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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猶記得甫升高中那一年暑假，老師帶領我們遨遊古代小說的奇幻世界。一句

「小說是人生的具體反映」，深深震撼我們的心，也讓我們好奇小說與文人、社

會背景的關係。但古代小說可以從神話溯源至章回小說，如何由如浩瀚宇宙般小

說書海之中選定需要的主題乃一大難題。歷經討論、省思與一步一步的爭議，魯

迅在《中國小說史略》對於唐傳奇的溢美之詞曰：「敘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

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為小說」1，讓我

們決定梳理唐傳奇。 

 

二、研究方法 

 

因此研究唐傳奇必得重視其作品的深層內涵，故本文擬藉由具代表性之唐傳

奇作品的探悉，著重其作品的主題意識，希望能管窺唐傳奇作品內容之思想性，

提高在文學上的價值。茲就各章節摘要如下: 

第一章「唐傳奇產生的背景」 

第二章 唐傳奇的寫作類型  

一、「繼承六朝志怪小說的遺風」: 志怪 

二、「嚮往俠士義行之作品」: 俠義 

三、「嚮往自由愛情與評估婚姻制度之作品」: 愛情 

四、「反映政治社會現實之作品」: 歷史 

 

三、研究目的 

 

唐人開始有意識的作小說，與當時的科舉制度衍生出之「溫卷」習尚密不可

分。為了切於現實的需要，文人多藉書寫小說來宣揚文采以博名聲。其中必有作

者欲寄寓的主題意識，代表著唐人對時下所處的背景、人生課題、乃至價值意義，

作了縝密的思考，從而假小說以寄筆端。藉此將自己的意念與寫作意識傳達給普

羅大眾，使旁人能夠體會其核心思想。故本文藉由分析唐傳奇故事、人物及主題

意識，進而提出見解，望不吝嗇指正。 

 

貳●正文 

 

唐傳奇雖貴一代之雄，蔚為大國，然載籍缺佚零散。幸得宋太宗年間詔李昉

等纂成《太平廣記》。保存了先秦至宋初之野史、小說，而有小說家淵海之稱。

                                                 
1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錄於《魯迅小說史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1992 年），頁 3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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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有關唐傳奇之故事取材，全出自此求得。 

 

我們知道小說自唐傳奇始據完整架構，發展出高度藝術成就，不但在文學上

不朽，且令人可一窺唐人的生活文化。因其內容的多彩多姿，除了引人入勝的情

節外，尚有許多值得探討與關注的議題，特別是與當代背景實質息息相關者。 

 

一、唐傳奇產生的背景 

 

唐傳奇指唐代流行的文言短篇小說，它遠繼神話和史傳文學，近承魏晉南北

朝志怪小說，遂發展成以史傳筆法寫奇聞軼事的小說體制，標誌中國古代小說創

作邁入新的創作階段。可以斷定唐傳奇的繁榮，有一定的歷史、社會原因。故本

節梳理了唐傳奇產生的原因，作以下探討並歸納統整： 

 

(一)古文運動的推行 

 

唐代的古文運動與小說的交涉是一種值得注意的文學現象，至中唐有了標竿

性的意義，故常為後代學者們樂道。因韓愈與柳宗元反對駢文華而不實，不適合

用來載道，而提倡的古文運動，希望語言能以文以載道的初衷，讓文章可以以最

雅潔之詞彙呈現作者所欲表達的意涵，間接促使唐代的文言小說進步。明代胡應

麟從創作的觀點云：「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

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尚可，……。」2 

 

上述之言，乃論唐代小說形成的經典之論。而陳寅格則更極陳唐代古文與傳

奇之間的關係，作〈韓愈與唐代小說〉一文指出：「貞元、元和為『古文』之黃

金時代，亦為小說之黃金時代。《韓集》中頗多類似小說之作。〈石鼎聯句詩並序〉

及〈毛穎傳〉皆其最佳例證。…….。要之，韓愈實與唐代小說之傳播具有密切關

係。」3此說法即認為古文推動了小說的發展，並間接掃除唐時已然僵化的駢文。 

 

