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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作者简介

陶渊明（约365－427），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死后其好友暗赠谥号靖节先生，浔阳人（
一说宜丰人）。东晋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辞赋家，散文家，汉族(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考证陶为奚族
人，但其证据略显薄弱)。(《宋书》隐逸传云:“陶潜字渊明,或云渊明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因宅
边种植五棵柳树所以号五柳先生(未得到证实），谥称靖节居士，宜丰县澄塘镇秀溪村人。宋代地理总
志《太平寰宇记》有陶渊明"始家宜丰"的记载。宜丰旧《图经》亦有此说。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仕宦
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元勋重臣，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
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渊明29岁徙家柴桑，出任江州祭酒、
镇军参军。后任彭泽县令。因不事权贵，弃官隐居栗里（今星子县境内）。52岁时偕少子陶佟回归宜
丰故里，四年后返浔阳，逝于柴桑。陶佟留居故里。今澄塘镇秀溪、故村等处陶姓人皆为陶佟之后裔
。历代方志载宜丰境内有南山、柳斋、菊轩、东篱、洗墨池、藏书礅、故里桥、靖节桥、我公桥、舒
啸台、赋诗湾、顾渊石、醉卧石、渊明洞、读书堂、靖节祠等陶渊明遣迹及其纪念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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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章节试读

1、《陶渊明集译注》的笔记-第1页

        前 言
      一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浸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
      人。陶渊明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
      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陶渊明的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母亲是东晋名
      士孟嘉的女儿。到渊明时，家境已经衰落，他从小就过着比较贫困的生活。
      陶渊明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污阳柴桑的农村里度过的。浔阳东临彭蠡湖
      （今郡阳湖），北面长江，南倚庐山，风景十分优美。“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
      （《与子严等疏》）。尽管家境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意的。“目
      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故乡的一草一木，
      时时索绕心头，勾起甜蜜的回忆。早年的这种生活，对陶渊明日后的生活道
      路和思想性格，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的大半生处在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的一个大分裂、大混战的黑暗时
      代。当时长江以北的土地，为异族侵占。北方各族上层统治者经常发动对南
      方的骚扰和进攻。而东晋王朝，则苟安江南，无所作为，且矛盾重重，危机
      四伏。当时的豪门世族，恣意侵占良田山泽和佃客奴仆，他们聚敛民脂，搜
      刮民膏；加之江南各地军阀互相攻伐残杀，致使“百姓散在江湖采相，内使
      王愉悉之还。请米，吏不时给，顿仆道路，死者十八九焉”（《晋书?桓玄
      传》）。而陶渊明的家乡江州污阳，又正是地处三江之口的军事要冲，连年
      的征战，给这一地区造成了更为惨重的破坏。“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
      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
      深”（《晋书?刘毅传》）。
      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起初，他很
      有大济苍生的抱负：“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
      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但在黑暗的现实面前，其结局也只能是“有
      志不获骋”（同上其二）。于是，“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
      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王瑶编注《陶渊明集?前
      言》）。总之，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这一矛盾贯穿陶渊明的一生，这不
      仅表现在他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
      陶渊明在《饮酒》诗中追忆说：“畴昔苦长饥，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
      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立，志意多所耻。”他年近三十才被“召为州祭
      酒”（《宋书?隐逸传》）。但从“志意多所耻”来看，他对官场中尔虞我
      诈的风气是不满的。因此，他才“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同上）。还家
      后，一度召为州主簿，不就。直到三十五岁，才又重新怀着建功立业、大济
      苍生的希望，投奔到了荆、江二州刺史桓玄的门下。如前所述，东晋王朝内
      优外患，司马氏统治集团腐朽已极。作为新生世族的代表，桓玄就被推上了
      政治舞台。前期的桓玄，的确显示了重整朝纲、匡救时弊的才能。据《晋书?桓
