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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宗旨 

 

 

唐 代 是 中 國 詩 歌 發 展 的 重 要 時 期 ， 尤 其 是 興 象 玲 瓏 、 自 然 湊

泊 的 盛 唐 氣 象 ， 更 被 後 代 作 為 追 求 的 理 想 境 界 ─ ─ 所 謂 「 詩 必 盛

唐 」。 在 此 「 盛 極 難 繼 」 的 局 面 之 下 ， 1 中 唐 文 人 奮 力 掀 起 詩 歌 的

革 新 風 潮 ， 在 詩 歌 形 式 上 ， 提 出 一 些 嶄 新 的 書 寫 方 式 ， 在 詩 歌 內

容 上 ， 則 逐 漸 觸 及 以 往 文 人 較 為 忽 略 的 生 活 意 趣 。 這 個 時 期 ， 無

論 是 以 詩 歌 為 諷 喻 利 器 的 新 樂 府 運 動 ， 或 是 尚 奇 求 險 而 開 闢 新 風

的 苦 吟 詩 風 ， 抑 是 擅 寫 日 常 生 活 情 趣 的 元 白 詩 派 ， 均 代 表 著 中 唐

繼 盛 唐 之 後 ， 詩 壇 再 度 出 現 極 活 躍 的 景 象 。 中 唐 之 際 的 詩 歌 標 示

了 唐 詩 的 第 二 次 繁 榮 的 意 義 ， 白 居 易 （ 772～ 864） 曾 云 「 詩 到 元

和 體 變 新 」，2 可 以 說，中 唐 詩 歌 的 繁 榮 是 伴 隨 著「 變 新 」而 來 的 ，

包 括 詩 歌 風 格 、 形 式 、 題 材 等 各 方 面 ， 到 了 中 唐 之 世 都 產 生 巨 大

的 改 變 及 發 展 。  

當 我 們 深 入 觀 察 唐 文 化 之 形 態 ， 會 發 現 初 盛 和 中 晚 分 屬 於 兩

個 不 同 的 文 化 型 構 ， 清 葉 燮 （ 1627～ 1703） 云 ：「 吾 嘗 上 下 百 年 ，

至 唐 貞 元 、 元 和 之 間 ， 竊 以 為 古 今 文 運 詩 運 至 此 為 一 大 關 鍵 也 。 」

所 謂 中 唐 「 乃 古 今 百 代 之 中 ， 而 非 唐 之 所 獨 得 而 稱 『 中 』 者 也 。 」
3 陳 寅 恪 （ 1890～ 1969） 亦 云 ：「 唐 代 之 史 可 分 前 後 兩 期 ， 前 期 結

                                                 
1 胡應麟（ 1551～ 1602）：《詩藪》（台北：廣文書局，民 62 年），第一冊〈內編．近體中．

七言〉，頁 16，總頁數 281。 

2 見白居易〈餘思未盡加為六韻重寄微之〉一詩，收錄於清聖祖敕撰：《全唐詩》第十三冊，

（北京：中華書局，1960 年），頁 5000。 

3 葉燮：〈唐百家詩序〉，見《已畦文集》，收於《叢書集成續編》（台北：新文豐出版社，民

76 年），卷八，頁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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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 南 北 朝 相 承 之 舊 局 面 ， 後 期 開 啟 趙 宋 以 降 之 新 局 面 ， 關 於 政 治

社 會 經 濟 如 此 ， 關 於 文 化 學 術 者 亦 莫 不 如 此 。 」 4 綜 而 觀 之 ， 中

唐 不 僅 是 唐 詩 前 、 後 期 之 轉 折 點 ， 也 是 中 國 文 學 史 乃 至 文 化 史 的

轉 變 關 鍵 。  

歷 來 論 詩 者 常 將 唐 、 宋 詩 對 舉 ， 較 其 優 劣 短 長 ， 嚴 羽 說 盛 唐

詩 的 特 點 是「 羚 羊 掛 角 ， 無 跡 可 求 」、「 言 有 盡 而 意 無 窮 」， 宋 詩 的

特 色 為 「 以 文 字 為 詩 、 以 才 學 為 詩 、 以 議 論 為 詩 」， 5 唐 詩 宋 詩 分

屬 中 國 傳 統 詩 歌 兩 種 不 同「 美 的 典 範 」，而 唐 詩 向 宋 詩 嬗 變 的 轉 折

就 始 於 中 唐 。 可 以 說 ， 中 唐 時 期 ， 整 個 文 化 的 內 在 精 神 起 了 極 劇

烈 的 改 變 ， 李 澤 厚 便 指 出 ， 魏 晉 、 中 唐 、 明 代 中 葉 是 中 國 思 想 領

域 的 三 大 轉 折 期 ， 6 魏 晉 以 貴 族 門 閥 為 基 礎 ， 帶 著 濃 厚 的 哲 學 思

辨 色 彩 ， 突 出 文 人 的 生 命 美 學 ； 明 末 則 以 市 民 社 會 為 基 礎 ， 融 入

與 傳 統 文 人 迥 異 的 都 市 生 活 型 態 及 美 感 經 驗；而 中 唐 正 是 由「 雅 」

入 「 俗 」 的 關 鍵 ， 乃 以 庶 族 地 主 文 人 為 基 礎 ， 這 些 沒 有 世 襲 政 治

特 權 的 文 士 經 由 科 舉 之 道 參 與 各 級 政 權 ， 豐 富 了 文 化 視 野 ， 也 帶

來 全 新 的 文 藝 蘊 涵 ， 社 會 審 美 心 理 為 之 幡 然 改 觀 。  

唐 代 取 仕 的 途 徑 ， 根 據 《 舊 唐 書 》 的 記 載 ， 主 要 有 科 舉 、 流

外 入 流 和 以 門 資 入 仕 三 種 。 7 這 種 多 元 取 仕 的 制 度 ， 反 映 統 治 機

構 在 權 力 分 配 上 的 新 趨 向 ， 許 多 中 下 階 層 地 主 文 人 得 以 參 政 ， 打

破 魏 晉 南 北 朝 以 來 「 上 品 無 寒 門 ， 下 品 無 士 族 」 的 局 面 ， 社 會 階

層 由 水 平 流 動 轉 為 垂 直 流 動 ， 使 整 個 文 化 更 加 活 潑 而 有 活 力 。  

                                                 
4 陳寅恪：〈論韓愈〉，見《陳寅恪先生全集．下冊》（台北：九思出版有限公司，民國 66 年），

頁 1281。 

5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浪詩話校釋》（台北：里仁書局，民 76 年），〈詩辨〉，頁 53。 

6 李澤厚：《美的歷程》（台北：金楓出版社，民 80 年再版），李澤厚並將中唐定位於「走向

世俗」的起點。 

7 劉昫等撰：《舊唐書》（台北：洪氏出版社，民 66 年），〈職官志〉載唐人三種主要入仕之

途，其中，科舉及第文人的官職雖然不如門蔭，人數也遠不及流外入流，但科舉取士的社

會影響卻比門資及流外入流更大。唐朝進士放榜後會有一連串為新科進士安排的宴樂活

動，在一連串宴醵之後的曲江宴更為高潮，進士在此成為全城人士注目的焦點，榮寵集於

一身。由此可見出擅長文學的進士在社會備受尊崇的程度，自然是門蔭及流外入流所不能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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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舉 制 度 建 立 起 與 世 族 門 閥 相 對 抗 的 入 仕 之 途 ， 給 予 一 般 庶

