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第J章 II

結論：古文的涵義

與韓愈所倡導的“古文’，

古文泛指古代的文章或古代的文字，但韓愈所倡導

的“古文”是一種文體，主張“師古”，但“師其意而

不師其辭”，更要“惟陳言之務去，’，即彼代學者稱之

為“唐宋古文’，。王國維以為古文包括先秦的文字、非

漢代寫本的先秦六團遺書和扎于壁中的藏書。今天我們

所說的古文或文言文，通常與現代文或語體文相對稱和

比較，別是從時代和語言學方面來觀察了。由比看來，

古文一詞是有多種涵義的。

一、古文涵義的演變

唐代的“古文運動”是中國文學史土一件大事。它

糾正了被斥做“亡國之膏，’的六朝綺靡文風， 1 其中最

重要的人物無疑是韓偉，故李漢說他有“摧陷廓清之

功，’， 2 踩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表”。 3 但歷代文士和近

代學者，鮮有闡述韓愈所倡導的“古文”的實質。 4

“古文’，一詞，常人多以之為古代的文章或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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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其實，它的含義，隨著不同的時代而改變的。東

漢詐慎《說文解字﹒敘》云：

及宣王大史緒，著大笨十五篇，與古文或

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

以古文， J!k.意可得而說。 5

由此可知，大拳之前有“古文”。又云：

秦燒滅經書，游除舊典，大發史卒，興戌

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超約易，而古

文由此絕矣。 6

據此，秦代用隸書，几其以前的文字，可統稱為“古

文”。但秦代以後，不是沒有古文的，例如漢代的司馬

遷誦讀用古文寫的《尚書〉、《春秋〉、《左傳》、

《象本》等書，而唐宋古文的名篇，搞的是文體，但是

襲用古文一詞，就比較容易和指文字的古文混淆了。

二、秦以前的古文

王國維寫了四篇論“古文”的論文。 7 首先，他指

出，戰國時代，六圖用古文，泰國用諸文，二者皆源于

殷周的古文，困地域不同而有異名而已，後人以為先有

古文而後有籍文是錯誤的。他說：

秦用繕文，六圖用古文，．．．…故古文、繕

文者，乃戰國時東西二土文字之異名，其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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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於殷周古文，而秦居崇周故池，其文字猶有

堂、備之遣，故j音文與自 1音文出之蒙文，其去

殷周古文，反較東方文字為近。……漢人以六

藝之書，皆用此種文字，又其文字為當時所已

廢，故謂之古文，此語承用既久，六國之古文

即殷周古文，而籍家皆在其後，如許叔重〈說

文序〉所云者，蓋循名而失其實矣。 8

王氏的見解是很有理由的。許慎《說文解字﹒敘》說：

秦始皇帝初兼夭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

罷其不與秦文令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

令越高作《愛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

篇》，皆取《史籍》大家，或頗省改，所謂小

家者也。 9

秦滅六圈，實行嚴刑峻法，統一文字，焚毀《詩》
《書》，所焚六國之書，皆用古文，故詐慎以為“秦

境滅經書，游除舊典，．．．．．．而古文由此絕矣。”據此

可知，戰國時代六國所用的古文，到了秦朝，就不通行

了。概言之，戰國時代的“古文”，在泰國稱緒文，在

六國稱古文，同時出現，皆源於殷周的古文，即秦統一

全國之前的文字，也通稱為“古文”。

三、非漢代寫本的古文

王國維認為〈史記》所說的“古文，’ ，是才皆非漢代

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原來秦統一夭下，推行“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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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後，蒙、隸行而古文、獨文皆廢，但在漢代初

年，用古文、指文寫的書，沒有完全毀絕。《史記﹒五

帝本＃己》云：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

書》獨裁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

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悶〉、
〈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

