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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 牍文 ,亦 简称公文 ,是 古代朝廷、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在古代 ,这 类文章名 目繁多 ,且 极受重视。尤

其是唐代的公文 ,无 论是从写作技巧 ,还 是从语言结构 ,构 思方式等方面来看 ,均 比前代公文更具文学意味 ,而 且折

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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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牍文 ,即 古代朝廷、官府常使用的公事文 ,亦

简称
“
公文

”
,一 般分为上行公文与下行公文两大

类。在古代 ,这两类文章名 目繁多 ,且极受重视 ,虽

然今天从文学的角度来考察 ,真正有价值的作品不

多 ,但 其中亦有一些佳作值得一读 ,尤其是唐代的公

文 ,无论是从写作技巧 ,还是从语言结构、构思方式

等方面来看 ,均 比前代的公文更具文学意味 ,而且折

射出唐代文学思潮和创作风气的走向。

隋唐以前 ,习 惯上把公文归人笔的范畴 ,公文写

作 ,不 须用韵 ,也不必有文采 ,只 须直言 ,着眼于叙事

达意 ,施于实用即可 ,句 式上多为四字句 ,其时大量

的章、表、奏、启、书、记、论、说等公文多用骈体写作。

进人隋之后 ,公文写作逐渐走上程式化、公式化的道

路 ,形 成一套固定的、呆板的模式 ,铺排事典 ,音韵和

谐 ,文 字淫靡 ,内 容空泛 ,华而不实 ,辞 滞而旨晦。进

人唐代 ,公文写作的这些弊病依然存在 ,并引起了许

多人的不满和注意 ,连 上层统治者也参预其间。出

于政治 目的的需要 ,唐 太宗李世 民就曾对其大臣房

玄龄提出 ,“ 文体浮华
”
之文 ,“ 无益劝诫

”
,主张

“
上

书论事
”
,一律应

“
词理切直

”
[1](卷七),其 主张得

到了当时朝中-大批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支持 ,开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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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用浅显的散体进行公文写作 ,历史上以敢于直

谏而著称的大臣魏徵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魏徵所

写公文大多是谏疏 ,在这一类公文写作中,他摒弃了

浮艳之词 ,以 骈散相间 ,讲究实用。如历来为人所称

道的《谏太宗十思疏》(见《全唐文》),即 是一篇令

人耳目一新的公文佳作。疏 ,即奏疏 ,是封建时代臣

子向君王陈述意见的一种文体 ,刘 勰在《文心雕龙
·奏启》中对此种文体作了如下要求 :“ 夫奏之为

笔 ,固 以明允笃诚为车 ,辨析疏通为首
”
[2],提出奏

疏写作只须条理通达即可。魏徵的这篇奏议之文 ,

既有深厚的内容 ,又讲究行文章法和语言的运用 ,不

但条理畅达 ,而且极富文学意味 ,被推为古代公文之

典范。该文在行文时 ,为 避免一般公文写作枯涩之

弊病 ,围 绕
“
载舟覆舟

”
这一古训 ,用 比喻、事实、哲

言等论证方法来形象地阐明道理 ,劝 谏唐太宗李世

民要居安思危 ,修养自己的德行 ,对 臣下则要虚心纳

言 ,这样方能天下大治。全文文笔酣畅 ,一 气呵成 ,

情真意切。为了使 自己的主张易于接受 ,所 以在语

言上 ,充分注意了句式的整齐 ,并 以排比句式和对偶

句式为主 ,适 当穿插长短散句 ,跌宕起伏 ,富于变化 ,

极具节奏感和音乐美。如下面这段文字 :



王朝源 试论唐代的公牍文写作

诚能见可欲 ,则 思知足 以自戒 ;将 有作 ,则

思知止以安人 ;念 高危 ,则 思谦冲而 自牧 ;惧 满

盈 ,则 思江海下百川 ;乐 盘游 ,则 思三驱以为度 ;

