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柳《天说》的话语形态与历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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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天说》系韩愈、柳宗元同题共作之文，折射出 “韩柳异同”这一经典论题的复

杂面向。长期以来，《天说》的哲学化阐释在学术史上占据主导地位，遮蔽了该文的文学属

性。实际上，《天说》并非一般意义的辨名析理之作，而是韩柳假借天人话语，批判唐德宗

晚期政局的托讽之文。韩柳在《天说》中的对立姿态，本质上亦非哲学观点的对立，而是柳

宗元加入王叔文集团之后，与韩愈在政治立场上的分化所致。然而，韩柳政治立场的异趣别

径，并未妨碍二人古文创作的同气相求。在 《天说》中，韩柳将借物托讽、叙事警世、感时

说理熔于一炉，充分反映了说体文的创作倾向，集中体现了说体文的文体特质，共同开辟了

与论体文貌合神离的夐绝之境。
关键词 韩柳异同 元气阴阳 话语形态 本事 文体特质

引 言

大凡文学史上颉颃并称之人物，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同时，也不免于被轩轾抑扬之命运。这一现象在韩

愈、柳宗元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二子并世之日，虽亦互有批评，但大抵建立在理解与敬重的基础之上，颇

存“和而不同”之风。后世则难免以一己之思想倾向、文学好尚，或扬韩抑柳，或扬柳抑韩，自唐季迄今，

绵亘千载，聚讼未休，形成学术史上一道独特景观。客观地讲，历代之评骘，对于研究韩柳异同不乏参考意

义，但也存在未审韩柳文之话语形态及文体特质而率作褒贬的情况，对此应予甄别稽考。
韩柳为文，穷极变化，非但善于以小明大、以事正名、因事说理，亦尝以宏指微、以名寓事、借

理言事，特别是在中唐诡谲动荡的政治背景之下，沿此道作廋语以远祸全身，实有不得已之现实考量

在焉。论家若未留意于此，则往往难得真诠，轩轾韩柳的有效性前提亦不复存矣。比如，今见于柳集

的《天说》一文，历来被视为韩柳天人论辩的重要文献。古之扬韩抑柳者，自宋儒石介至清儒张履

祥，率皆指责柳宗元对上天赏功罚祸的质疑背离了儒家固有的天命观念，斥其 “汩彝伦”“诬诞不经”
云云①。近世以降，扬柳抑韩之风一度大盛，又有学者批判韩愈主张的 “人祸元气阴阳”与 “天能赏

功罚祸”之说，认为他 “把天地万物的自然属性和人的社会属性纠缠在一起”，是一种逻辑混乱的

“神学天命观”，转而称赞柳宗元之说“近乎今之唯物家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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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抑扬之说，是耶非耶? 不妨先从根本处追问: 韩柳论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果为天人之际欤?

《天说》中有句非常重要的提示语，即柳宗元在回应韩愈时说的第一句话: “子诚有激而为是耶?”① 这

似乎暗示了韩愈之说并非客观意义上的辨名析理，而是受到某种刺激、在某种情感的驱使下表达出来

的。柳宗元此语，曾引起学者的重视，比如冯友兰认为韩愈是在借天人之说 “发牢骚”②，孙昌武认为

韩愈表达了在“社会不平面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③，这都启发我们应进一步探究 《天说》蕴含的现实

性因素。若再上溯至清代，何焯曾明确指出韩愈有意 “迂谬其说”，故设 “引而不发”之 “廋词”，

“隐然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时主已日在危亡之中”之情状; 韩愈之所以描述得如此隐晦

曲折，乃是由于事涉“非吾所得指斥”之人，不便直言批判④。按照何焯的逻辑，在韩愈 “有激而为

是”的背后，应当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一事件中至少包含 “时主” ( 时之君主) 、“非吾所得指

斥”者 ( 时之权臣) 以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 “民” ( 时之百姓) 三重人物关系。然

而，何焯之说十分简略，并未明言三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亦未探究包含此三者的事件脉络。或

许正因如此，何焯之说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留给今人极大的探索空间。由此进一步推想，如果韩愈真

的是在假借天人之说托寓时事，那么柳宗元“有激而为是”之语，是否表明其已觉察到韩愈借说理以

寓时事之玄机? 柳宗元既然有意回应韩愈的 “有激”之说，那么柳说又有多大可能仅仅停留在辨名析

理的层面? 是否会与韩说一同触及具体事件及人物，进而表达自己的立场呢? 凡此推断，尚待深入

《天说》文本肌理，详为考论。

一 普遍与特殊之际: 《天说》的阐释向度

今按《天说》开篇，韩愈自言欲作 “天之说”，却并未泛论天人，而是描绘了一幅百姓呼告上天

的具象场景:

韩愈谓柳子曰: “若知天之说乎? 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

呼天曰: ‘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 ‘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
(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089 页)

其中，夫人、残民二语，诸本无注，前人亦鲜留意。夫人，《左传·襄公八年》: “夫人愁痛，不知所

庇。”杜预注: “夫人，犹人人也。”⑤ 残民，《汉旧仪》引汉武帝敕云: “残民贪污烦扰之吏，百姓所

苦。”⑥ 结合韩说义脉可知，所谓“今夫人”，不外乎现实社会中陷入生存窘境的普通百姓，而所谓

“残民者”当即残害百姓的官员，“今夫人”与“残民者”之间存在着受害与施害的关系。百姓们之所

以仰而呼天，主要就是因为残民之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反而权势日昌。要言之，《天说》开

