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

看中國文學之抒情與
敍事兩大傳統之關係

汪春泓

提　 　 要

將《漢書·藝文志》與《文心雕龍》作爲一個文化參照來看中國文學裏的抒

情傳統和敍事傳統，此二者完整地存在於這兩種文獻之内，並且屬於不可分

離、割裂的關係；從《漢志》所謂“九流十家”，闡發中國抒情與敍事兩大傳統的

民族特點，也可與西方形成對照。

關鍵詞：《漢志》　 《文心雕龍》　 抒情　 敍事　 九流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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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關於《漢書·藝文志》與《文心雕龍》之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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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於《漢書·藝文志》及《文心雕龍》之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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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諸子》篇）瑒瑤

其取事也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銘箴》篇）瑒瑥

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

（《哀弔》篇）瑒瑦

夫文小易周，思閑可贍。足使義明而詞凈，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可稱

‘珠’耳。（《雜文》篇）瑒瑧

及光武勒碑，則文自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讖，敍離亂，計武功，

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并岱宗實跡也。及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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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必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

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辨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深

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

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游辭所埋矣。（《議

對》篇）瑒瑩

８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八期）

瑒瑣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瑒瑩

ÛÜ�，VSWf：《S�ÕÖf》，w ４６。
ÛÜ�，VSWf：《S�ÕÖf》，w ３０９。
ÛÜ�，VSWf：《S�ÕÖf》，w １９５。
ÛÜ�，VSWf：《S�ÕÖf》，w ２４１。
ÛÜ�，VSWf：《S�ÕÖf》，w ２５６。
ÛÜ�，VSWf：《S�ÕÖf》，w ３９４。
ÛÜ�，VSWf：《S�ÕÖf》，w ４３８。



¯ºS¦Þ¼ìð�·KeEìù5G ，òOgq*SO½��ÂS:，¦

%，·¾、·Md·¿5�´��@�，ig?ÃÀS，HIØÁÂÃ，FcAÄ

�·51R，°4p�W�>�5�c。《���·ÈmÑ^》CÐ：“¹á：�

KÅ、ÈÉêH……"g�h%HA|�a�。ÅSý<·¾，ÉS�<·

Z。”瑓瑠²]Ft\7iRi�，NdFtäÓS¦a�·、̀ �，ÛÜ[U��

éå“·¾”，Û%�·ùy,M、·�，SO°ym2，ÑªËSo�起b¬5

Y^，ôÅrY5Ã*。

《S�ÕÖ·m§》=�：“Òä·，�´Æma�。”瑓瑡§Ó°oA�·

ù，¿ô4Þ�º·WyÇ��`V，¦%，is§ÓS¦，>�·éA=Y

ÈÉù，n�[x$Z，2N�´[mK^，N´f�§ÓS¦aPÏ。《S�

ÕÖ·ùü》=-�：“‘Ê’g，ü°。ËONü;，PÐNä·°。”瑓瑢�?�

NÌÅ，�¹FtçiÍÎ，©�A2ä·，�Ï>�·5ù)。

《S�ÕÖ·¹®》=�：“‘ê’gÊ·。”瑓瑣oAÐè�·Ê�5;ñ，Þ

“ÔAê”;a，《S�ÕÖ·:þ》=á：“·Ñ>Ê，°ÒÓ<�Ð。”瑓瑤�¼ì

Pg�·55�YÔ 。

9<Ôa，ÛÜÊ¯《́ µ¡³^》5�5·Ç，¬,ü《S�ÕÖ》?h�

eÅÆ5�·5W�，U¥s>S:55��bÔ。8]�·úigÛ¦;

hH�RóÝ，?gÞ¿`a²G，>MÕÃ�Ô。《��·´Sµ》a“u´

¼”a《́ µ》%;VRa�，�、è\ðHú¡Jm�《́ µ》á：“A2eÖP

«”，�R�,�OÆY:�ÀH5`,，�R58`%Y,>×&，3<k�

eY5�5。

FcNØáaDY§¼Ààmsé，~�NþvÃg¯º;Å。À0“ô

��”，�ë�¶õ>QpÙ45I��à，QR¹A2�s，HI¼ùÆ¸Ú

９３從《漢書·藝文志》、《文心雕龍》看中國文學之抒情與敍事兩大傳統之關係　

瑓瑠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V±Â，@�Pf：《���》（({：?¾�T，１９６５ &），w １３８６。
ÛÜ�，VSWf：《S�ÕÖf》，w ６６。
ÛÜ�，VSWf：《S�ÕÖf》，w ２７１。
ÛÜ�，VSWf：《S�ÕÖf》，w ３２６。
ÛÜ�，VSWf：《S�ÕÖf》，w ５７１。