族 寒 門 莫 大 的 希 望 。 然 而 在 初 唐 時 期 ， 得 第 者 仍 以 世 族 子 弟 為 絕

大 多 數，8 要 論 到 科 舉 的 繁 盛，則 有 待 於 中 唐 之 世。唐．杜 佑（ 735

～ 812） 曾 云 ：「 唐 代 科 舉 之 盛 ， 肇 於 高 宗 之 時 ， 成 於 玄 宗 之 代 ，

而 極 於 德 宗 之 世 。 」 9 據 統 計 ， 唐 代 前 期 科 舉 及 第 而 位 居 高 官 者

很 少，玄 宗 開 元 元 年 至 二 十 二 年 期 間，科 舉 出 身 的 宰 相 共 十 八 人 ，

占 總 數 的 三 分 之 二 ， 比 重 有 所 增 加 。 在 此 之 後 ， 科 舉 出 身 任 相 的

比 例 又 有 所 減 少 ， 但 從 德 宗 貞 元 年 間 起 ， 進 士 大 量 進 入 中 高 級 官

僚 的 行 列 ， 憲 宗 以 後 更 在 高 級 官 僚 和 宰 相 中 佔 居 絕 對 優 勢 ， 終 唐

沒 有 再 發 生 變 化 。 10 也 就 是 說 ， 高 門 大 族 的 社 會 地 位 漸 漸 被 白 衣

卿 相 的 進 士 集 團 所 蠶 食 ， 中 唐 之 後 爆 發 的 朋 黨 之 爭 ， 或 許 可 窺 見

權 力 爭 奪 的 激 烈 ， 但 新 興 進 士 所 組 成 的 文 人 階 層 ， 卻 成 為 社 會 的

新 寵 ， 主 導 時 代 的 潮 流 。  

由 世 族 到 進 士 ， 子 弟 到 寒 門 ， 11 主 掌 政 治 實 權 、 推 動 文 化 發

展 的 文 人 階 層 徹 底 改 變 了 ， 審 美 主 體 更 新 為 新 興 進 士 ， 其 階 層 屬

性 不 再 以 世 襲 血 統 為 依 歸，取 而 代 之 的 是 知 識 的 力 量。直 到 當 代 ，

知 識 程 度 仍 是 階 層 升 降 的 重 要 因 素 ， 而 中 唐 正 是 歷 史 轉 捩 的 關

鍵 。 知 識 分 子 隨 科 舉 制 度 的 繁 盛 ， 入 仕 人 數 日 漸 增 多 ， 進 士 集 團

逐 漸 形 成 。  

當 審 美 主 體 發 生 變 化 ， 文 藝 美 學 必 然 產 生 改 變 。 這 些 庶 族 文

人 晉 升 為 政 壇 主 流 ， 帶 來 與 講 究 禮 教 的 世 族 完 全 不 同 的 新 鮮 風

尚 ， 也 帶 來 全 新 的 文 化 內 在 精 神 、 思 想 及 行 為 模 式 。 正 如 林 繼 中

所 言 ：  

                                                 
8 毛漢光統計初唐科舉考試錄取者的成份，其中士族佔百分之七○．九六，小姓佔百分之一

三．一三，寒素佔百分之一五．九○，可見士族子弟在唐初科考仍佔優勢。見《唐代統治

階層的社會變動》（台北：政治大學歷史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57 年），〈從官吏家庭背景看

社會變動〉一章，頁 22~23。 

9 杜佑 ：《通典》（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24 年），卷十五〈選舉．三．歷代制下．大唐〉，

頁 85。 

10  見吳宗國：〈科舉制與唐代高級官吏的選拔〉，北京：《北京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

年第 1 期。 

11 唐人所稱「子弟」，乃指世族門閥出身文士，「寒門」則指沒有世襲政治特權的地主出身文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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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晉至盛唐屬「士族文化構型」其特徵是把個體的存在推上

了重要的位置，是所謂「文學的自覺」時代；中唐至北宋則

屬「世俗地主文化構型」的建構時代，其特徵是「人倫秩序」

的重建，是「形式的自覺」時代。12 

 

的 確，從 古 文 運 動 的 蓬 勃、傳 奇 小 說 的 興 盛、曲 子 詞 的 蔓 流 、

詩 歌 理 論 與 風 格 的 新 變 ， 在 在 記 錄 中 唐 這 些 普 通 地 主 出 身 進 士 的

生 活 種 種 。 多 樣 的 文 學 類 型 ， 乃 是 審 美 主 體 更 新 之 初 所 激 發 碰 撞

的 活 躍 生 命 力 ， 造 成 文 體 支 配 性 規 範 的 空 前 擴 張 ： 小 說 體 進 入 成

熟 興 盛 期，文 人「 始 有 意 為 小 說 」， 13 題 材 由 六 朝 志 怪 轉 向 現 實 人

間 ， 尤 以 進 士 與 娼 妓 戀 愛 的 故 事 最 多 ， 劉 開 榮 甚 至 認 為 唐 代 文 學

史 就 是 「 進 士 與 娼 妓 」 的 文 學 史 ； 14 變 文 體 也 因 應 時 代 風 尚 ， 以

講 唱 民 間 傳 說 或 歷 史 故 事 為 主 ， 15 以 招 徠 更 多 聽 眾 ， 增 加 寺 院 收

入 ； 詞 體 則 由 詩 人 如 白 居 易 、 劉 禹 錫 的 參 與 ， 使 民 間 曲 子 詞 進 入

文 人 創 作 階 段 。 此 外 ， 文 體 由 駢 入 散 ， 詩 體 的 散 文 化 、 敘 事 化 、

議 論 化 ， 都 是 中 唐 文 體 移 位 、 轉 變 的 例 證 。  

在 其 他 的 藝 術 領 域 上 ， 中 唐 時 期 也 都 表 現 出 由 貴 族 化 向 世 俗

化 轉 變 的 傾 向 ： 在 繪 畫 領 域 ， 吳 道 子（ 約 686～ 760 前 後 ）讓 位 於

周 昉 （ 生 卒 年 不 詳 ， 活 躍 於 唐 德 宗 年 間 ）、 張 宣 ， 周 昉 名 作 《 簪 花

仕 女 圖 》 描 繪 宮 廷 仕 女 悠 閒 安 樂 的 丰 姿 ， 即 是 中 唐 社 會 崇 侈 豪 奢

的 寫 照 ； 人 物 、 牛 馬 、 花 鳥 、 山 水 等 人 間 題 材 取 代 先 前 的 宗 教 繪

畫 。 敦 煌 壁 畫 中 《 張 議 潮 統 軍 出 行 圖 》、《 宋 國 夫 人 下 行 圖 》 原 本

                                                 
12 林繼中：〈文化建構與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1989 年第 4 期。 

13  魯迅：《中國小說史略》，收錄於《魯迅全集》第九冊，（台北：谷風出版社，民 78 年），

頁 73。值得注意的是，中唐小說家多是兼史官或詩人，如李既濟、李公佐、白行簡、元稹、

陳鴻、沈亞之等均是。 

14 劉開榮：《唐代小說研究》，（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62 年三版），頁 64。劉氏之說雖

稍嫌誇張，但小說臻盛於中唐，並與創作主體──進士的生活緊密結合，正是世俗化審美

風尚的體現。 

15 以往僧侶講唱多以佛教經義或佛經的神變故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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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現 實 生 活 的 世 俗 場 景 ， 卻 塗 繪 在 廟 堂 裏 ； 而 盛 唐 壁 畫 中 身 軀 高

