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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题记之“题”，有书写、题署与评价之义。
题记，就是应人之约，或有感而发，就某一具有特殊含义的事物，诸如名胜古迹、亭堂楼馆、书斋学
校、山水园林、花木奇石、图画瑞物、衙署祠寺、桥梁碑记等，进行记述品评的文章。
　　作为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门类之一，相比于其他体裁，题记产生的时间比较晚；但在唐宋以前，
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些类似于题记的作品，在诸如辞赋、铭赞、书序等门类中，就有好多类似于题记
的作品。
如张载的《剑阁铭》和鲍照的《芜城赋》。
从唐宋开始，题记开始大量涌现。
元结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驱者，散文也颇有成就。
他在道州、容州任职期间和晚年家居时，写了不少山水记，可视为短小精悍的题记，显示出古代题记
从附属其他文体的地位中独立出来的趋势，开后代题记之先河。
作为唐宋散文八大家的韩愈、柳宗元都写作了许多题记。
特别是柳宗元，他在被贬谪为永州司马期间，在荒僻的地方发现了幽静奇丽的山水，并徜徉其问以排
遣自己郁闷的心情。
他在永州所写的一系列游记，其实也是可以视为题记的。
从唐宋开始，诗文大家们创作了大量的题记作品，题记作为中国古代散文一个正式门类，开始出现在
作者的文集中。
几乎任何一个舞文弄墨者，都从事过题记的写作。
　　我国古代的题记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优秀的题记作品，生动地记述了美好的事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甚至有些事物由于题记的描述，知名度空前提高。
如岳阳楼，就是因为有了范仲淹的题记而名声大增的。
优秀的题记作品，有的热情地歌颂了优秀的人物。
如皮日休的《郢州孟亭记》、范仲淹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文天祥的《瑞州三贤堂记》、杨慎
的《新都县八阵图记》，分别记述了孟浩然、严子陵、余靖、苏辙、杨万里和诸葛亮的感人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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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秀的题记作品，是我国古代文学宝藏中珍贵的文学遗产和精神财富。
认真读几篇题记名篇，对于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对于我们今天的题记写作，都是不无裨益的。
     本书按照作者生年的顺序，依次选注了从唐宋到清代的题记作品一百多篇。
     阅读本书，探索胜地妙谛，领略圣贤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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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江，文学硕士，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副所长。
长期从事古代文学、典籍、地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整理工作。
参与编撰、出版了《山西民俗》、《黄河民俗》、《中国古代民歌鉴赏大辞典》，《康熙字典》、《
万家散曲》、《万家戏剧》、《万家辞赋》等数十部著作，发表了若干篇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山西文
学、关公信仰等研究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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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介绍】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南）人。
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三岁而孤，由嫂抚养成人。
贞元进士，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国子博士等职。
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因谏阻宪宗迎佛骨，被贬为潮洲刺史。
后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
卒谥“文”，世称韩文公。
他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其文气势雄健，汪洋恣肆，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旧时列为唐宋八大
家之首。
其诗力求新奇，以文入诗，对宋诗影响颇大。
著有《昌黎先生集》。
　　【阅读提示】　　这篇题记记述王仲舒修筑燕喜亭的经过和作者代为取名的用意。
它写作于贞元二十年（804）。
当时，王仲舒自吏部员外郎贬为连州司户参军，作者也从监察御史贬为连州阳山县令，两人有着共同
的遭遇和感慨。
王仲舒修筑燕喜亭是借以观景遣怀，作者为亭取名也是借以抒发胸中块垒，所以本文主旨不在描摹山
水之美，而是借以赞美王仲舒的行为品德，表示对他的前程怀有期望和信心，同时也含蓄微妙地抒泄
了对他遭贬的同情和不平。
既是慰勉朋友，也是自解自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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