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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明代『世說體』研究」一案，以明代續仿《世說新語》的文

本為研究對象對象，以明代「世說體」的文獻與文體系統的梳

理為研究任務。從歷時性的觀點而言，針對不同時期的「世說

體」作品加以探討，不但可尋繹出「世說體」體例在明代的發

展軌跡，亦可見出清代「世說體」明顯變異的端倪。若從共時

性的觀點而言，明代「世說體」的撰述者，續仿《世說新語》

所採取的方式，各有其獨特之處，或重文、或重道、或重事的

文體創造，小至一書中分門部類類目的擬定，皆自成一家之

言。明代「世說體」是一個富含文化信息的「場」，不但具備

廣袤的闡釋空間，對後世小說分類的影響深遠，而且涉及文人

士大夫深層的人格心理與時代的意識結構。 
「明代『世說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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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代「世說體」的研究有所創

發與補白。 
本計畫執行後，獲得的研究成果，展現在文獻的梳理與文體系

統的觀察兩者。第一在文獻梳理的層面，明代「世說體」的文

獻梳理，旨在一方面確立明代「世說體」的研究對象，一方面

凸出明代不同時期對「世說體」文體觀念的認識軌跡，作為

「世說體」文體系統建立的基礎。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三：其一

是將歷代「世說體」作品匯整製表，通過刊行時代與版式的整

理，掌握「世說體」的版本考述，留心「世說體」版本的流傳

系統，以及各刊本間形式與內容的校雔。其二是對《世說新語

補》版本作較為深入的考察，王世貞刪定的《世說新語補》，

不僅是文獻學上的問題，更涉及王世貞在刪定《世說》與《語

林》時，揀選的方向與法則，為明代諸家「世說體」文體認識

的根源所在，乃是開啟明代「世說體」研究之鑰。其三是製作

《世說新語補》的全文資料庫，王世貞刪定的《世說新語補》

對其後「世說體」之編撰，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影響甚

鉅，是研究明代「世說體」必經的關口，將《世說新語補》數

位化，以便後續研究的展開。 
第二在文體系統的觀察層面，明代「世說體」除却依目錄學上

的文體歸屬外，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何氏語林》的文體釐

析。考察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文體的因革，與其說是顯

示何良俊《語林》的文體個性，還不如說是想要為概括明代

「世說體」族群的文體共性，樹立一個研究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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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世說體」在

文體既定與變化的相互作用下，在歷時的進程中產生變化，不

論是作者、批評者、或一般讀者的期待視野與闡釋程式亦隨之

改變，進而再現或表現「世說體」的文體意識，同時促進了

「世說體」文體義蘊的創生與衍化。 
 

英文摘要：  
 



「明代『世說體』研究」結案報告

（一） 前言

「明代『世說體』研究」的課題，以明代續仿《世說新語》的文本為研究對

象。明代「世說體」的數量居各朝之冠，對《世說新語》的文體多所因革，從歷

時性與共時性的觀點而為言，明代「世說體」就是一個富含文化信息的「場」，

具備廣袤的闡釋空間。明代「世說體」研究的重要性是多元而立體的，劉強在《《世

說》學引論〉1中主張，「《世說》學」可以文獻學、文體學、美學、接受學、

語言學及文化學為六個分支框架。明代「世說體」文化信息豐富，任何涉及明代

「世說體」的研究，側重不同的研究層面，皆能得出不同而豐碩的研究成果，故

「世說體」的研究，足可以劉強所言「世說學」的六大領域為認識的區分與研究

方法論上的參照。

明代「世說體」約有 30 餘種，以萬曆朝為中心，可界分為萬曆朝之前、萬

曆朝、以及萬暦朝之後三個時期。明代「世說體」的撰述者，續仿《世說新語》

所採取的方式，各有其獨特之處，或以時代的接續為主軸的增廣與接續，如萬曆
朝之前，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何氏語林》、王世貞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

刪定的《世說新語補》。或以單一朝代之文人軼事為主者，如萬曆三十八年（1610）

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梁維樞於明末清初編撰，順治十一年（1654）所刊刻

面世的《玉劍尊聞》。或如曹臣萬曆四十二年（1614）的《舌華錄》、趙瑜的《兒

世說》、李清的《女世說》，則分別以《世說新語》的〈言語〉、〈夙慧〉、〈賢

媛〉為仿作之規矩，揀選適切的撰述對象，擴充增廣為一書。凡此皆構成明代「世

說體」獨特的文體創造。

「明代『世說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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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明代「世說體」的研究有所創發與補白。