西至空柄， ~I; 過泳庇，東漸於海，南浮江准

矣，至長是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

教周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走。 10

唐司馬員《索隱》云：“古文，即《帝德》、〈帝繫﹜

二書也。’，又《史古巴﹒三代世表》云：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

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

始五德之傅，古文成不同，乖異。 11

可知司馬邊讀的厝譜謀和終始五德之傅，是古文寫本。

又《史記﹒吳太伯世家》云：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 l

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

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制變句吳兄弟也。” 12

司馬遷讀的〈春秋﹜也是古文寫本。又《史記﹒仲厄弟

子y1］傳》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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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

過其實，毀者或損其具，鈞之未視厥容貌則論

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 13

司為這所見的孔子弟子籍也是用古文寫的。又《史記﹒

太史公自序》云：“邊生龍門，耕救河山之陽，年十

歲則誦古文。” 14 ＜索隱〉云：“遴及事伏生，是學誦

《古文尚書》，劉氏以為《左傳》、〈國語〉、《象

本》等書，是亦名古文也。’，由此看來，司為這誦“古

文，’，是用古文寫的《尚書〉、《左傳》、〈國語》、

《象本〉等書。

從以上的例子看來，可以證明司馬遷所說的“古

文”，是《五帝德〉、《帝繫娃》、“終始五德之傳’，

和用古文寫的〈春秋〉、〈尚書》、〈左傳〉、《國

語〉、《象本》等書﹔它們都是非漢代人寫本的先秦六

國遺書。

四、孔子壁中的古文

王國維以為宋漢時期，班回《漢書》所說的“古

文”’是專指孔子壁中之書。他說：

4是漠之初，所謂古文者，專指孔子壁中

書，蓋自前漢末亦然。《說文﹒敘》記亡新六

書，一回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

古文而異者也。《漢書﹒藝文志〉所錄經籍，

冠以古文二字若古字者，椎《尚書古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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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六卷（原注為五十七篇） ，《禮古經》

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

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孔子壁中
書也。 15

按《說文解字﹒敘〉云：“壁中害者，魯恭玉壤

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

語》、《孝經》。” 16 此說與《漢書﹒藝文志》所錄相

同，而孔子壁中的書，皆用古文，故《漢書》在諸經之

上皆冠以“古’，字，顯示孔子壁中書與當時的寫本不

同，由是以“古文”專指孔子壁中書了。

以“古文”專指孔子壁中的書，是有特殊意義的，

因為這些古文經書與漢代通行文字隸書所寫的經書不

同，最顯明的例子，是孔子壁中的《古文尚書〉與由漢

時伏生所傳的《今文尚書》，很有差別，於是有治古文

經者，有治今文經者，各有家法，皆成一派之學。王國

維說得對：

漢武時魯恭玉壤孔子宅，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

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是亦珠矣。求之《史

記》，但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圖以今

文讀之，因以起其家。．．．．．．起，興起也﹔家，

家法也。漢世《尚書》多用今文，自孔氏治古

文經，讀之說之，傳以教人，其後遂有古文

家，是古文家法自孔氏興起也。 17

在漢代，“古文’，又搞專治孔子壁中害的古文學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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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韓愈所倡導的“古文’，

中國文學，自雞晉到初唐的幾百年間，完全朝看藝

街的唯美主義道路上走，講求聲律與辭藻的華美，結果

流於外表華美而內容空洞，為士人所詬病，由是掀起了

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 18

唐代的古文運動，非始於韓愈，卻集成於韓愈。 19

韓愈所倡導的“古文”是一種文體，“乃厭棄魏晉六朝

聯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漠從而名焉者也”。四

宋代初年，姚錢編暴《唐文粹》，分文體為二十三

類：古賦、詩、頌、贊、表、奏、書（指上書）、疏、

策、文、論、議、古文、碎、銘、記、氣、誠、銘（座

右銘）、書（指書信）、序、傳錄、紀事。其中最令人

注目的是特樣“古文”一體，典詩、賦、頌、贊、表、

奏等文體同列。這是其他文集所沒有的。《四庫全書總

目〉《唐文粹》的“提要”說：“論唐文者，終以是書

為總壓，不以一二小疾而持其全美也。’， 21 清代詐邁孫

《唐文粹﹒綴言》云：

宋初姚寶臣氏（姚皇宮字） ，勒成此書，蓋

上績蕭《還﹜，精審謹嚴，是為總集不桃之
祖。 22

可見《唐文粹》在總集這一個類型中的價值，而“古

文”是唐代“文粹”之一，足見韓愈所倡導的“古

文，’，在宋代已經得到確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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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所倡導的“古文”，到了宋代，得到很大的成

