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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对苏洵文评点之辨析 

学生名字：萧贝倚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作为乾隆时期所编制的古文选本，其中对唐宋八大家

之古文进行评选，能以此观照八家古文在清代中期文坛之走势。本文旨在结合文化背

景、文学批评及比较研究之视角，对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中对苏洵古文之评点

内容进行研究。通过对《读本》编选背景与动机的探讨，揭示了清代特殊的政治、文

化及教育背景对沈氏选本的影响，继而形成沈氏独特的选文倾向与标准。以时代背景

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及分析沈氏对苏洵古文之评选，并以此将其与不同时代背景及编

选宗旨选本进行对比。从中反映出沈氏选本对苏洵古文创作风格、思想内容、写作方

式及技巧之评点内容，如何呈现出有别于其他选本的特点，同时亦展现了历代诸家对

苏洵古文接受的异同。 

 

【关键词】《唐宋八家文读本》、沈德潜、苏洵、古文评点、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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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中国的古文选本自汉魏六朝时期就已有雏形，南宋开始大量出现，如南宋吕祖谦

《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等都是早期较有影响力的古文选本。其中《古文关

键》更是被现代学者认为是最早融合了选本与评点两种批评形式的选本，1 以评选者的

评点内容为媒介，体现其对文章的评选意见及理解深度。古文评点发展到了明清时期，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兴盛，如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确立了全新的大家类选本发

展趋向，主题与评点都围绕在唐宋八大家身上。到了清代，选本的编选也同样延续前

代的繁荣，其中著名的有林云铭《古文析义》、康熙年间《御制古文渊鉴》、吴楚材吴

调侯《古文观止》、乾隆年间《御选唐宋文醇》等。同时，清代也出现了许多继承茅坤

《唐宋八大家文钞》形式的大家类选本，如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张伯行《唐宋

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等。 

沈德潜（1673 年-1769 年），字碻士，号归愚，江苏长州人（今江苏苏州），是清

代著名的大臣及文学家。《唐宋八家文读本》（后简称《读本》）是沈德潜重要的古文评

点著作。全书共三十卷，其中韩愈文六卷、柳宗元文三卷、欧阳修文五卷、苏洵文三

卷、苏轼文七卷、苏辙、曾巩以及王安石文分别两卷。《读本》在继承茅坤及储欣选本

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意义选录而来，其中对于八大家文章选本的传播与接受，更是肯

定了八大家在清代的正统地位。通过《读本》对苏洵文的评点辨析，能够让我们确立

苏洵在清代所取得的经典地位。 

 
1 吴承学，〈现存评点第一书——论《古文关键》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3 年第 4

期，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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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选题意义 

 

苏洵作为北宋文坛重要的文人之一，其文学地位不可忽视。但历代学者对于苏洵

古文的评价总是毁誉参半，有的赞赏其文章的写作技巧，亦有的赞扬他的文章展现了

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对政治现实有所帮助。但也有的认为其文章展现了纵横之权术，

常为阐释自身的思想内容，而创作出不合乎正统思想的文章，对此颇有批评。这是因

为他们自身古文理论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苏洵古文的关注侧重都不同。但在此之中，

沈氏作为乾隆时期的大臣，其编选的《读本》一方面秉承当时规范文风的政治要求，

另一方面冀望《读本》能作为读书人的“入门轨涂”2 。造就了其在评选苏洵古文时，

会关注其文章创作风格与渊源、经世致用、醇正思想内容及写作技巧等多个方面，展

现了其独特之观点，亦能使后世透过其评点深入了解苏洵之古文，对后世研究苏洵文

章接受史提供了积极的意义。 

选本是选家有意识地因某目的，选择符合其订立标准之作品，以一种典范作用的

作品形式出现。3 故通过对比及探讨不同时代及编纂目的古文选本对苏洵的评选内容，

能让我们观察历代对于苏洵古文评点的流衍变化，反映出不同时代背景、文学观点、

流派思潮对苏洵古文接受的不同程度。本文论题以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为切入

点，借助对《读本》编选背景与动机以及沈德潜对苏洵古文之评点内容的探究，一窥

基于清代时代要求下对苏洵文章的接受，帮助我们理解苏洵文章在清代的独特地位。 

 

 
2 [清] 沈德潜选评、[日] 赖山阳增评、闵泽评点校，《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武汉：崇文书

局，2010），页 7。 
3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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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目前学术界对于选录苏洵文之选本研究，并无专门的论著及论文。研究古文评点，

必从作者以及作品角度出发。论著方面，孔凡礼《三苏年谱》4 对苏洵的生经经历进行

详细的叙述、曾枣庄与金成礼所笺注的《嘉祐集笺注》5 系统地理理了苏洵十六卷著作，

为我们研究苏洵其人及其作品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6 、

曾枣庄《苏洵评传》7、金国永《苏洵》8等研究苏洵生经及古文的著作，能让我们深入

了解苏洵古文创作的背景、理念、特点及目的。谢武雄《苏洵言论及其文学之研究》9

专门研究苏洵散文，对其言论及古文思想都有详细的论析，对我们研究苏洵古文有极

大帮助。论文方面，周宇璇〈近十年苏洵研究综述〉10介绍了 210 篇有关苏洵研究的文

章与著作，对我们了解前人对于苏洵古文的研究成果具有积极性的帮助。 

除了对于苏洵古文的研究，亦有一些著作与论文关注到苏洵古文接受研究。毛德

胜的《苏洵古文论要》11对苏洵古文的观念、文气、技法、风格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

述，而第六章对于苏洵古文的接受史研究，简单梳理了宋至清代对于苏洵古文的评价

和接受过程，其中罗列了一些选本，有助于开展本文相关研究。许迪《苏洵古文经典

化研究》12其中对于研究历代选本对建构苏洵古文经典的作用，为我们梳理宋元明清时

代选本对于苏洵古文的接受程度，为本文研究提供非常大的帮助。不过，这两篇著作

 
4 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5 [北宋] 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6  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 曾枣庄，《苏洵评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8 金国永，《苏洵》（北京：中华书局，1984）。 
9 谢武雄，《苏洵言论及其文学之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1）。 
10 周宇璇，〈近十年苏洵研究综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8 年第 6 期，页 16-23。 
11 毛德胜，《苏洵古文论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2 许迪，《苏洵古文经典化研究》（新乡：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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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论文仅理理历代选本对苏洵古文的接受情况，并无对其有详细的论述及比较。高海

夫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13收录了历代部分选本对苏洵之评点，

但仅是收录，并未对此有所阐述。 

研究清代文学批评的专书方面，邬国经及王镇远《清代文学批评史》14对清代理体

的文学批评风气进行梳理，能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沈德潜编制《读本》的背景与意义。

但这部著作虽有一节专谈沈德潜之文学批评，但仅关注其对于诗歌的文学批评，并未

关注对于古文的文学批评。选本研究方面，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15及付

琼《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16，对明清出现的众多的唐宋八家文选本进行了梳

理，体现出良好的通观意识，对本文研究清代选本的编选背景与意义及对苏洵古文的

接受程度提供积极的作用。其他论文如付琼〈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生成述论〉

17、曹虹〈 “一代有一代之文”——清人编纂古文选本之时代意蕴〉18、孟伟〈科举考试

与清代古文选评〉19 、孟伟〈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20 对我们

了解明清时期选本编选的时代背景及纂修目的提供帮助。 

此外，周珍珍《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探究》21、叶雪竹《沈德潜〈唐宋八家

文读本〉研究》22 、孟伟〈 《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沈德潜的古文理论——兼及沈德潜古

 
13 [明] 茅坤编、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8）。 
14 邬国经、王镇远著，《清代文学批评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5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16 付琼，《清代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考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17 付琼，〈明清时期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生成述论〉，《社会科学战线》2017 年第 11 期，页 148-156。 
18 曹虹，〈 “一代有一代之文”——清人编纂古文选本之时代意蕴〉，《马来西亚汉学刊》2020 年第 4

期，页 89-108。 
19 孟伟，〈科举考试与清代古文选评〉，《广西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页 173-179。 
20 孟伟，〈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北方论丛》2015 年第 1 期，页 42-47。 
21 周珍珍，《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探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2021）。 
22 叶雪竹，《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研究》（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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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论与诗歌理论的互通与互补〉
23
、中对于沈德潜编选《读本》的背景与动机、古文

理论、选文审美、评点内容与特色之研究，能让我们系统地研究《读本》。不过这几篇

论文在研究八大家评点内容时，多把目光集中在沈德潜个人古文理论上，对苏洵评点

研究仍非常少。 

 

第三节 论文构思与研究方法 

 

本文根据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对苏洵古文之评点为研究对象，一探讨苏洵

古文在清代时代背景下的接受程度，二为通过对比以剖析沈氏选本对苏洵古文评点与

其他古文选本的异同之处。论文构思方面，本文的正文内容将分为三个章节，即文中

的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第二章重点探讨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之编制背景

