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and Art 

Volume 42 Number 1 Article 21 

March 2022 

Huang Tingjian’s Prose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Rise of Prose Huang Tingjian’s Prose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Rise of Prose 

Theor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or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Jinjin Le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Le, Jinjin. 2022. "Huang Tingjian’s Prose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Rise of Prose Theor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42, (1): pp.200-21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1/21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1/21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2%2Fiss1%2F21&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network.bepress.com/hgg/discipline/108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2%2Fiss1%2F21&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42/iss1/21?utm_source=tsla.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42%2Fiss1%2F21&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论黄庭坚的文法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

乐进进

摘!要# 黄庭坚文名不显!他的文法随之湮没无闻$ 实际上!他的作文理论对南宋文章学的成立影响深远$ 伴随着古文
运动的发展!黄庭坚从作品典范中抽绎出文章法度!用来指授后学!开时代风气之先$ 他的文法涵盖双重面向!针对入门
的初阶技法与引领自成一家的终端旨趣$ 基于对科举作为仕进之阶的体认!黄庭坚教导士子通过修习古文法获取时文
写作技能!是为南宋借由剖析古文来充当时文教科书的先声$ 同时!黄庭坚以法则为门径却极力摆脱前人窠臼的尝试!
衍化为吕本中的活法理论$ 以之为媒介!黄庭坚从有定法到无定法的作文旨趣辗转生成南宋文章程式化的救弊之资$
关键词# 黄庭坚(!文法(!诗法(!文章学(!活法
作者简介# 乐进进!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
栖霞区仙林大道 &"$ 号 %$ 幢!%&''%$$ 电子邮箱) <7*:>($$],&"$-./0$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宋代文学史料
学研究#,项目编号) &`423''(-与南京大学优秀博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计划O项目"苏门六君子散文研究#,项目编
号) %'%&'&O'&%-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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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在诗歌史上与苏轼并称"苏黄#%凭借江西诗
派的宗主身份在后世引领宋诗风气& 然而他的文名却远
逊于诗名%后人屡用诗文对举见出他文章创作的薄弱&
同时代的'后山诗话(载有世人言论云"黄鲁直短于散语#
*陈师道 $&%+%张嵲为黄庭坚的文集作序也说"大抵鲁直

文不如诗#*张嵲%'黄庭坚豫章集序(.'全宋文(第 &#`
册 &#(+%这种论点在南宋具有普泛性& 元人刘埙进而将
黄庭坚诗文割裂为两个阵营)"山谷诗律精深%是其所长%
故凡近于诗者无不工%如古赋与夫赞铭有韵者%率入妙
品.他如记序散文%则殊不及也&#*刘埙 &"%+黄庭坚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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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清醒的认知)"余自谓作诗颇有自悟处%若诸文亦无
长处可过人&#*黄庭坚 &"#"+"文不如诗#可谓黄庭坚个
人创作的定评& 但是创作实践不能与创作理论等量齐
观%在被诗名掩盖的同时%黄庭坚的文法也被相对逊色的
散文创作连带着遭受今人的忽视& 实际上%他的文法屡
被后世称道%理学大师朱熹便指出黄庭坚文章理论与实
践的差距%言其"好说文章%临作文时%又气馁了#*黎靖德
$$$(+%刘辰翁承袭朱子的观点%点明"黄鲁直说文最上%

行文最涩#*刘辰翁%'答刘英伯书(.'全宋文(第 $_` 册
%&+%明人何良俊甚至将黄庭坚作文法奉为圭臬)"其所论
读书作文%又诸公所未到& 余时出其妙语%以示知者&#*何
良俊 &_'+虽然备受后人揄扬%就黄庭坚的创作理论而言%

今人仍多着眼在诗法%文法则鲜有系统论述&#
至于黄庭坚

文法的时代渊源%其间的具体内涵以及文论的最终指向%

仍有待挖掘& 本文试图就此入手%揭示被忽略的黄庭坚文
法%将它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相联结%探讨它在文章
学史中的地位& 疏谬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古文亦有法

古文一词作为文章体式%兴起于唐代& 为挽救六朝
文体的弊病%韩愈"首唱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
坦#*姚铉%'唐文粹序(.'全宋文(第 &$ 册 %#%+%致力于
破除左规右矩的骈文习气& 因此%其关注点在于摆脱束
缚%如'旧唐书(所云)"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
成一家新语&#*刘昫等 (%'(+虽然意在恢复先秦两汉的
文章传统%但实质上在具体创作中%韩愈仍追求"取于心
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韩愈 `''+的写作原则%即
"师其意%不师其辞# *#"_+%旨在摒除古人文章的窠臼&

柳宗元同样强调独出机杼的写作模式)"吾虽少为文%不
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
*柳宗元 %%%&+均是在古文运动中自我作古%如钱穆所
评)"韩柳之倡复古文%其实则与真古文复异& 3664实
可谓在中国文学园地中%增殖新苗%其后乃蔚成林薮%此
即后来之所谓唐宋古文是也&# *钱穆 _`,_#+韩柳的文
章观念为宋人所因袭%曾巩在书信中传达了当时文坛领
袖欧阳修的古文理念)"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
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 欧云) 孟韩文虽高%不必
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曾巩 %__+作文不刻意模拟%更不
求与此前的古文大家相似%强调以自身面貌示人%这并非
欧阳修一人所持的作文理念& 继之执天下文坛牛耳的苏
轼更圆融形象地自道创作理论为)"大略如行云流水%初
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苏轼
&(&#+破除固定的行文范式为唐宋诸大家的共性&

