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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耶律履对陶渊明和苏轼的接受

和　谈

（新疆大学 人文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４６）

　　摘　要：金代契丹作家耶律履从思想到创作都学习陶渊明和苏轼，是契丹文学史上较为独特的
现象。究其崇陶的原因，一是其受先祖耶律倍的影响，二是辽亡金兴的时代背景使然，三是由仰慕
苏轼而及陶渊明。而辽、金时期推崇苏轼的文化背景，则是耶律履诗词学苏的重要原因。契丹人学
习融化陶、苏并能自创，说明文学并无边界，中华文学乃多元有机之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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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非生而知之者，必然有师法传承。文人在创
作之前，都经历过学习和模仿的阶段，他们对于接受
和学习的对象往往有所选择，自身性格、气质、禀赋、
学习、爱好、年龄、性别、经历、处境等不同，都会影响
其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这正如刘勰所云：“慷
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
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于是“会己则嗟讽，异我
则沮弃”［１］５８４。反过来说，通过作家的作品，往往可
以看出他们对前人的学习与接受情况。契丹人虽然
整体的汉语水平不高，文学创作成就也难以与汉人
抗衡，但从现存作品来看，他们多数对于白居易、苏
轼情有所钟，对于李白、杜甫等人则较少留意，是文
学史中较为独特的现象。在这些作家中，耶律履为
金代契丹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诗词学陶渊明与
苏轼，尤其值得我们探究。

耶律履有《耶律文献公集》一部六册，共十五卷。
元好问《故金尚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称其“有文数
百篇”［２］７０６，可见其作品数量颇丰。但从其作品存世
情况来看，仅存诗６首，词３首，文１篇，残句若干。
虽然难见全貌，但综合运用各种文献资料，还是可以
管窥到耶律履对陶、苏的学习与接受情况。

一、对陶渊明的接受与学习
毫无疑问，陶渊明既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也是一

位德行高尚的隐士。他率性旷达、不慕荣利、安贫乐
道、自甘淡泊，是不与时俗同流合污的代表，也是后
世文人在困顿中寻求内心宁静的精神偶像。

在景仰并学习陶渊明的文学家中，著名者如江
淹、王绩、白居易、梅尧臣、苏轼、陆游、范成大、元好
问等，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来看，这与中国古代许多文
人保守、内敛的心态有关，也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形
成的期待视野有关。近年来，对于这种思想以及文
学上的“接受”，研究者呈现逐年增多的趋势，专著如
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２００２年
版）、刘中文的《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论文如李剑锋的《论江淹在陶
渊明接受史上的贡献》（《山东师大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
期）、陈义烈的《陶渊明对苏轼诗词创作的影响》（《九
江师专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４期）、周远斌的《陶渊明在
宋代被空前接受原因之探析》（《文史哲》２００３年第４
期）、刘中文的《论隋唐士人对陶渊明的拒斥》（《求是
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期）、仲瑶的《论庾信在唐代陶渊
明接受中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６期）
等。但是，这些研究多着眼于汉人文学家对陶渊明
的接受，对于其他族群的文学家如何接受、评价、学
习陶渊明，却极少有人涉足。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
看，仅有傅秋爽的《耶律楚材诗中的陶渊明情结》
（《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１５年第２期）论及耶律楚材对
陶渊明的接受。

契丹人原属游牧部族，以骑射为主，惯于杀伐征
战，重武轻文，表现出强烈的草原文化特征。而陶渊
明之隐逸，则身处田园农舍，其志趣追求表现为与世
无争。李泽厚和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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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中国美学和文艺发展史上的意义主要并
不在他同农民的关系上，而在他可以说是第一个从
农村劳动的田园生活中，从日常平凡的生活中发现
了有深刻意义的美。”［３］３９２这虽然是从美学的角度着
眼进行分析，但也揭示出农耕文化的一个主要表现
方面。这显然与草原文化生活格格不入，故而较难
将游牧族群的作家与陶渊明联系起来。但契丹人建
立政权之后，王公贵族有较多的时间定居城市①，同
时，汉语学习渐成风气，儒家文化也渐渐为上层知识
分子所接受。但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辽代统
治者所要培养的，是积极进取的修齐治平人才，而不
是隐居不仕的遁世者，因此，官方学校全部学习“四
书”“五经”，这从辽道宗钦定《易传疏》《书经传疏》
《诗经传疏》《春秋传疏》《五经传疏》，并于“清宁元
年，颁赐学校”［４］１４的记载中可见一斑。

