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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中國文學研究概述
吳翊良

台灣在去年的中國文學研究現況，茲分

成古典詩歌、古典詞曲、古典辭賦、古典散

文、小說戲劇五大類進行整理與評析；整體言

之，較諸前年，此五大類仍舊以詩歌、小說為

大宗，詞曲、戲劇之數量則持平，辭賦則仍為

少數。底下將著重在該年的學位論文為分析對

象兼以專書為輔，並旁及期刊論文，期能勾勒

出去年度的文學現況。惟篇幅所限，未盡之處

與不及備載者，望讀者諒焉。

一、古典詩歌
「古典詩歌」在本年度的研究現況較為

豐碩且集中，為使讀者更清晰理解，分成三

方面來介紹：「兼具各朝代的詩學研究」、

「抒情傳統的詮釋與再檢討」、「明清詩學

的活絡與多元」。

（一）兼具各朝代的詩學研究

此項可先從學位論文、期刊論文之研究

現況釐析，先行羅列如下：

李靜雯〈辭章意象表現論──以古典

詩詞為例做探討〉（台師大博論）、范麗梅

〈簡帛文獻與《詩經》書寫文本之研究〉

（台大博論）、張娣明〈魏晉南北朝詩學研

究〉（師大博論）、羅志仲〈《文選》詩收

錄尺度探微〉（清大博論）、方志恩〈王梵

志、寒山、龐蘊通俗詩之比較研究〉（華梵

博論）、許秀美〈杜宇神話與唐詩中杜宇意

象之研究〉（政大博論）、李宜學〈李商隱

詩接受史重探〉（清大博論）、謝添基〈非

體驗表徵文本的認知接受──以唐代海字入詩

為例〉（淡大博論）、張瑋儀〈元祐遷謫詩

作與生命安頓〉（成大博論）、沈雅文〈南

宋遺民道教詩歌研究〉（中央碩論）、余欣

娟〈明代「詩以聲為用」觀念研究〉（東華

博論）、廖宣惠〈金聖嘆杜甫詩學的闡釋系

統研究〉（中山碩論）、劉靜宜〈學以詩

現，詩以彰學──清代讀書詩探究〉（政大

碩論）；黃奕珍〈「景語」的作用──以杜

甫〈秦州雜詩〉中與「邊塞」有關之詩篇為

例〉（《東華漢學》）、蔡振念〈論唐代樂

府詩之律化與入樂〉（《文與哲》）、鄭柏

彥〈論「韓孟詩派」在文學史論述中的建構

方法及其意義 〉（《東華人文學報》）。
大體上來看，從去年度所出版的學位論

文，有古典詩詞的辭章意象論、先秦《詩經》

與簡帛文獻的結合對讀、魏晉南北朝詩學與

《昭明文選》選詩的研究、乃至唐代多重議題

的開啟、宋代的遷謫詩與遺民道教詩、明代的

詩學理論、清代的讀書詩等，攤展各朝代的詩

歌，此處或由特定詩人、或由主題選材、或由

批評理論，都可以看出去年度的研究兼顧了各

朝代詩歌的特色並從而開啟了些具有啟發性的

議題。值得注意的是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

批評》乃為當年詩學力作，本書處理資料繁

複、名家眾多、理論紛雜的清詩學，作者挑出

了極具代表性的王士禎、沈德潛、翁方綱、厲

鶚、袁枚、趙翼、蔣士詮等人，先從中宏觀諸

家詩論與中國詩學傳統的源流，接著考述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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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在當時所以成立的背景乃至詩論家的獨詣之

