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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休閒之父Aristotle指出人的生活在於享受有價值的閒暇，人透過休閒去沈思、玩味如何讓生活更美好、更幸福。同時在其

著作《詩學》裡亦提出如何在生活中透過詩去呈現內心的感動。因此詩與休閒有其密切的關係。另外Aristotle指出詩是一

切創造的基礎，透過詩可以呈現文明發展的過程。Vico在《新科學》裡並認為「詩性智慧」是人類文化的起源與發展的原

動力，並認為詩才是文明的重點所在。而詩透過遊戲的方式進行，遊戲則推動文化，文化在遊戲的形式及態度中產生。 中

國古人以「詩言志」來呈現生命的情感及意志，《詩》由最初是呈現中國古代的文化及歷史的意涵，演變成為藉由詩的引

用，以進行心志情感表達與人際溝通。因此本研究以存有詮釋者Gadamer的視域融合詮釋原則，從休閒的哲學意涵，透過

存有的思維，在中西方視域融合的交流過程，以儒家經典《詩經》為主，探究其在情感、人際互動及社會關懷面所呈現的

休閒意境及面貌。 本研究歸結出《詩經》所呈現的不受拘束，追求心靈自由的心志情感表達、觀風言志，涵養溫柔敦厚性

情以及託物隱喻，以達情感解脫的休閒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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