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舊本題明李攀龍所編之《唐詩選》，自江戶時代始風靡日本，影響深遠，歷久不衰。值得

注意的是，學界亦不乏反對、批評李選之聲。本論文以與《唐詩選》相關的日本唐詩選本為研

究對象，並選擇篠崎小竹《唐詩遺》、森槐南《唐詩選評釋》、目加田誠新釋《唐詩選》、吉川

幸次郎《新唐詩選》與《新唐詩選續篇》為具體切入點，考察日人如何新編唐詩選本或重新詮

釋《唐詩選》，以之回應李選，並引導初學入門。透過對諸家選評內容的細讀、爬梳，呈現其

具體樣貌、異同之處，同時藉此一窺日人對唐詩的接受情況。全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旨在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選題，回顧前人研究成果，並介紹本文的研

究對象、研究方法、章節安排以及預期貢獻。

第二章至第五章為本論文的主體，分別對上述四家選本進行探研。除了分析諸家對李攀龍

《唐詩選》的評價、選評緣由而外，各章另有如下要點： 

第二章考察篠崎小竹《唐詩遺》如何取法清人沈德潛、陳培脈合選之《唐詩別裁集》初

刻本，修正《唐詩選》「方隅有閾，變化不足」之失，同時呈現篠崎氏此選之「崇杜」傾向。

第三章透過爬梳森槐南《唐詩選評釋》的詩評內容，探析森氏有別於李攀龍〈唐詩選序〉的

詩體觀，並進一步歸納此書之說詩要點。

第四章主要觀察目加田誠新釋《唐詩選》的說詩風格，彰顯其有別於前人的「平易」特色，

同時一窺目加田氏「重情」之說詩旨趣。

第五章勾勒吉川幸次郎《新唐詩選》及其《續篇》所形塑的詩人形象，以及比較吉川氏選本

有別於「舊選」即李攀龍《唐詩選》的「新」意所在。

第六章為「結論」，除了概述本文的研究心得，也提出後續研究的議題，期能作為日後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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