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集分為上、下兩編與附錄部分。其中上編集中探討了盛唐「文儒」的前奏，即北朝

後期到初唐時期以王通與王勃為代表的河東王氏家族，其實是當時在文化觀念與文學創作方面

具有典型意義的「文儒」型士人代表。本文通過對唐前「文儒」概念的歷史生成與文人型態演進、

王通的文學思想、王勃文學思想及其特殊仕進觀影響下的文學風格等內容的研究，深入闡釋了

處於南北文化交流重要時期的初唐時期，王氏家族在文化觀念和文學創作兩個方面通過回顧歷

史總結經驗，既整合了南北文學中「辭采」與「氣骨」的創作傳統，合其兩長而摒棄其短，同

時以「文儒」這一全新的文人形態預示了未來時代的文化走向，這構成了盛唐時期「文儒」產

生的前期理論背景。

下編則為漢唐之間文學演變之關鍵環節的研究，其中包括《史記》、山水田園詩、《文

選》、《文心雕龍》、初唐文學、李白、儲光羲、韓愈以及中唐古文革新等諸多問題。《史記》在

繼承了前代「個人」意識覺醒的思想史背景基礎上，又融入司馬遷飽含個性人生體驗的深刻感

悟，使得「項羽」悲劇英雄的身上深刻浸入了司馬遷與傳主之間「心有靈犀」般的情感交流，

這種嶄新的敘事方式決定了《史記》之「究天人之際」超越一般的歷史著作而成為文學史的經典。

山水田園詩、《文選》與《文心雕龍》、初唐文學等論文，則集中分析了魏晉六朝到初唐時期文

學自身審美特點不斷演進在各個領域和文學載體中的鮮明體現，如離別詩中的山水描寫，《文選》

李善注、《文心雕龍》對初唐文學的影響等都展現出本階段的文學審美特徵日益深化之趨勢。而

李白的文學觀念、中唐古文革新的文學觀之演進與韓愈詩風的轉型，則說明盛中唐之際的文學

發展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轉折，即「以復古為革新」實際包含了對魏晉六朝到初盛唐的文學發

展中顯現的問題進行糾偏的嘗試，而這其中既有前代文化觀念的借鑒，也有「子學精神」的滋

養，還有地域文化的影響。因此，盛中唐的文學變革實際具有走出「六朝」而復歸「原初傳統」

的文化史意義，這種「通變」觀的文學演變與上編中「文儒」在初盛唐的發展後預示了中唐文

學復古思潮的濫觴是根本一致的。

因此本論文集雖是單篇論文的探討，但其整體思路是一以貫之的，即從更為宏闊的文化視

野內，通過對中國中古時代文學發展關鍵環節的分析，深入審視漢唐間文學發展的基本規律和

潛在線索，從而得出更符合歷史實際和文學發展狀態的可靠結論，同時也是從文學史、思想史

和觀念史的多重角度探索「唐宋變革論」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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