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古代修辭學的重要里程碑

一一清劉青芝《領錦機》

諱全基

一 中國古代修辭學史料的新發現

我們的前人在使用漢語的悠久歷史中，為我們積累了非常豐富多影的位辭學的材

料。這些大量寶貴的材料正是我們建立現代漢語修辭學極有用的措鑑。為了發掘這個古

代修辭學的寶庫，現代的學者已經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談到古漢語催辭學的成就時，人

們都可以舉出不少有關的論著:晉朝有陸機《文賦》、梁代有劉輯、的《文心雕龍》、宋

代則有陳駛巨著《文良心、元代又有王構昕著的以“修辭"為名的《佐辭鑑衡》。無可否

認，這些都是修辭學史上的瑰寶，從先秦到元代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在《催辭鑑衡》以

後，學者們談到修辭學的時偎，一跳就跳到五四以後的作品，如唐鎖的《修辭格》、王

易的《催辭學》、董魯安的《修辭學講義>> ......。那麼，在這悠長的明、清兩代期間，

難道就只有一些詩話、文話、詞話、曲話和少數的有關的論文?難道說沒有一兩本重要

的有份量的、系統的位辭學著作?

為了要補上明清兩代的修辭學史土的空白，我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我們知

道，位辭學在歷代雖然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觀， ~產辭學的精

華，不可能在那些碩儒巨著中找到，只能在那些不為人們昕注意的古書堆中找到。經過

一番努力，終於找到了明清兩代的許多大大小小的位辭學材料，這些材料正在整理發

表。這樣，我們就把中斷了的傳統如實地接土了，補上了修辭學史上這一晨空白。本文

要介紹的是這時期材料之一，是清代一本最具總結性質的位辭學巨著一一劉青芝《續錦

機》。

二 修辭學資料?匯編: <<錦機》和《繪錦機》

劉青芝的巨著共十五卷，份量相當大，成於清乾隆八年，書名《續錦機》。慨然稱

“績"，必然有昕繼承，那就是《錦機》一書。我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無法找到此

書，不但我們找不到，連劉青芝那時快也沒看到，至於是否真失傅，還未能下結論，只

好有待高明。關於《錦機》一書，知道的情況甚少，但是可以肯定一點: ((錦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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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有關位辭學的專著，它是金代元好間的作品。目前看到的材料就是元好問昕寫的《錦

機引)) :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於百家之害，學者不偏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山谷

與黃直方書云:做作楚辭，讀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憲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

世，若歇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

《錦機引》明確提出了“法度"問題。“法度"就是作文的方法，但它是“雜見於百家之書"

襄面，昕以必須收集起來，作為借鏡。就等於令天昕稱的資料涯編，這也正是元好間編

《錦機》的目的。《錦機》就是職錦的機，是織錦昕不能缺少的工具，而且這個機的好

壤，直接影響到結出來的錦的質量。這個比喻用於寫文章，錦比喻文章，錦機比喻作文

的方法。作文方法就是峰辭的方法。昕以元好間把寫作與法度的關係比作織錦和職錦機

的關係，實在是具有明確的修辭學觀點。可惜，這樣一本位辭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卻失傳

了。
劉青芝極為推崇元好間的觀點理論，他雖然沒有看到原書，但他卻模仿其精神，編

成了十五大卷的《續錦機》。他說:

