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風俗通義》是東漢末期汝南人應劭所作，記述了漢代以及漢代以前大量的社會風俗。近

代以來，《風俗通義》受到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對《風俗通義》的研究多集中於文獻學、

史學、語言學方面，《風俗通義》文學研究還較少，從言說方式角度切入對《風俗通義》的研

究至今尚未出現。「言說方式」是由具體的言說目的和言說內容所決定的並互相影響的文本表

達方式，簡言之就是「為什麼說」和「說什麼」決定了「怎麼說」，而「怎麼說」又影響了「為

什麼說」和「說什麼」的表達效果。其中包含文章結構的安排、題材的選擇、敘事方法的使用、

句子的修辭、字詞的錘鍊等一切文本表達方式。借由「言說方式」這個外在形式，在深度上可

以探究到文本背後作者的文心，在廣度上也可以發現言說方式、言說內容、言說目的三者之間

幽微的聯繫。「子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怎麼說」往往比「說什麼」更重要。《文心雕龍》

謂：「漢世善駁，則應劭為首」，以應劭《風俗通義》為文本，研究其言說方式對瞭解漢代的士風、

文風具有典型意義，對拓寬當今學術路徑亦不無裨益。

本文重點探究了《風俗通義》引經據典、謹案、對比三種極富特色的言說方式，對作者為

何選擇這三種言說方式進行探因，揭示它們的生成及其對《風俗通義》文學性、辨風正俗的思

想性等方面的影響。本文第一章，綜合學界對「言說方式」的使用情況，從語言學角度對「言

說方式」進行概念界定，分析從言說方式角度切入《風俗通義》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創新性。第

二章對《風俗通義》引經據典的言說方式進行探究，對《風俗通義》所引典籍進行數量、思想

特徵的統計分析，認為《風俗通義》的學術歸屬當為子部儒家類而非子部雜家類。本章還探究

了應劭採用這種言說方式的四大原因，指出這一言說方式對《風俗通義》「辨風正俗」及其語言

風格的影響。第三章，首先對「謹案」言說方式加以舉隅，從歷時和共時的兩個維度對這一言

說方式的形成進行探因，認為它是應劭對《方言》、《史記》、《漢書》、《韓詩外傳》的繼承並結

合自身的史官身份加以改造而來，是應劭同時代書籍中獨有的言說方式，指出它對全書內容、

結構起到的完善作用，並為文本的小說因素提供了生長空間，將《風俗通義》與《搜神記》加

以對比考察，論述了該書與《搜神記》創作上的關聯，證明這一言說方式對保留小說因素的重

要意義。第四章研究了《風俗通義》極突出的對比言說方式，認為《風俗通義》在言說目的上

繼承了「春秋筆法」的懲惡揚善，在創作中則體現出對「春秋筆法」中「直書其事」和「微婉

隱晦」的繼承，揭示它對《風俗通義》「辨風正俗」及其文學色彩的影響。由前列論述，期能

在《風俗通義》的研究上有所推進，為學界提供一個新的研究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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