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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言1/2

歷代文人常因遷徙、仕宦、貶謫、遊歷、戰亂而移居
，在不同地方留下作品，使得歷代的文人、文學與地理交
互的影響更為顯著。

文學內容與風格受到地理環境影響很大，文學內容與
歷史文化的結合密度很高，文化的發展也與地理關係密切
。文學與地理的關係，也以探討文人、文學與地域關係所
佔的數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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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言2/2

文學的發展與內容、風格，除了作者本身的先天性
格特質、後天生活環境及個人際遇與文學自然演變因素
的影響之外，還會受到地理、思想、政治、經濟、社會
等因素的影響，成就較高的文人，也會對當地的文化造
成影響。

本研究以蘇軾的詩詞文及生帄事蹟為內容，建置以
文學、歷史、文化與地理資訊結合的網站，以提供文學
教學與研究為目的，使用者從地理資訊系統上了解每一
篇文學作品產生的地理與歷史環境背景，以及彼此之間
相互影響的因素，使文學的教學與研究更為全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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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人研究的檢視1/7

前人已有的研究包含：

 台灣大學陳正祥教授:〈中國文化中心的遷移〉，以結合
時間與空間的統計數據，繪製包含全唐詩、宋詩、北宋詞
作家籍貫分佈等十八種不同的人文地圖，具體說明中國文
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動的事實與現象。

 西北大學李浩教授：《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及《唐代三
大地域文學士族研究》二本著作，探討文學士族的分佈。

 南京大學胡阿祥教授：《魏晉本土文學地理研究》一書以
作者籍貫分佈，研究「文學的發展及文體、題材、區域特
色、風格與地理的關係」、「作者生長及寫作環境與地理
的關係」二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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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人研究的檢視2/7

前人已有的研究包含：

 四川三峽大學曹詩圖教授等人合著的〈中國文學的地理
分析〉一文：認為地理環境對文學的影響，包含：「提
供作品的創作素材」、「激發作者的創作靈感」、「影
響地域民風、民俗、語言」、「影響作者的心理素質與
審美情趣」。

 浙江師範大學梅新林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地理形態與
演變》一書，主張中國古代文學地理最為關鍵的五大要
素是「文學家籍貫分佈」、「流域軸線」、「城市軸心
」、「文人流向」、「區系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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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人研究的檢視3/7

前人已有的研究包含：

 華中師範大學鄒建軍教授：在〈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
領域〉文中，提出文學地理學研究的主要領域，應包含
：「作家受到自然地理、山水環境的深刻影響」、「文
學作品中對某一地理空間的建構」、「文學作品中的自
然山水描寫及其意義」、「文學流派產生和自然地理環
境的關係」、「文學史的演變和地理環境變遷的關係」
、「『地理大發現』對文學作品內容所發生的影響」、
「人類對孙宙空間的新觀察對作家觀念所產生的影響」
、「東、西方作家對地理空間的不同表達」等八個問題
，側重在文學與空間的交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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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研究的檢視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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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有的研究包含：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楊義教授：〈重繪中國文學地圖
與中國文學的民族學、地理學問題〉一文提出文學地理
學要關注的四大問題，分別是「地域文化的問題」、「
作家的出生地、宦遊地、流放地」、「大家族的遷移」
、「文化中心的遷移」等， 而且這四個問題「並非孤
立存在，而往往是相互交織產生綜合效應的。唯有深入
地總攬文學地理學的綜合效應，才能真正破解文學之為
文學的生命本質，以及作家之為作家的原創力機制的秘
密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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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研究的檢視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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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已有的研究包含：

 左鵬教授於〈文學地理研究中的作品分析雛議：以唐五
代時期嶺南的文學地理為例〉：提出「切入文本」的研
究方式，認為「文學地理研究離不開對文學作品的解讀
」。

 瀋陽師範大學王祥教授：《北宋詩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
學史意義分析》

 廈門大學錢建狀教授：《南渡詞人地理分布與南宋文學
發展新態勢》

 首都師範大學周文業教授：以文學作品之內容，以事件
發生的地點所做的文學地理資訊研究。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前人研究的檢視6/7

 綜合前述的研究，包含「人：文人的分佈與流動、家族的
遷移」、「作品」、「地域文化」、「地理景觀」等。

 前人已有的研究，多數以文人的分佈為主。文人的分佈都
是以文人的籍貫地作為統計的基點。

 楊義教授的研究已擴及到「作家的出生地、宦遊地、流放
地」，鄒建軍教授提出「文學作品中對某一地理空間的建
構」、「文學作品中的自然山水描寫及其意義」及左鵬教
授所提出的從「文本切入」，周文業教授從作品內容分析
，都已深入到文學作品內容，比起只以作者籍貫地統計分
析，又往前跨進一步。

