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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 先秦韻文選  

一、詩經 
地位 為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韻文之祖，北方文學代表 

內容 分為三部分：十五國風（地方歌謠）、三頌（廟堂樂歌）、二雅（士大夫歌詠） 

篇章 共 311 篇，其中小雅 6 篇有目無文，計得 305 篇 

別名 今流傳本為漢毛亨作傳，故又稱毛詩 

六義 內容：風、雅、頌。作法：賦、比、興 

注疏 漢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 

備註 

1.今本詩經是孔子刪定本；又稱毛詩 

2.明清以降之通行本乃朱熹作詩集傳，廢詩序 

3.「賦」是鋪陳直敘的白描寫法；「比」是以彼狀此的譬喻寫法；「興」是託物興

辭的聯想寫法 

二、楚辭 

編者 
西漢劉向將屈原及其弟子宋玉與景差、唐勒的作品，以及漢人（淮南小山、東方朔、

王褒、賈誼、嚴忌及劉向自己）摹仿屈原的作品十六卷合編成書，定名為「楚辭」 

定名 
楚辭所用的語辭多為楚國的方言；所記的地方都是楚地；所用的韻是楚聲；所載的

名物是楚物，因此稱為「楚辭」 

性質 
1.楚辭是戰國時代楚國的詩歌 

2.創作於長江流域的作品 

格式 

1.多長句駢語，句型參差 

2.以六、七言為主；句中間常有助詞「兮」字 

3.篇幅較詩經為長，雖是韻文，但與詩經體製有別 

風格 
1.以描寫個人的情志與幻想為多，文字鋪張美化，具浪漫神祕的氣息 

2.全書以屈原作品為主，其餘各篇也都承襲屈賦的形式 

文學

地位 

1.是南方文學的代表 

2.屬貴族文學 

3.是騷體類文章的總集 

4.是辭賦之祖，開後世漢賦的先河 

5.是繼詩經之後第二部詩歌總集 

6.金聖嘆錄為第二才子書 

注疏 

1.東漢王逸收屈原作品二十五篇，附宋玉、景差、劉向等九家作品，併王逸個人

作品合為一集，並加注釋，名為楚辭章句，為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 

2.宋洪興祖有楚辭補注，朱熹有楚辭集注 

備註 

1.「楚辭」是文體名，也是書名。文體指戰國時代楚地所產生的詩歌；書名則指

西漢劉向所編之總集 

2.楚辭中以屈原的離騷最著名（離騷為辭賦之祖），後人遂以「騷」來代稱楚辭，

稱此類文體為「騷體」 

（一）蒹 葭   佚 名 

（二）漁 父   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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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詩經與楚辭比較 
 詩 經 楚 辭 

