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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文化行政 
科 目：本國文學概論 李楓老師解題 

一、宋人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

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

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

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請依本段文句，說明嚴羽判析盛唐詩與宋詩之特色及其所倡議詩學觀

念，並舉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注意題目提問細節，不可缺漏，嚴羽的詩學觀點，唐宋詩各自特色，及對二者之分判標

準等均應有所回應。舉例部分也應揀擇能彰顯其時代特徵者，以利於答題架構之連貫。 

【擬答】 

    中國詩歌傳統向來以「言志」、「抒情」為主，嚴羽對唐宋詩之評論與優劣分判，正是著眼

於此傳統，肯定唐詩而批詆宋詩。「興趣」的核心內涵應是情感，在詩歌中「興趣」更表現為情

感的形式化：將情志融會於物象之中，並藉由富於形象化的言辭呈現出來。這是情感的象徵形

式，也是情感的審美昇華。因未直露陳述，因而可使讀者再三咀嚼，體會情境背後深意，故能

「言有盡而意無窮」。而宋詩「以文為詩」，把散文之句法、字法用於詩中，代表著詩歌創作開

始以「文理邏輯」思維取代唐詩的「意象」思維，相較唐詩顯得直露，且宋詩主題傾向「詠

物」、「說理」，在詩中發議論，且繁用典故，相較唐詩，背離「言志」、「抒情」傳統。嚴羽

直言「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因以妙悟感興為主，故認為用典、議論皆為詩作大病。吳喬亦

云：「唐人以詩為詩，宋人以文為詩。唐詩主於達性情，故於三百篇近；宋詩主於議論，

故於三百篇遠。」 

以王維《竹里館》為例，竹里館位於王維隱居的輞川別墅內，因建於竹林深處而得名，是輞川

別業的勝景之一。此詩寫隱居者的閒適心境，「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

相照。」通過自然平淡的筆調，描繪清幽的月夜竹林，夜的靜，人的獨，以明月光影反襯深林昏

暗，將情景巧妙融合；再以反襯手法，以琴聲嘯吟凸顯竹林清幽，營造出清幽絕俗之氛圍。全詩

看似信手拈來，隨口吟誦自身生活樂趣，對自身情志未多所著墨，僅以「獨坐、彈琴、長嘯」簡

易勾勒出作者於清幽環境中自得其樂志之情狀，造語平淡卻意境高妙。詩末透過想像將月亮擬

人，以之為詩人知心友伴，亦藉月亮清明磊落之形象，襯托自身心境。透過情境營構，充分展現

王維超塵絕俗的人格特質，無愧其「詩佛」稱號。 

    宋代詩人蘇軾《題西林壁》：「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

身在此山中。」宋人的詩傾向說理，故常發議論、探求名理。而此時受古文運動的影響，常採以

文為詩的作法，不尚藻繪而務平實，故有大量明白如話的詩歌出現。本詩文字平易，雖為紀遊詩

歌，卻非記敘或抒情之作，而是藉遊賞所得，探論「旁觀者清」的人生智慧，充分彰顯宋詩「說

理化」、「散文化」之特徵。 

    因注重「言志」傳統，肯定抒情、重視意象的唐詩，貶斥「說理化」、「散文化」之宋

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顯然是以有否符應傳統作為判準。嚴羽「妙悟」之說影響深

遠，清代如王漁洋「神韻說」、袁枚「性靈說」皆受其啟發，也常成為唐宋之優劣評判的主流意

見。然而，宋詩於情韻方面確實不如唐人，但「好議論」、「散文化」、「言理不言情」正是其

最大特色，與唐詩為不同的審美風格，不可驟定其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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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言道：文史哲不分家。歷史，記載過去時空所發生的事件和行動，而文學創作者則取材這

些事件，藉著獨特觀點與文采，進行評述或抒發情思，形成另一種記載歷史的方式，甚至影

響後世的認知和感受。請舉出以唐玄宗與楊貴妃史事為素材之文學作品(文體不拘)三部，並

敘述其內容與意涵。(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選擇故事內容較有涉及史實與文學想像之落差者，或是不同改編版本內容有明顯差異

者，較易於凸顯本答重點，創造更高的得分效益。 

【擬答】 

白居易《長恨歌》是一部長篇敘事詩。刻畫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以及由此導致的荒政亂

國和安史之亂。安使亂起，玄宗幸蜀避禍，其後馬嵬驛兵變，楊貴妃殞命，而後唐玄宗對楊貴妃

朝思暮想，深情不移，派人上天入地到處尋找楊貴妃，最終以楊貴妃在蓬萊宮會見唐玄宗使者作

結。全詩既批評唐玄宗重色誤國導致安史之亂，同時又同情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歌頌他

