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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論 文 所 稱 的「 古 文 」， 非 指「 古 代 文 字 」或「 古 代 典 籍 」， 而本 論 文 所 稱 的「 古 文 」， 非 指「 古 代 文 字 」或「 古 代 典 籍 」， 而本 論 文 所 稱 的「 古 文 」， 非 指「 古 代 文 字 」或「 古 代 典 籍 」， 而本 論 文 所 稱 的「 古 文 」， 非 指「 古 代 文 字 」或「 古 代 典 籍 」， 而

是 指 古 代 的 一 種「 文 章 體 式 」，也 有 人 將 其 稱 為「 古 典 散 文 」。是 指 古 代 的 一 種「 文 章 體 式 」，也 有 人 將 其 稱 為「 古 典 散 文 」。是 指 古 代 的 一 種「 文 章 體 式 」，也 有 人 將 其 稱 為「 古 典 散 文 」。是 指 古 代 的 一 種「 文 章 體 式 」，也 有 人 將 其 稱 為「 古 典 散 文 」。
1
在 中在 中在 中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這 種「 古 代 文 章 體 式 」的「 古 文 」，是 指 由 唐 朝 的 韓 愈 、國 文 學 史 上，這 種「 古 代 文 章 體 式 」的「 古 文 」，是 指 由 唐 朝 的 韓 愈 、國 文 學 史 上，這 種「 古 代 文 章 體 式 」的「 古 文 」，是 指 由 唐 朝 的 韓 愈 、國 文 學 史 上，這 種「 古 代 文 章 體 式 」的「 古 文 」，是 指 由 唐 朝 的 韓 愈 、

柳 宗 元 等 提 倡 書 寫 的 一 種 和 駢 文柳 宗 元 等 提 倡 書 寫 的 一 種 和 駢 文柳 宗 元 等 提 倡 書 寫 的 一 種 和 駢 文柳 宗 元 等 提 倡 書 寫 的 一 種 和 駢 文
2
不 同 的 文 體 ，不 同 的 文 體 ，不 同 的 文 體 ，不 同 的 文 體 ， 因 為 當 時 以 「 復 古 」因 為 當 時 以 「 復 古 」因 為 當 時 以 「 復 古 」因 為 當 時 以 「 復 古 」

為 號 召，故 以「 古 文 」名 之。為 號 召，故 以「 古 文 」名 之。為 號 召，故 以「 古 文 」名 之。為 號 召，故 以「 古 文 」名 之。
3
以 韓 愈 來 說以 韓 愈 來 說以 韓 愈 來 說以 韓 愈 來 說，他 為 何 要 提 倡「 古 文 」，他 為 何 要 提 倡「 古 文 」，他 為 何 要 提 倡「 古 文 」，他 為 何 要 提 倡「 古 文 」，，，，

                                                                                                                                                                                        

1
 馮書耕、金仞千說：「古文有『文字』、『典籍』、『文體』三種之馮書耕、金仞千說：「古文有『文字』、『典籍』、『文體』三種之馮書耕、金仞千說：「古文有『文字』、『典籍』、『文體』三種之馮書耕、金仞千說：「古文有『文字』、『典籍』、『文體』三種之名稱；……（文字之名稱；……（文字之名稱；……（文字之名稱；……（文字之古文）指倉頡所造，史籀大篆為古文，以當時通行之篆隸為今文，……『典籍』古文之古文）指倉頡所造，史籀大篆為古文，以當時通行之篆隸為今文，……『典籍』古文之古文）指倉頡所造，史籀大篆為古文，以當時通行之篆隸為今文，……『典籍』古文之古文）指倉頡所造，史籀大篆為古文，以當時通行之篆隸為今文，……『典籍』古文之說，始自司馬遷，以帝德帝系為古文，別於尚書、春秋、國語、百家之言。恭王壁中書，說，始自司馬遷，以帝德帝系為古文，別於尚書、春秋、國語、百家之言。恭王壁中書，說，始自司馬遷，以帝德帝系為古文，別於尚書、春秋、國語、百家之言。恭王壁中書，說，始自司馬遷，以帝德帝系為古文，別於尚書、春秋、國語、百家之言。恭王壁中書，及獻王所得，有周官、尚書……，皆古字，稱為古文，別於當時通行文字所寫典籍。……及獻王所得，有周官、尚書……，皆古字，稱為古文，別於當時通行文字所寫典籍。……及獻王所得，有周官、尚書……，皆古字，稱為古文，別於當時通行文字所寫典籍。……及獻王所得，有周官、尚書……，皆古字，稱為古文，別於當時通行文字所寫典籍。……若『文體』之古文，是唐韓退之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欲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而曰古若『文體』之古文，是唐韓退之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欲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而曰古若『文體』之古文，是唐韓退之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欲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而曰古若『文體』之古文，是唐韓退之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欲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而曰古文；是古文之名，為樸質之散文。」參見馮書耕、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文；是古文之名，為樸質之散文。」參見馮書耕、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文；是古文之名，為樸質之散文。」參見馮書耕、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文；是古文之名，為樸質之散文。」參見馮書耕、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版社，版社，版社，版社，1971），），），），83-84 頁。本論文所指之「古文」，正是書中所言「『文體』之古文」，是頁。本論文所指之「古文」，正是書中所言「『文體』之古文」，是頁。本論文所指之「古文」，正是書中所言「『文體』之古文」，是頁。本論文所指之「古文」，正是書中所言「『文體』之古文」，是「樸質之散文」。另外「樸質之散文」。另外「樸質之散文」。另外「樸質之散文」。另外，對於韓柳的古文，葛曉音說：「（韓柳變筆為文）根據當代口語，，對於韓柳的古文，葛曉音說：「（韓柳變筆為文）根據當代口語，，對於韓柳的古文，葛曉音說：「（韓柳變筆為文）根據當代口語，，對於韓柳的古文，葛曉音說：「（韓柳變筆為文）根據當代口語，創造出上繼三代兩漢古文、以奇句單行為主的新文體。」參見葛曉音：〈古文成於韓柳創造出上繼三代兩漢古文、以奇句單行為主的新文體。」參見葛曉音：〈古文成於韓柳創造出上繼三代兩漢古文、以奇句單行為主的新文體。」參見葛曉音：〈古文成於韓柳創造出上繼三代兩漢古文、以奇句單行為主的新文體。」參見葛曉音：〈古文成於韓柳的標誌〉收錄在《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標誌〉收錄在《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標誌〉收錄在《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的標誌〉收錄在《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二刷），二刷），二刷），二刷），181 頁。此頁。此頁。此頁。此新文體指的便是「古文」，此說指出古文特徵正是「奇句單行為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新文體指的便是「古文」，此說指出古文特徵正是「奇句單行為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新文體指的便是「古文」，此說指出古文特徵正是「奇句單行為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新文體指的便是「古文」，此說指出古文特徵正是「奇句單行為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散體」。此外，不論在文章的內容或形式，都需特別注意韓愈提倡此文體的目的是「欲「散體」。此外，不論在文章的內容或形式，都需特別注意韓愈提倡此文體的目的是「欲「散體」。此外，不論在文章的內容或形式，都需特別注意韓愈提倡此文體的目的是「欲「散體」。此外，不論在文章的內容或形式，都需特別注意韓愈提倡此文體的目的是「欲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返之三代兩漢之作」。返之三代兩漢之作」。 

2
 駢文指的是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據吳孟復說：「駢文的特點，是句必對偶，不僅要求駢文指的是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據吳孟復說：「駢文的特點，是句必對偶，不僅要求駢文指的是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據吳孟復說：「駢文的特點，是句必對偶，不僅要求駢文指的是魏晉六朝駢儷之文，據吳孟復說：「駢文的特點，是句必對偶，不僅要求詞句相對，而且還要音韻協調（散文也要詞句相對，而且還要音韻協調（散文也要詞句相對，而且還要音韻協調（散文也要詞句相對，而且還要音韻協調（散文也要聲音和諧，但不像駢文拘忌之甚），因此，便聲音和諧，但不像駢文拘忌之甚），因此，便聲音和諧，但不像駢文拘忌之甚），因此，便聲音和諧，但不像駢文拘忌之甚），因此，便要堆砌詞藻，多用典故。」參見吳孟復：《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要堆砌詞藻，多用典故。」參見吳孟復：《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要堆砌詞藻，多用典故。」參見吳孟復：《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要堆砌詞藻，多用典故。」參見吳孟復：《唐宋古文八家概述》（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5 一版，一版，一版，一版，1998 二刷），二刷），二刷），二刷），12 頁。頁。頁。頁。 
3
 明‧徐世泰提及：「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明‧徐世泰提及：「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明‧徐世泰提及：「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明‧徐世泰提及：「東坡云：杜詩、韓文、顔書、左史，皆集大成也。又云：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參見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註．序說》（四庫全書，集部，別集文自韓愈始，……」參見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註．序說》（四庫全書，集部，別集文自韓愈始，……」參見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註．序說》（四庫全書，集部，別集文自韓愈始，……」參見唐．韓愈：《東雅堂昌黎集註．序說》（四庫全書，集部，別集類）；另外，清‧袁枚言：「唐以類）；另外，清‧袁枚言：「唐以類）；另外，清‧袁枚言：「唐以類）；另外，清‧袁枚言：「唐以前前前前，，，，無無無無古文之名，自韓柳古文之名，自韓柳古文之名，自韓柳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諸公諸公諸公出，出，出，出，懼懼懼懼文之不古，而古文文之不古，而古文文之不古，而古文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參見清‧袁枚：《始名。」參見清‧袁枚：《始名。」參見清‧袁枚：《始名。」參見清‧袁枚：《小小小小倉倉倉倉山房山房山房山房文集》文集》文集》文集》卷十九卷十九卷十九卷十九〈〈〈〈答友人答友人答友人答友人論文論文論文論文第第第第二書〉（上二書〉（上二書〉（上二書〉（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海海海古古古古籍出版社，籍出版社，籍出版社，籍出版社，1988），），），），1546 頁。此在在頁。此在在頁。此在在頁。此在在證證證證明韓愈和古文之明韓愈和古文之明韓愈和古文之明韓愈和古文之關係關係關係關係，以及韓愈在古文的，以及韓愈在古文的，以及韓愈在古文的，以及韓愈在古文的重重重重要要要要地地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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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以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以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以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 呢 ？ 其 實 這 牽 涉 到「 古 文 」的 含 意 和 形 式。呢 ？ 其 實 這 牽 涉 到「 古 文 」的 含 意 和 形 式。呢 ？ 其 實 這 牽 涉 到「 古 文 」的 含 意 和 形 式。呢 ？ 其 實 這 牽 涉 到「 古 文 」的 含 意 和 形 式。

韓 氏 自 己 便 曾 在 〈 答 李 秀 才 書 〉 中 說 ：韓 氏 自 己 便 曾 在 〈 答 李 秀 才 書 〉 中 說 ：韓 氏 自 己 便 曾 在 〈 答 李 秀 才 書 〉 中 說 ：韓 氏 自 己 便 曾 在 〈 答 李 秀 才 書 〉 中 說 ：     

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

敢自愛其道而敢自愛其道而敢自愛其道而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是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以辭讓為是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以辭讓為是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以辭讓為是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

之好，好其道焉爾。之好，好其道焉爾。之好，好其道焉爾。之好，好其道焉爾。
4
    

又 在 〈 題又 在 〈 題又 在 〈 題又 在 〈 題 歐 陽 生歐 陽 生歐 陽 生歐 陽 生 哀 辭哀 辭哀 辭哀 辭 後後後後 〉 中 說 ：〉 中 說 ：〉 中 說 ：〉 中 說 ：     

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

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道者也。
5
    

原 來，韓 愈原 來，韓 愈原 來，韓 愈原 來，韓 愈 提 倡 古 文，主 要 是 因 為 好「 古 道 」，韓 氏提 倡 古 文，主 要 是 因 為 好「 古 道 」，韓 氏提 倡 古 文，主 要 是 因 為 好「 古 道 」，韓 氏提 倡 古 文，主 要 是 因 為 好「 古 道 」，韓 氏 不 只不 只不 只不 只 希 望 文 章 應希 望 文 章 應希 望 文 章 應希 望 文 章 應

做 到 「 句 讀 不 類 於 今 者 」， 而 且 「 不 以 琢 雕 為 工 」， 也 就 是 在 文 章 的做 到 「 句 讀 不 類 於 今 者 」， 而 且 「 不 以 琢 雕 為 工 」， 也 就 是 在 文 章 的做 到 「 句 讀 不 類 於 今 者 」， 而 且 「 不 以 琢 雕 為 工 」， 也 就 是 在 文 章 的做 到 「 句 讀 不 類 於 今 者 」， 而 且 「 不 以 琢 雕 為 工 」， 也 就 是 在 文 章 的

形 式 上 不 必 像 駢 文 一 樣 講 究 鑽 研 ， 而 如 此 便 和 魏 晉 以 來 為 文 的 藻 繪形 式 上 不 必 像 駢 文 一 樣 講 究 鑽 研 ， 而 如 此 便 和 魏 晉 以 來 為 文 的 藻 繪形 式 上 不 必 像 駢 文 一 樣 講 究 鑽 研 ， 而 如 此 便 和 魏 晉 以 來 為 文 的 藻 繪形 式 上 不 必 像 駢 文 一 樣 講 究 鑽 研 ， 而 如 此 便 和 魏 晉 以 來 為 文 的 藻 繪

駢 儷 之 風 正 相 反；駢 儷 之 風 正 相 反；駢 儷 之 風 正 相 反；駢 儷 之 風 正 相 反；
6
更 重 要 的 是，這 樣 的 文 章，在 內 容 上 才 能 適 合 表更 重 要 的 是，這 樣 的 文 章，在 內 容 上 才 能 適 合 表更 重 要 的 是，這 樣 的 文 章，在 內 容 上 才 能 適 合 表更 重 要 的 是，這 樣 的 文 章，在 內 容 上 才 能 適 合 表

                                                                                                                                                                                                                                                                                                                                                                                                                                                                                                                                        位位位位。。。。 
4
 唐‧韓愈：《唐‧韓愈：《唐‧韓愈：《唐‧韓愈：《朱朱朱朱文文文文公校公校公校公校昌黎昌黎昌黎昌黎先生先生先生先生文集》文集》文集》文集》卷十卷十卷十卷十六〈六〈六〈六〈答李秀才答李秀才答李秀才答李秀才書〉（四部書〉（四部書〉（四部書〉（四部叢刊初編叢刊初編叢刊初編叢刊初編，集部）。，集部）。，集部）。，集部）。 

5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卷卷卷卷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二〈二〈二〈題歐陽生哀辭後題歐陽生哀辭後題歐陽生哀辭後題歐陽生哀辭後〉。〉。〉。〉。 

6
 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說：「唐說：「唐說：「唐說：「唐人人人人以筆為文，始以筆為文，始以筆為文，始以筆為文，始于于于于韓、柳。……而韓韓、柳。……而韓韓、柳。……而韓韓、柳。……而韓門弟子門弟子門弟子門弟子有有有有李翱李翱李翱李翱、、、、皇甫湜諸人皇甫湜諸人皇甫湜諸人皇甫湜諸人，偶，偶，偶，偶有所作，有所作，有所作，有所作，咸能易排咸能易排咸能易排咸能易排偶為單行、偶為單行、偶為單行、偶為單行、易平易易平易易平易易平易為奇古，復為奇古，復為奇古，復為奇古，復能務去陳能務去陳能務去陳能務去陳言，言，言，言，辭辭辭辭必必必必己己己己出。當時之出。當時之出。當時之出。當時之士士士士，以，以，以，以其異其異其異其異於韻語偶文之作也，於韻語偶文之作也，於韻語偶文之作也，於韻語偶文之作也，遂群然遂群然遂群然遂群然目之為古文。」以此見古文是有別於韻語、駢偶之作的。目之為古文。」以此見古文是有別於韻語、駢偶之作的。目之為古文。」以此見古文是有別於韻語、駢偶之作的。目之為古文。」以此見古文是有別於韻語、駢偶之作的。參見參見參見參見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劉申叔先生遺劉申叔先生遺劉申叔先生遺書‧論文書‧論文書‧論文書‧論文雜記雜記雜記雜記》（台北：大新書》（台北：大新書》（台北：大新書》（台北：大新書局局局局，，，，1937），），），），855 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陳柱陳柱陳柱陳柱說：「說：「說：「說：「雖然雖然雖然雖然所所所所謂謂謂謂古古古古文，……文，……文，……文，……去去去去六朝之駢偶聲六朝之駢偶聲六朝之駢偶聲六朝之駢偶聲律律律律及及及及其穠麗其穠麗其穠麗其穠麗，而一復兩漢之，而一復兩漢之，而一復兩漢之，而一復兩漢之淳淳淳淳樸樸樸樸與與與與奇偶奇偶奇偶奇偶並並並並用之自用之自用之自用之自由由由由而而而而已已已已。」和。」和。」和。」和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劉師培所言類所言類所言類所言類似似似似。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陳柱陳柱陳柱陳柱：《中國散文史》（台北：：《中國散文史》（台北：：《中國散文史》（台北：：《中國散文史》（台北：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書書書書館館館館，，，，

1991），），），），193 頁；另頁；另頁；另頁；另方介方介方介方介對韓愈此對韓愈此對韓愈此對韓愈此話話話話的的的的理解理解理解理解是韓愈對「古文」有兩是韓愈對「古文」有兩是韓愈對「古文」有兩是韓愈對「古文」有兩個個個個要求：「一是『句要求：「一是『句要求：「一是『句要求：「一是『句讀讀讀讀不類於今』也就是不類於今』也就是不類於今』也就是不類於今』也就是易易易易駢為散；二是以古駢為散；二是以古駢為散；二是以古駢為散；二是以古道道道道為為為為依歸依歸依歸依歸。」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方介方介方介方介：〈：〈：〈：〈談談談談韓愈以文為韓愈以文為韓愈以文為韓愈以文為戲戲戲戲的的的的問問問問題題題題〉（《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哲哲哲哲研究集研究集研究集研究集刊刊刊刊》》》》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六六六六期期期期，，，，2000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中，中，中，中央央央央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院院院院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中國文哲哲哲哲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69頁。另王頁。另王頁。另王頁。另王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對古文對古文對古文對古文義界義界義界義界有有有有詳細詳細詳細詳細的的的的討討討討論，論，論，論，認認認認為古文為古文為古文為古文涵義涵義涵義涵義是：「作散體文是：「作散體文是：「作散體文是：「作散體文解解解解，指有別於，指有別於，指有別於，指有別於魏晉魏晉魏晉魏晉華麗華麗華麗華麗駢偶之文，而駢偶之文，而駢偶之文，而駢偶之文，而興起興起興起興起於中唐的散體單行的文章體於中唐的散體單行的文章體於中唐的散體單行的文章體於中唐的散體單行的文章體製製製製。」。」。」。」並並並並認認認認為：「文體為：「文體為：「文體為：「文體風格隨風格隨風格隨風格隨時時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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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古 代 之 道 ， 此 是 最 終 極 的 目 標 ， 而 也 因 為 它 是 散 體 的 ，達 古 代 之 道 ， 此 是 最 終 極 的 目 標 ， 而 也 因 為 它 是 散 體 的 ，達 古 代 之 道 ， 此 是 最 終 極 的 目 標 ， 而 也 因 為 它 是 散 體 的 ，達 古 代 之 道 ， 此 是 最 終 極 的 目 標 ， 而 也 因 為 它 是 散 體 的 ， 較較較較 能 不 拘能 不 拘能 不 拘能 不 拘

泥 於 形 式 的 要 求 。泥 於 形 式 的 要 求 。泥 於 形 式 的 要 求 。泥 於 形 式 的 要 求 。 當 然 ，當 然 ，當 然 ，當 然 ， 這 樣 的 文 章 ， 自 古 有 之 ， 只 不 過 其 名 稱 和這 樣 的 文 章 ， 自 古 有 之 ， 只 不 過 其 名 稱 和這 樣 的 文 章 ， 自 古 有 之 ， 只 不 過 其 名 稱 和這 樣 的 文 章 ， 自 古 有 之 ， 只 不 過 其 名 稱 和

文 章 體 製，一 直 到 唐 之 韓、柳 時，文 章 體 製，一 直 到 唐 之 韓、柳 時，文 章 體 製，一 直 到 唐 之 韓、柳 時，文 章 體 製，一 直 到 唐 之 韓、柳 時，大 力 提 倡 的 結 果，大 力 提 倡 的 結 果，大 力 提 倡 的 結 果，大 力 提 倡 的 結 果，才 算 稍 有 定 論 。才 算 稍 有 定 論 。才 算 稍 有 定 論 。才 算 稍 有 定 論 。    

《 舊 唐 書 》《 舊 唐 書 》《 舊 唐 書 》《 舊 唐 書 》記 韓 愈：「記 韓 愈：「記 韓 愈：「記 韓 愈：「愈所為文愈所為文愈所為文愈所為文，，，，務反近體務反近體務反近體務反近體，，，，杼意立言杼意立言杼意立言杼意立言，，，，自成一自成一自成一自成一

家新語家新語家新語家新語。。。。後學之士後學之士後學之士後學之士，，，，取為師法取為師法取為師法取為師法。。。。」」」」
7
元 代 郝 經元 代 郝 經元 代 郝 經元 代 郝 經 亦亦亦亦 言 ：「言 ：「言 ：「言 ：「古文之法，則古文之法，則古文之法，則古文之法，則

本韓柳。本韓柳。本韓柳。本韓柳。」」」」
8
此 說 明 了 韓 愈 之 文，是 古 文 之 法 所 本，換 言 之，韓 愈 的此 說 明 了 韓 愈 之 文，是 古 文 之 法 所 本，換 言 之，韓 愈 的此 說 明 了 韓 愈 之 文，是 古 文 之 法 所 本，換 言 之，韓 愈 的此 說 明 了 韓 愈 之 文，是 古 文 之 法 所 本，換 言 之，韓 愈 的

古 文 ， 應 具 有 「 正 宗 」 的 地 位 ，古 文 ， 應 具 有 「 正 宗 」 的 地 位 ，古 文 ， 應 具 有 「 正 宗 」 的 地 位 ，古 文 ， 應 具 有 「 正 宗 」 的 地 位 ， 要 習 作 古 文 ， 應 該 可 以 用要 習 作 古 文 ， 應 該 可 以 用要 習 作 古 文 ， 應 該 可 以 用要 習 作 古 文 ， 應 該 可 以 用 韓 愈 作 品韓 愈 作 品韓 愈 作 品韓 愈 作 品

作作作作 為 模 範。為 模 範。為 模 範。為 模 範。且且且且 若 我 們 想 進 行 古 文 分 類，若 我 們 想 進 行 古 文 分 類，若 我 們 想 進 行 古 文 分 類，若 我 們 想 進 行 古 文 分 類，應 可 將 韓 愈應 可 將 韓 愈應 可 將 韓 愈應 可 將 韓 愈 的 文 章 當 成 範 本，的 文 章 當 成 範 本，的 文 章 當 成 範 本，的 文 章 當 成 範 本，

作 為 分 類 的 準 則 。 事 實 上 ， 韓 愈 在 歷 來 的 文 人作 為 分 類 的 準 則 。 事 實 上 ， 韓 愈 在 歷 來 的 文 人作 為 分 類 的 準 則 。 事 實 上 ， 韓 愈 在 歷 來 的 文 人作 為 分 類 的 準 則 。 事 實 上 ， 韓 愈 在 歷 來 的 文 人 眼 中 ， 絕 對 佔 有 古 文眼 中 ， 絕 對 佔 有 古 文眼 中 ， 絕 對 佔 有 古 文眼 中 ， 絕 對 佔 有 古 文

宗 師 的 地 位 ，宗 師 的 地 位 ，宗 師 的 地 位 ，宗 師 的 地 位 ，
9
如如如如 蘇 洵 在 〈 上 歐 陽 內 翰 第 一 書 〉 中 即 說 ：蘇 洵 在 〈 上 歐 陽 內 翰 第 一 書 〉 中 即 說 ：蘇 洵 在 〈 上 歐 陽 內 翰 第 一 書 〉 中 即 說 ：蘇 洵 在 〈 上 歐 陽 內 翰 第 一 書 〉 中 即 說 ：     

韓子之文如韓子之文如韓子之文如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

自畏避，不敢迫視。自畏避，不敢迫視。自畏避，不敢迫視。自畏避，不敢迫視。
10

    

將 韓 愈 的 文 章 視 為 極 高 的 典 範 ， 具 有 令 人 「 不 敢 迫 視 」 的 地 位將 韓 愈 的 文 章 視 為 極 高 的 典 範 ， 具 有 令 人 「 不 敢 迫 視 」 的 地 位將 韓 愈 的 文 章 視 為 極 高 的 典 範 ， 具 有 令 人 「 不 敢 迫 視 」 的 地 位將 韓 愈 的 文 章 視 為 極 高 的 典 範 ， 具 有 令 人 「 不 敢 迫 視 」 的 地 位 ， 這， 這， 這， 這

段 話 可 說 是 歷 來 稱 頌 韓 愈 文 章 的 代 表段 話 可 說 是 歷 來 稱 頌 韓 愈 文 章 的 代 表段 話 可 說 是 歷 來 稱 頌 韓 愈 文 章 的 代 表段 話 可 說 是 歷 來 稱 頌 韓 愈 文 章 的 代 表 。。。。     

                                                                                                                                                                                                                                                                                                                                                                                                                                                                                                                                        代而代而代而代而異異異異，唐宋古文必，唐宋古文必，唐宋古文必，唐宋古文必然溶入了然溶入了然溶入了然溶入了當代口語，而當代口語，而當代口語，而當代口語，而活潑活潑活潑活潑創新創新創新創新許許許許多多多多辭彙辭彙辭彙辭彙，故，故，故，故與與與與『古代的古文』『古代的古文』『古代的古文』『古代的古文』微微微微有有有有差異差異差異差異。而韓愈。而韓愈。而韓愈。而韓愈將將將將文學之文學之文學之文學之情趣情趣情趣情趣、、、、風神納入風神納入風神納入風神納入散文中，散文中，散文中，散文中，開擴開擴開擴開擴古文寫作古文寫作古文寫作古文寫作題材題材題材題材、體類、、體類、、體類、、體類、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成就……成就……成就……成就……等等等等，，，，更帶給更帶給更帶給更帶給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風貌風貌風貌風貌，此為唐宋古文，此為唐宋古文，此為唐宋古文，此為唐宋古文絕絕絕絕大特大特大特大特色色色色之一。」此之一。」此之一。」此之一。」此更更更更見出韓愈在古見出韓愈在古見出韓愈在古見出韓愈在古文文文文領域領域領域領域之之之之地位地位地位地位，「，「，「，「更帶給更帶給更帶給更帶給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唐宋古文新的文學風貌風貌風貌風貌」此語也為韓愈古文變體之」此語也為韓愈古文變體之」此語也為韓愈古文變體之」此語也為韓愈古文變體之產生留下線產生留下線產生留下線產生留下線索索索索。參見王。參見王。參見王。參見王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韓：《韓：《韓：《韓歐歐歐歐古文研究》（台古文研究》（台古文研究》（台古文研究》（台灣灣灣灣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91 年年年年），），），），6-13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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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在 韓 愈 的 某 些 古 文 篇 章 中 ， 其 體 製 顯 得 十 分 特 別 ，然 而 ， 在 韓 愈 的 某 些 古 文 篇 章 中 ， 其 體 製 顯 得 十 分 特 別 ，然 而 ， 在 韓 愈 的 某 些 古 文 篇 章 中 ， 其 體 製 顯 得 十 分 特 別 ，然 而 ， 在 韓 愈 的 某 些 古 文 篇 章 中 ， 其 體 製 顯 得 十 分 特 別 ， 和 我和 我和 我和 我

們 素 知 的 文 章 樣 式 不 甚 相 同。們 素 知 的 文 章 樣 式 不 甚 相 同。們 素 知 的 文 章 樣 式 不 甚 相 同。們 素 知 的 文 章 樣 式 不 甚 相 同。韓 愈 自 己 也 曾 說，他 的 一 些 文 章：「 怪韓 愈 自 己 也 曾 說，他 的 一 些 文 章：「 怪韓 愈 自 己 也 曾 說，他 的 一 些 文 章：「 怪韓 愈 自 己 也 曾 說，他 的 一 些 文 章：「 怪

怪 奇 奇 。 」怪 奇 奇 。 」怪 奇 奇 。 」怪 奇 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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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唐 後 若 干 知 名 的 古 文 選 本 來 看 ， 如 明 代 茅 坤 的 《 唐以 唐 後 若 干 知 名 的 古 文 選 本 來 看 ， 如 明 代 茅 坤 的 《 唐以 唐 後 若 干 知 名 的 古 文 選 本 來 看 ， 如 明 代 茅 坤 的 《 唐以 唐 後 若 干 知 名 的 古 文 選 本 來 看 ， 如 明 代 茅 坤 的 《 唐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清 代 高 宗 的《 唐 宋 文 醇 》、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清 代 高 宗 的《 唐 宋 文 醇 》、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清 代 高 宗 的《 唐 宋 文 醇 》、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清 代 高 宗 的《 唐 宋 文 醇 》、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

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雜雜雜雜鈔 》等，這 些 選 家 顯 然鈔 》等，這 些 選 家 顯 然鈔 》等，這 些 選 家 顯 然鈔 》等，這 些 選 家 顯 然都都都都是是是是先先先先將 文 章 分 類 後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

