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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儒學理論作為儒學理想的實踐活動之觀念依據，固可有其

理論與實踐的一致性，卻毋須強調儒學價值的絕對唯一性，因此在理

論上儒者必須對於道、佛的知識理論系統保持認識的開放性，以有所

汲取並補強儒者在實踐掌握能力上的欠缺。此外，在現實實踐的生活

經驗中，儒者亦應基於道、佛價值的正確認識，而彼此合作，援引道、

佛以為追求儒者社會理想的重要助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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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金鑿的儒學思想與實踐

林耀:弄

成功大學中文~副教授

前言

謝金鑿，字退谷(一說字巨廷，一說字巨庭) ，福建侯官人。乾

隆五十三年(西元一七八八年) ，舉於鄉。嘉慶六年，任邵武教諭'

桐調南靖、安溪，所至以興學為任，士論歸之。十年，任嘉義教諭。

秩滿，十三年調南平教諭，桐移彰化，復調安溪。欲引退，諸生籲留，

未幾還病歸里，卒年六十有四。〈邵武府志﹒名宣傳〉著錄其著作有

{周易卦說〉 、 〈王制開方圖〉、〈句股算法〉及〈教諭語)，(臺灣通史 ﹒

謝鄭列傳〉言其叉有〈二勿齋文集〉。道光五年(西元一八二五年)

入紀福州鄉賢祠。謝金壁之卒年不得晚於道光五年，其生年不得晚於

乾隆五十三年，依其得年六十四推算，約生於乾隆二十五年(西元一

七六 O 年)左右。其一生擔任過六個縣學教諭，其中安溪縣回任一次，

清朝官制，教諭屬正八品，連雅堂謂其為「冷署閒曹之官」。其部分

著述及行誼可見於〈邵武府志〉、〈侯官縣鄉土志〉、〈臺灣通史〉、〈續

435 



「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修臺灣縣志〉、〈治臺必告錄〉等。教諭乃清代縣級教育官員，負有啟

迫教化之責，是儒學思想的第一線傳播者，也是實踐者，其潛德幽光

有足堪論述之處。本文之作即在表彰這位與臺灣、福建有密切關係，

並著有功績的儒學賢教論。

一、 對「聖人之道」的詮釋

嘉慶九年，薛志亮任臺灣縣知縣，鄭兼才為臺灣縣教諭'二人

以夫子廟年久未修，共商於臺芭紳士，謀勸捐改孽。紳士林朝英及諸

紳持勸捐、董工作者，炎曦暑雨，不辭勞苦。頻年遭寇亂，時罷時作，

嘉慶十二年秋，廟乃成。徵文於謝金鑿，以紀諸石，金鑒於是撰(臺

灣縣學夫子廟碑記) ，此文前二段闡釋「聖人之道」甚詳，其文曰:

人之所不可離者，日用事物也;而其間有當然之道焉。率而由

之，則事治而所行遠。明其所當然，謹由之，兢兢罔有失者，

謂賢;動容周旋中禮，從心所欲不諭矩者，謂聖;則吾夫子是

已。聖之所為，即眾人之所為，日用事物無外也 ，聖處之無 不

當者，以眾人處之，亦毋容有不當。一有不當，則小者窒礙而

不通，大者將決裂潰敗至於不可救，終必反於所當然而後安焉

。夫其所當然者，吾夫子之道也。自漢高帝以太牢把孔子，繼

世禮彌隆。國朝版宇式廓，遠及海隅，其不欽崇廟耗。粵惟聖

祖仁皇帝契心聖揍，紹源沫徊，御書萬世師表於廟廷，所以佑

故我後人者，誠知聖之真且切也。

蓋謂聖人之道，非迂遠高深，而其事甚近。聖人之為聖人，非

如天如神，而其行至庸。尺，聖人之所行，皆眾人所能行。軍人

之所行，不法於聖人則不達。此吾夫子之所以師表於萬世也。

是故夫子曰: r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夫

不遠人者，日用事物是也。人即自素以為無能於道，其能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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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事物乎?是故聖人之道，猶衣食裘葛然。今試進饑者而問焉，

曰:能不食乎?曰:不能也 。試進渴者而問焉，曰:能不飲乎?

曰:不能也。餓而食、渴而飲者，聖人之道也。又試進寒者而

問焉，曰:能不裝不絮乎?曰:不能也。試進熱者而問焉，曰:

能不萬不締乎?曰:不能也。冬裘而夏葛者，聖人之道也。向

使饑渴寒熱之徒，必悼於聖人之道而不食、不飲、不葛、不裘

焉，則必至於傷生害命而後已，而人不肯也。獨至於君臣父子

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聲色貨利富貴貧賤之交、是非取舍之大閑，

則不求諸道，而妄為之;哇夫!以是而比諸機渴飲食寒熱裘萬

之關人，始有甚焉者。茍不由其道，其不至於決裂潰敗而不救

者，蓋寡矣。若是者欲有以蔽之，而知昏也。聖人於是教之明

理而致知，曰:有學焉。學也者，由不知而可至於知，由不能

而可至於能者也。有不符學而知能者，飲食裘葛之類;有必符

學而後知能者，事大於飲食裘葛，其理亦與飲食裘萬無異也。

必待學而失曰 :能者，雖聖人未嘗不學。故曰: r 我非生而知之者，

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好古敏求者，學也。故曰: r 十室之色，

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又曰: r 下學而上達，

如我者其天乎! J 夫下學者，功也;上違者，故也。致為其時

所自致，功則在已所當盡。然則夫子之所以為聖人者，一下學

而已畢矣。故曰: r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繭，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某也。」蓋深懼乎世之人以吾道為高深元遠

之一物，以吾身為如天如神之一人，而不知其在日用事物之間，

當前即是，學則得之，不學則不得者，聖人無以異於人也。 l

上文有兩個重點。其一 :人之所不可離者，日用事物也，聖人之所為，

即眾人之所為，聖人之道，非迂遠高深，而其事甚近。此即 〈 中庸〉

l 謝金學 : (續修臺灣縣志) (噩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2 年，臺灣文獻叢

刊第一四 O種) ，頁 520 至 5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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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所云 r 道也者，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第十三章所

云: r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第二十七章所去: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

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此不遠人、不可離、待其人而後行

之道即日用事物，即聖人之道，聖人先獲我心之所同然，動容周旋中

禮，從心所欲不逾矩而已。其二:聖人之道必待學而後知而後能。學

也者，由不知而可至於知，由不能而可至於能者也。必待學而知能者，

雖聖人未嘗不學。(論語 ﹒ 述而篇) : r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尹焊曰 r 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

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 J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

後有以驗其實也。 J 2 (論語 ﹒ 憲問篇) : r 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 J 程子曰: r 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

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J 3 (論語 ﹒ 述而篇) : r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

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朱熹云: r 諸

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

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程頤曰 r 聖人之道猶天然，

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

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

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蠟易而進也。 J 聖人所學者，君臣

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聲色貨利富貴貧賤之交、是非取捨之大閑 、

禮樂名物 、 古今事變者也。上引宋儒之所言與謝金鑒對「聖人之道」

的詮釋，若合符節。

道之不離於日用事物者，至近而至切，聖人可學而至者，而竟不

容於稍不學，當前即是，學則得之，不學則不得，宋儒所謂「在事上

磨練」。謝金學驗諸飲食裘葛之近人，而揭諸倫常取捨之大節，本諸

2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臺北:大安出版社， 1996 年) ，頁 131 。
3 同前註'頁 219 。

