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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简介：
刘宁，全国政协委员，古

典文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
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
长。主要从事唐宋诗文与学术
思想史研究，著有 《同道中
国：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唐宋诗学与诗教》《汉语思想
的文体形式》《唐宋之际诗歌
演变研究》《王维孟浩然诗选
评》等，译著有《斯文：唐宋
思想的转型》，主编有 《诗者
天地心：当代诗词名家讲诗
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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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韩愈逝世1200周年，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
导者，被后世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的古文是中
华文教的核心载体，影响持续千年之久，其古文所涵育建
构的超越家族血缘、身份等级的“同道中国”理想，是走
向世界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对待和反思的中华文明精神遗
产。本期讲坛是刘宁委员近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
研究所主办的“汲古论坛”第三十场暨“何为中国”系列
第七场学术活动上演讲内容，现整理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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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
人，在从中唐到 20 世纪初的一
千多年时间里，他是深受推重
的古文宗师。北宋诗文大家欧
阳修景仰韩愈，谈到当时的士
人追慕韩愈的盛况，曾云：“学
者非韩不学。”从南宋到明清，
古文的创作与传播持续深入，
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
的古文经典谱系。韩愈作为八
大家之首，其影响更是家喻户
晓、深入人心。

古文是士人的必修课，塑造
着士人的思想、表达和行为方
式，是中唐以后一千年间中华文
教的核心载体。对于古文的建
构，“唐宋八大家”都有重要贡
献，但若论开凿鸿蒙、发凡起例
的创辟之功，则非韩愈莫属。苏
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
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
天下法”。在他看来，韩愈以古
文为天下立法，他是文章宗师，
更是精神的立法者。

韩愈开创的古文传统，与中
国源远流长的诗歌传统，都有深
刻的思想文化内涵，但两者的精
神侧重有所不同。中国的诗歌
传统渊源于《诗经》，《诗经》有着
浓厚的乡土情蕴以及宗族伦理
情味和宗国情感，植根于故土，
情深于亲人。中国诗歌继承了
这种传统。杜甫沉郁顿挫的家
国之思，就是最好的代表。韩愈
所开创的古文，虽然也有许多亲
情的书写，但其重心则从乡土亲
情，转向了士人的以道自励与同
道相知。古文涵育了“同道中
国”的精神传统。

“同道中国”的基础，是每一
位士人的自励自强。韩愈古文
所展现的“拟圣”精神、“定名”
追求和“天性忠诚”，无不体现
了对绝对之善的内在体悟，体
现了自强者的内在修养。韩文
以激进的语言创新、勇猛有力
的新文风，展现了自我超越的
巨大力量；开放的师道追求，则
唤起同道的相知相感；这些都
极大地打开了普遍主义的精神
视野。韩愈不仅吸引了当时的
同道之人，也在其身后引发无
数士人的追随与景仰。他开创
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吸引了无
数的同路人、同行者。这条路
并不平坦，行路人需要极大的
勇气和毅力，所有走上这条道

路的人，都感受到此路开拓之
艰难，因此由衷敬仰韩愈的力
大思雄，钦佩其卓绝的才华。
为什么如此艰难，还是有那么
多人走上此路而义无反顾？因
为只有这条路，才能让人挣脱
凡俗的束缚、乡土的羁绊，超越
家 的 束 缚 ，看 到 更 广 大 的 世
界。苏轼对韩愈“百世师”“天
下法”的高度评价，道尽了这条
路的崇高意义。

这条路崎岖不平，韩愈的后
继者不断在探索如何化解攀登
时的艰难。苏轼以他的达观与
超然，看淡行路中的风雨；朱熹
以其深邃的哲思，让行路的体验
更加深沉。他们也批评韩愈对
行路中的问题思考未周，但这些
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
就是他们都走在韩愈所开创的
这条道路上，一生都在前进而非
后退。这也是无数在韩愈身后
继踵前贤者的共同写照。

