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语·尧曰》中说：“子所重民，食、丧、祭。 ”［1］祭文是中
国古代一种十分古老的实用文体， 它最初产生于先秦时期
的祭祀活动，还与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随
着人类认识的加深， 祭文的祭祀对象从最初的庇护人类的
神灵逐渐演变成祖先， 内容也随即由告祭天地神灵向歌颂
祖先功德转变。 刘勰的《文心雕龙·祝盟》中提到：“若乃礼之
祭祝，事止告飨；而中代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之
作也。 ”［2］到了两汉魏晋时期，当时祭文的内容进一步扩充到
表达对逝者的哀情这一范畴， 最能代表这种巨大变化的当
属陶渊明的三篇祭文。

一、陶渊明祭文的内容概述
陶渊明的三篇祭文， 总的来说是较前代祭文内容上的

一种开拓，之前的祭文一般以敬重天神和凭吊先祖为主，但
是陶渊明的《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和《自祭文》则是
汉魏六朝这一时期“祭奠亲友、以寓哀伤”的突出典范。

（一）祭奠亲人：追忆过往，感痛逝去
《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 这两篇祭文是陶渊明

用来祭奠已故堂弟与妹妹的。 两篇文章回顾了陶渊明与亲
人之间的生活情节，以表达他与家人阴阳相隔的悲痛之感，
让人为之动容。

《祭从弟敬远文》一文，开头即定格了文章哀伤与无奈
的基调。 “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 ”［3］陶渊明感念与堂
弟敬远曾经的同游经历，为堂弟的一去不返而悲伤，同时直
抒“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4］的悲痛心情。 第二段主
要回顾了堂弟敬远这一生的高尚品质， 这其中还有陶渊明
对其闲适生活状态的高度评价， 文内以对比的写作手法以
及引用古语的方式“曰仁者寿，窃独信之。 如何斯言，徒能见
欺。 ”［5］写出了陶渊明对堂弟去世的惊异与心痛惋惜。从第二
段的叙述中可见敬远与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颇为相
似。 第三段的记叙也证实了这一点，他提到“念畴昔日，同房
之欢。冬无缊褐，夏渴瓢箪。相将以道，相开以颜。岂不多乏，
忽忘饥寒。 余尝学仕，缠绵人事。 ”［6］陶渊明想到了与堂弟同
住一处的欢乐，虽然冬天二人没有粗布棉衣可穿，夏天饿了
渴了也只能靠箪食瓢饮勉强度日， 但两人互相以共同的道

义相互勉励以解忧愁， 所以他们并没有因为生活的贫困而
忧郁。 陶渊明曾经外出做官，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忙于往来
应酬之事，但最终却未能如愿。在他辞官回想后，“敛策归来，
尔知我意。 常愿携手，寘彼众意。 ”［7］只有堂弟敬远知晓陶渊
明的心意，时常与陶渊明携手同游。 敬远与陶渊明既是亲人
又是人生知音的缘分让陶渊明在失意之时倍感欣慰和开
心。 “每忆有秋，我将其刈。 与汝偕行，舫舟同济。 三宿水滨，
乐饮川界。 静月登高，温风始逝。 ”［8］每年秋天二人在河边饮
酒，畅谈人生。 而一句“奈何吾弟，先我离世。 ”［9］像是陶渊明
从美好回忆中抽离后的嘶吼：这是为什么啊我的弟弟，你竟
在我之前离开了人世！ 文章的末段陶渊明用一句 “事不可
寻，思亦可及。 ”［10］表达了往事难以追寻，思念哪有尽头的无
奈之情以及对堂弟去世“执笔涕盈”［11］的痛彻心扉，此外还提
到了“神其有知，昭余忠诚”［12］的内心愿望。

《祭程氏妹文》相对于《祭从弟敬远文》而言，内容相对
简单。 陶渊明用不合当时礼节要求的“少牢之礼”祭拜程氏
妹表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兄妹情意。 同时文中也回忆了妹
妹的良好品性以及二人互通书信的事情， 通过这些生活琐
事的描写，突出了陶渊明对妹妹离世的痛心。

《祭从弟敬远文》在内容上要比《祭程氏妹文》更加丰
富，堂弟的去世对陶渊明的打击是双倍的。 陶渊明对堂弟的
追思不仅是因为他注重家人的缘故，更蕴藏了一份“患难见
真情”的知音情愫，堂弟对他的理解与鼓励，二人共度贫苦
的怡然自得， 成了陶渊明不可忘怀的往事。 少了一人明白
“悠然见南山”的乐趣，陶渊明的寂寞与无奈也只能以执笔
来抒怀了。

