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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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美朱

提　 　 要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凡例》曾提出：“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

兼善”的論點，並以杜甫絕句少唱歎之音，韋應物不善七言，劉禹錫不工古詩，

韓愈不專近體作爲例證。以上論點並見於《別裁集》初刻本與重訂本，並未因

《別裁集》的重訂而有所調整，堪稱是沈德潛一以貫之的詩學論點。

但在深入檢視《別裁集》的選詩内容後發現，初刻本中各種詩體都被選録

的詩家高達 １０ 人，重訂本也有 ９ 人之多。可見唐代詩家若真如沈德潛所謂“無

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然則選本中高達十位詩家“諸體兼選”的現象，不

免令人生疑。此外，結合卷前凡例與相關評語，可發現沈德潛對於唐代詩人王

維的各體詩作，均未有負面評論，但若以王維爲《別裁集》中“諸體兼善”之代

表，何以王維在《別裁集》的選詩總數低於杜甫、李白？再者，“諸體兼善”與杜

甫的“集大成”的稱譽又有何不同？本文透過“諸體兼善”說，重新檢視這本在

清代深具影響力的唐詩選本，除了釐清以上問題外，也期能對王維在“以李、杜

爲宗”的《別裁集》所呈現的樣貌，以及沈德潛對王維詩歌的評價，進行全面性

的考察與詮釋。

關鍵詞：沈德潛　 唐詩別裁集　 王維　 諸體兼善　 辨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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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詩無論大家名家，不能諸體兼善。如少陵絕句，少唱歎之音；左司七

言，詘渾厚之力，劉賓客不工古詩，韓吏部不專近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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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詩別裁集》之“諸體兼善”與“諸體兼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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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唐詩別裁集》諸體兼選的詩家及選録情形

è! §¼ BP vP B� v� Bè Bã vã �æ

１ �　 ù ５３ ５８ ６３ ５７ １８ ３ ３ ２５５

２ @　 � ４２ ３７ ２７ ４ ５ ５ ２０ １４０

３ L　 ³ ２３ ９ ３１ １１ １０ １６ ４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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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　 W ２ １０ ４ ３ ２ １ 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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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別裁集》諸體兼選者在《唐詩三百首》的選録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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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唐詩別裁集》“諸體兼善”的人選

　 　 （一）杜、李兩家在《別裁集》中未能“善”的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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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唐詩別裁集·凡例》對杜、李、王各體詩評語

BP

（1�）óHÝ、%ÿÜ、李白“�¦?ª=Pg，NVRs©”。
�¼Éº（À）g，王右丞�>¥¯，½î¼�>O?，âjw�>,ü，Þdb�
>xú，!!b�>st。
d、@;ÿýN�，BÔ2+，Y�\&ÏÎ，]<AG，少陵¤Y½�，=z�%，
)cÅÔ，§�U,g�。

vP

1�Gü�Ó，̄ (�¯，8王、@（�）、�、êÌR，LiA ，ÐZ�®s,¦。
李供奉�PØ�，Á�GÖ，N¼Y�d，s,¦。
杜工部<�8°，�7�u，FÜ#¡ó，ý¥Õ�，*�i¨a¯，8"\�，s
,¦。

B�
&、#N�，李太白aÞ[，王摩詰、½�ÚaJ�，̀ p�r，ë§2Ô。
杜少陵X&k§，Ó�cUÈ]em?，çU°Ú5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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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陵¨Ê�d，"¹&�，,O\��R，<�îø�> 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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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Ì、k、ó、�、<、á、Í（%®）、Å（d�）、øc（%ÿÜ），ëÓæ�，少陵
3<�º�[，gÓ&�，�"�ªs�。

Bã BÔãþ，右丞aJÚ，太白a��，dbaP%，6%�¯，�²¼Y。

vã
&NaO，Ö½、供奉，UhÇ�，_"，�、ê起8°aR，右丞iA�Ýaü，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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ï�ë/39Å：“H]vÔã¡%g¦，Ú>küMs�¼《#Ú》y2……�（轉下頁）



