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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元结是中唐文学革新的先驱，对新乐府诗歌的发展与古文

运动的推动都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其文学作品也带有鲜明

的文学转折时期的特点。近年来学界对元结的研究渐多，但研

究视角主要局限在几个方面：元结与新乐府诗歌创作及唐代古

文运动的关系，将元结的作品与其他文人的作品相比较，元结

作品与地方文化的关系。这对于元结研究来说是很不够的，元

结的文学创作存在的意义远远大于这些。

元结曾两任道州 （今湖南永州）刺史，居湘近十年，此十

年是元结人生的最后十年，亦是其思想认识、文学创作最为成

熟的十年。居湘期间元结留下了不少文学作品，主要包括诗歌

２９首、杂记散文５篇、并序铭１７篇，将近占其现存作品总数

的一半。故而本书选择以湖南为中心来探讨元结诗文的文学影

响、语言学价值及相关典故的运用，以考量元结在中国文学及

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元结在湖南所作的诗歌主要是对其系于风雅、干预现实、

重于教化等诗学理论的实践，亦有一些表达了对湖湘山水的耽

恋。关于元结在湖南的杂记散文，明人袁宏道提出 “湖南杂

记”这一概念，并被明人所编的 《名山胜概记》收录，元结的

这一组散文在思想上表现出深刻的儒家观念，在文学上则堪称

游记散文之先驱；元结的铭序作品有 “次山铭序”之总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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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明人袁宏道，其作品体现出其儒家之隐的无奈选择，又开

湖湘水石文化之先河，具有珍贵的文学、书法及文物价值。

此外，元结在永州浯溪留下的一些诗文石刻吸引了后代众

多文人墨客来此唱和与留文，以至形成了珍贵而罕见的浯溪碑

林，具有十分重要的文物文献价值。另复旦大学出版社于

２０１０年出版了一套 《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丛书，其中有

６０余首朝清越南使者所作的纪咏元结的诗文。故而本书以浯

溪石刻文献与越南手稿文献为基础，从历代文人对元结的纪咏

来考察元结诗文的传播与接受，以梳理浯溪文化继承之脉络，

并认为吟咏浯溪是一场浩大的盛事，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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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学界关于元结的研究现状

元结是中唐非常重要的文学家，对唐代文学的革新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他的研究日趋增多。

具体而言，学界关于元结的研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前相

对较少，主要涉及元结的诗歌、思想及其与地方文化的关系三

个方面。而９０年代之后对其所作的研究渐多，研究成果、数

量及研究范围均有所增加与扩大。据统计共有论文８０余篇，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元结的诗歌及其对新乐府的

贡献，元结古文 （散文）的特点及其对古文革新的贡献，将元

结的诗文与其他文人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元结诗文的地域文

化特色、语言学价值和用典研究。

学界对于元结诗歌的研究最多，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关于元

结诗歌的论文有３０余篇，其中主要就元结之于新乐府诗歌的

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如何诗海的 《晓鸡谁唱第一

声———论元结在新乐府运动中的地位》认为 “元结才是新乐府

运动的真正先驱”①。姬沈育的 《元结复古诗论浅析》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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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诗海：《晓鸡谁唱第一声———论元结在新乐府运动中的地位》，载 《求索》，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元结在唐代文学复古思潮中处于上承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

下启中唐元稹、白居易之独特地位，是盛、中唐转折时期重要

且具有过渡意义的诗人和理论家。……使诗歌、散文具有积极

的社会现实内容，为唐代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开路。”① 而

何林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 《论元结与新乐府运动》②　中从元结

的诗论、诗歌及其成就、背景与意义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元结与

新乐府运动的密切关系。其他如日本东京大学邓芳的 《元结乐

府的 “比兴体制”及其对新乐府的意义———从 〈舂陵行〉及相

关政论文谈起》③，姜晓霞的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

结》④　等论文都是从这一方面进行讨论的。此外，还有一些学

者从元结诗歌的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探讨，如聂文郁的 《试论

元结诗的艺术形式》⑤、朱琼娅的 《试论元结诗歌的规讽特

色》⑥、张明华的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⑦、陈蕾的 《试论

元结五言诗的叙事性结构与散文化句法》⑧等。

关于元结的古文，学界目前有相关研究论文近３０篇。如

熊礼汇的 《“救时劝俗”与 “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

论》，认为元结的散文是 “复古于三代，而不是像萧颖士、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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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芳：《元结乐府的 “比兴体制”及其对新乐府的意义———从 〈舂陵行〉及
相关政论文谈起》，载 《乐府学》第５辑。

