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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與義士之間：明代金華地區

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

許建業

提　 　 要

元明時期，金華地區爲理學之重鎮，士人爲鄉賢撰寫傳記乃維繫鄉邦文化

傳統的重要活動。鄉賢既是地方學術文化的代表，與他們相關的編寫某程度

反映了風教之變化，也涉及地方崇祀鄉賢的機制。唐代詩人駱賓王是金華地

區早期比較知名的文人，但其形象和地位到了明代中葉以後才得到肯定和提

升。對於賓王書檄討武后一事，金華廟學公論、地方志傳鄉賢傳記等陸續將他

由“作亂”改判“舉義”，又將其身分類目由“文人”轉爲“義士”。這除了見證胡

應麟等金華後學爲其平反的努力外，同時反映明代中期以後文人之價值認同

漸從道學鬆綁開來。在駱賓王的形象塑造背後，既有用以證明“文藝”可兼“器

識”的觀點，卻又陷於“立身”還是“立言”才得以自樹的糾葛之中。剥離文學史

視野而置於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不單可看到金華文教風尚轉移的側影，更是

明代文人自我價值與定位其中一個重要的討論場域。以上關於立言、文士等

的價值争議，在在透露了文學批評研究對史料的運用和詮釋，拓闊了其考察的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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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作亂”到“舉義”之聲名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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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賓王文集原序 舊唐書 新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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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簡揮毫，則星流電掃。楊、盧遜其渾博，沈、宋範以馳驅。逃榮上裴聞

喜之書，陸沉靡悔；潔己拒員平原之請，壁立難攀。至孝篤於平生，孤忠

竭於始仕。微官奉母，任武功簿而不辭。直道匡王，謫臨海丞而愈奮。

屬牝晨之篡國，玄樞撼而八極摇。仗雄略以登壇，赤羽呼而萬衆集。慟

一抔於故主，問六尺於元凶。歷數屠兄殺子之奸，鯨觬褫魄。亟發酖母

弒君之惡，■貐寒心。既首建義旗，將裂渠魁於七廟，旋身膏逆刃，尚飛

靈爽於千秋。偉哉器識無雙，詎曰文章寡二。乃史氏因仍，弗昌言於紀

述，而州民謭陋，迄罷享於烝嘗。誠亙古不白之沈冤，實闔郡當先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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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瑩

瑐瑠

瑐瑡

b//：《jk¸»ûüK,“MG”：ª¿¿,“À�Áü”�KD》，《(�3aO�》
２０１５XT ２v，| ９７—１０１。«¬®ª�,，Ú >：ù±¿、Tú：《jKûü“ý=”
ßðK,íþÃý———ªYÿ!Àü¿ÓÒC¸»=��》，《KLó/Þß�G》２０１８
T ２１z（２０１８X），| ２１１—２２１。
Ｐｅｔｅｒ Ｋ． Ｂｏｌ，“Ｌｏｏｋｉｎｇ ｔｏ Ｗａｎｇ Ｓｈｉｚｈｅｎ：Ｈｕ Ｙｉｎｇｌｉｎ（１５５１ １６０２） ａｎｄ ＬａｔｅＭ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６）：ｐｐ．９９ １３７．
rÅs：《c¡U¢£¤》，z １０６，《j@ëPQ》T®R，± ３６，| ３６８—３６９。



典。伏惟闡發幽光，播揚茂烈。亟修廢墜，廣勵風猷。俾乾坤壯氣，恢弘

於崇正之朝。海甸英魂，振迅於右文之日。某不任激切，祈懇之至。瑐瑢

�ø¾Úì+Á"´b#$³4,¸»"Ï。hì¸»"Ï，��t9O,

OEÏ[��¦%�¸»,@¦M"。"Kµ&óu¸»Pß���Haü

Fl，ºî�¸¹、�9kmE�ªÄ�OE��。ý.èÄ,rÅsºêë

"Ò5³��Ú2,�Ù，�'½��，$"ÏKaÊ=è"ÄñÂ(，�º

)C*³âü¸»,¸¹MGH�O»+。��$r|SÁø¾PK，-³

“¹¬+k，O�,L”Ä“¶、³-=.}，/、©cª01”�×<Có=è�

£(Ýèß�，2Yã3óêë,Ôßáy。'¢,>ª“a4²�，56

Ôß”Ì7êëP»�。$øBçÄá，¶,½ð8ßo。Ð;96ÊPì

&，½:�&oP�;。�=�¾êëÊ.$¢y*�P¾@0，Ê="�4

<�Ú=ði，ß>L´。=K“?@A�ºB，Cò"ÒDd”+/，r|

E.0�FM×，$¾Q�IÜ¹êë,��Ôß�，åÅ-æè$"ÒP

0，(µGÙ=A�。éêëåHP+k"f，FPWMßyP~。$>，'I

FÈ&ß&JêëKÍåÍPL，Ôxj¦üPM�，�=�2�ùÆ�，n

"±à，A�"ÓN¼,êë�Pâü¸»,FþfO。

Ú�，r|,l0Ê¦üZÃ�OE¿"�&2P¹。>"rÅsHöO

ß�ÆK,\��OÐ,QR（�SS，１５４２—１５９９）Té，df½³èÄUVH

ÊË¾(。r|W�$ １５８６X�l�éêë¦ü，)Çêë1ªaüC«¬.