大 的 菩 薩 行 列 在 中 唐 消 失，神 像 愈 畫 愈 小，人 的 形 象 卻 愈 來 愈 大 ，

壁 畫 開 始 真 正 走 向 現 實 。 16 在 音 樂 方 面 ， 民 間 燕 樂 廣 為 流 行 ， 不

再 讓 廟 堂 雅 樂 專 美 於 前 。  

這 種 時 代 的 文 化 氛 圍 ， 即 肇 源 於 知 識 取 向 的 文 人 階 層 興 起 之

後 ， 美 學 範 式 得 以 多 面 延 伸 ， 並 觸 及 以 往 貴 遊 文 藝 所 無 法 到 達 的

市 井 階 層 而 成 形 的。社 會 既 已 變 革，時 代 文 學 發 展 勢 必 隨 之 改 變 ，

這 正 是 促 成 中 唐 美 學 世 俗 化 的 內 在 動 因 ， 也 是 審 美 主 體 與 時 代 精

神 相 互 對 應 而 展 現 的 燦 爛 圖 景 。  

在 詩 歌 理 論 及 創 作 方 面 ， 中 唐 的 新 樂 府 運 動 ， 實 乃 唐 代 文 學

史 上 一 次 規 模 最 大 的 詩 體 變 革 ， 透 露 知 識 分 子 強 烈 干 政 的 欲 望 ，

其 內 容 已 非 傳 統 詩 騷 的 功 能 論 所 能 涵 蓋 ， 表 達 出 自 我 意 識 的 增

強 ； 韓 、 孟 等 人 奇 崛 的 詩 作 雖 以 抒 發 個 人 情 志 居 多 ， 然 峻 厲 激 發

的 風 格 充 份 刻 劃 時 代 急 變 的 痕 跡 ； 元 白 晚 年 酬 唱 的 纖 艷 作 品 ， 更

記 錄 士 子 縱 情 聲 色 的 社 會 現 狀 。 就 詩 歌 題 材 而 言 ， 中 唐 文 人 對 現

實 生 活 審 美 興 味 加 濃 ， 具 有 轉 向 描 寫 日 常 瑣 事 的 特 色 ， 表 現 出 一

種 完 全 不 同 於 前 期 的 新 的 審 美 趣 味 與 美 學 規 範 。 本 文 的 研 究 目

的 ， 就 是 想 回 溯 當 代 的 特 定 的 歷 史 條 件 ， 探 究 中 唐 審 美 主 體 ─ ─

文 人 的 社 會 地 位 變 動 情 形 ， 求 索 文 人 幽 微 心 態 與 時 空 意 識 ， 以 明

審 美 心 理 變 異 的 內 在 原 因 ； 其 次 ， 藉 由 分 析 新 樂 府 運 動 的 論 詩 主

張 ， 並 指 明 其 與 前 代 詩 論 所 「 承 」 及 所 「 變 」 之 處 ， 重 新 考 察 理

論 提 出 的 意 義 所 在 ； 再 者 ， 透 過 實 際 作 品 的 釐 析 ， 觀 察 作 品 與 理

論 是 否 相 互 聯 繫 ， 並 連 結 個 別 詩 人 的 氣 質 、 性 分 ， 明 其 在 這 一 波

美 學 浪 潮 中 特 出 的 體 現 ； 尤 其 ， 中 唐 詩 人 互 動 十 分 活 絡 ， 形 成 集

團 式 的 交 往 唱 和 ， 這 種 頻 繁 的 人 際 網 絡 對 於 時 代 風 尚 的 引 領 推 動

有 何 種 影 響 ？ 詩 派 中 又 如 何 形 成 既 獨 特 又 一 致 的 詩 觀 與 詩 風 ？ 亦

是 文 本 探 討 的 重 點 ； 最 後 ， 論 析 中 唐 詩 的 美 學 特 徵 與 文 人 群 體 間

的 關 係 ， 釐 析 中 唐 詩 歌 「 由 雅 入 俗 」 的 審 美 意 識 的 流 變 ， 期 望 能

夠 闡 明 並 評 價 中 唐 詩 歌 在 唐 詩 、 乃 至 於 中 國 詩 歌 歷 史 上 的 特 殊 意

義 所 在 。  

                                                 
16 以上參考李澤厚：《美的歷程》，同註 3，〈佛陀世容〉及〈韻外之致〉二章，頁 15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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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 

 

 

一、 研究範圍 

 

（一） 中唐時期的界定 

 

現 在 多 數 文 史 學 家 採 用 的 初 、 盛 、 中 、 晚 唐 四 期 分 法 ， 肇 始

於 宋 代 嚴 羽（ 生 卒 年 不 詳，活 躍 於 南 宋 理 宗 年 間 ），其《 滄 浪 詩 話 》

提 出「 唐 初 體、盛 唐 體、大 曆 體、元 和 體、晚 唐 體 」的 概 念，17 書

中 有 時 也 把 大 曆 元 和 總 稱 為「 大 曆 後 」，則 唐 詩 的 四 期 分 法 已 初 現

輪 廓 。 明 高  （ 生 卒 年 不 詳 ， 活 躍 於 明 洪 武 期 間 ）《 唐 詩 品 彙 》 明

確 提 到 唐 詩 有 「 初 唐 、 盛 唐 、 中 唐 、 晚 唐 之 不 同 。 」 18 唐 詩 初 、

盛 、 中 、 晚 之 名 遂 沿 用 至 今 ， 然 而 在 年 代 劃 分 上 卻 備 受 爭 議 。 蘇

雪 林 《 唐 詩 概 論 》 綜 括 出 較 被 認 同 的 分 期 ， 19 其 中 「 中 唐 」 一 期

為 代 宗 大 曆 初 至 文 宗 太 和 九 年 。  

據 此 分 法，所 謂「 中 唐 」詩 實 包 含 了 兩 個 不 同 的 文 學 階 段：（ 一 ）

大 曆 至 永 貞 間 追 求 盛 唐 餘 韻 、 王 孟 詩 風 的 詩 歌 潮 流 ， 著 名 詩 人 有

大 曆 十 才 子 、 韋 應 物 、 戴 叔 倫 、 劉 長 卿 等 人 。（ 二 ） 元 和 、 長 慶 年

                                                 
17 嚴羽著、郭紹虞校釋：《滄浪詩話校釋》（台北：里仁書局，民 76 年），頁 53。蓋嚴羽論

詩特重「辨家數」（〈詩法〉），將唐詩分此五期，「以時」而論諸體，即是家數之辨；這個

分期方式，對文學史影響甚鉅。 

18 高 ：《唐詩品彙》（台北：學海書局，民 72 年），〈總敘〉，頁 8。 

19 蘇雪林：《唐詩概論》（台北；商務印書館，民 56 年），所載的分期年代為：(1)初唐，自

高祖武初至玄宗開元初，約九十餘年。(2)盛唐，自開元間至代宗大歷初，約五十餘年。(3)
中唐，自大歷初至文宗太和九年，約七十餘年。(4)晚唐，自開成初至昭宗天祐三年，約七

十餘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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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一 變 詩 壇 風 貌，開 闢 通 俗、奇 險、寒 僻、豔 情 等 新 詩 風 的 潮 流 ，

著 名 詩 人 如 元 、 白 、 韓 、 孟 、 劉 、 柳 等 。 前 一 階 段 明 顯 仍 延 續 盛

唐 之 音 ， 卻 已 後 繼 乏 力 ； 後 一 階 段 奮 力 探 索 新 徑 ， 卓 然 有 成 。 我

們 認 為 ， 分 期 應 該 根 據 詩 歌 本 身 的 內 容 、 流 派 、 形 成 的 特 質 ， 尋

繹 其 發 展 的 變 化 ， 給 予 階 段 性 的 劃 分 。 上 述 「 中 唐 」 的 年 代 區 分

有 窒 礙 難 通 處 ， 不 少 論 者 雖 明 言 中 唐 之 期 是 大 曆 至 太 和 ， 實 際 處

理 的 內 容 卻 只 有 後 一 階 段 的 元 和 長 慶 時 期 。 20 因 此 ， 本 文 擬 採 羅

宗 強 《 隋 唐 五 代 文 學 思 想 史 》 之 說 法 ， 將 大 曆 中 至 貞 元 中 視 為 盛

唐 過 渡 到 中 唐 的 轉 折 時 期 ， 而 將 中 唐 的 年 代 斷 為 德 宗 貞 元 中 穆 宗

長 慶 末。21 本 篇 論 文 的 研 究 範 圍，便 是 取 此 時 重 要 詩 人：孟 郊（ 715

～ 814）、 張 籍 （ 766？ ～ 830？ ）、 王 建 （ 766？ ～ 約 大 和 中 ）、 韓 愈

（ 768～ 825）、 劉 禹 錫 （ 772～ 842）、 白 居 易 、 李 紳 （ 772～ 846）、

柳 宗 元 （ 773～ 819）、 元 稹 （ 779～ 831）、 盧 仝 （ ？ ～ 835）、 賈 島

（ 779～ 843）、 李 賀 （ 790～ 816）、 劉 叉 （ 生 卒 年 不 詳 ）、 馬 異 （ 生

卒 年 不 詳 ） 等 人 的 詩 歌 作 品 ， 作 為 分 析 對 象 。 22 

 

