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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唐宋古文家寄游山水的

儒学心迹
——

以 亭记散文 为 文本 范例

黄仲 山

【提 要 】 唐宋古文家写 下 大量的 亭记散文 ， 这些散文记述 了 古文 家寄游 山水的 经历 和 闲雅 自 适的 生

活状态 。 然 而 ， 由 于古文家 的儒学思想基础和古文的文体复兴背景 这些亭记散文又或 隐或显地体现 了 古

文家的儒学心迹 ， 儒学思想在其 中 的传达与道禅思想形成
一种触通 交汇的 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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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亭记散文的盛兴是附着在 当时古文复兴的背景 基使得行游坐止无不体现出鵂学的印迹 ， 近代学者牟宗

上的 ， 唐宋知名的古文家几乎都有亭记散文存世 ， 成为 三总结说 ：

“

鵂家主要的就是主体 ， 客体是通过主体而

重要的散文作品集群 。 而古文运动的发轫以复兴儒学为 收摄进来的 ， 主体透射到客体而摄客为主 。

”① 俩家讲究

旗帜 ， 从亭记散文的分析出发 ， 我们可 以在古文家论政 以 主体的道德心性来立 自 然万物的尺度 ， 为外物与 内心

述贤 、 阐道释教的文章之外 ， 找出他们从政论学余暇之 相互映照的价值判断方式开通理路 ， 其山水
“

比德
”

观

寸寄游山水讓学心迹 ， 麵更全 分腿学思赃 絲是账 。 絲记散文中随職是鳴家仁麵念

文《文 —
来发 散行 文 ， 以 亭 为 意象符 号 ， 比隨 如

“

仁 、 礼 、

一

亭记散文中 需学思、想、的
德 、 义 、 孝 、 廉

”

等抽象观念 ’ 体现古文家首先作为一
、 。、 、

个儒者的家国观念和道统意识 。 清代文人沈德潜对欧阳

修 《丰乐亭记 》 的一段评论就很能说明 问题 ：

“

记一亭

亭作为
一

种观果建筑 ， 游离 于宗庙宫观居室之外 ，
而由唐及宋 ’ 上下数百年之治乱 ， 群雄真主之废兴 ，

一

咏亭记亭 的 文字似乎与道家
“

逍遥游
”

的思想更 为切
一在 目 ， 何等识力 ？

”

沈德潜对欧阳修大加赞赏 ， 因 为

近 ， 然而通过唐宋亭记散文文本的分析可 以发现 ， 儒学 在他看来 ， 即便是记亭 ， 也应体现出 文人对天下治乱兴

思想在其中 占据十分明显的地位 。 究其原因 ，

一方面是 废的责任感和对民生的关怀态度 。 因此 ， 鵂学作为深烙

古文家的儒学倾向使然 ， 另
一方面是亭所赋予的文化意 在主体内心的一种 印迹 ， 在记亭的 文章 中 得到 自 然 的

义以及亭记的文体功能所致 。

首先 ， 唐宋古文家是一批深受慊学思想影响 、 在政
。

一

① 牟宗二 ： 《 中国哲学十九讲 ， 吉林出版集 团 年版 ， 第
治上也 比较活跃的文人 ， 他们 以拯济时溺 、 重振道统为

页 。

己任 ， 即使在寄游山水时也未能忘记使命 ， 或者反过来 ② 洪本健编 《欧阳修资料汇编 》 中册 中华 书局 年版 ，

说 ， 儒学在他们思想中 的烙印太深 ， 这种主体的思想根 第 页 。



黄仲山 ： 析唐宋古文家寄游山水的儒学心迹
一

以亭记散文为文本范例

依附 。 文中 ， 对
“

仁
”

和
“

礼
”

的记述和阐发是从亭的纪念性

唐宋古文家用古文来承续儒家的道统 ， 自 然有借形 意义和亭建筑的形构特点为基本点的 ， 王安石在 《石 门

式来延续思想的意义 ， 然而 ， 古文复兴的 目 的不仅仅是 亭记 》 中借亭的兴废对
“

仁
”

做了几种解读
“

夫环顾

用来论政 、 阐道 ， 还作为一种抒发情感 、 摹写 自然外物 其身无可忧 ， 而忧者必在天下 ， 忧天下亦仁也……始令

的文体 ， 实现了文学性的依附 。 古文家用古文写下大量 之名者 ， 其石幸在 ， 其文信善 ， 则其人之名 与石且传而

记游的文字 ， 亭记散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

一方面它不 不朽 ， 成仁之名 而不夺其志 ， 亦仁也 。 作亭之意 ， 其然

同于政教道统文字 ， 更多地体现文人个人的情感抒写和 乎 ？ 其不然乎 ？

”⑥ 纵观王安石生平 ， 其僑家的
“

外王
”

