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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王羲之愛鵝」這個歷史典故流傳甚廣，世人在解讀「王羲之」與「鵝」這

二者之關聯時，往往從世俗的功利主義視角去研判：王羲之是書法大家，其書法

造詣獨樹一幟，人們試圖將其「書法」與「鵝」聯繫在一起，認為王羲之從鵝的

姿態中受到了某種啟發；王羲之是道教信徒，魏晉時期流行服食丹藥以求長生不

老，丹藥有熱毒，傳聞鵝肉有解毒之功，故而愛鵝是為食肉解毒；有人認為魏晉

動盪的社會氛圍導致了人們在精神上的極大解放，社會名士多借用有別于常人的

言行表達自我思想的解放，「王羲之愛鵝」是一種表達浪漫情懷的行為。 

 

本文從「王羲之」作為社會群體中的個體「人」這個概念出發，從人本身的

行為分析論述，而脫離世人所聯想的時代特徵、書法藝術等制約性因素去爬梳較

為可靠的邏輯。 

 

 

 

 

 

 

 

【關鍵字】王羲之、愛鵝、解讀、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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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王羲之愛鵝」的兩種學術論證 

1、書法藝術與鵝之形態說 

王羲之往往以「書聖」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的認知之中，也就難免關於他的研

究大多與書法藝術相關聯。宋陳師道《後山談叢》載： 

  

蘇、黃兩公皆喜書，不能懸手。逸少非好鵝，效其腕頸耳。正謂懸手轉腕。

而蘇公論書，以手抵案，使腕不動為法，此其異也。1 

 

清代書法家包世臣認為，「王羲之愛鵝」是與書法相關，鵝的體態及行姿，對王

羲之在執筆、運筆方面有很大的啟發。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中說： 

 

執筆，食指須高鉤，大指夾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鵝頭昂曲；中指內鉤，

小指貼無名指外距，如鵝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鵝，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

2 

 

可見歷代書界樂見於「王羲之愛鵝」與「書法」有密不可分的關聯，誠然，陳師

道認為蘇、黃書寫不能懸手，而王羲之解決了這個問題，原因在於從鵝頸的動態

中得到啟發。包世臣認為王羲之在書寫過程中通過觀察鵝的泳姿受到了啟發。陳

與包都在論述中具體提出了二者之間的關聯性，這些觀點在很大程度上被書法界

接受了。當代書界中的學術研究基本也因循這種邏輯或將之視為一種範式，甚至

臺灣的一個書法組織以「換鵝書會」命名，可見此說影響之大。 

 

誠然，陳師道與包世臣在論述過程中進行了深入的觀察、比較研究，具體論

證了書法用筆與鵝姿之間的關聯，但問題是，這二者是兩種不同的、無法具體類

比的事務，不同人的解讀也不盡相同，如何進行合理的邏輯推演？如何進行量化

研究？如果不能解決這些疑問，就會陷入主觀邏輯判斷之誤，成為世人讚揚「右

軍高雅」的主觀臆測。 

                                                        
1
 [宋]陳師道、[宋]朱彧著；李偉國校《歷代史料筆記叢刊》後山談叢卷二之一，中華書局，2007

年。 
2
 [清]包世臣：《藝舟雙楫》，清咸豐觀樂堂刻本,卷五<論書一>述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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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食與解毒說 

在 1933 年，史學家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詳細論述

了「王羲之愛鵝」的問題。3陳寅恪否定了陳師道及包世臣的觀點。4他又從社會

歷史學的視角，從天師道信徒的身份去分析這個典故，即天師道信徒服食丹藥，

丹藥所產生的金屬毒素累積在身體之內而引發不適，陳寅恪引用醫學典籍的相關

記載，佐證鵝具有「解五臟丹毒之功效，與服食者相宜」。故而認為此事非「右

軍高逸，而道士鄙俗也」。即認為，「王羲之愛鵝」是因為「食鵝肉解毒」的關係，

而非其他原因。這一觀點可謂獨樹一幟並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 

 

陳寅恪在這篇論著中一方面極力懷疑甚至否認有關「王羲之愛鵝」的史料真

實性；同時他認為本草藥物之學出自道家，又查閱唐孟詵《食療本草》及李時珍

《本草綱目》等醫學典籍，認為「鵝之為物,乃有解五臟丹毒之功用,本草列為上

品,宜於服丹之人食之。」作者進一步查閱了陳寅恪所列文獻資料： 

 

