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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陶渊明作品互文性研究”（１４ＢＺＷ１７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陶渊明

文献精粹汇刊与研究”（１２ＪＪＤ７５０００４）；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范子烨（１９６４－ ），男，黑龙江嫩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

① 《文镜秘府论》西卷《文二十八种病》云：“第十五，忌讳病者，其中意义，有涉于国家之忌是也。如顾长康诗云：‘山崩溟

海竭，鱼鸟将何依。’‘山崩’、‘海竭’，于国非所宜言，此忌讳病也。”见王利器（１９１２—１９９８）《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４４５页。晋顾恺之（３４８—４０９）诗见《世说新语·言语》第 ９５条（徐震 《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

版，第 ８３－８４页）。如曹植《文帝诔》“惟黄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于时天震地骇，崩山陨霜”（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

二，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３４１页），此文所述乃是“国家之忌”的显证。宋洪迈（１１２３—１２０２）《容斋四笔》卷十三“汉人坐

语言获罪”条：“杨恽之《报孙会宗书》，初无甚怨怒之语……予熟味其词，独有所谓‘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

其君丧送终之喻耳。”汉代著名学者和诗人杨恽（？—前 １５４）就是因为触犯了“国家之忌”而被朝廷诛杀的。

无食的春蚕：陶渊明《拟古》其九对曹植人生命运的叙写

范子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７３２）

［摘 要］陶渊明《拟古》其九是以著明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代拟体，是以曹植作品为底文的模拟之作。
这首诗的独特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主人公眼中的外部世界，而且是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世界。《拟古》
其九是诗人对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
想，是追忆中的追忆。这首诗充分表现了曹植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神诉求，是寻求真理
的痛苦呻吟；这是屈原内审式的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庄严自问。这首诗具有拟古和
咏史的双重诗学属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陶渊明；《拟古》其九；曹植；春蚕；鱼山；互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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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的陶诗经典中，《陶渊明集》卷四《拟古》
其九是争议最多分歧最大的一篇作品：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

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

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１］

这首诗明快而委婉，豪迈而细腻，雄浑而轻柔，俊朗

而深沉，其叙事、抒情的风格界于平和静穆和鲁迅所

说的“金刚怒目”式之间［２］４３６，所以在陶诗的满目琳

琅中堪称上品。而在陶诗的解读传统中，人们大都认

为《拟古》其九是抒发桑田碧海之叹、表达山河易色

之感的作品。如此看来，这首陶诗在思想旨趣的表达

上很明确，很直率，甚至很张扬。如明黄文焕说：“此

九章专感革运。至末章‘忽值山河改’，尽情道出，愤

气横霄。若以淡远达观视之，差之千里。”［３］卷四，１４１但

是，依照这种看法，陶诗“忽值山河改”一句，无疑犯

了遍照金刚（７７４—８３５）所谓“其中意义，有涉于国

家”的“忌讳病”①，所以这首诗无论作于东晋，还是

作于刘宋，都是不能为最高统治者所宽容的。因为在

那种极端专制的社会机体中，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要

想摆脱权力的干预和制约而实现完全自由的言说都

是不可能的。而陶公之归隐田园，本意也在于养性全

生，如《庄子·缮性》所言：“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

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

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大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
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

道也。”［４］１０５因此，关于这首陶诗的传统解说就常常

令人生疑。案诗中“本不”二句，王叔岷注引曹植《七

步诗》：“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５］卷四，４０２这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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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使我们把探寻的目光集中在曹植的身上。我们试 作如下对比：

