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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王维对陶潜诗文的接受——以《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为

例 

学生姓名：吴汶倩 

指导老师：余曆雄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陶潜的晚年之作《桃花源记并诗》中，叙述一个完整的桃花源故事，表

达出成熟的理想社会，极受后世青睐。历代许多诗人、作家会沿用“桃花源”

主题重新创作，借此承载各自的理想社会,其中包括王维的《桃源行》。《桃源

行》非王维的代表作，甚至因是早期作品而略显青涩，但亦具王维独有的写作

手法讲述桃花源故事，描述其心中的理想社会。本文就陶潜和王维各自的作品，

对比《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桃源主题和写作手法，探讨王维是否接

受陶潜其诗文。 

 

【关键词】陶潜、王维、接受、桃源、理想社会 

  



iv 
 

致谢 

 

白马过驹，转瞬毕业将至。三年的本科生涯，幸得良师益友的帮助与陪

伴，故特此向他们致谢。每每我落笔犹豫，总会寻求论文导师——余曆雄博士

的意见。偶有反复询问之时，老师亦会耐心引导，给予许多鼓励，促使我有信

心完成这份毕业论文。承蒙老师的教诲，感激不尽。 

人逢知己千杯少，大学路上能认识海彤、苇薇、心琪，荣幸之至。他们

的嬉笑打闹、欢声笑语，让我从繁忙沉重的课业暂时解脱。感染肺炎后，才知

患难见真情，他们雪中送炭的温暖，我会铭记在心。我性子不好，常有任性妄

为或固执己见的时候，在此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和照顾。



1 
 

第一章  绪言 

 

 

陶渊明（369？-427）1，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

江西九江附件）人。2陶潜的曾祖父陶侃曾是东晋重臣，祖父陶茂则是武昌太守。

陶潜的父亲曾出仕，但已开始家道中落。陶潜出生时家里愈发困迫，后来他亦

曾出仕，在朝中担任许多职务，可他最终却弃职而去选择隐逸。 

陶潜是田园题材的开创者，他曾亲身经历田园生活，通过劳动换取生存

下去的机会，故他能以最真实的田园描写表达内心的情感。陶潜还会写咏怀诗、

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等，但由于《桃花源记并诗》更偏向田园作品，故本

文不会讨论陶潜的其他诗歌题材。 

陶潜晚年作《桃花源记并诗》，寄托他的理想社会，借此反衬当朝百姓

生活艰难的事实。陶潜崇尚自然，常在作品中书写当时百姓的真实生活。陶潜

于生前并受到重视，南北朝推崇华丽，陶潜的作品并不受南北朝人的喜爱。直

到萧统为其著集传，对其评语极高，才引起后世文人的关注。后来唐朝人渐渐

重视陶潜的作品，常引用陶潜作品中的词语和典故，其中包括《桃花源记并

诗》。 

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人。王维的官途与陶潜比较相对顺利，

虽然王维晚年被贬官，但他曾在朝中任高职。王维亦有数次隐逸的经历，在终

 
1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页 1。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卷二，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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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和蓝田辋川等的地方隐居，可他并非完全脱离官场，而是过着半仕半隐的

生活。 

王维的诗歌题材极丰富，包括自然诗、边塞诗、浪漫诗、写实诗等。后

世文人认为王维是陶潜的学习者和后继者，3因王维擅长书写自然诗，又名山水

田园诗，是结合陶潜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的诗歌题材。王维在继承山水

田园的写作方式时，会呈现自己的特色和风格，4融合自己对绘画和佛教思想的

理解，通过文字描绘出美不胜收的自然景物，或在诗中加入禅理。 

王维十余岁便开始写诗，《桃源行》便是王维早年所作。由于成作时间

过早，《桃源行》并不是王维的成熟之作，但可从中探讨王维写作习惯的雏形。

《桃源行》继承陶潜《桃花源记并诗》的桃源主题，透露王维少年时对理想社

会的看法。《桃源行》有着与《桃花源记并诗》不同的写作手法，通过诗中有

画的呈现出极有意境的诗作，并融合王维的道家和佛教思想书写独成一派的仙

境世界。 

 

第一节  选题意义 

 

陶潜在生前并未受到太多关注，南北朝是后世接受陶潜的奠基期，经过

唐朝的发展，陶潜的接受史在宋朝达到了巅峰期。唐朝诗人对陶潜的看法和接

受，间接地影响陶潜在宋朝的地位，故探讨唐朝和陶潜有关的作品尤为重要。 

 
3
 张进，<唐宋人之“陶王”接受论>，《唐都学刊》2018 年第 6 期，页 14。 

4
 梁学翠、刘宗保，<论王维对陶渊明的接受>，《唐山学院学报》2020 年第 4 期，页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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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并诗》以“桃花源”作为创作主题，记叙陶潜成熟完整的理

想社会生活。理想社会的观念自上古便有，却都是些零碎的思想片段描写，迄

至《桃花源记并诗》才出现能表达作者完整理想社会思想的作品。唐朝文人在

陶潜的创作基础上，通过用典和重塑桃源形象，形成各自的理想世界。王维现

存的四百余首诗歌中，5《桃源行》的故事脉络与《桃花源记并诗》相差无几，

皆是以桃源结构描写理想社会。然而陶潜和王维的生活背景环境不同，导致

《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书写极大，其中包括文体、思想和表现手法

上的差异。 

本文将以《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为研究文本，通过对比两部作

品的主题思想和写作手法，探讨王维对陶潜诗文的接受程度。 

 

第二节  论文构思 

  

 本文架构共分为五章，分别是绪言、桃源主题、田园序诗和游仙乐府、

唐前陶潜接受史和结语。 

 绪言将介绍“陶潜”和“王维”两位研究对象的生平简介和文学成就，

其中以选题意义、论文构思、研究方法和前人研究成果四个小节，简述本文的

研究范围和方式。 

 
5
 罗浩春，<论王维桃源诗的审美特质>，《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2018 年第 9 期，页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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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都是围绕着“桃花源”主题，述说美好

的理想生活。第二章针对桃源主题，论述理想社会的思想源自上古，而后随着

时代的发展产生变化，直到陶潜以《桃花源记并诗》塑造一个完整的桃源形象。

第一节将简述《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故事脉络，找出两部作品的共

同点，论证王维《桃源行》的主题是参考陶潜所作的《桃花源记并诗》。第二

节则通过研究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和背景，探讨陶潜和王维表达理想社会时的

立场。 

《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虽然都书写理想生活，但两人表达的方

式各有不同。文体将影响作品的表述方式，故第三章会探讨《桃花源记并诗》

和《桃源行》的文体差异，分析田园序诗和游仙乐府的特点。第一节将阐述陶

潜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崇尚自然的书写和王维在《桃源行》中诗中有画的书

写，点明两部作品的书写特点。第二节将探讨陶潜和王维的思想对两部作品的

影响，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诗》中体现抱朴含真的细节，而王维的《桃源行》

重塑仙境世界的桃源形象。 

陶潜的接受史一直备受关注，第四章将引用前人对陶潜作品的评论，简

单叙述唐朝以前陶潜的接受史，了解陶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第一节将阐明

《桃花源记并诗》对唐朝诗人的影响，包括用典或借桃源形象表达各自的理想

社会。第二节则推断王维翻阅《桃花源记并诗》的途径，对比受陶潜影响的王

维和李白的作品，借此探讨王维对陶潜诗文的接受程度。 

结论中会总结《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对比结果，重新整理并

叙述王维对陶潜诗文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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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文以比较研究法为主，辅以完全归纳法和文献学知识，通过比较《桃