（二） 雅與俗的關係 

 

在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史 上 ， 有 所 謂 「 雅 」 與 「 俗 」 的 問 題 。 雅 ，

是 高 雅 、 嚴 肅 ； 俗 ， 指 大 眾 、 通 俗 之 意 。 歷 史 上 第 一 次 的 雅 俗 之

爭，發 生 在 春 秋 末 期「 先 王 之 樂 」與「 鄭 衛 之 聲 」的 對 立。當 時 ，

作 為 各 方 統 治 階 級 的 禮 樂 是 「 先 王 之 聲 」： 包 括 黃 帝 之 《 雲 門 》，

堯 之《 大 咸 》，舜 之《 大 韶 》，禹 之《 大 夏 》，為 文 舞；殷 之《 大 濩 》，

                                                 
20 如馬楊萬運：《中晚唐詩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63 年；及張修蓉：《中

唐樂府詩研究》（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74 年），二人分採高 、蘇雪林之分期，但研究

的對象均摒除大曆時期，而為貞元、元和長慶年間的重要詩人張、王、元、白、劉、柳、

韓、孟等家。 

21 羅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年），頁 4～6。作者認為，

文學思想發展演變過程中，往往自然形成一些時間段落，是以他將唐文學劃分為如下的期

別：(1)初唐，高祖武德初至睿宗景雲中。(2)盛唐，睿宗景雲中至玄宗天寶初。(3)轉折時

期，玄宗天寶中至德宗貞元中。(4)中唐，德宗貞元中至穆宗長慶末。(5)晚唐前期，敬宗

寶曆初至宣宗大中末。(6)晚唐後期，懿宗咸通初至昭宣帝天祐末。 

22 詩人的生卒年及生平事蹟，詳見附錄二〈中唐詩人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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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之 《 大 武 》 為 武 舞 ， 統 稱 為 六 代 舞 。 23 此 外 還 包 括 西 周 和 春 秋

初 期 的 祭 祀 之 樂 ， 即 《 大 雅 》 和 《 頌 》， 這 些 「 雅 樂 」 流 行 於 宮 中

朝 廷 與 士 大 夫 階 層 ；「 鄭 衛 之 聲 」則 是 春 秋 時 期 鄭 、 衛 地 區 的 民 間

歌 謠，流 行 於 平 民 百 姓 之 間。據 載，孔 子（ 西 元 前 552 或 553～ 前

479）在 齊 聽 了《 韶 》樂 後 深 深 為 之 吸 引 ，「 三 月 不 知 肉 味 」； 24 對

「 鄭 衛 之 聲 」 卻 大 加 撻 伐 ， 批 評 「 鄭聲淫」， 25 從 此 ， 提 倡 雅 正 之

樂 成 為 儒 家 禮 樂 教 育 的 傳 統 。 荀 子 （ 生 卒 年 不 詳 ， 約 西 元 前 255

年 為 蘭 陵 令，卒 約 前 238 年 ）云：「 使 夷 俗 邪 音，不 敢 亂 雅。」26 在

此，「 雅 」指 的 是 儒 家 之 規 範，並 與 夷 俗 樂 音 相 對，是 最 早 見 到「 雅 」

「 俗 」 二 字 並 列 的 文 獻 記 錄 。  

在 中 國 文 化 中 ， 雅 就 成 為 標 準 、 正 確 、 美 好 之 意 。 雅 道 、 雅

正 ， 意 味 著 士 大 夫 的 政 治 態 度 、 處 世 方 式 和 人 生 修 養 ； 雅 致 、 雅

興 、 雅 懷 等 標 誌 著 文 人 生 活 的 特 色 。 平 民 百 姓 的 流 行 文 化 則 被 視

為 平 庸 的 習 俗 與 風 氣。俗 流 指 庸 俗 之 人，俗 套 指 世 俗 的 成 規 陋 習 ，

俗 塵 比 喻 人 世 間 的 煩 惱 牽 累 。 儘 管 俗 的 意 涵 總 是 被 解 釋 成 平 凡 或

鄙 陋 ， 但 是 俗 文 化 卻 以 其 源 自 民 間 的 直 率 質 樸 、 熱 情 澎 湃 、 直 抒

胸 臆 的 諸 項 特 質 ， 廣 為 平 民 百 姓 所 喜 聞 樂 道 ， 也 深 深 吸 引 著 文 人

雅 士 。 中 國 的 雅 文 化 又 常 常 從 俗 文 化 中 汲 取 營 養 ， 雅 文 學 中 的 許

多 經 典 就 是 源 起 於 古 代 的 民 歌 民 謠 ， 經 由 官 方 或 文 人 的 收 集 、 刪

訂 、 編 纂 而 成 的 ， 如 《 詩 經 》 中 的 十 五 國 風 ， 就 是 春 秋 末 、 戰 國

初 的 民 謠 民 歌。宋 詞、元 曲 的 體 裁，也 都 是 來 自 民 間 的 歌 謠 小 調 ，

它 們 皆 先 在 街 巷 之 間 流 行，後 來 才 流 傳 到 士 大 夫 之 手。歷 代 以 來 ，

                                                 
23 見吳澤炎等編纂：《大陸版辭源》（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8 年），下冊。頁 3301「雅

舞」條。 

24 根據《論語》記載：「子在齊聞《韶》，三月不知肉味，曰：『不圖為樂之至於斯也！』」對

這一事件，《史記．孔子世家》所記略有不同：「齊太師語樂，聞韶音學之，三月不知肉味。

齊人稱之。」鄭玄注，何晏集解，邢昺疏：《論語》，《十三經注疏》第八冊，台北：藝文

印書館，民 78 年），〈述而〉篇，頁 61。司馬遷傳，裴駰集解，司馬貞索隱，瀧川龜太郎

考證：《史記》（台北：宏業書局，民 76 年再版）卷四十七〈孔子世家〉，頁 729。 

25 《論語》載：「顏淵問為邦。子曰：行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樂則韶舞。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引同上註，〈衛靈公〉篇，頁 138。 

26 荀況：《荀子》（台北：台灣中華書局，民 57 年），第五卷〈王制〉篇，中華書局聚珍傚宋

版印本，第五卷，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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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 文 學 既 哺 育 了 文 人 ， 文 人 又 以 其 才 華 加 以 轉 化 與 豐 富 ， 雅 俗 之