序号 《拟古》其九 曹植作品例证 例证出处

１ 种桑长江边
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 然桑田无业 《转封东阿王谢表》

遥望湖池桑 《艳歌》

２ 三年望当采

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 《自诫令》

自期三年归 《杂诗》

三年之中，二子频丧 《行女哀辞》

魏王命有司造宝刀五枚，三年乃就 《宝刀赋并序》

３ 枝条始欲茂
园果万株，枝条始茂 《转封东阿王谢表》

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 《艳歌》

４ 忽值山河改

夫凡人之为圃，各植其所好焉！好甘者植乎荠，好苦

者植乎荼，好香者植乎兰，好辛者植乎蓼。至于寡人

之圃，无不植也
《藉田论》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

仪，而末将适于东阿
《迁都赋》

５ 柯叶自摧折

枝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 《艳歌》

园果堕冰，枝干摧折 《慰情赋》

既荣本干，枝叶并蒙 《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

６ 根株浮沧海

亮根异其何戚，痛别干之伤心 《释思赋》

洪施遂隆，既荣枝干 《谢妻改封表》

转蓬离本根 《杂诗》

长去本根逝 《杂诗》

７ 春蚕既无食

食裁糊口

饥者易食

衣食不继
《转封东阿王谢表》

薇藿常不充 《杂诗》

８ 寒衣欲谁待

形有裸露 《转封东阿王谢表》

寒者易衣 《转封东阿王谢表》

毛褐不掩形 《杂诗》

９ 本不植高原 播万里而遥植 《橘赋》

１０ 今日复何悔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怨歌行》

今日相乐，皆当喜欢 《善哉行》

今日同堂，出门异乡 《当来日大难》

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
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

《与杨德祖书》

先后悔其靡及，冀后土之一悟 《九咏》

时悔不取也 《辩道论》

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己，惧鲁之悔 《谏取诸国士息表》

由此可见，《拟古》其九的语词、语句甚至语义在

曹植的作品中都能找到出处。这种情况究竟是陶公

有意引用的结果，还是因为偏爱曹植而无意浸染的

结果？换言之，这种情况是出于匠心独运的艺术设

计，还是纯粹以模拟为目的的语言袭用？是无心迎合

曹植，而无不合于曹植的文学文本，还是“于风雷日

月雨露云烟，吟兴偶倒”［６］２１５３、“随其所见，指点成

诗”［７］５６的超级创造？答案已经无需赘言。事实上，这

种情况用传统的渊源考证方法已经不足以说明问题

了，因为就一首诗而言，如果其全篇都胎袭前人的

话，那么，这就涉及了这一诗歌文本的生成机制问

题。这种机制就是西方后结构主义学派所说的互文

性写作。互文性是法国学者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

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首先提出的一个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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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她认为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任何

文本都是一种互文，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
它的意义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

中产生。相关经典性的表述是：“任何文本的构成都

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

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概念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