處，再把此詩論中與杜詩的關係作一深入的歸

納、辨析與思考，從而進一步的思考此流派的

杜詩學與中國詩論的轇轕互動之網絡動態，並

給予其適切的文學史地位，以流暢清晰的文字

闡釋抽象的古典詩論，洵屬難得；透過清代

「神韻」、「格調」、「肌理」及「性靈」等

詩學觀下的杜甫批評，審視杜甫參與詩學理論

建構的歷程。凡此，都是本書的特點所在，亦

能見出作者所下的苦工與用心，值得稱許。 
（二）抒情傳統的詮釋與再檢討

此外，去年學界針對中國古典詩歌中

的「抒情傳統」也有深入的探討與詮釋，如

《清華中文學報》�期就列載了與此相關的幾
篇論文，如蔡英俊〈詩歌與歷史：論詩史的歷

史成分及其敘述的轉向〉、柯慶明〈抒情美典

的起源與質疑〉、龔鵬程〈中和之美〉、顏崑

陽〈詩是智慧的燈：「詩性心靈」的特質與

「詩意義」的感發〉、蔡英俊〈古典詩歌意義

的構成方式〉；另外顏崑陽先生則就「抒情美

學」的議題延展了更多面向的分析，如〈從

反思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之建構以論「詩

美典」的多面向變遷與叢聚狀結構〉（《東華

漢學》）、〈從應感、喻志、緣情、玄思、

遊觀到興會──論中國古典詩歌所開顯「人與

自然關係」的歷程及其模態〉（《輔仁國文學

報》）；此外，亦有就中國古典山水詩類與

「題贊」、「繪畫」中的抒情觀念探討者，如

陳靜容〈試論中國「山水詩」詩類名稱之晚出

及其與「題贊」山水之關係衡定〉（《興大人

文學報》）。

（三）明清詩學的活絡與多元

在歷代詩學中去年則以明清詩學的研究

最為活躍，議題也趨多元，以清華大學所推

辦的明清相關活動乃至因此而發刊的《清華

中文學報．明清詩文特輯》洵為其中代表；

內載之文如劉威志〈屈大均的華姜情緣與自

我建構〉、胥若玫〈成為明遺民──以杜濬為

例〉、王鐿容〈文學批評有情天：錢謙益對鍾

惺之情誼與攻排探微〉、方蓮華〈「梅」與

「柳」的對話：錢謙益、柳如是在《東山詶

和集》中之再現〉、李欣錫〈錢牧齋〈讀梅村

宮詹豔詩有感書後四首〉析論〉；另如廖美玉

〈錢牧齋論學杜在建構詩學譜系上的意義〉

（《文與哲》）、謝明陽〈雲間幾社的格調

詩論──以〈幾社壬申合稿凡例〉、〈六子詩

稿序〉為開展〉（《彰化師大國文學誌》），

及〈孚社及其詩學考論〉（《中國文哲研究集

刊》、李德偉〈論袁枚《隨園女弟子詩選》

呈現之詩學觀及其在清代文學史上之意義〉

（《東華漢學》）、陳美朱〈明、清杜詩評

註之時文手眼初探〉（《東海大學文學院學

報》）、張俐盈〈方東樹《昭昧詹言》論陶

詩〉（《東華漢學》）、吳翊良〈地景書寫與

文本詮釋──以錢謙益〈黃山組詩〉二十四

首為析論對象〉（《雲漢學刊》）、楊淑玲

〈袁枚自挽詩及友人和作之自傳書寫與集體

建構〉（《雲漢學刊》）、王怡云〈此心安

處即吾鄉──論袁枚詩中的安頓之道〉（《雲

漢學刊》）。凡此，誠可看出明清詩文的相

關研究之蓬勃發展與活絡現象，如何匯聚更

多明清詩文的議題，善用相關的研究成果，

是未來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二、古典詞曲
以「韻文」來看，除了「詩歌」之外，

在古典詞曲方面，則有杜滋曼〈五代南唐詞

人群體研究〉（東吳碩論）、王秀珊〈東坡



11� 200�台灣文學年鑑

「以詩為詞」之論述研究〉（東華博論）、

邱全成〈蘇軾詞的接受與影響──從期待視野