南朝陶弘景《名醫引錄》載：「鵝列為上品。」5 

 

唐孟詵《食療本草》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與服丹石人相宜。

亦發痼疾。」6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載：「鵝氣味俱濃，發風發瘡，莫此為甚，火熏者尤

毒。曾目擊其害，而本草謂其性涼利五臟，可發胃氣者皆能生津，豈獨止渴

者便曰性涼乎？參苓白術散乃治渴要藥，何嘗寒涼耶？」7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引注《日華子諸家本草》載：「白鵝：辛，涼，無毒。

蒼鵝：冷，有毒，發瘡腫。」8 

                                                        
3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2-44。 
4 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一文中極力否定了陳師道和包世臣的觀點，但並未有具體

的回應。 
5 見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43。 
6 唐孟詵：《食療本草》，中華書局，2011 年，卷中-鵝。 
7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人民衛生出版社，2004 年，四十七-禽部。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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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典籍所載的內容可以看出，陳寅恪的論述有斷章取義之嫌。另據該文所

列《抱樸子內篇·仙藥篇》引《神農經》: 

 

「上藥令人身安命延,升天神,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

又《名醫別錄》:「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

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 

 

從這些文獻中可見陳寅恪所記述內容語義不實，既然上藥無毒，何以尋求解毒之

藥？何以用鵝肉解五臟丹毒？此間前後語義矛盾，邏輯不清，並未可信。 

 

二、王羲之愛鵝的社會解讀 

1、從繪畫視角分析 

「王羲之愛鵝」為有據可查的歷史典故，成為歷代畫家摹寫的題材之一。據可考

的最早的是南宋馬遠所繪〈王羲之玩鵝圖〉，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見圖 1）畫

中的場景開闊，古松盤桓，清溪遠遊，王羲之倚松而坐，手持涼扇，悠然自得地

觀賞白鵝戲水。元代的錢選所繪〈王羲之觀鵝圖〉，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見圖 2）畫中近景樹木蔥郁，竹林叢生，亭台掩映，王羲之亭中倚欄而望，水

中一雙白鵝仿佛聽到了王羲之的召喚，朝涼亭徐徐遊來。整幅畫面意境清幽，人

與鵝的互動十分感人。明代徐渭曾作〈王羲之賞鵝圖〉，（見圖 3）畫中王羲之倚

石而坐，背後巨石聳立，樹木清幽，一童子抱鵝而來，右軍玩鵝的情景在畫中再

現。明末清初的陳洪綬所畫〈王羲之籠鵝圖〉，（見圖 4）此圖按照歷史典故「右

軍籠鵝而歸」所繪，畫中的王羲之神情自若、袖帶飄搖，小僕緊隨其後，手持鵝

籠，一白鵝安臥其中。至清代，〈王羲之愛鵝圖〉已經成了「四美圖」之一。9清

末民初的倪田所作〈王羲之賞鵝圖〉，（見圖 5）畫中石橋臥波，主人公王羲之和

一童子站立橋頭，水中清波蕩漾，四隻白鵝神態各異，自在地在水中嬉戲，時而

鳴叫回應岸上的觀者，可謂場面生動。海派任伯年曾多作此題材。（見圖 6）從

民國至今，有關「王羲之愛鵝」的畫作數不勝數，在此不一一列舉。 

 

                                                        
9 〈四美圖〉分別為〈蘇東坡愛硯圖〉、〈米芾愛石圖〉、〈陶淵明愛菊圖〉、〈王羲之愛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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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馬遠（傳）〈王羲之玩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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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元 錢選 《王羲之觀鵝圖》 

  

    從歷代畫家的創作來看，「王羲之愛鵝」這個典故已被畫界廣泛理解和接受。

這些作品中所表現的主人公與鵝的互動情景是真切的、感人的，又豈是陳寅恪所

描述的「非右軍之高逸」。 

 

 

圖 2-2 元 錢選 〈王羲之觀鵝圖〉 

 圖 3 明 徐渭〈王羲之賞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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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明末清初 陳洪綬 〈王羲之籠鵝圖〉 圖 5 清末民初 倪田〈王羲之賞鵝圖〉 

 

 
圖 6 清末民初 任伯年 〈王羲之愛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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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詩歌視角分析 

