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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

師說

韓愈（768–824），字退之，自稱郡望昌黎，故後人

多稱韓昌黎。自唐初以下，反感六朝以來的駢文而主

張復古者，已大有人在，然而直到韓愈振臂一呼，群

起響應，局面才得到了明顯改觀。韓愈主張「文以載

道」，希望通過古文的寫作來表述儒家的思想，恢復儒

家的正統地位。但僅僅依照儒家的觀念來理解韓愈的

古文，還遠遠不夠。他的古文取法於先秦時期的孟子

和莊子，而又博取眾家之長，往往以氣勢取勝，汪洋

恣肆，摧枯拉朽。他在行文之中，喜歡打破駢偶的對

稱句式，尤其好用長句，有時一句竟長達五十餘字。

可想而知，對於當時習慣了駢文精緻風格的讀者來

說，韓愈的古文帶來了怎樣的震撼！

「說」是一種文體，多用於議論，〈師說〉的主旨就

是論述從師求學的重要性，及其原則、態度和方法。

這篇文章是韓愈寫給自己的學生李蟠的，一開篇就說

古代的學者都有所師從，但他心目中的老師並不只是

教人識文斷句而已，而是承擔了「傳道」、「受業」和「解

惑」的使命。這是韓愈的主要觀點，不過他又說，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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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給孩子的古文	

前的聖人未必只有一個固定的老師，而且老師也未必

就比學生強，只不過每個人悟道的先後有所不同，而

且學業和技藝各有專長罷了。他宣稱，哪兒有「道」，

哪兒就有我的老師，因為求師是為了學「道」。他甚至

說：「吾師道也」—我的老師就是道。讀罷全文，我

們就會發現韓愈的說法並不簡單，應該細心體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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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1）。人

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

矣（2）。生乎吾前（3），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

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

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

之所存，師之所存也（4）。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5）！古

	（1） 〔古之學者〕三句：古時求學的人務必要有老師。老師就是用來傳承

對「道」的理解、講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　所以：用來……。

道：天地萬物生成運行的道理，此處指儒家的根本看法。　受業：

即授業。又據吳小如先生的解釋，「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二

句，「蓋承首句『古之學者必有師』言之，蓋學者求師，所以承先哲之

道，受古人之業，而解己之惑也。非謂傳道與人，授業與人，解人

之惑也。」此說可供參考。

	（2） 〔惑而不從師〕二句：如果產生了困惑還不向老師求教，那就會一直

處在困惑的狀態，而最終得不到解決。

	（3） 乎：同「於」。

	（4） 〔吾師道也〕六句：我的老師就是「道」，為什麼要知道老師的出生

比我早還是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也無論年紀大小，凡是有

「道」的地方，就有我的老師。也有人把「師」理解為意動用法，即「我

以道為師」。

	（5） 〔師道〕二句：隨師求學的做法失傳已久，想要人不產生困惑，真是

太難了。　師道：求師問學之道。　道：這裏指做法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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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

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6）。是故聖益聖，愚益愚。

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

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7）！

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

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

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8）。

	（6） 〔古之聖人〕六句：古代的聖人遠超出常人，還要從師求教，而現在

的人，水平遠低於聖人，卻恥於向老師學習。這裏的「出」與「下」互

為反義詞，即「超過」和「低於」的意思。

	（7） 〔愛其子〕五句：愛自己的孩子，就挑選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

己呢，卻以求師為恥，真是糊塗啊！　身：自身。　恥師：即上一段

中的「恥學於師」，也就是以求師為恥。

	（8） 〔句讀〕六句：一方面不通曉句讀而向老師學習，另一方面有了不

能解決的疑惑卻不向老師請教，小的方面求師問學，大的方面反而

忽略了，我看不出他哪兒是明智的。　句讀（dòu）：為文章斷句。古

人讀書作文，凡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單元曰「句」，句中的停頓為

「讀」。古書沒有標點，老師教學童讀書時，從句讀開始。　不：同

「否」。　遺：忽視、忽略。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具
有
版
權
的
資
料



　師說　·147·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9），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

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

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10）。」嗚

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11）！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

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12)！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13)。郯

	（9） 百工：各行各業的手工藝人。　

	（10） 〔位卑〕二句：以地位低的人為師，便足以為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

師，又近乎諂媚了。

	（11） 〔師道〕句：從師求學之道已經不復可知了。

	(12) 百工：各行各業的手工藝人。　不齒：不屑於與他們序齒，也就是以

與他們同列為恥。　齒，指依照年齡大小排序。　其可怪也歟：這難

道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歟：疑問詞。

	(13) 〔聖人〕二句：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就曾以郯（tán）子、萇

（cháng）弘、師襄、老聃為師。老聃即老子。據說孔子曾問禮於老

子，問樂於萇弘，問官名於郯子，並且隨師襄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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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徒(14)，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

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

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15)。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

拘於時，學於余(16)。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17)。

	(14) 郯子之徒：像郯子這一類人。

	(15) 〔是故〕五句：因此學生不一定不如老師，老師也不一定比學生賢

能，領悟「道」的時間有早有晚，學業和技藝各有專長，如此而已。

	(16) 〔李氏子蟠〕七句：李蟠（pán），十七歲，喜好古文，六經的經文和

傳文都已通習，不拘於時俗，向我請教。　不拘於時：指不受當時

以求師為恥的風氣的約束。　六藝：這裏指六經，即《詩》、《書》、 

《禮》、《樂》、《易》、《春秋》六部儒家經典。

	(17) 嘉：嘉許、讚揚。　貽：贈、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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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