的角度觀之〉（彰師大碩論）、鄭雅心〈論

清真詞的沈鬱頓挫風格──從語言學的角度分

析〉（高師大碩論）、謝見智〈張翥及其詩

詞研究〉（輔大碩論）、陳雯怡〈明代祝壽

曲詞之研究──以《全明散曲》為主〉（成大

碩論）、林秋燕〈清代的李清照研究〉（佛

光碩論）、魏伯全〈許光治及其散曲研究〉

（高師大碩論）、盧盈君〈《四庫全書總

目》詞曲觀研究〉（政大碩論）。

古典詞方面，從晚唐五代詞人、北宋蘇

東坡、周邦彥、李清照到元代張翥為論述重

點。所採取的研究方式或為詞人群體、知人

論世、詩詞跨界、接受美學、語言風格，可

見研究角度的多元；而在古典曲部份，則有

從「祝壽曲辭」此一題材切入，觀察明代散

曲的實用功能及其教化之用；另有針對晚清

著名散曲家許光治的整理研究，對晚清散曲

之學有開闢之功；那麼，如何評價「古典詞

曲」的價值與其意義呢？《四庫全書總目》

的「古典詞曲」之並觀品評可以為我們提供

答案，盧盈君〈《四庫全書總目》詞曲觀研

究〉即聚焦於此課題，辨析《四庫全書總

目》中的詞曲概念與文學批評，立意較新，

可供參酌。在專書方面，王偉勇《詩詞越界

研究》一書， 則特就近幾年來所關懷的清人
之絕句、長短句論詞之現象，集結成冊，具

有學術意義與開展之功，值得細究。

三、古典辭賦
在「古典辭賦」方面，有「總論賦之

緣起」，如陳韻竹〈論賦之緣起〉（中山博

論）；亦有針對特定時期如南朝「元嘉」時

期的詩賦進行深入研究，如楊芮芳〈元嘉

詩賦研究〉（文化博論）；以「音樂審美」

切入者，如何美諭〈魏晉樂論與樂賦音樂

審美研究〉（成大博論）；此外，探討「俗

賦」類型者，如歐天發〈俗賦類型研究〉

（高師大博論）；蔡文榮、盧翁美珍〈〈韓

朋賦〉之體製與故事衍化意義──從《搜神

記》「韓憑妻」與敦煌本〈韓朋賦〉比較談

起〉（《東吳中文學報》）；兩篇文章從

「俗賦」的庶民層面結合了文體、宗教、故

事等層面，較有突破；至於針對專人的辭賦

研究，則如柯混瀚〈陳本禮《屈辭精義》研

究〉（彰師大碩論），以清代學者陳本禮為

考察對象，全面分析了其楚辭要義，深入且

周延，可供學界窺探清代楚辭學之一斑。

四、古典散文
本年度的「古典散文」相對而言則較為

匱乏，先羅列研究現況如下：朴俊秀〈歐陽

脩詩文改革之研究〉（政大博論）、鄭芳祥

〈北宋中至南渡初期政論與史論演變研究〉

（成大博論）、蓋琦紓〈黃庭堅「古文」

的文體轉變──以「雜著」為中心之討論〉

（《文與哲》）、林淑華〈袁宗道之文學觀

及其散文研究〉（高師大碩論）、孫上雯

〈湯顯祖尺牘小品研究〈（嘉大碩論）。

以期刊論文來說，蓋琦紓的論文雖僅

以黃庭堅為例，卻扣緊其「文體」論述，觀

察「古文」作為一「文體」的演變軌跡，清

楚的呈示了其中的變化與「辨體」批評的本

質觀，洵為深入；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鄭芳

祥的博論乃一針對古典散文具有系統性的論

述之作。其結合了政論與史觀的兩重觀念剖

析北宋中期到南渡初期的散文內容、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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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手法之轉變，並將之與歷史時勢、世代