      玄传》载，桓玄曾向皇帝奏疏自荐：“常欲以身报德，投袂乘机，西平巴蜀，
      北清伊洛，使窃号之寇系颈北阀，大耻载雪，饮马灞■，悬旌赵魏，勤王之
      师，功非一捷。”并大胆指责朝廷“权门日盛，丑政实繁，咸称述时旨，互
      相扇附”。在这种局面下，陶渊明前往投奔，也正是寄希望于桓玄，以实现
      其大济苍生的理想。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当桓玄大权在握、拥有重兵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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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并无安天下之计，却只“陵侮朝廷，幽摒宰辅，豪奢极欲，众务繁兴”，伺
      机谋取帝位，结果“朝野失望，人心不安”。这也是陶渊明离开他的根本原
      因。
      陶渊明四十岁这一年，作为新兴地主集团的代表刘裕，率部击败桓玄，
      收复京邑，并实握东晋大权。这给当时处在极为黑暗中的人民又重新带来一
      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再次步入仕途，在刘裕手下做了一个参军之职。但陶渊
      明此次出仕的态度，却是“时来苟冥会，■辔憩通衢”（《始作镇军参军经
      曲阿》）。在赴任途中，他就徘徊不前，疑虑重重，并作好了“重返班生庐”
      （同上）的思想准备。之后，尽管又做过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和为时八十
      多大的彭泽令，但他发现这一切皆有违自己的夙志，于是便愤然弃官归隐了。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的理想而步入
      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
      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
      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逻想、留恋的
      大自然的怀抱。然而在隐居生活中，他表面上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貌似飘逸滞洒的隐士生活，但内心的苦闷却永
      远无法排遣：“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十二首）
      其二）；“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同上其三）；“抚己有深怀，履运
      增慨然”（《岁暮和张常侍》）。他既没有忘怀昔日的壮志，也更没有忘怀
      于现实。我们从《述酒》等诗中可以明显看出他时时在关注着政治风云的变
      化，并时尔表现出内心的愤慨与不平。“酒能法百虑”（《九日闲居》），
      他之所以苦闷忧愁，根本的原因即在于没能实现理想。也正是由于对理想的
      炽热追求，他常常慨叹生不逢时，并以极大的热情为人间社会设计了一个“春
      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的理想乐园。因此，这种理想与
      现实的矛盾，是贯穿陶渊明一生的最基本的矛盾，并由此而决定了他貌似飘
      逸而内心又极苦闷的独特的个性。
      二
      陶渊明的诗歌，犹如他的个性一样，具有鲜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题材选择的独特性
      陶诗在题材的选择上，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对于陶诗风格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歌颂田园，反映躬耕
      今存陶诗中，属于田园诗的约有三十首左右，数量不算多、但它却成了
      中国古代日园诗的奠基石，揭开了中国诗史上新的一页。
      家乡美丽的风光，陶冶了陶渊明童年的心灵，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
      之情。特别是当他置身于仕途之中时，那恬静、幽美的田园与污浊、黑暗的
      官场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
      良可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闲居三十载，
      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尘。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辛
      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在仕途的坎坷遭遇之后，他又重新扑入
      了田园的怀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少无适俗韵”）一诗，便是他当
      时心灵的写照。脱离了“尘网”，冲决了“樊笼”，阔别已久的田园故宅又
      展现眼前，诗人内心的无限喜悦，就在那历数一草一木中得到充分体现。平
      静安宁的气氛中，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秧。白日
      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同上其二）；“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饮
      酒二十首》其五）。野外田园，无世俗之交；穷巷虚室，无杂尘之念。对田
      园风光的极力歌颂，正反衬出世俗、官场的污浊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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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不同于一般的诗人，陶渊明是亲身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的。早在元兴二
      年（403），陶渊明离职居丧时，就有了参加生产劳动的体验，当时写有《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后从四十一岁弃官归田，直到六十二岁去世的二
      十多年中，他是“躬耕未曾替”（《杂诗》十二首其八）。如其《归园田居》
      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八（“代耕本非望”）《庚