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推断王维对陶潜诗文的接受程度。 

 比较研究法是指将两个以上有某些共同之处的研究对象放在一起进行比

较研究，以发展、辩证的眼光去看文学现象，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研究对象的

本质与特点。6本文研究的《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最大的共同之处，便

是两部作品皆以桃源主题书写“桃花源”故事，故本文的第二章将对比两部作

品的桃源主题。 

 使用比较研究法前，需要多收集可供比较研究的材料。7陶潜和王维属于

热门课题，故两人的学术资料数量极多，于此环节并无遇到太大问题。由于资

料数量庞大，本文以完全归纳法将拥有相同事物或属性的作品归成一类，作为

比较对象。比较研究法中的研究对象应有大致相同、大致对等可供比较的条件，

8故本文以《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借两部作品的桃

源主题，探讨王维接受陶潜诗文。 

 比较研究法的关键是从相同之点出发，寻求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的

不同之点。研究对象的相同之点是比较的基础，而找出研究对象的不同之处才

是比较研究的重点。
9
本文除了探讨《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相同的主题

 
6
 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页 248-249。 

7
 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页 251。 

8
 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页 252。 

9
 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页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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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分析两部作品的写作手法差异，借此看出陶潜和王维以不同的风格描写

桃源主题。 

 另外，在探讨陶潜接受史时，因研究此课题的书目过于庞大，故目录学

对本文的探讨帮助极大。目录学知识可以通过文献反映各类学术的发展状况，10

比如“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11。陶潜的资料数量随着

时间的发展也越来越多，此现象能反映出陶潜在各朝代的接受程度，形成一个

粗略的陶潜接受史供后世学者研究。 

 

第四节  前人研究成果 

 

 本文分析陶潜《桃花源记并诗》时，龚斌所著《陶渊明集校检》中有详

细的笺注解读此作品，其集说更收集了前人探讨桃花林所处地、境界描写和作

品寓意的论述。王维的《桃源行》解析则以陈铁民著的《王维集校注》的注释

为主，有的注释后还引《桃花源记并诗》作对比，其中也记载陈岩肖、王士禛、

张谦宜和沈德潜对《桃源行》的评论。 

 李锋剑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中的内容包含陶潜接受史、陶潜的写作

风格和陶潜对王维的影响。此书有多处陶潜和《桃花源记并诗》的分析，还有

后世看待《桃花源记并诗》的阐述。本文以此书为主要参考书目，通过对比

 
10
 徐有富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页 229。 

11
【宋】郑樵编撰，《通志·校雠略·阙书备于后世论》（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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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两部作品，探讨桃源意象的应用范围和桃源结

构。 

 胡不归所著的《读陶渊明札记》内记叙学者们研究桃花源地理位置的论

述，还记载着历代咏桃花源的作品和后世对桃花源的评论，此书亦对《桃花源

记并诗》的思想源泉和《桃花源记并诗》的创作目的有研究。此书内容对于本

文探讨桃源主题的来源和故事脉络有极大帮助。 

韩国学者柳晟俊的《王维诗比较研究》中提及王维与陶潜的关系，表述

王维擅写的自然诗，是结合陶潜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的“田园山水诗”。

在田园山水诗前，诗坛上曾盛行含老庄思想的“游仙诗”，《桃源行》中亦有

仙境世界的描写。此书亦有关于王维和道家佛教的研究，借此探讨道家和佛教

思想对王维《桃源行》的影响。 

《陶学发展史》是钟优民所著有关阅读、鉴赏、评估陶潜及其诗文研究

的学问。此书涉及桃源理想的说明，并伴有后世桃源书写的分类，书中还有许

多关于桃源书写的例子。从例子可见，有的作品中所描写的“桃源”与原来的

桃源本意或本貌不尽相同，对本文在第四章的《桃花源记并诗》影响研究帮助

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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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桃源主题 

 

 

“桃花源”或简称“桃源”，是陶潜《桃花源记并诗》和王维《桃源行》

里的重要主题。胡不归言“其思想源泉，直接上古”12，“其”指《桃花源记并

诗》，可见桃花源概念源自更久远的时代，而并非陶潜所创。《桃花源记并诗》

是以桃花源表达陶潜的理想社会，故究其思想源泉需从理想社会出发。 

《诗经》有部分反映上位者剥削百姓的作品，比如《魏风·硕鼠》。此

诗源于春秋前期的魏国，是一首反抗奴隶主剥削和掠夺的民歌。13诗中的“逝将

去女，适彼乐土”14、“逝将去女，适彼乐国”15和“逝将去女，适彼乐郊”16以

乐土、乐国和乐郊，表达“有德之国”17或没有剥削的安乐之地。“爰得我所”

18
和“爰得我直”

19
两句提到理想社会应有适合百姓的居地，且百姓的劳动也应

有成正比的回报。诗里的“谁之永号”20可解成百姓感叹乐土的无忧无虑，或百

姓遗憾乐土只存在于诗歌而非现实。 

 
12
 胡不归著，《读陶渊明札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页 266。 

13
 苏燕，《中国文人的桃源情结》（东北：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页 4。 
14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页 436。 
15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7。 

16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8。 

17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6。 

18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7。 

19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7。 

20
 【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正义》，页 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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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属于战乱时期，期间诸子百家向往出现如《诗经》里乐土般的

地方，故当时亦有描写社会理想的作品。《管子·君臣》下篇提到以前社会没

有君臣之分，导致“智者诈愚，疆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21。《墨

子·尚同》上篇认为没有刑罚和政治就会出现“人异义”22的情况。当每个人意

见不合时，就会产生矛盾，造成“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3。《文子·自然》中

有老子的一段话，帝王和圣人上位并非为了“奉养其欲”24和“逸乐其身”25，

而是为了天下百姓。《管子》和《墨子》皆言无君王会引发人祸，而《文子》

直言上位者应该以百姓为重，故三者认为乐土需要有君王才可确保百姓的生活

无忧，而此想法与《诗经·硕鼠》中逃离上位者的统治不同。 

《礼记·礼运》中表明“选贤与能，讲信脩睦”26才能实现外户不闭的

“大同之世”27。秦朝的《吕氏春秋·恃君》中提到没有君主的忧患，并提出若

上位者只顾谋私利，则会引发天下大乱，故需设立能够“利天下” 28的天子。

《礼记》和《吕氏春秋》皆延续诸子百家的看法，认为需要拥戴以利民为己任

的君主，百姓才能过安稳无忧的生活。 

 
21
 管仲撰、【唐】房玄龄注，<君臣下>第三十一，《管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2002），卷 11，页 124。 
22
 墨翟撰，<尚同上>第十一，《墨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卷 3，

