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文學史發凡

金放莘

中國文學史發凡，試從下列四方面進行闡述:

一、社會變遷文化交流與文藝表現

文藝是時代現實生活的反映，時代現實生活是文藝的食糧，這兩種關係，密切到不

可分割。當然哪，時間之流是不停的，一逝不返的。我們看過去的時代，最好是看那時

代的文藝，從文藝既可以看出時代，從時代也可以看出文藝 σ 所謂時代精神產生文藝作

品，也就是說內容決定形式。丈體即時代的產物 一種文體能成立，因為時代需要用它，

所以我們說一切文體差不多是起於實用。歷史上常見一種文體興盛於某時代，這時代的

作者作此種文體而享有大名。時代一變遷 則作者稀少 甚至沒有。如曹魏以後至南北

朝時的加九錫文、勸進表、告天文等文體，在當時頗為興盛。因權臣位重，所以有九錫

文，以表其功德、;再進而悠潭、其主主奪，因此有勸進表等。至Ij即位後，祭天地，告臣人，

於是又有告天文。這在曹魏以後唐以前此階段中，君臣多基奪 故此文體頗為興盛。唐

以後各代帝王，鮮有奪權得位者，故此文體也就寂而無聞。文章口宋代道教盛極一時，因

此有一種告天之“青詞"，極一時之盛。其後帝王不信道教，不告天，所以“青詞"這

文體名詞，到現在已經無有知者。又如八股文亦然。就上例觀察，我們可以考知一種文

體的興草，與當時的社會組織風氣，均有極密切關係，其評價亦應著重於此熙。因為時

代的推移，社會因此而變遷。因為社會變遷，所以文體也隨之變遷。許多文體在社會變

遷時，有仍然存在者，有根本衰亡者，有適合某時代而興者，有不合時代而漸衰者，也

有許多文體因社會變遷而改名存在，名異而實同者，如典護訕|告詔書命令，名稱雖然不

同，實際上皆是上告下之詞。又有文體名實皆無大異，僅形式改變者，如平行文體之書

札，古今皆不異其名實，僅形式改者。從上例觀察，我們覺得社會變遷影響文體頗大，

而社會變遷又與時代有關。這襄我們所要敘述的 是內容與形式問題，舊瓶裝新酒問

題，舊瓶能否裝新酒，新酒裝入舊瓶，又是否改變它的本質。我們從表面上觀察，模古

是很容易使形式限制內容的。舊形式裝新內容也很容易使內容帶舊色彩，不過我們再從

廣大方面去看，各時代文章形式雖然相同，而其思想內容則無法相同者，即以古文而言，

唐宋八家之文，歸有光之丈，桐域派之文，形式上都是古文，實際上他們內容思想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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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在。我們很容易分別出它的不同來。因此，我覺得模仿眼制內容的力量小，而時

代限制內容的力量大，所以舊瓶新酒問題 並不怎樣重要;時代限制內容，倒是產生新

形式新內容新文藝的決定因素。

因為社會變遷，所以文體也隨之變遷，而文化的發展現象也可以看出文學的發展，

我們因此不陣求詳的來敘述文學史的發展，在這里可以把有史料以來至戰國末列為一期。

就中國整部歷史看來，古代的疆域觀熙 一為東西對立，一為南北對立，前者以潭

關為限，後者以長江為界。所謂東西對立的發展，是在戰國以前造成;中國古史自夏以

後較有線索可尋，夏周二代皆為東西對立的局面。所謂夷夏之別 即係指此而言。夏建

都於河東，周人繼承夏代文化 順著黃河向東發展 和東方的民族相接觸，於是有所謂

夷夏之分。夷有東義，又訓平，蓋東方為平原的意義;夏有西義，故古人名夏者字目于

西，可以為旁誼。此局面直至春秋時代仍如此 及後楚民族興 這局面才改變。關於是

民族的文化來源，可考者少，其逐吹發展與北方民族有接觸，在春秋以前似已形成。南

北對立，有所謂“雅" “南"對立， “夏" “楚"對立，這局面直到戰國末還是如此。

周文化由北而南，踅文化由南而北，形成交流 再加以燕齊等地色彩，因之形成複合的

文化。
又自夏以來，中國皆以農立國 所以夏小正(在大戴禮記)言農業節令至為詳明。

周人自北方遷居滑南 當係羨慕滑南之農業 所以中國農業社會自夏至周基礎巳固;商

朝為河東民族，其後期亦為農業國家。觀討王之有酒地肉林，即其有酒好酒，可以推見

酒之富有源於農業之盛。

又西周以來，宗法觀念成立，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奠定一切文化基礎。家庭組織，

亦始於此時。有了家庭組織，人事的關係亦就更密切了。西周末葉，倫理觀念發達，社

會道德發達，已經打破從前的宗教觀念，將人鬼與神同祖 崇敬人格，減少神格，所以

孔子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孟子亦說: “天巫見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而

反對墨子的所謂“明鬼"。所謂宗教，不過是法祖而已，影響於文學的，是倫理的辭頗

多。如仁義等字。孔子大儒提倡現實的人事，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為人的

本身以外的不可知之事為無謂。祭不必主想，是以當時北方文化非常接近人事而少幻想，

這當是社會環境使然。南方的楚民族社會就不同了，其本身不是農業國家，宗法社會的

組織也不嚴密。原始的風俗保存甚多。以巫祝為人與天的媒介，巫風很盛，人民有不能

解決的問題都問巫(見〈莊于﹒天運篇〉) 所以 楚辭〈天問〉、 〈離騷〉、〈九歌〉

等皆受此影響。這也就是南北文學之所以不同的地方。又這時候在文化方面，也有一件

重大的改革，就是私家講學代替了王官世守。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最初總是集中王室。

