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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以何良俊

的《語林》為研究對象，從接受理論的角度入手，通過文體學

研究的輔助，探討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接受

以及召喚經典過程中的變異。在計畫執行的期間，遵循計畫書

的規畫進行研究，經過一年的研究，深耕計畫的目的、方法與

文獻的考述。計畫書的「研究目的」藉此產生加深加廣的作

用，使得計畫的成果愈形豐碩。研究方法的運用，則在研究期

間不斷地斟酌考索其適用性。至於相關研究文獻的考察，於計

畫執行中獲得了討論與增補，對《何氏語林》的研究有所創發

與補白。 
本計畫執行後，獲得研究成果有三：其一是《何氏語林》的編

撰意識，何良俊以脩德為基調，經世為經，適性為緯的編撰意

識，一方面將明經致用的主張，貫穿於《語林》之中，變異

《世說新語》「近娛樂，遠實用」的風姿，以實用為主旋律，

譜成實用與賞心的二重奏。一方面兼濟與獨善相融攝的主體意

識，於《語林》中張揚適性自得的意識，追尋主體自由，呈顯

適己為務的生命型態。 
其二是《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何良俊編撰的《語林》在

書寫方式、格調、作風與筆性的殊異下，依違於《世說新語》

文體表徵之間，突破體裁的規範，創造獨特的語體，締造不同

面目的「世說體」作品。《何氏語林》在文體之常的規範與變

術之方的自由中，映現明代「世說體」文體在歷史進程的發展

關鍵，帶來明代「世說體」紀實的先聲。 
其三是《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經典性的再詮釋，主要探

討經典與編述者意識的交匯點，闡釋身為讀者的何良俊對《世

說新語》經典義蘊的創生與衍化，旨在尋繹《何氏語林》對明

代「世說體」編撰的影響，賦予《世說》舊經典的新義蘊。何

良俊編撰《語林》的期待視野與闡釋程式，將《世說》的經典

性質素，悄悄地作了更動與替換，使得後人對《世說新語》與

「世說體」的文體認識亦隨之改變。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各主題研

究的深入程度隨著研究系統性要求的腳步，使得各主題的進度

以及深廣程度不一，有待後續研究的開展與補白。 
 

英文摘要：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結案報告

（一） 前言

《世說新語》是一個富含文化信息的經典作品，歷朝續仿之作眾多，明代「世
說體」作品之豐富，居各朝之冠。隨著時代的遞嬗，《世說新語》經由後人的理

解、詮釋與應用，孕育出多元的文化義蘊。在「世說體」族群中，《何氏語林》

不但是明清時期首部「世說體」之作，也是典範之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

《何氏語林》之成書，多所稱許。
何良俊（1506-1573）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編撰完成之《語林》》， 對《世

說新語》的認識，充滿自覺意識，既對之推崇，亦不乏批評意識，進而對《世說

新語》的文體有所變革。《何氏語林》以脩德為基調，並以經世為經，以適性為
緯，在體裁、語體與風格三方面，對《世說新語》的文體樣貌有所因襲與創發，

突出文體規範中，支配性規範（dominants）的移位，變異《世說新語》「近娛樂，
遠實用」的體性。

何良俊編撰的《語林》開啟明代學者對《世說新語》重新的理解、詮釋與應

用，引生續仿《世說新語》的風潮，龐大的「世說體」族群，不但展露續仿者的

主體識見、文人士夫深層的人格心理以及時代的意識結構，並且促進《世說新語》

經典義蘊的創生與衍化。「《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之計畫，

旨在揭示何良俊《語林》的文體意識，《語林》的編撰，一方面接受《世說新語》

的經典義蘊，一方面對《世說新語》文體有所轉化，同時賦予明清「世說體」意義創生

的可能，使得新舊經典的意蘊，在接受與召喚之間衍生。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在計畫執行的期間，遵

