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作欣赏MASTERPIECES REVIEW 18

／
名
作
欣
赏

M
A
ST
E
R
P
IE
C
E
S  

／经典重读

正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描写贫穷隐士的语言是可以传

递的，最终与姿态联系在一起，用在一般的场合也显

得正常了。从六朝到唐代，应璩的文集还是有名的；

然而他的尺牍在唐代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宋

代之后，对应璩作品的传承就呈现了选择性，应璩的

《百一诗》遮蔽了他其他的作品，以至于到了读者渐渐

无视那些更加个人化诗歌的地步。而此时，正是陶潜

作为“德隐”而声名渐炽之时。在陶潜生活的时代，

他便以隐士的形象而得名，到 6 世纪早期，萧统将陶

潜与周续之、刘遗民合称为“浔阳三隐”，进一步将陶

氏作为隐士的形象固定化。结果，陶潜所用的表现他

个人生活的意象和姿态，甚至那些他从前代描写贫士

诗中借用而来的隐逸话语，开始仅与他一个人联系在

一起，被认为是陶氏本人的独创。

总之，我们所认为的陶诗大部分特有的意象、姿

态以及语言皆来自前代文学对贫困隐士的概括，只不

过现在被忘却了。隐士的文学传统起源于汉末，此时

一些诗人开始写他们生活在都城之外的经验，而以应

璩的写作达到顶点。尽管应璩不断书写退隐，也经常

运用隐逸话语，但他确实不是一介真正的隐士，其所

写并非仅关于隐逸，正是这两点比较有说服力的原因，

解释了钟嵘为何没有将其列为隐逸诗人之宗。陶潜进

一步扩大了隐士修辞的运用，并且与他的先驱者一样，

他可能也并未践行他在诗中描绘的所有行为。然而，

因为陶潜广泛描绘了他的栖隐生活，甚至在他生前，

也因隐士身份取得了广泛的声誉，他被称为“古今隐

逸诗人之宗”是符合逻辑的，也是合适的。

作  者：卞东波，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北京  文导微

陶渊明与普希金

近几年，俄罗斯科学院陆续推出了一套由多位俄罗斯汉学家编写的五卷本《中国精神文化大

典》。在“语言文学卷”中，在“陶渊明”词条的一开始，词条作者叶·亚·谢列布里亚科夫就引

了老汉学家瓦·米·阿列克谢耶夫的一句话：陶渊明“在中国诗歌中所起的作用，大抵相当于我

们的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所起的作用”a。较遗憾的是，词条作者此后再未回顾这句让人眼前一

亮的引文，且并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进一步解释。尽管阿列克谢耶夫的说法也许会让我们稍感惊讶，

毕竟，普希金在俄国文学领域已是至尊，是“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可我们却不太会

将陶渊明喻为“父”或“太阳”，但作为一名学习俄国文学的中国文学爱好者，笔者有意对俄罗斯

汉学家如是说的理由稍作探究，并借此机会继续作些有关文学的思考。

源头意义

阿列克谢耶夫将陶渊明与普希金并提的原因之一，大概是考虑到了二者在各自国家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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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留下的源头意义。

