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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晚唐诗人司空图的诗文创作是考察其接受陶渊明影响的生动材料，结合司空图的
人生轨迹、思想倾向，更可以验证他对陶渊明的接受。考察司空图与陶渊明的历史性关联，
既可透视陶渊明在晚唐士人中的接受情形，亦可见中国士人思想、文学传统之传承与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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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 “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后世文人士
大夫对他的接受是多方面的，或思想行迹的追随
与效法，或诗文创作的继承和接力。晚唐诗人司
空图对于陶渊明的接受同样值得关注。阅读 《司
空表圣诗文集》，联系其人生履历，我们发现在司
空图与陶渊明之间，有着诸多先后呼应与相似之
处，如易代之际艰难的生存境遇、痛苦的内心挣
扎、名节意识、幽栖之趣等；同时他们之间又有
着许多不同之处，如人物思想情怀的侧重点不同
以及最终的命运有别。考察二人之间存在的历史
性关联，从中可窥陶渊明被晚唐士人接受之一斑，
亦可见中国古代士人思想、文学传统之传承流变。

司空图 （８３７－９０８年），字表圣，河中虞乡
人，新旧唐书均有传。司空图出身仕宦之家、书
香门第，于咸通十年 （８６９年）举进士，先后在
幕府以及朝中为官。期间值黄巢起事，天下大乱，
所谓 “风波一摇荡，天地几反覆” （司空图 《秋
思》），辗转仕途与退避之间数十年。《旧唐书》载
司空图曾四次归隐，最终隐居中条山王官谷。僖
宗朝因其义不归黄巢，诏书称其有 “巢由之风”，
列为 “行在三绝”之一，以示表彰。唐昭宗三次
召之，皆不赴，晚年自号知非子，又号耐辱居士。
“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济阴，不怿而疾，
数日卒”［１］。《新唐书》亦云：“朱全忠已篡，召为
礼部尚书，不起。哀帝弑，图闻，不食而卒，年
七十二。”［２］司空图自其３３岁举进士至７２岁离世，

其中有一半时间奔波于仕途劳碌，另一半则处于
隐逸闲居的状态，可谓家国情怀与幽栖之趣兼具，
忧愁苦闷与逍遥自得并存。综合考察陶渊明与司
空图的生存境遇以及人生轨迹，二人有不少相似
之处：皆出身仕宦人家，早年胸怀济世豪情，中
年遭逢家国丧乱，徘徊挣扎于出仕与隐逸之间，
最终都选择了归隐。同时，他们又同被当时以及
后世视为隐逸高人和忠节之士。若再进一步比较，
他们在排遣郁闷的方式上亦有一脉相承之处：取
训老庄、诗酒人生、幽栖之趣、亲近自然，甚至
对于花草动物的喜爱也具有一致性，如司空图同
样表现出对菊花的喜爱。

总之，中国古代士人如何进行出处行藏的抉
择，如何面对忠义节操的考验，在晋末宋初的陶
渊明以及晚唐五代之际的司空图身上，同样都得
到了集中的展示。而陶渊明对于后代士人包括司
空图的意义，则主要在于他真正躬行了 “独善其
身”、 “抱朴守真”的理论，提供了一套乱世之际
的生存哲学，尤其是如何处理济世与全身的矛盾，
如何保全士人珍爱的令名与节操，以及如何摆脱
世俗的樊笼、回归自然逍遥的人生境界等，可谓
内容丰富、形式生动。至于后代士人是否达到了
陶渊明的境界，则又因时代及个体的原因而呈现
种种差异，但是，他们从陶渊明这位 “隐逸诗人
之宗”那里获得过启示、汲取过营养，则是共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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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司空图咏陶诗文看其对陶渊明的接受
司空图写有不少咏陶诗文，从中可见陶渊明

