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创刊

饮酒是魏晋名士的普遍风气。酒之于陶渊明，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曾经在《五柳先生传》中说：“性嗜酒，

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陶渊明是中国文学

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人。陶渊明在其《饮酒·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

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也就是说，

这些诗都是酒后所做。

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陶渊明的《饮酒》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诗人“实无醉意”，只是“借酒为题”，在十分清

醒的状态下，写出对现实的不满和对田园生活的喜爱，所写内容多寓感慨，大多谈及人生问题而非饮酒。学者们为

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还在陶渊明的诗中找到了证据，他在《饮酒》第二十首中写道：“但恨多谬误，君当恕罪人。”可见

其用心的良苦。这大概是受萧统“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①的影响。除此之外，

部分学者认为，《饮酒》组诗是在“为斯言可保”的避祸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是含有极大苦衷而故意隐晦曲折的，是为

了在当时十分险恶的环境下借醉酒来逃避迫害的。然而从语言角度仔细分析本诗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诗人虽

对“酒”只字未提，其实全诗句句写酒，写喝酒的感悟，句句蕴含着“醉意”。

一、酒醉之初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起）

诗的首联看似平淡，其实有五个词使用不一般，它们分别是“庐”“人境”“ 车马”“在”“无”。

“庐”一般注释为住房。如果满足这样的解释，就太不懂诗了。这个字的本义特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可引申为

简陋的住所，往往和茅草屋联系在一起，象征着普通百姓的住所。“车马”是很有钱、很有地位的人才能拥有的，它象征

高官显贵。于是“车马”与“庐”形成对立。“人境”是指诗人现在生活的人间。而“在”“无”两字又将“庐”“人境”“车马”

联系起来，这里潜在的意味，不仅仅是把房子建筑在闹市，而且还有另一层意思：住所很简陋，但是，无论车马多么华

贵，自己对此却没有感觉。初步看来，陶渊明似乎滴酒未沾，他清醒地告诉读者：我已经远离官场，与“车马”无缘。

其实，这是一种醉后真言，更是一种醉后狂言。可以想象诗人举着酒杯，仰天长啸：“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但何以见得诗人喝醉了呢？仔细分析诗歌的用字，我们在“人境”二字上似乎看出了一些端倪。我们都知道，人在喝

醉之后往往会说一些胡话、废话。诗人作为一个浔阳人，本来可以说自己“结庐在浔阳”———“我在浔阳这个地方盖

了一间茅草屋”，而诗人偏偏说自己“结庐在人境”———“我在人间盖了一间茅草屋”。作为一个尘世中人，诗人的房

子除了能盖在人间，还能盖在哪儿呢？诗人用“人境”代替“浔阳”，使得整句诗变成了一句典型的废话，可见诗人真

的喝多了，喝醉了。

随后诗人又以“而”字转折，将此句的重点落在了“无车马喧”上。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在现实之中，他

的门前真的没有车马喧哗；另一层意思是说：他已经脱离了官场，与那些达官贵人没有什么来往了。事实上，既然居

住在“人境”之中就不可能没有车马的声响，加之陶家是东晋开国元勋陶侃的后代，是浔阳最有势力的一族。尽管陶渊

明这一支已呈衰落，冷寂到门前无车马终究是不寻常的。因此诗人更侧重于表达第二层意思，并以“车马”二字代表名

利场上的竞争。同时这一句还体现了魏晋时期“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隐逸之风对士人的影响。诗

人的隐逸不是逃避现实，隐居到山林之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之中，超越世俗的喧哗保持内心的平静。这是诗人所追求

摘 要：陶渊明一生创作了大量以“酒”为题的诗作，其中《饮酒》组诗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大多数学者是从诗歌

的主题、意象以及诗中所表现出的作者心态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饮酒》组诗并不是酒后遣兴之作，诗人只是借酒为

题，表达自己对黑暗社会的不满。而此文换了一个角度，从词语使用、句式选用等语言学角度对《饮酒（其五）》进行赏

析，并得出了一个与众多学者不同的结论：这篇作品不仅仅是以“酒”为题，实际上句句有酒，在饮酒中感悟人生。

关键词：陶渊明 饮酒诗 酒

“品诗中酒味”
———陶渊明《饮酒（其五）》的语言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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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精神境界，是诗人内心的独白。

