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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释子与陶渊明

成明明

　　摘　要：在北宋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诗僧释子从外在的语言形式到内在的精神实质，以其社会整体

文化选择的力量和个体追求需要的合力，赋予被选择的对象陶渊明以鲜明的时代色彩，体现在实用工具

性、日常审美性、文艺鉴赏性三个层面。虽然他们学习接受渊明的深度、广度无法与宋代文人等量齐观，

但这异代因缘毕竟揭示了北宋释子在士夫化背景下对精英文 化 的 吸 收 融 合，而 这 也 构 成 了 北 宋 文 学 的

别样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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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 晋 文 人 陶 渊 明 以 其“胸 次 浩 然，天 真 绝

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上》）的诗歌和

“无弦琴”的人生意趣，为后代文士顶礼膜拜，到
了宋代更是出现了陶渊明接受史上的高峰。研

究者在谈及宋代陶氏接受史时，多注意到文人

士夫这一群体，如程杰《北宋诗文革新研究》第

二十章“陶、杜典范意义的发现与宋诗审美意识

的形成”（文 津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李 剑 锋《元 前

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等，而对释

子群体则略而不谈，或寥寥数语。其实，禅衲释

子是这一文化现象中不可忽视的构成者和传播

者。虽然他们学习接受渊明的深度、广 度 无 法

与文人等 量 齐 观，但 是 他 们 有 编 辑《渊 明 集》①

的一份理智虔诚；有追和《归去来兮辞》的踵武

相承；有弘扬陶诗美学的匠心独运，这些足以说

明，在北宋渊明的接受史中，忽略这一群体其研

究至少是不全面的。所以通过对北宋释子与渊

明关系的考察，以期完善宋代陶渊明的接受史，

探讨北宋释子在士夫化背景下对精英文化吸收

融合的方式特点以及对北宋文学图景构成的价

值意义。

在宋代陶渊明被经典化的 过 程 中，释 子 从

外在语言形式的模拟到内在精神实质的呼应，

以其社会整体文化选择的力量和个体追求需要

的合力，赋予被选择的对象以鲜明的时代色彩。

以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实用工具性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历来作为经 典 文 本

受到极高推崇，其关键词“归去来”更是成为一

个高频语词出现在佛教语典里。丁永 忠 认 为，

“齐梁以还的民间僧徒以及诸多奉佛文人诗中

的‘归去来’语，也当大多来自民间而非肇自陶

９４
① 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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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归辞》”①。“归去来”原本出自民间口语，确

为事实，但是自陶氏使用后，更加彰显乃至成为

文化符号，则毋庸置疑。加之随着佛教 的 世 俗

化、士夫化，文人与释子之间的双向互 动，使 得

释 子 使 用 这 一 语 词 源 自 文 人 的 可 能 性 大 为 增

加。在宋代的佛教典籍中，释子使用“归去来”
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以典型的陶渊明式“归去

来兮”出现，我们以《五灯会元》为例来说明：
真州长芦道和祖照禅师上堂：“一二三四五

六……天竺茫茫何处寻？补陀岩上问观音。普

贤拍手呵呵笑，归去来兮秋水深。”（卷１６）
岳州平江长庆应圆禅师上堂：“寒气将残春

日到……归去来兮归去来，烟 霞 深 处 和 衣 倒。”
（卷１６）

释銮《偈二首》之一：“众卖华兮独 卖 松，青

青颜色不如红。算来终不与时合，归去 来 兮 翠

霭中。”（卷１８）
释宗印《辞 众 颂》：“四 十 九 年，一 场 热 哄。

八十 七 春，老 汉 独 弄。谁 少 谁 多？ 一 般 作 梦。
归去来兮，梅梢雪重。”（卷１８）②

《五灯会元》乃禅宗史书，考辨释氏 源 流 本

末，胪列宗派体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１４５
评曰：“固可与《僧宝》诸传同资释门之典故，非

