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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 
              ——论陶渊明对庾信诗文创作之影响 

李 晓 蓉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庾信是南北文风之集大成者，其在北朝创作的《拟咏怀》《小园赋》等作品受到了陶渊明诗

文的影响，流露出对自然的喜爱及对隐居生活的向往；陶渊明的《饮酒》《杂诗》以及庾信的《拟咏怀》

二十七首对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既有沿承，又有创新，是咏怀组诗发展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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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梁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中收录陶渊明的

诗文，并亲自作序以来，陶渊明诗文在晋代几乎隐

而不显的情况逐渐扭转。南北朝虽然不及唐、宋时

期文人对陶渊明的继承、学习程度，然而当时文人

的诗文中已能发现陶渊明的诗文及其精神气质对

他们的影响。庾信作为南北朝的文学大家，亦受到

这种影响，陶渊明诗文的题材、意象、写法、风格

等在庾信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一、庾信受到陶渊明影响的渠道 

庾信通过什么渠道能够读到陶渊明的作品，最

有可能的是《文选》。尽管庾肩吾和庾信分别做的

是梁太子萧纲的中庶子和抄撰学士，但是由于和萧

统在世的时间相距不远，庾肩吾父子应当看过《文

选》。庾信熟读史书，《宋书•隐逸传》中对陶渊明

也有较详细的记载，故而他们对陶渊明的事迹与诗

文必然有所了解。 

萧统不仅将陶渊明的作品选录入《文选》，而

且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了与陶公有关的意象，例

如： 

“走野马于桃源，飞少女于李径。优游泉石，

放旷烟霞，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谒孤松之君

子。”（《锦带书十二月启•夹钟二月》） 

“郁郁丹城，并挂陶潜之柳。”（《锦带书十二

月启•中吕四月》） 

“既传苏子之书，更泛陶公之酌。”（《锦带书

十二月启•南吕八月》） 

诗中出现了三个重要意象：桃源、五柳、酒，

体现了萧统对陶渊明塑造的桃源美景的喜爱，对五

柳先生不慕荣利、安贫乐道以及他的大量诗文中展

现的诗酒风流的高度赞赏。当时其他的皇族，如萧

绎等也在诗歌创作中表现出对陶渊明的隐者之风

的崇敬。此外，庾信的祖父庾易曾被朝廷征召，但

并未出来做官，所以滕王逌称他为“征士”，说他

“隐遁无闷，确乎不拔，宋终齐季，早擅英声”[1]51

（《庾信集序》），因为这一隐逸传统，所以庾肩吾

对以陶潜为代表的隐士也十分尊敬，例如他的《谢

东宫赐宅启》中有：“况乃交垂五柳，若元亮之居；

夹石双槐，似安仁之县”，《赠周处士诗》中的“三

径没荒林”“篱下黄花菊”，无不脱胎于陶渊明的诗

文，可见他对陶潜高洁志趣的由衷钦佩。陶渊明作

为隐士的代表，受到了自天子至群臣的尊敬与赞

赏，在他们的诗文中屡次出现陶渊明诗文中相关的

意象。所以庾信受到陶渊明的影响，与当时推崇隐

士风流的大环境、以萧统为代表的政治力量对陶渊

明的大力传播、庾信祖父的“处士”身份和父亲对

陶潜的激赏等原因分不开。 

二、庾信对陶渊明隐居情怀的继承 

上文已论述庾信当对陶潜有所了解，而萧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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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陶渊明集序》中的一句话颇能反映渊明和庾