J沈 l懈 怠 ,则 思慎始而敬终 ;虑 壅蔽 ,则 思虑心 以

纳下 ;J惧 谗邪 ,则 思正身以黜恶 ;恩 所加 ,则 思无

因喜以谬赏 ;罚 所及 ,则 思无以怒而滥刑。总此

十思 ,宏 兹九得。[3](卷 一三九)

这段文字骈散结合 ,伸 屈 自如 ,语 约义丰 ,琅琅

上口。同时 ,为 了突出观点 ,作者还大量使用排比句

式 ,增 强了文章的气势。据说唐太宗接到此奏疏后 ,

颇为赞赏 ,当 即诏复之 ,且将其置放于案头 ,以 资儆

戒。

其后 ,这种骈散参半的公文文体很快流行 ,有 了

一大批追随者 ,如房玄龄、杜如晦、姚崇等人均能用

朴实的散文奏对上疏。到了初唐文人骆宾王等人手

中 ,公 文写作在魏徵 的基础之上 ,还 呈现 出新 的特

征。骆宾王为骈体大家 ,其公文写作尚未从骈四俪

六中完全解脱出来 ,但 已开始注意矫正骈文堆砌词

藻的缺陷 ,其文大多内容充实 ,遣词造句讲求清新俊

逸 ,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刚健的骨气 ,给陷入僵

化境地的公文注人了新鲜的血液 ,使公文这种注重

逻辑思维的程式化文体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如其

公文代表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见 《骆临海集

笺注》)即 是一例。檄 ,是古代用以声讨敌人的军中

文书。这类公文在上古征战中就已开始应用 ,《 文

心雕龙 ·檄移》篇对这类文章提出了
“
事昭而理辩 ,

气盛而辞断
”
[2]的 要求。该文不仅完全做到了明

辨是非 ,理直气壮 ,辞 语精 当 ,而 且很有俊逸清新之

气 ,显示了唐代骈体公文之新面 目。文章写于公元

684年 ,时武则天称帝 ,徐敬业首先带兵讨伐 ,在徐

敬业幕中的骆宾王写下了这篇檄文 ,出 于政治斗争

的需要 ,骆宾王在檄文中毫不 留情地对武氏大加挞

伐 ,虽 有失公允 ,但就文章本身而言 ,却 是一篇相当

精彩的公文佳作。全文围绕一
“
伪

”
字 ,否定了武氏

执政的合法性 ,并从不忠、不孝 、不仁、不贞几个方面

着手 ,揭 露了其罪行 ;然 后用大量的笔墨渲染徐敬业

在天时、地利 、军威等方面的优势 ;最 后对朝中文武

晓以利害 ,明 以赏罚 ,敦促他们弃暗投明。全文想象

大胆 ,比喻生动 ,典故恰当 ,词 句铿锵 ,气势磅礴。文

章以四六字为主 ,间 以五、七言 ,灵 活多变 ,参差成

趣 ,把骈文的音乐美发挥到了极致 ,一 向被认为是檄

文中的精品。现略举一段文字以见一斑 :

是用气愤风云 ,志 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 ,

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 ,以 清妖孽。南连百

越 ,北 尽 山河。铁骑成群 ,玉 轴相接。海陵红

粟 ,仓储之积靡 穷;江 浦黄旗 ,匡 复之功何远?

班声动而北风起 ,剑 气冲而南斗平。暗呜则 山

岳崩颓 ,叱 咤则风云 变色。以此制敌 ,何 敌不

催?以 此图功 ,何 功不克?[4](卷十)

