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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好问对陶渊明的为人和诗歌极为称赏。他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影响最大的接受
成果是在《论诗三十首》中精到地评论了陶渊明的艺术特点和人品风流。其五言古诗《饮酒
五首》、《后饮酒五首》等是接受陶诗最直接的成果，该组诗真醇似陶，但其中关注现实的执
著热肠和豪爽语句仍然不能自掩个性。他还在诗歌中频繁使用陶渊明成语且富有创造性。
元好问之所以接受陶渊明，与他自觉弘扬风雅、继承中华正统文化的心态有关; 还受到北宋
苏轼、金朝赵秉文等人的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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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是金源诗坛上的领袖人物，是继李白、
杜甫、苏轼等人之后的又一优秀大作家，其对陶
渊明的关注和接受尤其值得重视。据姚奠中主编、
李正民增订《元好问全集》 ( 增订本) 统计，元
好问今存诗歌一千三百八十七首，其中明显留有
陶渊明及其作品印记者近一百首，另有三十篇左
右乐府、文章和传记涉及陶渊明及其词语。元好
问对陶渊明的作品和为人都十分推崇，他的接受
有自己的特点和创造，主要表现在对陶渊明及其
作品的精到阐释和创作学习上。

一、异代知音与诗中柱天手
元好问对陶渊明的为人极为称赏，陶渊明的

高洁令他油然敬仰，表示如果九原可作，死者复
生，一定“寒泉荐芳菊”，献上一枝插在清凉泉水
里的芳菊。他称许陶渊明 “义熙留在陶元亮”
( 《怀安道中寄怀曹征君子玉》) 的高节［1］，对陶
渊明的隐逸饮酒、读书自娱的志趣十分向往，曾
作《遣兴》云: “几案满书史，欣然忘百忧。一
篇诗遣兴，三盏酒扶头。千载陶元亮，平生马少
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复何求。”［2］其 《寄题沁州
韩君锡耕读轩》名为题人耕读轩，实际可作一篇

颂陶之作看。诗云:
束带见督邮，甘以辞华轩。啸傲南窗

下，且乐我所然。斜川今在亡，问津有遗
编。行寻柴桑里，遂得桃花源。桃源无汉
魏，况复义熙前。读书与躬耕，兀兀送残
年。渊明不可作，尚友乃为贤。田家岂不
苦，岁功聊可观。读书有何味，有味不得
言。遥知一尊酒，琴在已亡弦。［3］

“辞华轩”，方能 “且乐我所然”。披阅陶集
先识斜川、柴桑之美，进而渐入桃源佳境。接着
由书中所得转入实境实感，拈出陶生三味: 读书、
躬耕和饮酒。诗中所云琴外之趣，正是真性流露
与天合一的境界。渊明识别此味，诗人元好问悟
得此味，亦欲所赠之友因此共鸣。又 《虞乡麻长
官成趣园二首》之二云: “蹉跎匡山游，烂漫彭泽
酒。慨然千载上，怀我平生友。夫君负奇节，剑
气郁星斗。为吏非所堪，径去如避走。王官唐以
还，寂寞盖已久。柴车君来隐，清风动林薮。至
今溪上诗，往往在人口。渊明不可作，此士宁复
有?”［4］把朋友比作陶渊明，对陶渊明表示了千载
难逢的崇仰之情。他尚友陶渊明，在 《夜宿秋香

2012 年第 3 期
No，3，2012

九江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Jiujiang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 Edition)

( 总第 166 期)
( Sum N0 166)

ChaoXing



亭有怀木庵英上人》中以渊明自比，而在 《与西
僧伦伯达二首》之二中自谦 “渊明自比吾何
敢”［5］，都是出于同一喜爱景仰之情。可见，元好
问对陶渊明多么一往情深!

