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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顧起元是萬曆 26 年會元、探花，博學多聞，著作甚豐，然因各種原因，明、清易代

後，顧氏及其著作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本論文首先概述其人之生平、回顧過往的研究，

以作為認識基礎。續以其《爾雅堂家藏詩說》四卷為主要研究對象，說明此書編纂之由來，

梳理其書之版本、流傳，探討其性質、體例等，以填補對此書研究之空白，並藉以略窺《詩

經》科舉用書如何立足於朱《傳》，對舉子應試、備考給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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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晚明顧起元（1565-1628），字太初、泰初、鄰（璘、隣）初，應天府江寧縣（今江蘇

南京）人。萬曆 25 年（1597）應天鄉試中舉，26 年（1598）連中會元及一甲三名探花，

年方 34 歲，可謂功名順遂、青雲得志。而後，因丁憂、疾病，居官時期並不長，且所任

多非繁劇之職位，從其築園以遯為名，作〈遯園記〉，自號「遯園居士」，可見其「巿隱」

之心態。1在 64 歲去世前，與友人交游所作詩文及博涉四部之撰作甚多。其中，《爾雅堂

家藏詩說》即顧氏傳世的經學著作，2也是一部為家塾、子弟應試而編的《詩經》舉業用

書。 

顧氏著作雖多，但因各種原因使然（詳後），今人研究顧起元其人及其著作者有限，

較廣為人知、受矚目者乃《客座贅語》一書。學界多著意於顧氏《客座贅語》的利用與探

討，因該書為筆記纂輯，反映明中後期南京的歷史面貌，頗具特色及價值，本有各種古籍

影印本流通，再加上北京中華書局等出版社，相繼出版了多種點校本，提供學界研究的便

利。3相較之下，顧氏其他著作，益顯罕受關注，至今筆者並未見對顧氏《詩說》進行研究

的專文。 

明代科舉制度，鄉、會試皆試三場，其中又以首場最受重視，乃中式與否的關鍵所在。

4首場考試《四書》義三題及《五經》義四題，《四書》為共同必考，《五經》則於《易》、

《書》、《詩》、《禮記》、《春秋》五經中選考一經。考生選經或受家學、師長、區域

風氣影響，不免也受「趨易避難」的心理左右，故選經並不平均，明初以降，《詩經》常

是考生選考最多者。以故，鑽研、購閱《詩經》科舉用書者，也遠多於其他四經，成為僅

次於《四書》科舉用書之出版大宗。然因舉業常與時俱變，各類考試用書，推陳出新乃是

                                                        
1  明‧顧起元：〈遯園記〉，《嬾真草堂集‧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

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9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影印明萬曆 46 年〔1618〕刻本），

卷 19，頁 37-38。  
2  明‧顧起元：《爾雅堂家藏詩說》，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第 1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年，影印明萬曆 34 年〔1606〕刻本）。此書尚有清抄

本，而刻本僅此一種，故據此萬曆刻本研究，為避冗贅，或簡稱為《詩說》。 
3  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於卷前，

頁 3，〈點校說明〉末署「一九八四年七月」，但版權頁署「1987 年 4 月第 1 版，1997 年 11 月

湖北第二次印刷」。後續又有多種點校本行世，如：馬學強整理：《客座贅語》（海口：海南國

際出版中心，1996 年）；張惠榮校點：《客座贅語》（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年）；孔一校

點：《客座贅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 
4  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

頁 323-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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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故晚明當時充斥書坊、佔滿考生几案的青雲利器，至今而能得見者亦屬有限。此是

顧氏《詩說》這部《詩經》舉業用書的文獻價值所在。故筆者以「晚明顧起元《爾雅堂家

藏詩說》研究」為題，撰寫論文，期能對於深化顧起元其人其書及明代科舉考試《詩經》

的探討，略有棉薄之助益。 

二、顧起元生平著作及研究回顧 

起元父顧國輔（1538-1594），字維德，號毅菴，萬曆 2 年（1574）進士。國輔有四

子，長即顧起元，次顧起鳳（1583-？）為萬曆 38 年（1610）進士，三子顧起南（？-1608），

四子顧起貞（？-？）於天啟元年（1621）應天鄉試中舉。5 

顧起元，生於嘉靖 44 年（1565），卒於崇禎元年（1628），弘光年間贈謚「文莊」。

萬曆 26 年高中會元、探花後，初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南京國子監司業、祭酒、吏部右侍

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等，因其任官及封贈，又有顧太史、顧少宰、顧宗伯、顧文莊等稱謂。 

清張廷玉（1672-1755）《明史》雖無顧起元傳，在張岱（1597-約 1684）《石匱書‧

文苑列傳》中，卻有小傳稍加記述，言顧氏「生而穎慧絕倫」，並概介中探花後的仕途經

歷： 

 
授翰林院編修，直起居注，編纂六曹章奏，分考甲辰禮闈，未幾乞歸。起南京國子

監司業，兼掌翰林院印。以母喪去任，再召不赴。陞南京國子監祭酒，再陞至南京

吏部右侍郎。天啓元年，改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纂修兩

朝實錄副總裁。而起元得末疾，不能赴，崇禎元年卒。起元學問淵博，凡古今成敗、

人物賢否，以至諸曹掌故，無不究心，口陳指畫，歷歷如睹，按策而求之，百不漏

一也。然通籍三十年，立朝僅五載，晩年又以病廢，不究其用，士論惜之。6 

 
「分考甲辰禮闈」，指萬曆 32 年（1604）會試，顧起元擔任同考官。並續言其居鄉不至

公府關說，然關心地方利病，且接引後學，唯恐不及，對於以詩文來請益者，不厭其煩，

                                                        
5  李露佳：《顧起元小說研究》（上海：華中師範大學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15 年），頁 11-

12。於〈顧起元家世簡述〉一節，多次提及三子作「顧起相」，似有筆誤。 
6  清‧張岱：〈文苑列傳‧顧起元〉，《石匱書》，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