又因唐代時有良好的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開明的政治作風奠定政治基礎，使

得人們有優良的生活環境和更多的時間來從事工作之餘的休閒娛樂，而唐傳奇也

承延了魏晉南北朝的志仁與志怪小說的文學基礎，敘事規範亦承接史傳的書寫筆

法，這種文筆合一結合史才、詩筆、議論的唐傳奇創造出具有藝術價值小說文體。

總之，古文運動解放了文體，直接促進了唐傳奇小說的發展。 

 

(二)科舉 

 

                                                 
2
 胡應麟始說，見《少室山房筆叢‧二酉綴遺（中）》景印《文淵閣 四庫全書》886 冊，頁 387。 

3
 陳寅格〈韓愈與唐代小說〉，收錄於《講義與雜稿》（北京：三聯書店， 2002 年），頁 440-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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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時科舉並不彌封，主考官可以輕易知道應試舉人的姓名。故考生為了增加

及第的希望，因此，將自己平日的詩、文、及傳奇編輯成冊，在應考前呈送當時

在社會、政治或文壇上享有地位、名望之人，希冀能獲得主司，即主持考試的禮

部侍郎推薦，這種風尚就叫做「行卷」或「投卷」。 

 

眾所皆知的王維行卷的事蹟，收在《集異記》一書中，描述年屆弱冠的王維，

年少即以文章、音樂見長，因而獲得岐王賞識，自由地出入王公貴人的宅邸。但

當時張九皋名聲亦很大，故公主早已寫信暗示京兆試官，希望能選張生為「解頭」。

岐王便讓王維穿上錦衣，至公主府第，拿著琵琶獨奏，遂令公主驚為天人。王維

進而上舊作十篇，更獲得公主的歡心。岐王便趁機要求公主放棄提拔張生，轉而

推薦王維。公主二話不說地首肯，因此，王維輕鬆拿到「解頭」的名目，又憑著

自己的才能一舉登第。誠如南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中所云：「唐之舉人先藉當

時顯人以姓名達之於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

錄》、《傳奇》等皆是也。」4 

 

上述內容，交代了兩件事情：（一）舉人赴進士科考試前，有「溫卷」的習

慣，故《幽怪錄》、《傳奇》等書的作品即為「溫卷」之作；（二）唐人在傳奇

小說中展現了史才、詩筆與議論的書寫能力，主要目的使得自己受到大眾激賞，

從而增加光耀門媚的機會。而今人陳寅恪、劉開榮等人亦延續了「唐傳奇作品為

舉人投卷之作」的論點，並加以詮釋，並亦舉出現存唐傳奇作品，皆告訴了我們

唐人用傳奇小說行卷這個重要事實。 

 

(三)城市的興起 

 

唐以前，由於都會城市尚未興起，因此尚未見有通俗文學的產生。至唐， 

大都市逐漸成型，除長安、洛陽兩京之外，商業型城市也漸次發展，例如地處絲

綢之路西端的敦煌，便已是頗具規模的一座國際商業城市，可說唐代無疑是中國

都市發展的開創期，為通俗文學的發展塑造了客觀有利的條件。 

 

故唐前期的百年大治，是唐代文學興盛的基礎，也是使小說走向成熟的唐傳

奇興盛的基礎。即因隨著商業經濟的發達，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致市民階層

興起，故為了滿足市井小民對娛樂的需要，文人聚集的焦點遂由單純的談神說鬼，

趨向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提供唐傳奇一些新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方法，豐富了新

的故事素材。 

 

如游國恩在《中國文學史》一書亦認同，其曰：「唐代傳奇的興起和發展，

首先是由於唐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給傳奇小說提供了

                                                 
4
 趙彥衛《雲麓漫鈔》(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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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素材，使它由單純的談神說鬼，向反映複雜的社會生活發展。同時，隨著

商業經濟的發達，市民階層興起，為了滿足他們對文化娛樂的需要，產生了市人

小說為文人的傳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內容於藝術方法。」謂唐傳奇能夠突破六

朝志怪思想內容的藩籬，大興於唐的重要原因乃起於社會經濟的繁榮。 

 