如此看来，契丹人能了解并学习陶渊明者，实在
少之又少。但惟其少，故显得更为可贵。

最早接受陶渊明的契丹人是东丹王耶律倍。
《辽史·耶律倍传》载，耶律倍让皇帝位与其弟耶律
德光，但耶律德光“置卫士阴伺动静”，耶律倍为表示
自己无心与其争夺帝位，“起书楼于西宫，作《乐田园
诗》”［４］１２１０。虽然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说明耶律倍的
《乐田园诗》乃是受陶渊明的影响，但从诗题来看，当
有一定的关联。耶律倍的处境，大约与梁昭明太子
萧统相类似。萧统喜爱陶渊明，编定《陶渊明集》并
为之作序云：“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
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５］９但据汪习波和
张春晓的研究，认为萧统“这样做的深层意味即是在
隐逸人 格 的推重中，暗示自己不与 争 竞 的 胸
怀”［６］６２。结合当时宫廷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说法
很有道理。由此也可推知，耶律倍很可能是为了表
明自己醉心田园与隐逸而作此诗。

此后耶律倍的子孙掌握了皇位继承权。身为皇
室成员，其思想中多锐意进取精神，较少退隐避世成
分，所以不会推崇陶渊明。从遗存至今的辽代契丹
诗文来看，尚未发现有学陶渊明者。这种情况至金
方有所转变，辽为金所灭，契丹皇室后裔或被金朝政
权统治者所杀，或为其所用，或避祸他乡，渐渐没落，
心态不能不发生改变。吴文治在《辽金元诗话全编
·前言》中说：“推崇陶渊明，在金初由宋入金的诗人
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７］前言４其实，这种情况在

由辽入金的契丹人中也有所体现。所谓“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统治者对于异族人在重用和信任的表面
之下，总是暗暗提防，心存戒备。耶律履虽不是由辽
入金者，但其作为契丹皇族后裔，在金之境遇，总是
不能顺心如意，故其现存诗作中，与世无争的隐逸思
想表现得十分明显。其诗《和德秀道济咏李仲茂自
得斋诗韵二首》（其一）曰：

　　骨相癯儒真可人，飘然野鹤出清晨。

乐贫况味初无间，种德功夫谅有邻。

问学不图攀月桂，孤高那与比霜筠。

我为物囿劳机算，愿策驽顽袭后尘。［８］３７

“骨相”指人的形体、相貌，“癯儒”，指隐居山泽
清瘦的儒士。“可人”，语见苏轼《广陵后园题扇子》

诗：“闲吟‘绕屋扶疏’句，须信渊明是可人。”［９］１２８３此
诗中的“可人”与苏轼诗意相同。耶律履崇拜苏轼，

对苏轼行事文章极为熟悉，曾节录苏轼奏议进于金
世宗。由于熟读苏轼诗句，故此语乃从苏诗化来。

下句“野鹤”亦是隐士形象之比喻，颔联首句所言之
“乐贫”亦即“安贫”，如袁行霈所说，“固穷安贫”是陶
渊明诗中的重要主题［１０］９８－９９。耶律履五十岁前沉沦
下僚，郁郁不得志，故倾慕陶渊明而学其东窗寄傲。