四庫全書》第 31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稿本補配清鈔本），卷 61，頁 1-
2，總頁 723。按：版心處，雖標卷 61，然實則卷次混亂，且有塗改痕跡，故加註總頁，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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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為點定。傳末評述其詩文及著作： 

 
其詩文高者直道秦漢，而清芬麗藻，兼六代之長。近體以初、盛為宗，而不廢錢、

劉、溫、李，是為大家，不名一體。所著《嬾真草堂集》五十卷，《編年稿》十三

卷，《四書私箋》六卷，《中庸外傳》三卷，《說略》六十卷，《顧氏小史》十卷，

《客座贅語》十卷，《壺天吷語》、《金石考》各一卷。弘光朝謚「文莊」，遺命

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不傳于世。7 

 
張岱僅以小傳泛述顧起元，略擇其要，實則顧氏著作不僅止於此，如《爾雅堂家藏詩說》

即未遑論及，可參今人之整理、簡介，8另，利用中國的「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基本數據庫」，

以「顧起元」為關鍵詞搜尋，署名為其撰作、編輯、批評、校訂者，頗為可觀，9然其中部

份書籍疑為託名之偽書，其真偽仍待考辨。晚明書坊為商業利益，常偽託名人所編著、評

選，此乃慣見之伎倆。10如收藏在日本內閣文庫題為顧起元所撰《新刻顧鄰初太史硃批詩

經金丹》，即疑為書坊偽託。11又如《新刻顧會元精選左傳傳奇珍纂注評苑》，卷端署「會

元太初顧起元評注，太史臺山葉向高參注，太史九我先生李廷機校閱，後學道南李鵬元選

輯」，學者亦疑為偽託之作。12 

                                                        
7  清‧張岱：〈文苑列傳‧顧起元〉，《石匱書》，卷 61，頁 3，總頁 724。〈文苑列傳〉末評顧

起元、陳仁錫、張溥諸人所閱諸書，雖卓犖有致，但觀諸人傳世諸文集，「食生不化，亦未見其

長」（頁 4，總頁 724）。可見張岱雖嘉許顧氏能讀書，但其詩文仍未獲張岱青睞。 
8  李露佳：《顧起元小說研究‧顧起元著述簡述》，頁 37-39。 
9  共 68 筆，然其中有書名相同，版本或有異同、館藏地不同，所形成的重複。全國古籍普查登記

基本數據庫：http://202.96.31.78/xlsworkbench/publish（最後瀏覽日期：2022.11.26）。 
10  繆咏禾：《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403-405，即舉例說明書坊

為營利等緣故，或假託古人、託名當代名人，甚至「把不相干的人拉在一起，出版了所謂『四進

士本』、『三狀元本』。……有些書坊主偽託名人出書已成為習見而眾所周知的事。余象斗從萬

曆二十八年至三十八年之間，三次翻刻《古今歷史大方鑒補》，第一次託名李廷機，第二次託名

吉澄，第三次託名袁黃，沒有一次用真名」。 
11  可參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159，著

錄顧起元撰、潘曉輯〈《新刻顧鄰初太史硃批詩經金丹》八卷《首》一卷〉條之提要，所論較

簡。洪琰：〈毛詩正變指南圖一卷詩經金丹彙考一卷詩經難字一卷〉，收入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編

纂出版委員會：《中華再造善本續編總目提要‧明代編》（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

頁 12-14，稍詳細。日本國立公文書館：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最後瀏覽日期：

2022.11.26）掃描本開放觀閱，此乃雜纂舉子所需應試資料之彙編，小字而漫漶，「《首》一卷」

即洪琰提要所云，含：《毛詩正變指南圖》一卷、《詩經金丹彙考》一卷、《詩經難字》一卷者，

而內閣文庫藏本後接《新刻顧鄰初太史硃批詩經金丹》八卷，卷端題「新刻顧鄰初太史硃批詩

經金丹」，次行起，分署：「秣陵顧起元鄰初父著／古宣潘曉東生父輯／福清林聲揚子駿父訂／

金谿傅夢龍見田父梓」，應非顧起元所著。全書末有牌記「金陵築居傅少山梓行」。 
12  屈萬里：《普林斯頓大學葛思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年），

http://202.96.31.78/xlsworkbench/publish
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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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顧氏雖高中巍科，然在朝未久，於仕途、政治上，未有顯赫之功業；再者，據

前引張岱《石匱書》所述：「遺命不乞誌銘，子孫又貧，故其遺書、軼事多不傳於世。」

張岱為山陰人，存世之時空與顧氏相去不遠，記述中透露出顧氏雖博學多聞、著作等身，

而其人及其撰著，不甚廣為人知之故。還有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乾隆年間編纂《四庫全

書》密切相關。 

乾隆皇帝即位不久，即曾頒訪書詔令，乾隆 38 年（1773）時，接受大臣建議，稽古

右文，擬編《四庫全書》，因此更積極徵書。為推動徵書，屢屢故示寬大，強調書中雖有

忌諱，並無妨礙云云，盼朝野能響應。在 39 年（1774）8 月 5 日諭令各督撫查辦違礙書

籍的詔諭中，13政策更明顯轉向忌諱書籍的徵繳，擴大查禁範圍，以消弭不利統治、違礙

的文字，造成文網愈密，屢興文字獄。對於乾隆朝的禁燬，吳哲夫教授指出：「其間銷燬

圖書之多且烈，而民間懼於文禍自行燬棄者，更不知凡幾。」並批評乾隆朝：「燬書之眾

多，乃曠古所未有，得稱之為歷史上最大書厄。」14藉由全面徵集典籍，暗含「寓禁於徵」

的企圖，委由四庫館臣等，全面檢視圖書，遇違礙處，或全燬、或抽燬、或局部改易。故

編纂《四庫全書》伴隨的大規模禁燬，也造成難以挽回之書厄。 

顧氏所著書，也難逃此劫，被禁燬者甚多。因其著作多纂成、出版於萬曆末到天啟年

間，此時遼東局勢已甚為緊張，在詩文中，難免涉及戰事，而出現為清廷所忌諱、不容的

字眼。又如《遯園漫稿》依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分卷，收萬曆 46 年（1618）至天啟