篇非抽象地探讨天人义理，而是鲜明地呈现出托寓现实的话语倾向，点出了现实中的人物 ( 百姓、权

臣) 及其生存状态 ( 百姓受害、权臣得势) 。
然而，在文章中段，韩愈并未直接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宕开一笔，施展起辨名

析理之笔法:

夫果蓏、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痈疡、疣赘、瘘痔，亦虫生之。木朽而蝎

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 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而生。虫之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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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

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

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悴然

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仇

也。(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089—1090 页)

韩愈借助“物”与“虫”的比类，着重说明了所谓 “元气阴阳”与 “人”的历时关系: 其初，

“元气阴阳之坏，人由而生”，然而有了“人”之后，“人”会进一步 “为祸元气阴阳”。值得注意的

是，韩愈并未止于“元气阴阳”与“人”二者关系的描述，而是最终以“吾意”二字领起，鲜明地表

达了自身立场: 要维护“元气阴阳”，惩处祸乱“元气阴阳”之人 ( 即所谓“残斯人”) 。
问题的关键在于，“元气阴阳”与“人”之所指究竟为何? 长期以来，学者多将“元气阴阳”理解

为其本义，即化生天地万物的阴阳二气，而将祸乱“元气阴阳”的“人”理解为其普遍义，即人类。这

样一来，韩说就被解释为“人类乃戕害天地万物之祸首”①，“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

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遭到天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②，“人类在本性发展上就是‘天地之仇’”③，

等等。如果按照此种“天人相仇”的逻辑，人类的一切生产生活都属祸事，必然受到上天的惩罚，那么，

摆在人类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生产劳动，要么无所作为。不幸的是，二者殊途同归，前者的结果是

横遭天谴，后者的结果是坐以待毙。由此可见，“天人相仇”之说，本质上是建立在反对物质生产基础上

的反人类说，即人类无论如何不能亦不应存在于天地之间。反观韩愈平生持守的儒家思想，将物质生产

作为“相生养之道”，倍加重视。韩愈在《原道》中特别指出，包括“为之宫室”“为之葬埋祭祀”“为

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在内的一系列人类活动，都属于通达天道的圣人之教的范畴④。不仅韩愈本人如

此，即便上溯至诸子百家，也绝无“天人相仇”这般浅陋荒诞的言论。这样看来，一旦把“人祸元气阴

阳”的“人”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人类，韩愈的“天说”便为无稽之谈，不仅与其本人思想背道而驰，

在逻辑上亦无立锥之地。韩愈何苦言不由衷，儿戏般地与柳宗元作此等论说，自讨无趣呢⑤?

由此可见，如果按“元气阴阳”的本义和“人”的普遍义作解，势必遭遇阐释困境，无论如何也

难以自圆其说。这启发我们进一步反思: 韩愈虽然用了大量篇幅来探讨所谓 “元气阴阳”与 “人”的

关系，但其真正目的是否在于辨名析理? 普泛化、哲学化的阐释路径是否适用于 《天说》? 是否果如

何焯所言，韩愈有意“迂谬其说”，借以表达对 “非吾所得指斥”之权臣的怨愤? 如果关联起紧随其

后的结语部分，便不难作出确切的回答。其文云:

今夫人
獉獉獉

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
獉獉

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

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090 页)

随着“今夫人”这一标志词以及百姓呼天这一标志性场景的再现，文章意脉已鲜明地接入权臣当

道、百姓被残的社会现实之中，与开篇形成了紧密的呼应关系。百姓们之所以 “呼且怨”，是因为权

臣残民; 但在韩愈看来，百姓们并不真正了解所谓的 “天”，因为 “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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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这说明，“天”并非不为百姓做主，而是对于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尚不知

情，如果一旦“闻其呼且怨”，必然做出赏罚分明之举。由此可见，结尾处韩愈是在安抚百姓的情绪，

希望百姓相信“天”的公正性，同时期待“天”能够严惩权臣、为民做主。由此可见，文章首尾的现

实意蕴呈现为完整的逻辑闭环状态，那么，介乎其间的谲诡论说 ( 以下简称 “中段论说”) 又有多少

可能只是纯粹的辨名析理，而未与首尾所批判的社会现实存在任何关联呢?

其实，韩愈在以“今夫人”领起篇末首句的同时，又设另一标志词冠于次句之首，即 “吾意”。
如果说篇末的“今夫人”是有意呼应开篇“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的话，那么，所谓 “吾

意”，亦让人联想起中段论说里同样以 “吾意”领起的一句话: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

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两处 “吾意”同为韩愈本人之意见，其所指自当一以贯之。既

然韩愈在结尾彰显的“吾意”是严惩权臣、为民做主，那么在中段论说部分的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

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亦当不外乎严惩权臣之意，更确切地讲，所谓“残斯人”即严惩权臣。
若沿此推论下去，在中段论说语境中， “斯人”是 “祸元气阴阳”之 “人”的代称， “残斯人”