間 常 呈 現 交 匯 溝 通 的 現 象 。  

雅 者，大 體 是 屬 於 讀 書 人 的 語 言；俗 者，是 屬 於 大 眾 的 語 言 。

讀 書 人 尊 重 雅 言 首 要 的 條 件 在 於 雅 言 都 有 古 代 書 本 的 根 據 ， 而 大

眾 語 言 卻 不 免 摻 雜 鄙 野 的 言 辭 字 彙 。 不 過 ， 王 夢 鷗 先 生 曾 指 出 ，

若 就 語 言 史 的 演 進 情 形 看 來 ， 實 際 上 只 有 書 寫 的 和 口 說 的 不 同 ，

並 沒 有 雅 與 俗 的 區 別 。 27 的 確 ， 民 間 文 學 的 最 大 特 徵 之 一 ， 就 是

口 頭 性 ； 而 士 大 夫 文 學 基 於 對 古 籍 的 尊 崇 ， 發 展 至 極 致 ， 就 是 講

究 無 一 字 無 來 歷 的 寫 作 方 式 。 在 古 代 尚 文 雅 、 重 傳 統 的 儒 家 教 育

下 ， 士 人 的 言 論 行 止 必 需 合 乎 經 書 上 的 價 值 ，《 文 賦 》 云 ：「 選 義

按 部 ， 考 辭 就 班 。 」28　 按 部 就 班 便 是 要 求 文 辭 雅 正 ， 字 字 有 其 來

歷 ， 追 求 一 種 含 蓄 合 理 、 餘 韻 無 窮 的 審 美 趣 味 。  

經 由 以 上 探 討 ， 雅 包 含 高 潔 的 人 生 修 養 、 典 正 的 處 事 準 則 ，

發 抒 成 文 學 ， 就 是 含 蓄 優 美 的 情 感 表 述 、 或 是 嚴 肅 端 正 的 思 想 表

述 。 雅 的 意 義 ， 是 不 涉 現 實 鄙 瑣 之 事 ， 與 物 質 慾 望 保 持 相 當 距 離

的 ， 它 是 經 過 調 整 、 修 養 、 甚 至 訓 練 過 的 一 套 審 美 標 準 。 相 對 而

言 ， 俗 指 的 是 人 們 （ 包 括 讀 書 人 或 一 般 人 ） 日 常 生 活 中 種 種 情 感

或 想 法，也 包 含 最 切 實 的 物 質 的 需 要，這 些 不 加 矯 飾、「 俗 不 可 耐 」

的 人 生 經 驗 ， 向 來 被 排 除 在 典 雅 文 學 的 範 疇 之 外 。 中 唐 文 人 的 詩

作 當 中 ， 卻 大 量 出 現 這 些 日 常 細 瑣 之 事 。 呂 正 惠 先 生 曾 經 分 析 盛

唐 和 中 唐 在 寫 作 題 材 上 的 差 異 ， 就 是 由 杜 甫 所 開 拓 的 日 常 生 活 題

材 ：  

 

一般認為，詩所描寫的事崇高的感情或者特殊的題材，並不

是生活上的一切事情都可以入詩。杜甫的特色在於，他把日

常生活中平平無奇的小事物、小感情寫進詩中，把詩歌的題

材擴大到幾乎無所不寫的地步。……杜甫以前的詩人，有一

                                                 
27 王夢鷗：《古典文學論探索》（台北：正中書局，民 73 年），〈古人論文對「語言」之基本

態度〉，頁 11～25。 

28 陸機（ 261～ 303）：〈文賦〉，見蕭統編：《文選》（台北：正中書局，民國 60 年），卷十

七，頁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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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什 麼 是 詩 ， 什 麼 不 是 詩 的 自 覺 或 不 自 覺 的 成 見 存 於 心

中。……（杜甫）要把詩寫的就像日常生活一般，這是杜甫

以前的詩人所缺乏的。 29  

 

中 唐 詩 人 繼 承 並 發 揮 了 杜 甫 從 日 常 生 活 所 體 味 的 詩 趣 ， 並 且

由 於 中 唐 文 人 自 我 意 識 的 增 強 ， 他 們 更 熱 衷 於 記 錄 生 活 中 的 自 我

樣 貌 與 情 感 體 會。例 如 在 雅 文 學 的 傳 統 中，文 人 絕 少 寫 愛 情 題 材 ，

即 使 牽 涉 愛 情 ， 也 多 寫 婚 後 情 感 而 少 涉 及 婚 前 戀 愛 ； 即 使 是 國 風

中 的 愛 情 詩 ， 漢 儒 也 要 把 它 解 釋 成 比 興 之 託 喻 。 中 唐 詩 人 卻 能 以

自 述 的 方 式 ， 在 詩 歌 中 描 寫 一 己 婚 前 或 婚 後 的 愛 情 經 驗 ， 為 前 代

所 少 見 ， 而 這 些 內 容 超 脫 以 往 所 謂 雅 的 規 範 與 審 美 標 準 。 尤 須 說

明 的 是 ， 文 學 中 的「 雅 」「 俗 」界 限 並 非 壁 壘 分 明 ， 它 往 往 是 流 動

的 狀 況 ， 古 代 被 認 為 是 俗 的 文 學 ， 經 過 時 光 流 逝 ， 至 後 代 常 常 就

變 成 雅 文 學 了 。  

本 文 所 謂 的 俗 ， 指 的 是 中 唐 文 人 詩 作 的 興 味 偏 向 大 眾 世 俗 的

趣 味 導 向 ， 包 括 題 材 上 的 選 擇 、 形 式 上 的 表 現 、 以 及 語 言 方 面 的

特 色 ， 均 存 在 著 「 由 雅 入 俗 」 的 嶄 新 面 貌 。  

 

（三） 取材範圍 

 

在 研 究 取 材 方 面，本 文 擬 從 中 唐 文 人 原 典 著 手，以《 全 唐 詩 》、

《 全 唐 詩 補 編 》 及 詩 人 的 個 別 詩 集 、 文 集 為 研 究 底 本 ， 深 入 求 索

文 人 心 態 、 詩 歌 題 材 、 手 法 、 語 言 、 意 象 及 風 格 特 徵 。  

文 人 雖 然 個 性 各 異 ， 審 美 追 求 也 各 有 獨 特 性 ， 但 是 想 要 了 解

文 人 的 精 神 領 域 及 文 學 創 作 ， 除 了 直 接 由 詩 歌 文 本 考 求 之 外 ， 也

必 定 也 要 從 其 歷 史 時 代 、 周 圍 環 境 、 文 化 積 澱 等 諸 多 因 素 著 手 。

因 此 本 篇 論 文 亦 參 照 史 料 文 獻 ， 如 新 舊 《 唐 書 》、《 通 典 》、《 國 史

                                                 
29 呂正惠：《元和詩人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72 年，頁 23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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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 資 治 通 鑑 》 等 史 書 ， 與 時 人 對 當 代 風 俗 文 化 之 記 載 如 《 唐

語 林 》、《 唐 國 史 補 》、《 唐 摭 言 》、《 開 元 天 寶 遺 事 》 等 典 籍 ， 掌 握

整 體 歷 史 文 化 的 發 展 軌 跡 。 此 外 ， 近 人 對 於 中 唐 文 人 交 遊 的 狀 況

做 了 細 緻 的 論 述，如 傅 璇 琮 主 編《 唐 五 代 文 學 編 年 史 》， 30 本 書 以

編 年 的 方 式，把 唐 朝 的 文 化 政 策、作 家 的 活 動、重 要 作 品 的 産 生 、

作 家 間 的 交 往 資 料 羅 列 而 出 ， 從 中 可 以 看 到 文 學 上 立 體 交 叉 的 生

動 情 景。加 上 近 代 學 者 從 史 傳 文 獻 所 編 纂 之 詩 人 年 譜、作 品 繫 年 ，

極 具 參 考 價 值 ， 如 朱 自 清 （ 1898～ 1948） 所 編 之 〈 李 賀 年 譜 〉、 朱

金 城 之 《 白 居 易 年 譜 》， 羅 聯 添 對 柳 宗 元 、 劉 禹 錫 、 張 藉 、 韓 愈 、

白 居 易 等 所 作 的 年 譜，邱 燮 友、李 建 崑 所 編〈 孟 郊 事 蹟 編 年 簡 表 〉，
31 這 些 針 對 中 唐 大 家 的 事 蹟 考 證 ， 足 資 本 文 深 入 探 究 中 唐 時 代 的

社 會 背 景 ， 以 及 文 人 的 生 平 際 遇 與 交 遊 狀 況 。 同 時 ， 本 文 也 參 酌

中 唐 詩 人 在 其 他 文 體 如 散 文 、 傳 奇 小 說 、 曲 子 詞 的 創 作 成 就 ， 以

期 發 掘 多 種 文 學 體 裁 在 世 俗 化 審 美 風 潮 上 相 互 滲 透 通 融 的 表 現 。  

 

 

二、相關研究現況檢討 

 

