨安 杭州 兩浙路

14257 寄

14257 北山 地名 山峰崖嶺 杭州 兩浙路

14257 清順僧 人名 頤然 僧人 清順，字

頤然

14257 二首其一

14427 元日 時間 宋神宗熙

寧七年

1074 年 1月至5月

14427 過

14427 丹陽 地名 行政區域 丹陽 潤州 兩浙路

14427 明日 時間 宋神宗熙

寧七年

1074 年 1月至5月

14427 立春 節令

14427 寄

14427 魯元翰 人名 魯有開 凡人 魯有開，

字元翰

六、其他資料的建立

由於詩人常以比較細微的地名入詩，或是以亭台樓閣、寺院道觀等建築物當

作地理標誌，這些地理資訊若不收於一般的地圖，則需藉助方志資料或詩的註解

資料進一步標誌。例如前表五所舉的詩之「水陸寺」便不見於地圖，但可以從蘇

軾詩的註解得知《咸淳臨安志》載有水陸寺。蘇軾詩〈查註〉：「《咸淳臨安志》

自『太平橋北前沙河』至『臨平上塘』條下，有水陸院，東坡督開湯鎮運河，宿

此。」（註三）水陸院即水陸寺，透過《咸淳臨安志》的記載，即可將水陸寺的

地理位置標誌於「臨安、杭州、兩浙路」。以人工校正時，人工校正的資料可以
增補地圖資訊的不足。



七、地理資訊系統

完成地名標誌之後，與作品繫年資料結合，即可於地圖上呈現詩人一生之

中遊歷、遷徙、創作之時間與空間結合的訊息，地圖上可以清楚顯示詩人行經路

線圖。此行經路線圖可以整體呈現，也可以視需要切分為只顯示某些時期。例如
下圖所示，即為蘇軾在不同時期的行經路線圖。

圖一：本地圖由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翁維瓏製作

參、建立地理資訊自動標注功能

一、地理自動標注功能

建立朝代之行政區域層級分層資料、各層級的地名資料庫以及自動切分詞句
功能的目的，在於建立詩作之地名資料庫，以便結合三者進行地名自動標誌工作。

由於詩人寫詩時，詩中所提到的地名，或為區域名，或為路、州、縣、鎮名，或

為亭臺樓閣等建築物名，各有不同，經過詞的切分、標示，產生詩人所經地區地

名之後，需要將詩文所描寫的地名標示行政區域及行政層級，才能準確的在地圖

上標示位置。建立地名資料庫，除了可以作為詞的自動切分時提高地名標誌的效

率之外，各種行政區域與行政層級資料庫，可以進一步以程式控制，達到自動標



示地理位置的功能，如此日積月累，自動標示的正確率將隨著資料庫的豐富而相
對提高，人工所需要花費的標示、校正時間也將相對減少。

以蘇軾東南詩為例，蘇軾自宋神宗熙寧二年（西元 1069 年）六月通守杭州

起，至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十二月責赴黃州之前為止，所寫的 770 首詩之

中，出現詩題之中的地名共計 531 筆（含重複出現），扣除重複出現者，共有
252 處地名。

以自動切分詞功能將地名切分，建立地名資料庫之後，所獲得之地名資料，

一者可作為繼續切分詞語時比對使用，再者重複之地名，標誌行政區域層級時只

需標注一次，例如「富陽」（杭州，兩浙路）在蘇軾東南詩之詩題出現 4次，「廬

山」（諸城縣，密州、京東東路）出現 6次，建立地名資料及行政區域層級資料

之後，二者比對，重複的地名可以自動標注，節省很多人工標註得時間，累積的
資料越豐富，自動標註的比例便相對提高。

然而，標示出蘇軾東南詩的地名之後，可以發現蘇軾詩中所描寫的地名，或

寫區域（都、陳）、或寫州名（潤州、陳州），或寫寺院道觀名（富陽普照寺），

或寫山名（青牛嶺、北山、孤山），各有不同，從〈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

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者，聊為和之〉可知，首先需要將地名「都」、「陳」
標示如表五。