页 20。 
23
 墨翟撰，<尚同上>第十一，卷 3，页 20。 

24
 【周】辛钘撰，<自然>，《文子》（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卷下，页

46。 
25
 【周】辛钘撰，<自然>，卷下，页 46。 

26
 【汉】郑康成注、【唐】陆德明音义、孔颖达正义，<礼运>，《礼记注疏》（长春：吉林出

版，2005），卷 21，页 473。 
27
 李红霞，<论唐代桃源意象的新变>，《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1 期，页 119。 

28
 许维遹撰，<恃君览>第八，《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卷 20，页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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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刑法志》中记载人群居后会“群而不足，争心将作”29，群居的

人会因物资不足而发生争端，故人群需有能让人服从或归顺的君王。《潜夫

论·班禄》则直接言明上位者不能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奴役百姓，上天设立君

主是为了让他们“诛暴除害利黎元”30。两者皆明言上位者的责任，可见汉朝亦

无法逃脱百姓需依赖上位者，才能安稳地生活的思想。 

 《桃花源记并诗》之前的作品只体现出乐土的性质，并无具体形象。直

至魏晋朝，陶潜是首个具体描写桃源形象，借桃花源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的文

人。《硕鼠》的百姓向往逃脱君王管制去到乐土，春秋战国之后提到的乐土则

建立在有君王，并管理得当的情况下，百姓生活有所提升的情景。《桃花源记

并诗》中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1形容住在世外桃源中的村民，借此也可推

断早于汉朝便有桃花源。汉前的乐土作品，唯有《诗经》最符合《桃花源记并

诗》无君主统治的理想社会， 

 

 

第一节 故事脉络 

 

 
29
 许嘉璐主编、安平秋副主编，<刑法志>，《二十四史全译·汉书》（上海：上海大词典出版

社，2004），卷 23，页 467。 
30
 【汉】王符撰，<班禄>第一五，《潜夫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2），

卷 4，页 28。 
31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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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故事脉络极其相似，皆有着起承转合

的结构框架，即“无心（或有心）而游——疑路不通——豁然开朗——兴尽而

返”32。 

两部作品都是以主人公无心而游，误入桃林为开头。《桃花源记并诗》

的主人公是个以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他沿着溪水前行，忽然看见一座“中无杂

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33的桃花林。王维的《桃源行》描写一艘渔舟顺着水

流，经过美丽的山色，到达两岸都是桃花的渡口。舟上的渔人被岸上美丽的桃

花美景所惊艳，于是只顾欣赏桃花林而迷失了方向。 

《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都有提到主人公的船只一直前进，走到

水的源头以为无路可走了。陶潜文中的主人公在桃花林尽头看见一座山，山中

有个入口，隐约能看见光线透出来，于是捕鱼人选择离开船只进入入口处。

《桃源行》的主人公顺着水流行到尽头都没有看到人烟，于是他进入崎岖的山

口。 

陶潜和王维的作品中以大篇幅的描写，叙述主人公通过山口后豁然开朗

的景象。《桃花源记并诗》的主人公通过狭窄的入口后，又走了一段路，看见

一片平坦广阔的土地上，有一座安宁和乐的村庄，村里的老人小孩都“怡然自

乐”34。《桃源行》的主人公经过山口后看见一个平原，从远处观望到一片云海

和林子，走近后看见一座村庄。两部作品都提到村民们很好客，十分欢迎主人

 
32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山东：齐鲁书社，2002），164 页。 

33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34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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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到来，且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5。村民们的祖先是为了避秦朝的国乱，

才来到这个地方，而后就一直定居在此与世隔绝。 

两部作品的最后都有主人公兴尽而返的情节。《桃花源记并诗》的主人

公在村庄中逗留了数天才告辞离去，并在返程中刻下记号。主人公回郡后面见

太守，告知太守村庄的事情。太守派人跟着主人公留下的标记寻找桃花源，却

迷路了。《桃源行》的主人公则言自己思念家乡，就离开了村庄。回家后，主

人公又很挂念村庄，于是辞别家里想回到村庄里。主人公以为自己能记得进村

的路，可最终却无功而返。 

后来的桃源作品多依照此种结构框架，稍作更改后借此结构来表达各自

的桃源故事，故又被称为“桃源结构”36。王维接触了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诗》

后才着手书写《桃源行》，故《桃源行》有着和《桃花源记并诗》极其相似的

故事脉络。这种故事脉络可以营造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开始以主人公迷失方

向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再以描写村庄的景物引发读者的想象，最后以遍寻无踪

的结尾带出桃花源的神秘。桃源结构借助文字连接两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借

此描述一个漂亮又和谐的场景，造成惝恍迷离的艺术效果。37 

 

第二节 理想社会 

 

 
35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36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164 页。 

37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1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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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和王维是来自不同时代的文人，却同时以百姓的身份围绕着理想社

会出发，写下《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故事。 

《桃花源记并诗》的原文中并未明确提及作品的创作年份，梁启超在

《陶渊明年谱》里也曾说明作品的创作年份不详。原文以“晋太元”（376-396）

38开篇，又在文末提及“刘子骥”39，故可从此二处推断作品的创作时间。古直

根据《桃花源记并诗》的开篇，认为此作品应作于晋时太元十八年癸巳（393），

即陶潜十八岁时所作。可是，《桃花源记并诗》的文笔和思想都极其成熟，
40
不

像出自少年之手，故此说法仍需推敲。 

陶潜写《与子俨等疏》已年过五十，许多学者推断此作品作于义熙九年

（413）至永初二年（421）之间，当时晋朝已亡国。《与子俨等疏》中有两句

“济北氾稚春，晋时操行人也”41，观其以“晋时”追叙已亡的晋朝，《桃花源

记并诗》中同样以“晋太元中”称晋朝，故推断两部作品皆作于晋亡后。姚培

谦的《陶谢诗集》和逯钦立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皆表示《桃花源记并诗》

作于义熙十四年（418），42而龚斌认为《桃花源记并诗》应系于宋永初二年

（421）。43因文末提到刘子骥（376-396）去世前曾寻找桃花源未果的情节，故

可依此推断此作品书于刘子骥去世后，即晋隆安元年（397）直至陶潜去世

（427）那年。 

 
38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428。 

39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40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8。 

41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66。 

42
 转引自【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8。 

43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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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潜数次仕隐，观其数作曾言明自己是为贫而仕，直到辞掉彭泽令后，