                                                 
30 傅璇琮主編，陶敏等著：《唐五代文學編年史．中唐卷》，（瀋陽：遼海出版社，1998 年）。 

31 朱自清：〈李賀年譜〉，《清華學報》第十卷 4 期，民 24 年 10 月。朱金城：《白居易年譜》，

（台北：文史哲出版社，民 80 年）。羅聯添針對中唐大家均做了事蹟與生平考察，包括〈柳

子厚年譜〉，《學術季刊》，第六卷 4 期，民 47 年；〈劉夢得年譜〉，《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

第 8 期，民 47 年；〈張籍年譜〉，《大陸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四期，民 51 年 8 月；〈張籍

之交遊及其作品繫年──張籍年譜附錄之一、二、三〉，《大陸雜誌》第二十六卷 12 期，

民 52 年 6 月；〈張籍軼事及詩話──張籍年譜附錄之四、五〉，《大陸雜誌》第二十七卷 10
期，民 54 年 11 月；〈白香山年譜考辨〉，《大陸雜誌》第三十一卷 3 期，民 54 年 8 月；〈白

居易作品繫年〉，《大陸雜誌》第三十八卷 3 期，民 58 年 2 月；〈韓愈家庭環境及其交遊〉，

《國立編譯館館刊》第三卷 2 期，民 63 年 12 月；〈韓愈事蹟考述〉，《國立編譯館館刊》

第四卷 1 期，民 64 年 4 月。邱燮友、李建崑：《孟郊詩集校注》，（台北：新文豐出版社，

民 86 年）。卞孝萱：《元稹年譜》，（山東：齊魯書社，1980 年）。楊軍：《元稹集編年箋註》，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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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詩 是 中 國 詩 歌 史 上 的 一 大 高 峰 ， 歷 來 研 究 唐 詩 之 人 甚 多 ，

對 於 唐 詩 發 展 的 運 行 軌 跡 和 流 變 脈 絡 已 有 清 楚 明 晰 的 論 述 ， 32 然

而 相 對 盛 唐 諸 期 ， 中 唐 詩 是 較 少 開 發 的 領 域 。 針 對 中 唐 詩 整 體 風

格 所 作 的 研 究 專 著 ， 有 馬 楊 萬 運 的 《 中 晚 唐 詩 研 究 》 三 冊 ， 對 於

中 唐 詩 的 政 治 社 會 背 景 、 重 要 作 家 加 以 研 評 ， 作 出 「 論 詩 者 ， 不

宜 有 時 代 期 別 的 偏 見 ， 尊 盛 唐 而 輕 視 中 晚 」 之 結 論 。 呂 正 惠 《 元

和 文 人 研 究 》 從 時 代 背 景 、 政 治 情 勢 、 詩 歌 特 質 、 詩 體 演 進 各 因

素 研 究 元 和 詩 壇 ， 論 述 十 分 精 闢 ， 尤 其 是 參 酌 許 多 的 歷 史 資 料 ，

見 解 往 往 與 眾 不 同 。 張 修 蓉 《 中 唐 樂 府 詩 研 究 》 專 論 樂 府 詩 作 。

馬 銘 浩《 唐 代 社 會 與 元 白 文 學 集 團 關 係 之 研 究 》將 焦 點 集 中 於 元 、

白 二 人 ， 論 析 其 文 學 角 色 與 社 會 關 係 。 在 大 陸 方 面 ， 有 關 研 究 自

八 ○ 年 代 以 來 數 量 頗 豐 ， 研 究 視 野 也 很 有 拓 展 ， 但 仍 以 單 篇 論 文

為 多 。 專 著 如 尚 永 亮 《 元 和 五 大 詩 人 與 貶 謫 文 學 考 》 討 論 韓 愈 、

柳 宗 元 、 劉 禹 錫 、 元 稹 、 白 居 易 貶 謫 期 間 的 詩 作 ， 及 詩 人 的 心 理

轉 折 ， 剖 析 角 度 細 膩 。 吳 相 洲 《 中 唐 詩 文 新 變 》 研 究 盛 唐 至 中 唐

期 間 詩 歌 總 風 格 的 改 革 ， 及 古 文 運 動 的 演 變 情 形 。 孟 二 冬 《 中 唐

詩 歌 之 開 拓 與 新 變 》 以 盛 唐 詩 為 參 照 體 系 ， 比 較 盛 唐 與 中 唐 詩 歌

的 不 同 ， 強 調 出 中 唐 詩 歌 新 變 的 內 涵 ； 尤 其 點 出 中 唐 詩 人 普 遍 受

到 宗 教 思 想 的 影 響 和 宗 教 文 化 的 薰 染 ， 從 而 使 中 唐 詩 在 藝 術 想

像 、 構 思 等 各 方 面 ， 有 別 於 盛 唐 。 33 本 書 論 點 新 穎 ， 對 筆 者 甚 有

啟 發 ， 想 對 於 其 尚 未 顧 及 的 部 份 再 加 深 入 ， 故 從 宏 觀 的 文 化 史 與

                                                 
32 有研究斷代文學演變發展者，如高大鵬《唐詩演變之研究：唐詩近代化特質形成初探》，（政

大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74 年）；羅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86 年）；李從軍《唐代文學演變史》，（北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年）；王士

菁《唐代文學史略》，（長沙：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年）；喬象鍾《唐代文學史》，（北

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有從唐詩美學整體研究者，如李浩《唐詩美學》，（西安：

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年）；張福慶《唐詩美學探索》，（北京：華文出版社，2000 年）；

余福慶《唐詩風貌及其文化底蘊》，（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88 年）。也有研究唐詩文學流

派者，如許總《唐詩體派論》，（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83 年）；房日晰《唐詩比較論》，（西

安：三秦出版社，1998 年）。 

33 馬楊萬運：《中晚唐詩研究》，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64 年。呂正惠：《元和詩

人研究》，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民 72 年。張修蓉：《中唐樂府詩研究》（台北，

文津出版社，民 74 年）。馬銘浩：《唐代社會與元白文學集團關係之研究》（台北：學生書

局，民 80 年）。尚永亮：《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台北：文津出版社，民 82 年）。

吳相洲：《中唐詩文新變》（台北：商鼎文化，民 85 年）。孟二冬：《中唐詩歌之開拓與新

變》（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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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學 史 的 眼 光 來 抉 發 出 中 唐 詩 歌 美 學 的 意 義，「 由 雅 入 俗 」便 是 一

個 大 致 的 趨 向 。  

經 由 以 上 討 論 ， 可 以 知 道 前 輩 學 者 已 經 將 中 唐 詩 歌 的 藝 術 風

格 有 了 相 當 完 整 的 勾 勒 與 綜 合 評 述 。 而 如 何 在 人 所 共 見 的 材 料 和

習 慣 性 的 研 究 框 架 之 中 ， 找 到 自 己 獨 特 的 角 度 ， 一 直 是 筆 者 想 努

力 的 方 向 。 在 撰 寫 碩 士 論 文 《 中 唐 詩 歌 中 之 夢 研 究 》 過 程 中 ， 逐

一 細 閱 中 唐 文 人 的 詩 歌 作 品 ， 發 現 其 中 「 由 雅 入 俗 」 的 傾 向 十 分

明 顯 而 特 殊 ， 然 中 唐 士 人 的 階 層 變 動 帶 來 世 俗 化 的 時 代 審 美 風 潮

議 題 ， 仍 未 見 到 專 書 著 作 。 唯 李 澤 厚 《 美 的 歷 程 》 一 書 中 〈 佛 陀

世 容 〉 與 〈 韻 外 之 致 〉 兩 章 有 概 念 式 的 分 析 ， 以 及 霍 然 《 唐 代 美

學 思 潮 》 第 四 篇 〈 唐 代 美 學 思 潮 的 深 入 〉 中 略 有 論 及 。 34 此 外 ，

吳 功 正 著 有 《 唐 代 美 學 史 》 一 書 ， 其 中 第 五 編 〈 美 學 新 燦 爛 期 的

中 唐 〉提 綱 挈 領 地 論 析 中 唐 文 學 在 審 美 領 域、範 圍、對 象 的 擴 大 ，

以 及 審 美 創 作 手 法 上 的 變 更 。 35 林 繼 中 則 從 文 化 視 角 研 究 中 唐 至

北 宋 的 文 學 史 ， 揭 示 了 社 會 與 文 學 聯 繫 的 紐 帶 ， 突 出 中 唐 文 人 作

為 「 世 俗 地 主 」 的 「 知 識 化 運 動 」 的 過 程 ， 指 出 這 正 是 文 學 由 雅

趨 俗 的 原 因 。 36 由 於 這 些 著 作 的 提 點 ， 啟 迪 筆 者 想 更 進 一 步 深 入

挖 掘 中 唐 詩 歌 異 彩 紛 呈 的 豐 富 內 涵 ， 希 望 在 前 人 的 基 礎 上 ， 能 有

另 一 種 研 究 視 野 的 開 拓 。  

 