元年（1621）之作。有〈奴酋陷遼陽，監軍侍御張君銓罵賊而死，余聞而痛哭，為詩悼之

且壯之。侍御，余甲辰闈中所取士也〉詩，其中有「怒呼羯狗羣，罵賊不絕口，身首遂橫

分，氣衝白日昏」、「當知為厲鬼，坐使匈奴滅」語；15又如《雪堂隨筆》依甲子、乙丑、

丙寅、丁卯分卷，收天啟 4 年（1624）至 7 年（1627）之作，所收〈敕建巡按山東監軍監

察御史贈兵部尚書謚忠烈張公昭忠祠記〉一文，言及遼陽戰事，出現「虜」、「夷」、「妖

寇」、「逆酋」字眼。16顧氏曾自言：「《嬾真草堂集》詩二十卷、文三十卷，余二十年

來所為撰緝紀述者，略具是矣。」17末署「萬曆戊午冬日」，乃萬曆 46 年（1618）以前詩

                                                        
頁 42-43，指出「此書之輯，當出於李鵬元之手」。 

13  清‧清高宗：〈寄諭各督撫查辦違礙書籍即行具奏〉，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

全書檔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頁 239-241。   
14  本節參吳哲夫：《四庫全書纂修之研究‧民間藏書之搜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0 年），

頁 26-63。 
15  明‧顧起元：《遯園漫稿》，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第 104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刻本），卷 4，頁 17-18。 
16  明‧顧起元：《雪堂隨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

第 80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影印明天啟 7 年〔1627〕刻本），卷 1，頁 3-7。 
17  明‧顧起元：〈嬾真草堂集自序〉，《嬾真草堂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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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撰作之集結，合計有 50 卷，則被館臣歸屬全燬類。18  

紀昀（1724-1805）所主編的《四庫全書總目》中，顧起元所著書，只有較無違礙的五

種見錄，而其中四種因評價不高，僅置於存目中，分別是《金陵古金石考》、19《蟄菴日

錄》、《客座贅語》，以及《四家詩選》，20僅有《說略》一書，收錄在《四庫全書》子

部類書中，《總目》云： 

 
是編《明史‧藝文志》作六十卷。考起元自序，全書實止三十卷，與此本相合。蓋

《明史》偶誤也。其書雜採說部，件繫條列，頗與曾慥《類說》、陶宗儀《說郛》

相近，故《明史》收入小說家類。然詳考體例，其分門排比編次之法，實同類書。

但類書隸事，此則纂言耳。雖其中旁及二氏及參以怪異詭瑣之事，嗜奇愛博，不免

駁雜。然明代類書大抵剽竊餖飣，無資實用，起元所作，尚頗有體裁。凡所採摭，

大抵多出自本書，不由販鬻，其〈史別〉、〈典述〉諸門，尤為有益於考證。《江

南通志》稱起元學問賅博，凡古今成敗、人物賢否、諸曹掌故，無不通曉，亦可見

其梗概云。21 

 
提要末，館臣引《江南通志》對顧氏「學問賅博」的肯定作結。然經查詢「全國古籍普查

登記基本數據庫」，《說略》存世版本中，固多為 30 卷本，但明天啓 4 年（1624）顧起

鳳刻本，實為 60 卷，今北京國家圖書館猶有藏本。除《明史》言《說略》60 卷外，本論

文前引張岱《石匱書》顧氏小傳亦言「《說略》六十卷」，黃虞稷（1629-1691）《千頃堂

書目》也著錄：「顧起元《說畧》六十卷；又，初本三十卷。」22且顧氏〈重刻說畧序〉

                                                        
《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8 冊，卷前，頁 1。 

18  吳哲夫：《清代禁燬書目研究》（臺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1969 年），頁 493，言《嬾

真草堂集》，屬全燬類，《清代禁書知見錄》、《四庫採進書目》等四種書目中曾著錄。  
19  顧氏此書，明、清文獻所載書名，或同《總目》作《金陵古金石考》，或作《金陵古金石攷目》。

明‧顧起元：《遯園漫稿》，卷 3，頁 23-24，收〈金陵古金石攷目序〉一文，卷 3 乃萬曆庚申

（48 年，1620）詩文之集結。又有萬曆 48 年之印行本，見明‧顧起元：《金陵古金石攷目》，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78 冊（臺南：莊嚴

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影印明萬曆 48 年〔1620〕刻本），考此書之卷端、版心等，皆題作《金

陵古金石攷目》，《總目》之著錄疑有誤，應作《金陵古金石攷目》為宜。 
20  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年），卷 87，頁 16；卷 143，

頁 36；卷 179，頁 51；卷 193，頁 19-20。據提要，《四家詩選》為明傅振商（1573-1640）所

編，選顧起元、焦竑、郭正域、葉向高四人之詩各一卷。 
21  清‧紀昀等奉敕撰：《四庫全書總目》，卷 136，頁 10。 
22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收入清‧紀昀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6 冊（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2，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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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余舊有《說畧》四十卷，新安秘書吳君業已板而行之武林矣。向來余林居無事，時