再再再再選選選選入入入入書書書書 中 的中 的中 的中 的各各各各類 中 的 ， 可類 中 的 ， 可類 中 的 ， 可類 中 的 ， 可見見見見他 們 在他 們 在他 們 在他 們 在評評評評選 時 ，選 時 ，選 時 ，選 時 ，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早已早已早已早已有 了 文 章 分有 了 文 章 分有 了 文 章 分有 了 文 章 分

類 的 標 準 。類 的 標 準 。類 的 標 準 。類 的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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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是 ，可 是 ，可 是 ，可 是 ，從從從從他 們 選他 們 選他 們 選他 們 選擇擇擇擇的 文 章 來 看 ， 有 些 篇 章 的的 文 章 來 看 ， 有 些 篇 章 的的 文 章 來 看 ， 有 些 篇 章 的的 文 章 來 看 ， 有 些 篇 章 的歸歸歸歸類 其 實類 其 實類 其 實類 其 實

並並並並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 該 類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 。 更 具 意合 該 類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 。 更 具 意合 該 類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 。 更 具 意合 該 類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 。 更 具 意義義義義的 是 ， 有 些 選的 是 ， 有 些 選的 是 ， 有 些 選的 是 ， 有 些 選評評評評家家家家心心心心中 的中 的中 的中 的

分 類 標 準 是 清分 類 標 準 是 清分 類 標 準 是 清分 類 標 準 是 清晰晰晰晰而 明而 明而 明而 明確確確確的 ， 因 而 在的 ， 因 而 在的 ， 因 而 在的 ， 因 而 在面面面面對 某 些 特對 某 些 特對 某 些 特對 某 些 特殊殊殊殊的 文 章 時 ， 他 們的 文 章 時 ， 他 們的 文 章 時 ， 他 們的 文 章 時 ， 他 們會會會會

在 這 些 文 章 之 後在 這 些 文 章 之 後在 這 些 文 章 之 後在 這 些 文 章 之 後評點評點評點評點標 明「標 明「標 明「標 明「變變變變體 」。韓 愈 即 有 一 些 篇 章，在 這 些 選 本體 」。韓 愈 即 有 一 些 篇 章，在 這 些 選 本體 」。韓 愈 即 有 一 些 篇 章，在 這 些 選 本體 」。韓 愈 即 有 一 些 篇 章，在 這 些 選 本

書 中書 中書 中書 中被被被被這 樣 標 定 。這 樣 標 定 。這 樣 標 定 。這 樣 標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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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之 我 們 可 以因 之 我 們 可 以因 之 我 們 可 以因 之 我 們 可 以推推推推論 ，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一 些 文 人 眼論 ，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一 些 文 人 眼論 ，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一 些 文 人 眼論 ，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一 些 文 人 眼

中 ， 韓 愈 曾中 ， 韓 愈 曾中 ， 韓 愈 曾中 ， 韓 愈 曾創創創創作作作作出出出出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 文 章 體 製 的 篇 章 ， 也 就 是 本 論 文 想 研 究 的合 文 章 體 製 的 篇 章 ， 也 就 是 本 論 文 想 研 究 的合 文 章 體 製 的 篇 章 ， 也 就 是 本 論 文 想 研 究 的合 文 章 體 製 的 篇 章 ， 也 就 是 本 論 文 想 研 究 的

「「「「變變變變體 文 章 」。體 文 章 」。體 文 章 」。體 文 章 」。     

文 章 的「文 章 的「文 章 的「文 章 的「變變變變體 」究體 」究體 」究體 」究竟竟竟竟代 表代 表代 表代 表什麼什麼什麼什麼含 意 ？ 是含 意 ？ 是含 意 ？ 是含 意 ？ 是否僅否僅否僅否僅在 指 明 其 不在 指 明 其 不在 指 明 其 不在 指 明 其 不符符符符合 古合 古合 古合 古

文 的 文 體文 的 文 體文 的 文 體文 的 文 體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規規規規範 ？ 然 而 ，範 ？ 然 而 ，範 ？ 然 而 ，範 ？ 然 而 ，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規規規規範 究 指 的 意範 究 指 的 意範 究 指 的 意範 究 指 的 意義義義義和 目 的 又 何 在 呢 ？和 目 的 又 何 在 呢 ？和 目 的 又 何 在 呢 ？和 目 的 又 何 在 呢 ？

更 重 要 的 是 「更 重 要 的 是 「更 重 要 的 是 「更 重 要 的 是 「變變變變體 」 的 文 章 為 何體 」 的 文 章 為 何體 」 的 文 章 為 何體 」 的 文 章 為 何會產會產會產會產生 ？ 是生 ？ 是生 ？ 是生 ？ 是隨隨隨隨時 代時 代時 代時 代改變改變改變改變所所所所致致致致？？？？抑抑抑抑或或或或

有有有有 作 家 的 特作 家 的 特作 家 的 特作 家 的 特殊殊殊殊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與功與功與功與功能 ？ 若 然 ， 作 家 在 何 種能 ？ 若 然 ， 作 家 在 何 種能 ？ 若 然 ， 作 家 在 何 種能 ？ 若 然 ， 作 家 在 何 種需需需需要 或 目 的要 或 目 的要 或 目 的要 或 目 的下下下下而 寫 作而 寫 作而 寫 作而 寫 作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 更？ 更？ 更？ 更擴擴擴擴大 來 看 ，大 來 看 ，大 來 看 ，大 來 看 ，變變變變體 究體 究體 究體 究竟竟竟竟能能能能讓讓讓讓古 文 得 到 何 種古 文 得 到 何 種古 文 得 到 何 種古 文 得 到 何 種助益助益助益助益？ 是？ 是？ 是？ 是否否否否能能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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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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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藉藉藉由由由由變變變變體體體體賦予賦予賦予賦予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新面貌新面貌新面貌新面貌和和和和新新新新生生生生命命命命？ 「？ 「？ 「？ 「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文 章 是文 章 是文 章 是文 章 是否否否否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與與與與一一一一

般般般般文 章 不 同 的文 章 不 同 的文 章 不 同 的文 章 不 同 的美感美感美感美感特特特特質質質質？ 更 重 要 的 是 ， 韓 愈 的 古 文？ 更 重 要 的 是 ， 韓 愈 的 古 文？ 更 重 要 的 是 ， 韓 愈 的 古 文？ 更 重 要 的 是 ， 韓 愈 的 古 文變變變變體 是 如 何體 是 如 何體 是 如 何體 是 如 何面面面面

貌貌貌貌？ 他 寫 作 古 文？ 他 寫 作 古 文？ 他 寫 作 古 文？ 他 寫 作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 目 的 何 在 ？ 在 古 文的 目 的 何 在 ？ 在 古 文的 目 的 何 在 ？ 在 古 文的 目 的 何 在 ？ 在 古 文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中 ， 它 們 具 有中 ， 它 們 具 有中 ， 它 們 具 有中 ， 它 們 具 有怎怎怎怎樣 的樣 的樣 的樣 的

地 位地 位地 位地 位與與與與作 用作 用作 用作 用……………………顯 然 ， 這 些顯 然 ， 這 些顯 然 ， 這 些顯 然 ， 這 些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都都都都具 有具 有具 有具 有深刻深刻深刻深刻的 意的 意的 意的 意義義義義。。。。但從未但從未但從未但從未有 選 家有 選 家有 選 家有 選 家

說 明 其 標 定 「說 明 其 標 定 「說 明 其 標 定 「說 明 其 標 定 「變變變變體 」 的體 」 的體 」 的體 」 的確切確切確切確切意意意意義義義義， 或 有 人 做 過， 或 有 人 做 過， 或 有 人 做 過， 或 有 人 做 過深入深入深入深入的 研 究 。 本 論 文的 研 究 。 本 論 文的 研 究 。 本 論 文的 研 究 。 本 論 文

認認認認為為為為若能從文體方面著手，研究韓愈的若能從文體方面著手，研究韓愈的若能從文體方面著手，研究韓愈的若能從文體方面著手，研究韓愈的古文變體，或能嘗試探尋出古文變體，或能嘗試探尋出古文變體，或能嘗試探尋出古文變體，或能嘗試探尋出

韓愈寫作古文變體韓愈寫作古文變體韓愈寫作古文變體韓愈寫作古文變體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古文變體古文變體古文變體古文變體這類作品的美感特質，以及這這類作品的美感特質，以及這這類作品的美感特質，以及這這類作品的美感特質，以及這

些古文的寫作奧妙和歷史意義所在。些古文的寫作奧妙和歷史意義所在。些古文的寫作奧妙和歷史意義所在。些古文的寫作奧妙和歷史意義所在。     

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備受備受備受備受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喜愛喜愛喜愛喜愛，代 表 古 文 成 就 的，代 表 古 文 成 就 的，代 表 古 文 成 就 的，代 表 古 文 成 就 的頂峰頂峰頂峰頂峰，所，所，所，所

以 在以 在以 在以 在現現現現代 的 學代 的 學代 的 學代 的 學術術術術研 究 中 ， 是研 究 中 ， 是研 究 中 ， 是研 究 中 ， 是個深受青睞個深受青睞個深受青睞個深受青睞的 研 究 對的 研 究 對的 研 究 對的 研 究 對象象象象。 在 這。 在 這。 在 這。 在 這個課個課個課個課題 的題 的題 的題 的

研 究 中 ，研 究 中 ，研 究 中 ，研 究 中 ，各各各各有有有有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的的的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有 的， 有 的， 有 的， 有 的集集集集中 在 古 文 作 品 的中 在 古 文 作 品 的中 在 古 文 作 品 的中 在 古 文 作 品 的總總總總體體體體性歸納性歸納性歸納性歸納上 ，上 ，上 ，上 ，

如 《 韓 愈 文如 《 韓 愈 文如 《 韓 愈 文如 《 韓 愈 文述述述述要 》、《 韓 愈 文 結要 》、《 韓 愈 文 結要 》、《 韓 愈 文 結要 》、《 韓 愈 文 結構構構構的 研 究 》 等的 研 究 》 等的 研 究 》 等的 研 究 》 等
14

； 有 的 則 是； 有 的 則 是； 有 的 則 是； 有 的 則 是專注專注專注專注於 韓於 韓於 韓於 韓

愈 古 文 作 品 的 某 種 文 類 ， 如 《 韓 愈 所 作 的愈 古 文 作 品 的 某 種 文 類 ， 如 《 韓 愈 所 作 的愈 古 文 作 品 的 某 種 文 類 ， 如 《 韓 愈 所 作 的愈 古 文 作 品 的 某 種 文 類 ， 如 《 韓 愈 所 作 的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墓誌銘研 究 》、《 韓 愈研 究 》、《 韓 愈研 究 》、《 韓 愈研 究 》、《 韓 愈贈序贈序贈序贈序

文 類 之 研 究 》 等文 類 之 研 究 》 等文 類 之 研 究 》 等文 類 之 研 究 》 等
15

。 本 論 文。 本 論 文。 本 論 文。 本 論 文 以 為 ， 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以 為 ， 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以 為 ， 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以 為 ， 韓 愈 的 古 文 作 品除除除除因 具 有 典因 具 有 典因 具 有 典因 具 有 典型性型性型性型性

而而而而受受受受重 視重 視重 視重 視外外外外， 它 們， 它 們， 它 們， 它 們讓讓讓讓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力 、力 、力 、力 、新面貌新面貌新面貌新面貌， 也 應 是， 也 應 是， 也 應 是， 也 應 是既既既既重 要 且重 要 且重 要 且重 要 且值值值值

得得得得深深深深研 的研 的研 的研 的課課課課題 。 而 古 文題 。 而 古 文題 。 而 古 文題 。 而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 正 是正 是正 是正 是兼兼兼兼具具具具新面貌與新面貌與新面貌與新面貌與生生生生命命命命力 的 作 品 ，力 的 作 品 ，力 的 作 品 ，力 的 作 品 ，

可可可可惜迄惜迄惜迄惜迄今 為今 為今 為今 為止止止止， 有， 有， 有， 有關關關關它 的 研 究 ， 是它 的 研 究 ， 是它 的 研 究 ， 是它 的 研 究 ， 是罕見罕見罕見罕見的 。的 。的 。的 。
16

在 後 代 讀 者在 後 代 讀 者在 後 代 讀 者在 後 代 讀 者心心心心中 ， 韓中 ， 韓中 ， 韓中 ， 韓

愈 、 柳 宗 元 、 歐 陽愈 、 柳 宗 元 、 歐 陽愈 、 柳 宗 元 、 歐 陽愈 、 柳 宗 元 、 歐 陽修修修修、 蘇、 蘇、 蘇、 蘇軾……軾……軾……軾……等 人 的 作 品 中等 人 的 作 品 中等 人 的 作 品 中等 人 的 作 品 中 其 實其 實其 實其 實皆皆皆皆有 一 些 篇 章有 一 些 篇 章有 一 些 篇 章有 一 些 篇 章被被被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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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柳在國：《韓愈文述要》（：柳在國：《韓愈文述要》（：柳在國：《韓愈文述要》（：柳在國：《韓愈文述要》（高雄師範高雄師範高雄師範高雄師範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

1986）、吳）、吳）、吳）、吳華陽華陽華陽華陽：《韓愈文：《韓愈文：《韓愈文：《韓愈文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高雄師範高雄師範高雄師範高雄師範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77）。）。）。）。 
15

 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以上提及之論文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詳細資料如下：金：金：金：金太熙太熙太熙太熙：《韓愈所作的：《韓愈所作的：《韓愈所作的：《韓愈所作的墓墓墓墓誌誌誌誌銘銘銘銘研究》（文研究》（文研究》（文研究》（文化化化化大學大學大學大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96）、）、）、）、蒲彥光蒲彥光蒲彥光蒲彥光：《韓愈：《韓愈：《韓愈：《韓愈贈贈贈贈序文類之研究》（東吳大學序文類之研究》（東吳大學序文類之研究》（東吳大學序文類之研究》（東吳大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97）。）。）。）。 
16

 目目目目前前前前有有有有關關關關「變體」作「變體」作「變體」作「變體」作品品品品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並並並並不多，不多，不多，不多，陳美朱曾做過陳美朱曾做過陳美朱曾做過陳美朱曾做過《《《《明明明明末末末末清清清清初初初初詩詞正變詩詞正變詩詞正變詩詞正變觀觀觀觀研究研究研究研究─以以以以二二二二陳陳陳陳、王、、王、、王、、王、朱朱朱朱為對為對為對為對象象象象之之之之考察考察考察考察》（台》（台》（台》（台南南南南：國：國：國：國立立立立成成成成功功功功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博博博博論，論，論，論，2000）是指）是指）是指）是指以詩為正、以詞以詩為正、以詞以詩為正、以詞以詩為正、以詞為變的為變的為變的為變的傳統傳統傳統傳統和和和和論詩以唐為正、以宋為變論詩以唐為正、以宋為變論詩以唐為正、以宋為變論詩以唐為正、以宋為變等等等等以正變以正變以正變以正變定工拙定工拙定工拙定工拙的的的的觀觀觀觀點點點點，和本論文，和本論文，和本論文，和本論文無無無無甚相甚相甚相甚相關關關關。。。。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認認認認為 是為 是為 是為 是變變變變體 作 品 ；體 作 品 ；體 作 品 ；體 作 品 ；
17

而而而而 在 古 文在 古 文在 古 文在 古 文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中 ， 韓 愈 的 文 章中 ， 韓 愈 的 文 章中 ， 韓 愈 的 文 章中 ， 韓 愈 的 文 章 是是是是眾多眾多眾多眾多古 文 中 相古 文 中 相古 文 中 相古 文 中 相

當當當當傑出傑出傑出傑出、、、、精采精采精采精采之 作 ， 故 而 一之 作 ， 故 而 一之 作 ， 故 而 一之 作 ， 故 而 一向受向受向受向受到 歷 代 文 人到 歷 代 文 人到 歷 代 文 人到 歷 代 文 人及及及及研 究 者 所研 究 者 所研 究 者 所研 究 者 所關注關注關注關注。 甚 有。 甚 有。 甚 有。 甚 有

可 能 ， 韓 愈 的 古 文可 能 ， 韓 愈 的 古 文可 能 ， 韓 愈 的 古 文可 能 ， 韓 愈 的 古 文變變變變體 ， 也 是體 ， 也 是體 ， 也 是體 ， 也 是精彩精彩精彩精彩可可可可期期期期的 。 本 論 文 正 是 以 韓 愈 古 文的 。 本 論 文 正 是 以 韓 愈 古 文的 。 本 論 文 正 是 以 韓 愈 古 文的 。 本 論 文 正 是 以 韓 愈 古 文

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為 研 究 範為 研 究 範為 研 究 範為 研 究 範圍圍圍圍，，，，企圖從企圖從企圖從企圖從學學學學術術術術的的的的角度切入角度切入角度切入角度切入， 希 望 能 得 到 些， 希 望 能 得 到 些， 希 望 能 得 到 些， 希 望 能 得 到 些許許許許研 究 成研 究 成研 究 成研 究 成

果 。果 。果 。果 。     

本 論 文 的 論本 論 文 的 論本 論 文 的 論本 論 文 的 論述方述方述方述方式 將式 將式 將式 將先先先先研研研研探探探探「「「「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二二二二字 的 意字 的 意字 的 意字 的 意義義義義，希 望 能，希 望 能，希 望 能，希 望 能 對 古對 古對 古對 古

文文文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先先先先提提提提出出出出一一一一個個個個明明明明確確確確的的的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其。 其。 其。 其次次次次為為為為找找找找出出出出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各各各各體 類 在 唐 代 之體 類 在 唐 代 之體 類 在 唐 代 之體 類 在 唐 代 之

前前前前，，，，尤尤尤尤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 以朝 、 以朝 、 以朝 、 以及及及及唐 代 時 原 本 應 該唐 代 時 原 本 應 該唐 代 時 原 本 應 該唐 代 時 原 本 應 該遵循遵循遵循遵循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規規規規範 ， 然 後範 ， 然 後範 ， 然 後範 ， 然 後

用 它 們 來 對用 它 們 來 對用 它 們 來 對用 它 們 來 對照照照照韓 愈 古 文 作 品 的韓 愈 古 文 作 品 的韓 愈 古 文 作 品 的韓 愈 古 文 作 品 的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此 時 ， 將。 此 時 ， 將。 此 時 ， 將。 此 時 ， 將參照參照參照參照唐 朝唐 朝唐 朝唐 朝 之之之之前前前前，，，，尤尤尤尤其其其其

是 魏 晉是 魏 晉是 魏 晉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的 古 文 作 品 ， 以朝 的 古 文 作 品 ， 以朝 的 古 文 作 品 ， 以朝 的 古 文 作 品 ， 以及及及及唐 朝 之唐 朝 之唐 朝 之唐 朝 之前前前前和 之 後和 之 後和 之 後和 之 後 歷 代 文 人 對 古 文 文 體歷 代 文 人 對 古 文 文 體歷 代 文 人 對 古 文 文 體歷 代 文 人 對 古 文 文 體

規規規規範 的範 的範 的範 的解釋解釋解釋解釋，，，，尤尤尤尤其 是其 是其 是其 是從從從從其 對 古 文其 對 古 文其 對 古 文其 對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篇篇篇篇 章 的章 的章 的章 的判判判判定 ， 來定 ， 來定 ， 來定 ， 來推推推推論論論論出出出出正 體 的正 體 的正 體 的正 體 的

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範 。範 。範 。 以 這 些 為以 這 些 為以 這 些 為以 這 些 為基礎基礎基礎基礎，，，，把把把把韓 愈 的 古 文韓 愈 的 古 文韓 愈 的 古 文韓 愈 的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之 定之 定之 定之 定義義義義清清清清晰晰晰晰地地地地推斷出推斷出推斷出推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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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如如如金容金容金容金容杓杓杓杓說：「柳說：「柳說：「柳說：「柳宗元宗元宗元宗元〈種〈種〈種〈種樹郭橐樹郭橐樹郭橐樹郭橐駝駝駝駝傳傳傳傳〉以及〈宋清〉、〈〉以及〈宋清〉、〈〉以及〈宋清〉、〈〉以及〈宋清〉、〈童區童區童區童區寄寄寄寄〉、〈〉、〈〉、〈〉、〈梓梓梓梓人人人人〉、〈〉、〈〉、〈〉、〈李李李李赤赤赤赤〉〉〉〉等傳等傳等傳等傳，，，，雖雖雖雖以以以以傳傳傳傳名，但名，但名，但名，但情情情情存比存比存比存比興興興興，，，，非承襲非承襲非承襲非承襲自史自史自史自史傳傳傳傳，，，，實屬實屬實屬實屬新體，此當別論。」參見金容新體，此當別論。」參見金容新體，此當別論。」參見金容新體，此當別論。」參見金容杓杓杓杓：：：：《柳《柳《柳《柳宗元宗元宗元宗元散文研究》（台散文研究》（台散文研究》（台散文研究》（台灣灣灣灣大大大大學學學學碩士碩士碩士碩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85），），），），50 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劉劉劉劉少少少少雄雄雄雄說：「說：「說：「說：「歐陽歐陽歐陽歐陽修修修修雜記雜記雜記雜記文的另一文的另一文的另一文的另一項項項項特特特特色色色色，就是，就是，就是，就是借借借借題題題題寓慨寓慨寓慨寓慨，，，，好好好好發發發發議議議議論，以論，以論，以論，以抒抒抒抒其情其情其情其情志胸懷志胸懷志胸懷志胸懷。。。。如如如如〈相〈相〈相〈相州晝錦州晝錦州晝錦州晝錦堂堂堂堂記記記記〉，〉，〉，〉，本『本『本『本『富貴富貴富貴富貴不不不不歸歸歸歸故故故故鄉鄉鄉鄉，，，，如如如如衣錦夜衣錦夜衣錦夜衣錦夜行』（《漢書‧行』（《漢書‧行』（《漢書‧行』（《漢書‧項項項項籍籍籍籍傳傳傳傳》）之意，》）之意，》）之意，》）之意，引申引申引申引申論論論論辯辯辯辯，……又，……又，……又，……又如如如如〈〈〈〈御御御御書書書書閣閣閣閣記記記記〉之〉之〉之〉之議佛老議佛老議佛老議佛老，〈大明，〈大明，〈大明，〈大明山山山山水水水水〉之〉之〉之〉之辨辨辨辨虛虛虛虛妄妄妄妄，，，，再再再再如如如如〈〈〈〈襄州穀城夫襄州穀城夫襄州穀城夫襄州穀城夫子子子子廟廟廟廟記記記記〉〉〉〉嘆嘆嘆嘆古古古古禮禮禮禮之式之式之式之式微微微微，，，，〈〈〈〈菱溪石菱溪石菱溪石菱溪石記記記記〉論〉論〉論〉論富貴富貴富貴富貴不不不不可恃可恃可恃可恃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都是以論為，都是以論為，都是以論為，都是以論為記記記記的的的的篇篇篇篇章。」參見章。」參見章。」參見章。」參見劉劉劉劉少少少少雄雄雄雄：〈：〈：〈：〈歐陽歐陽歐陽歐陽修修修修雜記雜記雜記雜記文的文的文的文的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內內內內涵與涵與涵與涵與表現表現表現表現特特特特色色色色〉（《中國文學研究》創〉（《中國文學研究》創〉（《中國文學研究》創〉（《中國文學研究》創刊刊刊刊號號號號，，，，1987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141 頁；又王頁；又王頁；又王頁；又王水水水水照照照照說：「說：「說：「說：「蘇蘇蘇蘇軾軾軾軾還有意還有意還有意還有意打破打破打破打破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嚴嚴嚴嚴格界線格界線格界線格界線，，，，使使使使之之之之互互互互相相相相吸取吸取吸取吸取。。。。如如如如〈〈〈〈張君寶張君寶張君寶張君寶墨墨墨墨堂堂堂堂記記記記〉用〉用〉用〉用贈贈贈贈序序序序體，對體，對體，對體，對張希張希張希張希元元元元之『之『之『之『好好好好書』書』書』書』隱含諷喻隱含諷喻隱含諷喻隱含諷喻，，，，可可可可與與與與韓愈〈韓愈〈韓愈〈韓愈〈贈高贈高贈高贈高閑閑閑閑上上上上人人人人序〉序〉序〉序〉媲媲媲媲美美美美；〈；〈；〈；〈墨君墨君墨君墨君堂堂堂堂記記記記〉用〉用〉用〉用傳傳傳傳奇體，為文奇體，為文奇體，為文奇體，為文同同同同的的的的墨墨墨墨作作作作頌頌頌頌，，，，涉涉涉涉筆成筆成筆成筆成趣趣趣趣，類，類，類，類似似似似韓愈〈韓愈〈韓愈〈韓愈〈毛穎毛穎毛穎毛穎傳傳傳傳〉；〈〉；〈〉；〈〉；〈蓋蓋蓋蓋公公公公堂堂堂堂記記記記〉用〉用〉用〉用寓寓寓寓言體，以言體，以言體，以言體，以謝衣卻藥喻謝衣卻藥喻謝衣卻藥喻謝衣卻藥喻無無無無為而為而為而為而治治治治；〈；〈；〈；〈表忠表忠表忠表忠觀觀觀觀碑碑碑碑〉通〉通〉通〉通篇篇篇篇用用用用越汴越汴越汴越汴的的的的奏疏奏疏奏疏奏疏，也別出一，也別出一，也別出一，也別出一格格格格。。。。這這這這類有類有類有類有關關關關營建營建營建營建的的的的記記記記，，，，按照按照按照按照常常常常規規規規，『當，『當，『當，『當記月記月記月記月日日日日之之之之久遠久遠久遠久遠，，，，工工工工費費費費之多之多之多之多少少少少，主，主，主，主佐佐佐佐之之之之姓姓姓姓名，名，名，名，敘事敘事敘事敘事之之之之後後後後，，，，略略略略作作作作議議議議論以論以論以論以結結結結之，此為正體。』（《文章之，此為正體。』（《文章之，此為正體。』（《文章之，此為正體。』（《文章辯辯辯辯體‧序說》）體‧序說》）體‧序說》）體‧序說》）蘇蘇蘇蘇軾軾軾軾筆筆筆筆下下下下都為變體。」參見王都為變體。」參見王都為變體。」參見王都為變體。」參見王水照水照水照水照：〈論：〈論：〈論：〈論蘇蘇蘇蘇軾軾軾軾散文的散文的散文的散文的藝術美藝術美藝術美藝術美〉（《社〉（《社〉（《社〉（《社會科會科會科會科學學學學戰戰戰戰線線線線》，》，》，》，198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 期期期期），），），），315 頁。此頁。此頁。此頁。此些例些例些例些例證證證證都說明變體作都說明變體作都說明變體作都說明變體作品品品品在古文中在古文中在古文中在古文中並並並並不不不不罕罕罕罕見。見。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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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來 ，來 ，來 ，再再再再進 一進 一進 一進 一步判步判步判步判讀讀讀讀出出出出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在在在在各各各各類 的 篇 章 有類 的 篇 章 有類 的 篇 章 有類 的 篇 章 有哪哪哪哪些些些些 ，，，，並並並並分分分分析析析析這這這這

些 篇 章 如 何些 篇 章 如 何些 篇 章 如 何些 篇 章 如 何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 有 何， 有 何， 有 何， 有 何方方方方法法法法與與與與特特特特色色色色。。。。接著接著接著接著， 論， 論， 論， 論述述述述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產產產產生 原生 原生 原生 原

因 ，因 ，因 ，因 ，並並並並藉藉藉藉以以以以探討探討探討探討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產產產產生 原 因 。生 原 因 。生 原 因 。生 原 因 。 最 後最 後最 後最 後 ， 則 具 體， 則 具 體， 則 具 體， 則 具 體歸歸歸歸結結結結 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體 類體 類體 類體 類 的 特的 特的 特的 特色色色色、、、、變異變異變異變異文文文文 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方方方方法 、 所 反法 、 所 反法 、 所 反法 、 所 反映映映映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的 文 學觀念與觀念與觀念與觀念與其其其其 風風風風

格格格格，，，，並探討各並探討各並探討各並探討各類 古 文類 古 文類 古 文類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影響影響影響影響， 以， 以， 以， 以期期期期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變變變變體 有 更體 有 更體 有 更體 有 更深入深入深入深入的的的的

認識與認識與認識與認識與論論論論述述述述成 果，成 果，成 果，成 果，並藉並藉並藉並藉以 對 古 文以 對 古 文以 對 古 文以 對 古 文變變變變體 能體 能體 能體 能思索出思索出思索出思索出一 些一 些一 些一 些基基基基本本本本概念概念概念概念。。。。據據據據此，此，此，此，

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架構除架構除架構除架構除第 一 章 為第 一 章 為第 一 章 為第 一 章 為緒緒緒緒論 ，論 ，論 ，論 ， 其其其其餘各餘各餘各餘各章章章章乃乃乃乃是是是是依照依照依照依照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 的的的的各各各各體體體體

類 做 為 章類 做 為 章類 做 為 章類 做 為 章節節節節，，，，並並並並在 該 章在 該 章在 該 章在 該 章節節節節中中中中討討討討論論論論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篇 章篇 章篇 章篇 章及及及及其 特其 特其 特其 特色色色色，，，， 然 後 是然 後 是然 後 是然 後 是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古古古古

文文文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及及及及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產產產產生 原 因 ，生 原 因 ，生 原 因 ，生 原 因 ， 希希希希冀冀冀冀能 於 最 後 章能 於 最 後 章能 於 最 後 章能 於 最 後 章節節節節研研研研探出探出探出探出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古古古