根據〈左傳〉、 〈國語〉的記載 我們可以知道周朝王室是文化的集中地。各國諸侯所

在，為文化的小單元。如有疑難 則入都問史。自從王室不振，諸侯四向分裂，文化亦

流傳開來。民間於是有正考父的校頌。及至孔于更講學於野，打破傳統現象，其影響於

文體者，就是私學講學，視書為客體，解書也較自由，不拘一說，成一家言，不像以往

的史官以書為主體，不加解釋，拘於定誼。所以從此以後，有學派的成立，而不像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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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地理分野。此後 諸子之書，更是以時代分，無地域之別。

在這一期中，春秋末至戰國初 因交通發達，寫書工具發達，中國文化由簡單趨於

覆雜，以目治學代替以耳治書。以筆語代替口語，化起篇為長篇，男成組織，可以縱橫

開間，任意為之。如〈論語〉猶為口語，苟于以後，游說上書之文，則都是筆語了。此

上書游說之文，至東方朔叉合而為奏暈了。

秦之統一至三國分裂為一期。游說口語在這一期中是變成〈謀逐客書〉及〈過秦論〉

一類的文革了。{書經〉的體裁，影響了秦漢的詔令，辭賦也一變而為東方朔的賦;于

書的創作屬於個人的，則按〈苟于} (如〈新書} )。綜合晝言的，則以〈呂覽〉為標

本(如〈說苑} ) 0 {詩經〉式之四言，已不風行，僅用之於竄銘頌讚。楚文學經梁孝

王、准南王之化合，也不甚光彩。這其間特出作品，是〈太史公書〉，司馬遷順戰國諸

于之流而下，成一家之言;其分類方面，法〈且氏春秋〉，所以能品評古今人物。又〈法

言〉也是特別的書，以口語為丈，在筆語成行之中，也別有境地。

東漢二百年之文化，為西漢二百年之結晶。此間辭賦已無甚前途，國家安定政權集

中，私家講學之風已不存在。文人中治先人所遺留之經學。其文學僅在西漢辭賦問周旋

回復，也若東漢政治之在直官外戚間周旋回復一樣。其中有張衡，是文學家也是經學家，

是特出人物。東漢文風 直至三國時始改變。以上，我們看周代至東漢期間，是民間文

學與外族文學第一次送代。詩經為民間文學，楚辭為外族文學，詩之衰而楚辭典，是第

一次送代，第一周期。

建安至南北朝為一期。這一期 可分為二段:前期為三國分裂至西哥統一，三國六

十餘年之形式，為過去東西對峙，南北對立之同時出現，蜀與魏為東西對立，吳與魏為

南北對立。東漢文學之直接承繼人為曹氏父子及其部屬文人。東漢政局原為直官與外戚

之爭，外戚為謀專政，引西涼武人董卓入朝，結果又造成武人專政局面。曹操模仿董卓

成功，司馬氏更以前人之經驗而更成功。此時君主稍一不振，即被武臣代立。文臣則依

附武臣，早期文人尚敢諷靜，保存名節，後以誅殺加厲，文人則敢怒而不敢言。於是以

老莊之說玩世自嘆。建安以後，私人牢騷文學，皆具有老莊思想，而經學徵言大義則已

式徵了。至於朝廷文學 則徒為歌功頌德 丈如九錫丈勸進表之類作品。這實是社會變

遷影響文體變遷的必然現象。但此期繼東漢辭賦而興起者 是五言詩。此文體為丈人抒

發牢騷之有按工具。五言詩興，辭賦衰徵了。

後期為曹室南渡以至六朝。東曹南渡後 江南小朝廷像是三國政權的法代。文學體

裁無新發展。不過此期人才多為世家門閥于弟 不像三國人才從各方面來。故其作品的

內容貴族氣味重，民間氣味少。這也是生活使然，加以江南山水秀麗，文人放浪超世，

遊山玩水，其生活態度與東漢經學家不同，生活方式亦與三國人土不同。其文輩無大事

可言，範圍轉另一方面。

所以此期文學，五言詩為民間文學，第二度興起;南朝佛教哲理文學，為第二度外

來文學之輸入。這是中國文學受外來影響的第二送代，第二周期。

情之統一至五代末北宋初為一期。隔統一後，以長江為限之南北文學至此合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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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之統一，人才也雜處。北方散文和南朝樂府此時順文化趨勢因而合流。詩至唐變齊

