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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遇想像．自我呈現．讀者形象

張鑫誠 著

──唐代干謁文寫作與士人文化



提    要

在唐代科舉社會的特殊文化語境中，文人就自身命運攸關的境遇，運用干謁文建立對話求

援的語境。干謁者以生命中遭逢處境心態之變化，逐步引導被干謁者進入敘事語境，以期達到

理解自己的效果，從而使得這種自傳性的書啟具有抒情性。因而在關乎命運的戲劇性場域中，

干謁書啟同樣也呈現出富於滄桑感的悲劇性美學興味。同時干謁文也承載了中國古典傳統中，

關於士人出處知遇觀、士不遇書寫及人倫鑒賞品評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經驗。

唐代士人以「知遇」為核心展開干謁文的書寫策略，常構建一套自身干謁非為歷抵公卿，

乃為結交知己相合的話語模式。此時「知己」被更加賦予了功利化與政治性的含義，干謁行

為進入儒者的實踐古道、經世濟民的價值體系中。在儒家思潮復興的背景下，盛唐以後士人在

干謁文中，表現出對「薦」這一行為的理想論述與職責要求，也從為國為公的角度論述薦賢之

必要。

干謁文中的自我呈現圍繞著「困境營造」與「成為人才」兩個角度展開，士人構設古來

寒士孤介自處、處世剛直之處境，使自身得符合儒家價值體系中賢德的窮士形象；並以抒情性

筆墨，對於時序流逝、身體衰老的不遇處境發出哀歎。同時將視角聚焦在自身生命的不遇遭逢，

多從時、勢的命運乖舛角度敘事。士人還著意於展現家世源流與良好的家學教育，從而具備卓

越的文章辭采、經世之能；安史亂後，士人更展露對古道的追慕與思考；時也塑造隱逸形象，

使干謁意圖更曲折委婉。

干謁文中對被干謁者（讀者）形象的建構，呈現士人文化中的「頌德」與階級差距下的輸

誠。士人通過展露其對漢晉名士風度及察舉薦用的追慕，來塑造讀者禮賢風采，並根據讀者之

身分，稱頌其官位與政績，包含忠簡帝心、和順百官，實際戰事功績，循吏傳統下的仁政。同

時唐士繼承六朝人倫賞譽風尚，通過聯繫自然景物的感興審美，開展對讀者風度、威儀、文學、

言談形象之建構。於是讀者在閱讀活動中不僅作為旁觀者或評量者，而是自身也被生動拉入「知

人」的文本語境中。藉之突破以往研究單向關注干謁者上行揚己述志的視角，顯示干謁文中「知」

與「被知」是雙向交互理解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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