循計畫書的規畫進行研究，經過一年的研究，深耕計畫的目的、方法與文獻的考

述。計畫書的「研究目的」藉此產生加深加廣的作用，使得計畫的成果愈形豐碩。

研究方法的運用，則在研究期間不斷地斟酌考索其適用性。至於相關研究文獻的

考察，於計畫執行中獲得了討論與增補，對《何氏語林》的研究有所創發與補白。

（二） 研究目的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以何良俊對《世說新語》

文本的理解、詮釋與應用，從傳統的固定性轉向開放性的影響為研究目的。本研

究借徑文體學與「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Rezeptionstheorie）的方法，聚焦

於「世說體」文體學的課題，以何良俊《語林》為研究對象，考察《語林》對《世

說新語》文體的因革。關注何良俊之學術根源與主體意識，集中探討《何氏語林》

對《世說新語》的接受及其對明代「世說體」作品的影響。試圖凸出何良俊《語

林》呈現的文體性質、思想主題以及意識型態，藉由《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

的期待與召喚，從接受角度彰現明人對《世說》文體觀念的初步思考，及其文化

轉化的趨勢。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計畫書中以何良俊編撰《語林》



的編撰意識、《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以及《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經

典性的再詮釋三者為研究目的。在為期一年的研究中，研究的目的藉由計畫的執

行，隨著論文撰寫的進程，對計畫之初的論述主題有所開展，研究的目的藉此有

所營理，提昇其縝密度與可觀性，茲分別說明如下：

1. 《何氏語林》的編撰意識：

釐析《何氏語林》兼濟與獨善相融攝的主體意識，探討何良俊經世自負與

志以適性兩者兼融的意識型態，彰現了何良俊生命向度的取捨與時代思潮

相往復，同時得以觀察晚明學術潮流與審美意識之所趨，映現晚明文化的

轉化之跡。。《何氏語林》在《世說新語》經典性的背景下，一方面將明經

致用的主張，貫穿於《語林》之中，變異《世說新語》「近娛樂，遠實用」

的風姿，以實用為主旋律，譜成實用與賞心的二重奏。一方面以脩德為基

調，以經世為經，適性為緯的主體識見，編撰《語林》，張揚適性自得的

意識，追尋主體自由，呈顯適己為務的生命型態。

2. 《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

探討《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理應以《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

體裁、語體與風格的因創為主要課題，何良俊編撰的《語林》在書寫方式、

格調、作風與筆性的殊異下，依違於《世說新語》文體表徵之間，突破體

裁的規範，創造獨特的語體，締造不同面目的「世說體」作品。《何氏語

林》在文體之常的規範與變術之方的自由中，映現明代「世說體」文體在

歷史進程的發展關鍵。「《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計畫書中，

所規畫的研究目的，是以體裁的規範、語體的創造與風格的造求三途，針對《何氏語林》

文體的常與變展開研究，在計畫的執行過程中，礙於研究計畫之執行期限

為一年，再加上與本計畫主題相關的現有研究成果相當有限，故計畫執行

期間，權且調整為以《何氏語林》的編撰概念、體裁意識、分類 規格，以

及語體的創造為研究核心，作為「世說體」文體研究的肇始。
3.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經典性的再詮釋：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計畫，在《何氏語林》對《世說

新語》經典性的再詮釋的目的方面，旨在尋繹《何氏語林》對明代「世說體」

編撰的影響，主要探討經典與編述者意識的交匯點，闡釋身為讀者的何良俊

對《世說新語》經典義蘊的創生與衍化。。何良俊《語林》廣《世說》的編述，

在文體既定與變化的相互作用下，發揮讀者對經典詮釋的能動性，以德行為

基調，經世為經，適性為緯的視野，召喚《世說新語》，彰著個人對《世說新

語》獨到的理解、詮釋與應用，表達為一種具有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行為，
將意識突前向客體的背景投射，得以通過意向性活動轉化了《世說新語》的

