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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
中心」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胡　頎 *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計畫名稱：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

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

時　間：2017年 11月 30日（四）、12月 1日（五）

地　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地下一樓多用途空間

開幕致詞：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為文哲所古典文學研究室執行之同

名重點研究計畫的研討會。胡曉真教授指出，文學研究中不乏和戰爭相關的題材，

如邊塞詩、喪亂記憶、遺民等；相較之下，直視戰爭本身的討論卻遠遠不足。此一

持續了三年的計畫，正是希望結合不同領域、文類對這個議題做更深入的思考。同

時，也希望能跨出過去以明清為主的研究，與前後期歷史脈絡更緊密地連繫，以探

索中國近世文學與文化研究不同的可能性。

本次研討會為期兩天，共六場發表會，以下依序摘述各場次報告與討論要點。

第一場

主持人：劉苑如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 胡　頎，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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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

李嘉瑜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題　目：傅若金使越詩中的戰爭敘事

顏智英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創設計產業系教授兼系主任）

題　目：從「視角」看明詩海戰書寫的發展

廖肇亨教授著眼於十六、七世紀風譎雲詭的東亞政治，探討南浦文之作為薩南

學派健將與薩摩藩重要外交文書寫手，其文集如何從不同角度反應當時複雜的國際

情勢，並留下關於「琉球侵攻」的重要歷史線索。除了直接與戰爭相關的文書外，

本文也十分關注因侵攻而移動的人物、書籍往來，如南浦文之與琉球王國大僧錄司

天叟禪師間的詩文唱和，及其訓點《四書新註》如何透過弟子泊如竹重新傳入琉球

王國等。廖教授最後特別指出，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東亞戰爭頻繁，其影響範

圍之廣與僧人在中間扮演的重要角色往往為後世忽略。薩摩藩入侵琉球不只是政治

事件，還伴隨著泊如竹代表的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入侵；但過去對儒學傳布的討論

都比較著重溫柔敦厚的一面，忽略潛在的暴力性。總之，僧人、儒學與東亞政體之

間的複雜關係，未來仍有許多值得深入省思的課題。稍後的討論中，胡曉真教授也

特別對儒學「教化」過程中隱微的暴力性提出回應，認為這現象不只發生於中國與

外國的相遇，在帝國內部也往往如此，很期待看到未來更進一步的發揮。

李嘉瑜教授在元代使節的安南書寫研究中，注意到元末出使安南的傅若金《南

征藳》。過去研究往往將其安南紀行詩簡單納入傳統使越詩的異國述奇和羈旅思鄉

框架，而為數不少的西南傜亂側寫，則因難以納入而逕遭忽略。事實上，這些關於

戰爭的詩歌，一方面能作為史料補足《元史》與碑記資料過於簡略的紀錄，勾勒戰

爭籠罩的日常氛圍。另一方面，也提供一種特殊的使節視角：不同於元初意氣風發

宣揚國威的使臣，傅若金因切身經歷而意識到帝國內部的雙重敵人，並在邊陲的動

盪和安南的昇平對比下，重新省思過去強烈自信的帝國心態。凡此種種，皆有助於

拓展使節詩學研究的新視域。問題與討論時，胡曉真教授指出，過去研究者多將焦

點放在傅若金到達安南後的凝視與思鄉，這篇文章則更關注使者在國境內遭遇的景