5¹Ï5。瑏瑦

>Ê，ñëh(,@�Îý�C@5§¦�ï，æA：v� ４ ý，Bè ５

ý，Bã ５ ý，[ñ<n0¬《;é》2_Ñ5`¦gh§R，@�¬v�ÞB

èÆäÇ;¼0�/，yX“Bã”,¦，ÞL³、ÞU|ëh。W《9M�》\

¹@�ãþ2�：“BÔã，¢é、�Õ；vÔã，Ö½、�Õ，�ãP$，9A*

�。”（ ２０，w １ａ），�Å@�Bãý�¡�，\7ØÆ�，ë�ª·a�O。

¦@�5v�ÞBè，¬《9M�》ìMý�ús，\Ó°A3@�“NPÃs

�¦”瑏瑦5Pq<ô。

Y,Z[x@�5BèÞv�，Bè¦�Þ�ù、L³��、�C，瑏瑧C¾

ý8Bèý�@^5�V!，ì《;é》?ý8?°�Añ@�“Bè”5y§

/\。yXv�，¬@�^_5§�?�  ８ ý，ì¹Fpò´2Ô：“<ýa

?#A《í�Â¿ÌmUu》ú《 {J�mCºp》%ýKL��，>Áuý

�%APG5þH3%Þ�。”瑏瑨@�v�2N�Og¬"。m、¥§ø!A£

９３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瑏瑦

瑏瑦

瑏瑧

瑏瑨

（接上頁）BÔãÞaj�，�¬AôØ。”Å³�：《§Sß¦》（({：¼DS53}~，１９９８
&）， １９，w ２２０。¥¼%¢Ó��：“（ãþ）ôÄ^]�¼，?Ò��，¦�\5�eã
þ，9%g(。”a®，Å³�：《�Ö§O》， ２，!®A�：《¥§ø²S》（̄ Ø：¯Ø
P�3}~，１９８３ &），w ８０７。¥¼�_£《�Ãî`�§êé》°Û%：“�eãþ，《U
E&》,ý<_，Ó�ªO，ç�ùøsa®。”Å《¥§ø²S》，w １５６２。
<n0\@�v�《�o�》�：“NPÃs�§，C�¼�Aa，Y*�"ü�=��。”
《9M�》， １３，w １５ｂ。W§?ý%nA“�o�0Êcl，c¯�^�o!。�oÐ
/àîÎ，¹�a�tRR。”��ñN�O，ñ���，̂ N“�o”� VÊaA，ìM
A“NPÃsv�”5P)。"_，]@�Bè《íâ�aGñ》�\?，�A：“NPG起
ôqiR�，j�*�，��Tö7£。”]《µÈv�bÐC�》�\，G®ä3：“Î¨�
°，ªNPÃs�¦。”《9M�》， １３，w １９ａ—ｂ。\Ó?¡Ú¸AjAäna;，¦N
�§55F�Ó<Ô，���¬sô。
<n0]《9M�·;é》ë�P9¹d@�ÞL³BèÄ3，¦ý�@^°#ês�ù
１８ ý、L³ １０ ý、@� ５ ý，"�Þm、¥§ø¹dBè，AN�ù¾ì，L³�]@�5
\7%[\5。Fm¼àUú�：“C�è�，�_，¢ésì，j�Êa。”《§î》bS
４，w ７７。¥¼á�¹�¼è���：“《��》Nj�、Au�sçF，̀ 起、ÛR��s�
G，Þa��\R。……zçiÔxÑ，ý�ÜÛ，��e,¼<²。”Å³�：《s�®
§》，_Qf�：《¥§ø》（̄ Ø：̄ ØP�3}~，１９７８ &），w ４１８；<¥¼ï?Ú°Û
%：“�¼è�……C°¢é�¬RSa¯，�N}��d。8�FnYÇÝ，�P�$，
ê、��¼�ôÌ>j�。”Å³�：《Öù�§ø·²�》，《¥§ø²S》，w １０４０。
pò´：《@�agÞ�gS�ñë》（}b：Y¹3}~，２００９ &），w ８５。