梁風格而成唐詩，文至唐變騙驢而為古文。此時科學制度建立，打破六朝世家門閥觀念，

文人生活為之一變。中甲第則富貴顯達，青雲直上，否則窮愁撩倒，流落江湖。所以唐

詩所描寫的此類生活頗多。男一方面，唐代貶官的風氣也很盛，官吏有件朝廷，流放窮

荒，於是途中所見，也寓之於詩，所以旅行詩多，也是生活使然。

東曹民歌發達，艷歌、子夜歌、吳歌、西曲等盛極一時，至齊梁而極。吳歌西曲為

民間文學第三度興起，而西域胡樂為外來文學，影響唐詩宋詞。此為中國文學之第三度

送代，也即第三周期。

北宋至明清為一期。北宋繼五代之後，有詞之興，為一新興文體，元朝更緣宋詞而

有曲子。宋之平話小說後變為章回體之長篇小說。明清政局無大改變，也無新文體出現，

直至西洋文學傳入中國 於是有新文學運動。此新文學當係受外來影響而改變者，方興

未艾。吾人觀以往丈學潮流，而考察今日文學潮流，當順此方向發展，即所謂時代文藝。

二、學術思想與文藝內涵

因為文藝的內容與時代有關，而每時代復有其學術思想，這在中國文學史上，很可

以看出這裹的變化，約言之，周初至漢末為一期。這時候，最初有所謂北方思想，即指

周或鄒魯，或周孔之思想而言。這些哲學思想，在詩襄所表現的，先為原始宗教觀念，

如同頌大雅中所言之“天"與“上帝"。此類神權思想，至周公時將這種觀念漸變為人

倫觀念。而當時的人倫組織則極為散漫，所以在周書與小雅中可以說明此現象，同時所

表德之辭亦無系統，至孔子時始標榜出“仁"字高於一切。孟子則把仁義並舉。苟子則

將衰德之辭叉雜用，似無系統。不過經過這班大儒的提倡，於是漸漸成為有系統之思想，

成立儒家。到〈禮記〉則成為整套哲學思想， (大學〉尤為集大成之體系。這實在是儒

家思想一大轉變。一個民族的思想，在未成體系以前，他的思想是非常自由的，無論是

言理論事，都是由下而上發展，由分校而歸於本源。等到成立體系之後，則由上而下，

由總根源來向下分述，這在哲學上說，是好現象。在文學上說，則影響文學的活撞撞而陷

於呆板。所以我們現在看孟子的文章，有正有反有結。苟于文章比較散逸，但在散說之

後又以詩總結，仍不脫其呆板。所以北方文學觀成一個定型，不能自由隨意表現。而南

方文學則反是，如莊子的文章。(楚辭〉較〈莊子〉稍板滯， (老子〉則與〈易繫辭〉

相接近，與〈莊子〉亦遠。此外還有兩派流行於北方，一為游說家之文，尚鋪張誇大，

結果成為國策之文，與儒家書相近。一為燕齊神怪之談，神仙之說，也是不拘定型，而

自日玄想，與〈莊子〉相近似。以上就黃河長江兩流域之學派言，儒莊老的“游說"、“神

仙"等，各有分別，分別之中，又有錯綜。於是成後代萬千流派。如東方朔為滑稽家，

其源出於游說，但是亦夾有神仙之談。司馬相如之〈長門賦) ，係縱橫家說， (大人賦〉

源出於辭賦。(封禪書〉則儒家而兼陰陽。兩漢辭賦家只有形式之自由，內容思想則極

為板滯。這是因為武帝尊經丈人追隨經生之後 所以文學亦板滯。西漢二百年的訓話，



金般華/中國文學史發凡 79 

使東漢文學成為板滯之奏章。他的長處是典實，題處則是呆板。直至樂府影響五言詩之

成立， {古詩十九首〉之無限思想，活灑有力。直至三國時，兩漠的金碧樓台才一掃而

空。
三國曹魏到南朝末年為一期。所謂建安文學 風骨氣勢，都是熱烈感情的奔放，不

重教條而重生命，思想亦解放，恢復到周初無哲學系統狀態。當時之成為有系統哲學者，

僅為〈易經〉與〈老子〉。在王粥何晏時，南華地位仍不太高。同時漢博士派之儒家地

位已倒，真正儒家並不動搖，於是有清談主學的出現。曹室南渡後，莊子派勢力抬頭，

影響以後者較大，在曹魏及西晉時，士人所討論者為客觀的純理的哲學問題。如“聖人

無喜、怒、哀、樂論"之類。所以竹林七賢的文章，我們應當用西哥的眼光觀察它，東

曹思想雖然為道家思想 但是一般的風流人士 本是世閥于弟所以還保留著倫理思想。

因此，在他們的游山水、論哀樂這顯丈量章里是道家思想，但是其他如論朝政、告于弟的

文章裹，又是儒家思想了。

由於道家的崇尚自然，加以江南山水而成為南朝的文學色彰。南朝偏安，哲學思想

也愈來愈少。丈學所表現者，亦由山水而園林、花木、宮室，直至家庭間陳設，所以到

南朝末年，文人所描寫者，僅只寫室內小擺設小事情。因為儒道合流之哲學思想內容為

清流，老、易、陰陽合流為曠放。由於哲學思想之失去，所以南朝末年之文學流為瑣細。

在另方面由外方輸入之佛教思想也已經流行。三國時開始有翻譯佛經，出家為僧的行為。

兩曹時，北方有佛學大師鳩摩羅什主持譯經。南方有慧遠大師結白蓮社，交游名流。所

以佛學因之而盛。在東哥時，末日尚已名士化。不過佛教在早期影響中國藝術較大，影響

文學方面較小。早期佛教倒是借中國文字而傳播教義，晚期佛教始影響文學，並且同文

學合流了。所以魏曹南北朝作家，因為有上述思想背景，倒不能拘某一家，屬於某派思

想，文壇頗不寂寞。

情初至五代為一期。此期思想之顯著者，是儒道釋三家的勢力均衡，不過每方面的

程度皆降低。以儒學來說，唐代的儒生、儒臣只有功名觀念，談不到學術，這是與科學

制度有關，可以由平民而至將相。對於孔孟之系統哲學思想，也不再加以發揮，而佛教

所宣傳的，亦只是禍福果報之說，沒有討論哲理思想的體系。其勢力所流行於民間者，