韩愈重大的历史贡献，尤其
需要站在文明的高度来加以认
识。韩愈直面了中唐困局中的
文明危机，对中华文明的文明建
构做出了深入思考。他回应佛
教的挑战，打开儒学的新格局，
使之拥有“无贵无贱、无长无少”
的开阔气象；围绕对“中国之道”
的主体自觉，立足士人的自励自
强，寻求文化的融合之路。他所
建构的涵育“同道中国”的古文
传统，具有丰富的文明内涵，对
于中华文明的更新再造，发挥了
重要作用，对今天的文明思考，
有着丰富的启发。

建构“同道中国”的精神传统

下面，我从文明危机、文明自
觉、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四个方面，
谈一谈韩愈古文“同道中国”理想的
文明意义。

第一，回应“文明危机”
韩愈所生活的中唐时期，是一

个特殊的时代。清人叶燮在《百家
唐诗序》中谈到“中唐”之“中”时说：

“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
有唐一代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安
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一个曾经
辉煌的时代，陷入动荡之中，四处可
见是满目疮痍的凄凉景象，就像杜
甫的诗中说的那样“乾坤含疮痍”

（《北征》）。安史之乱平定后，各种
社会矛盾交织，人们沉浸在对开元
盛世的回望和伤感之中，曾经那么
强盛繁荣，而今却无力挽回。动荡
的社会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十
分浓重。这一时期所面临的种种危
机，不是一时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
和社会危机，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出
现深刻的内在困境，亟待深层的调
整。叶燮说中唐不是一代之“中”，
而是百代之“中”，就精辟地揭示了
中唐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重要历史
变化的时期。

当时的士大夫是如何面对时代
困局呢？史学家杜佑编撰了二百卷
的《通典》，这是中国第一部记述历
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书中记载了上
古到唐代宗年间的典章制度沿革，
以期为当时的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他与柳宗元等人都很关心治理之道
的探索。白居易则认为，身为士大
夫，要忠于君王、恪尽臣职。他积极
反映社会矛盾，希望裨补时政。这
些追求都体现了士大夫的社会责任
感，但对时代问题的认识，还没有触
及更深的层面。

韩愈针对的则是作为中华文明
的核心——儒学所面临的危机。在
他看来，中唐时期的困局其实是来自
于儒学自身的困境，其突出的体现是
忠孝观念在维系人心上日趋乏力。
唐王朝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其赖以维
系的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儒家的忠道
与孝道。这是汉代在统一王朝格局
下所确立的儒家立国之道。安史之
乱以来的藩镇叛乱相仍，令忠道无
比脆弱。随着门阀制的进一步解
体、科举制的推行、官僚体制的发
展，“孝”这根精神纽带，也日趋薄
弱。人们需要突破亲情，与社会成
员建立更广泛的联系。汉唐统治者
希望移孝做忠，借孝道以立忠道，以
此实现忠孝一体。然而，随着亲情
孝道的纽带削弱，忠道也很难完全
依赖孝道来激发其精神力量。忠孝
凝聚力的减弱，反衬出佛教的普遍
性意义。佛教主张众生平等，突破家
族血缘、身份地位等种种现实的束
缚，体现普遍性关怀。儒学如果不能
突破亲情伦理的束缚重建其普遍性
价值，就很难与佛教的影响力抗衡。
这是中唐儒学复兴面对的核心挑战。

韩愈弘扬儒学、创造古文，以
“同道中国”理想的建构，回应时代
困局，体现了对文明危机的深入思
考与回应。

第二，树立“文明自觉”
韩愈的许多思考，表达了对何

谓“中国之道”的理解，他有着鲜明
的“文明自觉”意识，这在中国历史
上是极为突出的。

在其影响深远的《原道》中，韩
愈清晰地阐述了“先王之教”的内
涵：“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
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
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
谓德。”这是精神层面。在文化层
面，他又说：“其文：《诗》《书》《易》

