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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古文#以宾形主$特质及文章学意义

许!光

摘!要! 宋代以来!文评家受曹洞宗参悟原理启发!常用#宾主$评价古文章法" 欧阳修古文是#以宾形主$的代表!或
#先宾后主$!或#宾主相间$!或#宾主呈层级$!所在多是" 与韩愈%苏轼的相较!欧文善于用#宾主$法表达丰富细致的情
感" #宾位$所占地位更高!文章反复空中设相!多生波澜!最后与#主位$并合!以发感慨" 由于起始平缓!且多以#宾$作
援!将主意寄寓宾位!所以欧文文意柔婉!纡徐委备!韵致动人!颇具#风神$之美!遂成古文审美之新风格"
关键词! 宾主&!情款&!曹洞宗&!欧阳修
作者简介! 许光!文学博士!浙江财经大学国际学院讲师!从事中国散文史研究" 通讯地址' 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源街
&(号^楼浙江财经大学国际学院!3&##&(" 电子邮箱' )AMO+Y1&"2456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
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fX["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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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古代学人常用$宾主%评论文章"如姚澍说-
$文莫妙于宾主"无宾则正位不透"无宾则出落亦
不醒0必有满堂书吏"方显官之尊严也#% '姚澍
'2#(许恂儒也说-$故作文之法"必有宾笔"有主

笔"或先宾而后主"或先主而后宾"互相衬托"互相
发明"则一篇之中"用笔既有变换"措辞亦有经纬"
不致直率无味#%'许恂儒 "2($宾主%作为一种章
法"在古文写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仅影响
文章主旨的阐发"还能决定文章的风格类型# 本
文拟以欧阳修古文$宾主%为讨论中心"通过对其
古文$宾主%呈现的梳理以及与韩愈&苏轼等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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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古文$以宾形主%特质及文章学意义

比"力图寻索出欧阳修古文$宾主%的特质及文章
学意义#

一" #宾主$内涵解读

虽然早在)礼记!乡饮酒义* )孟子!万章
下*等先秦儒家文献典籍中"$宾主%一语就已经
出现了"但此时基本含义主要指涉主人与宾客#
$宾主%作为批评术语"较早出现于唐宋时期# 北
宋理学家张载就曾用$内外宾主%的概念"阐发
)论语!雍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张载
3$$(一句# 不过"王夫之却认为张载以$宾主%解
读儒家心性并不妥当"因为$+宾主,二字"又自释
氏来% '王夫之 2$212$$(# 王氏的论断颇具慧
眼"直接点明了$宾主%的理论渊源# 至于$宾主%
源于何种释氏"王氏并没有给予阐释# 实际上"曹
洞宗的$四宾主%说与此关联密切# 论及曹洞宗
$四宾主%说"不得不提及其核心思想$五位君臣
旨诀%# 所谓五位者"即$正位% $偏位%之间的五
种回互关系"也就是$偏中正% $正中偏% $正中
来%$偏中至% $兼中到%# 其中"$正位%是$第一
义%"是宇宙万物的本体"无物无形"不可言说"为
$体%$理%等0而$偏%与$正%相对"是$第二义%"
指的是现实中的一切客观现象"为$用% $事%等#
虽然$正位%不可言说"但$偏位%可以将其表显"
二者缺一不可"互为融合#

在此基础上"曹洞宗还将$正偏%与$宾主%相
联系")人天眼目*卷三载-$正中偏"乃垂慈接物"
即主中宾"第一句夺人也# 偏中正"有照有用"即
宾中主"第二句夺境也# 正中来"乃奇特受用"即
主中主"第三句人境俱夺也# 兼中至"乃非有非
无"即宾中宾"第四句人境俱不夺也#% '智昭
3&'(若如此解释"则$主中宾%即$正中偏%"即从
本体引出作用# $偏中正%即$宾中主%"即作用中
蕴含着本体# $正中来%即$主中主%"即本体未涉
及作用# $偏中至%即$宾中宾%"即作用与本体背
违# 而所谓的$境%就是可言说的对象"$夺境%就
是跳过言说对象# $人%是言说的主体"$夺人%就
是忽略言说# 有$境%的言说是障碍"它会阻碍了
解属于$正位%的第一义"所以要$夺之%# 只有超
越了$境%"才能获取$第一义%# 值得注意的是"
禅宗中的另一家111临济宗"也有$四宾主%说#
然曹洞&临济二家对于$四宾主%之说"其义不同#

