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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期，无论是政治、

经济、文化，还是民族，都处于不断的杂糅与整合之中，同时又

呈现出极具个性化的特点。在文学层面上，由于先秦文学理性与浪

漫的刺激，文学艺术开始进入了自觉时代，出现了共同的时代精

神——魏晋风度。在这一时期，艺术的精神追求远远大于功利追

求，“人的主题”也渐渐被挖掘出来，亲近自然，凸显个性，率真

洒脱成为整个上层社会的共同追求。生活于晋宋之际的陶渊明，他

的人格与诗格，既是魏晋风度的高峰，又是魏晋风骨的余响。而历

代学者对于陶渊明深入研究，或是索引，或是考据，都是对于陶渊

明的局部研究，当然，这是学术走向纵深的必经之路，然而，在某

种程度上，也出现了对于陶渊明人格与诗风整体判断不足的情况。

本文结合各家对于陶渊明诗文的论述，加以系统化，以求获得对陶

渊明人格与诗格的整体认知。

二、家族宗世对陶人格与诗格形成的影响
自商周以来，中国历史上便开始了世袭宗法制度，由此，政治

渗透文化。家族宗室的理念便渗透到每个人的内心，从王公贵族

到贫民百姓，无一不受其影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它成为了人们

心中的情愫纽带，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共同信仰。对于宗祖的崇拜似

乎是一个人增加自我认同感的最好方式。再加上汉以来大力发展儒

学，举孝廉，巩固了这种尊卑有序的合理性；到曹丕九品中正制，

又进一步强化了等级次序。自然，陶渊明也受到了宗法理念的渲

染。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大将，官至

大司马。这是最被陶渊明所称道的，在陶渊明的心里，作为陶侃的

后人让他在日后的隐逸生活中获得了极大地慰藉感。并非不能做

官，只是本性自然，更重要的是，他甘心布衣生活，却不甘心布衣

心境和出身。在《赠长沙公》中：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

......

伊余云迈，在长忘同。①

诗中的长沙公即为陶侃的嫡玄孙陶延寿，陶渊明为陶侃的曾

孙，而非嫡系。陶以长沙公的族祖自居，一方面发出了“映怀圭

璋”的宗祖崇拜，另一方面也发出了“在长忘同”的失落之意。事

实上，陶侃族繁，子孙众多，再加上嫡长子继承制，大多子孙家境

会逐渐没落。因此，陶渊明在他的诗文不断地在强调自己的宗族身

份，以排除内心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陶渊明已经把陶侃的形

象艺术化，抽象化，对于陶侃的生平事迹，品性德行，陶渊明多数

是从文记和传言获得，再加上自己内心的主观认可，按照自己的意

愿不自觉的加以修正和夸大，从而获得陶渊明人格中的客观精神追

求。从其《命子》诗中也能得到佐证：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

论陶渊明人格与诗格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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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魏晋以后，陶渊明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学符号。他的人格魅力与诗歌艺术价值让后世许多文人志士望尘莫及。但一个文人人格与诗格

的形成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可能是内在的，外在的；主观的和客观的。从陶渊明家族宗室到父母妻儿；从其平淡冲和到渐进自然；从儒道杂糅

到生死思辨综合形成了陶的人格与诗格。并通过这些方面，以对陶人格与诗格形成和发展获得更为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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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动伊德。

