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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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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平之老師解題 

 
一、宋人作詩重視學古、詩法，有「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點鐵成金」、「奪胎换骨」

等主張，進而形成宋詩特色，請舉代表作家及作品為例，加以論述之。(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此題所考的「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點鐵成金」、「奪胎换骨」等，皆

是宋詩「江西詩派」的文學主張，「江西詩派」不僅是宋代的重要詩派，並且對中國古典詩歌

的發展影響極大，考生不可不熟知。 

【擬答】： 

    中國詩歌的發展在唐代達至巔峰，是以宋詩遂另闢蹊徑，自創一格。總體而言，宋詩則

講詩法、重哲理、好議論，並善於口語入詩，以及運用俗事俗物反映世俗生活。南宋嚴羽

《滄浪詩話》中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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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分析，正指出了宋代詩歌最具代表性的特色。現茲將宋詩說明如下。 

宋詩特色概述 

宋人因受宋代理學興盛之影響，詩歌意境常常超越文學領域跨入哲學思辨的範疇，詩人

們並好以詩議論、以詩紀事，且因理學盛行，故文學不尚藻飾而務平實，遂致詩作多口

語化。在取材上，大量出現表現俗人、俗事和俗物的內容。宋代的文人雅士們關注世俗

生活，詩人們將沾滿市井煙火的題材內容與淺白的俗言俚語，加以提煉、裁剪，使之進

入高雅的文學殿堂，也就是說，詩人們透過「俗」的種種形式，藉以表達出「雅」的審

美意境。宋詩此種「以俗為雅」的創作路徑，不但擴大了詩歌的題材範圍，並能夠真實

的反映世情況味、更加貼近真實的人生。 

宋詩自黃庭堅起至南宋結束，詩壇均籠罩於「江西詩派」的影響下，黃庭堅為此派宗主，

在創作中「以故為新」，提出「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詩法，通過模仿舊有詩歌

意象的組合方式，加上活用古語、典故，進而推陳出新，此種「陶冶」前人的過

程，學步者無不奉為圭臬。自宋代以降，江西詩派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發展影響極大。 

以黃庭堅作品為例說明 

黃庭堅作詩重視學古、詩法，認為作詩首先應懂得向前人佳處學習，主張要「點鐵成金」

，強調字字有來處，也就是活用前人的字彙、意象、典故、詩境入詩，鑄造出新語句。 

例如中唐白居易的詩句「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黃庭堅化用改作為「百年中去夜

分半，一歲無多春再來」，即是借取、化用前人舊有詩句的「奪胎」手法。再如北宋梅

堯臣的詩句「南隴鳥過北隴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黃庭堅即以「意同語異」的形式寫

出「野水自添田水滿，晴鳩卻喚雨鳩來」，此即是挪用前人詩意、詩境令造新語變化的

「換骨」創作技巧。 

    宋詩「以俗為雅」的創作路徑，既激發了文人詩歌創作的新活力，且進而活化、延展了

中國古典詩歌的生命；此外，宋詩在創作技巧上較唐詩更為精進。依文學的發展而言，宋人

在唐詩極盛之後，難以跨越，而文學創作不變則窮，於是開創新境，另創一格，涉入唐詩未

入之境，成功地與其分庭抗禮。 

 

二、晚明盛行「小品」，標示明朝萬曆以後文學趣味的改變，請從「小品」常見題材、體裁、風

格等，論述其所表現美感趣味。(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晚明「小品文」為明代散文發展的超級重點，考生理當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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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在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長河中，文字清麗、風格清新的「小品文」是晚明文壇的代表文