      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等诗，对他躬
      耕自资的生活均有集中的反映。陶渊明以极大的热情歌颂田园生活，使他的
      诗不仅在当时“独超众类”（萧统《陶渊明集序》），而且对后世更有着深
      远的影响。
      2、歌颂隐者，赞美贫士
      在经过了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矛盾之后，陶渊明最终还是走上了独善其
      身的道路。“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
      可学，违己诅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二十首其九），
      独自保持高尚纯洁的节操。正由于当时“举世少复真”（同上其二十），他
      也只有从古代的达人隐者之中寻求知音，以表现自己“有志不获骋”的愤世
      之情和不为世俗所染的高尚节操。这样以来，陶渊明笔下的达人隐士便大批
      地出现了：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戊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遥谢荷ò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撰田舍获》）
      路若经商山，? .多谢绮与角。（《赠羊长史》）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饮酒二十首》其一）
      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同上其二）
      长公曾一仕，? .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同上其十二）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同上其十六）
      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拟古九首》其三）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同上其八）
      此外，在《述酒》、《咏二疏》、《读史述九章》、《扇上画赞》等作
      品中，就以更集中的篇幅来为达人隐士高唱赞歌，以表达自己的情怀和志向。
      在陶渊明之前的诗人中，有些不得志的诗人如阮籍、嵇康、左思等人，虽也
      偶尔引此类达人隐士为同调，但并没有形成这种具有确定性和一贯性的诗歌
      题材。
      陶渊明归隐之后，尽管在精神上得到了一些自我慰藉，但在物质生活上，
      则日益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其《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杂诗）十
      二首其八、《乞食》、《有会而作》等诗中，对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均有集
      中的反映。但他却甘愿抱贫守拙，并从古代的贫士那里找到了精神寄托。“斯
      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因
      而，陶诗中以歌颂贫士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咏贫士》七
      首组诗中，诗人就以极大的热情对贫士加以歌颂。诸如荣启期和原宪不慕富
      贵。安贫乐道；黔娄不求名利而衣不蔽体、终身贫贱；袁安困于积雪，阮公
      拒贿弃官，然能以食草为甘味，道义胜而心欢然；张仲蔚心地耿介而隐处蓬
      蒿；黄子廉辞宫归隐，虽生活贫困而能坚守节操等等。陶渊明正是把这些贫
      士作为效法的榜样。在《饮酒》诗中，陶渊明也每每称道：“九十行带索，
      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其二）；“颜生称为仁，荣公言
      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其十一）；”子云性嗜酒，家贫无由得”
      （其十八）。在他所歌咏的每一个贫士的身上、我们似乎都能明显看到陶渊
      明的影子。清代邱嘉穗在《东山草堂陶诗笺》卷四中说：“余尝玩公此下数
      诗（按：指《咏贫士》第二至第七首），皆不过借古人事作一影子说起，便
      为设身处地，以自己身分推见古人心事，使人读之若咏古人，又若咏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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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不可得分。”陶诗以此为题材，正是为了突出地表现自己高尚的节操，并以
      此而自我慰藉。而如此大量以咏贫士为题材的诗歌，在陶渊明之前也是不曾
      有过的。
      3、为悲剧英雄高唱赞歌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陶渊明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欲言无予和，挥
      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
      十二首其二）。他抚今追昔，感慨生平，忍受着内心的苦闷与煎熬。在现实
      社会中，就实现理想抱负而言，陶渊明可谓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为那些
      悲剧性的人物高唱赞歌，则又是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一大特点。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九，歌颂夸父逐日的英雄事迹。夸父为了追求光
      明而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精神，正是诗人早年“抚剑独行游”的自然发展，
      也是陶渊明晚年心目中理想的化身。诗人接着又在第十首中，热情歌颂了精
      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抒发了诗人内心的慷慨不平之
      气。如果说夸父。精卫和刑天都还是神话中的悲剧英雄的话，那么。历史上
      的荆轲则是人间的悲剧英雄了。陶渊明《咏荆轲》一诗，突出地表现了荆轲
      的英雄气概，“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百万，逶迤过千城”，把英雄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写得淋漓尽致。诗
