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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古文運動」年表 

武周與唐朝 

武則天 聖曆三年  

（A.D.700） 

（一說  A.D.702） 

陳子昂 42 歲卒（﹖）。《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批評南朝詩

文「採麗競繁，興寄都絕」，標舉「漢魏風骨」。對策奏

疏內容充實，質樸清新，開「古文運動」先河。 

古文運動先驅 天寶以來至大曆年間﹐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

柳冕相繼提倡散文﹐明道致用﹐為後來「古文運動」先驅。 

玄宗  天寶十年 

（A.D.751） 

唐征南詔戰敗，徵兵再討，李華親眼目睹百姓哭聲震野；後奉

使朔地(今寧夏)，經古戰場，遂有感而作「文賦」〈弔古

戰場文〉（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群。亭長

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哭，天陰則聞）。 

德宗 貞元 13年

（A.D.797） 

柳冕官拜福州刺史，作〈與徐給事論文書〉（形君子之言為文，

論君子之道為教）。影響不大，因其「言雖近道，辭則不文」。 

16 年（A.D.800） 沈既濟 51歲卒（﹖），代表作「神怪類傳奇小說」〈枕中記〉。 

17年（A.D.801） 韓愈 34 歲作〈送李愿歸盤谷序〉〈圬者王承福傳〉。 

18年（A.D.802） 韓愈 35歲作〈師說〉〈答李秀才書〉「所志於古者，不唯其

辭之好，好其道焉耳。」後以此言韓愈「文以載道」。 

19年（A.D.803） 1.韓愈 36 歲上疏論天旱人饑，得罪被貶，為陽山縣令。 

為情同手足的姪兒韓老成作〈祭十二郎文〉。 

作「昌黎第一序」〈送董邵南序〉（一說元和 2 年作）。 

2.柳宗元 31歲與韓愈交，柳作〈梓人傳〉〈種樹郭橐駝傳〉。 

20年（A.D.804） 元稹 26 歲作「愛情類傳奇」〈崔鶯鶯傳〉，李紳作〈鶯鶯〉詩。 

21年（A.D.805） 1.唐順宗即位。大赦。韓愈離陽山縣。 

2.八月，唐憲宗即位。韓愈 38 歲授江陵府法曹參軍。作〈八

月十五夜贈張功曹署〉（下床畏蛇食畏藥，海氣濕蟄熏腥臊）。 

3.「白居易之弟」白行簡 30 歲作「愛情類傳奇」〈李娃傳〉。 

憲宗  元和元年 1.韓愈「以文為詩」，作〈南山〉（或屹若戰陣，或圍若蒐狩）。 

（A.D.806） 2.白居易 35 歲作〈長恨歌〉陳鴻作「歷史類傳奇」〈長恨歌傳〉。 

2年（A.D.807） 韓愈 40歲作〈張中丞傳後敘〉〈送董邵南序〉（一說 A.D.803）。 

4年（A.D.809） 1.韓愈 42 歲在洛陽作〈毛穎傳〉。 

2.柳宗元 37 歲作〈始得西山宴遊記〉（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3.白居易 38 歲，摹擬三百篇，作〈新樂府並序〉。 

7年（A.D.812） 韓愈 45 歲因論柳澗事，被貶為國子博士。 

8年（A.D.813） 1.韓愈 46 歲作〈進學解〉。（迴狂瀾於既倒、含英咀華、佶屈聱牙） 

2.柳宗元 41 歲〈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主張「文以明道」，反對

「炳炳琅琅、務彩色、誇聲音」的駢文。 

10年（A.D.815） 

 

 

 

1.白居易 44 歲貶江州司馬，作〈與元九書〉，論作詩要旨（詩

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2.柳宗元 43 歲自貶地返京，又貶柳州，作〈登柳州城樓寄漳汀

封連四州〉。在柳州治績：生產興學，放奴婢，破陋俗等。 

11年（A.D.816） 1.「詩鬼」李賀 27 歲卒，代表作〈李憑箜篌引〉（石破天驚逗

秋雨）〈金銅仙人辭漢歌〉（天若有情天亦老）。 

2.白居易 45 歲，作〈琵琶行並序〉。 

12年（A.D.817） 白居易 46 歲，作〈與元微之書〉（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 

14年（A.D.819） 1.韓愈 52 歲上奏〈諫迎佛骨表〉被貶潮州，作〈祭鱷魚文〉 

〈祭柳子厚文〉（玉佩瓊琚，大放厥辭）。 

2.柳宗元 47 歲卒，代表作〈永州八記〉〈三戒〉〈捕蛇者說〉 

〈段太尉逸事狀〉（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15年（A.D.820） 韓愈 53 歲為柳宗元作〈柳子厚墓誌銘〉（嶄ㄓˇㄢ然露頭角）。 

作〈與李翊書〉（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穆宗  長慶 3年

（A.D.823） 

韓愈 56 歲在長安作〈柳州 羅池廟碑〉（三絕碑：柳事韓文蘇字），

刻石紀念；今柳侯公園有其衣冠塚。詳見余秋雨〈柳侯祠〉。 

敬宗  寶曆元年 杜牧 22歲，作「文賦」〈阿房宮賦〉。（A.D.825） 

宣宗  大中元年

（A.D.847） 

李商隱 35歲到桂林，編定《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

曰樊南四六。」駢文稱「四六文」始此）。 

4年（A.D.850） 李公佐 81 歲卒（﹖），代表作「神怪類傳奇」〈南柯太守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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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真宗咸平元年

（A.D.998） 

王禹偁 45歲以議論，貶知黃州（第三次貶官）作〈三黜賦〉。 

    （〈黃岡竹樓記〉：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 

3年（A.D.1000） 

 