�¸»=。瑐瑣 �>，rÅsXGH�éêë¦â9²P=。１６０１X（rÅsÈ³

N+X），öObYZ（１５５６—１６１６）[納r|P8，µéêëüC=ø¸yô¸

９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瑐瑢
瑐瑣

rÅs：《c¡U¢£¤》，z １２０，《j@ëPQ》T®R，± ３６，| ４９８—４９９。
rÅs《réêë¢y.》½：“¾\V]¾�K，àªÍöO7øñM。ñM■6g，�
�ß，/^õ&，_¯。Q`CSSaÄ，ab\G，�Ï"üéC¸。”《c¡U¢£¤》，
z １０６，《j@ëPQ》T®R，± ３６，| ３６８。[Lc（１５５７—１６３２）《de´/》zîp=
,：“IJfg，üéêëC«¬P¸»=，�v3Qhq>[ªöOiß，�rÃj¦P
�。ÃjàìßT�ykM、[廣�，�å�êë，�4ª¦。t!ü�áÍ，å¯。”《®
¯°Ê1_PÊ》（l¨：º¶Êó，１９９５X），± １０６，| ２７１。



»=，yô�9bÔm（１５９８X:~）½°?»+。rÅs��Äèiýþ《;

6Êétuo》n�。$uovw，rÅsÞó5o�éêë¦üP,z：

（駱賓王）自唐世因仍周曆，目以叛臣，刺戾相沿，郡乘邑志咸弗録。明

萬曆丙子，滕觀察伯輪董浙學事，於是門下士胡應麟，婺人也，首上事訟

賓王云（下引録《舉唐臨海縣丞駱賓王祀鄉賢札子》）……。書上，事垂

下所司，適擢去，不果。已蘇督學濬至，亟申前議，列祠郡城。已洪督學

啓睿至，復采夙聞，專祀邑里。三觀察使皆閩人，雅尚風節，而後先繼至，

故自賓王舉事，歷宋迄八百餘載，而公論始定於一，殆若有天意存焉。瑐瑤

�oÐò“;6Ê”，��¡;Q、}6Êºéêë�óPú誤。rÅs$;o

K£@xj5o“Æf”,U?，¤Ò>pºÂ¸>»,qr，ªi�=sl¦

ü,t4。rÅsÙ�，�N�Lß.&�X³ºéêë��Mu,ED�

ó。,Y，r|�@�%"ÏP>�X,IJîX（１５７８），lëÑ�*+!5

,《IJ«¬�&》��Ì¼âéêëo，�öåºvw。IJd°®X

（１５９６），�~��ÿ5,《IJyô9&》tµéêëÓy"《�¯yô9&》

“"O”£`¹CÀÁ��¾@,“è4”£。xy¡ªz0STºéêë,

G0P{o|Í2rÅs¦üø¾,23。åÈ《IJ«¬�&》ÊN,“«

¬�}&�y”#ó，ýþf�&o,�?�~"�c“&�.�ëMÑ�h

�.9kOMG”。瑐瑥 ��r|$ １５７５X,,l¦üqì",，�=¦üø¾

Ï�*�¢M×]GHED¨�。瑐瑦 ºGÄñ，《IJ«¬�&》PhÊ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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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瑤
瑐瑥

瑐瑦

rÅs：《c¡U¢£¤》，z ８９，《j@ëPQ》T®R，± ３６，| ２３９。
Ø¡MGP�，ëÑ��ýf�o(“ª《b�》《(¬》d&、�M}�&�*……ÔÉ�
¬�《,¸�》、©O~《¡¬f�p》、¥��《»Òo》、Ò/《"Ó�》、Åú�《>Ö
o》， Ø/f。” �ëÑ��!5，��¨�ÿ：《«¬�&》“«¬�}&�y”，《KL
D&PÊ》¬KDT ４９８號（k�：""Â�ó，１９８３X），| １０。
��，r|$《ßÊ��》�i¦éêëâü«¬.�¸»=z：“�êë*ü.�，\à
ëéè"é�Y，Ô�fúG�《étußá�》，³'�。” �rÅs：《c¡U¢ù
P》，《j@ëPQ》T®R（çS：TUÊó，２０１３ X），± ３７，| ２４７。q6《étußá
�》ä*�Ö，�$��¸¹wÏ�ÕÚ×�234。



Jyô9&》PI£，Ú�k¤��«¬®ºéêëíî,ïð[E。,�

0，jkD&t¾¾º�§âü¸»ÕÚ234，�Ä¶�（１４５２—１５２５）#

ó«m9�C¸»d=PâüY�¢，“Ý>�.²P&H²a�~PM

Ê……Ðå�³hq，�å�³h��。”��（１５５４—１６３１）�z：“�Yjk

!5²&，*Cf�&Kýl´o，æ���，x&³�。”瑐瑧�ÝÚ�¸»"Ï

ÏD&oÐ��¡MGP��，ºC¸»�a=ü,�¢"4½³ô¾@

,�ðÛq。Ø¡,lÃ0m¿��P¹�，rÅsP>�l3�9�m,

¦ü½Úì�2�"。

IJª>，åcD&oµéêëIâ“ßy”、“è4”�£，=o"_/

q0“y”�"00Ý�ó+,�¢**�P,。+�P�Ô，l“Û:”2“�

y”，éêëKÍ5Ukª"hýßoh ",×#XåÍL¡，C�)Úì

��¢£。6�$¾@,P，Q}《6Ê》“+,�:”+/$�¸»opH.