（二） 研究目的

「明代『世說體』研究」一案，以明代續仿《世說新語》的文本為對象，研

究的任務在梳理明代「世說體」的文獻與文體系統。在明代「世說體」文獻的梳

理方面，主要探討書名、作者及成書的時代，版本的校勘，編撰體例和原則。至

於明代「世說體」的文體系統的梳理，則以建構明代「世說體」的文體系統為要

務，探討明代「世說體」的體裁概念、體裁意識和分類規格，以及語體的創造。

「明代『世說體』研究」計畫書中以明代「世說體」的文獻與文體系統的梳

理兩者為研究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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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劉強《《世說》學引論》，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4.4。



昇其縝密度與可觀性，茲分別說明如下：

1. 明代「世說體」文獻的梳理

文獻的梳理是進行研究的基礎，各個研究領域皆賴此得以進行。在明代「世

說體」文獻梳理方面，旨在爬梳明代「世說體」的形式與內容的規範，以形式規

範、結構方式、題材內容、描寫對象以及語言形式為課題。專家學者對「世說體」

的認識各有其說，或提出以志人為主，採擷單篇的叢殘小語式的故事為基礎、依

人而述，品第褒貶，採取分門部類的體例、分門隸事，以類相從，每一門類以不

同的人物故事為內容，每一類人物故事，表現相同的主題為「世說體」的標誌。
2或以「分門隸事，以類相從」的體例、「依人而述，品第褒貶」的內容、語言表

現為清通簡淡、空靈玄遠的文體風格為「世說體」的文體特徵。3

就明代「世說體」文獻的統計而言，諸家統計的結果殊異，除了彰現各家對

「世說體」的篩選標準不一外，也揭示各家對「世說體」文體的認識不同。通過

明代「世說體」的文獻梳理，一方面確立明代「世說體」的研究對象，一方面凸

出明代不同時期對「世說體」文體觀念的認識軌跡，作為「世說體」文體系統建

立的基礎。
2. 明代「世說體」文體系統的探討

明代「世說體」文體系統的探討，以建構明代「世說體」的文體系統為主要

任務，尋繹明代「世說體」的體裁概念、體裁意識和分類規格，以及語體的創造。

旨在對明代「世說體」文體之常的規範與變術之方的自由加以掌握，認識「世說

體」文體在歷史進程的發展。明代「世說體」在續仿《世說新語》的過程中，《世

說》文體本身就因時移世變事異的內外部因素及文體自身的因素，有著產生、發

展與消亡的變化過程，是一種處於變動狀態的系統。明代「世說體」的創作，一

方面或因作家各有所好、視閾有別，形成個體的編撰意識，在昭體有常 通變無

方的原則之下，透顯作家對《世說新語》的理解、詮釋與運用。一方面接受《世

說新語》在書寫方式、格調、作風與筆性殊異的規範，依違於《世說新語》文體

表徵之間，突破體裁的規範，創造獨特的語體與風格，締造不同面目的「世說體」

作品。據此，重新認識《世說新語》的文體，結構明代「世說體」文體系統之圖

像。

（三） 文獻探討

「明代『世說體』研究」一案，在為期一年的研究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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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現階段學術研究現況而言，「世說體」的研究植根於《世說新語》的研究

2 寧稼雨《世說新語與中古文化》，〈《世說新語》與志人小說觀念的成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頁 269-283。
3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明清時期“世說體”小說的界定及興盛原因〉，
2008，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頁 93-98。