生于唐宋八大家之后的黄庭坚%从创作伊始便面临
着古文运动以来积累的庞大成果%先前未开辟过的古文
体裁业已产生数量繁多的典范之作& 相应的文章规范也

在经典作品的堆积中逐渐明显化& 相较于一空依傍-自
由挥洒的古文家%黄庭坚难以不顾及前人作品中内含的
古文规则%如其自述)"庭坚最不能作议论之文%然每读欧
阳公-曾子固议论之文%决知此人冠映一代& 公试观此两
人文章合处%以求体制%当自得之&#*韩淲 $"+珠玉在前
的影响焦虑致使黄庭坚在创作之时难免将典范作品悬为

标尺%遵照它的文章体制自我限定)"至于文章之工%难
矣%而有左氏-庄周-3664韩愈-柳宗元%及今世欧阳修-
曾巩-苏轼-秦观之作%篇籍具在%法度粲然%可讲而学
也&#*黄庭坚 &(#`+鉴于前作的典范意义%黄庭坚对于古
文评判的标准逐渐从文章本身转向合乎前人体制与否&

这是在古文运动破除骈文框架之后%就古文领域而言重
新树立的规则体系& 仅看黄庭坚对于"绳墨#"步骤#等词
的频繁使用%便能见出他始终执着于古文创作的法则&
如指导外甥洪刍云)"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 可
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所谓"古人绳墨#就
是前人古文中所隐含的法度& 相应的行文范式成为黄庭
坚引导后学创作的指南%他将之定义为"作者之规矩#
*&#$]+& 当摹拟因袭被古文大家所摒弃时%黄庭坚反而
视之为创作基础%所谓"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
有不法而成者也#*&"#(+& 显而易见%通过摹拟古人作品
获取古文的行文法度以致规范自身写作脉理%较之无所
限定的创作方式而言更具有可操作性&

虽然强调从古代文化遗产中汲取文章创作的营养带

有普遍性色彩%但黄庭坚的法则意识却非前人所具备&
柳宗元自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
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
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
'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
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
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 %&`#+%将
经史子集全然囊括在内%与其说示人以法%不如说是令人
通过博览群书而自悟作文之道%当中并没有具体的行文
法则供人实践& 宋代犹且如此%苏轼记载)"顷岁孙莘老
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 云)/无它术%唯勤读
书而多为之%自工&0# *苏轼 %'__+将读书多寡与作文优
劣等量齐观%'后山诗话(亦言"永叔谓为文有三多) 看
多%做多%商量多也# *陈师道 $'_+& 这种依靠积累读书
经验自我参悟的作文原理对于习学者而言有如盲人摸

象%黄庭坚转向从古人典范作品中寻求固定的行文法则
来获取文章写作的轨范& 因此%同为取径读书%黄庭坚注
重从文本着眼%抽绎出内化于其中的关键而非泛览博观&

试举'原道(一文的解读为例)

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 +,,-.原道/以仁义立意!
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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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异端之汩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
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天下也如
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
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
于是乎成篇" &范温 $%$*$%_'

此语虽经由范温转述%但也可见出黄庭坚平日如何指导
后学创作& "大致而言%北宋时期'原道(的经典化%主要
聚焦点于它所原之/道0的内涵及传承谱系# *刘成国
"&+%即'原道(在北宋的广泛流传源于其思想性%其文学
层面的分析则付之阙如& 然而%黄庭坚却异军突起%在古
文法则不受限制的现状下将前人的典范作品条分缕析%
抛开众人趋之若鹜的内容%抓住其中的文章关键& 在南
宋剖析行文法度的热潮兴起并将'原道(推为文章典范之
前%黄庭坚可谓独具只眼& 综括来说%古文有法的观念只
有在古文创作实践蔚为大观的前提下才能产生%实际上是
作文焦虑的结果& 在自出机杼的古文创作摆脱骈文束缚
后%黄庭坚又将古文重新纳入新的规则体系中%以前人典
范作为框架指导后学创作%最终导向古文文本的法度化
解析&

二$ 文法的双重指向# 初学者与自成一家

黄庭坚论诗好讲法度%从谋篇布局乃至锻句炼字巨
细无遗%前人阐述已详*王运熙!顾易生 %'%,%'_+& 而
其权衡标准来源于古人作品%如评述王蕃诗"虽气格已超
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 意者读
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
络#*黄庭坚 "_"+%实质上是将不合规矩归咎于学习古人
的法度不得要领& 相较于此%莫砺锋师指出黄庭坚诗论
存在超越法度的进一步追求%即"摆脱前人经验和具体的
艺术技巧的束缚%从而达到/自成一家0和/不烦绳削而自
合0的最高艺术境界#*莫砺锋 %'_+& 从有法到无法的习
得过程%也表露在黄庭坚的书论中%如其所言"入则重规
叠矩%出则奔轶绝尘#*黄庭坚 &"$'+& 一以贯之的是%黄
庭坚的文法也具备两种不同的指向%包括初阶入门者的
文法指南以及趋向于自成一家的创作旨趣& 因此%探究
黄庭坚的文论必须把握其中不同的群体面向%方能阐明
其文章写作策略中的相互抵牾之处&