就。歐陽修揚言：“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芋，夭

下所共傳而有也。” 23 《新唐書﹒韓愈傳〉云：“自忿

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且南宋呂是且

謙編《古文關鍵》，這取韓愈、柳崇元、歐陽修、曾

章、革主淘、蘇軾、張未等的文章六十餘篇，指出每篇的

命意、布局，給予學“古文”的人一些看文作文的門

徑。從此以後，“古文”確然成為文章的一體了。

六、現代所說的古文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古文’，明顯衰落。正如胡

適所說：

時代變得太快了，新事物太多了，新的知

識太複雜了，新的見想太廣博了，那種簡單的

古文體，無論怎樣變化，終不能應付這個時代

的要求。 25

新文學運動，主要提出兩個中心理論：一是建立一種

“活的文學”，一是建立一種“人的文學’，﹔前者是文

字工具的革新，後者是文學內容的革新。 26

傳統的“古文’，，文詞講求典雅，內容以述志明道

為尚﹔著重有感而發，不作無病呻吟，所謂“文章合為

時而著，歌詩今為事而作”。 27 但在新文學運動期間，

傳統的文藝思想不免受到街擊，人們貪新忘舊，加上西

方文藝思想的傳入，文士寫作，祇求個人思想、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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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而已，再沒有“化下刺上”的觀念了。胡適為了打

倒“古文”，曾經揚言：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

之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不但不都俗，

而且甚優美適用。白話並非文言之退化，乃是

文言之進化。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

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之文學﹔其非白

話的文學，皆不足與於第一流文學之列。 28

用文言寫的文章，統稱為“古文”，用語體寫的文章則

稱為“白話，’。文言~語體有別，今天我們所說的“古

文”，當是廣泛地指文言文了。

七、古文的五種涵義

概括上文所述，“古文’，一詞，有五種涵義：

（一）漢時所存的先秦文字。

（二）非漢代寫本的先秦六國遺書。

（三）孔子壁中的藏書。

（四）韓愈所倡導的一種文體。

（五）有別於白話的文言文。

秦有天下，實行“書同文”’蒙、隸行而古文廢，

但漢代仍有一些用古文書寫的先秦六國遺書，根據《史

記》所載，《五帝德》、《帝繫娃》、“終始五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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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等，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書籍。魯恭玉壞孔子故宅，

得以古文寫的《禮記》、《尚書》、《春秩》、《論

語》和《孝經〉，解說這些經書的人，自成一派，衍為

一家之學。先秦時代的文字，有鐘鼎文、科斗文、為

文、大家、錢書等，都是古代的文字，通稱為古文。韓

愈倡導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不務采色，不誇聲

音員，力矯六朝的綺靡文風，形成一種獨特的文體。五四

新文學運動以後，白話代替文言，文言又被視為不合時

宜的古文。

綜上所言，“古文’，一詞，除依著不同時代的轉變

而改變其涵義外，更可從寫本、學派、字體、文體、語

言好多方面來關說。

韓愈所倡導的“古文”是一種文體。他主張師古，

但師其意不師其辭，更力主“惟陳言之務去”和“不踏

襲前人”，故他的“古文”，內容誰“古” （古聖賢之

道） ，而文辭別“新’， （自樹立，不因循） 。 2，現代學

者錢穆說：“韓愈古文，實融化後起純文學之情趣、風

神，以納於散文之中，在中國文學園地，增種新苗，其

後蔚成林義，此J!f；後來之所謂唐宋古文者也。” 3。這樣

說來，唐宋古文，倡自韓愈，其流大衍，蔚然成為我國

重要文體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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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魏徵《晴書〉 （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1973）卷76 （文

