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龟蒙的隐逸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伟 云 波

唐末诗人兼散文家 的陆龟蒙
“

自 以为隐士
,

别人也称之为隐士
” ‘〕

,

但他又确以其 文

学
,

卓越地表现了对社会的批判和抗争
。

那么
,

揭示其隐逸与文学的关系
,

就将是重要的
。

陆龟蒙早年积极追求用世
,

重视儒学
“

道统
”

指导下的社会实践
。

后来幻想破灭
,

转而 寻

求独善
�

虽然不再努力求仕
,

但他接触到社会的污浊和下层生活的惨状
,

他 更加不能忘怀天

下
�

这时
,

他以大奇骇俗和拒绝合作表示了对社会的强烈抗议和批判
。

由此
,

他道孤情苦
,

招致群小相怨
。

他
“

命既时相背
,

才非世所容
”

乙“〕
,

甚至
“

既被邻

里轻
,

亦为妻子陋
” ‘ “

〕
。

面对这种 不被人理解甚至 与之对立的状况
,

他将感情移注于其他
,

以自己独特 的方式来获取独善与超越
。

首先是山水和宗教
,

放浪形骸
、

礼灵奉真
。

但 《松陵集 》 的闲适
,

只有时空空漠无极的

感伤和人生无常的啃叹
,

并未解决强烈的孤独
。

愤激之余
,

他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反抗 这种重压
。

他认 识到人际关系已化为金钱与权

势
,

并归罪于文明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
,

一度希望以原始的贫困和愚昧来消除这种物化 �〕
�

但是
,

他不能将封建的社会体制作为异化的根本前提
,

他在批判社会黑暗的同时
,

又只能是

幻想贞观之治的封建盛世
,

追怀简陋的原始人道主义
。

缺乏现实依据
,

感情也不能从污浊黑

暗中获得解放
。

最后
,

在由士族高门没落为仅占地四百亩的小地主 过程中
,

亲 自接触 田庄实际生产 活

动
,

他才能找到失落的感情
。

陆龟蒙晚年的生活
,

基本上在乡间度过
� “

甫里先生者
,

不知何许人也
。

人见其耕于甫

里
,

故云
。

⋯ ⋯先生之居
,

有池数亩
,

有屋三十楹
,

有田奇十万步 �原注
�

吴田一亩当二百

五十步 �
,

有牛不减四十蹄
,

有耕夫百余指
。

而田汗下
,

暑雨
,

一昼夜则与江通
,

无别己田

他田也
。

�

先生由是苦饥
,

因仓无升斗蓄积
,

乃躬负备杯
,

率耕夫以为具
。

由是岁波虽狂
,

不

能跳吾防
、

溺吾稼也
” ”〕

。

甫里另��业在今江苏吴县角直镇
,

是他主要的农业生产基地
。

此外

他还有震泽别业在湖州长城县 �今浙江长兴 �
,

南望卞峰
,

北瞻顾 山
,

也经营农业
,

并且 是

他在湖州的憩息之所
。

不远处有茶园
� “

光生嗜茶井
,

置小园顾浴山下
,

岁入茶租十许簿为

断仪之费
”

�� 〕
。

苏州城外有柴草山
� “

出吴胃门
,

背朝日行四十里
,

得野步市曰光福
。

光福

西五里
,

得土山
,

⋯⋯ 皆薪材⋯⋯ 自家至麓
,

儿二百 弓 �按
�

合三百三十米 �
,

东北倍高而

加半焉
,

余所置多少如此
”

〔了〕
。

即今苏州市西光福附近
。

苏州城内
,

他虽然有祖上留下来的

住宅
,

但乾符三年以后不常住
。

陆龟蒙咸通十一年与皮 日休唱和于苏州
,

�青趣之闲适
,

往还之风流
,

已与隐者无异
。

泊

乾符中
,

他以求仕的失败者归居田 园
,

虽风流调悦
、

逸怀浩气不改
,

在本质上却有了不小的

差别
�

这就使得我们
�

�之能简单地将前后期的隐逸等同起来
,

而须历史地看到其变化
。

先让我们来看他前期对皮 日休 与丙
�

�六然的态度
。

皮
、

流一人都作过 一段时间的隐士
。

皮

有 《呈卜州孟亭记 》 盛赞浩然
� “

呜呼 � 先生之道
,

复何言翔行 谓乎 贫
,

则天 爵于身
� 谓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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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