的位置。诗性语言占据了互主体性概念的位置。诗

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８］这种被吸

收和转化的文本称为“底文”（ｓｏｕｓｔｅｘｔｅ，也就是“文

下之文”）［９］３０－３１，８５，也就是热奈特《隐迹稿本》所说

的“一篇文本在另一篇文本中切实地出现”［９］１９。模

拟正是一种典型的互文性写作。《拟古》其九主要是

以曹植的作品为底文的模拟之作。但更为重要的是，
这首诗所吸纳和转化的曹植作品，全部都是曹植的

自述之作，因此，诗中的主人公就是曹植。具言之，春

蚕就是曹植的象征，春蚕无食乃是曹植生命困境的

象征，种桑是曹植确立封国的象征。在本诗中，曹植

推寻自我生命困境的发生，乃是由于所处地位造成

的。地理的变化必然殃及桑树，遂使春蚕无所依托。
黄初四年（２２３）七月以后，曹植由鄄城王徙封雍

丘王。太和三年（２２９）二月，以陈四县封曹植为陈王。
同年十二月，曹植徙封为东阿王。［１０］１９２－１９３《三国志》
卷十九《魏志·陈思王植传》：

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

营为墓。
曹植初次登临鱼山，俯瞰东阿，当在太和四年（２３０），
这一年曹植 ３９岁［１０］２２２。清修《山东通志》卷三十二

《陵墓志·沂州府》“三国魏陈思王墓”：“在县西八里

鱼山之阴。子建初封东阿。王尝登鱼山，喟然有终焉

之志，其后徙王于陈。既薨，子志遵治命，返葬于东

阿。墓下有祠。”［１１］在即将离开雍丘之际，曹植作《转

封东阿王谢表》一篇呈给魏明帝曹睿又：
奉诏：“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欲转东

阿，当合王意！可遣人按行，知可居不？”奉诏之

日，伏增悲喜！臣以无功，虚荷国恩，爵尊禄厚，
用无益于时，脂车秣马，志在黜放。不图陛下天

父之恩，猥宣皇太后慈母之念迁之。陛下幸为久

长计，圣旨恻隐，恩过天地。臣在雍丘，劬劳五

年，左右罢怠，居业向定。园果万株，枝条始茂，
私情区区，实所重弃。然桑田无业，左右贫穷，食

裁糊口，形有裸露。臣闻古之仁君，必有弃国以

为百姓。况乃转居沃土，人从蒙福。江海所流，
无地不润；云雨所加，无物不茂。若陛下念臣入

从五年之勤，少见佐助，此枯木生华，白骨更肉，
非臣之敢望也。饥者易食，寒者易衣，臣之谓

矣！［１２］卷十五，１１３５－１１３７

这里所说太皇太后就是曹植的生母武宣卞皇后

（１６０—２３０），也就是曹植的亲侄魏明帝曹睿又（魏文

帝曹丕之子）的祖母。与此同时，曹植还写了一篇《迁

都赋》，这首赋的正文已经亡佚，今仅存赋序的片段：
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鄄城，遂徙雍

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

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１２］卷十五，１１２３

以上两篇作品与《拟古》其九都具有互文性关系（详

见上表）。称“忽值山河改”者，“值”是“植”的谐音字，
这是子建自述在朝廷的指令下骤然变易封号与封

国，《魏志·陈思王植传》称他“十一年中而三徙

都”①；称“本不植高原”，“植”是种植的意思，如上表

所举子建《橘赋》［１２］卷十四，１１２９和《藉田论》［１２］卷十八，１１４９二

例以及《七启》“丽草交植，殊品诡类”［１３］卷三十四，《魏德

论》“植灵芝”［１２］卷十七，１１４７，《嘉禾讴》“昔生周朝，今植

魏庭”［１４］卷六，４４４，乃至《弃妇篇》“石榴植前庭”［１４］卷七，４５５

等等。但“植”又是子建之名，如《离思赋序》“植时从

焉”［１２］卷十三，１１２３，《求自试表》“臣植言”［１３］卷三十七，《求通

亲亲表》［１３］卷三十七、《上责躬诗表》“臣植言”，《与杨德

祖书》［１３］卷二十、《与吴季重书》“植白”［１３］卷四十二，《上书

请免发国士息》“植受兹青社”［１２］卷十六，１１３９和《禹庙赞

序》“植移于其城”［１２］卷十七，１１４７，都是子建自称。所以，
这句诗中的“植”兼有上述两种意义：前一种意义是

表层的，后一种意义是深层的。“本不”二句是说种桑

选错了地理，忠悃所寄，生命所托，到今日还有什么

可以后悔的？诗人一言双关，小小文字游戏，乃是子

建《迁都赋序》“余初封平原”的谐谑表达。建安十六

年（２１１）春正月，汉献帝刘协（１８１—２３４）命魏公世子

曹丕为五官中郎将，置官署，为丞相副，又封其次子

曹植为平原侯。［１０］１１３－１１４平原者，非高原也，其位置本

来不在高原，由此而注定了子建后半生的坎坷命运，
其人生之长恨与深悲，竟从此生发开来。在这里，种

植的“植”与曹植的“植”，自然界的平原与平原侯的

平原，都是一语双关，明显具有隐语的特征。类似的

写法如赵万里所言：“左字兰芝，与焦仲卿妻刘氏

０８

① 案《世说新语·文学》第 ６６条刘孝标注引《魏志》，
有云：“文帝即位，封鄄城侯，后徙雍丘，复封东阿。植每求试
不得，而国亟迁易，汲汲无欢。年四十一薨。”“文帝即位”等六
句，可能是《魏志·陈思王植传》的逸文。见徐震 《世说新语
校笺》，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 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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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名。《文馆词林》一百五十二引左思《悼离赠妹诗》

