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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愈的文体文风改革及其贡献

刘摇 涛
(韩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潮州 521041)

[摘摇 要] 摇 文体文风改革是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的重要内容。 针对六朝以来的淫侈靡丽文风,韩愈标举复古,借古文以

明儒家之道,创建出一种既承载儒家之道,又采用奇句单行的体式,而且没有对偶、声律的严格限制的新体散文。 这种新式散

文不仅与当时流行的骈体文相敌对,而且不因袭古圣先贤之成言,而是自铸伟辞,既明道传道,又抒泄郁积于胸中的怨愤不平

及遭遇不幸之情,体现出韩愈对于创造性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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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唐韩愈倡导的文体文风改革运动建树颇多,
在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时

人及后人多从变革骈俪文体文风的角度对此次古文

运动予以高度评价。 如退之门生李汉《昌黎先生集

序》云:“先生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谓

雄伟不常者矣。冶 [1]2宋人姚铉《唐文粹序》曰:“韩吏

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根

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
正道于夷坦。 ……世谓贞元、元和之间,辞人咳唾皆

成珠玉,岂诬也哉!冶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也称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冶 [2]。 清人刘

熙载提出,韩愈创作古文,并未彻底摈弃骈文,而是

汲取了骈体文的艺术创作技巧。 《艺概·文概》云: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 盖惟善用古者

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冶 [3] 近人陈

寅恪《论韩愈》一文也表现出对韩愈的推崇:“退之

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

人物也。冶有的学者则指出“古文冶之名与骈文相对,
最早出现于唐代变革六朝骈体文风的运动中。 如李

兆洛《骈体文钞序》曰:“自唐以来始有古文之目,而
目六朝之文为骈俪。冶 [4] 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
云:“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

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冶 蒋湘南《与田叔子论

古文第三书》亦云:“昌黎矫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

兴。冶 初唐仍盛六朝骈俪文风,“古文冶之名由变革

此风而得,故蒋氏称“矫唐文之弊冶。 刘师培《论文

杂记》谓:“之唐,人以笔为文,始于韩、柳。 ……而

韩门弟子有李翱、皇甫湜诸人,偶有所作,咸能易排

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复能务去陈言,辞必己出。
当时之士,以其异于韵语偶文之作也,遂群然目之为

古文。 以笔为文,至此始矣。冶六朝时称无韵之文为

笔,而称有韵之文为文,韩、柳所作本为无韵散行之

笔,时人则称其为文。 至此,六朝所谓文、笔之义已

混淆,故刘氏称唐人以笔为文,自韩、柳始。
唐之古文,当指具有先秦两汉奇句单行、不讲骈

偶声律风格的文章,实为纯正的散体文。 韩愈倡导

的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多有创新,在散文文体文

风变革方面取得了卓异的成效。 中唐古文运动的成

功,不仅要归因于领导者在理论及创作方面的贡献,
而且还应考虑到此前学者的开拓之功。

一摇 中唐古文运动以前的文体文风改革思想及实绩

骈文、散体文的演进是文学史中散文发展的体

现,当属文学发展的自然规律使然。 它主要表现为

骈、散两种文体交互更替、此消彼长。 中国古代散文

中的骈文、散体文演进经历了骈散合一;骈散分途;
骈文初成、定型及兴盛;散体文复兴、骈文变革、四六

形成;骈散并衰;骈散复兴及消亡六个阶段。 晚清罗

惇曧《文学源流》叙骈散演进历程曰:“周、秦逮于汉

初,骈散不分之代也。 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

也。 魏、晋历六朝而迄唐,骈文极盛之代也。 古文挺

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

也。 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 元、明二代,骈散并衰,
而散力终胜于骈。 明末逮乎国朝,散骈并兴,而骈势