观此诗所表达的清高孤傲、安贫乐道精神，结合《次
韵仲贾勉酒》诗中所言“心安贫病士之常”来看，与陶
渊明正相一致。其二云：

　　学海汪洋久泳游，乐天委命坦无忧。

文章日益宁为意，富贵浮云非所求。

燕处清话蝉饱露，吟情闲淡雁横秋。

不须直要诗千首，已胜常常万户侯。［８］３７

乐天顺化，不与世争，体现的是欣然自得、旷达
闲适的情怀，这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住之后的思想颇
为相像。陶渊明在《岁暮和张常侍》中云：“穷通靡攸
虑，憔悴由化迁”［１１］１６７，又《神释》曰：“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１１］６７，表达出洒脱达观的情态。耶律履
此诗中视富贵如浮云、悠然自适、闲居吟咏的思想情
趣，与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正相符契。

关于耶律履的号，刘晓在《耶律楚材评传》中进
行过考查，认为耶律履号忌言居士，一作“忘言居
士”［１２］２４。但查金赵秉文所作《题移剌右丞画双鹿二
首》其一云：“忘言老人写双鹿，笔力不减东丹王。”②

金元好问编《翰苑英华中州集》，耶律履之作者小传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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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然，这种定居与汉人之定居仍有不同，辽人有四时捺钵之习俗，在捺钵期间，依然保持游猎之传统。
［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集》卷九，四部丛刊本。《四库全书》本亦作“忘言老人”，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１９０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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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作“忘言居士”①。赵秉文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
中进士，与耶律履同朝为官，对耶律履了解甚深；元
好问与耶律楚材同年，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元好问曾
为耶律履作《神道碑》，对其字号了解亦甚准确。故
由此二人之诗文记载可证，耶律履号“忘言居士”或
“忘言老人”，而元末苏天爵编《元文类》所收《故金尚
书右丞耶律公神道碑》出现的“忌言”当为形近致误。
“忘言”者，乃取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
言”［１１］２４７，以渊明诗意为号，可见耶律履受其影响
之深。

二、对苏轼的接受与学习
苏轼在世时，辽人已闻其大名，其作品亦为契丹

人所喜爱并广为流传。苏辙曾使辽，苏轼有《送子由
使契丹》诗，而苏辙亦有寄兄诗作，诗中明确写辽人
对苏轼的崇拜。《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载：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
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
此《栾城集》中诗也。”［１３］２８０又引《渑水燕谈录》云：
“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
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
《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
如此。”②［１３］２８０

至金，学苏亦为一时风气。吴文治在《辽金元诗
话全编·前言》中说：“细加分析，在金代诗坛继承北
宋诗风的诗人中，实际也存在着宗苏（轼）与宗黄（庭
坚）两派的分歧。宗苏者可以赵秉文、周昂、王若虚、
元好问等为代表，宗黄者则有李经（天英）、雷渊（希
颜）、李纯甫（之纯）、赵衍等人。”［７］前言第４页 诗论家王
若虚的《滹南诗话》曰：“东坡，文中龙也。理妙万物，
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
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
知句法’。东坡而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７］２０１查
其诗作，则有《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
谓过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为然。予尝戏作四绝
云》，其二曰：“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滚滚笔头倾。
莫将险语夸劲敌，公自无劳与若争。”［１４］１８６４片言只语
之间，高下已判定，可知王若虚确实有崇苏抑黄的倾
向。元好问虽然对苏轼的部分诗作颇有微词③，但
从整体来看，他还是崇苏、学苏。《陶然集诗序》曰：

“子美夔州以后，乐天香山以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
烦绳削而自合，非技进于道者能之乎？”［２］１１５０推崇之
情溢于言表，而观其编《东坡诗雅目录》并作《东坡诗
雅引》、为孙安常注苏轼词作《东坡乐府集选引》，以
及所作《题苏氏父子墨贴》《跋苏叔党贴》《跋东坡和
渊明饮酒诗后》等文章，则不仅极尽考辨校勘之能
事，而且爱屋及乌，对苏轼的子弟亦爱重不已。其在
冠氏（今山东聊城冠县）所作《学东坡移居八首》，亦
步亦趋，从诗题、内容到格调，皆效法苏轼，可见苏轼
对其影响之深。总而言之，从金代著名诗人的创作
及影响来看，仍以学苏者为著。

