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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第一章　「遊戲」題材新論：語文遊戲詩賦與「言意之辯」的關係 i

序

維剛的博士論文《文體、文學史與政治文化變動下的六朝上表書

寫》即將在政大出版社出版了。作為他博士階段的指導教授之一，我很

樂意對他的寫作主軸與總體思維略作紹介。

這本書的題目之所以顯得繁長，原因就是它不是一般的「文體」研

究，研究範圍也不僅限於一般意義的「六朝」，甚至「書寫」一詞的內

涵，也遠比字面來得寬廣。或許讀者可以從它的章節細目中揣想出它究

竟討論了些什麼問題，但初步的感覺恐怕還是頭緒紛紜。其實維剛的研

究企圖很清楚，就是以「上表」涵括上行「筆」體，而從「筆」體的角

度切入六朝文學，貫串書寫、閱讀、變改、流傳方方面面的真實情境，

來擬構某種「筆的文學史」。這在六朝研究中表現了某種雄心，或者

說，某種苦心。

六朝的研究者們，通常傾向樂觀地認為六朝是個寶庫，充滿了謎題

與挑戰、趣味與亮點，等待著進一步去開掘。但真正操作起來，很容易

就遇到了資料不足的問題，以致各種揣想，很難得到證明；各種片段的

認識，很難得到聯繫；很多的新說，似乎都有懸而未決的缺點。只有詩

賦的抒情、審美特質，已成研究者的集體意識，卻也不再有在得失出入

之間反覆析辨的必要了。

維剛此書，表面上是處理六朝的「上表」，實質上則關照著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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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的「官文書」，透過這些官文書，可以探索中古時期所謂「朝堂文

學」、「貴族文學」、「士大夫文學」的內外表裡諸多成立因素，諸多表

現方式，諸多特色，諸多限制，而得到相對完整、真實、立體的文學觀

與文學史觀。這樣的思考角度，使他能夠把近現代文史學界若干片段或

不夠成熟的論點結合起來，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又能夠在連綴不盡周延

之處，繼續進行推理，尋覓資料，補全論述。所以近現代學者所提出的

六朝文壇「代筆」風氣、「寫本」的物質條件、「文本」的流動性、「公

牘」的保密與流傳問題、拜官「三讓」的大量需要、「尚書」與「中書」

的執掌變化、士族與官場文化特質、文體的實用性與「經典化」過程，

方方面面的新研究，都帶給維剛許多養分，憑此建構出相當完密的文

學史圖象與文化史圖象，既合理，又生動。而他自己作出的補白，包括

《名臣章表奏議集》與類書、總集的編纂目的方式之不同、「尺牘」與章

表的關係、章表「文式」存在之推測、「薦表」、「讓表」的施用條件與

附帶意義、《文選》的選錄與蕭梁皇室的特殊關懷、從「詔／表」對應

到「敕／啟」對應的文體轉變等等，都能隨文立意，輾轉證成，不但自

成體系，也給六朝研究提供了許多新見解。

即從資料的角度來看，維剛此書也有值得推許的地方。六朝本是文

獻不足的時代，若非唐代、明代作了不少蒐集整理的工夫，恐怕連基本

文獻都不免欠缺。維剛能有效利用傳統文獻如《藝文類聚》、新出文獻

如日藏弘仁本《文館詞林》，找出不少文本；又從秦漢簡牘中的《式》、

敦煌文獻中的《書儀》，討論「文式」存在的可能；甚至還能利用海外

異本如室町本《文選》、九條本《文選》，來對上表文字出入作重要的考

訂。至於近現代文史學者的相關研究，無論成名大家，或者幾年之內方

才提出的學位論文，維剛幾乎都已參看利用，並提出不少商榷討論。

總之，關於六朝的種種背景知識，以及既有研究成果，處處反映在本書

中。作者在六朝研究上所下功夫之深，可以概見。值得特別提出的還有

兩點：一是此書對《文選》與《文心雕龍》的運用與發揮，不止是恰如

其分，甚至可說是透徹而能開生面；二是維剛居然從擬體俳諧之文〈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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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鉤稽出了「上表」文體的標準楷式，既具趣味，又富研究深度，

真可說是慧眼別裁。

若從「上表」文體本身來看，此書同樣富有賞讀的趣味與價值。維

剛對許多作品作了詳盡的分解，涉及藝術性評價、社會性評價、文學史

性評價，比一般的賞析及讀者的閱讀期待來得通透更多，在深細的學術

辨析之餘，仍能帶給讀者美好的閱讀感受。譬如第四章析論曹植的〈求

自試表〉、〈求通親親表〉，第六章析論陸機的〈謝平原內史表〉，都用了

數十頁的篇幅，在生動展示維剛的考訂寫作手段之餘，仍能讓我們看見

了曹植與陸機的「寫作手段」與「心路歷程」，讀來頗有步步生蓮之感。

總之，這一本博士論文出自為人、為學都以謹細著稱的維剛之手，

正屬當然。他的碩士論文《六朝哀挽詩文研究》，早已表現出同樣的特

點，同樣的關懷。另外，維剛對古典詩歌亦有興趣，他自己作的古近體

詩經常在比賽中得獎，亦有詩集刊行。我期待他將來在中古文學研究的

道途上不畏艱難，持續前行，持續產出更多的優秀作品，成為臺灣中文

學界的生力軍。

二○二二年十二月 張蓓蓓序于臺大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