象衝擊。事實上，使途中的衝擊一定會與到達目的地後的觀看形成某種互動，透過

對「過程」的凝視，相信能更好地掌握跨越異國門檻前後的微妙變化，並深化對異

國經驗書寫的研究。

顏智英教授以大數據分析海戰書寫，發現隨著時代轉易，相關書寫中有明顯



•   75   •

「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學術會議

的視角流變。嘉靖以前海戰詩作較少 (6%)，主要承襲元朝，以抗倭戰士視角塑造

其英勇無畏的形象。嘉靖時期由於倭患漸熾，海戰詩大量增加 (59%)，並新加入百

姓視角，描寫倭寇侵城燒殺擄掠的慘況，批判官兵對黎民的二次傷害。隆慶、萬曆

後，隨著倭患漸息，作品減少 (35%)，百姓視角消失，整體又重回戰士凱歌書寫，

惟較之前增添了更明顯的海洋經理思維。最後，南明對抗女真的海戰詩中，以舟

師群相取代了傳統對個別戰士的謳歌，逐漸揚棄以人為主的形象描繪，轉而透過戰

場書寫深化對戰事的記憶，同時透過百姓視角寄寓反戰思想。顏教授認為海戰詩研

究，既可補史之不足，更能展現詩人面對世界、他者的態度，並反映背後的文化脈

絡與價值信念。針對顏教授提出的「視角」研究，楊貞德教授和金環教授都提出作

者實際身分和代言的問題。楊貞德教授指出，當百姓視角背後的作者仍是文人時，

是否須進一步考量他的代言與真正百姓視角間的差異？選擇百姓視角的作者是否屬

特定群體？金環教授則與十九世紀英國比較，提出當時許多作者出於商業考量會隱

藏文人背景，特別強調自己將軍戰士的身分，中國是否也有這種現實身分與作品形

象塑造的差異？該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

主持人劉苑如教授總結時指出，本場次從一三三三年的西南傜亂開始，經歷明

代中葉的南倭北虜，到一六〇九年薩摩琉球之役，可以看到十四到十七世紀中國乃

至整個東亞的戰爭頻仍且影響廣泛。過去戰爭相關研究多集中於交戰雙方觀點，然

而幾位發表人卻從更宏觀的視角考察戰爭與交通的關係：因為跨越地域，兩軍有交

鋒的可能，同時也帶來種種交流、觀看的機會；反過來說，東亞世界經濟文化交流

也創造了新型態的戰爭。相關討論將帶給我們新的思考角度，也引人進入近世的戰

爭氛圍。

第二場

主持人：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兼檔案館主任）

發表人：

周維強教授（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

題　目：院藏《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初探

吳玉廉教授（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題　目：丈夫本領：滿洲統治下的騎射論述與性別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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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瓊云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題　目： 重省戰爭：遺民劉九嶷《潔庵選義林遜國全書》中的「靖難」與明清易代

（由何幸真女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代為宣讀）

戰圖繪製是清代呈現軍功的重要藝術活動，其中清廷繪製的第二組大規模戰

圖《和碩康親王平定四省大功圖》更是詩賦詞頌和戰圖結合的先聲，然而卻一直未

受到足夠的重視。周維強教授詳細地梳理圖題和手書夾籤，與一同出征平定耿精忠

亂事的姚啟聖《閔頌匯編‧平海圖》比較，勾勒繪製《平定四省大功圖》的背景脈

絡。更與《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和《平定三逆方略》等官方史料對照，進一步解讀

軍事圖像及其形式特色，並補充關於清初戰爭技術文獻記載的不足。稍後，周教授

在問題與討論中表示，未來希望藉由更全面的研究證明戰圖繪製是由下而上，並

非由上而下的過程。這些圖像如何流傳？清廷如何將帝國的勝利化為共同的歷史記

憶？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吳玉廉教授在十八世紀的物質文化與性別研究中，注意到滿州皇室騎射論述