 

第三節   研究方法及各章要旨 

 

一、研究方法 

 

                                                 
34 霍然：《唐代美學思潮》（高雄：麗文文化事業公司，民 82 年）。 

35 吳功正：《唐代美學史》（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年）。 

36 林繼中：《文化建構文學史綱（中唐－北宋）》（香港：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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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學 者 泰 勒（ Hippolyte Taine，1828～ 1893）曾 提 出 形 成 文

學 的 三 個 要 素 為 「 種 族 」、「 環 境 」、 與 「 時 代 」， 37 的 確 ， 作 家 深

受 歷 史 積 澱 、 人 文 教 育 、 時 代 背 景 的 孕 育 及 影 響 ， 文 學 的 流 變 也

因 而 發 生 ； 同 時 ， 又 有 一 些 立 於 時 代 先 驅 的 作 者 ， 他 們 能 夠 把 握

時 代 生 活 和 思 想，乃 是 時 代 潮 流 的 體 現 者，掌 握 了 這 些 重 要 文 人 ，

也 就 把 握 住 時 代 文 藝 思 潮 。 38 文 學 的 發 展 可 說 是 一 條 非 常 繁 複 的

過 程 ， 除 了 時 代 文 化 精 神 的 浸 染 ， 還 有 文 學 自 身 的 演 變 、 文 人 獨

特 的 秉 性 與 天 賦 等 因 素 交 互 影 響 。 緣 此 ， 本 文 在 研 究 方 法 上 ， 擬

採 三 條 進 路 ： 39  

首 先 是 拓 寬 文 化 ─ ─ 心 理 的 研 究，如 論 述 佛 教、儒 學、科 舉 、

繪 畫 乃 至 社 會 習 俗 、 時 代 精 神 等 對 於 中 唐 文 學 發 展 的 關 係 ， 尋 找

社 會 文 化 諸 因 素 間 的 內 在 聯 繫 ， 並 抓 住 中 唐 文 人 心 態 ， 尤 其 是 審

美 心 態 此 一 中 心 環 節 ， 著 重 研 究 各 種 社 會 文 化 現 象 如 何 投 射 於 詩

人 的 審 美 感 受 ， 以 促 成 文 學 的 變 革 。  

其 次 是 開 展 歷 史 — — 邏 輯 的 研 究 ， 即 追 蹤 文 學 現 象 發 展 變 化

的 歷 史 趨 向 ， 將 中 唐 的 文 學 現 象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 從 思 潮 的 轉 換 、

流 派 的 興 替 、 風 格 的 遷 移 、 範 式 的 改 易 作 一 聯 繫 ， 尤 其 是 貫 串 其

間 的 審 美 趣 味 和 審 美 範 疇 的 更 迭 ， 更 是 本 文 研 究 的 重 點 。  

最 後 是 針 對 文 人 個 體 性 的 研 究 ， 本 文 特 重 中 唐 文 人 階 層 變

動 、 文 人 如 何 確 立 自 己 的 存 在 價 值 、 以 及 文 人 心 靈 微 妙 變 化 之 分

析 。 從 文 人 的 審 美 觀 念 、 個 性 特 徵 、 內 在 稟 賦 、 自 我 期 許 各 個 方

面 研 究 詩 人 的 創 作 與 藝 術 成 就 ， 期 能 掌 握 中 唐 文 化 思 潮 變 動 的 內

在 動 因 。  

                                                 
37 泰勒提出文學形成有三大要素，即（一）文學作者所屬的人種 (race)──由人種或民族的

遺傳，產生一種特質；（二）作者的環境 (surrounding)──對於個人的特質，給予一種後

天的影響；（三）作品所發生及作者所生存的時代 (spoch)──給予文藝發達以一種全重量

的感化。泰勒此說側重文學發生的歷史因素，及作家的文化心理背景。引自涂公遂：《文

學概論》（台北：華正書局，民 77 年），第五章〈文學的起源及其流變〉，頁 166～167。 

38 引同上註，頁 175～176。 

39 研究方法的前兩條進路，即「拓寬文化──心理的研究」與「開展歷史──邏輯的研究」

乃參考陳伯海：《中國文學史之宏觀》（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885 年），第七章〈近

世文學史關之變遷〉，據陳著而加以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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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章要旨 

 

本 論 文 共 七 章 。 第 一 章 「 緒 論 」 申 明 研 究 宗 旨 、 研 究 範 圍 、

研 究 方 法。並 對 中 唐 年 代 作 一 界 定，論 述「 雅 」與「 俗 」的 分 野 ，

以 作 為 全 文 探 討 中 唐 詩 歌 「 由 雅 入 俗 」 趨 勢 的 基 礎 。  

第 二 章「 中 唐 文 人 之 階 層 變 動 及 其 生 命 意 涵 」。中 唐 詩 歌 開 展

由 雅 入 俗 美 學 思 潮 的 原 因 ， 實 肇 於 創 作 主 體 文 人 階 層 的 內 涵 ， 已

由 以 往 依 附 帝 王 世 族 的 文 人 ， 轉 為 憑 藉 學 識 才 華 入 仕 的 士 子 。 是

以 本 章 先 釐 析 科 舉 制 度 對 於 文 人 的 意 義 ， 論 述 以 進 士 科 為 主 的 文

人 如 何 成 為 社 會 、 政 治 上 的 新 興 勢 力 。 作 為 新 興 士 大 夫 階 層 的 官

吏 或 文 人 ， 也 需 要 確 定 自 己 個 人 的 人 生 理 想 或 人 生 價 值 。 本 章 從

文 人 生 命 性 格 的 形 塑 、 社 會 地 位 的 定 格 、 歷 史 文 化 的 追 尋 三 個 面

向 ， 由 進 而 遠 、 由 淺 而 深 地 求 索 中 唐 文 人 的 生 命 意 涵 ， 考 察 中 唐

寒 士 文 人 自 我 意 識 增 強 的 表 現 情 形 ， 發 掘 他 們 求 新 求 變 的 心 態 導

致 時 代 美 學 觀 念 的 變 化 ， 這 也 是 讓 詩 歌 由 雅 入 俗 的 內 在 原 因 。  

第 三 章「 新 樂 府 運 動 的 革 新 意 義 與 通 俗 化 傾 向 」。 新 樂 府 運 動

是 有 唐 一 代 最 重 要 的 詩 歌 改 革 運 動 。 提 倡 者 白 居 易 和 元 稹 代 表 的

是 新 興 庶 族 初 登 政 治 權 力 上 層 、 滿 懷 理 想 的 文 人 典 型 。 新 樂 府 運

動 以 輔 國 匡 君 、 濟 民 傷 痛 為 宗 旨 ， 從 根 本 上 改 變 了 過 去 文 人 側 重

吟 詠 個 人 內 心 世 界 的 詩 歌 傳 統 。 本 章 首 節 論 述 新 樂 府 運 動 的 形 成

過 程 ， 並 探 討 它 和 古 文 運 動 的 關 係 ， 第 二 節 分 析 元 白 的 詩 歌 理 論

見 解 ， 尤 其 突 出 詩 人 以 文 學 改 革 時 政 的 強 烈 企 圖 ， 第 三 節 鑑 賞 詩

歌 作 品 ， 觀 察 其 實 踐 理 論 之 情 形 如 何 ， 最 末 一 節 則 評 論 新 樂 府 詩

作 通 俗 化 的 美 學 表 現 ， 包 括 ： 語 言 淺 顯 、 句 式 多 變 ； 敘 事 詳 盡 、

聞 之 即 懂 ； 詩 體 的 散 文 化 與 議 論 化 ； 以 普 遍 人 性 為 基 本 訴 求 等 四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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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 元 白 詩 派 的 通 俗 詩 風 與 生 活 化 文 化 取 向 」， 附 文 「 劉