4 同前註'頁 1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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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之所自言，而證諸宋儒之所詮解 。謝金鑒此文乃清代臺灣儒學之

重要文獻，在憂灣儒學史上有其一定的價值。

二、 對文昌帝君信仰的詮釋

「文昌」一詞既指天神，也指人鬼，後來兩種定義逐漸合流。就

天神言，文昌星神司祿職;就人鬼言，附會於四川梓連縣的地方神祇，

此神名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為立廟，文獻頗多載其庇祐士子科考高

中之事。文昌帝君信仰在金朝以後滲入孔廟，歷宋、元、明不衰，清

嘉慶六年(西元一八 O 一年)更列入國家把典，皇帝對之行九叩之禮，

與關帝文武並稱。陳昭瑛說 r 文昌帝君信仰的風行曾使較具正統意

識的儒者產生危機感，在加以批評、排斥仍無法過止其流行的情況

下，這些儒者也不免將此一民間信仰加以合理化、道德化、甚至儒學

化，以避免文昌信仰對儒生階層、儒學道統所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

5 清代臺灣遊霞官吏及地方儒紳'頗多探討到此一問題，謝金鑒〈續

修臺灣縣志﹒學志}在記載了奎光閣 、文昌祠、魁星樓、敬聖樓之後

有所評論，對文昌帝君信仰做了多層次的詮釋。其文云:

-

論曰:文昌之把於學官也，由來已久。謂紫微垣六星，在斗魁

之南，並主天下文明之府。把文昌猶〈周禮〉把司中司命，其

當似也。道之顯者謂文，言文即言道也。紀之學宮，誰曰不宜?

自元、明二代，以梓渣縣陷河神為文昌帝君而道家逆

謂，帝令梓渣帝君主文昌祿籍，由是天下群然把者，殆皆志科

名求福之意，其去道漸遠矣。然今世之奉文昌者，出其書有陰

駕文、~應篇、丹桂籍、功過格，大都本於福善禍淫之音，以

為修身筋己。功過格之法，日自記所為，夜焚香質於神

3 陳昭瑛<噩灣的文昌帝君信仰與儒家道統意識> ，(噩灣儒學一起源、發展

與轉化> (臺北:正中書局， 2000 年) ，頁 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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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信之士信而奉之，則日用起居皆有所警畏。所謂苟志於仁無

惡者，其不 。流於無忌悍也信矣。自聖學不明，士以孔孟之書為

弋取科名之具，而不能明理致知，以為行己之恥，忽有味禍福、

知我懼、兢兢於身心舉止、不敢妄為者，則;於梓渣之書，猶有

賴焉。故功令以列於把典。今郡縣、學皆把文昌，而南中二社惜

字敬聖者，克勤克慎，其說皆本於梓 j童;外此有把文昌於小南

門城樓之上者，曰振南社，則太原楊御史始其事。御史作興文

教，偉矣;然篤於風水之說，建秀峰塔於南，命本巳文昌於小南

門城樓之上， ~巳魁星於大南門城樓之上，謂可協五行而應星宿，

遂使文明之象，冷落闇閣，夜聽巡缸戌鼓之聲，與廝卒為

伍。... ...。太原之說，殆堪與家之陋者。故是誌於振南社之中己，

置不錄。蓋欲以正紀事而破堪與之陋也。 6

這段文字有五個意義。第一:文昌帝君祝於學宮，已是大勢所趨，國

家且列為紀典，儒者只有接受，只好編出「主天下文明之府」、「道之

顯謂文，言文即言道。而巴之學宮，誰日不宜? J 一套說詞，承認既成

事實。第二:士子之所以崇紀文昌帝君，以其主功名祿籍，國家之所

以崇肥，亦不無籠絡丈人之意，堅守儒學道統意識的謝金鑒無法苟同

這種功利色彩，所以說「天下群然記者，殆皆志科名求福之意，其去

道漸遠矣」。第三:文昌帝君信仰亦非一無是處，亦有「福善禍淫之

旨，以為修身筋己 J '日用起居皆有所警畏，知戒懼，兢兢於身心舉

止而不敢妄為，近於儒學「慎獨」之意，所謂「茍志於仁無惡者，其

不流於無忌陣也信矣 J '在孔孟之書淪為弋取科名之具後， r 梓漫之

書，猶有賴焉」。這是文昌帝君信仰的「儒學化」、「合理化」、「道德

化 J '有「援道入儒」的意味，文昌帝君在冥冥之中考核士子的道德，

德行不修，科名無望。第四:情字敬聖(指制字之神倉聖，即倉頡)

信仰，克勤克慎，其說亦本於梓潭，文字乃聖人之遺頤，崇聖亦必祟

6 同註 1 '頁 1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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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之遺蹟，有感恩圖報之意。這有「儒道合流」的意味。第五:文

昌帝君、倉聖可以「合理化」、「儒學化」或「儒道合流」、「援道入儒 J ' 

但對風水之說、堪輿之陋，則不予苟同，所以對楊御史(二莒)把文

昌於小南門城樓之上，把魁星於大南門城樓之上，謂可協五行而應星

宿云云，加以批判，不錄於此話、， r 蓋欲以正紀事而破堪輿之陋也」。

謝金鑒此論婉轉曲折，不能得罪廣大求功名的士子，也不能反對

列於國家把典的信仰，於是借力使力予文昌帝君信仰「儒學化」的詮

釋。但對陰陽五行、天人感應那一套陰陽家者流之說則不予認同。謝

金擎的儒學立場在非常巧妙的情況下護持住了。

三、建議「蛤仔難」設官治理

蛤仔難，叉稱噶瑪蘭，叉稱甲子蘭，即今之宜蘭。早在乾隆三十

三年即有淡水人林漢生入墾'嘉慶元年，潭浦人吳沙復募三籍流民、

鄉勇前進，築土堡以居。之後屢經墾民請求內屬，官府多次查勘，嘉

慶十七年八月，始收其地，設噶瑪蘭廳，置撫民理番通判，自是以來，

移民群至，治溝 i血，興水利，險阻集，物土方，而噶瑪蘭為樂園矣。

此地正式收入清朝版圖極晚，導因於當道咸以險遠為難，但求一日之

苟安，不為百年千載之大計。鄭兼才、謝金鑒則極力主張設官治理。

7 謝金墊著{蛤仔難紀略〉六篇，首原由，次宣撫，次形勢，次道里，

次圖說，而終之以論證'其中論證篇為連雅堂〈臺灣通史﹒撫墾志〉

所全引，以其為此邦之重要文獻也。

蛤仔難之不可棄，謝金聖以為有七個理由，其文曰:

為官長者，素此數萬氏，使率其父母子弟， 7j(為通租、逃稅、

私販、偷運之人而不問也;此其不可者一。棄此數百里膏放之

7 蛤仔難(噶瑪蘭)之撫墾'詳見連雅堂: (噩灣通史 ﹒撫墾志) (噩北:黎明文化

公司， 1985 年) ，頁 411 至 4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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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回廬畜產，以為天家租稅所不及也;此其不可者二。民生有

