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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李綱（1083-1140），宋代邵武人，字伯紀，別號梁溪先生。李綱經歷了靖康國難、北宋滅亡的歷史，是最為艱鉅的一段時期。李綱的仕途屢遭起落，長期客處他鄉的生活經驗，使李綱留下了相當豐富的詩歌創作，隨著年歲及歷練的增長，李綱詩歌所蘊含的精神內涵也是與時俱進，呈現出當代士人處於北、南宋間的時代特色。全文共分為五章：


第一章「緒論」：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研究概況、取材範圍、論述架構以及預期成果。第二章「李綱生平」：分別由李綱的時代背景、生平經歷、交遊狀況三方面進行探討。第三章「詩歌內容」：可大致分為和詩、寫景紀行、記事省思三類。第四章「詩歌之思想內涵」：此章由對國家命運之關懷、仕隱抉擇、遷客漂泊等三部分來分析。第五章「結論」：總結本文研究，藉由全文論述的主題，呈現李綱詩歌中的多種面貌、文學創作的特色，以及所代表的時代意涵，並推論其在文學史上的意義與貢獻。



	摘要(英)	Li Gang（1083-1140）, the person of Song Dynasty Shaowu, Li Gang’s  Style name was Bo Ji, self-titled Mr. Liang Xi.Li Gang experienced Jingkang Disaster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demise. It was the hardest time.Li Gang’s official career is full of rises and falls, and the long period during which he stayed in foreign countries makes Li Gang created many ample poetry works. As the growing of ages and experience , Li Gang’s poetry became more  energetic in connotation, and presented the dynasty’s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about officials lives between Northern Song and Southern Song. There are five chapters.


Chapter I：Explicit expression of the discussion structure, material scope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this article.


Chapter II： Discussion about Li Gang’s background, biography experience and his relations with others.


Chapter III：Discussion about Li Gang’s poetry contents,including the composition a poem in response to the one received, description scenery,  record and introspection.


Chapter IV：Analysis about Li Gang’s poetry thought connotation,including the concern of the national’s  destiny、the choice between official life and reclusion、relegation’s mood.


Chapter V：The conclusion of the research on Li Gang. By different topics being discussed before, this essay display the various styles of Li Gang poetry , the features of literature,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ime. Finally this essay also infer the meaning of and the contribution o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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