作者 除極少數列有詩名以外，其他不可考 屈原、宋玉、景差、賈誼等人 

成書 
孔子以前已流傳於魯國，經孔子重編

後，遂為定本 

西漢劉向取屈原、宋玉、景差、賈誼等

人的作品合為一集，定名為楚辭 

時期 網羅春秋中葉以前五、六百年間的作品 繼詩經而起，為戰國時代的作品 

地域 黃河流域 長江流域 

字數 是四言古詩的代表 以六，七言為主 

句型 多短句疊字 多長句駢語，句型參差 

篇幅 篇幅較短 篇幅較長 

文詞 典雅樸實 閎富博麗 

風格 

1.是取材於社會生活的質樸寫實文學 

2.是平民文學 

1.描寫個人的情志與幻想，文字鋪張華

美，有浪漫神祕氣息 

2.是貴族文學 

影響 

1.北方文學的代表 

2.中國韻文之祖、純文學之祖 

3.中國最早之詩歌總集 

1.南方文學的代表 

2.開後世漢賦的先河 

3.辭賦之祖 

注疏 

1.西漢毛亨傳 

2.東漢鄭玄箋 

3.唐孔穎達正義 

1.漢王逸楚辭章句 

2.宋朱熹楚辭集注 

3.宋洪興祖楚辭補注 

類別 經部 集部之首 

四、文學始祖彙整 

地位 書名 地位 書名 地位 書名 

韻文之祖 詩經 最早的詩歌總集 詩經 辭賦之祖 楚辭，屈原 

集部之祖 楚辭 漢賦之先驅 楚辭 以賦名篇之祖 荀子•賦篇 

駢文初祖 李斯 
第一本文學批評

專書 
文心雕龍 

最早的詩文總

集 
昭明文選 

紀傳體史書之

祖 
史記 官修史書之祖 唐房喬•晉書 

最早談字形結

構之書 
說文解字 

七言詩之祖 
曹丕•燕歌

行 
五言詩之祖 班固•詠史詩 文學批評之祖 曹丕•典論論文 

最早的散文 尚書 最早的史書 尚書 編年體史書 
春秋／左傳／

竹書紀年 

通史之祖 史記 斷代史之祖 漢書 國別史之祖 國語 

目錄學之祖 七略 現存目錄學之祖 漢書•藝文志 甲骨學之祖 鐵雲藏龜 

訓詁學之祖 爾雅 語錄體之祖 論語 說部之先河 世說新語 

最早通行的小

說 
水滸傳 隱逸詩人之祖 陶淵明 桐城派之祖 方苞 



 3 

最流行的通俗

小說 
三國演義 詞祖 李白  

五、屈原重要作品解說 

離騷 

1.離，猶遭也；騷，為憂也 

2.篇中多引類譬喻，以美人香草喻賢君賢人；以惡鳥惡草喻群小、讒佞 

3.全篇長 373 句，2490 字，為屈原作品中最長一篇，也是中國文學史上少見長詩 

4.為金聖嘆譽第二才子書（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西廂） 

天問 
為「問天」的倒裝詞，以四言為主，就自然現象、歷史記載與神話傳說，接連提

出一百七十多個問題 

九章 實有九篇：橘頌、惜誦、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風、懷沙、惜往日 

九歌 

1.篇目分別為：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

伯、山鬼、國殤、禮魂十一篇（一種說法是：九為虛數；另一種說法則最後三篇

為一組，故九為實數。） 

2.除末篇禮魂及國殤祭鬼外，其餘各篇悉為祀神之曲。由歌辭、音樂、舞蹈混合

而成，是中國歌劇之雛形。胡適以為九歌為最古南方民族文學，是當時湘江民族

的巫覡文學（宗教歌舞） 

贊語 
1.司馬遷評屈原作品：「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2.李白評屈原作品：「屈平詞賦懸日月。」 

※楚懷王時，屈原第一次遭流放至漢水之北，作離騷；頃襄王時，屈原第二次流放至江南，

作九歌。 

六、字義比較 

 字 形 字 義 詞 例 

4. 放 

放逐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 

亡失 

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孟子•

告子上）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 

亡失的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已矣（孟子•告子上） 

驅逐 距楊墨，「放」淫辭（孟子•滕文公下） 

放縱、任由 
竊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蘇轍•黃州快

哉亭記） 

依據（ㄈㄤˇ） 「放」於利而行，多怨（論語•里仁） 

至 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孟子•離婁下） 

5. 見 

被 
是以「見」放 

匹夫「見」辱，拔劍而起（蘇軾•留侯論） 

看見 

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魏徵•諫太宗十

思疏） 

「見」漁人，乃大驚（陶潛•桃花源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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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拜見 

「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蘇轍•上樞密

韓太尉書） 

項伯即入「見」沛公（史記•鴻門宴） 

代詞性助詞 

敬請「見」諒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李密•陳情表） 

他人「見」問，固不言（杜光庭•虬髯客傳） 

顯現、表現(ㄒㄧㄢˋ） 
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曹丕•典論論文） 

7. 為 

助詞，呢（ㄨㄟˊ） 
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如今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史記•鴻門宴） 

作（ㄨㄟˊ）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 

介詞，替（ㄨㄟˋ） 「為」人謀而不忠乎（論語•學而） 

介詞，向（ㄨㄟˋ） 不足「為」外人道也（陶潛•桃花源記） 

8. 舉 

全 
「舉」世皆濁我獨清 

殺人如不能「舉」（史記•鴻門宴） 

舉止 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推薦 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 