差强于散。冶 [5]六朝时期,骈文大兴,时至初唐,此风

不减。 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者针对六朝骈文形式方

面的种种束缚,意欲变革骈俪文风,倡导先秦、两汉

奇句单行,不讲声律和对仗的散体文,所以说古文是

作为骈文的对立面而出现的。
虽然古文运动正式兴起于中唐,但尊古、好古、

反骈倾向由来已久。 当然,好古文不一定就反对骈

文。 《宋书·王微传》称王微“为文古甚冶,即说其文

骈俪气息较少,基本为散体,与当时主流文风相悖。
又《梁书·文学上·吴均传》称吴均“文体清拔有古

气,好事者或敩之,谓为‘吴均体爷。冶二人文章虽有

古气,但都没有反对骈文的倾向和言论。 被萧纲誉

为“良史之才冶的裴子野,因“了无篇什之美冶,故“质
不宜慕冶。 《梁书·裴子野传》曰:“子野为文典而

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当时

或有诋诃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冶裴子野诗文质朴

而不尚华采,或许与他作为史家有关。 其曾祖裴松

之,为《三国志》作注,祖父裴骃,撰《史记集解》,均
为著名史学家。 子野本人也长于史学,曾据沈约

《宋书》加以更删,撰成《宋略》二十卷,其中的序事

评论还得到沈约的赞赏。 然而,裴子野并没有反对

骈俪藻采的言论。 尽管六朝以迄初盛唐骈文方盛,
但以散体形式撰文者也不少见,其中尤以史家为特

出。 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九“古文自姚察始冶
条说:“《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
欲远追班、马。 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序事之文,亦多

四字为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

行之。 ……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

习,……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 ……则姚察父

子为不可及也。 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

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隋末唐初也哉。冶 [6] 可见

在骈文风行时,散体文并没有消亡,只是势头暂时被

掩盖起来。 散体与骈体只是形式不同的两种文体,
文章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二者可以共存。 但就整

个发展历程来说,各个阶段的具体发展状况不可能

是一成不变的,而且不同时代、不同作家往往有不同

的文体要求,由此表现出骈散两种文体的此消彼长。
当一种文体(如骈文)强盛势头过后,另一种文体

(如散体文)则又开始崛起。 当然,文章的发展毕竟

有一个过程,散体文的重新兴起也不是突然的,在骈

文处于鼎盛之时,反对骈俪文风,要求恢复古文的声

音一直不绝于耳。
西魏后期,宇文泰认为浮靡文风无益于政治教

化,意欲革除其弊,于是命令苏绰(时任大行台度支

尚书)作《大诰》,用质朴的文词来提倡古文。 苏绰

所作,完全仿效《尚书》典谟的文体,纯属佶屈聱牙

的古文。 宇文泰、苏绰最早正式提出反对骈文,并且

也落实到创作中,但由于他们的改革出于极强的政

治教化目的,带有显著的功利性,不是从文学本身深

入地推行散体文,而是通过矫枉过正的复古方式展

开,因此无法彻底革除骈俪文风。 十余年后的魏末

周初,南方文士留北,整个文坛又恢复了骈体。 时至

隋代,隋文帝认为带有丽藻缛绘的文章无补于实用,
于是借助强制力量革除这种浮艳文风。 李谔为迎合

统治者的改革习气,上书朝廷要求革正文体。 他强

调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重视儒家经典的“褒德序

贤,明勋证理冶功能。 李氏极力反对魏、晋以下直至

齐、梁的骈俪文风,认为魏之三祖“忽君人之大道,
好雕虫之小艺冶,“竞骋文华,遂成风俗冶;而江左齐、
梁“贵贱贤愚,唯矜吟咏。 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

微。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

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 世俗以此相高,朝
廷据兹擢士。冶对盛行骈体所带来的弊端揭露得淋