換句話說，乃說明城市的物質與精神生活發揮了相當的促進作用。林立的酒

樓、茶館，不但是大眾的休閒場所，更是快速傳播資訊的好管道，構成市民文化

的主要環節。使各類民間戲曲、小調或變文等娛樂大眾的俗文學也在此環境下滋

生，以應消費者的需求。 

 

(四)藩鎮割據 

 

揆諸唐文化悠久的時空背景，從盛唐過渡至中唐，無疑是一個巨大轉捩點。

諸如藩鎮之亂、朋黨之爭、科舉之弊等諸多因素都為中唐文人們提供了創作的來

源，形成了迥異的風格與文體的革新，可以說政治上的變革與文學的發展、作家

的心態有密切之關係。故本節試圖在廣闊的中唐文化的背景上，梳理這一時期的

政治、社會及文化轉變的重要因素─「藩鎮」，從而探討藩鎮對唐傳奇的影響與形

成原因、發展與演變的關係，作一深入研究。 

 

此局面促成眾多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力量的新文人集團產生，因為士人爭

相成為藩鎮的入幕之賓，自稱其出於某某門下，為幕主及己謀求好的聲望，如此

雙方往來，自然形成了文人集團。不難推測聚集一方的文人士子，彼此定有詩文

相互酬唱、切磋與薦舉，不但帶來了文學思想和創作經驗的交流，另一方面由於

藩鎮主與幕僚亦相互宴飲唱和，進一步鼓勵並帶動文學之創作。如著名的文學家

韓愈、孟郊、李翱、張籍等人，即曾雲集汴州，或在方鎮幕下任職，或客遊。大

量的詩文往來活動，對於唐傳奇的蘊釀與形成，起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 

 

這場叛亂雖最終被郭子儀平定，但造成了唐代盛世重傷至深且鉅，而藩鎮的

跋扈、只知貪圖物質上的享樂，甚至蓄養死士從事暗殺行動，只為了結個人恩怨，

亦讓唐人憤恨不平。在此黑暗的時代，唐傳奇反映了當時人民的心願，期望出現

許多行俠仗義、武功高強的豪俠。可以說在現實生活飽受威脅的脅迫下，這些虛

構人物反而成為了老百姓心靈上的寄託。  

 

(五)小結 

 

大一統後，社會長期的安定，經濟隨即得到廣大發展，為了迎合民眾的娛樂

需要，唐傳奇幾乎毫無阻力的快速傳播。又唐時科舉取士，各考科中，詩賦雜文

最廣為重視。士人應試前，也常用傳奇文作「行卷」，以求稱譽於世，為考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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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科創造條件。加以中唐時如火如荼的古文運動反對駢文，中堅人物韓愈、柳宗

元是實踐者，亦是傳奇小說作者，寫出《毛穎傳》、《河間傳》等傳奇作品，促進

唐傳奇創作發展。最後安史之亂後，大唐外有藩鎮割據，內有宦官專權，政治矛

盾重重，傳奇作者紛紛不約而同以描寫英雄、俠客的義烈行為為主，對新的美好

生活表示了渴望和追求。 

 

二、唐傳奇的寫作類型  

 

前節已陳述唐傳奇的出現，肇始於當時社會背景、經濟狀況或與政治環境皆

起了促進作用。開創期約於初唐，乃六朝志怪小說到傳奇的過渡期；而至安史之

亂後，種種不平的社會現象亦提供了傳奇豐富的寫作來源；又唐末戰亂四起，社

會秩序遭受破壞，文人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也表露出人民內心的期盼。

故探析唐傳奇內容，大致可分為四類：神怪、俠義、愛情、歷史。如圖示： 

篇名 出處 太平廣記卷次 

枕中記 沈既濟《異聞集》 卷八十二 

南柯太守傳 李公佐《異聞集》 卷四七五 

韋固 李復言《續玄怪錄》 卷一五九 

柳毅 李朝威《異聞集》 卷四一九 

離魂記 陳玄祐《離魂記》 卷三五八 

任氏 沈既濟《異聞集》 卷四五五 

紅線 袁郊《甘澤謠》 卷一九五 

聶隱娘 裴鉶《傳奇》 卷一九四 

虯髯客 杜光庭《虯髯客傳》 卷一九三 

古鏡記 王度 卷二三○ 

杜子春 李復言《續玄怪錄》 卷一六 

 