对于初学诗者%黄庭坚尤为关注立意布局的指导%如
其教授后学诗法云"始学诗%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
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为成章耳#*黄庭坚 &"#(+%便
将诗歌结构的曲折视为初学者的必备技能& 有鉴于文章
的篇幅规模远超过诗歌%黄庭坚的入门文法较之诗法更
聚焦在行文结构的章法变化上& 因此%黄庭坚教人作文
要着重关注古人作品中的立意布局%前文所举证的'原
道(篇"命意曲折#的剖析就属于这种情况%而他所谓典范

作品中的绳墨也不外乎此)"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
耳& 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 凡作一文%皆须有
宗有趣%终始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
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要点在于文章
主旨基调明晰的同时%呈现出跌宕起伏的行文效果& 其
中以"关键#代指作文的章法布局%黄庭坚正是其滥觞&
与此同时%黄庭坚屡次强调通过对古人立意变化的规摹%

借以获得写作的进阶基础)"欲下笔%略体古人致意曲折
处%久之乃能自铸伟词&#*%%#`+换言之%章法结构是黄庭
坚文法中最为核心的部分& 不仅如此%黄庭坚对后学文
章的赏识也多着眼于行文布局的曲折变化%如揄扬陈师
道作文"深知古人之关键& 其论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
蛇%时辈未见其比#%既是讲求作文的前后呼应%其中隐含
的内蕴却在于前文铺垫中所提到的陈文"如禹之治水%知
天下之络脉%有开有塞#*("`+%寻求呼应的前提正是行文
中存在开阖变化& 以立意布局为基础的黄庭坚文法毫无
疑问也会流露在其自身的古文创作中%惠洪推崇黄庭坚所
作的'云峰悦老语录序("笔回三峡%不露一言#*释惠洪%
'注石门文字禅( &__&+%即为黄文结构曲折变化的佳证&

相较于从古人的经典作品中概括出通用的行文法

则%如强调立意结构的往复多变%文学遗产如何直接地为
我所用或者说"以故为新#%在黄庭坚的诗文法中均具备
意义非凡的地位& '冷斋夜话(载有黄庭坚"夺胎换骨#的
作诗法%所谓"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
得工也#%也可视作黄庭坚文法试图吸纳前人之法的出发
点& 但无论是"不易其意而造其语#的"换骨法#抑或"窥
入其意而形容之#的"夺胎法#%皆指向对作品意蕴的效仿
从而另作新辞*释惠洪%'冷斋夜话( $(+& 相对形式而
言%夺胎换骨更关注对古人诗意的因袭& 实际上%前人的
典范作品必然涵盖意旨与行文结构两方面%黄庭坚的作
文法便着重腾挪古人文章的行文布局%如其自述)"试更
追韵作二颂%此亦曩时得之圣俞-东坡之斧斤耳& 欲知文
章夺其关键而自为主出%其无穷如此也&#*黄庭坚 &#&`+
斧斤-关键都是文章的结构布置%通过挪用前人错综变化
的文势结构%再随势填入自身的意旨& 唯有把"夺胎换
骨#和"夺其关键#并列合观方能整体掌握黄庭坚对于前
人作品"以故为新#的尝试& 比较而言%夺其关键法在文
章写作中更具备实践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应用文体往往
是命题而作& 黄庭坚古文中不乏对夺其关键法的巧妙运
用%如'跛奚移文(以王褒的'僮约(为模板%挪用与劣奴订
立契约为主体的章法布局& 但就作文旨趣来说%"王褒
'僮约(则疲之%此也器之%同旨而殊趣#*浦起龙 %&+& 换
句话说%二文具备章法的同构性%行文的最终归宿却是互
相悖离的& 即便如此%正如洪迈所言)"黄鲁直'跛奚移
文(拟王子渊'僮约(%皆极文章之妙&# *洪迈 ('`+可见
只要挪用得当%夺其关键法照旧能产生不逊色于原作的
佳构& 皎然对诗歌"偷势#的创作借鉴独加容忍%施之于

!%'&!



文艺理论研究!%'%% 年第 & 期

黄庭坚文法的"夺其关键#亦无不可&$

与宏观的章法结构相对照%具体的造字用语如何规
摹古人也属于黄庭坚文法中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评判的
标准在于工稳妥帖& 贯通自身诗文法则一律的写作设
定%黄庭坚将造语精工的法则典范同时指向杜诗与韩文%
进而提炼出点铁成金的下字造句法)

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
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 古之能为
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
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黄庭坚 (`_'

黄庭坚劝诫自己的外甥作文慎用自造语%避免因悖离常
规而产生弄巧成拙的风险& 为求得行文的工稳%他主张
搜括古人的陈言%巧妙地融入自身创作中& 以往的批评
史多重于黄庭坚诗法中的点铁成金%实际上黄庭坚诗文
并举%不乏指授问学者如何为文章写作积累词汇)"'前
汉(精密%其佳句善字%皆当经心%略知某处可用%则下笔
时%源源而来矣&#*黄庭坚 (]_+点铁成金的关捩在于阅
读时便思索如何安排古人句子为己所用%这也是黄庭坚
创作的夫子自道& 孙奕就曾举出例证)"黄鲁直'学优斋
铭(曰/学哉身哉%身哉学哉0%句法使班孟坚'典引(曰
/唐哉皇哉%皇哉唐哉0%其祖出'益稷(曰/臣哉邻哉%邻
哉臣哉0&#*孙奕 &']+"以故为新#的写作实践是黄庭坚
文法中的便捷之处%近于所谓古人绳墨的创新式套用&
但这只是黄庭坚指导后学的入门初阶%否则黄庭坚的文
法仍不免"蹈袭剽窃#的诗法讥评&