临济宗主要用$宾主%来关注教学勘验问题"追求
的是$禅师与弟子双方能够透彻明了"不为境所
左右"自能主事%"而$有无鼻孔'禅理(问题不是
他关注的中心问题% '杜寒风 2"12$(# 也就是
说"临济宗主要就师生关系讲$宾主%"而曹洞宗
则是就体用关系说$宾主%#

宋代以来"曹洞宗以$宾主%说禅法"很快渗
透至儒学及文学批评领域# 无论是上文中张载以
$宾主%讲)论语*"还是任渊谓$读后山诗"大似参
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 '任渊 "("都显示
了$宾主%影响的活跃# 在此背景下"有学人发
现"文章学与参禅也有着内在理路的一致性")樽
酒余论*载-$昔洞山禅立四宾主- 主中主"宾中
宾"宾中主"主中宾"故曰我向正位中来"尔向宾位
中接# 文章亦然#% ')樽酒余论* $$b(诚然"$宾
主%是中土固有之词语"先秦时期就已用于文献
中"汉赋中也有主客问答的叙述模式"但此时的这
个概念还较为朴素"尚无逻辑义# 而正是由于曹
洞宗体用不二&理事圆融思维观念的影响"文评家
受此启发"才以$宾主%参悟原理来比拟文章学中
的章法原则"并赋予了$宾主%辩证的逻辑内涵"
这也是其成为文学批评概念的基础#

从批评实践来看"宋代就已经有人将相关概
念运用到文章批评中")漫斋语录*说-$凡为文须
有主客"先识主客"然后成文字# 如今作文须是先
立己意"然后以己说佐之"此是不知主客也# 须是
先立己意"然后以故事佐吾说方可#% '王构 32(
$宾主%也被称为$主客%或$主伴%# $识主客%即
区分$宾主%# $己意%即文旨"$己说%即切定$文
旨%的正面言说"他们都属于$主%0$客%即用作叙
述的典故&旧事等# 所谓$先立己意"然后以己说
佐之%"即确定文旨后"从正面围绕文旨进行阐
述# 而$以故事佐吾说%"即在文章叙写中"先确
定文旨"然后既要有切定文旨的阐说"也要有典
故&旧事等佐证# 其后的元明清三代"以$宾主%
论文者代不乏人"不胜枚举# 虽然$宾主%一语出
现的批评场域不同"具体指向也有变化"但若仔细
辨析"便会发现主要内涵大致是一致的# 简言之"
$宾主%即文章主位与宾部之间映带配合关系的
总和# 二者之间不是截然对立"而是互相呼应的#
切题而述部分即为$主%"$主%是主旨所在0$宾%
为文章中相关陪衬叙写部分"处处关合着$主%"
或为$主%之正面"或为$主%之反面"没有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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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
稍可注意的是"虽然受曹洞宗$四宾主%的影