      人最后仰天长叹：“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诗人对荆轲的无限同情，正说明自己也同样是“奇功”不成，以悲剧而退身
      的。不平之气，愤然而出。甚至朱熹也认为此诗“露出本相”（《朱子语类》
      卷一三六）。由此亦可见出陶诗在题材选择上的倾向性和一贯性。
      4、寄酒为怀
      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王瑶先生的《文人与
      酒》等文章，曾对包括陶渊明在内的魏晋时人饮酒的原因和目的作过十分精
      辟的论述，兹不赘言。需略加强调的是，陶渊明一生饮酒不止，并非只为避
      祸全身，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一是排忧解闷，借酒浇愁；二是借酒为题，抒
      发怀抱，正如萧统所言：“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焉。”（《陶渊明
      集序》）如《饮酒》组诗中，涉及到社会黑暗的就占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
      陶渊明处在晋宋易代之交，他把政治上和生活上的感慨，以及内心的矛盾与
      痛苦，都总归在《饮酒》这个题目之下，最后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
      人。”其用心之苦，是显而易见的。而大量的、以酒为题材的诗歌，也是从
      陶渊明这里开始的。
      （二）表现手法的独特性
      陶渊明的诗歌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仅广泛汲取了传统的优秀成果，而
      且更有新的创造，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特色。
      1、白描勾勒，写意传神
      陶渊明的诗歌，无论是对田园风光、自然景物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
      画，总是善于捕捉最具特征的东西，以白描的手法，加以随意的神貌点染，
      并把自己深刻的生活感受和思想情怀融进艺术画面。如：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其一）
      鸟哢欢时节，冷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一）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同上其二）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
      清淡自然的景物之中，充满生机，充满悠然自得之趣、与诗人畅适之情十分
      融洽，可谓神韵悠然。又如《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和泽周三春，清凉素秋节。露凝无游氛，天高肃景澈。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秋高气爽，万木凋零，山峰越发显得高峻奇绝，青松、芳菊更加显出坚贞秀
      美。自然景物的神态气骨，正体现了诗人高尚的情操与卓越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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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年岁略长于陶渊明的东晋画家顾恺之，就十分强调“以形神”（《论画））
      和“迁想妙得”（《魏晋胜流画赞））在绘画艺术中的作用。同时代的另
      一位画家王微，在《叙画》中也强调要通过尺幅千里的表现技法，传达出绘
      画对象的“动生焉”、“灵出焉”的神，并说：“岂独运诸指掌，亦以神明
      降之。”不仅要传达出绘画对象的神，而且这种神应是经过艺术家主观情思
      熔铸过的，即典型化甚至理想化了的。而陶渊明的诗歌，就具有这种妙处。
      袁行霈先生在《陶谢诗歌艺术的比较》一文中指出：“陶渊明就是一个写意
      的能手。他的生活是诗化的，感情也是诗化的，写诗不过是自然的流露? .
      陶诗是写心，是写与景物融合为一的心境。”（《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下编）
      就精辟地指出了陶诗的这一突出的艺术特征。
      陶渊明诗歌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是偏重于意态神情的传达。如《咏荆轲》
      诗，对荆柯的描写，就只突出表现英雄的豪迈气概，不需要任何的外貌描写。
      陶诗中表现抒情主人公形象时，也无不如此。如：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
      都是通过神态的描写，虽只淡淡的几笔，便将抒情主人公在特定环
      境下的心境展露无遗。
      2、比兴、象征与寄托
      在中国诗歌艺术史上，运用比兴、象征和寄托的手法由来已久，《诗经》、
      《楚辞》、汉乐府就都是成功的范例。而发展到阮籍，则又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就大多采用这些手法，并形成隐约曲折
      的艺术风格。钟嵘《诗品》评为：“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 .厥旨
      渊放，归趋难求。”李善《文选》注也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
      代之下，难以情测。”陶渊明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吸取了阮籍的这些手法，
      但他却避免了过分的隐晦曲折，而使比兴、象征、寄托的意象都具有十分鲜
      明清晰的特色。如陶诗中写青松：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饮酒》二十首其八）
      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郭主簿》二首其二）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乙巳岁三月为建成参军使都经钱溪》）
      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拟古》九首其六）
      不惧严寒，不畏霜雪，贞秀高杰，卓然独树，这是青松的本性，也是陶
      渊明的化身。此外，诸如佳菊、幽兰、独鸟、孤云，诗人也常常用来比喻或
      象征自己不同流俗的高尚品格，寄托“有志不获骋”的孤独苦闷心情。萧统