则不朽于文
�

为士之道
,

亦以至余�
”

在 苏州唱和中
,

又数赞其 份甘穷卧牛衣
”

仁’〕的隐

逸品格
�

而龟蒙和诗
,

仅一句
“

孟陈节难移
”

仁们
,

并且更多地是指其文学成就
,

而不是所谓

“

为士之道
” 。

皮 日休对自己隐鹿 门
、

渔洞上的经历很是得意
。

《鹿门隐书 》 多愤激之词
,

往往指斥天

下
,

龟蒙因此屡次称赞他对道统的贡献
。

但皮 日休既 已中第
,

过去的隐居生活就只能看成是

出仕前的准备阶段
�
就其性质

,

也与孟浩然差不多
。

这时
,

皮陆二人在这一点上就不是随便

能引起共鸣的了
。

陆龟蒙最后一次应举因咸通十年停贡而罢
,

身体也愈来愈坏
,

正式进入仕途的希望即告

破灭
�

即使后来入幕
,

高放依 旧
,

仍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

卸职归田
,

他的感情才 由此发

生了巨大变化
。

同样是对现实不满遭受现实压抑而隐逸
,

他前期表现的是对沈
、

谢的仰慕
,

自我陶醉
�

“

谢才偏许眺
,

阮放最怜咸
”

�� 〕
“

我亦休文瘦
,

君能叔宝清
”

仁”〕
。

他看到的
,

多是
“

日 郊

居
,

则沈约有之矣
� ’�〕

。

还看不到与社会决绝 的坚定态度
。

�

后期反映的是对陶渊明的企慕
�

高放
,

力农
,

指顾天下于胸中
,

深修道德于心内
。

《自

遣诗 》 十七表现了他由幕府到田园过 程中 的内心 矛盾
� “

渊明未待公田熟
,

乘兴先秋解印

归
。

我为余粮春未去
,

到头谁是复谁非�
”

乾符三
、

四年间
,

龟蒙居震泽别业
,

与湖州刺史郑

仁规为文友兼作幕宾
。

诗云
“

余粮
” ,

当指幕宾之傣
。

渊明挂冠飘然 而去
,

我今欲隐而不彻

底
�

到底谁 是谁非
,

表面故作达者
,

其实内心颇不平静
。

他希望象文中子那样以自己的学说

开辟一个新时代
,

是以出世为入世的儒 学实践 理性 主义者
,

是较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

这

样
,

他心中对世界的态度
,

就有了分寸
。

如 嗜酒但又有节制
, “

先生始以喜酒得疾
,

血败气

索者二年而后能起
。

有客至
,

亦洁尊置解
,

但不复引满向 口耳
”

毛‘月
。

扩 而 大 之
,

他 不 主

张屈原道塞不行时的过分清醒
,

也反对魏晋人沉醉以远祸而至于 自暴的作法
� “

屈大夫之独

醒
,

应难共语
� 阮校尉之连醉

,

不可同行
”

仁’‘〕
。

他
“

宵长拥吟褐
,

日晏开书幌
�

我醉 卿 可

还
,

陶然似元亮
” � ’�〕

。

沉醉又不乏清醒
,

为了解决内心出处的矛盾
,

陶渊明以隐逸 追 求理

想的态度使他受到不小的启发
。

那么
,

他的隐居一方面确实是以理性为指导思想
,

而杂以隐逸的情趣
� “

末佩桃变
,

敢

违仁于一日
” ,

又
“

况有布稻纶帽
,

尚足朝昏
� 羽扇貂裘

,

犹堪寒暑
。

得以书抽虎仆
,

射用

牛愉
�
自理茶租

,

闲披钓褐
。

经称小品
,

还下二百签
�
赋谓名都

,

略点八十处
。

下问得犁涂

之义
,

徐听闻您怒之诗
” 〔王勺

。

同时
,

由于理想的孤独
,

在 《江湖散人传及歌 》 等作品中
,

他又表现着强烈的愤激动荡

的情感因素
。

在异己的社会力量面前
,

他毅然 以
“

散人
”