文文文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意意意意義與影響義與影響義與影響義與影響等 成 果 ，等 成 果 ，等 成 果 ，等 成 果 ，並歸納出並歸納出並歸納出並歸納出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 一 些的 一 些的 一 些的 一 些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韓愈之韓愈之韓愈之韓愈之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變體變體變體變體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文 體 代 有文 體 代 有文 體 代 有文 體 代 有變遷變遷變遷變遷，，，，每個每個每個每個時 代 的 古 文時 代 的 古 文時 代 的 古 文時 代 的 古 文各各各各體 類 文 章體 類 文 章體 類 文 章體 類 文 章都都都都應 有 其 文 體應 有 其 文 體應 有 其 文 體應 有 其 文 體規規規規

範 ，範 ，範 ，範 ，王王王王若若若若虛虛虛虛言 ：言 ：言 ：言 ：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曰：有。然則果？曰：有。然則果？曰：有。然則果

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18

    

所所所所謂謂謂謂「 大 體 」、「 定 體 」， 其 實「 大 體 」、「 定 體 」， 其 實「 大 體 」、「 定 體 」， 其 實「 大 體 」、「 定 體 」， 其 實界限界限界限界限模模模模糊糊糊糊，「 大 體 」，「 大 體 」，「 大 體 」，「 大 體 」 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 代 表 的 是 一 些代 表 的 是 一 些代 表 的 是 一 些代 表 的 是 一 些

                                                                                                                                                                                        

18
 金金金金‧王若‧王若‧王若‧王若虛虛虛虛：《：《：《：《滹滹滹滹南遺南遺南遺南遺老老老老集》集》集》集》卷卷卷卷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七七七七（四部（四部（四部（四部叢刊叢刊叢刊叢刊，，，，初編初編初編初編，集部）；對此，集部）；對此，集部）；對此，集部）；對此兒島兒島兒島兒島獻獻獻獻吉郎吉郎吉郎吉郎言：「言：「言：「言：「真可真可真可真可謂至謂至謂至謂至言言言言哩哩哩哩。故文。故文。故文。故文雖無定雖無定雖無定雖無定體，體，體，體，然然然然有大體，有大體，有大體，有大體，既既既既不不不不可犯可犯可犯可犯，不，不，不，不可破可破可破可破，不，不，不，不可混淆可混淆可混淆可混淆，，，，則則則則初初初初學之學之學之學之徒徒徒徒，不，不，不，不可可可可不不不不先先先先辨辨辨辨體體體體制制制制。。。。倘倘倘倘若拘拘一字一句之若拘拘一字一句之若拘拘一字一句之若拘拘一字一句之末末末末枝枝枝枝，，，，則非則非則非則非文章文章文章文章底底底底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義義義義。」此。」此。」此。」此雖雖雖雖言文言文言文言文之大體「不之大體「不之大體「不之大體「不可犯可犯可犯可犯，不，不，不，不可破可破可破可破，不，不，不，不可混淆可混淆可混淆可混淆」，」，」，」，確確確確立立立立文體文體文體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之之之之重重重重要，要，要，要，卻卻卻卻也說也說也說也說了了了了為文不為文不為文不為文不可可可可拘拘拘拘泥泥泥泥於體於體於體於體制制制制，，，，亦亦亦亦是是是是讓讓讓讓古文變體有古文變體有古文變體有古文變體有產生產生產生產生的的的的空間條件空間條件空間條件空間條件。參見。參見。參見。參見兒島兒島兒島兒島獻獻獻獻吉郎吉郎吉郎吉郎：《中國文學通論》（台北：：《中國文學通論》（台北：：《中國文學通論》（台北：：《中國文學通論》（台北：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書書書書館館館館，，，，1965），），），），29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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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體 的文 體 的文 體 的文 體 的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規規規規範範範範，所 以「，所 以「，所 以「，所 以「須須須須有 」，如 此 則「 定 體 則有 」，如 此 則「 定 體 則有 」，如 此 則「 定 體 則有 」，如 此 則「 定 體 則無無無無」應」應」應」應 是 指是 指是 指是 指出出出出有 些有 些有 些有 些

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是 可 以範 是 可 以範 是 可 以範 是 可 以允許變異允許變異允許變異允許變異、、、、逾越逾越逾越逾越的。的。的。的。正 是 因 為 文 章「正 是 因 為 文 章「正 是 因 為 文 章「正 是 因 為 文 章「沒沒沒沒有 定 體 」，所有 定 體 」，所有 定 體 」，所有 定 體 」，所

以以以以給與變給與變給與變給與變體體體體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的的的的空間空間空間空間；而「 大 體；而「 大 體；而「 大 體；而「 大 體須須須須有 」，有 」，有 」，有 」，也也也也 說 明 了 文 體說 明 了 文 體說 明 了 文 體說 明 了 文 體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規規規規範 之範 之範 之範 之

必 然必 然必 然必 然性與性與性與性與必 要必 要必 要必 要性性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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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這 些這 些這 些基基基基本本本本規規規規範 可 能 歷 代範 可 能 歷 代範 可 能 歷 代範 可 能 歷 代陳陳陳陳陳陳陳陳相 因 ， 也 可相 因 ， 也 可相 因 ， 也 可相 因 ， 也 可 能能能能都都都都稍稍稍稍

有 不 同，有 不 同，有 不 同，有 不 同，符符符符合 文 體合 文 體合 文 體合 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 古 文，可 以 稱 為 古 文 之「 正 體 」或「範 的 古 文，可 以 稱 為 古 文 之「 正 體 」或「範 的 古 文，可 以 稱 為 古 文 之「 正 體 」或「範 的 古 文，可 以 稱 為 古 文 之「 正 體 」或「常常常常體 」，體 」，體 」，體 」，

為為為為統統統統一 稱一 稱一 稱一 稱呼呼呼呼，本 論 文 一，本 論 文 一，本 論 文 一，本 論 文 一概概概概稱 為「 古 文 正 體 」。古 文「稱 為「 古 文 正 體 」。古 文「稱 為「 古 文 正 體 」。古 文「稱 為「 古 文 正 體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正 是 相 對」正 是 相 對」正 是 相 對」正 是 相 對

應 於 「應 於 「應 於 「應 於 「 古 文 正 體 」 而 言 ， 因 此古 文 正 體 」 而 言 ， 因 此古 文 正 體 」 而 言 ， 因 此古 文 正 體 」 而 言 ， 因 此需先確立需先確立需先確立需先確立何 為 古何 為 古何 為 古何 為 古 文 正 體文 正 體文 正 體文 正 體 ， 才 能， 才 能， 才 能， 才 能判判判判讀讀讀讀出出出出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 因 為 文 體 是 一 直 在因 為 文 體 是 一 直 在因 為 文 體 是 一 直 在因 為 文 體 是 一 直 在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中 的 ， 以中 的 ， 以中 的 ， 以中 的 ， 以致致致致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 的的的的判判判判讀讀讀讀除除除除應應應應

考慮考慮考慮考慮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外外外外，，，， 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還需顧及還需顧及還需顧及還需顧及到 時 代 因 素 ， 要到 時 代 因 素 ， 要到 時 代 因 素 ， 要到 時 代 因 素 ， 要確確確確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 古 文 正古 文 正古 文 正古 文 正

體體體體 ， 就 應， 就 應， 就 應， 就 應先先先先將 時 代將 時 代將 時 代將 時 代斷斷斷斷定 在 韓 愈 的 中 唐 ， 或定 在 韓 愈 的 中 唐 ， 或定 在 韓 愈 的 中 唐 ， 或定 在 韓 愈 的 中 唐 ， 或往往往往上上上上推推推推到到到到包括盛包括盛包括盛包括盛唐 時唐 時唐 時唐 時期期期期甚甚甚甚

至至至至是 魏 晉是 魏 晉是 魏 晉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所 流 行 的 古 文 文 體 在 內。朝 所 流 行 的 古 文 文 體 在 內。朝 所 流 行 的 古 文 文 體 在 內。朝 所 流 行 的 古 文 文 體 在 內。一一一一般般般般說 來，說 來，說 來，說 來，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指 的 應 是 韓 愈 所指 的 應 是 韓 愈 所指 的 應 是 韓 愈 所指 的 應 是 韓 愈 所創創創創作作作作出出出出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前前前前，，，，尤尤尤尤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所朝 所朝 所朝 所

流 行 的流 行 的流 行 的流 行 的各各各各體 文 章 正 體 之 作 。體 文 章 正 體 之 作 。體 文 章 正 體 之 作 。體 文 章 正 體 之 作 。     

要要要要界界界界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定 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除需先考量除需先考量除需先考量除需先考量到到到到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本本本本身身身身的 主 要 特的 主 要 特的 主 要 特的 主 要 特

質外質外質外質外，，，，尚須考慮尚須考慮尚須考慮尚須考慮到到到到兩項條件兩項條件兩項條件兩項條件， 其 一 是 必， 其 一 是 必， 其 一 是 必， 其 一 是 必須異須異須異須異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其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其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其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其二二二二是是是是

必必必必須擁須擁須擁須擁有有有有獲獲獲獲得 大得 大得 大得 大多數多數多數多數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肯肯肯肯定 的 地 位 。 事 實 上 ， 若定 的 地 位 。 事 實 上 ， 若定 的 地 位 。 事 實 上 ， 若定 的 地 位 。 事 實 上 ， 若從比從比從比從比較較較較符符符符合 實合 實合 實合 實際際際際

情情情情形 來形 來形 來形 來 說 的 話，所說 的 話，所說 的 話，所說 的 話，所謂謂謂謂「「「「變變變變體 」，其 實體 」，其 實體 」，其 實體 」，其 實係係係係是 指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 而是 指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 而是 指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 而是 指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的 文 體 而

已已已已， 而 非 必， 而 非 必， 而 非 必， 而 非 必須須須須是是是是與與與與正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而 主 要 的 原 因 ，正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而 主 要 的 原 因 ，正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而 主 要 的 原 因 ，正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而 主 要 的 原 因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在 於 「 正在 於 「 正在 於 「 正在 於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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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吳吳吳承承承承學說：「學說：「學說：「學說：「從從從從哲哲哲哲學的學的學的學的角度看角度看角度看角度看，，，，每每每每種種種種事物事物事物事物都有都有都有都有保持保持保持保持自自自自己己己己質的質的質的質的穩穩穩穩定定定定性性性性的的的的數量數量數量數量界界界界限限限限—度度度度。。。。在此在此在此在此界界界界限限限限內，內，內，內，量量量量的的的的增減增減增減增減不不不不會改會改會改會改變變變變事物事物事物事物的質，但的質，但的質，但的質，但超超超超過界過界過界過界限事物限事物限事物限事物就就就就失失失失去了去了去了去了質的質的質的質的穩穩穩穩定定定定性性性性而而而而轉轉轉轉化化化化為為為為其其其其他事物他事物他事物他事物。文的『大體』，也就是文的『。文的『大體』，也就是文的『。文的『大體』，也就是文的『。文的『大體』，也就是文的『度度度度』。在』。在』。在』。在這這這這個個個個『『『『度度度度』內，作家』內，作家』內，作家』內，作家可可可可以『以『以『以『契會契會契會契會相參，相參，相參，相參，節節節節文文文文互互互互雜雜雜雜』，』，』，』，充充充充分發分發分發分發揮揮揮揮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的創造的創造的創造的創造力力力力。而一。而一。而一。而一旦失旦失旦失旦失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大體，大體，大體，大體，超超超超過了過了過了過了『『『『度度度度』，也就』，也就』，也就』，也就失失失失去了去了去了去了文文文文體的特體的特體的特體的特色了色了色了色了—或或或或者者者者說，也就說，也就說，也就說，也就破壞破壞破壞破壞了了了了這這這這種文體。」所以在文的「大體」內，是種文體。」所以在文的「大體」內，是種文體。」所以在文的「大體」內，是種文體。」所以在文的「大體」內，是允允允允許許許許變變變變化化化化的，的，的，的，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所以說「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定定定定體」；但體」；但體」；但體」；但仍須仍須仍須仍須有一「大體」有一「大體」有一「大體」有一「大體」存存存存在，以在，以在，以在，以保持保持保持保持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文體的穩穩穩穩定定定定性性性性。參見吳。參見吳。參見吳。參見吳承承承承學：《中學：《中學：《中學：《中國古代文體國古代文體國古代文體國古代文體型態型態型態型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廣州廣州廣州廣州：中：中：中：中山山山山大學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大學出版社，大學出版社，2002），），），），424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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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的 「體 」 的 「體 」 的 「體 」 的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雖已存雖已存雖已存雖已存於 歷 代 文 人於 歷 代 文 人於 歷 代 文 人於 歷 代 文 人心心心心中 ，中 ，中 ，中 ，但但但但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古 文 正 體 本本本本身卻很難身卻很難身卻很難身卻很難用用用用

「 一「 一「 一「 一套套套套體體體體系系系系」 的」 的」 的」 的方方方方式 ，式 ，式 ，式 ，周延周延周延周延的的的的把把把把它 們 的它 們 的它 們 的它 們 的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要要要要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來 。來 。來 。來 。尤尤尤尤其其其其

「 分 類 」 的「 分 類 」 的「 分 類 」 的「 分 類 」 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和 「和 「和 「和 「變變變變體 」 一 樣 ，體 」 一 樣 ，體 」 一 樣 ，體 」 一 樣 ，乃乃乃乃是 後是 後是 後是 後設設設設的的的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是， 是， 是， 是先先先先有 大有 大有 大有 大量量量量

類類類類似似似似的 文 學 作 品的 文 學 作 品的 文 學 作 品的 文 學 作 品出現出現出現出現之 後 ， 才 能 將 它 們之 後 ， 才 能 將 它 們之 後 ， 才 能 將 它 們之 後 ， 才 能 將 它 們歸納歸納歸納歸納為 一 類為 一 類為 一 類為 一 類 ， 才 能， 才 能， 才 能， 才 能被被被被分 類 者分 類 者分 類 者分 類 者

或 文或 文或 文或 文評評評評家 等 人家 等 人家 等 人家 等 人判判判判讀讀讀讀出出出出是 為是 為是 為是 為變變變變體體體體。此。此。此。此外外外外，文 學 作 品 實，文 學 作 品 實，文 學 作 品 實，文 學 作 品 實際際際際上 是上 是上 是上 是變化多端變化多端變化多端變化多端、、、、

篇 篇 不 同 的 ，篇 篇 不 同 的 ，篇 篇 不 同 的 ，篇 篇 不 同 的 ，尤尤尤尤其 是其 是其 是其 是被被被被稱 為 有稱 為 有稱 為 有稱 為 有獨獨獨獨特 風特 風特 風特 風格格格格的 作 品 更 是 。 因 此的 作 品 更 是 。 因 此的 作 品 更 是 。 因 此的 作 品 更 是 。 因 此唯唯唯唯有 較有 較有 較有 較寬寬寬寬

鬆鬆鬆鬆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規規規規範 ， 才 能 在 篇 篇 不 同 中範 ， 才 能 在 篇 篇 不 同 中範 ， 才 能 在 篇 篇 不 同 中範 ， 才 能 在 篇 篇 不 同 中找出找出找出找出一 些 它 們 的一 些 它 們 的一 些 它 們 的一 些 它 們 的共共共共同 或同 或同 或同 或 相相相相似似似似之之之之

點點點點， 而 將 其， 而 將 其， 而 將 其， 而 將 其歸歸歸歸為 一 類 。 也 就 因 為 文 體為 一 類 。 也 就 因 為 文 體為 一 類 。 也 就 因 為 文 體為 一 類 。 也 就 因 為 文 體規規規規範 本範 本範 本範 本身身身身的的的的寬寬寬寬鬆鬆鬆鬆和和和和難難難難以以以以周延周延周延周延的的的的

特特特特性性性性，，，，變變變變體 才 有體 才 有體 才 有體 才 有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的的的的空間空間空間空間， 因 之 「， 因 之 「， 因 之 「， 因 之 「變變變變體 」 只 是 有 別 於 「 正 體 」 而體 」 只 是 有 別 於 「 正 體 」 而體 」 只 是 有 別 於 「 正 體 」 而體 」 只 是 有 別 於 「 正 體 」 而

已已已已。。。。再再再再者 ， 有者 ， 有者 ， 有者 ， 有關關關關古 文 文 體 的 論古 文 文 體 的 論古 文 文 體 的 論古 文 文 體 的 論述述述述雖雖雖雖然 不然 不然 不然 不少少少少，，，，但但但但或 只 指或 只 指或 只 指或 只 指出出出出其其其其幾項幾項幾項幾項主 要主 要主 要主 要

的 必的 必的 必的 必備條件備條件備條件備條件， 或 只 重 視 古 文， 或 只 重 視 古 文， 或 只 重 視 古 文， 或 只 重 視 古 文各各各各體 文 章 的 風體 文 章 的 風體 文 章 的 風體 文 章 的 風格格格格說 法說 法說 法說 法 ，，，，再加再加再加再加上 文 體 代 有上 文 體 代 有上 文 體 代 有上 文 體 代 有

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要要要要完整完整完整完整具 體 論具 體 論具 體 論具 體 論述出述出述出述出古 文 某 類 正 體 的古 文 某 類 正 體 的古 文 某 類 正 體 的古 文 某 類 正 體 的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要要要要件件件件， 實， 實， 實， 實屬困難屬困難屬困難屬困難。。。。 本本本本

論 文 只 能論 文 只 能論 文 只 能論 文 只 能盡量蒐集盡量蒐集盡量蒐集盡量蒐集相相相相關關關關論論論論述述述述，，，，參照參照參照參照魏 晉魏 晉魏 晉魏 晉六六六六朝 或 唐 代 的 古 文 作 品朝 或 唐 代 的 古 文 作 品朝 或 唐 代 的 古 文 作 品朝 或 唐 代 的 古 文 作 品 ，，，，歸歸歸歸

納出納出納出納出大大大大致致致致的的的的基基基基本 要本 要本 要本 要件件件件。。。。     

至至至至於 說 「 必於 說 「 必於 說 「 必於 說 「 必須擁須擁須擁須擁有有有有獲獲獲獲得 大得 大得 大得 大多數多數多數多數文 人文 人文 人文 人肯肯肯肯定 的 地 位 」， 是 因 為 當 歷定 的 地 位 」， 是 因 為 當 歷定 的 地 位 」， 是 因 為 當 歷定 的 地 位 」， 是 因 為 當 歷

代 文 人代 文 人代 文 人代 文 人確確確確定 一 篇 古 文 作 品 為定 一 篇 古 文 作 品 為定 一 篇 古 文 作 品 為定 一 篇 古 文 作 品 為變變變變體 時 ，體 時 ，體 時 ，體 時 ，至少從至少從至少從至少從文 學 的文 學 的文 學 的文 學 的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力 來 說 ，力 來 說 ，力 來 說 ，力 來 說 ，多多多多

已帶已帶已帶已帶有有有有肯肯肯肯定 的 意定 的 意定 的 意定 的 意味味味味，一 篇 寫，一 篇 寫，一 篇 寫，一 篇 寫 作作作作失敗失敗失敗失敗的 古 文，是的 古 文，是的 古 文，是的 古 文，是難難難難以以以以引起引起引起引起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關注關注關注關注的。的。的。的。

這 樣 的這 樣 的這 樣 的這 樣 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可 用，可 用，可 用，可 用俄俄俄俄國「國「國「國「陌陌陌陌生生生生化化化化」」」」
20

文 學文 學文 學文 學理理理理論 來論 來論 來論 來比比比比對 說 明。所對 說 明。所對 說 明。所對 說 明。所謂謂謂謂「「「「陌陌陌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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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劉劉劉萬勇萬勇萬勇萬勇說：「詩說：「詩說：「詩說：「詩歌歌歌歌的文學的文學的文學的文學性性性性主要體主要體主要體主要體現現現現在在在在日日日日常語言常語言常語言常語言與與與與詩詩詩詩歌歌歌歌語言的語言的語言的語言的差異差異差異差異上。上。上。上。日日日日常語常語常語常語言言言言服從服從服從服從於於於於交際交際交際交際功能功能功能功能，，，，重重重重在指在指在指在指陳陳陳陳事物事物事物事物、、、、傳傳傳傳遞信息遞信息遞信息遞信息；詩；詩；詩；詩歌歌歌歌語言語言語言語言卻卻卻卻與與與與指指指指涉涉涉涉無關無關無關無關，，，，它只它只它只它只關關關關心心心心能能能能指本指本指本指本身身身身，，，，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是一種受阻受阻受阻受阻的、變形的的、變形的的、變形的的、變形的日日日日常語言。常語言。常語言。常語言。陌陌陌陌生化生化生化生化的目的就是要的目的就是要的目的就是要的目的就是要突破日突破日突破日突破日常語言的常語言的常語言的常語言的藩籬藩籬藩籬藩籬，用文學的，用文學的，用文學的，用文學的各各各各種種種種修修修修辭辭辭辭技巧技巧技巧技巧對對對對其其其其強強強強化化化化、、、、凝聚凝聚凝聚凝聚、、、、伸縮伸縮伸縮伸縮、、、、錯錯錯錯位位位位。。。。這這這這種有種有種有種有組織組織組織組織的『的『的『的『強暴強暴強暴強暴』』』』會使會使會使會使語詞的語詞的語詞的語詞的派派派派生生生生意意意意義義義義、、、、邊緣邊緣邊緣邊緣意意意意義義義義激激激激發活發活發活發活力力力力，，，，使使使使人人人人從從從從世世世世俗俗俗俗的的的的感感感感覺覺覺覺狀態狀態狀態狀態中中中中驚醒驚醒驚醒驚醒，，，，從從從從而而而而產生產生產生產生一種新一種新一種新一種新穎穎穎穎和和和和驚驚驚驚異異異異的的的的審審審審美美美美感受感受感受感受。」參見。」參見。」參見。」參見劉劉劉劉萬勇萬勇萬勇萬勇：〈論：〈論：〈論：〈論俄俄俄俄國形式主國形式主國形式主國形式主義義義義詩學的「文學詩學的「文學詩學的「文學詩學的「文學性性性性」」」」與與與與「「「「陌陌陌陌生化生化生化生化」〉（《」〉（《」〉（《」〉（《山山山山西西西西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學學學學報報報報》，》，》，》，1997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二二二二期期期期），），），），59 頁。本論文主要是頁。本論文主要是頁。本論文主要是頁。本論文主要是借借借借用文中所提「用文中所提「用文中所提「用文中所提「陌陌陌陌生化生化生化生化」的概」的概」的概」的概念念念念。「變體」。「變體」。「變體」。「變體」無無無無疑疑疑疑是一種「文體是一種「文體是一種「文體是一種「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的「」的「」的「」的「陌陌陌陌生化生化生化生化」，」，」，」，藉著藉著藉著藉著對文體對文體對文體對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的的的的改改改改變，或變，或變，或變，或能能能能讓讓讓讓讀讀讀讀者者者者產生產生產生產生一種一種一種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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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生生化化化化」，」，」，」，就 是就 是就 是就 是創創創創作作作作出出出出和和和和平平平平常常常常的的的的狀態狀態狀態狀態不 同 的 樣不 同 的 樣不 同 的 樣不 同 的 樣態態態態而而而而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意，不意，不意，不意，不管管管管其 文其 文其 文其 文

學 品學 品學 品學 品質質質質如 何如 何如 何如 何 ， 它 的， 它 的， 它 的， 它 的刻刻刻刻意意意意創新創新創新創新和和和和與眾與眾與眾與眾不 同 ，不 同 ，不 同 ，不 同 ，讓讓讓讓作 品 能作 品 能作 品 能作 品 能引起引起引起引起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注注注注意 ，意 ，意 ，意 ，

就 達 到 了 此就 達 到 了 此就 達 到 了 此就 達 到 了 此理理理理論 的 要 求 。 能論 的 要 求 。 能論 的 要 求 。 能論 的 要 求 。 能被注被注被注被注意 到 的 古 文意 到 的 古 文意 到 的 古 文意 到 的 古 文變變變變體 篇 章 也 是 如 此體 篇 章 也 是 如 此體 篇 章 也 是 如 此體 篇 章 也 是 如 此 ， 它， 它， 它， 它

可 能 是 和 韓 愈 同 時 或 之可 能 是 和 韓 愈 同 時 或 之可 能 是 和 韓 愈 同 時 或 之可 能 是 和 韓 愈 同 時 或 之前前前前所 流 行 的 文 體 作 品所 流 行 的 文 體 作 品所 流 行 的 文 體 作 品所 流 行 的 文 體 作 品 不 同 ， 而不 同 ， 而不 同 ， 而不 同 ， 而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意意意意 ， 而， 而， 而， 而

這這這這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引起注意 的意 的意 的意 的先先先先決決決決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必， 必， 必， 必須須須須是 這 作 品 本是 這 作 品 本是 這 作 品 本是 這 作 品 本身身身身具 有 相 當 的 文 學具 有 相 當 的 文 學具 有 相 當 的 文 學具 有 相 當 的 文 學吸引吸引吸引吸引

力 ， 能力 ， 能力 ， 能力 ， 能吸引吸引吸引吸引讀 者讀 者讀 者讀 者閱閱閱閱讀讀讀讀與關注與關注與關注與關注。 古 文 的。 古 文 的。 古 文 的。 古 文 的各各各各體 文 體體 文 體體 文 體體 文 體規規規規範 一 直 到 唐 宋 才 較範 一 直 到 唐 宋 才 較範 一 直 到 唐 宋 才 較範 一 直 到 唐 宋 才 較

為為為為完備完備完備完備， 所 以 韓 愈 在， 所 以 韓 愈 在， 所 以 韓 愈 在， 所 以 韓 愈 在創創創創作 時 應 該作 時 應 該作 時 應 該作 時 應 該沒沒沒沒有 「有 「有 「有 「變變變變體 」 的體 」 的體 」 的體 」 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韓 愈 同 時 代， 韓 愈 同 時 代， 韓 愈 同 時 代， 韓 愈 同 時 代

的 文 人 也 只的 文 人 也 只的 文 人 也 只的 文 人 也 只 是是是是發現發現發現發現他 一 些 作 品他 一 些 作 品他 一 些 作 品他 一 些 作 品異異異異於於於於常常常常態態態態，，，，並並並並表表表表示示示示出出出出他 們 對 這 些 作 品他 們 對 這 些 作 品他 們 對 這 些 作 品他 們 對 這 些 作 品

的 或的 或的 或的 或否否否否定 或定 或定 或定 或認認認認同 而同 而同 而同 而已已已已。 是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歷 代 文 人 有 了 更 明。 是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歷 代 文 人 有 了 更 明。 是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歷 代 文 人 有 了 更 明。 是 在 韓 愈 之 後 的 歷 代 文 人 有 了 更 明確確確確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的 文 體

規規規規範 後 ， 才 指範 後 ， 才 指範 後 ， 才 指範 後 ， 才 指出出出出他 的他 的他 的他 的哪哪哪哪些 古 文 作 品 是 「些 古 文 作 品 是 「些 古 文 作 品 是 「些 古 文 作 品 是 「變變變變」 的 ，」 的 ，」 的 ，」 的 ， 所 以 「所 以 「所 以 「所 以 「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實 具 有 後實 具 有 後實 具 有 後實 具 有 後設性質設性質設性質設性質；；；；而 這 樣而 這 樣而 這 樣而 這 樣被被被被後 人後 人後 人後 人注注注注意 的 作 品，意 的 作 品，意 的 作 品，意 的 作 品，無無無無疑疑疑疑是 能是 能是 能是 能傳傳傳傳世世世世的 作 品，的 作 品，的 作 品，的 作 品，

才 可 能才 可 能才 可 能才 可 能獲獲獲獲得得得得判判判判讀 。讀 。讀 。讀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作 品 當 然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作 品 當 然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作 品 當 然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作 品 當 然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但但但但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 韓得 韓得 韓得 韓

愈 之 後 的 文愈 之 後 的 文愈 之 後 的 文愈 之 後 的 文評評評評家家家家判判判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 ， 則的 ， 則的 ， 則的 ， 則多多多多是 對 此 作 品是 對 此 作 品是 對 此 作 品是 對 此 作 品持持持持肯肯肯肯定 的定 的定 的定 的態態態態

度度度度。 而 由 於 正 體 的 文 體。 而 由 於 正 體 的 文 體。 而 由 於 正 體 的 文 體。 而 由 於 正 體 的 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難難難難以以以以周延周延周延周延的的的的界界界界定 ， 所 以 我 們定 ， 所 以 我 們定 ， 所 以 我 們定 ， 所 以 我 們 或或或或 可 由 後可 由 後可 由 後可 由 後世世世世

文 人 對文 人 對文 人 對文 人 對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判判判判定 ， 來 反定 ， 來 反定 ， 來 反定 ， 來 反推推推推論論論論出出出出正 體 文 體正 體 文 體正 體 文 體正 體 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範 的範 的範 的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古 書古 書古 書古 書 上上上上 提提提提及及及及「「「「變變變變體 」 者 甚體 」 者 甚體 」 者 甚體 」 者 甚多多多多，，，，尤尤尤尤其 在其 在其 在其 在易易易易學 、 書 法學 、 書 法學 、 書 法學 、 書 法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21
但但但但和和和和