類，為性靈派主張之下產生的文學作品，展現了晚明文人獨特的生活情趣與人生觀，現將

「小品文」說明如下。 

小品文興起背景 

晚明之際，朝政腐敗，知識分子遂於黑暗的政治之中，孕育出追求心靈自由的思維，對於

前、後七子復古、擬古的主張與作風，深為不滿，遂興起了一波波抨擊復古、擬古的文學

風潮，產生了風格清新的性靈文學。其中「公安派」為對復古、擬古強力抨擊的一個文學

派別，他們的文學主張和創作實踐不僅有力地鞭撻復古、擬古的詩文作品，並且促進了明

代的文學革新，更進而為後世文學開展出嶄新的園地。 

小品文文學特色 

所謂的「小品」一詞，原始定義乃是指佛典而言，至明代遂兼指文體，為一種形式短小

精練的文章。小品文無論記事、言情或是說理皆立足於「性靈」的文學主張之上，與替

聖人宣揚正統思想的「載道」文學出發點截然不同，創作者極力擺脫傳統古文極言教化

的沉重束縛，力求創新。 

小品文的文字清麗暢達、情趣盎然，且在內容取材方面極為多樣：山水遊記、人物小傳、

社會風俗、家庭瑣事、精悍短小的議論……，多采多姿應有盡有，篇篇皆是自作者的胸

臆而出。此文類雖名「小品」，然實較明代前後七子的模擬之作、唐宋派的復古之風， 

更富文學價值。「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小品文，可說是對明代當時擬古、復古的文

風一記徹底打擊。 

小品文代表作家：以袁宏道為例 

袁宏道為明代公安派的文學領袖，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所謂「獨抒性靈」乃

是要求文學應該要抒發個人的真情實感；所謂「不拘格套」則是要充分發揮文學創作的

自由精神。 

袁宏道強調文學創作要立足於「真」的基礎之上，「情真語直」是他對「真」的基本詮

釋，是故，其文言語清新自然，情感真率動人灑脫自適的遊記隨筆一類的文章，是其文

學創作上最為出色的表現，例如〈晚遊六橋待月記〉一文，全文雖短，卻構思精巧，意

趣不凡。作者不以一般遊記寫法來敘寫西湖，而是跳脫於時空之外，以個人的審美感受

為主線，藉由自己對西湖景致的獨特欣賞，來呈顯出不同凡俗的性靈與心志。 

    文學是一個有機體，因時變遷、隨勢進化，故一時代必定有一時代之文學，晚明小品文

擺脫了「文道合一」的教化束縛，其中所顯現出的種種文學特色、文學風格、文學現象，以

及文人真摯的情性，為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帶來了嶄新的文學美感。 

 

三、自 2000 年之後，有不少作家投入長篇小說創作，帶來臺灣長篇小說的書寫熱潮。請舉一位小

說家及其代表作品，略述其內容，並闡述其時代意義。(25 分)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此題困難之處在於限定 2000 年之後的長篇小說作品，考生例舉不得出錯。 

【擬答】：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數位化時代，文學藝術的發展面臨了嚴峻的挑戰，文學藝術的閱讀人

口，早已被影像與聲光逐步剝奪。雖然文學面臨的挑戰是客觀事實，文學面臨的困境亦是客

觀事實，但是仍舊有鍥而不捨的創作者投入耗費心神的長篇小說創作，勇於挑戰「文學已死」

的焦慮，以及扭轉現今網路書寫愈發「輕、薄、短、小」的文學速食趨向。以下茲以吳明益

及其長篇小說作品《複眼人》為例說明之。 

    吳明益可說是臺灣文壇 2000 年之後的代表作家，作品屢獲國內及國際重要的文學獎項，

多年以來，吳明益致力於自然生態寫作，以各種模式的書寫來探觸自然、探觸臺灣。知名作

家劉克襄稱許吳明益已然成為一條認識臺灣自然寫作之道；陳芳明教授則說深深感受到吳明

益內在的文學爆發力。吳明益的首本散文集《迷蝶誌》為吳明益其後一連串令人驚豔的自然

書寫作品的起點，在《迷蝶誌》裡吳明益以文字、照片、手繪等，構築出一個個涵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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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歷史與人文的精采故事；《蝶道》則是繼《迷蝶誌》之後，吳明益進一步思考環境倫