一语既被还原至严惩权臣的现实话语之中，那么，“祸元气阴阳”之 “人”也就不应被视为 “人类”，

而当特指残害百姓的权臣。通观韩愈之说，只有当 “祸元气阴阳”之 “人”特指残害百姓的权臣时，

开篇、中段、结尾三节的意脉才能贯通无碍，韩愈批判权臣、同情百姓的现实关怀才得以安顿，其以

民为本、笃信“天听自我民听”的儒者本色才得以彰显。
要言之，对韩说的理解与阐释，有必要改变一直以来普泛化、哲学化的阐释向度，而应深入文本

细节，厘清意脉关系，抉发其同情百姓、严惩权臣的现实意蕴，并以此观照全篇，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而韩说之所以长期陷于哲学化的幻象之中，原因就在于韩愈笔法狡黠，化生出多个能指，不同能指时

隐时现，错杂相间，易使读者产生一种辨名析理的阐释冲动。今将前文论及的各个能指按先后次序，

汇为一表，以便体察作者之用心。

［表 1］

现实人物 称谓 ( 开篇 a) 称谓 ( 开篇 b) 称谓 ( 中段 a) 称谓 ( 中段 b) 称谓 ( 结尾)

百姓 今夫人 民 — — 今夫人

权臣 — 残民者 人 斯人 其祸焉者

作者 ( 韩愈) 吾 — — 吾 ( 吾意) 吾 ( 吾意)

由上表可知，能指的不断变化主要集中在“权臣”一栏，这再次印证了何焯“非吾所得指斥”的推

断，充分反映了韩愈为远祸全身而“迂谬其说”的创作心理。然而，无论怎样“迂谬其说”，只要文章有

一定旨，便不难发现其间的草蛇灰线。如前文所论，“今夫人”的复现，表明权臣残害百姓这一现实背景

贯穿始终，而“吾意”的重出，表明批判现实的作者意图的的在焉。这启示我们，或许有必要调适以往

的阐释向度，尝试从普遍走向特殊，进而探究《天说》的话语形态及其蕴藏的历史世界。

二 自然与社会之际: 《天说》的话语形态

如果说，韩愈所谓的“祸元气阴阳”之“人”不应理解为 “人类”，而是特指现实社会中残害百

姓的权臣; 那么，为权臣所祸的“元气阴阳”是否也具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呢?

众所周知，早在汉代天人感应话语形态中，阴阳即被视为“王事之本，群生之命”①，其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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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政治的善恶得失被紧密关联起来，如董仲舒《对贤良策》云:

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

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

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汉书》卷

五六《董仲舒传》，第 8 册，第 2512 页)

在时人看来，由于各级主政者不贤不明，未能让天子的恩泽惠及治下，甚至 “暴虐百姓”，从而

导致“阴阳错缪”的状态。可以说，阴阳的变化与主政者的所作所为、与百姓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

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
到了唐代，元气阴阳的社会属性被不断强化，如陈子昂《谏政理书》云:

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 万物之灵，莫大乎

黔首; 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 徐鹏校

点《陈子昂集》卷九，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9 页)

在唐人看来，“元气”固然具有“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的自然属性，但作为 “王政之大端”的社会

属性才是关键所在，只有实行 “安人”之 “王政”，才能真正达到元气阴阳的调和状态。在这种实用

理性话语中，元气阴阳的自然属性已被其社会属性所涵摄，几至泯然。于是，元气阴阳越来越多地与

纪纲、法度、政教、政理一类词语对举，成为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如 “纪纲废，政教烦，阴

阳错于上，人神怨于下”①“燮理阴阳，平章法度”②“政教不修，则阴阳隔并”③ “阴阳愆和，政理乖

度”④“阴阳调而生植以滋，政理孚而黎献咸若”⑤ “康物毗政，协宣元气”⑥ 等等。相应地，对元气

阴阳的重视、维护与调和，被赋予保持政局稳定、维护社会秩序、重视国计民生的涵义，而担负这一

职责使命的，自然是一国之君和各级主政者⑦。其中，各级主政者是直接责任者，在任免中央和地方

主政者的制诏中，“调元气”“调阴阳”或“阴阳不调”“阴阳愆和”是君主勉励或斥责大臣的常用话

语。如果主政者政教卓著、兴业安民，往往会得到“调阴阳以成岁功，赞化育而熙帝载”⑧ “和阴阳于

太阶，致吾君于尧舜”⑨ 一类的赞誉，可见主政者有功于元气阴阳，也即有功于君主的帝业。如果主

政者败坏纪纲、肆意妄为，以致民不聊生，就会上感阴阳，上天会通过各种水旱灾异谴告君主，此时

君主应当顺承上天的意志，“代天行法”瑏瑠，“策免三公，励精百揆……所以答天谴也”瑏瑡。
由此可见，在唐代国家意识形态及话语形态中，元气阴阳象征着纪纲法度之下的王政与民生，象

征着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各级主政者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君主负有终极责任，君主一旦发现主政者

肆意妄为，祸乱王政民生，就应严明赏罚，确保元气阴阳恢复到调和状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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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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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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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颖达《礼记正义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六，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 册，第 1476 页。
白居易《除张弘靖门下侍郎平章事制》，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一七，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2

册，第 896 页。
唐玄宗《答裴光庭等贺雨诏》，《全唐文》卷三〇，第 1 册，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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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中书门下等官赐钱造食诏》，《全唐文》卷三〇，第 1 册，第 338 页。
邵真《易州抱阳山定惠寺新造文殊师利菩萨记》，《全唐文》卷四四五，第 5 册，第 4535 页。
唐玄宗《答三请上尊号表批》云: “方与卿等上调元气，下遂苍生。”(《全唐文》卷三七，第 1 册，第 408 页)