9D&�hÛ,`ð。¤ª《IJyô9&》�¥，$�PN�opÏD&f

�&_µ“:”�`ò“¢*”，Sai¦q¡Nó《�]^_》,“ÊE”。�$

êëâü¸»=>Âä,éêëo，Ø《ÆÊ》�，《IJyô9&》、《Æ�yô

9&》i《�\�»�》�_µ“¢*”̀ �“¢y”Ï“�y”，Çêël“§<”

ÁI“y~”P�。Ü$IJ$ÅSd°<Xw，éêëíî1ªaa¨8。

ÓrÅs¦ü、MËop�ÀP`ï，ªÄ>>â.²¸»=，r|¢*+¡

D?¢Ý"~h1ð,"à4<。�i¨jr�ÿù，ÂU«¬�(¬9

,ù<bLÔ（１５９５—１６４６）gÄ:@《¦©éêë©》，Jéêë9©“"ß”，

ªÛ�"~4y�LP號ª。

三、 “文學”與“忠義”之定位轉移

l“Û:”2“�y”，céêëíîl«�8Ä��,�wH¬。,�0

１１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瑐瑧 ¶�：《«m97�C¸»d=üp》，《¶"®M"ë》，z ３２，j�!。��：《¦â
¯D°>[¸»@=》，《OM±Ê》，z ２０，《®¯°Ê》（0¤：0¤MVÂ�ó，１９８７
X），± １２９５，| ２３３。



$¸»ÿþKw，êë(³ô“"O”H“ßy”�RÀÁíî,�Ï，S�=�

�f�opPI£。

HtÁ,¸»ß²、³¤、́ µ、¶wiÚ<&o�ýóåÂ，D&f�o

Ý¸»op*@·æïç+¸P>»，Ô�=ýþop，�$O³Ý�l¸»

D�，Ø¡@³Lð�¸,°ª>?�，wo,ÿþ(µ@¹iïð,�Ô�

�，�å°-Ût5,¤%Ý#$。S�a|¢*+¡opÿýY,ÀÁz

fÝ*`��，cÄC+�+,O["à�3。瑐瑨 ä1jk«¬®'óé

êë,-,E5D&f�o��R：《IJ«¬�&》、《IJyô9&》Ý《Æ

�yô9&》；ÄCËý¸»opã�UR：¥º（１３６１—１４３２）《«¬»Ò

o》、«�（[»å&）《yôf�p》、Åú�（１４９７—１５７８）《«¬>Öo》、+

î¼（[»å&）《�\�»�》i�PA（１５９５—１６８０）《ÆÊ》。SToph

'cæaÄt.，́ Ä9²。½yq6a<åPy，�P$EDßo,_¾

0�ß56，»3¿8×¦，�ºo*,®F（�Äo","�H�þ、ovG

w,�À，ªiíî£ÀPI±�），r|¢*+=ýo¾D、uÁA3，ªÄ

"à`$�。

op?£�Â5ß&，$��C《ßp》、《)Ê》P£o，ªi《f�&》

�，>³�?ß& o�<ª£?。¸»op!ÚÛ1ß;ßPq，Hßog

³Â�。åÈ，̧ »opK,?£Hß&³ôåÂ,>?，éÃP®$Cÿý

Yº“»”,FÙHÀÁ><。ä1«¬®���Âä,¸»op，Å�Ã

k�3z（１３６１—１４３２）,《,¸�》（>t»R《,¸}�》）。=ÿþª��

É，�> �o、>Rè"，ÄÅp0��，�X³?·¸»,£À。瑐瑩 �$«

¬®��Âäö23¾a,?£¸»op，,�©Æ,《¡¬f�p》。《¡

¬f�p》�âO¸»ÇÂ“ßy”、“á4”、“̈ ,”、“"O”、“È4”U£，=

Cü�d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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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瑨

瑐瑩

�Ä+î¼《�\�»�》ü�Ê：“�ò‘�»’，¾¨³�，å»�º¨，�ÉÊË¾¼？
�üLßPho，.&Ph#，H�øÌPh'，Í$EÎ�Êßº��Y，äÏ�å
�。”《}5®¯°Ê》（0¤：0¤MVÂ�ó，１９９５X），± ５４２，| １８３。
�3z：《,¸�》，《®¯°Ê》（0¤：0¤MVÂ�ó，１９８７X），± ４５１。