                                                                                                                                                                                                                                                                                                                                                                                                                                                                                                                                        新新新新穎穎穎穎和和和和驚驚驚驚異異異異的的的的審審審審美美美美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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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如如如《《《《欽欽欽欽定定定定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總總總目》目》目》目》卷卷卷卷二提及宋‧二提及宋‧二提及宋‧二提及宋‧沈該沈該沈該沈該撰撰撰撰：《：《：《：《易小傳易小傳易小傳易小傳》：「》：「》：「》：「該該該該字字字字守約守約守約守約，一作，一作，一作，一作元元元元約約約約，，，，未未未未詳詳詳詳孰孰孰孰是吳是吳是吳是吳興人興人興人興人，，，，登登登登嘉嘉嘉嘉王王王王榜進榜進榜進榜進士士士士，，，，紹興紹興紹興紹興中官中官中官中官至至至至左左左左僕射僕射僕射僕射，，，，兼修兼修兼修兼修國史，故宋國史，故宋國史，故宋國史，故宋人人人人稱是書稱是書稱是書稱是書爲沈爲沈爲沈爲沈丞丞丞丞相相相相易傳易傳易傳易傳，，，，嘗劄進嘗劄進嘗劄進嘗劄進於朝，於朝，於朝，於朝，高宗高宗高宗高宗降勅襃諭降勅襃諭降勅襃諭降勅襃諭，，，，尤尤尤尤稱稱稱稱其其其其每卦每卦每卦每卦後後後後之論之論之論之論其其其其書，以正體書，以正體書，以正體書，以正體發發發發明明明明爻爻爻爻象象象象之之之之㫖㫖㫖㫖，，，，以變體以變體以變體以變體擬議擬議擬議擬議變變變變動動動動之意。」又之意。」又之意。」又之意。」又如如如如《《《《欽欽欽欽定定定定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四庫全書總總總總目》目》目》目》卷卷卷卷三提及宋‧都三提及宋‧都三提及宋‧都三提及宋‧都絜絜絜絜撰撰撰撰：《：《：《：《易易易易變體變體變體變體義義義義》：》：》：》：「「「「絜絜絜絜字字字字聖聖聖聖與與與與，，，，丹丹丹丹陽人陽人陽人陽人，，，，紹興紹興紹興紹興中官中官中官中官吏吏吏吏部部部部郞郞郞郞中，中，中，中，知知知知德德德德慶府慶府慶府慶府，，，，絜絜絜絜父郁父郁父郁父郁字，字，字，字，子子子子文文文文嘗爲嘗爲嘗爲嘗爲惠惠惠惠州州州州教官，教官，教官，教官，平生留平生留平生留平生留心心心心易易易易學。學。學。學。絜絜絜絜因以所因以所因以所因以所聞聞聞聞於於於於父父父父者者者者，，，，爲爲爲爲是書大是書大是書大是書大㫖㫖㫖㫖，，，，謂謂謂謂卦爻卦爻卦爻卦爻辭義先辭義先辭義先辭義先儒儒儒儒之之之之論論論論巳巳巳巳詳詳詳詳，故，故，故，故專專專專明變明變明變明變體。」體。」體。」體。」等等關等等關等等關等等關於於於於易易易易學提及變體，不學提及變體，不學提及變體，不學提及變體，不勝勝勝勝枚枚枚枚舉舉舉舉。另外書。另外書。另外書。另外書法方法方法方法方面面面面提及變體，提及變體，提及變體，提及變體，如如如如〈宋〈宋〈宋〈宋朱朱朱朱長長長長文文文文撰撰撰撰〉：〉：〉：〉：「「「「告汝告汝告汝告汝子子子子敬敬敬敬，，，，吾吾吾吾觀觀觀觀汝汝汝汝書書書書性性性性過人過人過人過人，，，，仍未閑規仍未閑規仍未閑規仍未閑規矩矩矩矩，，，，父父父父不不不不親親親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教，自古有之，今述筆教，自古有之，今述筆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勢勢勢論論論論十十十十篇篇篇篇，，，，開開開開汝汝汝汝之之之之性性性性。。。。凡凡凡凡諸諸諸諸字字字字勢勢勢勢，，，，總立十總立十總立十總立十章，章有指章，章有指章，章有指章，章有指歸歸歸歸，，，，定其定其定其定其模楷模楷模楷模楷，，，，審審審審其其其其舛謬舛謬舛謬舛謬，，，，撮撮撮撮其其其其要要要要實實實實，，，，録録録録其其其其便便便便宜宜宜宜，或變體，或變體，或變體，或變體處處處處多多多多罕罕罕罕測測測測。」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朱朱朱朱長長長長文文文文撰撰撰撰：《：《：《：《墨墨墨墨池池池池編編編編》》》》卷卷卷卷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藝術藝術藝術藝術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中 的 「中 的 「中 的 「中 的 「變變變變體 」 意體 」 意體 」 意體 」 意義都義都義都義都不 甚 相不 甚 相不 甚 相不 甚 相關關關關， 只 能 表， 只 能 表， 只 能 表， 只 能 表示示示示各各各各種 「種 「種 「種 「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作 品作 品作 品作 品變變變變

異異異異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其 實 是 不，其 實 是 不，其 實 是 不，其 實 是 不受受受受拘拘拘拘束束束束的。的。的。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古 文 的「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從從從從來 只 是 一 種「 論來 只 是 一 種「 論來 只 是 一 種「 論來 只 是 一 種「 論

斷斷斷斷」， 是 文 章」， 是 文 章」， 是 文 章」， 是 文 章評評評評論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論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論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論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解釋解釋解釋解釋」 或 「 說 明 」， 所 以 可 說」 或 「 說 明 」， 所 以 可 說」 或 「 說 明 」， 所 以 可 說」 或 「 說 明 」， 所 以 可 說並並並並

沒沒沒沒有 明有 明有 明有 明確確確確的 定的 定的 定的 定義義義義。 如 果。 如 果。 如 果。 如 果留留留留意意意意 有有有有關關關關詩歌詩歌詩歌詩歌方面方面方面方面所 提所 提所 提所 提及及及及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 或體 ， 或體 ， 或體 ， 或許許許許可 以可 以可 以可 以

為為為為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探索探索探索探索提提提提供借鏡供借鏡供借鏡供借鏡， 如 《 唐 才， 如 《 唐 才， 如 《 唐 才， 如 《 唐 才子傳子傳子傳子傳》》》》卷卷卷卷一 ：一 ：一 ：一 ：     

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至沈約、鮑照、庾信、徐陵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緻，及佺

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期、之問又加靡麗，迴忌聲病，約句準篇，著定格律，遂成格律，遂成格律，遂成格律，遂成

近體，近體，近體，近體，如錦繡成文如錦繡成文如錦繡成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尚學者宗尚學者宗尚學者宗尚，，，，語曰：蘇語曰：蘇語曰：蘇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李居前，沈宋比肩。李居前，沈宋比肩。李居前，沈宋比肩。

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漢人五字詩始自蘇武、李陵也。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漢人五字詩始自蘇武、李陵也。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漢人五字詩始自蘇武、李陵也。謂唐詩變體始自二公，猶漢人五字詩始自蘇武、李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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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 以這 是 以這 是 以這 是 以近近近近體體體體詩詩詩詩為 原 本 不為 原 本 不為 原 本 不為 原 本 不 重重重重格格格格律律律律、不、不、不、不忌聲病忌聲病忌聲病忌聲病的 唐的 唐的 唐的 唐詩詩詩詩變變變變體，而 其體，而 其體，而 其體，而 其出發點出發點出發點出發點，，，，

顯 然 是 以 形 式、作 法 為顯 然 是 以 形 式、作 法 為顯 然 是 以 形 式、作 法 為顯 然 是 以 形 式、作 法 為辨辨辨辨別 的 標 準。別 的 標 準。別 的 標 準。別 的 標 準。由 此 更 可 得由 此 更 可 得由 此 更 可 得由 此 更 可 得見見見見其 所其 所其 所其 所謂謂謂謂「「「「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不 是不 是不 是不 是突突突突如 其 來 的如 其 來 的如 其 來 的如 其 來 的創創創創造造造造發發發發明 ，明 ，明 ，明 ，並並並並不 是 一 種 「不 是 一 種 「不 是 一 種 「不 是 一 種 「異出性異出性異出性異出性」 的 體」 的 體」 的 體」 的 體裁裁裁裁， 是 有 所， 是 有 所， 是 有 所， 是 有 所

根根根根據據據據而而而而變化變化變化變化的的的的 ； 這 種； 這 種； 這 種； 這 種詩歌詩歌詩歌詩歌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可 以 是 一 種 對 原可 以 是 一 種 對 原可 以 是 一 種 對 原可 以 是 一 種 對 原先規先規先規先規律律律律性性性性的的的的消消消消解解解解，，，，

是 文 體是 文 體是 文 體是 文 體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中 的 必 要中 的 必 要中 的 必 要中 的 必 要程程程程序序序序，，，，放放放放在 文 學 「在 文 學 「在 文 學 「在 文 學 「通通通通變變變變」 的」 的」 的」 的觀念下觀念下觀念下觀念下， 這 種， 這 種， 這 種， 這 種詩歌詩歌詩歌詩歌

「「「「變變變變體 」 可 說 是體 」 可 說 是體 」 可 說 是體 」 可 說 是屬屬屬屬於 一 種於 一 種於 一 種於 一 種詩歌詩歌詩歌詩歌發展發展發展發展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 的中 的中 的中 的常常常常態態態態。。。。 又 如 明 代又 如 明 代又 如 明 代又 如 明 代徐徐徐徐師 曾師 曾師 曾師 曾

言 ：言 ：言 ：言 ：     

按詩有雜體：一曰拗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絃體，四曰隔按詩有雜體：一曰拗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絃體，四曰隔按詩有雜體：一曰拗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絃體，四曰隔按詩有雜體：一曰拗體，二曰蜂腰體，三曰斷絃體，四曰隔

句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句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句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句體，……十九曰問答體，皆詩之變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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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書類，書類，書類，書畫畫畫畫之之之之屬屬屬屬）；又）；又）；又）；又如如如如提及清‧提及清‧提及清‧提及清‧郝郝郝郝玉麟玉麟玉麟玉麟：「宋：「宋：「宋：「宋人人人人書以書以書以書以米米米米元元元元章；章；章；章；蔡蔡蔡蔡君君君君謨謨謨謨為為為為冠冠冠冠，，，，餘餘餘餘子子子子莫莫莫莫及。及。及。及。君君君君謨謨謨謨始學周始學周始學周始學周越越越越書，書，書，書，其其其其變體出於顔變體出於顔變體出於顔變體出於顔平平平平原原原原；；；；元元元元章始學章始學章始學章始學羅羅羅羅讓讓讓讓書，書，書，書，其其其其變體出於王變體出於王變體出於王變體出於王子子子子敬敬敬敬。」參見清‧。」參見清‧。」參見清‧。」參見清‧郝郝郝郝玉麟監玉麟監玉麟監玉麟監修修修修：《：《：《：《福福福福建建建建通通通通志志志志》》》》卷卷卷卷六六六六十十十十六（四六（四六（四六（四庫全書，史部，庫全書，史部，庫全書，史部，庫全書，史部，地理地理地理地理類，都類，都類，都類，都會會會會郡郡郡郡縣縣縣縣之之之之屬屬屬屬））））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亦亦亦亦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勝勝勝勝枚枚枚枚舉舉舉舉，在此僅，在此僅，在此僅，在此僅舉幾舉幾舉幾舉幾例例例例證證證證明「變體」二字明「變體」二字明「變體」二字明「變體」二字原原原原本本本本已已已已應應應應用用用用極極極極廣廣廣廣，所以韓愈，所以韓愈，所以韓愈，所以韓愈後後後後的文的文的文的文人才人才人才人才將將將將此二字，用自此二字，用自此二字，用自此二字，用自己定義己定義己定義己定義的概的概的概的概念念念念，，，，借借借借用於文章用於文章用於文章用於文章評評評評點上。點上。點上。點上。 
22

 元元元元‧‧‧‧辛辛辛辛文文文文房撰房撰房撰房撰：《唐：《唐：《唐：《唐才子傳才子傳才子傳才子傳》（四庫全書，史部，》（四庫全書，史部，》（四庫全書，史部，》（四庫全書，史部，傳記傳記傳記傳記類，類，類，類，總總總總錄之錄之錄之錄之屬屬屬屬）。）。）。）。 
23

 明‧徐明‧徐明‧徐明‧徐師曾師曾師曾師曾：《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辨辨辨辨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119-122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中 的文 中 的文 中 的文 中 的拗拗拗拗體 是 指 不 合體 是 指 不 合體 是 指 不 合體 是 指 不 合詩律詩律詩律詩律的的的的平仄平仄平仄平仄；；；；蜂腰蜂腰蜂腰蜂腰體 是 指：「體 是 指：「體 是 指：「體 是 指：「凡領聯凡領聯凡領聯凡領聯不 對，不 對，不 對，不 對，卻卻卻卻以以以以

十 字十 字十 字十 字敘敘敘敘一 事，而 意一 事，而 意一 事，而 意一 事，而 意與首與首與首與首二二二二句 相句 相句 相句 相貫貫貫貫，，，，至至至至頸聯頸聯頸聯頸聯方方方方對 者，對 者，對 者，對 者，謂謂謂謂之之之之蜂腰蜂腰蜂腰蜂腰體 」；體 」；體 」；體 」；斷斷斷斷

絃絃絃絃體 是「體 是「體 是「體 是「語語語語似斷似斷似斷似斷絃絃絃絃而 意而 意而 意而 意存存存存也 」；也 」；也 」；也 」；問問問問答 體 是 指 用答 體 是 指 用答 體 是 指 用答 體 是 指 用詩詩詩詩句 一句 一句 一句 一問問問問一 答。一 答。一 答。一 答。總總總總之 ，之 ，之 ，之 ，

它 們 若 非 不它 們 若 非 不它 們 若 非 不它 們 若 非 不符符符符合合合合詩詩詩詩的 形 式 ， 便 是 寫 作的 形 式 ， 便 是 寫 作的 形 式 ， 便 是 寫 作的 形 式 ， 便 是 寫 作方方方方法 不 同 於 正 體 ， 因 此 也法 不 同 於 正 體 ， 因 此 也法 不 同 於 正 體 ， 因 此 也法 不 同 於 正 體 ， 因 此 也都屬都屬都屬都屬

於於於於變變變變體 。 又 如 《 讀體 。 又 如 《 讀體 。 又 如 《 讀體 。 又 如 《 讀詩略詩略詩略詩略記 》：記 》：記 》：記 》：     

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幸東都以講武事，其時之臣民頌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幸東都以講武事，其時之臣民頌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幸東都以講武事，其時之臣民頌序曰：刺幽王也，此述先王幸東都以講武事，其時之臣民頌

之如此。何子曰：此詩三句為韻，葢變體也。之如此。何子曰：此詩三句為韻，葢變體也。之如此。何子曰：此詩三句為韻，葢變體也。之如此。何子曰：此詩三句為韻，葢變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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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這這這裡裡裡裡則 是 以 有則 是 以 有則 是 以 有則 是 以 有無無無無押韻押韻押韻押韻為為為為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依據依據依據依據。。。。除除除除此 之此 之此 之此 之外外外外， 如 宋 代 魏， 如 宋 代 魏， 如 宋 代 魏， 如 宋 代 魏慶慶慶慶之之之之編編編編的的的的

《《《《詩詩詩詩人人人人玉屑玉屑玉屑玉屑》》》》
25

在 目在 目在 目在 目錄錄錄錄上 就 有「上 就 有「上 就 有「上 就 有「七七七七言言言言變變變變體 」、「 絕 句體 」、「 絕 句體 」、「 絕 句體 」、「 絕 句變變變變體 」； 元 代體 」； 元 代體 」； 元 代體 」； 元 代方方方方回回回回

編編編編的《的《的《的《瀛奎律髓瀛奎律髓瀛奎律髓瀛奎律髓》》》》
26

也 有也 有也 有也 有變變變變體 一 類。因 此，我 們 可 以 說 在體 一 類。因 此，我 們 可 以 說 在體 一 類。因 此，我 們 可 以 說 在體 一 類。因 此，我 們 可 以 說 在詩歌詩歌詩歌詩歌部部部部分 ，分 ，分 ，分 ，

多把多把多把多把形 式 或 作 法形 式 或 作 法形 式 或 作 法形 式 或 作 法與與與與原原原原先先先先不 同 作 為不 同 作 為不 同 作 為不 同 作 為判判判判定定定定變變變變體 之 標 準 。體 之 標 準 。體 之 標 準 。體 之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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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最最需注需注需注需注意 的 是 和 文 章 有意 的 是 和 文 章 有意 的 是 和 文 章 有意 的 是 和 文 章 有關關關關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宋 代宋 代宋 代宋 代張邦張邦張邦張邦基基基基《《《《墨莊漫錄墨莊漫錄墨莊漫錄墨莊漫錄》》》》

卷卷卷卷八 提八 提八 提八 提及及及及：：：：     

                                                                                                                                                                                                                                                                                                                                                                                                                                                                                                                                        頁。頁。頁。頁。 
24

 明‧明‧明‧明‧朱朱朱朱朝朝朝朝瑛瑛瑛瑛：《：《：《：《讀讀讀讀詩詩詩詩略記略記略記略記》》》》卷卷卷卷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經經經經部，詩類）。部，詩類）。部，詩類）。部，詩類）。 
25

 宋‧魏宋‧魏宋‧魏宋‧魏慶慶慶慶之之之之編編編編：《詩：《詩：《詩：《詩人人人人玉屑玉屑玉屑玉屑》（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評評評類）。類）。類）。類）。 
26

 元元元元‧‧‧‧方方方方回回回回編編編編的：《的：《的：《的：《瀛奎瀛奎瀛奎瀛奎律律律律髓髓髓髓》》》》卷卷卷卷二二二二十十十十六（四庫全書，集部，六（四庫全書，集部，六（四庫全書，集部，六（四庫全書，集部，總總總總集類）。集類）。集類）。集類）。 
27

 除除除除此之外，此之外，此之外，此之外，如如如如宋‧宋‧宋‧宋‧何何何何谿汶谿汶谿汶谿汶提及：「提及：「提及：「提及：「漁隠漁隠漁隠漁隠叢話叢話叢話叢話云：云：云：云：律律律律詩之作用字詩之作用字詩之作用字詩之作用字平平平平側側側側，世，世，世，世固固固固有有有有定定定定體，體，體，體，衆衆衆衆共共共共守守守守之，之，之，之，然然然然不若時用變體，不若時用變體，不若時用變體，不若時用變體，如如如如兵兵兵兵之出之出之出之出竒竒竒竒變變變變化無窮化無窮化無窮化無窮，以，以，以，以驚驚驚驚世世世世駭駭駭駭目，目，目，目，如如如如老老老老杜云云，此杜云云，此杜云云，此杜云云，此絶絶絶絶句句句句律律律律詩之變體也。東坡詩之變體也。東坡詩之變體也。東坡詩之變體也。東坡嘗嘗嘗嘗用此變體作詩云云。又有用此變體作詩云云。又有用此變體作詩云云。又有用此變體作詩云云。又有七七七七言言言言律律律律詩詩詩詩至第至第至第至第三句便三句便三句便三句便失失失失拈落拈落拈落拈落平平平平側側側側，，，，亦亦亦亦别别别别是是是是一體，唐一體，唐一體，唐一體，唐人人人人用此甚多，但今用此甚多，但今用此甚多，但今用此甚多，但今人人人人少少少少用用用用耳耳耳耳，，，，如如如如老老老老杜云云，杜云云，杜云云，杜云云，嚴嚴嚴嚴武武武武云云，云云，云云，云云，韋應韋應韋應韋應物物物物云云。此三詩云云。此三詩云云。此三詩云云。此三詩起起起起頭頭頭頭用用用用側側側側聲，聲，聲，聲，老老老老杜云云，杜云云，杜云云，杜云云，韋應韋應韋應韋應物物物物云云，此二詩云云，此二詩云云，此二詩云云，此二詩起起起起韻用韻用韻用韻用平平平平聲，故聲，故聲，故聲，故第第第第三句三句三句三句亦亦亦亦用用用用平平平平聲，聲，聲，聲，凡凡凡凡此皆此皆此皆此皆律律律律詩之變體，學詩之變體，學詩之變體，學詩之變體，學者者者者不不不不可可可可不不不不知知知知。」是指用韻。」是指用韻。」是指用韻。」是指用韻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不不不不同同同同為詩之變體，為詩之變體，為詩之變體，為詩之變體，亦亦亦亦是形式不是形式不是形式不是形式不同同同同。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何何何何谿汶谿汶谿汶谿汶撰撰撰撰：《：《：《：《竹莊竹莊竹莊竹莊詩詩詩詩話話話話》》》》卷十九卷十九卷十九卷十九（四庫全書，集（四庫全書，集（四庫全書，集（四庫全書，集部，詩文部，詩文部，詩文部，詩文評評評評類）；又類）；又類）；又類）；又如如如如明‧明‧明‧明‧高高高高棅棅棅棅提及：「杜提及：「杜提及：「杜提及：「杜子美子美子美子美則則則則正變相正變相正變相正變相半半半半，變體，變體，變體，變體雖雖雖雖不不不不如如如如正體之自正體之自正體之自正體之自然然然然，而音，而音，而音，而音律律律律乃乃乃乃人人人人聲之所聲之所聲之所聲之所同同同同，對偶，對偶，對偶，對偶亦亦亦亦文文文文勢勢勢勢之必之必之必之必有，……」有，……」有，……」有，……」則則則則指出變體指出變體指出變體指出變體乃乃乃乃有奇有奇有奇有奇異異異異之之之之處處處處，不，不，不，不如如如如正體自正體自正體自正體自然然然然，，，，亦亦亦亦是以形式為是以形式為是以形式為是以形式為判判判判定定定定準準準準則則則則。參見明‧。參見明‧。參見明‧。參見明‧髙棅髙棅髙棅髙棅：《唐詩：《唐詩：《唐詩：《唐詩品彙品彙品彙品彙》之「》之「》之「》之「歴歴歴歴代代代代叙叙叙叙論」（四庫全書，集部，論」（四庫全書，集部，論」（四庫全書，集部，論」（四庫全書，集部，總總總總集類）。集類）。集類）。集類）。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主衒博而不思，

述事不暢。述事不暢。述事不暢。述事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近時文章變體，如蘇氏父子以四六述敘，委曲精

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盡，不減古人，自學者變於為文，殆今三十年，始得斯人。
28

    

這 是 指 宋 代 時 ， 蘇 氏這 是 指 宋 代 時 ， 蘇 氏這 是 指 宋 代 時 ， 蘇 氏這 是 指 宋 代 時 ， 蘇 氏父子父子父子父子的的的的四四四四六六六六文 章 寫 作 ，「文 章 寫 作 ，「文 章 寫 作 ，「文 章 寫 作 ，「委曲委曲委曲委曲精盡精盡精盡精盡」， 和」， 和」， 和」， 和往往往往昔昔昔昔作作作作

四四四四六六六六文 章 者「文 章 者「文 章 者「文 章 者「多多多多用 古 人用 古 人用 古 人用 古 人語語語語，，，，及及及及廣廣廣廣引引引引故 事，主故 事，主故 事，主故 事，主衒博衒博衒博衒博而 不而 不而 不而 不思思思思，，，，述述述述事 不事 不事 不事 不暢暢暢暢」，」，」，」，

不 同，所 以 稱 為不 同，所 以 稱 為不 同，所 以 稱 為不 同，所 以 稱 為變變變變體。體。體。體。這這這這裡裡裡裡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定體 」定體 」定體 」定義義義義是 和 之是 和 之是 和 之是 和 之前前前前時 代 相時 代 相時 代 相時 代 相比比比比較較較較下下下下，，，，

偏偏偏偏向向向向寫 法寫 法寫 法寫 法 有 所 不 同 ，有 所 不 同 ，有 所 不 同 ，有 所 不 同 ，但但但但其 寫 法 是其 寫 法 是其 寫 法 是其 寫 法 是回回回回復 到 更復 到 更復 到 更復 到 更早早早早的 時 代 ， 所的 時 代 ， 所的 時 代 ， 所的 時 代 ， 所謂謂謂謂「 不「 不「 不「 不減減減減古古古古

人人人人 」；蘇 氏」；蘇 氏」；蘇 氏」；蘇 氏父子父子父子父子的的的的四四四四六六六六文 章，文 章，文 章，文 章，是 一 種 能是 一 種 能是 一 種 能是 一 種 能夠夠夠夠發發發發揮揮揮揮自 己 所自 己 所自 己 所自 己 所思思思思所 想，所 想，所 想，所 想，並沒並沒並沒並沒有有有有

廣廣廣廣用 典 故 ， 而 且用 典 故 ， 而 且用 典 故 ， 而 且用 典 故 ， 而 且敘敘敘敘事事事事順暢順暢順暢順暢的 文 章 。的 文 章 。的 文 章 。的 文 章 。 正 如正 如正 如正 如前前前前文 所 言 ， 其 「文 所 言 ， 其 「文 所 言 ， 其 「文 所 言 ， 其 「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並並並並非非非非

是是是是與與與與當 時 流 行 文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只 是 「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而當 時 流 行 文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只 是 「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而當 時 流 行 文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只 是 「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而當 時 流 行 文 體 相 對 或 相 反 ， 只 是 「 有 別 於 當 時 流 行 者 」 而已已已已。。。。

清 代 李清 代 李清 代 李清 代 李光光光光地 《地 《地 《地 《榕村語錄榕村語錄榕村語錄榕村語錄》》》》卷卷卷卷二二二二十 一 提十 一 提十 一 提十 一 提及及及及：：：：     

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人言漢書為史書正體，看來畢竟史記為正史，是紀事之書。

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史記自己不肯多著議論，如周紀前引書中入左傳，後入戰國

策，策，策，策，剪裁剪裁剪裁剪裁其文而其文而其文而其文而已已已已，此正體也。至，此正體也。至，此正體也。至，此正體也。至伯夷伯夷伯夷伯夷傳，人傳，人傳，人傳，人動云動云動云動云變體。變體。變體。變體。列列列列

傳為傳為傳為傳為太太太太史公史公史公史公剏剏剏剏體，豈有自體，豈有自體，豈有自體，豈有自剏剏剏剏一體，一體，一體，一體，開頭開頭開頭開頭一篇一篇一篇一篇即即即即用變體者，其用變體者，其用變體者，其用變體者，其

所謂傳，所謂傳，所謂傳，所謂傳，即據舊即據舊即據舊即據舊傳文而傳文而傳文而傳文而云云云云，然也，前後著議論而，然也，前後著議論而，然也，前後著議論而，然也，前後著議論而已已已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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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 提文 中 提文 中 提文 中 提出出出出史 書 中 的史 書 中 的史 書 中 的史 書 中 的傳傳傳傳記 文 章 ，記 文 章 ，記 文 章 ，記 文 章 ，既既既既以 記 人以 記 人以 記 人以 記 人物物物物為 主 ， 其 寫 作為 主 ， 其 寫 作為 主 ， 其 寫 作為 主 ， 其 寫 作方方方方法 應 為法 應 為法 應 為法 應 為敘敘敘敘

事 才 是 ； 而 若事 才 是 ； 而 若事 才 是 ； 而 若事 才 是 ； 而 若摻摻摻摻雜許多雜許多雜許多雜許多議議議議論 ， 便論 ， 便論 ， 便論 ， 便 可 視 為可 視 為可 視 為可 視 為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30

因 此 ， 是因 此 ， 是因 此 ， 是因 此 ， 是屬比屬比屬比屬比較較較較偏偏偏偏

重 寫 法 的 不 同 。 當 然 ， 也 有 直重 寫 法 的 不 同 。 當 然 ， 也 有 直重 寫 法 的 不 同 。 當 然 ， 也 有 直重 寫 法 的 不 同 。 當 然 ， 也 有 直接評斷接評斷接評斷接評斷某 文 章 為某 文 章 為某 文 章 為某 文 章 為變變變變體 者 。體 者 。體 者 。體 者 。
31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尤尤尤尤

                                                                                                                                                                                        

28
 宋‧宋‧宋‧宋‧張張張張邦邦邦邦基撰基撰基撰基撰：《：《：《：《墨墨墨墨莊漫莊漫莊漫莊漫錄》錄》錄》錄》卷卷卷卷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雜雜雜雜家類，家類，家類，家類，雜雜雜雜說之說之說之說之屬屬屬屬）。）。）。）。 

29
 清‧清‧清‧清‧李光地撰李光地撰李光地撰李光地撰：《：《：《：《榕村榕村榕村榕村語錄》語錄》語錄》語錄》卷卷卷卷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一（四庫全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儒儒儒儒家類）。家類）。家類）。家類）。 

30
 清‧清‧清‧清‧蔡蔡蔡蔡世世世世遠遠遠遠亦亦亦亦提及：「提及：「提及：「提及：「凡紀凡紀凡紀凡紀傳傳傳傳直直直直敘敘敘敘到到到到底者底者底者底者，正，正，正，正局局局局也；也；也；也；間間間間以以以以議議議議論論論論者者者者，變體也，，變體也，，變體也，，變體也，伯夷屈原伯夷屈原伯夷屈原伯夷屈原傳傳傳傳是也。」是也。」是也。」是也。」亦亦亦亦是指出是指出是指出是指出傳記傳記傳記傳記直直直直述為正體，參以述為正體，參以述為正體，參以述為正體，參以議議議議論論論論視視視視為變體。參見清‧為變體。參見清‧為變體。參見清‧為變體。參見清‧蔡蔡蔡蔡世世世世遠遠遠遠編編編編：《古文：《古文：《古文：《古文雅正》雅正》雅正》雅正》卷卷卷卷二（四庫全書，集部，二（四庫全書，集部，二（四庫全書，集部，二（四庫全書，集部，總總總總集類）。集類）。集類）。集類）。 

