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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項脊軒志  歸有光 

一、生平傳略 

歸有光為明代古文大家，他和王慎中、唐順之有「嘉靖三大家」之稱。就創作成就論，歸有光的散

文代表著明代的顛峰，黃宗羲作《明文案序》說：「議者以震川為明文第一，似矣。」姚鼐編《古文

辭類纂》，元、明兩朝只收了歸有光一個人，文章共收三十二篇之多。清代雖然有不少文人對他推崇

備至，可是歸有光一生卻是考運多蹇，仕途坎坷。 

 

（一）百年望族，由盛而衰 

歸氏在崑山是百年望族，根據歸有光於家譜中所說：「吳中之歸，皆宗宣公。」表示明代當時居住在

吳中地區的歸氏族人都以歸崇敬（稱宣公）為共同始祖。而宣公本身任官至兵部尚書，並受封為餘姚

郡公，其子歸登也官至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諡曰憲，甚至蔽蔭至孫、曾孫及曾曾孫等也都任有

官職。 

歸氏家族在吳中的聲望於有光高祖歸璿旋達於鼎盛。歸璿為人磊落大方、豪邁直爽，雖然沒有出將

入相、位高權重的顯貴，但家中時常是高朋滿座，鄉里間流傳「縣官印，不如歸家信」的美稱。曾

祖父歸鳳，憲宗 成化年間中過舉人，官至城武（今山東省 成武縣）知縣。祖父歸紳，曾任山東參政。

祖母夏氏，是太常寺卿夏昶的孫女。夏昶為明代名臣，以書畫著名，明仁宗親定其書法為天下第一。

父親歸正，早年致力於讀書，卻屢困場屋而終身屈居布衣，為人忠厚，恬淡自適不與人爭。 

 

（二）先輩家風，影響行事 

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明武宗 正德元年（西元 1507 年），生於江蘇 崑山。據說有光誕生前夕，

院子裡有彩虹出現，光芒衝天，家人以為祥瑞，所以取名有光。 

歸有光親族不管是父族或母族或妻族，都有任過官職的長輩。歸有光在歸氏世譜中清楚羅列出氏族

世系，一方面是追本溯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藉著彰顯先輩的事功、善行以為表率，振興逐漸衰頹

的家業。對歸有光來說，這些豐功偉業、懿行聖德不僅是文字敘述，而是樹立起家族的模範，如清

廉儒雅、敢言直諫、耿介正直與剛毅不屈，種種良善的榜樣，都成為歸有光努力實現的目標。他以

先輩激勵自己，立志揚名天下，名垂後世，重振家聲，光宗耀祖。 

但歸氏百年望族到了歸有光這一代如土崩瓦解，江河日下。幸而歸氏純樸平易、有學養的家風，陶

鑄了歸有光踏實敦厚的人格。先祖輝煌的科試與仕宦經歷，及高度涵養與美譽聲望，讓歸有光心生

嚮往，儘管屢次科場失意，仍一心一意想扭轉衰勢、中興重整家族聲名。 

 

（三）科舉考試，屢試不第 

歸有光從小就聰明伶俐，五、六歲時就崇仰朱熹，而能讀其書。七歲和堂兄有嘉一同入學，很早就

能背誦孝經。但年少時就顯露出非凡文采的他，終其一生，卻經歷五次鄉試失敗、八次會試落第。 

明武宗 正德十四年（西元 1519 年）歸有光第一次應童子試，主考官崑山 梁遺石先生見其文章，連聲

讚嘆，認為將來必馳名天下。明世宗 嘉靖三年（西元 1524 年）補為學官弟子；嘉靖四年，以第一名

的成績補為蘇州府學生員，取得秀才的資格。然自此之後在科場一直坎坷不第。嘉靖四年秋，歸有

光赴南京應鄉試，名落孫山，回鄉後更加潛心向學，準備再試。但幸運之神並未眷顧歸有光，嘉靖

七年，第二次鄉試仍落第而歸，同年冬天與魏氏 

完婚。其後每三年鄉試，歸有光皆不放棄，但結果都不盡如人意，直至嘉靖十九年（西元 1540 年），

終於考中南京鄉試第二名。但嘉靖二十年春參加會試，又是落第南還。因為大半輩子都在參加科舉

考試，對於科舉考試的弊端體會深刻，故在《震川先生文集》中，多次可見他對科舉的批判。然他

深知這是無力改變的事實，所以即使無奈、灰心，三年一度的會試仍堅持每次參加，從未間斷。 

終於在嘉靖四十四年（西元 1565 年）成為貢士，並於同年參加殿試。依慣例，殿試文章是由翰林院推

薦，這次會試，余文敏與諸學士都擬將歸有光取為第一，並送至主考官高文襄之手，而拆開後，果

真是歸有光的文章。以歸有光的才氣和會試第一的推薦，殿試錄取第一應無問題，但當事者令校尉

故意將考卷弄亂，使歸有光落在第三甲。黃榜一掛出，人們既為他長年努力終於有結果而感到慶幸，

但又為其未登狀元而不免失望。 

 

（四）長興知縣，掌管馬政 

因為歸有光是三甲進士，不能授館職，只能外派。嘉靖四十四年八月歸有光接到派任長興知縣的命

令，而真正至長興就職時，已是嘉靖四十五年。 

長興地處浙江偏遠之境，當時民風強悍，多盜匪、多興訟，實為極難管轄之地。「長興縣，地介湖山，

盜賊公行，民間雞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劫掠，告訴之風，浙省號為第一。」（震川別