學傳序〉云：“梁自大同之後，雅進淪缺，漸乖典則，爭
馳新巧。筒文、湘束，其淫放，徐陵、皮信，分路揚鍵因

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驗，情多哀思。格以延

陵之聽，蓋亦亡國之膏乎！” （頁 1730)

2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朱文公枝昌黎先生文集》
（《田部叢刊初編〉本）

3 〈潮州韓文公廟碑〉，《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四部叢

刊初編》本） ，患兒。

4 韓愈在唐代提倡“古文”，甚收後學，抗頗為帥，結果
“犯笑悔，’、“召車駕’， （見柳索元〈答章中立論師進

書〉，《柳河東集》 〔香港：中華書局， 1972 〕 ，卷34.
頁 541) 。到了宋代，姚晶宮編暴《唐丈粹》，特鬧“古

文’，一體，邊緣韓、柳“古文，’，而歐陽修別宣稱“韓愈

之文之道，為萬世所共芋，天下所共傳而有也” （歐陽修
〈記舊本韓文後〉，《歐陽文忠公文集〉 〔〈田部叢刊初

編》本〕，卷73 ，《外集》卷23）。從址，韓愈所倡導

的“古文”得到肯定的地位，但仍然沒有人閻明他所說的

“古文”是什磨。到了清代，曾國藩統說古文是一種文

體，而現代學者錢穆也肯定它是一種散文。（詳見本章第

五、七節）

5 《說文解字》，卷15上。

6 同上。

7 王國誰有〈戰國時秦周指文六圖用古文說〉、〈史記所謂
古文說〉、〈漢書所謂古文說〉及〈說文所謂古文說〉，

見《觀堂集林》 （香港：中華書局， 1973) ，卷7 ，第2

冊﹒賣 305 317 。他同意詐慎所說的“古文”，指漢時所
存的先秦文字，其餘則有自己的見解 a

8 〈戰園時秦周指丈夫圖用古文說〉，《觀堂集林〉，卷

7. 第2冊，頁305 307 。

9 同 5 。

10 《史記》 （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 1972年） ，卷1 ，頁

46 。

11 同《史記》，卷13 ，頁487-4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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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史記〉，卷31 ，頁 1475 。

13 同《史記〉’卷67 ，頁2226 。

14 同《史記》，卷130 ，頁 3293 。

15 〈漢書所謂古文說〉，《觀堂集林》﹒卷7 ，第2冊，頁

312 。

16 同 5 。

17 同 15 ，頁 310 。

18 唐代的古文運動，雖由中唐時代韓愈、柳余元所倡導，但
實非始於韓、柳二人。關於唐代古文運動產生的背景、經

過、影響等問題，有關的專書、論文甚多，毋用在比贅

述。這車所注意的，是韓、柳提倡古文運動所說的“古

文”，實質上是一種文體。

19 參看拙作〈韓愈的古文淵源〉，《中文通訊》，第34期
(1977-1978），頁7ι肘。

2日 曾國藩（;Ii_詐孝廉振樟書〉，《曾文正公全集》 （台北：

世界書局， 1991) ，第 1冊，頁的。

21 《四庫全書總目》 （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卷186.