@�v�¿]“g¦”瑏瑩,Ã，�¬Aô。W《9M�》5《;é》¹v�gh

§RO，mO�/@�，\@�v�，°ä3>A“NPÃs�”（ １３，w １５ｂ）

5P)，�Å<n0¡�mÔ@�“v��O”，M�AN>v�sg¦a;。

¦《9M�》]@�õE ８ ýv�ý� ４ ý，Îý[éÆ�，§¹�?¶W，U

A“µ¼E§”a;¬，¦F�ùãþHI�O，《9M�》u'ý��ùB、v

Ôã` ３ ý；UF《½�Ú�》õEv��A ４ ý，瑐瑠\7���，瑐瑡<n0aÚ

ý�《vÐ�>(》１ ý，UV°%_]“µ¼E§”2�，ëÎW“�¦;ý”5

ÑÖ，Õì½�Ú¬NúL³ëh“L、½”5§5;�。

W]“�¦;Ï”ùyN“�Ât§¦�O”s5/，@Ú�ù“�Oã

þ”，@�“�Ov�”，Ú°《9M�》?“�¦;Ï”5�ª¼ý，� L³

,¼。

　 　 （二）王維在《別裁集》中的諸體選評情形

B¥L³§¬h(,5ý�`Õ，devã�� ４ ý，vPý� ９ ý，> 

§¦ÆA�C@N¯5Îý^。�%%�N�3：<n0$s“L³�Ovã

ÞvP”5�¹�？M°�ù！

<n0¬《9M�·;é》¹d�gR]vPÞvã5!R?，Ó�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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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m¼Å5-¹@�v�O，yÁL_!aÔ：“j�avÔ�，g¦，�¬Aô。”>�æ�
kÓ：“j�vÔ�，�?��<=。�kJÚ，�cÕß，¡Îßg，��Nã��ð
°。”Å《§Sß¦》， １８，w ２０５。Å5-kÓ¡ÆA�J@�a;，Øa���¯$@
�v�s“g”¦。¥¼EÞ°ä3@�§�?，“P§A，�§�”5õ¹，ì“vÔ�A
ãþ，<�§¦�”，Þ½�Úu'“�[N"（äv�）ÅR°。”Å³�：《�(§ø》，
《¥§ø²S》，w １１３９、１３４１。
½�ÚõE ４ ýv�，̀ 9s：《vÐ�>(》、《�dÈA》、《vÜ�(》、《́ `》。{
Å½�Ú�，ð-SB：《½�Ú�Bf》（({：¼DS53}~，１９９８ &），w ２７８—
２８１。
màoÐtÔ：“C�!RhL、½、�、ê，XvÔ��½，Y@�，UhL、@、ê、��。”
£½�Úèd¬vÔ�§!RaÑ。Å³�：《�RÑ¾》（̄ Ø：̄ ØP�3}~，１９８１
&）， １０，w ９３。m¼Å5-�¹½�Ú§i，°ä3：“½�ÚP、�a§，BÔsÔ。”
ëÁ*L_!aÔ：“�Úþ�ª3BO_，=�ª3Ì;O_，">2ª。”Å5-Ns
"®“À�a�”。{Å《§Sß¦》， １６，w １６３。"_，¥¼EÞ°_]@�、½�Ú
§�?5v�Fi^�，ç<§¹%¼“å�[N"ÅR°”。{Å《�(§ø》，《¥§ø
²S》，w １３４１。