們生死不渝的愛情，是傳誦千古的膾炙人口之作。然文學創作不同史錄，《長恨歌》有許多悖離

史實之處。《長恨歌》開篇云：「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

閨人未識」。而唐玄宗在納楊貴妃之前已有武惠妃等寵妃，並非「多年求不得」，楊貴妃先成為

壽王之妃再改嫁玄宗，也並非「初長成」、「人未識」。一般認為或許是為尊貴者避諱，或是從文學

創作角度，出於對兩人愛情故事的美化，而選擇背離史實，這也顯示出文學求「美」之精神，與

求「真」之史錄不同。 

《長恨歌》之後，傳統戲曲中由之取材改編者眾多，《梧桐雨》、《長生殿》是其中佼佼

者。元雜劇《梧桐雨》針對此題材，更著重於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批判李楊戀愛，感慨歷史興

亡。其中第四折具有強烈的「劇詩」特點，是末本獨唱，整整一折由唐明皇個人詠懷。論者多認

為，此折深富寄託，寄寓元代的民族矛盾背景與元代文人仕進無門的深切悲哀。《梧桐雨》以戲

劇代言體形式，改變《長恨歌》由第三人稱視角敘事的故事體表現，更具抒情與形象性之效果。 

    清人洪昇創作之戲曲《長生殿》，相較於《梧桐雨》，則更偏重由愛情角度歌頌李楊之戀，

並闡釋「樂極哀來」的道理，以「垂戒來世」之警世意味。楊貴妃形象亦在此獲得改造，《梧桐

雨》中楊貴妃非只專情玄宗，也與安祿山有私，而在《長生殿》中的楊貴妃，則是一個外貌艷

麗、情操美好的女性。其真摯情感深深感動了唐玄宗，因而楊貴妃殞命於馬嵬坡後，唐明皇對她

的思念更顯得真切感人。《長生殿》透過虛實結合，藉助神仙幻化之想像，使李楊二人愛情在天

上重續，用結局的喜劇意味滿足了讀者的心理，也使二人的愛情獲得了讀者的同情和理解。 

    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是傳誦千古的淒美戀愛悲劇，政治現實與動人情感的錯綜糾葛，造就

此故事的多樣性。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創作者均可由不同角度構思創作，為此故事開創不同面

貌。 

 

三、1980 年代進入臺灣新電影時代之後，改編大量臺灣文學作品，近期《他們在島嶼寫作》系

列，介紹了幾位在文壇各領風騷臺灣作家的身影。你認為此類紀錄片反映的文學價值為何？

請以楊牧、七等生的作品為例，說明作家各具的寫作風格及其文學成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此紀錄片若未涉獵過，無疑會造成較大的答題障礙，此題也表現出題者對於當代藝文訊

息接收的重視；注意答題脈絡，先簡介此紀錄片並發表個人看法，再依次介紹兩位作家之作

品風格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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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2009 年由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先生與行人文化實驗室合作成立的目宿媒體，以「劇本

平台/資料庫」為核心，著力於「影像． 劇本．資料庫」三大領域的經營。〈他們在島嶼寫作：

文學大師系列電影〉的創作目的是透過紀錄片的影像呈現，將台灣戰後重要的文學家介紹給新

一代讀者，希望藉此永久記錄作家的重要事蹟，重燃新一波的書寫復興，透過好的故事與

影像，紀錄並推廣值得被傳唱的人、事、 物，再進一步探討其背後的文化深層意義。固然，拍攝

的手法，作家的揀選標準以及如何評價、論定該作家的文學價值與地位，都是會引起廣泛討論的

問題。然而，藉由影像表現紀錄重要作家，加深大眾對這些作家、作品的認識，進而對文學達成

普及或推廣的作用，以影像導覽這種當代人廣泛接受且相對輕鬆、具娛樂性的接收資訊方式，無

疑是具有推廣效能的方法。 

    楊牧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與散文的書寫。楊牧從高中時期始詩的追尋，以筆名「葉珊」在