取一卷讀之，中所闕誤，政自不少，隨手是正。間有原所引書未備、未確者，不敢

以腹笥輕為竄定，或出所藏書補而訂之。久之，于諸類目，頗有所增益、潤飾，因

改添原題而多分其卷數，甫至六十卷，余以病骫不復能措意矣。仲氏羽王見而好

之，常攜之以行，守檇李日，欲付之梓，梨棗已具，以余言未果。頃奉璽書視楚學

政，因終就其志，命猶子肇昆讐勘而刻之。葢仲氏自少肩隨余讀書，見余之于此

書，手所編削幾三十年，惜余用意之勤，而不忍其竟飽蠹魚之腹，故亟思以傳之

通邑大都，與前書並行。23 

 
此篇序文，除可修正《總目》之誤外，證明確實有重刊增訂的 60 卷本外，亦是顧起元林

居潛心讀書、撰著的寫照，尤可見與起鳳間的手足之情。 

大約是後代沒落貧窮，加上清廷禁燬等原因，在改朝易代後，在在影響顧氏的知名度

和局限了著作的流傳，而《詩說》也遭受池魚之殃。科舉用書，原非館臣所看重，若時代

稍湮遠，為唐、宋、元之作，猶或因其見證一代掄才制度的意義，而具有文獻保存的價值，

然而晚明的科舉用書，汗牛充棟，本不受重視，理應落得不必徵收，或勉強列在存目中的

待遇，24《詩說》不過是解三百篇之作，並沒有違礙、悖逆之字眼，何必禁燬？疑為受到

顧氏其他詩文集所波及，所以凡署為「顧起元」的著作，就易遭到查禁、株連。在乾隆 44

年（1779）11 月 18 日安徽巡撫閔鶚元（？-1797）所奏違礙的 89 種書中，就包含了《詩

說》及《說略》、《客座贅語》、《金陵古金石攷目》、《雪堂隨筆》等 5 種，25據本文

前所引述，其中《說略》本收在《四庫全書》中，而《金陵古金石攷目》、《客座贅語》

都還著錄在《總目》存目裡，印證了查繳違礙書籍時，因風聲鶴唳，反應過度，凡見顧起

元所著者，或受株連而被歸為禁燬，影響了顧氏著作的傳播。 

溯源顧起元及其著作的研究，能受到學界稍加關注，北京中華書局《客座贅語》點校

本的問世，功不可沒，因閱讀點校本，或關注顧氏其人之生平，或對點校本予以勘正，或

                                                        
23  明‧顧起元：〈重刻說畧序〉，《雪堂隨筆》，卷 1，頁 29-30。按：顧起鳳，字羽王；肇昆乃

起鳳長子。序中所言「余舊有《說畧》四十卷，新安秘書吳君業已板而行之武林矣」，疑為顧氏

筆誤，今《說略》未見有 40 卷本，傳本較多者是 30 卷本，正是明萬曆 41 年（1613）新安吳德

聚刻本。 
24  侯美珍：〈乾隆時期刪本經書禁燬之始末及影響〉，《國文學報》第 65 期（2019 年 6 月），頁

159-194。 
25  雷夢辰：《清代各省禁書彙考》（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89 年），頁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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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內容，研究晚明南京的社會、風俗、語言等，此點校本遂成為顧氏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和焦點所在。 

然而，初始研究者披荊斬棘，常難免偶或致誤。如中華書局《客座贅語》之〈點校說

明〉稱顧氏「清修自尚，深得其座師葉盛等器重」。26葉盛（1420-1474）為正統 10 年（1445）

進士，豈能為顧氏之座師？座師應是曾任首輔的葉向高（1559-1627）。27又，2001 年滕新

才曾撰短文，對起元生平有所考辨，申論顧起元父親顧國輔由姓「張」復姓為「顧」氏，

及所任職為北京國子監而非南監等。282006 年王穎撰文對滕文加以駁正，觀點較為正確，

29但論述、引證仍有小疵，多因未能引述重要的史料，所見資料有限，致生誤解，或考論

過程曲折而模糊。以一門三進士之顯赫，師生、官場、親友等脈絡，人際往來所留下之痕

跡、史料，所在多有。顧氏文集中，就有不少自述家族、生平等更直接而可信的證據，如

父、母去世時，起元所作之〈先中憲府君行狀〉、〈先恭人行狀〉兩文，即為重要的史料，

30更遑論尚有同時期其他友人、同僚的詩文集、方志等。 

初始學界論著多僅對顧氏泛論，或集焦於《客座贅語》的探研，近幾年來，後出轉精，

開始有學位論文以顧氏及其著作為題，並且利用更充份的資料，進行更為深入、細緻的探

討。過往的研究成果，可見 2015 年李露佳《顧起元小說研究》碩士論文中〈國內外研究

現狀〉之纂述。31此纂述反映了作者完稿前所見對顧氏研究成果，加上少數未收，及後續

研究的成果，32綜觀之，仍是以《客座贅語》最廣受矚目。雖《詩說》仍乏人問津，但顧

氏家族、顧起元生平的探討，在陸續接力耕耘下，蔚然可觀。參考了更多的文獻，改正前

                                                        
26  譚棣華、陳稼禾：〈點校說明〉，收入明‧顧起元撰，譚棣華、陳稼禾點校：《客座贅語》，卷

前，頁 1。 
27  葉向高，號臺山。顧氏自言為葉向高「丁酉南場所錄士」，乃指萬曆 25 年應天鄉試言。見明‧

顧起元：〈少師臺山先生六十壽序〉，《嬾真草堂集‧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

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8 冊，卷 10，頁 38。  
28  滕新才：〈《客座贅語》作者顧起元傳略〉，《重慶三峽學院學報》2001 年第 5 期（2001 年 9

月），頁 55-58。 
29  王穎：〈顧起元生平新考〉，《語文學刊（高教版）》2006 年第 11 期（2006 年 11 月），頁 54-

56。 
30  顧起元〈先中憲府君行狀〉、〈先恭人行狀〉兩文，分見：《嬾真草堂集‧文集》，收入《四庫

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9 冊，卷 28 上，頁 1-8；卷 28 下，頁 26 上-32 上。 
31  李露佳：〈國內外研究現狀〉，《顧起元小說研究》，頁 2-4。此碩論所研究的「小說」是採古

代目錄學子部小說類之定義，以顧氏之《說略》、《客座贅語》為研究對象。 
32  李露佳碩論頁 138，參考書目〈碩博論文〉類，著錄龍野：《顧起元及其詩文研究》（上海：復

旦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碩士論文，2011 年），然於〈國內外研究現狀〉處失載。較重