集）有光治理此是非之地，勤政愛民，審理訟獄，使老吏束手，杜絕其姦利；並除惡安良，禁止大戶

魚肉小民。 

在長興兩年，歸有光憑著愛心撫恤百姓，大公無私地審理案件，解放獄中無罪受冤者，而擾民的政

令，也多擱置不辦。隆冬之月，大雪紛飛之際，囚犯缺少寒衣，還囑咐其妻費氏親自縫製棉衣給他

們。對於豪民惡霸也不縱容，如當時縣中有盜賊長期為亂，不能擒治，歸有光便擇軍中驍勇強健者

召至堂中，與其飲食交談建立情感，因此兵卒往往願意為其效力，盜賊不久也被擒獲。然歸有光不

畏強權、一切秉公處理的態度，卻得罪了一些豪門大戶與官吏，這些人為了私利聯合起來造謠中傷

歸有光，歸有光自認問心無愧也不加申辯。然而寡不敵眾，歸有光在明穆宗 隆慶二年（西元 1568

年）六十二歲時接到調令，遷順德府通判，專管馬政，也就是專管馬的畜養、繁殖等事務。有明一

代，進士為縣令而被遷為通判者，僅有光一人而已。這官職名義上是升遷，實際上是降職，通判是

管理馬政的官員，但馬政之職除了同太僕寺有公文來往，別無他事。歸有光文名滿天下，懷抱滿腔

理想抱負，在長興為民奉獻心力卻被誣陷，心中的委屈鬱悶實在難消弭，便上疏請求辭官。他一連

寫了〈乞致仕疏〉、〈乞改調疏〉、〈乞休申文〉、〈又乞休文〉等文都未得到批准，只好無奈赴任。但

以儒為本的他，依然盡忠職守，堅守崗位，對馬政作深入的研究，由所作〈馬政議〉、〈順德府通判

廟記〉等文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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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妻逝子亡，歷盡人事滄桑 

歸有光不僅於科場上、仕宦中飽經摧折，他在家庭中從八歲喪母到 23 歲娶妻，28 歲元配魏氏過世，

30 歲失去女兒如蘭，34 歲再亡女兒，43 歲長子子孝（字 孫）夭亡，46 歲繼配王孺人病卒，可謂

歷盡人世難堪之境。 

魏氏、王孺人都是賢德聰明的女性，不但家世顯赫，孝順公婆，勤勞能幹，更體恤丈夫在家操持一

切，難得的是她們對於一再科舉不第的歸有光，毫無怨尤，還以崇景的心情待之。魏氏常陪伴讀書

問古事，王氏也「欲學毛詩，從問大義」，可以說是琴瑟和諧。歸有光對兩個妻子思念不已，在〈請

敕命事略〉中歸有光直言不諱地說：「生平與世無所得意，獨有兩妻（指魏氏、王氏）之賢。」是以親

人的逝去與仕途的不順對歸有光身心的折磨可謂到達極點。 

〈亡兒 孫壙志〉中可見仕途不順長期挫敗的歸有光，對兒子寄託了透過科舉光耀門楣的期望：「時

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為

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慰也。」及「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死矣。

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因

此傷心至極並為他蓋「思子亭」。 

 

（六）為官五年，壯志未酬 

明穆宗 隆慶四年，歸有光六十四歲時經內閣大學士高拱及趙貞吉的推薦，升任南京太僕寺丞，結束

馬政生涯。後進入北京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錄》，這對歸有光來說，不但能藉機遍覽群書，增廣

見識，也能一展史學長才。 

歸有光的五年官場生涯逆多順少。近人范文芳在《歸有光文評析》中認為，歸有光仕途失意，一方

面是時代因素，所歷明朝 武宗、世宗、穆宗三朝，是內憂外患交互傾軋的紛亂之世。武宗時劉瑾專

權，皇帝沉迷聲色，世宗時嚴嵩把持朝政，皇帝終日嬉戲，穆宗時諸侯、宦官、文臣武將、地主豪

紳巧取豪奪，歸有光傾心政治的原因，正是基於儒生對維護社會安定的一種責任感。另一原因在於

個性：「篤信聖賢，耿直仁愛」，以致遭小人殘害無法伸志。 

 

（七）歸葬崑山，後人以書院紀念 

歸有光不幸於隆慶五年（西元 1571 年）與世長辭。年六十五歲，歸葬於崑山。 

為紀念歸有光，清 道光八年（西元 1828 年），江蘇巡撫陶澍奏請道光皇帝批准，動用菩提寺東邊空地，

建造「震川書院」，現為安亭中學（位於上海市 嘉定區 安亭鎮）。 

 

二、作者軼聞掌故 

（一）作者命名由來 

有光之母周氏十六歲嫁入歸家，十七歲生女，十八歲生有光，據聞懷胎時，「家數見徵瑞，有虹起於

庭，其光屬天」，故其誕生後，乃取名有光。 

 

（二）號「震川」的由來 

歸有光不喜歡稱呼他人的號，也不喜歡別人以號稱他。有光生於江蘇，江蘇有個有名的太湖，太湖

又名五湖，尚書中稱為震澤，所以朋友們取其號為震川。中進士後，有一同年進士何啟圖，亦號震

川，才高好學，頗為歸有光仰慕。從前司馬相如慕藺相如的為人，因此改名相如，而歸有光自覺有

幸與何啟圖同號，因遂自稱震川，以表對啟圖的嚮慕之意。他自稱震川，就是從此時開始的。 

【原典】 

  余性不喜稱道人號，尤不喜人以號加己，往往相字（以字相稱呼）以為尊敬。一日，諸公會聚

里中，以為獨無號稱不可，因謂之曰震川。余生大江東南，東南之藪唯太湖，太湖亦名五湖，尚書

謂之震澤，故謂為震川云。其後人傳相呼久之，便以為余所自號，其實謾應之，不欲受也。今年居

京師，識同年進士信陽 何啟圖，亦號震川，不知啟圖何取爾。啟圖，大復先生（何景明，前七子的

領袖之一）之孫，汴省發解（河南省推荐）第一人，高才好學，與之居，恂恂然（信實的樣子），蓋

余所忻（同「欣」）慕焉。昔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改名相如，余何幸與啟圖同號，因遂自稱之。

蓋余之自稱震川者，自此始也，因書以貽啟圖，發余慕尚之意云。（震川先生文集） 

 

（三）花甲之年中三甲 

歸有光的一生，除了定期出外參加科舉考試外，很少離開家鄉。從嘉靖四年到嘉靖四十四年，四十

年的歲月裡，共參加六次鄉試，進京會試卻落第八次。他的卷子，有一次被考官大筆批了一個「粗」

字，輕薄的青年們輾轉傳說，作為開玩笑的材料。直到嘉靖四十四年，才以六十高齡中進士，名次

在三甲。 

 