詩歌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藝術家表現社會生活及人生理念

的重要文學題材，唐宋詩歌善於借用典故增加文化歷史內涵。期中借用「王羲之

愛鵝」這個典故的作品頗多。 

 

《道州北池放鵝》 唐 呂溫 

我非好鵝癖,爾乏鳴雁姿。安得免沸鼎,澹然遊清池。 

見生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遠飛去,無念稻粱為。 

 

《得房公池鵝》唐 杜甫  

房相西亭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 

鳳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 

 

《王右軍》 唐 李白 

右軍本清真，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鵝賓。 

掃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別主人！ 

 

《送賀賓客歸越》唐 李白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 

 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題金陵王處士水亭》唐 李白 

王子耽玄言，賢豪多在門。好鵝尋道士，愛竹嘯名園。 

樹色老荒苑，池光蕩華軒。此堂見明月，更憶陸平原。 

掃拭青玉簟，為余置金尊。醉罷欲歸去，花枝宿鳥喧。 

何時複來此，再得洗囂煩。 

 

《鵝贈鶴》 唐 白居易  

 君因風送入青雲，我被人驅向鴨群。 

 雪頸霜毛紅網掌，請看何處不如君？ 

http://www.jielongdaquan.com/poetry/1/e78e8b.aspx
http://www.jielongdaquan.com/poetry/2/e783a6.aspx
http://www.haosou.com/s?q=%E8%AF%B7%E7%9C%8B%E4%BD%95%E5%A4%84%E4%B8%8D%E5%A6%82%E5%90%9B&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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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答鵝》唐 白居易  

右軍歿後欲何依，只合隨雞逐鴨飛。 

未必犧牲及吾輩，大都我瘦勝君肥。 

 

《寄米元章》北宋 魏泰 

綠野風回草偃波。方塘疏雨淨傾荷。 

幾年蕭寺書紅葉，一日山陰換白鵝。 

湘浦昔同要月醉，洞湖還憶扣舷歌。 

緇衣化盡故山去，白髮相思一陪多。 

 

這些詩或回顧歷史，或借物喻人，或及時應景，更說明瞭「王羲之愛鵝」這

個典故的感染力，這種文學藝術層面的理解與王羲之的心性、行為是相吻合的。

這本是一個高雅的生活情趣，不應被過度的解讀甚至扭曲。 

 

3、鵝的審美特徵 

中國鵝起源於鴻雁，10是中國馴養最早的水禽之一，這種和中國古代先民密

切的關聯可以從文學創作中體現出來，也由此成為中國文化中的一個表現要素。

當然這種關聯除了社會生產方面的原因，還源於鵝這個物種的審美特徵，如雪白

的羽毛、長長的脖頸、高昂的鳴聲、優雅的身姿等等。晉沈充<鵝賦序>曰： 

 

於時有綠眼黃喙，家家有焉。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

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為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為之賦云。11 

 

又晉蘇彥<鵝詩序>曰： 

時暫出郡，忽聞鵝鳴聲甚哀急，乃雲野人所致。外吏規為方便。以俟送客。

聞之悵然。又感莊生善鳴之雁，若其無音，將充庖廚，豈得放任，矯翮籠樊。

12 

                                                        
10

 薄吾成：<試論中國家鵝的起源>，《農業考古》1996 年 03 期， 頁 67-74。 

， 頁 67-74。 
11 見北魏賈思勰著，石聲漢校：《齊民要術》，中華書局，2015 年，卷第六，養鵝、鴨第六十；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NOSE1996030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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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晉時人們已經用文學作品歌詠鵝的美感，從鵝的體態、毛色、鳴叫等方面逐

一品評之，也印證了鵝在這一時期確有觀賞價值。 

 

 中國鵝的品類繁多，從形態上來說極具特色的有廣東獅頭鵝、（見圖 7）安徽

西部的皖西白鵝（見圖 8）、江浙的浙東白鵝等。（見圖 9）中國鵝的歷史悠久，13

其中的浙東白鵝與皖西白鵝距離王羲之活動區域相近。浙東白鵝體型瘦長，羽毛

潔白，有清秀之相；皖西白鵝肥壯，頭包巨大，包型變化豐富，毛色多有花紋，

叫聲高昂。這兩種鵝極通人性，不懼人，易於寵飼觀賞。 

 