‘峨峨令妹，应期诞生。如兰之秀，如芝之荣’，当因兰

芝乃之字，故取喻其人耳。”［１５］卷一，２这种修辞方式

在中古时期是很常见的。以上分析足以表明曹植的

《转封东阿王谢表》和《迁都赋序》，乃是陶公《拟古》
其九的主要底文，在重写的意义上，它也是《拟古》其

九的创作蓝本；换言之，这首诗乃是在吸收、转化这

一表一序的基础上所进行的重写①。
诗中“今日复何悔”，乃是子建无怨无悔的誓词，

而“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则是子建自述曹氏家

族手足相残的大悲剧。“根株”二字是这首诗的诗魂。
其底文首先是王叔珉举出的《七步诗》②。此外，我们

还可在曹植《释思赋》［１２］、《封二子为乡公谢恩章》［１２］

和《谢妻改封表》［１２］发现其底文（详见上表）。至于

“柯叶自摧折”一句的底文，则见于曹植《慰情

赋》［１２］③（亦见上表）。对于“本根”的呼唤和追寻乃是

曹植那情波激荡文学世界中的最强音；所谓“本根”
就是曹植生命的根，是曹氏家族生命的根。《文选》卷

二十九《杂诗》六首其二：
转蓬离本根，飘 随长风。何意回飙举！吹

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类此游客

子，捐躯远从戎。毛褐不掩形，薇藿常不充。去

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
又《魏志·陈思王植传》裴松之注（以下简称为“裴

注”）：
植常为琴瑟调歌，辞曰：“吁嗟此转蓬，居世

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东西经七陌，
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闲。自谓终

天路，忽焉下沉渊。惊接我出，故归彼中田。当

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

存。飘 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

吾苦艰？愿为中林草，秋随野火燔，糜灭岂不痛，
愿与根亥艹连。”

陈祚明评这首诗：“写转蓬飘荡，淋漓生动，笔墨飞

舞，千秋绝调。糜灭不惜，痛切殊深，早有见于本枝不

固之患矣。如此诗托讽情旨，何减《三百篇》，不独‘煮

豆’之诗称至性也。”［１６］１５７清沈德潜说：“时法制待藩

国峻迫，植十一年三徙都，故云。迁转之痛，至愿归糜

灭，情事有不忍言者矣。此而不怨，是愈疏也。陈思

之怨，为独得其正云。”［１７］１１７－１１８这些评论都是符合

实际的。黄初二年（２２１），曹植因“醉酒悖慢，劫胁使

者”［１８］卷十九的罪名由临淄徙居京都，未及定罪，又遣

归临淄；行至延津，又转回京都；后贬爵为安乡侯，其

年改封鄄城侯。［１０］１８５－１９０这就是上引琴歌所说的“长

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
的境况。而子建的这种羁旅人生竟然是由他的亲人

一手制造的。
子建呼唤本根，因为那是他的骨肉至亲。在子建

看来，骨肉之情是至高无上的，重用自己的亲人对国

家的建设也至关重要。因此，他在诗中反复歌颂季札

和周公。《豫章行》二首其二曰：
鸳鸯自朋亲，不若比翼连。他人虽同盟，骨

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则流言。子臧让千

乘，季札慕其贤。［１４］卷六，４２４

宋葛立方称这首诗“意谓己素为武帝所爱，忌之者

众，故 有 管、蔡 流 言 之 说”，“乃 自 以 季 札 为

比”［１９］卷十，５６３。子建在《怨歌行》中写道：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忠信事不显，乃

有见疑患。周公佐文武，金 功不刊。推心辅王

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泫涕常流连。皇

灵大动变，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

干。素服开金 ，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显，成

王乃哀叹。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今日乐相

乐，别后莫相忘。［１４］卷六，４２６－４２７

元刘履《选诗补注》卷二：“子建于明帝为叔父，故借

周公之事，陈古以讽今，庶其有感焉。惜乎终不见信，
虽复加封于陈，以隆奖虚名而已！”［７］１２６景慕季札，足

以表明他无意于万乘之位的逊退之心；而歌颂周公，
则足以表明其尽忠于国家的豪情壮志。［２０］６０－６３然而

这一切在当时不仅不被人理解，而且被人漠视，被人

仇视，因为曹丕、曹睿又父子及其党羽所看重的乃是

能够满足其无边私欲的权利，而不是享有这种权利

的人所应担当所应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在这种情形

１８

①

②

③ 案“柯叶”二句，王叔岷注云：“《艺文类聚》卷八十一
引刘桢诗：‘根株不倾移’，魏明帝《种瓜篇》：‘兔丝无根株。’
根株，复语，《说文》：‘根，木株也。’”见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
稿》，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０１－４０２页。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年版，第
４０２页。七步诗的故事见《世说新语·文学》第 ６６条，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２４４页。