（四）王世貞晚年肯定歸有光 

王世貞在李夢陽和李攀龍之後主盟文壇，聲譽顯赫，四海流傳。歸有光對此不以為然，在為人作的

序文中，力排世俗的風氣，認為俗人往往把一、二個狂妄平庸的人擁為文壇巨人。王世貞知後就對

歸有光說：「我是有點狂妄，但無論如何說不上是平庸啊！」歸有光回答說：「正因為狂妄，所以才

平庸，沒有狂妄而不平庸的人。」王世貞到了晚年，才意識到自己確實不及歸有光，而在歸有光的

畫像上題了「千年才出了你這樣的人才，來繼承韓愈、歐陽脩的古文傳統，我哪裡是走另一條路？

只是自傷長久以來沒有什麼成就啊！」的讚語。 

【原典】（錢謙益 列朝詩集小傳） 

  當是時，王弇州踵二李之後，主盟文壇，聲華烜赫，奔走四海。熙甫獨抱遺經於荒江虛市之間，

樹牙頰相搘（支撐）柱，不少下。嘗為人文序，詆排俗學，以為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弇州聞

之，曰：「妄則有之，庸則未敢聞命。」熙甫曰：「惟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弇州晚歲贊

熙甫畫像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識者謂先生之文，至是始論定，而

弇州之遲暮自悔，為不可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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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徐渭嘆賞歸有光文 

嘉靖末年，狀元諸大綬在翰林院供職時，曾設宴招待同鄉人徐渭（字文長），可是徐渭入夜後，許久

才來。諸大綬問他為何遲到，徐渭解釋說：「我在一士人家避雨，看到他家裡的牆上，掛了軸歸有光

的文章，此人可稱今日之歐陽脩。我反覆誦讀，難以捨去，所以來遲了。」諸大綬見徐渭如此推崇，

忙命人去士人家取來歸有光的文章，與徐渭一起在燈下誦讀。兩人邊讀邊讚賞，一直讀到天明。 

【原典】 

  嘉靖末，山陰 諸狀元大綬官翰學，置酒招鄉人徐渭 文長。入夜，良久乃至。學士問曰：「何遲

也？」文長曰：「頃避雨士人家，見壁間懸歸有光文，今之歐陽子也。迴翔雒（通「絡」，反覆）誦，

不能捨去，是以遲耳！」學士命隸卷其軸以來，張燈快讀，相對嘆賞，至於達旦。（震川先生文集） 

 

（六）五色筆圈點「史記」 

歸有光自言「性獨好史記」，以五色筆圈點他人之文若如臨小畫，太史公之文就有如畫長江萬里圖，

他曾多次表示對《史記》的景仰之情，說自己「少好讀司馬子長書」（陶庵記）；甚至聲稱「自以為得

龍門（代指司馬遷）家法，可與知者道也」（與王子敬）。而太史公寫史記時，擅長從一個小的具體故事，

把握人的個性；及掌握具體的關鍵性材料，以顯露人物精神面貌的特性。震川善用細節瑣語狀人寫

情，這明顯是受到史記的影響。 

黃宗羲就說過「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在形式上，震川也有意模擬史記中

「太史公曰」的形式，在為人物寫傳記時，於文章之末，往往以「贊曰」、「歸子曰」、「有光曰」或

「項脊生曰」的形式來發表議論。 

 

（七）掌管馬政，生活清苦 

西元 1568 年，歸有光任順德府通判時，情況是很淒涼的。根據他給友人的信中說，他的書桌是用大

風刮倒的柳樹做的，而書齋則是由蘆葦編起來，再糊上泥。俸錢只能糊口，不能養活隨行的家人，

還好他赴任前借了些錢，購得大米三十餘石，夠吃半年。馬政是個閒職，只管順德府所轄各縣送來

的有關馬匹、折錢的表冊，歸有光自嘲稱自己為「吏隱」。趁著閒暇，他開始考察馬政的沿革與得失，

撰寫《馬政志》。 

 

三、文學成就 

明代中期的文壇瀰漫著擬古復古的風氣，當時不隨波逐流而能自寫面貌的散文作家，以歸有光的表

現最為突出。歸有光在科場與宦海中不甚得意，但也因此畢生的精力才得以投注在文學創作上面，

成為明代的散文大家。 

他反對只重形式，強調文章要有真實的內容；反對模擬剽竊，強調文章要有獨創的精神；反對詰屈

艱澀，強調文章要自然流暢，因而能運用清新平淡的語言，營造出濃郁深刻的思念之情，表現出親

切自然的居家氛圍，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獨樹一幟的風格。 

歸有光的古文、俞仲蔚的詩歌、張子賓的制藝（俗稱八股文），當時並稱於世，三人又同為江蘇 崑山

人，因此被譽為「崑山三絕」。 

 

（一）倡變文風 

由於歸有光在創作上的卓越成就，他在明代反對擬古的文學陣營中，成為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明代

中期，文壇出現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他們主張「文必秦 漢，詩必盛唐」，認為要寫好文章，必

須由模擬秦 漢人的作品入手，創作詩歌則應效法盛唐的詩人。他們對掃除明初臺閣體的風氣，具有

正面積極的貢獻，然而往往矯枉過正，句擬字摹，淪為形式之擬古，末流更造成盲目尊古，模擬剽

竊的歪風。王慎中、茅坤、唐順之等人起而反對，提倡唐 宋古文，被稱為「唐宋派」，歸有光為其

領袖。 

（臺閣體：明代初年，多粉飾太平的「頌聖」文字，以及歌功頌德、雍容典麗的應酬詩文，常流於呆板空廓，

缺乏剛健清新之氣。代表人物有楊士奇、楊溥、楊榮，皆為臺閣重臣，位至宰相。） 

 

時王世貞為文壇宗師，聲勢烜赫，歸有光貶斥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

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項思堯文集序）在詩論上，他也批判今世士

人學子：「今世乃惟追章琢句，模擬剽竊，淫哇浮豔之為工，而不知其所為。」這些人窮其一生均蒙

蔽在這種錯誤的寫作態度當中；反之，他認為那種「率口而言，多民俗歌謠，憫時憂世之語，蓋大

雅君子之所不廢者」（沈次谷先生詩序）。 

 

