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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為《四庫全書》簡介、評述的《四庫全書總目》一書中，包含了許多精煉的批評，

並具有獨特的學術觀點。除了值得後人參考借鑒，更呈現了清朝乾隆時期學術的一個重要面

向；因為《四庫全書》成於眾多當時著名學者之手，且尚受政治取向所箝制，與一般私家著

述頗不相同。本篇論文探討《四庫全書總目》書中文學批評段落的內涵。論文各章的內容簡

述如下：

第一章「緒論」，藉著探討《四庫全書總目》中各文體的地位，呈示本篇論文的研究重

心，同時對各章節的討論方式作必要的說明。

第二章「《四庫全書總目》的實際批評」，介紹書中批評概況。此章側重於《總目》對

各書的實際批評；因為《總目》內容豐富，因此省略了難以一一列舉的龐雜批評，僅述論其

中特點。並嘗試觀察其間的方法與模式。

第三章「《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批評的思想內涵」，對《總目》的文學批評內涵精神進

行梳理，呈現書中各種文學批評標準所佔的比重地位，並釐清其文學批評主要精神旨趣。

第四章「《四庫全書總目》文學批評的『公論』觀念」。其研究基礎乃是《總目》中

的批評論，並從其間發展出《總目》「公論」觀念的專題研究。本章除了指出《總目》

一書「批評了什麼」之外，還進一步思考書中「怎麼進行批評」的問題；嘗試對「公論」

觀念作省察、指瑕的工作，並究明《總目》中文學批評思維與政治行為相牽引的現實。

第五章「文學批評的呈現機制與《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問題」，此篇根據先前研究所

得來進行《總目》作者的探討，主要針對《總目》的特殊性：官方批評與集體編修。其間的

討論重點包括：撰著者的考察、思想取向與權力的分配。

第六章「結論」，除對本文的主要論證作簡略總結之外，對未能處理之相關問題也稍加

說明，並試著指出進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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