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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少怀“远翥”之志，壮年断续出仕祭
酒、参军、县令等职，曾游走于桓玄、刘裕、刘敬宣
诸幕府。 但后来审时度势， 决定 “逃禄而归耕”
（《感士不遇赋》），走上了躬耕自资的道路。 正是
十余年的躬耕体验， 成就了他田园诗鼻祖的地
位。 然而他晚年却不幸身染痁疾，迁延持续十余
年，直至其病逝。 陶渊明适逢劳倦多年、年事已高
之际染上这一顽疾，因此它成了中止其躬耕生活
的直接诱因，并对其晚年诗歌创作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由于陶渊明本人诗文对于晚年病况叙写少
而模糊，致使痁疾对其生活方式与诗歌创作带来
的诸多变化不易为人察知。 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
陶渊明中晚年诗歌创作变化的总体态势，本文拟
就该问题作一专题研讨，以便抛砖引玉，尚待方
家指正。

一、 痁疾：陶渊明晚年的不幸

陶渊明晚年身染痁疾，这在颜延之《陶征士
诔》中有明确的记载：“年在中身，疢维痁疾。 视死
如归，临凶若吉。药剂弗尝，祷祀非恤。傃幽告终，
怀和长毕。 ”［1］2474《诔》辞交待了三点信息：一是得
病的时间，即“年在中身，疢维痁疾”，“中身”系五

十之典，可知他五十左右得了此病。 二是病况，所
谓“视死如归，临凶若吉”，当是痁疾恶化时的情
形。 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亦云：“疾患以来，渐就
衰损。 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
也。 ”可与颜《诔》相证。三是最后结局，即“药剂弗
尝，祷祀非恤。 傃幽告终，怀和长毕”。 由《与子俨
等疏》可知，陶渊明亦曾以药石相救，大概久药无
效，也就逐渐失去了信心，最终弃疗而逝。

按《说文》：“痁，有热疟。 ”［2］唐人元稹《痁卧闻
幕中诸公征乐会饮，因有戏呈三十韵》较为直白
地描述其症状曰 ：“胀腹看成鼓……温瘴气难
排。 ”［3］442可知痁疾属于疟病的一种，呈现出郁热
不舒之症。 而中古时代尚无疗痁的特效药（按元
稹《遣病十首》其一有“瘴久药难制”［3］437之叹），因
此患者必将持久地经受病痛的折磨。 这就意味着
陶渊明始得痁疾之日，即是其躬耕生活行将告终
之时。 而陶渊明由躬耕自资转入抱疾度日的时间
分野，恰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示周
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二诗中可以得到较为清晰
的考察。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是一首秋获
诗。 “丙辰”，指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 诗题虽
取秋获之意，但诗中却主要抒发坚持躬耕、未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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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志的欣慰之感。 开篇云：“贫居依稼穑，戳力东
林隈。 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 ”而该诗后半部
分又呼应曰：“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 姿年逝
已老，其事未云乖。 ”“作此”、“其事”，均指农耕之
事。 “三四星火颓”，指火星周流了十二次，取其十
二年之意。 这四句是说他坚持躬耕长达十二年之
久，现在虽已老迈，但仍不违初志。 由义熙十二年
上溯十二年， 恰是陶渊明赋辞归来的那一年，即
义熙元年（405）。 结合陶诗可知，归耕以来的十余
年间，他开荒葺宇、植桑耘豆、春耕秋获、汲水负
薪，无不亲历，有时甚至达到“四体诚乃疲”（《庚
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的程度。 除了常规劳
作，他还曾遭遇过火灾，致使“林室顿烧燔”、“一
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此后徙西庐、
迁南村，劳碌奔波，一样难得长时休歇。 因此这一
时期他是不会染上痁疾这类顽症的。

义熙十二年，陶渊明又有《示周续之祖企谢
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一诗。 据逯
钦立所考，该诗作于义熙十二年冬 ［4］，与《丙辰岁
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几乎前后相接。 而《示周续
之祖企谢景夷三郎》在开头四句中自叙的病况体
验恰与痁疾症状相合：“负痾颓檐下， 终日无一
欣。 药石有时闲，念我意中人。 ”药石，指石类药
物。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十《伤寒下》“温疟
第六”［5］，王焘《外台秘要方》卷五《疟病一十五门》
“温疟方五首”［6］所收疗疟古方中，部分配有云母、
石膏、朱砂等材料，可知陶诗确属写实。 “药石有
时闲”，指用药时有间断，这与疟病的间歇性发作
特征也相吻合。 《黄帝内经·疟论》篇剖析其机理
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阴，阳气独发，阴邪内
著，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7］本诗不
仅所叙之病况与颜《诔》相一致，而且又有“老夫
无所爱”等语，也与颜《诔》所记“年在中身，疢维
痁疾”相合。 因此大致可以断定本诗所叙之病况，
乃是陶渊明痁疾始发时的新鲜体验。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一诗中的 “负
痾”与“药石”，还分别见于《赠羊长史》和《与子俨
等疏》。 《赠羊长史》云：“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
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当先迈，负痾
不获俱。 ”该诗作于义熙十三年（417），各陶集注
本均无异辞。 又《与子俨等疏》云：“吾年过五十，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 ……疾患以来，