他的基本觀點是：反對摹秦擬漢的復古文風，也反對雕章琢句的寫作方式，認為文章的可貴不在表

面的詞句，而在所表現的真實內容、所傳達的深刻意義。以《史記》為代表的秦 漢文章雖好，但唐 

宋間名文未嘗不佳，他主張「變秦 漢為歐 曾」，屬文時應「出於意之所誠……非特求繪藻之工為文

章。然觀美矜炫於世而已」（答俞質甫書）。王世貞在〈歸太僕贊序〉中說：「先生於古文辭……不事

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清代 崑山縣令董正位在《歸有光集序二》說：「古來文章家代不乏人，要必以卓然絕出，能轉移風

氣為上。……明三百年，文章之派不一。嘉靖中，有唐荊川（順之）、王遵岩（慎中）、歸震川三先生，

起而振之，而論者又必以震川為最，豈非以其學之深，力之大歟？余自少知誦法震川先生之制舉業，

長而得讀其古文辭，信乎卓然絕出，能轉移風氣者也。」對於歸有光致力於轉移當時模擬剽竊的文

風，矯正文壇的流弊，給予相當中肯的評價。 

 

（二）散文的藝術特色 

歸有光著述豐富，據《歸震川年譜》所列，有《易經淵旨》、《尚書別解》、《讀史纂言》、《文章指南》、

《諸子匯函》、《三吳水利錄》、《道德南華經評注》、《震川先生文集》等，可謂著作等身。散文創作

是他的主要成就，由錢謙益和歸有光的曾孫歸莊編次、選定的《震川先生文集》，收入文章六百零五

篇，將其散文分為六類文體：經解、序論議說、贈序和壽序、記、墓誌銘行狀、銘頌祭文等，另有

尺牘二卷、詩一卷，共成四十卷。其中最能反映歸有光散文藝術特點的是他的記和傳記類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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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有光反對擬古，多從形式著眼，作品以散文為主，其中有些作品表現了對當時政治的不滿，有些

作品表現出對人民的同情。在若干記敘、抒情散文中，能做到「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

於言語之外」（王錫爵 明太僕寺寺丞歸公墓誌銘）。其藝術特色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1.注重細節，刻繪生動。 

 如〈思子亭記〉，由居住情境緩緩帶入孩子們嬉戲情景，在此「樂」的收束之筆後，立即轉入「去

而不返」、「足跡亦隨屐而沒」的暗示，在淡筆中寄予濃郁不捨之深情。 

2.篇幅短小，言簡意賅。 

 如〈項脊軒志〉、〈先妣事略〉、〈思子亭記〉、〈女二二壙志〉等，均未超過千字。〈寒花葬志〉為悼

念夭殤小婢而作，全文約一百一十二字，以兩個細節勾勒婢女形象，寫出庭闈人情，極為凝煉。  

3.結構精巧，波折多變。 

 如〈寶界山居記〉由太湖風景寫到寶界山居，又對比唐代 王維之輞川別墅，並對王維發了議論。

菊窗記從洪氏之居的地勢、風景寫到古人仲長統與陶淵明，夾敘夾議，跌宕多姿。清人方苞說他這

些篇章「不俟修飾而情辭並得，使覽者惻然有隱」（書歸震川文集後）。 

 

（三）文學地位的奠定 

明末清初的錢謙益對歸有光散文地位的確立，起了重大的作用。他與歸莊重新編定了《震川先生文

集》，糾正了舊刻的訛誤。他在序文中高度肯定了歸有光的散文成就：「少年應舉，筆放墨飽，一洗

熟爛；人驚其頡頏眉山，不知其汪洋跌宕，得之莊周者為多。壯而其學大成，每為文章，一以古人

為繩尺。」歸莊對其曾祖著作的行世作了艱鉅的努力，功不可沒。歸莊自己能詩善文，富有民族氣

節，是一位抗清鬥士。《震川先生文集》編定以後，卻無力付梓。歸莊老而無子，他怕自己死後此書

無人可託，每日「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寬者」，在他的多方奔走下，遠近士大夫集資助刻，但他未見

到全書刻成便去世了。 

清代 桐城派的代表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對歸有光都十分推崇。清末兩位著名的翻譯家林紓

和嚴復也受歸有光很大的影響，直到今天，歸有光散文的優秀篇章仍可作為我們的欣賞對象。 

歸有光所處的明代是思想上風起雲湧的時代，他順應時代前進的潮流，在思想感情、內容題材、體

制形態、語言風格、創作手法等方面對傳統古文進行了改革，深刻地影響了晚明散文的風貌。 

 

四、關於「軒」 

「軒」，原為古代專供大夫以上官員乘坐的車子，由《說文》：「軒，曲輈藩車也。」段注：「曲輈而

有藩蔽之車也。」鍇注：「軒，大夫以上乘車也。」可知。顯然此種車子在當時應屬高級配備：左右

有窗，前後有席子遮蔽。後人則將「軒」引申為長廊或小室之有窗者，《文選》張協七命：「承倒景

而開軒。」善注：「長廊之窗也。」又謝瞻〈答謝靈運詩〉：「開軒滅華燭。」善注：「窗也。」古代

文人則常以之作為書房的名稱，如本文之項脊軒；《紅樓夢》中的絳雲軒等。近代亦有以之作為商號

名稱者，如掬水軒即是。 

 

七、明代散文簡介 

明代散文的演變，大致可分為五期： 

第一期：從開國初年到永樂初年。經歷過元末社會的動亂，明太祖削平群雄，代元而有天下，散文

作品富現實性，代表作家有宋濂、劉基、方孝孺三大家，文章氣勢深閎，有開國氣象。 

第二期：從永樂初年到成化年間。這時期是太平盛世。領導文壇的作家有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

文章雍容和平，時人稱為「臺閣體」。 

第三期：從弘治到正德年間。這時期，太平景象已消失。初時，李東陽領導之茶陵派，雖意在洗滌

「臺閣體」冗沓粉飾的風氣，然而自身以創作詩歌為主，且有師古的傾向，作品未能開創新局面。

接著，出現了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領袖的「前七子」，提倡復古，但由於過分強調復古，文學的創造

性顯得不足。 

第四期：從嘉靖初年到萬曆年間。此時期，以李攀龍、王世貞為領袖的「後七子」發揚「前七子」

主張，附和者多。王慎中、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等唐宋派繼起，矯正前後七子仿古之弊，中興明