要的還有郭曉妍：《顧起元與《客座贅語》初探》（呼和浩特：內蒙古師範大學歷史文獻研究所

碩士論文，2013 年）；曹潔瑩：《金陵文人顧起元之在地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7 年）；李孝悌：《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巿與啟蒙‧顧起元的南京記憶》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公司，2019 年），頁 6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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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論述錯誤，並排比更多的訊息，較豐厚的呈現顧氏生平。在李露佳的碩論附錄中，立足

於龍野《顧起元及其詩文研究》、33徐梅《顧起元研究》34等成果上，纂成〈顧起元年譜簡

編〉，雖言「簡編」，但從頁 139 至頁 215，多達 77 頁的篇幅，亦提供後續研究者極大的

方便。 

三、《爾雅堂家藏詩說》之編撰與性質 

張廷玉《明史》卷 96，著錄「顧起元《爾雅堂詩說》

四卷」，35朱彝尊《經義考》卷 115，也著錄「顧氏起元《爾

雅堂詩說》，四卷，存」，並節錄了顧氏之自序，及清初應

天府後學倪燦（1626-1687）對顧氏之概介。36今人所編《中

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著錄有「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湖北省圖書館，另有「清初抄本」藏

於浙江圖書館。37今《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收顧書，前有

顧起元〈爾雅堂家藏詩說序〉，38末署作「萬曆丙午」，此

即萬曆 34 年（1606）刻本。由於卷 1 頁 1 卷端所題為「爾

雅堂家藏詩說」，書名應冠有「家藏」二字為是。 

又，以下二筆提要，有《詩說》為「一卷」本、止於〈國

風〉之說： 

 

                                                        
33  龍野：《顧起元及其詩文研究》，附錄有〈顧起元年譜簡編〉。 
34  徐梅：《顧起元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 年），第一、

二章分別為〈顧起元家世考論〉、〈顧起元生平補論〉，對顧氏家族世系有所探討，第二章第三

節為〈顧起元年譜〉。 
35  清‧張廷玉等：〈藝文志〉，《明史》，收入清‧紀昀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98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6，頁 13。 
36  清‧朱彝尊：《經義考》，收入清‧紀昀主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8 冊（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115，頁 12。 
37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經部‧詩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9 年），頁 8。  
38  此序原題作「爾雅堂家藏說詩序」，應是誤將「詩說」兩字顛倒，見圖 1。觀卷端所題之書名、

版心及顧氏文集所收此序皆作「詩說」可證。見明‧顧起元：〈爾雅堂家藏詩說序〉，《嬾真草

堂集‧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四庫禁燬書叢刊補編》第 68 冊，卷

14，頁 4-5。 

圖 1 《詩說》卷前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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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詩經要籍提要》 

《爾雅堂詩說》一卷 舊抄本 

   明‧顧起元撰，所說止〈國風〉，大

抵就朱子《集傳》，而推演其義，亦有《集

傳》意未甚顯，而補申之者。蓋為《集傳》

作疏解，非徒說《詩》也。然頗善體貼詩

意，如說〈行露〉，謂雀角二句辭意，……

其詞如此。書中不乏妙義，殆如吳淇《選

詩定論》39之類，所不同者，彼以說漢魏六

朝之詩，而此則以說三百篇耳。40 

《爾雅堂詩說》一卷 明‧顧起元撰 

  顧起元（1565-1628 年），字太初，江寧

人。萬曆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卒諡文莊。

詩人、金石學家。「爾雅」為其家堂名，故本

書又稱《爾雅堂家藏詩說》。本書只說〈國

風〉，實則為朱熹《詩集傳》作疏解，申補其

未顯之意。他能以解說漢魏六朝詩的方法來

體會三百篇詩，有不少妙悟和體會。《續修四

庫全書總目提要》據舊鈔本著錄。41 

 
兩者對顧書的介紹大抵相同，不同處在於《詩經要籍提要》省去了〈行露〉等舉例，並補

充了顧起元的介紹。兩條提要所論皆為僅有〈國風〉的一卷本，此乃殘本，未能據明萬曆

34 年含〈國風〉、〈小雅〉、〈大雅〉、〈三頌〉較完整的版本，囿於資料局限，頗為美

中不足。兩條提要皆言及顧書猶如吳淇（1615-1675）《六朝選詩定論》，用解說漢魏六朝

詩的方法來體會三百篇云云──這是對《詩說》性質很大的誤解。顧氏在〈爾雅堂家藏詩

說序〉中，已明白道出此書為應試而編（詳後文申論）。 

晚明書坊所刊印營利取向之商業出版品，為助銷售，常有偽託名人之惡習，此書是否

有可能是偽託之作？ 

在卷前自序中，顧氏備述《詩說》成書之由來： 

 
先大夫以《詩》起家。隆慶初，讀書永慶山房，嘗手錄諸家《詩》說之要者，藏諸

笥中。余少從過庭，受而習之，而獨惜〈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比長，而諸家

之說，觕所涉覽，乃竊取其義續之。已又與諸弟參訂，別為一編，存之家塾，用課

兒輩。而門人周子輩跡而得之，心絕好，以為能蕞老師宿儒之標而提其要，遂板而

行之，余不能止也。42 

                                                        
39  此書全名應作《六朝選詩定論》，共 18 卷，是對《昭明文選》所錄漢魏迄南朝梁等六朝詩歌的

評注、流衍傳承之探討。 
40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325。按：此條提要為倫明（1875-1944）所撰。 
41  夏傳才、董治安主編：《詩經要籍提要》（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395。  
42  明‧顧起元：《詩說》，卷前，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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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句言顧國輔應試時以《詩