陆贽《萧复刘从一姜公辅平章事制》，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七，中华书局 2006 年版，上册，第 213 页。
李白《崇明寺佛顶尊胜陁罗尼幢颂并序》，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二八，中华书局 1977 年版，下册，第

1310 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六《刑法志》引唐太宗语，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3 册，第 1412 页。
常衮《久旱陈让相表》，《全唐文》卷四一七，第 5 册，第 4263 页。



反观《天说》，其与上述话语形态之意蕴极为相似。权臣做出 “残民”之举，为害百姓，被指祸

坏“元气阴阳”。在如此写实的语境之中，“元气阴阳”已不可能停留在其自然属性层面，而必然彰显

其社会属性，作为王政民生的象征而存在。要言之，“残民”是社会现象的具体描述，“祸元气阴阳”
是具有天人感应色彩的话语表征，其实一也。
“元气阴阳”的社会属性，不仅彰显于文本语境与文章义脉之中，还体现在某些关键语词之中。

韩愈在描述“人”对“元气阴阳”的破坏时，罗列了 “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
等一系列破坏自然的行为，看似渲染“元气阴阳”的自然属性，最后却笔锋一转，把 “人”的行径定

性为“攻残败挠”，实际上这是对 “人”之特定含义与 “元气阴阳”之社会属性的强烈暗示。所谓

“败挠” ( 亦作“挠败”) ，历代常与“国政”“国经”等词连用，用来批评权奸之臣败坏王政纪纲的现

象，或用来表达军事战斗的失利，唯独没有用以形容人类破坏自然界之例。在唐代，以“败挠” ( “挠

败”) 批判王政纪纲的情形更是屡见不鲜，如陈玄礼谓杨国忠 “挠败国经”①，裴度上疏云 “奸臣作

朋，挠败国政”②，等等。由此可见，“败挠” ( “挠败”) 的行为主体是权奸之臣，其对象是王政纪纲，

韩愈以“败挠”一语总括 “人”对 “元气阴阳”的破坏，是对开篇 “残民”现象的本质界定，强烈

暗示了“人”指称的是权奸之臣，“元气阴阳”象征的是王政纪纲。由此反观从 “元气阴阳之坏，人

由之生”到“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之话语脉络，便不难理解为: 纪纲败坏、王政凌迟之际，有

权奸之臣乘隙而起、主政当道，继而更加肆意妄为，残暴百姓，进一步祸乱王政纪纲。
既明乎此，《天说》中“天”的意蕴亦不难索解了。在韩说结尾处，韩愈强调 “天”一旦听到百

姓的呼声，“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认为“天”必能惩处祸乱纪纲的权奸之臣。这里所谓的 “天”已

不再通过灾异谴告，而是直接做出惩处权臣之举，可见此 “天”已被赋予高度人格化之特征，与现实

社会中“代天行法”的君主别无二致了③。
以上通过对《天说》话语形态的分析，揭示了“元气阴阳”的社会属性和“天”的人格属性，呈

现了以“人”代指权奸之臣的话语机制，印证并勾勒出何焯所谓的 “君主” “百姓” “权臣”三重人

物关系。今通观韩说，开篇描叙百姓困厄呼天的场景，意在揭露权奸之臣的残暴行径; 中段化用天人

感应话语，暗寓纪纲败坏与权奸当道的恶性循环，揭示 “残民者昌”这一乖戾现象的根源所在; 结尾

借助天能赏功罚祸之说，表达了对权奸之臣残民祸政的深恶痛绝和对当世君主惩恶安民的无尽期待。
可以说，韩说通篇体现着鲜明的事件化倾向和托讽时政的创作动机，具体可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 政治环境: 从“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到“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的状态，暗示着当

世政局已陷入纪纲败坏与奸臣当道的恶性循环，此种局面之造成，盖非一日之寒。
2. 人物特征: 权奸之臣的仕宦生涯，应在上述政治环境下展开，他乘纪纲败坏之隙，发迹当道，

继而更加肆意祸乱王政纪纲。
3. 事件特征: 从“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仰而呼天”及 “残民者昌”数语可见，现

实中出现了民不聊生的惨象，权奸之臣对此事件应负直接责任，却并未遭到惩处。
4. 托讽动机: 从 “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及 “吾意天闻其呼且怨”

“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数语可见，韩愈同情民生、嫉恶如仇，并寄希望于当世君主，相信君主必能

整肃纪纲、惩恶安民。
若韩说确有本事寓焉，则须同时满足上述四重特征，否则便不必轻言托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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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昫等《旧唐书》卷一〇六《杨国忠传》，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0 册，第 3246 页。
《旧唐书》卷一七〇《裴度传》，第 14 册，第 4422 页。
更何况《诗经》以降形成了以“天”代称君主的创作传统与阐释传统，参见李存山《天地信仰与儒家的普世

道德》，《国际儒学》2021 年第 1 期。



三 德宗与顺宗之际: 《天说》的历史世界

一般认为，韩柳交游不晚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 ( 799) ①，至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 819) 柳宗元去世

为止，历经德宗、顺宗、宪宗三朝。那么，韩愈在 《天说》中所寄望之君，便不外乎德、顺、宪三

帝。其中，宪宗奋发有为，实现了唐室中兴，被誉为 “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即便宪宗晚岁未能尽