昔元遺山謂文章法度，雜見於E家之書，學者歡窮其淵源，非備考之不可也。喻如織錦，必

得錦機。因著《錦機》一書。余甚愛慕而未獲觀。竊仿其意，集前人議論，釐為十門:日諒疏、

日體裁、日義例、日法式、日自得、日評騰、日竄改、日譏賞、曰辯證、日話言。共十五卷，名

日《續錦機》。

這段話見於《續錦機》的序，是《續錦機》編輯的主旨。主旨就是給予人們以一種寫作

文章的工其，也就是教給人們以峰辭方法。在“話言"這一部分集中收集了有關信辭一般

理論的材料;在“法式"這一部分集中收集了關於具體修辭手法的材料，這兩部分最值得

我們注意。

《場錦機》內容問介

《續錦機》輯錄了前人有關悔辭學的論述而加以適當的編蚱，歷史上的重要的位辭

學材料都有選擇地收進來了。例如:王充《論衡》、劉靚《文心雕龍》、劉知幾《史

通》、馬端臨《文獻通考入《續通考入汪份《文章各體》、徐伯魯《文體明辦》、

楊慎《楊慎集》、王世貞《藝苑居言》、顧炎武《日知錄》、朱葬尊《元史類編序》、

萄悅《申鑒》、顏之推《顏氏家訓》、尚衡《文道元龜》、王安石《上人書》、司馬光

《論文》、那伯溫《聞見前錄》、張端義《貴耳錄》、唐順之《與茅鹿門書》、曹丕

《典論論文》、宋擴《文源》、 蘇伯街《染說》以及《主傅》等。可見收集的範圍很

廣，包括經史子集。有的來自專著，有的來自單篇論文。這些材料雖然大多數可以在原

著中看到，但是如果不加以挑選，它們就會埋沒於原著之中。一且按照一定原則加以選

出，集中分類，就可以產生不同的效果。

本書把材料分為十個部分:

第一部分:源流 “諒流"是指繼承關係。即作者與作者之間，風格與風格之間，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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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某些文章之間的立相影響和繼承關係。(例曇〉

第二部分:體裁 “體裁"指文體的分類及各體文的寫作方法特點。主要材料來自汪

份的《文章各體》及徐伯魯《文體明辦 >>0 (例墨〉

第三部分:義例 “義例"講各體文章的作法及應用。(例墨〉

第四部分:法式 “法式"就是關於位辭的方法。這部分和峰辭學有密切的關係。昕收

材料來自《文心雕龍》、《史通》、《文賦》、《錦機》等書，這些書都是《續錦機》

的《跋》昕特別提出來的，故為全書的重點昕在，最值得重觀。例如:

據當受學於立夫，間其作文之法。則謂有篇聯，歇其脈絡貴通;有殷聯，欲其奇飄逸生;有

句聯，歡其長告豆合節;有字聯，做其賓主對待。又間其作賦之法，則謂有音法，歡其倡和闡闢;

有歡法，欲其清濁諧協;有辭法，故其呼吸相應;有章法，故其布置革嚴。總而言之， 皆不越

生、承、還三者而己，然而字有不齊，體亦不一，讀必隨其類而附之，不使玉璜與瓦告並陳，斯

搞得之。此又在乎三者之外，而非精擇不能到也( ((潛溪集)) ) 

第五部分:自得 “自得"是寫文章的心得。這部分材料包括很廣，主要是寫文章有

昕得的感受。例如r&錄了陸機《文賦》全篇，因為陸機自稱:“余每觀才士之昕作，竊

有以得其用心"，故為“自得"的材料。(例墨〉

第六部分:評騰 “評騰"就是評論，評論作家、作品、文風、文論等，有的是讚賞，

有的是批評。(例墨〉

第七部分:竄改 “竄改"即是改易。這部分是收集古人改易字句及內容的材料，能

反映古人位辭的一個倒面。例如:

文字意同而立語自有工拙，沈存中記穆修、張景二人間造朝。方論文次，道有奔馬踐死一

犬，遂相與各記其事故較工拙。穆修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3年馬之

下。"今較二語，張當為優，然存中昕記，則又渾成矣。( ((們蟲詩話)) )江村曰:余會記某書

云:歐屬公以"逸馬殺犬於道"六字蔽之，似更勝。

第八部分:讓賞 “譏賞"也是屬於評論，與“評騰"相近。但“評騰"側重於以作品和

理論為評論的對象，而“議賞"則側重於以人事為評論對象。(例星)