 

圖 7 廣東獅頭鵝 

 

圖 8 皖西白鵝 左雄右雌 

 

                                                                                                                                                               
又見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九十一鳥部中。 

12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卷九十一鳥部中。 
13 《莊子·山木》中有這樣一段故事：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

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于故

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從《莊子·山木》中可以推斷，莊周生於西元前 379 年13，由此，他的

生長時代至今約有 2400 年的歷史。另據《爾雅》釋鳥中記載：「舒雁，鵝。」《說文》中關於

鵝的解釋：「雁，鵝也。鴈與雁各字。鵝與鴚鵝各物。許意隹部雁為鴻雁；鳥部鴈為鵝。鴚鵝

為野鵝。單呼鵝為人家所畜之鵝。今字雁鴈不分久矣。《爾雅》舒雁，鵝是也。李巡云：野曰

鴈，家曰鵝。言舒鴈者則鵝也。鵝謂之舒雁者，家養馴不畏人，飛行舒遲也。是則當作舒雁，

謂之雁之舒者也。雁在野，鵝為家雁也。」由此可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人們還是習慣

將馴養成的鵝稱之為雁。但野雁與家雁的區別在《爾雅》與》《說文》中已經有了清晰的表述。

也可以從此推斷，早期所馴養的家雁（鵝）與野雁（鴻雁）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差異，

即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鵝保持著鴻雁的基本特徵。隨著歷史的演進，鵝的地域性特徵逐漸顯

現。 

http://baike.baidu.com/view/399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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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浙東白鵝 雌 

 

三、從王羲之的身份入手分析論證 

1、王氏家族的顯赫聲名 

王羲之的家族是晉代屈指可數的豪門旺族，祖父王正為尚書郎。他的父親王

曠為淮南太守，曾倡議晉室渡江，于江左稱制，建立東晉王朝。王羲之的堂伯父

王導更是名聞於世，是東晉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堂伯父王敦是東晉的軍事統

帥。琅琊王氏在東晉可謂權傾一時，熾盛隆貴。王羲之本人的官位歷任秘書郞、

甯遠將軍、江州刺史，後為會稽內史，領右將軍。14 

 

回應陳寅恪的觀點，以王羲之顯赫的家族及個人的社會地位來說，如果「愛

鵝」是為了食用之目的，則大可不必親自尋鵝，完全可以派手下的人前往辦理，

而且也無需挑選有特徵的鵝，無非是桌上的菜品罷了。而史料卻無一記載有關「王

羲之喜食鵝肉」之事，更無「服食丹藥解毒」之文，依照《世說新語》等時下典

籍所刊之故事十分龐雜，甚至怪誕之事尋常，難道收錄「右軍喜食鵝肉」會影響

其高雅之形象麼？此事若以「右軍服食解毒」之典傳世，根本無傷大雅。故陳寅

恪的這種觀點根本經不起推敲。 

 

2、王羲之的文藝情懷 

王羲之是東晉時期著名書法家。其書法兼善隸、草、楷、行各體，精研體勢，

                                                        
14 房玄齡：《晉書》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098-2100。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015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446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736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92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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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采眾長，自成一家，影響深遠。 

 

代表作《蘭亭序》被譽為「天下第一行書」。在書法史上，他與其子王獻之

合稱為「二王」。王羲之的《蘭亭序》不僅反映了其書法水準，同時也體現了他

的文學素養和他對「天人」、「物我」關係的深刻理解。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

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

聽之娛，信可樂也。 

 

從《蘭亭序》所節錄的這段文意可以看出王羲之作為一個藝術家的獨特情懷，自

然萬物在他的眼裏是那麼富有生機，仿佛是大自然為他安排的場域，令他欣然往

之。「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可以看出他細膩的情感，對外物一草一

木的深切關注。「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這可以看出他

對「物」與「我」情感交融的理解，這也是他在情感方面的一種寄託。所以從這

點上來分析，王羲之對鵝的那種情感就不難理解了。 

 

3、王羲之愛鵝的心性與類比 

關於王「王羲之愛鵝」的典故多有史書刊載，內容大體類似，《晉書》第五

十載有<王羲之傳>,其中關於鵝的典故有兩則： 

 

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

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嘆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

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

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15 

 