审美性追求 ； 另
一方面 ， 从文体背景和古文家的思想基 思想 自不必说 ’ 而据余英时先生所论 ’ 王安石在古文家

础来看 ， 亭记散文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学思想的种种印 中较早具有了
“ ‘

内圣
’

和
‘

外王
’

必须兼备的意识 。

”⑦

迹 ， 儒学思想在其中的传达就是古文家作为文人和儒学 这一段对
“

仁
”

的 阐释就是其
“

道德性命
”

的
“

内 圣
”

信徒双重身份碰撞交织的反映 。 欧阳修在 《醉翁亭记 》
之说与鼎革除弊的

“

外王
”

思想结合的范例之一 。 宋张

中描述了观览山水的乐趣 ，

“

人知从太守游而乐 ， 而不 耒在 《思淮亭记 》 中说 ：

“

夫弃故而不念 ， 流寓而忘返 ，

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

”① 所谓的太守之乐其实还是落实在
必薄于仁者也 。

”⑧ “

仁
”

出发为恋乡思旧的情感寻

他对于治绩的 自 我认可之上 ， 備家的事功观念在文人醉
找依托 把一般的情感问题上升鍾统的层面 ’ 或许只

乐优游中得到了 隐性的传达 。 另外 ， 很多亭记散文记述
力 自重其论 。 韩愈 《宴喜亭记 》 则从 山水

“

比德
”

观念

了文人从严肃的政治生活顿开 ， 自放于 山水之中的
发来论

‘ ‘

传 日 ：

‘

智者乐水 ’ 仁者乐 山 。

’

弘中

悦体验 ， 体现了一种聽生活 的追求 ， 《 中庸 》 里说 ：

之德 ， 与其所好 ， 可谓协矣 》 智 以谋之 ， 仁 以居之 ， 吾

极高明廳中庸
”

， 冯友兰总结说 ：

“

儒家所要求的理

想生活 ， 卩在统 这种对立 。

” “

可 以 说是
‘

不 即 不
境

：

以在此安居 ’ 韩愈列智与 并用 ’ 可谓是对友人

离
”

。 道学家强调舰本麵对古文家
“

不 即不离
” 之德的最大褒扬 。

也多有表现 。 荀 子认为礼主要是一种
“

明分
”

就是要
的态度提出质疑 ， 从另 个角度反映 了古 文家对儒学思

‘

贵贱有等 ， 长幼有 差 ’ 贫富轻重皆有称者
想之于人生价值和政治理想的理解与认同方式 。 如美

概由 ‘放 ，
、 师扣

也 。
⑩ 苏洵在 《苏氏族谱亭记 》 论述了宗族间里礼节风

俗的变化 ：

“

既奠 ， 列坐于亭 ， 其老者顾少者而叹 曰 ：

不及见吾乡邻风俗之美矣， 作者对乡 里礼义孝悌等
礼 、 乐和谐有序的仁治 ’ 另

一方面还有主体的达道 、 通

理 、 适情 ， 修身不仅着眼于道德的提升 ， 也在于情戯
希望能够通过舆论和教化来重建

态的健康和谐 。 曾巩在 《尹公亭记 》 中说 ：

‘ ‘

内有以得
《家知识分子从 《 乐记 》

“

声音之道 与政通
”

的思
诸己 ， 外有以与人同其好 ， 此所以为先王之道 ， 而异乎

百家之说也 。

“

这里所说的
“

得诸己
”

似乎就包含 了情

感睡悦 。 在亭记散文中 ， 慊学思想的传达结合 了 文人
① 欧阳修 ： 《欧阳修选集 》 ， 上海古播 出 版社應 年版 ， 第

页 。

的 山水体验和情感生发过程 ’ 体现了慊家文人的 种生
② 冯友兰 《哲学的精神 》 ，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活情趣 ， 苏辙 《武昌九曲亭记 》 对此就有 阐述
“

盖天 第 页 。

下之乐无穷 ， 而以适意为悦 。

”⑤ 这其中所说的
“

适意
”