响"古文批评领域也有$四宾主%"即$主中主%$宾
中宾%$宾中主%$主中宾%"但是四者中"文评家更
为措意的是后两者"即$宾中主%和$主中宾%"它
们往往也被称为$以宾形主%$借宾形主%$以客形
主%等"而这在阎若璩的论述中也能够得到印证"
)潜邱札记*卷一说-$四宾主者- 一&主中主"如
一家人唯有一主翁也0二&主中宾"如主翁之妻妾
儿孙奴婢"即主翁之身分以主内事者也0三&宾中
主"如主翁之亲戚朋友"任主翁之外事者也0四&宾
中宾"如朋友之朋友"与主翁无涉者也# 于四者
中"除却宾中宾"而主中主亦只一见"惟以宾中主
钩动主中宾而成文章"八大家无不然也#% '阎若
璩 %&31%&%( $宾中主%和$主中宾%注重$宾%
$主%相配"尤其注重$宾位%的叙述"强调的是通
过陪衬叙述来映带和突出文章主旨# 需要指出的
是"作为文章创作法"$宾主%法一直以来就被文
家有意无意地使用着"唐宋八大家正是$宾主%法
运用的代表# 然而"此时的$宾主%法"多为古文
家自发运用"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和原则指导"
因此"具体创作也各不一致# 直到禅理$宾主%出
现后"文评家才确定了一个普适性的概念"去描述
和评论这种章法"并指导着之后的文章创作#

总之"文章学视野下的$宾主%"既是批评法"
又是作文法"彰显的是通过$宾位%和$主位%的配
合妙用"使得文章情韵自足"行文跌宕# 其所呈现
的结构类型"正如上文阎若璩所说"纯$主%和纯
$宾%的文章并不多见"$以宾形主%才最为常见"
也最为文坛所激赏"唐宋八大家文章正是这种范
式的代表# 然而"$以宾中主钩动主中宾而成文
章%的唐宋八大家古文是如何运用此法的呢6 这
实值得进一步探究#

二" 欧阳修古文#以宾形主$的类型

清代学者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有一段著
名评议-$文有本位# 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
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 凡避本位易
窈眇"亦易选懦# 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
得之传#% '刘熙载 %$(这番话中$本位%意涵与
$主位%相摄"$避本位%与$宾位%相摄# 刘氏基
于特定的$本位%立场"虽然一方面指责文章有逐

代递降的趋势"但另一方面也从反面确认了欧阳
修古文在$以宾形主%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
作用# 无独有偶"$清初三大家%之一的魏禧也曾
从$以宾形主%的角度称誉欧阳修的古文"他说-
$欧文入手多配说"故逶迤不穷# 相配之妙"至于
旁正错出"几不可分"非寻常宾主之法可言也#%
'魏禧 32&3(若我们将刘熙载&魏禧与上文阎若
璩的论述结合起来"便很容易发现"唐宋八大家是
$以宾形主%运用的代表"而欧阳修则是唐宋八大
家中运用$以宾形主%的代表#

欧阳修作为宋代文章宗主"赋予了$以宾形
主%新的维度"其成就也得到了后世的认可# 下
面我们就具体结合欧阳修古文"对其$以宾形主%
的类型进行一番关照"大致而言"分为$先宾后
主%$宾主相间%$宾主呈层级%三种#