成果而有所發展。就《世說新語》學術研究的成果來看，研究領域遍及文獻學、

文體學、美學、接受學、語言學及文化學，專家學者漸次以開放的研究視野，新

穎的角度撰述專題論文，在研究視角與方法上呈現新學對舊學的繼承、發展與揚

棄的脈絡，表現為由傳統向現代過渡的傾向，為《世說新語》的研究別開生面。

二十世紀的後半期，對「世說體」的研究，以寧稼雨於〈“世說體”初探〉

最為特出，4文中關注《世說新語》文體學與美學上的課題，為「世說體」的研

究揭開序幕。2004年，劉強提出“世說學” 一說5，使得「世說體」的研究，開

始受到專家學者的關注，逐漸活躍於學術的場域，研究論著相繼問世。

1987年以後，「世說體」研究的層面，以《世說新語》的文體考辨為大宗，

探究《世說》的文體溯源、性質、特點與意義。接續而起的討論，則關注《世說》

的性質，依違於子史之間，探究作為小說的《世說》敘事，在虛構與記實之間卓

越的藝術表現。循著《世說》文體考辨之途，《世說新語》之後的「世說體」，

雖引起學者的側目，但專題論文不多，較為可觀的是學位論文，論著大多以單一

「世說體」的專書為主，這些專書的研究領域，集結在文獻學的層面，兼及文化

學層面的影響研究，對「世說體」之文體研究並未涉足。6

學位論文中涉及「世說體」文體之討論者，較為特出者為甄靜《元明清時期

《世說新語》傳播研究》7，論文所關注的主題有《世說》的文本傳播、元明清

時期《世說》評點傳播、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戲曲傳播、明清「世說體」小

說創作以及《世說》對明清時期章回小說創作的影響五者，緊扣元明清時期《世

說》的傳播主題，關注《世說》的接受學課題。論文設一專章對於明清「世說體」

小說的義界、興盛之因、編撰方式、內容特色、藝術特色與價值有所說明，可為

後之研究「世說體」學者張目。

至於專題論文方面，大多以「世說體」單一書籍為研究對象，研究視角集中

於文獻學領域，如條文的徵引、內容的取材，或是影響的研究。專題論文中有兩

篇對「世說體」文體的認識較為深刻：其一是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的討

論，觸及萬曆年間「世說體」小說的特點，以及晚明「世說體」具有豐富的晚明

文化內涵等課題，文中之論點仍未出前人之限囿。值得一提的是賈占林於文中列

出明代「世說體」小說的編年表，為後來之研究明代「世說體」提供了便捷的文

獻8。

4 寧稼雨〈“世說體”初探〉，No.2，《古典文學論叢》，1987。
5 劉強〈“《世說》學”論綱〉，No.5，《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4。
6 蔡麗玲《從晚明「世說體」著作的流行論張岱的《快園道古》》，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3.7。
戴佳琪《《何氏語林》研究》，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6。
李英嬌《李贄《初潭集》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6。
林艾齡《《智囊補》研究》，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6。

高芳《《玉劍尊聞》和《明語林》研究》，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4。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5。
7 甄靜《元明清時期《世說新語》傳播研究》，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論文，2008.5。
8 賈占林〈論晚明“世說體”〉，13：3，《湖南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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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指出何良俊編撰《語林》，是以脩德為基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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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然逐漸遠離《世說新語》「遠實用而近娛樂」的文體性質，帶來明代「世

說體」紀實的先聲。〈召喚經典〉一文，以《何氏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

因創為起點，雖僅是《何氏語林》文體研究的初步探討，却於文中揭示《何氏語

林》的文體個性。循此一線，持續對《何氏語林》之語體與風格的研究，可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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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

攻錯，依循《何氏語林》文體的研究徑路，進而擴及更多「世說體」個別文本的

文體研究，或可尋繹出世說體族群的文體共性。

既有的「世說體」研究成果稀少，不論是學位論文或專題論文，研究視角是

比較單一而狹隘，對於「世說體」文體學，更是少有人觸及。以龐大的「世說體」

著作群而言，現今的研究成果，實為滄海之一粟。不論是明代「世說體」文體的

研究、抑或各朝「世說體」對《世說新語》的接受等課題，皆有待學者加以拓展。

（四） 研究方法

「明代『世說體』研究」一案，在計畫之初，研究目的即設定在「世說體」

文獻的梳理與文體的觀察，故在方法學上並無特出的想法，只在研究進程中分兩

個層面進行：其一是文獻的梳理，以歷朝「世說體」作品的版本考述為主要課題，

留心「世說體」作品版本的流傳系統，涉及各朝「世說體」文本刊行的時代、版

式，編撰體例和選文原則，以及各刊本間體裁形式之比較，序跋狀況以及內容的

敘錄，製成目錄表格，以「世說體」文獻學為研究計畫的起點。

其二是文體的觀察，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窺探「世說體」作者編撰意識的

傾向，突出各家編撰「世說體」的文體意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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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在明代「世說體」文體觀察的層面，借徑接受理論（Reception Theory；