陶渊明有着极强的宗族认同感，这反映在他的人格中，呈现出

一种仕宦意识的烙印；而在他的诗文中，则是一种厚重的家族归属

感。

陶家族对其人格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是他的曾祖父陶侃；

一是他的外祖父孟嘉。陶侃对陶渊明的影响在于一个出身卑微者所

具有的刻苦刚毅，有力质朴；孟嘉的影响则是来自世族阶层的自如

稳健，平和冲淡，有教养。②陶侃自小孤苦，是凭着自己一步步的

努力和勇气，建功立业，扬名立万；又逢明君当世，惜寸阴，重情

义，陶渊明一生清苦，晚年惜时如金，就有他主动接受陶侃人格品

质的影响。如《世说新语》中：

陶公少有大志，家酷贫。与母湛氏同居。③

陶侃为人忠厚，《世说新语》记载他对待范逵之好，一时传为

佳话。同时其胸怀大志，能武善战。陶渊明少时更多的是受到陶侃

的影响，曾言“猛志逸四海”，但这种抱负并没有坚持多久，便有

了“良才不隐士，江湖多贱贫”的慨叹。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及陶

渊明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拓，家庭的影响渐渐转向了他的外祖父孟

嘉。孟嘉温雅平旷，处世泰然，更接近当时的士族追求，对于孟嘉

落帽而不觉，知晓而不慌一事，陶渊明大为赞赏。这令日后的陶渊

明隐居田园，安贫乐道做了最初的铺垫。尤其是孟嘉对于酒与自然

归真的情愫，成为了日后陶渊明人格与诗格的核心。在《晋故征西

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记述到：

门无杂宾，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

宴，造夕乃归。

......

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性得意，融然几远，旁若无人。温

问君：“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君但不得酒

中趣尔！”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进

自然。”

自古便有陶诗篇篇有酒之说，一是陶渊明真的能体味酒中真

味，另外从孟嘉的嗜酒和“渐进自然”更能佐证家族对陶品性与诗

文之风的影响和来源。

从家庭方面说，陶渊明安贫乐道的人格品质和冲默自然的诗

文风格，也离不了妻子儿女的支持。作为一家之主，有供养老母

和妻子儿女的重任，因此，陶多是为贫而仕。而其妻翟氏深知陶

渊明“性本爱丘山”，不计荣辱，相夫教子，一同归隐田园。萧

统在《陶渊明传》中曾记载道：“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

志。”④而子女的天真无邪，外加田园的自然风光的熏陶，也给予

了陶渊明极大的愉悦感。所谓入世有形制，心中不自由。而田园的

自由和儿童的天真是相辅相成的，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多次出现，

如《归去来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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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仆欢迎，稚子候门。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归园田居》其三：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和郭主簿》：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家庭内部的和谐与支持。给予了陶渊明极大地热情，在一定程

度上使其坚定了自己素心本性的理想追求，面对生活的贫苦，有了

更多的外在动力，以坚持真正的表里如一。这种自得的心境能真正

体味的人少之又少。所以陶渊明曾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

言。”