渐就衰损。 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
有限也。 ”该文作年，各陶谱与陶集注本有较大分
歧，王瑶编注《陶渊明集》［8］与龚斌《陶渊明年谱简
编》［9］系之于宋武帝永初二年（421）。 若考虑陶渊
明的病势 ， 其说较为允当 。 宋少帝景平元年
（423），陶渊明作有《答庞参军》诗二首 ［10］102，其五
言诗序称：“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 本既不丰，复
老病继之。 ”所叙应是痁疾久治未愈、缠绵迁延的
状况。 总之，从义熙十二年之后的一系列诗文来
看，陶渊明病情大体是连续的，这与此前的持续
躬耕恰成鲜明的对比。

以义熙十二年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一诗自叙的病况为标志，陶渊明开始迈入痁疾缠
身的人生晚境，到他元嘉四年（427）病逝，整个病
程持续十一年之久。 据颜《诔》，他“年在中身，疢
维痁疾”， 即五十左右开始染痁， 加上十一年病
程，合起来享年六十余岁，这与《宋书》本传所记
享年六十三岁的史实大体相合。

陶渊明独善一生，饮誉乡里，却晚婴顽疾，可
谓德高命蹇，颜《诔》对此深致憾恨：

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
级。 睦亲之行，至自非敦。 然诺之信，重于布
言。 廉深简絜，贞夷粹温。 ……世霸虚礼，州
壤推风。 孝惟义养，道必怀邦。 ……隐约就
闲，迁延辞聘。 非直也明，是惟道性。 纠纆斡
流，冥漠报施。 李善注：《鵩鸟赋》曰：斡流而
迁，或推而还。 夫祸之与福，何异纠纆？ ……
《史记》司马迁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 孰
云与仁？实疑明智。谓天盖高，胡諐斯义？履
信曷凭？思顺何置？年在中身，疢维痁疾。视
死如归，临凶若吉。 药剂弗尝，祷祀非恤。 傃
幽告终，怀和长毕。 ［1］2473－2474

如果不是痁疾给陶渊明的晚年带来了太多
的不幸，颜《诔》断不会以一连串的疑问语句感慨
祸福无常，诘问天道不公，叹恨德行无凭。

二、 陶渊明晚年痁疾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陶渊明久困于痁疾，促使其生活方式与诗歌
创作几乎发生了同步的变化。 清人顾易《柳村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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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义熙十二年丙辰”条云：“有《示周祖谢三郎
诗》……有《八月于下潠田舍获诗》。 按公自昔躬
耕抱疾，至此垂老而犹作苦，然《晋传》云‘不营生
业，家务悉委之儿仆’，当是年愈高、疾愈剧，亦不
复能作苦也。 此后获诗亦不再见。 ”［10］41－42顾谱明
确把《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定为陶渊明
耕获诗的绝响，而且指出此后他“年愈高、疾愈
剧，亦不复能作苦也”，是极有见地的。 不过，如果
把陶渊明染痁前后的诗歌创作作一番通盘比较
与研析，就可以知道痁疾对其创作的影响已经远
远超越了耕获诗的单一范畴。