元好问对苏轼的文学成就十分推崇，但仍然
把苏轼诗歌的地位放于陶渊明诗歌之后，所以他
称赞友人杨飞卿诗作: “溯石楼 ( 贾岛) ，历雪堂
( 苏轼) ，问津斜川 ( 陶渊明) 之上” ( 《陶然集诗
序》) ［6］。元好问论诗崇尚风雅正体，在他视野中
有一个雅正的传统，这个传统是由《诗经》、汉魏
建安、陶渊明等人相续传承的。他说: “五言以
来，六朝之谢、陶，唐之陈子昂、韦应物、柳子
厚最为近风雅。” ( 《东坡诗雅引》) ［7］“风雅久不
作，日觉元气死。诗中柱天手，功自断鳌始。古
诗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间陶与谢，下逮韦、
柳止。” ( 《别李周卿三首》之二) ［8］他在 《琴辨
引》中感叹: “今世爱陶诗者几人”［9］，就是因看
到陶渊明不同于世俗郑、卫之声，雅正有古意的
特点; 历观五言诗史，他把陶看作风雅传统中的
“柱天手”，五言古诗里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元好
问年轻时就以“诗中疏凿手” ( 《论诗三十首》之
一) 自任［10］，得到赵秉文赏识之后，更是牢记师
训，以天下文章为己任，纵横论诗，有上下古今
的大胸怀、大视野，论诗以“诚” ( 《杨叔能小亨
集引》) 为本［11］，努力引导文坛诗风回归风雅正
体，为此就需要树立学习的典范。而陶诗无疑是
元好问最为推崇的作品之一。其 《继愚轩和党承
旨雪诗四首》之二云: “今古几诗人，扰扰剧毛
粟。吾爱陶与韦，泠然扣冰玉。大雅久不作，闻
韶信忘肉。求音扣寂寞，一叹动邻屋。水风清鹤
梦，月露洗蝉腹。白头两遗编，吟唱心自足。谁
为起九原? 寒泉荐芳菊。”［12］陶诗冰清玉洁，雅正
丰韵，是他终生反复阅读吟唱的两种作品之一。

二、天然真淳与羲皇、晋人
元好问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影响最大的接受成

果是在他著名的《论诗三十首》中精到地评论了
陶渊明的艺术特点和人品风流。其《论诗三十首》
之四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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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前代读者的诗歌虽然论及陶诗，却没有专门
从艺术批评角度的论陶诗，在论诗诗史上，这首
论诗首先从审美上集中评价了陶渊明。前两句着
眼于陶渊明诗歌的艺术特点，主要突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天然”常新的特点，即语言朴素自然、
历久弥新的美，这是一种洗尽铅华，天然清真的
美丽; 其《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四首》之四表达
了相同的意思，可以作为“天然”的注脚，诗云:
“愚轩具诗眼，论文贵天然。颇怪今时人，雕镌穷
岁年。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
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乃知时
世妆，粉绿徒争怜 ( 一作妍) 。枯淡足自乐，勿为
虚名牵。”［14］“天然”在风格上与 “雕饰”相对，
在创作上是 “直写胸中天”，与 “雕镌穷岁年”
相对; 其《采菊图》二首之一亦云: “信口成篇
底用才，渊明此意亦悠哉。妄教诗景分留在，百
绕斜川觅不来。”［15］“陶谢风流到百家” ( 《自题
中州集后五首》之二) 是因其天然清新之美［16］，
而不是闭门苦吟、徒费精神的雕琢之态。第二方
面是“真淳”的特点，真淳应从艺术和性情两个
角度来理解。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对苏轼、黄庭坚
等人绚烂之极后归于平淡之论的继承和发挥，但
元好问没有使用枯淡之类的词语，而是选择了
“真淳”与 “豪华”对举，他是元好问不满雕饰
诗风、注重“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 ( 《杨叔能
小亨集引》，又《新轩乐府引》、 《陶然集诗序》)
观念的反映［17］; 因此，从诗作性情角度来看，真
淳是指返璞归真的淳厚，它更接近于道家的自然
之性，是去除物欲名利滞塞，摆脱世俗是非分别
观念影响，物我相亲、身心俱和的天性。这种醇
厚的天性在其源头上与陶渊明和元好问共同推崇
的上古民风一致， “与渊明 《桃花源诗》里 ‘淳
薄既异源’的 ‘淳’字含义相同”［18］。元好问此
诗作于二十八岁，与后期以诚论诗有所不同，
“诚”虽然也有真的意思，但更多地带有儒家伦理
道德中善的观念的内化特点; 而“真淳”，元好问
主要是在道的本源意义和社会的尚古意义上来使
用的，更接近于道家，类似于无目的而合目的的
审美意趣，与 “古淡”意义相近，古淡是就风貌
而言，真淳是就内核而言。元好问在其他诗文中
也曾经这样运用过这个词或者类似意蕴的词语，
如:

晋人禀赋例真淳，儿能读书知养亲。
( 《刘时举节制云南》) ［19］

陇坂经行十过春，也随风土变真淳。
( 《商正叔陇山行役图二首》之一) ［20］

自圣人以书契代结绳之政，大朴虽
散，天理之真淳者，犹在人也。 ( 《章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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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铁券行引》) ［21］