頁 1692 0 

22 《唐丈粹》 （〈四部叢刊初編》本） ，卷首〈緩言〉

23 同壘。

24 《新唐書》’卷101 ，頁5269 。

25 《中國新文學大車﹒建設理論集〉 （上海：良友圖書公

司， 1935) • ＜導言〉，頁3 0 

26 同土，頁18 。

27 參看拙作〈略論中國文學思想的特色〉，《中華書局成立
八十周年紀念論文集》 （香港、北京、新加坡：中華書

局， 1991），頁8ι”。

28 同 25 。

” 韓愈的“古文”理論，詳見本書第三章。

3日 錢穆〈雜諭唐代古文運動〉，《新且學報》，第3卷第1期

(1957年8月），頁5ι155 。



︱︱ 第二章 ︱︱

韓愈古文淵源

韓愈是一代文索，他提倡的古文運動，影響深遠。

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夭下之溺”，不是訣

辭。他三歲而孤，自幼即知苦學。唐大曆、員元年間

(766-805) ，風氣趨變，文字多尚古學，獨孤及、梁

肅最稱淵奧，韓愈“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真是

承時而篤學了。韓愈的古文，有源於家學，有把自師

友，然後集成於一身，而以繼承儒家道統者自居，夫聲

疾呼，提倡古文，產生曠世無倫的影響。

一、承襲時賢

唐代的古文，集成於韓愈，但非始於韓愈，因為

唐代初年，陳子昂以復古為號召，其書疏奏議，模實

近古﹔玄常好經術’崇尚典雅之體，當時的燕園公張

說、許國公蘇頌的文章，氣體雄萍，號稱“燕許大手

筆’，﹔到了開元、天寶年間（ 713-756) ，蕭穎士、李

華二人，奮起崇尚古文，力排綺靡之體﹔ l遁後有元結、

獨孤及、梁肅、賈至等繼起，同聲附和，俱以古文見

稱於t堂，由是文風漸變。降及東元、元和年間（ 785-

820) ，古文運動已成為一股蓄勢待發的伏波，等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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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時機而洶湧澎游。及韓愈振臂高呼，打出鮮明的旗

幟，召收後學，古文運動正式開始。

韓愈學古文，可謂“轉益多師，’，既源自家學，亦

承自師友（詳見下文） ，最重要的是他“性好文學’，、

“篤志學文’，和“銳意為文”。他的〈上兵部李侍部

書〉說：

（愈）性本好文學，囡囡厄悲愁無所告

語，遂得究窮於經傅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會11

義，反復乎句讀， 'f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
章。 1

又其〈答實秀才書〉說：

愈少駕怯，於他藝能白皮無可努力，又不

通時事，而與世多觀攏，念終無以樹立，遂發

憤篤專於文學。 2

此外，《舊唐書﹒韓愈傳〉說：

大屠、員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

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

奧，儒林格重。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

振於一代。 3

韓愈與獨孤及和梁肅的門徒來往，顯然受到二人的

影響，而“欲自振於一代，’，唯有畫力於學文與為文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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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源於家學

韓愈提倡古文，多半由於家學。他的父親韓仲卿是

一位飽學之士，嘗任武昌串串令，很有政績，官至秘書郎

贈尚書左僕射。 4 韓愈不幸，三歲而孤，沒有受過父親的

教導，但他以孤子之身，美於伯兄韓會之家，自幼“自

如讀書，日記數千百言，，﹔七歲便能“言出成文，’。

“比長，畫能通六經百家學。” 5

他的兄長韓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 6

“與虛采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咚，嘗以

玉佐自詐”，“天下大夫士謂之四藥”。 7 韓會很不滿當

時的綺靡浮誕文風，作〈文街〉以抨擊之：

文之大者，統三才、理萬物﹔其次敘損

益、助教化﹔其次陳善惡、備勸戒。．．．．．．後之

學者，日離於本，或浮或誕，或僻或放，甚者

以靡以愈，以蕩以溺。其詞巧淫，其音輕促。

噫！放姦導邪，流風薄義斯為甚。 8

昌黎在他的家里長大、讀書，他的文學功用的主張

“敘損益、助教化，’、“陳善惡、備勸戒”，直接影響

韓念的為文理論，故宋玉皇至〈韓會傳贊〉云：

觀〈文街〉之作，蓋知愈本六經，尊皇

極，斥異端，節百家之美，而白為時法。立道

雄削，事君孤峭，甚矣其似會也。孟子學於子

忍，而進過之，聖人不失其侍者，子思也。會

兄弟師授倖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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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師承兄長之學，而成就別遠勝之，好像“孟子學於