漓尽致。 不仅如此,他还把政事混乱归因于骈文:
“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

以为用也。冶他们主张去掉应用文中的繁辞丽藻,讲
求实用,本无可厚非,但忽略掉文学内部的力量这一

关键性因素,反将政治措施引入文风改革中,不免失

于极端。 虽然隋文帝、李谔反对浮华文风的态度非

常坚决,但对骈体形式产生的影响很小。
唐初,文章“承徐、庾余风冶,仍然是六朝骈文的

继续,而盛唐时,浮靡文风有所消退,崇雅倾向渐显。
关于唐代文章的演变情况,《新唐书·文艺传序》
谓:“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 高祖、太宗,
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絺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
杨为之伯。 玄宗好经术,群臣稍厌雕瑑,索理致,崇
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 ……大历、贞元

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
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
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

极也。冶在韩愈之前,已有多人致力于文体文风的改

革。 具体来说,改革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写

作散体的逐渐增加;二是骈体文的逐步改造、变化。
自陈子昂主张以风雅取代淫侈,创作散体奏疏开始,
到后来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陆贽、柳冕

等都致力于古文创作,文章由骈至散的转变,已成不

可阻挡之势。 古文家所反对的,正是六朝以来讲究

对仗、声律和藻绘的骈俪文,在他们看来,这些都属

衰文,应该严加鞭挞。 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

郎赵郡李公中集序》曰:“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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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文亦下衰。 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 ……乃

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 及

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冶 元结作为

中唐古文运动之前倡古的中坚力量之一,其文风奇

古,在文章创作中颇有建树。 《四库全书总目·元

次山集提要》评论道:“文章戛戛自异,变排偶绮靡

之习。 杜甫尝和其《舂陵行》,称其可为天地万物吐

气。 晁公武谓其文如古钟磐,不谐俗耳。 高似孙谓

其文章奇古,不蹈袭。 盖唐文在韩愈以前,毅然自为

者,自结始。 亦可谓耿介拔俗之姿矣。冶 [7] 李华、梁
肃等人在创作散体文及探讨文体文风改革理论方面

也多有成就。
然而,文风的改变要比文体的变革更早,只有当

散体文创作数量大增,技巧达到成熟,并且势头彻底

盖过骈文时,那才标志着文体变革取得了实质性的

进展。 在此之前,文风往往早已转向,这不仅反映在

散体文的写作上注重内容的充实,文辞的质朴与自

然,而且反映在骈文的写作上发生了新变化。 张说

善制碑志之文,其文虽仍用骈体,但一洗六朝初唐浮

侈华靡之风,返归质实,骈散兼行,散句渐多,典故减

少,内容沉实浑厚,行文参差错落而又明白流畅,预
示着骈文形式即将发生大的变化。 姜书阁称“张说

是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的,是由骈复散的过渡期

的大家冶 [8],无疑有一定的道理。 陆贽的朝廷奏议、
制诏之文,虽以骈体撰成,却已全无骈体文固有之繁

密用典与雕饰辞采之弊,而是变繁缛复杂为平易自

然,“切于实用,用白晓畅,纯任自然,一扫用典浮夸

之恶习,其气势之盛,与散文相埒。 骈文原为美文,
至此而骈文可为应用文之真相,始大白于世。冶 [9] 陆

氏之文用语、气势及功能已大不同于此前的骈文,论
事恳切,说理严密,叙事间以散行,内容切实,多受后

世学者称赏。 经过陆贽改革后的骈文,骈偶形式虽

未改变,但经世致用的功能大大增强,审美功能则明

显削弱,散文化因素趋于增多。 《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翰苑集》评陆贽的骈体奏议、制诏文说:“贽文

