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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说，及钟嵘提出“致流别，辨彰清浊”溯源法之

后，探究诗人传承渊源成为历代诗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明清人论陶渊明诗，同样传承了这一传统，对

历代论述陶诗渊源的众多说法进行了细致考辨，证伪论正，推陈出新，堪称集陶诗研究之大成。本文

爬梳明清诗话文献，归纳明清诗人对于陶渊明诗作渊源的重要论述，辨析陶诗是否“出于应璩”，陶渊

明五言诗与《古诗十九首》的关系，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的关系等历代一直有争议的重要问题，以期

梳理明清时期陶诗典范的建树过程，更为准确地阐述陶诗的来源以及陶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

一、陶诗“出于应璩说”辨析

1. 出于应璩说的源起及衍变

钟嵘（468-518）《诗品序》中对陶渊明诗文有着如下评语：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

想其人德，世叹其志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

今隐逸诗人之宗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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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是中国文学史上关于陶渊明的最早论述，对陶渊明诗文的渊源、风格、文学史地位都定

位精准，评价很高，尤其是“隐逸诗人之宗”称号，由此成为陶渊明的代表符号流传后世。钟嵘一方面

将陶渊明列为中品，同时又给予很高评价，这看似矛盾的做法给中国诗坛留下了一个难解谜团。无论

如何，钟嵘所言“文体省净”、“笃意真古”，确实是对陶诗自然朴实诗风的准确描述，因而被后人评为

“此为论陶最笃。”[1]但后人的认识并不一致，如宋代叶梦得（1077-1148）在其《石林诗话》中对钟嵘“出

于应璩说”提出了激烈批评：

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而取

之耳，谢灵运《拟邺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

以此。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于应璩，此语不知其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

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用

事，多违法度，璩作此诗，以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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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序《桃源诗》：“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比即陶诗自评也。后人必拟何者为汉诗，何者为魏、

晋诗，字句摹仿，仅得古人皮毛耳……陶公不知有古今，自适己意而已，此所以不朽也。[1]

可见贺贻孙明确认为钟嵘的论断不合理。他曾说：“（陶渊明）名士与诗人，两不入其胸中，其视人之爱

憎，与身后所传之久暂，如吹剑首，一吷而已。”[2]认为陶诗完全是率而成篇，自适己意，自由表达心情，

谈不上仿效应璩。清代诗人王士禛（1634-1711）、方东树（1772-1851）也都不认同钟嵘观点，曰：“至以

陶潜出于应璩，郭璞出于潘岳，鲍照出于二张，尤陋矣，又不足深辨也。”[3]“诗品谓陶诗出于应璩，此语

固甚陋。”[4]沈德潜（1673-1769）则以陶诗的独特性为依据而明确提出“钟嵘谓其源出应璩，成何议

论。”[5]可见清初诗家大都认为陶诗“出于应璩”的观点缺乏根据。平心而论，钟嵘看到了应、陶诗风相

近的一面，但并不能深入地体会二者之间的差异，故有此片面之论。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诗坛也出现了较为宽容的声音。如章学诚（1738-1801）《文史通义》品评《诗

品》时，认为钟嵘评诗往往从六艺着手，追溯流别，主要承袭了刘向父子“某人之诗出于某家”之类的评

注格式。而王夫之（1619-1692）在评陶渊明《拟古》（迢迢百尺楼）一篇时认为：“此真《百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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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录》提及此诗：“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合，多切时要，世共传之。”[1]李善注

《文选》引张方贤《楚国先贤传》也说

ᾨ拘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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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古诗十九首》的影响较多。这一方面的探究代有论者，至明清诗话中愈辨愈深，现择其精要略加

归纳：

1. 陶诗与《古诗十九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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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和而不同，是拟古而非泥古。比如二者皆可谓寓情于景、情在景中写法的典型代表，但在情景关

系的处理上，陶诗融入了自己的风格加以创新，在发扬古诗意境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达到了“无我之

境”的崭新艺术境界，因而备受明清诗家称颂。沈德潜《说诗晬语》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

深朴茂不可到处。”[1]叶燮（1627-1703）说：“陶潜胸次浩然，吐气人间一切，故其诗具不从人间得。”[2]陶

诗笔下情景结合所创造出的意境，是其人生理想与天地自然的冥会，这是一种物我浑融的人生境界，

是诗人的审美情趣与真率人格交汇之后所达到的诗歌艺术新高峰。

3. 陶诗与《古诗十九首》的诗歌语言渊源

钟嵘《诗品》评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3]，显然是对陶诗语言精炼的肯定。然而具体对比陶诗

与古诗就不难发现，陶诗在字词的挑选上，相比《古诗十九首》更为精准和传神。如同样用“远”字，陶

诗的“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相比《十九首》中的“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柏》），由“心远”导向