31
 又又又又如如如如宋‧宋‧宋‧宋‧黃震黃震黃震黃震言：「言：「言：「言：「石石石石門門門門亭亭亭亭記記記記，文之變體也。，文之變體也。，文之變體也。，文之變體也。」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參見宋‧黃震黃震黃震黃震撰撰撰撰：《：《：《：《黃氏黃氏黃氏黃氏日日日日抄抄抄抄》》》》卷卷卷卷六六六六十十十十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四（四庫全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儒儒儒儒家類），此是因為本文家類），此是因為本文家類），此是因為本文家類），此是因為本文題題題題目目目目雖小雖小雖小雖小而而而而議議議議論甚大，論甚大，論甚大，論甚大，由由由由一一一一石石石石門門門門亭亭亭亭記記記記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以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 就以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 就以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 就以 將 文 章 分 類 後 ， 就 文 章 類 別文 章 類 別文 章 類 別文 章 類 別 的 標 準的 標 準的 標 準的 標 準 來 指 稱來 指 稱來 指 稱來 指 稱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 說 法說 法說 法說 法 最 重 要 ； 而最 重 要 ； 而最 重 要 ； 而最 重 要 ； 而

這 類 書 籍這 類 書 籍這 類 書 籍這 類 書 籍 以以以以 明 代明 代明 代明 代吳訥吳訥吳訥吳訥《 文 章《 文 章《 文 章《 文 章辯辯辯辯體體體體序序序序說 》說 》說 》說 》及及及及徐徐徐徐師 曾 《 文 體 明師 曾 《 文 體 明師 曾 《 文 體 明師 曾 《 文 體 明辨辨辨辨序序序序說 》說 》說 》說 》

最最最最著著著著名 ，名 ，名 ，名 ，徐徐徐徐師 曾 言 ：師 曾 言 ：師 曾 言 ：師 曾 言 ：     

序亦作序亦作序亦作序亦作「叙」「叙」「叙」「叙」，言其，言其，言其，言其次第次第次第次第有序，有序，有序，有序，若絲若絲若絲若絲之之之之緒緒緒緒也。又謂之大序，則也。又謂之大序，則也。又謂之大序，則也。又謂之大序，則

對對對對小小小小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序而言也，其為體有二：一曰議論，二曰叙叙叙叙事，宋事，宋事，宋事，宋‧真‧真‧真‧真

氏氏氏氏（真德秀）常分列于（真德秀）常分列于（真德秀）常分列于（真德秀）常分列于正宗之正宗之正宗之正宗之編編編編，故今，故今，故今，故今倣倣倣倣其其其其例例例例而而而而辯辯辯辯之。其序之。其序之。其序之。其序

事又有正、變二體事又有正、變二體事又有正、變二體事又有正、變二體（系（系（系（系以詩者為變體以詩者為變體以詩者為變體以詩者為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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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是 以此 是 以此 是 以此 是 以詩歌詩歌詩歌詩歌形 式 書 寫 的形 式 書 寫 的形 式 書 寫 的形 式 書 寫 的序序序序和和和和 原 以原 以原 以原 以 文 章 形 式文 章 形 式文 章 形 式文 章 形 式 書 寫 的書 寫 的書 寫 的書 寫 的序序序序不 同 為不 同 為不 同 為不 同 為變變變變體 。 又體 。 又體 。 又體 。 又

言 ：言 ：言 ：言 ：     

碑碑碑碑之體主於之體主於之體主於之體主於叙叙叙叙事，其後事，其後事，其後事，其後漸漸漸漸以議以議以議以議論雜之，則論雜之，則論雜之，則論雜之，則非矣非矣非矣非矣。故今取。故今取。故今取。故今取諸諸諸諸大大大大

家之文，而以三家之文，而以三家之文，而以三家之文，而以三品列品列品列品列之：其主於之：其主於之：其主於之：其主於叙叙叙叙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事者曰正體，主於議論者

曰變體，曰變體，曰變體，曰變體，叙叙叙叙事而事而事而事而參參參參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之以議論者曰變而不失失失失其正。其正。其正。其正。
33

    

這 是 以 文 章 的 主 要 寫 作這 是 以 文 章 的 主 要 寫 作這 是 以 文 章 的 主 要 寫 作這 是 以 文 章 的 主 要 寫 作手手手手法 是法 是法 是法 是敘敘敘敘事 或 是事 或 是事 或 是事 或 是議議議議論 ， 來 作 為論 ， 來 作 為論 ， 來 作 為論 ， 來 作 為判判判判別別別別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條條條條

件件件件；；；；關關關關於 「於 「於 「於 「傳傳傳傳」」」」，，，，吳訥吳訥吳訥吳訥則則則則 言 ：言 ：言 ：言 ：     

若退若退若退若退之之之之《《《《毛穎毛穎毛穎毛穎傳傳傳傳》》》》，，，，迂齋迂齋迂齋迂齋謂以文謂以文謂以文謂以文滑稽滑稽滑稽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而又變體之變者乎，而又變體之變者乎，而又變體之變者乎！！！！
34

    

這這這這裡裡裡裡指 的 是 因 為指 的 是 因 為指 的 是 因 為指 的 是 因 為傳傳傳傳主 的 特主 的 特主 的 特主 的 特殊身殊身殊身殊身份份份份，，，， 而 又 用 一 種而 又 用 一 種而 又 用 一 種而 又 用 一 種莊莊莊莊重 正 式 的 文 體 進 行重 正 式 的 文 體 進 行重 正 式 的 文 體 進 行重 正 式 的 文 體 進 行

寫 作寫 作寫 作寫 作描描描描述述述述，實 是，實 是，實 是，實 是「 以 文「 以 文「 以 文「 以 文滑稽滑稽滑稽滑稽」，便 可」，便 可」，便 可」，便 可判判判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變變變變體。體。體。體。總總總總之，古 書 之 中 提之，古 書 之 中 提之，古 書 之 中 提之，古 書 之 中 提

及變及變及變及變體 之體 之體 之體 之處處處處可 說 不可 說 不可 說 不可 說 不勝枚舉勝枚舉勝枚舉勝枚舉，，，， 在在在在吳訥吳訥吳訥吳訥、、、、徐徐徐徐師 曾 的 書 更 是 所 在師 曾 的 書 更 是 所 在師 曾 的 書 更 是 所 在師 曾 的 書 更 是 所 在多多多多有 ， 本有 ， 本有 ， 本有 ， 本

                                                                                                                                                                                                                                                                                                                                                                                                                                                                                                                                        而而而而生生生生天天天天下下下下之之之之憂憂憂憂，，，，懷治懷治懷治懷治天天天天下下下下蒼蒼蒼蒼生生生生之之之之志志志志。本。本。本。本選選選選本正是本正是本正是本正是直直直直指本指本指本指本篇篇篇篇文章為變體。文章為變體。文章為變體。文章為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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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徐明‧徐明‧徐明‧徐師曾等師曾等師曾等師曾等著著著著：《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辨辨辨辨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90、、、、
91 頁。頁。頁。頁。 
33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102、、、、103 頁。頁。頁。頁。109 頁頁頁頁關關關關於「於「於「於「墓墓墓墓誌誌誌誌銘銘銘銘」言：「」言：「」言：「」言：「其其其其為文為文為文為文則則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有正、變二體，正體有正、變二體，正體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惟惟惟叙叙叙叙事實事實事實事實，變體，變體，變體，變體則則則則因因因因叙叙叙叙事事事事而而而而加加加加議議議議論論論論焉焉焉焉。。。。」」」」亦亦亦亦是以文章作是以文章作是以文章作是以文章作法法法法判判判判為變體為變體為變體為變體依依依依據。據。據。據。 
34

 明‧吳明‧吳明‧吳明‧吳訥訥訥訥等等等等著著著著：《文體序說三種‧文章：《文體序說三種‧文章：《文體序說三種‧文章：《文體序說三種‧文章辨辨辨辨體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體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體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體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61、、、、
62 頁。頁。頁。頁。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將 在 後文 將 在 後文 將 在 後文 將 在 後面面面面詳詳詳詳加加加加論論論論述述述述。。。。
35
但據前述但據前述但據前述但據前述之之之之例例例例， 我 們 可 以， 我 們 可 以， 我 們 可 以， 我 們 可 以發現發現發現發現， 和 文 章 相， 和 文 章 相， 和 文 章 相， 和 文 章 相

關關關關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說 法說 法說 法說 法，最，最，最，最早出現早出現早出現早出現在 宋 代。而 所在 宋 代。而 所在 宋 代。而 所在 宋 代。而 所謂謂謂謂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不不不不

論 是 在論 是 在論 是 在論 是 在詩詩詩詩或 文 章，或 文 章，或 文 章，或 文 章，卻多卻多卻多卻多是 因 其 形 式、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因 其 形 式、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因 其 形 式、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因 其 形 式、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先先先先不 同 所不 同 所不 同 所不 同 所致致致致。。。。

有 的有 的有 的有 的 是 因 文 章 形 式 不 同 ， 有 的 因是 因 文 章 形 式 不 同 ， 有 的 因是 因 文 章 形 式 不 同 ， 有 的 因是 因 文 章 形 式 不 同 ， 有 的 因敘敘敘敘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參入許多參入許多參入許多參入許多議議議議論論論論 ， 有 的 是， 有 的 是， 有 的 是， 有 的 是

因 為因 為因 為因 為傳傳傳傳主 的主 的主 的主 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特特特特殊殊殊殊， 而， 而， 而， 而認認認認為 文 章為 文 章為 文 章為 文 章滑稽滑稽滑稽滑稽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等 ，並無並無並無並無固固固固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通通通通

則 ，則 ，則 ，則 ， 其其其其判判判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變變變變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多多多多樣 。樣 。樣 。樣 。     

綜綜綜綜上上上上 而 言 之，「而 言 之，「而 言 之，「而 言 之，「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變變變變」，指 的 應 是「」，指 的 應 是「」，指 的 應 是「」，指 的 應 是「改變改變改變改變」、「」、「」、「」、「變化變化變化變化」、「」、「」、「」、「變變變變

異異異異」」」」、「 更、「 更、「 更、「 更動動動動」」」」而 言，甚 而 可 說 是 一 種「而 言，甚 而 可 說 是 一 種「而 言，甚 而 可 說 是 一 種「而 言，甚 而 可 說 是 一 種「創新創新創新創新」，是 和「 舊 有 」的 不 同」，是 和「 舊 有 」的 不 同」，是 和「 舊 有 」的 不 同」，是 和「 舊 有 」的 不 同 ，，，，

是「 和 原 本 不 一 樣，有 所是「 和 原 本 不 一 樣，有 所是「 和 原 本 不 一 樣，有 所是「 和 原 本 不 一 樣，有 所異異異異動動動動」的 意」的 意」的 意」的 意思思思思；；；；而而而而「 體 」，「 體 」，「 體 」，「 體 」，在 中 國 古 代 的 文在 中 國 古 代 的 文在 中 國 古 代 的 文在 中 國 古 代 的 文

體 論體 論體 論體 論述述述述中，中，中，中，大大大大多多多多是 指「 體是 指「 體是 指「 體是 指「 體裁裁裁裁」、「 體」、「 體」、「 體」、「 體貌貌貌貌」或「 體 式」或「 體 式」或「 體 式」或「 體 式 」。」。」。」。但但但但是「是「是「是「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

「 體 」，「 體 」，「 體 」，「 體 」，並並並並不 一 定 是不 一 定 是不 一 定 是不 一 定 是專專專專指 「 體指 「 體指 「 體指 「 體裁裁裁裁」、「 體」、「 體」、「 體」、「 體貌貌貌貌」 或 「 體 式」 或 「 體 式」 或 「 體 式」 或 「 體 式 」 而 言 ，」 而 言 ，」 而 言 ，」 而 言 ，
36

不 論不 論不 論不 論

是 體是 體是 體是 體裁裁裁裁、 體、 體、 體、 體貌貌貌貌或 體 式或 體 式或 體 式或 體 式 ， 可 說， 可 說， 可 說， 可 說都都都都是是是是隸隸隸隸屬屬屬屬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範 的範 的範 的 範範範範圍圍圍圍中中中中 ， 所 以， 所 以， 所 以， 所 以 「「「「變變變變

體 」 的體 」 的體 」 的體 」 的 「 體 」「 體 」「 體 」「 體 」比比比比較較較較恰恰恰恰當當當當 ， 可 以， 可 以， 可 以， 可 以足夠足夠足夠足夠包包包包舉舉舉舉的 說 法 ， 應 指 的 是 一 種 「 文的 說 法 ， 應 指 的 是 一 種 「 文的 說 法 ， 應 指 的 是 一 種 「 文的 說 法 ， 應 指 的 是 一 種 「 文

體體體體規規規規範 」。範 」。範 」。範 」。「「「「變變變變體 」 或 可 說 是 一 種 對 文 體體 」 或 可 說 是 一 種 對 文 體體 」 或 可 說 是 一 種 對 文 體體 」 或 可 說 是 一 種 對 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
37

的的的的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35
 明‧徐明‧徐明‧徐明‧徐師曾等師曾等師曾等師曾等著著著著：《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文體序說三種‧文體明辨辨辨辨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序說》（台北：大安出版社，1998），），），），110頁，頁，頁，頁，關關關關於「於「於「於「墓墓墓墓碣碣碣碣文」言：「文」言：「文」言：「文」言：「至至至至於於於於專專專專言言言言碣碣碣碣而而而而却却却却有有有有銘銘銘銘，或，或，或，或兼兼兼兼言言言言銘銘銘銘而而而而却却却却無銘無銘無銘無銘，，，，則則則則亦亦亦亦猶猶猶猶誌誌誌誌銘銘銘銘之不之不之不之不可可可可為典要也。為典要也。為典要也。為典要也。其其其其文有正、變二體」；文有正、變二體」；文有正、變二體」；文有正、變二體」；111 頁頁頁頁關關關關於「於「於「於「墓墓墓墓表表表表」言：「」言：「」言：「」言：「按按按按墓墓墓墓表表表表自東漢始，安帝自東漢始，安帝自東漢始，安帝自東漢始，安帝元元元元初元年立初元年立初元年立初元年立，（，（，（，（謁謁謁謁者者者者景景景景君君君君墓墓墓墓表表表表），），），），其其其其文體文體文體文體與與與與碑碑碑碑碣碣碣碣同同同同，……以，……以，……以，……以其樹其樹其樹其樹於於於於神道神道神道神道，故又稱，故又稱，故又稱，故又稱神道神道神道神道表表表表。。。。其其其其為文有正有變。」皆是根據徐為文有正有變。」皆是根據徐為文有正有變。」皆是根據徐為文有正有變。」皆是根據徐師曾師曾師曾師曾的的的的判判判判別而有變體之說。別而有變體之說。別而有變體之說。別而有變體之說。 

36
 「體「體「體「體裁裁裁裁」是」是」是」是指文學作指文學作指文學作指文學作品品品品的的的的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剪裁剪裁剪裁剪裁而言，此說而言，此說而言，此說而言，此說法法法法一一一一般般般般都都都都能能能能接接接接受受受受，，，，較較較較為為為為簡簡簡簡單單單單沒沒沒沒有有有有爭爭爭爭論，論，論，論，餘餘餘餘依依依依顏崑顏崑顏崑顏崑陽陽陽陽所論：「所論：「所論：「所論：「格律格律格律格律、章句、章句、章句、章句結構等結構等結構等結構等合為『體合為『體合為『體合為『體製製製製』，……『體』，……『體』，……『體』，……『體貌貌貌貌』』』』乃乃乃乃作作作作品品品品實現實現實現實現後後後後的的的的整整整整體體體體美美美美感感感感印象印象印象印象，，，，亦亦亦亦即即即即作作作作品品品品之之之之個個個個別別別別風格風格風格風格。……『體式』有二。……『體式』有二。……『體式』有二。……『體式』有二層層層層，一為，一為，一為，一為超越超越超越超越個個個個別作別作別作別作品品品品，相，相，相，相應應應應於於於於某某某某一文類之『體式』；一為一文類之『體式』；一為一文類之『體式』；一為一文類之『體式』；一為超越超越超越超越個個個個別文類之『體式』，別文類之『體式』，別文類之『體式』，別文類之『體式』，乃乃乃乃一一一一普遍普遍普遍普遍之之之之美美美美的的的的範範範範疇疇疇疇。」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顏崑顏崑顏崑顏崑陽陽陽陽：：：：《六朝文學《六朝文學《六朝文學《六朝文學觀觀觀觀念念念念論論論論叢叢叢叢》（台北：正中書》（台北：正中書》（台北：正中書》（台北：正中書局局局局，，，，1993），），），），177-180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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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此此此處處處處所指的「文體所指的「文體所指的「文體所指的「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應應應應是類是類是類是類似似似似於於於於顏崑顏崑顏崑顏崑陽陽陽陽所說的「文類體所說的「文類體所說的「文類體所說的「文類體裁裁裁裁」：「『文類體」：「『文類體」：「『文類體」：「『文類體裁裁裁裁』所』所』所』所指指指指涉涉涉涉的不是一的不是一的不是一的不是一篇篇篇篇作作作作品品品品的形的形的形的形構構構構『『『『殊殊殊殊相』，而是相』，而是相』，而是相』，而是諸諸諸諸多作多作多作多作品品品品『『『『聚聚聚聚同同同同』而成『類』』而成『類』』而成『類』』而成『類』之之之之後後後後的形的形的形的形構構構構『『『『共共共共相』，也就是相』，也就是相』，也就是相』，也就是某某某某一文類一文類一文類一文類由由由由文學社文學社文學社文學社群與傳統群與傳統群與傳統群與傳統逐漸逐漸逐漸逐漸地公地公地公地公約約約約化化化化、成、成、成、成規規規規化化化化的的的的普遍普遍普遍普遍性性性性形形形形構構構構及及及及其其其其對對對對應應應應之之之之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就。」就。」就。」就顏崑顏崑顏崑顏崑陽陽陽陽所論，因為「文類體所論，因為「文類體所論，因為「文類體所論，因為「文類體裁裁裁裁」意」意」意」意涵涵涵涵比比比比較偏向較偏向較偏向較偏向形形形形構構構構、、、、功能方功能方功能方功能方面面面面，而本論文，而本論文，而本論文，而本論文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先先先先有 正 體 ， 才 有有 正 體 ， 才 有有 正 體 ， 才 有有 正 體 ， 才 有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變變變變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法 可 說 是 相 當多多多多樣 ，樣 ，樣 ，樣 ，

所 以所 以所 以所 以唯唯唯唯有有有有先確立先確立先確立先確立正 體 ， 才正 體 ， 才正 體 ， 才正 體 ， 才 能能能能 知 何 為知 何 為知 何 為知 何 為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吳吳吳吳曾曾曾曾祺祺祺祺曾 言 ：曾 言 ：曾 言 ：曾 言 ：     

作文之法，作文之法，作文之法，作文之法，首在辨首在辨首在辨首在辨體。……大體。……大體。……大體。……大凡辨凡辨凡辨凡辨體之體之體之體之要要要要，於，於，於，於最最最最先者，先者，先者，先者，第識第識第識第識

其所其所其所其所由由由由來；於來；於來；於來；於稍稍稍稍後者，後者，後者，後者，當知當知當知當知其所其所其所其所由由由由變。故有變。故有變。故有變。故有名異名異名異名異而而而而實實實實則則則則同同同同；；；；

名同名同名同名同而而而而實實實實則則則則易易易易。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一一為之。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一一為之。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一一為之。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一一為之考考考考

其其其其源源源源流，流，流，流，追追追追其其其其派派派派別別別別；則於；則於；則於；則於數千數千數千數千年年年年間間間間體體體體製製製製之之之之殊殊殊殊，亦，亦，亦，亦可可可可以思以思以思以思過半過半過半過半

矣矣矣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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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段 話 指這 段 話 指這 段 話 指這 段 話 指出出出出， 在 論， 在 論， 在 論， 在 論述述述述正 體 時 ， 不 得 不正 體 時 ， 不 得 不正 體 時 ， 不 得 不正 體 時 ， 不 得 不考考考考其其其其源源源源流 ，流 ，流 ，流 ，追追追追究 流究 流究 流究 流變變變變，，，，先先先先辨辨辨辨其其其其

體體體體 。 研 究 韓 愈 古 文 ， 當 然 也。 研 究 韓 愈 古 文 ， 當 然 也。 研 究 韓 愈 古 文 ， 當 然 也。 研 究 韓 愈 古 文 ， 當 然 也需需需需特 別特 別特 別特 別注注注注意 魏 晉意 魏 晉意 魏 晉意 魏 晉六六六六朝 以朝 以朝 以朝 以及及及及唐 朝 時唐 朝 時唐 朝 時唐 朝 時期各期各期各期各文文文文

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規規規規範 為 何 ，範 為 何 ，範 為 何 ，範 為 何 ， 來來來來加加加加以 對以 對以 對以 對照比照比照比照比較 。 本 論 文較 。 本 論 文較 。 本 論 文較 。 本 論 文 的 作 法 是的 作 法 是的 作 法 是的 作 法 是從各從各從各從各相相相相關關關關文 體 論文 體 論文 體 論文 體 論

述述述述中中中中 指指指指出出出出其 要其 要其 要其 要外外外外，，，，再觀再觀再觀再觀察察察察魏 晉魏 晉魏 晉魏 晉六六六六朝 以朝 以朝 以朝 以及及及及與與與與韓 愈 相韓 愈 相韓 愈 相韓 愈 相近近近近時時時時期期期期作 家 作 品 之作 家 作 品 之作 家 作 品 之作 家 作 品 之

樣樣樣樣貌貌貌貌， 最 後， 最 後， 最 後， 最 後再再再再留留留留心心心心韓 愈 之 後 的 文 體 論韓 愈 之 後 的 文 體 論韓 愈 之 後 的 文 體 論韓 愈 之 後 的 文 體 論述述述述。。。。據據據據此 ， 希 望此 ， 希 望此 ， 希 望此 ， 希 望整整整整理理理理出出出出韓 愈 古韓 愈 古韓 愈 古韓 愈 古

文 正 體文 正 體文 正 體文 正 體 的的的的概概概概略略略略風風風風貌貌貌貌， 以 做 為， 以 做 為， 以 做 為， 以 做 為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判判判判讀 標 準 。讀 標 準 。讀 標 準 。讀 標 準 。 這 樣 的這 樣 的這 樣 的這 樣 的判判判判讀 實讀 實讀 實讀 實際際際際上上上上

還還還還是 有 其 模是 有 其 模是 有 其 模是 有 其 模糊糊糊糊地地地地帶帶帶帶，，，，尤尤尤尤其其其其前已前已前已前已言言言言及及及及，，，，「「「「變變變變體 」和「 古 文 分 類 」的體 」和「 古 文 分 類 」的體 」和「 古 文 分 類 」的體 」和「 古 文 分 類 」的觀念觀念觀念觀念

是是是是屬屬屬屬於 後於 後於 後於 後設設設設的的的的性質性質性質性質，，，， 文 體 又 是 代 有文 體 又 是 代 有文 體 又 是 代 有文 體 又 是 代 有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而 且 文 體， 而 且 文 體， 而 且 文 體， 而 且 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難難難難有 「 一有 「 一有 「 一有 「 一套套套套

體體體體系系系系」，」，」，」，所 以 有 些 篇 章 在所 以 有 些 篇 章 在所 以 有 些 篇 章 在所 以 有 些 篇 章 在程程程程度度度度上，可 能上，可 能上，可 能上，可 能還難還難還難還難以 準以 準以 準以 準確確確確地地地地判判判判讀 是讀 是讀 是讀 是變變變變體。韓體。韓體。韓體。韓

愈愈愈愈雖雖雖雖有 不有 不有 不有 不少少少少篇 章 可 以 明篇 章 可 以 明篇 章 可 以 明篇 章 可 以 明確確確確地地地地被判被判被判被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變變變變體 篇 章 ，體 篇 章 ，體 篇 章 ，體 篇 章 ，但但但但介介介介於 模於 模於 模於 模糊糊糊糊地地地地帶帶帶帶的的的的

篇 章 亦 所 在篇 章 亦 所 在篇 章 亦 所 在篇 章 亦 所 在多多多多有，這 種 作 品有，這 種 作 品有，這 種 作 品有，這 種 作 品雖未雖未雖未雖未明 顯 到 可 稱 為「明 顯 到 可 稱 為「明 顯 到 可 稱 為「明 顯 到 可 稱 為「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但但但但其其其其變化變化變化變化之之之之

處處處處也 是也 是也 是也 是值值值值得得得得討討討討論 的 ， 本 論 文論 的 ， 本 論 文論 的 ， 本 論 文論 的 ， 本 論 文仍仍仍仍會加會加會加會加以以以以注注注注意 。意 。意 。意 。     

實實實實際際際際上 ，上 ，上 ，上 ， 不 論 是 正 體 或不 論 是 正 體 或不 論 是 正 體 或不 論 是 正 體 或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可 能可 能可 能可 能都都都都應應應應 是 一 種是 一 種是 一 種是 一 種頗頗頗頗具具具具通通通通行行行行性性性性的 文的 文的 文的 文

章章章章型型型型式 。 這 種 文 章式 。 這 種 文 章式 。 這 種 文 章式 。 這 種 文 章型型型型式 的 形 成式 的 形 成式 的 形 成式 的 形 成與與與與演演演演變變變變，，，，吳承吳承吳承吳承學 的 分學 的 分學 的 分學 的 分析析析析甚甚甚甚值值值值得得得得參考參考參考參考，，，，

                                                                                                                                                                                                                                                                                                                                                                                                                                                                                                                                        認認認認為「文體為「文體為「文體為「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的意」的意」的意」的意涵範涵範涵範涵範圍較圍較圍較圍較大，大，大，大，較較較較能涵能涵能涵能涵蓋蓋蓋蓋本論文所論述的「體」，所以本論文以「文本論文所論述的「體」，所以本論文以「文本論文所論述的「體」，所以本論文以「文本論文所論述的「體」，所以本論文以「文體體體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做做做做為變體之為變體之為變體之為變體之依依依依準準準準。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顏崑顏崑顏崑顏崑陽陽陽陽：〈論「文類體：〈論「文類體：〈論「文類體：〈論「文類體裁裁裁裁」的「」的「」的「」的「藝術藝術藝術藝術性性性性向向向向」」」」與與與與「社「社「社「社會性會性會性會性向向向向」及」及」及」及其其其其「「「「雙向雙向雙向雙向成體」的成體」的成體」的成體」的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清〉（《清〉（《清〉（《清華華華華學學學學報報報報》，三》，三》，三》，三十五卷十五卷十五卷十五卷二二二二期期期期，，，，1995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328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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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吳吳吳曾曾曾曾祺祺祺祺：《：《：《：《涵涵涵涵芬樓芬樓芬樓芬樓文文文文談談談談》（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書書書書館館館館，，，，1966 台一版，台一版，台一版，台一版，1998 台二版），台二版），台二版），台二版），16-17 頁。頁。頁。頁。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他 說：「 文 體他 說：「 文 體他 說：「 文 體他 說：「 文 體型型型型態態態態是是是是依照依照依照依照某 種某 種某 種某 種集集集集體 的 特 定 的體 的 特 定 的體 的 特 定 的體 的 特 定 的美美美美學學學學趣趣趣趣味味味味建建建建立起立起立起立起來 的 具 有來 的 具 有來 的 具 有來 的 具 有

一 定一 定一 定一 定規規規規則 和則 和則 和則 和靈活靈活靈活靈活性性性性的的的的語語語語言言言言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的的的的語語語語言言言言規規規規則 。 文 學 的 體則 。 文 學 的 體則 。 文 學 的 體則 。 文 學 的 體裁裁裁裁及及及及其 體 式其 體 式其 體 式其 體 式規規規規

範 是 人 類 在範 是 人 類 在範 是 人 類 在範 是 人 類 在長長長長期期期期文 學 實文 學 實文 學 實文 學 實踐踐踐踐過過過過程程程程中 的中 的中 的中 的產產產產物物物物……………………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型型型型態態態態的 形 成的 形 成的 形 成的 形 成及及及及演演演演變變變變

是是是是集集集集體體體體長長長長期創期創期創期創作 實作 實作 實作 實踐踐踐踐和和和和理理理理論論論論探索探索探索探索相 結 合 的 結 果 ， 因 此 ， 文 體相 結 合 的 結 果 ， 因 此 ， 文 體相 結 合 的 結 果 ， 因 此 ， 文 體相 結 合 的 結 果 ， 因 此 ， 文 體規規規規範 是範 是範 是範 是

一 種一 種一 種一 種帶帶帶帶有有有有共性共性共性共性的的的的語語語語言言言言規規規規則 。 」則 。 」則 。 」則 。 」
39
據據據據此 ， 我 們 實 可此 ， 我 們 實 可此 ， 我 們 實 可此 ， 我 們 實 可從從從從反反反反面面面面來來來來推推推推論論論論出出出出，，，，

凡凡凡凡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 此 文 類 的 文 體合 此 文 類 的 文 體合 此 文 類 的 文 體合 此 文 類 的 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 古 文，便 可 以範 的 古 文，便 可 以範 的 古 文，便 可 以範 的 古 文，便 可 以推斷推斷推斷推斷其 為其 為其 為其 為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40

不 過 ，不 過 ，不 過 ，不 過 ，

它 的它 的它 的它 的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式式式式卻很難卻很難卻很難卻很難明明明明確確確確而 有而 有而 有而 有整整整整體體體體性性性性的的的的 論論論論斷斷斷斷， 因， 因， 因， 因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變異方變異方變異方變異方式式式式並並並並

沒沒沒沒有有有有固固固固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通通通通則 ， 它 是 大 家 在則 ， 它 是 大 家 在則 ， 它 是 大 家 在則 ， 它 是 大 家 在常常常常見見見見於 一於 一於 一於 一般般般般正 體 文 章正 體 文 章正 體 文 章正 體 文 章下下下下，，，， 所所所所發發發發