尧民羲皇去未远，日作日息天机全。
……废兴知经几今昔，淳朴别有一山川。
( 《汾亭古意图》) ［22］

独馀醉乡地，中有羲皇淳。 ( 《饮酒
五首》) ［23］

巧尽露天质，到眼皆奇探。 ( 《历下
亭分韵得南字》) ［24］

闻君作损斋，似觉豪华非。惩忿与窒
欲，百年有良规。 ( 《送钦叔内翰并寄刘
达卿郎中白文举编修五首》之五) ［25］

性情入吟咏，古淡无妖妍。酸咸与世
殊，至味久乃全。( 《赵吉甫西园》) ［26］

豪华非日损，信厚出天然。 ( 《綦威
卿毅挽辞》) ［27］

草圣前头一树春，豪华落尽祇天真。
( 《华光梅》) ［28］

不论是评文、评人还是评物，真淳大致指与
上古淳朴民性联系在一起的天性，这种真淳主要
是出于天然，所谓 “豪华非日损，信厚出天然”;
但借助修养或者酒力，为道日损，去除嗜欲，也
可落尽豪华，归于古淡真淳。有人将 “真”理解
为诗歌表现客体之真，理解为传神写照之真，元
好问虽然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真”来评价诗歌
的传神特点，但此处评价陶渊明之真却不能这样
理解，这里的真更倾向于修辞的天然朴素和诗情
的真朴淳厚。是 “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之真淳
“性情”、 “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自然 “性情”
( 《陶然集诗序》) ［29］，而非为华丽辞藻和嗜欲习见
所遮蔽的矫饰性情。

元好问以 “天然真淳”论陶诗是对苏轼、黄
庭坚、朱熹等人以自然平淡论陶意见的继承与阐
发，用语精到而富于审美感染力，后世遂成定论
和成语，每每为人所重复和引用。其中 “天然”
虽有自然之意，但更强调了天性无为的特点，“自
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故以天
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 郭象《齐物论注》) ［30］。
“真淳”中 “真”字是钟嵘、萧统、苏轼等论陶
者的共识，以“淳”字评陶前此少见，偶尔有之，
如宋代韦骧 《和孔彦常待郎癸酉冬雪》云: “淳
深等彭泽”［31］，许及之 《次转庵用坡公韵并简洪
樗野》云: “窠臼已脱卑晋宋，真淳更拟出陶
谢。”［32］陶渊明《饮酒》云: “羲农去已久，举世
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赵秉文 《和

渊明饮酒二十首》之二十云: “渊明非嗜酒，爱此
醉中真。谓言忘忧物，中有太古淳。”［33］元好问之
“真淳”实际从此化出。“真淳”联用评陶实非从
元好问始，而以 “真淳”专论陶从此却成不刊之
论。
“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两句是

着眼于陶渊明的人品风流的审美评价。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云: “引壶觞以自酌，眇庭柯以怡
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34］《与子俨
等疏》云: “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
至，自谓是羲皇上人。”［35］“南窗白日羲皇上”是
用陶文典实突出他 “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高
远萧散，不受世俗羁绊的隐士情怀。自 《晋书·
陶潜传》作者沈约开始，历代读者，尤其是宋元
读者，注重强调陶渊明不仕二姓、忠心晋朝的政
治节操; “未害渊明是晋人”实际是说，陶渊明虽
然是凌跨晋宋、萧然世外的高士，却不妨害他是
一位系心东晋王朝、不能忘怀世事的隐者，他忠
义节操依然是人们所崇敬的。有学者将 “晋人”
理解为晋代优秀诗人，认为 “未害”一句的潜在
意义在强调 “陶渊明无愧于晋代优秀诗人中的佼
佼者”［36］，恐怕不妥当。元好问对于人品和作品
不统一的潘岳曾给以委婉嘲讽: “心画心声总失
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
安仁拜路尘。”陶渊明性情在羲皇之上，诗歌意蕴
真淳如古，是人品与诗品相统一的优秀作家，最
为元好问所推崇，《论诗三十首》之四正是着眼于
此论文论人，标示一诗家榜样，但末二句旨在评
人，而非评诗。