背後的性別建構。透過從康熙到乾隆的諭旨、八旗考試和承襲制度的改革及相關圖

像分析，探討騎射技藝、男性氣質與滿洲族群政策間的複雜關係。吳教授指出，清

廷對騎射的推崇不應只從傳統維護族群認同的角度討論，更應視為有意識地建構八

旗男性認同，以形成與漢人尚文傳統截然不同的尚武男性典範。稍後討論中，美國

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蔡偉傑先生從小說資料佐證騎射論述對底層

滿州人的影響。周維強教授則對扳指、反曲弓及乾隆戎裝圖做了進一步的補充。此

外，主持人陳熙遠教授指出本文偏重於君王的論述，期待未來能如結論中所言，繼

續探究清廷政策對漢人群體男性認同的影響，並處理滿州婦女認同的問題。楊玉成

教授也提出在滿州男性認同塑造的過程中，將漢人女性化的可能。吳教授回應清廷

更傾向建構另一種男性傳統而非取代，所以只以「虛浮」批評漢人，並未將之女性

化。另一方面，滿州婦女的論述，往往隨不同政治情境而有不同標準。相關問題的

探究，將進一步豐富我們對清代滿州政策與性別關係的認識。

發生於明初的「靖難」是有明一代廣為士人關注的重要議題，不斷以各種形式

被重新書寫、詮釋。劉瓊云教授在傅斯年圖書館重新發現鮮為人知的《潔庵選義林

遜國全書》，用以與其他靖難書寫對比，分析劉九嶷史評的特色及在此書寫傳統中

的意義。本書不同於早期以補遺、存史為目的的私史，是一部結合自身易代經驗，

鎔鑄過去靖難書寫，重新詮釋，並試圖提煉出普世義理的著作。就史評而言，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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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靖難書寫不同之處，在以「義」而非「忠」為論述重點，並且嘗試以中庸的

態度賦予靖難事件新的意義。事實上，綜觀全書，劉九嶷不斷賦予每一個別的死亡

與苦難意義和前因後果，試圖使戰爭帶來的殘酷、失序和倫理危機有重新安放甚至

昇華的可能；然而，正是這些努力彌合的詮釋罅隙，更無奈地顯露了士大夫面臨的

倫理困境。要言之，《潔庵選義林遜國全書》深刻地呈現靖難書寫如何在對集體記

憶的反省中反映自身的心靈世界，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

第三場

主持人： 廖美玉教授（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發表人：

賴信宏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 宋元之際的戰爭變怪與世亂記憶―以《湖海新聞夷堅續志》、《江湖紀

聞》為中心

楊玉成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題　目：罪與罰：晚明小說版畫的正義與暴力

賴信宏教授透過《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和《江湖紀聞》兩部元代前期編纂的

志怪小說，討論未亡遺民與戰後第二代如何書寫、回應宋元易代。不同於《齊東

野語》一類具補史意圖的著作，二書記述傳聞的性質更強，揭露了個人記憶外更

廣泛的「世俗之見」。因此，不論是世亂記憶的敘述、易代之際的讖語預言，抑或

在後見之明回溯下對人事施為的反思批判，往往都依附於既有的志怪元素與敘述模

式，並有明顯的合理化、類型化傾向。這顯示，往往只有那些能被意義框架收編的

記憶，才能為人們接受、流傳─這些易代記憶本身雖不盡真實，卻真實地反映了

歷史記憶變化的軌跡。主持人廖美玉教授指出，大會安排提供了對戰爭的延續性觀

察，相較於明清易代，文中反應宋元之際遺民的態度似乎較為釋懷，是真實集體記

憶如此，抑或和小說與詩的文類性質差異相關？值得更多的探索。萬晴川教授也表

示，期待未來能在文類敘事傳統中抽繹不同時代對戰爭和易代的態度，做更全面的

比較分析。

相較於小說中的文人評點，作為插圖的版畫往往更能體現庶民的詮釋。楊玉成

教授透過晚明小說版畫中環繞著英雄、俠客、戰爭、刑罰、家庭等主題的暴力，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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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探究為何正義和暴力會連結起來，二者間的界線又如何為大眾理解？殺戮什麼時

候是合法的？什麼時候是合理的？什麼時候是為人期待的？藉由與評點對讀的畫作

分析，楊教授梳理了刑罰演變和種種「例外狀態」背後反應的倫理緊張與禁忌。最

後由心態史角度指出，雖然版畫多有模套，但從細部流變仍可看出日益增長的暴力

因素；這樣的演變不只源於晚明出版商業刺激，血腥色情題材流行，也與中、晚明

泰州學派開出新的「惡的宇宙」世界觀相關。稍後，汪詩珮教授針對晚明小說版畫

「越來越暴力」的敘述提問，希望知道在線性發展外，版畫與圖像標題的暴力類型

是否有特殊時期、地域或對象差異。廖美玉教授則對楊教授以暴力的變形為切入角

度特別感興趣，指出武備在民間小說裏變成刑具，不同民族、國家間的戰爭轉化為

官民、家庭乃至個人心性修養的內部戰爭，相關敘事元素的借用、轉變都是值得探

究的課題。

第四場

主持人：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

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題　目：以暴制暴：明中期倭亂下的武備論述與民風士習

李　瑄教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

題　目： 幕客視界：徐渭筆下戰爭的立體圖景（由邱怡瑄女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代為宣讀）