詩文地名切分標示之後，以程式與表四比對，將可清楚標示該地名的正確地

理位置，不必再逐一以人工標示。再以程式與該地名出處之作品繫年結合，時間

與空間的資訊便可同時顯示於地圖上，構成含有時空座標的地理資訊，以為詩學
研究之用。

二、時空座標自動標注功能

「時空座標」是指詩人寫某一首詩之時間空間座標，時間是指詩人寫作之時
間，可由作品繫年得知，空間是指這首詩的寫作地點。

以蘇軾東南詩為例，依蘇軾詩題所標誌之地名資料可知，蘇軾自宋神宗熙寧

二年（西元 1069 年）六月通守杭州起，至神宗元豐二年（西元 1079）十二月責

赴黃州之前為止，從〈出都來陳，所乘船上有題小詩八首，不知何人有感於余心

者，聊為和之〉起，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

使，復用前韻二首〉回到開封為止，幾經遷徙調動，所經過的地區之地名如下，
如在每一首詩加上其寫作時間，即可得出其詩作之時空座標。

表六：蘇軾東南時期詩作所經地名



時間 所經地區之地名

神宗熙寧四年（1071）

6 月至 12 月
開封到潤州（出都來陳）

開封（京畿路）赴杭州途中：經陳州、潁州、鍾離縣（可能有

誤）、潁口、鍾離縣、鳳陽縣、定遠縣、招信縣、盱眙縣、龜
山鎮、淮陰、山陽、揚州

按 1：〈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與〈出潁口

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作品繫年順序可能有誤。說

明：渦口在鍾離縣，蘇軾從潁州到濠州的鍾離縣再折返

壽州，再回到濠州的可能性不高。

按 2：淮陰，從〈十月十六日記所見〉：「淮陰夜發朝山陽」

得知。

按 3：揚州，從〈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

劉貢父〉詩之「合註：載：熙寧四年五月，錢公輔知揚

州，先生十月過揚與之相會也。」

神宗熙寧四年（1071）

12 月

金山、潤州

神宗熙寧四年（1071）

12 月 28 日到杭州

杭州

神宗熙寧五年（1072）

1 月至 7月

杭州

旅遊：孤山、餘杭、臨安、杭州

神宗熙寧五年（1072）

8 月至 12 月

杭州

視察：仁和、水陸寺、鹽官、杭州、湖州、烏程、秀州

神宗熙寧六年（1073）

1 月至 6月

杭州

旅遊：杭州吳山有美堂、杭州法惠寺、杭州祥符寺、富陽風水

洞、富陽普照寺、富陽妙庭觀、新城、龍山、於潛、昌化、杭

州、餘杭、杭州

神宗熙寧六年（1073）

6 月至 9月

杭州

孤山、杭州、江寧（江南東路，是否親臨，存疑）、徑山、臨

安、餘杭洞霄宮、臨安鳳凰山、孤山、杭州



神宗熙寧六年（1073）

10 月至 12 月

杭州

杭州、臨平鎮、秀水縣、永樂縣、常州

神宗熙寧七年（1074）

1 月至 5月

潤州（赴常州、潤州賑災）

丹陽、鶴林寺、招隱寺、金山寺、鶴林寺、招隱寺、京口、焦

山、太平寺、無錫、虎丘山、蘇州、吳江、秀水、仁和縣

神宗熙寧七年（1074）

6 月至 9月

杭州

