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以元代著名詩人、詞人張翥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分為上、下兩編。

上編主要論述張翥生平、交遊、思想、詩集版本、詩詞創作和在元代文壇的

地位。分為五章。第一章敘述生平，其中《拒絕「草詔」事件考述》一節對《元

史》本傳的相關記載提出質疑；第二章主要表現交遊者對張翥思想中存在的儒、釋、

道三家成份的影響，以及對張翥仕隱抉擇的影響；第三章對張翥《蛻菴詩》版本

的編輯、流傳及四卷本、五卷本兩個不同的系統進行描述；第四章分析張翥的文

學思想及詩、詞的內容與風格；第五章通過張翥與南北方詩壇的聯繫，特別是在

至正後期戰亂中，身在北方而心念南國，得出其「聯繫南北的大都詩壇核心」的

地位。

下編為年譜，主要包括對張翥行年、作品繫年的考訂，同時，梳理其交遊、

唱和等相關資料，力圖展現在元朝社會從較為安定轉向大動盪的背景下，張翥文

學創作的變化以及在大都文壇地位的確立。年譜依張翥事蹟分成九個部份。年譜

是上編立論的基礎。

本文主要運用了文獻學研究法、文史互證法、歷史考據法等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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