L³5�9，ý8?¹dL³vPO，°ä3>O]“¦N”，oC�§a

P)，;A+ø��；瑐瑢ý\�WvPO，=�éä3：“@、�_，�、ê、L、

@，vÔP?©?�g。”（ ５，w １２ｂ）。�ÅL³vP¡Ú�ªF@�¸

“�PØ�”，?F�ù¸“<�8°”，�Þ@�、�W、ê{ëÑs�¼vP

Ì¦a,，“NLiA ，ÐZ�®”�h，¦�¹Ft，a%A¬Nh“Ï”5

PÏ。

vPa_，L³vã¬《9M�》�ýÎ ４ ý，《;é》°N“�Ýaü”,Ó

�Àa，×Î�¤�;。¦L³R]vã，Ms�_�R2Ch，瑐瑣《9M�》

°bÁL|�（OÆÑ，１６３４—１７１１）½�L³《íN%IÐÐ》s“vã�

”，瑐瑤�Å<n0ë�PqL³vãa;。��L³vã¬《9M�》5ý�

@^ús，¦¬Bã5ý�Ø�M １６ ý，?L>Á§R2�Å5,8%ý5`

¤�ï，U%<n0A;ü�L³ãþ5Îý9^，ÃÄL³5ãþAý�0

AaÇ。¦F@�¡ÚB、vÔãëR，>vã¬《9M�》?ý� ２０ ý，�¾

ý8aì，¦]Bã,¦Ø�ý� ５ ý，mn�Å<n0Ç;`¦、üe`RÎ

ý^5�(，$"�Å，L³5BãÞ@�vã，¡Úu'ý�ús，Ø�ù%

�O2�。

"_，h(V5“Bè”,¦，L³¡�ÑÎgh§R!B。¦NÎý@^

<Ô，《9M�》ý�L³Bè １０ ý，�Ê]�ù5 １８ ý，�]@�5 ５ ý，Þ

１４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瑐瑢

瑐瑣

瑐瑤

<n0\《X£C》�：“"�§，6N¦NÔ。5§g�ª�@、�Î，¢é、�ý（�W），
JA+ø��。”《9M�》， ５，w ２６ｂ；\《u�ç���》°�：“Ó¼k]¦Na?，"
C�¼�`。”《9M�》， ５，w ２８ｂ。
Wm、¥§R¹d“�¼vã�”O，L³《íN%IÐÐ》（U!《g>ø》）Hs«+¸
¹!Ba,，̂ NvãåÓa`·、û��º，L³vãAªaa，ç<�Þ@�、LñÜ
ëh，F¥¼�_£《�Ãî`�§êé》¹“vã”gh§R�：“Au、�¡、j�VR，
�¬<ó，]�Ô9。”《¥§ø²S》，w １５６１。UF�Zë�¹“ãþ”��：“C�A
u、Ö½、j��ª:R。”{Å³�：《�á§��》（̄ Ø：¯ØP�3}~，１９９９ &），
 ８，w ７５２。
<n0]La 《�bM》�\?，bÁ@mÖ、L_!、L|�P¼ñ“vã�”5ï
ô，W]¸¹5§i�?¬C�，<n0!©Ñ?、Ò�§R!i，F@{“â¶�5”
（《È¯óM>�ã》）；Û�ö“îÔç/”（《K�>》）；�I“¦.�l”（《-±H》）；}
�“�Hc�”（《H¯Þ�¼9》）is�GC�ai，ZÅ《9M�》， １９，w ２７ａ。



m、¥§ø¹dBè，AN�ù¾ì，L³>Ê，@�U¾Ê5\7%[\5。

t¤L³Bè¡Ú�ªF�ù¸“�º�[，gÓ&�”（《9M�·;é》），

¦¹F¥¼@µ2（１７１７—１７６７）《�§WW�》2·：

右丞五排，秀色外腴，灝氣内充，由其天才敏妙，盡得風流，氣骨遂爲所

掩，一變而入郎錢，秀麗勝而沈厚之氣亦減，此風氣之一關也。瑐瑥

L³Bè“åq_¯，¡¯b-”5P)，M�A¬N!_Ó¼aè，《9M�》

5《;é》¡�P9/d，¦Ný�@^Þ*�\¹<Ô，L³5BèìM%

¬N!_、hÏ5。

�a，W“�¦;Ï”52®�ï，�ùãþ¬《9M�》5ý�ús，<n

0°N>“�³³aR”<Ñs�g§R“�ª�¦;Ï”5év。æ,Ñ§，

@�v�µFi^�，̂ NAqP¦Î�<ä¥s“g¦”，�¬Aô，<n0

《9M�》¡Ç;ý� ４ ýNE>§，¦v�a%@��ªh“Ï”5§¦。[

Õa�，<n0¬《9M�》5《;é》?，¡�£L³BèÑÎgh§R!

B，¦ý�@^�Ê]�ù；vã¡�ý� ４ ý，U%A;?ú、ü�L³Bã

ý�0A2�。¹0N¯ÑÑ�ý，�Å《9M�》?5BèÞvã，ëNL³

�ª;“Ï”5§¦。

[¥eL³5Bè、vã¬《9M�》ý�¡Úús，ëNL³�“Ï”2�

�，�W《9M�》?，°%Å¹dL³`¦§aâÔè，F：

意太深，氣太渾，色太濃，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右丞詩每從不著力

處得之。（王維五古總論，卷 １，頁 １０ｂ）

寓疏蕩於隊仗之中，此盛唐人身分。（七古《同崔傅答賢弟》，卷 ５，

頁 ２８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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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¼@µ2：《�§WW�》\L³《Õú»ÑíNNáqf}aiUu》， １０，w ２０ａ。
8�5½ms¾¿%;Ì&（9¢，１７５９） £。]/¤�Y5Í{��v@C�:。