二、酒意正浓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承）

从语言学角度看，颔联最大的特点体现在设问句

和“心远”一词的使用上。

自古及今，特别是魏晋时期的人们极度追求金钱、

权利、地位。面对荣华富贵、声色犬马，一般人很难做到

听不见车马的喧闹，很难做到心平气和。然而诗人问自

己：“你如何能达到这种水平？”回答仅仅是简单的五个

字：“心远地自偏。”“远”这个字意义深刻，在这里它既

不是指距离的远近，也不是指时间的远近，而是一种超

脱世俗的、淡然处世的精神状态。用“心远”而不用“人

远”，显示出人是很近的，人就处在“人境”。正是由于人

近，才显出“心远”的反衬效果，构成一种悠然、飘然、超

然的境界。“心远”就是不受世俗物欲所牵绊，不受“车

马”所喧扰，哪怕居住在最热闹的车马路旁，内心也一

定会像偏居深山中一样平静。

颔联从哪里体现了“酒意”呢？诗人所采用的这一

特殊句式———设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诗往往注重

对偶，很少采用问句。诗人为什么要打破常规，冒险地

自问自答呢？仅仅是为了告诉读者吗？不是这样的。在

这里，诗人实际上采用了“赋诗”的写法（从西周初期到

春秋中叶，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

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即以主客问答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愿望。既然是主客问答，那么诗中本为明

知故问、自问自答的“设问句”，已经不再是诗人为了唤

起读者注意的自问自答。此时，诗人的眼前出现了幻

影，似乎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人，即自我内心的两重人

格。诗人的“自我”向“超我”发出疑问：“你为什么能保

持心灵平静呢？”“超我”回答说：“因为心远，所以地自

偏。”此时的诗人酒意正浓，醉到了顶峰，他晃晃悠悠地

端着酒杯，已经分不清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了。在这里

诗人的精神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由保持内心平

静到达了“忘世”的境界。

这开头的四句为整首诗歌奠定了一个“底色”，这

是陶渊明写这首诗时的心情基调。

三、酒意渐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转）

从用词的角度分析颈联，用的最好的是“悠然”