在其心目中之地位和影响。下面首先以两首代表
性诗作，剖析司空图在诗中对前贤陶渊明的追忆
与认同。其一为 《书怀》：

病来犹强引雏行，力上东原欲试耕。

几处马嘶春麦长，一川人喜雪峰晴。
闲知有味心难肯，道贵谋安迹易平。

陶令若能兼不饮，无弦琴亦是沽名。［３］

这首诗写于８８１年春，是作者归隐山西中条
山王官谷的次年。开头两句叙事兼写景， “春麦
长”、 “雪峰晴”描绘的是盎然的春意，透露出隐
居生活的惬意；次一句中 “心难肯”表达的却是
对乱世闲居的不安，然又以 “道贵谋安”自我宽
慰； “末两句，以陶潜自况，表示一定要保持名
节。”［３］上述乃是诗歌大意。其实，这首诗更深层
次的意义在于它道出了始终存在于司空图内心的
矛盾与困惑，因为原本为官的士大夫选择退隐，
在逃脱名利纠缠的同时，也意味着放弃对国家和
君主的责任，甚至会落下借隐逸以沽名钓誉的罪
名。因此，司空图才会既庆幸自己在乱世找到了
隐居这条全身之策，又心存不安；也才会既仰慕
和认同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又对陶渊明以饮酒、
无弦琴所代表的魏晋风度有所拒斥。也可以说，
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接受和认同是有选择和有限度
的，这也许是二人最终命运有所不同的原因吧。

其二为 《五十》：

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
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

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
漉酒有巾无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３］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年代，学者考之已详：“光
启二年 （８８６），图５０岁。正月，因李克用进逼京
城，天令孜劫僖宗至宝鸡，图从之不及，留京城。
秋，有 《五十》诗。”［３］经过大半生的宦海浮沉，

诗人到了 “知天命”的年龄，开始深入反思社会
与人生，但他得到的只是对国家社会以及个体命
运的一连串失望，关键词 “陡衰”、“堪疑”、“一
半悲”都透露了这一点。诗之末句 “漉酒有巾无
黍酿，负他黄菊满东篱”，表明司空图是在拿自己
仰慕并效法的陶渊明为一面镜子，做一次自我鉴
定。诗中所用典故与陶渊明有关， 《宋书·隐逸
传》云：“（陶渊明）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
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著
之。”［４］司空图认为自己虽然闲居，却徒自衰老、
救国无策、养生无方，更无法从忧愁悲慨中获得
超越和解脱，感叹自己还是没有达到前贤陶渊明
的人生境界。此处的自我反省与解剖是全诗的点
睛之笔，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生动写照。此外，
司空图在诗文中用陶渊明的事迹和诗文作为典故
的案例有十几处之多，限于篇幅，略举数例如下。

乱后烧残数架书，峰前犹自恋吾庐。
（司空图 《归王官次年作》）

陶家五柳簇衡门，还有高情爱此君。
（司空图 《杨柳枝二首》之一）

五柳先生自识微，无言共笑手空挥。
（司空图 《歌者十二首》之一）

夕阳似照陶家菊，黄蝶无穷压故枝。
（司空图 《歌者十二首》之一）

不疑陶令是狂生，作赋其如有定情。
（司空图 《白菊三首》之一）

由上述例证可知：随着历史长河的流动，陶
渊明已成为唐人的历史记忆和文学记忆，而表述
文学记忆的常用的策略之一便是 “用典”或 “使
事”，这是中国古代诗文的常用手法，目的是令文
字更为精炼含蓄，亦显示作者之学识博雅。对此
刘勰于 《文心雕龙·事类》已有论述： “事类者，
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５］

陶渊明的事迹以及诗文成为后人写诗作文丰富的
语料库，与陶渊明相关的系列典故，已成为饱含
丰富意蕴的文化符号，它们不仅可以达到追忆历
史、缅怀古人的目的，更能传达作者、唤醒读者
在某些方面难以言传的深层体验。如 “五柳先生
自识微，无言共笑手空挥”，字面上五柳先生是古
人，而内涵上则是诗人自喻，读者读之却又感古
人、今人、古事、今情重叠合一。恰如陈寅恪论
用典之作用与效果时，有过一段很形象的描绘：
“古事今情，虽不同物，若于异中求同，同中见
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别造一同异俱冥，今
古合流之幻觉，斯实文章之绝诣，而作者之能事
也。”［６］尽管司空图与陶渊明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情怀与命运也有所差异。但是，从司空图诗文中
的陶渊明形象，我们看到了二人身影的重叠、心
灵的呼应，这与司空图有意识地接受了陶渊明这
位前贤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二、司空图接受陶渊明之文化意义
司空图接受陶渊明的意义，可从士风和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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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角度去追问与探寻，从中可见中国古代士人
思想、文学传统之传承与流变。较能体现司空图
晚年心态的散文是 《休休亭记》，不妨先以之为话
题，对士人心态之演变作一番历史考察，全文如
下：