《晉書》中記載的非常明確，且第一句就提到王羲之「性愛鵝」，可謂一語

道破天機。「王羲之愛鵝」是出於天性，沒有其他功利性，他天生喜歡鵝的姿態、

                                                        
15 房玄齡：《晉書》列傳第五十，中華書局，1974 年，頁 2098-2099。 

http://baike.baidu.com/view/433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6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2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4778.htm
https://www.baidu.com/s?wd=%E4%B8%9D%E7%AB%B9%E7%AE%A1%E5%BC%A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rAmvP1TsuH6Ln1R4rj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zrH61P1n1nf
https://www.baidu.com/s?wd=%E7%95%85%E5%8F%99%E5%B9%BD%E6%83%85&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LrAmvP1TsuH6Ln1R4rjmz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RzrH61P1n1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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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叫聲等等。對史書中「王羲之換鵝」、 「尋鵝」的明確記載，陳寅恪又認

為載于《太平禦覽》中的「孤老換鵝」一事不見於今本《世說新語》，於此認為

此事為六朝人編造，殊不知《晉書》中對此事也有明確記載。今本《世說新語》

載王仲宣喜驢鳴： 

 

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

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16 

 

若說「孤老換鵝」的典故受到質疑，「王仲宣好驢鳴」又有多少可信度？如果「王

羲之愛鵝」是因為食鵝肉解毒，那麼「王仲宣好驢鳴」是為治耳疾麼？及今日飼

養兔狗寵物一類，皆為滋補之用途否？ 

 

陳又質疑「孤老換鵝」這個故事內容不合情理，言說孤老既不肯賣鵝給王羲

之，當王羲之率眾前來賞鵝時此孤老又殺掉鵝烹熟待客，認為此情節前後矛盾。

筆者認為，這是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缺乏社會生活常識的一種主觀判斷，若從字

面理解卻有此意，但在東晉那個社會動盪的環境下，生產力落後，此孤老獨居鄉

間，見識必然有限。而「王羲之愛鵝」之事不可能被孤老理解，王羲之既然喜歡

尋找奇特之鵝，其周圍親朋、身邊下屬必然平日處處為之留意，聽聞孤老的鵝善

鳴後，手下人或奉命前往求購，受命之人前去購買甚至索要也未嘗不可能，孤老

必不能明白其中邏輯，何況此善鳴之鵝在農家本作看家之用，17既可能不知道右

軍為何人，又不能知曉此中利害，自然面對陌生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不允此事。而

右軍聞訊後，決定親自前往觀賞求購之，這消息驚動地方，當地官員人等必然事

先前往孤老處通告，而此時孤老方知即將有大人物為鵝前來，但仍不知其中目

的，遂按自己的理解烹鵝盛情招待，本以為完滿，卻成了右軍之憾事。 

王羲之作為一個自然之人，有保持其與生俱來天性的權利，許多有關王羲之

的研究過分仰賴其當世社會歷史環境之外因，18往往忽略王羲之本人天性之內在

                                                        
16

 南朝劉義慶著，張萬起、劉尚慈注譯：《世說新語注譯》傷逝第十七（1），中華書局，1998 年。 
17 農家養鵝看家的歷史十分久遠，這從《莊子·山木》中「莊生善鳴之雁」這個典故可知，善鳴

者，公鵝也，公鵝見生人具有攻擊性，叫聲高昂，故而有看家之用途。 
18 李澤厚認為：人的自覺成為魏晉思想的獨特精神，而對人格作本體建構，正是魏晉玄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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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這是十分可惜的。作為東晉社會權貴階層的王羲之喜歡尋常百姓所養之

鵝，或者把這些有特點的鵝當作寵物，這在相當程度上不被世俗思維所理解或接

受。不妨選個案例進行類比： 

 

《左傳·閔公二年》載：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

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餘焉能戰」！ 

 

《史記·衛康叔世家》載：懿公即位，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狄伐衛，衛

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鶴可令擊狄。」狄於是遂入，

殺懿公。 

 

《東周列國志》第三十一回載：懿公所畜之鶴，皆有品位俸祿：上者食大夫

俸，次者食士俸。懿公若出遊，其鶴亦分班從幸，命以大軒，載於車前，號

曰：「鶴將軍。」養鶴之人，亦有常俸。厚斂於民，以充鶴糧。民 有饑凍，

全不撫恤。  

 