代古文。 

第五期：從萬曆年間直到明末。最初，有公安派 袁宏道等人，掃清復古傾向的散文習氣；其後有鍾

惺、譚元春領導的竟陵派，支持公安派的文學改革運動，但仍脫不了形式主義的桎梏。由於這兩派

的提倡，產生了一種清新流麗的小品文，明末張岱算是這一時期最成功的作家。萬曆以後，外侮日

深，終至亡國，慷慨激昂之作頗多，如史可法的復多爾袞書，抒述誓不降清之民族大義，實為照耀

千古之作。 

 

三、寫作背景 

歸有光於嘉靖二年（西元 1523 年），十八歲時寫了項脊軒志的正文，大約三十五歲時，又補寫了最後

兩段文字，故文章前四段僅悼念母親、祖母，而未言及其妻；後之補記寫喪妻之悲涼。歸有光八歲

喪母，兩度亡妻，長子十六歲病故，女兒幼年夭折，加上科舉仕途多蹇，這些人事變故使多感的他

在寫抒情文時，特別哀婉感人。 

從題目上看，它是篇臺閣記，但一反臺閣記以記敘臺閣的建造修葺過程、興衰的歷史、抒發作者感

慨為主的傳統寫法，而重在記人記事，把強烈的感情融匯在記敘之中，因此，它實際上是一篇人事

雜記。作者透過項脊軒記述早年在其中讀書的經歷，並回憶親人，表達情真意切的懷念。 

項脊軒是作者在崑山（今江蘇省 昆山市）時的書齋名，以此為名，有三層意義：一是因作者遠祖歸道

隆曾在江蘇 太倉市的項脊涇住過，有紀念遠祖之意；一是說它狹小，如人體頸項跟背脊相連之處。

同時，「項脊」二字，含有脊梁的意思，作者自號「項脊生」，也可理解為歸有光想要博取功名，光

宗耀祖，成為家族中樑柱的人生理想。 

全文雖以記述家中書軒為主幹，但主要仍以描寫親情來貫串家族變遷及人事興衰。嘉靖三年（1524），

歸有光初為此記時，年方十九，尚未成婚，故文章前四段至「人知之者，其謂與埳井之蛙何異？」

僅及於悼念母親、祖母，尚無一語道及其妻；然後加之補記，寫於本記完成後十餘年，當時歸有光

先後已歷經娶妻、喪妻，故夫妻家庭之和樂，與喪妻之悲涼，皆展現於短短的二段補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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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各段段旨 

第一段：描寫項脊軒修葺前後之的變化，與軒中生活的情趣。以「喜」貫串 

1.閤 

  Aㄍㄜˊ 

 a.邊門，大門旁的小門。古詩上山采蘼蕪：「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 

 b.通「閣」，樓房。唐白行簡李娃傳：「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 

 c.通「閣」，指女子的寢室。如：「閨閤」、「蘭房椒閤」。 

 d.宮室、宮殿。三國志 吳書˙魯肅傳：「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 

  B ㄏㄜˊ 

 a.v 通「闔」，閉。如：「為了趕工，他已三天三夜未曾閤眼。」 

 b.adj 通「闔」，全部、滿。如：「閤府清泰」、「閤第光臨」。 

 

2.方丈 

a.ㄈㄤ ㄓㄤˋ，長寬各一丈的面積。孟子˙盡心下：「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 

b.ㄈㄤ ˙ㄓㄤ， 

○1 僧寺的住持。儒林外史：「貧僧當年住在南京太平府蕪湖縣甘露菴裡的，後在京師報國寺做方

丈。」 

○2 維摩詰所說經說，維摩詰居士居住的臥室一丈見方，但容量無限，禪宗取其意，以方丈名住 

  持所居之室。西遊記：「你真個要尋父母，可隨我到方丈裡來。」 

3.漉（音ㄌㄨˋ） 

a.過濾。曹植 七步詩：「煮豆持作羹（一作「煮豆燃豆萁」），漉菽以為汁。」 

b.滲透。歸有光 項脊軒志：「百年老屋，塵泥滲漉」（「滲漉」是同義複詞） 

 

4.以「當」南日：另一解作「承受」、「承當」。 

5.洞然：豁然明亮貌 

 a.洞若觀火：喻觀察事物十分透徹。 明沈柔千金記謁相：「老丞相明炳機先，洞若觀火，已曾熟料。」 

 b.洞燭機先：能清楚預見事情之先兆。 

6.又植蘭、桂、竹、木：蘭桂都是香草，屈原以來，就是美德的象徵。 

  如離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竹子更是象徵氣節。 

（畹：ㄨㄢˇ，量詞。舊時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 

此處作者當為實指，而蘭桂竹木高潔的意象，又符合作者高逸的志趣。 

7.欄楯 

  a.欄，本意為欄杆，亦作「闌干」。杜牧阿房宮賦：「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李白清平調：「沉香亭北倚闌干。」 

  b.盾有防衛義，故橫的欄杆為「楯」，直的為「欄」。 

8.「借」書滿架：「借」同「積」。正韻：「借，資昔切，音積，義同。」 

另一解亦可直作「借」書、「借來」之書。 

9.萬籟有聲 

一般形容安靜，多謂「萬籟無聲」，此處謂「萬籟有聲」，更寫出了作者端坐室中，心靈空寂，乃

傾聽得萬物充滿生機的種種音響。 

10.珊珊：  

  a.佩玉相擊聲。唐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詩：「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b.露珠明潔的樣子。唐韋莊白櫻桃詩：「只應漢武金盤上，瀉得珊珊百露珠。」 

宋張孝祥鷓鴣天：「情脈脈，淚珊珊。梅花音信隔關山。」 

  c.形容女子緩步慢移的姿態。 

    聊齋志異連瑣：「一更向盡，有女子珊珊自草中出，手扶小樹，低首哀吟。」 

d.形容高雅飄逸的樣子。清˙袁枚˙隨園詩話˙：「珊珊仙骨誰能近，字與林家恐未真。」 

e.釣竿下垂貌。魏文帝釣竿行：「釣竿何珊珊，尾魚何簁簁（音ㄒㄧˇ，魚尾擊水聲）。」 

f.搖曳多姿貌。項脊軒志：「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11.姍姍 

  a. 形容女子走路緩慢從容的姿態。如，姍姍來遲，典出漢書外戚傳上孝武李夫人傳：  

   「武帝李夫人既死，使方士召其魂，恍若有見。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 

    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後也用以形容人不依時赴會，害人苦等。或作「珊珊來遲」。 

  b. 形容氣度高雅，飄逸灑脫。兒女英雄傳：「那老者生得童顏鶴髮，仙骨姍姍。」 

 