与动机。透过对《读本》所身处的时代背景的研究，理清其为何会顺应清代政治与科

举教育的要求而编制而成，并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了解其如何造就沈氏评选苏洵古

文之独到之处。第三章及第四章则重点梳理《读本》对苏洵古文之评点，并以此分为

不同小节，论述沈氏对苏洵古文在创作风格、思想内容、写作技巧不同方面的评点内

容。其中第三章主要论述沈氏选本对苏洵古文中之纵横风格及醇正的思想内容进行点

评；而第四章则关注《读本》选录苏洵文体之数量及对其古文写作技巧评点的研究，

并从中探究沈氏读本如何继承前代文学批评之观点，而又有其独到之处。 

 
23 孟伟，〈 《唐宋八家文读本》与沈德潜的古文理论——兼及沈德潜古文理论与诗歌理论的互通与互

补〉，《山西师大学报》2014 年第 1 期，页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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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会以文化背景研究的方式，通过梳理及分析沈德潜《读本》

所身处的时代环境，从而揭示清代政治文化及科举教育背景对沈氏编选《读本》之目

的与动机所产生的影响。此外，本文亦会以文学批评的视角，期借助归纳分析沈德潜

《读本》中对苏洵古文创作风格、思想内容、写作方式技巧之评点内容，反映出沈氏

对苏洵古文的接受态度。最后，本文研究亦会通过比较研究，对沈氏选本与其他选本

评选苏洵古文的进行比较。透过研究诸家选本对苏洵古文评点内容的不同，从而总结

出《读本》评选苏洵古文之独到之处。 

 

第四节 预计成果与研究难题 

 

本文旨于通过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评选苏洵古文之研究出发，理解沈氏作

为清代著名选家对苏洵文章进行再度诠释，开展有别于其他选本之崭新视角。在研究

的过程中，本人亦面对各种难题，并不断探索及寻找解决方案。首先，各种古文资料

的理解是本人首要面临的困难。对于各种古文词义与句意的理解，需要花费大量时间

不断深入研究。另外，在收集诸位选家选本原文时，一些选本后世并未将其重新理理

出版，故只能阅读较为原始的版本，这些原文内大多没有标点符号，故阅读起来比较

困难。此外，因为本文研究需要对比历代多家选本对苏洵古文之评点内容的异同，故

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典籍，才能以一个较为通观的视角理解历代对于苏洵古文之接受

与沈氏有何不同。最后，如今学术界并未有太多对于历代选家对苏洵评点之研究，故

在开展本文研究时，也面临对此方面较少研究文献的问题。总的来说，虽然在论文研

究过程中，面临了诸多挑战，但也促使本人对此进行不断地努力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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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唐宋八家文读本》的编选背景与动机 

 

 

所有选家对其选本皆有主观认定的存在价值，此即选本之目的性，也就是选本为

选家表达的终极意义，而这些目的性是多向性的，如教育、科举、补救流弊等。24明清

以来，八大家类选本的不断出现与盛行，显然与当时理个社会文化思潮有关。据沈德

潜自订《年谱》，《读本》自乾隆二年开始批选，于乾隆十五年刊刻成书。25沈德潜一生

经历康、雍、乾三世，见证了清朝初期至鼎盛期的时代大环境，其《读本》自然也深

受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文化教育风气和文艺思潮所影响与制约。顺应时代而创制的

《读本》有着明确的编选目的与准则，同时也深受沈德潜个人生经经历所影响。 

 

第一节 政治导向 

 

随着清政府入主中原后，为了实现政权的合法性与稳固初期不稳定的政治，统治

者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使新生的清王朝逐渐趋于稳定与繁荣。对于由满族人

所建立的清朝，清政府除了一方面采取武力行动肃清中原内的反清势力外，另一方面

仍不忘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以巩固清朝的政权，展现了“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

文教佐太经”26的景象。面对着晚明文人纵放情怀的个性意识和世俗化倾向的挑战，清

 
24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页 48。 
25 [清] 沈德潜著、潘务正、李言校点，《沈德潜诗文集·附录二：沈归愚自订年谱》（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2011），第 4 册，页 2115-2127。 
26 [清] 顺治九年（1652）诏修，《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2 册，

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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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统治者及文人在“返经归本”的口号下，倡导以正统的儒家学说对晚明文学进行反

拨。27清初这种文化风气对后来清代统治者所开展的文化政策中逐渐形成的崇尚“清醇”

“雅正”的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权初定之际，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的

思想控制以稳固政治，清朝统治者接连展开许多大型的文化建设，下令编纂图书是其

中最典型的例子。康熙年间的《御选古文渊鉴》、乾隆年间的《钦定四书文》及《御选

唐宋文醇》则是最能展现清代初期至中期官方思想的书籍，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倡导

醇正古雅的文学观，以此作为教化民众，安定民心的手段。 

康熙四十四年，由康熙御选，内阁学士徐乾学奉敇编修的《古文渊鉴》刊刻成

书。《古文渊鉴》序曰：“代不乏人，著作即富，篇什遂繁，不有所属哀辑，虑无以观

其备；也不有所诠释，虑无义得其精也”28，明确其选本为供后人参读而编选历代古文

理由。《古文渊鉴》序文内所提到“词义精纯”29与“瑰丽古雅”30的选文标准，为清代

形成“崇尚雅正”的文艺思潮起了推动作用。但《古文渊鉴》作为一部集成之作，通

采各代文章，编选标准较宽泛，其直接目的在于“秉文之玉律，抽牍之金科”31，是为

了作为一部文章指南让读者应对举业，其引导作用还是大于规范作用。 

到了乾隆时期，乾隆帝也沿袭康雍时期以儒家学说为正统思想的文化政策，下令

大量敕修书籍以规范文风，宣扬儒家义理。《钦定四书文》、《御选唐宋文醇》就是这个

时期出现的读本，以便宣扬士子广泛学习先秦两汉、唐宋八家之古文。方苞于《钦定

 
27 邬国经、王镇远著，《清代文学批评史》，页 3-4。 
28 [清] 康熙御选、[清] 徐乾学等编注，《御选古文渊鉴》，《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长

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卷首，页 1。 
29 [清] 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首，页2。 
30 [清] 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首，页2。 
31 [清] 康熙，《御选古文渊鉴》，卷首，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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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文》提到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秉持皇帝之命以“申明清真雅正之训”
32
，以钦定的

方式为士子传达官方所规范的时文标准，那就是文章写作需“发明义理、清真古雅、

言必有物为宗、庶可以宣圣主之教思，正学者之趋向”33。但真正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

核心，作为官方写作标准的是成书于乾隆三年，由乾隆诏敇内阁学士张照等学者编著

的《御选唐宋文醇》。《唐宋文醇》除收录唐宋八大家文之外，另加李翱及孙樵两家，

展现了清代以唐宋文章为师法对象的官方主流风气逐渐形成。乾隆强调“立言”、“辞

达”、“言而序”、“言有物”34 之写文要旨，认为古文选本不应只关注“发策决科”35 ，

而是要让读者学习儒家的文化和思想，最终起到教化人民的作用。 

鍾志偉概括这个时代的选本之宗旨就是作为端正思想之用，视选本为教化典籍，

期待读者能从文章中体悟儒家精神，以为做人行事的依据。36《唐宋文醇》的创制继而

形成清代中期“清真雅正”之文艺思潮，成为当朝评判文章优劣的首要标准，不仅规

范了文风，更教化人民应学习唐宋古文中明理载道、经世致用的精神。自明代茅坤所

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起，古文选本便进入了全新的唐宋古文选本趋向。来到清

代，经过朝廷的推广，更由此确立了唐宋古文的文统地位。清代出现很多唐宋古文选

本，如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都是有赖于统治者对唐

宋古文青睐有加。《古文渊鉴》与《御选唐宋文醇》作为官方的读本，具有一定的引导

与规范作用，影响着同时代其他读本的创制。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读本》也不例外，

 
32 [清] 方苞编、王同舟、李澜校注，《钦定四书文校注·附录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2009），页 1046。 
33 [清] 方苞，《钦定四书文校注·原书凡例》，页 1。 
34 [清] 乾隆敕选、张照等辑注，《御选唐宋文醇》，《摛藻堂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长春：吉林出版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卷首，页 1。 
35 [清] 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首，页 2。 
36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页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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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官方思想有着一定的契合。《读本》只收录唐宋八大家古文，也是乾隆年间政治导

向的结果。 

在官方正统文化的指引之下，清代选本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服务于政治需要。遵

循“清真古雅”的时代背景之下，深受乾隆帝赏识的沈德潜自然也会响应这种通过编

撰图书以规范文风的文化政策，致力于发挥古文的教化作用。《唐宋八家文读本》序文

曰： 

 

或谓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载道、有醇无驳者乎？应之曰：文之与道为一者，

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礼乐刑政……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

因文见道者……。37 

文删存三十卷，钩画点读，稍分眉目。初学者熟读深思，有得于心，由此以

览茅氏、储氏所茸，并窥八家全文，更有旷然心目间者。治经义者，有得于此；

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于此。38 

 

在沈氏看来，“理则天人性命，伦则君臣父子，治则礼乐刑政”是对“醇”文学的完美

体现，即在讲求天人姓名、君臣伦常的同时，亦重视文章经世治功的作用，这与《唐

宋文醇》之古文理念相吻合。沈氏特别强调“夫文章之根本，在弗畔乎道，顾吾之弗

畔乎道，要取诸古人之文之与道为一者”39，明确表示文章写作“文道合一”的重要内

涵。“吾折衷乎六经四子之旨，将合与离俱为吾用，而背乎道者，亦可引而正之，以归

 
3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7。 
38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8。 
39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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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道，则文章之根本立矣”
40
 ，则直接言明儒道为写作文章之根本，文人必尊崇崇以

