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文從文化詩學的視角，以《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中兩漢三國時期的史

料為研究線索，對廣義界定下的前四史中文學觀念的形成和演變進行了歷史文化意義上的追溯

和分析。兩漢三國屬於我們通常意義上的中國中古時期，其文學觀念的形成和演變對整個中古

及後世文學活動的影響深遠。

《史記》、《漢書》、《三國志》是兩漢三國時人所著，其史家的文學觀念和史書中歷史人物的

文學觀念具有同時性，與其所處的時代亦有內在的同步性。而《後漢書》雖非時人修史，但作

為東漢時期現存的、較為豐富可靠的歷史材料，也能夠提供東漢文學觀念形成的歷史文化場景。

本文發現前四史中呈現的文學觀念，是以儒學為根基建立起來的，並且具有相當的積極意

義。儒學對於中國早期文學觀念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義理和現實上的原動力。

依據《史記》和《漢書》的材料，我們可以看到在實用原則影響下的西漢初年諸學混雜的

文學觀念，在西漢中葉收束為具有實際政治力量和廣泛社會感染力的儒學文學觀念。西漢中葉

及其後儒學獨尊的社會意識形態和話語系統中，存在著曾經被我們在狹義界定的文學觀念研究

中所忽略的文學生長力：由儒學傳習所帶來的學術自由辯論之風；在儒學學術義理薰陶下西漢

士人表現出依經立義、直言極諫的精神獨立品格；依歸於儒家宗旨的文章之藝開啟西漢社會的

重文之風。

而《後漢書》的史料則展示了儒學學術內部生長力推動東漢文學觀念由獨守一經向博通眾

學轉化的文化發展趨勢，導致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匯通、儒家五經之學與黃老、刑名諸學兼通、

學術與文章之義貫通，使東漢文章呈現出宗旨義理化和篇章典雅化的整體趨勢。然而探究東漢

博通文學觀念形成的深層原因時，本文發現以儒學為中心兼通眾學的文學觀念進展，並非一個

自然而然的演化過程，是東漢士人的私門教授保障了儒學學術發展的相對自主性，以及儒學自

主發展形成的士林自由輿論所帶來的士人文學權的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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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及裴松之的補注展現了曹魏時期儒學專業學術規模內縮，而兩漢儒學培養的具有

獨立精神的士人群體，將文學觀念擴容為學術與文章並立的泛化狀態。一方面五經之學成為士

人的基本學養，士人持守儒家義理，據義而行，使兩漢以來士人的群體性獨立精神向名士高行

分散，以士人的尊嚴，逸出了君臣等級體制的精神籠罩，產生出個體自守道義的獨立精神；另

一方面士人由於經學規模內縮而有餘裕將興趣擴展至老易玄談，使士人群體性的獨立精神亦向

超脫塵世的理想發展，從而逸出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經世致用思想，進而產生個體超逸於俗世

的獨立精神。此即劉咸炘先生所言「儒者狷而醇，道者狂而肆」的自由品貌。曹魏時期廣義界

定下文學觀念的擴容，正是士人獨立精神自我選擇的體現。比如曹丕、曹植及建安諸子截然不

同的文學取向便彰示了曹魏時期士人將文學之業泛用到自己好尚中的傾向。

所以廣義界定下兩漢三國文學觀念的發展變化，是儒學道統支持下學術相對自主、士人精

神獨立的結果。而且兩漢三國文學觀念對整個中古文學觀念多元化發展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並

對整個中國古代文學觀念的演變提供了基本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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