三、前、后《饮酒》诗
元好问的五言古诗明显受到陶诗影响，陶诗

是元诗的重要源头之一。元好问 《饮酒五首》、
《后饮酒五首》等是接受陶诗最直接的成果。

《饮酒五首》题下注云“襄城作”［37］，襄城今
为河南省许昌市属县。好问 《酒里五言说》云:
“‘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此予三十六
七时诗也。”［38］ “去古日已远”为 《饮酒五首》
中的第二首。又好问 《清平乐》 ( 垂杨小渡) 词
小序云: “罢镇平归西山草堂”［39］，其所云 “西山
草堂”应当就是《饮酒五首》之一所云 “西郊一
亩宅”，元氏罢镇平令在金正大三年 ( 1225) 秋天
以后，时元好问三十七岁。则 《饮酒五首》为元
好问罢镇平令归襄城西山草堂时作。 《后饮酒五
首》注云“阳翟作”［40］，阳翟今属河南省禹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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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钺先生系此诗于金正大三年，联系诗中思想情
感与《饮酒五首》相似的特点，以及 “离官予亦
乐”的诗句，此诗当亦作于罢官之后，故从缪说。
《后饮酒五首》之五云 “我爱靖节翁，于酒得其
天”，显示了组诗与陶渊明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两
组诗，计十首，都是借酒抒怀言志之作，诗题源
于陶渊明组诗《饮酒二十首》。陶诗开此题后，唐
人柳宗元首效其题，作 《饮酒》诗 “绝似渊明”
( 《笔墨间录》) ［41］，聂夷中《饮酒乐》一诗豪放
中颇有陶风; 然以 《饮酒》为题，皆未能动俗。
自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出，效陶 《饮酒》为
题者开始盛行。写作数量较多者如苏辙 《次韵子
瞻和渊明饮酒二十首》、晁补之《饮酒二十首同苏
翰林先生次韵追和陶渊明》、赵秉文《和渊明饮酒
二十首》和《和渊明饮酒九首》等。王直方 《诗
话》云: “绍圣间，山谷见东坡 《和饮酒诗》，读
至‘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云: …… ‘东
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42］元好
问接受了这一观点，其《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
认为: “东坡和陶气象衹是坡诗，如云‘三杯洗战
国，一斗消强秦’，渊明决不能办此。独恨‘空杯
亦尝持’之句，与论 ‘无弦琴’者自相矛盾。别
一诗云: ‘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
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题。”［43］“丙辰”即元宪宗蒙哥
六年 ( 1256) ，为元好问去世前一年。但从此可以
窥探元好问对于苏轼等人和陶 《饮酒》诗歌的基
本态度，即元好问并不欣赏与陶渊明风格不类、
完全展现自我诗风的和陶作品，而是更加欣赏像
他的恩师赵秉文的和陶诗一样的 “古淡真淳”之
作。

因此，元好问的学陶饮酒诗也主要倾向于五
言古诗的雅正真淳，而努力摒弃逞才使气、锋芒
直露的风格。这十首诗主题集中，篇篇有酒，主
要立足自我之真，表达孤洁自守的超世志趣，境
界高远。 《饮酒五首》第一首写因酒见月，确立
“万古心”的高洁追求; 第二首疾伪慕真，希望借
酒回复真淳民风; 第三首遣发身外名利，虽不及
酒而实赖酒功; 第四首安守身内性分，借酒忽忘
祸机; 第四首写酒深真复而乐生，终于在醉中实
现了自我的憧憬。五首成一组合，结构紧凑，主
题集中。 《后饮酒五首》主要表达对 “万物寄一
壶”这种身心和谐、物我和谐境界的追寻，进一
步突出了酒具有 “圣教难为功”的神力。组诗文
字素净、简洁而不乏跌宕之美，时有精警之句，

如“愿将万古色，照我万古心”、 “去古日已远，
百伪无一真”、“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等句
令人惊奇之馀，复有回味之美，这些方面很得陶
诗佳处。

元好问叹往惜今，疾伪存真，由世风而追及
远古的思路与陶诗保持了一致性，而由己及人，
由追寻自我的忘俗忘物忘我的本真之性推广到
“尽醉区中民”，则更较陶显露地表达了元氏得益
于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关注现实的执著热肠。组
诗个别诗句仍然不能掩饰元好问豪爽的个性。如
“举杯谢明月，蓬荜肯相临。愿将万古色，照我万
古心”，“谁能酿沧海，尽醉区中民”，“浩歌天壤
间，今夕知何夕”，“大笑白与刘，区区颂功德”，
“一饮三百杯，谈笑成歌诗”， “庞通何物人? 亦
复为陶然”等诗句，实际与李白 “举杯邀明月”
( 《月下独酌》) 、苏东坡“今夕不知何夕” ( 《念
奴娇》) 之类的天真、豪放、傲然等气质更相近。

