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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圖《二十四詩品‧自然》闡釋——並析王維《過香積寺》 

 

秦嘉儀* 

 

 

摘要 司空圖的著作《二十四詩品》具體評論了詩歌的各種藝術表現手法。當

中《二十四詩品‧自然》提出詩歌體現自然的表現手法，包括取材、景物描寫和

頓悟。具有“詩佛”稱號的王維，作品中都帶有佛家思想，也得到意境優美、很

具意趣的評價。王維的作品《過香積寺》全文風格自然，行文流暢，最後頓悟出、

得出的道理沒有勉強而至。因此，本文以《二十四詩品》為基礎，評論王維的《過

香積寺》如何體現“自然”。 

 

關鍵詞 《二十四詩品‧自然》  司空圖  王維  《過香積寺》 

 

 

一   引言 

 

《二十四詩品》為司空圖所作，其中包含二十四則品評詩歌風格的內容，1 本

文將探究有關〈自然〉篇帶出的思想，並以王維《過香積寺》作為例子，說明作

品如何展現詩品特色。 

 

 

二   何謂〈自然〉？ 

 

1. 〈自然〉的定義 

 

《二十四詩品‧淺解》曰：“自然則當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2 即
書寫時的情感是自然流露，不是為了事情結果而行動，筆者認為即是不帶目的的

行動先有情感流露，然後再書寫作品的行動。楊振綱《詩品解》繼而補充，自然

就是害怕過於雕琢，如果內容不自然，就算寫得多絢麗，還是會如剪綵而成的花，

沒有生氣。3 《皋蘭課業本原解》舉出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等的作品都體

現了自然。4 筆者認為他們能流傳千古，就是因為沒有過於雕琢自己的作品，體

現出自然之美，所表達的情感是自然流露。因此，筆者認為“自然”的定義是要

真情流露，合情合理，並且不是勉強而至，才能寫出具有情感且天然流暢的好作

 
* 香港大學文學院本科生，主修中國語言文學。 
1  杜黎均：《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年），頁 9-10。 
2  郭紹虞：《詩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 年），頁 19。 
3  同上注。 
4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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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2. 〈自然〉的特徵 

 

〈自然〉篇認為“自然”是指真情流露，並順應情感自然地體悟。司空圖仔

細描述了應該如何體現自然，並運用正反論證提出“自然”寫作的重要。全文整

體也體現了“自然”的寫作手法，真情流露，層層遞進，最後從中獲得感悟。筆

者認為〈自然〉篇可分為三部分：a. 取材，即對取材提出“自然”的要求；b. 通
過景物描寫，論證“自然”對流露真情實感如何重要；c. 頓悟，即最後有所領悟。

司空圖從這三方面一步步表達對“自然”的看法。 

 

首先，取材方面，首四句：“俯拾即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著手成春。”5 
《二十四詩品淺解》曰：“首言隨手拈來，頭頭是道，次言已所本有，毫不費力

也。”6 提出了要做到“自然”，作家應該直接在日常生活中取材，並不需要費

盡心力尋找可以表達自己言語的事物書寫。《詩品臆說》曰：“道，即理也。若

不論理，那得自然。”7 推論合情理的取材需要做到“真切”，即透過隨手看到

的景物自然流露情感。此外，司空圖引用《莊子‧天運》篇的俱道概念和《論語‧

子罕》篇的“適往”的詞義來解釋“俱道適往”，8 並總結道，只有做到帶著情

理去探索、取材合情合理、內容不勉強，才能達到“著手成春”的境界，寫出優

美的自然作品。筆者認為〈自然〉這首詩的本身也體現出“自然”，司空圖並沒

有勉強運用景物描寫或者加入其他不相關的景物引入主題。相反，司空圖開門見

山，隨心想到“自然”的特徵就隨手書寫，這種寫法達到了“自然”的要求，直

接點出全詩主題。 

 

再說景物描寫方面。作者以比興的手法描述作品“自然”的狀態，並從正反

面論證不自然的作品會出現負面影響，從而點出領悟的概念。中間四句：“如逢

花開，如瞻歲新。真與不奪，強得易貧。”9 先運用比興的手法，說明作品應該

如花開花落和歲月更新一樣，才算是自然的作品。《詩品集解》引用《二十四詩

品注釋》曰：“花之開也，非人為；歲之新也，非強致。如逢如瞻，則其理可知

矣。”10 進而解釋花開並不是人為所致，而歲月也不用強致也會自己更新，一切

都跟隨大自然的規律，自然而然地形成和發展，因此屬於“自然”。然後，司空

圖運用反面論證，論述如果作品不如花開和歲新般自然，而是勉強索取，就會陷

 
5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19。 
6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20。 
7  杜黎均：《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頁 109。 
8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20。 
9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19。 
10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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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貧困。11 而《二十四詩品‧淺解》認同作品應該真情實感水到渠成，而不是靠