欲不能無爭，居其問者津、泉異情，閩、廣異性，使其自斯自

殺、自生自死若不間也;此其不可者三。且此數萬人之中，一

有雄點、材智、無驚、不場之人出而取其眾，深根固蒂，而不

知以為我疆我土之患也;此其不可者四。蔡牽窺伺、朱:貴鑽求，

一有所合，則藉兵於寇、清糧於益也;此其不可者五。且其形

勢南趨淡水、蜢卿為甚便，西渡閩安、五虎為甚捷，伐木扼塞

以自固則甚險;倘為賊所有，是臺灣有近患，而患即及於內地;

此其不可者六。今者官雖未闢，而民則已闕，水陸往來，木拔

道通，而獨為政令所不及;奸完凶人，以為迫逃之義，誅求帶

至焉;此其不可者七。凡此七者，仁者慮之，用其不忍之心;

智者謀之，以為先幾之哲;其要歸於棄地、棄民之非計也。 z

蛤仔難如果收入版圖，設官治理，有許多好處。第一，可以減少逃稅、

走私，增加稅收，這對國家財政有益。第二，海泉閩粵之爭鬥'官府

可以依法處置，可以維護社會治安。第三，形勢險要，易守難攻，可

以避免盜賊竊鋸'取眾反叛，可以維護國家安全。第四，官雖未闢，

而民則已關，其民吾國之民，其地吾國之地，若不設官治理，則政令

不及，不字民望，無法宣示國家主權。在財政稅收、社會治安、國家

安全、國家主權上均有重大助益，謝金鑒認為這是仁者智者當慮當謀

之事。

蛤仔難之民居者已數萬，墾田不可勝計，乃咨磋太息，思為盛

世之民而不可得，天地之間斷無此理。至若有以「蛤仔難之民久違王

化，其心巨測，驟欲取之，懼生禍端」為疑者，謝金鑒答之曰. r 夫

君子之居宮，仁與智二者而已。智者之慮事，不在一日而在百年;仁

者之用心，不在一己之便安，而求益於民生國計。倘敬事以愛民，蛤

8 (治薑必告錄) (畫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59 年， 盡灣文獻叢刊第一七
種) ，頁的至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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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難之民，即堯舜之民也，何禍端之有?楊太守(耀游按，指臺灣府

知府楊廷理)之入也，歡聲動地。驅為義勇，則率以從;索其凶人，

則縛以獻，安在其久違王化哉!茍其圖利於身，弗達時務;抑或委用

非人，土豪奸吏把持，行私乎其間，則其啟禍也必矣 。 J 敬事愛民，

任用賢能，不圖私利， r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J r 何必日利，亦有仁

義而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均儒學政

治思想之核心部分，茍以才德卓絕之士出宰此皂，則蛤仔難可為樂國

樂土矣。

連雅堂〈臺灣通史﹒謝鄭列傳〉云:

噶瑪藺開設之議，前後繼起;而金鑿之論，尤為對切;兼才之

語，亦有同心，是皆有用之文也。士君子讀書論世，操筆為文，

足垂不朽。而偎薄之徒，但工藻繪，拘虛之子，多屬空談，非

所以為經國之業也。夫不知而言，是不智也;知而不言，是不

忠也;不智、不忠，非人也。若乃二子以冷署閒曹之官，而為

拓土開疆之計，可謂能立其言者矣。 10

經世濟用為儒學一貫優良傳統，雅堂稱許金壁之論為「剖切」、為「有

用之文 J '足垂不朽。以正八品教諭之小宮，而能為經國大業之文，

為拓土開疆獻策，可謂能立其言，在宜蘭開發史上有不可抹滅之貢獻。

四、提出拜除「分類械鬥」的方策

所謂械鬥，即指聚眾持械私鬥'是一種社會暴力衝突;因械鬥常

含有地緣觀念或種族意識，所以在台灣方志中均稱之為「分類械鬥」。

清代臺灣移民之聚居，不以血緣為分類，而以地緣為分類，姚瑩曾云:

9 同前註，頁 95 。

10 同註 7 所揭書，頁 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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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為氣類，海人黨潭，泉人黨泉，粵人

黨粵'潮雖粵而亦黨潭。」因此，在械門時各依其類。臺灣的分類械

鬥可分為七種，即: (一)省對省，如閩粵分類械鬥; (二)府對府，

如潭泉分類械鬥; (三)縣對縣，如蜢脾「頂下郊拼 J ; (四)姓對姓 ，

如陳林李三姓械鬥; (五)職業對職業，如挑夫械鬥; (六)樂派對樂

派，如西皮福祿械鬥; (七)村落對村落。 11 r 分類械鬥」有時會演

變成「民變 J (政治暴力衝突)。

關於「分類械鬥」的研究概況，林偉盛《羅漢腳一清代臺灣社會

與分類械鬥}一書有極詳盡的介紹，多集中探討分類械鬥的政治、社

會、經濟層面及其表面分析。 12 這些研究取向似乎沒有興趣去解釋當

時的知識分子對分類械鬥的焦慮與提出的道德原則，使得清代的儒者

對社會的關懷與道德實踐的時代課題隱沒不彰，林朝成開始嘗試從儒

家倫理的角度，正視分類械門對清代知識分子的挑戰及其對應之道。

1 J 事實上，分類械鬥不僅發生在臺灣，也發生在福建，謝金鑒在嘉慶

年間的閩、臺多個縣任縣學教論，非常關心此一時代議題。筆者以為，

他的〈泉潭治法論〉十篇 14 對閩、臺的分類械鬥有最廣泛的討論，

而其立論完全立基於儒學倫理，本節試論述之。

謝金鑒〈泉潭治法論﹒察由〉云:

11 廖風德: (臺灣史探索) (畫北:畫灣學生書局， 1996 年) ，頁 23 。
12 林偉盛對「分類械鬥」的研究請見林氏:(羅漢腳一清代臺灣社會與分類械鬥
〉一書(噩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1993 年)廖風德從「社會暴力」的

概念研究「分類械鬥 J' 可歸於社會層面的研究，廖氏的研究見同前註所揭害，

頁 23 至鈞。

13 林朝成: (移民社會與儒家倫理一以分類械鬥為中心的研究卜{第二屆臺灣
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噩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1999 年) , 

頁 261 至 273 。

14 (泉潭治法論〉十篇收入(冶臺必告錄〉一書中。其篇名分別如下: (察由) 、

(知難〉、(任役〉、(用恥〉、〈械鬥〉、(據禁〉、(抗官拒捕奪犯殺差〉、〈親民)、
(重士〉、〈治下南獄事論) ，其文見註 8 所揭書，頁 97 至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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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事關乎鄉色者，則率眾合族，私相侵伐，由是有械鬥之事。

