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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韓孟詩派」在文學史論述中的建構方法 
及其意義 

鄭柏彥∗

提  要 

以「韓孟詩派」一詞指涉韓愈、孟郊為首的一群詩人，將之視為同一個詩歌

流派，可以說是文學史的成說。不過在此一成說中，卻存在著成員判定不一與成

員詩作風格不一致等兩個現象。由此二現象可以引發三組問題：（一）研究者是

通過什麼樣的方法建構「韓孟詩派」？如何解決風格不一卻可成為一個詩派的問

題？其方法有什麼樣的效力與問題？（二）研究者建構「韓孟詩派」的目的是什

麼？是要建構出一個歷史實存的詩派，或者是因其風格相類所以聚同為派？又到

底「韓孟詩派」是個什麼樣性質的詩派？（三）在文學史論述中「體」、「派」這

兩個概念的內涵究竟為何？彼此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在文學史論述中有什麼

樣性質與意義的轉變？本文以文學史專著與專題研究論文的現代學術論述為第

一手研究對象，分析其論證過程與材料選擇，再以古典文獻史料為輔，試圖回答

這三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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