杭州、於潛、青牛嶺、於潛

神宗熙寧七年（1074）

9 月至 11 月

杭州赴密州

歸安、潤州京口、海州、漣水、諸城縣

神宗熙寧八年（1075）

1 月至 12 月

密州

廬山，諸城縣

神宗熙寧九年（1076）

1 月至 11 月

密州

濰州、青州、濟南、開封、宿州

神宗熙寧十年（1077）

2 月至 12 月

徐州

徐州、沂水、徐州、彭城

神宗元豐元年（1078）

1 月至 6月

徐州

徐州、彭城、徐州

神宗元豐元年（1078）

6 月至 12 月

徐州

徐州、滕縣、蕭縣

神宗元豐二年（1079）

1 月至 2月

徐州

徐州

神宗元豐二年（1079）

3 月至 5月

徐州至湖州

徐州、南京、泗州、金山、吳城、松江

神宗元豐二年（1079）

5 月至 8月

湖州

霅上、卞山、湖州、開封（押解回京）

以表六所標誌之時空資訊，即可於地圖上標示詩作之時空座標，如下圖所示，即

可標出蘇軾在東南時期的行經路線以及寫作的時間、地點等資訊。如下圖：



肆、遭遇的問題

詩的內容標誌工作，其目的在於嘗試建立標誌的語言，以為資訊交換的標

準，其中之地理資訊標誌亦如是。如前所言，地名資料的建立、地理資訊的標誌，

期能在建立各種地名相關資料庫之後，能夠提升自動標誌的效率，然而在建立資
料以及標誌的過程之中，遭遇下列問題，需要以人工校正。

一、以地名為對人之稱呼，易誤標為地名

在文學作品，尤其是詩作之中，作者常以地名作為人名之代稱，造成自動

標誌時產生錯誤。以地名為人名，如果已是眾所週知的通稱，如唐代詩人王昌齡，

人稱王龍標，已成通稱，可以在人名標誌時標為參見名，便不至於誤為地名，然

而，少有人知者，或只有少數作品以此稱呼者，便容易與地名混淆，例如蘇軾〈次

韻晁無咎學士相迎〉詩有：「少年獨識晁新城」的句子，此處的「晁新城」指晁

補之（字無咎），蘇軾初識晁補之於杭州任上，時晁補之隨父晁端友於新城，故

有此言。「新城」是地名，切分詞語時如以地名資料庫比對，即可比對出「新城」，

並將之標注為地名，而產生錯誤，又如蘇軾〈寄黎眉州〉（卷十四）詩之「黎眉

州」指的是，字希聲，熙寧八年，以尚書屯田郎中知眉州，所以蘇軾以「黎眉州」

稱之，眉州也是地名。〈送喬施州〉（卷十四）詩之「喬施州」指的是喬敘，字
禹功，曾知施州，施州也是地名。

二、回憶之作使時間座標錯誤

如果以作品繫年加上作品所出現的地名自動標注該首詩的時空座標，回憶之

作便會使標注產生錯誤。例如蘇軾〈李公擇過高郵，見施大夫與孫莘老賞花詩，

憶與僕去歲會於彭門折花餽筍故事，作詩二十四韻見戲，依韻奉答，亦以戲公擇

云〉（卷十九），這一首詩寫於宋神宗元豐二年 1079 年 5 月至 7月，時東坡在

湖州任上。又如〈去年秋，偶遊寶山上方入一小院，闃然無人。有一僧，隱几低

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甚對。問其鄰之僧，曰︰「此雲闍黎也，不出十五年矣。」

今年六月，自常、潤還，復至其室，則死葬數月矣。作詩題其壁〉（卷十二），
這一首詩寫於宋神宗熙寧七年 1074 年 6 月，此時蘇軾已經在杭州。

三、想像（神遊）之作使空間座標錯誤