門而死傷過均，居問者可和以解也;吾殺彼二人，而彼殺吾三

人焉，則必約眾再門，曰吾持其平而已。蓋捕犯刑拷以伸屈抑、

殺人抵命而持其平者，人心天道之當然也;第官不能，則移其

權於民而已。 15

官府不能持平處理械鬥糾紛，無法為人民所信賴，人民只好自行私

了，為何會如此?其主要的問題在於吏役受賄，這是吏治上的嚴重問

題。解決的方策，第一要「慎簡其人，教之以善;官之親隨左右及吏

胥輩有好善而不貪者數人可任以共事，實移風易俗之要圖也。」第二

要做到「廉且公 J r 今民之鬥爭紛亂，莫可調停者，惟官長可以調停

之。其好鬥者，亦壓於官長而不敢復作，其調停後復鬥者，必門子、

吏役受賄，官強制於民而不得其平故也。然其調停後復鬥者，仍非官

無以調停之;則亦曰廉且公而已矣。」 16

吏役不貪，在處理械鬥糾紛時便能公正，取得人民的信任，然後

輔之以道德勸說及誠信共識，所謂「此其不共戴天，非國法所能止也。

治之之術'亟之無益，置諸法難以稱惰，得一二人而誅，往往不當其

罪，而其禍不息。嗚呼!是必積誠相感，涕泣以道，使之塵然驚、翻

然悔、傲然不知佛之何從，而後以善術處之，庶乎可幾也。嗚呼!是

非寡德者之所能為也。」 l7 顯然，儒者並不以政治或刑法手段解決分

類之禍，而是以道德勸說，重建社會的誠信共識。然此道德勸說，不

只是個人的德性，同時也是行政與司法的倫理，才足以見效，因此，

社會的互信需有德者為之倡導，也需有效的公共領域的規範'才足以

成事，這就是所謂的「以善術處之 J 0 18 

的同前註，頁 98 。

16 同前註 ' 頁 108 。

17 同前註，頁 102 。

18 同註 13 所揭害，頁 2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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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官為了頭平分類械門，除了廉且公、誠信之外，還有許多事可

做，首先是「用恥 J '謝金鑒說:

傳者曰 r 知恥近乎勇 J '又曰 r 用人之勇去其怒」。且夫恥生

忿、忿生暴者，泉、津之民也。一轉移其心，可用以為善;惟

上有以去其蔽而激之以興耳。夫役之好勇鬥狼、犯不建而不避

者，恥、受屈於人，忠有以勝之耳。勢屈於人，利奪於人，則內

顧若無地自容;其憤不愛生者，且相助以起也，非恥、心之所激

與?惜乎其所恥者，僅勢與利也。夫勢屈而利被奪者，怯弱於

一時而已，而理尚有得仲。若夫殺人犯法，則理屈於人，比其

倫於亂氏、列其名為兇犯，齒身囚隸，等類捕亡，何獨無恥、也!

且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何

異?彼以為吾能殺之，其勢有以勝之，而不計其自殺者，固未

嘗勝人也。其或爭利而動者，所爭未得，而所費已十倍。朝而

門殺，基而鳩費以咯官府;兵役怒而樓之、胥史坐而飽之、招

搖撞騙之徒詐之以去。其得達諸官府而買罪者，猶幸也。素日

視一錢如命，一旦受欺、受詐，棄如泥沙而不知愧。 19

泉、海之民知恥，但僅恥「勢屈於人、利奪於人 J '因此而做出種種

愚蠢無知、有損生命財產之事。「夫仁人君子之用心，才德出眾之循

吏，當此豈遂無術?禁之不可，威之;威之不行，論之;諭之不止，

激之，其俗可變也。是自明其理以先之，善其術多方以啟之，積誠以

感之，痛詞以發之，因其所明而通之，犯其所惡以觸之，策家長以開

其端，訓生員以行其化;於是乎鄉約以聚其人，讀法以柔其氣。.. . ... 。

其勸也，其鄉之善也，祠堂則榮其區額，徵收則薄其陋規;鄉者則予

以賞贅，持監則隆以 l禮艾。其懲者，其鄉之頑以悍也，棍其祠堂區以

辱之，書其囚隸之姓名榜諸壁，圓其適亡之狀貌糊諸牆，散而施諸近

的同註 8 '頁 1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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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之墟市，強族之生員則難其科舉。吾恐其鄉之人必恥以怒也。」 20

恥之用大矣哉!但須以公理正義之不得伸張為恥，非以「勢屈於人、

利奪於人」為恥。「用恥」是教化泉潭人民，使之能認清好勇鬥狠、

犯不題而不避之害處。以此多方之術'獎勸之，懲戒之，使其勇於公

義而恥於私鬥 。

就縣官來說，則要師法{大學} r 親民」之義。「縣令，親民之官

也;知所以親之，可以為令矣。故其視民也，常如家人婦子然。一日

不相見，則虞其寒喧饑飽之失時也，出入起居之不謹也;醜夷則慮其

有爭，職業則憂其或曠也。而亦使民之視吾縣令，常如父母家長然。

一日出遊，則必審其行蹤之所之也，慮其步履之失提攜也。興一役慮

其為長者憂也，遇一難懼其為長者感也。」 2l 「輕騎滅從，一食一筆、

茶爐酒撞，所至召父老與語，道疾苦;為耕者課農桑，為讀者正句讀，

近村之持者皆附以至;無官府期會之勞，而有家人婦子之樂。則其鄉

風之淳澆、生理之豐督、子弟之賢不筒，皆在吾意中;而其胞然之仁、

藹然之意，樂其所樂、憂其所憂者，民悅之，日忘其為官也。家庭韓

國之私，有來告者乎，況其鼠牙雀角不待詞訟而消者，日不知凡幾輩

矣。有令如是，吾慮其械鬥者無暇於械門，據禁者無因而擴禁，仇儷

者日忘其仇儼'無大獄也。」 22 如此勤政愛民之好官，必帶來良善風

俗，社會治安不知不覺中就改善了。然「今之為令者，其視民也，如

魚肉;而民之視令也，如虎狼。凡有下鄉，皆為得錢而來，不得錢，

不知有百姓也。」 23 不能取得人民之信任，人民避之惟恐不急，上下

瞋乖，縣如無官之縣、民如無宮之民，如同「無政府狀態 J' 於是「自

相爭、自相據、自相刑、自相殺」之「危機社會」產生矣，豈有為民

父母宰斯土者一任其如此乎?

20 同前註。

21 同前註'頁 107 。

22 向前註'頁 107-108 。
23 同前註，頁 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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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之責除縣官須擔當外，亦賦予秀才教化之職。「居官故當愛

秀才;獨械鬥一事，嚴其責於秀才者，所以重秀才以為化始也。」 24

「方將施教以破其愚頑，而轉移其風格。教之所施，舍生員何由始哉!

