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法」是我國古代文章學的重要範疇。相較於詩法，文法的研究相對滯後，其基本內涵、

研究領域也一直沒有得到明確論述。本文力圖挖掘文「法」範疇的基本理論內涵，確定其研究

領域，探索其在中國古代文章學中的地位與價值。

全文分六章。第一章通過對哲學文化範疇「法」向文論範疇「法」延展、演變的考察，

探究文法的基本內涵和研究領域。通過考察，本章認為，哲學文化範疇的「法」在向文論範疇

「法」演變過程中，其原有義項與文章創作逐步滲透、結合，開拓形成師法、法度、技法三大

文法領域。第二章對師法論展開探討。本章認為，根基於「天人合一」文化基因的「師法」論，

隨著古代社會文化的發展，出現了從「法天」向「宗經法古」的轉換；出於文章創作的實踐需要，

宗經從重道逐漸轉向重文章技法；隨著古代典籍累積日多，出現師法對象的選擇與論爭，並在

論爭中逐步形成取道唐宋古文而探尋秦漢文章精蘊的師法理論；雖然法古理論與實踐構成古代

文章發展主流，但基於中國文化本身所蘊涵的生生不息的創新通變基因，歷代文章家致力於文

法的創新與變化。第三章從思想、結構、文體、創作四個方面考察古代文章法度的內涵，並從

文化與才性兩個視角分析奇變存在的原因，進而論述法度與奇變之間辯證融通的關係。第四章

梳理文章技法論的歷史發展脈絡，並從命意、篇章布置與行文、擇字鍊句三個方面考察古代為

文技法。最後對「道進乎技」命題進行深入探討，認為該命題的涵義不是一般學者所理解的「熟

能生巧」，而是「忘」技，達到「形全精復，與天為一」的境界，自然成文。第五章論述古文

與時文文法的滲透與會通。本章認為古文與時文作為古代文章二種極為重要的文類，是古代文

法論建設的主要奠基文體。古代文章家在以古文之法為時文以提高時文水平的同時，也極大地

推進了古文文法的深入探討和總結，使得古代文法論得以繁盛和成熟。第六章論述古代文法的

「自然」指歸。「自然」作為中國獨特文化語境下形成的一套獨具的詩學話語體系，作為最高指

歸影響著詩文創作與欣賞，中國古代文法亦是以「自然」為指歸的。古代文章創作是源於「自

然」，最高的追求是達到「誠」，即自然狀態的創作主體順其自然創作出「自然」之作品。當然，

這裡的「自然」並不是道家的天性之「自然」，而是儒家「必然」意義上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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