此種詩，純以隊仗勝，學詩者不能從李、杜入，右丞、常侍，自有門徑可尋。

（七古《老將行》，卷 ５，頁 ２６ｂ）

右丞五言律有二種，一種以清遠勝，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是也；

一種以雄渾勝，如“天官動將星，漢地柳條青”是也，當分別觀之。（王維

五律總論，卷 ９，頁 １７ｂ）

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盛唐詩中亦不多見。（五律《觀獵》後評，卷 ９，

頁 ２４ａ）

（七律）詩貴一語百媚，大歷十子是也；尤貴一語百情，少陵、摩詰是也。

（卷 １４，頁 １５ｂ，盧綸《長安春望》後評）

諸詠聲息臭味，迥出常格之外，任後人摹仿不到，其故難知。（五絕《鳥

鳴澗》後評，卷 １９，頁 ５ａ）

deÁS2Ñ�L³`¦§5ç§\¹a_，<n0¬¹d>Á§RFiO，

°%NL³is\ø5_E。F¹½�ÚB�“��.�a，çÓ¥<ñ��

I”，¦ÞL³5iH[x，“åND、~”（ １，w １６ｂ），%�¬ÞL³ë±÷

Á5；\�WvP，°G®½�“�、ê、L、@”ÌR%“vÔP?©?�g”（

５，w １２ｂ）；¹@�v�，¡h>s“Ðúçk”，¦e¦<¹，U“PÞ�e、¢

é[Ð”（ １３，w １０ａ），�ÅL³Þ�ù�%v�5\C8q。

�W<n0ñL³�¦§h“Ï”a¹，ùN,RaÔ，�·AhaÅ。u

v¥¼�¦[（？—？）《ß§L�¡¹§》2·：“�¼�¦§ÆoO�g，�L

Au,¼”，瑐瑦$sL³%�g§R?y,“�¦O�”g；"_，¿n¾¿&D

�_£（１７３８—１７９８）《�Ãî`�§êé》ñL³`¦§a\¹，M�A“L³

;Ï�¦§”a;，>�：

（五古）詩境究貴在悟，五言尤然。王維、孟浩然逸才妙悟，笙磬同音。

並時劉眘虛、常建、李頎、王昌齡、丘爲、綦毋潛、儲光羲之徒，遙相應和，

３４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瑐瑦 ¥¼�¦[：《ß§L�¡¹§》，Å《¥§ø²S》，w ９１８。



共一宗風，正始之音，于兹爲盛。（《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４５）

（七古）王摩詰善能錯綜子史，而言不欲盡，詞旨温麗，音節鏗鏘，蔚然爲

一朝冠冕。（《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４８）

（五律）“藍田日暖，良玉生煙”，此最五言勝境也。王摩詰殆篇篇不愧此

意。（《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５０）

（七律）王右丞精深華妙，獨出冠時，終唐之世，與少陵分席而坐者，一人

而已矣。（《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５３）

（五排）王摩詰之舂容，李青蓮之灑落，岑嘉州之奇警，高達夫之沈著，長

律中缺一不可。（《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５９）

（五絕）王維妙悟，李白天才，即以五言絕句一體論之，亦古今之岱、華

也。（《清詩話續編》，頁 １５６０）

（七絕）摩詰、少伯、太白三家，鼎足而立，美不勝收。（《清詩話續編》，

頁 １５６１）

q�L³¬N¯�¦§5Ä3ëN“Xì”L�，<%Þ>Á§Rëh?�ó，

¦3ÁS?5v�§¦\7�ï，L³ìM��]“�¦;Ï”5!½。[Õ

a�，�_£°P9ä3@�5v�ÞBè“\\@=<²”，<�ùHI¬v

P、v�ÞBè5Ä3h�¯%“P$��”，¦zNãþ<¹，“《UE&》

（k：ä《c×U@E&》）,ý<_，Ó�ªO，ç�ùøsa®。”瑐瑧¬¬£U

e“@�v��O”、“�ùãþ�O”d“L³�¦;Ï”5¹Ï。

四、 “諸體兼善”的王維詩，何以在
《別裁集》入選量次於李、杜？

　 　 W]ý8?5“�¦;Ï”g，ùyN“�¦;ý”s5/，Ãg!yW《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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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BèV�§¦ü`，Å《¥§ø²S》，w １５５９；¹�ùãþü`，Å《¥§ø²S》，
w １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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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ÎN�¨Xç，I¼µ�§?A:��Ø、r©A*aW”，<�g§R