家族家室对陶渊明的影响，为陶渊明人格与诗格奠定了最淳朴

的启蒙作用和最坚实的客观基础。由此，陶渊明的一生都在践行自

己的质性自然的追求。

三、质性自然的性格内化
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明确的讲到了自己“质性自

然，非矫厉所得”，陶所谓的“回归自然”，即是追求一种精神自

由的人生境界。纵观陶的诗文，他的一生都是在为精神生活的自

由而奋斗。一个人审美追求的形成，一方面来源于从小所耳濡目染

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便是自身性格的浑然天成。从自然和超然角

度，超然，陶渊明还未能达到，正因为如此，留给我们的陶渊明才

更加真实，难得。而不愿出仕，选择隐居，说明陶渊明没有办法适

应当时的社会，对于社会的动乱和繁杂的公务，陶渊明无法掌控自

己的生活,最终选择了一种归隐田园的逃避方式。在对于陶渊明性

格方面的研究，我们采用“二元论”的方式更为贴切，以避免或褒

或贬的片面化。

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从少年时代就养成

了一种喜爱山水田园的性格，只是当时并没有明确之后的人生该如

何处理与坚持。但随着对社会的认知以及对自我心中审美境界追求

的明确，毅然归去，选择一种田园式的农耕生活。但陶渊明作为一

个农耕者绝非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他对大地的态度已经超越了功利

性的生产，而是将之视为生存的家园和栖息之所。⑤魏晋时期，凸

显个性，扬言隐居的人很多，但其中有很多附庸风雅，纸上谈兵之

人。隐居山林或是田园的成功与否，一是后天所愿，一是天然所

成。对于真正的隐士来说，归隐的动机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是

为了追去志趣、有的为了潜心于道、有的安于清净、有的是尊重本

性，但终归于本是性格所致。对于是否是性格所致，我们可以通过

主动归隐还是被迫藏匿得知，显而易见，陶渊明并不是没有能力做

官，只是志不在此，本性相违，几次出仕也是迫于温饱与责任之

故。最终主动归去来兮，也印证了陶渊明在挣扎中坚持本性的可

贵。陶渊明为了坚持自己的本性，为此付出了一生贫苦的代价，

“单单是穷或许并没有什么意义，而是藏匿在穷背后的原因则大有

意义。陶的“悠然”是在自由的境界中获得的，而他在为自由付出

代价的同时，生命的自由也获得了深度和广度。”⑥从人性角度来

说，中国文学中，庄子发现了观念中的“人”，而陶渊明践行了现

实中的“人”。从仕隐角度来说，陶诗饥寒，是外穷内实，是心隐

而非形隐。正如萨特所言：“如果我不尽力重新按照自己的意愿

去生存的话，我总觉得活着是很荒谬的事。”⑦陶渊明自称“素心

人”，但这里所谓的“素心”并非不食人间烟火，是极具人情味的

审美意趣。正如陶诗所言：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其一）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