忠義、孝友，人之大節，故以爲先，而政事次之，文學又次之，貞節又次之。

大概所書，各取其長，或應入而不入者，亦頗示微意焉。瑑瑠

$=?£PK，*³*l²j,ÀÁzf。SR�lDÌÝÍ¹��¾>Â

£op,ÿýYhÐÑ，Ä©|�f¥º《«¬»Òo》Zai¦Ò¡《¡¬f

�p》,£_，-P“"O”ÓÛ“DO”，“È4”ÓÛ“Ôß”。t«�《yôf

�p》?£ÂAÔ)©Æ，-På<“È4”+�，gÄü��H©ô×Ð。Ä

CÅú�《«¬>Öo》ãjÊ!�《,¸�》《«¬»Òo》Ý《"à«¬�

&》f�o，��=?£�_C>dÊ，ÕÖ×0�°£。瑑瑡《IJyô9&》Ý

《Æ�yô9&》Ý$=f�o?°®£。Äjv,�PA《ÆÊ》Ý+î¼

《�\�»�》F?@»¼Ä°d£Hd°d£。ST£ÀÇ?Ho*I±，

00¡¸»,��Oß，ª�¸¹Ðc,Ø&。

Ù¤xyÚ éêë$ST¸»opHD&f�oK,?£，Ú[2=

³ôÓ"f83y~,�Û（�PA《ÆÊ》Ø�），IJXwã���j;,

89v。&�j¤：

年　 　 份 作者 ／編纂者 鄉賢傳記 方志人物志 歸類

１４２８（A��X） ¥º «¬»Òo DO

１４４５（�¯°X） �Â� yô9& "O

１４８０（"à°îX） ÜÝ� «¬�& åâo

１５３５（GH°®X） «� yôf�p "O

１５５８（GH�°®X） Åú� «¬>Öo "O

１５７８（IJîX） ëÑ�� «¬�& å?£

１５９６（IJd°®X） �~�� yô9& è4

３１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瑑瑠

瑑瑡

©Æ：《¡¬f�p》，“ü�”，《�å�°PÊ》（k�：±KÊª，１９６４ X），± ７，|
４６０６。
Åú�：《«¬>Öo》，《®¯°Ê1_PÊ》（l¨：º¶Êó，１９９７X），± ９１，| ５７２。



續　 表

年　 　 份 作者 ／編纂者 鄉賢傳記 方志人物志 歸類

１６２５（iY�X） +î¼ �\�»� ßä

１６４０（Æ�°�X） �f�� yô9& è4

１６４１（Æ�°®X） �PA ÆÊ "o

　 　 Ä>CI£PFl，ÚaCÞßêëíî$¸¹w,ïj：ÓjÅ4¢，

àhfáÙPñª《«¬»Òo》µéêëIâ“DO”£。$《«¬»Òo》

“DO”�K，¢8®fc�â、�ãS、�äå、éêëST6kÏªN,"

~。¥|½$éêëovwò：“vÆªDO¢ø，lîùÄ6，��YH×

f。¤â《£o》P}、ãSÛèP�、äåôóPæ、êë號$®�，ÝÚìv

.PD�½。”�Ï�Í2©Æ*+ÿ!,《Ãß·DOo》23。H�Nßô

åÂ，《Ãß》ç&“"oo”，ÔµèÄ?ÒP~Çâ“DO” oK。Û�©

Æ�[、ABzO,¥º，aCè�=3P®F��Û¿é，Çuop“DO”

_³ôjê,ë�cæ。瑑瑢 q6µ�â、�ãS、éêë�f號�“D�”，�

�Hk¤¥|ÑÒµ«¬D�0ìF�,�í，î�j'yPo"Ý°?�

©，ö-ª“D�”��，H>"©ÃD~×�，j;1å2¥|,¾I。=>

�Ä《yôf�p》《«¬>Öo》�op，ÏY《�¯yô9&》，ÝµêëI

â“"O”、“"o”P�，ïåª",Û�êë,ð+ÑÓÏ$aÀÁ"Ü，Â

�µ=ñÂD�ª�。Pªµ“DO”ë�cæ擴a，Ô¹éêëC=KSR

å½�,¸¹，Ú�P=�opýYÆ,DO,rDB*+。

åÈ，éêëP0�I£$IJù��Õ[¡ïà。öåòf�oå?

£,《IJ«¬�&》，='D&¸oa<µ= â“è4”、“ßä”�£_P

K，$j;,`ð"5yô9&,øÚ。《�¯yô9&》!µéêë¹C“"

O”£，Ä《IJyô9&》ã`I“è4”£。>Y?@$=“è4”Ý“"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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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瑢 ¥º：《«¬»Òo》，z ８，《®¯°Ê1_PÊ》（l¨：º¶Êó，１９９６ X），± ８８，
| ６６。



d_P�<ójéêë,I£yÃ：

乃若駱賓王草檄斥武后之罪狀，黄中輔題詞譏秦檜之議和，不勝鞅鞅，

逞於一擊，幾不免虎口，危矣哉！然其感時憤事，發於忠肝義膽，此亦有

所長，非苟而已也。余故並列之“氣節”，無使與叛人狂士同類而共笑之

焉。（“氣節”）

烏自漢以來，號小鄒魯，而歷唐宋至於我朝，其以文著名者，代不乏人。覩

其所製作，咸琳琳琅琅。然吐胸中之奇，而歸之理道，宜其聲稱，浹於兹

矣。然舊《志》以駱賓王列之“文學”，豈非以其文綴錦貫珠，滔滔洪遠，固

千古絶藝也？乃傳檄一事，貽譏不諱，幾不得列於節士之儔，而宗忠簡、

王文忠其功業、人品與日月争光，豈徒以其文哉？嗚呼，後之學士家，當

以立德立功爲先，慎毋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也！瑑瑣 （“文學”）

Ó�ó�<Ú�，ýoYºéêëÊ.ßc!P,°?ÙÚ，qÙ��Kô³

“ÙÙ”å1&P�，�8)P“感��,，ÕCßõyæ”。µêë¹C“è

4”£，,>8öH*§ºß、÷øÛB,“§f÷~”Â£，ùöÊ.*��¼

“åú”P,。=lPåÑÒ>fµèûü$êëPÂÓ"Ò，Ã�ýþ¹Ä

Â¼��S¾h¾，êëPè4�=è"�³F²,ÀÁ。�>Æ�Xwõ

�9,�f�（１６０４—１６６７）�´《IJyô9&》�ßÿ!《Æ�yô9&》，

�°¦ÒNf,?£®FÝ��，S*+¡êëßyè4Píî$¸¹w*

�CØ0。

��，iYÃX（１６２３）+î¼ÿ",《�\�»�》�µêëIâ“ßä”