元好问有 《杂著五首》 ( 集陶句) 当亦作于
三十七岁时，所集陶句涉及陶渊明诗文 《饮酒》、
《游斜川》等二十四题。而尤以最后一首为出色，
诗云: “世短意恒多，时驶不可稽。感彼柏下人，
泫然沾我衣。运生会归尽，彼此更共之。理也可
奈何，一觞聊可挥。酒中有深味，情随万化遗。
西南望昆墟，灵人侍丹池。我无腾化术，帝乡不
可期。且极今朝乐，千载非所知。”［44］此诗虽集
陶，上下递接自然，表达委运随化、饮酒乐生之
旨，意旨畅达有味，可称集陶诗中的上乘之作。

三十七岁，对元好问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
点。元好问三十五岁中博学鸿词科后，在汴京史
馆任国史院编修官，第二年夏天告归嵩下。次年
夏过方城，从商帅完颜鼎至南阳; 秋又归嵩下，
“旋除镇平令，不久即罢去。”［45］元好问初仕为官
就首鼠两端，表现出矛盾心情。其 《方城道中怀
山中幽居》云: “技拙违时用，年饥与食谋。江山
贫士叹，日月贾胡留。楚客频招隐，文园故倦游。
衡门有幽事，还我北窗秋。”［46］因荒年谋食而出
仕，但一踏上仕途就禁不住怀念起陶渊明那样
“北窗”下隐居的生活。在镇平任上，他的心情动
荡、孤独甚至有些低落，其《镇平县斋感怀》云:
“老计渐思乘款段，壮怀空拟谩峥嵘。西窗一夕无
人语，挑尽寒灯坐不明。”［47］一叶落而知秋，何况
头已半白，时光荏苒，壮怀成空，故思乘坐 “款
段”之马，缓步优游，一想到此，彻夜难眠。他
在《自镇平暂往秋林道中寄家》诗中表达了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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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乡的惆怅: “风雨尘埃了半生，西山归去眼
增明。浮云夫壻今如此，莫遣迎门有叹声。”［48］与
陶渊明想象回家时 “稚子候门”的欢悦不同，元
好问想象的回家有些一事无成的黯然神伤，他毕
竟比陶渊明更想在现实中一展抱负，但风雨飘摇
－的时代和县令违心的公务都让他感到事不如意。
所以，这一年，元好问的思想是动荡的，在仕与
隐，济世与优游之间徘徊，他在年底作 《除夜》
总结云: “一灯明暗夜如何? 梦寐衡门在涧阿。物
外烟霞玉华远，花时车马洛阳多。折腰真有陶潜
兴，扣角空传宁戚歌。三十七年今日过，可怜出
处两蹉跎。”［49］身在官府，却 “梦寐衡门”; 仕途
折腰，难免归去来兮之想，在除夕之夜感叹 “出
处两蹉跎”。总之，三十七岁这一年，元好问的心
态是矛盾、动荡和惆怅的，“四十头颅半白生，静
中身世两关情。” ( 《镇平县斋感怀》) 眼看要四十
岁，对自身衰老迹象的敏感和时世遭遇的不满，
促使元好问思索人生，一度准备放弃仕途，追随
陶渊明追寻自由的生存方式。借助陶渊明的 《饮
酒》诗来浇灌胸中的块垒，这应当是元好问这一
年在创作上产生《饮酒》诗的现实动因。

四、多用渊明成语及其他
清人施国祁 《元遗山诗集笺注》笺注 《淮

右》一诗时云: “遗山诗用前人成语极多，陶、杜
句尤甚。”［50］这是学者在笺注元遗山诗时发现的事
实。举例如下:

仲经张君从予卜邻，得王氏之败屋
焉。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 《行斋赋
序》) ［51］