 無可諱言的，從文學作品內容的解讀進行分析，其困難度
也相對提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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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人研究的檢視7/7

 以文人的籍貫地作為統計的基點以，有二處可再深化
者：

 其一是以籍貫建立文學家籍貫分佈，如果要探討的是
「不同籍貫的文學家」所代表的「文學家地域特性」
，及對其寫作或文學發展的相關性研究，恐怕不能只
考慮籍貫，必須再區分為籍貫地與出生地。有些文學
家不在籍貫地出生，也可能從未回到籍貫地，以此作
為二者關係的探討，細緻性與客觀性都不足。

 其二是絕大多數的文學家們都不是終生孚著籍貫地生
老病死，他們會因各種因素四處遷移，在不同的地區
面對不同的地理環境寫作，只以籍貫地做為文學作品
與地理關係的研究，未能兼顧文學家寫作地點變更的
問題，同樣產生細緻性與客觀性都不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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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範圍與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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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蘇軾詩及蘇軾詞為範圍，不將蘇軾散文列入
，一方面是蘇軾文的繫年考證比詩詞困難，再方面是詩詞
作品內容比散文更容易受到外在環境的影響。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序》說：「後人之感，感於
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是因為詩詞內容較
之於散文，更偏重於描寫心性情感，而心性情感更易於受
到外物變化所影響，因此本研究以蘇軾詩詞為範圍。

本研究採用內容分析的方法，再依據分析所得的素材
及作品的時空標記建置蘇軾文史數位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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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圖圖層及網站架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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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

蘇軾文學本體知識

全文檢索及索引

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srchmain.aspx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學本體知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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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篇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學本體知識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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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篇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學本體知識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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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篇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學本體知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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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篇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學本體知識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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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篇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index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全文檢索及索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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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意概念檢索

辨識字形之全文檢索

以地名索引功能檢索

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srch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全文檢索及索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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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ls.hs.yzu.edu.tw/su_shi/su_srchmain.aspx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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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宦遊地點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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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行經路線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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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杭州寫作之作品列表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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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封往來之親友資料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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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飲食的作品列表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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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帄軼事的部分，
提供地點、時間兩
種檢索方式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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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帄紀事的時間檢索提供中
曆、西元、年齡等查詢方式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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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築物的作品列表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網站主要頁面的功能：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9/9

29

方志地圖

點擊小圖可觀看大圖

http://gis138.rchss.sinica.edu.tw/bsgis/
m025_000_001_r.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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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建置的步驟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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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蘇軾文學本體知識網

 分析蘇軾文學之相關地名資料

 建置方志地圖之詮釋資料

 將蘇軾文學作品與方志地圖結合

 建立蘇軾文學地圖

 建立蘇軾生帄宦遊行跡地圖

 建立蘇軾書信往來與師友交遊圖

 建立蘇軾年譜資料地理資訊

 建立蘇軾生帄軼事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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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一生行經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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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開眉山往開封：第一次侍父挈弟進京參加科舉考試

 赴鳳翔做官至在湖州被捕，押回開封入獄：
中間二次回眉山孚父喪

 從開封往黃州貶所：
離開監獄，被貶黃州，從開封往黃州貶所

 離開黃州貶所回開封

 從開封往惠州貶所

 從惠州往儋州（昌化軍）貶所

 從儋州回中原，死於常州

蘇軾一生行經路線.pdf
蘇軾一生行經路線.pdf


文史地理資訊網站建置模式與文學研究之應用

 蘇軾作品分佈統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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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蘇軾詩詞作品內容及生帄記事所標示的蘇
軾詩詞寫作時間地點所做的蘇軾寫作分佈地點作
品數量表，以宋代第二層行政層級「州」作為統
計單位。

總計統計蘇軾詩2,856首，扣除無法考證詩作
寫作地點468首，總計統計詩作時空地點標記作品
2,388首

統計蘇軾詞作379闋，扣除無法考證詞作寫作
地點57闋，總計統計詞作時空地點標記作品322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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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軾作品分佈統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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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路 州
詩詞總
計排序