£_，�åâ“"o”。+|$z,《�_》�?�ó��»�£0y，“ßä”

_½：“�UYá，�P�ß。òYÿ�，c!â"。#æÐ$，Í刃　Ú%，&ò

°ß�8Wá。”瑑瑤Ø¡µßHáz6?7�，ª�º´éêëP*�£ß、#

*'y，F�+|ºêëíîPñò。《�»�》ü�tÊ：“ÄC�Ph1，̂

５１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瑑瑣
瑑瑤

�~�5、�Ó��!：《IJyô9&》，z １３、１４。
+î¼：《�\�»�》，“�_”，《}5®¯°Ê》，± ５４２，| ２１。



C(û。”+î¼�FBY，opKµª(ûÍ¥Â�oKP“)@”、“*,”H

“"E”�，“Ç+zY,6，å-�)，.�Ùf”。瑑瑥 $éêëoK，=“)@”

(ûP®P：“%E”、“¢y”、“o.ij，ßc|ú²”、“+êPëìí，îï

Pðì$”、“2õ，å�hP”�<，ST_HêëªU“�P”,ßy,-

×é。瑑瑦

ü�Ú�，�ÈIJXwª>rÅs�"~,MG�À、EË&o,?£

0À，ªÄ>>âü.²P¸»=�，éêë,íî*lý§P°ÿ，ï��

ßäPy~。,�0，S$“Û:”H“�y”P00Ý“"o”H“ßä”,I£

Ý>，(Héêëíî×é,A�"Ó、<U<ÊP8G³ô¾a,éE。

四、 “器識”與“文藝”： 文人價值之論辯

《lo》³Ê：“e0<�，=l<ö，=l<Ê。”ºMk~a�"4，“�å

/”c5xÀÁ,GÙ，�[FþPÐÿ。�Kqª<�、<ö、<Ê�l，�

�Y(P×���,。6�，>³º<Ê,FÙÝÀÁ³B³ôåÂ|¢,

ïà。�=�ÈY¦�vº01"f,ß9、6kt[Â“>A��>"Ó”

PG¿，cÄC©kD�zOP~º“"Ò2z”、“"fºß”,�3�，_P

º4D"Óbºé��¨(,"f,%5��。"ÒfåÚ>C��、Fï

4H��ºé¡，Pª>z>"、zªÜ",`$�"³h��。rsXw�

�（１４７７—１５４４）《（E）67¨89>》Z#z：“�"fºß，5M�6。�=

gD:û，�ú%!k。”瑑瑧=“:û”、“!k”P;Å�5[\,z"éEP

4，瑑瑨½�gD"Ò，�ª2z，Óñ“<�”？S£�3=��º\sè",

E�x"<4，oÄGH、IJù,ë³ÈX6感Í12：“P�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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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瑥
瑑瑦
瑑瑧
瑑瑨

+î¼：《�\�»�》，“�_”，《}5®¯°Ê》，“ü�”，| ２０。
Â0，z ７，| ２１５。
��：《?U"ë》，z ８５，《j@ëPQ》TdR（çS：TUÊó，２０１３X），± ２，| ２７。
“zY，"Pk!；"Y，zP:û。@=k!�z，hªÕP"，Ýz�。�kA»"Ò，
ÝÓ�DþÂ，"ZPz。” �[\ô，BH�ÿ，ëL»ûÿ：《[¾<£》（��：K¬
Êª，２０１５X），z １３９，| ３３１９。



sè，sè�2Cs。”瑑瑩6ã=�DE_"ÒP~�å¿s¨Y，FG“<

ö”？"fPºßHºq，�ÂC"Ò2z、sèG¨，�ÜP¾"Ó�ÇA�

å�,ïð¤ä。�å/,×é]G$rT<=*ïÓÏ}納:“A�”H

“"Ó”,G�PK，NYë�<�Ý<ö（ÏÚª“<U”CP），>Y56H

<Ê×ºÅ。“>A��>"Ó”,�Àºî!"PÅ6®�，�Kbªéêë

$½ò�i。$×é%8PK，éêëíîPåf�H8Ó*+¡“A�”H

“"Ó”、“<U”H“<Ê”�ëyPkRïà，ªiºC"fÀÁ,åÂ>?。

　 　 （一）文人價值一：先器識而後文藝

“>A��>"Ó”P4$��Cb4（６６３—７３０）《VeIÉM�z´》，

���DE,��"5《}6Ê·ë¸o》：

初，吏部侍郎裴行儉典選，有知人之鑒，見勮與蘇味道，謂人曰：“二子亦

當掌詮衡之任。”李敬玄尤重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與勃等四人，必當顯

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

露，豈享爵禄之器耶！楊子沉静，應至令長，餘得令終爲幸。”瑒瑠

ÉßÊ（６１９—６８２）ÂUJ(³K，L³M�，c6²��P�<。=õC�t

M�H{,N、O'ÂÎO,<X，�PÈåcf�，�ßÊì=“¿�f”。

>õ÷øh，gãéêë，dfà³Té，#õêë�)ÜQR。éCÉßÊ³

{º®��ªI�，rÅs《;6Êétuo》#Ê“S&��”。瑒瑡 �fTT

Xº�³Uî,:�·�，Â��Â，j�ªNºÉßÊ“A�”G=�³�R

FÙ：+YP《a6Q<》V>ª“~P�h”Û�“>A��>"Ó”PN�，

�“h”�³É禄　;�P�。+YP《©ß》ó�W（１０３０—１０９８）“(¾b，>

７１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瑑瑩

瑒瑠
瑒瑡

ë³È：《UªXYëÉ》，《ZtUf}[》，z ４３，《j@ëPQ》T�R（çS：TUÊ
ó，２０１３X），± ３６，| ５８１。
�©�：《}6Ê》，± １５，| ５００６。
rÅs：《c¡U¢£¤》，z ８９，《j@ëPQ》T®R，± ３６，| ２３８。