」 25 胡平械鬥'以興教化，已成為秀才道德的「理分 J '即秀才的正

當責任。這種正當責任的意識，使得地方知識分子經常為分類械鬥挺

身勸和。於臺灣的方志記載中，或連橫〈臺灣通史〉的〈循吏列傳)

可得諸多例證。 26

縣官還可以運用民間社會力量。「擇其鄉之齒長而端慧者，立族

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督夫。凡鄉有不便於民及訟事，族人以告族

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罷，大事族正自詣縣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

令長聽斷。令長有所間，以片紙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則公正廉

明以鞠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煩言而獄己解矣。」 27 借重年高望重

之族正協助處理訟事及鄉里各事，小事判其曲直而罷，大事則詣縣官

聽斷，可減訟原，亦可為令長之耳目。此亦為中國古來便有之良法，

今所謂「社區總體營造」亦可取資焉。

總結之，謝金碧空對調除「分類械鬥」提出了下列方策:慎擇左右

吏胥以革除吏役受賄的惡習、建立廉潔公正的行政倫理與司法倫理、

官民建立誠信共識、教化人民真正的羞恥觀念、愛護提攜人民(親

民)、賦予秀才生員的教化責任、運用長老的社會約束力。臺灣的分

類械鬥後來因為「無分氣類」及「臺人意識」的形成，清末時己消間，

這是泉多仕臺官員及地方儒紳努力的結果，而謝金鑒所提的對治方

策，亦功不可沒。吾人細觀之，其中無一不涵儒學義理，這是儒學對

時代議題所提出的方策，也是傳統資源對新興時代議題的貢獻。

24 見同前註'頁 103 。

25 見同前註'頁 110 。

“見同註 13 所揭書，頁 272 至 273 。

27 見同註 8 '頁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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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編暴《續修臺灣縣、志} ，保存海東文獻

{臺灣縣志〉始修於康熙六十年，知縣王禮輯，實際修志者則為

陳文達;重修於乾隆十七年，知縣魯鼎梅輯，實際賽修則為王必昌;

續修於嘉慶十二年，知縣薛志亮輯，實際賽修者則為謝金鑒與鄭兼

才 。 28 鄭兼才時任台灣縣學教諭 '謝金鑒時任嘉義縣學教諭'都是以

教官的身分參與黨修 。鄭兼才(申請續修臺灣縣志文〉去:

竊以徵今述古，文獻兼資;補閥訂就， 1- 1'多為重。臺灣古屬荒

服，自入版圈，文物漸閉，郡縣志書，紀載昭然，足資考信。

弟查查灣縣、志重修於乾隆去申歲，迄今五十餘年;中經林央文

之變，沿革損益，規制異前。如萬壽宮之肇創、巡臺御史之久

裁、昭忠祠之奉敕特建、挂義祠之倡義更新與夫街市城垣之改

造、學令祠廟之增修，其鴻規鉅製，皆不可以不書。又如本色

學宮，兩組修建，地既由狹而廣，制亦由簡而隆，實因捐充屋

地得拓舊規，以及殿廳之捐造、祭器齋課之增童學田，皆前志

所未有;又不可以不書。至若職官貢舉之有趣名、循史武功之

當入傳、人物之首重忠孝節義、藝文之不廢雜記歌詩、學校之

漸臻隆盛、番俗之日就文明，凡此雖像海外之規模，均闖一朝

之典故。... ...。今則海氣不扇、山匪潛蹤，列憲宣播皇散，一

切善後事宜雖尚煩虛念，而教官籍庇寬閒，已得一意於文事。

因思臺色為附郭首色，歷任各憲建節重地，尺，興除善政，舉廢

宏規，例當備書。其志視外色所關較重，而頭緒亦較繁，非得

淹通博雅，未易綜最詳明。竊見嘉義縣、學謝教諭金鑿，酵實端

方，學有本原。令掌斯役，非惟繼事修明，足補未備;而於前

志所載，其異同得失之故，必能有所折衷，以傳來詐。某在任

28 陳文達{臺灣縣志〉列為噩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王必昌{重修薑灣縣志}列

為 113 種，謝金學{續修臺灣縣志〉列為 140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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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越兩年，耳聞自睹，亦得與薛令仰承大示，博采輿論，參 A

成書。大抵體制仍其舊有'事實益所本魚，與前志別為一編，

統眾人歸於一手，庶意見不至錯出，而刻期可以告成云。... ... 0 

29 

此文就為何要續修〈臺灣縣志) ，闡述甚詳。第一，舊修〈臺灣縣志}

距今(指嘉慶十二年)已有五十餘年，中經林爽文之變，治革損益，

規制異前。鄭兼才於是詳舉今昔之異，以為凡此雖係海外之規模，均

關一朝之典故，不可不書。第二，臺灣縣為臺灣府首且，歷任各憲建

節重地，凡興除善政、舉廢宏規，例當備書。其志視外芭所關較重。

第三，推薦嘉義縣學教諭謝金鑒主掌斯役，以其人醇實端方，學有本

原，於前志所載，並異同得失之故，必能有所折衷，以傳來許。事實

上，續修{臺灣縣志) ，謝金壁、鄭兼才各有其功，而此二人往返書

信亦多論及此事，舉一以概其餘。鄭兼才(與退谷〉去:

臺灣當兵焚之餘，孤懸海外，接輯安撫之計，足以重當路憂而

不可旦夕寬，誠有十倍於〈臺志〉者。然閣下與兼才之官，回

學官也，其責任不足以繫海外之安危，而實有關於色乘之興磨。

孔子作〈春秋) ，謂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志之修，亦猶是

也，固闖治理之大，而為閣下見諸行事之書也。弟以未梓之故，

竟無一人任其貴而續其成，亦可慨也矣... ... 0 30 

鄭兼才以為續修{臺灣縣志) r 海外事功在此矣 J '謝金鑒與鄭兼才均

為縣學教諭'學官也，其責任不足以繫海外之安危，而實有關於芭乘

之興廢。孔子作〈春秋〉謂「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

29 見鄭兼才{六亭文選}頁 8 至 9 0 (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丈獻叢刊
第 143 種。)

"見同前註，頁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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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續修〈臺灣縣志〉亦猶是也，關係治理之大，乃見諸行事之

書。一手一足之烈，一土一木之功，均為治理所闕，職司學官，芭乘

之修正責無旁貸之事。至於謝、鄭之分功， (續修臺灣縣志 ﹒ 凡例〉

云 r 是編於去取持擇，必嚴必慎;採訪查覆，必信必確，實惟兼才

總其事。至於命意抒論，起例發凡，編為章段，筆墨之勞，金鑒有不

得辭者。」由此知，考察事實為鄭兼才之工作，實際執筆者則多為謝

金鑒之勞。

鄭兼才(續修臺灣縣志跋〉云謝金鑒「澄心凝慮，講是去非，宏

眾美之收、出獨裁之見，有所論斷，悉秉大義。」此言金學論斷之優

點。叉云「與陳少林〈諸羅縣志) ，後先同軌。第少林當立法簡略之

初，洞觀事勢，故規畫以待諸後人;謝文值俗尚奢淫之後，熟悉人情，

故發明使追夫往制。其旨歸稍殊，後之覽者，亦可以得其用心矣。」

31 此言〈續修臺灣縣志〉與陳少林〈諸羅縣志〉之後先同軌，然亦有

不同，陳書在先，故立法簡略，謝書在後，故多發明。

〈續修臺灣縣志 ﹒凡例 〉云 r 是編作地志第一 、政志第二 、學

志第三、軍志第四。此四篇者為正志，復附以外編、藝文終焉。凡六

篇，為條目者五十有八。 J 32 {續修臺灣縣志〉的體例乍看起來 ，有

些特別，而且與此前臺灣地區所出版的方志都不相似，其實謝、鄭二

氏只是做照了男一種古代的方志書體而已。明清兩代有一些方志學家

用「三寶體」編志書，即採取〈孟子﹒盡心篇〉中「諸侯有三寶:土

地、人民、政事」的說法，分全志為「土地、人民、政事」三大項敘

述，而謝、鄭艾略加損益。 33 (續修臺灣縣志 ﹒凡例 〉叉云 r 艾之

有體，本出自然，非必前人有心為之而後人有心做之也。志書之作，

如記述事實則必宗〈史) (漢〉議論則必做韓、歐，紀山水則必律諸

〈禹貢〉、〈水經) ，書物產則必治諸〈爾雅〉傳疏;至於雜採論述，

31 見同前註，頁 107 。

32 同註 l 所揭書〈凡例〉頁 12 。

33 見陳捷先〈清代噩灣方志研究〉頁 133 0 (噩北:噩灣學生書局 ，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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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間取乎說部之體。若夫勦襲雷同、泛雜堆揀，抑或全抄案贖'竟與