?©¬N�õ:��Ø、r©A*aWg，Ä0]@�、�ù�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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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Ú，@、��R§°äèd¬_。q�<n0¬êS?JÔ：“y>（äL|

�）2�，�;dB。”ë�Ç;PqL|�5ý§f�，¤8;�《��V«

�》5ý§Ü>，¦《9M�》g0%,8“N@、�sF”5�§ý8，°µ"，

�?N�ù、@�§ý�9@¾]5�!，L³Îý^°®]�Ra�，UV

%�Nf�5。

Gg，[ñh(V2_Ñ5�、@、LVR§\Ó，�ÅL³¡Ú“�¦;

Ï”，¦µAè]`�§¦5ô�¤ã，!�Þ�R`ñ、ëÑ。FBPÞ½�

Ú、â�*、ÞU|、!FNës“5À”g；vPÞ@�、�W、ê{uò“Li

A ，ÐZ�®”a,¦；B�Þ@�、½�Ú“ë§2Ô”，v�°Þ@�5“�

cYX”Ñsuü（ÁS³{Å《;é》）。[Õa�，@、��R（�>%�ù）

5FiÄ3，°è]§¦ô�5U�，2\§¦g�aª·。¿n《9M�·

;é》¹@�BÔP§，·>s�¼?“ª=Pg”，<�ù“¤Y½�，=z�

%，)cÅÔ”5P)，Íge�BP“\&ÏÎ，]<AG”5'Æ。8]v

P，@�5“N¼Y�d”Þ�ù\�“*�i¨a¯”，JÄ,¦，[>Á§R

=^�°W。"_，¹�ùB�s“X&k§”、“°Ú5ö”，v�s“,O\

５４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R”，Bè=%“�"�ªs�”，ÿh%V�§¦?FiÄ3©�g。�

>%v�,¦，<n0¡ÚA“�e、¢é[Ð”瑐瑨aÔ，¦zN“v��:¦”

<¹，<n0$s：

王摩詰七律，風格最高，復饒遠韻，爲唐代正宗，然遇杜《秋興》、《諸將》、

《詠懷古跡》等篇，恐瞠乎其後，以杜能包王，王不能包杜也。（卷 １３，

頁 １６ａ）

2·“�ª¿L，L�ª¿�”，GAÅ]�ù�:v�5&Fù，MAL³2

�ªdg。t¤zNv�Fi@^<¹，L³§��E ２０ ý，�ùØ�M １５１

ý，瑐瑩�g[�@5。æ,§，q�L³�A“�O”5§¦，¦deãþ,¦

2\·�aª·_，>ÁAè]�§ô�¤ã，̄ yaYA ，&Fa¿°Ç

�¬，��¬《9M�》ý§9^¯，L³5 １０４ ý，!���ý]�ù5 ２５５

ý、@�5 １４０ ýa�，W"�Pf�，¥¼�²（—１６８１—）tNA：“��@、

�，Au�Uý§”瑑瑠5C¯，¦°çµA�、@5gÓ&�、°Ú5ö，�`�

§¦g�aª·，N�L³)ª“�¦;Ï”，���d�、@�R5v�Ò2、

��W。瑑瑡

æ,�ùy[¥5G %，J(á±W（１０４９—１１００）½��§s“�YÄ”，瑑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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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瑑瑢

<n0£L³Þ�ùv�ëh，W>¹@�v��：“Öçv�，çPÞ�e、¢é[Ð，
ÚJ%Ðúçk。”《9M�》， １３，w １０ａ。"_，\¹ÌG《RÐ´Ì》，°A：“（v�）
+,Óë`，�e、Au%°。”《9M�》， １４，w １５ｂ。
L³v�@^，Gk¥EýÄ：《L¢é�¬f》（}(：?¾�T，１９８５ &）,�YCÁ
æ，<�ùv�@^，°N¥w起Ö：《����》（({：?¾�T，２０００ &）,�sE。
�²：《Ðàõ§ø·US》¹L³，Å《¥§ø²S》，w ３０９。
m¼àUú¹�gvÔÓCô�，ä3：“�、ê、L、@，R�×m，̀ �\¢，vÆ�ª，
�R�®，»Î，Ú<�Y°。j�、�e，Y<��，ª·g�。”$s�uL³¬b5
“L、@、�、ê”ÌR，aè]vÔÓC5ô�¤ã，2·“�Y°”，Û%vÔÓC5ô�
2�，aU¿�]�、@�R。Å《§î》，bS ３，w ５０。
±W《ç�¹》�：“�H]a]§，MoòRaR，W>O<²。……s£，�³、ç³，�
�§SaYÄg·！”Åð2Þ¬f：《HØ�¬f》（̄ Ø：¯ØP�3}~，１９９４ &），
 ２２，w ７５１—７５２。