萬晴川教授（浙江工業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題　目：明清倭亂題材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書寫

王鴻泰教授指出，明朝中葉發生於南方的倭亂不同於北方敵虜犯境，是一種深

入日常生活，破壞既有秩序與安全感的暴力型態。帝國防禦系統的漏洞，迫使官紳

藉由招募客兵或團練鄉兵等舉措自保，然而邊兵和官紳號召的武力集團，卻為脆弱

的社會帶來新的威脅。同時，繁重的軍務建設及繇役也造成地方官紳、紳民乃至士

紳階級內部的緊張矛盾，引發大大小小的軍變與民變。在暴力陰影的籠罩下，江南

民風從文弱走向武勇，發展出尚武好俠的特殊文化，也為士人開啟了新的自我實現

型態。王教授在稍後的討論中補充，除了對江南地區的影響，倭亂調動邊兵也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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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文化交流，士人對西南地區開始產生興趣，帝國也因而往西南深入。此

外，廖肇亨教授注意到，早期戚繼光是以北人的身分到南方抗倭，但明代晚期武裝

主力卻以南軍為主，戚繼光的影響在這轉變中似乎不可忽略。王教授指出，由於明

代流民問題與移墾團體間的緊張矛盾無處無之，所以武備論述特別強調因地制宜，

連帶產生對各種戰爭情況與武備編組方式的設想與實驗，是軍事史極度精彩的時

代。戚繼光的兵書與練兵法則是此一潮流的先河。

李瑄教授注意到徐渭關於嘉靖平倭戰爭的書寫，因幕客身分的特殊性而蘊含豐

富層次的圖景。在他的詩文中，同時可看到作為東南沿海居民對戰爭的現實感知，

和作為士人對建功立業的期待；既有幕客代主上謀劃的一面，也有無權決策者旁觀

批判的一面。時而有因深入內幕熟諳軍事與政治折衝的老成冷筆，時而又有史家般

抽離範限，全盤觀照的歷史意識；這是與一般史書作者單純旁觀式書寫大異其趣的

參與式書寫。雖然材料相對零碎，缺乏史傳清晰的敘事，但提供了從內部透視戰爭

的不同角度和細節，使讀者能擺脫單一論述，回到立體空間感知歷史。希望以徐渭

為起點，能更進一步探討文人層級分化與明代後期文學多元化視角之間的關係。

倭亂對明代社會影響深遠，以此為主題的小說更標誌了文藝思潮由歷史神魔

轉而關注現實的演變。然而，過去相關研究主要著眼於倭寇的他者形象，較少涉及

中國人的形象塑造。因此，萬晴川教授從女性書寫切入，分析不同時期倭亂文學中

女性形象的變化。嘉靖年間的文學作品多為親身經歷的現實描繪，透過悲慘的女性

遭遇，揭露倭寇和官兵的惡行。明末清初因傷痛逐漸平息，才子佳人與英雄美人等

傳統模式，便在有限的歷史記憶上繁衍為傳奇故事。到了清末民國，由於新思想輸

入，傳奇故事中的女子形象亦由被動轉為主動，化身為兼具才智與膽識的新時代模

範女性。女性形象的轉變反映了文學和社會觀念的變遷，同時也帶動新的文學審美

和價值認同。

本場次三篇論文皆圍繞明代倭亂展開，王鴻泰教授將我們帶回城市生活的場

景，看見倭亂對日常的衝擊。李瑄教授則從徐渭的經驗，讓我們看到實際生活在其

中的人複雜而多層次的處境。最後，萬晴川教授透過歷時分析，呈現文學對事實的

投射和想像。主持人呂妙芬教授和王鴻泰教授都表示，對於倭亂，歷史學處理的往

往是政治經濟，但這次武備論述會議裏，文學與歷史的對話卻展現了這個議題在文

化研究脈絡中仍有廣闊的探索空間，十分具展望性。此外，明代讀書人的多樣性也

是這三篇論文的隱性交集。首先，雖然官員多是科舉出身的文人，但因外派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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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往往須面臨盜賊和人民械鬥問題，所以涉獵兵法並從做中學者不在少數。另一方