文體，並且重新建構經典的世界。《世說》經典本來在在歷時的進程中便會

產生變化，明代何良俊編撰《語林》的期待視野與闡釋程式，將《世說》的

經典性質素，悄悄地作了更動與替換，使得後人對《世說新語》與「世說體」

的文體重新認識亦隨之改變。



（三） 文獻探討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在為期一年的研究下，所搜羅

參閱的研究文獻，在《世說新語》的研究論著方面，大部分以文本為中心，舉凡《世

說新語》的版本、校注、語言、文藝美學及影響等研究，積累了豐富的成果。至

於「世說體」之研究，一直處於零散而沉寂的狀態。至於以《何氏語林》為研究

對象者，更是寥若晨星。

現階段涉及何良俊及《語林》的研究，較多聚焦《四友齋叢說》，或論述何

良俊的生平、交遊及其曲論1。或以《四友齋叢說》畫論為研究對象，論氣韻、

筆墨及畫派等藝術價值2。其中施賽男所作的何良俊交遊考，對何良俊的學術或

《何氏語林》的研究，做出較大的貢獻。即使以《何氏語林》為研究對象，所作

的亦是宏觀而概略的研究。或談題材文獻的運用，論述《何氏語林》是否有《世

說新語》的內容或文字3。或闡述《何氏語林》的影響，如李麗〈《何氏語林》影

響研究〉，關注《何氏語林》產生的時代背景、《何氏語林》與《世說新語補》的

關係以及《何氏語林》對後代「世說體」小說的影響，論文雖提綱契領地標誌出

《何氏語林》的影響，但大多點到為止，略說一二4。

至於與本研究計畫較為密切相關的現有研究成果有三：其一是戴佳琪於 1997

所完成的《《何氏語林》研究》，此一學位論文對《何氏語林》進行較為全面的研

究，其論文的研究層面，涉及版本的流傳、撰述的理念、體例的傳承與創新、內

容與思想的概況以及評價和影響等。研究的課題不可謂不周遍，但礙於研究課題

的廣大周遍，模糊了焦距，使得研究成果顯得蕪雜，難以見出何良俊撰述《語林》

的視野與主題意識，當然也未能通過其撰述的意向性活動，得知何良俊及當時的

文化義蘊5。

其二是筆者 2009 於《文學新鑰》所發表〈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

說新語》體裁的因創〉一文6，論文以《何氏語林》對《世說》體裁的因創為研

究課題，以脩德為基調，經世為經、適性為緯的編撰意識為始點，樹立脩德經世

的實用因素為文體的支配性規範，帶來明代「世說體」紀實的先聲。明代後期世

說體創作，以紀實為主流，強化垂訓的內容題材，展現鮮明的名教意識，已然逐

漸遠離《世說新語》「遠實用而近娛樂」的文體性質。〈召喚經典〉一文，以何良

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為起點，僅僅是對《何氏語林》的文體研

究作初步的探討，必得持續對《何氏語林》之語體與風格的研究，方能較為全面

地刻畫出其與《世說新語》文體所產生的同化與順應關係，釐清何良俊《語林》

的文體個性，進而通過更多「世說體」個別文本的文體研究，得以概括世說體族

1 施賽男《何良俊及其《四友齋叢說》研究》，2007，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
2 趙飛《何良俊《四友齋叢說》畫論研究》，2005，南京師範大學，美術學碩士論文。
3 胡海英〈《何氏語林》引《世說新語》考〉，4，2008，《明清小說研究》。
4 李麗〈《何氏語林》影響研究〉，23：1，2008，《天中學刊》。
5 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1997.6，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 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10，2009.12，
頁 114-119。



