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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是陶渊明接受史的高潮期。在这一时期，

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都被逐渐推到典范地位上，成

为理想人格和理想诗美相统一的作家之一。钱钟书

先生在 《谈艺录·二四》“陶渊明诗显晦”条说：“渊

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一；

东坡和陶，称陶为曹、刘、鲍、谢所不及。自是厥后，

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A 8 B

宋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

一，对陶渊明人格的认同；其二，对陶渊明风度与情

趣的认同；其三，吟咏与借用陶渊明及其诗文的事

语。李剑锋在《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中指出：“受特定

社会、文化条件制约下的人格追求的影响，宋人在

学习陶渊明潇洒飘逸、诗酒风雅一面的同时，格外

看重他不仕二朝、固穷守节的人格美，二者合而为

‘渊明风流’”。A ? B “‘渊明风流’最本质的内涵便是与

道俱在，超越悲情，亦即通常所谓的‘安贫乐道’”。A ! B

尤其到了南宋，理学渐盛，朱熹论史，极重有气节的

人物，陶渊明为其典范之一。在高扬 “渊明风流”的

南宋，“上饶二泉”的诗歌也自觉或不自觉的对陶渊

明人品和诗文非常推崇。

一 “上饶二泉”在情感上对陶渊明的认

同

“上饶二泉”指南宋时的两位诗人赵蕃和韩

氵虎。赵蕃 （88=!—8??9），字昌父，号章泉。韩氵虎

C 88"9—8??= D，字仲止，号涧泉。因二人的号中都有

“泉”字，且都隐居上饶，合称为“上饶二泉”或“二泉

先生”。“二泉”诗歌现以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

宋诗》收录最为齐全，其中收录赵蕃诗歌《乾道稿》二

卷、《淳熙稿》二十卷、 《章泉稿》四卷、集外诗一

卷，收录韩氵虎诗歌《涧泉集》十九卷。

与其他作家不同的是“二泉”从情感角度与陶渊

明很亲近。陶渊明在几番仕隐周折之后，终于看穿名

利、纷争，最后彻底归隐。过起了庭前植柳、篱下采菊

的生活。赵蕃和韩氵虎 也在仕宦之后，一个 “奉祠家

居三十三年”A = B，一个 “家居二十年”A " B，《宋诗纪事》

引刘漫塘 《章泉赵先生墓表》云： “先生在太和，

便座有斋，榜曰 ‘思隐’。盖当筮仕之初，已有山

林之思。” A E B 《宋诗纪事》卷五十九称韩氵虎：“有高

节，从仕不久，即归信上。”A @ B 仕宦生活对他们而言

是无比拘谨，“帝城尘埃中，隘巷多涂泥”（《偶成》，

《涧泉集》卷四），他们向往的是那种无忧无虑的生

活：“中岁百事懒，颇觉山林深。体适解巾屦，情安弄

书琴。流年度寒暑，尽日看晴阴。穷达苟不委，何以全

素襟”（《中岁》，《涧泉集》卷九）；“奔忙九衢里，无处

着两眼。楼高试推窗，可以得笑莞”（《栖窗静对颇

快》，《涧泉集》卷二）。当归家以后，徜徉山水田园中，

心旷神怡：“一斥归来上野航，老无羁绊试斟量。诗囊

纵在那能赋，酒盏何嫌且细尝。点检丘园理花草，咨

询里社见蚕桑。玉为山底冰溪水，鱼鸟飞潜意更长”

（《斥归》《涧泉集》卷十四）；“窗前亦何有，有愧俨而

收稿日期：?<<@ F <" F <G
作者简介：花志红（89E9 F ），女，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试论“上饶二泉”对陶渊明的推崇

花志红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E8"<??）

【摘 要】在高扬 “渊明风流”的南宋，“上饶二泉”赵蕃与韩氵虎 对陶渊明人品和诗文非常推崇。本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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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植之自谁与，花开几经黄，那知窗中人，不作昔