文化相互扣合，試圖「以文證史」、「以史

解文」，是當年度較全面探討古典散文的力

作，可資學界參照。

五、小說戲劇
 小說戲劇類仍為學界研究之大宗，因

數量較多，擬分成「古典小說」、「古典戲

劇」兩大類介紹。

（一）古典小說

在古典小說的學位論文中，有陳靜瑜

〈文類與故事演變──以朱買臣休妻為例〉

（清大碩論）、王志中〈唐人小說集《原化

記》研究〉（東華碩論）、方韻萍〈唐代俠

女小說研究〉（東華碩論）、洪詠秋〈《三

國演義》與《水滸傳》英雄觀之探析〉（台

大碩論）、邱彥祺〈《水滸傳》與明清之際

續書三種比較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碩

論）、何政輝〈明代神魔小說敘事研究〉（中

正碩論）、吳俐雯〈馮夢龍《古今譚概》研

究〉（東吳博論）、陳純真〈瞿佑《剪燈新

話》研究〉（東吳博論）、賴思妤〈《仙媛紀

事》研究──從溯源到成書〉（暨大碩論）、

傅想容〈《金瓶梅詞話》之詩詞研究〉（成

大碩論）、王明儀〈《續金瓶梅》之身體研

究〉（中興碩論）、李佩蓉〈說唐家將小說

之家／國想像及其承衍研究〉（政大碩論）、

黃瓊慧〈世變中的記憶與編寫──以丁耀亢

(1���-1���)為例的考察〉（中央碩論）、吳
麗晶〈李漁擬話本小說敘事研究──以敘事邏

輯與行動元分析為主〉（嘉大碩論）、李蕙如

〈清初前期話本小說《五色石》研究〉（嘉大

碩論）、張秋華〈《醉醒石》、《照世杯》、

《警寤鐘》比較研究〉（台師大碩論）、林

偉淑〈明清家庭小說的時間研究──以《金瓶

梅》、《醒世姻緣傳》、《林蘭香》、《紅樓

夢》為對象〉（輔大博論）、鄭宛真〈邱心

如《筆生花》的女性刻畫與文化意涵〉（台師

大碩論）、郭豐碩〈清代長篇俠義小說研究〉

（文化碩論）、陳怡潔〈晚清狹邪小說之現代

性研究〉（佛光碩論）、紀俊龍〈晚清「四

大小說雜誌」研究〉（東海博論）、蔡祝青

〈譯本外的文本：清末民初中國閱讀視域下的

《巴黎茶花女遺事》〉（輔大博論）、陳玉萍

〈中國古典中短篇小說中的詩文關係與抒情性

──以愛情為主題的討論〉（台大博論）。大

體說來，《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

梅》、《西遊記》、《紅樓夢》為關注焦點，

另有以「續書」、「擬話本」、「現代性」、

「晚清雜誌」、「翻譯文本」為探討主題，則

立意較新，可資借鏡。此外，亦有針對古典小

說文獻考論者，如羅景文〈王古魯對古典小說

文獻的蒐訪與研究──兼論北京商務印書館刊

印《王古魯藏書目錄》的來歷與內容〉（《國

家圖書館館刊》），對古典小說文獻學的建構

有重要貢獻。

（二）古典戲劇

在古典戲劇方面的碩博士研究，則有王

晨宇〈《張協狀元》與閩地戲曲關係研究〉

（台師大碩論）、黃峻宏〈明代傳奇中的丑

腳及其俳優精神研究〉（成大碩論）、陳洛

嘉〈《雍熙樂府》引元雜劇研究〉（嘉大碩

論）、高宏儀〈明傳奇妓女形象「閨秀化」現

象析論〉（東海碩論）、徐嫚鴻〈明代陳繼

儒戲曲評點本研究：以《六合同春》為討論中

心〉（中央碩論）、陳韻妃〈李贄戲曲評點研

究〉（中央碩論）、高嘉文〈臨川四夢戲曲接

受史研究〉（東吳碩論）、尚昱成〈晚明戲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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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述中「情」「理」與「審美」論題之互涉〉

（佛光博論）、林佳儀〈《納書楹曲譜》研究

──以《四夢全譜》為核心〉（政大博論）、

黃荻娟〈明清時期揚州地區戲班研究〉（東

吳碩論）、謝依均〈吳梅研究──兼論近代

戲曲學術的興起（1���-1���）〉（北藝大碩
論）。以上論述主要集中在明清戲曲的討論，

或從地域、專人、評點、角色、審美議題，進

行了詳密整理與多方詮解。 

六、其他：文學、文化的跨領域
　　嘗試

最後我們則試圖點出，本年度文學研

究已然嘗試走向跨領域的文學／文化研究之

現象。在這方面有「音樂與文學」，如黃潔

莉〈魏晉樂律、樂理、樂境抉微〉（成大博

論）、許明竹〈兩宋之交宮廷音樂研究──兼

論徽、高、孝宗三朝之雅俗沉浮〉（台大碩

論）；以「人類學結合文學詮釋」，如劉紹

鈴〈「文」字考：關於文學──人類學的詮

釋可能〉（中正博論）；「書法與文學」，

如莊千慧〈心慕與手追──中古時期王羲之

書法接受研究〉（成大博論）；以「影音、

舞台」為跨學科，如高品芳〈還魂與再生

──以杜麗娘為核心的跨文本考察〉（中央

碩論）、許劍橋〈會翻轉的舞台──游好彥

舞作之中國元素與在地化的文化史意義〉

（中正博論）；「文學與宗教」，如劉凱玲

〈萌聲．複音．新調──魏晉南北朝佛教文

類研究〉（台師大碩論）、劉承炫〈敦煌講

唱文學研究〉（文化博論）、吳明興〈蘇軾

佛教文學研究〉（佛光博論）、廖卉婷〈汪

端從名媛才女到宗教導師的生命轉向〉（暨

大碩論）；以「文學、報刊與傳播」為分析

者，如鄧淑英〈晚清通俗性報刊與現代知識

啟蒙：以《圖畫日報》為中心〉（師大碩

論）、蔡淑華〈漫遊海上櫥窗：晚清《世界

繁華報》中的文化圖景〉（暨大碩論）、洪

佩君〈華燈初上：上海新舞臺（1�0�-1�2�）
的表演與觀看〉（暨大碩論）、蔡佩芬〈晚

清浮世繪：《游戲報》與上海文人的文化想

像〉（暨大碩論）。

總本文所述，可以概觀本年度台灣的中

國文學研究之現況，也可以看出研究方法的

日益更新與多元議題的拓展，面對全球化的

漢學研究之熱潮，台灣的研究成果如何與世

界接軌，相互對話、激盪啟發，從中確立自

己的位置？成了此一世代不可迴避之課題。

然則回歸文本的精細閱讀，重返歷史情境的

脈絡進行結構式的探討，更是文學研究者不

可忽視的基本職責，在文學／文化跨領域研

究的知識場域中，我們如何從文本閱讀，建

構出一套屬於「在地化」的視野進而與世界

漢學交流互動，讓向來被視為「他者」的東

亞，可以躋身更為廣大的世界漢學的視域之

中，則是未來必須進一步深究的面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