×á�Üb（１１２７—１２０６）U§q�ùs“§»”，瑑瑣±、��¼a®ÀÉ¼�

�，PÄË¼<k�§“�2�¿，�2�ª”5u¹，Þ“�ù�Oãþ”5·

M%Ad�5，°ÞL³“�¦;Ï”5\7°(、S�，�0“�YÄ”Þ“�¦

;Ï”¬8)¯At�u�？

ÀÎT�±W2¹�§a“�YÄ”bc：

昔蘇武、李陵之詩長於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於豪逸，陶潛、阮籍之詩

長於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於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於藻麗。於是

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

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瑑瑤

ÁS?5��、:}、x%、st、N[PM�，Æ%Hñ§i5FiG(ó¹，

ç±W·�§ª“��RaR”，%ä�§;o5g§RFiG(5P)。¦

“�¦;Ï”2��5，%§Rª%;:P、a¦§5Fi�Ï。瑑瑥 �Ôa，�

§a“�YÄ”%3§iG(<¹，7§é�ùª;o5g`R§i5G(、P

q。¦zW“�¦;Ï”52®ó¹，@Ú�ù�:Rãþ，°3h�¯%“�

¦;Ï”e。�<�µ：�ù§a“�YÄ”，ÞL³§a“�¦;Ï”，@Ú�

gäì5bc�u，°3�E¬Ó;'(?S�5G e。

五、 結　 　 論

《9M�》%,8kBP、vP、B�、v�、Bè、Bã、vã:v�§¦`

７４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瑑瑣

瑑瑤
瑑瑥

�Üb《cÐFÃ§ê》�：“d、@a§，HÑHaþG°；�、�a§，CÞa�Ùj、±
fö°。�Ýg，Ç]§g·？AÝ<�ÿAÝg，»]§g·？”Å³�：《¹Ö�》（}
(：}~stu�v，１９６７ &）， ７９，w １２。
±W：《ç�¹》，《HØ�¬f》， ２２，w ７５１—７５２。
《9M�·;é》¹BPa“\&ÏÎ，]<AG”；1�vPa“Gü�Ó”；v�“Ù�-
]øý，Õ±Þa²�；”BÔR�a“+Áe，+9h，+òñOÍ，+âíÓk”；Þ¹v
ãa“+ÔjÜ?，Óã`À”，Æ%3`�§¦5Fi�Ï<ô。



SÊ5�§ý8，seË�g¹0ý8./�u§¦5Fi�Ï，<n0ñ

�g§Rm�e“�>2R，å>2ª”5ý§»¼，�H`�§¦`9ý�¬

NsÖ5§R，is“5§gôfaö”（《9M�·;é》），�?���Å<

n0ñ�g§RFiÄ35�\Þ¹ø。

8SW<n0¬《9M�》5《;é》2·：“�¼§，�¹YR!R，�ª

�¦;Ï”®³�T¸：êz�¼§ìF<n02Ô，ë�Aª“;Ï”̀ �§

¦5§¼，tN《9M�》¬`5v�§¦?，A�MÿC§RA“̀ ¦;

ý”，�H��§¦Æ8�ý�,ý5`Õ？8S¹0ý8《;é》Þ[²\Ó

YC³e�ôõ：�、@、LN_5uC§¼，E¬�“§Rëh”?“µ¼E

§”Pµ3，̂ N《9M�》ý8ä#)Y，ý§@^a�ýý，p�ý8?AA

C§R3õ“�¦;ý”5`Õ。

Ú<，“�¦;ý”2�g¬“ý”，“�¦;Ï”°%`�§¦ÓªhÏ，8

��ªAy\s5/。Y,Z[ñ《9M�》5[²\Ó�ôõ：�ùA“ã

þ�O”a¹，@�v�A“NPÃs�”aX，µ<�ù5B、vÔã¬《9M

�》?�`� ３ ý，@�5v�°#9 ４ ý，�Å《9M�》?y,f�“�¦;