“六经四子”为代表的醇正儒家思想。可见，“文之与道为一”是沈氏论文的最高理想

与标准。 

    沈氏选文注重的“因事立言、因文见道者”古文观，即指写文章必尊言之有物，

强调的是古文所发挥的教化与治世作用。文章的创作应该合乎儒道而做到真正的文道

合一，沈氏与乾隆一样，重视的是文章必尊能赋予“教化”的之实用作用。他创制

《读本》的意义在希望“治经义者”、“治古文者”都能有得于此。他认为古文选本的

意义并不只是为了举业而设，而是能起到经世致用的意义。由此可见，沈德潜编选

《读本》的动机与乾隆的文学思想相符合。另一方面，沈氏于《读本》序文中也明确

其“醇驳参焉”41 的选文倾向，即展现了《读本》的选录亦秉承着清代官方所规范的

“醇正”文风。可见，在清代政治的影响下，造就了沈氏选本主张崇尚儒道及“文道

合一”的古文思想。顺应乾隆时期的官方文化意识形态下的《读本》，与官方读本一样，

期望以选本评选古文的形式，发挥古文的教化作用，其创制的动机与形式是清代政治

导向下的结果。 

 

第二节 科举及教育导向 

 

    清军入关中原后，清朝统治者迅速制定并延续前代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可

见当朝对于科举考试的重视，如《清史稿·选举志》云：“世祖统一区夏，顺治元年，

 
40 [清]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77。 
41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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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午未年会试”
42
 、“有清科目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取

《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谓之‘制义’。”43八股

文，即当朝的时文，是一种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文章结构与写作方法上都是固定的文

体。在这样的作文形式之下，考生只能按照标准化的写作方法去学习和科考，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文人自由创作的文学风气，容易造成读书人思想僵化。顾炎武就曾批评八

股，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外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

人也”44，八股文对于士人来说，弊大于利。 

    康熙二年，朝廷就曾“停止八股，改试策论表判”45，但仅在康熙七年之后又重新

恢复。这是因为当时认为“今甲辰科止用策论，减去一场，似太简易。恐将来士子，

剿袭浮辞，反开捷径。且不用经书为文，则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46 不不考八股，

科举将变得过于容易，考生也会因为不需再考八股而不好好阅读“四书”“五经”。乾

隆三年，兵部侍郎也曾上书以“时文徒为空言，不适于用，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

词诡说，蔓衍支离”47建议废除八股，但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良法美意”代替八股而遭

到反对。 

身处于清代科举时代，中举是所有读书人学习的最终目标，可以说科举完全主宰

了他们的命运与仕途。因此，即使明知以八股取士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士人还是会把写好八股以参加科举，作为头等的大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许多

唐宋古文选本应运而生是必然的结果。八股文作为兼有经学、理学、古文与诗赋的各

 
42 [清]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7），第 12 册，页 3147。 
43 [清] 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第 12 册，页 3147。 
44 [清]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拟题》（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3），中册，页 946。 
45 [清] 雍正九年（1731）诏修，《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第 4 册，页 2758。 
46 [清] 雍正九年（1731）诏修，《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九》，第 4 册，页 2825。 
47 [清] 赵尔巽，《清史稿·选举志》，第 12 册，页 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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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点的综合性文体，从起破题、承题、起讲等论的形式来看，它可以说是属于古文

范畴，与古文有一定的联系。48因此，当朝读书人为了应对特别重视文章结构的八股文，

自然就会有意识地标榜作文技巧及文学价值上都有可观成就的唐宋古文，来作为学习

时文的典范。《钦定四书文》：“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

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49，也标志着清廷正式推广“以古文为时文”的写

作方法。纪昀所言：“夫能为八比者，其源必出于古文”50。“以古文入时文”观念已然

成为当时的文坛潮流，进而导致许多“为举业而设”的唐宋古文选本的出现。 

沈德潜的《读本》正是在这股援古之风下应运而生的唐宋八大家类的古文选本。

《读本》序中曰：“既因门弟子请，出向时读本，粗加点定，俾读者视为入门轨涂，志

发轫也”51，可见《读本》具有一定服务科举的性质。沈氏一生遭遇十七次科举不第，

深知科举取士于士子的重要。故他希望《读本》能为读书人的“入门轨涂”，扮演着写

作教材的角色，让读书人学习文章之用。沈氏在评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以欧公

之学，犹必成进士始学古文，则时文之毒人也深矣”52，可见其基本赞同学习古文是写

好时文的关键。但《读本》的编选目的除了是因为当代文人普遍认为“以古文为时文”

可以提高文章水经以考好科举之外，更重要的是他深受茅坤与储欣的影响，希望借

《读本》改善科举之弊端。 

沈氏编选八家古文是源自其年少熟读并且十分推崇储欣与茅坤之读本，继而继承

了他们的观点。《读本·序》曰： 

 
48 汪小洋、孔庆茂著，《科举文体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页 101-102。 
49 [清] 方苞，《钦定四书文校注·原书凡例》，页 1。 
50 [清] 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文醇提要》（北京：中华书局，2003），下册，页

1727。 
51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7。 
52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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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家文，始于茅氏鹿门撰次，后储氏同人病其疏漏，因增益之，倍有

加矣。予赋性谫陋，少时诵习只十之三、四。年既长，亦尝综览两家选本并八

家全文，而精神贯注，仍在少时诵习者。53 

 

作为唐宋派之一的茅坤所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编选目的除了“为举业而设”，

另一方面是因其不满明代前后七子所造成“互相剽裂”的不良风气。明朝弘治至正德

年间，以李梦阳、王世贞、何景明等人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因不满明初以来受理学风气

以及台阁体所带来的萎靡不振的文学局面，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

意图寻找新的改革之路。54尽管前后七子的初衷是好的，但他们所主张的“复古”已变

成“拟古”，只会一味模仿古人的句式用语。为了改善前后七子所造成的拟古风气，其

中以归有光、唐顺之、茅坤为代表的唐宋派兴起，遂提出“以古文为时文”，师法唐宋

古文的主张。茅坤创制《唐宋八大家文钞》可谓是希望通过编选唐宋八大家文，力破

复古积弊。55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的出现，影响了后世评点的基本形式，唐宋八大家类古

文选本开始大量出现，唐宋八大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主流，如较为著名的就有吕留良

《八家古文精选》、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

《唐宋八家文读本》等。这些八大家选本的出现，除了是文人有意识地学习古文以作

为写好时文的模范，另一方面也是继承了茅坤的精神，那就是希望通过标举唐宋八大

 
5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7。 
54 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 4 卷，页 86。 
55 “我明弘治、正德间，李梦阳崛起北地，豪隽辐辏，已振诗声，复揭文轨，而曰吾《左》吾《史》与

《汉》矣，已而又曰吾黄初、建安矣。以予观之，特所谓词林之雄耳，其于古六艺之遗，岂不湛淫涤

滥，而互相剽裂已乎！予于是手掇韩公愈、柳公宗元、欧阳公修、苏公洵、轼、澈、曾公巩、王公安石

之文，而稍为批评之，以为操觚者之劵，题之曰《八大家文钞》。”[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

评·原叙》，页 2。 



15 

 

家古文来破除明清以来由科举制度所引起的弊端。茅氏选本是沈德潜编选《读本》的

初衷，其创制深受茅氏影响。他在其《答滑苑祥书》中也表达和茅坤同样的不满，“往

见有明中叶，一二钜公倡导天下，谓作文当师先秦汉京，句取其拗，字取其僻，而先

秦汉京之精神不存焉：其病在袭”56，反对前后七子只知道因袭模仿。但同样的，他也

认为唐宋派虽然主张学习唐宋八大家文，但却没有得起精髓。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则八家之所论著，其不为程试计可知页。茅坤所录，大

抵以八比法说之”57，可见茅氏选本虽主张学习唐宋古文，但最终仍为举业所困。另外，

其以八股文方式点评八家古文，并非古文之正宗。同样为举业而设，沈德潜在继承茅

坤的观念上有所创新，他更冀望《读本》能作为读书人的“入门轨涂”，而不仅仅是为

举业而设，而是有真正的应世意义。他并不反对师承古文，只是要求文人学习古文应

该学习古文的精髓，再运用到时文写作之上，而不是一味抄袭古人。故沈氏编选《读

本》，不仅展现了其为“举业而设”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治经义者，有得于此；

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得于此”，学习《读本》不是仅仅为了应付科举。 

 

 

  

 

 
56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77。 
57 [清] 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御选唐宋文醇提要》，下册，页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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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唐宋八家文读本》评苏洵文之风格与思想内容 

 

 