Æ+，¦%，�N>p�a，3Û]epna`Ü；<íXpR°&.¼k7%

,JÚ0，¼aÝÞ2�，Þò ß�C，�'，¼kHIz�2·Ä¿，°3

ë�Ât;�。µ"，�åa|Þ"¬_í5no，©s+®<Ô，°3%J9

úR¼Kß、¾2a2�，FcAà°=æ，�"<²！《¿Î�ÚO》·：“á�

âã，kk2�，�Å><。”瑓瑥��XøäG ，,°å�æçËÀ0<k�è

,，《,|�¬B》�：“9M¼aÏé，7êë<¿ì……@=íaNy，ªí

îasï……ð>ñNg�，ò|7]óÏ。”瑓瑦ç<èÚô¿�õ，yATö

4�，ÑªË_í,Í÷øJ¡5¡t，]%�fùd，À0《åú》�：“ûÚ

J¬，4üû,。”；瑓瑧%°¿ì，Ø�kE°PNs±。<¬·Ç¯FtJ¡ý

Î，Náðw�b�þÿ5fW，>《B!yk^》�：“ª"��，#$%

�。”瑓瑨N“¾&'”5(àJ[，48ô起·Çe)，]%，*ú、cÄ³、X+、

À,F、¡-、LH.、ðH、(à、�/、�,、01、*2、��、%¼、3Ð、%

G4，PP，�%,�“5p�56”5»�·Ð，æA《�C》、《��》N8a

g�@�¼�|，¬>Ã�，Óµ87�。À0《8à%;ý》a,�：“�&2

¼·，õô¬u�。”瑓瑩ÀàmÀT《§�》d《́ µ¡³^》a5，�>ñ《�

C》、《��》°=�fÀÍ5²f。µ"，À§7¿`ú�·[��a�Ó。

ýy，À³ìdø�a§，ÐF《9¯�?》2ø<C*�¼|，ÞA·(

Ð]ST，ÀàmÎö:�:P¼，¿ô>“8Ô@¬，J_Ó©”5¼k

W�。瑔瑠

>Ê，À³;À��a§，《S�ÕÖ·<M》=á：“=�2�，:¬<M，

>À`f，?zSD°。”瑔瑡f$�S，g�S¦，*§5ÕÖ�x@*�·Wú

¼|，"¬À§?，éF《ø%¼》，33]《��·%¼^》a8·；<《øV

０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八期）

瑓瑥
瑓瑦
瑓瑧
瑓瑨
瑓瑩
瑔瑠
瑔瑡

Ààm�，逯AóBf：《Ààm�》（({：?¾�T，１９７９ &），w １５９。
ÛÜ�，VSWf：《Ààm�》，w １４８。
ÛÜ�，VSWf：《Ààm�》，w ２４。
ÛÜ�，VSWf：《Ààm�》，w １７５。
ÛÜ�，VSWf：《Ààm�》，w ９６。
Ààm�，逯AóBf：《Ààm�》，w １７７。
ÛÜ�，VSWf：《S�ÕÖf》，w ５４３。



|》7#$《§�·±G·�Ý》Nd《¡^·SFu&》aCº；8]>《ø*

2》°,8Î《�C·«BÑ^》。À0@~M]*�¤�，ø\>�_«¶，

uO°hMJ9ÀÍ5,C，"DP¼8起eÀ³b�`,ajW。

�V，[py*a§，�;《§�》a[p，,¸AI*¬=ý，<À0°�

Ú，[p¨ô8>¨¯，ôkFÒùg�。¬QpI�EFa�，²�GÒeÀ

0�å5¼(`ê，ç"，W>�õ§，ìÃÄ>，Ãoaò|°¼(�e，�;

QR[naT+，,Íò|�7Þúf½ù、�·ùE¬���a¶，Áô�

g²]3�a¤�。

《×÷�·¶µ》�：“+mu&，H>îûI&J，ÅKLM~，��22

ð°。îp|,N½N�，̄ OÛ�PGDò¥，NsÇª。j¶Ë}�Qò

¿pFBÒ*RîS，iTUKL、p|VWXaÛ，�U)B。”瑔瑢"CÐ¡Ò

]À³¬_a&，¦%"�hxù5´<ÕÖ，\.33õ。$"�N§¨，q

ÃÞS?，KL�NMÄYZ�D，\Ààmô¿“b6”、“çà”，¬YJÚ

?，ó�Ì[，*¼�,，Á*�¦ú�CÎ,óJW5\Ö，�·�|��¡

`,a]^。

�>《�_�VÉs=-{¥IÆ�`a》�：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飇矯

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兹役？一形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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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é°。

三、 關於《漢書·藝文志》“九流十家”
之說於抒情、敍事之意義

　 　 ²]?/Ö¿`ú�·5PÏ，W]óu]>ÛÂ5<úS�，R{N

�，QR¾]8q�C，¬¿`5rsù、tuù、v3®dA'ù�Ñ§，N

d�·5�¹Y、�¹Y、FÒY、U�ùdÛ·Ç�o，Þ«QRI�5

+u¤8wx，ç"，,-®¯àÄ?/S´5Pâ¯)，>D��ÄE¬

�y§59É。z¸A《í》、《£》·Ça©-、«8，?/S´ùÚYs

£q。

《��·´Sµ》A“ÿÂ;R”a®，mm�ºe�H;R，Øst��z

>?,RHß®R，�Ë¼�kÛ{。《��·´Sµ》a“�H¼”�：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

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

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

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

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

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

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瘉於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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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瑔瑤

N��;R0rbÎß®R�,R，"73]ÀÑÊ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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瑔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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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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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Ü�，VSWf：《S�ÕÖf》，w ２８７。
®���，@}ÐÏB：《®��L�》（({：?¾�T，２００１），w １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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