提出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論語•述而） 

扛抬 吾力足以「舉」百鈞（孟子•梁惠王上） 

9. 形容 

形體容貌 「形容」枯槁 

描寫 文章氣象難「形容」（耶律楚材詩） 

裝飾 以丹素金碧「形容」之 

10. 顏色 

臉色 「顏色」憔悴 

姿色 小女具有幾分「顏色」（吳承恩•西遊記） 

色彩 那荷花精神、「顏色」，無一不像（吳敬梓•儒林外史） 

厲害手段 給他一點「顏色」看看 

七、問題與討論 
(一)〈蒹葭〉一詩中，主人翁執著追求，可能原因為何？請推想他在追尋過程中的心情感

受。 

答：1.(1)伊人可望而不可即，具有吸引力：可望，表示所追尋的對象，並非渺不可見，在

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對詩人而言，似乎是可以趨近的，當然會激起他

持續追求的意志。而伊人又始終不可即，凡人對於越難以求得的，往往越渴望想

得到，故而詩人堅持追求。 

(2)主人翁意志堅定，百折不撓：詩人可能是一位意志堅定，百折不撓的勇者，一

旦他鎖定目標，必定勇往直前，不達目的，絕不放棄。 

2.主人翁懷著熱情、希望，努力追求，不顧道路曲折艱險，上下求索，卻求之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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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失望沮喪。抬眼一望，伊人仍在可望之處，於是主人翁再度鼓起勇氣熱情，探

尋追求，又再度求之不得。詩人心情在希望與失望、熱切與沮喪之間，不斷往復盤

旋。 

(二)〈漁父〉多處使用對話，推進情節，產生什麼效果？請加以分析。 

答：文中多處使用對話，產生以下效果： 

1.二種迥異的處世態度：對話呈現漁父和屈原的兩種處世態度，從而凸顯屈原潔身自好的

人格。作者對兩人對話所使用的語言都具有「形象性」。屈原說：「舉世皆濁我獨清，眾

人皆醉我獨醒。」相對而言，漁父則回答說：「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眾人

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兩人都圍繞著「清、濁」、「醒、醉」來表明自己的處世

態度，針鋒相對，鮮明生動。而屈原的憤懣自誓，搭配漁父的詠歌而去、不復與言，更

凸顯屈原清高貞潔、不肯隨俗同流的堅持。 

2.塑造人物形象，使文章具感染力：透過對話更能凸顯人物角色。漁父的話語充分展現道

家的隱逸思想，而屈原所述則鮮明地呈現忠君愛國、淑世用世的形象，增添了文章感染

力。 

八、結構分析表 

 
 

 
 

 
 

 
 

 

蒹
葭 

一唱 

 

秋景──蒹葭蒼蒼，白露為霜（天色未明） 

興嘆 

伊人所在：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反覆追尋：溯洄從之／溯游從之 

過程艱辛：道阻且長 

渺茫難即：宛在水中央 

二唱 

 

 

秋景──蒹葭萋萋，白露未晞（天色微亮） 

興嘆 

伊人所在：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反覆追尋：溯洄從之／溯游從之 

過程艱辛：道阻且躋 

渺茫難即：宛在水中坻 

三唱 

 

 

秋景──蒹葭采采，白露未已（天色漸亮） 

興嘆 

伊人所在：所謂伊人，在水之涘 

反覆追尋：溯洄從之／溯游從之 

過程艱辛：道阻且右 

渺茫難即：宛在水中沚 

九、課外閱讀 
（一）詩經與論語 

1.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語譯：三百篇的韻文，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沒有邪念的思想。 

2.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語譯：孔子說：「透過詩經，可以興發志向；透過儀禮，可以立身於世；透過樂，可以成就

人格。」 

3.子教伯魚：「不學詩，無以言。」 

語譯：孔子教導伯魚說：「不學詩經，不知如何適當發言。」 

4.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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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語譯：孔子說：「同學們！怎麼不認真學習詩經呢？詩經可以興起志向，可以觀看人性，可

以明白群我關係，可以適切表達怨忿；近處可以用以事奉父親，遠處可以事奉國君，

並且可以多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 

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語譯：孔子說：「誦三百篇的詩經之後，如果給予政治任務卻無法貫徹；到四方出使，無法

因事而對，讀誦再多詩經篇目，又有什麼用處呢？」 

（二）詩經與外交 

1.魯襄公二十七年，齊慶封使魯國，魯國賦詩經•相鼠諷之。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語譯：看鼠類尚且有毛皮，你作人卻無容儀，爲人既然無容儀，不死你還作什麽！ 