所谓$先宾后主%结构"即文章前部为 $宾
位%"后部为$主位%"由$宾位%来烘托$主位%"彰
显题旨# 如)岘山亭记*"此篇以$名誉%为字眼"
以羊祜&杜预为宾"衬托主位史中辉"呈现出先宾
后主的结构"并且透过$借宾形主%的运用"成功
寄寓了对史君好名的微讽意# )岘山亭记*是应
襄阳知府史中辉之请而作的# 欧阳修向来反对趋
时邀誉"但面对好友"又不能直接发出讥评"如何
才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6 于是"欧阳修先
从侧面的$宾%入手"描写了几百年前羊祜和杜预
两位政治家"盛赞他们的功业$足以垂于不朽%#
而对于他们汲汲于身后名"则用疑问的句式表达
自己的困惑-$余颇疑其反自汲汲于后世之名者"
何哉6%发出了$将自待者厚而所思者远欤%的讥
评# 而现实中同辈友人史中辉的$好名%"和历史
上的两位政治家并无二致"讥评否定他们"其实就
是婉约地讥讽了主人公史中辉的$求记以扬名%#
这种以古说今"先宾后主"以彼喻此"以宾衬主"行
文中蕴含着深长的意味"所以宋文蔚说-$此题亭
为史君所修"作记者自应以史君为主"而以叔子为
宾"若元凯则又宾中之宾也2334宾主分明"照
应有情#%'宋文蔚 $2(何焯也说-$言外有规史君
好名意# 盖叔子是宾"光禄堂却是主也# 史君非
其人而尤汲汲于名"公盖心非之"妙在微讽中有引
而进之之意#%'何焯 2b#(另如)游鲦亭记*"通篇
分作五段# 首句至$勇者之观也%为第一段"叙述
长江的浩瀚壮观"为后文作铺垫0$吾兄%至$壮
矣%为第二段"简述其兄晦叔的行为"而归于安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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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道"心胸高壮"既与第一段$壮%字呼应"更导源
下半篇文字"乃文之枢纽也0$夫壮者%至$浩然
哉%为第三段"此段诠释其舍弃长江浩瀚大观而
执着于池亭小景"仍归到心胸之壮0$夫视%至$壮
哉%为第四段"由真勇引出真乐"回应首段"章法
完密# 此文之$主位%为$浩然其心%"$宾位%为
壮观的长江与数丈的池水# 但在局部范围之内"
$主位%与$宾位%也不相同# 在长江与池水这个
特定范围内"浩瀚的长江即 $宾%"数丈池水为
$主%"在池水与亭榭范围内"池水又变成了$宾%"
亭变成了$主%#

$先宾后主%典范莫过于)释秘演诗集序*"全
篇都是在借宾形主# 秘演为当时的大德高僧"与
欧公熟悉"秘演请托欧阳修为其诗文作序# 欧阳
修一生力辟佛老"坚持礼义"此时代浮屠作诗文
序"若前无交好"定不作序0若有交好"而又驳斥佛
学"则言行不一# 面对窘况"欧阳修追忆当年通过
石曼卿与秘演相识"而秘演与曼卿又皆为隐于世
间的奇人"于是将石曼卿作一陪客"看似是写石曼
卿"实则是褒释秘演# 文章层层推进"情感极为浓
烈# 过珙赞曰-$序秘演诗集"则秘演是主"曼卿
是宾"欧公自己尤宾中之宾也# 通篇妙以宾主陪
衬夹叙#%'过珙 3bA(浦起龙也说-$曼卿为公友"
秘演为曼卿友"故全以宾主搭间架0曼卿死"秘演
老而别"故又以盛衰变易作激楚声# 然此等文实
开时套#%'浦起龙 b*(浦起龙$此等文实开时套%
的论断"恰好印证了欧阳修此类以$宾主搭间架%
文章的原创性与生命力"也从侧面反映出欧文所
达到的艺术高度#

)通进司上皇帝书*是欧阳修任馆阁校勘时"
通过通进司向皇帝进上的洋洋万余言的奏章# 文
章开始部分"欧公论析西夏军事侵扰策略"分为三
类# $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虏掠而去"可邀击
其归# 此下策也"故贼知而不为之#%此处$不为%
为客意# $攻城掠野"败则走而胜则来"盖其常
事# 此中策也"故贼兼而用之#%此处$兼用%是客
意# $若夫假僭名号以威其众"先击吾之易取者
一二"以悦其心"然后训养精锐为长久之谋
2334此兵法所谓不战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
贼今方用之#%'欧阳修 &&3'(此处$今方用之%是
主意# 欧公此处运用$主中之宾%章法使得$主
意%更为彰显"凸显敌人的狡猾与边界忧患形势
的严峻# 既然敌患攻击策略如此高明"边患形势