(一)志怪類 

 

志怪類多成於初唐時期，可說是六朝志怪小說的末流。此時，唐傳奇的發展

尚未成熟，乃處於探索的階段。這類故事之特徵多採虛幻的象徵性描寫，其中亦

有假託神祇鬼怪，輔以人性化的效果。這些作品背後的意涵已然超脫了六朝志怪

以「明鬼神之不誣」的本質。如：《古鏡記》、《離魂記》等。而《古鏡記》是現

存唐傳奇中最早的一篇，汪辟疆《唐人小說》一書說它「上承六朝志怪之餘風，

下開有唐藻麗之新體。洵唐人小說之開山也。」5以下摘錄《古鏡記》解析唐傳

奇中志怪類故事： 

 

                                                 
5
 汪辟疆《唐人傳奇小說》（臺北：世界書局，1980 年），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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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業七年五月，度自禦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 

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于主人程雄家。 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 

曰鸚鵡。 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頭流血， 

云：「不敢住。」 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 

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 

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 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 

「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舍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 

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形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 

為下邽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入柴華。鸚鵡與 

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 

遂劫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 

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 

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化為老狸而死。 

一座驚歎。——〈古鏡記〉 

 

內文述一面能照見妖物的寶鏡在凡間的種種經歷，藉由多件事情之串聯，顯

現寶物能擔負起秩序安危的特質。且除了寶物古鏡外，還出現許多幻設人物，及

在古鏡照射下現出原形的精怪。即大業七年，王度從汾陰侯生身上獲一古鏡，故

此於江湖上斬妖除魔，除奸罰惡。如某日王度至長樂坡，借住程雄家中。其府上

有一婢女，這名婢女長得端莊秀美，名叫鸚鵡。鸚鵡一看到這面古鏡，立刻下跪

磕頭，還說「我不敢住在這了。」王度便懷疑此女可能是精怪，遂取出寶鏡朝其

照去。此女，沒多久便化回原形而死。 

 

離奇怪異的情節，因而成為唐傳奇藝術史上的奇葩。如朱自強與何衛青在《中

國幻想小說論》中提到：「與志怪相比，在總體上，傳奇的神話色彩趨於淡化，

是沿著神怪味漸淡、人情味加濃，且更貼近現實生活之路而向前發展。魯迅曾提

出 『傳奇』是志人小說，也是意指傳奇中神怪已少。傳奇中寫怪誕的幻想 情節

的作品已經不多，但是寫到幻想情節的作品往往細緻入微，比志怪更具幻想小說

色彩。」6可知唐傳奇已逐漸跳脫六朝離奇的志怪，轉而從現實生活中尋找新題

材；形式上亦更顯完備且具邏輯。 

 

(二)俠義類 

 

俠義類作品出現於文人創作時，乃文人自覺性將此心境投射於作品思想中。

因中晚唐後，社會動盪不安致百姓民不聊生，豪俠故事遂隨之而起，又添加政治

與愛情些許情節，使得情節更複雜緊張，輔以清麗的語言，而吸引讀者的目光。

                                                 
6
 朱自強、何衛青《中國幻想小說論》（上海：少年兒童出版社，2006 年），頁 23-24。 

 

http://baike.baidu.com/view/149031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55049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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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聶隱娘〉、〈紅線〉等名作，尤以〈虯髯客傳〉是唐傳奇中的名篇，人物雕塑

虛實交錯，故事發展高潮迭起，歷來多有學者對此提出相關見解。 

 

文章陳述：隋末，隋煬帝出遊揚州，命重臣楊素留守長安。楊素驕橫，據床見

客，遭到李靖批評。楊素的家妓紅拂由此愛慕李靖，與他私奔太原，在路上旅店中

結識捲鬍子的虯髯客，三人一見如故。隨後聽李靖說李世民乃「真人」，就急於相見，

見後驚歎：「真天子也！」但又不甘心就此止步。故又請來更高明的道士看李氏相貌，

道士「一見慘然」，告訴虯髯客：此處不是你的世界，要另尋「他處」，遂無心再爭

天下。便邀李靖與紅拂回到長安，將自己為打天下籌集的大量財寶咸贈予，以輔佐

「真主」李世民。自己與夫人乘馬遠行。十數年後，李靖做了唐朝的宰相，虯髯客

也做了扶餘國國主。  

 