ß�>"Ó，\ò：‘~�ªA��>，+號�"f，º�`a。’”�Wª“ß�”

ÙS“A�”，�PÓ/�]¢�Ê,^o_�。瑒瑢“>A��>"Ó”PG"¡

Mk"fw+}]G,`r，¾A�YÏÓ/�，ÏÓyU，Ïµ�H�Ô$

P，�=_,ÂAPab~¾ïcC¹ÒPÓ，¤Ä®�ÉdeC",，*�

³f��，CÉ禄　ºÒ，FÚ°å1¿)。�GqHFOøgÕ,z"éEX

³o|éE，�lCPº"ÒP~,h���，�½"¡ABDzY，Ï“"f

ºß”、“"fºq”GYij�q,�¾。

«¬åcf�&oÇÈ�þéêë� H¡“A�"Ó”G,%8，S*

@�Cov,Gw�?。5《ßp》78，ßoPð<p“Gw”Cov，qª�

Àf�,k，Ï¤ÒßøPß�Ï*&，jk«¬�?¸»op�a¦¡Sw

o¯。N"�2GHXw,zOABY«�，Z#�ÉßÊP4"Ìêéê

ë,íî，=《yôf�p》éêëoovwò：

新室篡漢，劉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綱目》書“起兵”、書“死

之”，予倡義也。至於英公，亦書“起兵”，而著其“怨望”，蓋誅心之法，特

與其事耳。賓王是時就辟爲府屬，觀其所擬檄文，斥武后罪，至今痛快人

心，誠亦知順逆之遺者。然使得志於孽后之朝，則又不敢決其必在五王

之黨否也。然則，與宋樊若水又何異焉？觀其文藝之美，則以王楊盧駱

並稱。嗚呼！先器識而後文藝，裴公固已識之矣。瑒瑣

《�l》!"³hì“yDPE”H“çDPE”。«�Ù�，[\《�]^_》�

G“�M”（�+,�）¢*P,�mq¡çDPE：$���Æ¢y]QnH

,�Â**c�d,K，NY]>cßC)¡，�½“oy”；>Y¢*�“Ö�

MÒ”，ã¼ß4。«�:+èÙ�，êë."]c!q6°“pb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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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瑢

瑒瑣

TTX：《“~>A��>"Ó”�y》，ß$¤*ÿ：《6ßGP》T®R（qø：�rÂ�
ó，１９８８X），| ９６—１０８。
«�：《yôf�p》，《®¯°Ê1_PÊ》（l¨：º¶Êó，１９９６ X），± ９５，| １６—
１７。



s=PúY”，�n¤êë�c!¾q，tP{(/“%E&”、)+,�¢*？

SRÎtPµêëIÛ©ku¤�（９４３—９９４）É,U`?¾，j;vü=f

¢。Nóßo�Àéêë“ºß”、 H“:”,、“Ö�MÒ”�，ªÄ>"*

0，Ï“æç”Ï“2õ”，_"�¾"Ó、0A�，�Ç“å1=w”,jx，S�

P«�$éêëovw<hxó,F&。êëð+J«�ÙÚ,-³“"Ó

Py”，�S½*È"«x¡ÉßÊ“>A��>"Ó”,�f。jÅª"，~

a�DEº"ÓP~x³0zÔB,B¢，«�PGÔå{�。

　 　 （二）文人價值二：文藝器識可兼，安可以成敗論人？

GH、IJvw，ªë³È�,,"fLð78º“"fºß”,���Â

ÎtÝ*|。瑒瑤 }Ä+Kß（１５１７—１５７８）àz：“\ÚG~fPÊò"f�

ß，cCij»Y，CP�ì"Òå1H4y� 。”瑒瑥��（１５４３—１６０５）�

Ê：“³½³ºß"f，�ì"f-ºß�？”瑒瑦STº"fHzyå°Ô ,

�|，=�½º"f、"Ò,ÀÁ��¡G0。ë³È#$《Óo�Ê》�Éß

Êå³®�，*[¾K>“��³K”、“��Ô�”,ë�、ë�、Q�z�fP

,，xjÉ|Phì“¿�f”-P“eK”，å�ªx=�f，ùö“®®×�”

t�°�xhì“A�”？'Ù�fyª�Û�ò�，�$Úé。瑒瑧

rÅs¦|ë³ÈPÊ，:+è�z：

凡稱知人者，知其人臧否邪正耳。窮達修短則姑布子平小術，君子不道

也。裴行儉以器識短王楊四子，幸而偶中，至今儒者樂道之。……今徒

９１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N：《"fH�ß：KLMk×é`r,["Hnï》，《KLfÖaOO�》
２０１８ XT ５v，| １５５—１６２。�N：《ë³È,“"f”U?ÙÂi=�y》，《"ÓFG\
g》２０２１XT ４v，| ５３—６３。
+Kß：《ñaÁ´p（kÛ）》，《i_>[ë》，z １４，《j@ëPQ》T�R（çS：TU
Êó，２０１３X），± １３，| ２１７。�´p7,óiñaÁò¦âü¸»=P�È，�Prp
PÝÞ。
��：《Èë��eß》，《�d�ë》，z １５，《j@ëPQ》T�R（çS：TUÊó，２０１３
X），± ９０，| ５８７。
ë³È：《Óo�Ê》，z ４，¿廣�、xyz�ÿÿ：《jfè`@V·ÿ》（0¤：Á�a
OÂ�ó，２０１７X），± ６，| ２４６７。



