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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號文山，廬陵(今江西省吉安市)人，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及

傑出詩人。二十歲時考中狀元，官至右丞相。元兵南下時，他起兵抗元。1278年，文天祥兵

敗被俘，元兵追擊在崖山的南宋皇帝趙昺，脅迫他隨同勸降。1279年正月，文天祥路過伶仃

洋時，寫下了《過伶仃洋》這首詩。文天祥在這首詩中，沉痛地述說了國家和個人的悲苦遭

遇，慷慨地表示了為國捐軀的決心和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元人屢次勸降不遂，將他還押

大都(現在的北京)。1283年，文天祥在大都從容就義，表現了堅貞的民族氣節和英雄氣概。 

  文天祥一生寫下不少傑出詩文，其中最為人稱頌的是《正氣歌》和《過伶仃洋》，特別是

後者最後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更是千古傳誦。 

 新界新田及泰亨分別建有文天祥公園及文山公園，以紀念文天祥。 

《過伶仃洋  文天祥》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伶仃洋裏嘆伶仃；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經：指經書，文天祥熟讀經書而考取狀元，官拜丞相。指南宋末代王朝對元兵四年的抵抗，只有疏疏落落。河

山破碎有如風吹柳絮。惶恐灘：在江西萬安縣，處於贛江中，文天祥曾在此被元兵所敗。伶仃洋：在今中山縣

南，處珠江口。汗青：史冊，古人以竹為紙，用火將竹的水份烤出，稱為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