禹 錫 與 柳 宗 元 詩 中『 尚 俗 』特 色 之 考 察 」。 元 白 詩 派 是 中 唐 詩 壇 上

兩 大 詩 派 之 一 ， 本 章 探 討 其 通 俗 化 的 詩 歌 內 涵 。 白 居 易 和 元 稹 的

仕 宦 生 涯 一 再 遭 逢 無 情 的 貶 謫 打 擊 ， 詩 歌 創 作 產 生 明 顯 的 轉 變 ：

批 判 時 局 弊 政 、 揭 露 民 生 困 苦 的 內 容 驟 然 減 少 ； 抒 發 一 己 幽 思 ，

描 寫 日 常 生 活 瑣 事 的 內 容 迅 速 增 多 。 不 變 的 是 詩 歌 平 易 、 淺 切 、

通 俗 易 懂 的 特 色 ， 仍 貫 串 當 中 。 本 章 第 一 節 討 論 元 白 生 命 歷 程 的

轉 折，考 求 詩 風 轉 變 的 原 因，並 論 及 他 們 詩 歌 唱 和 的 情 形，對「 元

和 體 」 之 意 義 作 一 界 定 。 第 二 、 三 節 分 別 探 討 艷 情 詩 、 閒 適 詩 、

感 傷 詩 作 品 ， 釐 析 元 白 詩 派 後 期 詩 作 的 具 體 內 涵 。 第 四 節 則 分 析

詩 歌 趨 向 繪 寫 閒 情 俗 趣 的 生 活 化 特 色 ， 說 明 元 白 詩 何 以 能 在 中 唐

當 時 空 前 流 行 ， 傳 誦 人 口 ， 造 成 當 代 詩 歌 普 及 化 的 現 象 。 本 章 篇

末 附 文 為「 劉 禹 錫 與 柳 宗 元 詩 中『 尚 俗 』特 色 之 考 察 」。 中 唐 詩 壇

雖 以 元 白 、 韓 孟 詩 派 為 兩 大 詩 歌 主 流 ， 但 又 有 劉 禹 錫 、 柳 宗 元 兩

位 重 要 詩 人 別 開 生 面 ， 開 創 出 絕 然 不 同 的 詩 歌 藝 術 風 格 。 附 文 即

針 對 劉 、 柳 詩 作 當 中 ， 趨 向 世 俗 化 部 分 之 特 色 加 以 論 述 分 析 ， 完

整 地 考 察 並 呈 現 中 唐 詩 歌 由 雅 入 俗 的 風 貌 。  

第 五 章「 韓 孟 詩 派 獨 特 的 抒 情 模 式 與 由 雅 入 俗 的 表 現 」。 韓 孟

詩 派 與 元 白 詩 派 並 列 中 唐 詩 壇 兩 大 詩 派 ， 它 是 以 韓 愈 和 孟 郊 為 核

心 的 一 個 詩 人 群 體 ， 在 創 作 方 法 上 搜 奇 抉 怪 ， 刻 意 出 新 ； 風 格 表

現 上 險 峭 奧 折 、 美 醜 並 陳 ， 涵 孕 出 一 股 與 眾 不 同 的 詩 歌 特 色 ， 緣

於 這 種 特 色 ， 又 被 稱 為「 險 怪 詩 派 」。 本 章 第 一 節 首 先 論 述 韓 孟 詩

派 的 作 家 ， 包 括 韓 愈 、 孟 郊 、 盧 仝 、 劉 叉 、 馬 異 、 李 賀 、 賈 島 等

人 的 性 格 與 出 身 經 歷 ， 尋 究 詩 派 風 格 形 成 的 內 在 原 因 。 再 者 ， 他

們 專 務 奇 險 艱 苦 、 幽 冷 寒 僻 的 抒 情 方 式 ， 顯 與 以 往 詩 歌 「 志 之 所

之 ， 詩 亦 至 焉 」 的 創 作 心 態 有 所 不 同 ， 本 章 第 二 節 就 韓 孟 詩 派 的

抒 情 方 式 ， 作 一 剖 析 。 第 三 節 則 集 中 論 述 韓 孟 詩 派 的 詩 歌 內 容 及

創 作 手 法 各 方 面 由 雅 趨 俗 的 表 現 。  

第 六 章 「 中 唐 詩 歌 的 美 學 特 色 」。 中 國 詩 歌 向 有 唐 宋 之 分 。 詩

分 唐 宋 ， 不 只 是 時 代 的 分 別 ， 還 有 風 格 的 不 同 ， 唐 詩 重 韻 致 ， 多

能 情 景 交 融 ， 高 華 清 遠 ， 雄 渾 豐 腴 ； 宋 詩 重 理 趣 ， 多 挺 拔 瘦 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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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骨 嶙 峋。唐 音 宋 調 的 不 同，究 其 源 頭 即 淵 源 於 中 唐。中 唐 之 後 ，

中 國 社 會 、 文 化 也 進 入 了 新 的 發 展 階 段 。 從 宏 觀 的 角 度 來 看 ， 政

治 結 構 乃 至 社 會 結 構 的 變 化 ， 對 知 識 階 層 的 心 理 產 生 極 大 的 影

響 ， 中 唐 文 人 於 是 在 文 學 觀 念 、 審 美 觀 念 上 均 與 以 往 文 人 有 所 不

同 。 中 唐 詩 歌 的 變 化 ， 在 於 整 體 精 神 的 由 外 向 內 ， 由 典 雅 化 趨 向

日 常 化 與 通 俗 化 。 而 這 種 個 人 化 、 內 心 化 、 生 活 化 的 審 美 心 理 與

美 學 風 範 ， 不 但 影 響 了 宋 代 詩 人 ， 更 是 宋 代 之 後 文 人 士 大 夫 最 為

典 型 的 審 美 風 範 。 本 章 首 節 論 述 中 唐 詩 人 主 體 意 識 的 增 強 ， 從 而

改 變 了 審 美 視 角 ， 擴 大 了 審 美 範 圍 。 第 二 節 討 論 中 唐 文 人 對 民 間

文 學 的 廣 闊 吸 納 程 度 ， 包 括 他 們 直 接 參 與 填 詞 、 寫 小 說 等 創 作 的

情 形 。 第 三 節 探 討 中 唐 詩 人 在 詩 歌 內 涵 融 鑄 宗 教 思 想 的 狀 況 ， 他

們 往 往 在 堅 守 儒 家 為 本 位 的 立 場 之 餘 ， 融 入 佛 家 與 道 家 思 想 ， 調

解 他 們 在 政 治 生 活 和 精 神 生 活 中 遭 遇 的 苦 悶 與 挫 折 ， 這 種 三 教 融

和 的 人 生 觀 ， 深 深 影 響 宋 人 。 第 四 節 則 是 就 中 唐 詩 歌 由 雅 入 俗 的

趨 勢 ， 作 一 整 體 評 析 。  

第 七 章 「 結 論 」。 依 據 以 上 各 章 之 探 討 ， 總 結 要 點 ， 並 就 研 究

發 現 與 成 果 ， 一 一 臚 列 以 為 結 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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