多用骈句,盖当日之体裁。 然真意笃挚,反覆曲畅,
不复见排偶之迹。 《新唐书》不收四六,独录贽文十

余篇。 司马光《资治通鉴》录其疏至三十九篇,上下

千年,所取无多于是者,经世之文,斯之谓矣。冶诸书

多收陆文,即见对其应用文章成就的肯定。 因为陆

贽骈文风格迥异于六朝骈文,所以后代一些骈文选

本,如《四六法海》、《唐骈体文钞》都不把它作为正

宗骈文,故而不选。
文体文风的改变已既成事实,与六朝、初唐相

比,盛唐、中唐文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质朴否定了

绮靡,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取代了追求文学自身特

征及艺术表现技巧的文学思想,由骈而散的发展趋

势已不可阻挡。 元结、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
柳冕等在文体文风改革中的根本主张,就是以儒家

思想充实文章内容,使文章有益于政治教化,说到底

就是宗经,明儒家之道,重视政教之用。 在这一前提

下,散文创作追求质朴简洁,反对雕琢藻饰。 元结等

人提倡宗经复古,在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方面为散

体文复兴都做出了较大贡献,为后来韩愈领导的古

文运动打下了基础。 但他们标榜彰明儒家之道,实
际却未与现实政治及生活相联系;完全排斥骈体文,
包括它的艺术创作技巧,从而违背了文学自身的发

展规律;文章创作停留在单纯模仿的层面上,缺乏独

创性与生命力。 这或许就是他们的文体文风改革没

能取得更大成就的原因。

二摇 韩愈革新文体的表现及成就

韩愈倡导的文体文风革新运动吸收了此前学者

的有益经验,弥补了其中的不足,获得了很大的成

功。 因为他将文体文风改革与现实政治改革及行为

紧密结合起来,从而避免了此前改革者虚浮空泛的

弊病,使得文体文风改革充满生机与活力。
韩愈革新文体的理论及贡献表现在多方面,追溯

其思想渊源,自然出于宗经、重儒家之道及政教功用的

观念。 韩愈将儒家之道融入散文创作中,借文章以明

道,其所明之道,往往和社会现实、政治现实问题联系

密切。 换句话说,韩文中所明之道,实际就是他所阐发

的有益于世道的社会、政治主张。 他把文章当作明道

的工具,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从具体

内容上来看,韩愈提倡的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仁义,对
此所作的解释与孟子的行王道、施仁政的观点酷似。
韩愈从儒家功利主义观点出发,对儒学极为推崇,而且

自己也以儒家道统继承人自居。 《重答张籍书》曰:“自
文王没,武王、周公、成、康,相与守之,礼乐皆在,及乎夫

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

扬雄,亦未久也,……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

道也。冶[1]135鄄136以孔孟继承人自命,可见其思想宗尚。
在此思想指导下,韩愈重视儒学,强调人的品行修养,
在文章写作上则是以道为本,以文为末。 他多次申述

自己喜好古文其实是为了古道,在重古道的前提下开

始重视古文,即把文章当成明道的工具。 《题欧阳生哀

辞后》云:“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
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
志乎古道者也。冶《答陈生书》亦云:“愈之志在古道,又
甚好其言辞。冶《答李秀才书》又云:“然愈之所志于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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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冶由此可见其借古辞以

复古道的意图。 韩愈认为,古文与古道应是相互关联

的,文是道的载体,道是文的实质,故可以由文而及道,
亦可以由道而及文,实际上是把文与道密切结合起来,
古文与古道同样重要。

这种文以贯道、明道的观点在隋代已有人提出,
如王通《文中子·王道》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

无文也。冶《文中子·天地》又曰:“学者博诵云乎哉?
必也贯乎道。 文者苟作云乎哉? 必也济乎义。冶此

后,独孤及明确提出作文以“宏道冶,梁肃也称“文本

于道冶,柳冕也指出学文以“行道冶。 韩愈的观点与

上述学者的是一致的,他要继承并宣扬的是先秦两

汉儒家之道,为此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非三代

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冶的论调。 “三
代两汉之书冶无疑承载了儒家学说的诸多内容,而
所谓“圣人之志冶,显然亦指儒家之志。 韩愈张扬儒

