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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

罗联添

本文将隋唐五代三百七十多年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演变，分为

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隋至初唐一百多年（隋文帝开皇九年至唐睿宗

太极元年，公元 缘愿怨 原 苑员圆 年）。在此时期，一般文学作家和史学

家在理论上主张诗文复古，抨击六朝文风。但在创作方面仍未脱

离六朝宫体骈俪余习，是一个文风将变而未变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即所谓盛唐时期的五十多年（约自唐玄宗开元元

年起至代宗永泰元年止，公元 苑员猿 原 苑远缘）。在此时期，诗歌理论

方面，一则有李白承袭初唐陈子昂议论，继续鼓吹复古，再则有

杜甫起而折中，提倡“力亲风雅”，而又“不废齐梁”。在创作

上，已逐渐摆脱六朝宫体骈俪的影响，照着“风雅比兴”标准从

事写作，是一个文风已经转变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即所谓中唐时期的七十多年（约自代宗大历元年

起至文宗大和九年止，公元 苑远远 原 愿猿缘）。在此时期有提倡“文以

贯道”的韩柳，有主张“诗以载义”的元白。他们以诗文复古为

鹄的，将理论付诸实践，是文学理论和理论实践发展到极盛而又

将衰的时期。第四个时期是从晚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约自唐文宗

开成元年起至五代周恭帝元年止，公元 愿猿远 原 怨远园）。此期之初，

古文由于趋奇走怪，渐为一般作家所厌弃，于是兴起反古潮流，

提倡四六；而诗歌由于写实派作品枯槁乏味，苦吟派作品又雕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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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甚，李商隐、韩偓等遂主张代之以艳丽，这是骈俪宫体的回

流。其后艳丽太过，流于淫靡，黄滔、吴融等复起而反对，提倡

寓有教化意义的诗文。有艳丽派与实用派的对立，自必有调和派

的出现。降及五代，《旧唐书》作者遂起而折中，主张文质并重，

古今兼取。但五代淫靡文风已成，作者惟华辞是尚，调和之论并

未产生什么影响。

（原载《国立编译馆馆刊》六卷二期，员怨苑苑 年；又载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员怨苑愿 年及

《唐代文学论集（上）》，员怨愿怨 年）

论唐代文学复古的诗文异趋

杨承祖

唐代文学复古，初唐四杰以骨气和刚健的标准批评上官体，

已现出复古的倾向。及陈子昂力倡诗复汉魏，遂为唐诗复古的领

袖。初盛唐提倡的复古是混诗文而言。子昂文多去骈行散。张九

龄、李白同是诗界复古领袖，为文多健雅单笔，可见当时复古并

不区分诗文。后来散文复古影响愈大，文学史上才出现了古文运

动专称。

何以复古先不分诗文，后来则分途异趋？韩愈树立古文大

纛，欧曾继起，延祀千载；诗在盛唐之后，复古泾流很快泯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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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大潮。郭绍虞《试论古文运动》说：“唐代诗人虽同样有复

古倾向，但由于比较不重宗经，又不妨吸收‘今之辞调’⋯⋯成

为杜甫所谓‘转益多师’的主张。因此，折中派的态度利于诗而

不利于文。”折中派在原基础上补救偏至的温和改革，与否定原

形制的革新派不同。他认为文从折中派的初唐四杰改革失败，到

革新派的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都未竟其功。诗则不就成败

论，只说杜甫折中今古、不废齐梁转成创格，诗由折中派温和改

革成功了。

唐代文学复古，最初并无诗文的区别，主张的是改革齐梁的

艳绮、过度的骈俪雕镂及所反映的社会与个人思想的浮靡。陈子

昂、李白都以昂扬的人生态度和雄健的笔力开启新诗潮，有人称

为言志派，比较关心国家大业发展和个人志向的达成，对于社会

冲突民间疾苦注意较少，和表现于社会诗者有些距离。诗的复

古，艺术形式是主要的争夺点。

但是古诗能否与近体共适共荣？几点值得注意：

一、近体律绝发展成熟，古诗对近体不易产生绝对的排抑效

应。

二、近体除受齐梁声律说影响，也在实用中与音乐相倚而

行。有了歌者和士民喜爱，想以古体完全取代不可能。

三、古诗上承汉魏，唤醒了士大夫的道德、人生、文化、社

会意识，成为言志文学的大流；但抒写情感、事感，甚至作为实

用的代言，律绝都能善竟其功，也使古诗不能完全排抑近体。

四、进士考诗赋，考律诗不考古诗。

由于这样多因素，复古只能争取相对胜利，古诗地位重振，

而不能取近体代之。郭氏所谓“诗人重视对立面的统一”，大概

是这种意思，不过是否“对立的统一”，有待推敲，用“共适共

荣”也许更能表现盛唐诗灿烂辉煌的景况。

在艺术面看，摆脱齐梁新体的格律拘束和绮靡雕镂的纤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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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面看，树立出积极人生价值观，不让自己的人格性情汩