惬人望，依旧是“政道国经，未至衰紊”②。至于顺宗一朝，王叔文集团当政，实施免除赋税、释放宫

女、取消宫市等一系列举措③，有效地改善了民生。要之，顺、宪二朝庶几乎治，皆不必以 “元气阴

阳之坏”托讽之。
而唐德宗时，其初亦能“励精治道”“五典克从”④，至贞元以降，德宗不复有早年经纶之志，日

益猜忌多疑，以致国家政制形同虚设，群小乘隙窃权当道，时人目为“纪纲大坏”⑤。史载:

( 德宗) 躬亲庶政，不复委成宰相，庙堂备员，行文书而已。除守宰、御史，皆帝自选择。
然居深宫，所狎而取信者裴延龄、李齐运、王绍、李实、韦执谊洎渠牟，皆权倾相府。延龄、李

实，奸欺多端，甚伤国体; 绍无所发明; 而渠牟名素轻，颇张恩势以招趋向者。( 《旧唐书》卷一

三五《韦渠牟传》，第 11 册，第 3729 页)

在贞元时期出现的这批权臣中，有的尸位素餐，有的邀买声名，其性质最为恶劣的当数裴延龄和

李实，因为他们掌权当道之后，有着“奸欺多端”的行径，极大损害了 “国体”，也即国家赖以维系、
国政赖以运行的纪纲法度。可以说，正是由于裴延龄和李实的存在，才使贞元政局彻底陷入纪纲败坏

与权奸当道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与《天说》描绘的“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到 “人之坏元气阴阳

也亦滋甚”的趋势若合符契。
从时间上看，裴延龄自贞元八年 ( 792) 领度支起揽权横行，直至贞元十二年 ( 796 ) 去世⑥，在

这段时间里，韩柳各自忙于应试、宦游，无甚交往⑦，故 《天说》不可能作于此时，所讽当与裴延龄

事无涉。相比之下，李实当权的时间晚于裴氏，其于贞元十九年 ( 803) 任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

文法，人皆侧目”⑧，而贞元十九年正是韩柳同官御史的时期，若云二人于此时托讽时政，无论从交往

的密切程度，还是从职事的相关程度来讲，可能性都是相当大的。
有关李实败坏纪纲法度的斑斑劣迹，《旧唐书》记载颇详:

故事，府官避台官。实尝遇侍御史王播于道，实不肯避，导从如常。播诘其从者，实怒，奏

播为三原令，谢之日，庭诟之。陵轹公卿百执事，随其喜怒，诬奏迁逐者相继，朝士畏而恶之。
又诬奏万年令李众，贬虔州司马，奏虞部员外郎房启代众，升黜如其意，怙势之色，謷然在眉睫

间。故事，吏部将奏科目，奥密，朝官不通书问，而实身诣选曹迫赵宗儒，且以势恐之。前岁，

权德舆为礼部侍郎，实托私荐士，不能如意，后遂大录二十人迫德舆曰: “可依此第之; 不尔，必

出外官，悔无及也。”( 《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第 11 册，第 3731—37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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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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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实自任京尹以来，不避台官，陵轹公卿，怙势诬奏，甚至强行干涉吏部试和礼部试，打破了国家官

僚制度的底线，将德宗朝 “纪纲大坏”的趋势推向了无以复加的境地，以 “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

甚”托讽之，可以说是再恰切不过的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实还有一桩残暴百姓、令时人“无不切齿以怒”① 的恶政:

( 贞元十九年) 京兆尹嗣道王实务征求以给进奉，言于上曰: “今岁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

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优人成辅端为谣嘲之; 实奏辅端诽谤朝政，杖杀

之。(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二三六，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6 册，第 7604 页)

李实为了进奉固宠，不恤旱情，肆意征求，以致百姓困苦不堪; 成辅端同情百姓，讥刺李实恶政，却

惨遭杀害。此间情势一如《天说》开篇所谓“残民者昌，佑民者殃”的“极戾”状态。当时百姓在租

税重压之下，被迫“坏屋卖瓦木、麦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势必导致 《天说》所谓 “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的大量涌现。
面对李实的暴政，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痛心疾首，旋即写下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 以下简

称《状》) 一文，极言百姓疾苦:

右臣伏以今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

仁过春阳，租赋之间，例皆蠲免。所征至少，所放至多; 上恩虽弘，下困犹甚。至闻有弃子逐妻

以求口食，坼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有者皆已输纳，无者徒被追征。臣愚以为

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 臣窃见陛下怜念黎元，同于赤子; 至或犯法当戮，犹且

宽而宥之; 况此无辜之人，岂有知而不救……伏乞特敕京兆府: 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

征未得者，并且停征。(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八，下册，第 655—656 页)

此文不仅生动反映了百姓 “疾痛、倦辱、饥寒”之 “甚”的惨状，揭露了李实 “残民”的酷烈程度，

同时充分表达了对唐德宗终止恶政、救民水火的强烈愿望。韩愈开篇便称颂德宗 “恩逾慈母，仁过春

阳”，这样看来，百姓的困厄并非德宗的主观过失，实因“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即德宗受

到蒙蔽，不了解真实情况所致。如今既陈实情，“岂有知而不救”，可见韩愈相信德宗定会有所作为。
反观《天说》，韩愈在开篇和结尾处均描绘了百姓困厄呼天的场景，但在韩愈看来，这只不过是百姓

“举不能知天”的表现，并非“天”的主观过失，结尾又指出 “天”一旦听到百姓的呼声，就一定能

顺应民意、赏功罚祸。由此可见，韩愈所塑造的 “天”的形象和他心目中的德宗一样，都是爱护百姓

的。韩愈以“不知天”消解百姓怨天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为了维护 “天”的正义形象，这与韩愈