群的共性。

其三是張雅函於 2010 撰述《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的學位論文7，

以〈言志〉、〈博識〉二門為研究對象，聚焦於此二門類的創建因由、內容與思想

的研究，論述何良俊《語林》與明代文化的對話，藉此檢證何良俊《語林》在「世

說體」小說中的獨特性與開創性，並且藉由《語林》所反映的文化內容分析，窺

探明代文化的特性。張氏之文雖涉及明代文化義蘊的課題，但礙於晚明文化的多

元與複雜，掌握不易，故於論文中對何良俊《語林》的文化義蘊之分析，未能在

歷時性與共時性兼顧的探討中，作深入的釐析，令讀者抱憾。

綜觀前賢的研究，雖在不同的層面或多或少地觸及《何氏語林》的課題，但

是對《何氏語林》體裁的規範、語體的創造以及風格的追求的文體學研究，文藝

美學以及文化學等課題的研究，皆有待開發。至於藉由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Rezeptionstheorie），探討各朝「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接受進行專門

研究者就更少了，這一方面的研究，有待學者加以拓展。

（四） 研究方法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在計畫之初，有見於每一個

時代的讀者對一部作品的閱讀—接受—闡釋，都不盡相同，即使是經典作品亦不

存在「零」度的純中立狀態，新作品亦不可能在信息真空中以絕對的新的姿態展

示自身，故以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Rezeptionstheorie）為本計畫最重要的

研究方法。在計畫執行期間，《何氏語林》在《世說新語》的經典準則與何良俊

作為讀者的期待視野，通過主客之間不斷交流的結合，而產生新的期待視野與新

的評判準則下，生成新的作品。但在試圖分析《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所形

成理解的視野或角度、理解「世說體」向未知開放的可能前景，以及理解起點背

後中晚明的歷史與文化義蘊的研究進程中，文體學成了僅次於接受理論的研究方

法。

本計畫借徑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Rezeptionstheorie）將文學史的問題

重新引入文學研究，重視歷時的歷史探究和共時的結構主義分析。通過歷時性的

尋繹，彰明《何氏語林》與《世說新語》兩者在形式的發展演變史、接受作品的

闡釋史與讀者視野變革的茅盾和同一等層面的交織動態。循著共時性的指引，何

氏語林》兼濟與獨善相融攝的主體意識，交織著個體讀者的視野與社會效應、文

學效應與社會文化效應史之間的茅盾與同一，彰現《何氏語林》生命向度的取捨，

及其與時代思潮相往復的課題。藉由歷時性的動態分析與共時性的效應分析兩

者，突出明代文人士夫人與《何氏語林》的對話及其時代對《世說新語》意義的

闡釋，觀察晚明學術潮流與審美意識之所趨，映現文化的轉化之跡，取得多面向

的接受角度，揭示中晚明深層文化中潛動的經世實學思潮。

因應計畫中「《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研究目的的需要，故將文體學理

論置入研究中加以運用。任何一種文體既是特殊的表達方式，也是特殊的文化

7 張雅函《何良俊《語林》之文化意蘊研究》，2010.12，臺灣：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存在方式。文體是一種變動的存在，其發展變化，一方面資於故實，繼承既有

文化的傳統，一方面酌於新聲，因應當代思潮做出相應的變化與翻新，通過二

者的辯證，文體有所發展，最後出現嶄新的文體。《世說新語》的文體，因文

體自身的因素與時移世變事異的內外部因素交互作用，使得文體本身處於一種

變動狀態的系統，有著產生、發展與消亡的變化過程。《何氏語林》通過編撰概

念、體裁意識、分類 規格，以及語體的創造，更替了《世說新語》的文體因素，

標立實用性為支配性規範，在《世說新語》文體的轉化中折射出差異與變化，

透露出《何氏語林》相異的價值取向以及審美訴求。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一案，基於《世說新語》作為一部經

典，其文體特徵之所以能被後代作家不斷的模仿，必然具有一定的慣例性、權威

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認識。考察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研究，理當

