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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渊明的名、字，来源于诸葛亮的名、字、号，表达了取名者对后者的仰慕和效仿之
意。二者的关联，自宋代黄庭坚以来也不乏论述，并由元至明，逐步形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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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我国魏晋时期的伟大诗人。关于他
的名与字，向来说法众多。如朱自清先生 《陶渊
明年谱中之问题》对渊明 ( 年谱) 名字十说进行
了总结［1］，之后陆续出现探讨文章①。但多围绕
名、字究竟是什么，以及渊明的改名情况进行讨
论。其说各有道理，但文章不准备就这些情况进
行论述。陶渊明取名与诸葛亮、《易·乾》关系密
切，与前者关联尤其紧密，学界对此多语焉不详。
文章拟以陶诸二人之关系为主线，以陶与 《易·
乾》关联为辅线，进行梳理。由于篇幅限制，本
文亦不全面比较陶渊明与诸葛亮之关系。

为便于观察，以下把陶、诸葛二人名字关联
的部分列出②。

诸葛亮名字号: 亮 孔明 伏龙 /卧龙
陶渊明名字: 元亮 渊明 潜 ( 龙)
陶渊明“元亮”一名应取自诸葛亮之 “亮”，

“元亮”二字即“始于亮”之意。“元”来自 《易
·乾》: “乾。元亨，利贞。”孔颖达疏: “元亨利
贞者，是《乾》之四德也。 《子夏传》云: ‘元，
始也’。”［2］《尔雅·释诂》: “元，始也。”［3］

以“元亮”为名表达对诸葛亮的向往，古代
也不止渊明一人。如辛弃疾 《临江仙·诸葛元亮
席上见和》“记取他年耆旧传，与君名字牵连。”
据邓广铭先生笺注， “耆旧传”即习凿齿所撰
《襄阳耆旧传》，亦名 《襄阳耆旧记》，其中记载
了少时居于襄阳的诸葛亮的生平事迹，稼轩此句

语意，盖谓诸葛元亮事迹也将像诸葛亮一样载于
史传［4］。显然，这里稼轩把诸葛亮和诸葛元亮联
系起来。除了两人共同的姓氏外，也由于其名字
“元亮”表达了仰慕“亮”的意思。

陶渊明 “渊明”一词应取自诸葛亮之 “孔
明”，“渊”取“渊源”义，即“渊源于孔明”之
意。 “渊”字出现在 《易·乾》中: “九四曰:
‘或跃在渊，无咎。’”《说文》: “渊，回水也。”［5］

《说文》: “源，水泉本也。”［6］ “渊源”二字连用
较早，表某物之源头，事物之本源意。如 《汉书
·董仲舒传赞》: “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
乎游夏。”［7］《三国志·魏书·管宁传》: “历观前
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党、樊英之俦，测
其渊源，览其清浊，未有厉俗独行若宁者也。”［8］

无论是 “元亮”还是 “渊明”，都可以理解
为渊源于诸葛亮，因 “元”与 “源”意同，此处
应取渊源之意，即诸葛亮是陶渊明取名之源。正
如明朱同所言: “士有当世不相知异世而相慕者
……如司马相如慕蔺相如字曰相如，陶渊明慕诸
葛孔明名曰元亮，字曰渊明，所谓异世而相慕者
也。”［9］

陶渊明“潜”之名暗含 “潜龙”之意，应取
自诸葛亮“卧龙”一号。
“潜”字最直接的联想应该是 “潜龙”，这个

观念主要来自《易·乾》里的记载:
初九曰: “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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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 “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 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

闷; 乐则行之，忧则违之; 确乎其不可
拔，潜龙也。”［10］

这里直接把 “潜龙”和隐士联系起来进行论
述，为古代士人隐居提供了观念基础。 《三国演
义》记载: “华歆素有才名，向与邴原、管宁相友
善。时人称三人为一龙: 华歆为龙头，邴原为龙
腹，管宁为龙尾。”［11］邴原、管宁曾隐居于公孙度
治下的辽东，然 “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度
已下心不安之。宁谓原曰: ‘潜龙以不见成德，言
非其时，皆招祸之道也。’遣令西还。”［12］这里管
宁以“潜龙”自拟，其“潜龙以不见成德”的说
法正来自《易·乾》“龙德而隐者也”。

