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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谈到唐宋散文，多数人都会立即想到“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八位杰出散文家的合称，他们分别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
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唐宋八大家”散文开辟了我国古代散文发展新的高峰，在整个散文史上占据着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的崇高地位。
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以革新六朝以来骈俪雕饰、专事浮华的文弊，开创崭新的文风为号
召，在文坛上掀起一股改革风潮。
宋代的欧、曾、王、苏等人，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进一步拓展了散文创作的领域。
　　可以说，“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作品，代表着唐宋散文的最高成就，其作品和思想对后世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八大家的文章，内容上饱含着忧国忧民和政治改革的思想，形式上融叙事、说理、写景、抒情为一体
，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闪烁着民主性、现实性和文艺性的璀璨光辉。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力健将，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斥佛、老思想为己任，主张文道并重
的作文风格。
他的散文气势雄奇，善于立意，语言精练，笔力遒劲，以《师说》《原毁》等为代表。
《师说》阐述从师问学及尊师重道之理，提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等精辟的见解，结构严谨，论证有力，是论说文中的典范。
同时，韩愈的感怀悼亡的抒情文章，同样哀恻动人，以《祭十二郎文》和《柳子厚墓志铭》等为代表
。
《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了自己情同手足的侄子韩老成遽逝而写的悼亡之作。
文中写幼时孤苦相依的情景、聚少离多的感慨、生死无常的哀痛，皆属真情至性之语，从肺腑中自然
流出，造语恳挚，不假雕饰，而又有无限凄怆的情韵。
　　柳宗元和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文坛常以“韩柳”并称。
作为杰出的散文作家，柳宗元为文勇于创新，其文章风格雄深雅健，峻洁精奇，尤以山水游记、寓言
、传记及议论体文章为佳。
在游记方面，以他贬居永州时期所写的《永州八记》最为著名。
八篇游记散文既各自成篇，又互相连续，就像一卷精美的山水画长轴，把秀丽的奇山异水描绘得形神
毕肖。
　　在议论文方面，更是以睿智的眼光，立新题，寓新意，故常能发人之所未发，代表作为《捕蛇者
说》。
此外，他的寓言多发挥了讽谕或鉴戒的功能，以《三戒》为代表，凸显柳宗元关心时政，揭露世态人
情的流弊与病态的精神，虽大多篇幅简短，但含意深长。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倡导北宋文坛诗文革新，提出“明道致用”的文学主张。
他不仅是古文家，在诗、词、赋的创作上也极有特色和成就。
欧阳修的散文平易流畅，清新自然，具有婉约含蓄之风貌。
如《醉翁亭记》，寄情山水，从而领会到山水之乐、游宴之乐及与民同乐之乐，笔致清丽细腻，文词
练达，韵致无穷，是山水游记的千古佳篇。
　　曾巩的文章醇厚，颇有平和之气，在风格上略微接近欧阳修，后人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欧曾”。
曾巩长于议论文，为文讲究布局章法，故结构严谨，条理清晰。
如《墨池记》是藉王羲之墨池学书之事，来揭明“勉学”的主旨。
其语言简朴凝练，而意境深邃，在诘问转折的语气中，可得纡徐委婉的韵致，读来尤能发人省思。
　　王安石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他的文章多涉及政令教化、经世致用，其政论文章文笔遒劲，风格则刚峻峭拔。
《答司马谏议书》是一篇就新法答复谏官司马光的书信，文章理足气盛，委婉和易的语势中，充满劲
悍刚锐之气，其推行新法的坚定决心，昭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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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充分显现了王安石的文格与人格，也证明了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人格两者间有着密切联系。
此外，王安石的游记常深入浅出，蕴含警惕世人的深意。
如《游褒禅山记》，是一篇以议论说理取胜的山水游记，其中寄寓了积极进取的襟怀和贯彻志向及理
想的精神，并勉学者应“深思慎取”，是一篇借题发挥的佳文。
　　苏洵自幼熟读《战国策》《史记》，故所作文章简直老练，颇有先秦古劲之风。
他擅长史论、策论一类的议论文章，文章论点鲜明，说理透辟。
《六国论》就是他的史论名篇之一，是藉战国时六国因赂秦而自取灭亡的事例，以讽北宋当时对契丹
、西夏纳币求和的屈辱政策。
文章条理清晰，语言犀利明快，气势亦跌宕雄奇，为论说文的上乘之作。
　　苏轼一生虽然宦途坎坷，但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却享誉千古。
他秉承欧阳修的理念，完成了诗文革新运动，成为新的文坛领袖，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并称“三苏”
。
苏轼的思想气度恢弘，才气纵横，诗、文、词、赋、书、画皆其所擅长。
其文章汪洋恣肆，清新自然，千古传颂。
《留侯论》是苏轼著名的史论，全篇以“忍”字贯串，评价张良的一生，并列举史实，彻底摆脱世俗
陈见，颇能引人人胜。
　　苏辙在其父兄的熏陶下，个性相对比较沉静，性情敦厚，所作文章如其为人，立意平稳，朴实淡
雅。
苏辙的文学成就尤以散文为高，其策论更是著称于世。
在记游方面的作品则以《黄州快哉亭记》最具代表性，旨在阐发其兄苏轼为亭命名“快哉”的深意，
把叙事、写景、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
其文笔秀杰洒脱，风趣悠远酣畅，足见苏辙汪洋淡泊，纡徐条畅的风格，令人有超然物外之思。
　　“唐宋八大家”中的许多人不仅是卓绝的散文家，还是杰出的诗人、词人。
乃至政治家、哲学家、史学家和书画家。
因此，他们的文章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之深刻，观点之精辟，论述之卓越，几乎达到
了当时社会的最前列。
可以说，八大家的散文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贵宝藏，是国学的重要部分，值得每一个人认真品读。
　　本书选编唐宋八大家散文193篇。
其中韩愈39篇、柳宗元35篇、欧阳修32篇、苏洵11篇、曾巩13篇、王安石21篇、苏轼32篇、苏辙10篇。
这些散文立意深远、可读性强、意境优美。
书中涉及的历史纪年，一般写明朝代、帝王名称、年号；同时注明公元纪年，使人了解所发生的事件
在整个历史时序中所占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每篇散文均有翔实的注释和精辟的鉴赏，重难点字加注拼音和直音，并在最后配