《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
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
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
居：宫室；其食：粟米、蔬果、鱼肉。其
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这里所
说的“先王之教”，就是他所理解的中
华文明之道，是以仁义为核心的一整
套人伦日用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虽然具体概括可能有不够全面之处，
但韩愈明确表达了“先王之教”，亦即

“中国之道”是什么、追求什么。韩愈
文章有充沛的气势和力量，他正是以
这样的气势和力量，自信地传达了对
中华文明的自觉。在他另一篇古文

《送浮屠文畅师序》中，他也清晰地指
出了中国之道：“是故道莫大乎仁义，
教莫正乎礼乐刑政。施之于天下，万
物得其宜；措之于其躬，体安而气平。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
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文武以是传
之周公、孔子，书之于策，中国之人世
守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中国
之道”，以道统的形式代代相传。《原
道》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是一篇纲
领性的文章，回应了重大问题。明确
表达了一种文明自觉的态度。

韩愈对中华文明的自觉，与“国
家意识”联系在一起。韩愈的“夷夏
观”不以民族区分夷夏。安史之乱
后，时人多强调胡汉矛盾，韩愈极少
呼应这样的时论。作乱的安史叛
军，多被时人视为羯胡，而韩愈从未
以胡人称之，在其名作《张中丞传后
叙》中称之为“贼”。他说：“远诚畏
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
肉，而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又说：

“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
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
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处
矣。”贼指作乱之人，没有民族上歧
视的表达。其次，韩愈的“夷夏观”
也不同于儒家传统的礼义夷夏观。
儒家传统的礼义夷夏观以是否遵守
礼义来区分夷夏，这种观念在中唐
非常常见。但是，韩愈对夷夏的理
解，着眼于“中国”与“外国”之别，与
传统夷夏观的民族与礼义视角都不
同，这体现了他的国家意识。他在
唐朝政治国家的基础上，建构了新
的夷夏观。他的文明自觉和国家意
识联系在一起。韩愈同时代人，基
本还是因循着夷夏观的传统认识。
韩愈对夷夏的新思考，体现了“自树
立，不因循”思想创造。

第三，追求“文明自省”
韩愈的古文精神，体现了普遍

主义的文明追求，传达了强烈的文
明自省精神。

在韩愈看来，中华文明是一种
普遍主义的文明，是对每一个人都
有意义的。他说儒道是“天下公
言”，其《原道》云：“凡吾所谓道德云
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
也。”这里的“天下公言”就是对每一
个人都有意义，因此“其为道易明，
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
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
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
家，无所处而不当。生则得其情，死
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
鬼飨。”中华文明可以安顿好每个人
的生活，是具有强烈的人文性和普
遍主义色彩的文明。韩愈认为佛教
作为出世的宗教，不具有普遍的人
文性，因而是“一人之私言”。他对
佛教的认识，今天可以进一步反思，
但他对中华文明的人文性与普遍性
的思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
影响，今天仍然很值得关注。

韩愈的古文对于培育士君子的
自强自省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
强调士君子每个人都要有成圣立贤
的追求，要有自省精神。他的《原毁》
很值得体会。这篇文章我读了很多
年，一开始理解还不深，但后来越读
越感到内涵丰富。在《原毁》里，他是
把士君子的自强和博爱胸怀紧密联
系起来，其开篇云：“古之君子，其责
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士君
子要严格要求自己，自强自励，同时
对人不应求全责备，要以最大的宽厚
与博爱对待他人。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是一种新的人格理想，是韩愈孜孜
以求的理想。韩愈的古文能够培养
有自省、有担当的士君子，从某种意
义上讲，这就是文明的自省之力，而
且是建立在普遍主义基础上的自省
与自强。《原毁》云：“闻古之人有舜
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
为舜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
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士
君子把圣人作为自己追求的标准，是
因为他认为，自己和圣人都是人，圣
人能做到，自己同样能做到。可见，
韩愈古文所表现的士人自省精神，立
足于儒学的普遍性。古文的千年传
习，为涵育中华文明的自省精神，发
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文道观”与文明结构
韩愈古文追求“文以明道”，强