钱溪》）

自小而来的天性与后天审美修养的形成，渐渐熔铸在一起，成

为了陶渊明内心不可动摇的信仰。这种“质性自然”的性格特征，

给人强烈的亲近感，陶的这种冲淡平和，是可触摸的，接地气的灵

魂之美，而非虚无缥缈的幻想。钟嵘《诗品》中评价：

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

家语耶！⑧

这就涉及到了陶渊明诗风的问题了，既然为“田家语”，那岂

不是俗了？其实不然，对于作者与作品的关系，有如下两种情况：

一是诗品成就人品；一是人品成就诗品。自然，陶渊明属于后者，

陶一生养真守拙，安贫乐道，在俗世中求真古，在乱世中守清贫。

他的诗文少字句斟酌，性本真，多朴素之言，而少精炼之语，无高

才之情却有自然之意，故其人格成就其诗格，其诗格成就其妙句。

悠悠长河，陶诗能历久弥新，而谢诗华丽炫目，久而无味。原因即

在于此。

陶渊明的田园之风，也和他的中庸平和，不过于极端有很大关

系。陶渊明的交往圈子并不大，一在于与少数志趣相投的人共游；

二在于自然田园的自我肆志；三在于饮酒之中的欢娱。陶渊明是一

个极富情感的人，他不仅仅沉醉于自己的自由世界中，有自己独立

的价值选择，同时他也及其尊重他人的价值选择，并不反对他人出

仕，这也反证了性格是其归隐的核心。他结交能够畅饮谈论的朋

友，又深知仕隐本一路，个自当乖分的道理。其有诗云：“语默自

殊势，亦知当乖分”，他感念朋友的恩情，颜延之曾赠与陶渊明两

万钱，陶渊明能够接受，证明自是朋友，只不过是价值观稍有不同

而已。同时，他也有些许赠达诗，用诗明志，以情动人，同时也没

有看到过陶与谁有过关于志趣追求的争辩。在陶渊明看来，隐是人

生之道，仕也是人生之道。“陶渊明在处理自我与社会、他人关系

时，表现出了不与世同流合污和与志同道合者友好相处的双重价值

取向。”⑨当然，这个“不与世同流合污”和“志同道合”的态度

都是谦和的，柔韧的。

从“二元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谦和又有其局限性。陶渊明无

法掌控自己出仕的生活与内心世界；从心灵的自由感来说，陶渊明

只做到了自由到自然的过度，并没有达到超然。八表同昏，世事变

迁，时光流逝，生老病死还是牵绊着陶渊明的内心，如此，我们可

以说陶质真，也可说其不足。元好问《论诗》评价陶渊明：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⑩

元好问高度评价了陶的“质性自然”，也看到了其诗仍有人间

世故，旷达不足的缺憾。因此后世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一般呈现出

两个方面，一是肯定他笃性真质的人格品质和宁静冲和的诗歌风

格；一是其在追求人生理想过程中不够超然的些许瑕疵。其中元好

问《论诗》评价的恰到好处，前文已提到，不再赘述。但已经普遍

意义上肯定了陶渊明诗文高超的艺术魅力。孟浩然曾有诗云：

尝读《高士传》，最佳陶征君。目眈田园趣，自谓羲皇人。

（《仲夏归汉南寄京邑旧游》）⑾

此时，陶渊明逐渐成为了几乎所有文人志士的精神偶像，他独

立的人格品质和冲淡的诗文风格成为批评界称道的共识。在司空图

《诗品·冲淡》中，陶渊明的诗歌风格得到了进一步固化，其中皋

兰课业本注解为：

此格陶元亮居其最。唐人如王维、褚光义、柳宗元亦为近之。

即东坡所称“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发织秾于简古，寄至味与淡

泊。”要非情思高远，形神萧散者，不知其美也。⑿

这是性格所反映出来的真实，“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静穆，

所以他伟大。”⒀而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一生执着于“质性自

然”的践行。

宋代，陶渊明的开发大兴，以苏轼为代表，他不仅在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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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和陶渊明诗》；同时在他一生的坎坷经历中也在践行着旷达真

淳的人生理想。最终，陶渊明旷达、超然的不足在苏轼那里得到了

真正意义上的实现。反过来又进一步补充了陶渊明“旷而且真”的

人格与诗格。

四、儒释道的合理取舍
曹丕确立了九品中正制以来，门阀世族观念越发严重，呈现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长期以来压制人的内

心。陶渊明按理说属于官宦家族后裔，但由于父亲去世，家道中

落，早已经沦为半平民状态了。外加上陶“质性自然”，加速了

他自由人格与诗格的形成。试想陶渊明家境富裕，那他的田园诗一

定不如现在的寓意深远。汉末佛教传入中国，汉武帝及其以后对儒

学的发展，以及道家思想的贯穿。三种思想到了魏晋呈现了交织发

展，相互融合的趋势。之后玄学大兴，清谈之风盛行，对于惜时与

生死的思考成为文人的共同话题。陶渊明也不例外。儒释道思想对

陶渊明人格与诗格呈现了不同角度的影响，并且陶能以其中和的态

度，或吸收或排斥，终于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近儒似道远佛的人生观

与价值观。

儒学对于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自儒家六经开始，《诗

经》成诗之始，《春秋》成文之始。陶渊明的诗文多有引用、仿

用、化用儒家经典。如《停云》、《时运》和《荣木》三篇，从

形式上说，极巧妙的运用叠词和比兴手法。“霭霭停云，濛濛时

雨”、“迈迈时运，穆穆良朝”，即是仿照“蒹葭苍苍”而来；从

内容上说，该诗写于陶渊明四十岁的时候，此时刘裕率领刘毅、何

无忌等起兵讨伐桓玄，国家再次陷入兵荒马乱。陶渊明虽然身在田

园，却仍然关心世乱，说明其思想里仍有传统文人的“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只不过陶渊明达没有那么强烈，

穷也没那么苦痛而已。在陶渊明的思想里，他作为一个儒学效仿者

并不踏实，一是天性自然，对于内心的追求他是执着的，而对于外

物的优劣，他并不是十分在意，如《五柳先生传》：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又如颜延之《陶征士诔》：