自称
“

散人者
,

散诞之人也
。

心

散
,

意散
,

形散
,

神散
,

既无羁限
,

为时之怪民
。 ”

以致
“

束于礼乐者外之
”

侧目
。

强烈的

感情这时以对社会的抗议喷薄而出
� “

所 以 头欲散
,

不散弃我 巍
�
所以腰欲散

,

不散佩陆

离
” ,

不屑与那些
“

无端后圣穿凿破
,

一派前 导千 流随
。

多 方恼乱元气死
,

日使文字生奸

欺
”

的奸邪
、 “

奴颜裨膝真 乞丐
,

反 以正直为狂痴
”

的奴才为伍
,

不屑与整个世界为伍
�

,’� 于散任之适
,

坐散从倾敲
,

语散空谷应
,

笑散春云披
” ,

他要从
“

散
”

中找到一种自然境

界
, “

外物一以散
,

中心散何疑
” , “

不共诸侯分邑里
,

不与天子专隆阵
” ,

忘我而陶然
。

但 是
,

现实是怎样的呢 �
“

金镰贝带未尝识
,

白刃杀我穷生为 �
” “

归来辄拟荷锄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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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吏已责租钱迟
” 。

社会黑暗虽无可逃避
,

可是他又只有在农村生活相对宁静的断片中
,

才

唤起心中对大自然和人生的一限春意
,

真正欣赏和认识到世界
、

人生的美好一面
。

这和对社

会的抗争一起
,

突 出地表现在 《笠泽丛书 》 中
。

首先
,

他的作品表现 了唐末农业经济的破败和 由此对当局 的攻击
。

当他从对大 自然的陶醉中
,

从对儒学理性的迷狂中清醒过来
,

他 不得不 面对严峻 的现

实
。

陆氏累朝替缨
,

虽是名族大姓
,

但到他一代
,

早已没落
,

失去了各种特权和优待
。

和所

有中小地主一样
,

他也受到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
。

他对当局残暴 的体验就尤为深刻
�

乾符六年
,

吴兴
“

自三 月不雨
,

至于七月
” , “

农民转远流渐稻本
,

昼夜如乳赤子
,

汲

汲然拯渴不暇
,

仅得葩诉穗结
,

十无一二焉
。 ”

加之鼠害亮灾
,

几至无收
。

官府却
“

当是而

赋索愈急
,

械束榜楚
,

策木肌体者无壮老
” 。

龟蒙
“

亲蒙及灾
”

�� 〕
,

愤而 怒斥
� “

伴生灵

之众
,

死乎盔
,

死乎饥
,

吾不知安用驭者为 �
”

口�� 这种对现实 的批判
,

贯注于他后期的许

多作品
,

是 《笠泽丛书 》 的重要主题
。

但是
,

由于士族阶层的自身弱点和他尊经重道的思想基础
,

他 的批判往往又带迂腐的教

条色彩
,

他的武器仍然只是儒家
“

仁
”

学精神
。

如 《记稻鼠 》 即以 《诗 》
、
《礼 》

、
《春秋 》

作为批判依据
。

不仅如此
,

还常常 因无力于现实而转向道家的超脱
。

《五歌
、

刘获 靶写这场

天灾人祸说
� “

天职谁司下民籍
,

苟有区区宜析析
。

本作耕耘意若何
,

虫劣兼教食人食
。

古

者为邦须蓄积
,

鲁饥尚责如齐来
。

今之为政异当时
,

一任流离态征索
。 ”

接着他感到失望
�

“

平生幸遇华阳客
,

向日餐霞转肥白
。

欲卖耕牛弃水田
,

移家直傍三茅宅
” 。

龟蒙有田四百亩
,

按当时 私家收 租 的 中等 水平
,

每 亩五斗 �� 幻
,

年可获二百解
。

其家
“

大小之口二十
,

月费米十解
” ,

一年尚于八十解
。

另外
,

阪权之费及薪材等
,

皆可 自给
,

本

也不算贫困
。

但在
“

赋数倍于前
,

不足之声闻于天下
”

