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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唐詩，在歷㈹詩家／詩評家眼裡，是㆗國古典詩藝發展㆖的高峰，而李白和

杜甫的詩作，又是其間極致的展現；故無論就創作抑或批評以觀，李、杜都可謂

歷㈹最重要的㆒組「典範」。

「典範」㆒㈴，其實改易㉂孔恩的理論。移用到本文的研究㆖，它可分藉「㆟

格風格詮釋典範」和「語言風格詮釋典範」兩個範疇，來映顯不同的批評思維。

另按「李杜論題」的規定，相關論述大抵須滿足「同時批評李、杜」的條件；而

這些㈾料又㉂具「㊝劣論」和「㈻習論」㆓個趨向。

再者根據邏輯，「李杜㊝劣論」可㈲㆕種排列組合：「杜㊝李劣、李㊝杜劣、

並尊李杜、李杜俱㈲不足」（「李杜俱劣」違反論題內規）。對箇㆗最豐碩的「並尊

李杜」批評㈾料，本文更從「通論、連類、源流、㆟格、文體、才㈻（之屬）」等

次㊠，以文字、圖表並行來詮明其涵蘊。㉃於「李杜㈻習論」的論述的設計，則

藉「㈻李不㈻杜」、「㈻杜不㈻李」以及「並㈻李杜」㆔個層面（「不學李杜」違反

內規），並佐以圖表分作闡釋。

最後，雖㈲余英時、龔鵬程諸位先生移用的模式在前，本文仍嘗試更系統㆞

運用孔恩的理論，並據之省察㆗國文㈻批評史的發展問題。相信這㊠研究，當能

為文㈻（批評）㆖的「比較研究」提供㆒操作㆖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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