      谓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陶渊明集序》），是
      很有道理的。阮籍诗偏重于内心的独白，而很少描写生活，故给人的感觉是
      隐晦曲折。“归趋难求”；陶诗则是通过对诗化了的平淡生活的描写，来展
      现内心世界，故给人的印象是平淡自然、鲜明清晰。
      3、情、景（事）、理的融合
      陶渊明是一位诗人，但同时也是一位哲人。他深受老子、庄子和孔子思
      想的影响，与魏晋玄学思想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而他的诗歌不仅富有
      浓郁的情韵，而且还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与来自个
      人生活实践的独特的思考，即充满深刻的理趣，而情与理又往往是通过景或
      事这个媒介而传达出来的。
      陶渊明不仅有纯哲理的《形影神》诗，而且还有充满玄学意味的《五月
      旦作和戴主簿》诗。然而陶诗的妙处，既不在于一般的言情，也不同于玄言
      诗式的说理。他能将情、景（事）。理巧妙地融为一体，从而进一步加强了
      诗歌的艺术表现力。如其《饮酒》二十首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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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既然“在人境”，就难免有“车马喧”，但诗人偏说“而无车马暄”。
      原因何在？由于“心远”。接下来诗人用这样一幅图画来展现“心远”的境
      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如此清静优
      雅的境界，不知是自然之景还是诗中之画，或是心中之境。总之“此中有真
      意”，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诗中“心远地自偏”这样富有哲理性的语言，
      可以说明只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改变客观环境对于自己的影响。但诗人
      并不是作道学家式的说教，而是把这“心远”的“真意”融在一个极其优美
      的景象之中，从而更具体形象他说明了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诗人
      把情景理完全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语言艺术的独特性
      前人常用“平淡”二字来概括陶诗的语言风格，这是不错的。但陶诗语
      言的好处，却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含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从而
      富于启示性，让人觉得余味无穷。
      陶渊明自幼过着简朴的农村生活，家乡那清秀的山水田园，陶冶了他那
      颗朴素的心灵。经历了仕途羁役之后，更增强了他对家乡山水田园的热爱。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二十首其十
      四），努力使自己忘却世俗的烦恼。要表现这简朴的生活。自然的风光和淡
      远的情趣，就无需用浓艳华丽的词藻去雕饰，也只有用平淡自然的语?言，
      才能显示出天真自然之趣。但是，悠然自得的淡远情趣，只是陶渊明个性的
      一个侧面或表面。在悠然自得的背后，他还有孤独与苦闷，也有愤激与不平，
      他是一个极富感情色彩的人。而陶诗语言的风格，就正如他的个性一样，也
      总是在平淡的外表下蕴藏着炽热的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这也就是苏拭阶
      兑“外枯而中青”（（东坡题跋》），“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尤
      其是陶渊明以他那哲人的慧眼，在不断观察。思考着宇宙、社会与人生，并
      以平实朴素的语言，将他的深刻体悟平易地道出，读来如警句格言，十分耐
      人寻味。北齐阳休之在《陶集序录》中说：“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
      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其实就说明了这个道理。
      南宋陈模在《怀古录》中说：“盖渊明人品索高，胸次洒落，信笔而成，
      不过写胸中之妙耳。未尝以为诗，亦未尝求人称其好，故其好者皆出于自然，
      此其所以不可及。”把语言艺术完全归结到人品上，只要人品高，就可以不
      思而得。“信笔而成”，这种见解恐怕是片面的。陶诗语言的妙处，在于既
      经过了精心的锤炼，而又显得格外朴素自然。毫无斧凿之痕。例如：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
      弟敬远》）
      目倦川涂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南窗革时物，北林荣且丰。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流尘集虚坐，宿草旅前庭。除阶旷游迹，园林独余情。（（悲从弟仲德》）
      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九日闲居》）
      借助整齐的对偶形式与谐调匀称的音节，把相互对应的两个部分突现出
      来，使它们互相映衬。互相补充，既显得自然本色，又加强了语言的形象化
      与感染力。陶诗中大部语言都是表面平淡无奇，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寓精奇
      华美于平淡朴素之中。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就说：“其文章不群，词采
      精拔；跌宕昭章，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钟嵘在《诗品）中评
      陶诗亦云：“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
      家语那！”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曰：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
      看有奇句? .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