也只是放生與度僧尼，談不到佛學。我們看韓昌黎的〈謀佛骨表} ，就是代表那不高明

的儒家思想與不高明的佛家之爭。道教也只是下乘，只有神仙家出世思想，沒有丹藥符

錄的研討。因為三教的勢力很平均，所以就沒有中心思想。他的好處，倒使唐人思想解

放，感情奔馳，入於文學。他的壞處，就在不能產生持論名理的文章。像昌黎的〈原道} , 

在那種情狀下產生出來，也頗難能可貴了。因為昌黎有他的思想體系，所以他的為文反

不自由，而其佳作反在墓志等作品。柳宗元因為不受理論體系的拘束，文章反較自由。

又當時流行在社會上，有勢力而不顯著者，為禪宗思想。禪師皆絕頂聰敏的人。思想超

出定型，處人又無架于 所以和唐人生活態度頗為相合。此禪宗思想影響宋代理學最大，

在唐人心坎中倒老早深入了。

宋初至元末為一期。北宋時禪宗思想頗流行於社會，如東坡、山谷，皆多有此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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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們的生活甚至於比東曹士人還要.放散。其作品往往亦失去端莊之美，這在江西詩

派的末流最甚。宋代理學家思想，成立於周敦頤。儒道參陰陽而成體系。介於禪宗與理

學之間者，為二程于。有致用之心，無意建立思想體系者，為蒞丈正公、司馬溫公。南

宋時，另一學派成立，是為永嘉學派，有葉適、陳亮等，其思想又較理學家為自由多了。

南宋以後，禪宗失傳，理學家佔優勢。

明清兩代學術思想沒有甚麼新的創造，只有承受宋代理學餘渡。不外是兩宋的儒家

思想雜入濃厚的科學思想而已。這期的思想家，有王陽明、顧炎武、黃黎洲等，本身造

詣很高，可是影響不大。在這期民間思想所表現於戲曲小說者，是理學家的理論餘波，

以及儒釋道三家之混合，致使文學無新發展。所以我們認為一時代一民族的文學，大致

由多元而單元，由種雜而統一 結果成為一種新特色之文學 此種文學當即代表此民族

思想以及他的特性。

原於一個民族，有他的歷史傳統，另外也有演變的趨勢;又可以說新的創造中有舊

的傳統。如〈楚辭〉中〈離騷〉、〈天問〉是楚人的創造，但是其用堯舜築衍比喻皆不

同，這又是周人的傳說。所以因時代各民族文學有相互借鏡處，比較異同，也可以幫助

我們了解。不過一個民族接受外來文化，往往也有排斥的。如印度文化佛教之傳入，歷

六朝唐宋之人士，皆有反對之者。在這反對聲中，我們可以看出它的“變"。另外，一

個民族本身思想，又常有不相同處。如孟、茍、董仲舒，雖然皆為儒家，大旨相同，而

立說各異。我們又可以看出它的“常"。所謂同中觀異，異中觀同，這也是學術思想影

響丈學內涵。而每當一種思想成立宗派時，最初是單純的，到了後來因為應用關係，又

不得不采其他的學說，於是又復合起來。這影響文學內涵，尤其明顯的，便是一個文人，

往往有多種思想表現在他的作品裹，而同時所謂言志載道之說，也往往在一個人的作品

襄都有表現。

-、
語言藝術典文藝美學

文學慨然是隨學術思想而變易其內容，實際上，我們看它的變遷因素，語言的本身

也非常重要。這其間與藝術也非常有關。我們看藝術所包含的各部門，如圖畫、音樂、

雕刻、舞蹈、建築、戲劇等，他們所用的表現工具不同，而實際上內容意境則不同。因

此，文學上容納各部門的藝術限度則很大，而各時代仍有不同，以成立各種文體。在過

去的中國文學中，其與語言藝術之關係，也可以分期述之。

先秦及兩漢為一期。在沒有文學史料以前，我們沒法知道古代語言的真相。大概說

來，中國民族語言最早之統一形式，當在黃河流域為殷周時代，即所謂“中原語言"。

春秋後半期至戰國，諸侯力征以後，各國各有其方言。所謂齊楚語言，己要留學學習。

孟子以齊魯語言，罵許行為南蠻嫣舌，足見戰國時代語言之不統一。我們再推周室以前，

古代交通不便，方言當更分歧，所以孔子在講授詩書執禮時 則言雅言。所謂“子所雅

言，詩書執禮"。雅言係官話，即當時行人聘間所用之語言 必定要學詩，才有練習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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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此種雅言風行於各國。兩漢以來，亦沒有甚麼變遷。雅言表現在文字者，就是現在

的文言文，它的正宗是史書與子書，旁友為楚辭之辭賦。楚辭原為合樂之語言，以其種

雜之詞意，反不接近口語，而為更藝術化的語言。

此外，藝術方面影響此期文學者 當為音樂與圖畫。中國最早成熟之藝術，首推音

樂。周初人的人生觀念，就是音樂，我們從“侖"這一字來看，論人類的社會組織，就

加人旁，而成為人倫之倫。談音樂則加三個口字而成“會"字。叉車日樂字，本為音樂之

樂。周人希望人生能像音樂的美一樣美，所以樂字又作快樂之樂。音樂的最高標準是和

諧，所以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中和"，亦是從音樂方面得來。孟子讚美孔子的所謂金聲