1. 从“力耕不吾欺”到“嗟来何足吝”
先秦儒家宣扬“禄足以代其耕”（《孟子·万章

下》），认为耕稼乃“小人”之事，无涉于“大人”君
子之道。 大约在归耕之前，陶渊明已不满于先儒
的这一偏见。 《劝农》诗云：“舜既躬耕，禹亦稼穑。
远若周典，八政始食。 ”亲预农事之后，他更加坚
定了“躬耕自资”的信念，《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二首》其二云：“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
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躬
耕有年之后， 乃以 “衣食当须纪， 力耕不吾欺”
（《移居二首》其二）自勉勉人。 他所遥慕心仪的古
代高士如长沮、桀溺、荷蓧翁等人（见《劝农》、《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
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扇上
画赞》等诗），也都是安于躬耕、自食其力的典范，
且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不耕而食者报以鄙
夷不屑。 陶渊明也曾质问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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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样的心态，陶渊明不
惮劳苦，励志躬耕十余年之久，并创作了《归园田
居五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
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等一批经典的耕获诗，
其他如《归去来兮辞》、《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和刘柴桑》、《饮酒二十首》的若干诗篇、《移居二
首》其一、《杂诗十二首》其八等作品也略涉耕劳
之事。 这些诗描写了他安于躬耕、栖居田园的丰
富人生体验， 也形成了他平淡深永的独特诗风，
具有后人不可企及的艺术魅力。

然而痁疾缠身之后，陶渊明虽然也偶尔“朝
为灌园”（四言《答庞参军》），从事一些体力较轻
的劳作，但与前期的励志躬耕相比已不可同日而

语。 《晋书》本传说他“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
仆”，应有事实依据。 在《有会而作·序》中，他仍以
“颇为老农”自居，不过整首诗却是一首地道的叙
贫求食之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
所羡，孰敢慕甘肥。 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 岁
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恨蒙袂
非。 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 斯滥岂攸志，固穷
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 ”为了生存，他
摒弃“不食嗟来之食”的古训，心存感激地接受他
人的馈济。 据《晋书》本传，江州刺史王弘与他相
识后，“至其酒米乏绝， 亦时相赡”， 可与其诗相
证。又《乞食》诗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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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 衔戢知何谢，
冥报以相贻。 ”总之，在老迈衰弱、贫病交加的情
况下，陶渊明已无法维持“躬耕自资”的生活方
式，不得不背弃“力耕不吾欺”的人生理想，亦不
得不接受必要的赡济。

2. 从“栖迟固多娱”到“慷慨独悲歌”
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

十首》其十六），虽“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五柳
先生传》）而不改其乐，大得颜子之风。 稍长之后，
进一步养成了“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
主簿二首》其一）的恬适情趣。 在酝酿归耕期间，
他虽再次经历“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萧索空
宇中，了无一可悦”的严峻考验，但依然坚定地表
示：“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癸卯岁十二月
中作与从弟敬远》） 在由酝酿归田到躬耕自得的
漫长生涯中，他不断地丰富自己栖居自娱的生活
方式。 其诗自叙云：“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时
运》）“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 ”（《辛丑岁七月
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
天。 ”（《连雨独饮》）“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 其五）“既耕亦已种， 时还读我
书。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春秋多佳日，
登高赋新诗。 ”（《移居二首》其二）抚孤琴、品浊
酒、采秋菊、眺南山、读奇书、赋新诗，其生活的确
是丰富多彩的。 在他的一系列诗篇中，还把家乡
的春山、秋峰、芳菊、孤松、飞鸟、新苗、桑麻等习
常景观与平凡风物融创为令人神往的艺术世界，
难怪他为此而自豪：“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
（《九日闲居》） 甚至在一场夏日火灾将他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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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室付之一炬的情形下， 他依然气定神闲地声
称：“形迹凭化往，灵府长独闲。 贞刚自有质，玉石
乃非坚。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总之，励志躬耕
解决了他与家人的口腹之需，而琴书自娱、诗酒
相乐大大充实了他的心灵世界，并反过来进一步
坚定和巩固了他的躬耕志向。

然而身染痁疾之后，陶渊明开始受到顽疾与
饥寒的双重困扰。 虽然后期诗篇尚不失君子固穷
的本色， 但却明显增强了对于内心孤愤的抒写，
《咏贫士七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组诗所一一称
道的先贤如荣叟、原生（原宪）、黔娄、袁安、仲尉
等人，都是安贫守贱的典范，这与前期诗中心仪
长沮、桀溺、荷蓧翁等自食其力的高士相比，显示
出心态的微妙变化。 组诗还集中而细腻地描写了
自己的艰难处境。 此时他面临着饥寒交至的极端
困窘：“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 ”（其二）“弊襟
不掩肘，藜羹常乏斟。 ”（其三）此时他已无心研阅
诗书，还得白受家人的牢骚：“诗书塞座外，日昃
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 ”（其二）同时
也透露了对家人的愧意与无奈：“年饥感仁妻，泣
涕向我流。 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 ”（其七）少
壮时代，陶渊明自命为箪瓢晏如的五柳先生。 进
入中年，他乐于做安心耕躬的田园诗人。 而组诗
中的他，虽然不无尚友先贤、安贫守贱之意，但更
多地呈现出病穷困乏、 每不如意的老迈沧桑之
态。