初六年（２２５），子建作《自诫令》：“吾昔以信人之心
无忌于左右，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
罪圣朝。……反旋在国，扌建门退扫，形景相守，出入二载。机
等吹毛求瑕，千端万绪，然终无可言者！及到雍，又为监官所
举，亦以纷若，于今复三年矣。”见清严可均《全三国文》卷十
四，载《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年版，
第 １１３２页。又子建《艳歌》诗：“出自蓟北门，遥望湖池桑，枝
枝自相植，叶叶自相当。”见逯钦立辑《魏诗》卷六，载《先秦汉
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４４０页。凡此皆为
“种桑”两句诗的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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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子建的任何请缨之辞与豪迈之言，只能唤起他

们的戒心而已。因此，身处那个父辈的光荣已经流

逝，乡愿主义和生存哲学盛行的平庸时代，曹植是非

常寂寞也是异常痛苦的。黄初四年（２２３），曹植徙封

雍丘王，其年朝会于京都。［１０］１９７－２０２《魏志·陈思王植

传》裴注引《魏略》：
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

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

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逆之，不得

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钅夫

钅质，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

严颜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

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
曹丕对曹植的真实态度尽显于此。其实在母亲卞氏

的一再干预下，曹丕未能对曹植实施杀害，如此已然

是皇恩浩荡了。在上文之下裴注还引《魏氏春秋》：
是时待遇诸国法峻。任城王暴薨。诸王既

怀友于之痛。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
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

作诗曰：“谒帝承明庐……援笔从此辞。”
这首著名的《赠白马王彪》无疑是世界文学经典中最

凄 美的诗篇之一①，其情味几乎可与《旧约》（爴牎牉

爭牓牆爴牉牞牠牃牔牉牕牠）之《耶利米哀歌》（爥牉牜牉牔牏牃牎）相媲

美。诗人对亲人的哀思与眷恋，与苍茫、壮阔、悲凉的

自然景色交融无间，其艺术感染力穿越了历史的时

空，激发了历代读者无尽的遐想。
处在人生的低谷之中，充满了悲伤和哀怨的子

建既未消沉，也未颓废。他希望自己像春蚕一样努力

地生出丝来。桑树是春蚕的家园，桑叶是春蚕的美

食，没有桑树为依托，没有桑叶为食物，蚕是不能生

存、更不能产丝的。春蚕作为子建的象征，充分表露

了他对君主和国家的忠诚以及试图建功立业的积极

心态。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
吾虽薄德，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

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

为勋绩，辞颂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
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