日忙。但恋六月荫，超然傲羲皇。”（《幽居》，《乾道

稿》卷上）

由于对陶渊明的亲近，“二泉”直接以陶渊明及

与之有关的能肯定代表陶渊明的字、号、官职、地名

等入诗，通过对陶渊明的不同侧面的吟咏来表达诗

人的内心情感。在 “二泉 “诗中就有渊明、陶潜、陶

令、靖节、彭泽、东篱、元亮等意象。

“彭泽非缘懒折腰，便如莲社也萧条。”《读归去

来词》，《涧泉集》卷十八）

“有酒勿惮饮，触事醉则休。风物既闲美，何为

不来游。斜川眇千载，渊明岂常流。彭泽赋归来，草

木应差差。人苦不解事，谓渠爱东篱。”（《九日无菊

月半后始有市者》，《涧泉集》卷二）

“胡广潭何为，陶潜篱何求。人物偶相值，终古

评不休。兴惬景勿违，语到气自遒。小摘问颓龄，记

取南山幽。（《池上菊烂然》，《涧泉集》卷二）

“陶令一北窗，今古自无对。折腰岂为米，归来

本非退。平生羲皇心，肯与时向背。当年五柳传，谁

云闭关辈。子能知其然，此意要常在。渊明不吾欺，

是中诚可爱。”（《馀干黄师求北窗诗》，《涧泉集》卷

二）

“渊明岂乐居岩薮，逢此百罹聊饮酒。龚生未免

不食亡，孔融竟落奸雄手。想见龙眠下笔时，伫目精

神思尚友。开图我亦有遗恨，不得执屦从其后。”

（《题归去来图》，《乾道稿》卷上）

“尝评节物佳，无出九日上。岂独为黄花，端由

有元亮。”（《九日》，《淳熙稿》卷十六）

二 “上饶二泉”对陶渊明人格美的追

求

在情感上取得共鸣以后，“二泉”对陶渊明 “安

贫乐道”的人格美也有所认识，正如赵蕃 《和陶咏贫

士七首》曰：“因知昔人意，道胜贫非关”。“穷”是“二

泉”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境况：“儿啼宵不饱，女诉夏

无衣。几载宦游倦，素来生事微。诗书须自勉，纫补

莫多违。我亦田园去，终难粟肉希”（《书事》，《淳熙

稿》卷二）；“颓龄不可羁，寒事亦已迫。女褐破未纫，

儿襦短仍窄”（《连日雨作顿有秋意怀感之余得诗七

首书呈教授知县》其二，《淳熙稿》卷二）；“今年岁大

熟，谷价率以贱。富家积 仓，贫自无饱饭。悲哉五

斗图，去矣千里远”（《留别成父弟以贫贱亲戚离为韵

五首》，《淳熙稿》卷三）；“床头儿啼衣尚单，灶下婢苦

柴未 ⋯⋯薄田舂米雨不来，欲酿一杯无曲 ”（《初

九日夜坐》，《涧泉集》卷六）。那么，如何排解“贫”的

状况呢，陶渊明“安贫乐道”便是表率：“渊明抱羸疾，

犹复归田园。安能为五斗，折腰若拳拳。箪瓢非可

乐，不改乃称贤。夫子故不死，仰钻高且坚”（《连日

雨作顿有秋意怀感之余得诗七首书呈教授知县》其

四，《淳熙稿》卷二）；“我昔读书夜达晨，膏烛且尽继

以薪。年来渐知得力处，箪瓢陋巷忘其贫。尔曹有身

须自立，幸逃薪水供朝夕。不于文学自勤苦，长大始

悔终何益”（《示儿》，《淳熙稿》卷五）；“问薪薪已无，

问米米已空。假贷愧邻里， 走愁仆童。乞食陶征

君，乞米平原公。昔人有如此，吾今未为穷。”（《即事

二首》其一，《淳熙稿》卷二）

“安贫乐道”之后，一切都显得如此达观：如韩

氵虎《秋怀》所说：“人生一世间，百年几晴阴。贵贱无

定在，岁月徒自深。世路有夷险，宦业多升沉。未能

率此性，于何不动心。在彼犹在己，视古犹视今。不

须问行藏，且图豁胸襟。邻翁有酒不，对我成清斟。”