硬擠而成。12 《詩品集解》提及只有在真情流露時，得到的領悟才不會被別人奪

走 13 ，當增加自己的修養和體驗，才能得到別人奪不走的真正的收穫和體會，

達至“真與”。14 筆者認為，此處也能體現“自然”，司空圖可能隨處漫無目的

地走的時候，看見地上的花兒，想起這個世界上的年輪，因而聯想到這些都是我

們人類沒有辦法更改或者強求的。作者善用比興，將抽象的概念具體化，讓作品

內容層層遞進。從景物出發得出結論：領悟到真情流露而感悟到的人生道理，才

是屬於自己的，首次帶出“領悟”的概念。 

 

最後是頓悟的部分。最後四句：“幽人空山，過雨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

鈞。”15 司空圖總結全文，從中自然地領悟了一些東西。《二十四詩品注釋》解

釋高雅的人身居空山，雨後採集野菜，認為兩者都運用了比喻性形象說明自然。
16 如《詩品集解》所言：“不以人欲滅其天機，則反於自然。”17 司空圖看到了

這種生活才領悟到，高雅的人不會因為私慾而破壞自然，因此居住深山採集野菜

的隨心自然生活，就是可以克制自己慾望並達到“自然”境界的例子。《詩品集

解》中“薄言”是隨意指點的意思，“情悟”是真情實感。而“天均”出自《莊

子‧齊物論》，即自然的法則。18 帶出了人屬於“自然”的一環，不分割才能長

久地存在。19 因此，此處承接了上文，隨意指點後看見大自然而真情流露出的感

悟才屬於自己，從而做到天人合一。筆者認為此處首先對應文章開首的大意，不

受拘束地以真情實感去領悟出要順乎自然，然後再承接詩歌中段對“自然”重要

性的描述，因為這樣才能夠令自然法則長久存在，表現出真實情感。筆者認為，

這樣的鋪排，可視作司空圖自己的領悟。司空圖寫作《二十四詩品》時，大約是

他隱居華山的時候，因此才會出現無意遊歷某個地方，看到一些景物後發自內心

地感悟的事。20 最後他領悟出自然的奧妙：要好像幽人一樣居住空山，遠離官場

生活，這樣簡單的生活令人清心寡慾，亦保留了自然的性情，融入了自然之道。
21 故此，在〈自然〉這首詩品中，司空圖本人也跟隨著自己情感有所頓悟。 

 

 

三   《過香積寺》分析 

 
11  杜黎均：《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頁 109。 
12  同上注。 
13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20。 
14  意即：“真正的給予”，生活中得來的真實收穫和體會。杜黎均：《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頁

109。 
15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19。 
16  杜黎均：《二十四詩品譯注評析》，頁 109-110。 
17  郭紹虞：《詩品集解》，頁 20。 
18  同上注。 
19  同上注。 
20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詩教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226。 
21  同上注。 



20 |  

 

以下將分析王維《過香積寺》，以說明〈自然〉的特色如何在作品中體現。 

 

1. 詩人背景 

 

王維（公元 700─761 年），字摩詰，為盛唐田園詩的代表詩人。王維受父母

影響而信奉佛家思想。其早年的作品偏向積極，晚年主動請求剔除官職，歸隱田

園。因此，王維晚年在作品中大多描寫田園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或是自然景物，其

中流露坐著消極的佛學態度和對自然的追求。這些詩作最後的道理都是憑藉大自

然的景物頓悟而出，其中大部分都與佛家思想有關。22  

 

王維的寫作風格清新脫俗，會運用白描手法描寫景物，因此宋蘇軾《東坡題

跋‧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

有詩。”23 形容王維寫作善於描寫景物，讓讀者看字如看畫一般，王維因景生情，

情感自然流露，因此讀者代入王維的視角，就會有置身景中的感覺，故王維的詩

得到“意境優美，很具意趣”的評價。 

 

《過香積寺》全文風格自然，因景流露出自然的情感，最後頓悟的道理也源

自佛教的故事，因而筆者推測《過香積寺》是王維晚年的作品。 

 

2. 內容剖析 

 

《過香積寺》詩題中的“過”字，意思與孟浩然的《過故人莊》的“過”相

同，同為訪問、探望的意思 24 ，與〈自然〉的內容相似，即是隨心去到一個地

方所引發的所思所想，自己透過在大自然中真切地觀察和感悟而有所頓悟。因此，

王維的《過香積寺》實踐了〈自然〉的三大特徵，層層遞進，有所頓悟，以下將

詳細說明。 

 