第二段：用「悲」貫串家道中衰的感傷及對母親之懷念。。 

「然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為承上啟下語。「多可喜」者為上一段書軒之種種可愛。 

「多可悲」者有三：一、為伯叔父分家後，親族之疏遠淡漠。二、為追憶亡母生前二三事，孺慕之情，不言而

喻。三、為追念祖母對自己的關懷和期許。 

12. 客踰庖而宴 

(1)庖丁解牛：譬喻技術神奇巧妙。語見莊子養生主。 

 (2)越俎代庖：超越自己本分，替他人工作。 

語出莊子逍遙遊：「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或作「尸祝代庖」。 

13.先妣：去世的母親，指歸有光的母親周孺人。依歸有光先妣事略，作者之母名為周桂，  

       十六歲嫁至歸家，二十六歲即卒，時有光才八歲。（如喪考妣：形容人非常悲痛。） 

  a.禮記曲禮下：「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 

  b.孺人：古代官吏的母親或妻子的封號。孺，音ㄖㄨˊ，屬也，表示其為親屬。 

        禮記曲禮下：「天下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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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呱呱：ㄨㄚ ㄨㄚ狀聲詞： 

  a.形容嬰孩的啼哭聲。如：「呱呱墜地」。 

   清張爾歧辨志：「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蠕蠕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 

  b.形容叫喊聲。元˙楊訥˙西游記：「他那裡呱呱叫吼，我這裡急急抽頭。」 

＊頂呱呱：ㄉ一ㄥˇ ㄍㄨㄚ ㄍㄨㄚ，最好的、極佳的。如：「他的鋼琴彈得頂呱呱。」 

 

第三段：描寫祖母期待作者能功成名就。 

15.束髮：古代成童結髮為飾，因將「束髮」為成童之稱。大戴禮記保傅云：「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

焉，履大節焉。」此即古代男子成童時，將頭髮梳到頭頂成為髻，稱之，通常指十五歲左

右，亦稱「志學之年」。 

（結髮：a.元配夫妻，「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b.少年束髮，「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 

＊及笄：古時女子十五歲就算成年。禮記內則云：「女，十有五而及笄。」將頭髮梳成像大人的 

樣子，插上髮簪，故女子十五歲稱「及笄」或「笄年」，表示已經成人，可以擇偶婚配。 

＊弱冠：男子則到二十歲時始行「加冠禮」，冠禮之後即為「成人」，但因體猶未壯，社會經驗不足，故又稱「弱

冠」。 

 

16.大母：祖母。墨子˙節葬下：「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 

17.笏：又稱朝笏或手板，古代帝王朝會時，文武大臣雙手所執的狹長板子，用來記錄君王的命令或

旨意，也可書寫向君王稟報上奏的內容，以備忘卻。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璆（ㄑ一ㄡˊ）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竹片下部鑲象牙）

可也。」由於地位的不同，所持笏的材質也不相同。 

早期的笏板短平而厚，後世變薄而長且略彎曲。文天祥正氣歌：「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寫唐

代忠臣段秀實不滿藩鎮朱泚的跋扈，當朝以象笏擊破朱泚頭顱，使朱泚頭破血流的故事。 

最早時，無論貴賤都可以執笏板，不用時插在腰間，有事時則書之。因此笏板頭上帶筆，用紫皮包

裹。各朝代對笏的使用各有不同的規定，宋代規定大臣中衣緋袍者才能持象笏，衣綠袍者執槐木笏；

明代規定五品以上者執象笏，五品以下不執笏；清朝則對笏板廢除而不用。明五品以上執象笏，以

下不執笏，足見祖母的期許厚望，肯定歸有光一定可以當上五品以上的官。 

18.禁： 

A.ㄐ一ㄣ，承擔、受得住。如：「弱不禁風」、「禁不起風吹日晒」。 

B.ㄐ一ㄣˋ， 

  a.制止。如：「禁菸」、「嚴禁煙火」、「禁倒垃圾」。 

  b.拘押。如：「拘禁」、「囚禁」。 

    遼史逆臣傳耶律重元傳：「先是契丹人犯法，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 

  c.避諱、忌諱的事。如：「入國問禁」、「時禁」。 

    漢˙王充˙論衡˙譏日：「衰世好信禁，不肖君好求福。」 

  d.法律、習俗所不允許的行為。如：「酒禁」、「宵禁」。 

    三國志 魏書˙高柔傳：「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 

  e.古時稱天子居住的地方。如：「宮禁」、「紫禁」 

 

第四段：敘寫自己閉門苦讀的情景及項脊軒四次遭火而沒被焚燬。 

以「扃牖而居」、「能以足音辨人」數語補足作者於書中苦讀之狀。 

19.扃，音ㄐㄩㄥ 

a.本義是門窗、箱櫃上的插栓。白居易遊悟真寺：「門戶無扃關。」「扃關」，即是門栓。 

b.引申為關閉。 

歸有光項脊軒志：「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扃牖」，就是關閉窗戶。 

20.牖，音ㄧㄡ
ˇ

 

a.本義是窗。論語雍也：「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b.甕牖繩樞：是以酒甕做為窗戶，以繩子做為門樞，形容貧窮。 

賈誼過秦論：「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 

 

第五段：以蜀清、孔明自喻，表明志在用世。 

仿史記「太史公曰」之筆法自抒心志。以蜀清、諸葛亮兩位歷史人物自況，表現其欲名揚於世之大志。 

21.蜀清守丹穴：丹穴，山中出產丹砂之礦穴，丹砂即硃砂。 

語見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ㄗˇ）。清，寡婦也，能

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 

（巴蜀有一個寡婦名叫清，她的先人得到丹砂礦，專營丹砂之利有好幾世，家財多得不可貲量。而巴寡婦清能

守住家業，用財自衛，不讓外人侵犯她家。秦始皇認為她很貞烈，而以賓客之禮待之，並為她築了女懷清臺。）  

歸有光在文中自比蜀清，因蜀清能守住先輩的家業，作者也有志繼承祖先的志業，而蜀清昧昧於蜀中一隅，作

者則「區區處敗屋中」，故歸有光以之自比，貼切而蘊含深意。 

 