缀后人评价。
鉴赏文字除解读背景、梳理结构外，还着重说明该作家的散文创作成就和特点，使大家能尽览“八大
家”散文的概貌和精髓。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相关著作，在此谨致谢意。
其中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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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八大家的散文是中华文化的珍贵宝藏，是国学的重要部分，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品读。

 由雅瑟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精选唐宋八大家散文193
篇。
其中：韩愈39篇，柳宗元35篇，欧阳修32篇，苏洵11篇，曾巩13篇，王安石21篇，苏轼32篇，苏辙10篇
。
每篇散文均有翔实的注释和精辟的鉴赏，以及后人的点评。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大全集》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使读者尽览八大家散文的概貌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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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
师道之不传也久矣！
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
士大夫之族，日师日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
问之，则日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
呜呼！
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日：“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
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师说》一文乃是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的论说文。
“说”，是古代一种文体，可以发表议论，也可以记事，都是为了表明作者的见解，说明寄寓的道理
。
“师说”，就是谈谈从师求学的道理。
文章阐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
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
　　本文创作于唐贞元十八年（802）韩愈任四门博士时。
针对当时社会上弥漫着一种士大夫之族“耻学于师”的错误观念，加之两汉以来儒家经师严守师法、
故步自封的不良风气，韩愈写了此文来说明为人之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
。
同时，本文更是韩愈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他义正严词地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
　　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
借古非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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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暗示，本段的主要内容是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
“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
然后，作者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授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
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
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
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接着，第二段开始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作者采用对比的方法分层论述。
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
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列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
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倒数第二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
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为了证明“圣人无常师”的道理，特别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
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
　　文末，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
“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
“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良好学风。
　　《师说》构思精巧，语言雄放疏荡。
文中有许多千古流传的从师从教名句，如“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等等，至今仍有十分积极的教育意义。
　　实际上，还可以把《师说》看做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
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
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
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
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
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主张“文以载道
”，并身体力行，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后人评论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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