衛懿公作為國之君主，可謂權貴至極，他卻有著如此的癖好，且到了癡迷的程度，

他給寵愛的鶴封賞品級和俸祿，並四處尋找品相優良的鶴分類觀賞，這不禁讓人

驚歎。他的荒淫暫且不論，單就「好鶴」一事來說，源自真心，並無目的性。史

書記載「右軍愛鵝」的典故雖不及「衛懿公寵鶴」那樣誇張及產生的嚴重後果，

但這段典故卻可以讓我們理解王羲之與山陰道士換鵝、率眾賞鵝的真切情懷。19 

 

那麼說到鵝，這種農家之物除了上節談到的姿態、善鳴等外在氣息，有沒有

可以與家常寵物類似之處呢？選個筆者親眼所見的案例：（見圖 10） 

 

                                                                                                                                                               

要成就。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 192。 

  宗白華認為：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

自由、極解放、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

代。見《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 208。 
19 所謂心性所流露的情懷，對天生所感興趣之事的興奮情緒，不僅自己喜歡參與，還想把這種

喜悅之情分享給身邊的人，這種參與感避免了某種程度的自我身份尷尬及可能出現的「孤芳

自賞」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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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闊，字紹卿，北京人，哲學博士，當代青年實力派小寫意花鳥畫家。紹卿

喜鵝，時常下鄉尋遊，聽聞有好鵝處必親臨觀賞，凡有奇特者悉數籠回，按

品相分欄養飼之。近來得精品皖西白鵝一架，一雄五雌，時雄鵝昂首高立狀，

自喙尖至腳掌三尺二寸，重十六斤，20頭包大如拳，體態粗壯，昂首闊步，

善鳴，名高士。雌鵝略小巧肥美。鵝舍與室隔一窗，紹卿閒暇倚窗觀賞，喚

曰：「高士近前」，雄鵝即臨窗而鳴；若進舍，此鵝則入懷親昵，雌鵝徘徊左

右，以聲相應，可謂奇鵝也！ 

 

本節選用古今兩個案例，衛懿公作為古代君主，劉闊作為當代青年畫家，從一個

權貴、一個畫家兩個不同身份佐證王羲之作為人本身的心性所求。更何況自古至

今，有寵物癖好者多不枚舉，難道都有功利貪圖麼？此不一一羅列。 

 

 
圖 10 畫家劉闊與皖西白鵝 2015 年初攝 

                                                        
20 本文所列尺寸為現代尺寸，一米為三尺；所列重量斤也為現代所用單位，五百克為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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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劉闊所作〈蜀葵鴛鴦〉 2011年 

 

結論 

「王羲之愛鵝」這個歷史典故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與討論，從可查的歷史

典籍不難看出，這個反應王羲之個人生活喜好的故事從其生長的年代就開始流

傳。無論從《世說新語》、《晉書》還是後來的《太平禦覽》等均有記載，同時

在繪畫、詩歌亦或是坊間的傳聞都比較普遍。學界的專論不多，以陳師道、包世

臣兩家從書法入手的研究及以陳寅恪從天師道服食解毒這一脈絡入手的觀點為

主。 

 

本文從各個視角分析研判，根據歷史典籍的記載，從王羲之的心性及常理邏

輯進行深入分析，進而排除了社會層面的因素，諸如學界所討論的魏晉風氣的特

殊影響等。王羲之愛鵝從根本上說是性情所致，而非其他因素所決定的。這樣一

種從研究主體本身出發的邏輯是負責任的、也有利於還原一個符合歷史情境的較

為合理的推斷。 

 

學界的研究尤其是陳寅恪的論點，太過於重視外因而忽視了人本身的邏輯判

斷。誠然，陳的研究主要集中於歷史學層面，核心議題是「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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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有關王羲之的論述只是該議題的一部分而已，但就這一部分而言，陳過

於糾結於資料本身的真實性與否導致其偏離了論證的中心，這個中心就是《晉書》

所明確記載的「性愛鵝」這樣一個字眼。這種學術判斷缺乏社會生活的邏輯，也

就經不起全方位的考量，使得簡單問題複雜化。 

 

至此，「王羲之愛鵝」這樣一個歷史典故得以厘清，王羲之愛鵝是發自本性

的喜歡，而非世俗所揣測的功利用途，既非「食肉解毒」，也非「執筆書寫」，

更非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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