面，官員也會招募幕友研擬相關知識，因此兵學也成為此時期讀書人的特別出路。

最後，無以為生的失意秀才也是倭寇的重要來源之一。正因如此，許多明代小說都

將倭寇塑造為豪俠形象，並寄予同情。同時也產生了「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一類說法。這些都是明代中晚期武備論述的側面。

第五場

主持人：楊貞德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發表人：

嚴志雄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

題　目：失落桃花源─吳梅村詩中的亂離與身世之哀

金　環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文及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題　目：書寫暴力下的日常碎片：讀太平天國時期日記手稿

劉恆興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題　目：〈牛車〉在「滿洲國」：論呂赫若小說的首次譯介與大連文壇 (1935-1936)

嚴志雄教授〈失落桃花源─吳梅村詩中的亂離與身世之哀〉一文以吳梅村

〈避亂六首〉、〈礬清湖（並序）〉和〈遣悶六首〉為核心，勾勒長州礬清湖如何從

乙酉滿清入關之際的臨時避難所，轉變為此生不斷回顧、追憶的家園。由舉家逃

難、被迫仕清、喪母辭官，到鄭成功軍隊攻下二十九城進圍南京；曾在天崩地裂時

提供一方安棲之地的江南水鄉，此時已零落殘破，恰恰反映了吳梅村身不由己、憤

懣煩憂的心靈。礬清湖的滄桑變化與其入清後的憂患人生交織重疊，美好、痛苦與

愧疚的記憶因非常的機緣而凝結為特殊的文學隱喻。嚴教授透過細膩的解讀，試圖

探索如吳梅村一般懦弱敏感的心靈，如何透過詩歌思索並安頓自身命運與世界的劫

難。

金環教授以沈梓《避寇日記》的手稿為題材，意圖重現太平天國動盪中江南文

化精英的真實體驗。這本日記由貼在帳本背面大小不一的紙片構成，零碎且不按時

序地記錄太平軍攻陷嘉興前後四年之事，此一特殊物質型態，本身便體現了戰亂中

倉皇的日常。從初寫、日後修改增補，乃至後世重新編排的痕跡，更反映了沈梓如

何在不同語境中反覆思索家園殘破的身心之痛與家族女性的死亡，並試圖在最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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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的眼光賦予苦難意義，重新為戰火摧殘後的家園建立秩序。日記對沈梓而言，

是一種抗拒暴力的方式，透過各種碎片的綴拾與不斷修改，試圖重新彌合那個破碎

的自我與世界。從這個角度看，日記既是史料，也是文學，更是文化實踐。藉由沈

梓的手稿，金教授希望繼續探究如何解讀日記這樣的文體在戰爭暴力這種極端情況

下的書寫。

劉恆興教授由新發現的〈牛車〉翻譯展開。呂赫若小說發表不到半年，仲公就

在《大連滿州報》副刊《北風》上以東北方言翻譯了〈牛車〉。與稍後廣為流傳的

胡風譯本比較即可明顯看出，同樣處於殖民狀態的滿洲國譯者，掌握了胡風與後輩

研究者相對忽略的語境：階級、現代性、民族主義都不是當時臺灣知識分子切身關

懷的問題；同樣地，令東北知識分子感到翻譯迫切性的，其實是殖民政策對原生集

團情感與意義的破壞。透過還原翻譯脈絡，劉教授重新審視臺灣與滿洲國文壇間的

互動交流，並指出殖民地文學研究更豐富的可能性。

主持人楊貞德教授表示，本場次三篇論文討論的對象，不論在時間跨度還是文

學體裁上都有很大的差異，但有兩個共同的主題─戰亂中的日常和重新書寫。這

也反映了戰爭書寫的另一面：當人們面對暴力，但無法以真實的暴力相抗衡時，該

如何抗衡。

第六場

主持人：雷之波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發表人：

錢　云教授（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助理教授）

題　目：書寫歷史：元初士人筆下的前朝戰爭

汪詩珮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題　目：之前、之後、之中、之間：元明戲曲中尉遲恭的戰爭敘事

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題　目：萬曆平播之役與戰爭書寫

錢云教授透過元初士人對於前朝的書寫，重新省思「事實性真實」之外的「敘

述性真實」，並希望將過去聚焦於史書體例的書寫討論，進一步擴展到模式化書法

之外的間隙，體察廣義史傳作者選材編輯背後的隱微情志和歷史思維。錢教授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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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問《中洲集》與劉祈《歸潛志》的對讀，揭示人物傳記中摘選穿插的詩歌扮演