現新現新現新現新的的的的創創創創作作作作方方方方式 和 結 果 。式 和 結 果 。式 和 結 果 。式 和 結 果 。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 也， 也， 也， 也須須須須斟酌斟酌斟酌斟酌考量考量考量考量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 不 能體 」 不 能體 」 不 能體 」 不 能簡簡簡簡化化化化的 稱 為 「的 稱 為 「的 稱 為 「的 稱 為 「改改改改

變變變變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 古 典 散 文 」，因 為 就 文 體範 的 古 典 散 文 」，因 為 就 文 體範 的 古 典 散 文 」，因 為 就 文 體範 的 古 典 散 文 」，因 為 就 文 體規規規規範 而 言，它 是範 而 言，它 是範 而 言，它 是範 而 言，它 是漸漸漸漸變變變變的，是的，是的，是的，是逐逐逐逐

漸漸漸漸形 成 的 ， 亦 即 「 時形 成 的 ， 亦 即 「 時形 成 的 ， 亦 即 「 時形 成 的 ， 亦 即 「 時間間間間」 的 因 素」 的 因 素」 的 因 素」 的 因 素扮演扮演扮演扮演著著著著相 當 重 要 的相 當 重 要 的相 當 重 要 的相 當 重 要 的角色角色角色角色。。。。譬譬譬譬如如如如梁梁梁梁代代代代

任昉任昉任昉任昉的 《 文 章的 《 文 章的 《 文 章的 《 文 章縁縁縁縁起起起起》 中 提》 中 提》 中 提》 中 提及及及及：：：：     

若若若若商商商商之之之之那那那那，周之，周之，周之，周之清廟諸什清廟諸什清廟諸什清廟諸什，皆以，皆以，皆以，皆以告神告神告神告神，，，，乃乃乃乃頌之正體也。至於頌之正體也。至於頌之正體也。至於頌之正體也。至於

魯魯魯魯頌頌頌頌駉閟等駉閟等駉閟等駉閟等篇，則用以頌篇，則用以頌篇，則用以頌篇，則用以頌僖僖僖僖公，而頌之體變公，而頌之體變公，而頌之體變公，而頌之體變矣！矣！矣！矣！後後後後世世世世所作皆所作皆所作皆所作皆

變體也，其變體也，其變體也，其變體也，其詞詞詞詞或用或用或用或用散散散散文，或用韻語文，或用韻語文，或用韻語文，或用韻語補註補註補註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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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吳吳吳吳承承承承學：〈「文體史：文體學：〈「文體史：文體學：〈「文體史：文體學：〈「文體史：文體型態型態型態型態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史」史」史」史」專題討專題討專題討專題討論〉（《學論〉（《學論〉（《學論〉（《學術術術術研究》，研究》，研究》，研究》，2001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 期期期期），），），），

122 頁。頁。頁。頁。 
40

 黃景黃景黃景黃景進進進進說：「所說：「所說：「所說：「所謂謂謂謂『本體』（正體）是指合『本體』（正體）是指合『本體』（正體）是指合『本體』（正體）是指合乎乎乎乎文類文類文類文類基基基基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裁裁裁裁；『變體』指；『變體』指；『變體』指；『變體』指偏離偏離偏離偏離或或或或改改改改變變變變某某某某些些些些基基基基本成本成本成本成分分分分的體的體的體的體裁裁裁裁；『；『；『；『謬謬謬謬體』指體』指體』指體』指誤誤誤誤用體用體用體用體裁裁裁裁；『；『；『；『訛訛訛訛體』指體』指體』指體』指違背違背違背違背基基基基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本要求的體裁裁裁裁。」。」。」。」這這這這裡裡裡裡指出的「變體」指出的「變體」指出的「變體」指出的「變體」定義定義定義定義和本論文和本論文和本論文和本論文推推推推論論論論近似近似近似近似。。。。66 頁對「頁對「頁對「頁對「謬謬謬謬體」體」體」體」解解解解釋釋釋釋的的的的例例例例子子子子是：「作家在寫是：「作家在寫是：「作家在寫是：「作家在寫作時作時作時作時誤誤誤誤用文體，用文體，用文體，用文體，如如如如班固班固班固班固與與與與傅毅傅毅傅毅傅毅，，，，將將將將頌頌頌頌寫成序寫成序寫成序寫成序引引引引。」對「。」對「。」對「。」對「訛訛訛訛體」體」體」體」解解解解釋釋釋釋的的的的例例例例子子子子是：「是：「是：「是：「如如如如頌這頌這頌這頌這種文類本是以種文類本是以種文類本是以種文類本是以歌頌歌頌歌頌歌頌為主，但為主，但為主，但為主，但曹植曹植曹植曹植、、、、陸機陸機陸機陸機等人等人等人等人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品品品品中中中中卻卻卻卻參參參參雜雜雜雜有有有有貶貶貶貶意，意，意，意，顯顯顯顯然已然已然已然已違背違背違背違背頌頌頌頌體的體的體的體的基基基基本要求，故為『本要求，故為『本要求，故為『本要求，故為『訛訛訛訛體』。」此體』。」此體』。」此體』。」此話話話話對對對對「正體」、「變體」、「「正體」、「變體」、「「正體」、「變體」、「「正體」、「變體」、「訛訛訛訛體」、「體」、「體」、「體」、「謬謬謬謬體」體」體」體」等等等等有作有作有作有作者者者者自自自自己己己己獨獨獨獨到到到到的的的的定義定義定義定義，，，，尤尤尤尤其其其其是「正體」、「變體」之說，是「正體」、「變體」之說，是「正體」、「變體」之說，是「正體」、「變體」之說，頗頗頗頗可可可可參參參參考考考考。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黃景黃景黃景黃景進進進進：〈：〈：〈：〈從從從從「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敘敘敘敘筆」筆」筆」筆」看看看看劉劉劉劉勰勰勰勰評評評評論文類的論文類的論文類的論文類的方法與觀方法與觀方法與觀方法與觀點〉（《中點〉（《中點〉（《中點〉（《中華華華華學學學學苑苑苑苑》，》，》，》，第第第第 51 期期期期，，，，1998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67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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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梁梁梁‧‧‧‧任昉任昉任昉任昉撰撰撰撰：《文章：《文章：《文章：《文章縁縁縁縁起起起起》（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評評評類）。類）。類）。類）。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這 段 話 說 明 了 若 內 容 和 原這 段 話 說 明 了 若 內 容 和 原這 段 話 說 明 了 若 內 容 和 原這 段 話 說 明 了 若 內 容 和 原先先先先用 以用 以用 以用 以告神告神告神告神的 內 容 有 了 不的 內 容 有 了 不的 內 容 有 了 不的 內 容 有 了 不 同 ， 便 應 稱 為同 ， 便 應 稱 為同 ， 便 應 稱 為同 ， 便 應 稱 為變變變變

體 ， 其 中 ，「 後體 ， 其 中 ，「 後體 ， 其 中 ，「 後體 ， 其 中 ，「 後世世世世所 作所 作所 作所 作皆變皆變皆變皆變體 也 」，體 也 」，體 也 」，體 也 」，雖雖雖雖指指指指出出出出具 體 原 因 是具 體 原 因 是具 體 原 因 是具 體 原 因 是 頌頌頌頌 「 人 」 非「 人 」 非「 人 」 非「 人 」 非 頌頌頌頌

「「「「神神神神」， 而 且 「 其」， 而 且 「 其」， 而 且 「 其」， 而 且 「 其詞詞詞詞或 用 散 文 ， 或 用或 用 散 文 ， 或 用或 用 散 文 ， 或 用或 用 散 文 ， 或 用韻語補註韻語補註韻語補註韻語補註」，」，」，」，但但但但更 具 意更 具 意更 具 意更 具 意義義義義的 是 ，的 是 ，的 是 ，的 是 ，

它 指它 指它 指它 指出出出出了 以 「 時 代 」 作 為了 以 「 時 代 」 作 為了 以 「 時 代 」 作 為了 以 「 時 代 」 作 為判斷變判斷變判斷變判斷變體 的 重 要體 的 重 要體 的 重 要體 的 重 要條件條件條件條件，，，，雖雖雖雖然 其然 其然 其然 其 說 「 後說 「 後說 「 後說 「 後世世世世所所所所

作作作作皆變皆變皆變皆變體 也 」，其 實 是 有 些 過 於體 也 」，其 實 是 有 些 過 於體 也 」，其 實 是 有 些 過 於體 也 」，其 實 是 有 些 過 於僵僵僵僵化化化化和和和和籠籠籠籠統統統統的的的的。又 如 宋 代。又 如 宋 代。又 如 宋 代。又 如 宋 代項項項項安安安安世世世世《《《《項項項項

氏 家 說 》氏 家 說 》氏 家 說 》氏 家 說 》卷卷卷卷八 有 如八 有 如八 有 如八 有 如下下下下一 段 文 字 ：一 段 文 字 ：一 段 文 字 ：一 段 文 字 ：     

自自自自屈屈屈屈宋以後為宋以後為宋以後為宋以後為賦賦賦賦，而二漢，而二漢，而二漢，而二漢特盛特盛特盛特盛，遂不，遂不，遂不，遂不可可可可加。唐至加。唐至加。唐至加。唐至于于于于宋宋宋宋朝朝朝朝，，，，復復復復

變為詩，皆變為詩，皆變為詩，皆變為詩，皆賦賦賦賦之變體也。之變體也。之變體也。之變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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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姑姑姑不 論 其 主不 論 其 主不 論 其 主不 論 其 主張張張張是是是是否否否否足夠細膩足夠細膩足夠細膩足夠細膩正正正正確確確確， 他 以 時 代 做 為， 他 以 時 代 做 為， 他 以 時 代 做 為， 他 以 時 代 做 為區區區區分 文 體 的分 文 體 的分 文 體 的分 文 體 的依據依據依據依據是是是是

很很很很明 顯 的 。 因 之 ， 我 們 若 要 為 韓 愈 之明 顯 的 。 因 之 ， 我 們 若 要 為 韓 愈 之明 顯 的 。 因 之 ， 我 們 若 要 為 韓 愈 之明 顯 的 。 因 之 ， 我 們 若 要 為 韓 愈 之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做 一 定體 做 一 定體 做 一 定體 做 一 定義義義義， 或 可 以 用， 或 可 以 用， 或 可 以 用， 或 可 以 用

時 代時 代時 代時 代及及及及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做 為範 做 為範 做 為範 做 為判判判判定 標 準，也 就 是定 標 準，也 就 是定 標 準，也 就 是定 標 準，也 就 是採採採採類類類類似數似數似數似數學學學學座座座座標 上 的標 上 的標 上 的標 上 的 XXXX 軸軸軸軸和和和和

YYYY 軸軸軸軸， 來 定 位， 來 定 位， 來 定 位， 來 定 位出出出出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 具 體 作 品 ；體 的 具 體 作 品 ；體 的 具 體 作 品 ；體 的 具 體 作 品 ；先探討先探討先探討先探討在 韓 愈 ， 即 唐 代 之在 韓 愈 ， 即 唐 代 之在 韓 愈 ， 即 唐 代 之在 韓 愈 ， 即 唐 代 之前前前前

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的 古 文各各各各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 為 何 ，範 為 何 ，範 為 何 ，範 為 何 ，尤尤尤尤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 甚朝 ， 甚朝 ， 甚朝 ， 甚至至至至是是是是初初初初唐 時唐 時唐 時唐 時期期期期；；；；再比再比再比再比

較 韓 愈 的 古 文 文 體較 韓 愈 的 古 文 文 體較 韓 愈 的 古 文 文 體較 韓 愈 的 古 文 文 體規規規規範 有 何 不範 有 何 不範 有 何 不範 有 何 不符符符符， 作 為， 作 為， 作 為， 作 為判判判判定 韓 愈定 韓 愈定 韓 愈定 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作 品 之體 作 品 之體 作 品 之體 作 品 之依依依依

據據據據。。。。
43
再再再再者 ， 在者 ， 在者 ， 在者 ， 在討討討討論論論論變變變變體 時 ， 將 特 別體 時 ， 將 特 別體 時 ， 將 特 別體 時 ， 將 特 別注注注注意 到 具 有 文 學 特意 到 具 有 文 學 特意 到 具 有 文 學 特意 到 具 有 文 學 特質質質質和 代 表和 代 表和 代 表和 代 表性性性性

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作 品，有體 作 品，有體 作 品，有體 作 品，有關關關關此此此此點點點點，，，，葉葉葉葉國國國國良良良良的的的的見解見解見解見解甚甚甚甚值值值值重 視：「 研 究 某 種 文 類 的重 視：「 研 究 某 種 文 類 的重 視：「 研 究 某 種 文 類 的重 視：「 研 究 某 種 文 類 的

發展發展發展發展， 和， 和， 和， 和純粹純粹純粹純粹欣賞欣賞欣賞欣賞文 學 作 品 有 別 ， 而文 學 作 品 有 別 ， 而文 學 作 品 有 別 ， 而文 學 作 品 有 別 ， 而需需需需要 同 時要 同 時要 同 時要 同 時掌握『掌握『掌握『掌握『文 學 特文 學 特文 學 特文 學 特質質質質』』』』和和和和

『『『『文 學 流文 學 流文 學 流文 學 流變變變變』』』』兩兩兩兩者 ，者 ，者 ，者 ，既既既既要要要要注注注注意意意意演演演演進 的 過進 的 過進 的 過進 的 過程程程程， 同 時 也 要 將， 同 時 也 要 將， 同 時 也 要 將， 同 時 也 要 將缺缺缺缺少少少少代 表代 表代 表代 表性性性性

或或或或創新性創新性創新性創新性的 作 品的 作 品的 作 品的 作 品姑姑姑姑且且且且摒摒摒摒除除除除在在在在討討討討論 之論 之論 之論 之外外外外， 才 能， 才 能， 才 能， 才 能凝聚凝聚凝聚凝聚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而， 而， 而， 而避免太避免太避免太避免太過過過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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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宋‧宋‧宋‧項項項項安世安世安世安世撰撰撰撰：《：《：《：《項項項項氏氏氏氏家說》家說》家說》家說》卷卷卷卷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八（四庫全書，子子子子部，部，部，部，儒儒儒儒家類）。家類）。家類）。家類）。 

43
 黃景黃景黃景黃景進進進進認認認認為要為要為要為要討討討討論文體有兩論文體有兩論文體有兩論文體有兩條條條條主主主主線線線線：「：「：「：「第第第第一一一一條條條條線線線線建建建建立立立立文類的文類的文類的文類的規規規規範範範範，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該該該該文類之本文類之本文類之本文類之本（體），有（體），有（體），有（體），有了了了了這這這這一一一一條條條條線才能線才能線才能線才能判斷判斷判斷判斷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條條條條線線線線的的的的歷歷歷歷史史史史流流流流變中變中變中變中何何何何者者者者是『本體』，是『本體』，是『本體』，是『本體』，何何何何者者者者是『變體』，是『變體』，是『變體』，是『變體』，何何何何者者者者是『是『是『是『訛訛訛訛體』。」體』。」體』。」體』。」又說：「又說：「又說：「又說：「唯唯唯唯有有有有從從從從文類的文類的文類的文類的歷歷歷歷史史史史流流流流變中變中變中變中才能才能才能才能充充充充分分分分判斷判斷判斷判斷何何何何者者者者是文類之『本是文類之『本是文類之『本是文類之『本（體）』。」（體）』。」（體）』。」（體）』。」這這這這和本論文說的以文體和本論文說的以文體和本論文說的以文體和本論文說的以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和時代作為和時代作為和時代作為和時代作為判判判判讀讀讀讀變體的變體的變體的變體的依依依依據是相據是相據是相據是相同同同同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黃景黃景黃景黃景進進進進：〈：〈：〈：〈從從從從「論文「論文「論文「論文敘敘敘敘筆」筆」筆」筆」看看看看劉劉劉劉勰勰勰勰評評評評論文類的論文類的論文類的論文類的方法與觀方法與觀方法與觀方法與觀點〉（《中點〉（《中點〉（《中點〉（《中華華華華學學學學苑苑苑苑》，》，》，》，第第第第 51 期期期期，，，，1998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76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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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瑣煩瑣煩瑣煩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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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譬譬譬如如如如 以以以以 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碑碑碑碑誌誌誌誌類 作 品類 作 品類 作 品類 作 品 來 看來 看來 看來 看 ， 不， 不， 不， 不但但但但篇篇篇篇數多數多數多數多， 且， 且， 且， 且多多多多不不不不符符符符

合合合合傳傳傳傳統統統統體體體體例例例例規規規規範 ，範 ，範 ，範 ，
45

如 果 篇 篇 進 行如 果 篇 篇 進 行如 果 篇 篇 進 行如 果 篇 篇 進 行討討討討論 ， 實 在論 ， 實 在論 ， 實 在論 ， 實 在繁瑣繁瑣繁瑣繁瑣而而而而無無無無必 要 ， 以 具必 要 ， 以 具必 要 ， 以 具必 要 ， 以 具

有 文 學 特有 文 學 特有 文 學 特有 文 學 特質質質質和 代 表和 代 表和 代 表和 代 表性性性性的的的的創新創新創新創新
46

篇 章 為 代 表 作 研 究 素篇 章 為 代 表 作 研 究 素篇 章 為 代 表 作 研 究 素篇 章 為 代 表 作 研 究 素材材材材， 是 較 適 當 的， 是 較 適 當 的， 是 較 適 當 的， 是 較 適 當 的

方方方方式式式式 ， 也， 也， 也， 也比比比比較 能 得 到 較較 能 得 到 較較 能 得 到 較較 能 得 到 較佳佳佳佳的 研 究 成 果的 研 究 成 果的 研 究 成 果的 研 究 成 果 。。。。     

                另另另另外外外外，也，也，也，也需需需需再再再再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的，是 有的，是 有的，是 有的，是 有關關關關本 論 文本 論 文本 論 文本 論 文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 體 類體 的 體 類體 的 體 類體 的 體 類區區區區分分分分。古。古。古。古

文 的 分 類 原 就 是 一文 的 分 類 原 就 是 一文 的 分 類 原 就 是 一文 的 分 類 原 就 是 一件件件件相 當相 當相 當相 當困難困難困難困難且且且且複複複複雜雜雜雜的 工 作 ，的 工 作 ，的 工 作 ，的 工 作 ，通通通通常常常常古 文 作 家 在 寫 作古 文 作 家 在 寫 作古 文 作 家 在 寫 作古 文 作 家 在 寫 作

時，時，時，時，多會先多會先多會先多會先以 文 章 的以 文 章 的以 文 章 的以 文 章 的命命命命名 來 標名 來 標名 來 標名 來 標示示示示文 章 的 體 類。換 言 之，在 作 家 之文 章 的 體 類。換 言 之，在 作 家 之文 章 的 體 類。換 言 之，在 作 家 之文 章 的 體 類。換 言 之，在 作 家 之前前前前，，，，

已已已已有有有有許多許多許多許多文 體文 體文 體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存存存存於 作 家於 作 家於 作 家於 作 家心心心心中 ， 因 此 作 家 在中 ， 因 此 作 家 在中 ， 因 此 作 家 在中 ， 因 此 作 家 在創創創創作 時 ， 他 的作 時 ， 他 的作 時 ， 他 的作 時 ， 他 的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早早早早

已出現已出現已出現已出現此 文 體 的 具 體此 文 體 的 具 體此 文 體 的 具 體此 文 體 的 具 體規規規規範 ，範 ，範 ，範 ，讓讓讓讓他 在他 在他 在他 在心心心心中中中中已已已已可可可可先先先先將 此 文 章將 此 文 章將 此 文 章將 此 文 章歸歸歸歸於 某 類 ，於 某 類 ，於 某 類 ，於 某 類 ，

只 是 這 些只 是 這 些只 是 這 些只 是 這 些規規規規範範範範並並並並不 一 定 有不 一 定 有不 一 定 有不 一 定 有完整完整完整完整的的的的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若 要 研 究 古 文 分 類 的若 要 研 究 古 文 分 類 的若 要 研 究 古 文 分 類 的若 要 研 究 古 文 分 類 的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古 文 「 選 本 」， 古 文 「 選 本 」， 古 文 「 選 本 」， 古 文 「 選 本 」
47

是 必是 必是 必是 必須須須須要 重 視 的 。要 重 視 的 。要 重 視 的 。要 重 視 的 。

因 古 文 選 本 可 說 是 文 學因 古 文 選 本 可 說 是 文 學因 古 文 選 本 可 說 是 文 學因 古 文 選 本 可 說 是 文 學批批批批評評評評家 用 來家 用 來家 用 來家 用 來批批批批評評評評文 學 的 一 種 具 體文 學 的 一 種 具 體文 學 的 一 種 具 體文 學 的 一 種 具 體方方方方式 ，式 ，式 ，式 ，藉藉藉藉由由由由

對 作 品 的對 作 品 的對 作 品 的對 作 品 的 選選選選與與與與不 選不 選不 選不 選並加並加並加並加以 分 類 ，以 分 類 ，以 分 類 ，以 分 類 ，批批批批評評評評家家家家從從從從他 們 選他 們 選他 們 選他 們 選擇出擇出擇出擇出來 的 古 代 經 典來 的 古 代 經 典來 的 古 代 經 典來 的 古 代 經 典

作 品 中 ， 顯作 品 中 ， 顯作 品 中 ， 顯作 品 中 ， 顯示示示示出出出出某 些某 些某 些某 些 在 他 們在 他 們在 他 們在 他 們心心心心中中中中早早早早有 成有 成有 成有 成見見見見的的的的創創創創作 法 則作 法 則作 法 則作 法 則與規與規與規與規範 ，範 ，範 ，範 ，期期期期能能能能

藉藉藉藉它 們它 們它 們它 們影響影響影響影響或 指或 指或 指或 指導導導導當當當當世及世及世及世及後後後後世世世世的的的的創創創創作 。作 。作 。作 。
48

我 們 正 可 由 古 文 選 本 的 分我 們 正 可 由 古 文 選 本 的 分我 們 正 可 由 古 文 選 本 的 分我 們 正 可 由 古 文 選 本 的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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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葉葉葉國國國國良良良良：〈唐宋：〈唐宋：〈唐宋：〈唐宋哀哀哀哀祭祭祭祭文的文的文的文的發發發發展展展展〉（《台大中文學〉（《台大中文學〉（《台大中文學〉（《台大中文學報報報報》》》》第十第十第十第十八八八八期期期期，，，，2003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167 頁。頁。頁。頁。 

45
 明代王行的《明代王行的《明代王行的《明代王行的《墓銘墓銘墓銘墓銘舉舉舉舉例例例例》（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四庫全書，集部，詩文評評評評類）在所類）在所類）在所類）在所謂謂謂謂「正「正「正「正例例例例」外，又「」外，又「」外，又「」外，又「各各各各有有有有其其其其故」而有故」而有故」而有故」而有許許許許多「變多「變多「變多「變例例例例」，以」，以」，以」，以致列舉致列舉致列舉致列舉韓愈韓愈韓愈韓愈碑碑碑碑誌六誌六誌六誌六十十十十六六六六篇篇篇篇後後後後，，，，才盡其才盡其才盡其才盡其例例例例。。。。 

46
 「創」有創新、創造「創」有創新、創造「創」有創新、創造「創」有創新、創造等等等等兩種意兩種意兩種意兩種意義義義義；創新和；創新和；創新和；創新和變變變變異異異異有有有有關關關關，創造，創造，創造，創造則則則則純純純純是「創體」，是「創體」，是「創體」，是「創體」，歸歸歸歸為變體為變體為變體為變體較較較較不合不合不合不合適適適適。。。。 

47
 鄒鄒鄒鄒雲雲雲雲湖湖湖湖說：「說：「說：「說：「選選選選本，本，本，本，顧顧顧顧名名名名思思思思義義義義就是就是就是就是經過經過經過經過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的文本。的文本。的文本。的文本。從從從從文學文學文學文學角度角度角度角度而言，而言，而言，而言，選選選選本是指本是指本是指本是指選選選選者者者者按照按照按照按照一一一一定定定定的的的的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意意意意圖圖圖圖和和和和選擇選擇選擇選擇標標標標準準準準，在一，在一，在一，在一定範定範定範定範圍圍圍圍內的作內的作內的作內的作品品品品中中中中選擇選擇選擇選擇相相相相應應應應的作的作的作的作品編排品編排品編排品編排而成的作而成的作而成的作而成的作品品品品集。」參見集。」參見集。」參見集。」參見鄒鄒鄒鄒雲雲雲雲湖湖湖湖：《中國：《中國：《中國：《中國選選選選本本本本批評批評批評批評》（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上：上：上：上海海海海三三三三聯聯聯聯書書書書店店店店，，，，2002），「），「），「），「導導導導言」。言」。言」。言」。 

48
 同同同同上註，上註，上註，上註，鄒鄒鄒鄒雲雲雲雲湖湖湖湖又說：「『又說：「『又說：「『又說：「『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作為一種』作為一種』作為一種』作為一種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價值判斷行為的本質特徵行為的本質特徵行為的本質特徵行為的本質特徵決決決決定了定了定了定了文學文學文學文學選選選選本本本本的『的『的『的『選選選選』本』本』本』本身身身身就是一種就是一種就是一種就是一種重重重重要的要的要的要的批評批評批評批評實實實實踐踐踐踐。。。。選選選選者者者者（（（（批評批評批評批評家）根據家）根據家）根據家）根據某某某某種文學種文學種文學種文學批評觀批評觀批評觀批評觀制制制制訂訂訂訂相相相相應應應應的的的的取取取取捨捨捨捨標標標標準準準準，，，，然後然後然後然後按照這按照這按照這按照這一標一標一標一標準準準準，通，通，通，通過過過過『『『『選選選選』』』』這這這這一一一一具具具具體行為對作家作體行為對作家作體行為對作家作體行為對作家作品品品品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排排排排列列列列，，，，以此以此以此以此達達達達到到到到闡闡闡闡明、明、明、明、張張張張揚某揚某揚某揚某種文學種文學種文學種文學觀觀觀觀念念念念的目的。因此，的目的。因此，的目的。因此，的目的。因此，選選選選本也是一種文學本也是一種文學本也是一種文學本也是一種文學批評方批評方批評方批評方式。」式。」式。」式。」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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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類 ，類 ，類 ，瞭瞭瞭瞭解解解解這 些 選 家這 些 選 家這 些 選 家這 些 選 家心心心心中 對 古 文 文 體 的中 對 古 文 文 體 的中 對 古 文 文 體 的中 對 古 文 文 體 的認認認認知 是知 是知 是知 是什麼什麼什麼什麼。 在 中 國 古 文 選 本。 在 中 國 古 文 選 本。 在 中 國 古 文 選 本。 在 中 國 古 文 選 本

歷 史 中 ， 歷 來 最歷 史 中 ， 歷 來 最歷 史 中 ， 歷 來 最歷 史 中 ， 歷 來 最受肯受肯受肯受肯定 的 書 籍 ， 應定 的 書 籍 ， 應定 的 書 籍 ， 應定 的 書 籍 ， 應屬屬屬屬清 代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清 代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清 代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清 代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

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曾 國 藩 的《 經 史 百 家雜雜雜雜鈔 》鈔 》鈔 》鈔 》二二二二書。書。書。書。
49
雖雖雖雖然然然然朱光潛朱光潛朱光潛朱光潛認認認認為：「 我 們 只 看《文為：「 我 們 只 看《文為：「 我 們 只 看《文為：「 我 們 只 看《文

選 》、《 古 文 辭 類 纂 》、《 經 史 百 家選 》、《 古 文 辭 類 纂 》、《 經 史 百 家選 》、《 古 文 辭 類 纂 》、《 經 史 百 家選 》、《 古 文 辭 類 纂 》、《 經 史 百 家雜雜雜雜鈔 》 之 類 選 本 對 於 文 章 的 分 類 ，鈔 》 之 類 選 本 對 於 文 章 的 分 類 ，鈔 》 之 類 選 本 對 於 文 章 的 分 類 ，鈔 》 之 類 選 本 對 於 文 章 的 分 類 ，

互互互互不 相 同，而 且不 相 同，而 且不 相 同，而 且不 相 同，而 且都很都很都很都很勉強勉強勉強勉強，就 可 以 知 道，就 可 以 知 道，就 可 以 知 道，就 可 以 知 道把把把把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文 學 作 品擺擺擺擺進進進進鴿子籠裡去鴿子籠裡去鴿子籠裡去鴿子籠裡去，，，，

不 是 一不 是 一不 是 一不 是 一件件件件合合合合理理理理的 事 。 同的 事 。 同的 事 。 同的 事 。 同屬屬屬屬一 類一 類一 類一 類型型型型的 作 品 有 時的 作 品 有 時的 作 品 有 時的 作 品 有 時差差差差別別別別很很很很大 ， 我 們大 ， 我 們大 ， 我 們大 ， 我 們很難找很難找很難找很難找

出共出共出共出共同 原 則 來 ， 求 其 適 合 一同 原 則 來 ， 求 其 適 合 一同 原 則 來 ， 求 其 適 合 一同 原 則 來 ， 求 其 適 合 一切切切切事事事事例例例例。 」。 」。 」。 」
50
但但但但畢畢畢畢竟竟竟竟分 類 是 後 代 研 究 文分 類 是 後 代 研 究 文分 類 是 後 代 研 究 文分 類 是 後 代 研 究 文

學 作 品 者 必學 作 品 者 必學 作 品 者 必學 作 品 者 必須須須須的 工 作 ， 而 這的 工 作 ， 而 這的 工 作 ， 而 這的 工 作 ， 而 這三三三三本 書 的 分 類本 書 的 分 類本 書 的 分 類本 書 的 分 類仍仍仍仍有 一 定有 一 定有 一 定有 一 定被被被被承承承承認認認認的的的的公公公公允允允允標標標標