“地偏”。这“心远”与“远行”，一字之差，准确传神地表达出陶渊明远离喧嚣尘世，祈求自然平静的生

活情趣，内涵精妙的哲理韵味，正如苏轼所评“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实美”。

陶诗不仅继承借鉴，而且还超越拓展了古诗十九首的优秀传统。比如在《十九首》中有十四首用

到了叠字，最多的一首诗中有六组叠字（如《青青河畔草》和《迢迢牵牛星》）。而陶渊明的五言诗中共

有九十六处（含重复使用者）用到了叠字，可见陶诗在诗歌语言方面受到汉魏古诗尤其是《古诗十九

首》的明显影响。但是陶渊明运用叠字与《十九首》还是有所差别，陶诗并不刻意地运用叠字，一首诗

中最多也只有四组叠字（《和胡西曹示顾贼曹》），并且散乱诗句间，显得浑然天成，有一份自然散淡之美。

4. 陶诗与《古诗十九首》的人格渊源

《古诗十九首》虽不能确定具体作者，但其无权无势的文人身份却基本可以确定。因为古诗十九

首大都是私人化的抒情，没有庙堂之思，也少有政治讽喻，其感触大多来自日常生活。陶渊明人格高

尚，淡泊名利，身处田园，其诗承袭《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便是水到渠成之事。

清初叶矫然（1614-1711）《龙性堂诗话初集》论道：

清庙之瑟，朱弦疏越，一唱三叹，有遗音矣，其《十九首》之谓欤？子建极力模拟，酝酿风

华，而气象高深有间。阮、陶二公，抗迹尘寰，神致冲澹，妙寄笔墨之外。学者无此种襟抱，效

之未免易人心手，寻常者藏拙耳。[4]

以曹子建与陶渊明作为对比，肯定陶诗出于《十九首》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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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差异所致。

总言之，明清诗论者大都认同陶诗与《古诗十九首》存有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但陶诗又非单纯模

拟。陶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奇迹，是其个人性灵、情趣、襟怀人格的真实写照。注重人格影响的沿革

探讨，成为明清时期诗家论陶诗的重要方面。而陶诗汲取了汉魏古诗的精华，在融会贯通基础上“自

铸伟词”，真正做到了删尽繁华，返朴归真，这也为明清诗人树立了高尚雅正的人生榜样。

三、陶渊明四言诗与《诗经》的渊源关系

陶渊明现存诗作 137首，其中四言诗 23首，虽然四言诗数量远不及五言诗，但其写法、诗体及诗

风，皆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传统。明代诗论家大多认为陶渊明四言诗章法学《诗经》，深得温柔敦厚诗

教之旨。如吴崧（生卒年不详）在《论陶》中说：“渊明词句温厚和平，不激不随，深得三百篇遗意。”许学

夷则认为，“陶靖节四言，章法虽本《风》、《雅》，而语自己出，初不欲范古求工耳，然他人规规模仿，而性

情反窒，靖节无一语盗袭，而性情溢出矣。”[1]二人分别从诗风与结构着手，后者更为全面分析了陶渊明

对《诗经》的模学方式，虽然其说“无一语盗袭”稍显夸大，但陶诗的“性情溢出”，确非简单拟古得来，这

一点确切无疑。明末清初的叶燮谈及陶诗与《诗经》关系时认为：

《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

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

之俊逸，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2]

叶燮并没有直接说陶氏四言诗渊源来自《诗经》，而是辨析了《诗经》对后世诗人的影响，指出后代

继承《诗经》而诗风屡变，发展到陶渊明则已变成淡远，赞赏陶诗在继承《诗经》的同时又有所创新。

清初认为陶诗与《诗经》存在渊源关系的还有王士禛，他引用苏轼诗句云：“六朝之谢陶，……最为

近风雅。”[3]之后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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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点。”[1]这一评语显然存在偏颇，缺乏对陶渊明四言诗的细致辨析。

袭用前人语句是传承诗文传统的常用方式，若运用恰当，有利于读者的解读和接受。陶诗有承袭

《诗经》的一面，但整体而言，陶诗却是充分个性化的。因而清中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感叹：

四言诗缔造良难，于《三百篇》太离不得，太肖不得。太离则失其源，太肖只袭其貌

也。……渊明《停云》、《时运》等篇，清腴简远，别成一格。[2]

沈德潜所说的“太离”，是指诗人表现出较强的个性与独创性，而“太肖”则指过于遵从模拟，而使诗作

僵硬刻板。总的看来，陶渊明的四言诗作没有过于追求创新，而是传承《诗经》温雅和平的诗文风格，

发展了《诗经》抒情言志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变，融入独特的写作技巧，平淡而华美，似拙而实

巧，更具陶渊明诗作的特色。

综上所述，本文辨析陶渊明诗歌与应璩诗、《古诗十九首》、《诗经》的源流关系，辨析明清诗话中提

出的不同看法，分析陶诗在词句用法、诗文风格、传承源流等方面的具体特点。并将历代诗论家关于

陶渊明四言诗、五言诗源流的争议分类对比，细加辨析，考订正误，以求对陶渊明诗歌源流得到更明确

的认识。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开始，对陶渊明的研究已持续一千五百余年，历代陶渊明研究历经了

不断完善的过程。明清两代是诗话写作诗学发展的鼎盛期，陶渊明淡泊名利的人格、朴素真淳的诗格

深受明清两代诗人推重，其诗坛地位理所当然地趋向崇高。明清诗人评价陶渊明，是在历代评陶基础

上再提新看法，细致发掘辨析详实资料，这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陶渊明诗的真实面目，并以新思路和

新方法拓展了陶诗研究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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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mengjie Yan ming
Abstract：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s in the study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scholar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methods in finding the originals. They carefully analyzed
previous research, and put out a more exact view of it. This paper summarizes some important viewpoints of
the origin of Tao Yuanming’s poetry, which come from the poet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analyzes
whether Tao“learnt from Ying Q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o Yuanmin’s Five Characters Poetry and
“the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Tao Yuanming’s four words poetry and“The Book of Songs”. These
questions made the biggest controversies in the study of Tao’s poetry. By distinguishing and analyzing these
poems,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find out the process of Tao’s poetry as a typ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
ties, and recognize the contribu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Tao’s poetr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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