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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似而神异
———陶渊明与王维山水田园诗辨析

赵彩霞

(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院，河南 焦作 454150)

摘 要: 陶渊明与王维都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代表性诗人，表面上看，二者都在追求一种自在洒脱、任真
自得的境界，但在精神内质方面，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陶渊明以儒道思想为精神支撑，主张委运物化，顺应
自然;而王维以禅宗的空定之境为最高追求，诗风空灵澄澈，超然物外，虽为景语，句句皆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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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频繁的时
代，玄学兴起，清谈盛行，文人士大夫们以此作为
全身远祸的避风港，同时，也造就了一代任运自
适、崇尚自然的风流名士，如阮籍、嵇康等竹林七
贤人物。陶渊明继承了魏晋洒脱率真、任运自然
的风骨，但在玄言诗盛行的大背景下，他的出现，
又使诗歌回归到文学的本源。因为玄言诗发展到
后来，几乎成为老庄思想的枯燥注解，远远偏离了
诗歌作为艺术的特质。陶渊明的贡献在于: “他
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 将玄言诗
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
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
新题材的作品。”［1］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给当时
的文坛吹进了清新、质朴、自然之风。自此之后，
文人们相继栖身于此，写下了大量歌咏山水田园
的佳作，尤以唐朝的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王维的
山水田园诗对陶渊明既有继承，“复值接舆醉，狂
歌五柳前”(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 ，又有发展，
尤其是在佛家思想的体悟方面，有独到之处。本
文试从形与神两方面做一个比较。二者，有其形
似的一面，指两人走的都是由仕宦至回归田园的
心路，最终都在山水田园风光中找到了心灵的寄
寓之所，获得精神上的任情适意、平静愉悦。其不
同之处，即神异。深层而言，二者由于精神依托点
不同，一个受儒道影响，诗境质朴率真、亲切自然。

一个深受佛家思想影响，意境空灵清妙、超然
洒脱。

先就其形似来说。早年都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有远大志向，学而优则仕，以建功立业，作为自
己人生的主要追求。但在黑暗的现实中碰壁后，
又都回归田园，在山光水色中，寻求生命的皈依与
栖息。陶渊明曾祖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做过太
守，父亲据说也做过一些小官，但在陶渊明八岁时
就去世了，家境日渐衰微。陶渊明“自幼修习儒
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
不同流俗”。［2］虽然在谈及出仕的原因时，他也曾
写道:“畴昔苦长机，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
冻馁固缠己”( 《饮酒二十首》) 。在《归去来兮辞
序》中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
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亲老家贫固然是其入
仕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他出身世代官宦家庭，早期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积极进取的一面。在
《杂诗》中，他写道: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表明自己远大的志向。《饮酒》其十六: “少年罕
人事，游好在六经”。二十九岁时，陶渊明出来做
官，任江州祭酒，但不久，“不堪吏职，少日自解
归。”后加入桓玄的幕府，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
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就
有离开的念头。《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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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中说: “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
去，遥遥至西荆!”一年后因母亲去世，回到浔阳。
三年丁忧期间，时局动荡，先是元兴二年( 403 ) 桓
玄篡位，改国号曰楚。接着元兴三年 ( 404 ) 刘裕
起兵讨伐桓玄，攻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
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做
了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
经曲阿作》。他希望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 “时来
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同时，心里又很矛盾，眷恋
着田园无拘无束的自在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
班生庐。”但在刘裕府中以陶渊明的正直不阿，很
难有所作为，到了安帝义熙元年( 405 ) 三月，他改
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途经钱溪使
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
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
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他系念
着田园，这次没做多久，就辞职了。十余年徘徊于
仕隐之间，陶渊明真的是疲惫了，也厌倦了。义熙
元年( 公元 405 年) 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
彭泽令，只做了 81 天，便解印归田。此后躬耕陇
亩，再不出仕。在田园风光里，陶渊明找到了精神
的寄寓之所。《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表现出回
归田园的急切与喜悦。“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
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
宇，载欣载奔。”《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
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
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
田”。我们能看到陶渊明对辗转十年官场的厌
倦，对于回归田园，有着发自内心不可抑止的
欣喜。

