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人物品鑑的文化風尚，在歷史書寫上由來已久，推溯至先秦時期的史傳文本或是諸子思想，

都有著對於人物身體形貌、命運發展乃至於言行觀察到內在德性的褒貶評價，從傳統相人的數

術文化到諸子識人理論，品鑑文化的發展，透過文本的記載與分析，可以照見人倫識鑑在時代

變動中的轉變與人文化的發展，探究曹魏之前的人物品鑑源起，能將品藻文化的視域擴展到心

理學與人生價值觀的層次，由小見大，視野更為多元。

時代到了漢末魏初，人物品鑑風氣更盛，探究其政治局勢的動盪，人才的需求更為迫切，

故朝臣為呼應執政者的用人需求，便提出了許多的觀人法則。在實用的觀點上，人物品鑑的書

寫更重視系統性與材質的分類，像是劉劭《人物志》中，即羅列了完整的鑑識人才方法，從九徵、

體別到八觀、七謬的人物品鑑流程，加上桓範《世要論》、鍾會《才性四本論》、歐陽建《言不

盡意》等曹魏名臣探討人物才能的作品，都應證了此時期觀人面向的調整，在社會局勢的氛圍下，

識鑑不再只是紙上談兵，它肩負著政治勢力的壓力與朝政官人的委派，因此，在山濤擔任吏部

尚書時書寫的《山公啟事》，亦可以觀察在公文撰寫上的特色與實際任派人員的考量。

最後，魏晉時期的代表，則以《世說新語》為核心探索，透過文本中橫跨不同時間與思

想觀念，帶出不同人才識鑑的超越與突破，從德性、才性到神韻的人倫識鑑轉換，加之以美學

與審美文化的連結，呈現出名士的自我覺醒與精神超越，並透過筆法的整理，突出「時論」的

社會意義與評價觀點，特殊的寫作方法，亦呈現《世說新語》在人物言行記載與褒貶結構與敘

述視角的不同，在文學與文化的對話中，能綜覽魏晉六朝的思想脈絡與情懷風采，更見品鑑特

色精蘊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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