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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背景与作者简介



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
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致力于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
章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

韩愈的散文风格雄浑豪放，气势磅礴，逻辑严密，
对后世影响深远。

韩愈生平及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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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与十二郎感情深厚，十二郎的英年早逝让韩愈悲痛欲绝，

遂写下这篇感人至深的祭文。

01
《祭十二郎文》是韩愈为祭奠其侄十二郎所作的一篇祭文。

02
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名为韩老成，因在家中排行第十二，故

称“十二郎”。

《祭十二郎文》创作背景



文章主题与思想内涵

文章主题

通过对十二郎生平事迹的回忆和祭奠，

表达了对亡侄的深切悼念和无尽哀思。

思想内涵

文章体现了韩愈对家族亲情的重视和

对生命无常的感慨，同时也展现了他

高超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文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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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与赏析



精巧的构思

文章采用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方式，

通过倒叙、插叙等手法，打破时

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全文结构紧

凑而富有变化。

起伏跌宕的情节

文章情感真挚，通过叙述与十二

郎的深厚情谊及家族变迁，形成

情节上的起伏跌宕，增强了文章

的感染力。

简练生动的语言

韩愈运用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

言，刻画人物、描绘场景，使得

文章既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又生

动具体。

文章结构布局特点



关键语句解读及赏析

此句运用对偶和夸张的修辞手法，形象地表达了作者与十二郎之间生离死别的痛苦。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

此句表达了作者对十二郎之死的悲痛和难以置信之情，连用三个疑问句，情感层层递进，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

此句表达了作者内心的愧疚和无奈，生前未能与十二郎共居尽孝，死后亦无法亲自抚慰

他的亡灵，情感真挚动人。

“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能抚汝以尽哀”



直抒胸臆

寓情于景

对比反衬

情感表达与传递方式

韩愈在文中直接表达自己的

悲痛之情，如对十二郎之死

的哀悼、对家族变迁的感慨

等，情感真挚而深刻。

作者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如“风

雨如晦”、“寒食清明”等

景象的描写，既烘托了气氛，

又传递了作者的哀思。

韩愈在文中运用对比手法来

强化情感的表达，如将生前

与十二郎的欢乐时光与死后

的孤寂凄凉相对比，突出了

生死离别的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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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归纳与总结



祭文的格式和构成

祭文通常包括祭辞、正文、颂辞三个部分，其中正文
主要叙述亡者的生平事迹和祭祀者的情感表达。

措辞和用典

祭文需要使用恭敬、庄重的措辞，常常运用典故和古
代礼仪来表达对亡者的尊敬和哀思。

情感表达

祭文注重情感表达，要真挚、深沉地表达对亡者的怀
念和哀悼之情。

古代祭文写作规范及技巧



突破传统格式

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在格式上有所创新，不拘泥于传统的祭文
格式，更加自由灵活。

强化情感表达

韩愈在祭文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使得文章更加感人肺腑，
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

运用文学手法

韩愈运用了丰富的文学手法，如比喻、排比等，增强了文章的表
现力和感染力。

韩愈在祭文中的创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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