心好异书，性好酒德。⒁

其中“不求甚解”、“好异书”都是违背儒家礼教纲常的，说

明陶渊明并非是一个坚定地儒学者，他年少时也心怀猛志，也希望

建立功名，只不过“行行失故路”，渐渐的他发现本心吸相违，也

许“任道或能通”。他曾诗云：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遂留淹无成。（《饮

酒》其十六）

当然，即使在陶后期，儒学思想仍有余影，既然思想已经根

入，就很难再清除。而对于“陶的诗中多引用《论语》入句，朝闻

夕死的儒家思想价值已经融入其生命之中，他的出仕，只为饥贫，

恐有不确。”⒂

对于道家思想的吸收和转化则成为了陶渊明后期人格与诗格的

主流。然而，他又是一个朴素的无神论者，是一个玄学的叛逆者。

道家主张得道升仙，以达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⒃

的境界，而陶渊明只追求内心自然，无关生死。对于道家思想的吸

收主要体现在陶对黄尧世界的向往，和对《高士传》、《山海经》

的喜爱。自儒学兴盛以来，历代的文人志士从其中得到了生命的价

值立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能维持着良好的心理平衡感。陶

渊明却从道家内心“逍遥”中得到了生存之道。传说中的黄尧时

代，社会太平，民风淳朴，政治清明，这给予了陶渊明一个精神的

栖息地，《桃花源记》便是陶想象中的黄尧上古，他也自称为“羲

皇人”。其中描述的：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

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

但陶渊明深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故又曰：

黄唐莫逮，慨独在余。（《时运》）

在某种这已经成为陶渊明的一个精神领地，在不断地向往中，

感悟人生，思考自己，推着他一步一步的坚持自己的内心，不断地

实现自我超越。《高士传》为西晋皇甫谧所作，整理了自上古到晋

代的逸民高士，其中大部分高士好黄老，学《易经》，这为陶渊明

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养料。陶渊明不止一次提过黔娄与黔娄妻，

在当世知音难觅的社会条件下，他转向了上古高士，在精神上层面

上，他学习着，模仿着，不断地强化自己内心的自由。他在与古代

高士的精神交汇中，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不觉得自己为当世

异类，也不再感觉孤独。安贫守贱成为一种常态，不骄不躁，抱朴

含真的审美意趣不断涵养陶渊明的内心。有诗云：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咏贫士》其四）

同时，陶渊明也推崇大量的具有道家思想的高士、贫士，如结

藕躬耕的长沮桀溺，“从我颖水滨”的许由，“九十行带索”的荣

启期。都是古代安贫守贱的高人，也都出现在《高士传》的记载

里。所以道家思想以及《高士传》的陶渊明人格与诗格的影响是深

刻的，长久的。

然而，陶渊明对于道家思想的反叛，主要集中在对于生死问题

的思考。陶渊明晚年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无神论者。在东晋时代，谈

玄和生死问题成为一种共同意识。对于生死的痛苦，各家都提出里

解脱生死的途径，在惜时层面，某种程度达到了一定的共识；而对

于生死轮回，大多都表现出一种慨叹之音。陶渊明并非如此，“他

不以仙境作为人生要到达的彼岸，不去仙界安顿此生，他的理想之

根始终扎根于现实。”⒄陶渊明深知，有生必有死，身与名千百年

后都是一样的，而当世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不信福祸相依，

曾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不赖固

穷节，百世当谁传。

在一定意义上，陶渊明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他懂

得“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⒅的道理。但陶渊明只是一

个伟大的诗人，而非哲学家。他的生死之论，仍然是没有一个完整

的体系，在表现方式上多感慨而少哲思。到了陶渊明晚年，这种生

死之论转向了忧惧，在其很多作品中都表现出了生命渐短，日月催

逼的心境，正如陶诗《杂诗》其二

日月掷人去，人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其中的“不能静”似乎有着各种愁绪。然而，正是因为陶渊

明的自然，我们喜欢他；也正是陶渊明的不足够超然，我们才更喜

欢他。

而关于佛教对陶渊明诗风的影响，我们或许能从他的《形神

影》中得到一些线索。陶作此组诗的初衷便是反对违反自然的宗教

迷信。即当时庐山释慧远所提的“形尽神不灭论”。“在魏晋时

期，尽管名士们高谈老庄，但其得道升仙并不能构成他们的真正信

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的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⒆

然而陶渊明知道，那些过多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真实，这种内心

的释然，冲淡的美，是通过一个人高度自觉的人生品格才能实现

的。因此，佛教的兴盛，反过来让陶渊明的人生理想更加清晰、深

刻，在某种程度上，也必然受到佛教乘化思想的反影响。

五、结语
本文通过陶渊明宗族的陶渊明的影响，阐述了其对陶勇于坚

守，渐进自然人格形成的启蒙作用；详细阐述了陶渊明“质性自

然”的性格特征对其一生的内化作用；再次提及陶对儒释道合理取

舍，这成为陶渊明人格与诗风的客观精神条件。一个文学家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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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格的形成，不仅仅来自自身性格与人生追求的影响；更多来自