22.昧                      辨析：「一味地」不可寫成「一昧地」。 

  a.原義為昏暗。楚辭離騷：「路幽昧以險隘。」「昧昧」疊字，指昏暗。 

  歸有光項脊軒志：「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 

  b.引申為不明事理。方苞左忠毅公逸事：「汝復輕身而昧大義。」 

  c.愚昧、無知、昏亂。莊子大宗師：「昧者不知也。」 

  d.隱藏。如：拾金不昧。 

  e.冒昧、輕率。如：昧死（猶冒死，冒昧而犯死罪的意思。古時臣子上書多用此語，表示對君主的敬畏）。 

23.區區 

a.微小。左傳˙襄公十七年：「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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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稱的謙詞。文選˙李陵˙答蘇武書：「區區之心，切慕此耳。」 

文選˙李密˙陳情表：「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 

c.志得意滿的樣子。 

商君書˙修權：「今亂世之君臣，區區然皆擅一國之利，而管一官之重，以便其私。」 

d.忠誠、愛戀。文選˙古詩十九首˙孟冬寒氣至：「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e.憨愚，死心眼。樂府詩集˙焦仲卿妻：「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 

隋書來護兒傳：「會為國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久事隴畝！」 

f.辛苦﹑殷勤。董西廂：「區區四海遊學，一年多半，身在天涯。」 

g.胸襟不開朗。董西廂：「莫區區，好天良夜且追遊。」 

 

24.埳井之蛙  

語見莊子秋水：你沒有聽說過那淺井中的青蛙嗎？牠對東海中的鱉說：『我真快樂啊！我出來就在井欄上面跳

來跳去，進去就在井壁的磚縫裡休息。跳入水中，水就托著我的雙脅和下巴，蹲在泥裡，泥土就淹了我的腳背；

看看孑孓、蝌蚪，都不如我啊！況且我獨占一坑之水，獨享一井之樂趣，這也快活到極點了，你何不進來看一

看呢？』東海裡的鱉左腳還沒進去，右膝已經絆住了。於是遲疑著退了回去，對井蛙講起了大海：『千里之遙

遠，也形容不了它的廣大；千仞之高度，也形容不了它的深度。夏禹時十年九次水災，而海水並未增加多少；

商湯時八年七次乾旱，而海水並未減少多少。生活在如此無邊無際的大海裡，才是最快樂的啊！』聽到這些，

淺井的青蛙驚恐羞愧，茫然若有所失。 

 

第六段：為補記。敘亡妻遺事，並悼傷逝之情。 

25歸 

A、ㄍㄨㄟ 

a.女子出嫁稱為「歸」。詩經周南桃夭：「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宋辛棄疾鵲橋仙松岡避暑詞：「東家娶婦，西家歸女。」 

b.返回。如：歸國、歸家。 

c.還給。如：完璧歸趙、物歸原主。 

d.依附、趨向。如：眾望所歸、殊途同歸。史記陳丞相世家：「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 

e.屬於、由。如：「這事不歸我管。」 

f.聚、合併。如：「歸併」、「總歸一句話」、「把這類書歸在一起。」 

g.置於兩個相同詞的中間，表示語義的歸類。如：「橋歸橋，路歸路，不可把兩件事混為一談。」 

B、ㄎㄨㄟˋ 

a.贈送。通「饋」。論語陽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 

b.羞慚。通「愧」。戰國策秦策一：「面目犁黑，狀有歸色。」 

 

第七段：睹物思人，感慨無限。 

歸有光曾娶妻三人，先後為魏孺人、王孺人與費孺人，前二人皆因病早逝。此處文中所指之妻當為

魏孺人，嫁入歸家六年而卒。魏氏非常賞識有光，是其知音，「嘗謂有光曰：吾日觀君，殆非今世人，

丈夫當自立，何憂目前貧困乎？」（請敕命事略）所以有光對她懷念也最深，文中屢次提及她生活的點

滴（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 

26.蓋 

A、音ㄍㄞ
ˋ

 

  a.本義指蓋屋的茅苫（ㄕㄢ），泛指用白茅等編成的覆蓋物。 

  b.掩蓋、掩飾。如：欲蓋彌彰（想要掩飾過失，反而更加顯著）、蓋棺論定。 

  c.超過。如：蓋世英才。史記項羽本紀：「力拔山兮氣蓋世。」 

  d.雨傘。蘇軾教戰守策：「雨則御蓋。」歸有光項脊軒志：「亭亭如蓋。」 

  e.車蓋、車蓬。如：冠蓋相望（指官員絡繹不絕於途）。 

B、音ㄏㄜ
ˊ

，通「盍」。 

  a.何不。禮記檀弓：「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b.何也。莊子養生主：「奇哉！技蓋至乎此？」 

25.枇杷樹成長速度極慢，道枇杷樹長得高大，應有幾種作用： 

 (1)表示時日已久。 

 (2)睹物思人，寫出樹在人亡的悲痛，「木猶如此，人何以堪」。 

 (3)自己對亡妻的思念並不隨時間流逝而淡化，就像樹一樣，仍持續竄長著，枝繁葉茂，永不休歇。 

 

27.亭亭 

a.高聳直立的樣子。何劭遊仙詩：「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後形容女子苗條，姿態秀美。唐

˙獨孤及˙和贈遠詩：「美人挾瑟對芳樹，玉顏亭亭與花雙。」 

b.遠貌。曹丕雜詩：「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 

c.高潔貌。後漢書蔡邕傳：「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 

 

九、修辭精華 

(一)轉品：1.嫗，先大母之婢也，乳二世。（乳，哺乳。由名詞轉品作動詞用） 

         2.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扃，由名詞轉品作動詞用） 

      3.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手，親自。由名詞轉品作副詞用） 

(二)譬喻：1.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 

      2.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三)頂針： 

1.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2.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 

(四)倒裝：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使不上漏，即「使上不漏」的倒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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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疊：1.珊珊可愛。           2.呱呱而泣。      3.區區處敗屋中。 