晋朝被南朝宋替代，他还是过着平凡又艰辛的百姓生活。他明白百姓的困苦，

于是在晚年写下《桃花源记并诗》。他站在百姓的角度，借桃源主题描写他最

完整的理想社会，希望现实中的百姓也能像《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村民一样安

居乐业。 

王士禛《池北偶谈》道：“唐宋以来，作《桃源行》最佳者，王摩诘、

韩退之、王介甫三篇。观退之、介甫二诗，笔力意思甚可喜。及读摩诘诗，多

少自在。……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44提到王维的作品在数首《桃源行》中乃佳

作之一。 

王维生长于盛唐，年少便入朝为官，直到中晚年才辞去官职归隐终南。

相较于陶潜的困苦，王维的家庭较富裕，且官途也比陶潜相对顺利。王维在官

场周旋数十年，曾担任高官又被贬官。中晚期的王维对朝政萌生失望之情，45故

他后来的作品会倾向表述隐逸生活的山水田园作品。随着年龄的增长，王维作

品中的道家和佛教氛围愈发浓厚，常以作品表达宁静和平的心态。 

王维是开元九年（721）才登进士第，开始仕进生活的，而《桃源行》作

于开元七年（719），乃王维时年十九时所作。46《桃源行》写于王维入仕前，

虽然作品中的表达手法和思想都尚稚嫩，但所描绘出的是王维年少时最纯粹的

理想世界，不会受到他入仕后的思想影响。此时，王维仍是以百姓的角度，描

 
44
 转引自赵山林，<古代文人的桃源情结>，《文艺理论研究》2000 年第 5 期，页 19。 

45
 陈铁民著，《王维论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页 294。 

46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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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他想象中的理想社会。若王维于中晚年创作《桃源行》，其表现手法或许

会更成熟，但王维的理想社会一定会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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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田园序诗和游仙乐府 

 

 

虽然《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的故事脉络相似，但两者的文体风

格却截然不同。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诗》是一篇田园风格且序诗一体的作品，

而王维的《桃源行》则属于游仙乐府，两者皆有自己的优势。 

东晋诗坛一直被玄言诗占据，迄至陶潜开创田园诗，此题材会描写农村

的风景、生活、人物、动作。47陶潜不止会创作田园诗，他所书的其他文体亦带

有田园风格。《桃花源记并诗》是结合散文和韵文的田园作品，在陶潜之前并

未发现这种序诗一体的文体，故可推断陶潜是此种文体的开创者。48 

由于文中的序并无字数限制，故记中可清楚点明《桃花源记并诗》中的

人物、时间和地点。比如文中开头便清楚写明故事的时间发生于“晋太元中”49，

而后又以“武陵人捕鱼为业”50表明主人公是一名来自武陵的捕鱼人。古人的交

通不太便利，故可从此推断故事地点发生在武陵附近。由于有序的存在，《桃

花源记并诗》的故事不但情节铺陈有序，且细节分明。 

《桃花源记并诗》的序叙述主人公发现直到离开桃花源的全过程，而诗

更多在补充主人公的所见所闻，故诗更像序的番外。序中只简单地描写村庄和

村民的情况，而诗则有关于村庄景色和村民情况的补充。例子有序写“有良田、

 
47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册，页 75。 

48
 龚斌著，《陶渊明传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页 223。 

49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50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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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池、桑竹之属”51，诗则以“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52描写桑竹茂盛和按

时节种植庄稼的情景。针对村民的生活方式，序中写村民“男女衣着，悉如外

人”53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54，诗中则有“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55、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56和“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57的书写。经对

照两者可知村民的生活方式与外界不同，他们的衣服样式和祭祀宴飨沿用古时

候的方法，且依靠花草和四季推算年月。 

陶潜借诗将序中避讳而未能说清的事情表达完整。序中提到村民“避秦

时乱”58来到山谷，诗中以“赢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59补充村民是为了躲避

秦朝赢氏的统治才到山谷中隐居的。序中未出现关于税收的字眼，反观诗中直

接言明“秋熟靡王税”60，隐晦地提出免去税收能让百姓生活更舒适的想法。 

游仙诗的源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后有魏朝曹植书写才将其命名为“游

仙诗”。晋朝郭璞的游仙诗不受当时只阐述道理的玄言诗影响，以富丽的文采

书写神仙世界。王维作《桃源行》时同样以优美的辞藻，借桃花源描写仙人生

活的仙境世界。 

盛唐诗坛流行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亦有不少诗人以律诗书写桃花源故

事，王维却选择以乐府诗的形式呈现桃花源故事。相较律诗而言，乐府诗没有

严格的格律条件，能让诗人专注在构思诗歌内容。《桃花源记并诗》的故事经

 
51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52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53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54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55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56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57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58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59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60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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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具备一定长度，以律诗书写只能通过用典、意象等表现手法，片面地表述桃

花源故事。 

尽管七言乐府诗的字数较多，《桃源行》中仍有许多情节或描写并未像

《桃花源记并诗》一样详细。诗中未注明人物和地点，但能从字里行间推敲出

这些细节。通过《桃源行》中的“渔舟”可推断主人公是一位渔人，而地点只

能以诗中的“居人共住武陵源”61推断桃花源坐落武陵附近，故结合两种线索可

推断主人公或许是来自武陵的渔人。诗作的描写会更偏向朦胧美与意境，故

《桃源行》中有许多留白，包括诗中并未说明具体的时间信息。 

 

 

第一节 崇尚自然和诗中有画 

 

陶潜和王维受各自的性格和能力影响，在《桃花源记并诗》和《桃源行》

两部作品中体现出不同的表现手法。陶潜将崇尚自然的特质展现在《桃花源记

并诗》中，而王维则以诗中有画的描写手法书写《桃源行》。 

陶潜在《归去来兮辞》中提到自己“质性自然”62，其中指的是自己本性

率真。63萧统在《陶渊明传》里提到陶潜时，说：“渊明少有高趣，博学善属文，

颖脱不群，任真自得。64”龚斌将“任真自得”释为“顺应自然，达生任情”65。

 
61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62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13。 

63
 陈怡良著，《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页 145。 

64
 转引自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页 611。 

65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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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整理陶潜作品时发现许多关于大自然的作品，故陶潜除了性格上的自然，

又有崇尚自然的性格，“自然”为天地。66陶潜平时所用的描写手法都是偏向平

淡自然的风格，利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景物，创造出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境

界。67 

陶潜在《桃花源记并诗》中将自己的理想社会描绘成桃花源，并通过描

写村民的行为举动表达陶潜心中的理想百姓。村民看见陌生的主人公来到桃花

源，问清楚主人公的来历后，也不怀疑主人公是不是怀有异心，便很热情地设

宴款待主人公。村民还很大方地告诉主人公他们的祖先来历，轮番邀请主人公

到自己家做客。从村民招待主人公的表现可见村民直爽的性格，陶潜理想中的

百姓是率真的。 

主人公离开桃花源前，村民叮嘱主人公“不足为外人道也”68。村民并没

有拐弯抹角地暗示主人公，而是直接告诉主人公不需要对外界提起桃花源，是

完全信任主人公的表现。村民没有排外心理，他们不介意主人公是外来人，也

不恶意揣测主人公的心思。陶潜借桃花源中的村民表示他理想中的百姓应率直

天真，对他人没有恶意，也单纯地相信他人不会伤害自己，如此才可建立和谐

的环境。 

《桃花源记并诗》中有大段关于自然的描写，从中可见陶潜崇尚自然的

性格。文中的“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69和“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70，