經》為本經，隆慶初年備考時，已

纂輯諸家說《詩》之要，43而〈大

雅〉以下，則主要成於起元之手，

兼與諸弟參訂，故卷端同署起鳳、

起南、起貞之名以及備載「門人周

子輩」等。應試者選經，各有因緣，

或因地區學風，或受到師長影響，

而家族長輩的傳承常是重要因

素，所以，常有祖、父、兄弟、子

孫，選經相同而成為家學的情形，

顧氏父子亦不例外，咸選考《詩

經》。 

《詩說》書前顧氏〈爾雅堂家藏詩說序〉，同時收在其萬曆 46 年（1618）顧氏自編、

自序的文集中，44同時，文集所收顧氏〈詩經講義序〉言： 

 
友人嘉定楊君治《詩》數十年矣，蓋嘗取震澤、毘陵諸君子之說經者，薈而成編，

又自以其鑽諷所得，會通而折衷焉，以求其至。……先時，余亦有《詩說》數卷，

其言約矣，君此編大較與余符。45 

 
「余亦有《詩說》數卷，其言約矣」，自述甚明。由此可證，此書來歷之確實可信。且所

推崇的「震澤、毘陵諸君子」，46亦可與《詩說》自序所言取法對象相印證： 

                                                        
43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爾雅堂家藏詩說不分卷》（臺北：明文書局，1984 年），頁 13-14，

在轉錄《經義考》所引顧起元自序後言：此本不分卷，止於〈小雅‧何草不黃〉，與起元所稱

「〈大雅〉以下諸篇闕弗載」者相合。故判定：「然則此非起元所著，乃其父說《詩》舊稿也。」

按：今日所見《詩說》，亦不分卷，〈小雅〉亦止於〈何草不黃〉一詩，王重民所見，疑為遺佚

不全者，而非顧國輔之舊稿。劉毓慶、賈培俊：《歷代詩經著述考（明代）》，亦著錄《詩說》，

作「顧國輔、顧起元撰」，殆因纂錄先前多筆提要，含王重民此筆，故受影響。然《詩說》各卷

之卷端，皆題顧起元著，諸弟同閱，此書之作者仍應歸屬於顧起元。 
44  明‧顧起元：〈爾雅堂家藏詩說序〉，《嬾真草堂集‧文集》，卷 14，頁 4-5。與《詩說》卷前

序多同，僅少數文字略有出入。 
45  明‧顧起元：〈詩經講義序〉，《嬾真草堂集‧文集》，卷 14，頁 27-28。 
46  震澤、毘陵，指王鏊、唐順之。 

圖 2 《詩說》卷 1 頁 1 



中國學術年刊第四十五期（秋季號） 

 

- 12 - 

 
夫說《詩》尚矣，成、弘而後，王、唐、瞿、薛諸君子者，咸以制舉義冠冕當代，

而故皆用《詩》名家。其人老于經術，溫柔敦厚之旨多所發明，往往舉其說以詔學

者。故《詩》之說，視它經獨為精且詳，學者臚傳而守之，可以不為墻面。……故

余茲所為述先大夫之意而論次者，其說多本于四先生。47 

 
言「王、唐、瞿、薛」，冠冕當代，以《詩》名家，分別指王鏊（1450-1524）、唐順之（1507-

1560）、瞿景淳（1507-1569）、薛應旂（1500-1574）諸位以《詩經》為本經的制義大家，

乃其作《詩說》所本、所取材。 

四、《爾雅堂家藏詩說》體例及應試指引 

此書在自序後，未有目次，依〈國風〉、〈小雅〉、〈大雅〉、〈三頌〉為次，每類

頁數各為起訖，故或言此書不分卷，或言「四卷」。全書依三百篇之次序解說，未引經文，

標示詩章的小標低一格排列。小標或為詩篇名，或拈出解析的經文段落首句數字為小標，

或以該詩之章次為小標，不必然會標註出各詩之篇名。如〈關雎〉詩，首為篇名，乃第一

個小標，續對全詩稍綜論：  

 
 關雎  

重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上。二章之憂，三章之樂，皆本此。宮人，文王舊時宮人，

合一家說。48 

 
後續再以〈一章〉、〈二章〉、〈三章〉為小標，分述各章要旨、釋義、備考須知等。〈關

雎〉是三百篇之首，其重要性固不待言，也是科場常考題，故尚有 4 個小標，先綜論全詩，

再分論一至三章，以不少的篇幅詳加解說。再如〈豳風‧七月〉，其小標更多達 8 個，依

序如下：〈七月〉、〈七月流火〉、〈七月〉、〈四月〉、〈五月〉、〈六月〉、〈九月〉、

〈二之日〉，49乃循〈七月〉一詩由首章至第八章之次第，多取各章首句開頭二至四字為

                                                        
47  明‧顧起元：《詩說》，卷前，頁 2-3。 
48  明‧顧起元：〈關雎〉，《詩說》，卷 1，頁 1。 
49  明‧顧起元：《詩說》，卷 1，頁 6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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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標。由於〈七月〉每章頗具篇幅，又是周公輔佐成王，重農事民生、富涵義理的名篇，

也是熱門出題之詩作，故解釋頗為詳細。50 

反觀有些〈國風〉篇章，其釋義、詩旨多被朱熹（1130-1200）歸為淫詩之屬，非科場

所重者，《詩說》或直接略去不言。在《詩說》未見解析的〈風〉詩，有下諸篇：51 

 
表一  《詩說》未有解說之〈國風〉篇章 

國風類別 篇           名 

〈鄘風〉 〈牆有茨〉、〈桑中〉 

〈王風〉 〈丘中有麻〉 

〈鄭風〉 〈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野有蔓草〉、

〈溱洧〉 

〈齊風〉 〈東方之日〉 

 
此外，〈風〉詩中經文複沓、簡短，文義、詩旨或非科場偏重者，雖非付之闕如，往

往只有一個小標，解說也甚為簡略。如〈鄭風〉以下詩篇： 

 
〈采葛〉：「每章上一句指所思之人，下二句言思念之情。」 

〈將仲子〉：「自父母而諸兄，自諸兄而眾人，言之序也。要知此詩非畏禮義，只

是畏議論耳。」 

〈遵大路〉：「一章言故舊不可遽絕，猶假義以責之。下言情好之人，則尤不可遽

絕，而真情見矣。」 

〈有女同車〉：「此篇為男悅女之詞，一章悅其色，二章悅其德也。」 

〈丰〉：「上二章悔不從其人，下二章又變志於他人。駕予與行歸，言不必于子也。」 

〈子衿〉：「一章、二章致思而微責之，三章切責而深思之。」52 

 
似只聊備一格。如〈齊風‧南山〉：「前二章罪襄公肆其淫，後二章罪桓公縱其惡。」53

                                                        
50  本節論及《詩經》考試常考、不考、熱門考題云云，詳參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