“见”“佳”三个词。

此时诗人从酩酊大醉中逐渐清醒过来，带着几分

醉意，开始采菊，开始欣赏周围的景物了，于是吟出了

“采菊东篱下”的诗句。这里有两个意象需要我们注意，

一个是“篱”（东篱），一个是“菊”（采菊）。“篱”和“庐”相

呼应，简陋的住所和朴素的环境是统一的和谐的，但是，

朴素中有美，那就是菊花。这个意象，有着超越字面的内

涵：“菊”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象征意义。《离骚》说：“照

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秋菊之落英”代表

一种高洁的品格修养。由此可知，一个“采”字，既写自然

的采摘，又兼及了人生选择；“菊”字，既写了采摘对象，

又隐喻了一种人生品格。诗人需要对生活有明确的认

知和判断后才能做出“选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选

择呀？全句动静结合，构成一幅完整的“采菊图”。它将诗

人内在的精神，显现为具体的感官对象，生成视觉和想

象的审美空间。与“采菊图”相对比的是“南山图”。

“悠然见南山”。“悠然”一词用得好，牟 在《诗话》

中说：“所谓悠然者，盖在有意无意之间，非言所可尽

也。”“悠然”写出诗人自得闲适之貌，形容不期而然的心

境。“南山”使悠然而动的神态如在目前。至于“见”字就

更不用说了，古往今来的学者对这个字进行了大量的

讨论。言“见”字妙者，以苏东坡为代表，认为精彩在“偶

然”：“采菊之次，偶然见之，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

喜也。”晁补之在《无咎题跋·题陶渊明诗后》也说：“‘见

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

情，趣闲而景远。”在这里，陶渊明将悠然闲适的心境与

无意见山的举动相结合。让读者感到映在陶渊明脑子

里的南山是一种朦胧的悠然的缥缈的轮廓。这是一种

精神上的飞跃，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诗人在醉眼

朦胧间已经分不清孰为自然、孰为“我”了。人的心与外

界环境都处于一种平和闲适的状态，都合乎自然之道。

诗人越来越清醒，所看到的不再是南山的轮廓，而

是具体景物。“山气”在视觉上呈现出由下而上的蒸腾

状，轻柔而飘逸，自然而自由，由此，“山”的静和“气”的

动相结合。“日夕”是傍晚的阳光，多彩而光艳，是视觉美

的描述。可以想象，“日”的圆与“光线”的直相互衬托，隐

喻人生的曲与直、圆与方，山色的暗和光线的亮相互交

织，它们自然存在却又变化奇特、五彩斑斓，山的直立和

气的柔媚相互统一，如此，构成一幅完美的“夕阳图”。

“佳”是诗人的赞美之语，也是这句诗的亮点，与前面无

意的恬淡的情感相统一相和谐。“佳”字，虽然是个不太

强烈的字眼，但是却显示出一种悠然的心境。如果换用

其他的词，如：灿、艳等，这种悠然的境界就被打破了。

诗人透过山气又看到了归巢的飞鸟，观察点越来

越小，对南山景物的描写由面到点、由静到动、由静态

的山到动态的山气再到飞鸟。“飞鸟相与还”，也是很平

静的、惯常的景象。它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与诗人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不夸张，不夸耀，不在乎是否有

欣赏的目光，甚至不关注是否值得自我欣赏。夕阳下

的山林美景万千，然而诗人为什么选择写山气和归鸟

呢？这是“日暮思归”这一永恒的诗歌主体所驱使的。

《诗经·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天快黑了，

Works·诗文评鉴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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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类似的还有望月思人，如唐张九

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

夜，竟夕起相思。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

赠，还寝梦佳期。”这里的“不堪盈手赠”与“ 路远莫致

之”有着共通之处，都是缘于所思之人远在天边，而无

法共赏这美好的景色，留下的徒有思妇的无可奈何。

晚清诗学批评家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里对

《古诗十九首》这样评价道：“‘十九首’所以为千古至文

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于所爱，莫不欲终

身相守，然谁不有别离？……言情能尽者，非尽言之为

尽也。尽言之则一览无遗，惟含蓄不尽，故能反言之，乃

足使人思。”这段评论同样适用于《庭中有奇树》，将思妇

的离愁、想念、欲寄还休的婉转心绪慢慢地传达出来，让

人在品读之间有了诸多触发，此中相思意更是万古同，

仅仅是这一点同情之意，都值得我们久久回味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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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找一个归宿来度过这漫漫长夜。此时，诗人就站在

自己的家门口，他是有自己物质上的家的，这里诗人想

寻找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家。借着还残存的一点酒意，诗

人将隐藏在内心的情感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出来：倦鸟

回家了，而哪里才是自己的心灵归宿呢？诗人看似在

描写“飞鸟相与还”这一温馨的画面，实际上是以此来

反衬内心的孤独、无奈、无归宿感。

四、酒醒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

尾联的关键词是一个“真”字，只有在没有心理负

担的境界才是真的。没有这样的“真”，就做不到“心

远”。所以清人吴淇说：“‘心远’为一篇之骨，而‘真意’

又为一篇之髓。”（《六朝选诗定论》）“真”是不用雕琢

的。雕琢就是有意，越是在语言上有意下功夫，就越显

示出人工的痕迹，就越是不真。这种境界妙在一种全身

心的体验，这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界：“得于

心会于意，但意不尽象。”语言永远也不能完美地表达

思想，永远也不能穷尽思想的全部，永远不是思想本

身。老子曰：“大辩无言。”对于大自然的真谛，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如果执着于语言，就是有意雕琢，就破坏

了自然、自由、自如的心态，故“欲辨已忘言”———作者

刚想说明，却马上把话语全部忘记了。这说明，诗人无

心的自由是多么强大，就连自己都不能战胜。这种真就

是人的本真，就是不但没有外在的压力，而且更重要的

是，没有自我的心理负担。进入这种没有自我的心理负

担的境界，人就真正轻松了，自由了。

从语言上讲，陶诗的语言是简朴的，他的诗中通篇都

是叙述，没有感叹，没有渲染，也没有比兴，与当时风行的

华丽的诗歌语言相反。虽然语言朴实，但字字精彩。

淤 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资料汇编（上册）》，中华书局

1962年版，第 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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