（二）自祭人生：对生不哀，对死不惧
陶渊明的《自祭文》是他文书的代表作之一，与一般生

者为死者所做祭文不同， 这篇自我祭奠的文书是生者为自
己死后所准备的。

文书一共有四段，开头短短十六字“天寒夜长，风气萧
索，鸿雁于征，草木黄落。”［13］交代了当时九月寒冷的天气：漫
长的黑夜，南飞的鸿雁以及发黄凋零的草木，为后文创下了
一种落寞悲伤的基调。 面对亲朋好友的送别以及美酒佳肴

摘 要： 陶渊明一直以田园派诗歌鼻祖著称，他的诗歌恬静清淡；后人对他的文书评价也很高，其中以《祭程氏妹文》、
《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三篇祭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本文从内容与艺术风格入手，分析了陶渊明三篇祭文及其隐藏的文化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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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款待，陶渊明的脸色渐渐昏暗，声音也渐渐远去，这一切
都在预示着“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14］此处，陶渊
明诙谐地将人生的旅程看作是“逆旅之馆”而将死亡看作是
“归于本宅”，陶渊明对于死亡的认识，从文书的开头就已经
表明。

第二段是陶渊明对自己人生的简单回顾。 开头第一句
提到了“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 ”［15］这其
实是陶渊明生命意识的体现。 他认为“茫茫大地，悠悠高天，
天地生万物，我才得以成为人。 ”所以人的死亡就像化归尘
土一样，不过是回到该回的地方。 与《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
多处提及生活的贫苦与艰难不同， 这篇绝笔祭文中仅用16
字回顾了生活的不易“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
冬陈。 ”［16］自从我降生，遇到的都是贫贱之命，饭碗水瓢常常
是空的，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衣服。 而后文的大多数篇幅是表
达了他活在苦中，却乐在其中的旷达心境。

第三段是集中表达了陶渊明的人生观。 他认为人们贪
恋时光是因为“惟此百年”的短暂，而自己对人生的“淡然”态
度因为知道自己的命运，所以不必强求什么。 “宠非己荣，涅
岂吾缁？ 捽兀穷庐，酣饮赋诗。 ”［17］陶渊明认为别人对自己的
宠爱不是自己的荣耀， 别人对自己的玷污也不是自己的耻
辱。 即使在破败寒酸的茅庐里自己依旧傲兀而且还痛快地
饮酒写诗，这是看破一切才可拥有的气度与心胸。 虽然陶渊
明在做官的时候壮志难酬，但他却说“识运知命，畴能罔
眷。 ”［18］这其实就是他骨子里所追求的“清静”之味。

“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 廓兮已灭，
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19］最后一段的开头，陶渊明
用短短几语交代了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现状， 语词
间并没有太多的伤感。“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
之何？ ”［20］陶渊明不看重生前的赞誉，更不会看重死后的歌
颂，人生实在很艰难，死又算得上什么呢？ 全文的最后一句
是他文章的核心也是他人生价值的集中体现。

二、陶渊明祭文的艺术风格
明代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题辞注》中提到：“陶

文雅兼众体，岂独以诗绝哉。”［21］陶渊明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
先秦文章简明质朴的特点， 一改大量景物事物铺陈的浮华
文气。 他的祭文与其诗歌一样，有着清雅、平淡的风格。

（一）内容表达：细节见“真情”
《祭从弟敬远文》、《祭程氏妹文》 中的哀祭对象是陶渊

明的亲人，文中没有停留在述德的层面上进行笼统论述，而
是抓取一些作者所熟悉的生活细节进行叙述， 借以表达自
己的哀伤之情。 ［22］这种描写方法比大量的铺陈排比要更加
真实，他通过描述过往的生活细节、当季自然景物的生长细
节表现出祭文这种文体所蕴含的 “生命载体” 的意义和价
值，写出了生活的真实，生命的无常以及生者对死者的“真
情”，字字句句浸透着哀痛，令人摧心断肠。 《自祭文》中陶渊
明在内容安排上提及了早年隐居田园的贫苦生活细节以此
抒发了自己对生死的旷达之情，“真情” 是对自己毕生信念
的坚定。 与遗书不同，陶渊明做《自祭文》并没有交代财产后
事，而是传达了自己用尽一生完成的生命体验，如果说“财
富”，可能闲适与清雅就是他留给子孙的“遗产”。

（二）语言形式：骈体反显平淡自然
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从整体上提到祭文

的语言特点：“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
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 ”［23］陶渊明的三
篇祭文除了开头交代时间、地点的信息是散体外，通篇都是
四六形式的骈文样式，读来朗朗上口。

更为难得的是，陶渊明并没有摒弃诗歌“平淡自然”的
语言特色， 他的祭文并没有因为骈体的缘故而走向虚华状
态，而是以四字句为主，精炼地表达了文章内容与情义，让
人在通篇四字句中感受到一个释然生死、 有血有肉的文人
形象。