‘

�� 〕的时代
,

受灾而官府不恤
,

反 而

征索愈急
,

使之朝夕有饥寒之患
, “

寒不得衣
,

病不得酒
。 ”

〔�� 〕一般农民更不用说
,

只 好

流离丐贷
,

大批破产
。

这样
,

批判社会 的同时
,

他 以自身遭际反映的中小土地 占有者和一般

农民不堪重压
、

日趋破产的现状
,

无疑义是唐末农村破败景象的艺术再现
�

第二
,

生活状况的接近
,

感情上也日益 与农民接近
。

《村夜》 二云
� “

世既贱文章
,

归来事耕稼
。

伊人著农道
,

我亦赋田舍
。

所悲劳者苦
,

敢用词为诧
。

只效色收
一

言
,

谁防轻薄骂
。 ·

一安知勤播植
,

卒岁无 闲暇
。

种以春鹰初
,

获从

秋单下
。

专专望撞桂
,

指猾条桑拓
。

日晏腹未充
,

霜繁体犹裸
。

⋯⋯若与旷辈量
,

饥寒殆相

亚
” 。

这不是简单的乡居生活描述
,

是饱含作者悲愤的切身体验
。

弃幕职而不继
,

绝征召而

不应
,

田庄收入成为他赖以 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
。

质朴无华
、

纯真无欺的田园生活就成为他

的感情依托
。 �

“

古所谓登高能赋者
,

赋物之态
” ,

当
“

金行告穷
,

日御初九
”

的深秋
, “

桐阴雨压乎

泥沙
,

菊气风扬乎户墉
,

寒无以衣
,

病不得酒
,

茫洋于心
,

噎温在 口
” ,

稚子劝其登高以追灾

告
、

披郁陶
。

龟蒙以
“

惨戚在下
,

君宁忍窥
” 、 “

我中时病
,

言开怒随 ,
感物憔悴

,

遐瞻迩

唁
。

是使灾告弥炽
、

郁陶愈悲
”

而谢之
。

他只能回到农业生活中来宣泄感情
� “

我谷未实
,

我蔬未肥
。

弗视农 �� !
,

否将昌归 �
”

比 �〕

他亲临劳动现场
, “

冬十月
,

余视获于甫里
” 。

� ��
“

今来观��� 获
,

乃在松江并
” 。

�� � 〕

由
一

于和农 民的接近
,

农民们 也不拿他 当外人
。

在震译
, “

故疾未平
,

庆厌卧田舍中
,

农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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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招事相耻
” 。

〔�幻 《小雪后书事 》 更是具有
“

相见无杂言
,

但 道桑麻长
”

纯真意趣 的佳

作
, “

时候频过小雪天
,

江南寒色未 多偏
。

枫汀尚忆逢人别
�

,

麦陇惟应欠堆眠
。

更拟结茅临

水次
,

偶因行药到村前
。

邻翁意绪相安慰
,

更说明年是稳年
。 “

龟蒙病 已有年
,

行药到村
,

不免有愁苦之色
,

而邻翁以农事相慰
, “

不窗若 自其 口 出
” ,

�� �〕质朴
、

真诚而单纯
。

及 情

趣由此可见
。

农 民的生活
,

也常常引起他的共鸣和关切
。

《春雨即事 》 � “

小谢轻埃 日日飞
,

城边江

上阻春晖
。

虽愁野岸花房冻
,

还得山家药笋肥
。

双屐着频看齿折
,

败裘披苦见毛稀
。

比邻钓

雯无尘事
,

洒笠鸣蓑夜半归
。 ”

金圣叹云
� “

此又 自写其苦
,

而言世 间方有更苦于我者
,

相

形论之
,

则复欣慰也
。

夫屐齿烂折
,

裘毛褪稀
,

积雨之恶
,

实为无量
。

然而屐折犹可高卧
,

裘稀犹可拥被
。

若夫南邻北舍
,

又有半夜冲雨
,

发根尽湿者
,

彼独何人哉 �
‘

无尘事
’ , 一

言

并非官事勾连
,

死丧甸甸
,

不过求觅升合
,

存活妻子
,

而其艰难之状
,

已至于斯
,

苦乐真有

何定哉 �
”