诸方语录 掉 弄 口 舌 者 比 也。”该 书 采 摭 机 缘 语

句，有资典 故，故 而 元 明 以 来 好 禅 文 士 多 爱 其

书。陶渊明以禅师开堂说法，或者临了偈语“归
去来兮”的形式出现在宋代禅宗史籍中，体现说

法论道的工具性，缘于渊明挂冠归隐，看清本心

的正确识见与抉择，而这和禅宗修行的回归真

如，直指本心是相通的，如南岳福严保宗禅师上

堂说法：“如何是话会？岂不见陶潜俗子尚自睹

事见 机。而 今 祖 室 子 孙，不 可 皮 下 无 血。”③。
显然渊明成了禅师劝诫引导徒众修行的话头和

例证，更多体现的是工具性。
就渊明《归去来兮辞》的主旨，传统 观 点 以

为，作品表现了诗人与污浊官场的决绝，回归田

园，随缘任运；也有学者提出，“它却应是诗人深

染佛 教‘空 观’，欲 脱 落 人 累 形 役 之 苦 的 产

物”④。至 于 宋 代 文 人 追 和 之 作 的 旨 义，杨 杰

《无为集》卷１《归来堂赋序》曰：“追靖节遗韵而

歌《归 去 来》以 贻 之，庶 亦 自 警。”晁 补 之《鸡 肋

集》卷３《追 和 陶 渊 明〈归 去 来 辞〉》云：“辞 长 而

歌短，歌有和辞无和也。言语 文 章，随 世 随 异，
非拟其辞也，继其志也。”

北宋诗僧的追和旨义与“自警”、“继其志”
的文人立意可谓大相径庭。云门宗诗僧道潜曾

参与了苏门文人追和渊明《归去来兮辞》活动，
惜其别集《参寥子诗集》未曾收录，《容斋随笔》
卷３引晁以道（晁说之）《答李持国书》载：“建中

靖国间，东坡《和归去来》，初至京师，其门人宾

客从而和者数人，皆自谓得意也，陶渊明纷然一

日满人目前矣。参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赋，
予谢之曰：‘童子无居位，先生无并行，与吾师共

推东坡一人于渊明间可也。’参寥即索 其 文，袖

之出，吴 音 曰：‘罪 过 公，悔 不 先 与 公 话。’”⑤可

见道潜作为苏轼的方外挚友也曾有追和之作，
惜 晁 说 之 的 话 语 使 道 潜 打 消 了 保 留 原 作 的 念

头，我们今天也无从看到了。
诗僧道潜追和陶作的行为，多是出于对苏轼

知音知己的情谊，是作为苏门宾客群体的文化响

应和认同，而北宋著名的临济宗诗僧惠洪，其追

和之作则更多体现的是以追和的形式浇自己的

块垒。其作一篇题为《和陶渊明〈归去来词〉》，另
一篇乃《沩山空印禅师易本际庵为甘露灭，以书

招予归隐，复赋〈归去来词〉》。这两篇风格迥异

的作品，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由尘世重

返山林，永结无情之游的愿望。”⑥陶渊明虽归隐

田园，但何尝不具济世之心？龚自珍《杂诗》云：
“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

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骚》。”惠洪的作品，对

人生的反思检讨与归隐山林的郑重宣言中充溢

着壮志不伸的苦闷，如《石门文字禅》卷２０第二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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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归去来词》有云：“唯空印之中兴，取高风而追