玉振，始條理，終條理，也是以音樂來形容人格的美。漢初儒家集樂記之所以能夠完篇

者，亦是因為有音樂觀念。三百篇形成之原動力，即是受音樂影響，也就是北方人生觀

念影響到文學。南方有楚辭，楚辭則圖畫意味較濃，也因為南方的圖畫發達，如〈天間〉

即是解釋圖畫。{山海經〉也有圖，這種丈學中附帶有圖畫，當係受巫風影響。直到西

漢文學也受此影響，如〈列女傳〉亦附有圖畫，足以證明這痕迎。采此精神而不著痕適

者，如兩漠之辭賦有很多圖畫意境，叫人讀之如看圖畫一樣。又漢賦用辭，很多采取各

地方言以為詞藻，結果成一種非音樂非圖畫的特殊文體，又是語言的綜錯。

漢樂府詩與廣信研丈為一期。周代雅言，在漢代文人中已經習慣用了，並且可以行

遠，不過在當時亦還有以口語寫文的，如像王褒的〈儘絢〉。又朝廷詔令，亦有用口語

寫的。不過此類口語並沒有雅言行之廣遠，所以很難通行。至於辭賦之詞，到東漢班民

父子兄妹、張衡、蔡色時，已達飽和狀態，趨於死亡。此時出語白話之流行者，是樂府

詩。如〈孤見行〉、 〈東門行〉、 〈烏生八九子〉等篇。等到五言詩興起，勢力便大了。

建安以來，曹氏兄弟信札，一變太史公與楊暉書之體制，不依漢人書信體裁之長旬，而

用詩經四言句法，因之影響以後徐俊耕文之用四言旬，更後至廣子山，再加以用班氏賦

法，在詞上推敲，於是研丈完成。研丈興起，雅言文則一回竅不振。所以這一期的語言影

響文學，一種是變雅言文的散文，一種是建安至徐庚的研丈，一種是口語白話丈。其中

以關文與口語距離最遠，不過亦最藝術化。又這一期的藝術，在東漢時，因為大建築物

增多，於是有題區的風尚，而講求書法。所以在蔡益到衛夫人時，書法已經極為發達，

書法之所講求的是“勢"。這種“勢"說的影響，使東曹人有觀山水、察地形的習慣，

更進而影響文學理論，所以劉掛著〈文心雕龍〉有〈定勢篇〉。又西哥以後，新音樂出

現。其先，新的音樂理論為文人習用，於是影響文學，而有曹丕〈典論﹒論文〉、陸機〈丈賦〉。

這時候，儒家勢力漸為道家勢力所代，所以音樂的理論，亦由禮樂記而崇尚道家之所謂

“自然"。文學亦然。於是想學自然而又不願意放棄道統，因此理論上又有“原道"的

出現。崇尚自然，欣賞山水，這是過江人士的生活，就觀賞自然山水的所得，知道淡遠

的高。因此與辭賦之道，又相背了，再加以東曹門閥成立，家多錦膀，實物影響思想，

又有〈文心雕龍〉的〈熔裁〉。這都是這期藝術影響於文學，文學理論亦受此影響，這

是中國文學理論最發達的時候，形式完成，內容卻不顧了。

北齊至晴唐為一期。在南方研丈正興盛的時候，北方已經樹了一幟，那就是所謂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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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運動，因為感覺到南方作品的限於形式化，所以主張寧願放棄這種藝術語言而恢復內

容。在北周有蘇綽之模彷〈尚書〉，以及此後蕭穎士、李葦的復古，以至韓昌黎的古文

運動成功，韓愈的所謂“非三代兩漠之書不敢觀"，就是以周代雅言來對抗研丈。研文

在唐代再轉為四六丈 只在奏章上用。其內容之藝術元素則滲入詩歌之中。加以方言口

語以及新音樂元素，以成功特起的唐詩。另一方面，因為唐代對外交通發達，四方各國

來中土者，多非通曉白話不可，因為口語通行，影響文學叉產生了傳奇文與語錄體文。

宋至明清為一期。唐以後文章，古文遵韓柳 研丈遵六朝。新創造的自話，則有平

話小說。但是一般文人不敢多寫白話 所以還是古文佔優勢。至於文學理論及古文體

裁，都沒有甚麼發展，差不多陷於停頓狀態;文人沒有甚麼新出路，所以模仿風甚盛。

詩則學杜，文則學韓柳，而受新音樂影響者，則有所謂宋詞元曲。清中葉以後，關文形

式已無出路，流行於現在的，倒是自話與文言之爭，也就是周雅言與今日普通話之爭。

普通話未能普及全國，文言一時自然不會消亡，其中白話文的旁支，有所謂歐化語句者，

這倒像研文的藝術化，不過這一條路也不會走通的。此時藝術在清中葉以後，也是每況

愈下，直至西洋藝術傳入，從音樂、圖畫、建築、雕刻......各方面來說，是一個新的時

代，其影響文學自不待言，而此新文學就實際生活與現實社會表現上看，尤以小說戲劇

為最方便。所以這未來的發展，毫無疑問。

以上，我們是從史的看法來認識語言藝術與文藝修辭關係，而文藝修辭實在是，一

從語言本身，一從藝術影響。在這裹，因此有語言的所謂死活問題，現在很多人是說白

話文為活的語言，古文文言為死的語言，這實是似是而非之論。我們以〈爾雅〉、 〈方

言〉兩書來說，爾雅釋詰云: “初哉首基......落權與，始也"，始，雅言也，當時流行的

官話。其他首基......等字是方言。叉車口〈方言〉所載某字，言關以東作某，關以西作某，

齊作某，楚作某，皆是說各地方音的不同。語言進步的速度，各地不同，所以我們不應

有甚麼死活問題，而只是快慢影響。又如古語在現在各地仍有保存者，如古詩十九首中

之“行行重行行"，現在的廣東話稱“再"仍曰“重"。叉車口〈阿房宮賦〉的“六王旱"

的“旱"字，現在河南人說“完了"仍曰“畢"具可以流行的方言，那有甚麼死活的呢?