      4.方二人昧昧於一隅。    5.亭亭如蓋矣。    6.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 

 

十、成語集錦 

1.三五之夜：指農曆十五日。即月圓之夜。 

2.揚眉瞬目：形容志得意滿貌，義近於「意氣昂揚」、「躊躇滿志」。 

3.埳井之蛙：比喻見識淺陋之人。即「井底之蛙」，有「管窺蠡測」、「目光如豆」意。 

同義詞：斗筲之人、尺澤之鯢、甕裡醯雞、藩籬之鴳、皮相之士、遼東之豕、穴見小儒、  

        穴處之徒、坐井觀天、牖中窺日、管中窺豹、以管窺天、以蠡測海、管窺蠡測） 

 

十一、問題與討論 

一、作者說：「然余居此，多可喜，亦多可悲。」請問可喜之事與可悲之事各指什麼？ 

答：(一)可喜之事：項脊軒經修葺後由「小」、「舊」、「破漏」和「陰暗」變為窗明几淨，是一個讀書

的好地方。 

(二)可悲之事：(1)叔伯分家，大家庭變得四分五裂；(2)母親早逝；(3)祖母過世，尚未看到自己

成就功名。 

二、作者以蜀 清和諸葛亮自比，其用意為何？作者和他們的遭遇有何相近之處？ 

答：(1)作者以蜀 清和諸葛亮自比，表達自己欲承繼家業、光耀門楣及經世濟民的雄心抱負。  

(2)因為蜀 清和諸葛亮在未顯達時，都像作者一樣「處敗屋中」（蜀 清在四川，諸葛亮在隆中），

不為世人所重視，作者期望有朝一日能像他們一樣飛黃騰達，表示渴望功名富貴的心情。 

三、本文雖以軒為名，實以記人敘事為主，作者如何描述家人間的互動關係，而流露出其細膩的情

感？ 

答：(1)項脊軒及周圍環境的變遷為經，以軒中發生的往事為緯：將二者交互編織，使得全文神氣凝

聚，脈絡清晰。如「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寥寥十三個字，寫了三件事情，

就把大家庭在分家後混亂不堪的場景，描摹得具體而生動。 

(2)藉對話重現場景：如作者寫祖母，只寫了祖母看望和勉勵孫兒的一個感人場面：「吾兒，久不

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臨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

兒之成，則可待乎！』」的關門動作，幾句喃喃自語，祖母對孫兒殷切期望的舉止神態躍然

紙上。 

(3)以事述情：與妻子互動，除藉「從余問古事」、「憑几學書」的實景具體呈現，重建了夫婦倆

的家庭生活，更透過妻子娘家小妹好奇提問加深此趣味。 

(4)借物興情：如「植枇杷樹」所象徵的時間與思念、妻子與歷歷往日情景，飽含感慨之意。 

 

十二 課外學習 

寒花（女婢名）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

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薺熟，婢削之盈甌。余自外入，取食之；婢持去，不與。

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為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

十年。吁！可悲也已！（選自震川先生文集） 

【注釋】1.葬志：墓誌。   

  2.魏孺人：歸有光的結髮妻子。    

  3.媵：音一ㄥˋ，陪嫁的婢女。 

  4.嘉靖丁酉：嘉靖十六年（西元 1537 年）。    

  5.虛丘：土山，指墓地。虛，同「墟」。 

  6.雙鬟：婦女所梳的環形髮髻，梳雙鬟多為年幼小的女子。  

  7.曳：音一ㄝˋ，拖，在此指穿著。 

  8.爇：音ㄖㄨㄛˋ，點火、燒。   

  9.荸薺：音ㄅ一 ˊ ㄑ一ˊ，多年生草本植物，地下莖扁圓形，皮赤褐色，肉白色，可食。又名地栗。    

  10.甌：小盆。   

  11.奄忽：忽然。 

  12.十年：嘉靖七年歸有光和魏孺人結婚，寒花葬志寫於嘉靖十六年，歷時正好十年。 

（語譯：寒花，是魏孺人的陪嫁丫鬟，嘉靖十六年五月四日死去，葬在土山上。她沒能侍奉我到底，這是命運的安排啊！

寒花剛來到我家時，只有十歲，頭上梳著兩個髮鬟，穿著深綠色的裙子。有一天，天氣很冷，點火煮熟了荸薺，寒花削荸

薺且裝滿了一盆。我從外面進來，要拿荸薺吃，寒花端著盆子走開，不肯給我，魏孺人就笑了起來。孺人總是叫寒花靠在

小几旁吃飯，就要吃飯時，她的眼睛慢慢轉動，魏孺人又指給我看，覺得好笑。回想起那時的情景，忽然就過了十年。唉！

令人悲傷啊！） 

賞析：寒花葬志是歸有光為已故婢女寒花作的葬志。葬志是墓誌銘的一種。本志作於嘉靖十六年（西元 1537 年），

是為夫人魏氏的陪嫁婢女而作。其時夫人魏氏已卒五年，故文中也有悼念其夫人之意。 

在古代，士大夫為婢女作葬志，這是異乎尋常的事。柳宗元作過馬室女雷五葬志，但雷五是讀書人家的閨秀。

紅樓夢中，賈寶玉亦曾為婢女晴雯作過芙蓉女兒誄，但那是小說，何況時代已在封建社會的末期。所以，寒花

葬志值得珍視。論藝術造詣，亦堪稱明代散文的珍品。 

全文僅僅一百一十多字，可謂深得中國文學語言簡鍊之神理。寥寥幾筆敘寫二三小事，卻能勾勒出了寒花的神

情外貌，尤其是寫出了她天真、淘氣、靈秀的性情。「虛詞傳神」也是這篇散文的特色之一：起頭悲嘆「命也

夫」，結尾悲嘆「吁！可悲也已」，感嘆詞首尾呼應，加之「奄忽」、「便已」等虛詞的運用，遂構成一片悲涼的

氛圍，與中間一段寒花的天真可愛，妻子的「笑之」、「又指予以為笑」的情景，形成鮮明的對照。文章感情真

摯，追憶和諧溫馨的生活場景歷歷在目，也就更襯托出妻亡婢死的悲傷。                   （歸有光 23 歲

與魏氏結婚；28 歲魏氏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