《唐宋八家文读本》中收录苏洵文共三卷，从苏洵102篇古文作品58当中选录了33

篇。以下列表为苏洵古文入选《读本》之篇目： 

卷目 篇数 篇目 

卷十五 11 
议修礼书状、上欧阳内翰书、上田枢密书、上韩枢密书、上韩

昭文论山陵书、礼论、易论、乐论、诗论、书论、春秋论 

卷十六 11 
史论（上）、史论（中）、史论（下）、六国、高帝、明论、谏

论（上）、谏论（下）、喾妃论、管仲论、辨奸论 

卷十七 11 
审势、审敌、任相、御将、养才、送石昌言为北使引、苏氏族

谱引、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仲兄字文甫说、名二子说 

表一：苏洵古文入选《读本》之篇目 

沈氏选本对苏洵古文之评选，主要从文章展现的写作技巧、创作风格以及思想内

容等这几个方面进行考量。通过文学批评，能发现沈氏对于苏洵古文所彰显出的纵横

风格以及文章其中所蕴涵的醇正思想之评价。尽管沈氏的观点并未完全脱离前人，但

确有其独到之处。故通过《读本》中所载的苏洵古文风格与思想内容的评价，能更深

入地了解沈氏选本与其他选本对苏洵古文评价上的异同。 

 

 
58 据曾枣庄及金成礼所笺注《嘉祐集笺注》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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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评苏洵文之纵横风格 

 

鍾志偉学者言明，唐宋八大家选本其中一个显著的批语特色，即为选家往往在评

价作品时，会对作者特定的风格提出说明。59这类评语内容有助于加深读者对唐宋八大

家古文的认识，使他们在阅读文章与评语的同时，能精确地掌握或直接了解唐宋八大

家古文之特色。沈氏有着作为课馆塾师身份的制约，在他看来，《读本》不仅要能方便

读者阅读，更要能有利于施教。故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不同创作风格及特点都给予

了总结点评，《读本》凡例中言： 

 

昌黎出入孟子，陶熔司马子长，六朝后故为文字中兴。维时雄深雅健、力与之

角者，柳州也。庐陵得力昌黎，上窥孟子。老泉之才，横矫如龙蛇。东坡之才

大，一泻千里，纯以气胜。颖滨淳蓄渊涵。南丰深湛经术，又一变矣。
60
 

 

沈氏选本评点注重突出八家所长，亦是因为《读本》定位为初学者的“入门轨涂”，

冀望选本能为士子日后科考事业奠定基础。沈氏在《读本》序文中言：“老泉杂于霸术”

61及凡例中表示：“老泉之才，横矫如龙蛇”62，都是对苏洵文章风格之总结。另外，在

唐宋八大家之中，只有苏洵古文展现了纵横家之言。表二所示，沈氏选本在对苏洵文

章的 33 篇点评中，共有 5 篇是对于其古文展现的纵横、好议论的文章风格进行点评，

 
59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页 139。 
60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凡例十则》，页 9。 
61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7。 
62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凡例十则》，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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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上田枢密书》、《上韩枢密书》、《谏论上》、《御将》及《养才》。在沈氏看来，苏洵

的文章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犀利，有着纵横雄奇的文章风格。 

篇章 评点 

《上田枢密书》 
此托于圣贤之理，而出以纵横之术者。熟读之，不独长光焰，并

长志气。63 

《上韩枢密书》 
老泉议论，每近杂霸，而行文如刀斩乱丝。读一段，辄见其快。

64 

《谏论上》 引君当道之心，以策士之术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纵横家

而少之也。65 

《御将》 正喻相生，反覆曲畅，此亦纵横家之术也。66 

《养才》 议论发越，锋芒四露，自是老泉本色。67 

表二：沈氏《读本》对苏洵古文纵横风格之评点 

沈氏认为苏洵文章中风格的体现，正是继承了先秦孟子与韩非子的风格。如沈氏

评苏洵《诗论》：“从《孟子》好货”68 以及评苏轼《倡勇敢》提到：“自是老泉家数而

起源出于韩子”69，提到苏洵文章有着源于孟子及韩非子之文学渊源。但对于苏洵古文

展现了纵横家之言及继承先秦孟子与韩非子的观点，并非由沈氏选本所独有。早在南

宋时期的选本就有所提及，如吕祖谦《古文关键》曰：“看苏文法，出于《战国策》”70。

接着，诸多明清学者在点评苏洵文章时亦有共同的观点，多认为苏洵古文出于战国纵

 
6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6。 
64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0。 
65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86。 
6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406。 
6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409。 
68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0。 
69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518。 
70 [南宋] 吕祖谦编，《古文关键·看文字法》（台北：商务印书馆，1936），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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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之学，如明代朱熹：“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
71
、茅坤言：“苏文公崛起蜀徼，

其学本申、韩，而其行文杂出于荀卿、孟柯及《战国策》诸家”72。 

与吕氏《古文关键》、茅氏《唐宋八大家文钞》等选本相同的是，《读本》亦有

为士子习文之用的编制意义。作为“入门轨涂”73，沈氏将其视为当下读书人学习古文

的门径，故会着重注意八家文章中所展现的风格文学渊源，反映出鲜明的文教思想。

可见，沈氏对于苏洵古文纵横风格与文学渊源的评点，基本继承及延续了前代学者的

观点。这是诸多以点评文章写作方式及技巧为主之选本、亦是为举业而设，作为作文

教材之诸多选本所注重的评点内容。造就沈氏选文继承前代且注重追溯文章风格的渊

源的评点，对八家文章的渊源流变多有阐释，源于其明道而宗经的古文意识。 

沈氏《李克山文稿》序曰：“近代无古文，非近代之人不能为古文也，患在好沿其

流而不思上探其源。六经、马、班、诸史之类，文之源也；唐宋以下诸家，文之流也。

每慨世之作文者，六经、马、班诸史之不求，而惟泛滥于唐宋以下诸家。”74 其认为不

要写好文章，尊真正了解古文的精髓，必然要回归到古文的源头，即回归至六经、司

马迁、班固及其他史书等先秦两汉的文学作品上。故要求士子学习先秦两汉、唐宋八

大家的文章，以提高写作水经是沈氏一贯主张，如其言：“讨源六籍，泛澜诸史，而后

旁及乎子集以畅其支流者耶？”75鼓励士子从研究先秦六经等古籍开始，探讨古文的源

流，才能畅通理解先秦之后的各种文学流派及风格。此等观点，确是符合历代以举业

而设、倡导以古文入时文之选本所看重的。 

 
71 [南宋]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论说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 8 册，页

3307。 
72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页 4177。 
7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原序》，页 7。 
74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53。 
75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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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本》贯彻这一观念以文化教育，序中谈到：“欲稍损益而不得者，六经、四子

是也”76 、“宋五子书，秋实也；唐宋八家之文，春华也。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

亦即无舍春华而求秋实者。惟从事于韩、柳以下之文而熟复焉，而深造焉。”77 他希望

士子学习古文并不能局限于唐宋古文，而是希望读者能通过阅读唐宋古文，将古文与

时文相结合，通过返归先秦两汉、唐宋八家古文的体悟上，再回归到当今时事。《读本》

作为清代“以古文为时文”文化思潮的具体实践者，倡导师古，学习古人文章中的精

髓，以提升时文的创作水经。这是造就沈氏点评八家古文时，会继承前代学者的观点，

注重各家文学渊源之深层原因。 

宋以后学者对于苏洵古文所展现纵横之学的评价，基本能分为针对文章的写作技

巧及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进行点评。两者对于苏洵古文风格接受观念的不同，使苏洵文

章在历代评价中总是毁誉参半。前者基本关注苏洵古文艺术上的特色，对其文章艺术

往往出奇制胜、辩词犀利、生色精彩的文字而有所赞赏。后者则对苏洵古文展现的纵

横之术，而导致文章驳杂不醇，而颇有批评。这些学者大多认为苏洵源于《战国策》

之纵横的文章风格，导致其文不合乎儒道，如朱熹言：“老苏文字，初亦喜看。后觉自

家意思都不正当，以此人不可读此等文字”78、茅坤《苏文公文钞引》：“而其行文杂出

于荀卿、孟柯及《战国策》诸家，不敢遽谓得古六艺者之遗”79都觉得苏洵的文字不合

乎儒家，不够醇正。 

 
7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7-8。 
7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8。 
78 [南宋] 黎靖德，《朱子语类·论说上》，第 8 册，页 3311。 
79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页 4177。 



21 

 

清代有部分学者在朱熹的影响下，同样对苏洵文评价不高，如朱彝崇：“惟苏明允

杂出乎纵横之说，故其文在诸家中为最下”80。另有张伯行、方苞等人对于苏洵纵横不

醇之古文，亦颇有微词。张氏《唐宋八大家文钞》言苏洵文“好言权术”81，认为其文

讲求圣人权谋，驳杂不醇，故其选本仅收录苏洵文三篇。除了张氏，清代桐城派，如

方苞82，对苏洵古文亦有不满。张伯行、方苞等人在编选其选本时，往往借评点文章的

方式来阐释及宣扬其古文理论。他们大多都受到朱熹的影响，崇崇程朱理学，故在点

评时亦继承了朱熹对于苏洵古文的评点内容，即推崇曾巩而贬抑苏洵。 

沈氏在其《读本》中虽亦有展现其理想的古文理论，但其选本更重要的目的是为

政治及科举服务。故此，能言沈氏对于苏洵古文纵横之术的评点，是结合了对于写作

技巧与思想内容两个方面的考量，即会对苏洵适合作为学文榜样的议论文字表示赞赏，

亦会考虑文章其中是否展现了“醇驳参焉”83的思想内容。沈氏不会全然赞同前代学者

对苏洵文章因纵横之言而导致驳杂不醇的观点。而造就沈氏在点评苏洵古文思想内容

时，展现了与其他学者的不同，是为沈氏发现，苏洵虽在作文手段上以纵横家之权术，

而其文思想内容亦有宣扬儒家正义，表现出醇正的思想。 

 