送董邵南序

贈序或贈別序是唐代興起的一種新文體，雖然也

稱「序」，但與以往的書序和詩賦序有很大的不同，例

如這篇〈送董邵南序〉就是韓愈為送別董邵南而作的，

又稱〈送董邵南遊河北序〉。董生因舉進士屢屢受挫，

只好到河北—也就是古時的燕、趙之地—去碰碰

運氣。可是自安史之亂後，那一帶已逐漸成了藩鎮割

據的所在，獨立於朝廷之外，而韓愈心裏並不贊成董

生去投奔藩鎮。於是，他就寫下了這篇文字，說是相

送卻意在挽留，祝福之餘又不乏規勸。這篇文章的難

處在此，它的好處也在此。

韓愈在文章的一開頭就對董生的懷才不遇表示了同

情，同時也極力讚賞燕、趙的古風，說他到了那裏，一

定會遇到賞識他的人，並勉勵他好好努力。不過，如

果只讀這一段，就以為明白了韓愈的意思，那可就大錯

特錯了。接下來，韓愈話題一轉，說他儘管仰慕燕、

趙古風，卻不免懷疑當下的情形究竟如何，是否早已移

風易俗，今非昔比了呢？韓愈沒有給出答案，那就等董

生自己去測驗一番好了。寫到這裏，韓愈重複了一遍

「董生，你好好勉勵啊！」同樣一句話，又說了一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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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下文變了，意思也有所不同。這一回彷彿是說：

好了，這我就不多說了，你還是好自為之罷！

再往下寫，韓愈似乎又一次另起話題：他託董生

代他去憑弔樂毅之墓，儼然是有感於董生之行，而大

發思古之幽情了。可實際上呢？他只是為了再一次

提醒董生，像樂毅那樣在燕國和趙國得到過賞識和禮

遇的人，都早已作古了。而即便是在古時的燕、趙之

地，樂毅的遭遇也充滿了挫折與失望。儘管他一度承

蒙燕昭王的器重，為燕國立下過汗馬功勞，但後來卻

受到了燕惠王的猜忌排擠，不得不離開燕國。因此，

在〈報燕惠王書〉中，樂毅不僅為自己棄燕奔趙的行為

辯護，也感嘆君臣遇合之難，而他是絕不肯為燕惠王

這樣的昏君效力的。發生在樂毅身上的燕、趙故事，

令人感慨唏噓，董生豈不該三思而後行嗎？即便董生

運氣不錯，在燕、趙的集市上遇見了幾位高漸離那樣

的市井間的豪俠之士，那又能怎樣呢？韓愈囑咐董

生，請他代自己轉告他們：當今天子聖明，正是他們

出來做官的好時候！

文章就此打住，但又意在言外：既然如此，董生

又何必要離開長安，跑到燕、趙一帶去尋找什麼機會

呢？這一層意思，韓愈並沒有說出來。因為是為董

生送行，也不便直說。但韓愈的用心與好意，我們都

懂，董生也不會不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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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短文，寫得如此迂迴曲折，欲言又止，已極

盡文字變化之妙了，而韓愈對董生的體貼關切，也溢

於言表，足以令人感動。這既是作文的藝術，也正是

做人的藝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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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1）。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2）。董

生勉乎哉！

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

士出乎其性者哉（3）！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

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4）。董生勉乎哉！

	（1）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句：燕、趙之地自古以來就號稱有很多

豪俠之士。　感慨悲歌：指他們通過悲歌來表達內心的感慨，因此往

往形成歌詩而流傳於人口。

	（2） 〔董生舉進士〕五句：董生參加進士考試，屢次落榜，懷抱傑出的

才能，抑鬱地去往燕、趙舊地，我知道他一定會遇到賞識他的人。

生：讀書人的通稱。　得志：實現志向。　有司：這裏指禮部主管考

試的官員。　利器：比喻傑出的才能。　茲土：這裏，指燕、趙之

地。　合：遇合，指得到賞識和重用。

	（3） 〔夫以子之不遇時〕三句：像你這樣富有才幹，卻生不逢時，只要是

仰慕仁義並且身體力行的人，都會倍加愛護珍惜的，更何況燕、趙

之士這樣做，原本發自他們的天性呢？　矧（shěn）：何況。

	（4） 〔吾惡知〕二句：我怎麼會知道那裏當下的風氣與從前所說的沒有差

異呢？情況是否如此，姑且就以你此行的經歷來測驗一番吧。　惡

（wū）：怎麼。　聊：姑且。　卜：這裏指證實的意思。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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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

復有昔時屠狗者乎（5）？為我謝曰（6）：明天子在上，可以出

而仕矣（7）。

	（5） 〔為我弔望諸君之墓〕二句：請代我憑弔樂毅的墓，並且看一下那裏

的集市上，是否還有像當年高漸離這一類的屠狗者嗎？　望諸君：

即戰國後期的名將樂毅，本為魏將樂羊的後人，曾受燕昭王的器

重，為燕國攻城拔地，立下了汗馬功勞。但燕昭王去世後，即位的

燕惠王中了齊國的離間計，對他百般猜忌，樂毅不得已投奔趙國。

燕惠王在戰場上吃了齊國的敗仗，後悔起來，便派人去趙國請樂毅

回來。樂毅於是寫下了著名的〈報燕惠王書〉，駁斥了燕惠王的指

責，也闡明了自己與燕昭王的君臣之誼。樂毅在趙國時，被封於觀

津，號望諸君。　屠狗者：指高漸離這樣埋沒於草野的豪俠之士。高

漸離原本是集市上的屠狗之徒，與荊軻結為好友，終日痛飲狂歌。

荊軻死後，高漸離圖謀完成他刺殺秦始皇的使命，惜未遂身亡。

	（6） 謝：告訴、致意。

	（7） 仕：做官，為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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