以位遇通塞爲驗，則裴所見真姑布子平之術耳。況勃等即如裴論，不過

浮淺小節，味道輩模陵邪諂，榮寵牝朝，器識何在？裴之取捨如此，其足

以溷詞場欺達者哉？瑒瑨

SÌjY?·hì“A�”、“�f”Py，ÅPªÊßP��，�¼��P��

ÛÍ¹。�ÇÄ®�Y，$<-PÖ�´4，*�9ÉßÊ×K,Q�zp，b

P³�ay，d�,A�ÅH�Òºé，FH",å×�Ý。“A�”GY¤-

Ê;�y�，Z]�S¾åz,�È¾×f[；ÄºI"fP4y，*�º=

�■ÛÂ�ü，FP¨|¡A�,d��y。

ë、rPGª�，=��±¢åÅ“ª"0Gf”,4E。�¾Ò（１５４３—

１６１８）《éêë{,�G》7,�2，“³Pª"0GfY”<ì“ÉßÊ�f，

{³ �b”，é、{,“.ª0ç”�Pjx。�,�0，ßC6¡Äé、{Y

�ÅuP4y,k¤。瑒瑩 N+4�2µêëIâ“è4”£,《IJyô9

&》，Céêëoov�³×��G：

乃作史者書曰“賓王以反誅”，是以成敗論人也。以成敗論人，此豪傑多

千載不白之冤。而裴行儉評論器識數語，則榮名貌士者耳，烏足以稱衡

鑑。余特采其遺事，悉記之，傳以竢好古者稽焉。瑓瑠

SÌo|��hW'¡�KL,“ª"0Gf”Y，ÐG0¡êëPy�，��

Âhì“A�”G-Pq“y�”ÛÍ¹，Ô¼ÜPªè4yß。

rÅs$¦üø¾¢Qéêë“A�ºB，"ÒDd”，>",《IJ«¬

�&》éêëo½!4�êë¢L，=ovw<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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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瑨
瑒瑩

瑓瑠

rÅs：《ßÊ��》，《c¡U¢ùP》，《j@ëPQ》T®R，± ３７，| ２４６。
�¾Ò：《éêë{,�G》，《W£MúÊçÿ》，z ２０，《j@ëPQ》T�R（çS：T
UÊó，２０１３X），± ９４，| ５３６。
�~�5、�Ó��!：《IJyô9&》，z １３。



武曌篡奪，專制亂唐，此神人所共憤也。當時雖以狄仁傑、李昭德、徐有

功之賢，猶不免濡跡以俟之。而聲討有罪以伸大義於天下，獨有賓王一

檄耳。其輔敬業，直欲如劉章之鋤吕、劉崇之興漢，盡心王室。人品固不

在狄、李下矣。君子安可以成敗論人哉？彼鞅鞅不得志，在文人常態，固

亦有之，而其數大疏言事，蓋由憤激所發，至於檄文顯斥武氏之罪，亦非

賓王不能爲此。此雖若反乎武氏，而實忠於唐也。作史者乃謂其失志棄

官而去，與徐敬業作亂伏誅。噫！其亦不白賓王之冤，而且不知世之所

謂忠義者矣。至《綱目》書曰：“英公李敬業起兵”，是予敬業也。予敬業

者，予賓王也。然不能用魏思温之策，直指河洛，卒以取敗，豈賓王器識

之不足，無以佐之而致是歟？抑亦敬業之不足輔也？瑓瑡

《IJ«¬�&》ü�K�2，=f�&oPýþ >¡åc¸»op，åÈ�

KX³«�《yôf�p》。q6Ä�，0"SóGw½ÚIÛºN"h�«

��G,³4*|。w<¢,�xj，“c-¤¥，q?:6”PwaPa¼,

Êr，�Få°ªçDP�{0+�y�，¦6§º《̂ _》Ý«��fªhì

“Ö�MÒ”̈ ¢êë�fqDPG¿。6>，w< �¡yz�、{ã�、+

³ö��»½åö©zª©ª,�，q"«¬éêëPÊ.�]，F%ay。

��，«�q《̂ _》,“ÊE”"���Æ�yH+,�¢*PåÂ，�《I

J«¬�&》w<ãÙ�，dY!Î=�×Â，�êëP®,�，�x=f/-

å$y、{Pj。½ÃÄ�，Gf�åÚª"0�&，tÙ�"fÖ�c½B，

�°ª�*�êëP®,�、Ê."PÂCMÒ？Sr|¢]¯¡º"fD

B,ð°。“ÛßY”ÇêëKÍ<XåÍPL，=ßy&4&2±²，SHr

Ås,[EP+�,。$>w<(ûÂ，+、é¢yPÖ09õF<$CqE

Y+,�，Ôåk¤êëX³®*P�°A�。�Á�ï,�ÍYÙ¡"Ó

�øÄéêëY，�ÚªPßyP~，hì“"fºß”、“>A��>"Ó”P

G，k!³å´µ。lPÚ�，IJª>$A�"Ó,%G�K，éêë"¡*

１２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瑓瑡 ëÑ��!5，��¨�ÿ：《«¬�&》，z １５，《KLD&PÊ》¬KDT ４９８ 號，±
３，| １０１３。