當時的主流詩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發表詩作，受到詩壇的矚目，一九六○年由

藍星詩社出版他的第一本詩集《水之湄》，確立了他在詩壇的地位。作家向陽分析他的詩作，可

以略分以「葉珊」為筆名的階段和更用筆名為「楊牧」的階段。前一階段酖於美感的追尋，浪漫

多愁而善於蘊蓄動人的情境；後一階段則加進了敘事、神話的雄渾意圖，表現出他自足的詩的神

話結構，以來自原初的生命，結合生身土地台灣的召喚、生命成長記憶的糾纏，通過語言符號的

運作與聲韻節奏的斟酌，建構了與其他當代詩人殊異而繁複多彩的詩的世界。楊牧的散文主張

「應寫我口精約提鍊的刻意語言」，同時也「追求音樂性」，並運用詩歌創作的特點，讓散文具

備詩的風采和氣質。同時，楊牧也相當注重意象的掌握，在意象的建構，不以文學語言的巧飾自

滿，而是進一步通過語言符號的多重指涉表現豐富飽滿的內涵。向陽指出無論詩或散文，楊牧的

文本風格與特質，一言以蔽之「就是意象與聲籟的掌握」。如其詩作〈林沖夜奔〉，透過「風

聲」、「山神聲」、「林沖聲」串接全作，意象、聲音的緩急並陳，充分展現詩歌情境的抑揚頓

挫和戲劇性節奏。 

    七等生本名劉武雄，作品以小說為主，常以隱遁在社會上的角色做為抗議台灣總體社會壓力

的象徵，代表作有〈我愛黑眼珠〉、〈重回沙河〉等。為他出版精選集的遠景出版社曾說：「他

的小說特質，一在主題思想，一在形式風格，一在小說語言。他創作的終極目標，認為是不斷通

過文學的再現對生命的冥思，以塑造完整自我的工作歷程，因此其小說的著眼點，自不在於現實

表象的反映而是揭露內心的感應」，其作品多以寫實、幻想交融的筆法書寫，創造寫實、寓言或

象徵的美學形式。〈我愛黑眼珠〉大意是在敘述一位男子李龍第前去找愛妻晴子，在前往的路途

中遭逢一場大雨。城市淹水，他幫助一名羸弱的妓女，此時晴子出現，他不給晴子回應而讓她誤

以為被背叛，歇斯底里然後被水沖走，水退後，他打算努力尋找晴子的下落。〈我愛黑眼珠〉用

大膽特殊的寫作手法，表現最傳統的道德價值命題，此作深具爭議性，評論文章百出且看法各

異，大部分是從道德信仰、宗教、存在主義等等為探討重點，雖物議洶洶，然此作也奠定了七等

生在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中的經典地位。 

 

四、從日治時期到當代，臺灣經歷過兩次現代主義文學風潮，請分別說明形成的時代背景與代表

作家，並舉例說明現代主義興起對文學發展的影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注意題目之子題眾多，兩階段之時代背景與代表作家均要明確答覆，再藉由舉例，由社團

或文作作品之表現，說明現代主義興起對文學發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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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1930 年代台灣文壇已可見現代主義的影響痕跡，小說家如翁鬧、龍瑛宗，詩人如楊熾昌，均

是代表人物。此時期為日治階段，在殖民背景下開始接觸西方現代經驗，在文學方面，受日本新

感覺派影響，作品充滿細膩的內在心理、情感的刻畫，已頗具現代主義文學特色。以小說家翁鬧

為例，他堪稱台灣文學現代主義的起頭者，小說〈天亮前的戀愛故事〉是台灣現代文學作家首次

把情慾書寫帶進作品當中者。透過對故事主角「我」的深刻的心理刻畫，呈現人在文明理性與自

然情慾間的掙扎，將兩種情感的同質與矛盾進行深入剖析，被視為日治時期現代主義小說的代表

作品。 

    其後的 1960 年代則是台灣文學明顯受西風學術與文學影響的「西化」時期，將現代文學主義

哲學中孤獨、扭曲、頹廢的美學應用於文學作品的創作中，呈現出流亡、放逐與幻滅甚至死亡的

白色美學風格。在 60 年代階段，此風潮之形成背景乃是肇因於對封閉而受限的政治體制的反動以

及八股化的反共文學的不滿，因而尋求精神與心靈的出口與不同的文學發展方向。此時自學院中

創辦的文學刊物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如夏濟安所創辦的《文學雜誌》以樸實、冷靜、理智的作

風獨樹一格，透過譯介大量西方文學作品及理論，對於文壇影響深遠。又如 1960 年，當時台灣大

學裡的文青白先勇，與同學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李歐梵、劉紹銘等共同創辦《現代文學》

雙月刊雜誌。發刊詞上寫著：「我們打算分期有系統地翻譯介紹西方近代藝術學派和潮流，批評

和思想，並盡可能選擇其代表作品」，以外國文學作為「他山之石」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

風格，為台灣文學發展注入活水。經此，在 1960 年代末期與 1970 年代，產生了白先勇《台北

人》、《遊園驚夢》、《永遠的尹雪豔》，以及七等生〈我愛黑眼珠〉等現代主義文學作品。 

    一個時代的風潮，往往如旋風般造成廣大影響，在西方文學風氣的浸淫下，60 年代詩壇有標

舉「橫的移植」的「現代詩社」；在《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的帶動下，許多當代小說作品

也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如收錄於《臺北人》的兩則短篇：〈永遠的尹雪艷〉、〈金大班的最後一

夜〉，都是藉昔日上海百樂門舞廳的紅牌舞女描寫異鄉者將歌舞昇平的聲色之娛視為「故土」的

荒謬感，充斥大量現實與記憶的交錯。隨著時代日新月異，文學思潮不停輪轉，但「現代主義」

仍在當代文學創作中佔有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