宋初古文健將柳開卒，主「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明道、致用、尊韓、重散體、反西崑。 

4年（A.D.1001） 王禹偁 48歲卒，代表作〈待漏院記〉（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 

右，示勤政也）。〈黃岡新建小竹樓記〉（俗作〈黃岡竹樓記〉）。 

天禧 4年

（A.D.1020） 

「西崑體代表之一」楊億 47歲卒，曾於秘府編《冊府元龜》之 

閒暇酬唱，因有《西崑酬唱集》，代表作〈漢武〉（力通青 

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仁宗天聖 6年

（A.D.1028） 

林逋 62歲卒，代表作〈山園小梅〉。蘇軾讚其詩：「如東野（孟

郊）不言寒。」與寇準同為「晚唐體」代表詩人。 

景祐元年

（A.D.1034） 

范仲淹 46歲作〈嚴先生祠堂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延請「宋初三先生」孫復、胡瑗蒞郡講學。並赴各地興學。 

3年（A.D.1036） 曾鞏以王安石文示歐陽脩，脩為之延譽。 

慶曆 3年

（A.D.1043） 

1.范仲淹 55 歲上奏〈答手詔條陳十事〉，史稱「慶曆新政」。 

2.王安石 23歲作〈傷仲永〉。（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為眾人） 

4年（A.D.1044） 歐陽脩 38歲作〈朋黨論〉為范仲淹、韓琦「結黨」而辯解。 

6年（A.D.1046） 1.范仲淹 58 歲任鄧州知州，受邀作〈岳陽樓記〉。 

2.歐陽脩 40 歲作〈醉翁亭記〉〈豐樂亭記〉。（先道後文） 

7年（A.D.1047） 1.王安石 27歲任鄞縣縣令。任內經杭州，作〈登飛來峰〉。 

2.蘇洵 39歲落第，返蜀悉焚舊稿，自託於學術，精心培養二子。 

8年（A.D.1048） 曾鞏 30歲為撫州州學而作〈墨池記〉。 

皇祐 3年

（A.D.1051） 

王安石 31歲調舒州有政聲；作〈遊褒禪山記〉（以議論為主， 

並提出成功三要件︰志與力，有物以相之）。 

4年（A.D.1052） 范仲淹 64 歲卒。無資成殮，幸其友好為之聚資，始得安葬。 

5年（A.D.1053） 歐陽脩 47 歲完成《五代史記》（唐代以後唯一私修正史）。 

至和元年 宋祁修《新唐書》，歐陽脩 48 歲續之始成。（A.D.1054） 

仁宗嘉祐元年

（A.D.1056） 

蘇洵 48 歲上書歐陽脩，「目為孫卿子」，薦之於朝。 

作贈序〈送石昌言使北引〉（避蘇洵父蘇序之諱，改用「引」）。 

2年（A.D.1057） 1.歐陽脩 51 歲知貢舉，凡怪奇「太學體」皆黜，識拔蘇軾兄弟。 

2.蘇軾 21歲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想當然耳） 

3.蘇轍 19歲賜歸待選，作〈上樞密韓太尉書〉（閱歷培養文氣）。 

4年（A.D.1059） 歐陽脩 53 歲作「文賦」〈秋聲賦〉（去駢偶、用典和限韻等束縛）。 

6年（A.D.1061） 1.蘇軾 25歲舉制策，作〈教戰守策〉〈留侯論〉。留侯是張良。 

2.蘇洵 53 歲不肯赴試，故不被重用，與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禮》。 

神宗熙寧 5年 

（A.D.1072） 

錢公輔 52 歲卒（﹖），代表作〈義田記〉褒揚范仲淹義舉，可行

之久遠。 

8年（A.D.1075） 1.蘇軾 39歲任密州知州，建超然臺，作〈超然臺記〉（餔糟啜 

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蘇轍作〈超然臺賦〉。 

2.〈書子由超然臺賦後〉：「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

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子由乃指蘇轍。 

元豐元年

（A.D.1078） 

蘇軾 42歲，作〈潮州 韓文公廟碑〉。韓文公是指韓愈。 

（一言而為天下法，匹夫而為百世師） 

5年（A.D.1082） 蘇軾 46 歲。44 歲時因「烏臺詩案」貶黃州，至此已歷 3 載。5

年 7 月、10 月兩遊赤壁，作「文賦」〈前後赤壁賦〉、「豪

放詞」代表作〈念奴嬌〉。（散文汪洋宏肆，詞作豪放曠達） 

6年（A.D.1083） 1.蘇軾 47歲，夜訪作〈承天寺夜遊〉（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2.張懷民建構快哉亭，蘇轍 45歲作〈快哉亭記〉。 

3.曾鞏 65 歲卒，代表作〈墨池記〉，編《戰國策》。（典贍平實） 

7年（A.D.1084） 蘇軾 48歲由黃州量移汝州，遊石鐘山求證，作〈石鐘山記〉。 

哲宗 

元祐元年

（A.D.1086） 

1.王安石聞司馬光廢「保甲法」深受打擊，於 66歲卒，代表作

〈遊褒禪山記〉〈讀孟嘗君傳〉。 

（峭拔嚴謹，深刻簡鍊﹔詩主精嚴、詞尚瘦雅） 

2.司馬光 68歲勞瘁國事而卒，代表作〈訓儉示康〉，著有《涑

水紀聞》編《資治通鑑》。（文章如布帛菽粟，深切實用） 

徽宗政和 2年

（A.D.1112） 

「唐宋古文八大家」蘇轍 74歲卒，乃八大家中最長壽者。（汪

洋澹泊，時露秀傑之氣），其兄蘇軾 65歲病逝（A.D.110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6%96%87%E8%BF%90%E5%8A%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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