〔�� 〕平居之民如 此
,

若遇凶年
,

官府急征
,

则又何若 � 陆龟蒙不是
“

则复欣慰
” ,

而是悲情益苦
。

从这里出发
,

一方面 他坚 决而勇敢地 批评统治者
,

另一方面也常常消极逃

避
,

感到
“

苦乐无定
” 。

《五歌序 》 � “

古者歌咏言
,

诗云
‘

我歌且谣
’ ,

传日
‘

劳者愿歌其事
’ 。

吾言之拙艰
,

不

足称咏且谣
。

而歌其事者
,

非吾而谁 �
”

生活和感情 的日益接近
,

使他部分地承担起了表现

劳动群众的历史任务
。

最后
,

从这种感情出发
,

表现 了自给 自足小农经济和劳动的美及其热爱与叹赏
。

让我们先看看他 的 《五歌
·

放牛》 � “

江草秋穷似秋半
,

十角吴牛放江岸
。

邻肩抵尾乍

依偎
,

横去斜奔忽分散
�

荒破断堑无端入
,

背上时时孤鸟立
。

日暮相将带雨归
, ,

田家烟火微

茫湿
。 ”

这不营是一幅清远宜人的水墨 画
�

深 秋
,

江岸
,

草 已稀疏
� 荒破

,

孤鸟
,

略带 萧

杀
。

本宜归藏之际
,

在 作者笔下却透 出无 限生机
�

十角吴牛
,

江岸嬉戏
,

横去斜举
,

无束无

拘
。

这是一年生产完成之后的休养生息
,

透 出收获 的喜悦
。

不独牛也
,

结尾以
“

烟火薇 茫

湿
”

引田家入画
,

是人亦熙熙
。

他热爱劳动生活
,

从劳动的瞬间
,

他感觉到大自然的勃勃春意
。

这一切和他的生活发生

着直接的联系
� “

十角吴牛
”

即
“

有 牛 不减四 十 蹄
” , “

我 来观�� 获
”

即
“

有 田奇十万

步
” 。

这是养育他的土地
,

是他 生存的基 础
。 “

有牛 角角
,

有田棋棋
,

不值岁恶
,

未尝孔

饥
” ,

值得骄傲
� “

谨 尔沟滕
,

利我钱搏
,

聊以 卒岁
,

更侯 东作
” ,

〔�� 〕足他疹视
。 “

春归

迫秋末
,

固自婴微恙
。

岁晏弗躬亲
,

何由免欺证
。 ”

�� �� 他是那样念念于心 �

“

南岸春田乎自农
”

〔�� 〕他充分感觉到他是这个劳动 整体的一分子
。

因此
,

他对此十分

重视
,

努力从其中发掘美
� “

羊侃多应 自古豪
,

解盘金稍置纤腰
。

纵然此事教双得
,

不博溪

田二顷苗
” 。

〔�� 〕即使价值连城
,

也换不去他已建立起深厚感情的田庄
。

这里 有他丰富 的感

情
�

他
“

在 田野 间
,

一 日
,

呼耕叱就而数其 目
,

恍若登农皇之庭
,

受播种之法
,

淳风冷冷
,

耸竖毛发
” 。

对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由衷叹赏
,

并由此深悟
“

吾不如老农
,

信也
” ,

穿
“

因书

为 《未招经 》
,

以备遗忘
, �

巨无 愧于食
” 。

〔�� 〕而对这一点
,

我们也只有以他隐逸而亲农事

的生活体验来说 明

二
、

他在这里赞美的农业
,

不是供统冶者榨取膏血的
“

卞
” � 使他由衷赞美的

,

只能是和他

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那些因素
,

即他赖以 生存的经济基础和赖以 寄托的感情渊效
。

他从人的物



陆龟象的隐逸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 �

质和精神的最基本需要出发
,

由破落士族而
“

未尝孔饥
” ,

并在其中表现着质朴无华的情感

个性
,

就是这一问题的内在机制
。

这种情感在前期是少有的
。

那 �才
,

他汲汲于仕途
,

无暇感受自然的赐予
。

只 有他立志不

出
,

才感到生存之可贵
。

这样
,

它由 《松陵集》 的闲适到 《笠泽丛书 》 亲农的转变
,

乃是他

后期 隐逸生活的光华� 它不同于河南尹张全义田峻式的喜悦
� �“门 也不同于举子 韦庄

“

试望

家田还自适
,

满畦秋水稻苗平
”