的重要角色。同時也藉由元初士人對同一歷史記憶各種細節的書與不書，展現多元

複調的聲音如何微妙地反映作者的記憶、觀看脈絡，以及對歷史的認知。稍後的討

論交流中，華僑大學苗民教授從遺民問題延伸，指出金蒙之間士人的出處問題和明

清易代不同，北方許多世侯在金亡前就陸續投靠蒙古，同時山東的全真教本來就與

蒙古關係密切，是以士人並非在追隨新政權或者隱居間做選擇。也因如此，對讀像

元好問一類可能帶有遺民心態的士人和投靠世侯的士人的詩文，就顯得更值得玩

味。

汪詩珮教授以尉遲恭為例，比較從元雜劇到晚明戲曲選本中戰爭如何被呈現，

進而探討作為一種再現的藝術，戲劇如何克服本身的限制再現戰爭。元雜劇因表演

形式和審美傾向，戰爭皆發生於戲劇戰爭時間之前或之後，以事前揣度想像與事後

追憶描繪表現，更著重政治鬥爭或個人情志抒發。明代宮廷改本雜劇，開始走向舞

臺藝術的專業化和分工化，直接呈現戰爭場面的熱鬧，主題意識也被改為政治正確

的聖君賢相觀點。同時期民間的南戲，則一方面延續元雜劇對政治黑暗面的影射，

另一方面發展出關於尉遲公隱退生活的新主題作為無聲的抗議。最後，晚明選本雖

持續以退隱主題解消戰爭，卻透過三欄並排的視覺效果，讓中欄看似不相關的情欲

聲口代英雄發聲，構建另類的戰場。嚴志雄教授和楊玉成教授都對汪教授三欄對照

的讀法提出不同思索。汪教授認為過去選本研究，通常分成插圖和選文兩條路線，

但若將二者合併，這種進階閱讀的方式值得更深入探究。雖然三欄選本流行的時間

不長，地域範圍也有限，但是除了單純銷售策略考量外，這些選曲的特殊性和可能

意圖也不應被忽略。此外，楊玉成教授就小說和戲曲對於戰爭暴力的重現方式做了

簡要的比較，認為小說暴力場景明顯遠多於戲曲，這是因為戲曲和詩的關係比小說

更近，對優雅表現有更高的要求。

胡曉真教授以萬曆年間的播州之役為核心，考察官方文獻、私人志書、通俗小

說等不同層次的文本，審視戰爭敘事如何反映作者的視角差異及其體裁特色，同時

也勾勒出文本與文本間彼此參照對話的軌跡。以郭子章《黔中平播始末》為例，它

一方面試圖補充同為官方文本的李化龍《平播全書》，提供屬於貴州的視角；另一

方面又與同代的旁觀者對話，隱微指謫私著中浮誇不實的稱功；最後也意圖修正坊

間平話小說對叛亂的播州土司楊應龍的英雄化書寫。胡教授認為在考慮各種形式的

平播書寫大量湧現時，除了戰事本身的話題性外，也應該考慮背後的政治因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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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朝中文武角力，播州之役過後六年仍未敘功，平播各方勢力或許也意圖通過塑造

不同戰爭敘事，獲取相應利益。總之，在此複雜脈絡中，必須對相關文本有整體的

掌握，才能對個別文本的特色與價值做出更準確的評斷。萬晴川教授稍後對李化龍

和郭子章之間的矛盾做了補充，指出明代政爭、黨爭、南北之爭和文武之爭交織的

複雜政治脈絡，確實是理解這些戰爭敘事不可或缺的重要參照。

閉幕致詞：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廖肇亨教授表示，戰爭在中國近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論是貼近生活的社會

制度、文學思想，還是近年來逐漸受到重視的東亞區域交流，背後往往可以看到戰

爭的影子。「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計畫藉由跨學科、跨文類的

多元對話，發掘關於戰爭不同的題材，深化對相關主題的思索、談論，開啟關於中

國近世文學文化研究的新視野。雖然三年的計畫到此結束，但相信交流和探索仍會

繼續下去，並開出豐富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