黄庭坚从前人典范中抽绎出具体的文章轨范%用以
教授后学%开时代风气之先& 作文关键的综括整理能使
初学者有效避免盲人摸象的困局%实质上%绳墨本身却如
影随形地抑制着作文者的创造潜能%一不留神就陷入前
人写作的窠臼& 有鉴于此%黄庭坚的文论中对法古为用
而不能自出新意的文章也嗤之以鼻)"至于追逐前人%不
能出其范围%虽班孟坚之'宾戏(%崔伯庭之'达旨(%蔡伯
喈之'释诲(%仅可观焉%况下者乎5# *黄庭坚 &_](+夺其
关键的作文法是将前人典范的行文妙处整合起来%便于
写作时的直接挪用& 然而法用则弊%同一范式的重复使
用无疑会令人生厌& 摹拟成品一旦被拘囿在前人作品的
范围内%即便是名家所作的文章也不能达到"工#的效果&

宋季陈模编'怀古录(%评点"刘斯立'学易堂记(固是好&
樽斋云)/文法好处只用得一回新%盖常用则腐&0#*王水照
_%(+相对于后世显而易见的文法缺憾%黄庭坚在归纳前人
作文法则的初始阶段%已然意识到对于末流弊病的针砭&

为了超越法则式的文学创作%黄庭坚将自己所确立
的杜诗-韩文的法度规范消解于无形%为作文者指出向上
一路%倡导诗文写作应如"杜子美到夔州后诗%韩退之自

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黄庭坚 (`'+&
与此同时%黄庭坚大力鼓吹文学的自我创造性%企图摆脱
过度依赖作文法所带来的机械性写作%完成从有法到无
法的过渡)

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
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
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庭坚 (`_'

虽然抽绎而出的文章法则条目俱在%但作者不需要始终
自我拘限& 黄庭坚教导他人如此%实则也不乏自述摆脱
前人矩矱从而自辟蹊径的作文归趣& 如其'赠高子勉诗(
云"听他下虎口着%我不为牛后人#*黄庭坚 %'&+%即是不
甘自居人后的典型概括& 吕本中对黄庭坚作文中极力簸
荡-企图摆脱前人束缚的努力有深刻的体悟)"鲁直云/随
人作计终后人0%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0%此自鲁直见处
也& 3664独鲁直下语%未尝似前人%而卒与之合%此为
善学&#*吕本中 &'(&+黄庭坚自我突破的方式便是以奇
巧为宗趣%朱熹指责他的文病鞭辟入里)"江西欧阳永叔
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 至黄鲁直一向求巧%反累正
气&#*黎靖德 $$&_+虽然他的文章新变尝试并未获得众
人首肯%但是可以确知黄庭坚的自我作古实质上是遵循
着从有法到无法的创作流衍过程& 总而言之%衡量黄庭
坚的文法必须把握不同的群体面向%而其规范式的绳墨
法度并不能概括其全部&

三$ 文章学兴起的渊源# 以古文为时文

古文运动从其发端便和科举时文背道而驰%以致有
势如水火的趋向& 先是韩愈就所试时文发难%抨击它"乃
类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韩愈 "#`+%
至北宋古文家%对时文的贬斥更甚%王安石详定试卷时讽
刺诗赋取士道)"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 当
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王安石 `&&+对进士
科制度本身尚且万分抵触%遑论亲自指导学子创作时文
了& 相较而言%黄庭坚对于科举写作并无强烈的拒斥心
理& 因为身世坎坷%黄庭坚深切体悟到科举时文是仕进养
亲的必要手段%所以并不排斥时文%甚至将写作法则传授
给后学& 如黄庭坚对洪氏四甥屡次言及"家贫%老人须养%
未免就科举%更须收拾笔墨%入规矩中%得失虽不在是%要是
应科举法也#*黄庭坚 &#`'+%也不吝惜称赞问学者"所作
赋殊进%更少加尺寸功%可以横行场屋中矣#*&#]`+&

针对科举而设的应试指南多为风靡一时的诗格-赋
格等著作%黄庭坚虽然指导时文创作却并不执着于应试
本身& 编题原属于应付科举的必要环节%所以备受士子
关注%吕祖谦讲授时文法时尤为郑重其事)"初编时须广%
宁泛滥%不可有遗失%再取其体面者分门编入& 再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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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并须覆诵%不可一字遗忘& 3664记题目须预先半
年%皆合成诵%临试半年覆试%庶几于场屋中不忘&#*王应
麟 $#_+黄庭坚反而仅求大略%忽视题库的先导性作用%
劝诫应试者"诗赋论题似不须从人求之%但取庆历万题%
检取似某题而体制宏大者%即可以试笔#*黄庭坚 &`#"+%
可见他想要传授的作文法则并不在于应试手段%因而有
提倡"策题不须作%但取'通典(#*&$`'+的建议& 对于应
试捷径的有意疏离%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黄庭坚更重视
个体写作技能的掌握%其着力点就在于以古文法为时文&