蘇軾作詩，不喜受格律限制，人人皆知，其文學作品之中，還常有「想當

然耳」之語，若以之標示時空座標，便會產生錯誤，例如〈念奴嬌‧赤壁懷古〉

詞有：「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之語，赤壁是地名，然而蘇軾此處

所寫的赤壁，並不是當年赤壁之戰的赤壁，乃其「想當然耳」之語。神遊之作，

也往往會使時空座標錯亂，如蘇軾〈杭州牡丹開時，僕猶在常、潤，周令作詩見



寄，次其韻，復次一首送赴闕〉，蘇軾便是在常、潤地區想像自己與好友周邠等
人同在杭州賞牡丹時作這一首詩。

四、記（寄、懷、和）友人之作使空間座標產生錯誤

因記、懷、和友人之作而產生時空座標混亂的狀況最多，如〈和章七出守湖

州二首〉（卷十三），這一首詩寫於宋神宗熙寧八年，時蘇軾在密州。〈送魯元

翰少卿知衛州〉（卷十五）、〈次韻子由送蔣夔赴代州學官〉（卷十五），這二

首詩寫於宋神宗熙寧十年 1月至 2月，時蘇軾在濟南至徐州的路上。如果以電腦
自動標示，會誤為是蘇軾往湖州、衛州或代州。

五、地名不見於詩題者，須輔以其他資料考證

多數與地理位置相關的詩作，地名訊息會顯示於詩題，以上述方法均可標

誌。若於某一定點停留的時間比較長，詩題或詩文中並未顯示地名者，也可以從

作品的繫年與生平資料得知寫作的地點，然而有些作品寫於行進途中，地名亦未

顯示於詩題，只顯示於詩句，則須依詩句標誌，例如〈十月十六日記所見〉（卷

七），這一首詩寫於宋神宗熙寧四年 1071 年 6 月蘇軾從開封赴杭州途中，可以

從：「風高月暗雲水黃，淮陰夜發朝山陽」詩句得知，當時蘇軾在淮陰往山陽途

中，淮陰在楚州。下一首詩〈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貢父〉

（卷七），這一首詩寫於宋神宗熙寧四年 1071 年 6 月蘇軾從開封赴杭州途中，

詩題與詩文內容均未顯示地名，可以從詩之「合註：載：熙寧四年五月，錢公輔
知揚州，先生十月過揚與之相會也。」得知寫於揚州。

六、以神話傳說之地名入詩

以神話傳說的地名入詩者亦有，如蘇軾〈芙蓉城〉詩便是。蘇軾於〈敘〉文

中說：「世傳王迥子高與仙人周瑤英遊芙蓉城。元豐元年三月，余始識子高，問

之，信然。乃作此詩，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芙蓉城乃仙

境也，但是若不看敘文或註解，很容易誤以為是某地之地名，這首詩文中有：「因
過緱山朝帝廷，夜聞笙簫弭節聽」句中之「緱山」亦非人境。

伍、對詩學研究的意義

中國多數的文人，在其一生之中，或因仕宦，或因貶謫，或因遊歷，或因

戰亂，足跡遍及各地，足跡所及，也常以所見、所聞、所感入於詩作，地理資訊

標誌的工作，正可用來作為詩人作品與地理環境因素關係的研究，今略舉數端以
供研究者參考。

一、修正作品繫年的錯誤



地理資訊的標誌可以用來修正作品繫年時詩作排序的錯誤，以蘇軾東南詩

為例，〈十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卷十五）這一首詩放在這裡
可能順序有誤。（如表六之按 1）