司空氏祯贻溪之休休亭，本名濯缨
亭，为陕军所焚。天复癸亥岁，复葺于坏
垣之中，乃更名曰休休。休，休也，美
也，既休而具美存焉。盖量其才一宜休，
揣其分二宜休，耄且聩三宜休。又少而
惰，长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济时之
用，又宜休也。尚虑多难不能自信，既而
昼寝，遇二僧谓予曰： “吾尝为汝师。汝
昔矫于道，锐而不固，为利欲之所拘，幸
悟而悔，将复从我于是溪耳！且汝虽退，
亦尝为匪人之所嫉，宜耐辱自警，庶保其
终始，与靖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
下，复何求哉！”因为 《耐辱居士歌》，题
于东北楹曰： “咄咄，休休休，莫莫莫，

伎俩虽多性灵恶，赖是长教闲处着。休休
休，莫莫莫，一局棋，一炉药，天意时情
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黄金难买堪骑
鹤。若曰： ‘尔何能？’答云： ‘耐辱
莫。’”［３］

文中司空图叙说自己 “宜休”的六条理由，
多激愤和无奈之语；“尚虑多难不能自信”表明犹
豫不决、心有不甘；二高僧梦中寄语，实则可视
为作者的自我心理暗示：自己应该皈依早年即信
奉的佛教，不再 “为利欲所拘”，最终若能 “与靖
节、醉吟第其品级于千载之下，复何求哉”，意为
后人若能视我司空图与陶渊明、白居易为同一类
人，则此生足矣。史书一般认为 《休休亭记》是
拟白居易 《醉吟传》而作。然而，若从文学传统
上进一步追根溯源的话，《醉吟传》又可上溯陶渊
明的 《五柳先生传》、刘伶的 《酒德颂》；从士人
心态上则可追溯到更早的伯夷、叔齐、许由及庄
子等。仕还是隐，是士这一阶层自产生之后就要
面对的一个两难问题。出仕，是中国古代士人在
集权专制体制下参与社会政治、实现人生价值的
唯一途径，但又是一条坎坷和风险之路；隐逸，
是士人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保全自我 （生命或名
节）的方式，意味着不合作、不参与，但同时也
意味着放弃，意味着清贫与寂寞。面对这一困惑，
不同时代的士人做出不同的姿态。从不食周粟的

夷齐到逍遥竹林的七贤，从隐于田园的陶渊明到
隐于朝市的王维、白居易，再到后来的司空图、
苏东坡、辛弃疾等，他们不断地从前贤那里吸取
经验和教训，又经过不断地否定之否定，通过对
前贤仕隐模式的扬弃，找寻到切合自己的道路。

经过一代又一代士人的探索，他们才学会越来越
从容、越来越圆通地处理仕与隐的难题。陶渊明
无疑是中国隐逸文化中最富诗意和令人回味的一
笔，而司空图也在参考前人包括陶渊明的基础上，

提交了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同时也给后人留下
了思考与启示。

尽管司空图也曾认同并效法陶渊明、白居易。
但司空图还是独特的 “这一个”，晚年的他没有成
为亦官亦隐、参禅悟道的白居易，如其诗所云：
“不似香山白居易，晚将心事著禅魔。”（《修史亭
三首》）也没有做到像陶渊明那样自然与洒脱。因
此，司空图的隐逸的与陶渊明既有共性，也有差
异。共性在于隐逸都是他们在乱世的全身之道，