宋代科举策论所占的权重随时代推移逐渐攀升*诸
葛忆兵 $",((+%与之相应的是科举中诗赋地位的边缘
化& 神宗秉持着"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
取人尔#*刘琳等 _$]#,_$]]+的政策趋向%至熙宁四年
*&'`& 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脱脱等 %`#+%意味着朝廷将诗赋全然排挤至科举之外&
黄庭坚入仕未久便遭遇科举改革%所以他的时文答问大
多针对经义-策论而发& 与诗赋相比%经义-策论散体单
行%和古文较为接近& 黄庭坚教诫士子不要就时文而专
攻时文%恰恰相反%应该先从古文入手然后转换为时文创
作的资本%"举场中下笔迟涩%盖是平时读书不贯穿也&
3664作文字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
*黄庭坚 &"#(+& 相较科举程式%黄庭坚以古文法的初阶
轨范来指导时文创作& 专就时文修习的应举士子反受到
黄庭坚的鄙夷%甚至遭他诋侮为"镕化人语作大义进士#
*&$"(+& 具体而言%"如对策%更须熟观班固'汉书(论事
之文%论则须令有关键%则百发百中%如养叔之射矣#
*%'&$+%几乎与古文法的传授同一机杼%均是倚重前代的
古文典范%将其作为衡量标准& 经义写作的指导尤能揭
露出黄庭坚以古文为时文的理念)

但以韩文为法!学作文字!且不用作时文经
义之类" 如此等物!若修学成!看太学经义三五
日!便可成就有余也" &黄庭坚 &#]%'

虽然不乏贬低时文创作的意味在%但绝非兴古文而黜时
文的简单二元对立& 据文义可知%只要习得韩愈的古文
作法%经义写作也能顺手拈来& 换言之%黄庭坚是将研习
古文规则作为时文应举的必要基础%而宋初以来逐渐变
迁的科举制度恰好成为时文与古文相互勾连的契机&

宋代是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代%标志就在于专论文
章的理论著作相继涌现%进一步说%这些著作几乎都成书
于孝宗朝之后%因此可以把上限断到南宋*祝尚书%'论中
国文章学( #&,#]+& 伴随着熙宁科举改革的定型化%经
义-策论等时文写作愈加程式化%但这充其量只能推动时
文册子的普及& 文章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有赖于当时学者
将古文引入时文的教学中& 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作为
南宋文章学的扛鼎之作%其撰著本身便有充当科举教科

书的意图)"观其标-抹-评-释%亦偶以是教学者%乃举一
反三之意& 且后卷论策为多%又取便于科举&# *吕祖谦
&$$+其后的文章学著作往往将古文与时文指导并举%谢
枋得编纂的'文章轨范(便被称为"于时文则基址也%于古
文则门庭也#*王水照 &'"%+& 祝尚书阐明"评点本的出
现%则是为科举应试服务的一种科举文化现象#*祝尚书%
'南宋古文评点( `"+%可谓有识之见& 时文"以古文为
法#最早由北宋末年的唐庚明确提出%意在根治"场屋之
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有法度# *唐庚%'上蔡司空
书(.'全宋文(第 &$] 册 $&'+的经义时文弊病& 但其文
论并未进一步挖掘古文法的具体内涵%纯粹为官方层面
的上书建言%而非教导后学的具体实践& 黄庭坚时代稍
早于唐庚%"但以韩文为法#的理念实则已开唐庚"以古文
为法#的先声& "关键#一词作为黄庭坚勾连时文法与古
文法的共通范畴%实际上成为吕祖谦'古文关键(以古文
评点作时文教材的命名缘起& 尤为重要的是%古文的法
度意识由黄庭坚孤明先发%郭预衡即言"庭坚讲究/作
文0%且讲文章/关键0%这一点与欧-苏皆不同& 欧-苏论
文%都是不讲/作0的#*郭预衡 _(_+%洵为的论& 直至苏
轼的古文教学%依然秉持着"但熟读'礼记!檀弓(%当得
之#*黄庭坚 (`',(`&+的自我领悟法& 黄庭坚抛开义
理%专就作法探讨的形式主义意识%%