该段文字明显脱胎于六朝骈文 ,但 继承了骈文

文体优美、内涵丰富的长处 ,适 当运用长短句和对偶

句 ,雄文劲采 ,气势壮盛 ,颇有感召力和鼓动性。就

全文而言 ,虽是骈体 ,但 又能破骈为散 ,或说理 ,或叙

事 9或陈情 ,运笔白如 ,丝毫不露斧凿之迹 ,在 才华艳

发 ,词 采赡当之中,又 寓俊逸之气 ,与 一般六朝骈体

公文不同声气 ,卓然有立 ,精妙绝伦。据《新唐书》

载 ,武则天初读此文 ,“ 但嘻笑 ,至
‘
一lTx之 土未干 ,

六尺之孤安在
’
,矍 然曰/谁 为之 ?’ 或以宾王对。

后曰 :‘ 宰相安得失此人 r” [5](卷 二○一)该段记载

足以见该文的魅力。

象这种半骈半散的公文体制虽尚未摆脱齐梁文

风 ,文章中骈俪化倾向亦十分严重 ,但 已没有了传统

骈体公文冗言赘词之弊 ,迈 出了唐代公文文风改革

的第一步 ,之后 ,很快在初盛唐流行。盛唐名相张

说、张九龄等人的表奏也多属这种体裁。到一代公

文大家陆贽手中 ,更是形成一种固定的格式。

陆贽 ,中 唐公文写作巨匠 ,其所作奏议一类的公

文 ,虽 多用骈体 ,但 已没有了骈文用典晦涩和词采雕

饰之弊 ,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 ,不用

典 ,不 征事 ,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 ,以 散文风格

写骈体公文 ,既有骈文句式整饬的特征 ,又 呈现 出

明白晓畅的散体气象。可以说 ,骈体公文在陆贽手

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是散体公文之萌芽 ,故其

别树一帜的公文被后世奉为圭臬。《新唐书》本传

云 :“ 观贽论谏 ,数 十百篇 ,讥 陈时病 ,皆本仁义 ,可

为后世法。
”
[5](卷一五七)《 新唐书》例不录排偶之

作 ,独 取陆贽文十余篇 ;司 马光作《资治通鉴》,亦重

视陆公之公文 ,采其奏疏三十九篇 ,“ 上下千年 ,所

取无多于是者 ,经世之文 ,斯 之谓矣
”
[6]〈 卷十五)。

可见其公文对后世之影响 ,令 人刮 目。纵观陆贽之

公文 ,不仅全不隶事 ,雨 且多用通俗语句 ,散体气启、

非常浓厚 ,这种风格引起了后世评论家的注意 ,如刘

熙载在《艺概 ·文概》中说 :“ 陆宣公奏议 ,妙能不同

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 ,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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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激昂辨析有所难行 ,而 纡徐委各可以巽入。且气

愈平婉 ,愈 可将其意之沉切。
”
[7](卷 -)这个评价极

为中肯。陆贽之公文确能极尽委婉之能事 ,言 辞温

厚 ,不 露锋芒 ,虽 在形式上依然多用骈体 ,但语句整

齐 ,声韵和谐 ,富 有排宕俪偶之美 ,绝无呆板僵滞之

病 ,陈情言事 ,无不畅达。

如《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该 文结构缜密 ,

文笔流利 ,“ 真意笃挚 ,反复曲畅 ,不 复见排偶之迹
”

[6](卷 十五)。 下面这段文字尤有代表性 :

顷者窃闻舆议 ,颇 究群惰 :四 方则患于中外

意乖,百 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 国之志不达于朝

廷 ,朝 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 泽阙于下布 ,下 情

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 事不必宴 ;上 下否隔

于其际,真 伪杂糅于其间;聚 怨嚣嚣 ,腾谤籍籍 ,

欲无阻碍 ,其 可得乎⋯⋯可以崇德美 ,可 以济艰

难 ,陛 下何虑不行而直为此懔懔也?[3](卷 四

六八)