王维出身地主官僚家庭，通音律、工书画，与
其弟王缙均聪明过人。二十一岁中进士，任太乐
丞。前期的唐朝国力强盛，整个社会表现出昂扬
向上的精神，受时代影响，青年时期的王维有着积
极的人生态度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如《少年行四
首》，这四首组诗以浪漫的笔调，从四个方面即高
楼畅饮、报国从军、战场上英勇杀敌以及功成不居
的游侠精神，塑造了长安少年的英雄形象，也是作
者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写照。这四首诗宛如一幅幅
生动形象的画面，充满蓬勃昂扬的青春气息。
《燕支行》是一首七言歌行体边塞诗，采取正面表
现战争的方法，描写了出征、行军、战斗、获胜的全

过程，塑造了一位奋勇杀敌、智勇双全的边塞将军
的形象。表现出豪迈昂扬的激情，壮丽雄浑的气
势，饱含浪漫主义的风采。作者对建功立业的渴
求，也隐含在字里行间。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主
政，多才多艺的王维受到重用和提拔。先任右拾
遗，后任监察御史，这期间王维政治热情高涨，期
求做一番事业。但可惜好景不长，开元二十四年，
李林甫便把张九龄取而代之，世风日下，整个朝政
污浊不堪。为了保全自身，王维采取了亦官亦隐
的态度。后又经历了安禄山叛乱事件，虽故意服
下泻药，假装喑哑。但仍被拘留在普施寺中，强授
伪给事中。后来若非其弟王缙以己官为兄赎罪，
再加上自己的《凝碧诗》，恐怕难逃罪责。之后官
运亨通，至尚书右丞。可是经历了宦海沉浮，王维
显然厌倦了，虽然身在宦途，但心住田园。开元二
十九年( 741) 至天宝三年( 744) 间，王维曾隐居于
长安附近的终南山，他在诗中描写终南胜景: “太
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
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
水问樵夫”( 《终南山》) 。这首诗由远及近，不仅
写出了终南山高耸入云，白云缭绕的景色，而且青
霭濛濛，烟云变灭，恍如置身仙境，不沾半点尘埃。
王维绝尘避世之思想可见一斑。此后又得到宋之
问的辋川别墅，那里风景优美，有华子岗、辛夷坞、
竹里馆等景点，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
啸咏终日。又将诸友聚集在其田园所作的诗搜集
成编，号《辋川集》。在山光水色中，他找到了精
神上的惬意栖居，《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
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以自然优美
的景色，呈现出一片幽静的氛围。《答张五弟》:
“终南有茅屋，前对终南山。终年无客常闭关，终
日无心长自闲。不妨饮酒复垂钓，君但能来相往
还。”隐居钟南山，远离喧嚣，饮酒垂钓 ，别有一番
寂静安闲。

王维与陶渊明都在山水田园生活中找到精神
的归宿，但在精神内质上，二者还有很大的差异，
即“神”异。陶诗平易、质朴、亲切，充满了生活气
息，有对日常劳作的肯定和对世俗生活的认同，在
陶诗中，处处能看到作者自身的影子。或躬耕陇
亩，种豆南山，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
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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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或把酒话桑麻，与邻人披草相往来。《归园
田居五首》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
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曲人，披草共来
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
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诗人与农人
相往来，乡间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在心里，却是清
闲自在的，诗人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身价，与邻人
有了共同语言，培养了质朴而真挚的情感。《移
居》其二: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
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
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兹。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人生归有道，衣食固
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庚戌岁九月
中于西田获早稻》) ? 诗人认为人生只有以生产
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才能欣赏恬静的自然风
光，享受纯真的人间情谊，并从中领悟最高的玄
理———自然之道。

