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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莊子‧天道篇》云：「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不過語，語有貴也。語之
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不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世雖貴之，我猶不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秋水篇》云：「可以言論
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精也；言之所不能論，意之所不能察致
者，不期精粗焉。」試問這種語言觀對後代文學批評有何影響？（25％） 

 
 

二、 試論述傳統文體論批評的發展與理論。（25％） 

 
 三、 傳統文論之研究，首重文論之術語概念與範疇之疏解，下列八種術語(或
範疇)，請任擇其中五種試解之。(答題時，務請述及該術語概念出自何人？
何書？何代？大意主旨與在傳統文論發展史上之關鍵？)：（25％）       
1 比興 2 性情 3 文心 4 隱秀 

 四、 清代文論頗盛，康熙年間，文論家葉燮(1627---1703)嘗著<原詩>內外篇，
因流而溯源，循末以反本，論詩能鎔鑄古昔，自成一家。今請就此書之精
論，詳述一己之所聞。（25％） 

   

 

 

5 妙悟 6 清空 7 務頭 8 桐城派義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