首先，作品可以根據〈自然〉的特徵，分開三層，互相映照。 

 

第一層為“不知香積寺，數里入雲峯。”25 體現了〈自然〉取材的特徵，全

文取材自王維的日常生活，圍繞王維前往香積寺訪問一事，簡單直接點明主題，

開門見山沒有過多雕飾。王維本身想去訪問香積寺，此事為生活瑣事，但他以“不

知香積寺”為開頭，筆者認為此處印證王維沒有費盡心思勉強尋找題材。他在途

 
22  何之樂：《王維》（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9 年），頁 2-7。 
23  蘇軾著，屠友祥校：《東坡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年），卷五，〈書摩詰《藍田

煙雨圖》〉，頁 261。 
24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 年），頁 156。 
25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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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所感悟，情感自然而然流露，才會以此事為題材。另外，王維取材合情合理，

因為不知道香積寺的位置而步入山林尋找，然後看見白雲繚繞的山峰。此處以山

峰的幽遠側面描寫了香積寺的幽遠，所以因幽遠而“不知”也變得合乎情理。加

上，全詩的開首兩句並沒有過多修飾，只是運用白描的手法，告訴讀者自己的處

境，這符合〈自然〉的“自然”的特徵。 

 

第二層為“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26 是王

維在密林中的所見所聞，體現〈自然〉的景物描寫特徵。此處描寫了杳無人跡的

叢林中，忽然傳來一陣隱隱的鐘聲，引起深山中跌宕起伏的迴響。27 筆者認為，

此處以聲音引領讀者進入景物，增添了畫面感，而且進入深山後聽到鐘聲，就像

隨著王維的腳步，進入深山深處，聲音和景物交融得很自然，彷彿真切地聽到鐘

聲一般，不像是王維憑空捏造，襯托著上句“無人”的處境，28 營造出荒僻又幽

靜的環境，情感自然地流露出來，因而才會發自內心問：“何處鐘”，哪裡才有

鐘的問題讓讀者有親臨其境的即視感，從而和〈自然〉中花開和歲新一樣，像大

自然規律一樣自然。景物隨著王維的腳步轉移，自然地交替了更多場景。運用擬

人手法，讓景物描寫變得更為生動，就好像“泉聲咽危石”29 ，形容泉聲吞噬著

岩石，就像發出幽咽的聲音。而隨著夕陽西下，太陽的餘溫帶走了松林的溫度，

環境變得“冷”30 。跟隨大自然日落月起的規律，王維的形容達到了“自然”。

筆者認為，如果王維的景物描寫勉強索取，就會顯得貧困，幸好形容的時機恰到

好處，有水到渠成的感覺，不會有任何一處顯得突兀，說明王維是真的在探訪香

積寺的途中，看著幽靜的環境而流露出真情。 

 

隨著王維的腳步，終於來到了香積寺，帶出頓悟的最後層次“薄暮空潭曲，

安禪製毒龍。”31 王維到達香積寺後，看著面前寧靜的潭水，聯想到寺內修行的

學佛僧人，再聯想到佛學無邊的高僧制伏潭中毒龍的故事。32 這個頓悟過程，令

全文層次鮮明。幽遠深山的靜，令王維的思緒在去到香積寺時早以融入自然景物，

悟出的道理順乎自然，他也達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境界。筆者認同王維運用這個

故事將毒龍比喻為世俗人心中的欲望，33 表示佛學使自己如同〈自然〉中的高雅

人士一樣，克制欲望後才達到自然境界。王維經過一路上的所見所聞自然流露情

感，才會到最後看著空潭而啟發聯想，最後有所頓悟。王維頓悟了的佛學思想亦

 
26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頁 156。 
27  同上注。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 
30  同上注。 
31  同上注。 
32  同上注。 
33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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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化為自己的東西，因此王維晚年的詩恬淡寧靜，34 充分說明他在遊歷時跟隨著

自己的情感有所頓悟。 

 

 

四   結論 

 

〈自然〉篇論述要做到“自然”，重在取材、描寫景物和體會，“自然”不

能強求，要順應自己的真情實感，這樣才能令自己的文字層層遞進，全文結構緊

密不鬆散。《過香積寺》最終以自然情感領悟出佛學思想，而全文亦正好對應了

〈自然〉篇中“自然”的特色。 

 

 

 

 

 

 

 

 

 

 

 
34  蕭滌非等：《唐詩鑒賞辭典》，頁 156-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