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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摘要

    鍾嶸《詩品‧齊光祿江淹》：「詩體總雜，善於模擬」的評價出現後，江淹的模擬之名盛開，江淹〈雜體詩三十首〉模擬三十家的作品，常是歷代詩話討論的對象，但討論原作與擬作之間肖與不肖，卻無詳細說明擬作的「肖」如何形成。六朝以來賦有模擬之風，江淹是模擬大家，本文想要藉由江淹賦作與前人比對，探討江淹是否有文學上的偏好與主張。今以五章論述：第一章，序論：說明研究動機，探討前人研究。第二章，江淹生平與文學環境：了解江淹身處的環境。第三章，〈雜體詩三十首〉的模擬技巧與全面性：分析江淹的模擬技巧與文學主張。第四章，江淹賦對前人作品的模擬探究，從比對中，看出江淹的文學偏好與文學主張。最後，第五章：結論。



關鍵字：模擬；江淹；江淹賦；雜體詩三十首
	摘要(英)	ABSTRACT

Zhong Rong described Jiang Yan’s poetry have different styles and good at simulation. The reputation of Jiang Yan’s simulation was revealed. Jiang Yan’s “Thirty Poems” （〈雜體詩三十首〉）that simulate thirty poet’s style had been discussed often in poetry over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They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riginal and the imitation, however there was no description of how the "similarity" of the simulated work is formed. Since the Six Dynasties, there has been a simulated atmosphere. Jiang Yan was the master of poem simula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mpare the predecessors′ work with Jiang Yan’s fu（賦）and exploring whether Jiang Yan had literary preferences and opinions.



The article divided into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explain research motivation and predecessors′ resaerches.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ang Yan′s life and the literary environment. The third chapter explained Jiang Yan′s thirty poems simulation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ness, which is to analyze of Jiang Yan′s simulation skills and literary claims. The fourth chapter was the studies of simulation of predecessors′ works in Jiang Yan’s “Fu”. From the comparison, readers can find out Jiang Yan′s literary preferences and literary claims. The last chapter was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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