「川的兴奋
� 他是陶潜

“

园 日涉以 成趣
” 、 “

衣食 固其端
”

真趣的再现
。

陆龟蒙从前期尊经重道
、

应举求幕到后期愤世嫉俗
、

躬自备舞
,

社会和个人生活遭际 已

给他的心灵刻下深深的印痕
。

他的作品不独是个人生活情感的体现
,

也是大变动时期社会经

济和社会心理一个侧面的反 映
。

首先 是唐代士族屡遭打击的烙印
。

经过元和以 来的士庶斗争
,

庶族地主势力在政治上获

得优势
� 唐末农民大起义则几乎最后结束了士族的政治

、

经济特权
。

到宋代
, “

唐朝崔卢李

郑及城南韦杜二家
,

蝉联硅组
,

世为显著
,

至木朝绝无闻人
” 。

〔� ��
“

不复以氏族为事
” �

〔� � 〕而

早在唐末农 民 战争以前
,

士族即已衰微
。

杜陵韦庄
、

吴郡陆龟蒙皆宰相后裔
,

望地名门
,

其

命途 却多灾多难
。

经济上
,

是不起眼的小地主
。

韦庄数米而炊
、

寸薪而鑫
,

孩子死了
,

裹尸

的破席子还要拣回来
。

〔�� 〕
。

政治上也颇不得志
。

陆龟蒙一生不沾王命
,

死后十八年才 下 令

追赠
�
韦庄五十九岁才考取进士

。

可见其没落衰微
。

同时
,

也正是因为他们流离坎坷
,

艰辛备尝
,

才有机会接触到下层社会
,

体会下层 的感

情
,

从而使他们 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感情
,

和庶族地主在文学上的代表皮 日休
、

罗隐等一起
,

表现了唐末受压迫者的境遇和心理
。

陆龟蒙既如前论
,

兹再举韦庄为例
�

著名

长诗 《秦妇吟 》 代表的是惨遭割剥的下层城市平民
、

农村自耕农和中小地主
。

他如
“

半年辛

苦葺荒居
,

不独单寒腹亦虚
。

努 力且为田 舍客
,

他年为 尔 觅金鱼
” 。

仁� 幻
“

念尔 辛勤 岁已

深
,

乱离相失又相寻
。

他年待我 门如市
,

报尔千金与万金
” 。

〔�� 〕也不是锦衣玉食
、

身处 富

贵中所能言的
。

其次
,

陆龟蒙的作品还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变化中的心理和文学状况
。

唐代土地占有形式
,

中唐以 来
,

庄园经济逐步取代均田制而得到确立
。

唐代庄园基本上

是自给 自足的经济单位
,

其内部往往有具备一足设备和程度的分工分业
。

陆龟蒙的庄园大概

就是这种有一定分工 的小庄
,

小鸡产薪
,

顾诸产茶
,

甫里产粮
。

并且
,

据当时一般情况看
,

各专业庄 内可能还有加工手工业
。

这扰使其在经济上有一定独立地位
。

另一方面
,

庄园主对

土地的占有不是绝对 的
,

必须向国家提供赋役
。

并且
,

由于分工 的不完备
,

又要和市场经济

发生广泛的联系
。

这样
,

特别是小庄
,

就较易受到社会变化的影 响
,

没有独立的地位
�

正是这种具有一定独立又不能真 正独 立的 性质
,

使他不仅能做个野逸之士
,

还是个隐

士 � 同 ���
‘

,

又不能忘却天下
,

社会政治经济 的变动时时牵动着陆氏庄园的神经
。

当然
,

出现

这种二重性的根木原因是他思想上的矛后
。

但庄园经济的性质则无疑造就了其时代个性
。

庄主与庄客的关系形成他作品的另一面
。

他是庄园主
,

庄客租佃他的土 地
,

他 对 庄 客

来说就是主人
。

所以
,

他时有
“

田峻
”

之态
,

顾及输薪不及而能责之
� “

何数廉而至晚
,

得

非褚吾山而为汝之利耶 �
”