调“文道并重”，这样的文道观，不仅
仅是一种文章理论，也是一种文明
结构、文明秩序的体现。韩愈认为，
中国的精神传统是以儒家为根本的
道统，而绵延不绝的多元文化传统，
此为中国之文统。道统与文统并
重，相互之间形成独特的张力，道的
统一性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构成

“中国”的丰富内涵。韩愈所说的道
统，是严格按照儒家的精神来建构，
但他所说的文却是非常丰富。在

《送孟东野序》里，他提到善鸣者，就
说：“唐虞，咎陶、禹其善鸣者也，而
假以鸣。夔不以文辞鸣，又自假于

《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
鸣。”文章把历史上凡是善于表达、
善于创造的人，全都称之为“善鸣
者”。“善鸣者”遍及百家，其中有儒
家，也包括与儒学有明显分歧的墨
家、道家、法家、纵横家等等。韩愈

对文表现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他在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的同时，也
“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在韩愈之前，《文心雕龙》中有
《原道》篇，谈到文本原于道；再早之
前，先秦荀子提倡宗经明道，但这些
思考都没有韩愈提出的“文道观”内
涵丰富。韩愈主张的“文以明道”“文
道并重”，可以说成为中国文化、中国
文明的关键词，文和道之间形成的多
元一体的张力结构传承了千年。

历代的古文家，都在自觉传承
文道并重的传统，高度重视文的重
要性，认为离开文的发明，就很难认
识道，主张因文见道，学者必以文辞
为求道之本。这是站在古文家的立
场上强调文的重要性。但是，当我
们把视野放开，就会发现文道并重
的传统在宋代以来的一千年中始终
是一个强劲的声音，文和道要始终
保持其间多元一体的张力，这塑造
了国家社会主流的文化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韩愈的“文道
观”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文明结构、
文明秩序的深刻理解。伴随着古文
的千年传承，韩愈“文道观”产生深
远影响，对塑造中国人的文明观念
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的文明建
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讨论
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结构，应该充
分关注韩愈“文道观”对此的贡献。

韩愈力大思雄，他在思想文化
上的许多创造，是从无到有、从0到
1的创造，他对文明危机、文明自觉、
文明自省和文明结构的综合思考，
可谓前无古人。他通过创造古文，
建构“同道中国”精神传统，对中华
文明的更新再造做出重大贡献。韩
愈古文独特的论证结构、议论方式，
行文特点，体现了他的独断之功和
担当的勇气。深刻复杂的思考，需
要极富创新性的语言才能表现。韩
愈是语言创造的大师，他的语言创
造很难模仿和重复，也很少有人能
超越，据央视《宗师列传·唐宋八大
家》节目统计，现在的《新华成语辞
典》里，有331个成语是韩愈创造的，
如“地大物博”“异曲同工”“一视同
仁”“地负海涵”“千钧一发”，等等。
这些成语今天还被广泛地运用着。
他的影响力持续了上千年，给后人留
下了丰富的宝藏。我阅读和思考韩
文已有20多年，涵咏其间，深为震撼，
在小书《同道中国：韩愈古文的思想
世界》中报告了自己学习韩文的一些
体会。今天汲古论坛的主题是“何为
中国”，所以着重汇报了我对韩愈古
文文明意义的一点粗浅的认识，请大
家多多指教！韩愈古文是理解中华
文明的一本“大书”，对于“何为中国”
这个大问题，韩愈古文做出了深具启
发意义的重要回答。

“同道中国”的文明意义

▲讲座现场

▲明杜堇《古贤诗意图》卷 （局部） 韩愈《桃源图》 故宫博物院藏▲韩愈

▲元鲜于枢《韩愈进学解卷》(局部) 首都博物馆藏 ▲明王铎书 韩愈《答李翊书》

▲刘宁 《同道中国：韩愈
古文的思想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