“天命有生死，人事有盛衰。亘古每如此，一致该百

为。”（《涧泉集》卷四）

三 “上饶二泉”对陶渊明艺术的接受

赵蕃和韩氵虎 对陶渊明的艺术学习是多方面的，

也相当深入。

其一，是化用陶渊明的诗句和典故。

如：“陶潜彭泽归，岂敢傲一世。聊从户牖间，作

计等蝉蜕。君乎得此心，名字置所憩。俯仰旦复昏，

浅揭深则厉。”（《寄轩》，《涧泉集》卷二）诗意用陶潜

《归去来兮辞》“倚南窗以寄傲”句。

“陶令一北窗，今古自无对。折腰岂为米，归来

本非退。平生羲皇心，肯与时向背。当年五柳传，谁

云闭关辈。子能知其然，此意要常在。渊明不吾欺，

是中诚可爱。”（《馀干黄师求北窗诗》，《涧泉集》卷

二）诗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事、化

用自况文《五柳先生传》。

“吾爱陶诗中，静寄东轩语。试取作佳名，朝夕

相与处。熏风一榻闲，轩觉远烦暑。试问轩外人，

纷华今几许。”（《闲泊东窗为静寄》，《涧泉集》卷

二）“静寄东轩”出自陶渊明 《停云》“霭霭停云，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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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时雨。八表同昏，平陆伊阻，静寄东轩，春醪独

抚。”

“彼美黄金花，为我绕池游。十月无清霜，尚作

重阳秋。胡广潭何为，陶潜篱何求。人物偶相值，终

古评不休。兴惬景勿违，语到气自遒。小摘问颓龄，

记取南山幽。”（《池上菊烂然》，《涧泉集》卷二）诗句

取陶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

“种树拥墙隙，伐茅开地偏。老衰常问禄，贫窘

失求田。晴热山前日，阴凉间底泉。闲哉陶五柳，只

爱北窗眠。”（《种树》，《涧泉集》卷七）诗歌取《归园

田居》的意境。

“地偏尘自销，风扉亦常关。不知芳草多，但与

落花闲。红日到碧涧，白云在青山。怀人长言之，老

子何痴顽。”（《地偏》，《涧泉集》卷二）诗意取陶渊明

《饮酒》其一中 “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辩已

忘言”的意境。

“能栖不能闲，其心未可知。能闲不能栖，其迹

无已时⋯⋯昔春升其堂，尊酒饮于斯。昆山日夕佳，

陂池清渺弥。手植花柳间，田园粗充饥。” #《栖闲

堂》，《涧泉集》卷二）“昆山日夕佳”化用《饮酒》中的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云出无心还自归，乱峰明处日西微。白衣不至

东篱寂，满把菊花风动衣。”（《题渊明采菊图子璇所

作》，《淳熙稿》卷十七）“云出无心还自归”句出自

《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三径虽荒菊尚存，重阳想见露花繁。”（《八月

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其三十，《淳熙稿》卷

十九）“三径虽荒菊尚存”化用 《归去来兮辞》中 “三

径就荒，松菊犹存”句，据 《文选》李善注引 《三辅决

录》曰：“蒋诩字元卿，舍中开三径$ 唯羊仲、求仲从

之游$ 皆挫廉逃名不出。”% & ’“三径”实指“挫廉逃名”