仁�� 」唐代庄客同时又具有 一 定人身转移的自由
,

可 自立为 户
,

对

租种的
�

�二地
,

也带一定占有性质
。

《 �念会安 》 卷八五
、

《籍巾妙
� “

宝应二十年九月救
�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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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若住经一年以 上
,

自贴买得田地
,

有农桑者
,

无 问于庄荫家住
,

及 自造屋舍
,

勒一切编附

为百姓
” 。

佃户的这种 性质
,

对经济力遨薄弱的小地主来说
,

经济的人身依附就不是太强
。

在这种情况下
,

地主和佃户往往是由于一种习惯感情而长期结合
,

并且在危难之际
,

颇有同

舟共济之感
。

虽然他们的阶级属性迥异
,

但至少在对
一

庄园的生产一点上由于共同的关心而可

以获得情感交流
。

大庄 园主财 大气粗
,

没 有共 同 的焦虑
,

情况就大
‘

不一样了
。

反映在文学

上
,

同是隐者
,

小地主更多田园诗
,

表现和农民的亲善关系
,

如陶潜
、

陆龟蒙
�

大地主则更

多山水宴游诗
,

表现贵族的优雅沁�适
,

如司空图
、

谢灵运
。

最后
,

陆龟蒙 的隐逸生活还带来了文学风格的变化
。

《甫里先生传 》 云
� “

少攻歌诗
,

欲 与造物者 争柄
,

遇事辄变化
,

不一其体裁
。

始则凌

砾波涛
,

穿穴险固
,

囚锁怪异
,

破碎 阵敌
。

卒造 平淡而后已
。 ”

龟蒙作文
,

原来从 学问出

发
, “

仆少不攻文章
,

止读古圣人书
” 、 “

我自小读六经
、

孟柯
、

扬雄之书
,

颇有熟者
。

求

文之旨趣规矩
,

无 出于此
。 ”

『

引〕追求 通经 而博古
。

后来 这成了他的主要弱点
, “

胡 震享

云
� “

陆龟蒙江湖 白放
,

诗兴宜饶
,

而墨彩反复黯钝者
,

当由多学为累
,

苦欲以赋料入诗耳
。

陶潜诗胸中若 �不著 一字者
� 弘景识字多

,

吮毫弥拙矣
。

参三隐君得失
, 一

可证林下吟功
。 ”
���

他的诗赋
,

确有
“

填塞古事
”

仁�� 〕之病
,

虽凌砾波涛而不能救
。

然而
,

他在 《笠泽丛书 》 中�

取 得的文学成就
,

的确又是
“

自成一家 � � 〕
、 “

特 立兴起
” � � �〕而

“

亦未易及
” 。� 目的

。

而笠

泽创作时期
,

正是他隐逸的时期
,

他的成就无疑与此有关
。

乡居的生活体验使他逐 步脱去书

卷气
,

将触须伸入现实
,

同时又保持 了
“

与造物者争柄
”