没，这是言志主义诗人复古思想的基调。伟志高才之士，在开天

盛世，恣笔挥洒，自然会兼事古近两体，融合两者的特质。盛唐

诗之所以为盛，与复古开新两种势力的融会有密切关系。

有人认为，像郭绍虞，是由于杜甫主张折中今古集了大成，

于是大家不再注意诗的复古运动了。其实杜在盛唐并没有大影响

力，此由唐人诗选可以证明；诗的复古在李白与同时齐名诗人手

中已和近体融会成功。诗法汉魏，律新齐梁，新旧两种势力的混

同折中，不宜完全归功于杜甫。

唐代文学复古中间夹着关切政治隆污民生疾苦的社会诗兴

起。元结无论诗文都尖锐批评当时的腐败黑暗，对昏君奸相毫不

留情，对贫士穷民无限关爱，为他们抒愤冤。同时杜甫相类的

作品更是大量产生，同被归类为社会诗。由于多采古诗或乐府形

式，自易算进复古阵营。这类诗的形式内容，必然受过复古势力

的积极影响。杜甫作品新乐府虽可溯源汉魏，实际已开拓新境，

直接启导了元、白等中唐诗人，这种演进，就非复古一义所能笼

罩。把元结、杜甫和下延至白居易、元稹等新乐府或社会诗只归

到复古运动里讨论，就不易安排妥帖。我觉得把社会诗和复古的

范畴加以某种程度的区隔，可能是比较合宜的。说得更明白一

点，我以为社会诗的出现比诗的复古稍迟，其后发展与复古运动

未必有密切的关联，主要是政治、社会激发产生的。当然，如果

复古诗尚未展开，受形式的限制，社会诗便不易如许动人。

后势汹涌，影响深远的是古文运动。古文渐为主流，已在天

宝。萧颖士、李华最获时名，都出入元德秀之门；元结长期从其

学，所受较他人尤多。迨后独孤及、梁肃，衍至韩愈，间接都祧

自德秀。德秀《旧唐书》入《文苑传》，《新唐书》改入《卓行

传》，可见其德行。旧传说他 “率情而书，语无雕刻。”作品今

几无传，而清简不为雕饰、文本德行的主张，可推而得；这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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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古文家行以为文的准绳。古文运动之兴，受当时环境激发的成

分，应比文体去骈就散，可能更大。

开元前期张说、苏，已渐离用典襞积，风格厚雅，而仍多

偶句。后期，张九龄文“如轻缣素练”，多运单笔，对稍后古文

发展宜有影响。但他奖进的王维仍写骈文，可见当时骈散并无轻

重之别；古文能取得优势，是逐渐发展的。古文之兴，最初可能

并无郭氏所谓“强调对立的斗争”；后来那种情形到韩愈才突显

出来，主要是从文化思想的关键触发的。天宝表象繁华，而实际

上政治道德沦没，令有识者痛心，于是大秉诛伐之笔，元结、萧

颖士最为健者。及至安史乱作，元结写《化虎论》属辞尤其显

露，可见当时古文的应世功效，主要在发挥批评政治，伸张社会

公义和人道精神。

元德秀应属道家。但自李华以次，很多古文家都同时礼佛。

惟元结独挺流俗之外，撰《惠安禅居表》，于佛氏、禅师都无礼

拜崇信的意思，不过非如韩愈斥佛崇儒，他是“不师孔氏”的。

早期古文运动，并没有儒家道统和佛老相斥的意识。

形式是渐渐推移，思想上并无佛儒之争，而在现实政治教化

中，以去华尚质的古文配合尊经敷教，对立性不大，因而并未激

起文学革命的巨浪。这或许也是古文运动高潮迟来的原因之一。

但是韩愈从经济、社会、人心各方面看到佛教愚民误国的害

处，极力辟佛，要恢复中国文化的道统。如此有了冲突，产生了

极大震撼冲激，加上古文已愈趋成熟，韩、柳又以绝世之才，开

拓新境，各铸伟篇，于是古文运动的大纛树立了。虽然柳宗元不

反对佛教，但由韩愈反佛，古文运动终于成为思想斗争，而且开

启了宋代理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省思发皇的大转机。以后欧

曾继起于宋，古文成了散文主流，但肩负了教化、应用中最广泛

的功能；这对中国文化的维护，自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唐宋

古文下衍千年，自然唐代的古文运动比古诗运动声势影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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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

结论和余论：

一、唐代文学复古最先诗文并进，主要是厌薄齐梁以下过于

繁缛碎琐的形式和缺乏鼓舞人生理想的积极内容，于是提倡诗复

古体，文用古文。

二、诗的古近体同时发展，融会而成众体兼备，并没有严重

的排挤效应。

三、杜甫兼纳古新开创新局集大成，但并非由于他的折中，

才结束了诗的复古；诗的复古溶化于盛唐诗海，是共适共荣成

功，并非挫折而消散。

四、社会诗之兴虽得力于诗之复古，但主要是社会因素激

起，所以往后发展，只有内容的变迁，并无艺术的进境，所以社

会诗不能在诗史上因为艺术而成为彻古贯今的一支主流。

五、诗的复古早兴早息，文的复古兴起稍晚而文化上的意义

和影响较大；专以艺术论，未必较唐诗更能久灿而不减光彩。

六、谓文学复古中诗人重视对立统一，文人强调对立斗争，

殆应修正。

七、唐代文学复古运动始则诗文同起，后乃异趋，长短不

齐，而倚伏甚繁，如不厘清，易生缴绕。

（原载《第二届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员怨怨缘 年 怨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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