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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
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輓诗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
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
”这里还缺一个“柳”。
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
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
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
”《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
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
《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
刚好半个世纪。
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
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
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
，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
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
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
”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
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
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
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看
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
“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
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
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
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
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
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
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涛”，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
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
派。
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
的思潮与各体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
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学
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过
消极制约的方面。
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
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
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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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不是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
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
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
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
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
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
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
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
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
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
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
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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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最优秀的文学无疑要承载起这个民族的文化理想。
从中唐到北宋，正是这样的观念，牵动着几乎所有文化人的心灵。
在此期间产生的四座文学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就是典型的代表。
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从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出发，一步步走向对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从而
使这种思考具有对于全人类的意义。
它一旦被引入文学领域，便成为栖居文学中的理性精神，将文学导入“向上一路”，并逐渐融入古文
、诗、词等各体文学的艺术机制，铸就了宋代文学的总体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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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刚:男，汉族，浙江绍兴人。
1969年6月6日生，198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1997年获博士学位,留系任教。
现为古代文学教研室讲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副秘书长、《宋代文学研究年鉴》编委、《新宋
学》执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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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道统论的社会思想背景(1)社会上士庶的对立和统一唐代的山东士族，要用周礼来规范现实政权，
这个目的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为唐宗室所属的关陇贵族集团并不肯就范。
唐太宗通过重修《氏族志》、禁止士族内部通婚等办法，来打击山东旧族，就是很显著的例子。
史称他崇儒，其实不过开设馆阁、学校，优待经生，以听政之暇跟他们讲论一番而已；他用儒生，也
只因为这些人读的书比较多，所谓“多识前言往行”，能为他提供历史上的得失而已，并不以礼教的
实施为其政纲(当然，某些时候口头上不妨这样说说)。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关陇集团对山东士族的抗拒。
皮锡瑞《经学通论·序》：“唐时乃尊周公为先圣，降孔子为先师⋯⋯岂非经学不明，孔子不尊之过
欤!”先圣、先师是太学里立的尊位，先圣是最高的，先师是配享的，这个制度出自《礼记·文王世子
》，并不指定是谁。
汉儒的说法也纷纭不一。
但皮锡瑞以今文经学家的立场，来批评唐代“孔子不尊”，则颇为失考。
以周公为先圣，自是东汉以后古文经学的提倡，并不自唐始，相反，是在唐终了。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上云：“汉魏以还，或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或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
先师。
唐显庆以后，从房乔等议，始定而不改。
”检史册，方说近实，皮说失考。
《旧唐书·儒学传》、《贞观政要·崇儒学》及《唐会要》卷三十五，都说贞观二年诏罢周公先圣，
以孔子为先圣。
(《新唐书·儒学传》作“六年”，误。
)《会要》所载最详，此举是出于房玄龄的建议。
后来高宗永徽时，曾经复以周公为先圣，但到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
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
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
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
抗。
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
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
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
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
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
，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
似。
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
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
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
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
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
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
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
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
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