还，耿终力之弗寐，心欲绝而桓桓。”①排 遣 苦 闷

的方法，自然就是以体道之心游戏翰墨，所谓“有
持情以寄目，无忧色之在颜。皆遇缘而一戏，何
适而不安”（卷２０《和陶渊明〈归去来词〉》）。宋代

以来，禅师直接引用唐诗宋词佳句入偈语较为频

繁，其主观性是阐道说法，客观效果则使禅意中

带有了审美性。像北宋诗僧惠洪这种追和整篇

作品的大手笔之作则属少见，这里主要体现了以

渊明《归去来词》为证道形式载体的工具性，当然

渊明作品文学的形式之美，又使得诗僧的追和之

作不可避免地展现出了相当高的艺术性。

二、日常审美性

如果说出现在说法话头里 的 陶 渊 明，还 只

是禅师们开导徒众了解真如本性的最低限度的

引证对象，那么在诗僧笔下被咏叹模仿的陶渊

明，则是诗僧与文人共同心仪的典范，已经从语

言物质层面附庸风雅之嫌的工具性，上升到行

为精神层面欣赏接受的审美性，表现在对渊明

品性节操、生活意趣、处世之法的欣赏 赞 许，可

谓与文人士夫有相契之处。

１．生活环境：诗僧对渊明归隐 环 境———柴

桑故里的标识，情感上之贴近。
惠洪《次 韵 李 商 老 匡 山 道 中》：“往 来 柴 桑

间，妙语生云烟。”（《石门文字禅》卷２）
惠洪《次韵周达道》：“永怀柴桑归，悠 然 见

真诚。”（《石门文字禅》卷６）
惠洪《跋东坡与佛印帖》：“想见（东坡等）幅

巾杖屦，翛然行儋石水溢间，如渊明在柴桑斜川

时。”（《石门文字禅》卷２７）
道潜《夏日山居》：“吾庐宛同彭泽，绕 屋 美

荫交加。”（《参寥子诗集》卷１）②

２．生活意趣：诗僧对渊明无弦琴、读书交友

等生活的欣羡仿效。
重显《送德隆山主》：“衲有云兮曾 卷 未 卷，

琴无弦兮解弹不弹。”（《全宋诗》卷１４７）
子淳《和张居士》：“松风未作寒林 静，一 弄

无弦琴上音。”（《全宋诗》卷１２１４）

惟晤《次韵和酬》：“袒跣不妨陶令 醉，风 流

多效洛生吟。”（《全宋诗》卷２８１）③

惠洪《山居四首》之三：“读书不求 甚 解，偶

尔会意欣然。”（《石门文字禅》卷１４）

无论是“好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洒 脱，还 是

醉酒的可爱，抑或与友人往还的真率，学者们指

出，渊明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当属无弦 琴。朱 光

潜 论 析，它 所 指 示 的“并 不 是 一 般 人 所 谓‘风

雅’，而是极高智慧的超脱”，以为他“达到最高

的禅境”④。北 宋 释 子 对 渊 明 这 种 充 满“禅 趣”

的行止颇为赏叹，诗歌中的频繁咏叹就说明了

这一点。当然，北宋释子的这种欣赏倾 向 也 有

其内在的继承性，因为唐代禅宗语录中已出现

了对“无弦琴”的标举。

３．人物品评：诗僧在人物品 评 方 面 以 渊 明

行止为标准。

道潜《次 韵 何 子 温 龙 图》：“旷 达 未 应 输 靖

节，风流可复羡知章。”（《参寥子诗集》卷２）

道潜《登岳顶呈试可邦直》：“渊明旷达不事

事，胜日结客游山樊。”（《参寥子诗集》卷１１）

惠洪《次韵平芜等》：“又不见渊明坦率从所

好，闷遭五斗相缠绵。”（《石门文字禅》卷２）

惠洪《余游钟山宿石佛峰下》：“只有渊明似

我，逢人故面成亲。”（《石门文字禅》卷１４）

渊明的旷达坦率，随心所欲，不仅是诗僧赏

鉴文士的参照，而且也是诗僧自我标榜的主题。

渊明亦是文人绘画追慕的主题，文人画又成为

文士诗僧赋咏的对象。北宋大画家龙眠居士李

公麟曾经绘有渊明归去来图，一些诗僧也不甘

寂寞，与文人酬和赠答。诗僧祖可有《李伯时作

渊明归去来图王性之刻于琢玉坊病僧祖可见而

赋诗》，其诗曰：“坐上柴桑墟落烟，眼中百里旧

山川。候门稚子似无恙，三径 巾 车 人 绝 怜。尚

友当须今逸少，丹青宁复老龙眠。流传 匪 独 遗

怡玩，端使懦夫怀凛然。”诗僧善权有《王性之得

李伯时所作归去来图并自书渊明词刻石于琢玉

１５

成明明：北宋释子与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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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Xing