孔凡禮先生點校《蘇軾詩集》卷十五，寫於宋神宗熙寧四年，為蘇軾自開

封移守杭州途中所作。蘇軾從開封經陳州、潁州、壽州、濠州等地赴杭州，時蘇

轍在潁州，《蘇軾詩集》卷十五從〈潁州初別子由二首〉之後，接著是〈十月二

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壽州

李定少卿出餞城東龍潭上〉、〈濠州七絕〉、〈泗州僧伽塔〉。〈潁州初別子由

二首〉寫於潁州府，渦口在濠州鍾離縣，後一首〈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

再回到潁州、壽州交界的潁口，從潁口到壽州，下一首從壽州到濠州，寫〈濠州

七絕〉，再從濠州到泗州，寫〈泗州僧伽塔〉，再沿楚州、高郵軍、揚州、潤州

南下杭州。其行進路線為：潁州→壽州→濠州→泗州→楚州→高郵軍→揚州→潤

州，而作品排序的行經路線是：潁州→濠州→壽州→濠州→泗州→楚州→高郵軍

→揚州→潤州，從潁州到濠州，再折返壽州，再到濠州，顯然不合理，所以〈十

月二日，將至渦口五里所，遇風留宿〉與〈出潁口初見淮山，是日至壽州〉排序
錯誤，應該對調。

這一部份作品排序的錯誤從地理資訊顯示的訊息可以看得更清楚，如下圖

所示，蘇軾於神宗熙寧四年 6月從開封啟程赴杭州，熙寧四年 12 月 28 日到杭州，
途中所經路線如下圖：

圖二：本地圖由中央研究院電算中心翁維瓏製作



二、考證移守時行經的路線，並可據以作為繫年的參考

蘇軾從開封移守杭州，途中所花費的時間長達半年（從神宗熙寧四年 6月啟

程，至熙寧四年 12 月 28 日到達杭州），共有 35 首詩，其中明確顯示寫作地點

者有 27 首，未顯示寫作地點者 8首，其中自〈龜山〉、〈發洪澤中途遇大風復

還〉、〈十月十六日記所見〉、〈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

貢父〉、〈廣陵會三同舍，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孫巨源〉、〈陵會三同舍，

各以其字為韻，仍邀同賦：劉莘老〉、〈游金山寺〉這幾首詩從龜山（泗州盱眙

縣龜山鎮）、洪澤（楚州淮陰縣洪澤鎮）、淮陰（楚州）、揚州（揚州）、金山

寺（潤州），正好可以將蘇軾這一段路的行進路線圖顯示出來。行進路線圖的標
示也可以提高作品繫年的準確性。

三、作品內容受民情風物影響研究

地理資訊與詩的內容標誌結合，可以觀察當地的民情風物。蘇杭地區產茶，

蘇軾在這個時期的詩作之中，描寫茶的作品特別多。如〈試院煎茶〉（卷八）、

〈月兔茶〉（卷九）、〈遊諸佛舍，一日飲釅茶七盞，戲書勤師壁〉（卷十）、

〈和錢安道寄惠建茶〉（卷十一）、〈惠山謁錢道人，烹小龍團，登絕頂，望太

湖〉（卷十一）、〈和蔣夔寄茶〉（卷十三）等皆是。在〈遊諸佛舍，一日飲釅

茶七盞，戲書勤師壁〉這首詩中：「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



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引盧仝〈謝孟諫議寄新茶〉詩：「一碗喉吻潤，

二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

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之典

故，宋代文人雖多飲茶，但蘇軾在這個時期描寫茶的作品特別多，可見蘇軾在這
個時期，詩作受當地飲茶文化影響極多。

四、作品內容受史蹟影響研究

歷代詩人藉史詠懷，或純粹因觸景生情，弔念古人，或藉史事澆胸中塊壘，

或諷諫君王，針砭時政，詩人藉著史事發抒的作品以觸景生情，寫眼前所見的情
況最多，詠史詩多半與地理資訊相關。

五、使用的意象與地理環境的關係

本研究所作的地名標誌，將地名分為「區域範圍」（如洛中、塞外、江南等）、

「行政轄區」、「關津渡口」、「水澤湖泊」、「山峰崖嶺」、「園林宮室」、

「寺院道觀」、「閬苑仙境」八類，其目的在於與詩文的其他標誌結合，以作為

主題性的研究之用。前已言及，本研究以XML建立文章內容標誌，以XTM呈

現知識結構，以地理資訊與其他標誌項目比對，可提供的研究包括詩人面向山林