家之道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用儒家道统重新建

立起严格封建等级制的思想秩序。 从当时的思想及

政治背景来看,则主要针对流行的佛、老之学与藩镇

割据的现状。 韩愈倡言恢复古道,根本目的在于用

儒学统一时人的思想,巩固封建等级秩序,加强中央

集权,促进社会安定。 由于加入了与当时社会政治

密切相关的内容,所以这种文以明道说改变了此前

学者虚浅浮泛、空言明道的做法,进而使文体文风改

革充满了活力。
韩愈从现实政治出发提倡恢复古道,又因好古

道而延及好古文,并努力创建一种新的散文体制。
先秦两汉散文既承载儒家之道,又采用奇句单行的

体式,而且没有对偶、声律的严格限制,风格绝异于

当时文坛盛行的骈体文。 而韩愈极为厌恶这种以雕

琢藻绘、用典声律为能事的科举取士文体,并力图寻

求一种不同于流俗的文体,这样一来,传统“古文冶
自然成为他所喜爱的文体。 于是,恢复古道与改革

文体文风、提倡古文与反对骈文便被统一起来。 韩

愈强调借古文以明古道,明道应是主要目的,而其对

古文却尤为用心,此又流露出企求以文章自树立和

传世不朽的意图。 他以创造新文体为己任,不因循

当世骈体,而是以古圣贤人为法,用其文体,努力探

讨其创作艺术,以求自树立、远收名。 由此可见,韩
愈如此勤心致力于古文,不仅是为了求取古圣先贤

之道,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了获得作文的高超艺术

表现技巧,从而达到扬名发誉的目的。 这种借文章

以垂名不朽的动机,促使他不断追求文章表达技巧,
精益求精,从而超越了“明道冶的实用目的,转向讲

求文章的审美效果。 韩愈标榜求古道,而又极力探

讨文章的艺术技巧,对此,清人程廷祚《复家鱼门论

古文书》评云:“退之以道自命,则当直接古圣贤之

传,三代可四,而六经可七矣。 乃志在于沈浸醲郁,
含英咀华,作为文章,戛戛乎去陈言而造新语,以自

标置,其所操抑末矣。冶 [10]程氏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

孜孜不倦致力于古文的事实。
韩愈虽反对骈文,但又不同于元结等人完全否

定骈文的做法,在创作新体散文的过程中,又汲取了

骈文的艺术技巧。 他在叙述其师承文统时提到,自
己作文上宗《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
经》,下法《庄子》、《离骚》、《史记》与司马相如、扬
雄的辞赋,可见其取法先秦、西汉的倾向。 韩愈从所

宗尚的作品,尤其是骚、赋中吸收了排比和藻饰等手

法,应用于新体散文的创作中。 虽然反对多用对偶,
追趋华采,但其文章中也有一定数量的排句或偶句,
有时也运用藻饰加以描写或渲染烘托。 究其原因,
一方面由于韩愈本身也擅长骈文;另一方面,中唐时