與傳世文獻對照，故事中的歷史人物面貌變動不大。如隋煬帝的昏庸暴虐、

楊素的貪逸驕貴、李靖的內斂隱忍、劉文靜的善相知人等，與史傳記載多有吻合。

唯較有出入乃唐太宗李世民，小說將其形象神話，以呼應此乃得天命的一代開國

之君傳奇。 

 

但角色出場設計其實是虛實交錯，虛構人物包括虯髯客、紅拂與道士。 

虯髯客的存在則與唐太宗相互呼應，表達作者「天命所歸，君權神授」的思維意

識；而紅拂的角色間接傳達出男子應擇良主，女子則依良夫的觀念，大加稱揚紅

拂的慧眼識英雄；又道士形象的設定則強化道教的地位，因其勸退了亂世中如虯

髯客般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家。故小說的推進以虛御實，讓由虛構角色主導故事的

發展，進而道出「天下一統，終歸李氏」的主旨，顯然作品目的在烘托李唐王朝

统治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綜上所述，唐傳奇塑造了一批富有俠義精神、義薄雲天的豪俠形象，如唐李

德裕《豪俠論》一文，談論了何謂俠義精神。其曰：「夫俠者，蓋非常之人也，

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義為本。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難兼之矣。」7加以

故事背景取自真實，使得作品具豐富的社會內涵，為後世武俠小說奠定了基礎。 

 

(三)愛情 

 

愛情類小說在唐傳奇當中佔最大比重。中國是以父系為主的社會，女性地位

屢受壓抑，已為時很久，故女性的婚姻和經濟生活、社會地位等，可以說一點都

不受人重視。但自武則天由皇后一躍而為大周皇帝後，以她的雄才，不但在延攬

                                                 
7
〈唐傳奇裡的俠客——從聶隱娘、紅線女說開去〉。取自 

http://www.jianshu.com/p/435503190e7c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5&cad=rja&uact=8&ved=0ahUKEwiqvNXGlpnQAhUGI5QKHUtrDrQ4ChAWCC4wBA&url=http%3A%2F%2Fwww.jianshu.com%2Fp%2F435503190e7c&usg=AFQjCNErzgGkCSN0otBYsKh9hB6n9pNi-w&sig2=Lhi1ksXHgvWLLLUGaQE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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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處理政務方面有特優的表現，更開設女官，對唐代女性的社會地位，自然

提升了許多。在這樣一個嶄新的環境營造下，自然而然產生士子娼妓愛情文學佳

構。故本節以唐傳奇愛情故事名作——〈鶯鶯傳〉為研究，試圖從情節中探究人

物形象塑造及主題意識。 

 

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 

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 

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 

郎憔悴卻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 

「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 

知復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常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 

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 

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 

鶯鶯，公垂以命篇。——〈鶯鶯傳〉 

 

元稹所作的带有自叙性的作品，內文講述張生與崔鶯鶯在寺中相遇，一見鍾

情，詩歌唱和後，相約於西廂共度良宵。幾個月後，張生赴京趕考，落第亦拋棄

鶯鶯，更批鶯鶯不貞，而張生的朋人居然都讚揚張生決定正確。 

 

唐代雖然政治較為開明，禮教對女性的約束為仍影響著社會的認知。故部分

學者認為，唐傳奇的戀愛故事，批評門第制度，讚頌戀愛和婚姻自由，〈鶯鶯傳〉

是後世當中最著名的傳奇之一。從鶯鶯在禮法和情欲之間的游移，突顯出她對愛

情的期待，展現她大膽的婚戀追求，進而掘發鶯鶯和張生於愛情事件中所展現的

心理徵兆是父權至上的觀念制約。鶯鶯的美貌、才情在父權的扭曲下成為妖孽象

徵，而鶯鶯亦如此界定看待自己；張生更在此價值的框架下，形成自身情感與社

會期待的衝突。 

 