之人的生活环境。但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用了

以后$ “三径”一词就深深地打上陶渊明的烙印了，

成了隐士的代称了。人们用到“三径”的时候多半与

陶渊明联系在了一起。如《题三径图》“忆在宜春日，

曾看三径图。腥膻尚京洛，羁旅久江湖。岂曰有安

宅，绝然忘故都。人琴怅俱已，松菊孰充娱。”（《淳熙

稿》卷八）

其二，次韵、追和陶诗的作品。

“二泉”写过许多次韵、追和陶诗的作品。

《和陶咏贫士七首》之五云：“去年迫重九，朝暮

无续餐。朔身谩九尺，何时辞馁寒。货殖赐何有，箪

瓢未月瞿 颜。因知昔人意，道胜贫非关。”（《乾道稿》

卷上）

《和陶渊明乞食诗一首并序》：“自八月来，日以

抱衣易米为事，衣且竭矣，米卒亡术可继。因读东坡

《和陶乞食诗》有‘幸有余薪米’之句，则知坡之贫，盖

不至于陶，而陶虽贫，犹有可乞食之家。仆今纵欲乞

食，将安之耶？辄亦次韵。‘我生堕贫中，欲避将安

之。去年未是贫，假贷犹有辞。亲朋戒今年，相与谢

往来。大笑不知悔，且和渊明诗。儿曹相与语，我幸

乏此才。聊为一饱谋，饿死无自贻。’”（《淳熙稿》卷

四）

《和陶渊明己酉岁九日诗一首并序》：“立冬十日

矣，所至菊皆开。今日读东坡和陶诗有《十月初吉菊

花始开与客作重九因次韵陶渊明己酉岁九月九日》

诗一首，辄亦次韵。‘山中无历日，不知冬已交。起行

视林园，草木如半凋。黄花独何为，亭亭有余高。俯

不愧转蓬，仰何羡凌霄。当其杂众芳，开落真谩劳。

岂若稍退，坐阅枯与焦。建中方死苏，元嘉乃终陶。

二老盖岿然，所历匪一朝。’”（《淳熙稿》卷四）

这些诗歌有自己的情感，但总的来说，感受与陶

诗的意趣并无二致。

其三，“二泉”诗歌当中与 “菊花”相关的诗

作。

陶渊明的 “采菊东篱下 $ 悠然见南山”是最为后

人欣赏的诗句$ 其间的 “采菊”真实地反映了陶渊明

当时的心境。“菊花”意象因为陶渊明在诗文中的成

功使用，便打上了他的烙印，似乎成了陶渊明的特定

的符号，特定的代称了。人们一看到 “菊花”自然就

会联想到陶渊明，所谓“人谁不种菊，千载但陶家。”

（《从桂》，《淳熙稿》卷七）

就如赵蕃 《对菊有作》所说：“草木均是体，顾有

幸不幸。故侯住瓜田，四皓卧芝岭。譬如佳山川，何

地乏幽屏。居然说终少，籍甚谈箕颍。得非以人重，

后世闻之警。维菊本甚微，在昔曾莫省。罗生蓬蒿

间，自分托地冷。一趋骚人国，再堕渊明境。遂同隐

居者，身晦名独耿。何当园五亩，不觊田二顷。秋风

及春雨，采撷花与颖。既充天随饥，亦望南阳永。有

志未能摅，对花徒引领。”（《淳熙稿》卷二）

韩氵虎 也表述了 “菊花”与渊明的关系，如 《池上

菊烂然》：“彼美黄金花，为我绕池游。十月无清霜，

尚作重阳秋。胡广潭何为，陶潜篱何求。人物偶相

值，终古评不休。兴惬景勿违，语到气自遒。小摘问

颓龄，记取南山幽”（《涧泉集》卷二）；《九日无菊月半

后始有市者》：“前年重阳时，黄华正纷披。去年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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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有菊盈枝。谁知今年晚，节后才见之。高低灿

群葩，可受霜风吹。渊明心事老，借此吟吾诗。彭泽

赋归来，草木应差差。人苦不解事，谓渠爱东篱。芳

草喜尚浓，色泽愁渐萎。欲醉可不饮，返酒因儿嬉。”

（《涧泉集》卷二）

正如沈松勤所指出的：“拟陶学陶成了普泛化

的一种走向。不过形成这一走向的原因，首先不在

于或停留在遣词造句、风格意趣在内的审美层面

上，而是以思想层面上的 ‘独与渊明亲’（李刚 《次韵

和渊明 〈饮酒〉二十首》其二十）、‘古今虽隔意常亲’

（胡寅《和钱孙叔委心亭二绝》其二）或‘归去来兮，斯

言可师’（赵蕃《三月十三日夜五更闻杜鹃，时成父欲

入浙，因赋六章，章四句，以送之》其二）为原动力

的。”# $ % 而“二泉”对陶渊明的推重也是得到了同时

代文人的肯定。刘克庄称赵蕃“五言有陶、阮意”# &’ %，

刘漫塘 《章泉赵先生墓表》称赵蕃 “不经意而平淡有

趣，读者以为有陶靖节之风。”# && %杨万里有《寄韩仲

止》曰：“何以涧泉号，取其清又清。天游一丘壑，孩

视几公卿。杯举即时酒，诗留后世名。黄花秋意足，

东望忆渊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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