期骈文仍有生存空间,而且难以避免与散文发生影

响,在二者的相互影响过程中,彼此之间很可能会出

现艺术技巧上的学习与借鉴。 如《进学解》、《送李

愿归盘谷序》等,都是排对、辞采或用事稍集中的篇

章。 韩愈对具有较高艺术技法的骈文,往往不吝赞

美之词。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初唐时期的骈文名

篇,韩作《新修滕王阁记》,称“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

等,壮其文辞,益欲往一观而读之,以忘吾忧。冶他还

认为己作“词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冶古文家创作

新体散文也讲究声音的宫商交错,抑扬协谐,如提出

“引物连类,穷情尽变,宫商相宣,金石谐和冶的主

张,但他们更倾向于声音的自然谐和,不像骈文那样

刻意追趋声律谐畅。 韩愈借鉴骈文的有益艺术经

验,丰富了散文的创作技法,创出一种新式散文,后
世学者对此多有评议。 如清人刘开《与阮芸台宫保

论文书》云:“此一家者,非出于一人之心思才力为

之,乃合千古之心思才力变而出之者也。冶 “夫退之

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

粗,化其腐而出其奇。 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

有也。冶 [11]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也有近

似的言论:“浅儒但震其起八代之衰,而不知其吸六

朝之髓也。冶古文家以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所谓复

古,仅是重述儒家思想,而在文章创作上却重在创

新。 尽管他们吸收骈文的诸多艺术技巧,但创作出

的新体散文总是一种与骈文相敌对的文体。 中唐古

文运动兴起后,散体文处于上升地位,相应地,骈文

的势头开始削弱。 当然,这主要是由文章发展的必

然规律决定的。 骈文走向成熟时,体制模式已趋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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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作技巧已发展到极端,就文体进化本身来说,
很难再有提升的空间。 然而,经过古文家革新的散

文,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往往能给文坛注入一些新鲜

气息,况且新体散文的叙事、描写,尤其是说理方面

的功能都优于骈文。 散文也不只是局限于实用性,
更重要的是也具有和骈文一样的审美作用。 在这种

情况下,即使擅长骈文的文士,也转而作散文,古文

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莫不如此。 王国维《人
间词话》曰:“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
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
以发表其思想感情。冶 [12]

韩愈创作的新体散文承载儒家道统,不因袭前

人成言,而是自铸伟辞,呈现出一片新气象。 经过革

新后的新体散文具有充实的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技

巧,不但形成了与骈文相抗衡的局面,而且也广为时

人所接受。 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曾称赞韩愈文

章说:“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跋邪觝异,
以扶孔氏,存皇之极。 ……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
浑灏灏,不可窥校。 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纸怪发,
鲸铿春丽,惊耀天下。冶李翱《韩文公行状》对韩愈创

立的新体散文同样赞赏有加:“自贞元末以至于兹,
后进之士,其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公以为法。冶 众

文士奉韩愈文章为圭臬,可见其新体散文理论对文

坛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除了提倡借古文以明道,反对骈文,创制新体散

文以外,对“不平则鸣冶说的阐发也是韩愈文体文风

改革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果说文以明道的观

念更多地趋向功利主义性质,那么“不平则鸣冶说则

重在抒情与写实。 《送孟东野序》云:“大凡物不得

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

鸣。 ……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

弗平者乎! ……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

鸣其不幸邪?冶此序为送孟郊而作,完全从孟郊的仕

途失意、生活穷愁之困境入手,提出“不得其平则

鸣冶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柳子厚墓志铭》、《荆潭唱

和诗序》等文中也有表述,其主要内容在于认为作

者心有不平、不幸之事,郁积胸中,不能自已,故发而

为文以抒泄之。 另外,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还提出

“气盛言宜冶、“惟陈言之务去冶的观点,在《答刘正夫

书》中阐发了师法古圣贤人时应“师其意,不师其

辞冶的主张。 这些理论在文体文风改革中也都具有

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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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form and Contribution of Han Yu謘s Style of Writing

LIU Tao
(Hanshan Normal College,Chaozhou 521041,China)

Abstract:摇 The reform to style of writing which was advocated by HanYu was an important content in movement of ancient writ鄄
ing. Aimming at the flowery wrinting style from six Dynasties,Han Yu raised retro viewpoint to clear ancient doctrine by way of ancient
writing,to create a new prose which was not only a bearer of Confucianism but also with a single row for odd sentence,and there was no
strict restrictions of duality and sound. The new prose was not only hostile to the parallel prose and not inherited into ancient sages of
the words,but invented new words,both preaching confucianism,and expressing vent anger smoldering in the hearts of injustice and
feelings of the less fortunate. This reflected the great importance which Han Yu attached to the creativity.

Key words:摇 Han Yu;摇 ancient writings;摇 ancient doctrine;摇 style of writing;摇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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