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

好。［１３］卷二十

子建梦想介入现实世界以兼济天下，当然，他也甘于

做一个贫士、一位隐者，以非介入现实世界的方式独

善其身。他在《上书请免发国士息》中对魏明帝说：
若柏成欣于野耕，子仲乐于灌园；蓬户茅

牖，原宪之宅也；陋巷单瓢，颜子之居也：臣才不

见效用，常慨然执斯志焉。若陛下听臣悉还部

曲，罢官属，省监官，使解玺释绂，追柏成、子仲

之业，营颜渊、原宪之事，居子臧之庐，宅延陵之

室。如此，虽进无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犹

松、乔也。然伏度国朝终未肯听臣之若是，固当

羁绊于世绳，维系于禄位，怀屑屑之小忧，执无

已之百念，安得荡然肆志，逍遥于宇宙之外哉？
然而，在人生的羁旅中，他既不能“荡然肆志”，更不

能“逍遥于宇宙之外”。于是，他在《临观赋》中悲叹

道：
乐时物之逸豫，悲予志之长违。叹《东山》之

朔
心勤，歌《式微》以诉归。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以

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１２］卷十三，１１２６

这就是曹植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给他的心灵造成

了巨大创伤，这一点由作品中的互文性对话得以尽

情展露。
乌里奇·布洛赫说：“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组

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者读出自己的意

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

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② 确实，我们从《拟古》其

九中读出了“众声喧哗”的悲怆情调，我们读“魏氏三

祖”的诗文：
既 勉 袭 爵 邑 …… 本 枝 赖 无 穷 之 祚

也。［１２］卷一，１０５５（魏武帝建安元年《谢袭费亭侯

表》）
摇动江东，根未着地，摧折其支。［１４］卷五，１０７８

（魏文帝黄初三年《诏答吴王》）
双桐生空枝，枝叶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

雨润其柯。［１４］卷五，４１７（魏明帝《猛虎行》）
这些诗文也是“根株浮沧海”一句的底文，陶渊明通

过内嵌于作品中的这些“异物”表现了曹植对其父、
兄、侄的质问：为何我要漂泊？为何我要挨饿？为何

我要遭受折磨？为何我不能为国家出力？为何我遭

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来自我的亲人？衣食问题是其

话语的核心。因为漂泊中的子建一直缺衣少食（参见

上引《转封东阿王谢表》和《迁都赋序》的相关表达），

２８

①

② 转引自陈永国《互文性》，载《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 １期。

《文选》卷二十四本诗李善注引曹植《集》曰：“于圈
城作。”又引曹植《集》曰：“黄初四年五月，白马王、任城王与
余俱朝京师，会节气，日不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
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
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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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子建直言不讳：
臣闻寒者不贪尺玉，而思短褐；饥者不愿千

金，而美一餐。夫千金尺玉至贵，而不若一餐短

褐者，物有所急也。［１２］卷十五，１１３４

《金楼子》卷四《立言篇》第九下转引陈思王的话：
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寒者不思尺璧，而

