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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謝枋得為南宋著名遺民之一，以氣節聞名後世，其詩文亦流傳廣泛，乃當時文壇舉足輕重之人物。謝枋得的文章與評點前人均已有所研究，惟詩歌的研究尚少，仍有討論空間，故本文即以其詩歌和詩學觀為研究對象。先論其個人生平與時代背景，瞭解謝枋得所處之環境及其家學、師承與交遊。再利用分析、歸納法分析他現存的93首詩歌，先論其體例，瞭解他的寫作偏好以及寫作標準；其次談其命題，論其詩歌的命名特色；再來談詩歌內容，針對詩句進行討論與解構，瞭解他詩歌的內容思想以及特點，最後分析他的寫作特色，並和同期詩人比較，希望能藉此凸顯謝氏詩歌的特殊之處。詩學觀的研究則以他的詩學著作《註解選唐詩》、《詩傳注疏》和少數論詩散文為研究對象，因為謝枋得從未系統化的論述自己的詩學觀，故此部分必須從他的著作於文章中梳理而得，藉由文本分析瞭解他的詩學觀及其特出之處，並進一步和他自己的詩歌交叉比對，觀察其詩學觀的實踐。
	摘要(英)	Hsieh Fan-Te was a famous adherent of the South Sung Dynasty. He was known for both his integrity and his writing. Furthermore, his poems were widely recognized, resulting in much research and criticism of his work.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any areas of his literature that have not been fully analyzed. Therefore, this essay will focus on his poems and poetic theory. 

The first part provides a background to Hsieh Fan-Te. It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 Sung Dynasty and includes background on Hsieh Fan-Te’s family, education, friendships and so on. 

The second part is the research of his poetry. I use the analysis and inductive method to analyze his 93 poems, discuss the poems’ styles, to understand his preference of writing style and the writing style standards used. After that, investigating the meaning suggested in his titles, I will focus on the content of the poems, and try to understand his ideologies. Also, I will compare his poems with other literature from poets of the same era, and highlight the value of Hsieh Fan-Te’s work.

The third part researches his poetic theory.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his two literature creations” Shizhuan zhushu”, “Zhu Jie Xuan Tang Shi” and some essays. Hsieh Fan-Te had never talked about his poetic theory, so his theory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must determine through his literature creations, and I will observe whether he put his poetic theory in his poems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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