村民没有计算时间的日历，于是借助大自然的茂盛和凋零推算时间和季节。纵

 
66
 李锦全著，《陶潜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 130。 

67
 龚斌著，《陶渊明传论》，页 192。 

68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426。 

69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70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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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陶潜崇尚自然，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然生活，但他坚持无神论思想。71陶潜在

作品中没有神化自然和村民，身为普通人的村民可以依靠大自然生活，但若村

民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耕种劳动以换取温饱生活。 

陶潜以平淡自然的手法书写《桃花源记并诗》，其中的描写都是日常生

活中可见的景色，包括小溪、山口、村庄等。文中的村庄“土地平旷，屋舍俨

然”72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73，村民也在田地中“往来种作”74，这些与真

实的普通山庄大致一样。然而正因桃花源中的日常生活与现实相同，桃花源村

民的快乐和现实百姓的艰苦才拥有强烈的对比，让世外桃源的形象更稳固。 

苏轼的《书摩诘蓝田烟雨图》首次提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

摩诘之画，画中有诗。75”王维的作品中大多是描写幽栖生活和自然景物的山水

田园诗，此类作品及其他诗中写景状物的诗句都有“诗中有画”的特质。76王维

通达画理，77且能将画理融入诗作中，通过书写文字描绘出如同画作般的景色。

《桃源行》这首叙事诗亦有描写景物的部分，这些部分都有“诗中有画”的特

质。王维借此诗描写美妙的世外仙源，由远及近，由外而内，78利用色彩，从各

个层面将桃源的美展现出来。 

 
71
 李锦全著，《陶潜评传》，页 151。 

72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73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74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75
 许伟东著，《东坡题跋》（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7），页 299。 

76
 陈红光，<王维山水诗中的画理>，师长泰主编，《王维研究》第 2 辑，（西安：三秦出版

社，1996），页 170。 
77
 李竑，<试说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特色>，师长泰主编，《王维研究》第 2 辑，（西安：三

秦出版社，1996）页 181。 
78
 郝达、文晓华，<同源异质 各臻其极———王维、韩愈、王安石“桃花源”诗比较阅读>，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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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在描写景色时，会以两句近景或远景互相交错描写。《桃源行》中

从远景到近景的有“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79两句提到从远方朝村

庄的方向望去能看到云树聚在一起，走近村庄能看见很多户人家都有花竹。王

维从远景到近景描写村庄，前句朦胧幽静，后句热闹艳丽，强烈的对比衬托出

村庄的美丽和朴素。 

从近景写到远景的有“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80，前句写狭

窄的山口幽深曲折，后句写走过山道望向远处立刻看见一片平地，描写从逼仄

的山口流转到旷阔的平原，加强主人公豁然开朗的感觉。“峡里谁知有人事，

世中遥望空云山”81的前句指村民不知有外界，后句写外界亦只能看见云山而不

知山谷中有村庄，由主到次，从主人公就近的村民写到外界的百姓，以两者对

立的角度描写双方互不理解的情况。 

王维除了将画理中的远近构图运用到诗中，还在诗中利用关于色彩的形

容词，塑造出景物具体的画面。《桃源行》中直接运用色彩的词汇较少，如

“红树”82指两岸的桃花和“青溪”83指清澈的溪水。诗中亦有不直接写色彩，

而是利用与色彩有关的形容词描写景物的情况。例子有“山春”84和“月明”85，

分别通过春天的绿色和明亮的白色，描写山林和月光。 

 

 
79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0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1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2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3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4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85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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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抱朴含真和仙境世界 

 

陶潜崇尚自然的性格，使其作品有“真”的特点。这种特点与世俗相对

立，指的是人类自然的本性。86《桃花源记并诗》的描写淳朴、真实，以“抱朴

含真”的手法，借桃花源的村民重现人类的自然本性，体现出属于陶潜的理想

社会。唐朝儒佛道三教融合并盛，加上王维的母亲笃信佛教，87王维受其母和时

代的影响，在《桃源行》中展现出道家和佛家的思想。道家思想提倡隐逸和仙

气，佛家思想提出断荤腥和净土，《桃源行》围绕着这些元素展开叙述。 

陶潜书《桃花源记并诗》时，通过塑造脱离外界已久隐居百姓的村民形

象，书写与世俗相对立的“真”。《桃花源记并诗》中提到“相命肆农耕”88和

“菽稷随时艺”89，村民需要劳动耕种才能换来三餐温饱，这是古时人们的生活

方式。村民在桃花源中“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90，丰收的农作物可以自己

分配，就如上古社会的百姓能尽情享受劳动成果，无需负担沉重的税收。村民

延续古人“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91
和“四时自成岁”

92
的时间计算方式，

以自然节气的变化推算季节，再以季节推算年岁。 

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中言：“桃花源与一般仙界故事不同之处乃

在于：其中之人并非不死之神仙，亦无特异之处，而是普通人，因避秦时乱而

 
86
 徐思颖，<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与王维《桃源行》比较研究>，《现代语文》2015 年第 3

期，页 18。 
87
 【韩国】柳晟俊著，《王维诗比较研究》（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页 2。 

88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89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90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91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92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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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此绝境，遂与世人隔绝者。93”为了让故事人物更贴近现实，《桃花源记并诗》

的村民在欢迎主人公的到来时，会像外界的百姓一样“设酒杀鸡作食”94。《诗

经》中有许多宴飨诗，如《小雅·鱼丽》和《大雅·行苇》等等，可见上古社

会便有宴席客人的做法。在文中书写宴席客人的情节，不但能让世人理解村民

的做法，也不违背陶潜想表达村民沿袭上古社会习俗的意向。 

村民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加上不受外界干扰的生活环境，才符合陶潜

理想中的“真”社会。陶潜以抱朴含真的手法，通过描写桃花源村民的生活，

带出陶潜心中希望百姓能不受朝廷管控，无需担心战争和剥削，过上无忧无虑

且自给自足的安稳生活。 

东晋南宋的道家思想兴盛，直至唐朝与佛教和儒家思想融合。王维的

《桃源行》写村民隐居桃花源时，就蕴含道家中的隐逸思想。诗中提到“居人

共住武陵源”95和“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96，可见村民最初是为

了躲避乱世想搬到别地，定居在桃花源之后就不想再回去。从此三句可知村民

是为了避难而产生隐逸思想，且王维首次在诗中直言桃花源与“仙”有关。 

随道家思想和游仙诗的兴起，王维在《桃源行》中将桃花源写成仙境世

界，将村民写成仙人。王维还写到“不疑灵境难闻见”97和“不辨仙源何处寻”

98，将桃花源等同“灵境”和“仙源”的仙境世界，并说明此地难得。 

 
93
 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 483。 

94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425。 

95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96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97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98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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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直言桃花源即仙境世界，王维亦利用描写塑造出朦胧幽美的仙境景

物。诗中的“攒云树”99和“空云山”100将天上的云和地上的山、树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营造超出世间与天同高的仙境世界。“月明松下房栊静”101通过描写