是古文法得以融入

时文的必要前提%而南宋文章学理论的着重点亦始终都
在可实践性的操作规则&

除却理论观念的奠基作用%黄庭坚文法的具体实践
也被嗣后的文章学著作所吸纳& '古文关键(卷首的'看
古文要法(为全书的纲目%开篇即主张"先见文字体式%然
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与黄庭坚文法屡次强调的"古
人绳墨#桴鼓相应%均是从前人的经典范式中寻找普遍适
用的古文法则%将古文限定在规矩之中& 具体而言%吕祖
谦论文尤重关键%涵盖"如何是主意-首尾相应%如何是一
篇铺叙次第%如何是抑扬开合处# *吕祖谦 &+%而其所罗
列的要点无一溢出黄庭坚作文法则的畛域%更不用说所
使用的文论术语也肇端于黄庭坚& 楼昉评柳宗元'东池
戴氏堂记(的结构章法"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 *楼昉
]%+%全然袭用黄庭坚对于陈师道古文妙处的剖析& 夺其
关键是黄庭坚文法中的取巧之处%意在攘夺古人的文势
结构从而迅捷成文%可类比为模板的套用& 黄庭坚的初
衷在于前人典范的"以故为新#%南宋文章学的科举化取
向则觑中此文法的便捷特色%进而将古人佳作的行文布
局罗列作相应的类型%以便时文写作的直接挪用& 宋末
方颐孙编'太学新编黼藻文章百段锦(%卷首列有"遣文
格#%将行文布置分为"四节交辩#"五节问难#"一篇三换
拍#"殊途同归#等十一类格式%并附上格式来源的范文
*方颐孙 "(`,"_(+& 因此%士子更换文章的旨趣便足以
驱遣成文%实际上就是黄庭坚"夺其关键#法的格套化呈
现& 同时%黄庭坚点铁成金的下字造句法也被南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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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著作全盘接纳%方颐孙所谓的"粒丹点铁#法%即为黄庭
坚"灵丹一粒%点铁成金#的概括%均指向用熟字而出新
意%借以规避生新尖巧的自造语弊病*"](+& 综括而言%
黄庭坚虽未率先提出"以古文为法#的时文写作旨趣%但
其指授后学的法则轨范俨然是以古文为时文的具体践

行& 尤其是古文有法的观念本身%为后世文章学理论专
就作文法则剖析前人的典范作品开辟了坦途&

四$ 文章学的活法

迄至北宋%古文教学多停留在寓法于文的阶段%即凭
借多读前人经典来体悟内化于文本的行文奥妙%张耒所
云"但把秦汉以前文字熟读%自然滔滔地流也# *吕本中
&'$"+是其显证& 黄庭坚从典范作品中抽绎出具体的文
章轨范开时代风气之先%同时%相较于摹仿%黄庭坚面向
初学者的入门文法颇有攘取前人作品的蹈袭之嫌%其弊
病皆为推动写作程式化的盛行& 尤其是时文以古文为法
的观念%促使文章学著作将古文典范置于时文剖析的格
套中%从认题立意到布局造语均塑造起相应的格式规范&
伴随着古文评点与时文指南的交相导引%南宋文章写作
的程式化臻于极致& 不止时文作品趋于固化%古文创作
也沾染上以法行文的时文习气& 元人郝经排诋南渡文章
"先求法度%然后措辞以求理%3664未措一辞%钤制夭阏
于胸中%惟恐其不工而无法& 故后之为文%法在文成之
前%以理从辞%以辞从文%以文从法%一资于人而无我%是
以愈工而愈不工%愈有法而愈无法%只为近世之文%弗逮
乎古矣#*郝经 &_$+& 法度带来的弊端随着南宋文章学
理论的详密化而荼毒甚广%写作风气为之一变&

南宋的有识之士愤慨于文坛现状%试图冲破法度的
笼罩%从有法到达无法的境界%其选取的途径与吕本中的
"活法#论同一机杼)

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
古" 梦锡之文!从昔不胶于俗!纵横运转如盘中
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 &张孝
祥 #]$'

"盘中丸#的譬喻亦与吕本中所论"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
矩之外& 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合若符契& 值得
注意的是%吕本中的理论实则源于黄庭坚诗文法中自成
一家的宗趣%如其所自述)"近世惟豫章黄公%首变前作之
弊%而后学者知所趣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
化不测&#*刘克庄 ('$',('$&+活法论的前提在于有法
可依%相较于将欧阳修-苏轼等提倡的"风行水上#式的作
文理念视作活法论的内涵%张少康指出"苏轼讲的/无法
之法0是崇尚自然天成%而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吕本中
所说的/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0的/活法0%则

是在以/夺胎换骨0-/点铁成金0为中心的江西诗法基础
上所说的/活法0%是学习/豫章黄公0%/左规右矩0而至
/变化不测0#*张少康 _$+%可谓目光如炬& 证以南宋人
对误用活法的驳斥)"活法当自悟中入%悟自工夫中入%而
今人乃作一等不工无味之辞%而曰)/吾诗无艰涩气%此活
法也&0#*周孚%'寄周日新简(.'全宋文(第 %_] 册 %"+

由此可知活法必然是从有定法到无定法的递进过程%与
黄庭坚所标举的由初阶入门过渡到自成一家的诗文法是

一脉相承的&
至如南宋文人尝试在文章学中阐发活法理论借以针

砭时弊时%其推演的论据往往取材于黄庭坚文法& 张元
幹于'亦乐居士文集序(中引述前辈之语)"诗句当法子
美%其他述作无出退之& 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
文%俱名活法%金声玉振&#虽未确切地标明前辈是何人%

但下文指出"又得山谷%檃栝诗律%于是少陵句法大振#
*'全宋文(第 &#% 册 ('$+%可推知张元幹的活法仍是奠
基在有法趋于无法的模式之上& 选取杜诗-韩文作为演
变的典范%正导源于黄庭坚所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
一字无来处%3664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3664又
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黄庭坚 (`_+& 与此同时%南宋
文章学理论中亦有径直搬取黄庭坚的文法术语作为活法