第九部分:辯證 “辯證"就是考證的意思，這部分材料主要是考證一些作者寫作的

事蹟，考證一些著作的寫作經過，包括一些評論和一些項聞逸事，使讀者能夠了解一些

著作的背景。(例墨〉

第十部分:話言 “話言"是一般理論。這襄指的是一股文學理論和催辭理論。包括

範圍很廣，談到位辭的一般原則和要求，材料重要，分量也章。昕引如《左傳》、《論

衡》、《申鑒》、《文心雕龍》以及文人文論及往來書信等。例如:

古之為文，法在文成之後。詞由理出， 文自詞生，法以文著， 相因而成者也， 非求法而作

也。後世之為文，先求法度， 然後措詞以求理， 法在文成之前， 以理役詞，以詞從文， 以文從

法，昕以愈工而愈無法也。(郵伯常《論文)) ) 

....且昕謂為文者，務為有補齡世而已矣。昕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鐘繪畫也。誠使丐且華不必

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萃， .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鐘繪畫為之容而巴，不適用非昕以為

器也。不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巴也，勿先之，其可也。(王安石《上人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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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分材料甚多，非常精要。就拿這兩段話來說，郝伯常對僅辭方法有其獨特的見解，

認為“挂在文成之後"，不應先有“法"來眼制“文"。王安石認為文章“以適用為本，以刻

縷繪畫為之容"，說是闡述篇文作用與修辭的關係。這部分材料關係到侮辭學的整個範

圍，是珍貴的修辭學資料。

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十方面孤立來看，因為它們是一個整體，間處一個體系之中。

四 《場錦機》在中國修辭學史上的價值

、《續錦揖》具有明硨的修辭學觀點。

中國催辭學由不科學不系統以至發展成為較具科學性和系統性，修辭學由文學的附

庸以至逐漸發展成為具有相當獨立性的學科，其間的確經歷了漫長的歷程。

到了劉青芝《續錦機)) ，已經有了重大的發展。主要的標誌在於它具有相當明確的

催辭學的觀點，這就是我國悔辭學史上的一大進步。上51<< 續錦機》序昕反映的“文章

法度"的觀點就是很好的證明。整本著作的編啡體倒也是體現他的觀點的。此外在《續

錦機》跋襄也反映了比較成熟的催辭學觀點。請看章文然昕寫的《跋>> : 