皎洁月光不但照出松树影子，还穿透窗户照进安静的屋子，刻画出梦幻静逸的

仙境晚景。 

诗中以“及至成仙遂不还”102说村民在定居桃花源后，过着如同仙人一

般的生活，就不想离开桃花源了。王维以“惊闻俗客争来集”
103
写主人公来到

桃花源，主人公告辞回家时则是“尘心未尽思乡县”104，此处尘心指俗虑。105前

者将主人公写成俗客，反衬村民不是普通的俗人，后者以离开的主人公仍有尘

心，反衬留在桃花源的村民无尘心。两者皆以反衬的方式，指出村民没有凡人

的特质，而是活在仙境世界里的仙人。 

陶潜写的《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村民会为了款待主人公杀鸡饮酒，但王

维的《桃源行》删减了这部分的描写。《庄子·逍遥游》中曾说仙人“不食五

谷，吸风饮露”，同为仙人的村民虽然无需进食，却可选择宴请主人公，诗中

却没有如此的书写。王维少年时受其母影响奉行佛教，而佛教思想讲究饮食断

荤血，106故不难理解王维不写村民杀鸡饮酒的情节。 

 
99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0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1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2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3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4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6。 

105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8。 

106
 【韩国】柳晟俊著，《王维诗比较研究》，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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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中所提出的净土，是一个没有烦恼和贫苦的极乐世界。107佛通过构

建净土度化众生，洗涤痛苦，让教徒安心快乐地在净土中生活。王维以佛教净

土为基础，描绘脱离凡尘的世外桃源，住在村庄中的仙人也过着安逸无忧的生

活。 

  

 
107
 赵悦婷，<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王维《桃源行》故事来源探究>，《北方文

学》2018 年第 23 期，页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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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唐前陶潜接受史 

 

 

东晋末的文学主流是玄言诗，此类诗更偏向述说禅理。然而陶潜晚年辞

官，生活窘迫，隐逸期间只能依靠劳动维持生计。因此，陶潜的田园作品多为

描写劳作生活的写实文学，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差别很大，造成陶潜的作品在其

生前和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受文坛重视。 

南宋的王僧达和鲍照是最早注意到陶潜，并受陶潜影响的诗人。王僧达

的《学陶彭泽体》已亡佚，所幸鲍照的作品尚存。鲍照有一篇《奉和王义兴学

效陶彭泽体》开创出陶彭泽体，为陶潜的接受史带来一丝希望，同时为后世文

人提供拟陶诗此种新的创作思路。 

南齐有颜延之为陶潜书《陶征士诔并诗》，记载陶潜生平的文字中提到

其作品“文取直达”108和“赋诗归来”109，表示陶潜的文学风格朴素自然和诗写

其心。沈约的《宋书·陶潜传》中的“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110提到陶潜

借作品自我娱乐，透露出自己的志向。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模仿了三十位

诗人，其中就有拟陶诗《拟陶征君田居》。苏轼曾误把此诗当作陶潜的作品，

可见此作仿真到难辨真假的程度。南齐对陶潜的评述仍局限于述说其生平的阶

段，可见当时的文人并未过多关注其作品。 

 
108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陶徵士诔并序>，《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卷 57，页 2470。 
109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陶徵士诔并序>，卷 57，页 2473。 

110
 转引自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 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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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梁的钟嵘以“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

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也”111评论陶潜，指出陶潜用词精简擅古，但他的质朴直率与当时崇尚华丽辞

藻的审美格格不入。钟嵘认为陶潜的清新华丽不是简单的田园作品，还说陶潜

在隐逸诗人中是最优秀的。然而受时代文学主流的局限，钟嵘只能在《诗品》

中评陶潜为中品。 

南梁的昭阳太子萧统在《文选》中选录陶潜诗，共七题八首，是陶潜接

受史的重要奠基。萧统会在作品中用典，如《锦带书十二月启》，为后世文人

开创用陶潜之典的写作方式。萧统还为陶潜编集作传，《陶渊明传》中只写

“善属文”112并未说明其作品风格，而在《陶渊明集序》中直言自己喜爱陶潜

的诗文，并对陶潜作品的评价极高： 

“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

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

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

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113  

隋朝是陶潜接受史的发展初期，文人开始在作品中用到陶潜文中的词语

和典故。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和卢思道《听鸣蝉篇》

皆用“采菊东篱下”114的典故，孔德韶《登白马山护明寺诗》和李巨仁《登名

山篇》则用桃花源作典，孙万寿《别赠诗》和胡师耽《登终南山拟古诗》都有

 
111
 王叔珉著，《钟嵘诗品笺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卷中，页 260。 

112
 转引自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 611。 

113
 转引自袁行霈撰，《陶渊明集笺注》，页 613。 

114
 【晋】陶潜著、龚斌校检，《陶渊明集校检》，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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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的典故，另还有杨暕《与逸人王真书》在诗中直接提到陶潜和其作品《归

去来兮辞》。由此可见，隋朝人已经开始熟悉陶潜的作品，才能在各自的作品

中模拟其字句和引用其典故。 

 

 

第一节 唐朝的桃源 

 

陶潜的《桃花源记并诗》在唐朝极受文人重视，几乎整个盛唐山水田园

诗都在共同诉说一个桃花源母题，故当时的桃花源已不止是普通意象，它凝聚

着盛唐诗人的理想和憧憬。115唐朝文人以不同的方式在各自的作品中表达桃花

源，述说文人心中的理想社会。 

南北朝至初唐，“桃源”多以使事用典的形式出现在文人作品里。116唐

朝文人或直接或委婉，以《桃花源记并诗》中的字句表达出桃花源般美好的世

界。初唐王绩的《田家》借陶潜的躲避秦朝战乱和村民不知有汉，这两个《桃

花源记并诗》中的细节表达桃源形象。盛唐的武则天《游石淙诗序》中有描写

桃源形象的诗句和桃源的字眼，王昌龄《武陵春色》中书有桃花和渔人，还有

孟浩然《宿武陵即事》则提到鸡鸣和秦朝后人。中唐的李益《寻纪道士偶会诸

叟》有写到桃源的入口和躲避秦朝战乱，杨凭《千叶桃花》亦由躲避秦朝战乱

的叙述，另有刘商《题水洞》书写水流和桃源入口并直接提及桃花源。 

 
115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 161。 

116
 钟优民著，《陶学发展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页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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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文人会通过书写桃源，描绘能够逃避现实压迫的理想环境，借此抒