思襁衣足也。［２１］８８４；［２２］

在这里，子建所倾诉的不仅是“自己遭受不合理不公

正的待遇”这种“世界上唯一难以忍受的痛苦”，更主

要表明了“阳光下唯一的罪恶是不公正，是违背真

理、违背事实、违背自然秩序”。① 他的倾诉，在天合

气，在地合理，在人合情。长期的困苦生活消磨了他

的身体健康，徙封东阿之后的子建尤其瘦弱不堪，于

是有皇侄的“真诚问候”：“王颜色瘦弱何意耶？腹中

调和不？今者食几许米？又啖肉多少？见王瘦，吾甚

惊，宜当节水加餐。”［１２］卷九，１１０３如果建议叔叔“节水加

餐”算是一点恩德的话，那么，将死人的衣服赏赐给

叔叔，我们就不知是何用意了：“皇帝问雍丘王：‘先

帝昔常非于汉氏诸帝，积贮衣被，使败于函箧之中。
遗诏以所服衣被赐王、公卿、官僚诸将。今以十三种

赐王。’”［１２］卷九，１１０２然而，试观当初，面对天下苍生的

衣食问题，我们看到即将走上皇帝宝座的曹丕有着

另外一副面孔。延康元年（２２０）十一月，他在《辞许芝

等条上谶纬令》中说：“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

遇际会，幸承先王余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

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

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１８］卷二他在《让禅令》中也

说：“夫古圣王之治也，至德合乾坤，惠泽均造化，礼

教优乎昆虫，仁恩洽乎草木，日月所照，戴天履地含

气有生之类，靡不被服清风，沐浴玄德……今百姓寒

者未暖，饥者未饱。”［１８］卷二如此忧国忧民的大君王情

怀，居然不能给自己的亲生弟弟一点温暖，其虚伪矫

情简直无以复加。借助“沧海”的意象，陶渊明更充分

地表现了曹植与父兄的心灵对话。建安十二年

（２０７）九月，曹操在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后，在班师

途中经过碣石山，作《步出夏门行》［１０］９７：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

月 之 行，若 出 其 中。星 汉 粲 烂，若 出 其

里。［１４］卷一，３５３

魏武帝又作《沧海赋》一篇［１２］卷一，１０５５，今已亡佚。据

《魏志·陈思王植传》，曹植自述“臣昔从先武皇帝”，

“东临沧海”，就是指这件事。曹丕虽然没有从征，但

后来也有《沧海赋》之作：
美百川之独宗，壮沧海之威神。经扶桑而遐

逝，跨天崖而托身。惊涛暴骇，腾踊澎湃，铿訇隐

邻，涌沸凌迈。……上蹇产以交错，下来风之泠

泠。振绿叶以葳蕤，吐芬葩而扬荣。［１２］卷四，３９１－３９２

而在《煌煌京洛行》一诗中，曹丕写道：“峨峨仲连，齐

之高士。北辞千金，东蹈沧海。”［１４］卷四，３９１－３９２这些都是

陶诗“根株浮沧海”一句诗的底文。“根株浮沧海”乃

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喻。“根株”在“沧海”中漂

流，正是子建后期人生的形象写照：“沧海”是雄阔的

浩瀚的，我为何要独自漂流？“沧海”是博大的宽容

的，我为何要遭受凄风苦雨？这就是子建的心灵之

声。

“种桑”二字是这首诗的诗眼。“种桑长江边”是

一种充满象征意味的写法，曹植在《九愁赋》中写道：
嗟离思之难忘，心惨毒而含哀。践南畿之末

境，越引领之徘徊。……竞昏瞀以营私，害予身

之 奉 公。共 朋 党 而 妒 贤，俾 予 济 乎 长

江。［１２］卷十二，１１２５

这是一篇模拟楚辞《九章·涉江》的作品，它正好创

作于曹植在雍丘的时期。“俾予济乎长江”正是“种桑

长江边”的底文，在卑湿的意义上又与《转封东阿王

谢表》“太皇太后念雍丘下湿少桑”的陈述相关。但子

建在雍丘时并无种桑之举，他也从来没有渡过长江，
故此诗之描写实乃以屈原自命。屈原者，楚国之同

姓，曹植与魏国之关系也是如此。曹植在转封东阿之

后，曾作《社颂》一篇，这篇颂的序文说：
余前封鄄城侯，转雍丘，皆遇荒土。宅宇初

造，以府库尚丰，志在缮宫室，务园圃而已，农桑

一无所营。经离十载，块然守空，饥寒备尝。圣

朝愍之，故封此县。田则一州之膏腴，桑则天下

之甲第。故封此桑，以为田社。［１２］卷十七，１１４４

由于雍丘的土地根本不适合种桑，所以子建于“农桑

一无所营”。农桑之业是立国的根本，子建的母亲卞

氏即曾躬亲蚕桑之事，为天下母仪。［１８］卷五子建《卞太

后 诔》：“恒劳庶事，兢兢翼翼。亲桑蚕馆，为天下

式。”［１２］卷十九，１１５７他在《藉田论》中更指出：
夫农者，始于种，终于获。泽既时矣，苗既美

矣，弃而不耘，则改为荒畴。盖丰年者期于必收，

３８

① ［英］托马斯·卡 莱 尔 （Ｔｈｏｍａｓｃａｒｌｙｌｅ，１７９５—
１８８１）《宪章运动》，转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册，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４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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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修道亦期于殁身也。
田修种理者，必赐之以巨觞；田芜种秽者，

必戮之以柔桑。
因此，“种桑长江边”正好突显了子建的立国精神和

立国意志，其本意是说曹植在雍丘建设自己的封国，
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对这句诗，丁福保解释说：

“《诗·小雅》：‘维桑与梓。’故以桑比宗国。”［３］卷四，１４１

桑树是宗国的象征。诗人以此为着眼点，发唱惊挺，
声势雄壮，形成了一种长江大河、浑灏流转的辉煌气

派。其次，“种桑长江边”还有一种深隐的寓意。据前

引曹植《转封东阿王谢表》，东阿乃是多桑之地，魏刘

桢《清虑赋》亦有“结东阿之扶桑”的表述［２３］卷三一。《诗

经·小雅·隰桑》：
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
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
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对这首诗的主旨，诗前小序说：“《隰桑》，刺幽王也。
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隰”
是指低洼、湿润之地，“阿”、“难”（通“娜”）都是美的