如此严峻"朝廷当然要修整武备"迅速反击# 然欧
阳修接下来顿开一笔-$夫训兵养士"同隙乘便"
用间出奇"此将帅之职也"所谓阃外之事"而君不
可御者可也#%实际上"所有的军事策略应对俱是
$阃外之事%"非朝廷之大计"朝廷的当务之急乃
是$外料贼谋之心"内察国家之势% ' &&3'1
&&32(# 此为文章之主意"而$夫训兵养士"同隙
乘便"用间出奇%的军事策略显然只是$主中之
客%'孙琮 "A(#

所谓$宾主相间%"即文章结构中$宾位%与
$主位%之间形成的错综间杂的形态# 运用$宾主
相间%结构形式"可使文章在$众宾拱主%情形下"
产生反复申论&须臾跌宕&主旨彰著的文学效果#
)上范司谏书*为欧阳修于宋仁宗明道二年写给
右司谏范仲淹的一封书信"旨在勖勉范仲淹承担
谏官的职责"直言进谏"不辜负君臣殷切期望# 文
章第二段采$宾主%章法结构而成# 就内容而言"
作者分别针对谏官的$权限%$地位% $职责%三方
面来论述谏官的重要性# 就形式而言"作者则是
以宰相为$主中宾%"以九卿&百司&郡县吏为$宾
中主%"衬托$主位%谏官之职责与地位"并形成宾
主相间的结构# 在谏官权限方面"以九卿&百司&
郡县吏为$宾中主%"说明他们的权限分别受到
$有守% $有司%的局限"借此烘托出$主%位即谏
官所享有的特殊待遇与实权# 在谏官的地位方
面"将宰相与谏官对举"以宰相为$主中宾%"烘托
出$主%位即谏官和宰相具有同等的崇高地位#
在谏官的职责方面"以宰相&九卿&百司&郡县吏为
$宾%"以谏官为$主%"借由两者在失职时处置方
法和结果之相异处"烘托出谏官职责的任重而道
远# 此文前面借九卿&宰相作陪"中间借洛之士大
夫作反跌"后面借阳城立论"将$有待%二字来回
翻腾"所以自具千回百折之势# 其中"引洛中士大
夫之言语及阳城有待极谏辩驳"都是$以宾形主%
之法#

另外")释惟俨文集序*以石曼卿为陪衬"鲜
明刻画惟俨这位通晓儒学&耿介嫉恶的儒僧形象#
此文在章法结构上虽有似)释秘演诗集序*"同样
以好友曼卿陪衬"但亦独具特色# 此篇是典型的
宾主相间结构"起首一段$惟俨姓魏氏"杭州人"
少游京师三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善为辞
章"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简叙惟俨通儒术"善辞
章"并侧入曼卿# 而第二&三两段为文章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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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俨姓魏氏!杭州人" 少游京师三
十余年!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
与吾亡友曼卿交最善" 曼卿(宾*遇人
无所择!必皆尽其忻欢" 惟俨(主*非贤
士不交!有不可其意!无贵贱!一切闭拒!
绝去不少顾" 曼卿 (宾*之兼爱!惟俨
(主*之介!所趋虽异!而交合无所间"
曼卿(宾*尝曰/-君子泛爱而亲仁".惟
俨(主*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
能得天下士$若贤不肖混!则贤者安肯顾
我哉0.以此一时贤士多从其游"

居相国浮图! 不出其户十五年
%&&'(主*人亦复之!以谓遗世自守!
古人之所易!若奋身逢世!欲必就功业!
此虽圣贤难之!周#孔所以穷达异也" 今
子老于浮图!不见用于世!而幸不践穷亨
之涂!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责今人之必然
邪0 (宾*虽然!惟俨傲乎退偃于一室"
天下之务!当世之利病!与其言终日不
厌!惜其将老也已1 (欧阳修 &#''*

第二段以曼卿相经纬"起落衔接"极其变化"
又皆出于自然# 一主一宾"构冠映带"互照互晓#
而第三段自$然尝窃怪平生所交皆当世贤杰%至
$醉则以此诮其坐人%为惟俨责人之语"为主意#
而$人亦复之%至$而责今人之必然邪%则为世人
回应之语"为宾意#