《状》中“恩逾慈母，仁过春阳”的正面称颂相辅相成，寄寓了韩愈对德宗的绝对信服与无尽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虽然勇于上疏、直陈民瘼，也不得不避忌权势正盛的李实，故 《状》中只是

点出了京兆府，表达了停征救民的意愿，却未敢直言指斥李实之罪。而其惩处李实的真实愿望，只能

借助更为隐晦的、疏离现实话语的其他文体予以呈现。比如，韩愈同年所作《讼风伯》云:

维兹之旱兮，其谁之由? 我知其端兮，风伯是尤。山升云兮泽上气，雷鞭车兮电揺帜，雨寖

寖兮将坠，风伯怒兮云不得止。旸乌之仁兮，念此下民; 其光兮，不斗其神。
嗟风伯兮，其独谓何! 我于尔兮，岂有其他? 求其时兮修祀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饱兮

饮足醉，风伯之怒兮谁使? 云屏屏兮吹使醨之，气将交兮吹使离之; 铄之使气不得化，寒之使云

不得施。嗟尔风伯兮，欲逃其罪又何辞!

上天孔明兮，有纪有纲; 今我上讼兮，其罪谁当? 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

( 《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上册，第 70—71 页)

韩愈借助楚辞体生动呈现了由所谓风伯一手造成的旱灾: 由于风伯作祟，使上天雨露不得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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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第 11 册，第 3731 页。



下民被迫拿出肥羊美酒上供，风伯却依然无动于衷地残暴下民。其间，与风伯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仁

爱下民的上天。为此，韩愈上讼于天，期待上天严肃纪纲，惩罚风伯。总体来看，《讼风伯》的情境

设定，与李实施暴“残民”，韩愈上状、寄望德宗的史事极为近似，宋人旧注即认为此文讽刺的是贞

元十九年李实“不顾旱饥，专于诛求，使人君恩泽不得下流，如风吹云而雨泽不得坠也”①。
值得注意的是，此文既借风伯讽刺李实，便不必再像 《状》中那样有所避忌，从开篇的 “风伯是

尤”到“欲逃其罪又何辞”，再到“天诛加兮不可悔，风伯虽死兮人谁汝伤”，批判风伯的口吻层层加

重，充分表达了韩愈期待德宗严惩李实的强烈愿望。由此反观 《天说》，韩愈坚信 “天”听闻百姓的

呼声后，就会使残民者受到严惩，这与《讼风伯》“今我上讼”、天加诛于风伯的描叙如出一辙。不仅

如此，“风吹云而雨泽不得坠”的繁复铺叙本身亦是 “元气阴阳之坏”的生动体现。可以说，《讼风

伯》与《天说》具有十分密切的互文关系，为探明《天说》托讽动机及其本事提供了有力佐证。
要言之，从贞元政治的总体局势，到李实当权及其贞元十九年苛征残民的种种细节，再到韩愈寄

望德宗、惩恶安民的主观动机，与前述《天说》四项托寓特征一一吻合。特别是韩愈贞元十九年所作

《讼风伯》《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二文，前者专事托讽而激切嘲骂，后者务求写实而意稍委曲，二

文分别从正面和侧面、可能性和必要性的双重角度表明: 当韩愈有意向柳宗元表达自己对于时局的态

度而又不便明言的情况下，有可能且只可能采用像 《天说》这样谲诡的托讽话语，殆非如此无以全

身，非如此亦不足以寄意。
以上既证韩说之本事，便不难窥见继之而出的柳说之旨。柳宗元在 《天说》后半部分对韩愈既有

褒扬又有批评，其文云:

柳子曰: “子诚有激而为是耶? 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 下而黄

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 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
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 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 天地，大果蓏

也; 元气，大痈痔也; 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 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

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

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 《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090 页)

柳宗元开篇即点出韩说 “有激而为”的特质，旋即称赞其“信辩且美”②，若非柳宗元觉察到韩愈借说

理以讽时事之绝妙笔法，恐怕不必如此褒扬韩说。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 “吾能终其说”，表明己

说实承韩说而作，并能终结韩说之旨。这样看来，柳说也不可能是纯粹意义上的辨名析理之文，而应

接续韩愈“信辩且美”的修辞策略，对韩说的托讽旨意有所回应。要之，柳说开篇二句不仅为理解韩

说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也预示着柳说自身的话语风格，诚为《天说》全篇之枢纽。
既明乎此，再看此后柳宗元对韩说之批评———通过重新定义天地和元气阴阳，逐一强调其自然属

性，消解其社会属性，最终指出“天”是不可能赏功罚祸的———便不难体会到柳氏更为激进的政治立

场。在韩说中，“天”象征的是当世君主唐德宗，“元气阴阳”象征的是王政纪纲，也即现行政治秩

序，而柳宗元对“天”和“元气阴阳”的还原式界说，本质上否定了唐德宗 “代天行法”的合理性，

消解了唐德宗主持下的王政纪纲的权威性。对此，柳宗元自然不便公开表达，于是延续了韩说的托讽

策略，通过话语属性的转换，暗中寄托自己的政治立场。
柳宗元之所以拥有如此激进的立场，殊不足怪，主要原因在于他那时已成为王叔文集团的骨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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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仲举《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一二，上海涵芬楼影宋本，第 18b 页。需要说明的是，宋人旧

