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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雅」本為鳥名，雅夏「韻同紐近」，由於周人以夏自居，遂以「雅」來命名王畿地區的音 

樂。「雅」進而成為一種樂器名，代表了西周禮樂文化的興盛，也具有了諸多引申義。在這些引

申義中雅之訓為「正」是最重要的引申義，作為標準規則的「雅」包含文化雅俗觀與文學雅俗

觀兩個層面。

以人格為核心的文化雅俗觀的確立與春秋戰國士階層自身文化話語權的建構密切相關。先

秦諸子的人格類型都以對比的形態出現，特別是荀子「雅儒」「俗儒」的對比，標誌著「雅」、

「俗」作為士階層重要的價值語彙，不僅用在士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相互對待之時，也施諸於士

階層內部。

文學雅俗觀萌芽於東漢中期，到了漢末曹丕明確以「雅」作為文學批評的範疇。陸機、劉

勰、鍾嶸等人的理論主張和文學批評，使得以審美為核心的文學雅俗觀在魏晉南朝得到了極大

發展。魏晉南朝雅俗觀的突出特點是以崇「雅」為主流，形成了以正為雅的文學品格，以古為

雅的文學發展觀和以淡為雅的審美情感論。伴隨著士族與庶族在文學場中權力的消長和士大夫

與文人在審美趣味上的矛盾，作為典雅對立面的俚俗、古雅對立面的新奇、淡雅對立面的險俗，

成為了文論家批評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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