所谓$宾主呈层级%结构"即文章出现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宾主%结构"而且$宾主%结构间又形
成具有主从层级关系的文章# $宾主呈层级%结
构可使文章紧凑织结&层次井然# 而且"多角度的
烘托关系"亦可以使文势呈现跌宕多姿&波澜翻腾
的美感# )论台谏官唐介等宜早牵复札子*即$宾
主呈层级%典范# 宋仁宗嘉祐年间"谏官唐介&范
师道等五人因向朝廷弹劾枢密使陈旭"遭降罪贬
谪# 为此"身在枢府的欧阳修上书求情召还# 这
篇奏疏主要是围绕$大臣难言%这一主意而行文"
但若直接展开"不仅文章叙述板滞&单调"而且易
激怒人主# 欧公写作此文时"秉持其一贯的$宾
主%章法"欲说大臣进谏之难"先说谏人主之易"
使圣上能听其言而易入# 其中"$大臣进谏%与
$人主听言%就构成一对$宾主%# 而在$大臣进
谏%与$人主听言%中间"又各分宾主# $大臣进

谏%方面"分为$谏人主者难"而言大臣者易%与
$谏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难%宾主结构0$人主听
言%方面"分为$听言难%与$听言易%宾主结构#
一宾一主"一正一反"既可将激越与耿直隐匿于舒
徐的气度之中"婉切纡回"循循导入"避免激怒人
主"又能通过一宾一主的论述将主意说透"所以能
感动人主"$如此立论"两层宾主显然% '于光华
3A(#

三"比较视野中的#以宾形主$+++以韩愈"
欧阳修"苏轼为中心

!!在上文论述中"我们已经清楚了欧阳修古文
$以宾形主%的具体呈现"然而"阎若璩$惟以宾中
主钩动主中宾而成文章"八大家无不然也%的论
断"还是会让人产生疑问- 唐宋八大家古文$以宾
形主%的呈现都是一样的吗6 欧阳修古文$以宾
形主%的特质何在呢6 这些疑惑须进一步讨论#

实际上"$宾主%法的运用并不是唐宋时期才
产生的# 先秦两汉时期"文章中就陆续出现了
$宾主互用%的情况"如)左传*中)声子请复椒
举*)郑子皮授子产政* )齐无知弒其君诸儿*"
)庄子*中)北冥有鱼*以及)史记*中)荀孟列传*
)季布传*等"都关涉到了相关的章法布局# 只
是"这个时期文章中的$宾主%关系主要是$详主
略宾%# 以孟子文为例"基本上都是举主旨于前"
而后围绕大旨进行推衍论证"很少从侧面旁处进
行论述# 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一节"文章一
开始就开宗明义"提出主旨# 其后"分别具体阐释
重$利%的弊端和重$义%的好处"极具说服力# 再
如$许行%一章')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和许行
的学生陈相之间的一场论辩# 一开始孟子用连续
发问使对手暴露弱点"欲擒故纵# 接着"孟子据平
常生活中的事实"驳斥了许行$君臣并耕%的说
法"提出了社会分工的主旨# 其后"他通过尧&舜&
益&禹的历史记载"后稷&契&尧因治理社会而无暇
耕种以及圣贤的实际三个论据说明社会分工的必

要性# 文章层层从正面着笔"观点明确"紧握$社
会分工%的文旨"无一旁支"章法严整# 孟子这种
犀利无比&雄辩伟越文风的形成"究其原因"是孟
子重逻辑"喜欢紧扣主旨叙写"不太喜欢$以宾形
主%"这样的文章"义脉会更加紧凑"义旨也更为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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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古文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宾主%章
法自先秦始"实经历一个由$详主%向$详宾%的渐
变过程# $略主而详宾%的$变体%逐渐蔚为大观"
并在唐宋时期逐渐形成范式"而唐宋古文运动正
是触动此转变的契机#