布封提出“风格即人”，即作品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心灵
的外露和显现。 陶渊明在艺术上向往平淡自然如同在做人
上他追求真率淡泊，一切都以一个“真”字为核心。 也正因如
此，陶渊明的三篇祭文作出了对家人的真情真意，对死亡的
真切无畏。

三、陶渊明祭文的文化价值
陶渊明祭文的文化价值不能仅仅局限在对三篇祭文的

内容以及艺术风格的阐释，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陶渊明个人
形象的完善以及他对文体学发展的创新。

（一）陶渊明个人形象的完善
在陶渊明的诗歌以及自传类文书中，他寄情山水田园，

摈弃官场不正之风，旷达于贫苦生活，这样的陶渊明为后人
津津乐道。 而在三篇祭文中，他对生命态度的集中阐释以及
对家人的情深意重完善了陶渊明原有的个人形象， 让我们
更加全面地看到一个真实的文人形象。

1.陶渊明生命态度的探讨
自建安时期开始，由于时代的混乱，文人开始阐发对生

命意识的思考。 到了两晋时期，这股风气丝毫没有减退。 在
陶渊明的三篇祭文中， 他对生命意识的探讨较诗歌与其他
文章更为集中。

祭文这一应用文体发展到魏晋时期，本身带有“祭奠亲
友、以寓哀伤”的特殊“生命意义”，是“生者对死者传递情感
的工具”。 陶渊明使用祭文追忆自己的妹妹与堂弟，表达了
自己对生命遗失的无奈以及家人离去的悲伤。 在《自祭文》
中他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 ”只有了解自己的命运，才能
做到不眷恋人生，才能看透生死。 陶渊明也曾痛苦过官场的
失意，也许躬耕于田园是失望至极的无奈之选，但是他没有
因此消沉，反而可以在田园过出新的人生，体悟释然于死亡
的生命态度。 “匪贵前誉，孰重后歌？ 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
这是陶渊明对自我生命的感悟与坚持。

2.追思亲人的重情重义文人形象
魏晋时期强调生命意识的思想浪潮侧面推动了文人朝

着注重人情人性方向的发展。 文人们将自己更多的细腻感
情、日常生活放到诗文中，通过大量的笔墨去地表现人性的
解放和自由。 陶渊明在情感解放这一方面依旧保留自身特
点，《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 两篇祭文就是通过陶渊
明对曾经平淡生活细节的描写， 表达其追思亲人的写作目
的。 在陶渊明落魄的特殊时期，他与堂弟敬远“亲人兼人生
知己”的双重关系，让陶渊明感到了幸运，看到了生活的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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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他内心的欣喜与感激在文字间自然流露，也正因如此，
他对堂弟的离世万分痛苦。 而对妹妹的去世，陶渊明以兄长
的身份回顾妹妹的一生以及二人的过往， 体现了 “长兄如
父”的温柔情怀和对妹妹的追思。 这些都向我们展现了一个
对钟情家庭的文人形象。

在那样动乱的年代，这些家庭感情是极为难得的。 陶渊
明有着比常人更为敏锐的情感， 所以他的祭文中所反映的
兄妹情义更为浓烈， 这些都从侧面映现了陶渊明的另一种
人格魅力。

（二）文体学价值：社会功用性与文学性兼佳
明代的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里说：“按祭文者，祭

奠亲友之辞也。 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 中世以还，兼赞
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 ”［24］两汉魏晋时期的
祭文仍带有先秦时期请神颂祖的特点，同时也在时代思潮
的影响下为祭文的创作注入了浓郁的抒情成分。这时期的
祭文以其真情实感表达对逝者追思的实用功能为主，使其
成为具有至情至性、感人至深的应用文体。 而由于骈文的
兴起，多数文人过分注重祭文的文学性，许多文章内容显
得真切不足，肆意纵情，忘记了原本祭文的实用属性。陶渊
明自我“求真”的人生态度，使得他用骈体四六句式短小简
明地做百字祭文，在细节中呈真知酌情，在自然中现生死
态度，这种全新的语言表达形式是他对实用文体祭文的文
体发展又一重大创新。 此外，他用骈体做祭文的同时不失
平淡自然的生命意识和对逝者的尊敬与怀念的祭文实质

内容，很好地处理了实用文体的社会功用性与文学性二者
的关系。

陶渊明的祭文在我国古代文化史、 文学史以及文体学
发展过程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追忆过往，感痛逝者”、
“对生不哀，对死不惧”的祭文内容以及独特的艺术风格开
创了祭文这种古老文体内容与表达上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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