 

 
80 [清] 朱彝崇撰、王云五主编，《曝书亭集·与李武曾论文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第 6

册，页 527。 
81 [清] 张伯行选评，《唐宋八大家文钞·原序》（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 1。 
82 方苞评苏洵《审势论》：“其横（纵）往复，层出互见，以尽文之波澜，而气转为之滞壅，意转为之

懈散，则鲜能辨者。此篇乃老苏极用意之文，亦不免此病。”可见其对苏洵纵横文字的批评。[清] 方

苞撰，《古文约选评文》，《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1册，页3981。 
8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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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评苏洵文之醇正思想 

 

沈氏历经康、雍、乾三世，其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为《读本》的创制提供了客

观的条件。清代的古文选本多以弘扬儒家正统文风及宣扬儒家思想为宗旨，常以“明

道”为宗旨及“醇正”为论文理念，最终起到教化人民与治世的作用。《御选唐宋文醇》

作为乾隆时期的官方选本，基本代表了沈氏所身处的清代中期之文学思想。《唐宋文醇》

序文中曰：“群言淆乱，衷诸圣，当必以周孔之语为归……是以孔子又曰‘言有物’。

夫序而达，达而有物，斯固天下之至文也已”84，可见清代崇孔崇儒，以儒家思想为立

论的基调，同时以“言之有物”论文的衡文标准。因此，清代古文选本中所谓“醇正”，

基本可以理解为古文在“明道”的同时，亦能表现出合乎正统儒家雅正的思想内容。 

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沈氏读本在选文标准上自然秉承着清代的正统文风，

造就了其主张推崇醇正的文章的选文倾向。清代古文选本与儒道息息相关，促使选家

在古文评语当中，经常会对文章醇正的思想性及内容进行总结与解释，这也是清代古

文选本为政治与科举服务的一种表现。在《读本》中能发现，沈氏在点评八家古文时

特别强调八大家文章的醇正，对苏洵也不例外，会对苏洵古文是否有展现醇正的思想

内容而有所着重。表一所示，沈氏《读本》对苏洵古文 33 篇评点中，共有 5 篇带有

“醇”、“正”、“驳杂”字眼之评语。 

篇章 评点 

《议修礼书状》 侃侃言之，词严义正，是为忠爱之大者。85 

 
84 [清] 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首，页 1。 
85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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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论》 
以天子之权归之鲁，是一篇主意。四难四解，反复曲折以达之。

“六经”中，以此篇为醇正。86 

《管仲论》 
以齐乱坐实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荐贤，自是正论。此老

泉文之醇者。87 

《书论》 为“武王非圣人论”开先，苏氏不得为醇儒，正在此处。88 

《礼论》 论虽驳杂，不得圣人制礼之意，然文章变态，于斯极矣。89 

表三：《读本》中对苏洵古文展现的“醇正”思想内容之评点 

不仅是对苏洵，沈氏选本在评点经常会对其他七家文章中表现了醇正的思想进行

点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沈氏之前，基本较少选本关注到苏洵文章中所展现的醇正

思想内容。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康熙

《古文渊鉴》等古文选本基本在评价苏洵古文时，轻其思想内容，而重其艺术价值。90

这是因为这些选本目的，即充当着作文教材的角色，为读者学习写文章之用，故点评

多以鉴赏文章的角度出发，点评文本的写作技巧，而不是主要针对其思想内容。沈氏

选本有着科举及教育方面的编选原因，故其评点亦会延续南宋、明清诸多学者的评点

意见。除了会转引吕祖谦、茅坤及储欣对于文章写作技巧的评点，也会直接针对苏洵

文本中的写作方式、技巧、篇章结构、章法进行点评。91 另有林云铭《古文析义》、乾

 
8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4。 
8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91。 
88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1。 
89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4。 
90 以苏洵《管仲论》、《春秋论》为例，仅有沈氏针对其醇驳思想内容进行点评，其他选本如《古文关

键》、《文章轨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康熙《古文渊鉴》仅点评其写作技巧。此四部选本对苏

洵这篇文章之评点内容，详见附录二。 
91 沈氏选录苏洵 33 篇古文之中共有 7 篇转印吕祖谦、茅坤及储欣之评点，即《上欧阳内翰书》、《上韩

枢密书》、《易论》、《乐论》、《诗论》、《春秋论》、《审势》。详见[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

页 354、359、368、369、37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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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唐宋文醇》等选本虽会针对苏洵古文之内容进行点评，但基本也仅关注文章展现

经世致用的作用，并未注意其古文所展现的醇正的思想内容。92 

沈氏选本在清代政治教化与科举教育的影响下，造就了其编选苏洵古文与其他选

本的不同，即除了会对文章的写作技巧进行分析，也会针对文章的思想内容及经义而

有所论述，确实符合其《读本》的编选目的与倾向。这是前代选本或学者评论对苏洵

古文评点探究缺失的补重与完善，能发现沈氏对苏洵古文之评点，确有其独到之处。

历代学者多忽略苏洵文章的思想内容，而多推崇苏洵文章艺术，除了是因为部分选本

以习文之用的编制目的点评各家文章，亦是认为苏洵古文不符合儒家正统。如同前文

提到张伯行等学者，几乎全然否定苏洵古文之醇正思想，认为苏洵的文字因展现了纵

横之风，而完全不合乎儒家正义，不醇正。这是宋代至明清诸多学者对苏洵古文的一

种态度，即充分肯定其古文的艺术价值，但对其思想内容则不以为然。 

以苏洵《六经论》为例，大多文人批评这六篇文章皆揣测圣人之意，如茅坤评

《乐论》言：“苏氏父子兄弟于经书甚疏，故论六经处，大都渺茫不根”93 、批评苏洵

《春秋论》：“此文自谢得氏录之，以为名笔，而世之学者遂相传，以为千年绝论。予

窃谓老苏于论六经处，并以强词轧正理，故往往支离旁斥”94、蔡世远《古文雅正》言

苏洵“五经等论犹驳而未纯”95 等。可见，明清学者多以儒家正统的观点来点评苏洵

“六经论”，认为其不符合圣人之意，其中茅坤更是全然否定这六篇文章。但沈氏并不

完全认同前代学者的观点，他认为苏洵“六经论”中亦有载道之文可以观摩。在《春

 
92 林云铭《古文析义》共选录苏洵文 6 篇——《辨奸论》、《管仲论》、《六国论》、《高祖论》、《送石昌

言为北使引》及《木假山记》。详见[清] 林云铭评注，《增订古文析义合篇》（清代文选楼刊本，1658

年），卷 14，页 60、63、66、69、72、74。 
93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页 4281。 
94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页 4296。 
95  [清] 蔡世远编，《古文雅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 1476

册，页 21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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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论》中，沈氏认为其是苏洵《六经论》中最为醇正的一篇，展现了与茅坤不同的观

点，积极发掘苏洵古文中醇正的思想内容。 

沈氏点评苏洵古文中所言“醇正”，乃是指苏洵古文中所展现的思想内容的醇正。

沈氏认为苏洵《管仲论》极为“醇正”，正是因为苏洵透过借古讽今的方式，针对政治

现实而作，劝诫统治者好好举贤荐能，多培养贤才，是真正的治世之作，符合清代中

期官方重视文章经世致用的文学思想。《春秋论》中，沈氏言“以天子之权归之鲁”96 ，

苏洵反复强调孔子作《春秋》并非行鲁国之权，也并非行个人之权，乃是代周天子以

褒贬赏罚天下，并批判了后世仿作《春秋论》，体现了苏洵对于儒家正道的维护。但是

在清代中期以前的学者，如《古文关键》97、《文章轨范》98、《古文渊鉴》99在点评此篇

文章时，基本关注其写作技巧。相反的，沈氏在此篇点评中却关注到了苏洵古文醇正

思想内容的展现，评：“ ‘六经论’中，以此篇为醇正”100 。乾隆《唐宋文醇》亦对此

篇文章给予“惟此论春秋篇特不诡于道，故录之”101 的高度肯定。《读本》与《唐宋文

醇》处于清代全盛的乾隆年间，此时政治社会已趋于安定。故相比其《古文渊鉴》这

部作为文章指南的清初选本，乾隆时期的选本已经转向注重对于儒家义理的阐发。 

除了以上提到的三篇展现醇正思想的文章，沈氏对苏洵《上田枢密书》及《谏论

上》之评点，亦进一步其认为苏洵虽在写作方式及手段上是以纵横家之权术，来宣扬

 
9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4。 
97 “此篇尊看首尾相应，枝叶相生，如引绳贯珠，大抵一节未尽，又生一节。别人意多则杂，唯此篇

意多而不杂。一起六句应接得紧切，自此振发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南宋] 吕祖谦，《古文关键》，

卷 2，页 89。 
98 “此文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焰，谨严而华藻者也。读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南宋] 

谢枋得批选、[明] 李九我评训、[日] 原田由己标笺，《文章轨范》（台北：广文书局，1970），卷 3，

页 120。 
99 “持论严，得要领，用笔更沉着精警。具此识力，始可以论断古今。” [清] 康熙，《御选古文渊

鉴》，卷 47，页 1110。 
100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4。 
101 [清] 乾隆，《御选唐宋文醇》，卷 35，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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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正义，即“托于圣贤之理，而出以纵横之术”
102
 、“引君当道之心，以策士之术行