在这种文化氛围影响下，耶律履学苏亦在情理
之中。从苏轼推崇陶渊明之事来推断，耶律履学陶
渊明，恐怕也是受苏轼影响。

元好问《神道碑》记载了耶律履崇苏之事，其
文曰：

　　世宗尝问宋名臣孰为优，公以端明殿学士
苏轼对。世宗曰：“吾闻苏轼与驸马都尉王诜交
甚款，至作歌曲，戏及帝女，非礼之甚！其人何
足数耶？”公曰：“小说传闻，未必可信。就令有
之，戏笑之间，亦何须深责？岂得并其人而废
之？世徒知轼之诗文为不可及，臣观其论天下
事，实经济之良材。求之古人，陆贽而下未见其
比。陛下无信小说传闻而忽贤臣之言。”明日，
录轼奏议上之。诏国子监刊行。［２］６９９

耶律履曾向金世宗进司马光的《孝经指解》，可
见他对北宋名臣的事迹及文章比较熟悉。世宗问及
北宋名臣之最优者，耶律履只言苏轼，并在世宗非议
苏轼戏笑帝女时进行辩护，详绎其语，确实言之有
理。从其所言“世徒知轼之诗文为不可及”可知，金
人对苏轼之文学成就极为钦服，耶律履也不例外；而
从其“臣观其论天下事，实经济之良材。求之古人，
陆贽而下未见其比”之语可知，耶律履已遍读苏轼文
章，对东坡极为崇敬。

耶律履崇苏学苏亦见于其诗词。如上文所言，
耶律履学陶渊明，其诗《和德秀道济咏李仲茂自得斋
诗韵二首》其一之“可人”一词，即来源于苏轼的《广
陵后园题申公扇子》诗。除此之外，该诗中的“霜筠”
见于苏轼的诗《渼陂鱼》：“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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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详见［金］元好问：《翰苑英华中州集》，卷九，《四部丛刊》影印诵芬室景元刊本。

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原文如下：“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苏。

子瞻才名重当代，远方外国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边人问大苏。’”

此处主要是指苏轼的谐谑诗，元好问在《论诗绝句三十首》中评苏诗曰：“曲学虚荒小说欺，俳谐怒骂岂诗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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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如卧剑”［９］２１３，这个词极少见于其他诗人的诗中，
能同时出现在苏轼和耶律履的诗中，则说明其中必
有某种联系。“驽顽”一词宋代之前并未见出现于诗
中，北宋也仅见于苏轼的《书韩干〈牧马图〉诗》中：
“奇姿逸德隐驽顽，碧眼胡儿手足鲜。”［９］７２２这个词出
现在耶律履诗中，恐怕亦非偶然。诗人对字词的使
用既是自由的，同时又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
即来源于其知识经验与学养。对苏轼的作品熟悉，
随口拈出其中的词句，恐怕应该是耶律履与苏轼诗
歌用词相合的原因。观其诗作，风格确实有苏诗的
若干特征，如果用“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
为诗”［１５］２６来批评，也大致相符。再看耶律履存世的

三首词作，风格豪放，用语与苏轼亦相类，学苏痕迹
十分明显。耶律履不仅学苏，而且自比苏轼。最为
直接的证据，见于其所作《念奴娇·寄云中完颜公》：
“老坡疑是前身”［１６］２８，既然觉得自己前世乃苏东坡，
其诗词风格学苏并与苏轼相类，亦无可奇怪。

在宋代，以苏轼为首的文人推重陶渊明；而在
辽、金推崇苏轼的背景之下，耶律履精神上倾向于隐
逸、在诗词方面则学苏轼，并经常化用苏轼词句，说
明文学并无边界，中华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共同推
动了文学与文化的发展。这种现象，值得我们今后
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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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论耶律履对陶渊明和苏轼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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