蓋其體有萬殊，法一定而不遷。譬方圓之必以現矩，長糧輕重之必以度權。若不範我騁馳，

何異求曲竿之直影，望清流於渴源。先民念及，往往撰著以成篇。《雕龍》則有劉臨。《史通》

則有子玄。《文賦》作於士衡， ((錦機》創自遣山。固皆良工與巧匠，大有禪於後賢。

章文然是劉青芝的學生，他是充分認識到峰辭方法論的重要性。《跋》襄指的“法"，就

是修辭的方法諭。昕謂“體有萬殊"，是說文章的表現方式千差萬另U; 所謂“法一定而不

遷，'，是說指導的原則是不變的。這種觀點和劉澀、所說的“衛有值數"和“文體多術，共相彌

綸"是一脈相承的。“街有't.ê:數"是說方法論有一定的現律性，即是章文然昕說的“法一定

而不遷";“文體多衛"是說其體的方法是多變的，即是章文然昕說的“體有萬殊"。由此

可見，劉青芝、章文然等是繼承了我國峰辭學的優秀傳統的。

二、《攝錦蠣》繼承7中圓古代修辭學的優秀傳統。

中國歷代出現過許多文話、詩話、賦話、詞話、曲話，有的是個人論著的權編，有

的是許多作家的論著的涯編。作為艦辭學來說， <<續錦機》卻是“修辭話弋它集中了中

國前人的修辭理論，詳細跳選，取其精華，予以分類歸納，綱舉目張，使分散的零碎的

材料得以集中起來，五相彰映。臨保存了大量古人修辭學資料，叉把資料適當安啡方便

使用，從這種意義來說， <<續錦機》就是名符其實的中國古代修辭學資料涯編。它灌集

了前人有關修辭學的言論(部分與峰辭無關) ，資料來自經、史、子、集，範圍甚廣

(參看“內容簡介")。

《續錦機》十分重靚繼承中國修辭學的優秀傳統。在《跋》中說到: 一先民念及，

往往嚷著以成篇。《雕龍》則有劉鶴， <<史通》貝u有子玄， ((文賦》作於士銜， ((錦

機》創自遺山。固皆良工與巧匠，大有轉於後賢"。其中提出的四本書，除了失傅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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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間《錦機》外，其餘三本都是信辭學史上的重要著作。他們認為這些著作都是對後人

大有樽益的。必氯指出， <<跋》中提到的四本著作，固然是談修辭學史昕不可缺少的，

但是，重要的著作遠遠不只這三本。我們認為，宋人陳駛《文則》就非常重要，講中國

位辭學史時不能不大談特談的。我們在<< (文則}研究)) (問學社， 1978年版〉一書中

指出: “《文則》是我國啟辭學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因為它是第一本把位辭作為專門內

容來討論的專書。"昕臥， ((跋》襄沒有提到《文則)) ，不能不是個遺憾。

三、《續錦擺》總結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成就。

昕謂中國古代修辭學，主要指的是五四以前的催辭學。這種佐辭學還沒有受到西洋

修辭學的影響，是中國固有傳統的峰辭學。它是以文言為研究對象的。五四以後，情況

就不同了，華辭學主要以白話為研究對象，而且大量吸收了西洋的理論。《續錦機》從

那些方面總結了古代修辭學的成就呢?一方面表現於昕輯錄的有關峰辭的材料中，他們

從無數古籍中選出了這些有代表性的材料，編成了這本資料種編，證明了中國有豐富的

修辭學資料;一方面表現於歸納材料的體系。

劉青芝把所收集到的材料編啡為十大部分，這種分門別類的方式可以從一些詩話和

詞曲話中找到，劉青芝不過是參考了許多其它同樣性質的書籍而制訂出來。我們不要把

十個方面孤立來理解，因為它們是個整體，它包括了古代催辭學各個方面。例如:“話

言"就是一般峰辭理論，“法式"Jllj是具體的位辭手法，談到史的繼承， 則有“源流"， 談

到各文體特點則有“體裁"，至於“評騰"和“讓賞"則屬於嚴肅的偉辭評論，而“自得"與

“辯證"就屬於文人接辭的心得和逸事。通過十方面的材料，把中國古代悔辭學面觀星現

於我們的面前，而《續錦機》這個體系對於我們今天編寫古代峰辭學資料握編，也有很

大的參考作用。

總的說來， ((續錦機》留傳給我們這十個方面材料，是非常可貴的。我們按圖索

膜，可以找到更多的史料，就能粗星地了解到中國優辭學的基本面藐，我們就會驚歎我

們竟有如此豐富多彩的修辭學遺產。

由於《續錦機》具有較明確的偉辭學觀點，繼承了中國古代峰辭學的優秀傳統，一

定程度上總結了中國古代修辭學的成就，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古代值辭學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當然，由於編者的局限性，對於材料的掌握還不夠全面，許多材料沒有看見，加

土編者的眼光只看到著名的作品和人物，因而忽墨了許多寶貴的資料，特別是那些不大

聞名的著作;叉由於編者對位辭學體系還未有較深入的認識，選材有時不免過寬;還因

為此書只是資料的選騙，沒有加上編者的見解，因而限制了此書的作用。當然，我們不

能用現代的修辭學觀點去要求清代的劉青芝，也不能用現代的信辭學體系去要求劉青

芝，我們只能歷史地、客觀地研究它，給它以較恰當的評價。像《續錦機》這樣重要的

古代修辭學著作，竟然長期以來不為人們所重棍，說明了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傲。希望

語文工作者共同努力，發掘古代催辭學的寶庫，讓更多的沉睡著的文化遺產重新獲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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