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頁 93-134，對常見出題、罕見出題的統計和分析。 
51  按：〈小雅〉以下諸詩，亦未見解析：〈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

〈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然蓋因此卷頁 55-68 缺

頁所致。至於〈大雅〉、〈三頌〉咸皆可見諸詩之解析。 
52  明‧顧起元：《詩說》，卷 1，頁 39-44。 
53  明‧顧起元：《詩說》，卷 1，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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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僅寥寥數語，〈南山〉詩內容涉國君之淫惡，非科場所可能出題者。許多坊刻科舉用書，

常甚為功利，迎合考場出題、考生之需，凡不考者，徑自刪去。相較之下，《詩說》完全

略去不解者並不算多，不排除可能是愈到晚明，為擴大出題範圍，避免考生容易擬題、以

利甄別之故，故以往不夠冠冕、不太考的，也因此稍可納入出題範圍，特別是在小考中。

54且顧氏父子兩代就有三位進士，為地方名門望族，顧起元曾任南京國子監司業、祭酒，

雖非繁劇之要職，但委實為士子之師範，或亦顧忌輿論觀感，故一些不太出題之詩作，亦

不宜刪汰過度，多以三言兩語，簡單帶過。然而，從其解說之簡繁，可窺見其為應試用書，

仍呼應著考試出題的傾向。 

顧氏在〈詩經起予序〉云： 

 
國朝以《詩》試士，學官之所肄，主紫陽《集傳》兼用古注疏，初未嘗使學者持一

先生之言也，《大全》行而異說絀，古注疏亦遂□廢而不講。厥後諸家之說《詩》

者，其書充棟，大要以暢《集傳》之所言。55 

 
其說稍有不確處在於：尊奉朱熹《詩集傳》，元代科舉已然如此。自元代皇慶 2 年（1313）

新頒開科詔令，經至元元年（1335）罷科舉，又在至元 6 年（1340）復科舉所新頒，經元、

明易代，洪武 3 年（1370）鄉試、6 年（1373）停科舉、17 年（1384）復科舉，制度雖曾

遞變，但功令規定皆主朱熹《詩集傳》且兼用古注疏。56而真正落實在科場上，則多偏重

朱熹《詩集傳》，從今所存留的元到明初之《詩經》科舉用書，多為尊朱、述朱之作，顯

然可見。換言之，永樂年間擬編纂諸《大全》為科舉功令時，只是循順已然之勢，以朱《傳》

為大註，以其他宋、元諸經說為小註。而永樂以《大全》為科場功令，似宣示意義大於實

質，經筆者研究，在《詩傳大全》成書未久，應試者備考所讀、科考之作文發揮，仍回歸

                                                        
54  崇禎何大掄《詩經默雷‧凡例》言：「至于十五國之風，趣味飄洒，韻致風騷，主司輒因文理簡

便，每取以校士，而士人芸窗證業，亦輒採其題以發其騷逸蕩迭之致，所以編之獨詳。而〈二

雅〉稍為節損者，蓋讀者目力有限，不欲以煩多者，厭苦諸君也。」明‧何大掄：〈凡例〉，《詩

經默雷》，收入田國福編：《歷代詩經版本叢刊》第 18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影印明

末刻本），卷前，頁 2。何大掄，生卒年不詳，此書卷前何三省〈詩經默雷序〉署崇禎 4 年（1632）
作，言何大掄是其侄子。又，此〈凡例〉只可印證在晚明時，〈風〉詩較前中期，更常出現在試

題中。但《詩經》出題重〈雅〉〈頌〉而輕〈國風〉，乃明、清皆可成立之論斷。 
55  明‧顧起元：〈詩經起予序〉，《蟄菴日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77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影印明天啟刻本），〈壬

戌上〉，頁 39-40。 
56  侯美珍：〈元代科舉三場考試偏重之探論〉，《國文學報》第 63 期（2018 年 6 月），頁 17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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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從前以朱《傳》為尊，卷帙浩繁的《大全》，並非考生利於捷得之青雲利器。57 

尊朱熹之釋義，既為元、明科場行之已久之慣例，風行草偃，《詩經》科舉用書必然

以宗朱為主，顧氏所作《詩說》也不例外。故通觀全書，頗常出現「集傳」、「朱傳」的

字眼，如解〈甘棠〉詩： 

 
愛物之意，勿敗深于勿伐，勿拜深于勿敗。勿字是不忍意，非相戒詞。斧斬之曰「伐」，

手折之曰「敗」。拜者，如人之拜，一低屈之耳。《集傳》「其後」字，謂去後，

非沒后也。58 

 

兹引朱《傳》對此詩之註解，以為對照： 

 
（一章）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

伐，伐其條榦也。伯，方伯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

舍甘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二章）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

下章放此。 

（三章）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而已。59 

 
相較之下，可見《詩說》更為簡潔，或略加融會概括，如「愛物之意，勿敗深于勿伐，勿

拜深于勿敗」，幫助考生領會。對於朱《傳》已言明的，不再重複；而未說明清楚，或讀

者易誤解、發揮錯誤者，則予以提醒，如言：「勿字是不忍意，非相戒詞」及「《集傳》

『其後』字，謂去後，非沒后也」云云。 

《詩說》行文或未明言「集傳」、「朱傳」，而是用「註」、「注」之類的字眼，實

則所言非他書之註解，皆指朱《傳》而言，如〈關雎〉第二章：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57  侯美珍：〈明科場由尊《大全》到不讀《大全》考〉，《中國文化研究》2016 年夏之卷（2016