的内涵界定%试观俞成'萤雪丛说()"文章一技%要自有活
法& 若胶古人之陈迹%而不能点化其句语%此乃谓之死
法& 死法专祖蹈袭%则不能生于吾言之外& 活法夺胎换
骨%则不能毙于吾言之内& 毙吾言者%故为死法& 生吾言
者%故为活法&#*俞成 `+相较于黄庭坚指授后学的初阶
文法%实际上%俞成的"夺胎换骨#融入了黄庭坚文法中超
越法度-自成一家的高阶创作宗趣%所谓"死法#即黄庭坚
批判的"追逐前人%不能出其范围#的次品& 因此%俞成二
法的区分恰与黄庭坚文法的双重面向桴鼓相应& 要而言
之%黄庭坚的文法教学为南宋文章学的成立提供了必要
的理论前提与先行实践%而他超脱法度之外的作文宗趣
在活法理论的媒介作用下%衍化为后世文章学理论走出
以法行文的程式化写作的救弊之资&

余9论

黄庭坚处于诗文极盛时代之后%无法回避前人的累
累硕果& 综括前人作品的法度甚至规摹经典范式是步趋
古人的必经途径%黄庭坚的诗法-文法应运而生%一改时
人静参默悟的读书作文法& 他的法度轨范虽然大多停留
在原则性的概括%但是有迹可循%极便初学& 同时%黄庭
坚注重法则却不愿始终笼罩在前人的范围中%因此鼓吹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创作旨趣%追求摆脱前人的束缚完
成新变以代雄%他的诗文法则无疑是合乎创作规律的&

江西诗社作为诗歌流派%它的宗主不乏与成员探讨作文
理论%实际上把诗文作法统贯为一%但是流派终究却只以

!%'(!



论黄庭坚的文法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

诗歌擅名& 那么%这必须考虑到诗文畛域的区分& 诗文
功用性存在显著差距%尤其在宋代古文运动的进程中%古
文总是担负着强烈的载道功能& 所以较之诗歌%古文更
受限于平易自然的文体规范%欧阳修倡导古文改革%目的
也在于纠正太学体蹇涩难读的文章弊病& 黄庭坚的文法
立足在绳墨之外追求自立面目%他的理想风格是"推之使
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
涛%海运吞舟之鱼#*黄庭坚 (`_+%以高崛雄壮为旨归%是
一种悖离平易自然的奇趣& 这实质上与黄庭坚诗歌追求
生新瘦硬是一致的%均是为了摆脱前人的影响束缚而走
向异量化的审美%即如韩驹所云"诗文要纵%纵则奇# *吴
曾 &'+& 江西诗派的诗风即以奇巧见长%然而陈师道言
"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 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
直以奇#*陈师道 $'"+%可见诗歌求奇尚且遭受一定程度
上的驳斥& 有甚于此%文章的求新求异与当时的时代风
尚是截然背道而驰的%甚至走向宋代古文运动的对立面&

所以朱熹揭示黄庭坚的作文弊病%"以其有意于奇也泰
甚%故论者以为不诗若也#*朱熹 $'"+%正是基于文章渐
趋平易的大势而立论的& 因此%黄庭坚的作文趣向无法
违逆时代的潮流而形成相应的文派& 尽管如此%黄庭坚
面向双重群体的文法指南%就嗣后文章学理论的蓬勃发
展而言无疑具有筚路蓝缕之功%这是不容轻视的&

注释%C0#%)&

# 徐建平'黄庭坚散文理论管窥,,,以1答洪驹父书2为
例(从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三首出发%辨析其传统儒家的
文学修养论以及文章的风格论%就具体的创作论而言浅
尝辄止& 祝尚书'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
评点的文章学意义('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 南
宋孝宗朝(二文提及江西派的诗文论是南宋古文评点的
重要源头%拎出黄庭坚的"专论句法#"打通诗法与文法的
界限#两个原则%对本文启发颇多%但对黄庭坚自身的文
法并未系统阐述%仍只将其列于江西派中泛论&

$ 皎然'诗式(云)"其次偷势%才巧意精%若无朕迹%盖诗
人偷狐白裘于阃域中之手& 吾示赏俊%从其漏网&# *'历
代诗话( $(+
% 范温'潜溪诗眼(载有黄庭坚专论诗歌形式的教学法)

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 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
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

十步回头五步坐&0#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
字三字作两节也& *'宋诗话辑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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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庭坚的文法与南宋文章学理论的兴起

b5/k9/h;M79;<-W#,(.'8.6("*0.$: C8$%,(8>O7:*:>IR
26/>I6@;O//Q =/0N;>EM&]#_-f

王安石) '王荆文公诗笺注(%高克勤点校& 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 年&

b3;>IM4>?6:-<.*('8.6@%$: &$,"#+#(" &$$.(%(#.$,>[B-
a;/ i7k:>- A6;>I6;:R A6;>I6;:=6:>7?7 =<;??:.?
F@L<:?6:>IU/@?7M%'&'-f