③ 美 约瑟夫 列文森 ： 《儒教 中国及其现代命运 》 ， 郑大

不仅有道家的影子 ’ 也可以理解为孔子称道之
“

曾点之 华 、 任菁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④ 曾巩 ： 《 曾巩集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⑤ 苏辙 ： 《栾城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二 、 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
⑥ 《王文公文集 》 上海 人 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⑦ 余英时 ： 《宋明理学 与政治 文化 》 吉林出 版集 团 年

版 ， 第 页 。

唐宋亭记散文对于慊学思想 的映照具体体现在 如 ⑧ 张耒 ： 《张耒集 》 中华 局 年版 第 页 。

下方面 ： 崇仁推礼的僑学基本教 义 、 和乐通达 的政教 ⑨ 韩愈 ： 《韩昌黎文集校注 》 上海 籍出版社 丨 年版 ， 第

思想和敬贤崇德的人伦道德观念等 ， 概括地说 ， 就是

进由
、

检杜 士 仅《 ‘ ‘ 出 叉认 工 ” 姑庙由甘★ 抓
⑩ 《荀子 礼论 》 ， 《诸子集成 》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版 ，

在儒家道统体系 内 ， 坚持
“

内 圣外王
”

的儒家基本价
￡

值观 。 苏洵 ： 《嘉祐集笺注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首先 ，

“

仁
”

、

“

礼
”

是儒家思想的根基 ， 在亭记散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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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出发 ， 认为建筑也能反映一个时期一个区域政治的盛 一

种隐性传达 ， 既具有某种相一致 的思想基础 和审美

衰得失 ， 亭的兴废也记述了 国运的兴衰 。 柳宗元曾 在多 维度 ， 又有作为个体 内 在精神 和情感层 面所显现 出 的

篇亭记散文中反复论述治政与观游的关系 ， 反对将两者 独 白意义 。 在亭记散文 中 ， 儒学思想 的体认受到 古 文

对立起来 ， 如 《零陵三亭记 》 ：

“

邑之有观游 ， 或者 以为 家个体性格理念和境遇心情等种种 因 素 的影响 ， 这一

非政 ， 是大不然 。 夫气愤则虑乱 ， 视壅则志滞 。 君子必 方面在于文人思想的 复杂性 ， 另
一方面也在 于其本 身

有游息之物 ， 高明之具 ， 使之情宁平夷 ， 恒若有余 ， 然 意义空间 的可塑性与包容性 ， 而这种 复杂思想的表露

后理达而事成 。

”

他解释说 ， 治理者能在观游过程 中 最终也构成 了 当 时古文家整个文化心迹 的显像 ， 通过

平衡性情 ， 通达事理 ， 从而在处理政事 中能够游刃 有 这种差异的解读 ， 我们可 以 对他们 的儒学心迹作更 为

余 。 同样 ， 他在 《 邕州 马退 山 茅亭记 》 中将政务 与 闲 精微的体会 。

暇联系起来 ， 使两者构成一种和谐的 因果关系 ：

“

夫其 在唐宋古文家中 ， 对于儒家道统德性的阐释与维护

德及故信孚 ， 信孚故人和 ， 人和故政多暇 日 ， 由 是常 是程度不同的 ， 儒学思想的印迹也深浅不一 体现了古

徘徊此山 ， 以 寄胜概 。

”

地方官治理有方 ， 政通 人和 ， 文家的 个体差异 。 清沈德潜 在评述八 大家 古 文 时说 ：

如其在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 所说的那样 ：

“

盗
“

今就八家言之 ， 固 多 因事立言 ， 因 文 见道者……然则

遁奸革 ， 德惠敖施
”

， 才能有登亭观览 、 寄游 山 水 的心 八家之文 亦醇驳参焉者也 。

”

意指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情和闲暇 。 这其实反映 了唐宋古文家不 同 于道学家 的 对于儒家道统的依附醇驳不一 。 有学 者对此解 释道 ：

一种普遍心态 ， 道学家将道统刻意强化 ， 而古文家则
“

如果说韩愈 以道统 自许 ， 欧 阳修 以道德 自 励 ， 那么柳

在坚持道统本 体的 基 础 上 ， 不放 弃 自 然性情 的表 达 。
宗元 、 苏轼则显然不 同 ……顺应一 己 内心的真实感受 ，

人们习惯于将儒家精神归结为人世 ， 道家归结为出世 ， 将用世进取与避世退隐等量齐观 。

”⑤ 韩 、 欧 、 曾巩等人

这其实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论断 ， 在先秦儒家 自 身 的 更接近于人们所说的
“