冊檔相似，則非志書之體矣。」 34 此言〈續修臺灣縣志〉之文體風格，

大抵皆能如謝金鑒之自我期許。

〈周官) : r 小史掌邦國之志」則王都之志書也， r 外史掌四方之

志」則列國之志書也，其史體裁，故隸於史焉，謝金鑒之史才、史學、

史識、史德均有以稱焉，故能成此三十餘萬言之〈續修臺灣縣志 )or 天

終不陋海東文獻 J (鄭兼才(上胡道憲〉語)考制度，述風土，道民

情，記人物，存藝文，後之研究者多所取資，其有功於臺灣不淺。

六、「國風」之遺一〈臺灣竹枝詞〉吟詠臺灣風物

「竹枝」盛唐以前已行，中唐劉禹錫倡為民歌體。其始或手持竹

枝以舞，故名。別名有「竹枝曲」、「竹枝詞」、「竹枝歌」、「竹歌」。

音調為民歌合黃鍾羽。調略為七言、四句，二十八字，三平韻，每句

四字下及句尾，均有和聲。律要為傳辭或仿歌謠，帶呦格，或作七絕

近體。以早期辭為初體，以民歌呦格為常體，以七絕為別體。 3S 清代

臺灣出現許多種采風的作品，竹枝詞也是其中的一種，學者以為此與

方志采風、多學而識的觀念、邊疆空間的意識及官吏制度有關。 36 (續

修臺灣縣志〉收錄謝金堡(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也可以在此脈絡
中加以詮釋。

謝金堡(臺灣竹枝詞﹒序言〉去:

五、七言詩，以典雅麗則為宗。唯「竹枝」雜道風土，雖方宮

里諺皆可以入則，猶「國風」之遺也。金鑒以甲子臘月司鐸武

34 見間註 32 。

3S 見〈歷代竹枝詞﹒竹枝考) (任半塘撰)頁 5 0 (峽西省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1 年。)

36 參見翁聖峰{清代畫灣竹枝詞之研究〉頁 47 至 75 0 (噩北:文津出版社， 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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巒、乙丑供試事，僑居赤鼠，俯仰衍汰之押，而成憤於人心風

俗之所以弊，乃自〈赤嶽筆談〉、〈東征記〉諸書以外竊有論述

焉。而其餘者，耳目所經，時亦形諸歌詠。偶有中長觸，輒成小

詩。紙墨既多，進無倫次，聊復書之。俟有續得，當備錄焉。

37 

清代以關外民族身分入主中原，為熟請各地特殊的山川形勢、風土民

情，對於方志的規定很制度化，雍正七年更下令各省、府、州、縣修

志，限期完成，並且須每六十年續修一次 。 按時編算方志是地方官吏

的重要任務，編算方志如同撰寫史書的千秋之筆，在文化傳承上也是

榮耀之職。歷代正史大都備有「藝文志 J '在方志編黨體例裡「藝文

志」也是少不了的，否則就有缺憾之嘆，現存的清代臺灣竹枝詞除了

部分出自別集之外，大都也是因方志或風土紀中的「藝文志」才得以

保存下來。這些竹枝詞會被列入藝文志當中，在作者的創作意識上許

多就是為了他日修葉志書之用。 38 以特殊風土發為竹枝詞，正是方志

采風意識的展現，謝金鑒曾為編集 〈續修臺灣縣志) ，其書即收有不

少竹枝詞等采風作品 。清代學風有「多學而識」的觀念，臺灣亦在此

學風籠罩之下，此乃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詩教之遺緒 。清代

臺灣孤懸海外，復加海上交通風險頻頻，奉命者常視為畏途 。然清代

官制的「迴避制度」卻使遊宜人士甚少有怨慰之心，清代官吏在邊疆

仍能安身立命。依 〈大清會典〉 規定，督府以下，雜職以上，均須迴

避本省 39 甚至雖非本省，但距其家五百里以內者，亦不得為官，

只有對學官及武職人員稍有放鬆'所以有清一代 ，外省人當官幾乎是

全國普遍的現象，在這種官制上每一位有心住宮者 ，人人都要有離鄉

背井的心理準備，復加自清初以來已有立身邊疆的風氣，在空間意識

上，遊子他鄉的感慨也就相對的減少了，在「多識即是學」的文化風

37 見同註 1 '頁 611 。

38 見間註 36 '頁 48 。

"見{大清會典〉卷 47 '清 ﹒ 崑岡編。(噩北:新文豐出版社， 1976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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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下，遠至邊地雖有性命之危，但許多的流寓者都能安身立命，著成

有用之書，以待來者，清代許多竹枝詞、或是風土詩的創作就是緣於

此因。 40 臺灣與福建雖為「同省 J (在光緒十二年臺灣建省之前) ，學

官亦頗多由「同省」人士出任，然孤懸海外，與邊疆無異，此詮釋脈

絡亦可適用於清代臺灣竹枝詞。謝金鑒謂「竹枝雜道風土，雖方言里

諺皆可以入則，猶 r 國風』之遺 J' 此有采風意識及多學而識的觀念，

「僑居赤餃，俯仰衍訣之邦，而感憤於人心風俗之所以弊 J '此有安

身立命及諷諭教化的意味。以下試就其〈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分類

詮釋之。

謝金學(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並無倫次，據筆者組略分類約

可分為七類:

(一)、總綱

興觀群怨總情移，濤鴻淫哇亦繫思。底事刪篇餘十五，蠻風曾

不入聲詩。(第一首)

此為謝氏(臺灣竹枝詞〉 三十一首中之第一首，可視為總綱。 金

鑒以為鄭、衛之風，聖人存而不刪，自有其詩教意義，詩可以「興觀

群怨 J '文可以感物起惰，蠻風土俗，亦有可觀之處 。奈何國風但存

十五，應有更多風詩見採才對，言下之意，閩臺之風亦當收入聲詩，

不可偏廢。其下三十首即在此傳統詩學「神聖化」的原則下展開。

(二)、風土、名勝

輕飆二八水無述有 j山潮來北沁過。攜;函安平呼曉渡，一就斜

日華船歌。(第二首)

水仙宮外近黃昏，進北斜看第幾 ，棍 。潮信 來特沙齒白，商L 星漁

火簇城門。(第三首)

里差經緯問周胖，合朔哉生有異宜;廿八宵中明月影，彎彎初

40 見同註 36 '頁 72 至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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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見峨眉。(第四首)