注在此句之前还有一句，云“德宗贞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时为四门博士，作此专以刺权臣裴延

龄、李齐运、李实等”。按，裴延龄、李齐运均卒于贞元十九年之前，无预其事，盖宋人误记。
“辩者，谓巧言也”。参见王卡点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卷四，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07 页。



员之一，这一集团依附于太子李诵 ( 即后来的唐顺宗) ，涌动着政治变革的潜流。《资治通鉴》唐德宗

贞元十九年条云:

叔文谲诡多计，自言读书知治道，乘间常为太子言民间疾苦。……太子曰: “寡人方欲极言之。”
众皆称赞，独叔文无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谓曰: “向者君独无言，岂有意耶?”叔文曰: “叔文

蒙幸太子，有所见，敢不以闻。太子职当视膳问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

何以自解!”太子大惊，因泣曰: “非先生，寡人无以知此。”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叔文因为太子言: “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密结翰林学士韦执谊及当时朝士有

名而求速进者陆淳、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定为死友。而凌准、
程异等又因其党以进，日与游处，踪迹诡秘，莫有知其端者。( 《资治通鉴》卷二三六，第 16 册，

第 7602—7603 页)

其时，太子李诵及王叔文集团关心民间疾苦，不满于德宗主导下的现状，但又担心触犯忌讳，招

致灾祸，因此选择隐忍韬晦，欲待太子顺利即位后再采取行动。无论柳宗元当日是否有 “求速进”的

主观意愿，他既为王叔文集团中“定为死友”的骨干成员，自然会认同并遵循这一集团的基本价值理

念和行动策略。由此反观《天说》，我们更能深入窥悉韩柳异同之动因，揭开其间蕴藏的历史世界:

贞元十九年，韩愈一意关心百姓疾苦，在政治上却无党可依，只能寄望于现行之 “天”———唐德

宗，但同时又忌惮权臣李实，故作 《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而闪烁其辞，又作 《讼风伯》与 《天

说》专事托讽。作为同官好友，柳宗元深知韩愈用心，然而他又是王叔文集团之骨干，内心拥护太子

李诵，欲言却不便明言，值此隐忍韬晦之际，只能延续韩说的托讽策略，通过话语属性的转换，寄托

对德宗的不满。总之，韩柳在 《天说》中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们对于 “天”的态度截然相反，

这看似二人哲学观点的对立，实则由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差异———韩愈寄望德宗而尊 “天”，柳宗元寄

望太子而轻“天”; 而韩柳的相同之处，则体现在文学修辞层面，即二人之说皆属 “有激而为”，皆因

有所忌惮、不便明言而采取了借说理以讽时事的托讽笔法，以致 《天说》通篇谲诡幽隐、暗藏机锋，

读之或为辨名析理、议论天人之修辞狡计所蔽，而难悉本旨矣①。

余 论 韩柳说体文之特质

拨开千年以降轩轾韩柳的层层迷雾，揭下 《天说》哲学化的阐释面纱，重审其话语形态，究明其

托讽旨意，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有助于深入理解韩柳二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同气相求和政

治立场上的异趣别径，有助于深入把握“韩柳异同”这一经典论题的复杂面向。如果进一步追问，历

代何以多将《天说》视为辨名析理的哲学文献? 除了韩柳笔法深曲这一直接原因，从根本上讲，或许

与说体文的文体认知不无关系。
长期以来，说体往往被视为论体之下的二级概念，被定义为“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②，甚至被

说成“与论无大异也”③，几为论体所湮，统为辨名析理之正体。之所以如此界定，殆因说体文的源头

往往被追溯到《说卦传》和 《说文解字》等学术著作，这固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此衡量韩柳之说体

文，便遮蔽了问题的复杂性。今按韩柳说体文共计 17 篇，其中韩集收 6 篇 ( 《师说》《杂说四首》《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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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何焯虽然意识到韩说之“廋词”，但论柳说时又云“柳子则直以天为无心矣，则古圣人曰天位、曰天禄、曰天

职者，岂其诬欤? 天既无心，人之仁义又何能自信欤? 言之似正而实昧其本，于韩之廋词亦有所不察也”( 《义门读书

记》卷三五，中册，第 627 页) ，惜乎未达一间矣。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罗根泽校点《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 合刊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43 页。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文章辨体序说 文体明辨序说》 ( 合刊本) ，第 132 页。



相乳说》) ，柳集收 11 篇 ( 《天说》《鹘说》《祀朝日说》《捕蛇者说》《 说》《乘桴说》《说车赠杨诲

之》《谪龙说》《复吴子松说》《罴说》《观八骏图说》，合为一卷) 。这 17 篇作品中，只有 《祀朝日

说》《乘桴说》2 篇属于较为纯粹的辨名析理之作，余者皆存在着鲜明的现实观照，甚至蕴含着具体而

微的现实事件，主导着全篇的言说方式和修辞风格，与辨名析理之正体相比，存在不同程度的异质性。
具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曰感时说理。这类作品虽然本质上仍属说理，但在强烈的现实观照的驱动下，辨名析理是在特

定情境下展开的，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因此往往无法确保逻辑的周延及论证的普遍合理性。比如

韩愈《师说》是针对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而作，为了纠正这一风气，文中特意标举孔子师从老