陶渊明晚境之凄苦，在上引《有会而作》、《乞
食》诗中也有相似的表现。 宋李公焕《笺注陶渊明
集》引赵泉山评《有会而作》曰：“此诗述其艰食之
悰，尤为酸楚。 ‘老至更长饥’，是终身未尝足食
也。”［11］下册 215更确切地说，该诗表现出的乃是其晚
年饥困与悲苦俱增的艰难情态，与少壮时箪瓢晏
如的超然心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又苏轼《书
渊明乞食诗后》云：“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
人，此大类丐者口颊也，哀哉哀哉！ 非独余哀之，
举世莫不哀之也。 ”［11］下册 66清代王懋竑亦作《书渊
明乞食诗后》 曰：“渊明盖自度其身之必以穷饿
死，而卒无以报也。 其固穷之节，守死不移，已见
于此诗矣。 ”［11］下册 69但也有明清学人在没有全面
考察陶渊明写作此诗具体情境的前提下，对诗人
乞食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并对诗旨作出种种臆
断，贬之者认为本诗不过是“写其玩世不恭耳”，

褒之者认为其中寄托了诗人的“板荡陆沉之叹”，
或“不事二姓”的遗民之志［11］下册 67－69，索解愈深，离
真相愈远。

汉魏乐府，至东晋而中衰，陶诗亦罕用乐府
旧调，但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颇似刻意
“效古”。 “楚调”原属汉乐府相和歌的一种，而《怨
诗》为“楚调”之一，《乐府诗集》所收《怨诗》系列
的曲辞， 无一例外地贯穿着悲怨凄楚的情调 ［12］，
陶渊明这首诗也将“题中‘怨诗楚调’四字，写得
淋漓”［11］下册 73：“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结发念
善事，僶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
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
廛。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
愿乌迁。 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
于我若浮烟。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该诗大
概作于与庞主簿、邓治中即将离别之际，故有“离
忧凄目前”之语。 但全诗并不属意于别情，而是以
质问天道、鬼神开篇，然后从弱冠时的不顺写起，
历叙丧妻之痛以及旱灾、虫灾、水灾等种种考验，
缘此积年怨愤，篇末才发出了“慷慨独悲歌”的激
楚之音。 这与得痁疾之前的平和诗风相比，反差
是十分巨大的。

3. 从“浪莽林野娱”到“负痾不获俱”
“性本爱丘山”，乃是陶渊明走向躬耕的原动

力。 归耕之初，他在诗中创造了“羁鸟－归鸟－栖
鸟”的系列隐喻意象（分别见《归园田居五首》其
一《归鸟》、《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等诗），以示
其归田自得之意。 曾有学者指出：“陶渊明最为看
重的是心灵的安放，所以他诗中常见‘家’、‘庐’、
‘居’等字样，这不只是他的安身之处，更是心灵
的寄所。 ”［13］归田之后的陶渊明确实倾心于把家
乡的田园山水化成自己诗意栖居的自由世界，真
正去体验“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归去
来兮辞》）的闲雅情致。 若无伴侣，他就只身孤往，
自得其乐。 在《时运》诗中，他以叠章形式叙述了
一次暮春时节“偶景独游”的体验，前二章云：“迈
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
霭，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津，
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人亦有言，称心
亦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归园田居五首》其
五则叙述了一次山行的经历：“怅恨独策还，崎岖
历榛曲。 山涧清且浅，遇以濯我足。 ”有时他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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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时日，携家人同行。 其诗云：“久去山泽游，浪莽
林野娱。 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 ”（《归园田居
五首》其四）又：“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 ”（《酬
刘柴桑》）移居南村之后，他改与新邻同游。 如：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移居二首》其二）
又：“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
邻曲，同游斜川。 ……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
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 欣对不足，率共赋
诗。 ”（《游斜川序》）从以上诗篇可以看出，陶渊明
的这一爱好持续了十来年之久。

自从痁疾缠身之后，陶渊明“负痾颓檐下”，
行动自由大不如前，此后描写山水之乐的诗篇几
乎绝迹。 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大军平定关
中，国家稍呈统一气象，适逢友人羊长史奉史入
关，陶渊明颇欲远游但却力不从心，故其《赠羊长
史》诗云：“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 岂忘游心
目，关河不可踰。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 闻君
当先迈，负痾不获俱。 路若经商山，为我稍踌蹰。
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 ”痁疾诱发“脚疾”之
后，陶渊明行动更加不便。 《宋书》本传谓：“江州
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 潜尝往庐山，弘命潜
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 潜有脚疾，
使一门生二儿轝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 ”［14］