詩詞
總計

詩小計
排序

詩小計
詞小計
排序

詞小計

1 兩浙路 杭州 1 526 2 443 2 83

2 不著錄 不著錄 2 525 1 468 3 57

3 京畿路 開封 3 335 3 315 6 20

4 淮南西路 黃州 4 290 5 178 1 112

5 京東西路 徐州 5 224 4 197 4 27

6 廣南東路 惠州 6 171 6 159 8 12

7 京東東路 密州 7 147 9 125 5 22

8 廣南西路 昌化軍 8 135 8 126 9 9

9 秦鳳路 鳳翔府 9 134 7 130 11 4

10 京西北路 潁州 10 86 10 73 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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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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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張統計表可以看出幾種現象：

（一）蘇軾所留下來的作品數量，無論是詩詞個
別統計或合計，寫作數量最多的前十處，都包含
他三次被貶謫的地點：黃州、惠州、儋州（昌化
軍），符合「詩窮而後工」的文學傳統。（蘇軾
〈自題金山畫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繫之
舟。問汝帄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二）無論是詩詞個別統計或合計，寫作數量最
多的前十處，都包含開封，開封是宋代的首都，
也是人文薈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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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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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孕育了蘇軾，其作品當然也有思念故鄉之
作（寫及四川眉山之作），卻非於眉山所寫，如以籍貫
地或出生地做為文人或文學與地理的關係研究，顯然是
有落差。

從以上統計可看出，京城所在地因為聚集文武百官
，是政治、經濟、文化的重心，也是人文薈萃之地，所
以聚集的文人比較多，文風勢必比其他地方興盛，文人
在此的寫作數量也會比較多，由此可知文人寫作，會受
到地域文化盛衰的影響，這是由外而內的影響。

自古以來，文人「詩窮而後工」，文人在境遇困窘
時，常以文學作品寄託心境，這是由內而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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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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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以下蘇軾詞作的寫作時間地點分析表分析：

蘇軾開始大量填詞是宋神宗熙寧四年36歲從開封移
孚杭州，途經楚州、泗州之後所寫，所留下來的詞作，
除了黃州之外，也以寫於南方城市居多，驗證了唐宋詞
屬於南方文學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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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詩總計收錄9,215位作品，籍貫可考的詩人
5,953人，作品總數量254,240首（最少1首～最多9,271
首）。下表可知作品集中在少數作者身上。

作品數量 人數 總數量

1首 4,972 53.99%

2首 1,366 14.82%

3-20首 2,083 22.60%

21-500首 673 7.30%

501首以上 118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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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統計：

「作品數量最多前十人」

「詩人籍貫最多前十處」

「作品總數最多前十處」

三種數據，從這一個統計表可以看出

「詩人籍貫最多前十處」 ≠ 「作品總數最多前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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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數量最多前十人 詩人籍貫最多前十處 作品總數最多前十處

越州山陰（陸游/9271首） 莆田（119人/6161首/3名） 越州山陰（9626首/5人）

福建莆田（劉克莊/4557首） 永嘉（110人/3175首/11名） 眉州眉山（6316首/52人）

吉州吉水（楊萬里/4284首） 鄞縣（104人/3204首/10名） 莆田（6161首/121人）

鄭州（趙蕃/3735首） 錢塘（81人/4024首/7名） 吉州吉水（5289首/4人）

安徽宣城（梅堯臣/2933首） 晉江（59人/141首/271名） 宣城（5013首/22人）

安徽歙縣（方回/2859首） 崇安（59人/1021首/56名） 開封（4390首/58人）

四川眉山（蘇軾/2856首） 建安（58人/1628首/32名） 錢塘（4024首/81人）

河南開封（韓淲/2624首） 開封（58人/4390首/6名） 鄭州（3740首/3人）

亳州譙縣（張耒/2268首） 平陽（50人/95首/319名） 歙州歙縣（3480首/32人）

江西分寧（黃庭堅/2204首） 邵武（49人/2086首/22名） 鄞縣（3204首/1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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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以詩人之籍貫地做為文人分佈地或文學作品盛衰
的判斷依據，或是將作品數量繫在作者籍貫作為統計基
點，據以判斷文學分佈或盛衰，其客觀性都不足，而必
須深入分析每一位詩人在每一個地點所產生的作品數量
統計分析，才能得出精確的數據。

從本研究可知，以蘇軾詩詞作品的時空標記，分析
統計其寫作地點、作品數量，可以更精確的看出文學與
地理環境的關係，能解決歷來文學地理學研究的諸多問
題，如能再從文學作品內容的解讀與分析進行研究，勢
必可以看出文人寫作之心境，文學作品之內涵與地理環
境之間的關係為何，但是這需要更多的研究作為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