看鼠類尚且有牙齒，你作人卻無羞恥，爲人既然無羞恥，不死你還等什麽！ 

看鼠類尚且有肢體，你作人卻不守禮，爲人既然不守禮，爲何你還不快死！ 

（三）詩經與愛情 

關雎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語譯： 

  關關和鳴的雎鳩鳥，棲息在河中沙洲上。美麗善良的姑娘，是君子的好配偶。 

  長短不齊的荇菜，我左一把右一把去撈取它。美麗善良的姑娘，我醒著睡著都想追求她。

追求不到，日日夜夜思念不已。思念是如此的深長啊，我翻來覆去，難以成眠！ 

  長短不齊的荇菜，我左一把右一把去採摘它。美麗善良的姑娘，我要彈琴鼓瑟去親近她。

長短不齊的荇菜，我左一把右一把去揀選它。美麗善良的姑娘，我要敲鐘打鼓去取悅她。 

采葛  王風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語譯： 

心上人啊去採葛，一天不見她的影，好像隔了三月久。 

心上人啊採蘆荻，一天不見她的影，好像隔了三秋久。 

心上人啊採香艾，一天不見她的影，好像隔了三年久。 

（四）以屈原為對象的詠嘆詩 

1.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秋風起，蕭蕭楓樹林。（戴叔倫•三閭廟） 

2.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問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 

3.何處招魂 香草還生三戶地／當年呵壁 湘流應識九歌心（三閭大夫祠對聯） 

4.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 

5.楚人悲屈原，千載意未歇。精魂飄何處？父老空哽咽。至今江海上，投飯救飢渴。遺風

成競渡，哀叫楚山烈。（蘇軾•屈原塔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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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玉徒為潔，幽蘭未謂芳。窮羞事令尹，疎不忘懷王。冤骨消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

楚辭在，猶與日爭光。（司馬光•屈原詩） 

7.有水的地方就有龍舟／有龍舟競渡就有人擊鼓／你恆在鼓聲的前方引路／哀麗的水鬼啊

你的漂魂／從上游追你到下游那鼓聲／從上個端午到下個端午／湘水悠悠無數的水鬼／

冤纏荇藻怎洗滌得清／千年的水鬼唯你成江神／非湘水淨你，是你淨湘水／你奮身一

躍，所有的波濤／汀芷浦蘭流芳到現今／亦何須招魂招亡魂歸去／你流浪的詩族詩裔／

涉沅濟湘，渡更遠的海峽／有水的地方就有人想家／有岸的地方楚歌就四起／你就在歌

裡，風裡，水裡（余光中•漂給屈原） 

8.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潔癖／一種高貴的絕症／把名字投在風中的／衣帶便飄在風

中／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美從烈士的胎裡帶來／水劫之後，從迴盪的波底

升起／猶佩青青的葉似劍／燦燦的花開如冕／缽小如舟，山長水遠是湘江（余光中•水

仙操） 

9.青史上你留下一片潔白，／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澤。／江魚吞食了二千多年，／吞不下