理的創作，藉由創作來連結自然與人文的關係；長篇小說《複眼人》法譯本榮獲 2014 年法國

島嶼文學獎，也令吳明益受到了國際文壇的關注。 

    《複眼人》一書堪稱吳明益個人創作道路上的里程碑，是學者是作家同時也是環保行動

者的吳明益，在小說中探討了一貫熟悉的自然環境與生態議題，並且觸及了原住民的族群認

同、主體文化的流失，藉由多線敘事的手法，最終凝聚於「我們要一個什麼樣的島」這個議

題上，書中敘寫許多人們對大海、山林、土地強取豪奪後的省思，不論虛擬還是真實，在在

表達出作者深切的生態關懷關切與臺灣認同。吳明益以小說創作介入「生態再分配」的深刻

討論，學者蔡林縉指出：《複眼人》所展現的「生態再分配」，不僅有意識地藉著臺灣在地

文學想像積極地投入當代的全球生態文學生產，彰顯臺灣在全球生態文學圖景中獨特的文學

風貌，更同時反思並批判臺灣漢人中心的族群書寫以及定居者多元文化主義論述的侷限。國

際上對於《複眼人》一書讚譽有加，稱美其「寫出了人性的脆弱，也寫出了人世的脆弱」。 

    法國美學家杜夫海納認為文學藝術必須「返回到世界的本源，牢牢地立足於這塊大地

上」，誠然，文學呈顯的是人類永遠不會消逝的靈魂，追尋的是一種「存在的真理」，只要

文學堅守住自己的陣地，我們相信臺灣文學的發展，無論是這個世紀或是下個世紀，始終充

滿驚喜，始終值得期待。 

 

 

四、最近某文學獎因為散文類得獎作品被疑為非作者親身經驗，引發文壇熱烈討論。其中争論重

點之一，在於散文是否可以使用小說的虛構手法書寫非自身親歷的真實經驗？散文和小說的

文類之分，疆界在那裡？請以你所知加以評述。(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星) 

《解題關鍵》：林榮三文學獎 11月初揭曉得獎名單，散文首獎作品立即引起文壇熱議，12月地

特的本國文學立即出現考題，顯現藝文「時事」亦是考生不可忽略的備考重點。是故，考生除

了文學史相關書籍與教材的閱讀之外，尚須留心臺灣當代的藝文動態（包含文學作品的改編與

傳播媒介、文壇的重要訊息等等），建議平時可瀏覽各大報刊的藝文版面，還可偶爾上上文化

部及臺灣文學館以及文學相關網站）。不過此題雖由藝文「時事」出題，談的還是文體分類的

固有命題，考生除了傳統的觀點之外，尚可提出個人的觀察與想法，頗有發揮空間，只是要談

論深入些許，亦甚為考驗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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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林榮三文學獎」11 月初揭曉得獎名單，散文首獎作品立即引起文壇熱議，其中討論的

核心議題即為「文類跨界」──散文是否可以使用小說的虛構手法書寫非作者自身親歷的真實

經驗？其中所觸及的正是文類定義的傳統命題。以下試就所知說明之。 

    散文的「虛、實」論戰一直存在，只是此次「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作品被提出並非

作者個人的生命經驗時，再次激起各派的爭論罷了。為何當散文創作中出現「虛構」的成分

時，會引起如此驚人的質疑聲浪？其實是因為這涉及了文類特性定義的既有觀念，因為相較

於小說，散文一向被公認為是最為「真實」的文類，作品內容常會被讀者視為作者自我內在

的表露，此外，散文最大的特點還有「自由」，亦即創作者書寫時可以無所不包、盡情發揮，

正如日本學者廚川白村說的「任心閒話」，林語堂說的「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

皆說明了散文內容的不受束縛。小說則是「敘事性」文類的最佳代表，其中不論是角色的塑

造抑或是情節的安排，小說中「虛構」與「想像」的藝術手法之展現，自古以來即被讀者們

理所當然的認可並毫無異議的接受。 

    然而，當散文「跨界」，模糊「虛」、「實」之時，創作者究竟是捨棄了書寫倫理、顛

覆了文類邊界，還是創作者試圖突破束縛，進而展開的「破體」行為呢？學者黃錦樹曾指出

散文書寫要立基於「真實性」的立場，此次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組評審郝譽翔也在評審會議

上說出自己評選散文的標準：「散文這文類非常特別，因植根於個人經驗，自我的暴露

跟坦誠會比其他文類更多。」郝譽翔所說「植根於個人經驗」的要求，就是所謂的散文

的「真實性」。許多論者認為創作者若選擇虛構內容，就應當選擇小說當作書寫文類，然而

作家唐捐卻說過「散文無本質」，只要言之有理，取信於讀者，又何需固守成規。學者石曉

楓則表示「題材可以部分虛構，但散文的情感不能虛構。」 

    散文虛、實論戰迄今方興未艾。一方面散文雖被認為是最為自由的體裁，但對文本「真

實」方面，卻又面臨著比其他文類更為嚴苛的要求；另一方面，創作者自覺或不自覺的「跨

文類」實踐也早已得到不同程度的肯定。散文內容及作者經歷的虛構化是否觸犯了散文創作

的底線？散文是否一定要寫實？此類問題，短時間勢必仍然無解，但是文學創作者的「文類

跨界」究竟不過是為了譁眾取寵還是熱情的勇於衝撞？創作者的動機實是應該高於「文類焦

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