封家來去總無因，五兩頻煩問 7~ 演。暑月看人帆勢好，西風吹

土七，幌身。(第五首)

南郊東轉路 Y 叉，斜日緣成到法箏。暫得托身無上地，小西天

外見曇花。(第二十二首)

深樹叢笙躇石床，竹;真寺後午陰涼。山風響動祇圍木，恰落高

林樣子黃。(第二十三首)

不事耘鉗亂插田，條條;美潤自成川。水雲六月魚鱗雨，斗米何

曾值百錢。(第二十四首)

東頭地與土番聯，處處膏肢未墾仟。日審遙 2年堪眺望，千章材

木翠連夭。(第二十五首)

寰中更自有仙洲，多恐蹉跎未肯求。欲向陽光尋福地，難籠山

轉海東頭。(第二十六首)

聖人謀庶先籌富，此地全須用教先。禮義分明廉恥、重，海邦倉

庫本天然。(第二十七首)

第二首吟詠安平晚渡，第三首詠棍身潮信及亂星漁火，此二首並

兼詠閒逸生活。第四首金鑒自註 r 臺灣初二夜即見月，至二十八日

殘月尚高。凡二十八夜，皆見月也。」此言臺灣天象。第五首金聖自

註: r 臺灣風俗與內地迴殊，長夏五、六月最多西風，謂之『發海西』

」此言臺灣風信。第二十二首金鑒自註: r 法華寺額曰『小西天.D J 此

詠法華寺。第二十三首詠竹溪寺，與前首一樣兼詠偷得浮生半日閒之

趣。第二十四首詠溪潤及六月雨。第二十五首言東頭地帶未墾'該地

處處膏艘，千章材木翠連天，有鼓舞漢人移民前去拓殖之意。第二十

六首金學自註 r 蛤仔難為臺灣正面雞籠東轉向陽之地，尤為樂土。

」蛤仔難之設官治理，金鑒推動甚勤，本文第三節已有論及，此詩以

蛤仔難為「仙洲」、「福地 J '願官民勿蹉跎'積極拓墾。第二十七首

援引孔子「庶之、富之、教之」之義理，以為此地庶矣富矣，應當積

455 



「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極推展禮義文教。

(三)、物產

馬跡牛建轍路交，草場墟市數衡茅;分明一帶那卅道，楊柳年

來換竹芭。(第六首)

指甲花香壓警季，蠻娘情語夜喃喃。 j尼人夢裡含雞舌，一碗檳

榔出枕函。(第九首)

妹家門倚綠珊瑚，毒汁沾人合爛膚;愁、說郎來行徑熟，丫斜巷

口月糢糊。(第十首)

紅燈罩壁掠宮鴉，一寸香籐洗齒牙。廉影沉沉人未至，二更呼

買市頭花。(第十一首)

木棉宜種海邊多，可奈纖纖素手何!姊妹頻年刀剪樣，教儂紅

肉映輕羅。(第十三首)

金錢花發為郎攀，落盡金錢郎未遷。不敢語郎鄉土事，瘴雲遮

斷望夫山。(第十四首)

腥紅苦李出林遲，釵朵盤兼小茄支。番蒜摘殘龍目民熟，滿街斜

日貴黃藥。(第十五首)

午盤堆遍地波羅，粒粒離心已破案;鳳尾蕭疏纖子落，一肩綠

莘倩蠻婆。(第十六首)

荳萊花開落地生，銅缸膏火萬家明;蕪灰猶作春哇冀，廣吉主周

官土化名。(第十七首)

蕭蕭蕉尾起秋聲，萬蛙甜漿煮作錫;枯搞其嫌同嚼蠟'一春薪

炭徹秋睹。(第十八首)

港口船回海氣腥，參差魚族有奇形;團頭縮項渾難識，欲捕人

間五雅經。(第十九首)

風味初嘗到竹哩，江瑤應與共功名;荳芽瑣瑣徒纖薄，荼筍閒

廚試拌羹。(第二十首)

第六首金鑒自註 r 臺灣雖隸福建，而平原衍訣，大類北土。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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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多叢竹，不種楊柳耳。」此言臺灣路旁多叢竹。第九首金鑒自註:

「指甲花五、六月開，枝葉大類拘紀，纖瓣長穗，濃香襲人。婦人喜

得之以插馨。其葉染指，功同鳳仙。」此言原住民婦女以指甲花插害，

叉以其葉染指，並寫婦女情語夜喃'極富嬌羞情趣。第十首金學自註:

「綠珊瑚有枝無葉 . y 叉狀類珊瑚。其汁甚毒，沾人肌肉皆爛。臺人

屋居前後遍樹之以為獎蔽。」此言臺灣人以有毒之綠珊瑚樹為獎蔽，

並寫男女幽會情致。第十一首金鑒自註 r 簣籐一名扶留，臺灣人以

此蕪灰夾檳榔食之。」此言臺人食檳榔之習，並寫男女相思。第十三

首金鑒自註 :r( 齊民要術}謂:Il'木棉花最宜於海邊函地』。惜此地婦

人不以女紅為事也。」第十四首藉金錢花以寫閩怨。第十五首金鑒自

註 r 樣子亦名番蒜，高樹多陰，實如豬腰，青皮黃肉，味甘如蜜;

五、六月大盛。黃梨鸝蘆結實，皮多刺，如葔槳，味甘可食。〈廣韻) : 

『槳，蘆果也』。當從藥，俗謂梨者，非也。」此首所吟物產頗多，

有李、蓊枝、番蒜(即樣子，今語芒果)、龍眼、黃梨。叉對「褻」加

以考證'以為俗謂「梨」者，非也;但金鑒於詩中寫正字，自註則從

俗。由此詩叉可知時令作物之交替，義涵豐富之詩也。第十六首金鑒

自註: r 西人語，以波羅蜜為天波羅、黃梨為地波羅。檳榔樹高數丈，

大類耕欄，葉舒鳳尾，子含粒如雞心，其殼即大腹也;七、八月己漸

採。」此首寫黃梨及檳榔 。 第十七首金鑒自註 r 落花生俗名土荳，

柔條吐爽，垂花入地，乃復結實於土中。榨取油入燈，極明亮。臺中

盛產;並蕪柏販賣內地，舟航不絕載。內地近山人，買其蕪以糞田。」

言落花生除食用外，並可作照明及糞田用。第十八首金鑒自註 r 蕉

糖之利半於中土，其柏用以代薪，臺灣、鳳山人竟歲賴之。」此言臺

灣盛產甘蕉，有「萬仕煮甜漿」之勢，蕪柏並可作薪材用。第十九首

寫臺灣魚族之各種奇形怪狀，可補儒家五經之缺載。第二十首金鑒自

註 : r 海荳芽狀似小蟬，有贅鮮白如荳芽;綠殼合抱，恰似荳之初拆

也。然而肉薄，而味殊未佳。」此言海產風味。

(四)、人物、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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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年海上寇張孤，香老芝龍總未誅。辛苦東寧賢太守，自捐資

斧伐甚持。(第二十八首)

呱呱赤子勃雞啼，求牧今難與古齊。何處紅燈書縣、宰，春風弦

管五條街。(第二十九首)