子之说，然而韩愈对此实不以为然，认为那不过是道家的附会，韩愈思想与 《师说》的文本呈现之间

存在着明显矛盾。但从另一层面讲，此即文体风格使然: 《师说》作为说体文，乃感时而发，孔子师

从老子之说，或可视为一种修辞策略，而非正言，不必深究。此外，柳宗元《 说》也存在类似特点，

限于篇幅，兹不赘。
二曰叙事警世。这类作品已然摆脱了辨名析理之窠臼，以述说现实事件为主体，至篇末才转入道

理与教训，理由事而生、因事而明，警世之意更加真切可感。比如柳宗元 《捕蛇者说》，主体部分为

记事记言，篇末转入“苛政猛于虎”之说，猛烈批判现实社会中的 “赋敛之毒”，哀民多艰，讽刺辛

辣。韩愈《猫相乳说》结构笔法相近，先叙述猫相乳之事及马燧之功业，最后赞颂马燧修身齐家之

德、善持禄位之能，与《捕蛇者说》相比，一为讽刺，一为称道，皆非空谈道理，乃是根于时事而有

益于世者。
三曰借物托讽。韩愈《杂说四首》，柳宗元《鹘说》 《说车赠杨诲之》 《谪龙说》 《复吴子松说》

《罴说》《观八骏图说》等皆属此类，占韩柳说体文总量的六成以上，是其主体风格。其中韩愈的 《杂

说四首》，前人评云: “《龙喻》言君不可以为臣，《医喻》言治不可以恃安，《鹤喻》言人不可以貌

取，《马喻》言世未尝无逸俗之贤。”① 柳宗元以 《鹘说》讽 “当途者昔资子厚之气力而今不知报”②，

以《说车赠杨诲之》讽杨诲之“圆其外者未至”③，以 《谪龙说》讽 “非其类而狎其谪”者，殆自寓

贬谪之身世④，以《复吴子松说》讽 “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⑤，以 《罴说》讽 “不善内

而恃外者”，流露出对朝廷 “以藩治藩”政策的批评⑥，以 《观八骏图说》讽人才选拔机制的教条与

异化，率皆借物托讽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类作品存在三重共性特征: 一是假借之物的自然 ( 物

理) 属性与社会 ( 人伦) 属性密切相关，便于象喻托讽，比如 《说车赠杨诲之》之 “车”具有 “圆

其外而方其中”⑦ 的特点，适可象征为人之道，又如 《杂说四首》之 《龙喻》，以龙象征君主，更是

不言自明的。二是借物托讽之书写，多具事件化特征，特别是《鹘说》《谪龙说》《罴说》等篇，有相

对完整的故事情节，甚至具有小说化倾向，巧妙幻化出丰富生动的托讽空间，托讽之笔得以游刃其中。
三是托讽主题往往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而且很多涉及全局性、关键性、制度性的问题，比如君臣关

系、纪纲法度、选人用人、藩镇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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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黄震《黄氏日抄》卷五九，吴文治编《韩愈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 册，第 547 页。
韩醇题注柳宗元《鹘说》之语，《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06 页。
柳宗元《说车赠杨诲之》，《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37 页。
柳宗元《谪龙说》，《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44 页; 卞孝萱《唐传奇新探》，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20—223 页。
柳宗元《复吴子松说》，《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49 页。
柳宗元《罴说》，《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52 页;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82 页。
柳宗元《说车赠杨诲之》，《柳宗元集校注》卷一六，第 4 册，第 1136 页。



由此反观《天说》一文，实将感时说理、叙事警世、借物托讽熔于一炉，感时而先叙其事，复借

辨名析理之辞，收托寓讽刺之功，诚可谓韩柳说体文集大成之作。全篇看似说理而非正言，先叙其事

而匿其志，着意托寓而绝去具象之物，转而寄诸“天”“人”“元气阴阳”诸概念之中，使人浑然莫识

其端，而宛转嘲骂之心，已毕于短制矣。更为重要的是，从 《天说》的创作形式上看，该文系韩柳同

题共作，这在二人的古文创作历程中当是绝无仅有的。韩柳在 《天说》中一道采用托讽策略，寄寓现

实关切，集中展现了说体文的文体特质，充分反映了说体文的创作倾向，共同开辟了与辨名析理之论

体文貌合神离的夐绝之境①。

［作者简介］ 孙羽津，中共中央党校 ( 国家行政学院) 文史部副教授。发表过论文 《元和政治与

奇诡诗风之关系窥管》等。

( 责任编辑 刘京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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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韩柳的这一创作倾向，时人亦颇留意。刘禹锡《天论》开篇云: “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

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 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
卷五，中华书局 1990 年版，上册，第 67 页) “有激”云云，本是柳宗元评论韩愈的话，刘禹锡用以移评柳宗元，意谓

韩柳皆有激而云，《天说》通篇含有强烈的现实指向，非为辨名析理，故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而刘禹锡的兴趣点，

已不在“有激”之事上，直欲“极其辩”以“尽天人之际”，故其题未袭“天说”之名，亦未衍作“续天说”，而是易

“说”为“论”，以示返诸论体之正。具体来看，刘禹锡分别从“法大行” “法小弛” “法大弛”三类情形出发，深入

探讨天人关系，进而引入“理”“数”“势”等哲学概念，以证成其“天与人交相胜”之论断，通篇条分缕析，显豁畅

达，极尽辨名析理之能事，与《天说》之隐晦委曲形成鲜明对照。凡此，适为我们体认论、说之别提供了重要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