发文人心中对现实的不满。盛唐的李白有《桃源二首》，只在诗题直言桃源，

诗中则有秦朝战乱、鸡鸣犬吠和桃花林的书写。中唐的元稹《春分投简阳明洞

天作》、李涉《赠长安小主人》和施肩吾《送绝臣子归旧隐》都分别在诗中直

接书写桃源。晚唐的章碣《桃源》亦只在诗题点明桃源，诗中以仙源形容桃源。

文人以各种字眼描写和形容，借桃源写出自己的理想世界。 

唐朝还有文人受道教神仙思想影响深广，通过仙化桃源意象描绘摆脱现

实羁绊的世外仙境。117王维的《桃源行》是第一篇将桃源重塑成仙源的作品，

造成盛唐后有一部分文人延续此种写法，塑造各自的仙境世界。盛唐的李白

《山中问答》提到桃花源不在人间而在天地之外，还有钱起《岁暇题茅茨》希

望仙境开放给世人。中唐的刘禹锡《桃源行》亦在桃花源故事中将桃源描绘成

仙源，而戴叔伦《汉宫人入道》的桃源位于云端之上。 

后来，中唐的韩愈认为桃源只是纯粹的理想世界，站在反对仙源的立场，

作《桃源图》抨击王维描写的仙境世界。韩愈开启了对桃源并非仙境世界的反

思，让北宋时期的桃花源主题日益向现实回归。118 

唐朝有些文人会借桃源喻指现实幽美的境地。初唐的祖咏《题韩少府亭》

《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殷遥《友人山亭》、綦毋潜《题沈东美员外山

池》，盛唐的诸光羲《玉真公主山居》和王维《送钱少府还蓝田》《田园乐七

首》之三，119这些文人都在诗中认为桃源真实存在于别业园林中，故通过描写

 
117
 卢晓河，<唐人慕道与“桃源”意象之仙化>，《兰州大学学报》2008 年第 5 期，页 56。 

118
 陈圣争，<千古文士桃源梦>，《郑州师范教育》2012年第 1 期，页 64。 

119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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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业园林的景色描绘出各自心中的桃源形象。盛唐的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

师院三首》其一、张九龄《与生公寻幽居处》、裴迪《留别王维》、诸光羲

《昭圣观》、孟浩然《山中逢道士云公》《梅道士水亭》《游精思题观主山居》

《送元公之鄂渚寻观主张骖鸾》和王维《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遇》

《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尔见赠之作》《蓝田山石门精舍》《和宋

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之作》，120都认为桃源喻指方外居地，包括处士、道

士、僧人等的住所。另还有初唐的綦毋潜《春泛若耶溪》《若耶溪逢孔九》，

盛唐的包融《赋得岸花临水发》、张旭《桃花溪》、萧颖士《蒙山作》、杜甫

《赤谷西崦人家》《水宿遣兴奉呈群公》《春日江村五首》其一、李白《小桃

源》和孟浩然《宿武陵即事》《武陵泛舟》《檀溪故人》《望楚山最高顶》，

121这些文人坚持桃源存在于田园山水中，于是通过山水田园美景描绘桃源形象。 

唐朝有的文人则认为桃源喻指非现实的理想境地，于是打碎充满人间烟

火的桃源形象，重塑成另一种想象中的境地。盛唐的王维《桃源行》和李白

《奉饯十七翁二十四翁寻桃花源序》皆认为桃源即仙源，是不存在于人间的仙

境世界。盛唐的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其三中，亦将桃源写成道

源，指某个真境世界。 

 

第二节 陶潜与王维 

 

 
120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 162。 

121
 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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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现存的479首诗中，与陶潜有明显关系的约50首，约占总量的1/9.6，

其中有 8次明确在作品中写到桃源。122除《桃源行》外，还有《春日与裴迪过新

昌里访吕逸人不遇》《送钱少府还蓝田》《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

尔见赠之作》《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陈左相宅所施之作》《菩提

寺禁口号又示裴迪》和《田园乐七首》其三。 

王维曾以桃源形象描写存在于现实中的别业园林和方外居地，更开创将

桃源形象重塑成仙源形象的先例，让后世文人得以书写各自对桃源形象的想象。

王维《桃源行》是第一个故事大纲与《桃花源记并诗》几乎一样的作品，而非

以零散地用典或碎片式手法书写桃源故事，可推断王维确实看过陶潜所著的

《桃花源记并诗》，才能在诗中将许多细节处理得当，借《桃源行》完整地表

达自己心中的仙境世界。 

自隋朝陶潜便受到文人的重视，其作品亦透过南北朝的各种文献在后世

文人间传阅，包括文学批评作品和集传等。虽然《桃花源记并诗》极少出现在

文学批评作品中，但陶潜的集传皆有收录此作品。初唐有许多文人在自己的作

品中运用《桃花源记并诗》的字句和典故，可知陶潜的集传在初唐时已广泛流

传，且初唐文人渐渐接受陶潜的作品主题和表现手法。身处盛唐的王维自然可

以通过阅读流传的陶潜集传，得知《桃花源记并诗》的故事并加以重塑，写成

《桃源行》。 

除了陶潜集传，此作品亦被收录在《搜神后记》中，而《搜神后记》是

释氏辅教的专书之一。123《搜神后记》原署名陶潜所撰，而后经考证发现书中

 
122
 转引自李剑锋著，《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页 152-164。 

123
 丁永忠著，《陶诗佛音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页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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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则故事发生于陶潜去世后，再加上书中用词古典优雅与陶潜的质朴直率差

异极大，故《搜神后记》也许是后世文人假托陶潜之名所撰。虽然《搜神后记》

的作者无法考究，但此书确实有传授佛教思想的功用。王维在《请施庄为寺表》

中的“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馀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

乐住山林，志求寂静”124可见其母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王维受母亲熏陶从小便

接触佛教。王维有可能在阅读佛书的过程中，看过《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

记并诗》，启发王维创作《桃源行》。 

唐朝有位诗人李白（701-762），他与王维同年出生，比王维晚一年去世。

李白有许多作品明确指向《桃花源记并诗》，其中包括《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

居》《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和

卢侍御通塘曲》《拟古十二首》等详见附录。王维和李白生卒只相差一年，且

皆为盛唐著名的诗人，又都著有许多有关《桃花源记并诗》的作品，但李白的

桃源作品中却无一篇如王维的《桃源行》一般重塑桃源形象。目前并无文献可

证明王维之前曾出现重塑桃源形象的作品，与王维年岁一样的李白亦没有重塑

桃源形象的书写，故可推断王维比其他唐朝诗人更能接受《桃花源记并诗》，

且是第一个将《桃花源记并诗》进行二次创作的诗人。 

  

 
124
 【唐】王维撰、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页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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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和王维《桃源行》皆以桃源主题，却在表达方式

上各有不同，借此描写各自心中的理想社会。 

桃源主题的来源可追溯到上古时代《诗经》中的理想社会，百姓欲逃离

上位者的剥削到安乐的地方生活。秦汉两朝中亦有关于理想社会的描写，但皆

建立在维持君主制度的前提下，期盼上位者以英明的政策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

活。鉴于《桃花源记并诗》的书写，可推断陶潜在描绘具体的桃源形象时，延

续汉朝以前《诗经》逃离上位者统治向往乐土的描写。王维的《桃源行》有着

和陶潜《桃花源记并诗》一样的故事脉络，从主人公无心而游到疑路不通，而

后豁然开朗再兴尽而返，这种故事脉络后被称为“桃源结构”。《桃花源记并

诗》是陶潜的晚年之作，当时他亲身经历过百姓生活的艰难困苦，《桃源行》

是王维少年时所书，当时他还未受入仕思想的影响，故两者皆是站在百姓的视

角书写理想社会。 

《桃花源记并诗》是一首田园序诗的作品，陶潜开创田园作品，序能清

楚表达故事细节，诗能补充无法直言的事项。陶潜崇尚自然的思想体现在《桃

花源记并诗》中，其中包括理想百姓应该率真自然、大段描写自然和以平淡自

然的手法书写此作。陶潜崇尚自然的性格造成他在《桃花源记并诗》中的描写

多为抱朴含真，利用桃花源村民重现上古人类的“真”生活。《桃源行》是一

首游仙乐府，游仙文学自魏晋时期已开始盛行，乐府诗的格律不严且不限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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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能在诗中留白营造朦胧美和意境。王维的《桃源行》有诗中有画的特质，