之，此种大有作用”103，故不能“以纵横家而少之也”104。由此可见，清代中期对于苏

洵古文之评点，已经展现出与前代的不同，既不再单单对其写作技巧或文章特色进行

点评，而是积极关注苏洵古文中所展现的儒家正统思想。沈氏亦强调不能因为苏洵古

文展现了纵横之术，而全然否定其文章完全不合乎儒家正道，其文章虽有驳杂，“不得

为醇儒”105 ，但亦有展现醇正的思想内容。《读本》有着为政治及科举教育服务的纂修

要旨，故其针对苏洵古文醇正思想内容的评点，填补了前代学者对于苏洵古文探究的

空白。 

 

 

 

 

 

 

 

 

 
102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0。 
10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86。 
104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86。 
105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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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唐宋八家文读本》评选苏洵文之体法 

 

 

《读本》作为读书人之“入门轨涂”，其所编选之苏洵文，除了对其文章的创作风

格、思想内容进行点评，亦有更多对于文章写作体法的重视。《归愚文钞》中明确其对

“体”与“法”的解释。106 他所指的“体”正是文章的文体，如议论、叙事等具体的

写作方式。他所认为的“法”则是指文章的写作技巧、篇章结构、谋篇布局等。他认

为“体与法有不变者，有至变者……此体之至变者也；泯阖辟、呼应、操纵、顿挫之

迹，而意动神随，纵横百出，即在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其法之至变者也。吾得其

不变者，至变者存焉。”107写作的原则在于追求新变。通过沈氏对于文章体法的重视，

能发现其对苏洵古文写作文体、方式及技巧的探究，如何延续前代学者观点，并有所

新见。 

 

第一节 评选苏洵古文之文体 

 

邹云湖表示：“选者根据某种文学批评观，制定相应的取舍标准，然后按照这一标

准，通过‘选’这一具体行为，对作家作品进行排列，以此达到阐明、张扬某种文学

观念的目的”108 ，选家自身的思想观念、审美标准往往会影响选文入选的文体数量。

统计《读本》中选录八家文体的数量上来看，沈氏选文以论辩、杂记、序跋、奏议、

 
106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77。 
107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第 3 册，页 1377。 
108 邹云湖，《中国选本批评》，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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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志、书牍等文体为主，分别为 87 篇、60 篇、52 篇、49 篇、45 篇及 42 篇。此外，

数量较少的有赠序 26 篇、传状类 9 篇、哀祭文 9 篇及颂赞文 1 篇。109由此可见，沈氏

评选八家古文注重众体皆备，但会优先关注八家之应用性文体。 

沈氏《读本》选录苏洵 33 篇文章，其中除《送石昌言为北使引》、《苏氏族谱引》、

《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之外，所收录的文章其余皆为论辩、书牍、奏议等应

用性的文体。以下列表为《读本》选录苏洵古文之各文体数量： 

表四：苏洵古文入选《读本》之篇目与文体数目 

    历代选本编制要旨、选文理念的不同，亦会导致选本选录各家文体数量的不同。

有着科举教科书性质的古文选本，基本选录议论性的文章为主。如“特为举子辈课

试”110的吕氏《古文关键》选录苏洵 4 篇论辩类文章——《春秋论》、《管仲论》、《高

祖论》及《审势》、“书”两篇——《上富丞相书》、《上田枢密书》。111“有资于场屋”

112的谢氏《文章轨范》选录“论”3篇——《管仲论》、《高祖论》及《春秋论》，113完

 
109 以上所列《读本》收录各类文体之数据，皆引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附录二》，页

372。 
110 [南宋] 吕祖谦编著、黄灵庚、吴战壘主编，《与朱侍讲元晦书》，《吕祖谦全集·东莱吕太史别集卷

第八》（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第 1 册，页 418。 
111 [南宋] 吕祖谦，《古文关键》，卷 2，页 89、93、97、100、107、111。 
112
 [南宋] 谢枋得，《文章轨范·序》，页 1。 

113 [南宋] 谢枋得，《文章轨范》，卷 3，页 103、108、114。 

文体 篇数 篇目 

论辩 24 礼论、易论、乐论、诗论、书论、春秋论、史论（上）、史论

（中）、史论（下）、六国、高帝、明论、谏论（上）、谏论（下）、

喾妃论、管仲论、辨奸论、审势、审敌、任相、御将、养才、仲兄

字文甫说、名二子说 

书牍 4 上欧阳内翰书、上田枢密书、上韩枢密书、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序跋 2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苏氏族谱引 

杂记 2 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 

议状 1 议修礼书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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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没有收录苏洵其他文体。另一类选本多为阐扬其文学理论，故会以自身审美标准去

评选各家的文章。如张氏《唐宋八大家文钞》深受朱熹影响，以程朱理学的视角评点

八家，有着强烈抑苏的倾向。他认为苏洵的议论文体驳杂不醇，故完全不选录其论辩

性、序跋类文体，仅收录一篇“书”——《上仁宗皇帝书》及一篇“记”——《苏氏

族谱亭记》。114 

在此之中，亦有一类选本在为举业而设的基础上，亦注重古人各类文体皆备，即

有为科举致用的意义，也关注文章的审美价值，借此阐释个人对于文章的追求。如茅

氏《唐宋八大家文钞》选录苏洵之文体共有 5 类，虽同样倾向关注其议论性的文体，

从数量及比例排序上综合而言位列最高，但亦关注苏洵古文艺术的审美价值，而选录

其较文学性的“记”文体。115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同样选录苏洵文章注重各类

文体皆备，文类又比茅坤多，共有6类，其中议论性文体数量及比例亦位列最高。116而

沈氏读本选录八家古文之文体数量，也同样受到茅坤与储欣选本的影响。 

《读本》“始于茅氏鹿门撰次，后储氏同人病其疏漏……亦尝综览两家选本并八家

全文，而精神贯注”117 ，可见茅坤与储欣之选本是沈氏编选《读本》的基础。沈氏非

常推崇茅坤与储欣的选本，也基本认同他们的观点。这能从沈氏在评点八家古文时，

会积极引用他们二人之评论，并在此基础上再提出自己的见解看出。因此，能发现沈

氏所收录的苏洵古文的文体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储欣的《唐宋十大家全集

 
114 [清] 张伯行选评，《唐宋八大家文钞·苏文公文》，页 87。 
115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从苏洵 47 篇“论”中选录 37 篇，占苏洵全集的 79%；25 篇“书”中选录

13 篇，占全集 52%；2 篇“说”中选录两篇，占全集 100%；5 篇“记”中选录 4 篇，占全集 80%，可见

茅坤对于苏洵古文文体之选录除了注重其应用性文章，而开始关注其杂记文学性文体。详见许迪，《苏

洵古文经典化研究》，页 55。 
116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从苏洵 47 篇“论”中选录 42 篇，占苏洵全集 89%；25 篇“书”中选录

21 篇，占全集 84%；2 篇“说”中选录两篇，占全集 100%；5 篇“记”中选录 4 篇，占全集 80%，展现

了与茅氏共同的选文倾向。详见许迪，《苏洵古文经典化研究》，页 62。 
11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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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基本相同。三部选本均收录苏洵论辩性、书牍性文体较多，亦会关注苏洵较有文

学性的杂记类文体。 

沈氏选本偏重选录政治性、实用性的文体，对此类文章的评价也比较高。《读本》

定位为初学者的“入门轨涂”，有为举业而设的意义，所选文章的应用性和针对性很强，

不仅是文章学习的必读书籍，为士子日后的科考事业奠定基础。作为科举教材的选本

选录议论文较多，也与时文写作要求有关。在清代科举考试中，其中一场考试为考策

论，继而影响这时代的选本在编选的过程中，基本会以科举的标准来取舍，选录那些

与科举考试相近的议论文体。另一方面，沈氏选本有“致用”及以“个人道德”为务

的选录意义，118 故选录八家古文时也会注重其文体的实用性，符合其选本的编制目的。 

唐宋文人、理学家对文章有载道、明道之倡，可资齐家、治国之用，遂使唐宋八

大家文章选本也呈现强烈实用性。119 故能发现明清时代的八大家选本所选录的论辩性

文章的数量都很高。这是因为论辩性文章有着能说理的特性，刘勰《文心雕龙·论说》： 

 

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钻坚求通，钩深取极；

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

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120 

 

可见，“论”这种文体，能辨正是非，对古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研究透彻。这种文体的

意义在于讲求圆通周全，透过此文体所展现的文章之思想内容，有利于治世之用，故

 
118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页 235。 
119 鍾志偉，《明清唐宋八大家选本研究》，页 235。 
120 [南朝梁]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012），上册，页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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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具有“致用”特点选本的选家所爱。沈氏表示：“夫文章之根本，在弗畔乎道”
121
 ，

其古文理论以提倡“六经四子之文”122 来破除明代前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弊端，这也

