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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中，劉勰認為文章的形式尤為重要，所以他在這部著作中使用較多篇幅分析

和闡釋形式。著作的第一部份乃是分析文學中各種體裁的特點和要求。第二部份劉勰不僅在

談及寫作的過程、造句的方法、修辭和品評的規則等問題時強調了形式重要性，此外也以數

個章節專論文章的形式。在這些章節中，作者用體、風、骨、勢四個觀點解構文章的形式。 

對當代的讀者而言，如何理解劉勰用以解構文章形式的詞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現代

學者慣用「體裁」(genre)與「風格」(style)這兩個西式的概念來解讀文章形式，並常常流於

籠統地據此解釋和翻譯《文心雕龍》中相關的詞彙。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有欠周全且易生誤

差。因為我相信從南北朝時期至今，這些詞彙的意涵已有所不同。以劉勰的觀點，無論是現

代的「體裁」還是「風格」都屬於「體」。再者，「風」、「骨」都代表文章的特殊性質。可是

由於後來「風骨」這個概念在文學理論中很少再被運用，而它又和「風格」這個詞很像，所

以一般來說「風骨」與「風格」就被混同了。至於「勢」，學者們常將之與《孫子兵法》中

的「勢」聯繫起來，但我個人則認為不應忽略人倫品鑒裏提及的「勢」。 

本次報告，針對如何理解劉勰關於文章形式之用詞的問題，預計從以下四個面向與大家討

論： 

 1.在文章中「詞」的意思因環境而異，駢文中詞義的微妙變化更多，故一成不變地解釋

或翻譯一個詞的意思，未必精確。譬如劉勰對「風」這個字的用法就非常雋永，我將舉例說

明它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如何隨語言環境的變化而產生豐富的含意，藉此顯露出《文心雕

龍》深厚的文學內涵。 

 2.文章裡詞的意義不僅隨語言環境而變化，亦隨著時代推移而演變。某些詞彙在某些特

定的時空環境中，會被賦予固定的概念。日後的演變過程則改變這個詞後來的意思。對學者

而言，尋找固定概念最初是如何被賦予的，對理解詞彙真確的意義有很大的幫助。譬如「風

骨」一詞在《文心雕龍》出現之前，已經在關於書法的文章裡變成了概念，並且在《世說新

語》中關於人倫品鑒的篇章裡也曾被使用過一次。 

 3.以上述二點為基礎，我們可以繼續研究《文心雕龍》中關於「形式」的用詞。我的假

說為：在文學、書法理論以及人倫品鑒中運用的「體」、「風」和「骨」這三個詞彙，都與



身體範式密切相關。這個解釋可以在歷史中獲得證明——魏晉南北朝，由於人倫品鑒的影

響，身形與舉止對士人來說特別重要。另外，劉勰把文章喻為一隻鳥，主張文章也需要風和

骨才能飛起來，藉由這個例子可以確定我的假說。 

 4.因此，我對「體」的理解來源於「體」的最基本的含意——「身體」。在這個基礎上

我的結論是:「體」對文人（包括劉勰）而言，不是虛緲的形式，而是跟身體一樣是現實有形

的，而且體必須伴隨「風」和「骨」才活得下去。然則風與骨又代表甚麼？我以為風象徵著

氣和節奏，而骨則是與骨骼和結構相聯繫的。 

總體而言，我用身體的範式來解析劉勰在《文心雕龍》使用的三個概念—體、風、骨。這

個範式對文章的形式的觀念影響很大。至於前文提過的「勢」，在這次報告中我暫不作解釋，

因為我目前正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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