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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盛智 著

「文」義溯源及其觀念之影響發微（上）



提    要

五四運動以「文學」取締「文」來觀看中國傳統書寫後，遮蔽、甚至扭曲了中國傳統對書

寫的觀念，而傳統對「文」的觀念也被湮沒。雖有所幸，近數十年來學界逐漸走出五四範式，

諸如「大文學觀」等各種傳統對書寫的獨特理解，已逐漸梳理清楚，惟傳統對「文」的觀念為

何，卻似乎仍相當含糊。

其實「文」作為中國傳統一切書寫的總名，傳統對「文」的觀念也自然對書寫著根本影響。

由此，本文擬將「文」視為中國書寫中最核心的概念來處理，嘗試考察傳統對「文」到底有何

觀念，再進一步考察這個觀念是如何影響中國傳統書寫的發展，以望可成為一個立足點，大抵

貫穿中國傳統有關書寫的特點，並嘗試解釋這些特點具體到底如何形成，盼能在這後五四時代

獻上一磚。

按此，本文分成上、下兩編：上編目的在於考察傳統的「文」觀念為何，先從「文」的最

早字義入手，再考察「文」如何依「文德義」、「紋飾義」與「文字義」三條脈絡生成其繁富的字 

義，同時梳理出「文」在傳統中更是一個重要的觀念，是傳統認知世界之模式、思想範式中的

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具有極高的價值意義。至於下編，則先考察「文章」如何轉成指涉書寫「文

章」之義以作過渡，再分別就「文道」、「文體」和「文質」三方面，嘗試見出「文」此一作為

認知世界的觀念是如何成為一切書寫之總名，「文」觀念又如何宛如一隻無形的手、由上而下指

導着中國傳統書寫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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