你的一根傲骨﹗／太史公為你的投水太息，／怪你為什麼不游宦他國？／他怎知你若是

做了張儀，／你不過流為先秦一說客﹗／但丁荷馬和魏吉的史詩，／怎撼動你那悲壯的

楚辭？／你的死就是你的不死︰／你一直活到千秋萬世﹗／悲苦時高歌一節離騷，／千

古的志士淚湧如潮；／那淺淺的一灣汨羅江水，／灌溉着天下詩人的驕傲﹗／子蘭的衣

冠已化作塵土，／鄭袖的舞袖在何處飄舞？／聽﹗／急鼓﹗可愛的三閭大夫﹗／灘灘的

龍船在為你競渡﹗／我遙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我彷彿嗅到湘草的芬芳；／我悵然俯

吻那悠悠的碧水，／它依稀流着楚澤的寒涼（余光中•淡水河邊弔屈原） 

10.你在起伏的山巒間隱逝了／你不回來，你要去哪裡？／傳說你是汨羅江上的一點／流

火。淒涼的流火／我始終深信：／所謂香草是你堅貞碧血／化身的一弧芬芳／在荒江以

月光來／俯鑑你，竟覺得卓別林／更像你（林廣•為黑暗箋注） 

11.你知道嗎？／每到今天／我們就把自己的船雕成龍／把自己的骨骼化做龍骨／把自己

怦跳的心臟／敵成喧天的鑼鼓／然後，我們就到全國每一條水中去／找你――曲曲折折

的找你／我們派遣一滴又一滴的汗水追隨一粒粒的糯米／潛入最深最黑的河底，找你／

我們扔出一槳又一槳的吶喊跟蹤一槌槌的鑼鼓／穿透最濃最厚的雲霧，找你（羅青•屈

原祭） 

（五）屈原作品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 

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

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原歲並謝，與長友兮。 

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象兮。 

語譯：輝煌的橘樹啊，枝葉紛披。生長在這南方，獨立不移。綠的葉，白的花，尖銳的刺。

多麽可愛啊，圓滿的果子！由青而黃，色彩多麽美麗！內容潔白，芬芳無可比擬。

植根深固，不怕冰雪氛霏。賦性堅貞，類似仁人志士。啊！年青的人，你與衆不同。

你志趣堅定，竟與橘樹同風。你，心胸開闊，氣度那麽從容！你不隨波逐流，也不

固步自封。你謹慎存心，決不胡思亂想。你至誠一片，期與日月同光。我願和你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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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忘年的朋友。不屈不撓，爲真理十到盡頭！你年紀雖小，可以爲世楷模。足比

古代的伯夷，永垂萬古！ 

※本詩選自楚辭•九章，應為作者年輕時作品。全詩對橘樹作客觀描寫，藉橘樹

的特質，象徵人的精神品格，被認為是詠物詩之祖。頌本是在祭祀時歌頌神明

或祖先的文體，後也用來歌頌時君，自本篇開始，擴展成頌美一般事物。  

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鄣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

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

曰：「君將何以教之？」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

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

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以事婦人乎？

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

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

將隨駑馬之跡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

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  

  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

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語譯： 

屈原已經被放逐了三年，還不能赦罪召回，他竭盡心力為國君盡忠，卻被小人讒言所

掩蔽阻撓，心情煩悶，思慮混亂，不知如何是好，於是前去拜訪太卜鄭詹尹，說：「我對一

些事情猶疑不決，希望先生能為我做個決定。」詹尹於是擺正筮草，拭淨龜甲，說：「先生

有何見教？」 

  屈原說：「我該老老實實，守分盡忠嗎？還是逢迎世俗，沒有止盡呢？我該割除茅草，

用氣力耕種維生嗎？還是與權貴交往，以求取名聲？寧可說話正直不隱晦，以至於危害自

身的安全嗎？還是順從世俗求取富貴，茍全生命呢？應該離世隱居以保全性靈嗎？還是畏

畏縮縮，強顏歡笑來侍奉婦人呢？應該廉潔正直，自保純潔嗎？還是要圓滑虛浮，像油脂、

柔葦清潔楹柱那般曲合他人呢？寧可像千里馬那般氣勢高昂，還是該像在水中的野鴨一

樣，隨波上下苟且保全身軀呢？該與良馬同槽而食？或者要跟隨劣馬的腳步呢？該與黃鵠

比翼同飛，或者與雞鴨爭搶飼料？以上所說哪些是吉利的哪些是兇劣的？什麼該做什麼不

該做呢？現在世間渾濁不清，認為蟬翼較重，反說千鈞較輕；雅樂用的黃鐘被破壞丟棄，

瓦釜之類的俗音卻被敲得有如雷響一般；好說讒言的小人氣焰高漲，賢能的才士反而沒沒

無聞。我默默地悲嘆著：有誰能了解我的廉潔忠貞！」 

  詹尹於是放下筮草而謙辭說：「尺雖長有時卻嫌它短，寸雖短有時還覺得他長。物質常

有不足之處，智慧也有無法洞察的地方；命運有不可掌握的部分，神靈有不能通達的時候。

請用您的心神行使您的意願吧，占卜實在不能知道什麼！」 

※卜指占卜，居為自處之，方即處世之道。每對問題上文為他願意做的，下文是他憎惡的，

全文只是透過問卜形式，表現屈原不願與同流合汙的高尚情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