保持名节的策略，都有 “独善”的性质。差异则
在于，司空图基本上视隐逸为权宜之计，唐朝的
兴亡牵动他敏感的神经，用他的诗解释退隐的原
因乃是 “自致此身绳检外，肯教世路日兢兢”
（《退栖》）、“从来留振滞，只带临危济”（《即事二
首》），司空图始终无法解决忠君报国与隐逸自适
之间的矛盾，始终 “丹心向本朝”、 “不忍残年负
圣明”、怀有一颗 “老臣心”，“耐辱”也有一定底
线。最终他无法承受唐王朝覆灭带来的打击，随
哀帝之死做了唐王朝的殉葬品。至于究竟是 《旧
唐书》所云 “不怿而疾，数日卒”，还是 《新唐
书》所说 “不食而卒”，今人已无法考证。但是根
据司空图的思想性格和当时的老病之躯，个体生
命之光随唐王朝一起熄灭，也当在情理之中。而
陶渊明虽然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矛盾、排除矛盾带
来的痛苦，但他最终没有陷入绝望，而是找到了
自己的人生归宿，安顿了自己的身心。陶渊明视
归隐为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官场在他眼
里是对人自然本真的戕害，是对人的异化。“乱也
看惯了，篡也看惯了”（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
药及酒之关系》），归隐后的陶渊明不再牵挂改朝
换代之事，不再纠结于君主的命运，无论写景咏
物，还是赠答述怀，皆用相对超然的心态去体悟
蕴涵其间的大道。因此，如果就二人的关注点作
一比较，可否认为：司空图的关注点是外在的，
主要是王朝的兴亡；陶渊明的 （下转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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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求新求变，重视社会关怀，因而对前代范例
诗人的理解或是已然不同，或是关注点悄然变化，
而这正是宋诗努力塑造自身风格的理论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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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１］魏庆之．诗人玉屑［Ｍ］．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７８．２１１．

［７］［８］［１２］［１８］蔡正孙．诗林广记［Ｍ］．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

［１０］［１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Ｍ］．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１５．

［１４］旧题彭乘．墨客挥犀［Ｍ］．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２．３７６．

［１９］李壮鹰．诗式校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２００３．１５３．

［２０］杨胜宽．人品·气韵·诗史———惠洪论杜
及论诗述评［Ｊ］．杜甫研究学刊．２００２（１）：

１．

（责任编辑　秦　川）

（上接第１３页）
关注点则是内在的，主要是人自身的救赎与解放。
正因为有此差别———陶渊明思考的问题带有更普
遍和永恒的意义，他身后才会有更多的追随者与接
受者。

那么，陶渊明对于司空图的意义何在呢？从诗
文写作年代来看，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接受基本始于
避乱隐居之时，也只有这种时候，陶渊明才彰显其
特有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前代的陶
渊明、白居易等为榜样和示范，司空图如何在报国
与退隐的痛苦矛盾中找到了生存下去的理由，找到
可以平衡自己心态的精神支柱，正是通过效法陶、
白，他才获得些许超越意识，才不至于过早地精神
崩溃。

此外，司空图对陶渊明的接受除了可以引发上
述关于士人心态的思考，还有文风上的意义，主要
是他对自然、冲淡的文学审美观的强调和推进。在
诗歌形式上司空图没有刻意效法陶诗，综观《司空
表圣诗集》，未见拟陶和陶之作，诗集中五言古诗仅
７篇，其余多为绝句和律诗等。但是在诗美境界和
诗风追求上却与陶诗一脉相承、趋于一致，那就是
所谓的冲淡、自然的诗风。正如学者所论：“司空图
虽然没有把冲淡诗祖推到陶渊明，但却拈出受陶渊
明影响甚巨的王、韦诗作典范，这使他的诗歌理论
为宋人进一步发现陶诗冲淡有余味之美在诗史上
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７〗因此，如果从司

空图文学创作的总体文风，从他喜爱品诗论文以及
对陶渊明、李白、王维、韦应物诗风的推崇，再结合
《二十四诗品》中对自然、冲淡、高古、典雅等格的钟
爱，尤其是“落花无言，人淡如菊”、“孰不有古，南山
峨峨”与司空图的陶渊明情结相契合等，这些是否
也可以作为论证司空图其实就是《二十四诗品》作
者的证据呢？当然，这是另一个曾受热议的论题，
此处不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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