该段文字虽是排偶骈俪 ,但文笔流畅 ,有 运斤成

风之感 ,且在段尾用散句结语 ,使原本激昂的语气变

得平缓舒畅 ,充分体现了陆贽公文辞婉而意严的特

点。

又如《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紧 紧抓住
“
务散发而收其兆庶之心

”
这个论点 ,引 典辨理 ,举

例佐证 ,极 言利害 ,笔 锋犀利 ,如号角鼓鼙。文章虽

用骈体 ,但说理透辟 ,语言剀切 ,行 文质朴畅达 ,一扫

齐梁旧风 ,显 现出散体公文之新面目。

可以说 ,陆贽在使骈体公文平易化、应用化的过

程中,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 ,故 曾国藩称誉说 :“ 骈体

文为大雅所羞称 ,以 其不能发挥精义 ,并 恐以芜累

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 ,无一字不谐平仄 ,无

一联不调马蹄 ,而义理之精 ,足 以比隆濂、洛 ;气势之

盛 ,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 ,子瞻奏

议终身效法陆公 ,而 公之剖析事理 ,精 当不移 ,则 非

韩 ,苏所能及。
”
[8](《鸣原堂论文》)

唐代公文到了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手中,风格更

是为之一变。在文以明道、气盛宜言等古文创作理

论的指导下 ,公文写作领域骈俪文体和浮艳文风面

临严峻挑战 ,公文文体文风改革提上议事 日程。古

文运动干将韩愈、柳宗元、元稹等人均从理论和实践

上对公文文风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特别是韩愈的公

文作品 ,形式与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其公文形式

上并未完全抛弃骈体 ,而是扬长避短 ,把偶对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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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人散行单句 ,这样一来 ,公 文之作既有对称之美 ,

又错落有致富于变化 ,兼具节奏美和气势美 ,大 大丰

富了散体公文的写作技巧 ,赋予公文这种应用文体

以文学的特质。如其公文代表作《论佛骨表》,一改

传统表文面 目,表志陈情 ,内 容充实 ,不 失为公文的

范例。全文以大量历史和现实的例证 ,论证了信佛

的荒唐无稽和对社会的危害 ,充分表现了作者排佛

的卓见和过人的胆略。从古到今 ,从远到近 ,列举了

大量事实 ,让事实说话 ,虽 无精辟的理论 阐释 ,但层

次分明 ,极尽铺陈之能事 ,一 改此类文章毕恭毕敬 、

婉而多讽的惯例 ,贯注了作者强烈的主观感情 ,直言

不讳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言辞雄辩激切 ,气势剑拔

弩张 ,极具感染力 ,体现了韩愈古文气盛的特点。如

下面这段文字 :

今无故取朽秽之物 ,亲 临观之 ,巫 祝不先 ,

桃列不用 ,群 臣不言其非 ,御 史不奉其失,臣 实

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 司 ,投 诸水火 ,永 绝根

本 ,断 天下之疑 ,绝 后代之惑 ,使天下之人 ,知 大

圣人之所作为 ,出 于寻常万万也 ,岂 不盛哉 !岂

不快哉![9](卷 八)

这段文字语气激昂 ,语言精炼 ,很能体现韩愈公

文之特点。正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所言 :

“
他的几篇奏疏都是敢于揭发事实 ,敢说

‘
群臣之所

未言′⋯⋯当然 ,最 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是《论佛骨

表》·⋯⋯正因此 ,韩 愈这类文章也就有内容、有深

度、有力量。再加上韩愈的语言艺术不同凡响 ,便 成

为气势磅礴的好文章。
”
[10]

其后 ,将公文文体文风改革推向深入的是元稹。

元稹在《制诰序》中从理论角度详细阐述了其改革

公文写作内容、形式、语言等的始末和主张。他在文

中说 :“ 自非训导职业 ,则 必指言美恶 ,以 明诛赏之

意焉。是以读说命则知辅相之不易 ,读 允征则知废

怠之可诛。秦汉以来 ,未之或改 ,近世以科试取士文

章 ,司 言者苟务刑饰 ,不根事实 ,升之者美溢于词 ,而

不知所以美之之谓。黜之者罪溢于纸 ,而 不知所以

罪之之来 ,而又拘以属以地 ,蹁 以圆方 ,类 之于赋判

者流 ,先王之约束 ,盖扫地矣。
”
[11](卷 四十)在 内容

上 ,要求公文写作明辩事实 ,不 能含糊其辞 ;在 形式

上 ,摆脱传统公文骈四俪六的对偶句式 ,以单行散句

为主 ;在语言上 ,提倡删繁就简 ,力 求质朴晓畅。他

不但从理论上为公文文体之改革廓清了道路 ,更 是

在创作实践上身体力行 ,努 力使公文写作文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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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氏长庆集》有文三十卷 ,补 遗五卷 ,策 、书、表、