      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陶诗造语精工而又不露痕迹，是常为后人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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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集译注》

      叹的。如《东坡题跋?题渊明饮酒诗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
      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陶渊明《五月旦作和戴主簿》一诗中，“虚舟纵逸掉”
      的“纵”字，“神萍写时雨”的“写”字，“晨色奏景风”的“奏”字，无
      不锤炼精工而妙传难言之意。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
      邵不疑学士诗卷杜挺之忽来因出示之且伏高致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葛立
      方也说：“大抵欲造平淡，当自组丽中来，落其华芬，然后可造平淡之境。”
      （《韵语阳秋）卷一）寓精奇于平淡之内，含绩丽于朴素之中，这才是陶诗
      语言的本色。
      还应当看到，陶诗语言风格的形成，与他学习和借鉴《诗经》以来的优
      秀传统也是分不开的。陶渊明早年便“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十
      六），“诗书敦宿好”（《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学习前人
      的语言，对于形成他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点在他早期
      的诗歌里，表现尤为明显。如他的四言诗，就直接受到《诗经》的影响，我
      们从陶诗的注释中已可明显看出。同样，陶渊明的五言诗也是大量地学习和
      借鉴了前人的优秀传统。如《古诗十九首》、曹丕。曹植、阮籍、左思，以
      至于民歌，对陶渊明都有一定的影响。这里以曹植诗歌为例：曹诗有“仆夫
      早严驾，吾将远行游”（《杂诗》七首其五）陶诗有“辞家夙严驾，当往志
      无终”（（拟古）九首其二）。曹诗有“盛时不再来，百年忽我遒（《箜篌
      引》）；陶诗有“盛年不重来? .岁月不待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曹诗有“种豆南山下，葛蔓自成阴”（《种葛篇》）；陶诗有“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五首其三）。曹诗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
      邻”（《赠白马王彪》）；陶诗有“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杂诗》
      十二首其四）。曹诗有“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回瓤举，吹我入云
      中”（《杂诗》七首其二）；陶诗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随风
      转，此已非常身”（《杂诗》十二首其一）。但是，曹植诗的语言风格是“骨
      气奇高，词采华茂”（钟嵘《诗品）），与陶诗语言风格有显著的区别。可
      见陶渊明学习前人的语言，并不为其所圃，而是结合自己的个性，将自己的
      日常生活化入诗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如同他那不随俗、不苟同的高尚人格一样，“独超
      众类”。清代胡凤丹《六朝四家全集序》说：“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而其
      诗亦如其人，澹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夫诗中之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
      也；文必如昌黎，而后可以起八代之衰；诗亦必如靖节，而后可以式六朝之
      靡。”
      除诗歌之外，陶渊明的辞赋与散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也同样具有很高的
      艺术价值。尤其是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
      《与子俨等疏》及《自祭文》等，早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在文学史上同
      样具有很高的地位。
      三
      陶渊明作品集子的版本甚多，异文也较多，本书所收篇目及卷次、正文
      一般依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 年5 月第1 版）为底
      本，同时参校以其他版本，凡不同于逯本之处及所据之本，皆一一注出。
      为了帮助读者能够比较全面。深入地理解陶渊明的作品，书中对所收陶
      渊明的每一篇作品，都作了“说明”、“注释”和‘释文”。“说明”部分
      的内容，旨在介绍作品的写作年代。背景和主要内容。“注释”部分主要是
      解释典故和一些较难懂的字、句，文字力求简明扼要、浅显易懂。在说明与
      注释过程中，吸收和参考了古代和当代学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书中没有一一
      注明，谨在此一并致谢。将陶渊明的作品译成现代汉语，的确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而将陶诗今译，难度就更大了。本书对陶诗的今译，在尽可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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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有风格和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为了不至于
      过多地失去古典诗歌的味道，在译诗的过程中，对句法形式。平仄音调及用
      韵等方面也作了必要的考虑。书后附录四篇关于陶渊明生平和创作的重要资
      料，可供读者参考。
      由于水平有限，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孟二冬
      一九九五年五月
      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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