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杜甫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年五十九。為盛唐詩人，與李

白並稱「李杜」。其一生依序可分為青壯、長安、秦州、成都、夔州與荆湘等六

個時期。其中前五個時期，自來即有兩岸專家學者，以專書著作或學位論文方式，

作全面性探討研究。唯荆湘時期至今仍只有零星期刊及研討會論文而已。

職是之故，筆者乃決定以此時期為學位論文主題，初探詩人此時期之詩歌，

及其結構特色與藝術成就。因此本論文一方面將詩歌分為記錄行蹤之詩、記錄個

人身體狀況與心理狀態之詩，和記錄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之詩。另外一方面將詩

歌分結構和修辭兩項，詳細分析其本身之內部與形式諸問題。

緣此，本論文內容凡分八章，章內共細分為二十四節。茲將其每章之綱要列

舉如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研究範圍。

第二章  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概述此時期國家之政治與財經等各方面之狀況。

第三章  荆湘行腳。縷敘詩人在此時期所走過之所有地方，及其沿途所記錄之

風土景物。

第四章  身心狀況。敘述詩人當時如風中殘燭般之身體狀況，與矛盾衝突之心

理狀態。

第五章  人際關係與社會關懷。敘述詩人當時與親友間之酬贈往來，以及當時

他對社會國家與人民的關懷情形。

第六章  詩歌結構特色。詳細分析詩人此時期詩歌之有關體製、拗體與詩韻等

方面之使用情形。

第七章  詩歌修辭藝術。亦詳細分析詩人此時期詩歌中之有關對偶句、對比句

與典故等方面之運用情形。

第八章  結論。歷舉諸家對詩人此時期詩歌之詩評，並為詩人此時期詩歌之成

就與價值，作一個客觀公正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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