姜晓霞：《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先驱———元结》，载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聂文郁： 《试论元结诗的艺术形式》，载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朱琼娅：《试论元结诗歌的规讽特色》，载 《天中学刊》，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张明华：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载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陈蕾： 《试论元结五言诗的叙事性结构与散文化句法》，载 《今日南国》，

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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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独孤及等人主张复古于魏晋以前，或像后来韩愈主张复古

于东汉之前”①，因而能 “自成一家”，“独作古文”。霍松林则

认为元结 “用古文摹写山水亦见开创之功”，并认为元结的山

水诗文中蕴含着对 “静和而止的太古之世”“终老可自全的方

外乐土”②等理想世界的美好寄托。另外姬沈育的 《试论元结

革新文体的成就》③ 《试论元结的散文成就》④ 与邹文荣的 《试

论元结复古以求新变的古文主张》⑤《略论元结在中唐古文运动

中的地位和影响》⑥ 等多篇文章都就元结的散文创作与古文革

新的关系作了专题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专门就元结

的某类文章或某些篇章作探讨，如张玉顺的 《也是匕首和投

枪———论元结的杂文》⑦，蔡静波与孙慧玲的 《元结散文 〈恶

圆〉〈恶曲〉解读》⑧，韩国赵殷尚的 《“表文”的形成与定

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⑨等。

将元结的诗文与其他文人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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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礼汇：《“救时劝俗”与 “追复纯古”———元结古文创作论》，载 《佛山科
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霍松林：《元结的山水诗与山水游记刍议》，载 《陕西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

５期。

姬沈育：《试论元结革新文体的成就》，载 《天中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１期。

姬沈育：《试论元结的散文成就》，载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９
年第３期。

邹文荣：《试论元结复古以求新变的古文主张》，载 《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邹文荣：《略论元结在中唐古文运动的地位和影响》，载 《重庆科技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１１期。

张玉顺：《也是匕首和投枪———论元结的杂文》，载 《临沂师专学报》，１９９８
年第１期。

蔡静波、孙慧玲：《元结散文 〈恶圆〉 〈恶曲〉解读》，载 《渭南师范学院学
报》，２０１０年第１期。

［韩］赵殷尚：《“表文”的形成与定位———兼论元结、贾至的革新》，载 《唐
都学刊》，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数篇。其中最多的是将元结和柳宗元相比较，这主要是因为柳

宗元的生活经历与元结有相似之处：柳宗元因遭贬谪亦曾任官

于湖南永州与广西，并且亦好山水，亦倡作散文，写下了许多

山水游记。对此徐爱华２００７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直接以 《元结、

柳宗元比较研究》① 为题，从元柳二人的个性、文学思想和散

文艺术风格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论述，而周玉华的 《论元结、柳

宗元山水游记之意象选取》②《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蕴情

差异性探析》③《元结、柳宗元永州山水游记之 “山石”意象比

较》④三文则主要比较研究了元柳二人山水游记的意象。另有

将元结与陶渊明、杜甫、皎然、元好问等人作比较研究者，如

闵贵振的 《论元结———兼与陶渊明相比较》⑤，邓芳的 《元结

与杜甫———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一对有意味的比照》⑥，梅新

林的 《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⑦，日本高桥

幸吉的 《元好问和元结》⑧等。

对于元结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的研究近年才刚兴起，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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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闵贵振：《论元结———兼与陶渊明相比较》，载 《辽宁教育学院学报》，１９９０
年第２期。

邓芳：《元结与杜甫———盛唐到中唐转折期的一对有意味的比照》，载 《中国
语言文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卷第４期。

梅新林：《元结与皎然：中唐诗歌复兴的南北先导》，载 《浙江学刊》，１９９５
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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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仅数篇而已。如杨金砖的 《元结对潇湘文学的开掘》①，

张官妹的 《元结在永州的创作地位和影响》②，以及翟满桂与

蔡自新的 《元结湘南诗文略论》③，此三篇是以湖南本土文化

为出发点来阐述元结的创作与地方文化之间的关系的。另有熊

礼汇的 《由 “猗玗子”到 “漫叟”———浅论元结在武昌 （今鄂

州）的诗文创作》④，探讨了元结早期在武昌的创作。

除以上四个方面之外，还有一些学者就元结的世界观、君

道观，元结与颜真卿的关系，元结对周敦颐的影响等方面作了

探讨。论文主要有聂文郁的 《论诗人元结的世界观》⑤ 与 《论

诗人元结的世界观续》⑥、乔凤岐的 《元结的君道论》⑦、杨晓

宇的 《从元次山墓碑看元结与颜真卿的关系》⑧、魏崇周的
《略谈元结对周敦颐的影响》⑨等。

要之，国内学界对元结已渐趋关注，研究也日益深入，对

元结之于文学重要贡献的认识也基本达成一致，这是较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之前比较大的进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到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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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止，国内研究元结的学术专著很少①，亦不深入，而现有的