x"Òå�ª2z、sèåk¤º�,¶Â�¾，Äªy·"0GA�，�P

H/�Py¸¹¸h。

　 　 （三）文人價值三：文人、文藝實足以自樹

¦0+4，q6"ì-2z，A�H"Ó°ºÔ1，"~�Úë»4y，�

µ@:+èí>,P："ÓP~¼z�4yºª5¼½？"Ò³=Ú£,À

Á½？�Ä《IJyô9&》�q6Í�éêë4y，�µP¾¿"o，r|¢

½Ã�º"~P0I，�Â�ÀÁ>O“Â>ªýþ�Ã·、¹Ä�S¾”。Ú

�ë³È�º"f“ºq”、“ºß”a¼�|，�å�ªJh³~a�ÄÅ。Ã

PP�，pj�?"~ZàáÇÈéêëÛ�`r，$"ÒHè4、<UH<

Ê,�xéEKgÕ"f,Ú£ÀÁ。

rÅs#$《B6éêëë》xó"ÒHè4,éEz：

用修云：“孔北海大志直節，而與建安七子並稱；駱賓王勁辭義舉，而與

垂拱四傑爲列。以文章之末技，掩其立身之大閑，可慨也。君子當表而

出之。”楊氏此論甚公。然謂大閑掩於末技，恐不應爾。妖牝竊唐，舉唐

臣子，頌德恐後。自賓王一檄痛摘其奸，疾呼其惡，曌雖漏網，千載下罪

孽歷歷，即轘磔都市弗過，寧曰末技？且當時從敬業起事，詎止賓王數

人？今皆名姓無聞，而賓王以一檄故，烜赫天壤。謂文章永氣節乎？氣

節永文章乎？瑓瑢

¶Â#ÊÆÇÝéêëÃH='"fÂ Ô$，�Ç=4yÍ2ÈI，rÅ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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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丘氏亟稱三事，言若匪所先者。他日之論魯大夫臧文仲也，獨曰：“既

没，其言立，是之謂不朽。”此其説奚以征焉？要之，德與功非言弗樹，若

孟列達尊，輕重各有攸當，必以上次論，溺其指矣。瑓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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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行儉總管洮州，辟掌書記，時最稱雄任，士人多階以顯，賓王以母老，爲

書（《上吏部裴侍郎書》）謝之曰……又《答員半千書》曰……無何，調長

安主簿，授侍御史。時武后篡唐，數上書諷諫，得罪謫臨海丞，因棄官，遊

廣陵。作詩（《詠懷》）曰……會徐敬業起兵，即爲傳檄曰（《爲徐敬業討

武曌檄》）……

賓王負逸才，五言氣象雄傑，構思精沈，含初包盛，卓然鮮麗。七言綴錦

貫珠，汪洋洪肆。《帝京》、《疇昔》，特爲擅場；《靈妃》、《豔情》，尤極淒

靡。雖本體間有離合，抑亦六代之遺則也。瑓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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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Ｓｈｕｅ Ｙ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Ｊｉｎｈｕ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ａｓ 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ｔｈｉｅｓ，ｗｈ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ｈｏｗｃａｓｅ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ａ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ｗｏｒｓｈｉｐｐ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ｏｃａｌｅ．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ｏｅｔ Ｌｕｏ Ｂｉｎｗａｎｇ （７ｔｈ ｃ．）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Ｊｉｎｈｕａ

ａｒｅａ．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ｈｉｓ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ａｄ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ｆｆｉ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ｔｉｍｅｓ （１６ｔｈ ｃ．）．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Ｌｕｏ Ｂｉｎｗａｎｇｓ ｄ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ｒｅｓｓ Ｗｕ （ｒ． ６９０ ７０５）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ｈｅ ｗ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ｒｅｂｅｌ，ｂｕｔ ｗａｓ ｌａｔｅｒ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 ｐｏｅｔ ｗｈｏ ｕｐｈｅｌ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ｕ Ｙｉｎｇｌｉｎ （１５５１

１６０２）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Ｊｉｎｈｕ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ａｓ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ｗａ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ｏｕｌｄ ａｂｉｄｅ ｂ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Ｍｉｎｇ．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Ｌｕｏ Ｂｉｎｗａｎｇｓ ｉｍａｇｅ，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ｏｆ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ｎｅｓｅｌｆ：“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ｏｒ “ｂｙ ｗｒｉｔｉｎｇ．”Ｌｕｏ Ｂｉｎｗａｎｇ，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１３文人與義士之間： 明代金華地區鄉賢編寫中的駱賓王　



ｖｉｅｗ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ｔｈ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ｎｈｕ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ｎ ｂ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ｕｏ Ｂｉｎｗａｎｇ，Ｊｉｎｈｕａ，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ｔｈｉｅｓ，ｓｈｒｉｎｅｓ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ｗｏｒｔｈｉｅｓ，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２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