$韩文出于孟子% '刘熙载 "2("韩文中不少
篇章就如同孟文"紧扣$主位%"就自己的论点与
主张进行叙述"最具典型性的)原道* )原性* )原
人*)上宰相书*等文"就是正面阐发主旨的文章"
雄博浩荡"论辩清晰# 然而"韩愈毕竟是唐宋古文
运动的集大成者"$文至于韩退之2334而古今
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 $b#b(# 如果说革
新是韩愈古文的一个重要面向"那么$以宾形主%
章法则是革新的重要体现# 韩文中)送李愿归盘
谷序*)送王含秀才序*)送杨少尹序*等深微婉曲
之文"就是$以宾形主%运用的典型# 这类文章多
是从$宾%入手"不重逻辑而追波澜"文章层次曲
折"委婉含蓄"往往只有一两段切定文旨而论"其
他部分多从侧面而论"腾空虚托# 以)送杨少尹
序*一文为例"序中主人公杨巨源年满七十"归隐
故乡"韩愈作序褒扬杨巨源能全隐退之义# 文章
先从与杨少尹并无直接关联的疏广&疏受叔侄的
典故说起"为后文的对照设伏# 接着"从与二疏对
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 一段叙二疏归乡时
事"一段叙少尹归乡时事"平平提出"两两相对#
最后一段才切定文章的归乡的主旨"点明杨君告
老归乡的意义# 显然"这类文章的叙写与孟子文
有很大的不同"并没有完全切定文旨而论"而是善
于避开文旨的正面叙写"从宾处借衬"映带关合"
富于变化#

欧阳修$以宾形主%之文与韩愈文又有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一&数量上的增
加# 富于转折波澜&$以宾形主%的文章在韩愈文
中所占的比例毕竟不高"而欧阳修文中$以宾形
主%的运用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文集中所占
的比例都比韩愈要高# 二&法度上的改变# 虽然
同是$以宾形主%"但韩文更为雄健"往往起笔不
平"如)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起始$伯乐一过冀
北之野"而马群遂空%'韩愈 3&'(一段"就以突兀
的比喻突起0)平淮西碑*起始$天以唐克肖其德%
''3&(一段以天祖起"手笔很大# 由于起笔不凡"
再加上行文中喜欢以议论叙述"兼带己意"故文风
有力# 欧阳修却舍弃了这种开头形式"他的文章

用$宾位%平缓的叙事代替主观的论述"所以欧文
幽静曲折"纡徐舒缓# 三&表达宗旨的变化# 韩愈
古文更注重的是社会功能和伦理道德规范的精神

特质与现实意义# 与韩愈相较"欧阳修善以$宾
主%言情"文中时时透发着生命的感慨与感动"吕
思勉先生说-$今观欧公全集"其议论之文"如)朋
党论*)为君难论*)本论*"考证之文"如)辨易系
辞*"皆委婉曲折"意无不达"而尤长于言情# 序
跋如)苏文氏集序* )释秘演诗集序*"碑志如)泷
冈阡表*)石曼卿墓表* )徂徕先生墓志铭*"杂记
如)丰乐亭记* )岘山亭记*等"皆感慨系之"所谓
六一风神也#%'吕思勉 &%(情感性是$六一风神%
的核心质素"感情来回跌宕"反复慨叹"风神之态
摇曳多姿"而这种表达与篇章结构起伏相关"换言
之"欧阳修古文含蓄吞吐&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与
$以宾形主%章法息息相关# $宾位%的妙用"将欧
文带入了$不说%之态"于是欧文有了说而不说"
说而又说"极具吞吐&往复&参差&离合之致#