其实，古人常常把有德行的隐士比喻为潜龙。
马融上《广成颂》云: “聘畎亩之群雅，宗重渊
之潜龙。”李贤注: “潜龙，喻贤人隐也。”［13］唐李
亢《独异志》记载: “后汉马略，年十七，闭室
读书。九年不出，三日一食，续命而已。乡里谓
之‘潜龙’。三十，谒桓帝，曰: ‘我，贤人也。’
遂拜关内侯光州刺史。略弃官入海，恶虫猛兽悉
避路。”［14］可见被称为“潜龙”者，得满足两个条
件，即“贤人”和“隐居”。

熟读经史的陶渊明脑海里对于 “潜”与 “潜
龙”的关联，以及潜龙的寓意无疑是很清楚的。
他在诗文中除了自称为 “潜”之外，用过三次
“潜”字，分别是:

众蛰各潜骇，草木从横舒。( 《拟古九
首》其三) 。

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 洁己
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

《感士不遇赋 ( 序) 》
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

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
《感士不遇赋》

“众蛰各潜骇”，据古笺，其来自 《礼记·月
令》: “仲春之月……始雨水……雷乃发声，蛰虫
咸动，启户始出。”［15］而《易》六十四卦以乾卦为
首卦，表明天地初开，万物始生，两者在节气方
面的描述有相通之处。但更关键的是后两次用法。
后两次“潜”字都来自 《感士不遇赋 ( 并序) 》。
汉代董仲舒写过 《士不遇赋》，司马迁也写过
《悲士不遇赋》。其主旨都是感士不遇。渊明读到

这两篇文章，心生感慨，也写下了同样题材的赋
作，在行文中加入不少自己切身体会。袁先生认
为此诗当是渊明初归田园之作［6］。“潜玉”指隐居
不仕，出自《论语·子罕》，子贡曰: “有美玉于
斯，韫椟而藏诸? 求善贾而沽诸?”子曰: “沽之
哉! 沽之哉! 我待贾者也。”［17］这里最值得注意的
是后一 “潜”字，其与 “跃”连用为 “潜跃”，
这就明显来自 《易·乾》: “初九，潜龙勿用。”
“九四，或跃在渊。”可见， “潜”字的使用，并
不仅仅是用其隐居的意思，无论是 “潜玉”还是
“潜龙”，都隐含了贤人隐居的意思。

再看看渊明如何用 “龙”字，也是很有意义
的。他的名字意指 “潜龙”，但故意隐掉 “龙”
字，只给人以联想，并不明白地说出来。他在诗
文中共用了四次 “龙”字，一次 “虬”字，除在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及地名
“龙山”两次外，其它两“龙”、一 “虬”都出现
在《命子》诗中， “御龙勤夏，豸韦翼商。……
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
集有汉，眷予愍侯。放赫愍侯，运当攀龙。”［18］

《命子》诗是渊明言及祖德并自励的文字，提及祖
先他充满自豪，所以毫不吝惜 “龙” “凤”等字
的使用，虽然这些字并没有全部直接用于其祖先。

所以，渊明名“潜”，一方面表明了希望隐居
的态度，另一方面应有暗喻渊明是“潜龙”之意。
关于这点，历代评家多有指出，如李梦阳 《刻陶
渊明集序》: “渊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复善知几，
厥遭靡时，潜龙勿用。然予读其诗，有俯仰悲慨、
玩世肆志之心焉，呜呼惜哉!”［19］清代李扶九曰:
“靖节生当晋末，天心人事，已大可知，潜龙勿
用，此其时也。故一旦翻然改图，不俟终日。”［20］

渊明名潜，暗喻“潜龙”，同时也指向诸葛亮
的“卧龙”一号。“潜龙”、 “卧龙”意思相通，
尤其在用来描述有德行的隐士方面。二者之通，
一方面，人们可以从字义上去推敲。这由中转词
“伏龙”看得更清楚。卧龙和伏龙意思相同。出于
徐庶之口，称 “卧龙”，出于司马德操之口，称
“伏龙”③。可见伏和卧意思相同。 《说文》也提
供了佐证: “卧，……取其伏也。”段玉裁注:
“卧，伏也。”［21］《说文》: “伏，司也。”段玉裁
注: “司也。……又引伸之为隐伏。”［22］而伏和潜
意思也接近。 《说文》: “潜，涉水也。一曰藏
也。”［23］潜伏，很早就二字连用，表隐藏之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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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小雅·正月》: “潜虽伏矣，亦孔之炤!”［24］