信不同的境遇：“玉之在山，以见珍而招破；兰之

生谷，虽无人而尤芳”[2]9，渊明的文才虽然在当时

不为众人知晓，但也因此他能够选择自己的人生道

路，没有外界不可抗的因素逼迫他因事违心。然而

庾信所处的环境则迥然不同，他因文名之高而受到

西魏、北周统治者的礼遇，但也因此而遭到强留，

无法归国，这正是他晚期一切烦恼忧郁的来源。虽

然无法像陶渊明能够选择归隐，远离政治，但他的

诗文中反复出现的归隐之志则是对陶渊明精神的

回归。 

庾信在北地创作的《拟咏怀》，是对阮籍开创

的《咏怀》诗的模仿。他在出仕北朝后，深受亡国

之痛，思己孤独与寥落，心中有所郁积而不能直言，

故而以诗抒情。《拟咏怀》总的主题是“乡关之思，

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 [1]229，而诗中表达的感情

则是复杂的，其中有几首诗歌集中反映了他的隐居

情怀。  

“横石三五片。长松一两株。对君俗人眼。真

兴理当无。野老披荷叶。家童扫栗跗。竹林千户封。

甘橘万头奴。君见愚公谷。真言此谷愚。”（庾信《拟

咏怀》其十六） 

“怀抱独惛惛。平生何所论。由来千种意。并

是桃花源。榖皮两书帙。壸卢一酒樽。自知费天下。

也复何足言。”（庾信《拟咏怀》其二十五） 

陶渊明对自然是一种由衷、天生的喜爱。从对

自然的喜爱，到对自然人格的维持，是他一生不变

的立场与追求。陶诗中并不乏沉重、哀伤基调的诗

文，但诗人在面对自然时基调常是明快的，由此而

知他的心境也是轻松愉悦的。他对自己归隐之前的

人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以及总体的概括，他认为自己

做官乃是“误落尘网中”（《归园田居》其一），是

对真我的羁绊与束缚，所以毅然选择离开，回归自

然。而庾信在《拟咏怀》中，回顾自己的人生，则

是一种迷乱、 郁闷的心态。我们通过两者的人生

经历可以发现，陶渊明出仕是出于压抑、不乐的状

态，而庾信在南朝为官时则是志得意满的，随着出

使北朝，强留为官，祖国灭亡等大事件的发生，他

的人生变得曲折不定，无法掌控在自己手中，所以

他一再哀叹“平生何所论”“也复何足言”“由来千

种意，并是桃花源”，这句诗非常值得玩味，诗人

的“千种意”蕴含着多少他平生的感慨，可以说这

三个字就能笼统地总结出《拟咏怀》中表达的所有

感情：历经丧乱，无所栖身的悲凉，失节的痛苦，

对故国的怀念，对世异时移，人事皆非的慨叹……

而最终他的意愿却仅指向了一个——桃花源。这个

意象出自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而在这句诗中诗

人究竟向往桃花源的什么，也是值得深思的。 

首先，桃花源居住的人们生活宁静美好，是世

外隐居者的理想的写照。庾信可能心羡于桃花源人

民的内心的平和淳朴、闲逸安适，所以他只想过简

单而自足的书酒生活。其次，桃花源的一个特点是

完全隔离于乱世的纷争，那里的居民“自云先世避

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陶渊

明《桃花源记》），是他们为了避乱而寻找到的一片

乐土。而桃花源的美好景象与南朝陷入战争时的

“桂林颠覆，长洲麋鹿。溃溃沸腾，茫茫墋黩。天

地离阻，神人惨酷”（庾信《哀江南赋》）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桃花源的居民对外界政治的兴衰、战争

的残酷而感到惋惜，庾信用桃花源的典故可能也反

映出对当时政治的影射，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一片能

够避乱的净土。尽管在北朝时他因文名之高而受到

统治者的尊重、礼遇，权位不断上升，但是他在北

周也并未隔离于政治的漩涡。一介羁臣，无势无党，

而他则有意于疏离北周政治权利斗争的漩涡，不再

像年轻时的志向高远，谈论国家大事。对“桃花源”

的向往正是庾信晚年的心态写照。 

《小园赋》的创作背景和《拟咏怀》相似，都

以乡关之思而发为哀怨之辞，抒发了庾信想做隐士

而不得的悲哀心境。这篇赋中有陶渊明诗文的影

子，可和《归去来兮辞》比较，陶渊明在文章开头

的反问“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却是

庾信真实心境的写照，他处在异国，身不由己，无

法像陶渊明一样选择自由、随性的田园生活。但在

环境清幽的小园之中，至少可以暂时栖迟，获得内

心片刻的轻松宁静。渊明认为自己做官乃是“深愧

平生之志”，尤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归去来兮辞》

中流露出一种脱离羁绊、回归田园的愉悦与轻松，

语言清新自然，四字、六字、七字句错落有致，语

气或从容，或轻快。庾信的《小园赋》相对渊明，

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如描写小园景物：“桐

间露落，柳下风来”，“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

竹”，文中已多属对，乃是作者有意识的经营，和

南朝时期赋文骈俪化和庾信之善写赋文有密切关

系，但并不死板、凝滞，显得清新明快。但是渊明

的文中感情基调是欢喜的，反映的是隐居后的自在

生活，而庾信文中的基调则是悲伤的，反映了他欲

隐居而不得的无奈与哀痛，故而作者在赋中展现的

小园，是一幅很不协调的画面，虽然有鸟语鱼游，

但整体给人以凋残荒凉的感觉。“三春负锄相识，

五月披裘见寻”，他也想如渊明一样，与农人一同

耕作，在田园生活中得到暂时的忘怀，但他始终无

法摆脱“山崩川竭，冰碎瓦裂， （下转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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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在体性欠缺、即集体与个
人的这一重要区分点所致。而拉拉对二者的选择，
都是其自由伦理的选择。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对
帕沙的选择，理性主义成分高于个人主义成分，而
对日瓦戈的选择则是，个人主义成分高于理性主义
成分。因此，自由伦理的选择要受多方面的、甚至
来自不同位面因素的制约，它显得捉摸不定又孱弱
易碎。无论其何种选择，都体现出拉拉对于个人精
神自由的勇敢探索，而这种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无
畏品质是值得赞颂的。 