论文亦多刊登于级别较低的边缘杂志上，可见现今对元结的研

究还是不够的，主要集中于讨论其诗文对新乐府运动与古文革

新的贡献，其他方面，如将其与地方文化相结合进行研究还很

少，使之成了一个令学界遗憾的空白。

二、本书的研究目的和意义

元结自４５岁时受道州 （今湖南永州）刺史之职，至５４岁

卒于朝京途中，其人生的最后十年几乎皆居于道州。此期正是

元结各方面思想成熟之时，其文学创作风格亦圆熟而自成一

体。元结在湖南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这些作品是湖湘文化

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亦带有盛、中唐文学转型期的典型特

色。因而研究元结在湖南的文学创作意义重大，是理清唐代文

学乃至中国文学发展脉络的重要课题。

基于目前国内外对元结在湖南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还相当少

的现状，本书拟从元结在湖南创作的诗歌、元结的 《湖南杂

记》、元结的 《次山铭序》、后世中越文人在湖南对元结的纪

咏、元结居湘诗文的语言学价值、元结居湘诗文用典探微等六

个方面来探讨元结的文学创作。以上六个方面中，元结在湖南

的诗歌创作之前虽偶有学者提及，但不够全面与完整；《湖南

杂记》与 《次山铭序》之名出于明人所编之 《名山胜概记》，

是对元结在湖南所作之山水游记与山水铭文及序的分类归纳，

目前尚未为人所论，本书拟借古人之提法加以论述。关于元结

·６·

① 案：关于研究元结的专著国内目前有孙望先生的 《元次山年谱》 （上海：古
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聂文郁的 《元结诗解》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版）。另有台湾地区李建崑先生的 《元次山之生平及其文学》 （台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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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纪咏诗文，由唐至今从不曾中断，本书以湘南永州的浯溪为

立足点，从浯溪石刻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越南汉文燕行

文献集成》中所载之元结纪咏诗两方面来探讨后世中外文人对

元结的怀念与继承。本书所涉研究内容多为目前学界研究的薄

弱点，故而抛砖引玉，以期学界对元结的研究能更为全面、深

入。

三、元结生平及其与湖南的关系①

元结，河南鲁山人，生于唐开元七年 （７１９），卒于大历七

年 （７７２），字次山，始号元子，后因避乱居猗玗洞，号猗玗

子，后又自称浪士、漫郎、聱叟、漫叟等名。１７岁 （开元二

十三年，７３５）始从其宗兄元德秀 “折节向学”②，２９岁 （天宝

六年，７４７）赴长安应考，时因李林甫恐新进之士斥言其恶，

令布衣之士无一入选而名落。元结愤然而归，次年再游长安，

终无所获，又因多病而返家乡商馀山，此后即在商馀山习静养

病，如是三年，俨然一遁世隐者。天宝十二年 （７５３），元结再

入长安，作 《文编》，得礼部侍郎赏识，于第二年春进士及第，

是年元德秀卒，于是归家，之后仍居商馀。至天宝十四年
（７５５），安禄山开始反叛，其父劝诫元结勿自安山林，当为朝

廷效力。第二年，元结率家人至猗玗洞避难，故号猗玗子，作
《猗玗子》三篇。又一年后，即乾元元年 （７５８），史思明又一

次叛乱，元结召邻里二百余户，一同出奔襄阳，安顿于瀼溪之

上，并号为浪士，作 《浪说》七篇。乾元二年 （７５９），元结受

国子司业苏源明举荐，肃宗召见，苦辞不允，于是奉诏北上，

·７·

①

②

参见彭敏：《元结 〈湖南杂记〉初探》，载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１４３），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７年版。



