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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強 著

《荀子》文學研究



提    要

《荀子》是先秦說理散文的集大成者。相對於哲學思想的研究，《荀子》整體性的文學研究

較為薄弱。基於此，本文從「文學是一種刻意書寫以及對這種書寫的『回顧』」的視角，嘗試

對《荀子》的文學特色進行探討。

第一章考察《荀子》文本的生成問題，此為《荀子》文學的存在基礎，是考察《荀子》文

學特徵的起點。從主體層面和文本構建層面對《荀子》文本的生成作了考察。

第二章從論辯體、雜言詩以及隱體三個方面對《荀子》的文體形態作了論述。議、論、非、

解是《荀子》論辯體的四種重要文體。《成相》作為詩歌，體現了先秦詩、樂、舞不分的特點。

通過隱的本義及界定，考察《賦篇》五隱的特徵，可知隱體對漢賦的形成以及詩歌的隱晦用典、

意境的塑造有一定的影響，具有重要的文體學意義。

第三章是對《荀子》文本結構的分析。語言層、形象層和審美意蘊層，共同構成了文學文

本的結構層次。《荀子》的篇章結構主要分為單一和多重結構模式。《荀子》全書結構為修身、

明分、王霸、人論、明分、人論六部分，總體呈現為一種遞進且呼應的結構模式。

第四章考察《荀子》中的文學形象。《荀子》中的人物形象，探討了聖王、霸主、大臣、技

藝者、隱士與普通民眾形象。動物形象可分為蟲、魚、鳥、獸。「走不若馬」體現了荀子的積 

「學」思想，「樸馬」「良馬」「逃逸的馬」蘊含著「禮」的內涵。植物形象可分為草類植物和木

類植物。「葦苕」「射干」「蓬」「蘭槐」體現了君子的「假物」；《論語》中「松柏」語境的「缺

失」到《荀子》語境的「在場」，賦予了「松柏」君子之志的內涵。

第五章從選本接受和創作接受探討了《荀子》的文學影響。《荀子》選本大體呈現三種類型：

散文選本、詩選本、賦選本。《荀子》評點本的文學接受體現在文法、說理、情感、風格、語言、

敘述、文體等方面。創作接受主要以唐宋以來的文章為對象，重點考察了文本接續、文體接受、

文法接受三種不同形式的創作接受。

《荀子》作為先秦說理散文的典範不遑多讓。學界頗多論述的《成相》與《賦》，在各自的

文體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荀子》呈現了多種文學樣式的燦爛綻放。後世讀者突破「歷史

距離」，不斷地對《荀子》的文學作出理解與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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