語言除了進步的快慢以外 還有所謂實用語言與藝術語言。實用語言即是口語為使

他人明了，求其達意而己，語言的美否則不顧及。藝術語言，則是寫成文字的筆語。除

了求意達而外，還要求美化。因為過於求美，有時候反不為人了解。而形成語言的障碑。

這在各國皆是一樣。中國語言以文言自話為正比例，知識份子讀書多，因此保留丈言多，

古語多，藝術語多。反之，讀書少者，保留方言多，白話多，方言多，流行區域小，因

此普通話則必求通行的了。

男外，文學的藝術評語，有來自藝術的，例如品評文學的名詞，如“淡遠"“和雅"

等詞，都是來自山水與音樂。而藝術的內容，灌入文學境域，形成一種藝術美，前面歷

有論及以藝術之美入詩、入散文、入研文等 所以藝術與文學也是聯袂而前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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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作家生活與作家類型

在文藝的流變中，我們看時代的變，重於作家，而作家生活與時代，自然是像魚之

與水，其密切可知。茲就作家生活與時代，分期述之:

王政一尊時代，即西周時代。中國之王政一尊時代之成立，我們頗難確定，不過就

文學史料而言，其有史料之文學係出於王政一尊以後。最初之文學作品如〈詩經〉作者

大半為無名作家，而尤以〈國風〉為然。其中之有名作家，則為國史。其作品如小大雅，

則為紀功紀事之作。朝廷上卿士大夫皆係有學問者，能為詩。即國風中之無名作家，雖

來自平民，而當詩之寫定，則非平民所能為。所以文體成立，當由無名作家進而為有名

作家。這亦是必然現象。而此輩作者當係受周文化影響 因而有“風" “雅"之作。所

以這期作家多為國史。詩人本身即史官 不過作品的表現方式不一。

諸侯力征時代，即春秋戰國時代。東遷以後，國史變為大夫，文足治國，武可從軍，

取史官之地位而代之 此輩受詩書兩教之培養，而為太夫。當係有文學修養。如屈原之

入則與王議國事，發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應對諸餒，即為典型之士大夫。惟此期三百

餘年之局勢有兩方面發展 一為朝廷與平民之對立，一為王庭與諸侯之並峙。因周時，

無所謂在野文獻。有此文獻則自春秋時起 其零星材料散見於〈國語} {左傳〉中，如

孔子問禮於老子。因為官守與私鬥講學的不同 於是影響文體與作家態度。這階段在野

人士，又可分為兩種。一派是私家學者而不至諸侯的，是為儒生。一派是在朝市裹，有

祿無位，身分仍為在野。為諸侯的幕客的儒生氣息較為迂腐，偏於說道訓話1日〈論語〉、

〈禮記〉皆是，至於諸侯的幕客則為游說文人，如〈晏于春秋〉、〈韓非于〉、 〈初見秦〉、

〈說難〉等文，都是游說的文章。孟子文章則有時介乎兩者之間。其對門生之言，有似

儒生，說諸侯，則為游說了。其他諸于文革，則介乎儒生與游說之士的當中，我們亦可

以更明瞭這種文章的性質態度與地位了。

王庭與諸侯的並峙局面造成，各國皆有其歷史。所以墨子說， “觀百園春秋。"不

過現在各國歷史皆亡，僅魯春秋獨存。然料想各國春秋，當不一致，茲分為兩系述起。

一為鄒魯系之作品，如〈國言的、 〈左傳〉、 〈論言的、 〈孟子〉、 〈禮記〉等，雖然

他們所寫定之語言不同 但所傳古史的內容則分明同一系統與儒家相近。他們是以

堯舜為善的偶像，以築車寸為惡的偶像。這種系統，到孟子時正式成立，史記承之。曹楚

系之作品，如〈竹書紀年〉、 〈逸周書〉、 〈天間〉、 〈山海經〉等，其所寫古史及傳

記，皆與鄒魯系相反。儒家鄙觀之，目為繆史。不過這種材料在現代倒是可寶貴的了。

周初歷史是否統制，現在已不可考。不過在當時各國，對於周代歷史，則奉為聖典。以

後的兼併，因為列國歷史 有害於己，於是滅人之國，即毀其歷史，在現在僅存魯史傳

了。各國的歷史傳說既不相同 所以影響到游說之文，因此，游說之文，所談的都是現

實問題，而不談歷史問題，這亦是忌避各國的歷史傳說以免觸犯。孟子的文章，雖然亦

富有游說之文氣息，而獨言古，言堯舜，不像游說之文那樣只引今而不敢言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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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時代，史職廢亡，在王政與諸侯對立之下產生兩批人物:一為從詩人到騷人。