交错描写远近景物，并运用色彩形容词塑造具体形象描写。《桃源行》结合王

维的道家和佛教思想，重塑仙人居住的仙境世界，描绘脱离凡尘的一方净土。 

晋朝和南北朝是陶潜接受史的奠基期，南梁的昭明太子萧统作了许多努

力，让后世文人有途径可以翻阅陶潜作品和了解陶潜为人。隋朝文人开始在作

品中运用陶潜的词语和典故，其中便包括《桃花源记并诗》。经过晋朝、南宋、

南齐、南梁、隋朝的发展，唐朝文人开始重视《桃花源记并诗》并通过各种书

写手段，借桃源形象表达文人对理想社会的看法。除了延续用典手法，他们还

借桃源书写逃避现实压迫的理想环境，或重塑桃源形象。王维的《桃源行》是

第一个通过仙化桃源形象重塑桃花源的作品，韩愈则以《桃源图》反对仙境世

界的存在。唐朝文人会借桃源写现实幽美的地方，比如别业园林、方外居地和

田园山水，还会借桃源写非现实的理想世界，比如王维的《桃源行》。王维有

几部作品和《桃花源记并诗》有明显的关系，《桃花源记并诗》不止收录在陶

潜集传中，还被收录在《搜神后记》里。《搜神后记》是一部传授佛教思想的

书，王维许是因其母的熏陶接触佛书，继而从此书中看到《桃花源记并诗》启

发王维创作《桃源行》。李白与王维的年龄相仿，却只在作品中用桃源的典故，

且在王维之前并无出现如《桃源行》一样进行二次创作的作品，故王维接受陶

潜诗文的程度较其他文人更深厚。 

王维的《桃源行》接受陶潜《桃花源记并诗》的桃源主题，却不接受陶

潜的写作方式。王维以不同的文体和自己独有的表现手法描绘出性质不同的桃

源世界。王维有可能是翻阅佛书时，通过《搜神后记》接触《桃花源记并诗》，

再将《桃花源记并诗》进行二次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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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桃花源记并诗》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

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

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

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

皆叹惋。馀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

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

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

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 

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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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 

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 

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 

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 

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 

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馀乐，于何劳智慧。 

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 

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 

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 

 

二、《桃源行》 

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 

坐看红树不知远，行尽青溪不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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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潜行始隈隩，山开旷望旋平陆。 

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 

樵客初传汉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 

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 

惊闻俗客争来集，竞引还家问都邑。 

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 

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 

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 

不疑灵境难闻见，尘心未尽思乡县。 

出洞无论隔山水，辞家终拟长游衍。 

自谓经过旧不迷，安知峰壑今来变。 

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度到云林。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三、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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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代 

（用典） 

作者和作品/有关诗文 

（典故来源） 

作者和作品/有关典故 

南

梁 

萧统《锦带书十二月启》： 

寻五柳之先生，琴尊雅兴 

陶潜（存疑）《五柳先生传》： 

“五柳先生”代表陶潜 

隋 

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

薇山亭赋韵》： 

故乡篱下菊 

陶潜《饮酒》其五： 

“采菊东篱下”的菊花意象 

卢思道《听鸣蝉篇》： 

秋菊离离日堪把 

陶潜《饮酒》其五： 

“采菊东篱下”的菊花意象 

孔德韶《登白马山护明寺诗》： 

今日桃源客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意象 

李巨仁《登名山篇》： 

避世桃源士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意象 

孙万寿《别赠诗》： 

酒随彭泽至 

陶潜《饮酒二十首》： 

饮酒意象 

“彭泽”代表指陶潜，彭泽令是陶

潜辞官时的职位 

胡师耽《登终南山拟古诗》： 

且对一壶酒 

陶潜《饮酒二十首》： 

饮酒意象 

杨暕《与逸人王真书》： 

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 

“彭泽”代表指陶潜 

“《归来》”代表陶潜的《归去来

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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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唐 

王绩《田家》： 

不知今有汉，唯言昔避秦 

平生唯酒乐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不知有汉”和“避秦时乱” 

陶潜《饮酒二十首》： 

饮酒意象 

盛

唐 

武则天《游石淙诗序》： 

森沈邱壑，即是桃源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意象 

王昌龄《武陵春色》： 

风阅尽娇花面，不见渔人更问津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林” 

“渔人甚异之” 

孟浩然《宿武陵即事》： 

鸡鸣问何处，人物是秦余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鸡犬互鸣吠” 

“避秦时乱……不知有汉” 

中

唐 

李益《寻纪道士偶会诸叟》： 

见说桃源洞，如今犹避秦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意象 

“山有小口” 

“避秦时乱” 

杨凭《千叶桃花》： 

若教避俗秦人见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避秦时乱” 

刘商《题水洞》： 

桃花流出武陵洞 

今看水入洞中去，却是桃花源里人 

陶潜《桃花源记并诗》： 

“避秦时乱” 

“林尽水源……山有小口” 

桃花源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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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维所作有关桃源的作品 

作品 有关诗句 

《春日与裴迪过新昌里访吕逸人不

遇》 

桃源一向绝风尘 

《送钱少府还蓝田》 桃源人去稀 

《酬比部杨员外暮宿琴台朝跻书阁率

尔见赠之作》 

桃源迷汉姓 

《和宋中丞夏日游福贤观天长寺寺即

陈左相宅所施之作》 

桃源勿遽返，再访恐君迷 

《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 归向桃花源 

《田园乐七首》其三 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五、李白所作有关桃源的作品 

作品 有关诗句 

《之广陵宿常二南郭幽居》 有如桃花源 

《博平郑太守自庐山千里相寻入江夏

北市门见访却之武陵立马赠别》 

去去桃花源，何时见归轩 

《和卢侍御通塘曲》 行尽绿潭潭转幽，疑是武陵春碧流 

秦人鸡犬桃花里，将比通塘渠见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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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古十二首》 桃源一见寻 

《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 武陵桃花笑杀人 

《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 归入武陵源 

《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从兹一别武陵去，去后桃花春水深 

《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

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

旧以寄之》 

不羡桃花源 

《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谪官桃源去，寻花几处行 

秦人如旧识，出户笑相迎 

《酬王补阙惠翼庄庙宋丞泚赠别》 桃源堪避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