状、制诰、记、判、议、奏等公文诸体皆各。《新唐书》

本传言其
“
变诏书体 ,务 纯厚明切 ,盛 传一时

”
[5]

(卷一七四),可见其奏疏一类的公文在中唐元和年间

产生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如《同州刺史谢上表》,这

是作者罢相出同州 ,临 行之前写给天子的-篇例行

公文 ,但作者在文中灌注了自己的个性、遭遇和感

慨 ,通达事理 ,情意恳切 ,不假虚饰 ,是 一篇文辞俱佳

的优秀古文。

公文究竟是华浮之作 ,还是据实而书 ,这是公文

写作领域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华 ,指 过分追

求华艳的词藻 ,不顾事实本身 ;实 ,指秉笔直书 ,传递

真实情况。该问题在晚唐再次浮出水面 ,引 发争论。

晚唐公文 ,又一次走上骈体老路。究其原因,有 以下

两点 :第 一 ,韩愈、元稹等人变应用公文为文学性散

文的改革没有能一以贯之 ,未 得到普遍的继承和发

展。魏晋时就已兴起的骈体文到了晚唐 ,流行时间

已长达几百年 ,形 式 日臻完各。再加上隋唐统治者

长期以来又将骈文作为举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 ,

这就为骈文的生存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唐科举考

试 ,除诗、赋外 ,亦 以
“
策

”
作为考试科 目之一 ,称 为

试策或策问。其体或用散文 ,或 用骈体。)第 二 ,虽

经古文家们几代人的努力 ,古文日益普及 ,但骈文的

影响并未完全消除 ,一 般公文写作很难逃脱骈文写

作的固定模式。因而 ,随着古文运动的偃旗息鼓 ,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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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公文在晚唐卷土重来 ,并最终形成潮流 ,取代了内

力早已不济的古文。

这
一

时期的公文虽再次呈现骈体面孔 ,但与初

盛唐相比,又 有了一些不同的特点。以杜牧、李商

隐、温庭筠等人为代表的公文作家们 ,大 力倡导四

六 ,重辞藻、典故、声韵、偶对 ,不少公文内容空洞 ,无

异于文字游戏 ,重 回魏晋骈体公文之老路 ,只 是将初

盛唐宏博典雅的文风转为华丽浓艳 ,更 讲究用典的

生僻和词采的繁缛 ,又 一次落人华美绮艳的唯美主

义泥潭。但暇不掩玉 ,其 中亦有少许佳作值得一读。

如李商隐的《为濮阳公陈情表》一文 ,句 式整齐 ,语

言宛转 ,典丽清峻 ,属 对精工而不害文意 ,于 骈句中

杂以散句 ,转换 自如 ,文气飞扬 ,声韵铿锵 ,灿 然可

诵。李商隐是四六高手 ,他长期游幕 ,任从事书记之

职 ,故《樊南文集》中多为四六骈体的书判、奏启等。

他融合六朝徐庾和中唐陆贽骈文之长 ,所撰公文 ,属

对精密 ,色彩称丽 ,华赡典雅 ,为 晚唐公文写作之集

大成者 ,所作公文 ,虽为官样应酬文章 ,于今观之 ,不

免艰涩 ,但情致酣畅 ,笔力雄健。《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 》卷十五评其文曰 :“ 婉约雅饬 ,于 唐人为别格。
”

[6]这个评价是站得住脚的。

总之 ,公文历经秦汉魏晋 ,至唐代已渐趋成熟定

型 ,这种应用文字 ,在唐代文人手中不但风格有所改

变 ,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文学思潮和创

作风气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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