Rezeptionstheorie）與文體學理論，試圖分析明代諸家「世說體」之作，對《世說

新語》文體所形成理解的視野或角度，變異《世說新語》特具的風姿，進行《世

說》文體的接受與重構，進而擴大明代「世說體」撰述的自主性，開啟「世說體」

撰述的創造性，理解「世說體」向未知開放的可能前景。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明代『世說體』研究」一案，基於「世說體」既是一種特殊有意味的表達

方式，也是特殊的文化存在方式的認識，知悉任何一種文體皆非靜止且一成不變

的抽象物，而是隨著時間與空間發展演化，有著歷時的變化與共時的差異。以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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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續仿《世說新語》的文本為對象，將研究任務設定在梳理明代「世說體」的文

獻與文體系統。在計畫撰寫之初，考量「世說體」族群龐大、可資研究之範疇廣

袤、既有研究又稀少，以及計畫執行期限的問題，故將研究問題歸併為文獻的梳

理與文體的觀察兩者。在為期一年的研究後，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可分文獻與文

體兩個層面加以說明。

1. 文獻的梳理層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三：其一是將歷代「世說體」作品匯整

製表，關注題材內容的選取原則、.類目之設定以及文體性質在目錄學上之歸

屬。表格中羅列朝代、書名、編撰者、成書時間、版本檢別、卷數、門類、

內容性質歸屬以及序跋敘錄等項目，通過刊行時代與版式的整理，掌握「世

說體」的版本考述，留心「世說體」版本的流傳系統，以及各刊本間形式與

內容的校雔。

其二是對《世說新語補》版本作較為深入的考察，王世貞刪定的《世說

新語補》，現存的刊本三十餘種，國內僅萬曆十三年、十四年，同一年中就有

兩種以上不同的刻本。《世說新語補》傳播所至，遍及海內外，據《韓國所見

中國古代小說史料》所載，韓國現存的《世說新語》版本不下二十一種，現

存的《世說新語補》不下十六種，另有，《世說新語姓匯韻分》等十餘種。10日

本《世說新語補》的版本精良，受重視之程度，可見一般。《世說新語補》的

風行非其他「世說體」小說可望其項背。

《世說新語補》的版本多且流傳廣，刊本狀況複雜，或條文之歸屬類目有

別、或類目中之條文數量不一，內容有異。各刊本中亦不乏書坊為射利而粗製

的刻本，或刊刻時，裝訂錯簡、或為條文有所脫落、或條文次第有所不同。國

內版本流別與流傳的狀況，乃是開啟《世說新語補》研究之鑰。另則域外如日

本與朝鮮所存的《世說新語補》刊本，由於長期深受文人士夫的青睞，現存版

本大多精良，可資國內《世說新語補》刊本之校雔。凡此不僅是版本文獻學上

的問題，更涉及王世貞在刪定《世說》與《語林》時，揀選的方向與法則，文

本中所呈現的意義根源所在。版本的校雔成為《世說新語補》研究首要之務。

其三是製作《世說新語補》的全文資料庫，王世貞刪定的《世說新語補》，

雖選編《世說》、《語林》而成，但已非兩者之原貌，而是自成一獨特的文體面

貌。對其後「世說體」之編撰，在文體演變及其文化意味，影響甚鉅。關注明

代「世說體」的研究課題，王世貞刪定的《世說新語補》是必經而唯一的關口，

故將《世說新語補》製成數位化資料庫，以便後續研究的展開。

2. 文體的觀察層面，明代「世說體」除却依目錄學上的文體歸屬外，研究成果

主要聚焦在《何氏語林》的文體釐析。考察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文體

的因革，與其說是顯示何良俊《語林》的文體個性，還不如說是想要為概括

明代「世說體」族群的文體共性，樹立一個研究始點。

明代「世說體」在文體的觀察層面，主要的研究成果有二：其一是筆者

於 2009 發表〈召喚經典—何良俊《語林》對《世說新語》體裁的因創〉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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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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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說新語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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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是筆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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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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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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