于忍，而道過之”。

其次，韓愈的叔父韓雲卿曾任監察和F史，官至禮部

侍郎，在當時很有文名。李白〈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

云

雲卿文章冠f壺，拜監察御史，朝庭呼為子

房。 10

又李翱〈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銘〉云：

初，禮部君（愛卿）好立節義，有大功於

昭陵，其文章出於時。 11

而韓愈〈科斗書後記〉亦云：

愈叔父當大曆（766-779）世，文辭獨行中

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

成歸韓氏。自．．．．．元和來，念亟不獲讓，桐為銘

文，薦道功德。 12

韓愈自幼失桔而有一位“文章冠世，’的叔父，想必受其

感染薰陶的。韓雲卿善寫碑銘文， 13 退之“亟不獲讓，

桐為銘文，’，實有繼承韓家世業之意，而其文集，碑誌

文章樟多（几七十五篇） ，足以證明深受其叔父所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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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韓愈〈考功員外虛君墓銘〉云：

愈之索兄（韓會）故起居舍人君，以道

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虛君宋
美，少未自仕’皆在江准間，天下大夫士謂之

四菱。．．．．．．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華

日講說用公孔子，以相磨龔浸灌，．．圓圓．．其才是

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緣，考功

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君攻， （夫人，

李姓）當11 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十年，年

六十六而終。將今葬，其子楊命其孫立曰：

“乃祖德烈靡不間，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

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
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

業，汝其往請銘焉。’， 14

盧暢（韓愈摯友虛束美之子）謂韓愈“能為古文，業其

家，’，可見時人認為高黎的古文，與其家學有關。

三、把自師友（一）

除了家學之外，韓念的師友對他倡導古文很有影

響。前51 （舊唐書﹒韓愈傳〉說明獨孤及、梁肅是韓愈

的先驅，這衷再細說他們實際上對韓愈的影響。

獨孤及（生平見《新唐書》卷162 （獨孤及傳〉）

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夭寶末，以進舉高第補華陰尉。

代索時，嘗任左拾遺，軍官至禮部員外郎。喜鑒拔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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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如梁肅、高參、陳京、崔元輸等，皆師事之。梁肅

〈獨孤公行狀〉云：

（其）茂學博文，不讀非聖之書，非法之

言不出諸口，非設教垂訓之事不行於文字﹔而

這言發辭，若山嶽之峻極，江海之波瀾，故天

下謂之文俏。 15

又梁肅為《昆陵集〉 （獨孤及的文集）作後序云：

天實中，作者數人，頗節之以禮，消公為

之，於是操道德為根本，總禮樂為冠帶。以

《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

貶，屬之於辭。故其文寬而簡，主而婉，辯而

不華，博厚而高明﹔ 1論人無處美，比事為實

錄。天下凜然，復視兩漠之遺風。 16

又唐崔桔甫〈獨孤公神道碑銘〉云：

常州之文，以立憲誡世去，褒賢逼惡為用。 17

又唐李舟〈唐常州刺史獨孤公文集序〉云：

夭后時，廣漢陳子早獨訴情波，以趣清

源。白話作者，稍稍而曲。先大夫常因講文，

謂小子曰：“吾友蘭陵蕭茂挺（穎士）、趙郡

李返叔（華） ，長樂賈幼幾（至） ，消所知河

南獨孤至之（及） ，皆憲章六藝，能探古人述

作之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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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此可知獨孤及的文章風格。韓愈自謂“未知人事，讀

聖人之書’， （〈答崔立之書〉）、“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 （〈答李翊書〉） ，與獨孤及的“不讀非聖之書’，

