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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門弟子」考論*

錢得運
清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引 言

「韓門弟子」這一名稱在中唐之時即已出現。隨著韓愈（768–824）在晚唐五代地位的
升降以及唐代古文運動的消長，其涵義及影響力亦隨之變化；至宋代歐陽修（1007–
1072）時，其涵義得以基本確定，大致成為宋以後至今所共循之義。從「韓門弟子」
涵義的歷史變化來看，它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即與科舉緊密相關的原初意義逐
漸隱晦，而道統與文學方面的意義漸趨突出。學界在運用「韓門弟子」這一名稱概念
時，並沒有過多關注其涵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變化特性，因此本文注重探討這一
涵義變化以及定型的過程及其意義，以供學界參考。

中唐之時「韓門弟子」的提出及其意義

「韓門弟子」之稱最早見於李肇《唐國史補》：「韓愈引致後進，為求科第，多有投書請
益者，時人謂之韓門弟子。愈後官高，不復為也。」1李肇與韓愈生平相近而略後，
因此像《唐國史補》這種具有補史之遺的著作，頗能準確反映當時情況。《唐國史補》
所謂後進之士的「投書請益」，其意大致分為兩種：（一）後進之士攜其平時作品作為
謁見韓門的試金石或見面禮；（二）後進之士跟隨韓愈學習科舉方面的實際寫作內容
或考試技巧。正如他人所論，韓愈識才，比許多人更懂得科舉學問。2李肇沒有論及
韓愈何時開始引致後進，僅言其官高不復為，這固可作為韓愈不再引致後進的一個
原因，也可理解為他不復引進的時間下限。

李肇所論簡略，只是將當時這一社會現象作一簡要記述，僅言「韓門弟子」形成
的時間是在其「官高」之前。「韓門弟子」的涵義是否如李肇所論那樣一成不變？韓愈

 * 本文承蒙學報三位匿名審稿專家提供寶貴意見，筆者獲益匪淺，謹此致謝。
 1 李肇：《唐國史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下，頁57。
 2 參閱劉海峰：〈「韓門弟子」與中唐科舉〉，《漳州師院學報》1997年第3期，頁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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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Protégés of Han Yu

(Abstract)

Qian Deyun

The term “protégés of Han Yu” first emerged in the mid-Tang. Its connotation as well 
as its influence have changed with the rise and fall of Han’s status in the Late Tang an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with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was basically confirmed by Ouyang Xiu in the 
Song and roughly become the general opinion to this day. It is observed from a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term is a process of dynamic change; that is, the 
original meaning, closely related to imperial examinations, has gradually vanished, and the 
meaning of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literature been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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