(四)歷史 

 

陳鴻《長恨歌傳》是唐代傳奇中的優秀之作，為他贏得生前身後名，可知其

《長恨歌傳》流傳之廣。敘述的是唐玄宗李隆基與楊貴妃之間的愛情故事，玄宗

因寵幸杨贵妃，而忽略朝政，將先祖辛苦自馬上打來的江山逐漸敗壞。安史之亂

後，玄宗不得已賜死愛妃於入馬嵬坡。戰事弭平，又召道人索魂天上與楊贈劄相

見的事情。可惜後人研究熱忱並不高，特別是與白居易《長恨歌》研究熱度相比，

顯得相對冷淡。可以說能從文本挖掘的空間尚大，故本節試圖對《長恨歌傳》進

行故事分析。 

 

從故事內容看來，作者似有意灌輸「女人禍水」的思想，故云：「欲懲尤物，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0%E7%A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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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8懲的對象明顯直指楊貴妃，把禍國殃民的罪過歸於

女子，完全是一種封建父權下的思想。但實然故事中對唐玄宗和楊貴妃二人行徑

都毫不隱蔽地揭露，特別是極力描寫了唐玄宗荒於政事、沉溺聲色的昏君面目，

提醒後世君王勿沉溺女色。 

 

可惜，在歷代讀者的眼裡，《長恨歌傳》多被視為一部愛情悲劇，有如漢大

賦特色之一「勸百諷一」，其根本不足為訓。可以說由於國家的動盪不安給人民

帶來無限苦難，人民便把希望寄託在大唐的興復，即是對李、楊二人進行了批判

以後，又寬恕了他們的原因。尤其是楊貴妃的死，引起了人民的無限同情。 

 

(五)小結 

 

文學是中國社會的一種詮釋，然而文學有其自主性。唐代文學中，傳奇大部

分較偏重於事件的敘述，以較寫實的手法展現現實的生活，涵蓋的內容頗為廣泛，

所能提供的社會訊息也自然而然的更為貼近生活。加以始「有意作小說」，也就

開始有了作品的主題，反映作者的中心思想。故本章皆摘錄極具典型代表性的作

品，其精彩豐富的題材內容，也是後代各類型小說爭相模仿對象。不僅在文學、

體裁的沿革演變上，佔有一席的歷史地位；寫作技巧上也有極其重要的突破性表

現。 

 

参●結論 

 

唐時統治者對思想大為寬鬆，故女性得到極高程度的自主性。因此，唐代女

子在情感表現上較傳統的女性坦率、大膽許多，如步飛煙的偷情、紅拂的夜奔、

紅綃的逃亡，可見他們不但已有了「愛情自由」意識，且更勇敢的付諸行動，作

者有意識書寫擺脫社會禮教束縛之女子，進而構成了唐代女性獨特的新風貌。但

還是能發現這些女子雖多傲然不屈，結局上輒難脫婚嫁，顯示了她們與現實社會

的妥協。起因自胡族較無明顯男尊女卑價值觀，使男性失去了原本後天上優勢，

造成文人隱晦的抨擊。加以隨之而起的宋朝風氣特重儒家禮法，使禮教觀念又開

始束縛女性的一切思想。總結來說，古代女性不但在政治、社會上毫無地位，即

使在法律上也難與男性齊平，唐代女性之開放僅僅曇花一現。 

 

幸隨著時代的演變，現代男女的地位差距漸次縮小，職業婦女亦隨之增多，妻

子對丈夫經濟依賴程度也不似以往。故傳統父權觀念逐趨於平權，如古代「男

 

                                                 
8〈長恨歌傳〉- 台灣 Word。取自

http://www.twword.com/wiki/%E3%80%8A%E9%95%B7%E6%81%A8%E6%AD%8C%

E5%82%B3%E3%80%8B 

http://baike.baidu.com/view/24740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41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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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外，女主內」的家庭分工型態，婦女僅擔起子女與老人的照護問題，或女性

必生男，替夫家傳宗接代的觀念也較於過去淡薄，不再似唐傳奇筆下的女子，

即便擁有令人激賞的才情，終究還是會回歸成傳統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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