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
随此而分。
 然而，两者在政治目标上却有着一致性，那就是扶助唐室“中兴”，加强中央集权，削平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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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了此种一致性，尧舜之道与周公显庆二年，便由长孙无忌建议更正。
从此以后，孔子的先圣地位便不再动摇，一直延续到民国前夕。
所以，皮氏讲的“孔子不尊”，只是唐初数年而已。
尊崇周公，自是士族礼学家起的作用，但太宗近臣房玄龄与妻舅长孙无忌并不肯就范，抬出孔子来相
抗。
唐初修《五经正义》，也、发生过冲突，结果由太宗的托孤大臣于志宁等人来最后审定。
看来，唐初关陇集团颇具操纵能力，对于士族既用之又抑之。
至于庶族知识分子，唐朝中央政权对其崛起是很有扶持之功的，科举取士是制度上的保证，而唐太宗
提拔马周、刘、自等人，也很显出将政府官员从功臣贵族转为一般文士的企图。
他的后代也有类似的态度，《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彭景直要求在祭奠山陵的礼仪上“择古作法”
，受到了唐中宗的驳斥：“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闻?”显然，他对礼的态度与庶族文人相
似。
当然，大批地提拔进士出身的庶族知识分子，是武则天的基本国策。
不过，武周革命时，因为士族子弟守礼沉正，不大肯依附诡从，而隐存李唐，所以复辟以后，清检礼
法的门风又为世所重，唐政权也改变了打击政策，改为拉拢了。
但庶族阶层已经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了。
这样，当严格的礼学家与高谈尧舜的文士们针锋相对时，中央政权必须有强健的操纵力，一手“抑浮
华”，一手“尚通脱”，来调动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是开、天盛世的景象。
安史之乱以后，强健的中央政权一失，矛盾便无法被控制，而呈互相攻击的局面。
杨绾、贾至论科举，认为进士的浮薄是致乱的祸根，而李华作了一篇《质文论》，认为繁文缛礼才是
无可救药的弊病，直是反唇相讥。
中唐以降，士族旧门与庶族新贵已是两支分庭抗礼的政治队伍与社会力量，形成党争，而学术流别亦
随此而分。
遗嘱：自天宝以还，山东土人皆改葬两京，利于便近。
唯吾一族，至今不迁。
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茔，正首丘之义也。
丧葬是礼的重大内容，崔氏是最著名的土族，他们不肯苟且，固是为坚持礼法清检的门风，却也是士
族中根深蒂固的一般观念之体现。
因而，土族肯移贯京兆、改葬京畿，除了耻与藩镇胡化同风的消极原因外，还应有积极的动因驱使他
们这样做。
白居易草制《答卢虔》，因卢氏“昨又请移乡贯，愿隶京邑”，便赞扬道：“虽清望标门，崇冠山东
之族，而丹心恋阙，耻为关外之人。
”以为他要求移贯，可见“臣节逾彰”，951输诚之表示。
这一类制诰，固多虚美客套，但也可以观察当时的一种观念：认为士族移贯、改葬，是向中央政权表
忠，要和它死生与共。
这是山东士族对唐朝中央政权的积极主动的认同。
士族是正统的礼乐文化的抱持者，以此与皇权合一，有很大的历史意义。
李德裕便是这种政治、文化势力的代表。
宋人于牛李党争，都认李是正面角色，就是因为他身上体现着正统儒家礼教与皇权的合一，而这正是
宋人所要建设的“政教之大本”。
总之，无论士族、庶族，都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也都要复兴儒学。
这样，就必须在尧舜之道与周礼之间，获得理论上的贯通，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
这一系列先圣中，找出一脉相承的精神，而表述为“道统沦”这样的形态。
韩愈志在领导整个儒学复古运动，他就必须在与啖、柳学派的切磋争辩中，完成尧舜之道与周公之制
的理论上的统一，这是历史的使命。
3．韩愈论“仁”的独创性那么什么是“仁义”呢?《中庸》“仁者人也”，郑玄注：“人也，读如相
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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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清代的阮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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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引言韩、柳、欧、苏，古称文章四大家，在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尤见精博。
考四家之并称，来历甚早，苏轼刚刚去世时，米芾作《苏东坡輓诗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韩子
频离世，文比欧公复并年。
”这里还缺一个“柳”。
至南宋初年，苏文盛行，四家之称便随之而出，王十朋《读苏文》三条：“唐宋文章，未可优劣。
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
”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韩欧之文，粹然一出于正，柳与苏好奇而失之驳。
至论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韩公欲推逊子厚，欧阳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头地也。
”《杂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
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皆以韩、柳、欧、苏四家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标榜。
《读苏文》三条，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于“绍兴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苏轼去世(1101年)
刚好半个世纪。
在这半个世纪中，或已有过四家并称的文字，笔者还未能检出。
故目前为止，我暂把“四家”之称的发明权归于王十朋。
稍后，有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二：“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至南宋的后期
，四家并称似已较为常见，如罗大经《鹤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涂《文章精义》中都曾提到。
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说法便作为对前朝文学史的总结而确定下来，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唐
之文则称韩柳，宋之文则称欧苏。
”此后的材料就引不胜引了。
这是对“四家”并称的历史回顾。
从王十朋的文字可见，其标榜“四家”，目的在于肯定苏轼的历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两句诗，虽
然少个“柳”，却已经具备了这个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这两句诗，是因为它非常明确地把“文”与“道”联合起来，揭示出时人把苏轼
看作韩愈、欧阳修之继承人的原因，从而也揭示出：在何种意义上，“四家”得以并称。
“道如韩子”、“文比欧公”，可视为“互文相足”。
韩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为儒学复古运动与古文运动之双重领袖的身份；柳宗元是与他并称
的同志；欧阳修在生前即以韩愈的继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认，他并且以“我所谓文，必与道俱”
来训励苏轼，苏轼受训，当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无易”(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
可见，文章四大家间亦以“道”相联结。
文学史上的古文运动，与哲学史上的儒学复古运动，实是一个运动的两个方面，而以韩柳欧苏四家为
代表，围绕着一个“文以载道”的历史命题。
    但四家的成就还不止于此。
文学史上所谓“以文为涛”，作为与“宋诗”之形成密切相关的创作风气，大致亦以韩愈为始，欧阳
修为继，苏轼为高峰；至于词，欧阳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苏轼则以“以诗为词”开倡豪放
派。
因此，在这四家的身上，从“道”出发，通过“文以载道”、“以文为诗”、“以诗为词”，将时代
的思潮与各体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以同一节奏律动的文化景观。
    本书旨在阐述“道”与各体文学间的深刻的联系，认为，没有“道”的宏扬，便不会有上述那些文
学运动，“道”对于那段历史时期中各体文学(尤其是正统诗文)的影响，其积极促动的方面要远远胜
过消极制约的方面。
虽然我们不否认文学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但并不认为它可以脱离其余的文化门类而独自发展，更不
认为那些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成就的作品，会隔离在当代的思想潮流之外。
因此，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文以载道”并不能轻易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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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不是从某一家文学概论出发，而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形出发来看问题，我们便不会在赞赏四
家之“文”的同时闭目不见支撑着其“文”的“道”。
如果说四家之间，后者比前者有所发展、进步的话，我也并不同意那是因为后者比前者更“正。
确”地处理了“文”道”关系。
这种观点意味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史，是把“道”一步步赶出文学的历史。
这不是我所知道的古文运动。
我眼里的四大家，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化巨人，他们不是空头文学家，而是一身兼为哲学家、文学
家、政治家的巨匠，在哲学、文艺、政治上都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而他们在这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决不会互相否定或异辙。
这也就是说，他们在文学史上体现出来的某种“发展”，也将体现在哲学史；政治思想史上。
因此我想证明他们在对“道”的内涵的阐释的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他们在文学上取得进展的最直接
的原因，也就是说，两个进展具有一致性，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整体风貌。
当然，这一致性本身还有更深的原因，植根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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