詩人本身原則國史，自國史變而為各國大夫，大夫自有文學修養者，不平則鳴，於是產

生詩篇。其詩篇富有國史性者，就成為詩人，如屈原是也。另外，徒有詞章，而沒有詩

教，這就所謂騷人。如准南小山等是也。他們的身份是門客，風格亦極卑下。一為行人

大夫。戰國時期游說之風盛，行人本身不為官守，隨意縱橫，其說實有詩人修養，又采

詩的賦法，變本加厲，而成鋪陳的游說之丈。這就是所謂國策之文。

郡國統一時代，亦就是秦漢時代，這一期的作家，我們可以分為下列數種:

一、戰國時代之餘波合流者。西漠的二百年內，是戰國殘餘的混合。作家在初期還

有保存戰國殘餘作風的。稍後，則集各家之長，熔鑄一爐而成一種新風俗。如准南王賓

客，如枚乘、枚舉、鄒陽、莊忌等 一直到司馬相如都屬這一類。

二、游說之士的變相者，這批人若生在戰國時代，自然就是游說之士。在西漠，他

們是政論家，如賈誼、見錯、陸賈等，他們的游說材料，在這時變相而為奏議之文，所

以像〈過秦論}， {治安策〉和〈國策〉的文章，同出一轍。

三、兼有上述兩派人士之長者，這一派人，如像東方朔淳于究等，他們有騷人的風

趣，其旨歸卻在於諷諜 實際上是合騷人與策土之長而兼有之。

以上三派人物，活動於西漠，直至漢宜帝時，其流風未氓。所謂騷人丈土，不過為

主上所畫是養所戲弄，異於政論家之為高官，掌握朝政。

這時候有一個特出之士，則是司馬遷，他是史官與諸于的合流人物。因為他本人的

學問是從諸于得來。他的身世卻是一個史官世家，但是在那時，史官已經沒有專職，所

以他就綜合國史諸于而寫成史記。他的按實釵事處是國史 論六家要旨則是諸子。

這時期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有所謂儒生。儒生自從一些人遭秦坑以後，一部分人逃

避山林。漢代儒生經秦始皇之坑埋和漢高祖之戲弄，到武帝時才以表暈六經為號召，恢

復儒學。那時不過少數殘餘而已。各人只能守一經。當時博士，實際上是最不成器的儒

生，甚至於郊祖樂辭，都不能盡讀，哪里還談到學問。所以劉青文有〈移讓太常博士書〉

足見儒生乏陋。直至劉氏父子、班氏父于、張衡、蔡益出，兩漢經學始大有進步。他們

有在野潛修的功夫，加以本身學問兼通文史，如張衡這人，從他的作品方面看，他實在

是一個詩人、政論家、科學家、辭章家，綜合各家的長處，為一特出的人才。

東漠的新出現人物，又有所謂黨鋼之士，即在野清流，如郭泰等是。這是以前所沒

有的。另外，有民間作者，和漢樂府作者，皆是在野不得志的人土。他們無所束縛，自

得人生員趣，思想極為自由。如〈東門行〉皆是對平民生活的自描。它所表現的問題雖

小，所表現的社會面則非常大。不像奏議所說的問題大，所表現的社會面反小。按此兩

種人物，除在當時出現外，又為以後割據輩革奪時代文學作家的開路先鋒。

割據宴奪時代(建安至西曹)。這時期割據人物多為武臣梟雄，如董卓、曹操、司

馬懿等。劉備、孫權也皆是割據霸主。割擴人物以曹操野心最大，所以也能廣收人才，如

像黨鍋之士和民謠作者，他都能容納。曹魏有文學政治文化的正統所謂建安七于，就是

黨鋼人物與民謠作者的合流。曹操以復興漢室為口號，籠絡人才。一時清流多歸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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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諸子之五言詩，三祖之能為樂府，皆因為那時民謠潮流已至 又加以本身為作家的

緣故。

另外黨鋼人士的則支，與割攘的重雄，保持若即若離態度，而仍有在野風格的，如

像竹林七賢，其合流之文士又一變而成太康作者。西曹文士是以張華為中心，是為建安

的變質，而帶有東漠風格。雖然也盛極一時，實際上，是東漠的迴光反照。西哥的黨鋼

之士，後又分為二派，一為清淡世家，如〈世說新語〉中人物;一為隱逸人士，如〈曹

書﹒隱逸傳〉中人物。

門閥名士時代，即東曹至陳。所謂名土或依f旁門戶而成名，或不以門戶而成名，不

過依傍門戶是容易成名的。過江以後，洛陽的北方知名之士，自以為是文化正統，看不

起江甫的吳人。他們的思想是〈周易〉、 〈莊子〉，加上江南山水秀美與道家的自然亦

頗相合。東害的門閥旺盛，世家所保留的儒家思想是家族觀念。談義理則儒道思想兼有 0

個人生活則純屬道家。這風氣在東吾以後百餘年內都是如此。直到齊梁以後才稍改變，

這期內文人生活亦即世家子弟生活，不出家門。所描寫的作品對象，無非是家庭陳設，

範圍既小，文學的生命反趨末途，倒是民間文學如吳歌西曲等突然興起了。

科舉仕置時代，即惰初至清末，這一期，在歷史上比較最長大約有一千六百多年，

從情至今無大改變。各時代的文化情形雖然不同，不過文人生活方面，我們可以作以下

的分述:

一、由登第至將相，文人登甲第后，扶搖直上，所謂狀元宰相者屬之，正統文人出

身，又可分為二類;