当世和后世评论家的评价。艺术作品的生命，是在社会审美取向

和接受者的意识中实现的。自昭明太子萧统发现陶渊明始，后世

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陶渊明开发。在其《陶渊明传》和《陶渊明

集·序》中都提到了陶渊明任真自得，贞志不休的特点。由此，就

奠定了陶渊明评论中对其人格与诗格的主调。随着钟嵘、刘勰、李

白、苏轼，再到元好问，后世的推崇与开发，逐渐使其人格和诗格

固定下来，并在其冲淡、真古的特点上继续发展。近代以来，随着

西方美学的传入，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格研究开始转向美学、生态

学、修辞学等领域。由于现代社会，无论是社会环境还是人的心理

环境，都存在着很多不和谐的现象，人心浮躁，没有信仰越发严

重。由此，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格成为了人们心理的一剂良药，对于

提高人的心理纯净度具有了广泛的现实意义。反过来，又为陶渊明

人格与诗格的发展开辟了更深广的领域。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相信陶渊明的人格与诗格开发将给我们带

来更多具有时代意义的精神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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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张映梦：《陶之家世对陶渊明性格形成的影响》，集宁师专学报，2001

年9月，第3期。③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11

页。

④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⑤李雷：《陶渊明，诗意的栖居者——生态美学视角下的陶渊明及其田园

诗探微》，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3月，第2期。

⑥鲁克兵：《陶渊明与鲁迅——从对陶渊明的评论观鲁迅对传统文化之通

变》，晋阳学刊，2006年第4期。

⑦萨特：《理智之年》，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377页。

⑧周振甫：《诗品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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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1978年版，第60页。

⑾佟培基：《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⑿郭绍虞：《诗品集解　续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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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444页。

⒁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第358页。

⒂李耀南：《玄学视野中的陶渊明人生观和审美人生境界》，华中科技大

学学报，2002年第6期。

⒃孙海通：《庄子译注》内篇，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页。

⒄李耀南：《玄学视野中的陶渊明人生观和审美人生境界》，华中科技大

学学报，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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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邑庠生舒之烈所写的诗词等。通过两者对比可看出，国图

本与手抄本在卷五中所增加的康熙四年以后内容均相同，但在卷六

和卷七《艺文志》部分，手抄本却远远少于国图本。

从内容上看，国图本是在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刊印以后，经

过几次累积才有了现在所看到的“康熙四年《志》”，这种累积通

过《志》书前后的字体差异以及与台湾手抄本《志》对比明显可以

看出。④手抄本所依据的蓝本并不是国图本，它所依据的底本应该

界于真正的康熙四年《志》和经过几次累积之后现在所能看到的国

图本之间。因为手抄本并没有国图本《艺文志》中朱万锦《思龚石

记》、《学颖斋题词》、朱懋修《募修云关叙》、朱襄朝《九宫山

赋》、朱襄朝《松风阁赋》等系列文章和舒之烈《皇清雍正御极建

祠旌表》诗一组等内容。但通过书中又使用“宏治”、“舒宏绪”

等字样，进一步可知其使用的底本应该是雍正以后所重印的界于真

正的康熙四年《志》和经过几次累积之后现在所能看到的国图本之

间的本子。通山县旅台同乡会组织成员在1974年（民国63年）抄

《志》书底稿时，本无需再为前清乾隆皇帝避讳，但仍然使用“宏

治”、“舒宏绪”等字样，这说明他们当初是按照原稿原文抄录

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现在所能看到的两个本子为什么会有所

不同。

三、结语

康熙四年《通山县志》刊印后，分别以不同的版本形式继续流

传于世。这些不同版本的县志分别是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国图本县志可以窥视出明末清初通山地方社会权利构成状况。手抄

本则能进一步通过其成书年代了解1949年以后旅台通山人在台湾为

纂修联合宗谱和重新编修县志所付出的努力和全部过程。为我们研

究1949年以后旅台的大陆人群体在台湾活动状况提供非常宝贵的史

料。康熙《通山县志》是了解古代通山地方社会最为原始和详细的

宝贵资料。我们应把两版县志相互参照阅读，这样才能对地方社会

变化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并能更好挖掘史料的价值。

注释：
①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618页，北京：

中华书局1985年；金恩辉：《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第17～39到17～40页，台

北：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6年。

②通山旅台同乡联合宗谱、影印县志筹备委员会：康熙四年原始手抄本

《通山县志》，1974年（民国63年)初次影印。

③通山旅台同乡联合宗谱、影印县志筹备委员会：康熙四年原始手抄本

《通山县志》，1974年（民国63年)初次影印。

④康熙四年《通山县志》的确刊印过，这一点从同治《通山县志》序言，

以及康熙《通山县志》序的内容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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