任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此为元结首次任职。之后元

结四处招集义勇，抵抗叛军。正因如此，史思明对元结心怀畏

惧，不敢向南侵犯，十五城得以保全。此时，元结理兵之才始

得初显。乾元三年 （７６０），元结编 《箧中集》，收当时诗人沈

千运等７人２４首诗入集，并作序表明其诗学理论，入选之诗

皆淳古淡泊。

此后元结一直身居下位，先后佐来瑱幕、吕幕，并曾因

廉问道岳州 （即今湖南岳阳），此次应当是元结首次入湖南境

内。上元二年 （７６１），江南之潭、岳、郴、邵、永、道、连、

涪等九州皆并入荆南之属，此九州大多属今湖南之地，元结当

时仍为荆南节度判官，领荆南之兵，镇于九江，与湖湘的关系

却更近一层。同一年，元结作 《大唐中兴颂》，但只收于书箧

之中，并未刻石。上元三年 （７６２），吕卒，元结不久亦以母

病乞归，居于武昌樊水之郎亭山下，每日纵情于山水之间，以

躬耕渔钓为乐，得聱叟、漫叟之号。其 《广宴亭记》与 《殊亭

记》即作于此期。

宝应二年 （７６３），元结被任为道州刺史，次年五月到任，

自此可谓与湖南结下了不解之缘。据 《元和郡县志》，唐代湖

南观察使领潭州、衡州、永州、郴州、连州、道州、邵州，

曰：“（永州）秦属长沙郡，汉为长沙国，武帝分置零陵郡，领

县十。至宋，封晋恭帝为零陵王。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置永

州，因水为名。大业三年，复为零陵郡。武德四年，又置永

州。 《史记》舜葬九疑，即此也。”① 其时永州管零陵、祁阳、

湘源、灌阳四县，治所在零陵。又曰：“（道州）秦属长沙郡，

·８·

①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版，第７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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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属长沙国，武帝分长沙置零陵郡，吴分零陵置营阳郡，今州

是也，以郡在营水之南，因为名。隋末陷寇贼，武德四年平萧

铣，置营州，贞观八年改为道州。”① 道州管弘道、永明、延

唐、大历、江华五县，治所在江华。唐代永州与道州的辖区，

除湘源县属现广西全州、灌阳县属现广西灌阳外，其余地区现

今都属于湖南永州。

任道州刺史期间，元结勤勉于政，亲自巡游各属，体察民

困，不仅令境内无犯，且屡进奏表，为百姓请免征赋。他未到

任之前，道州常遭西原兵侵扰，百姓损伤极大， “人十无一，

户才满千”②，元结至任后，立 “行古人之政，二年间，归者

万余家，贼亦怀不敢来犯”③。又如其至任仅月余，上有征求

符牒急催，言若不领命则问罪贬削，元结怜百姓之苦，冒罪违

命，并上 《免科率状》，为百姓请免租税得允。是年，西原又

攻永州，已然攻破邵州，却丝毫不敢进犯道州，皆因元结之

政。永泰元年 （７６５），元结以道州常受西原侵扰，百姓疲苦，

再上 《奏免科率状》，求放免配率以安抚民众，为百姓得免钱

九万余贯。此外，元结还十分重视明昭先贤以传教化。如永泰

元年 （７６５），因传虞舜葬于苍梧九疑，遂于山之阳面立舜祠，

撰 《舜祠表》，以明先诏。次年，又立舜庙，进 《论舜庙状》，

派人遵时扫洒供奉。

·９·

①

②

③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
版，第７１２页。

［唐］颜真卿：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 （并
序）》，转引自孙望：《元次山年谱》（附录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第１０６页。
［唐］颜真卿：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 （并

序）》，转引自孙望：《元次山年谱》（附录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第１０６页。



元结领道州期间，遍游山水。永泰元年 （７６５），游九疑，

作 《登九疑第二峰》；同年，罢守离州赴衡阳，为孟士源所建

之茅阁作 《茅阁记》。永泰二年 （７６６），奉命返道州，仍领刺

史，归道州而作 《舂陵菊圃记》，又或 《右溪记》亦作于是时；

同年，巡属县江华，作 《寒亭记》，又游阳华岩，作 《阳华岩

铭》。是年冬，元结自任所赴长沙计事，水路经零陵，发现朝

阳岩并命名，作 《朝阳岩铭》与 《朝阳岩下歌》。第二年早春

自长沙返道州，又经零陵，作 《欸乃曲》五首。

大历三年 （７６８），因广西容州为西原蛮所陷，朝廷调元结

前往治理，元结乞辞不得，于是赴命。颜真卿 《元君表墓碑

铭》有载：“君单车入洞，亲自抚谕，六旬而收复八州。”① 大

历四年 （７６９），元结再次坚辞容州之职，唐代宗有召其入朝之

意，然而勅命未到而其母离世。之后朝廷再召元结赴容州，元

结三次请辞，终于得允，于是闲居浯溪之畔，号其居室曰漫郎

宅，与山水为伴，赋诗作文，饮酒会友。直至大历七年 （７７２）

春，奉命朝京师，不幸染疾，卒于途中，时年５４岁。同年，

迁葬于家乡河南鲁山。元结自广德二年 （７６４）任道州刺史，

到大历七年 （７７２）赴京卒于途，除大历三年 （７６８）往容州讨

西原外，居湘近十年，除其家乡河南鲁山，惟此算是长居之

地，因此湖南可谓元结的第二故乡。

·０１·

① ［唐］颜真卿： 《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本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 （并
序）》，转引自孙望：《元次山年谱》（附录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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