準 。 以 古 文 的 分 類 而 言 ，準 。 以 古 文 的 分 類 而 言 ，準 。 以 古 文 的 分 類 而 言 ，準 。 以 古 文 的 分 類 而 言 ，平平平平心心心心而 論 ，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 曾 國而 論 ，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 曾 國而 論 ，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 曾 國而 論 ， 姚 鼐 的 《 古 文 辭 類 纂 》 和 曾 國

藩 的 《 經 史 百 家藩 的 《 經 史 百 家藩 的 《 經 史 百 家藩 的 《 經 史 百 家雜雜雜雜鈔 》 因 能鈔 》 因 能鈔 》 因 能鈔 》 因 能兼顧兼顧兼顧兼顧到 文 章 的 形 式 和 內 容到 文 章 的 形 式 和 內 容到 文 章 的 形 式 和 內 容到 文 章 的 形 式 和 內 容二二二二者 ， 所 以 其者 ， 所 以 其者 ， 所 以 其者 ， 所 以 其

檢檢檢檢選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選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選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選 文 章 的 分 類 標 準確確確確實 是實 是實 是實 是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周延周延周延周延的 。的 。的 。的 。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其 中 ，尤尤尤尤以 姚 鼐 將 古 文 作以 姚 鼐 將 古 文 作以 姚 鼐 將 古 文 作以 姚 鼐 將 古 文 作

品 分 為 十品 分 為 十品 分 為 十品 分 為 十三三三三類 的 作 法 最 為 流類 的 作 法 最 為 流類 的 作 法 最 為 流類 的 作 法 最 為 流傳傳傳傳。。。。
51

《 古 文 辭 類 纂 》 是 姚 鼐 為《 古 文 辭 類 纂 》 是 姚 鼐 為《 古 文 辭 類 纂 》 是 姚 鼐 為《 古 文 辭 類 纂 》 是 姚 鼐 為初初初初學 古學 古學 古學 古

                                                                                                                                                                                        

49
 張張張張之之之之洞洞洞洞言：「言：「言：「言：「讀後讀後讀後讀後世詩文世詩文世詩文世詩文選選選選本，本，本，本，宜擇善宜擇善宜擇善宜擇善者者者者：……文以國朝：……文以國朝：……文以國朝：……文以國朝姚鼐姚鼐姚鼐姚鼐《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最最最最為為為為善善善善本，為本，為本，為本，為其其其其體體體體例例例例分分分分明，明，明，明，評評評評點點點點精妙精妙精妙精妙，，，，校校校校讎讎讎讎詳詳詳詳審審審審。。。。」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郭紹虞等郭紹虞等郭紹虞等郭紹虞等選選選選編編編編：《中國：《中國：《中國：《中國近近近近代文學論代文學論代文學論代文學論著著著著精選精選精選精選‧‧‧‧讀讀讀讀古古古古人人人人文集》（台北：文集》（台北：文集》（台北：文集》（台北：華華華華正書正書正書正書局局局局，，，，1982），），），），292 頁。又馮書耕、金仞千說：「頁。又馮書耕、金仞千說：「頁。又馮書耕、金仞千說：「頁。又馮書耕、金仞千說：「至至至至姚姚姚姚姬姬姬姬傳傳傳傳《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及》及》及》及曾曾曾曾滌滌滌滌生生生生《《《《經經經經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雜鈔雜鈔雜鈔雜鈔》出，於文體》出，於文體》出，於文體》出，於文體分分分分類，便類，便類，便類，便覺覺覺覺皆有一皆有一皆有一皆有一定定定定之指之指之指之指歸歸歸歸；；；；而於文章而於文章而於文章而於文章取取取取去去去去之之之之間間間間，，，，亦亦亦亦皆有意皆有意皆有意皆有意法法法法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可可可可循循循循。此二書，在古。此二書，在古。此二書，在古。此二書，在古來來來來總總總總集中，集中，集中，集中，能能能能佔極佔極佔極佔極重重重重要之要之要之要之地位地位地位地位，，，，為為為為後後後後來來來來學學學學者者者者奉奉奉奉為為為為圭臬圭臬圭臬圭臬，，，，非非非非偶偶偶偶然然然然也。」參見馮書耕、也。」參見馮書耕、也。」參見馮書耕、也。」參見馮書耕、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金仞千：《古文通論》（台北：雲天出版社，版社，版社，版社，1971），），），），823 頁。頁。頁。頁。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都指出都指出都指出都指出了了了了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和》和》和》和曾曾曾曾國國國國藩藩藩藩的《的《的《的《經經經經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雜雜雜雜鈔鈔鈔鈔》二書之》二書之》二書之》二書之重重重重要要要要性性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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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光朱光朱光朱光潛潛潛潛：《：《：《：《朱光朱光朱光朱光潛潛潛潛全集》全集》全集》全集》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卷卷卷卷《《《《談談談談文學》（大文學》（大文學》（大文學》（大陸陸陸陸：安徽教育社出版，：安徽教育社出版，：安徽教育社出版，：安徽教育社出版，1987），），），），236 頁。頁。頁。頁。另外另外另外另外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提提提提到到到到：「文章體：「文章體：「文章體：「文章體制制制制的的的的分分分分類，一類，一類，一類，一方方方方面面面面須須須須重重重重在形式的在形式的在形式的在形式的歧歧歧歧異異異異，一，一，一，一方方方方面面面面又又又又須須須須顧顧顧顧到到到到性性性性質質質質的相的相的相的相同同同同，，，，歸納歸納歸納歸納的的的的與分與分與分與分析析析析的的的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要要要要同同同同時時時時並並並並用，用，用，用，事實事實事實事實上也不容上也不容上也不容上也不容易易易易求求求求其其其其完善完善完善完善無無無無疵疵疵疵。」。」。」。」這這這這都是提都是提都是提都是提到將到將到將到將文章文章文章文章準準準準確確確確的的的的切割切割切割切割分分分分類之不容類之不容類之不容類之不容易易易易。參見。參見。參見。參見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郭紹虞：《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中國文學批評批評批評批評史》（台北：史》（台北：史》（台北：史》（台北：五南五南五南五南出版出版出版出版社，社，社，社，1994）），）），）），）），67 頁。頁。頁。頁。 

51
 朱朱朱朱廣廣廣廣賢賢賢賢說：「說：「說：「說：「分分分分類的學類的學類的學類的學問問問問難難難難不不不不在『在『在『在『浩繁浩繁浩繁浩繁』的收容上，而在於『』的收容上，而在於『』的收容上，而在於『』的收容上，而在於『簡簡簡簡易易易易』的』的』的』的包舉包舉包舉包舉上。」以上。」以上。」以上。」以《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和《》和《》和《》和《經經經經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雜鈔雜鈔雜鈔雜鈔》》》》來來來來說，說，說，說，其分其分其分其分類類類類較較較較之之之之前前前前代代代代選選選選集，集，集，集，如如如如吳吳吳吳訥訥訥訥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的《文章辨辨辨辨體》體》體》體》等等等等，是，是，是，是較較較較為為為為簡簡簡簡易易易易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的。參見朱朱朱朱廣廣廣廣賢賢賢賢：《中國文章：《中國文章：《中國文章：《中國文章分分分分類學研究》（北京：類學研究》（北京：類學研究》（北京：類學研究》（北京：民族民族民族民族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2000），），），），

97 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曾曾曾曾棗莊棗莊棗莊棗莊提及：「提及：「提及：「提及：「分分分分類類類類比比比比較適較適較適較適中而中而中而中而覆覆覆覆蓋蓋蓋蓋又又又又較較較較全的是全的是全的是全的是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
    



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韓 愈 之 古 文 變 體 研 究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文 者 選文 者 選文 者 選文 者 選編編編編的 古 文 範 本，選 文的 古 文 範 本，選 文的 古 文 範 本，選 文的 古 文 範 本，選 文七七七七百百百百餘餘餘餘篇，上 自《篇，上 自《篇，上 自《篇，上 自《楚楚楚楚辭 》、《辭 》、《辭 》、《辭 》、《戰戰戰戰國國國國策策策策》、《 史》、《 史》、《 史》、《 史

記 》 等 ，記 》 等 ，記 》 等 ，記 》 等 ，下下下下逮逮逮逮歸歸歸歸有有有有光光光光、、、、方方方方苞苞苞苞、、、、劉劉劉劉大大大大櫆櫆櫆櫆， 時 代 範， 時 代 範， 時 代 範， 時 代 範圍圍圍圍極極極極廣廣廣廣。。。。 而 且而 且而 且而 且 ，，，，入入入入選選選選

韓 愈 一 人 文 章韓 愈 一 人 文 章韓 愈 一 人 文 章韓 愈 一 人 文 章竟多竟多竟多竟多達 一 百達 一 百達 一 百達 一 百三三三三十十十十餘餘餘餘篇 ，篇 ，篇 ，篇 ， 顯顯顯顯現現現現了 姚 鼐 對 韓 愈 作 品 的 重了 姚 鼐 對 韓 愈 作 品 的 重了 姚 鼐 對 韓 愈 作 品 的 重了 姚 鼐 對 韓 愈 作 品 的 重

視 ，視 ，視 ，視 ， 所 以 若 以 其 所所 以 若 以 其 所所 以 若 以 其 所所 以 若 以 其 所區區區區分 的 文 章 體 類 來分 的 文 章 體 類 來分 的 文 章 體 類 來分 的 文 章 體 類 來探討探討探討探討韓 愈 的 文 章 ， 是 較 為韓 愈 的 文 章 ， 是 較 為韓 愈 的 文 章 ， 是 較 為韓 愈 的 文 章 ， 是 較 為妥妥妥妥當當當當

的。的。的。的。因 此 本 論 文 選因 此 本 論 文 選因 此 本 論 文 選因 此 本 論 文 選乃擇依乃擇依乃擇依乃擇依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所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所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所姚 鼐 的《 古 文 辭 類 纂 》所區區區區分 的 文 章 體 類 ：分 的 文 章 體 類 ：分 的 文 章 體 類 ：分 的 文 章 體 類 ：

一 、 論一 、 論一 、 論一 、 論辨辨辨辨。。。。二二二二、、、、序序序序跋跋跋跋。。。。三三三三、、、、奏議奏議奏議奏議。。。。四四四四、 書、 書、 書、 書牘牘牘牘。。。。
52
五五五五、、、、贈序贈序贈序贈序。。。。六六六六、、、、詔詔詔詔

令 。令 。令 。令 。七七七七、、、、傳狀傳狀傳狀傳狀。 八 、。 八 、。 八 、。 八 、碑碑碑碑誌誌誌誌。。。。九九九九、、、、雜雜雜雜記 。 十 、記 。 十 、記 。 十 、記 。 十 、箴箴箴箴銘銘銘銘。 十 一 、 頌。 十 一 、 頌。 十 一 、 頌。 十 一 、 頌贊贊贊贊。 十。 十。 十。 十

二二二二、 辭、 辭、 辭、 辭賦賦賦賦。 十。 十。 十。 十三三三三、 哀、 哀、 哀、 哀祭祭祭祭。。。。 作 為 分 類 標 準作 為 分 類 標 準作 為 分 類 標 準作 為 分 類 標 準 來來來來探討探討探討探討文 章 正 體 的 文 體文 章 正 體 的 文 體文 章 正 體 的 文 體文 章 正 體 的 文 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

為 何 ，為 何 ，為 何 ，為 何 ，藉著深度藉著深度藉著深度藉著深度瞭瞭瞭瞭解解解解正 體 ，正 體 ，正 體 ，正 體 ，再再再再進 一進 一進 一進 一步判步判步判步判別別別別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 或或或或許許許許因 為因 為因 為因 為遵照遵照遵照遵照這 樣這 樣這 樣這 樣

的的的的順順順順序序序序， 較， 較， 較， 較無無無無法法法法突突突突顯顯顯顯出出出出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韓 愈 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出色出色出色出色的 體 類 ， 所 以 本 論 文 將 在的 體 類 ， 所 以 本 論 文 將 在的 體 類 ， 所 以 本 論 文 將 在的 體 類 ， 所 以 本 論 文 將 在

最 後 一 章 ，最 後 一 章 ，最 後 一 章 ，最 後 一 章 ，藉著藉著藉著藉著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對 韓 愈 古 文變變變變體 研 究 的體 研 究 的體 研 究 的體 研 究 的回回回回顧顧顧顧， 將 研 究 成 果 作 一， 將 研 究 成 果 作 一， 將 研 究 成 果 作 一， 將 研 究 成 果 作 一綜綜綜綜合合合合

整整整整理理理理， 這 樣 的， 這 樣 的， 這 樣 的， 這 樣 的整整整整理理理理結 果 所 標結 果 所 標結 果 所 標結 果 所 標舉舉舉舉出出出出的 韓 愈 古 文的 韓 愈 古 文的 韓 愈 古 文的 韓 愈 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出色出色出色出色體 類 ， 相體 類 ， 相體 類 ， 相體 類 ， 相信信信信

是 較 有 說是 較 有 說是 較 有 說是 較 有 說服服服服力 的 。力 的 。力 的 。力 的 。     

不 過， 有 些 體 類不 過， 有 些 體 類不 過， 有 些 體 類不 過， 有 些 體 類 在在在在 本 論 文本 論 文本 論 文本 論 文並未並未並未並未將 其將 其將 其將 其列列列列入討入討入討入討論， 如論， 如論， 如論， 如奏議奏議奏議奏議類， 原 因類， 原 因類， 原 因類， 原 因

是 一是 一是 一是 一方面方面方面方面其 文 體其 文 體其 文 體其 文 體規規規規範 在 歷 代 中範 在 歷 代 中範 在 歷 代 中範 在 歷 代 中多多多多呈呈呈呈現現現現固固固固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另另另另一一一一方面方面方面方面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

奏議奏議奏議奏議文 章 歷 來 也文 章 歷 來 也文 章 歷 來 也文 章 歷 來 也很少引起很少引起很少引起很少引起有有有有關變關變關變關變體 或體 或體 或體 或變化變化變化變化的的的的討討討討論，文 學論，文 學論，文 學論，文 學性性性性較較較較低低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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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又又又

                                                                                                                                                                                                                                                                                                                                                                                                                                                                                                                                        曾曾曾曾國國國國藩藩藩藩的《的《的《的《經經經經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史百家雜鈔雜鈔雜鈔雜鈔》在》在》在》在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的的的基基基基礎礎礎礎上上上上略略略略有有有有分分分分合，……合，……合，……合，……曾曾曾曾的的的的分分分分類，有類，有類，有類，有些些些些還不還不還不還不如如如如姚姚姚姚的的的的合合合合理理理理，但，但，但，但他他他他對對對對各各各各類的說明類的說明類的說明類的說明往往往往往往往往比比比比姚簡姚簡姚簡姚簡明明明明精精精精當。」參見當。」參見當。」參見當。」參見曾曾曾曾棗莊棗莊棗莊棗莊：〈：〈：〈：〈從從從從文章文章文章文章辨辨辨辨體體體體看看看看古典散文古典散文古典散文古典散文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的研究範範範範圍圍圍圍〉（《文學〉（《文學〉（《文學〉（《文學遺產遺產遺產遺產》》》》1988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 期期期期），），），），17 頁。又，頁。又，頁。又，頁。又，熊熊熊熊禮禮禮禮匯匯匯匯認認認認為為為為姚姚姚姚鼐鼐鼐鼐：「：「：「：「將將將將所所所所選選選選古古古古文文文文歸歸歸歸為為為為十十十十三類，三類，三類，三類，完完完完成成成成了了了了明清以明清以明清以明清以來來來來文體文體文體文體分分分分類類類類由由由由繁繁繁繁到到到到簡簡簡簡的的的的轉轉轉轉變。變。變。變。姚鼐姚鼐姚鼐姚鼐對對對對各各各各類文體類文體類文體類文體由由由由來來來來、、、、演演演演變變變變及及及及基基基基本本本本審審審審美美美美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敘敘敘敘述，述，述，述，已已已已形成形成形成形成獨具獨具獨具獨具特特特特色色色色的文體論。」參見的文體論。」參見的文體論。」參見的文體論。」參見熊熊熊熊禮禮禮禮匯匯匯匯：《明清散文：《明清散文：《明清散文：《明清散文流流流流派派派派論》論》論》論》（（（（武武武武昌：昌：昌：昌：武武武武漢大學出版社，漢大學出版社，漢大學出版社，漢大學出版社，2004 年年年年 3 月月月月二刷），二刷），二刷），二刷），496 頁。頁。頁。頁。這些這些這些這些論述都論述都論述都論述都推推推推崇崇崇崇了了了了《古文《古文《古文《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的》的》的》的分分分分類，成為本論文類，成為本論文類，成為本論文類，成為本論文選擇選擇選擇選擇以以以以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的的的分分分分類作為類作為類作為類作為基基基基準準準準的的的的依依依依據。據。據。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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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鼐姚鼐姚鼐姚鼐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的《古文辭辭辭辭類類類類纂纂纂纂》》》》將將將將書書書書牘牘牘牘一體稱為「書說」，本論文以為用「書一體稱為「書說」，本論文以為用「書一體稱為「書說」，本論文以為用「書一體稱為「書說」，本論文以為用「書牘牘牘牘」名稱」名稱」名稱」名稱較較較較為為為為妥妥妥妥當，當，當，當，將將將將在在在在其後其後其後其後「書「書「書「書牘牘牘牘」一章論述。」一章論述。」一章論述。」一章論述。 
53

 據據據據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提及：「成提及：「成提及：「成提及：「總總總總而論之，韓而論之，韓而論之，韓而論之，韓公公公公四四四四十十十十六六六六篇篇篇篇『『『『奏議表狀奏議表狀奏議表狀奏議表狀，，，，除除除除〈論〈論〈論〈論佛佛佛佛骨骨骨骨表表表表〉〉〉〉未未未未為正為正為正為正格格格格之之之之外，外，外，外，其其其其餘餘餘餘四四四四十五十五十五十五篇篇篇篇，，，，未未未未有不有不有不有不符符符符合部式。合部式。合部式。合部式。畢竟畢竟畢竟畢竟是朝是朝是朝是朝廷廷廷廷章章章章表表表表，有，有，有，有其風其風其風其風標，不標，不標，不標，不可可可可以以以以猖狂縱恣猖狂縱恣猖狂縱恣猖狂縱恣，，，，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如如如如詔詔詔詔令 類，因 韓 愈令 類，因 韓 愈令 類，因 韓 愈令 類，因 韓 愈並並並並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 寫 作 者 的合 寫 作 者 的合 寫 作 者 的合 寫 作 者 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所 以 這 類 文 章 也，所 以 這 類 文 章 也，所 以 這 類 文 章 也，所 以 這 類 文 章 也比比比比較較較較少少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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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較較較需需需需斟酌斟酌斟酌斟酌的 是的 是的 是的 是贈序贈序贈序贈序一 類 ，一 類 ，一 類 ，一 類 ，惲敬惲敬惲敬惲敬言 ：言 ：言 ：言 ：     

序者，序者，序者，序者，蓋蓋蓋蓋始於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始於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始於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始於史臣之序詩書；漢人著書多自序；魏晉崇魏晉崇魏晉崇魏晉崇尚詩尚詩尚詩尚詩

文，始有為人序文，始有為人序文，始有為人序文，始有為人序專集專集專集專集類類類類集集集集者。唐宋人為者。唐宋人為者。唐宋人為者。唐宋人為贈送贈送贈送贈送序，此謂不序，此謂不序，此謂不序，此謂不經經經經；……；……；……；……

是故漢之所無，是故漢之所無，是故漢之所無，是故漢之所無，魏晉魏晉魏晉魏晉有之；有之；有之；有之；魏晉魏晉魏晉魏晉所無，唐宋所無，唐宋所無，唐宋所無，唐宋明明明明有之。有之。有之。有之。
55

    

由 此 可 知 ，由 此 可 知 ，由 此 可 知 ，由 此 可 知 ，贈序贈序贈序贈序一 體 ， 自 唐 朝一 體 ， 自 唐 朝一 體 ， 自 唐 朝一 體 ， 自 唐 朝起方起方起方起方始始始始成 形 為 古 文 的 體 類 ； 而成 形 為 古 文 的 體 類 ； 而成 形 為 古 文 的 體 類 ； 而成 形 為 古 文 的 體 類 ； 而變變變變體 應體 應體 應體 應

是 「 有 中 生是 「 有 中 生是 「 有 中 生是 「 有 中 生變變變變」，而 非 「」，而 非 「」，而 非 「」，而 非 「無無無無中 生 有 」中 生 有 」中 生 有 」中 生 有 」
56

，在 本 論 文 的，在 本 論 文 的，在 本 論 文 的，在 本 論 文 的判判判判讀 中 ， 即讀 中 ， 即讀 中 ， 即讀 中 ， 即需先需先需先需先

有 此 文 章 體 類，才 可 能有 此 文 章 體 類，才 可 能有 此 文 章 體 類，才 可 能有 此 文 章 體 類，才 可 能發發發發生生生生變化變化變化變化，而，而，而，而產產產產生「生「生「生「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而 若 成 體 自 唐 朝，而 若 成 體 自 唐 朝，而 若 成 體 自 唐 朝，而 若 成 體 自 唐 朝，

依依依依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本 論 文 的判判判判讀 標 準 ，讀 標 準 ，讀 標 準 ，讀 標 準 ， 則 韓 愈 所 作 ， 自 然 是 為 正 體 。則 韓 愈 所 作 ， 自 然 是 為 正 體 。則 韓 愈 所 作 ， 自 然 是 為 正 體 。則 韓 愈 所 作 ， 自 然 是 為 正 體 。
57

姚姚姚姚華華華華言 ：言 ：言 ：言 ：     

                                                                                                                                                                                                                                                                                                                                                                                                                                                                                                                                        怪怪怪怪怪怪怪怪奇奇的。」但奇奇的。」但奇奇的。」但奇奇的。」但柯氏柯氏柯氏柯氏以〈論以〈論以〈論以〈論佛佛佛佛骨骨骨骨表表表表〉不合正〉不合正〉不合正〉不合正格格格格是因為「大是因為「大是因為「大是因為「大觸觸觸觸帝之忌帝之忌帝之忌帝之忌諱諱諱諱」，此說」，此說」，此說」，此說法法法法較難較難較難較難令令令令人認同人認同人認同人認同；；；；奏議奏議奏議奏議文章，文章，文章，文章，如如如如果果果果只只只只能能能能順應順應順應順應皇皇皇皇帝帝帝帝心心心心意而寫作，意而寫作，意而寫作，意而寫作，則失則失則失則失去其去其去其去其奏議奏議奏議奏議文章文章文章文章效效效效用。故〈論用。故〈論用。故〈論用。故〈論佛佛佛佛骨骨骨骨表表表表〉〉〉〉仍仍仍仍應判應判應判應判為正體為正體為正體為正體才才才才是。參見是。參見是。參見是。參見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分分分分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新新新新亞亞亞亞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論論論文，文，文，文，1988），），），），295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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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以來，後序唐、宋以來，後序唐、宋以來，後序唐、宋以來，後序僅存僅存僅存僅存，而前序則，而前序則，而前序則，而前序則行行行行之之之之極極極極廣：……廣：……廣：……廣：……攷攷攷攷古人著古人著古人著古人著

作，作，作，作，必必必必其意有其意有其意有其意有待待待待而而而而明明明明者，然後為之序，者，然後為之序，者，然後為之序，者，然後為之序，且必且必且必且必自為之，故自為之，故自為之，故自為之，故贈贈贈贈序序序序

非非非非古也，……唐人古也，……唐人古也，……唐人古也，……唐人贈贈贈贈序，則兼意序，則兼意序，則兼意序，則兼意與與與與事作之，是以其事作之，是以其事作之，是以其事作之，是以其途益闢途益闢途益闢途益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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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也 在 說 明這 也 在 說 明這 也 在 說 明這 也 在 說 明印證印證印證印證贈序贈序贈序贈序文 章 到 唐 代 才 成 為 一 體 ， 而 其 正 體 寫 法 ，文 章 到 唐 代 才 成 為 一 體 ， 而 其 正 體 寫 法 ，文 章 到 唐 代 才 成 為 一 體 ， 而 其 正 體 寫 法 ，文 章 到 唐 代 才 成 為 一 體 ， 而 其 正 體 寫 法 ，既既既既可可可可

以 論以 論以 論以 論述述述述， 也 可， 也 可， 也 可， 也 可敘敘敘敘事 ， 而 它 們 在 韓 愈事 ， 而 它 們 在 韓 愈事 ， 而 它 們 在 韓 愈事 ， 而 它 們 在 韓 愈筆筆筆筆下下下下，，，，確確確確實 歷 歷實 歷 歷實 歷 歷實 歷 歷獲獲獲獲得 明得 明得 明得 明證證證證。。。。劉開劉開劉開劉開

言 ：「言 ：「言 ：「言 ：「至至至至昌黎昌黎昌黎昌黎始工為始工為始工為始工為贈送碑誌贈送碑誌贈送碑誌贈送碑誌之文。之文。之文。之文。」」」」
59

此 更 表此 更 表此 更 表此 更 表彰彰彰彰了 韓 愈了 韓 愈了 韓 愈了 韓 愈贈序贈序贈序贈序、、、、碑碑碑碑誌誌誌誌

文 的 寫 作文 的 寫 作文 的 寫 作文 的 寫 作功功功功力 。力 。力 。力 。總總總總之 ， 韓 愈 之之 ， 韓 愈 之之 ， 韓 愈 之之 ， 韓 愈 之贈序贈序贈序贈序文 ， 應 可 視 為 正 體 之 典 範 ， 不 該文 ， 應 可 視 為 正 體 之 典 範 ， 不 該文 ， 應 可 視 為 正 體 之 典 範 ， 不 該文 ， 應 可 視 為 正 體 之 典 範 ， 不 該

在 本 論 文 中在 本 論 文 中在 本 論 文 中在 本 論 文 中列列列列入入入入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 論體 的 論體 的 論體 的 論述述述述中 。中 。中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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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穆錢穆錢穆錢穆說：「當說：「當說：「當說：「當知辭知辭知辭知辭賦賦賦賦詩詩詩詩歌歌歌歌與與與與古代古代古代古代散文之不散文之不散文之不散文之不同同同同，正在一，正在一，正在一，正在一可可可可無題無題無題無題，一必有，一必有，一必有，一必有題題題題。」此。」此。」此。」此處處處處將將將將古古古古文和文和文和文和辭辭辭辭賦賦賦賦詩詩詩詩歌歌歌歌並並並並舉舉舉舉，，，，知辭知辭知辭知辭賦賦賦賦和古文之有別。參見和古文之有別。參見和古文之有別。參見和古文之有別。參見錢穆錢穆錢穆錢穆：〈：〈：〈：〈雜雜雜雜論唐代古文論唐代古文論唐代古文論唐代古文運運運運動動動動〉，收〉，收〉，收〉，收入入入入所所所所著著著著《中國學《中國學《中國學《中國學術術術術思想思想思想思想史論史論史論史論叢叢叢叢》（台北：東大》（台北：東大》（台北：東大》（台北：東大圖圖圖圖書書書書股份股份股份股份有有有有限限限限公公公公司，司，司，司，1978），），），），54 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頁；另外陳陳陳陳必必必必祥祥祥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哲哲哲哲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出版社，1997 三刷）三刷）三刷）三刷）將將將將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散文中國古代散文分分分分成成成成十五十五十五十五類，類，類，類，並無並無並無並無贊贊贊贊頌頌頌頌和和和和辭辭辭辭賦賦賦賦類；又類；又類；又類；又褚斌杰褚斌杰褚斌杰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學》《中國古代文體學》《中國古代文體學》《中國古代文體學》(台北台北台北台北:學學學學生生生生書書書書局局局局，，，，1995)將將將將古代文章古代文章古代文章古代文章分分分分成成成成九九九九類，類，類，類，亦無亦無亦無亦無贊贊贊贊頌頌頌頌和和和和辭辭辭辭賦賦賦賦類；類；類；類；再者兒島再者兒島再者兒島再者兒島獻獻獻獻吉郎吉郎吉郎吉郎在在在在將將將將文章文章文章文章分分分分類時說：「類時說：「類時說：「類時說：「余余余余必必必必先先先先辨辨辨辨文文文文底底底底體體體體式，而式，而式，而式，而分分分分為韻文散文二體，為韻文散文二體，為韻文散文二體，為韻文散文二體，更察更察更察更察散文散文散文散文底底底底品品品品質而質而質而質而分分分分為論為論為論為論辯辯辯辯、序、序、序、序記記記記、、、、詔令詔令詔令詔令、、、、奏奏奏奏疏疏疏疏、、、、題題題題跋跋跋跋、書、書、書、書牘牘牘牘、、、、碑碑碑碑碣碣碣碣七七七七類，類，類，類，使使使使天天天天下下下下一一一一切切切切散文，散文，散文，散文，各從性各從性各從性各從性之所之所之所之所近近近近，以相，以相，以相，以相從屬從屬從屬從屬。」參見。」參見。」參見。」參見兒島兒島兒島兒島獻獻獻獻吉郎吉郎吉郎吉郎：《中：《中：《中：《中國文學通論》（台北：國文學通論》（台北：國文學通論》（台北：國文學通論》（台北：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商務印書書書書館館館館，，，，1965），），），），32 頁。此頁。此頁。此頁。此雖雖雖雖說的是散文，但說的是散文，但說的是散文，但說的是散文，但亦亦亦亦可可可可推推推推論於古論於古論於古論於古文，文，文，文，可可可可發發發發現現現現其分其分其分其分類類類類缺乏箴缺乏箴缺乏箴缺乏箴銘銘銘銘、、、、贊贊贊贊頌頌頌頌、、、、辭辭辭辭賦賦賦賦、、、、哀哀哀哀祭祭祭祭等等等等類別。另王類別。另王類別。另王類別。另王師基倫認師基倫認師基倫認師基倫認為：「為：「為：「為：「這些這些這些這些體類體類體類體類成成成成型型型型較較較較早早早早，，，，已已已已有有有有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的『韻文』的『韻文』的『韻文』的『韻文』規規規規格格格格；……韓愈對此；……韓愈對此；……韓愈對此；……韓愈對此現現現現象象象象的作的作的作的作法法法法有二：（一）或有二：（一）或有二：（一）或有二：（一）或盡盡盡盡量量量量避避避避