是他选录政治性、实用性强的文章的原因。《读本》序中提到：“第上书、表奏、札子

学者他日拜献之具”123 也明确表示沈氏选录八家古文会考虑其政治实用性。由此可见，

沈氏重视实用性的文章，是因为借助这类文体，能表达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这是

清代官方文化意识形态所导致的选文倾向。这个时代对于实用性文体的重视，造就苏

洵古文对比前代，逐步受到重视。 

另一方面，与《古文关键》、张氏《文钞》等选本不同的是，沈氏读本不像“重文

类”的选本偏向文学性的赏析而轻视载道功能，也不像“尚道类”的选本重道轻文，

它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文道并重，即讲求古文的精神内涵与艺术技巧。因此，沈氏选

录苏洵古文即注重其应用性的文章，亦会因为关注其文章的艺术价值，而收录一些较

文学性的文章。《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两篇杂记文体会被收录，主要亦是因为

文章展现了优秀的写作技巧，如沈氏评《木假山记》：“极变化中，自成章法”124，认

为此篇文章展现了变化生新的写作技巧，能为读书人学习文章而有所帮助，符合《读

本》之编选目的。由此可见，沈氏评选苏洵之文体，即延续了南宋、明清诸家的观

点，重视文章的实用性，但不完全忽略其他文学性的文体。要之，进一步展现了沈氏

对于文章的思想内容及写作技巧的两者的重视。 

 

 
121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页 1376。 
122 [清] 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归愚文钞》，页 1376。 
123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凡例》，页 9。 
124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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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评苏洵文之文法 

 

沈德潜在评点之中亦有涉及对苏洵古文的章法、行法、结构、布局等研究。沈氏

对苏洵古文作文之法的评点能分为两类，一类为对苏洵古文的写作方式的归纳与总结，

一类是直接对其写作方式进行褒贬点评。沈德潜会为苏洵古文之结构安排、谋篇布局、

写作方法等进行归纳性的总结与评价。从沈德潜对苏洵古文评点中，能充分体现沈德

潜对总结全文作文之法十分重视，也展现了沈氏对文章规律性作法的认识。如评《高

帝》：“特其将无作有，得狱吏锻炼之法，作论者不可不知。”125 其中总结苏洵这篇文章

的规律性写作方法，为“得狱吏锻炼之法”。此外，沈氏点评也重视古文的开篇之法。

如评苏洵《上田枢密书》：“古人作文，极争起句。一篇都从此出，比水之有源头，木

之有本根。”126展现了沈德潜对苏洵文章起势之法的归纳。 

《上田枢密书》展现的是陡起之法，此文是苏洵写给枢密副使田况的求荐之信，

但开篇即不问候寒暄，也不写此上书所求之事，而是开篇直接言道：“天之所以与我者，

夫岂偶然哉”127 ，直接交代本次上书之目的在于谈论兵事与当今的局势，使读者能够

第一时间明确作者的写作意图。沈氏评此文“一篇都从此出，比水之有源头，木之有

本根”128 ，一篇文章的开篇往往决定了理篇文章的质量，故沈氏特别言明苏洵开篇之

法，能让读者充分认识到写文开篇的重要性，进而提高自身的写作水经。不难看出，

这是因为《读本》作为读书人的“入门轨涂”，透过这样归纳总结的评点，能对阅读

《读本》之人大有帮助，直接了解苏洵作文之法，以便其文法能对士子有借鉴作用。 

 
125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83。 
12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6。 
127 [北宋] 苏洵，《嘉祐集笺注·上田枢密书》，页 317。 
128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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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亦会对苏洵古文之章法布局等写作方式有直接的褒贬评价，如评《木假山

记》：“极变幻中，自成章法。”129 、评《乐论》：“乐所以济礼之所不及，与《易论》同

一机局，而飘忽变灭，更为入神。”130 、评《谏论下》：“此篇开无限法门”131 。以《木

假山记》为例，苏洵在文中多次使用各种转折，变化无穷。沈德潜苏洵这些文章评价

极高，深切感受到苏洵的文章笔法新奇，变化千姿百态，此外，评《上欧阳内翰书》：

“从诸贤之或离或合，千回百折，折到欧公身上，极转换脱卸之妙。以下称欧公之文，

并自得所得，末以一语收拾通篇，何等章法。”132 沈德潜对此篇文章之转折之法，极为

欣赏。从沈德潜对苏洵作文之法的评语中，能得出沈氏特别注重苏洵古文中的“变”，

对苏洵这些展现了变化生新、具有开创性文章之法评价很高。 

沈氏希望读者在阅读前代古文时能聚焦于其变化生新的一面，希望以章法的新变

促进文章的发展，故而倡导具有开创性的章法。133 正因为沈氏有着对于“崇尚新变”

章法的追求，也使到他在选录苏洵驳杂之文时，展现了与其他选本不同的地方。他评

苏洵《礼论》：“论虽驳杂，不得圣人制礼之意，然文章变态，于斯极矣。”134 在他看来，

苏洵这篇文章，并不符合儒家制礼之用意，亦不符合清代官方文风下对于古文“醇正”

的选录标准。因此，能发现《古文渊鉴》与《唐宋文醇》作为清代官方选本，选录标

准会较沈德潜严苛许多。两部选本在站在维护内容正统性的皇家立场上，自然不会将

苏洵《礼论》等不合乎官方文风的文章收录其中。而沈氏选本作为清代官方文化意识

下的产物，亦关注苏洵驳杂之文，确有其独特之处。 

 
129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414。 
130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8。 
131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88。 
132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4。 
133 周珍珍，《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探究》，页 38。 
134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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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文所言，与《古文渊鉴》、《唐宋文醇》等官方读本或张氏《唐宋八大家文

钞》等持纯理学思想的选本不同的是，沈氏选本仍有为举业而设之编制意义。故他之

所以将苏洵《礼论》这篇不合乎官方文风的作品选录其中，正是他认为这篇文章亦有

其作用可以观摩，能对读书人学习古文而应用于时文上有所帮助。虽然《礼论》并不

符合沈氏选本“醇正”的选录标准，但也因为苏洵这篇文章“然文章变态，于斯极矣”

135 ，展现了其变化多端的写作方法，发他人所未发，想他人所未想，体现了苏洵别开

蹊径的立意，故虽驳杂，但文章水准特别高。 

清代延续宋代以八股取士，当时凡考试的人都需写大量议论文，大家写得多了很

容易在内容上有相似的部分，因此像苏洵这种新颖的议论文，对学习文章科考的读书

人而言，极为帮助。可见，沈氏选本虽秉承清代统治者以“御选”选本等形式所规定

的官方文风，但亦会因为其选本有着为科举服务的意义，而对苏洵驳杂的文章有所关

注。不选本的编选，只懂得完全遵从官方的要求，实际只会导致对文章创作发展的束

缚。但需要强调的是，沈氏虽崇尚新变，尤为注重八家古文写作方法上的别具一格，

希望读者阅读八家古文时能聚焦于八家古文变化生新的一面，而不是一直模仿古文写

作，破除前后七子以来形成的拟古文法之风。但这并不表示沈氏崇尚新变的写作方法

与前文所提到其强调士子写作应学习古人古文有所冲突，他认为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

系。 

沈氏坚守在“不变之法”上寻求“至变之法”，即强调古文创作需以古圣贤为标准，

在此基础上进行推成出新，有自己的见解，不因循。沈氏评韩愈《答刘正夫书》曾曰： 

 

 
135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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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古圣贤人”、“师其意”、“惟其是”三层，即是立异。立异即是能自树立者。

作文要领，拈出示人，不似后人但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也。不师古圣贤人，雷

同剿说而已，如何立异？如何能自树立？近人将“师古”与“立异”看作两层，

所以诡幻百出，文品日下。136 

 

近人常常以为“师古”与“立异”是两个对立面，因而他们的作品水经都不高。在沈

氏看来，不要写成优秀的文章，必尊将“师古”与“立异”结合在一起。沈氏所谓

“师古”并不是指对于古圣贤文章字句上的模仿，而是把握其文章的精神所在。即学

习古人文章精髓的基础上，追求新变，写作方法必尊具有个人特色，要能“成一家之

言”。总结而言，沈氏读本在评选苏洵古文时，之所以展现了与大部分选家的不同，在

于其除了会针对文章经世致用及醇正的思想内容进行点评，亦不会因为科举教育原因，

而忽视对于文章写作技巧的探讨。 

 

 

 

 

 

 
136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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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之编制，深受清代初期至中期之政治、社会、教育时

代环境所影响与制约。清代统治者通过编撰图书的形式，加强对人民思想的控制，造

就“清真雅正”的官方文艺思潮，而沈氏作为乾隆时期的大臣，所编选的《读本》与

官方思想有着一定的契合。同时，清代延续宋代以科举取士的制度，导致这个时期有

着大量“以古文入时文”来作为科举教材的选本的出现。因此，在政治与科举教育的

影响下，造就沈氏在评选苏洵古文时，不仅针对文章的创作风格、思想内容及写作技

巧进行点评，亦会关注文章的文章是否有展现出醇正的思想。沈氏对于苏洵古文之评

选，既在延续了前代文学批评观点的基础上，又展现了其独特的选文倾向，关注到其

他部分选本对于苏洵古文的忽视。 

沈氏认为苏洵的古文虽然富有纵横之风，但并非完全驳杂，亦有展现醇正的思想

内容，同时亦会以纵横权术来宣扬儒家正义。而他在考量苏洵驳杂的文章时，也会关

注其写作技巧是否对读者有所帮助，不会十分严苛遵从清代所规定的醇正之文风，而

完全忽视这些文章。沈氏选本对苏洵古文的评点，不仅反映了当时清代政治社会环境

和文化背景，也呈现其对于苏洵文章的独到见解。沈氏评点对于研究清代文学及文化

批评以及开展与苏洵古文相关接受及评价研究的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但是，纵观

苏洵的选本研究，在学术界上尚有极大的研究空间。本文仅针对沈氏对苏洵评点研究，

并不能借此全面展现历代选本对于苏洵古文的接受程度。因此，研究其他无论是任何

通代类、断代类、专题类的选本对苏洵古文的选评，能反映出苏洵古文在文学历史上

不同时期内地位的盛衰起伏，这也是日后学术界研究苏洵古文时能够拓展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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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对苏洵古文之评点内容：137 