如出一轍﹔而他的看守經載道思想，正與獨孤及的“＇章

六藝”、“非法之言不出諸口，非設教金會11 之事不行於

文字”相同。〈四庫全書總目》《昆陵集》的“提耍，，

以為，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獨孤及是先行者之一，比韓

愈吏平推動古文：

考唐自員觀（ 627-629）以後，文士皆沿

六朝之體，經開元、夭寶，詩格大變，而文格

猶襲舊規 0 元結與及（獨孤及）始奮起i前除。

蕭穎士、李華左右之，其後韓、柳繼起，唐之

古文i是蔚然極盛。斯雕為模，數子實居首功。

《唐實錄〉稱韓愈學獨孤及之文，當必有據。

特風氣初闕，明而未融耳。 19

現代學者錢基博史力言：“其為文章，則韓愈之所

師。”韓愈學獨孤及寫作文章。 20

四、把自師友（二）

梁肅（生平凡〈新唐書》卷202 （文藝﹒附蘇源明

傳〉）與韓念的關你，更為密切。韓愈初到京帥，嘗遊

學於梁肅之門﹔德索員元入年（ 792）登進去第，更是由

梁肅所選拔的。五代玉定保《唐掠言》云：



�6 韓 文 擷 論

先是四君子（韓愈、李觀、李鋒、崔華）

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之門，居三歲，肅末之

面，而四賢造肅多矣，靡不偕行。肅冥之，一

日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肅所稱，復獎以交

遊之道。．．．．．．視、愈等既去，復止絡、萃曰：

“公等文行相契，他回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

桂人臣，勉務！勉務 l ”後二賢果如所卡。 21

而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亦云：

往者陸相公（陸費）司貢士，考文章甚

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

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
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奉八

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玉（案：指玉郎中礎）

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 22

梁肅的文章，深得獨孤及之傅，曰“粹美深遠，

無人能刻，此事可以俟於知膏，不可與薄俗者同世而

論也”。且他的作品內容，大都是以“宗道德、美功

成’，、“絮當世、激清風”、“備教化、彰諷詠’，、

“ j惡戒醜、思康濟’，、“明大道、余有德’，為主。 25 韓

愈主張文以載道，而進則以仁義為依歸，想必源自梁肅

之學。清趙懷玉〈獨孤憲公昆陵集序〉云：

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學者仰

之，不知昌黎間出安定（梁肅）之門，安定實

受洛陽（獨孤及）之業。公則憨然天符，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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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索。大江千里，始濫觴於已哦，黃河九曲，

學發源於星宿。 26

昌黎出自梁肅之門，而梁肅則受業於獨孤及。師承之

逗，灼然可見。五代孫光憲謂退之宗f中梁肅， 27 而 ilt公

式也說昌黎學獨孤及文章。 28 可知二人對韓愈寫作古文

的影響。

此外，與韓念有關的，是李華父子與蕭穎士父子。

李華（生平凡《舊唐書》卷190下〈文苑下〉及《新
唐書﹜卷203 （文藝下〉）是唐代古文運動先驅之一，時

人說他開放唐代文章之中興。 2，韓愈的伯兄舍、叔父雲

卿，都是他的弟子，而獨孤及亦出自李華之門。 3。從韓

愈的家學與師承兩方面來說，李華無疑是他的古文開山

祖師。

李華〈贈禮部尚書清河孝公崔河集序〉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

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式而哀

幽、厲也。．．．．．．夫子之文章，值、商傅焉，

但、商及而孔仗、孟軒作，蓋六經之遠也。 31

而獨孤及〈李公中集序〉云：

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買幼幾，

勃焉復起，振中古之風，以宏文德。公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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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乎王道，大紙以五經為泉源，抒情性以託

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氣祿，然後有賦

頌。態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

議。至若吉己敘、編錄、銘鼎、動l石之作，必採

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

之指歸，刑政之本根，忠孝之大份，皆見於

詞。 32

李華的文章，“本乎王道，’，“以五經為泉源，’，以

“美教化’，、“公是非”、“正褒貶”為主育，可說是

韓愈倡導古文之所本。同時，他的從子李觀與韓愈為

篤情好友，於員元八年，同舉進士。 33 二人常常切磋學

悶，自然互有影響。李觀屬文，“不襲沿前人”，與韓

愈的“椎陳言之務去’， （〈答李翊書〉）相同，故時人

謂觀“與韓愈不相上下”。 34

五、把自師友（三）

蕭穎士（生平凡《舊唐書》卷190下〈文苑下〉及

《新唐書〉卷202 （文藝中〉）也是一位古文大家，與李

華齊名，世人並稱為“蕭李”。《新唐書》本傳說他：

“四歲屬文，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 lip諦。．．．．．．閉元

二十三年（ 735）舉進士對策第一，．．．．天寶初，穎士補

秘書正字。于時裴耀卿、席豫、張均、宋造、幸述皆先

進，器其材，與鈞禮，由是名播天下。” 35 李華〈唐揚

州l功曹蕭穎士文集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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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元天寶間詞人，因．．，．．以文學著於時者，