如何千载下，乃与茅焦比。 ( 《颍谷
封人庙》) ［52］

衡门在人境，三径深以悄。中庭八九
树，晨坐听百鸟。 ( 《虞乡麻长官成趣园
二首》之一) ［53］

思得菊潭酒，为公制颓龄。 ( 《九日
读书山用陶诗露凄暄风息气清天旷明为韵
赋十诗》之十) ［54］

由来马队非讲肆，况与彘牢通过路。
( 《戏题新居二十韵》) ［55］

浇愁欲问东家酒，恨杀寒鸡不肯鸣。
( 《秋夕》) ［56］

心远由来地自偏，不离城巿得林泉。
( 《过寂通庵别陈丈》) ［57］

东壁图书欣有托。 ( 《赠答雁门刘仲

修》) ［58］

陋巷陋复陋，老屋在人境。门前轩盖
多，闭户自幽屏。( 《曲阜纪行十首》之
四) ［59］

闲门无车马，明月即佳客。 ( 《留月
轩》) ［60］

眼中茅屋兴，稚子已迎门。 ( 《临江
仙》) ［61］

三径在，一枝安。小斋容膝有馀宽。
( ［鹧鸪天］《隆德故宫，同希颜钦叔知几
诸人赋》) ［62］

以上诸例划线部分基本引用陶诗文成句或者
成词，变化错落的地方不多; 但也时有新颖意趣，
如云“东壁图书欣有托”，主语改陶诗之众鸟为图
书，在另外的情境下使用陶语，顿生新趣。又有
一种，把陶语掰碎了，糅合进诗句，多有错落之
处。如《赵吉甫西园》: “筑屋临清流，开窗见西
山。人境偶相值，遂无城巿喧。”［63］套用陶渊明
《饮酒二十首》之五句式、拆散其语句，居然能够
自达情意。有时化用，融合几于无痕，如 《宿张
靖田家》: “山深饶风露，夜气凄以耿。”［64］化用陶
渊明《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山中饶霜
露，风气亦先寒”一句几乎令人不觉; 《饮酒》
“人会有归尽”［65］化用陶 《连雨独饮》“运生会归
尽”也很隐蔽［66］。

元好问赋菊花 ( 《丙午九日咏菊二首》、《野
菊座主闲闲公命作》、 《野菊再奉座主闲闲公命
作》、 《辛亥九月未见菊》) 、写景 ( 《内乡杂
诗》) 、题画 ( 《采菊图二首》、《武善夫桃溪图二
首》) 、铭物 ( 《无弦琴铭》) 等每好用陶典，隐寓
桃源、北窗 ( 5 次) 、南窗 ( 8 次) 等意趣。如其
《无弦琴铭》云:

厥初制琴，意寓于器。器如可忘，圣
则徒制。如陶所言，奚贵于琴? 羊存礼
存，大中之心。我琴无弦，弦会当具。尚
因正声，以识真趣。［67］

元好问《密公宝章小集》云: “渊明素琴嵇
阮酒，妙意所寄谁能量。”［68］“妙意”的传达需要
完整的琴的器具形式 ( “弦会当具”，会通徽，指
琴饰) ，真趣的获得需要因循雅正的音乐。形式
( 包括器具、乐曲等) 很重要，是 “妙意”这个
根本的容身之所，如果没有形式，和谐融洽的本
真之心 ( “大中之心”: 元好问《最乐堂铭》: “大
本在中，至和与融。”［69］) 就得不到维护。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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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礼存羊”一样( 《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
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70］，
为维护根本应当保留有关仪节，为因循雅正之声
获得真淳之趣，无弦琴应当配备琴弦和徽饰。元
好问此铭立意饶有新意，其宗旨主要归于儒家，
是对苏轼从佛教角度理解无弦琴的反拨 ( 关于苏
轼对无弦琴的理解，参拙著 《元前陶渊明接受
史》) ［71］。

元好问之所以接受陶渊明，与他自觉弘扬风
雅、继承中华正统文化的心态有关。陶诗体现了
他的风雅理想。前文已经述及，此不赘述。元好
问接受陶渊明还受到北宋苏轼、金朝赵秉文等人
的直接影响。清人翁方纲 《斋中与友论诗》云:
“苏学盛于北，景行遗山仰。”［72］元好问受苏轼影
响甚重，而苏轼乃极力褒扬陶渊明者，其言论和
行为自然受到他的重视。如元好问《东坡诗雅引》
云: “近世苏子瞻绝爱陶、柳二家。极其诗之所
至，诚亦陶、柳之亚。然评者尚以其能似陶、柳，
而不能不为风俗所移为可恨耳。夫诗至于子瞻，
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后人无所望矣!”［73］元好问
还在《题学易先生刘斯立诗帖后》、《跋东坡和渊
明饮酒诗后》等作品中多次提到东坡和陶之事，
可见其接受陶受苏轼影响之一斑。赵秉文乃元好
问座师，元氏一生视若精神之父，而赵秉文受陶
影响甚深，元好问不但可能读到他的和陶诗和赞
陶言论，而且认为赵秉文诗歌 “真淳简淡学陶渊
明”［74］。师之所好，每影响至于弟子。元好问之
喜欢陶渊明，赵秉文也是起了重要中介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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