    



第第第第 一 章一 章一 章一 章     緒緒緒緒 論論論論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P A G E   }}}}    

《 唐 文《 唐 文《 唐 文《 唐 文粹粹粹粹》 選 文 中 ， 上》 選 文 中 ， 上》 選 文 中 ， 上》 選 文 中 ， 上述述述述這 些 類 別這 些 類 別這 些 類 別這 些 類 別多多多多以 駢 體 或以 駢 體 或以 駢 體 或以 駢 體 或韻韻韻韻文 形 式文 形 式文 形 式文 形 式出現出現出現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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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加加

上上上上考考考考察察察察韓 愈 在 此 些 體 類韓 愈 在 此 些 體 類韓 愈 在 此 些 體 類韓 愈 在 此 些 體 類變變變變體 的 篇 章體 的 篇 章體 的 篇 章體 的 篇 章並無並無並無並無箴箴箴箴銘銘銘銘和 辭和 辭和 辭和 辭賦賦賦賦類類類類 ，，，，
63

所 以 本 論所 以 本 論所 以 本 論所 以 本 論

文 將 只文 將 只文 將 只文 將 只討討討討論 韓 愈 在論 韓 愈 在論 韓 愈 在論 韓 愈 在 頌頌頌頌贊贊贊贊和 哀和 哀和 哀和 哀祭祭祭祭類 用 古 文 形 式類 用 古 文 形 式類 用 古 文 形 式類 用 古 文 形 式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篇 章 ， 對 於體 篇 章 ， 對 於體 篇 章 ， 對 於體 篇 章 ， 對 於

箴箴箴箴銘銘銘銘類 和 辭類 和 辭類 和 辭類 和 辭賦賦賦賦類 則 不類 則 不類 則 不類 則 不予討予討予討予討論 。論 。論 。論 。綜綜綜綜合 上合 上合 上合 上述述述述， 本 論 文 第 一 章 為， 本 論 文 第 一 章 為， 本 論 文 第 一 章 為， 本 論 文 第 一 章 為緒緒緒緒論 ， 然論 ， 然論 ， 然論 ， 然

後後後後依序依序依序依序為 韓 愈 論為 韓 愈 論為 韓 愈 論為 韓 愈 論辯辯辯辯類 、類 、類 、類 、序序序序跋跋跋跋類 、 書類 、 書類 、 書類 、 書牘牘牘牘類 、類 、類 、類 、傳狀傳狀傳狀傳狀類 、類 、類 、類 、碑碑碑碑誌誌誌誌類 、類 、類 、類 、雜雜雜雜記 類記 類記 類記 類

和和和和 頌頌頌頌贊贊贊贊、 哀、 哀、 哀、 哀祭祭祭祭類類類類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研體 研體 研體 研探探探探，，，，
64
接著接著接著接著是是是是探討探討探討探討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及及及及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而不作。（二）或而不作。（二）或而不作。（二）或而不作。（二）或嘗嘗嘗嘗試試試試以古文形式以古文形式以古文形式以古文形式表表表表出。出。出。出。例例例例如如如如〈〈〈〈伯夷伯夷伯夷伯夷頌頌頌頌〉、〈〉、〈〉、〈〉、〈祭祭祭祭十十十十二二二二郎郎郎郎文〉、〈文〉、〈文〉、〈文〉、〈歐陽生哀辭歐陽生哀辭歐陽生哀辭歐陽生哀辭〉〉〉〉皆以散語寫出，皆以散語寫出，皆以散語寫出，皆以散語寫出，遂遂遂遂為千古為千古為千古為千古絕絕絕絕唱唱唱唱。」參見王。」參見王。」參見王。」參見王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區區區區分分分分及及及及其其其其意意意意義義義義〉收錄在〉收錄在〉收錄在〉收錄在所所所所著著著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里仁里仁里仁里仁書書書書局局局局，，，，1996），），），），81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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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辭辭辭辭賦賦賦賦通常通常通常通常被被被被視視視視為和古文不為和古文不為和古文不為和古文不同同同同，，，，除除除除辭辭辭辭賦賦賦賦外，外，外，外，梁梁梁梁‧‧‧‧蕭蕭蕭蕭統撰統撰統撰統撰，唐，唐，唐，唐李李李李善善善善並五並五並五並五臣臣臣臣註：《六註：《六註：《六註：《六臣臣臣臣註文註文註文註文選選選選》（四部》（四部》（四部》（四部叢刊叢刊叢刊叢刊，，，，初編初編初編初編，集部），，集部），，集部），，集部），卷卷卷卷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七七七七有王有王有王有王子子子子淵淵淵淵〈〈〈〈聖聖聖聖主得主得主得主得賢賢賢賢臣臣臣臣頌頌頌頌〉、〉、〉、〉、楊楊楊楊子子子子雲〈雲〈雲〈雲〈趙趙趙趙充充充充國國國國頌頌頌頌〉、史〉、史〉、史〉、史孝孝孝孝山山山山〈〈〈〈岀岀岀岀師師師師頌頌頌頌〉、〉、〉、〉、劉劉劉劉伯伯伯伯倫倫倫倫〈〈〈〈酒酒酒酒德德德德頌頌頌頌〉、〉、〉、〉、陸陸陸陸士士士士衡衡衡衡〈漢〈漢〈漢〈漢髙髙髙髙祖祖祖祖功功功功臣臣臣臣頌頌頌頌〉〉〉〉等等等等；另有；另有；另有；另有夏侯孝夏侯孝夏侯孝夏侯孝若〈若〈若〈若〈東東東東方方方方朔朔朔朔畫畫畫畫贊贊贊贊〉、袁〉、袁〉、袁〉、袁彦彦彦彦伯伯伯伯〈〈〈〈三國名三國名三國名三國名臣臣臣臣序序序序贊贊贊贊〉〉〉〉等等等等，是，是，是，是每每每每句字句字句字句字數數數數多有多有多有多有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的韻語的韻語的韻語的韻語；；；；卷五十卷五十卷五十卷五十六有六有六有六有張張張張茂茂茂茂先先先先〈〈〈〈女女女女史史史史箴箴箴箴〉；〉；〉；〉；班班班班孟孟孟孟堅堅堅堅〈〈〈〈封燕封燕封燕封燕然山銘然山銘然山銘然山銘〉、〉、〉、〉、崔崔崔崔子子子子玉玉玉玉〈〈〈〈座右座右座右座右銘銘銘銘〉、〉、〉、〉、張張張張孟孟孟孟陽陽陽陽〈〈〈〈劒劒劒劒閣閣閣閣銘銘銘銘〉、〉、〉、〉、陸陸陸陸佐佐佐佐公公公公〈〈〈〈石石石石闕闕闕闕銘銘銘銘〉、〈新〉、〈新〉、〈新〉、〈新刻漏刻漏刻漏刻漏銘銘銘銘〉〉〉〉等等等等，，，，每每每每句字句字句字句字數數數數多有多有多有多有固固固固定定定定的韻語；的韻語；的韻語；的韻語；卷卷卷卷六六六六十十十十有有有有謝謝謝謝惠惠惠惠連連連連〈〈〈〈祭祭祭祭古古古古冢冢冢冢文文文文〉、顔〉、顔〉、顔〉、顔延延延延之〈之〈之〈之〈祭屈原祭屈原祭屈原祭屈原文〉、王文〉、王文〉、王文〉、王僧僧僧僧達達達達〈〈〈〈祭祭祭祭顔顔顔顔光光光光禄禄禄禄文〉文〉文〉文〉等等等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楚楚楚楚辭辭辭辭體，便是四六駢體體，便是四六駢體體，便是四六駢體體，便是四六駢體等等等等韻文。韻文。韻文。韻文。可可可可見此說見此說見此說見此說確確確確切切切切。另《古文。另《古文。另《古文。另《古文苑苑苑苑》》》》卷十卷十卷十卷十二二二二亦亦亦亦收有六朝收有六朝收有六朝收有六朝頌頌頌頌文；文；文；文；卷十卷十卷十卷十三收有三收有三收有三收有贊贊贊贊、、、、銘銘銘銘；；；；卷十卷十卷十卷十四、四、四、四、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十十十十六收有六收有六收有六收有箴箴箴箴文。《唐文文。《唐文文。《唐文文。《唐文粹粹粹粹》》》》卷十九到卷卷十九到卷卷十九到卷卷十九到卷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二收有二收有二收有二收有頌頌頌頌文；文；文；文；卷卷卷卷二二二二十十十十三、二三、二三、二三、二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收有收有收有收有贊贊贊贊文；文；文；文；卷卷卷卷三三三三十十十十三收有三收有三收有三收有哀哀哀哀祭祭祭祭文。文。文。文。亦亦亦亦多是多是多是多是如如如如上以上以上以上以非非非非古文形式出古文形式出古文形式出古文形式出現現現現情情情情形。形。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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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所成所成所成所著著著著《韓愈文《韓愈文《韓愈文《韓愈文分分分分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箴箴箴箴銘銘銘銘」類，指出韓愈此類」類，指出韓愈此類」類，指出韓愈此類」類，指出韓愈此類篇篇篇篇章皆合章皆合章皆合章皆合乎乎乎乎箴箴箴箴銘銘銘銘類文體類文體類文體類文體規規規規範範範範。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分分分分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新新新新亞亞亞亞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88），），），），586-604 頁。頁。頁。頁。同同同同上上上上 633-671 頁，在頁，在頁，在頁，在辭辭辭辭賦賦賦賦一類，一類，一類，一類，柯氏柯氏柯氏柯氏認認認認為韓愈為韓愈為韓愈為韓愈辭辭辭辭賦賦賦賦一類一類一類一類除除除除〈〈〈〈釋釋釋釋言〉體言〉體言〉體言〉體格格格格稍稍稍稍變外，變外，變外，變外，其其其其餘餘餘餘皆皆皆皆合體合體合體合體格格格格之正。另之正。另之正。另之正。另李李李李珠珠珠珠海海海海：《唐代古文家的文體：《唐代古文家的文體：《唐代古文家的文體：《唐代古文家的文體革革革革新研究》（台新研究》（台新研究》（台新研究》（台灣灣灣灣大學大學大學大學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2001））））只只只只提兩漢提兩漢提兩漢提兩漢賦賦賦賦體對體對體對體對後後後後代之代之代之代之影響影響影響影響，在論述六朝文體和唐朝古文家的文體，在論述六朝文體和唐朝古文家的文體，在論述六朝文體和唐朝古文家的文體，在論述六朝文體和唐朝古文家的文體革革革革新皆不論述新皆不論述新皆不論述新皆不論述辭辭辭辭賦賦賦賦。。。。綜綜綜綜合上述合上述合上述合上述結結結結論，故本論文對論，故本論文對論，故本論文對論，故本論文對箴箴箴箴銘銘銘銘、、、、辭辭辭辭賦賦賦賦兩類不作兩類不作兩類不作兩類不作討討討討論。論。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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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幾幾幾幾篇篇篇篇韓愈古文作韓愈古文作韓愈古文作韓愈古文作品品品品在在在在歷來歷來歷來歷來分分分分類類類類討討討討論中論中論中論中頗頗頗頗有有有有爭爭爭爭議議議議，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本論文將其歸將其歸將其歸將其歸類類類類如下如下如下如下，，，，並並並並在在在在其其其其隸隸隸隸屬屬屬屬類別中類別中類別中類別中視視視視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再再再再作說明：作說明：作說明：作說明：如如如如〈〈〈〈貓貓貓貓相相相相乳乳乳乳〉〉〉〉分分分分在在在在雜記雜記雜記雜記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送窮送窮送窮送窮文〉在文〉在文〉在文〉在辭辭辭辭賦賦賦賦類不類不類不類不予予予予討討討討論；〈論；〈論；〈論；〈鱷魚鱷魚鱷魚鱷魚文〉在文〉在文〉在文〉在詔令詔令詔令詔令類不類不類不類不予予予予討討討討論，清‧論，清‧論，清‧論，清‧姚姚姚姚範範範範言：「〈言：「〈言：「〈言：「〈鱷魚鱷魚鱷魚鱷魚文〉本文〉本文〉本文〉本屬屬屬屬〈〈〈〈雜雜雜雜文〉，而文〉，而文〉，而文〉，而後人後人後人後人選選選選唐、唐、唐、唐、宋文宋文宋文宋文者者者者，，，，羼羼羼羼入入入入〈〈〈〈祭祭祭祭文〉，文〉，文〉，文〉，誤誤誤誤矣矣矣矣。」參見清‧。」參見清‧。」參見清‧。」參見清‧姚姚姚姚範範範範：《：《：《：《援鶉援鶉援鶉援鶉堂筆堂筆堂筆堂筆記記記記‧韓集》‧韓集》‧韓集》‧韓集》卷卷卷卷四四四四十十十十二（台北：二（台北：二（台北：二（台北：廣廣廣廣文書文書文書文書局局局局，，，，1971），），），），1582 頁。若頁。若頁。若頁。若如如如如此說此說此說此說則則則則〈〈〈〈鱷魚鱷魚鱷魚鱷魚文〉文〉文〉文〉亦亦亦亦不需在「不需在「不需在「不需在「祭祭祭祭文」一類文」一類文」一類文」一類討討討討論；〈論；〈論；〈論；〈進進進進學學學學解解解解〉〉〉〉分分分分在論在論在論在論辯辯辯辯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鄆鄆鄆鄆州州州州谿谿谿谿堂詩堂詩堂詩堂詩並並並並序〉序〉序〉序〉分分分分在序在序在序在序跋跋跋跋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類變體；〈伯夷伯夷伯夷伯夷頌頌頌頌〉〉〉〉分分分分在在在在贊贊贊贊頌頌頌頌類變類變類變類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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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變變變體體體體產產產產生 的 原 因 ，生 的 原 因 ，生 的 原 因 ，生 的 原 因 ， 最 後 章最 後 章最 後 章最 後 章節節節節則 希則 希則 希則 希冀冀冀冀論 究論 究論 究論 究出出出出韓 愈韓 愈韓 愈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意體 意體 意體 意義與影響義與影響義與影響義與影響

等 成 果 ，等 成 果 ，等 成 果 ，等 成 果 ，並歸納出並歸納出並歸納出並歸納出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 一 些體 的 一 些體 的 一 些體 的 一 些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不 過 ， 因 為不 過 ， 因 為不 過 ， 因 為不 過 ， 因 為各個各個各個各個體 類 在 唐體 類 在 唐體 類 在 唐體 類 在 唐

朝 之朝 之朝 之朝 之前前前前或 之 時 的或 之 時 的或 之 時 的或 之 時 的發展發展發展發展狀況狀況狀況狀況並並並並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致致致致， 甚， 甚， 甚， 甚至至至至是是是是 不不不不穩穩穩穩定 的 ， 也 因 此定 的 ， 也 因 此定 的 ， 也 因 此定 的 ， 也 因 此各各各各體體體體

類 有類 有類 有類 有各各各各體 類 所體 類 所體 類 所體 類 所需需需需要 特 別要 特 別要 特 別要 特 別單單單單獨面獨面獨面獨面對 或對 或對 或對 或處理處理處理處理的的的的問問問問題 ， 所 以 本 論 文 在 古 文題 ， 所 以 本 論 文 在 古 文題 ， 所 以 本 論 文 在 古 文題 ， 所 以 本 論 文 在 古 文

各各各各體 類 的 分體 類 的 分體 類 的 分體 類 的 分節節節節分分分分項項項項上上上上並並並並不 一不 一不 一不 一致致致致。。。。另另另另外外外外，本 論 文 在，本 論 文 在，本 論 文 在，本 論 文 在各各各各體 類 正 體 論體 類 正 體 論體 類 正 體 論體 類 正 體 論述述述述後，後，後，後，

也也也也舉舉舉舉出出出出一、一、一、一、二二二二篇 正 體 文 章 為篇 正 體 文 章 為篇 正 體 文 章 為篇 正 體 文 章 為例例例例。正 體 文 章 所 在。正 體 文 章 所 在。正 體 文 章 所 在。正 體 文 章 所 在多多多多有，有，有，有，但但但但要 作 為 範要 作 為 範要 作 為 範要 作 為 範例例例例，，，，

需需需需要要要要考慮考慮考慮考慮到 最 好 和 韓 愈 同 時 代 或 相到 最 好 和 韓 愈 同 時 代 或 相到 最 好 和 韓 愈 同 時 代 或 相到 最 好 和 韓 愈 同 時 代 或 相近近近近時 代 ， 而 且 是 有 後 代 文 人時 代 ， 而 且 是 有 後 代 文 人時 代 ， 而 且 是 有 後 代 文 人時 代 ， 而 且 是 有 後 代 文 人公公公公認認認認

此 文 章此 文 章此 文 章此 文 章 是 可 為 此 體 類 法 則、典 範 的是 可 為 此 體 類 法 則、典 範 的是 可 為 此 體 類 法 則、典 範 的是 可 為 此 體 類 法 則、典 範 的 文 章，文 章，文 章，文 章，這 樣 的 範這 樣 的 範這 樣 的 範這 樣 的 範例例例例才 較才 較才 較才 較無無無無爭議爭議爭議爭議性性性性，，，，

可 為 正 體 的 論可 為 正 體 的 論可 為 正 體 的 論可 為 正 體 的 論述述述述作 為作 為作 為作 為印證印證印證印證。。。。     

                就 以 上 論就 以 上 論就 以 上 論就 以 上 論述述述述， 我 們 可 以 為 韓 愈， 我 們 可 以 為 韓 愈， 我 們 可 以 為 韓 愈， 我 們 可 以 為 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做 一 原 則體 做 一 原 則體 做 一 原 則體 做 一 原 則性性性性的 定的 定的 定的 定義義義義：：：：     

一 、一 、一 、一 、     因 文 體 代 有因 文 體 代 有因 文 體 代 有因 文 體 代 有變遷變遷變遷變遷， 若 要 定， 若 要 定， 若 要 定， 若 要 定義義義義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首先首先首先首先必必必必須須須須將 時將 時將 時將 時

代代代代斷斷斷斷在 中 唐 或在 中 唐 或在 中 唐 或在 中 唐 或頂多包括盛頂多包括盛頂多包括盛頂多包括盛唐 的 古 文 。 韓 愈 的唐 的 古 文 。 韓 愈 的唐 的 古 文 。 韓 愈 的唐 的 古 文 。 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 指體 ， 指體 ， 指體 ， 指 的的的的

應 是 韓 愈 所應 是 韓 愈 所應 是 韓 愈 所應 是 韓 愈 所創創創創作作作作出出出出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有 別 於 他 的 時 代 或 稍前前前前，，，，尤尤尤尤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朝朝朝

所 流 行 的所 流 行 的所 流 行 的所 流 行 的各各各各體 文 章 之 作 。體 文 章 之 作 。體 文 章 之 作 。體 文 章 之 作 。     

二二二二、、、、     也 因 在 文 體 代 有也 因 在 文 體 代 有也 因 在 文 體 代 有也 因 在 文 體 代 有變遷變遷變遷變遷的的的的情情情情況況況況下下下下，，，，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正 體 本正 體 本正 體 本正 體 本身難身難身難身難以 用 一以 用 一以 用 一以 用 一套完套完套完套完

整整整整的 體的 體的 體的 體系系系系，，，，周延周延周延周延的的的的把把把把它 們它 們它 們它 們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要要要要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件都歸納出來 。 然 而 因 其 文來 。 然 而 因 其 文來 。 然 而 因 其 文來 。 然 而 因 其 文

體體體體規規規規範 自 在 人範 自 在 人範 自 在 人範 自 在 人心心心心之 中 ， 這 種之 中 ， 這 種之 中 ， 這 種之 中 ， 這 種性質性質性質性質提提提提供供供供了了了了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出現出現出現出現的的的的空空空空

間間間間， 也， 也， 也， 也使使使使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判判判判讀 有 了 模讀 有 了 模讀 有 了 模讀 有 了 模糊糊糊糊地地地地帶帶帶帶。。。。     

三三三三、、、、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作 品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體 作 品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體 作 品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體 作 品 不 一 定 是 好 作 品 ，但但但但能能能能獲獲獲獲得 後 代 的 文 人得 後 代 的 文 人得 後 代 的 文 人得 後 代 的 文 人判判判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

                                                                                                                                                                                                                                                                                                                                                                                                                                                                                                                                        體體體體等等等等。此和王。此和王。此和王。此和王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師基倫：〈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區區區區分分分分及及及及其其其其意意意意義義義義〉的〉的〉的〉的分分分分類大類大類大類大致致致致相相相相同同同同，〈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韓文之體類區區區區分分分分及及及及其其其其意意意意義義義義〉一文收錄在所〉一文收錄在所〉一文收錄在所〉一文收錄在所著著著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韓柳古文新論》（台北：里仁里仁里仁里仁書書書書局局局局，，，，1996），），），），43-88 頁。頁。頁。頁。唯唯唯唯〈〈〈〈鄆鄆鄆鄆州州州州谿谿谿谿堂詩堂詩堂詩堂詩並並並並序〉王書序〉王書序〉王書序〉王書分分分分在在在在雜記雜記雜記雜記類；另類；另類；另類；另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成成成將將將將〈〈〈〈鄆鄆鄆鄆州州州州谿谿谿谿堂詩堂詩堂詩堂詩並並並並序〉序〉序〉序〉分分分分在在在在碑碑碑碑誌類；〈誌類；〈誌類；〈誌類；〈貓貓貓貓相相相相乳乳乳乳〉在論〉在論〉在論〉在論辯辯辯辯類；〈類；〈類；〈類；〈進進進進學學學學解解解解〉在〉在〉在〉在辭辭辭辭賦賦賦賦類，類，類，類，其其其其餘餘餘餘亦同亦同亦同亦同。參見。參見。參見。參見柯柯柯柯萬萬萬萬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成：《韓愈文分分分分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體研究》（香香香香港港港港新新新新亞亞亞亞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研究所博士博士博士博士論文，論文，論文，論文，1988），），），），522 頁。頁。頁。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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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多多多多是 具 有是 具 有是 具 有是 具 有創創創創意 的意 的意 的意 的傑出傑出傑出傑出作 品 ，作 品 ，作 品 ，作 品 ，尤尤尤尤其其其其需需需需要要要要注注注注意意意意

的 ， 應 該 是 具 有的 ， 應 該 是 具 有的 ， 應 該 是 具 有的 ， 應 該 是 具 有創新創新創新創新或 文 學 特或 文 學 特或 文 學 特或 文 學 特質質質質的的的的變變變變體 代 表 作 品 。體 代 表 作 品 。體 代 表 作 品 。體 代 表 作 品 。     

四四四四、、、、     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古 書 上 所 提 之「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多多多多是 以 其 形 式、 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以 其 形 式、 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以 其 形 式、 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是 以 其 形 式、 內 容 或 是 作 法 和 原先先先先

流 行 者 不流 行 者 不流 行 者 不流 行 者 不 同 來同 來同 來同 來判判判判定定定定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體 可，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體 可，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體 可， 是 一 種 相 當 具 體 可見見見見的 不的 不的 不的 不

同，有 的 是 和 稍同，有 的 是 和 稍同，有 的 是 和 稍同，有 的 是 和 稍前前前前時 代 作時 代 作時 代 作時 代 作比比比比較較較較，，，，而 且而 且而 且而 且回回回回復 到 更復 到 更復 到 更復 到 更早早早早時 代 的 寫 法；時 代 的 寫 法；時 代 的 寫 法；時 代 的 寫 法；

有 的 是有 的 是有 的 是有 的 是敘敘敘敘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事 的 文 章參入許多參入許多參入許多參入許多議議議議論 ， 有 的 是 因 為論 ， 有 的 是 因 為論 ， 有 的 是 因 為論 ， 有 的 是 因 為傳傳傳傳主 的主 的主 的主 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特特特特

殊殊殊殊，，，，認認認認為 文 章為 文 章為 文 章為 文 章滑稽滑稽滑稽滑稽等 等 ， 其等 等 ， 其等 等 ， 其等 等 ， 其判判判判讀 為讀 為讀 為讀 為變變變變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體 的 文 章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變化方法 相 當法 相 當法 相 當法 相 當

多多多多樣 ， 而 這 些樣 ， 而 這 些樣 ， 而 這 些樣 ， 而 這 些變化都變化都變化都變化都是是是是屬屬屬屬於 文 體於 文 體於 文 體於 文 體規規規規範 和 正 體 的 不 同 。範 和 正 體 的 不 同 。範 和 正 體 的 不 同 。範 和 正 體 的 不 同 。     

五五五五、、、、     我 們 當 然 可 以我 們 當 然 可 以我 們 當 然 可 以我 們 當 然 可 以把把把把不不不不符符符符合 此 文 類 文 體合 此 文 類 文 體合 此 文 類 文 體合 此 文 類 文 體規規規規範 的 古 文範 的 古 文範 的 古 文範 的 古 文推斷推斷推斷推斷為 該 類 的為 該 類 的為 該 類 的為 該 類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體 ，體 ，體 ，但但但但其其其其變化變化變化變化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式式式式卻很難卻很難卻很難卻很難以以以以系統系統系統系統的的的的方方方方式 來 論式 來 論式 來 論式 來 論斷斷斷斷。 最。 最。 最。 最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體體體 的的的的變異方變異方變異方變異方式式式式並沒並沒並沒並沒有有有有固固固固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定 的 模 式 或通通通通

則。換 言 之，我 們 可 以 說，則。換 言 之，我 們 可 以 說，則。換 言 之，我 們 可 以 說，則。換 言 之，我 們 可 以 說，凡凡凡凡「「「「異異異異於 正 體 」，就 是於 正 體 」，就 是於 正 體 」，就 是於 正 體 」，就 是變變變變體，體，體，體，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

正 體正 體正 體正 體 才 有才 有才 有才 有固固固固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定 的 模 式 。     

六六六六、、、、     據據據據此 ， 若 要 定此 ， 若 要 定此 ， 若 要 定此 ， 若 要 定義義義義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韓 愈 的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 應體 ， 應體 ， 應體 ， 應先先先先論論論論述出述出述出述出古古古古 文文文文各各各各體 在 中體 在 中體 在 中體 在 中

唐 時唐 時唐 時唐 時期期期期或 之或 之或 之或 之前前前前，，，，尤尤尤尤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其 是 魏 晉六六六六朝 的 正 體 文 體朝 的 正 體 文 體朝 的 正 體 文 體朝 的 正 體 文 體規規規規範 。 而 這範 。 而 這範 。 而 這範 。 而 這除參除參除參除參

考考考考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歷 代 文 人關關關關於 文 體 的 論於 文 體 的 論於 文 體 的 論於 文 體 的 論述外述外述外述外，，，，還需還需還需還需對對對對照照照照魏 晉魏 晉魏 晉魏 晉六六六六朝 或 唐 代 的朝 或 唐 代 的朝 或 唐 代 的朝 或 唐 代 的

正 體 作 品 ， 有 時正 體 作 品 ， 有 時正 體 作 品 ， 有 時正 體 作 品 ， 有 時 更更更更需考量需考量需考量需考量到 韓 愈 之 後 文 人 對到 韓 愈 之 後 文 人 對到 韓 愈 之 後 文 人 對到 韓 愈 之 後 文 人 對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體 篇 章 的

判判判判讀 準 則 ，讀 準 則 ，讀 準 則 ，讀 準 則 ，藉藉藉藉以 反以 反以 反以 反面推面推面推面推論論論論出判出判出判出判讀 韓 愈讀 韓 愈讀 韓 愈讀 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篇 章 的 準 則 。體 篇 章 的 準 則 。體 篇 章 的 準 則 。體 篇 章 的 準 則 。     

七七七七、、、、     若 有 古 文 體 類 在 時 代 的若 有 古 文 體 類 在 時 代 的若 有 古 文 體 類 在 時 代 的若 有 古 文 體 類 在 時 代 的變遷下沒變遷下沒變遷下沒變遷下沒有有有有太太太太多多多多的的的的變化變化變化變化， 或 韓 愈， 或 韓 愈， 或 韓 愈， 或 韓 愈並並並並不不不不

符符符符合 作 者合 作 者合 作 者合 作 者身身身身份份份份，，，，缺乏缺乏缺乏缺乏此 類 作 品 ；此 類 作 品 ；此 類 作 品 ；此 類 作 品 ； 或 為 唐 代 才或 為 唐 代 才或 為 唐 代 才或 為 唐 代 才 形形形形 成 一 體 的 文 類成 一 體 的 文 類成 一 體 的 文 類成 一 體 的 文 類

時 ， 則 此 類 古 文 就 不時 ， 則 此 類 古 文 就 不時 ， 則 此 類 古 文 就 不時 ， 則 此 類 古 文 就 不會會會會有 韓 愈有 韓 愈有 韓 愈有 韓 愈 古 文古 文古 文古 文變變變變體 的體 的體 的體 的產產產產生 。生 。生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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