结语 

作品《日瓦戈医生》通过对革命浪潮下个人命
运与遭遇的叙事，关注个体的内心生命感觉，揭示
了个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可替代也无从消失的
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个人与历史的抗争是两种
伦理的抗争。无论是安季波夫投身革命的动力，还
是日瓦戈寻求安宁的希冀，亦或是拉拉数次痛苦的

犹豫——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源于个人的生命感
觉，是他们依据其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依据自己
所理解的美丑善恶、依据自己的心之所向而作出的
自由伦理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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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8 页）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小园

赋》）的社会现实，以及自己屈节仕北的精神负

荷、远离家乡的悲愁。如果说桃花源是作者从渊

明处得来的精神净土，那么小园就是庾信在现实

中得以暂时栖迟的家园。 
三、陶渊明、庾信对咏怀组诗的继承和发展 

阮籍创作《咏怀》诗八十二首，开创了政治抒
情组诗的先河，文辞隐蔽，难以揣测具体的意蕴。
陶渊明在追求诗歌的深远意旨方面受到了阮籍的
启发。如《拟古九首》各诗皆托词以寄意，不像其
他诗歌那样明晰，可能因为是易代后伤时感怀之
作，所以和阮籍《咏怀》诗颇多类似之处。庾信仕
西魏后，身受亡国之痛，心中有所郁积而不能直言，
故摹仿阮籍而作《拟咏怀》二十七首。他在阮籍、
陶渊明咏怀类组诗的基础上，又融合了自己的特
色，使咏怀组诗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 
倪璠注《拟咏怀》云：“子山拟斯而作二十七

篇，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 [1]229

统观全诗，对故国的深情怀念是《拟咏怀》的中心
主题。庾信学问广博，熟读经典，用典是他咏怀诗
的一大特色，在诗中他经常用苏武李陵、荆轲，申
包胥、嵇康等典故，曲折地将痛苦哀怨的内心情感
表达出来，以寻求自我解脱和慰藉。 
在写法方面，庾信的拟咏怀除了巧妙用典外，

还出现了大量对偶句，与之相关的是诗歌并置式意
象组合的增加。随着诗歌经历了六朝时期，意象组
合的趋势逐渐向并置式发展。梁、陈诗歌渐多俪句，
六朝诗歌比汉魏古诗更加注重声律和对偶，因而是
一个从古体到近体的过渡时期。其中还经历了陶渊

明建立在对偶基础上的意象并置的大量实践和创
新，其《饮酒》《杂诗》与阮籍的《咏怀诗》一脉
相承，在并置手法的使用方面起到了阮籍和庾信之
间很好的桥梁作用。庾信能够自由地运用大量对偶
句，与其善写赋文有密切的关系。南朝之赋尤工于
骈俪对偶，而与大多数赋中追求精美对偶、华丽辞
藻而无实质或真情实感不同，《拟咏怀》中的对偶
句不但言而有物、而且饱含诗人最真诚的情感。 
和阮籍、陶渊明的咏怀类组诗不同，庾信的这

一组诗中无一首涉及神仙之事。阮、陶尚能想象在
逍遥自由的神仙世界中暂时解脱现实的苦闷，但庾
信却始终沉陷于人生的悲愁与现世的苦难，或时时
回首，聆听历史的悲歌，缅怀过去的英雄。其诗也
许不及陶渊明诗的清新自然，但《拟咏怀》诗的厚
重感实际是诗人对人生最真切的体会，故能引起后
世千百年中失意之人的共鸣。 
陶渊明经历了晋宋易代，最终抛弃官场，选择

隐逸；庾信饱尝亡国之痛，最终无奈在异国终老，
他们都在诗歌中选择自然作为心灵的栖息地。庾信
虽然后来仍在北朝为官，实际上却是精神的隐者，
其隐逸思想、诗中的自然情怀受到了陶渊明的较大
影响。在咏怀组诗这一诗歌体系中，他们继承阮籍
之咏怀诗八十二首，又影响了后世陈子昂、张九龄
等人的咏怀组诗创作，实为咏怀组诗创作之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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