坊为赋长句》、《奉题性之所藏李伯时画渊明三

首》①，特别是后面三首，乃典型的六言体诗，以

泛舟、采菊为题，抒发了对渊明足踏清 流、采 菊

南山、耿介醉卧之高风意趣的会心赏叹。
宋代文人揭示出的渊明形象，具有“狷介不

偶的个性、豪放不羁的精神”，“与世不偶、怀才

不遇的豪放形象的内涵”②，北宋诗僧提炼出来

的与之相差无几，坦率真诚、旷达飘逸、高 风 亮

节，情 趣 盎 然。更 有 甚 者，诗 僧 祖 可 的《靖 节

祠》，则代表了诗僧群体对渊明的深刻体认，其

诗云：“靖节非傲世，带耻为人束。郁然霜雪姿，
受正如松独。高歌归去来，自 种 松 与 粟。寓 意

琴书间，处 己 审 缨 足。倾 觞 三 径 醉，颓 然 忘 宠

辱。江 山 有 遗 迹，庶 以 振 流 俗。”③渊 明 霜 雪 之

姿的气节操守，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寄意琴书

的趣味指向，以振流俗的人格典范，可 谓 精 到；
特别是“庶以振流俗”，与理学家所提倡的渊明

人格典范颇为契合。

三、文艺鉴赏性

如果说在使用语汇、追和创作，以及推崇心

仪生活情趣、人格精神等方面，北宋诗僧衲子与

文人士夫相比似乎隔着一层，但在倡导渊明诗

文美学风格层面，他们还是与文士有异曲同工

之妙。
北宋高 僧 慈 云 尊 式，诗 文 颇 有 渊 明 之 风，

《佛祖统纪》卷１０载江州太守许端夫为其诗文

所作《序》云，“慈云之诗，文贯于道，言切于理，
酷似陶彭泽。盖合于情动形言，止乎礼义之意。
……文既清丽，理亦昭显，雅正 简 淡，有 晋 宋 之

风”④。新长 老 作 诗 追 慕 渊 明 风 格，梅 尧 臣《答

新长老诗编》赞曰：“江东释子多能诗，窗前树下

如蝉 嘶……唯 师 独 慕 陶 彭 泽，奇 迹 仍 收 王 会

稽。”⑤诗僧饶节评价友人的文章能够像渊明一

样流传 千 古，《倚 松 诗 集》卷２《赠 伯 容》有 道，
“文章千古陶元亮，笔札平生谷子云”。北宋诗

僧在诗文理论上推崇彰显渊明最突出者，当属

道潜和惠洪。

道潜评价文人黄子理的诗歌：“俊逸固宜凌

鲍照，优 游 真 已 逼 渊 明”（卷７《览 黄 子 理 诗

卷》）；赞叹诗僧思聪闻复之诗：“气稳侔彭泽，词
幽近楚 骚”（卷９《读 闻 复 诗 卷》）；欣 赏 权 上 人

道：“少陵 彭 泽 造 其 真，运 斤 成 风 有 余 地。”（卷

１２《赠权上人兼简》）道潜不仅在诗歌理论上推

崇渊明，而 且 在 创 作 实 践 中 亦 追 踪 渊 明，苏 轼

《与参寥第二简》致语道潜曰：“笔力愈老健清熟

……当 更 磨 揉 以 追 配 彭 泽。”⑥具 体 论 述，参 见

拙文《论 北 宋 诗 僧 道 潜》⑦。惠 洪 赋 咏 渊 明，美

其志节又兼及文词，如《十六夜示超然》“此诗若

散缓，熟读有奇趣。便觉陶渊明，仿佛见 眉 宇”
（卷４）；《治 中 吴 傅 朋 母 夫 人》“绝 似 广 陵 公，从

来孟陶风味同”（卷５）；《云 霁 谒 景 醇》“清 婉 继

彭泽，寒陋笑 东 野”（卷６）。优 游、气 徐、奇 趣、

清婉等特点，是北宋诗僧彰显的渊明诗文风格。

惠洪独树 一 帜 的 是，其 诗 话 著 作《冷 斋 夜

话》用较多篇幅揭橥了渊明的为人及诗文旨趣，

兹引论之：

东坡每曰：古人所贵者，贵其真。陶渊

明耻为五斗米屈 于 乡 里 小 儿，弃 官 去。归

久之，复游城郭，偶有羡于华轩……然其正

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见其为人。（卷１）

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

奇句。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

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又曰：“霭 霭 远 人 村，依 依 墟

里烟。犬吠深 巷 中，鸡 鸣 桑 树 颠。”大 率 才