年 5 月），頁 28-36。  
58  明‧顧起元：〈甘棠〉，《詩說》，卷 1，頁 9。此處之用字，本有「後」、「后」之異。 
59  南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卷 1，頁 414。按：正文所引朱《傳》釋〈甘棠〉之注解，除反切等音註外，已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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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詩說》解云： 

 
「左右」是尋此索彼之意，《註》兩「當」字重。「求之不得」四句，只足上「寤

寐求之」一句，所以《注》只云「當寤寐不忘以求之」也。「思服」三句，連說「悠

哉」，無時不思，承「思服」說。「輾轉」，身不安寢，皆由心不忘思故也。60 

 
不論用「註」或「注」，皆指朱《傳》言。甚至有些解說，雖未提及註、注等字眼，亦多

據朱《傳》申說，如解〈柏舟〉： 

 
不可轉，貞固弗移，定見、定守意；不可卷，平直有常，不曲、不隨意。棣棣，訓

富而閑習。富盛則全備無欠缺，閑習則從容不生疏，皆自反而無缺也。61 

 
此言及「富而閑習」、「自反而無缺」，語皆出朱《傳》對此詩之註解。62於此段引述，

尚可觀察顧氏解析之措辭，常用排比、偶對之句型，如：「不可轉，貞固弗移，定見、定

守意；不可卷，平直有常，不曲、不隨意」以及「富盛則全備無欠缺，閑習則從容不生疏」

等。類似這種解析經文，刻意用類似八股文股對的句型陳述，講究修辭而富文采，常令今

人誤會，如前所引倫明，將《詩說》與吳淇《六朝選詩定論》混為一談。 

崇禎何大掄《詩經默雷》一書，卷前〈凡例〉云：63 

 
國朝經義取士，《詩》居其一。然理學真統，由來以紫陽為正宗，生今之世，用今

之禮，其不倍《朱傳》者，明乎不敢反古之道也，故首尊朱。 

 
明言取士、尊朱云云，顯然是一部科舉用書，〈凡例〉又云： 

 
詩家所貴，最取詞華，率俚無文，色澤安在？如只訓句訓字，則有舊時句解可參；

演章演節，亦有昔日鰲頭可印，總無當于時趨也。今採其詞句雅麗，宛如八股式樣，

                                                        
60  明‧顧起元：〈關雎‧二章〉，《詩說》，卷 1，頁 9。 
61  明‧顧起元：〈柏舟‧五章〉，《詩說》，卷 1，頁 14。 
62  南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集傳》，卷 2，頁 423。 
63  明‧何大掄：〈凡例〉，《詩經默雷》，卷前，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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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一臨場操觚，少加潤色，則句句靈通，字字琢練，滿紙盡燦珠璣，不必另為捃摭。 

 
於此，即可知不少科舉用書，其解析說明之文字，常使用排比、偶對句法，刻意講究辭采，

乃為考場捃摭之便。 

五、結論 

顧起元是萬曆 26 年會元、探花，在 34 歲時，已榮登金榜，名列前茅。本論文以《爾

雅堂家藏詩說》的探討為主，在〈前言〉部份，概述研究的主題和動機，第二節則藉由史

料考索，交代顧起元之生平、著作，以作為論述之基礎，經筆者考察，功名顯赫、博學多

聞且著作甚豐的顧起元，在明末以後，其人及其著作，未獲得應有的重視，應與其子孫之

沒落和清廷禁燬其著作有關。本節也帶及過往學界對顧起元生平、著作的研究狀況。第三

節說明雖晚明書坊之商業出版品，慣常使用偽託名人編著的手法，期能有助於銷售，科舉

用書偽託名人編輯的情形，亦頗習見。然而《詩說》雖為應試而編，而此部父子相承、為

家塾子弟而編的舉業用書，確實有諸多可靠的證據，證明並非偽託之作。並修正了先前學

者論述《詩說》解詩近於吳淇《六朝選詩定論》的比擬，這是對此書內容、性質的誤解。 

在第四節中，舉例說明此書之編纂體例，並透過觀察、統計此書對詩篇解析之繁簡、

詳略，得以進一步認識《詩說》的性質，確實是為舉業應試而設。故在《詩說》中，道及

「集傳」、「朱傳」、「註」、「注」等處，皆可見其對朱熹《詩集傳》的引述和依附，

甚至《詩說》敘述未明言、不曾提及「集傳」等字眼的段落，取之與《集傳》相參，多可

見其說解或融會概括朱《傳》，或對朱《傳》加以解析、補充。此書既為應試而設，當然

也不乏對考生寫作《詩經》制義，如何恰如其份詮解經傳、發揮得宜的提醒和叮嚀。 

對於顧起元《詩說》一書，先前研究的闕如，本論文以上的探討，略有補白之作用。

亦期能對深化晚明《詩經》學、科舉考試經書的研究，略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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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r Ya Tang Jia Cang Shi Shuo of Gu Qi 

Yuan’s Book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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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 Qi Yuan was rewarded the first place of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the third place 
of Civil Examination during the 26th of Wanli Era. He was knowledgeable and a prolific author; 
however, some reasons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the Ming to the Qing dynasty, himself and his 
books didn’t get the recognition. To familiarize people about him and his writing, this study 
introduces Gu Qi Yuan’s life and reviews the studies has been done about him at first. Further, 
this study probes into his four volumes of Er Ya Tang Jia Cang Shi Shuo to elaborate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this book, lists its different versions and discuss their genre and style, which can fill 
up the research gap. The last, this study delves into Shi Jing to go over how it met the criteria of 
Zhu Xi’s Shi Ji Chuan to provide examinees guidelines for prepar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Keywords: Gu Qi Yuan, Er Ya Tang Jia Cang Shi Shuo, Shi Jing, Late Ming Dynasty, 

Preparation Books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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