涉及《世說新語》與《何氏語林》的文體學、《何氏語林》與中晚明文化，以及

《世說新語》經典性，經典化的過程與經典的再生產等問題。在計畫撰寫之初，

考量計畫執行期限的問題，大致將之歸併為《何氏語林》的編撰意識、《何氏語

林》文體的常與變，以及《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經典性的再詮釋三個論述

主題，在為期一年的研究後，對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分三點加以說明。

1.《何氏語林》的編撰意識，以脩德為基調，經世為經，適性為緯，展現「遠娛

樂，近實用」的傾向。

《何氏語林》在《世說新語》經典性的背景下，一方面將明經致用的主張，

貫穿於《語林》之中，變異《世說新語》「近娛樂，遠實用」的風姿，以實用為主

旋律，譜成實用與賞心的二重奏。一方面以脩德為基調，以經世為經，適性為緯

的主體識見，編撰《語林》，張揚適性自得的意識，追尋主體自由，呈顯適己為

務的生命型態。筆者於 2009 發表〈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

體裁的因創〉8一文，關注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中提

出何良俊在倡博雅而主於經術的主體意識下，通過類目的設定，在既定與變化的

情形中，以經世為經，適性為緯，德行為基調的視野，在創作上表達為一種具有

意識和意願的意向性行為，將意識突前向客體的背景投射，進行對《世說新語》

的召喚，彰著個體對《世說新語》獨到的理解、詮釋與應用，並藉意向性的活動

而重新建構經典的世界。

2.《何氏語林》文體的常與變，帶來明代「世說體」紀實的先聲。
文體是一種變動的存在，其發展變化，一方面資於故實，繼承既有文化的傳

統，一方面酌於新聲，因應當代思潮做出相應的變化與翻新，通過二者的辯證，

文體有所發展，最後出現嶄新的文體。關於《何氏語林》的文體的常與變，筆者

於 2011 在中研院文哲所學術討論會中，宣讀〈事詞錯出不雅馴—論何良俊《語

8鄭幸雅〈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文學新鑰》，10，2009.12，
頁 114-119。



林》對《世說新語》文體的因革〉一文，文中指出何良俊在脩德為基調，經世為

經，適性為緯的編撰意識下，樹立脩德經世的實用因素為文體的支配性規範，標

誌《語林》對《世說》文體的轉化。文體是一種變動的存在，其發展變化是一種

漸變的狀態，何良俊《語林》文體的轉化，屬於《世說》文體內部的調整。何良

俊《語林》文體的轉化，帶來明代「世說體」紀實的先聲，後期世說體的作品，

以紀實為主流，強化垂訓的內容題材，展現鮮明的名教意識，已然逐漸遠離《世

說新語》「遠實用而近娛樂」以及語體清雋有意味的文體性質。

3.《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經典性的再詮釋，賦予《世說》舊經典的新義蘊。

何良俊《語林》廣《世說》的編述，通過《世說》文體的期待，在文體審美

的規範下，作家根據載記內容的需要，或因襲，或突破其體裁成規，依循主體的

心理圖式和心理定勢，形成闡釋的程式。身為讀者的何良俊對《世說新語》經典

義蘊的創生與衍化，不但豐富、改造、擴大《世說新語》原有的審美規範，揭示

《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意義生成的創造性，同時賦予《世說》舊經典的新

義蘊。

至於《何氏語林》對明代「世說體」編撰的影響，主要展現在經典與編述者

意識的交匯點，揭示何良俊對《世說新語》經典義蘊的接受，同時賦予明清「世

說體」意義創生的可能。歷朝「世說體」的作品，在繼承和創新不斷衝突、不斷

相互平衡的辯證運動，經典永遠通過重新解釋而獲得更新，而每個時期，因應時

代文化的需要，經典之作亦不斷地形成。文化在歷時的進程中產生變化，人們的

期待視野與闡釋程式亦隨之改變，使得新舊經典的意蘊，在接受與召喚之間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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