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論文係以沈德潛「詩教」觀為主要研究對象，在論述文本的選擇上，則以沈

德潛詩歌評選為主。從沈德潛論「詩教」觀的基礎，到「詩教」觀在個人生命、詩

歌學習、社會現實上的關注面向與內容，以及沈德潛「詩教」觀所對應的表現方式

與詮釋策略幾方面進行論述，企圖呈現沈德潛「詩教」觀的全貌。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在於說明論文研究動機的產生，並分別對沈德潛相關研究

成果，及「詩教」議題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回顧，同時說明論文的論述策略。

第二章為「沈德潛論『詩教』的基礎──『性情』概念的內涵與發展」，主要

歸納沈德潛以前的「性情」內容，並且指出「性情」為論「詩教」的基礎，同時

檢閱沈德潛不同時期詩歌評選中的「性情」概念。

第三章為「沈德潛『詩教』觀對個人生命的關注面向與內容」，這部分主要有

兩個重點：一是「溫柔敦厚」所映現的理想人格；二是由「詩教」論個人出處的衡量。

從這兩者來探討「詩教」對個人內在理想人格養成的影響，以及對「道」與「仕」

的觀察與衡量。

第四章為「沈德潛『詩教』觀對詩歌學習、社會現實的關注面向與內容」，這

部分主要有三個重點：一是以「詩教」為學詩指導原則的策略；二是「詩教」在

社會、政治上的展現；三是「史筆為詩」的內容與意義。從詩學教育到「詩教」

現實作用，以及「詩」、「史」間關係的探討，呈現「詩教」作用於社會現實的

部分。

第五章為「『詩教』所對應的表現方式與詮釋策略」，主要討論「詩教」藉由

何種表現方式與詮釋策略，落實到詩歌創作、鑑賞與批評中。

第六章為「結論」，概論本論文之研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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