回蘭陵蕭君穎士，字或挺，因．．．．．君七歲能誦數

經，背碑護局﹔十歲以文章知名，十五名譽滿

天下，十九進士摧第，歷金壇尉、桂州參軍、

秘書正字、河南參軍。．．．．．．君謂：“六經之

後，有居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厥後

有責誼，文辭詳正，近於理體。枚采、司馬相

如亦 Z麗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

深，班彪識理，張衡宏礦，曹植豐艙，王架起

逸，和康標舉。此外皆金相玉質，所尚或殊，

不能備舉。......近日陳拾遺文體最正。”以比

而言，見君述作。自．．．．．君有于一人曰存，為蘇

州常熟縣主簿，雅有家風，知名於世。 36

蕭穎士與李華友善。李華為韓會、韓雲卿師，而穎士子

蕭存又與韓舍、梁肅友善。韓愈少時！！p受蕭存知賞。 37

可知蕭氏父子與韓愈一家的密切關你了。

此外，與韓愈學習古文有關的，還有元德秀和元

結。

原來蕭穎士嘗凡事元德秀。”而蕭穎士既是韓愈伯

兄和叔父的老師，元德秀與昌黎亦可能有一些關途。元

德秀無文章傳世去，但李華說他所著的文章，“與古同

轍，自為名家”， 39 必然也是一位古文家。《舊唐書〉

卷190下〈丈苑下〉說他“所著〈季札聽樂論〉、＜.t士

賦〉為高人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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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結是他的族兄元德秀的弟子，的與獨孤及同是古

文運動的先驅。宋~公式《郡齋讀書志﹜云：

結性耿介，有憂道憫世之思。．．．．．．自謂與

世摯牙，豈獨其行事而然？其文辭亦如之，然

其辭義幽約，譬古鐘勢，不諧於f里耳而可尋

玩。 41

宋高似孫《子略》云：

次山（元結）平生辭章，奇古峻絕，不踏襲古

今。 42

《四庫全書總目》《次山集〉的“提妾，，云：

（元結）志行高潔而深抱閑時憂國之心，

文章是是自異，變排偶綺靡之習。．．．．．．蓋唐文

在韓愈以前，毅然自為者自結始，亦可謂耿介

拔俗之姿矣。的

雖然韓愈的家人和師友，與他拉不上關你，但二人耿

介拔俗的性格是相同的﹔同時元結的文章，“奇古峻

絕，’，與韓文的風格相似﹔他的不踏襲古今作風，又

與昌黎所謂“辭必已出”、“惟陳言之務去’，相吻合。

故韓愈稱舉唐代文人，說他是“以其所能鳴”的一個人

（〈送孟采野序〉） ，可見推崇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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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博取集成

總括來說，唐代古文運動，不是由韓愈一人所開

放，也非由他一人之力而致成功。由上文所述，可知唐

代初年，已有不少文士，反對輕靡纖巧的文風。到了開

元天寶年間，蕭穎士、李華二人，力排麟綺，倡言古

文，繼起的有元結、獨孤及、梁肅等人。大曆、員元年
間，形成一種崇尚古學的風氣﹔ l海及憲宗元和之吐，古

文運動已成一股蓄勢待發的伏流，等候適當的時機而澎

務。韓傘一方面秉承家學的薰陶，另一方面受到師友的

影響，加上本身是一位天才作家和宣傳家， 44 既能以作

品示人，又能以繼承儒家道統者自居，不長訕笑，的大

聲疾呼，倡導古文，吸引後學。同時在德索員元十八年

(802) ，調授圈子四門博士﹔憲索元和元年（806）為

圈子博士，次年分教東都諸生﹔十五年詔為圈子祭酒。

這些官職，都處於領導夭下文士的地位。因此，他的影

響是深遠而容易播衍的。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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