蹉跌遊戒血戰情，郎官念念為蒼生。何妨塞卻狼機口，壘土新

來變鐵域。(第三十首)

木城百雄海東隅，危難方知偉丈夫。惡耗翻成名節在，萬金為

汝市頭顱。(第三十一首)

第二十八首金鑒自註 r 甲子冬，蔡牽犯鳳山。時慶廉訪為臺灣

守，親率士卒禦戰於東港，圍牽舟幾獲之。砲石擊牽妻，中胸，乳遊

裂，北竄，創發而死。」此詠嘉慶年間發生的蔡牽事變，主要歌頌慶

廉訪之戰功。第二十九首金聖自註 r 丙寅歲秋八月，臺灣自令薛公

誕辰，民爭慶之。薛間，斂號燈街仗塞署門辟，闇者不答客。芭民自

相率奏樂歌舞，簫管之聲遍滿街巷。雖極貧者亦懸燈於戶，書曰: Ii'芭

主某公千壽』。薛令隸役禁撲之，民謹曰: Ii'吾自頌吾父母耳，官何與

焉 ! .!I摳歌者更數日夜，卒不能禁。」此言丙寅(嘉慶十一年)臺灣縣

民慶賀知縣薛志亮誕辰，薛氏嘉慶八年七月任臺灣縣知縣，十二年陸

授鹿仔港理番同知，是人民所愛戴的循吏。第三十首金學自註 r 遊

擊吉凌阿用兵得法，乙丑、丙寅間，力戰有功;尋病卒。時臺灣尹薛

公號愛民，民為謠曰Ii'文官有一薛'武官有一吉;任是蔡牽來，土

城變成鐵.!I 0 J 此詩亦詠蔡牽事變，乃由民謠演變而來，主要歌頌遊

擊吉凌阿之戰功。第三十一首金鑒自註 r 蔡逆之亂，義士陳啟良請

建木城於海底;慶觀察握其議，啟良力任事，兩日夜城成。於是力率

義旅守海岸，賊迫，眾多奔徙，獨啟良不去也;時賊募殺義士首者予

萬金，首啟良，次則洪秀文、吳春貴輩。」此詩亦詠蔡牽事變，主要

歌頌義士陳啟良建木城守海岸之功。上述四首均有「紀史」之功能。

(五)、身世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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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扎車聲攪夢殘，高城曉色迫人寒。朦臘客枕曾驚記，五月呼

驢出泰安。(第七首)

泉津一葦使行舟，客侶汀卅及廣州。眾水浮萍原是絮，浪花身

世竟悠悠。(第八首)

前文曾論及，清代臺灣官吏對仕宣臺灣，甚少怨慰之心，而多能

在邊疆安身立命。在謝金聖三十一首(臺灣竹枝詞〉中有身世之感者，

僅此兩首。竹枝詞固可抒騷人墨客一己之情，而從此二首中只見謝氏

遊宣四方之「事實陳述 J '並未見其有何深沈的怨慰之意。

(六)、閒逸生活

日日香沁點竹扉，一雙燕子避人飛。村寮亦有評花處，自荷春

甜種紫薇。(第二十一首)

此寫閒逸生活，頗能令人悠然神往。前引「攜酒安平呼晚渡，一

詭斜日蜜船歌。 J (第 二首 ) r 水仙宮外近黃昏，進北斜看第幾棍。」

(第三首 ) r 暫得托身無上地，小西天外見曇花。 J (第 二十二首) r 深

樹叢堇鋸石床，竹溪寺後午陰涼。山風響動祇園木，恰落高林樣子黃。」

(第 二十三首) ，這些也都有恬適閒逸之趣，並可同時歸於此類。

(七)、閔怨
疊雪霏霏透體涼，輕衫團扇墜珠香。兒家夫婿憐溫軟，萬L 剪春

紗含褲稽。(第十二首)

此首寫兒女私惰，婦人怨其夫婿憐情溫軟。前引「金錢花發為郎

攀，落盡金錢郎未還。不敢語郎鄉土事，瘴雲遮斷望夫山。 J (第十

四首)藉金錢花以寫閩怨，並可同時歸於此類。

謝金鑒(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以吟詠物產最多，有十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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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吟詠風土、名勝居次，有十首，佔百分之三十

二點二;吟詠人物 、 事變，再次之，有四首，佔百分之十三;以上三

類均以臺灣風物、歷史為吟詠對象，佔總數百分之八十四。其餘總綱

一首、身世之感二首、閒逸生活一首、閏怨一首，亦間接與臺灣有關。

翁聖峰說 r 學官一方面是地方上負責文教的推動者，另一方面實際

投入創作竹枝詞的作者也不少。竹枝詞冒在記敘地方特殊的風士，而

學官的首要職責是協助行政官員，實際負責推動地方上的文教活動，

當然必須熟悉地方上的風土，同時，透過韻艾的形式來傳達風俗、民

情，也提供另一種不同於歷史書籍的表現方式。」 4l 「聲音之道，與

政相通」、「審樂以知政」、「觀風知政」這是儒家一貫的詩學傳統，謝

金鑒(臺灣竹枝詞〉所繼承的正是此一傳統。比較特別的是，它的「風

土方域」是臺灣，是清代新闢的疆域。叉，謝氏(臺灣竹枝詞〉作者

自註之處頗多，介紹方土風物，或陳述詠歌緣由，這是儒學「多識於

鳥獸草木之名」及「以詩為史」的傳統。

近年來，臺灣鄉土文學的倡導，風起雲湧，有蔚為顯學之勢 ，事

實上， r 本土化」已在眾多清代的(臺灣竹枝詞〉作品上顯現，吾人

觀乎謝金鑒三十一首〈臺灣竹枝詞〉可知，他的作品兼其「儒學化」

與「本土化 J '是「臺灣儒學」與「臺灣文學」的先聲之一。

益去 考A
'0 ølt甘

儒學有體有用，謝金鑒以為聖人之道在日用人倫之間，此「體」

也。發諸「用」則面對文昌帝君信仰對儒學道統意識之衝擊，而作出

「理性化」、「儒學化」之詮釋。發諸「用」叉須對時代議題有所回應，

「蛤仔難」乃臺灣之險要重地，因此極力主張設官治理 r 分類械鬥」

重傷民命及財產，讓社會處於危機四伏之中，於是基於儒學義理，提

出各種方策，希望予以間平。做為職司文教之學官，謝金鑒執筆編黨

41 見同前註，頁 1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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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修臺灣縣志卜保存海東文獻，叉撰〈臺灣竹枝詞〉三十一首，

對臺灣風物、歷史多所著墨，此〈周官〉外史之義及繼承儒學詩教傳

統之實踐也。蔡牽之亂，為當時重大事變，其著述中亦多涉及，而謝

金鑒本人亦曾參與指揮區畫，部署守地之務，得總兵武隆阿之讀賞。

42 (邵武府志〉言其「春風時雨，繫人懷思，言動白為記注，勤於課

士，一文一詩，詳加筆削。」教諭屬正八品，乃閒曹冷署之官，在課

士之暇，做出如此斐然貢獻，可謂學校之干城，儒林之圭桌，誠儒學

思想與實踐之典範。

42 參見連雅堂{臺灣通史﹒謝、鄭列傳) ，頁 8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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