在王维山水田园诗中，表现出的是一种空灵
寂静、清妙超然，自在洒脱的境界。《鹿柴》: “空
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
上。”又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
鸟，时鸣春涧中。”即使有自己身影的存在，也是
超然物外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
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
道，晚家南山陲 。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
还期。”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首先是现实物质的因
素。陶归隐田园后，完全靠自己躬耕陇亩，生活清
贫，风调雨顺时，还能“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 《读山海经》) ，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
列被眠”(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晚年遭
遇火灾，家资殆尽，一家人暂居一条破船上，生活
更加困顿不堪。《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
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
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
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知
何谢，冥报以相贻。”诗人晚年生活窘迫，衣食不
继。乞食虽令出身官宦世家的诗人难堪，但诗中
表现出的坦率、真诚、毫不做作的坦荡个性，仍令
人感动。王维官至尚书右丞，衣食无虞。不用亲
自耕种，比之陶渊明，他更像一个旁观者。“新晴

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
亩”( 《新晴野望》) 。这首诗写雨过天晴，诗人站
在高处，极目远望，空气清新，原野空旷。河水粼
粼，碧山突兀。农忙时节，家家无闲人，田间地头，
都是农人辛勤劳作的身影。

其次，造成二人诗境不同的原因，主要在于二
者思想的支撑点不同。陶渊明受儒道思想影响较
大。王维受佛家思想影响较深，是一个虔诚的佛
教徒。陶渊明幼时，儒道兼通，早期受儒家思想影
响多一些，归隐之后，道家思想就占据主导地位。
孔子是不赞成士子们读书有成，而去耕种的，《论
语》:“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
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 “小人哉!
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 上好义，则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
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庄子》
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
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盗跖篇》斥
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陶渊明相信“织
而衣，耕而食”的道理，“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
关”(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委婉地表
达了自己看法。《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
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
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
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
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
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
·刻意篇》: “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
素谓之真人。”“真”与“淳”都是道家观念，陶渊明
是将孔子学说道家化了，尤其后期，他深受老庄思
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 70 篇用《老》、《庄》的典
故，共 77 处之多。道家强调自然和无为。陶渊明
追求的是任真自适的生活态度。“渊明最可贵的
修养，乃在于他有着‘知止’的智慧和德操。在精
神上，他掌握了‘任真’的自得; 在生活上，他掌握
了‘固穷’的操守，因此，他终于挣脱出了人生的
种种困惑与矛盾，而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
了足以脱身不疑的止泊之所。”［3］

王维诗的空灵清妙，是和他的佛学修养分不
开的。王维早年丧父，由母亲崔氏抚养成人。崔
氏是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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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 30 余
年，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往山林，志求寂静。”
王维深受其母崔氏的影响。晚年时，“在京日饭
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
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
为事。”［4］王维在四十岁之后，淡泊尘世，虽身在
宦途，然心无牵挂，他在《叹白发》诗中说: “一生
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在诗中追求空无
寂静的解脱境界。王维山水诗中，最突出的是
“无我”与“无生”的思想。“欲知除老病，唯有学
无生”( 《秋夜独坐》) 。《游感化寺》: “誓陪清梵
末，端坐学无生。”王维以佛家空静的心态来观照
自然，万象即呈空静之态。“高馆阒无人，离居不
可道。闲门寂已闭，落日照秋草”( 《赠祖三咏》) 。
“落日鸟边下，秋原人外闲”( 《登裴秀才迪小
台》) 。“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冬晚对雪忆
胡居士家》) ) 。“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
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
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 《酬张少府》) 。王维
喜欢选取的物象，多是深山空林、黄昏日落，归巢
鸟雀，以及萧索的秋季，以此来展现出空寂幽静之
境。陶渊明与王维，内心都是自在洒脱的。在陶
渊明诗中偶尔也会出现佛教术语，但并不意味着
他内心向佛。他住在庐山脚下，与当时净土宗初
祖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

系密切。他虽与慧远有交往，但始终保持着距离。
佛教讲求因果轮回，看重来世。陶渊明只从现实
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形影
神》中说: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
尽，无复独多虑。”委运大化，顺应自然，这是陶渊
明的生活态度。而在禅定的空灵澄澈中求解脱，
则是王维的追求。晚年的王维，气和容众，心静如
空。“秋山一何净，苍翠临寒城”( 《赠房卢氏
琯》) 。《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夜坐空林寂，
松风直似秋。”其“空”、“净”的描写，营造了清新
明净的意境，映现了他深厚的禅学修为。“青青
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 《大珠慧海
禅师语录 卷下 诸方门人参问语录》) 。景语皆禅
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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