醇備
”

， 道禅等思想的渗入相对

思想体系里 ， 也有 出 世精神 的某种表达 ， 孔子
“

吾与 较少 ， 因此思想更类似于儒家所谓 的
“

醉正
”

， 对儒学

点也
”

其实就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 另 一种依归 。 儒家 道统的维护更为坚定 ； 柳宗元 、 苏 氏兄弟 的思想则 比较

治与游的关系 ， 其实 是并行不悖 的 ， 但同 时也要警惕 驳杂 ， 在儒学的基本认同之外 ， 许多方面还兼用道禅来

玩物丧志 ， 柳宗元在 《零陵三亭记 》 中 也提到 ：

‘

及其 排解心绪 ， 体悟人生 。

弊也 ， 则 以玩替政 ， 以荒去理
”

， 这也是古文家所极力 因此 ， 儒学思想在亭记散文中 的表现呈现出不同的

反对的 。
样态 ， 儒家内圣外王 、 仁义礼智等理念在亭记散文中的

钱穑在评述陆象山关于道德学问 与践行的关系 问题 体现有时是直白显餌的 ， 唐古文运动先驱贾至在 《沔州

时说 ：

“

象山 只注重在此心之哀与敬 ， 却不注意到墟墓宗 秋兴亭记 》 中将亭的建筑特点直接 比附儒家道德观念 ：

庙如何兴起之具体亊实上……但没有墟墓宗庙 ， 此哀敬
“

观其前户后臁开阐之义 ， 简也 ； 上栋下宇无雕斫之希 ’

之心 ， 如何兴起 ， 如何着落 。

”② 虽然 只 是举 的 一 个例 俭也 ’ 简近于智 ， 俭近于仁 ， 仁智居之 ， 何陋之有 ？

”

⑥

子 ， 但可以就这个话题延伸开来 ， 建筑作为一种实体往 在这里 ， 亭的形制直接成为仁德智性的象征性表达 ！ 曾

往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被赋予某种意义 ， 承载 了许多历史 巩 《清心亭记 》
：

“

今梅君之为是亭 ’ 曰不敢以 为游观之

人文信息 ， 形成某种文化符号 ， 墟墓宗庙如此 ， 作为观 美 ， 盖所 以推本为 治之意 ， 而且将清心 于此 ， 其所存

景建筑的亭也是如此 ’ 在儒家道德人伦语境下 ， 亭记散 者 ， 亦可谓能知其要矣 。

”

这里是说作亭是为清心于此 ’

文中常常体现着追思前贤的道德理念和化育 民风的价值 而不是作为游观遣兴之用 ， 而清心 即 为懦家所谓
“

修

追求 。 欧阳修在 《岘山亭记 》 中记述 了此亭对前贤羊祜 身
”

：

“

斋其心者 ’ 由乎中庸 ’ 所以致用也 。 然则 君子欲

的纪念意义 ， 承载了后人的倾慕之意 ：

“

余谓君之慕叔

子之风 ， 而 袭其 遗 迹 ， 则 为 人 与 其 志之 所 存 者 ， 可 ① 柳宗元 ： 《柳宗元集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知矣 。

”③ 钱敌 ： 《象山龙川水心 》 《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 （ 台

湾东大图 书公 司 年版 ， 第 页 。

三 、 儒学思想体认个体差异的 ③ 欧阳修 ： 《欧阳修全集 》 中国 书店 年版 ， 第 页 。

敏
、

走
① 洪本雔编 《欧阳修资料汇编 》 中册 中 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木 轴 女 仏 的 食 、 叫姑
，

本 路孟
⑤ 沙红兵 ： 《对唐宋古文家的収重批评标准

一从韩柳欧苏的
作为 种 文化符号 ， 亭通过文子 的 解读被赋予 了

妓妾声色谈起 《 四川 大学学报 》 （ 社会科学版 ） 年

深刻的象征意义 ， 其所包含的儒学思想形成具有特定

内核而又不失 弹性的 空 间 ， 构成 了古文家儒学心迹 的 ⑥ 《文苑英华 》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黄仲山 ： 析唐宋古文家寄游山水的儒学心迹
——

以亭记散文为文本范例

修其身 ， 治其国家者 ， 可知矣 。

“

另 外 ， 如王安石 《 石 心 ， 以乱取士之法 。

”