甲、得位之後，獲得政權者，於是有名臣奏議。

乙、得位而不得實權，為帝王文書知制話，如唐時之楊炎、常表等。

此類文人於文學史上地位雖不重要，但是名氣極大，影響政治方面亦大。

二、幕府文人，此派人士不是正統科舉出身 終生為人作據，南朝以前，此類人物，

是文學侍從之士。

盛唐時有幕府文人，但不為人所重視，中唐以來，此輩丈人逐漸抬頭，在承平之世，

達官貴人是叫此輩文人，除作正事外，另外吽他們撰傳奇文作娛樂賓客的用處。這種傳

奇文，在當時女人是賣身投靠的敲門磚，此現象，張籍與韓愈書里，釵述頗詳。晚唐幕

府人物又自成一派，宋代幕府人才不多見，不過宋代的隨筆雜記，亦是幕府材料;元曲

作家，一部分是幕府人物，作曲以娛樂賓客的，明代傳奇，清代章回小說，大部分亦都

是幕府所為。幕府人士，因為隨主人而流動，所以他們往往能把一種文體傳播開來，如

{象昆曲，本來發源於昆山魏頁輔，自應流行於昆常一帶，惟江西義陽與河北保定，皆有

昆曲盛行。這傳播的力量 便是幕府人士所為。原江西多幕府人士，一方面傳之於故鄉，

一方面傳之於宜所。幕府人士無事唱昆曲 日久成風氣 因而盛行。又幕府人士長八

行書狀詞，這影響高等文學不大，影響民間應用文則頗大。

三、失意在野文士，在野而不出仕，具有學間的人士，如顧炎武、王船山、黃黎洲

等。他們有義理政見，可以著書立說，其所為書，即是子書，非僅影響文學，於學術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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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也很大。他們的本身即是學者，不願投靠他人。另外，和顧、王、黃等相似，但無主

子投靠，如晚唐時的陸龜蒙，宋時的林迪、姜要等，明清的金聖嘆、鄭板橋等皆是，他

們有食有住，放蕩形骸，詩酒自娛，不官傲人，為真名士。另一方面的假名土，則依傍

貴人而討生活。此輩人地位不及講學家高，但講學家受不了貧窮壓迫的人，可能變為此

等江湖名士。

四、寒士。此輩人士在清乾嘉以後為多，則沒有固定職事一般的文人，主日汪中、黃

仲則等是也。

以上四類文人，假若要成為作家，一定是在正統文學中下苦工夫，推陳出新。所以

詩之有杜甫，文之有韓愈。另外亦有仗絕頂天才，雖沒有中原傳統，如像李白、納蘭容

若也可以成大名。

五、平民作家。此輩人士，多為無名作家，如唐教坊為歌佳作詞曲的作家，一向不

大為人所重視，不過也有失官後的文人，因為失意而亦來作這種詞曲，如溫飛卿、柳三

變等。本身已經成名，所作詞曲，因而也為人重視，有名作家既出，此輩無名作家，又

被埋沒了。此外，尚有一派所謂僧寺俗講，是對俗人敷陳佛義，連說帶唱的。像說書彈

詞，也是一般無名作家所為，至Ij宋代，此說的部分成為平話，唱的部分成為詩或詞。更

合流演進而為章回小說與彈詞，又從無名作家所為，到有名的作家了。

以上種種文人生活情形在清末民初依舊存在社會上 甚至於前時代的文人生活也

保留下來，而現在我們的文人生活，又有所謂投稿於報章雜誌，賣書稿於出版社、書局

所謂取稿費抽版稅的一途，這也是新興社會經濟情形使然。不過真正以著作為職業，不

虞生活，能像歐美作家的還是很少，丈人還是以寫文當副業的多。

我們把歷代文人生活和時代關係，已經詳如上述，而在一個時代風會中也可以看出

作家的成就和典型。我們治文學史更是應當把作家的成功與失敗平列，明了作家的失敗，

可以更深刻了解作家的成功。我們看建安時五言詩的盛行，在建安諸于以前，已有孔融

等之努力六言詩試作。而此輩從事六言詩者，皆告失敗，獨五言詩成功。又六朝時鮑明

遠之為七言詩，同時也有從事九言詩的，但七言詩成功，九言詩失敗。我們推本求源，

以明究竟，也可以幫助我們明暸作家在某時代的成敗。

文學史上，往往是注重於成功作家的，而作家的成功，又可以分三種典型。

一、自然產生的作家。此輩作家最初為無名作家 如詩經作家是也。他們在文學史

上的地位很高尚。但也是客觀條件自然造成的，這在每一種新文體產生時，此輩作家是

應運而生。不費力而依自然的客觀條件成功。

二、集大成的作家，此等作家，代不一出，一定能具有接受傳統成就的能力，而又

將此傳統成就熔化成個人的成就，這如詩中的杜甫，詞中的清真。他們一方面有創造能

力，一方面有歷史傳統。

三、卓越的作家，這班作家是卓越天才、能超出環境的作家，以絕頂的天才，而成

就其偉大，如詩中之太白，惟此輩作家千百年不一出，可遇而不可求。

在這些作家的類型中可我們仍不應忘記時代 η 所以風會是把作家造成一個共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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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時代的共同特熙。而作家除具有共相外 仍應具有則相。這就是作家的個身IJ成就。如

唐詩中之杜甫、王維、每參皆有早朝大明宮詩，其共相為當時風會，而各人風格不同，

各有其個性相，就是各人的獨到處了。吾人從此看眼，也可以更深刻的認識作家。

一九八一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