欧阳修与苏轼都是善用$宾主%的高手"$皆
能具宾主为文而尽其妙%"区别在于"$子瞻善以
宾主提衡而助谈锋0子叔善以宾主引援而致情
款%'冯梦祯 (*(# 冯梦祯的这个论断是准确的#
在上文我们举出的实例中"欧阳修都是通过援引
一个甚至多个$宾%来衬托$主%"并在文章的最后
生发感慨"将情感推向极致"似乎有千万波澜"烟
波浩渺"淋漓郁博"使人恍惚# 可以说"感慨深情
的表达是欧文$宾主%区别于韩文&苏文的特质#
苏轼古文也是善于运用$以宾形主%章法的"因为
它可以使文章结构多生转折"论述更为周密# 更
重要的是"这对苏轼所要求的穷究万物之理的表
达"大有助益# 检阅苏轼文集"发现$以宾形主%
的古文中透发着浓重说理之风"不断参合议论与
断语"雄健恣肆"理透见新# 试以)放鹤亭记*为
例"这是典型的$以宾形主%的文章# 全文通过活
泼的对答歌咏方式"描绘了隐逸者恬然自适的生
活图景以及不为时事所囿的自由心境# 而中间
$插入饮酒一段"见人君不可留意于物"而隐士之
居"不妨轻世肆志# 此南面之君"未易隐居之乐
也# 中间+而况于鹤乎,一句"玲珑跳脱"宾主分
明"极行文之能事% '沈德潜 &b$(# 苏轼记述放
鹤亭却不实写隐士好鹤"而且将话锋一转"于题外
寻出$酒%字"与$鹤%相而论"而两两如此比勘"自
分宾主"叙次议论并井然超逸# 苏轼通过超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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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将南面为君不如隐居之乐的道理透出"清音
幽韵"文亦清通"但由于文章$疏旷爽然"特少沉
深之思%'茅坤 2$&("所以余味无欧文纡徐跌宕"
感喟无欧文浓烈#

唐宋古文运动是一次文体革新运动"结构章
法自然是改革的题中之义# 古文至韩愈"文章的
形式得到了关注"主旨的表达不再如孟子般那么
明确"对逻辑的追求开始让位于结构波澜等形式
美# 然韩愈之文尚有深厚雄博之风"意思硬直"而
$以宾形主%至欧阳修之文"$宾位%所占地位更
高"文章从$宾位%入手"反处攻击"格外归空"最
后与$主位%并合"以发感慨# 与韩愈&苏轼文的
深透学识的论世说理相较"欧阳修文风平实"情感
跌宕"更容易引起共鸣#

余<论

古文家作文是追求意旨的"欧阳修古文正是
以$宾主引援而致情款%# 与明确主旨的相较"情
感意涵难以言说"不易表达# 可以说"文旨的幽微
隐约"更加触发了欧阳修避$主%就$宾%"$以宾形
主%# 欧阳修不再极力追摹形式层面的高古及粗
硬格调"而是着意于$宾主%的转换与推进"追求
文章的形式舒缓和姿态优美"促就了古文审美新
风格# 然而"我们该如何评价欧阳修$以宾形主%
呢6 若依刘熙载的观点"欧阳修古文$避本位%更
甚"$盖亦颇矣%# 实际上"$宾主%的演变本身是
一个多维复合的问题"无论正面透发"$详主略
宾%"还是从$宾位%着手"$以宾形主%"都存在着
价值判断上的非单纯性# 当文章注重$质实%和
$自我作古%"强调对人生社会有关注意识和美刺
批判精神时"$不避本位%的切题而述自然是相契
合的# 而当文章注重动人的韵致&跌宕遒逸的美
感时"$以宾形主%就有其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
说"欧阳修古文$以宾形主%对以往文章章法布局
而言"既是一种$变体%"亦是一种新范式# 而且"
这种新范式"随着欧阳修宋代文章宗主地位以及
唐宋八大家典范的逐步确立"不断被后世学人讨
论"本文中所引用的相关$宾主%评论即是如此#
这些评论大多出自名家的古文选本"是供广大学
子揣摩和借鉴用的"在古代文士中拥有很高的认
可度# 它们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欧阳修$以宾
形主%在后世文章学中有广泛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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