ý”ì�“�O”aXg，yAL³,¼。¦W]L³5§ÓFiÄ3，Aè]

§¦ô�¤ã，�ªF�、@�R²o§¦ô�aYW，%N�Å<n0£L

³Þ>Á§Rë]、:h；̂ ¯《9M�》%,8“N@、�sF”5ý8，L³§

5e¦Îý^Þ¬ý8?5�C，!�Äs�、@�R2�，Ë¼@¼eL³

�¦§“ÓoO�”5PR。

Y¦<Ô，m、¥Op5�§ý8，deé &DL|�5《��V«�》，

µÇ;�ý@、�ÍqL、½，N�L³§¬《��V«�》ý�©A，Äsm、

¥Op5�§ý8Pé，> �R2ý5L³§，AC]�、@�Ra�，ý¾

�V，?gÞ@�ëÑ�%。de8S2¸¹5《9M�》a_，>ÁFmg@

mÖ（１５１４—１５７０）《P$§À·�§ý》，Òm�´（１５８１—１６２４）、WN´

（１５８６—１６３７）�ý5《�§¿》，m¥a¶5�ä°《�§�》，Lça（１６１９—

１６９２）《�§\ý》，¥1LS«《�§��》，¾¿&DáFN《ÞGõ�§

¬》、�U´（１７０９—？）《�§@》，¿Ð（１７１１—１７７８）《�§Vëý》，¤8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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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Zë（１８７３—１９４０）《�á§��》a“�§ý”ü`，Æ%ÕÄ�ù、@�、

L³�óVà5T§。h§¯，L³×Î�¾]�、@a�，¦L³õE§i�

３７４ ý，瑑瑦?s]�ù§�5 １４５８ ýÞ@�§�5 ９８７ ý，瑑瑧a¬Nú�、@ë

ÑVà，�Å>§i5��ùÞ´<ù，MÆó§\R5Rù。¹0�§ý8

��y)¥、-CL³§i，U�Þs,_o¦�C5øO。

（作者：臺灣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

９４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瑑瑦

瑑瑧

@^Áæ，G{�EýÄ：《L¢é�¬f》，>?L³BP １１２ ý，vP ２２ ý，B� １０３
ý，v� ２０ ý，Bè ４０ ý，Bã ４８ ý，uã ７ ý，vã ２２ ý，�æ ３７４ ý。
�、@�RõE§i@^，µA}§?¬i5�"，̂ N�u}82�5@$°¼A�u，
�ù§ １４５８ ý%k¥¼w起Ö《����》2Áæ5@$，<@�§ ９８７ ý，°%{�¥
¼Lµ�f《@j��f》，《òuSàæÌNL�》�ü� １０６７ �（}(：}~stu�
v，１９８６ &）Áæ<�。



Á * � X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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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L�¡¹§》，!®A�《¥§ø²S》。¯Ø：̄ ØP�3}~，１９８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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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１９８６ &。

@µ2：《�§WW�》，¾¿%;Ì&（１７５９） £，]/¤�Y5Í{��v@C�:。

<n0：《�§9M�》1Ç8，é B;u&（１７１７）�k�>:£，}(ç{||&Ï8P

�Nv:。

<n0：《�§9M�》�M8。�À：?¾�T�À`T，１９７７ &。

½�Ú�，ð-Bf：《½�Ú�Bf》。({：¼DS53}~，１９９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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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起Ö：《����》。({：?¾�T，２０００ &。

�Zë：《�á§��》。¯Ø：̄ ØP�3}~，１９９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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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ｌｌ ｐｏ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ｉｎ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ｄｕｃｔｓ ａ

１５１論《唐詩別裁集》的“諸體兼善”說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Ｌｉ Ｂａｉ ａｎｄ Ｄｕ Ｆｕ ａ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ｅｎ Ｄｅｑｉａｎ；Ｔａｎｇｓｈｉ ｂｉｅｃａｉ ｊｉ；Ｗａｎｇ Ｗｅｉ；“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ａｌｌ

ｐｏ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ｐｏ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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