⑤很显然 罗织罪名之人识见和境

门亭记 》 、 韩愈 《燕喜亭记 》 等 ， 都有儒家仁德事功等 界与苏轼相比 ， 简直是云泥之别 。 苏轼能够做到
“

以道

观念的直接表述 。 另
一方面 ， 苏轼 、 苏辙甚而是柳宗元 家精神来从事儒家的业绩

”

不仅在于他对道家精神的

等 ， 他们的亭记散文则多 自然心性 、 情感的表达 ， 对亭 透彻领悟 ， 更在于对腐家思想的深刻理解 。 因此 ， 在这

的意象建构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儒道禅甚至屈骚思想的影 些古文家的亭记散文中 ， 整体上体现出 闲适情趣与事功

响 ， 儒学思想多数作为其寄游山水 、 抒发情感的一种间 思想 、 道学理念的奇妙结合 ， 儒体 、 道心 、 禅灵三者共

接性流露 。 苏辙在 《黄州快哉亭记 》 说 ：

“

士生于世 ， 同支撑着其亭记散文的思想基础 。

使其中不 自得 ， 将何往而非病 ？ 使其中坦然 ， 不以物伤 综合上文所述 ， 唐宋亭记散文中儒学思想的传达呈

性 ， 将何适而非快 ？

”

不 以物伤性 ， 求内心的 自适 ， 体 现多层面 、 多角度的特征 ， 与古文运动的政治和文化背

现了他作为儒家文人对人生价值和生存方式的理解 。 苏 景紧密相关 ， 同时也受到古文家个人心性遭际与思想的

轼更是兼有儒道佛三家思想而能融会贯通的文人 ， 李泽 影响 。 通过这种文本的分析 ， 我们可以 了解儒家文化在

厚评论为
“

奉儒家而出人佛老 ， 谈世事而颇作玄思 。

”③ 历史中某个时期 、 某个人群 中 的存在状态 ， 从中抽绎出

苏轼在 《墨妙亭记 》 中说 ：

“

余以 为知命者 ， 必尽人事 ， 儒家文化的
‘

常道
”

在对古文的审美性赏析中领悟儒

然后理足而无憾……其治国也 ， 凡可 以存存而救亡者无 家思想的精髄和生命力 。

不为 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已 。

”

表达 了慊家
“

知其不可

为而为之
”

的人世精神和责任感 ； 在 《放鹤亭记 》 中 本文作者 ： 北京 市社会科学 院 、 北 京 大 学 艺 术学 院

他又作如下的分析 ：

“

嗟夫 ， 南面之君 ， 虽清远闲放如 博士后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毕业博士

鹤者 ， 犹不得好 ， 好之 ， 则亡其国 ； 而山林遁世之士 ， 责任编辑 ： 马 光

虽荒惑败乱人酒者 犹不能为害 ， 而况于鹤乎
”

把治

国者的责任与隐士的洒脱分开 ， 指出淸远闲放的人生态

度在山林通世之士那里是一种超脱的境界 ， 而在治国者 ① 曾巩 ： 《曾巩集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那里则是荒淫误国 ， 这表明苏轼对出世与入世有非常稱 ② 苏級 ， 《栾城集 》 ， 上海古箱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辟的认识 ， 这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何在 《 灵璧张 氏 园亭 ③ 李泽厚 ： 《美的历程 》 三联书店 年版 第 页 。

记 》 中说 ：

“

古之君子不必仕 ， 不必不仕 ， 必仕则忘其 ④ 苏轼 ： 《 苏轼文集 中华 书局 丨 年版 第 、

身 ， 必不仕则忘其君 。

”

这反映 了他对两种人生选择的 页 。

理解 ’ 仕则忘身 ’ 要有心系天下的责任感 ， 不仕则彻底 ⑤ （宋 〉 朋九万 ： 《东坡乌 台诗案 》 ’ 中华书局 丨 年版 第

忘却世事 ， 不能首鼠两端 ， 身在庙堂而心系 山林 ， 或身

在山林而牵念庙堂 ， 惟其如此 才能在进退之中都能找
⑥ 李泽厚 ： 《 华夏美学 》 安激文 艺 出 版社 年版 ， 第

人 非

士
⑦ ：

页

山 家文化的
“

常道
”

》 《孔子研究 》 时
超脱心态 这篇亭记竟成为

”

乌 台诗案
”

中苏轼的罪状
胃

之一 ，

“

国子博士李宜之状……是教天下之人必无进之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