意思，朱熹解释说：“阿，美貌；难，盛貌，皆言枝叶条

垂之状。”对最末一章，朱熹解释说：“言我中心诚爱

君子，而既见之，则何不遂以告之。而但中心藏之，将

使何日而忘之耶？《楚辞》所谓‘思公子兮未敢言’，意

盖如此。爱之根于中者深，故发之迟而存之久

也。”［２４］卷十五，１７１对朱熹关于《隰桑》的以上解释，我们

可视为“种桑长江边”的另一种寓意，这就是子建思

君恋阙的情怀。从《转封东阿王谢表》的陈述来看，子

建在雍丘的治理和经营是卓有成效的，其本心是不

愿离开这里的，但考虑到“桑田无业，左右贫穷”的状

况，所以他才表示愿意放弃雍丘之封国，希望在转封

东阿之后得到魏明帝的一点帮助（“少见佐助”），所

谓“枯木生华，白骨更肉”，足见其辛酸。但是，在转封

东阿之后，子建的境遇更加悲惨，其情状详见太和三

年（２２９）十二月所作《上书请免发国士息》一文。又

《魏志·陈思王植传》载：
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

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

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

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

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

一。
子建带着美好的向往徙封东阿，而在东阿那样一个

水土丰茂的多桑之地，“抱利器而无所施”［１８］的子建

终于凄然地命尽了。《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

桑。”［２５］２８这就是子建的人生命运。在生命的终点站，
子建踏上了精神的高原。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确认，陶渊明《拟古》其

九是以著名诗人曹植为主人公的拟代体。拟，就是模

拟，即模拟以曹植为主的汉魏时代的作家作品；代，
就是代笔，即为曹植代笔，表现他的生平、心态、思想

和情感，同时从曹植的角度出发吸收《诗》、《骚》和

“魏氏三祖”作品的某些文学要素（主要是文学语言、
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换言之，这首诗乃是用曹植

的口吻、眼光与心态来叙述、观照曹植的生活和思

想，用曹植的文学语言、文学意象和文学风格来表

现、刻画曹植的心态、思想和经历。作品所表现的是

曹植的述说——曹植既是诗的主人公，又是诗的叙

述主体，其独特的叙述视角所呈现出的不仅仅包含

了主人公眼中的外部世界，而且包含了主人公内在

的心灵世界。这是对人的主体性及自我意识的充分

肯定。而主人公的思想、情感乃至自我意识，都是通

过潜隐的互文性对话产生的。《拟古》其九是诗人对

诗人的解读，是诗人对诗人的发现，是诗人对诗人的

刻画，是诗人对诗人的揭示，是遥想中的遥想，是追

忆中的追忆①。陶渊明与曹子建，这两位中古时代东

方的诗国巨子，就这样在历史的巨大精神隧道中相

会了②。陶公托拟曹植的口吻，写出了在其人生的最

后一站——东阿时的所思所感和所忆所念，深刻表

现了他的生存漂泊与心灵漂泊。这是一代诗神的精

神诉求，是寻求真理的痛苦呻吟，这是屈原内审式的

人生独语，是他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深度开掘和庄严

自问。我们看到，在魏文帝和魏明帝统治下的那样一

个充满杀戮、嫉恨和虚伪的时代，曹植并未消解自己

神圣的政治热情和生命激情，也没有消解自己浪漫

的遐思和天真的性格，更没有消解自己崇高的理想

和精神的追求。他无怨无悔，忠于国家，忠于君王，热

４８

①

② 清方东树（１７７２—１８５１）指出：“陈思天质既高，抗怀
忠义，又深以学问，遭遇阅历，操心虑患，故发言忠悃，不诡于
道。情至之语，千载下尤为感激悲涕。此诗之正声，独有千古，
不虚耳。”见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汉魏》，第 ５８条，人民文
学出版社 １９６１年版，第 ７０页。这就是曹植的人品和诗品，所
以，谢灵运、钟嵘等人都将曹植视为诗圣。而在我国文学史
上，曹植也确实是继屈原之后的又一位伟大诗人，他的出现，
构成了从屈原到陶渊明的关键一环。

金王若虚（１１７４—１２４３）《滹南集》卷三十四：“凡为
文有遥想而见之者，有追忆而言之者，各有所定，不可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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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亲人，恪守友情，心怀志义。在他瘦弱的身躯内一

直涌动着一股伟大的力量，这股力量使他试图在生

命的凄苦泥淖和险恶沼泽中开辟出一条宽阔的运

河，奔流不息，一往无前，逐渐把两岸周围的污泥浊

水裹挟而去，开拓出一片蓊郁、丰美的草原，清流掩

映，天鹅起舞，一片生机。曹植这种志洁行芳的人格

美质和宏伟高远的人生理想都被陶渊明全面、准确、
深刻地反映到《拟古》其九之中。因此，这首诗具有拟

古和咏史的双重诗学属性，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

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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