《三国志·吴志·吴主传》: “冬十月，权以大兵
潜伏于阜陵俟之，凌觉而走。”［25］其实，卧、伏、
潜，都有隐伏、潜藏之意。在这个意义上，卧龙
也可以称为潜龙。如 “ ( 版障潭) 下深无底，常
有潜龙，故又名卧龙潭。”［26］ “潜龙卧龙差可拟，
鳞鬛头角俱依然。”［27］另一方面，我们看古人评价
卧龙时，也用了不少 “潜”字，或明或暗，其指
向都是卧龙同于潜龙。如 “孔明卧龙者，潜伏躬
耕耨。”［28］“卧龙不终潜”［29］， “乘时泽四海，潜
跃志无求。诸葛人中龙，谨慎垂千秋。”［30］这里，
我们可以做出推测，即诸葛亮 “卧龙”之号也出
自《周易》“潜龙”，而渊明生于诸葛之后，其取
名又有指向后者的一致性，则取“潜”之一字时，
取名者内心不可能没考虑到诸葛“卧龙”一号。

渊明三个名字，或许来自亲友老师等人，或
许中年曾经自己改过名字。学界众说纷纭，难有
定论。然无论如何，渊明、元亮、潜三个名字都
有共同的指向，即表达仰慕诸葛之意，并暗含
《易·乾》哲理。一般人仰慕诸葛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诸葛大名早在三国时期就遍于海内［31］。其先
隐居后大展宏图的传奇经历激励了无数士人。更
不用说陶氏家族引以为傲的先祖陶侃曾经被认为:
“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32］所以渊
明的命名和诸葛发生关系更是自然。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可以结合渊明 《命子》
诗来进一步分析。虽然此诗讲述的是渊明自己对
给儿子取名的态度，但这段话可以视为他对长辈
为己取名的同情之理解。取名者给渊明命名的事
实固然重要，但渊明脑海中对此事件的认识更加
重要，因为后者才能在更大程度上真正影响渊明
的思想、行为。

名汝曰俨，字汝求思，温恭朝夕，念
兹在兹，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厉夜生
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
见其生，实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无
假。日居月诸，渐免于孩。福不虚至，祸
亦易来。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尔之不
才，亦已焉哉。［33］

从取名者看，长辈命名表达了自己对先贤的
仰慕。渊明给孩子命名，即表达了追慕孔伋之意。
而孔伋字子思，是孔子之孙，孟子之师，是号称
圣贤的人，可见渊明给孩子命名有足够的雄心，

而渊明家族也愿意在命名时表达对古人的向往。
从得名者看，前辈希望晚辈牢牢记住名字的

寓意，以积极进取，建功立业。即 “念兹在兹”、
“庶其企而”。正因为长辈命名表现出了巨大的期
望，所以晚辈面临不小的压力。如果不能达到前
辈的期望，他们往往非常自责。

因此，取名者给渊明命名表达对诸葛的向往，
寄予渊明以效仿诸葛的厚望，并给他带来不小的
压力，是在情理之中的。从这里，人们也可以理
解渊明的矛盾。他在出处之间的挣扎，除了儒家
思想的影响，家贫亲老的无奈，恐怕也和这种压
力有关。作为儿子，他理解长辈给自己取名的期
望，但他并没有成为诸葛一样的人物，所以在
《命子》中回顾了祖先的辉煌业绩之后，开始“嗟
余寡陋，瞻望弗及。顾惭华鬓，负影只立”。渊明
这种经历和心态，也让他对儿子产生同情之理解。
因此，他在提出巨大期望的同时，也希望儿子别
有太大压力，说“尔之不才，亦已焉哉。”看似认
同现实，却更见出了内心的无奈与不甘。

古人给孩子命名的心理活动，明代的王祎在
《戴琦字说》里说得非常透彻:

钱唐戴君德刚，命其嗣子之名曰琦。
既冠，其执友高则诚先生制其字曰景韩，
而其师胡龙臣先生属予紬绎其字之之义。
予惟古人命名制字，或因乎物，或因乎
事，旨各不同。因乎物者，孔鲤之类也，
因乎事者，郑寤生之类也。至于后世复有
因其人以为名字者，仲淹者，王通之字，
范希文慕其人以之为名焉，亮者，诸葛孔
明之名，陶潜慕其人以之为字焉，是故名
之，以纪其生。字之以尊其名者，古今之
所重，固不可苟焉而已也。今夫琦，美玉
之别称，而宋有大儒君子曰魏国忠献韩
公，实尝以为名，公当东都盛时，光辅三
朝，咸有一德，其丰功伟烈，虽伊尹周公
无以尚之。今戴生因其名以为名，岂不谓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颜何人也，希之则是，故居之而不让欤。
虽然慕其人，而名其名，将必效其人，而
称其名。《诗》不云乎: “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后人而不先哲之是效，而欲其
徳之成，业之就，吾未之见也。高先生之
以景韩字生也，所以教生尊其尊，贤其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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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亦既至矣。生其敬承之。生质美
而好学，夫苟充其志，而资之以无倦，强
其力而致之以不止。毋以先哲为不可及而
日图企及之，则其所成就，何可量也。生
其尚敬承之哉。［34］