篇目 评语 

议修礼书状 原僚所议，欲使后世但见所行之善。不如此妇、寺之忠爱，转

启后世无限之疑，所谓欲益反损者也。侃侃言之，词严义正，

是为忠爱之大者。 

上欧阳内翰书 从诸贤之或离或合，千回百折，折到欧公身上，极转换脱卸之

妙。以下称欧公之文，并自得所得，末以一语收拾通篇，何等

章法。 

上田枢密书 自尽其责，便是不敢弃天、亵天。至逆天与否，此他人之责，

己不得而与也。本欲求人知，却处处自占地步。此托于圣贤之

理，而出以纵横之术者。熟读之，不独长光焰，并长志气。 

上韩枢密书 驭骄兵，可用严，不可多杀，盖多杀必至激而生变也。老泉议

论，每近杂霸，而行文如刀斩乱丝。读一段，辄见其快。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厚葬之非与配率之科，两意并说，而究归一串。处处归美先帝

仁俭之德，庄厚啡恻，足以动人。 

礼论 大意谓圣人之微权，在于教民知耻；而所以使民知耻者，在乎

自治其身以作之则，而民自习而安之。此防微杜渐之意也。一

气相生，递折而下，如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弥漫六

合，是为宇内伟观。《易》、《诗》、《乐》三论，多从此篇生

出，论虽驳杂，不得圣人制礼之意，然文章变态，于斯极矣。 

易论 言《易》之道，惟其神也，所以能维礼之衰。通篇大旨，原本

《系辞》“圣人以神道设教”句。空中布景，笔力锐利，人不

能当。论六经次第，应以《易》为首，玩行文联络之法，故位

置在《礼论》后。 

乐论 乐所以济礼之所不及，与《易论》同一机局，而飘忽变灭，更

为入神。 

 
137 [清] 沈德潜，《增评唐宋八家文读本》，页 3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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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论 “严于《礼》而通于《诗》”，是一篇大旨。而说《诗》之济

《礼》处，从《孟子》好货、好色章化出，无一语不近人情。

作法与《易论》、《乐论》同，而措语各有其妙。 

书论 为“武王非圣人论”开先，苏氏不得为醇儒，正在此处。 

春秋论 以天子之权归之鲁，是一篇主意。四难四解，反复曲折以达

之。“六经论”中，以此篇为醇正。 

史论（上） 作经以断史，引史以证经。儒者崇经而轻史，此王安石反其

说，訾《春秋》为断烂朝报也。如作者言，始无偏重畸轻之

患。文之简切，应从孙吴氏得之。 

史论（中） 迁、固之史，人共推史才，而识亦实有过人者也。然非读史者

明于史法，古人用意，其不埋没于粗心人者鲜矣。被老泉拈

出，知史、汉二家，犹得《春秋》遗意。后刘知几、苏子由，

但集矢二史者，犹一偏之见也。 

史论（下） 论未必皆当，然读古人书，正尊如此搜抉，庶无眼光不到之

病。 

六国 六国之所以不能自强者，一在贪近利而互相侵伐，一在苟安而

不肯用兵。此从“事赂秦以至于亡也”论，与子由篇相同而笔

力远过。末段积威之所劫，宋朝受弊在此，至南渡而更甚矣。

老泉远识，故能预见。 

高帝 搜“安刘氏”句之间，见用吕氏以制强臣，用周勃以制吕氏，

而以命斩樊哙一事为证，此皆老泉深文。盖哙本义勇之士，谓

必助吕氏之逆以乱天下，真莫尊有之说也。特其将无作有，得

狱吏锻炼之法，作论者不可不知。列于《权书》，作者亦不以

为持经矣。此意尊知。 

明论 通篇主意，全在贤者用明，而举齐威之事以实之。圣人之诚

明，一语撇开，全不说及，此终是本领松也。然其设喻之快，

惟苏家独擅。 

谏论（上） 引君当道之心，以策士之术行之，此中大有作用，不得以纵横

家而少之也。明代诸臣，以直戆杀身，而于国无益者甚多，毋

乃于术有未工乎？不大人格君心之非者，又不可以一论，贵积

诚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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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论（下） 苏家文，善引喻以醒正意。此篇开无限法门。 

喾妃论 据毛传以折司马氏、郑氏之说，如日月当空，云雾解驳。此种

文有关经学，黄小辈宜早诵习之，使怪异之说，不先踞于胸

中。 

管仲论 以齐乱坐实管仲，固是深文，然咎其不能荐贤，自是正论。此

老泉文之醇者。仲劝公勿用三子，后卒致乱，人皆服其先见，

此独责其不能举贤自代，翻进一层。笔如老吏断狱，一字不可

移易。 

辨奸论 荆公之奸，从不近人情看出，千古卓见。然古今来亦多以近人

情而曲行其奸者，不可不知。 

审势 尚威乃一篇之主，此为弱宋言，真对症发药，非谓从古治天下

者，总以尚威用刑为上理也。周公曰:“经易近民，民必归

之。”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独非纯

王之治乎？读古人书，正尊相度时势。宋君臣间，实处弱势，

老泉挟此以耸动人主，立言不得不然，犹贾生对汉文云，厝火

置之积薪之上而未及然也。此策亦全学长沙。 

审敌 勿赂主战，一篇大旨。敌之所以要我，与我之所以待敌，一一

曲中其情。所料者契丹，而后日金人愚宋之术，已预见其肺腑

矣。上匹贾生《治安策》，夫何愧焉。《几策》二篇，公之本

领、识见，已具见于此。故先以献欧阳公，而于《上田枢密

书》，复提出言之。此生经得意作也。 

任相 即贾谊《治安策》意而曲畅言之。中间不重于用礼，亦不果于

用刑，去相而出之大藩镇，此犹宋代之厚，以后更不可问矣。

君臣一德，协恭交赞，令人怀古而慨然也。 

御将 从贤将引出才将，于才将中分出才大、才小二项，后引高祖为

御才大者之证。正喻相生，反覆曲畅，此亦纵横家之术也。 

养才 大意谓奔踝之马，可致千里;负俗累之士，可立功名。国家宜

收罗于经日，不应绳以文法，急而求之，甚或加以刑法，使之

北走胡、南走越也。议论发越，锋芒四露，自是老泉本色。 

送石昌言为北使引 不辱君命，丈夫一生节目，故郑重言之。末段强而示之弱，弱

而示之强，深于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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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氏族谱引 从极亲到极疏，则孝弟亦有时而穷。唯有时而穷，所以当及时

而尽也。情辞双到，恻恻动人。《族谱亭记》篇，面目太粗。 

张益州画像记 归本于待蜀人之厚，见公之静镇，上承天子之意以下安远人之

心。画像以祀之，不容已也。诗亦古茂不靡。 

木假山记 前以“幸”“不幸”归本“数”字，后出“数”字转出“理”

字，极变幻中，自成章法。储同人先生评为累棋势、转丸手，

良然。 

仲兄字文甫说 无意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二语道尽文章妙理。彼道不足而强

言者，恶足以语此。 

名二子说 二子性情才术，遭逢究竟，已定于此。文共八十一言耳，读之

如有波澜动荡、不可遏抑之势，大奇。 

 

 

 

 

 

 

 

 

 

 



45 

 

附录二 

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及康熙《御选古

文渊鉴》对苏洵《春秋论》及《管仲论》之评点：138 

篇目 评点 

春秋论 吕祖谦《古文关键》：“此篇尊看首尾相应，枝叶相生，如引绳贯珠，

大抵一节未尽，又生一节。别人意多则杂，唯此篇意多而不杂。一起

六句应接得紧切，自此振发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 

谢枋得《文章轨范》：“此文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焰，谨严

而华藻者也。读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此文自谢得氏录之，以为名笔，而世之学

者遂相传，以为千年绝论。予窃谓老苏于论六经处，并以强词轧正

理，故往往支离旁斥。特其行文袅娜百折，似属烟波耳。” 

康熙《御选古文渊鉴》：“持论严，得要领，用笔更沉着精警。具此识

力，始可以论断古今。”  

管仲论 吕祖谦《古文关键》：“老苏大率多是权书，惟此文句句的当。前亦可

学，后不可到。此篇议理的当，抑扬反复及警策处多。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通篇只罪管仲不能临没荐贤，起起伏伏光

景不穷。” 

康熙《御选古文渊鉴》：“正意全责仲不能举贤自代，独见其大。而行

文极有法度。” 

 

 
138 [明]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老泉文钞》，页 4296-4297、4357-43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