俄国文学研究者王立业认为，19 世纪的俄国诗人

都或多或少地受过普希金的影响，贯穿 19 世纪俄国诗

歌史始终的两大阵营的代表，纯艺术派的费特与民主

派的涅克拉索夫，都争相自称为普希金诗歌的后继者，

前者承其沉郁哀诉，后者承其公民性，直至 20 世纪的

叶赛宁与马雅可夫斯基，以及“悄声细语派”与“大

声疾呼派”，都离不开这两条线索；俄国文学研究者刘

文飞曾将普希金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总结如下：“普

希金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了先河⋯⋯他几乎涉猎了所

有的文学体裁，并在各个体裁领域中都留下了经典之

作⋯⋯后来构成 19 世纪俄国文学传统之内涵的许多

因素，也都发端于普希金的创作。”b可见普希金“俄

国文学之父”的称号受之无愧。陶渊明对中国文学的

影响虽不像普希金那样巨大，但也堪称深远。中国文

学研究者袁行霈有文论及陶诗主题的创新，主要有回

归主题、饮酒主题、农耕主题、生死主题等 c，在这些

主题中，得到最多回响的当属回归主题，李白的《桃

源二首》、王维的《田园乐七首》、孟郊的《隐士》、元

稹的《归田》、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十六首》、苏轼

的“和陶诗”系列、王安石的《五柳》等，皆为例证。

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陶渊明》一节的作者甚至

写到，单是桃花源的故事，就“为无数后代作家带来

灵感，本身开创了一个小型的文学传统”d。我们认

为，任何一种文学传统，无论“大型”还是“小型”，

都一样具有源头意义，影响都是深远的。值得一提的

是，普希金与陶渊明崇高的始祖地位都不是一开始就

自然确立的，两位后人知音——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

轼——为此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静水深流：质朴的诗语与至情的诗心

上述“源头意义”应是俄罗斯汉学家将二人并提

的原因之一。此外，将二位诗人并提，我们也有自己

的其他缘由。

渊明爱菊，人亦淡如菊，文如其人，故渊明之文

淡如菊，本亦理所当然，但也值特别一提。事实上，谈

及陶文，“朴素的语言”总难绕过：苏轼用“质”字来

描述陶诗的语言，朱熹说陶诗“萧散冲淡”，朱自清提

到陶诗的“平淡”⋯⋯在俄罗斯，谢列布里亚科夫也

用了“朴素与明晰”来形容，称陶渊明“以一种朴素

与明晰的语言令人信服地倾吐着日常生活的喜忧”e。

谢列布里亚科夫在这里仿佛多用了一个“明晰”，实则

恰好类似萧统用的“抑扬爽朗”和周振甫用的“明白

朴素”。而“朴素与明晰”这两个修饰语，在俄国文学

研究者看来，其实会像个老友，因为人们常用它们来

形容普希金的语言特色。尽管俄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

家、《普希金抒情诗选》与《普希金小说选》的译者刘

文飞认为，普希金诗语中那些犹如《静夜思》一般的

“朴素与明晰”，是最难尽译的东西，但是，通过译诗的

词语、句式、结构等，中国的读者应该还是能够或多或

少地感受到普希金语言的这种特色，只要想想我们最

熟悉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曾经爱过您》，就能

有所体会。

那么，中俄二位诗人何以凭借“简单”的语言获

得众多赞许？似乎“朴素与明晰”并非看上去的那样

简单，是最少的，也是最多的，是若无还有，是苏轼所

言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看似简单的诗语为何不

简单？原因便在于诗语中所藏的诗心。恰如田晓菲所

说，“文风的简单不应当掩盖诗人强烈的自觉性和复

杂思想，而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修辞相对繁复但情感相

对单纯的写作中很难找到”f，这样的评价几乎同样

适用于普希金。有趣的是，事实往往如此：就像静水

深流一般，越是丰富的思想、深刻的感情，化为言语之

时，反倒越发平淡，可平淡诗语之中那更为本质也更

为珍贵的至情诗心，我们却难以抗拒。我们被一首诗

打动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诗之心。好诗同好曲，总非

力发于指，而是力发于心，也许正因此故，陶渊明并不

在意他的古琴是否有弦。 

也许，至情的诗心，才是二位大诗人比“朴素与

明晰”的语言风格更为本质的相似之处。宗白华所

言极是，他认为：“晋人虽超，未能忘情⋯⋯晋人向外

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陶渊明、谢

灵运这般人的山水诗那样的好，是由于他们对于自然

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g

先生此言道明了陶诗之好的由内而外的缘故，是诗人

内心的深情赋予了山水灵气。同样，唯有诗人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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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才能赋予纸面文字以生气，方可使笔下人物永远

活在读者心里，比如凯恩，就由于普希金的一首《我

记得那美妙的一瞬》，被万千读者留在了心里。虽然

这位俄国诗人写过情诗无数，女主人公也千变万化，

但一切都只因为，如他自己于诗歌《在格鲁吉亚的山

冈上》中坦言的，诗人的“心儿不能不爱”，这便又

有些类似宗白华对晋人的评价，即“是哀乐过人，不

同流俗”h。

自由之乡：桃源或大海  

当“不同流俗”的至情之心落入俗世，尤其是俗

世中的恶浊官场，诗人便会感到被束缚，想要归去：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让我们一同飞走吧！ /

我们都是自由的鸟儿⋯⋯让我们飞到那儿，大海闪耀

着青色的光芒”i。我们留意到，二位诗人都用鸟儿

喻过自己，都用过鸟的意象作为承担自由心意的载体，

只不过陶诗的鸟儿想归向山林，普诗的鸟儿想飞往大

海。山林意象与大海意象的不同选用，与诗人身处的

不同地域有关，但它们的象征意义却是相似的，都象

征着一片相对的净土，诗人心里的自由之乡。

在陶渊明笔下，自由之乡最为经典的形象，就是

风景纯粹、民风淳朴的桃花源；而大海之于普希金，也

就像桃花源之于陶渊明。大海，在普希金眼里，是“自

由奔放的大海”，是诗人渴望的自由自在的地方：“回

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 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但不管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还是普希金的大海，都并

非容易抵达的彼岸，机缘未遇之时，也只能望洋兴叹：

武陵人虽“处处志之”，但当太守遣人随其往，却“不

复得路”；普希金虽然听到了大海的召唤，自己“却被

束缚住；/ 我的心灵的挣扎完全归于枉然 /⋯⋯我留

在你的岸旁”。不过最终，陶渊明还是在四十一岁辞去

了彭泽令，归耕田园；而普希金尽管并未隐遁，甚至

活跃于各种沙龙与盛宴之中，经常出入皇宫，可他却

并不享受这些表面的荣耀，因为代价是不自由。因此，

他有意奔赴那场阴谋的决斗，在决斗中死去，终究彻

底摆脱了俗世的羁绊。这场决斗，未尝不是这位俄国

诗人另一种方式的永久的归隐，是他的天鹅之曲，是

他的《归去来兮辞》，归向他的永恒之海、自由之乡。

陶渊明的桃源与普希金的大海之所以被铭记至

今，除了纯艺术方面的因素，也许还因为，诗人对自由

看似痴愚的执着追求、对俗世的不妥协，以及对高洁

的精神家园的坚守，都是极为动人的。田晓菲敏锐地

指出，陶渊明的诗歌“不是天真地颂扬田园之乐或者

自然与人的和谐⋯⋯他的诗歌在很多方面来讲都是一

种私人价值观的辩护，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0。“个

人的自我实现”对每一个体来说都很重要，对诗人个

体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唯有保存着自我，诗心才可以

存活。诚然，生活于世间的人们难以免俗，但可贵的

正是，在俗世中仍能坚持自己的初心，即使只是知其

不可而为之。自由保障着坚守，坚守可以得到更宽阔

的自由。自由与坚守对诗人而言尤为重要，如一位德

国作家在 2013 年中德作家论坛上所说：“文学必须坚

持那些与众不同的东西，信守独一无二的东西，它需

要⋯⋯自己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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