这段长长的引文有几个信息值得重视。首先，
戴琦的名字是由父亲、父执、老师等人完成的。
其次，古人命名有几个原则，或因乎物，或因乎
事，或因乎人。再次，因前贤命名是希望激励命
名者效法先人，成就德业。复次，王袆认为渊明
以“元亮”为字，是由于仰慕诸葛亮的缘故。

后世人因为看到渊明取名是仰慕诸葛，他们
也由于仰慕渊明，而进行类似命名。据元代陈旅
《安雅堂集》记载，钱塘陆孔昭给斋居取名 “菊
逸”，陈旅曾为之赋诗，然未足以表达孔昭内心想
法，所以又让他作序。这篇序里，作者就把孔昭
慕渊明、渊明慕诸葛的关系点出来了: “孔昭名宗
亮，盖慕渊明之为人乎。然吾闻渊明中岁更字元
亮者，慕诸葛孔明也”。并认为他们的仰慕是 “惟
其心之可以相感”，所以 “渊明何必不为孔明”，
这无疑是非常通达而有见地的看法。［35］

其实，渊明名字与诸葛亮的关系，古人不乏
论述。目前笔者所见最早论述，乃为北宋黄庭坚
的《宿旧彭泽怀陶令》:

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
时，沉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
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
葛，骯髒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
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余时语
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
尚。属予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
魂，斯文或宜当。［36］

这里关于渊明有几个信息，关于名字方面，
首先，山谷把陶潜之 “潜”理解为 “潜鱼”之
“潜”④。其次，山谷认为渊明晚年更名，以 “元
亮”为号，乃是由于仰慕诸葛、耻屈身异代的缘
故 。

山谷视陶诗为学习典范，对之用功极深［37］，
其语如此，应有所见。元代刘壎评之云: “古今咏
渊明者多矣，独山谷翁深入阃奥，其怀陶令之诗
曰: ‘潜鱼愿深渺……斯文或宜当’此诗允谓得渊
明之心者。世以陶公为幽人隐士，非也。身逢禅
代，悲愤不自胜，欲如孔明绍休汉室，思致中兴，

而世无英雄如昭烈者可与兴复。既不可为，则姑
自放于诗酒而已。晚年以字为名，而别更其字曰
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慨见。或者但见其弃官彭
泽，归逸柴桑，遂以幽隐待之，误矣。”［38］正是山
谷此诗极好的注脚。

正因为山谷对渊明和诸葛之关系进行了联想，
后世把两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者不绝如缕。对
元代人来说，就已经有古人常常把渊明和孔明放
在一起比较的印象了，如元代虞集在《悠然亭记》
所言: “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论者以为
至当，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39］

陶渊明对诸葛亮有效仿之意，在古代逐步形
成共识。明代林俊在 《寄马钧阳》中云: “昔渊
明学诸葛亮，晩更字元亮。夫亮一心汉室，竭忠
悴殒星乃已，渊明八十日县令，即解印绶归柴桑。
其出处大不相类，其学亮断不自疑，后世亦无以
为非。”［40］可见，由元至明，渊明学诸葛亮，就已
在较大的范围内得到了认同。

注释:
①如刘禹昌．陶渊明名字考辩;王振泰．新辨梁
启超之陶渊明名字说; 徐声扬． 陶渊明的名
字号及 ＜桃花源记 ＞内涵专释; 范志新． 陶
渊明名字考辨;范子烨．陶渊明何以更名。

②渊明尚有诸多别名，如云“字深明、泉明”
者，则正如吴仁杰所云“其曰深明、泉明者，
唐人避高祖( 李渊) 讳故云。”因非渊明本来
名字，故本文不予讨论。吴说见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合编．陶渊明资料汇编
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 96 页。

③徐庶: “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司马徽: “‘儒
生俗士，岂识时务? 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
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 ‘诸葛孔
明、庞士元也。’”俱见《三国志》第 912 页。

④分别为《诗·小雅·鹤鸣》“鱼潜在渊，或在
于渚……鱼在于渚，或潜在渊”; 《诗·小雅
·正月》“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
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分别
见《诗经注析》第 529、5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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