或水崖時，引發其興感的意象是否不同，寫〈廬山〉與寫〈百步洪〉，所使用的
詩語有何不同，這一類的訊息有助於使用意象與地理環境關係的研究。

六、詩語受當地方言影響研究

文學作品之中，往往保留了作者本身使用的方言，或是作者長居某地時也可

能受當地方言的影響，而使用當地方言，這些都是語言與地理環境的關係。詩是

一種比較特殊的語言形式，使用口語的機會不若小說多，受到方言的影響比較

小，但是也不是全然沒有，詩人由一處遷移到另一處，如果停留的時間比較久，

詩中用語難免受當地方言的影響。以蘇軾為例，蘇軾常以不同的方言入詩，如〈景

純復以二篇，一言其亡兄與伯父同年之契，一言今者唱酬之意，仍次其韻：其二〉

（卷七）：「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樽前替戾岡」句中「替戾岡」一詞便是羯語，

語出《晉書佛圖澄傳》：「劉曜自攻洛陽，石勒將救之。佛圖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替戾岡，出也。」蘇詩〈合註〉曰：
「借言不敢再出和篇之意」。

蘇軾到杭州時，也曾引吳人用語入詩，在〈自金山放船至焦山〉（卷七）詩

有：「雲霾浪打人跡絕，時有沙戶祈春蠶」的句子，文中的「沙」，根據蘇軾自

己的註解即是：「吳人謂水中可田者為沙」，這便是吳地使用的語言，此即可作
為方言與地理資訊關係研究。



七、詩的用韻受地理環境影響研究

詩講究平庂押韻，韻分為平、上、去、入四部，入聲字只保留在少數幾種

方言之中，詩人在不同的方言區域，所寫的詩，其用韻方式是否會受到方言區域

的地理環境影響，藉著用韻情形與地理資訊的標誌，可提供為二者關係研究的參
考。

八、從文人的匯聚看文化的興衰

人名標誌與地名標誌的結合，可以顯示當地文人匯聚的狀況，如果再加上

時間的標誌，可以顯示同一個時期有多少文人匯聚於同一個地區，這個訊息，一

方面可以從中了解文人的交往，還可以觀察文人的匯聚對當地文化興衰的影響以
及對當地文風的影響。

九、從文人描寫佛教寺院看當地佛教的盛衰

前已提及，蘇軾在東南時期的詩作，詩題之中出現的地名共計 531 筆（含

重複出現），扣除重複出現者，共有 252 處地名，寺院道觀名出現 94 次，扣除

重複的，也還有 59 次，這是一個相當高的比例。蘇軾在這個時期，詩作所提到

的人名共計 693 人，方外人士有 63 人，扣除重複的 228 人之中，也有 30 人是方

外人士。這些數據，一方面顯示蘇軾在東南時期與方外人士的互動很多，而主要

的因素，也是因為當地佛教興盛，寺院林立，儒、釋兩家來往頻繁所致。由此可

知，從地理資訊標誌之中與佛教相關地名的訊息，除了可以觀察文人與方外人士

互動的情形，將地名另立「寺院道觀」一類，也可作為觀察當地佛教盛衰的一個
參考數據。

陸、結語

本研究以蘇軾在東南時期的詩作為範圍，探討詩的內容標誌之地理資訊標誌

對於詩學研究的意義，因為時間的關係，僅就蘇軾的詩題進行標誌，並針對詩題

的地理資訊標誌的方法以及所遭遇的問題提出初步的心得，對於所遭遇的困難是

否能有更具效率或是能與其他的內容標誌結合，而找出比人工逐一校正更好的方

法，因本研究未及對蘇軾詩之其他內容與周邊知識進行全面標誌，因此不敢妄言

實際上能解決多少問題，但從理論上推測，詩的內容與周邊知識全面標誌之後，

進而以XTM（XMLTopicMaps）的方式，從主題圖的觀念建構完整的詩學知識結
構，應該有助於解決問題。

其次對於詩學研究的意義，本研究比較確定的是對於作品繫年所做的排序，

地理資訊能比較具體、明確、有效的發現錯誤。至於對於詩學研究的其他影響，



本研究僅能就這個研究範圍所顯示的訊息提出最粗淺的看法，這些看法是否具有

規則性、普遍性、發展性，則有待於從更多的研究標的進行內容標誌、分析、歸

納之後才能定論，本論文僅就本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提出來供大家參考，期待
能在嘗試使用新的研究工具，新的研究方法的過程中，找出新的研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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