栗里去家本不太远，但他还是不得不借助于人力
之“篮舆”才得以遂行。

4. 从“负杖肆游从”到“无复东西缘”
躬耕期间，陶渊明一方面安于“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的宁静生活，同时也不废群居之乐。
无论是他“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
五首》其五），还是“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
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饮酒二十首》其十四），
都给他的平淡生活增添了许多喜乐。 在徙居南村
并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新邻之后，陶渊明还会
偶尔主动出访。 其诗云：“游好非少长，一遇尽殷
勤。 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 ……负杖肆游从，
淹留忘宵晨。 ”（《与殷晋安别》）他与新邻之间形
成了良好的默契，或共赏奇文，或登高赋诗，他们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相思则披衣，言笑无
厌时”（《移居二首》）。 彼此之间珍惜相聚的欢乐：
“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 感彼柏下人，安得不
为欢。 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 ”（《诸人共游周
家墓柏下》）他在五十之年还曾与“二三邻曲”组

织了一次斜川之旅，他们“临长流，望曾城……欣
对不足，率共赋诗。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
留”（《游斜川序》），大有效法晋人金谷之会、兰亭
雅集的意味。

自从身染痁疾之后， 陶渊明被迫困居在家，
无复朋从往来之好。 其四言《答庞参军》诗云：“岂
无他好，乐是幽居。 ”其中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故
五言《答庞参军》诗云：“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十分含蓄地道出
了自己交游零落的处境。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多病故人疏”条云：“唐包佶岭下卧疾，寄刘长卿
诗云：‘唯有贫兼病，能令故人疏。 ’盖用孟浩然
‘多病故人疏’与杜子美‘故知贫病人须弃，能使
韦郎迹也疏’。 ”［15］看来贫病而致人疏远，乃人世
之常情。 因此，庞参军的眷顾给他带来意外的惊
喜，以至于“三复来贶，欲罢不能”，并说：“自尔邻
曲，冬春再交，欸然良对，忽成旧游。 俗谚云，数面
成亲旧，况情过于此者乎？ ”（五言《答庞参军》序）
诗中亦开门见山地写道：“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
言。 ”大有一见如故之意。 清人蒋薰亦评四言《答
庞参军》曰：“相见恨晚，相别恨远，眷恋依依，情
溢乎词，视《长沙公诗》，真天渊矣。 ”［11］下册 20事实
上，陶集中虽赠答诗不少，但大多罕叙甚至全然
不涉交情，非独于族人长沙公如此。 对于五言《答
庞参军》的特殊性，梁启超亦曾在《陶渊明之文艺
及其品格》一文中略有论及：“集中送别之作不甚
多。 内中如《答庞参军》的结句：‘情通万里外，形
迹滞江山。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只是很平
淡的四句， 读去觉得比千尺的桃花潭水还情深
哩。 ”［11］上册 272此无他，在陶渊明幽居日久，倍感寂
寥之际，惟有庞参军赏其高趣，频顾其园，并赠之
以诗。 彼以良善之意来，陶渊明也报之以赤诚，故
而在四言、五言两首答诗中渗透了自己对友人的
感怀、珍重、思念、惜别、勖勉、祝愿、期盼等一片
肺腑之情，读来亦感人至深。

要之，在得痁疾之前，陶渊明与友朋、近邻
交往频密，来去自由，而在得痁疾之后只能被动
地等待客人“每每顾林园”，前后判若两人。 随着
交往的减少， 相关应景之作也随之趋少。 五言
《答庞参军》序云：“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 ”洵
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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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上述一系列对比分析充分表明，身染痁疾在
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陶渊明的生活轨迹，也在其诗
歌创作进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转折性作用。 概
而言之，痁疾终止了他的躬耕生活，也使其创作
由此前的躬耕主题与欢娱情调一变而为饥困主
题与凄苦情调。 此外，痁疾还妨碍了他的正常游
乐，并导致游赏山水、友朋往来等曾经熟稔的诗
歌题材逐渐淡出了他的创作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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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2 页）由此滋生的跨文化的各种方法，
基本回应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的哲学基础、价
值原则、理论资源、创新路径、研究模式。 这样，
以中国文化诗学为范式的比较文学， 才能够以
自己的理论观点与西方各种理论进行平等对
话，在实际上参与世界文学理论的重构工作。 于
此可见，跨文化的诗学，是比较文学学科建构的
基本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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