王水照编) '历代文话(第 & 册&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年&

b3;>IM A6@:+6;/M 7B- 3"*<'.,*!.//*$(%'#*,%7'.,,
C8$%,(#*,> j/<-&- A6;>I6;:R 1@B;> X>:H78?:9E
F87??M%''`-f

王应麟) '四明文献集) 外二种(%张骁飞点校& 北京) 中
华书局%%'&' 年&

b3;>IMY:>I<:>-!.11*7(*5 9#(*'%(4'*.60#/#$:2<14,3+.
K("*'@.'A,-[B-26;>Ig:;/)7:-O7:*:>IR26/>I6@;
O//Q =/0N;>EM%'&'-f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 '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 ( 册&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_&

b3;>IMY@>D:M;>B a@ Y:?67>IM7B?-\*$*'%1W#,(.'8.6
!"#$*,*9#(*'%'8!'#(#7#,/>j/<-(-A6;>I6;:RA6;>I6;:
=6:>7?7=<;??:.?F@L<:?6:>IU/@?7M%'&&-%'% %'_-f

吴曾) '能改斋漫录(%'全宋笔记(第 _ 编第 ( 册%上海师
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 郑州) 大象出版社%
%'&% 年&

b3@M27>I-F,,%8,.6)*$::%#0(45#.-!.11*7(#.$ .60A*(7"*,
#$ ("*0.$: C8$%,(8-j/<-_-(-[B-K>?9:9@97/)
=/<<;9:/> /) 4>.:7>9 O//Q? ;9 A6;>I6;: W/80;<
X>:H78?:9E-267>I+6/@R[<7N6;>9F87??M%'&%-f

徐建平) '黄庭坚散文理论管窥,,,以1答洪驹父书2为
例(%'中国文论的常与变)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 %(
辑+(%徐中玉-郭豫适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年& &$&,&((&

bg@MV:;>N:>I-cA9@B:7?/> U@;>I5:>I*:;>h?F8/?7567/8ER
4=;?7A9@BE/)�Z7N<E9/U/>IV@)@�-e0(458.6
&$7#*$(9#(*'%'83"*.'8%(\%''" R̂&$&,&((-f

俞成) '萤雪丛说(%'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 中华书
局%&]#_ 年&

bY@M =67>I- !.11*7(*5 3%1A, .6 n#$:I4*> !.11*7(*5
!.11*7(%$*%b P,( 0*'#*,> O7:*:>IR 26/>I6@; O//Q
=/0N;>EM&]#_-f!

曾巩) '曾巩集(%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b27>IMa/>I-!.11*7(*5 @.'A,.6J*$: \.$:-[B?-=67>

g:>I+67> ;>B =6;/V:+6/@-O7:*:>IR26/>I6@;O//Q
=/0N;>EM&]#(-f

张少康)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卷& 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_ 年&

b26;>IMA6;/Q;>I-W#,(.'8.6!"#$*,*9#(*'%'83"*.'8%$5
!'#(#7#,/-j/<-%-O7:*:>IRF7Q:>IX>:H78?:9EF87??M
%''_-f!

张孝祥) '张孝祥集编年校注(%辛更儒校注& 北京) 中华
书局%%'&" 年&

b26;>IMg:;/D:;>I-!.11*7(*5 @.'A,.6J"%$: M#%.I#%$: +#("
&$$.(%(#.$,D8!"'.$.1.:8>[B-g:> a7>I8@-O7:*:>IR
26/>I6@;O//Q =/0N;>EM%'&"-f

祝尚书)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
章学意义(%'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_+) `(,#%&

b26@MA6;>I?6@-cd8:I:> /)4>.:7>9F8/?7F@>.9@;9:/> ;>B
4>>/9;9:/> :> 967A/@9678> A/>ITE>;?9ER=/>.@887>9
Z7H:7J /)A9E<:?9:. A:I>:):.;>.7 /)4>.:7>9F8/?7
4>>/9;9:/>-eN.4'$%1.60#7"4%$ o$#E*',#(8k<"#1.,.?"8
%$5 0.7#%107#*$7*F5#(#.$l(\%''_ R̂̀ ( #%-f

,,,) '论中国文章学正式成立的时限) 南宋孝宗朝(%
'文学遗产(&*%'&%+) #&,#]&

b -cd> 9671/80;9:/> C/07>9/)567/8E/)=6:>7?7F8/?7
B@8:>I967Z7:I> /)[0N78/8g:;/+/>I:> 967A/@9678>
A/>ITE>;?9E-e9#(*'%'8W*'#(%:*&\%'&% R̂#& #]-f

朱熹) '朱子全书(第 &] 册%朱杰人等主编& 上海) 上海
古籍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年&

b26@Mg:-!./?1*(*S..A,.6J"4 M#>j/<-&]-[B?-26@
V:787>M79;<-A6;>I6;:RA6;>I6;:=6:>7?7=<;??:.?
F@L<:?6:>I U/@?7S U7)7:R 4>6@:[B@.;9:/> F87??M
%'&'-f!

诸葛忆兵) '宋代应策时文概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
版+(*%'&"+) $",((&

b26@I7MY:L:>I-c4a7>78;<K>98/B@.9:/> 9/967A98;9;I70
;>B A@II7?9:/> 38:9:>I:> K0N78:;<[D;0:>;9:/> :> 967
A/>ITE>;?9E-e-45%$ N.4'$%1k0.7#%107#*$7*,F5#(#.$l
(\%'&" R̂$" ((-f

.责任编辑) 查正贤/

!%'`!


	Huang Tingjian’s Prose Writing Methods and the Rise of Prose Theori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commended Citation

	tmp.1647995045.pdf.NeZZ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