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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说新语》由南朝刘宋时期临川王刘义庆组织大批文人编纂

而成，反映了几代以来魏晋名士群像，表现了那个时期社会尤其是

上层贵族的风尚，其中也专门有一门描写隐士的轶事，种种描写他

们或士族与他们交好的的事迹可见《世说新语》对隐士的推崇。

而一说到魏晋风度，不论是名士风流还是隐士气度，后世至今

最受推崇的恐怕莫过于东晋杰出诗人陶渊明了。陶渊明旷达自若，

不拘泥于时俗，隐居避世，热爱田园生活，即使家贫也不改其乐，

将他的志向爱好投射在诗文中。陶渊明不仅   是著名隐士，“葛巾漉

酒”也足可见陶渊明狷狂名士之风，受到后世诸多称赞和推崇。

可便是这样一位杰出名士，翻遍《世说新语》这本“名士的教

科书”也难以寻到一点关于陶渊明的记录，究竟《世说新语》为什

么没有将陶渊明收录进去呢？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拟将对《世说

新语》不录陶渊明的原因作如下探究。

一、陶渊明家世衰败，受门第所限
陶渊明所在的陶氏一族在晋朝并不算显赫，传至陶渊明可以说

家世衰败以致贫困潦倒了，二十岁时为生活所迫出任低级官吏，最

后入仕还因为缺少门路四处托关系才不过出任一个彭泽小令而已。

陶氏一族至陶渊明已是寒门庶族子弟，无世家大族名门声望可依

傍，按《世说新语》以收录士族名士为主的标准，陶渊明未能进入

《世说新语》可能与此有关。

至于陶渊明所处的陶氏一支是否曾是名门世族也有待商榷。

关于陶渊明的记载第一次在史书上正式出现是在沈约所撰的《宋

书·隐逸传》：“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寻阳柴桑人

也。曾祖侃，晋大司马。”从这里可以知道，陶渊明有很大可能是

从陶侃这一支传承而来，陶侃所属的这一支自入晋以来是以陶侃最

为知名，而陶侃本人出身不高，来自寒门子弟，不以文才称世而凭

借武力军功登上高位，但是就当时而言，仅凭寒门的出身和武人的

身份就是易被高门大族所看轻的。

此外，在《世说新语》中还能举例，可证明陶氏家族确实在当

时世家贵族中不受重视，如《世说新语》中《方正》第五：“王修

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陶胡奴据说就是陶

侃之子陶范。余嘉锡此条笺疏云: “疑因陶氏本出寒门， 士行虽立

大功， 而王、谢家儿不免犹以老兵视之。”

陶渊明虽说是陶侃之后，可是以陶侃当时的地位而言仍被世家

大族看不上，到了陶渊明这一辈，他所属的这一支已经家道中落，

家境贫穷且没有什么政治地位，陶渊明虽然是当时较为有名的隐

士，可他不像当时其他有名的隐士一样到处结交达官贵人世家子

弟，声名不显于上层贵族，自然也不为上层名士所看重，难于进入

《世说新语》。就此看来，《世说新语》没有收录陶渊明是因为家

世门第的影响。

二、陶渊明当时文坛声名不显，影响不大
陶渊明没有进《世说新语》可能还与他当时在文坛的地位有

关，陶渊明在当时主流文坛眼里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陶渊

明在当时所知名的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形象和高峻的人格气

节，而非文坛的诗名。陶渊明当时文风并不被推崇和重视，以下几

点可以考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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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说新语》主要从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记述了当时文人雅士的风流轶事，在研究汉魏时期的社会关系、风俗人情方面有极高的历史

价值，但作为东晋名士代表陶渊明却未能被收录进去。本文便是基于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浅析陶渊明为何没有进入《世说新语》，正文主要从陶渊

明的家世门第，渊明当时地位不高影响不大以及《世说新语》的收录旨趣如作者的境况喜好等方面进行探究，并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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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遍《文心雕龙》全书却唯独没有提及陶渊明。不能说刘勰不

知道陶渊明，或者厌恶排斥陶渊明的诗风，主要还是陶渊明的诗风

与主流不符，陶渊明诗风平淡质朴，当时文人作诗崇尚雕琢藻饰，

陶渊明则诗风平淡，追求本真自然，那么刘勰对于陶诗这种诗风，

自然是不会特别看重了。

《诗品》由南朝钟嵘所著的一部诗论专著，以其深入分析诗歌

源流，仔细品评鉴赏诗风种种特点影响颇大，其中最有争议的莫过

于《诗品》中钟嵘对陶渊明的品评，即根据对陶渊明诗风源流的评

价，将其列为中品。

陶渊明不被钟嵘列入上品还是因为陶渊明文风背离当时主流，

如与陶渊明同时期的谢灵运，在《诗品》中被钟嵘列入上品，而谢

灵运的诗歌特点是精工绮丽，与“错彩镂金”的颜延之在当时并称

“颜谢”，颇受追捧。

可知，陶渊明没有进入《世说新语》，是因为他那平淡的文风

不符合当时时代的潮流，陶渊明不是被刘义庆个人所忽视，而是被

整个时代所忽视。

三、刘义庆对《世说新语》编纂的影响
《世说新语》对魏晋名士风流轶事的收录编排或多或少都与作

者个人喜好息息相关，而陶渊明没有被收录进去也很与可能受到作

者刘义庆的影响。《世说新语》收录的故事里面属于刘宋的部分只

有三则， 从这里可以看出刘义庆是在有意地避免收录同时期的文人

轶事，以免触及政治敏感部分，为的是保全自身。陶渊明身处晋宋

之交，同时代文人自然成为回避的对象。

结语
综合以上几点，针对《世说新语》缘何不录陶渊明，可以推论

主要在于陶渊明本人，他不是清谈名士，文风平淡，脱离当时社会

主流文坛，大众对他了解不多，又加之家世衰颓，作者刘义庆因个

人原因对陶渊明的刻意回避。种种原因这才导致了《世说新语》不

见陶渊明的遗憾。

以上仅是一家之言，毕竟年代太过久远，缺乏太多史料证据，

想要探寻《世说新语》究竟为何不录陶渊明，实在是难以考究。只

能说，从今世来看，《世说新语》没有收录陶渊明实在是一个不小

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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