高意远，则所寓得 其 妙，造 语 精 到 之 至，遂

能 如 此。似 大 匠 运 斤，不 见 斧 凿 之

痕。（卷２）

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
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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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沛然从肺腑 中 流 出，殊 不 见 有 斧 凿

痕。”（卷３）
陶渊明“采菊东 篱 下，悠 然 见 南 山”二

句，鲁直评曰：“其 浑 成 风 味，句 法 如 生 成。
而俗人易曰‘望南山’，一字之差，遂失古人

情状，学者不可不知也。”①（卷４）
另其《天厨禁脔》卷上载秦观评诗：“陶潜、阮

籍之诗，长于冲澹。”我们将惠洪载录他人的论语

和其本人的观点综合起来，就形 成 了 这 样 的 判

断：渊明正直真淳，其诗造语精到、不见斧凿，风
味浑成、冲淡自然，散缓中寓有奇趣等等，可谓符

合渊明诗文的美学风格。虽然诗话里关于渊明

的评价多来自北宋著名的文人士夫，惠洪本人多

为祖述或转载，但作为一位有敏锐的判断力、独
特审美观照的诗僧，他的这一举措无疑为南宋文

人的诗话著作专列评陶章节，作了有力的过渡和

铺垫。
北宋释子对渊明的学习接 受 中，释 思 悦 颇

值得一提。据曾季狸《艇斋诗话》记载，思悦不

仅编《渊明集》，而且辨析了历来关于渊明诗题

甲子的 问 题：“陶 渊 明 诗 自 宋 义 熙 以 后 皆 题 甲

子，此说始于《五臣注文选》云尔，后世遂因仍其

说。治平中，有虎丘僧思悦者，编《渊明 集》，独

辨其不然。其说曰：‘渊明之诗题甲子 者，始 庚

子迄丙辰，凡十七年间九首，皆晋安帝 时 所 作。
及恭帝元熙二年庚申岁，宋始受禅，自庚子至庚

申，盖二十年，岂有宋未受禅前二十年，耻 事 二

姓而题甲子之理哉！’思悦之言信而有证矣。”②

思悦的行为，既非装点门面，亦非附庸 风 雅，而

是表现出了与宋代文人接受渊明的相似的谨严

与理智。
李剑锋以为，“如果说陶渊明其人其文既作

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又作为一种文化史现象，为
中国古典诗歌、诗论、艺术精神打上了深深的烙

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士人心态注入了鲜活

的血液，是众所周知的既定事实的话，那么这一

事实 的 全 面 展 开 和 真 正 实 现，是 从 宋 代 开 始

的”③，可谓十分深刻。需要说明的是，在宋代陶

渊明文学史、文化史地位的确立中，如果说文人

士夫是滚滚波涛，那么诗僧释子就是涓涓细流；
如果说文人士夫是主题旋律，那么诗僧释子则是

和弦伴奏。陶渊 明 对 后 世 的 影 响，不 仅 文 人 士

夫，即便和尚缁流亦受沾溉。
北宋释子对渊明的学习接受说明：其一，陶

渊明与 佛 教 若 即 若 离 的 关 系，“对 于 自 然 的 默

契”，“言语举止，处处都流露着禅机”④，加之宋

代“文字禅”的倡导，为释子提供了接受心理的

可能；其二，宋代文人士夫的佛禅化，为 释 子 提

供了交流对象的可能；其三，整个社会审美风尚

的浸染，为释子营造了接受环境的可 能；其 四，
宋代印刷业的发达，书籍传播的方便，为释子的

学习创造了物质条件。总之，北宋释子 接 受 陶

渊明，是宋代文人士夫佛禅化和释子士夫化交

融影响下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我们应该给予

一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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