的气概
,

使其作品风格最后趋于平

淡
,

而
“

于平淡中却极鲜丽
” , 「

�� 〕在一定程度上摆脱 了形式主义束缚而获得较好的发 展
。

综观上述而言
,

陆龟蒙 的隐逸与文学有较大关系
,

是研究他文学成就 的重 要出发点
。

指导教师 徐永年 林昭德

�约 鲁 迅 《南腔北调集
�

小品文的危机 》 �

��〕 陆龟蒙 布笠泽丛书 》
�许桩 刊九卷本 � 卷 六

《自和 江墅 言怀》
。

�� � 《松陵集 》 卷一 陆龟蒙 《读 襄阳替旧 传因作诗五百言寄皮袭美 》
。

��〕 参见 《笠 泽丛书 》 卷二 《书铭 》
、
《蚕赋 》

。

〔�〕〔�〕〔� �〕
《笠泽丛书 》 卷一 《甫里先生传》

�

〔�〕〔� �〕〔� �〕
《笠 泽丛书 》 卷九 《送小鸡 山樵人序》

�

�� � 《松陇集》 卷一皮 日休 《鲁望读襄阳省 旧传
·

“ 二次韵 》
。

〔幻 《松陵集 》 卷一 陆龟 蒙 《所献五百言既蒙见和
·

“ ⋯再抒鄙怀用伸酬谢 》
。

〔�的
‘松陵集

,

卷 五陆龟蒙
‘

和 袭美江 南书情二十韵⋯ ⋯
》 。

��门 《松陵集 , 卷五陆龟蒙 《奉酬袭美早春病中书事 》
。

〔��〕�一�〕《笠泽丛书》 卷八 《幽居赋序》
�

〔“� 陆龟 蒙 《甫里先生文集 》 卷十四 《中酒赋 》
。

〔�� 〕〔� �〕� 。〕 《笠泽丛书》 卷五 《记事二首 》 二
�

��� �
《笠泽丛书 》 卷三 《记稻鼠 》

�

〔一� 兀 � �〕
《笠 泽丛书》 卷三 《禽暴 》

,

� �刃 参陆费 《陆宣公集》 卷 二二 《均节赋税 恤百姓 》 第六条
。

〔� 一〕〔� �〕 《笠泽丛书 》 卷三 《登高文》
。

〔� � � 《笠 泽丛书 》 卷七 《自遣诗三十首 》 序
。

〔� �〕〔� �〕 《金圣叹选批唐诗 》 卷七土
。

�� 〕 《笠 泽丛书 》 卷二 《田舍赋 》
�

�� ! 《笠 泽丛书 》 卷七 《自遣诗三 十首 》 二十
。

〔� 一〕 同上九
�

〔� �〕 《笠泽丛 书 》 卷 八 《未相经序 》
。

�下转� � 页 �



李白诗歌二题

〔� �〕 札 甫 之 寄李
一

�
,

二 自二十韵 》
。

〔� �〕〔� �〕〔�的〔� �〕 见 《李 白集校 注 》附录四引
。

〔� 约 叶燮 《 原诗 》
,

见 《 清诗话 》下
。

〔�� 〕 《闻一多全集
、

唐诗杂 沦 》 �

〔�习 苏轼 《李太 自碑 阴记 》
,

见 《李 白集校沈 沙附录四 引
。

〔� �〕 李 白 《胡无人 》
。

〔� �〕 李自 《 赠张泪�镐 》 其二
。

��的 李 自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 沙 其二
。

〔� 了〕 李自 《赠裴十四 》
�

〔� �〕 李 自 《 日 出入行 》
。

〔�� 〕 李 自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 》其 三
�

〔�� � 李自 《铜官山醉后绝句 》 。

〔� �〕 李白 《登太 白峰 》
。

〔� �〕 李白 《久别离 》
。

���  李白 《望双阳柳色寄玉宰 》
。

�� � � 《 李自集校注 》 附录四 引
。

〔� �〕 杜甫 《饮 中八仙歌 》
。

�� 幻 李 白 《书情赠蔡合人雄 分
。

〔�� 〕 李 自 《答王十二 寒夜独酌有怀 》
。

〔。幻 李自 《 上李琶 》
�

〔� 。〕 李白 《天马歌 》 �

〔� �〕 李自 《独 准篇 》
。

〔�门 李自 《婚浇阳 张司户垅 》
�

〔� �〕 李自 《公无渡河 》
。

臼 �〕 李 白 《
横江词六首

》 其一
〔� �〕 李白 《望庐山 瀑布 》

�

〔�� 〕 严羽 《沧浪诗话 》
�

〔� �〕 赵与时 戒宾退录 》 引刘次庄 丈尘土黄 沙 诗序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

〔� �〕 沈德潜 《说诗 �华语 》
。

口。〕 《唐诗别裁集
》

。

〔�� 〕 见 《李太白全集 》 此诗后王 琦按语
,

中华书局
。

〔� � 《 孟子
、

公孙丑下 》
。

〔� �〕 《
典论

·

论文 》
。

〔� �〕 《 与吴质书 》
。

〔� �〕 《 宋书
、

谢灵运传沦 》
。

〔�幻 《毛 诗序 》 ,

见郭绍虞 《中国历代文论选 》
。

� 匕接 � �页 �
〔�幻 参 《旧五代史

�

张全义传 》
�

〔� �〕 韦庄 《院花集》 卷一 《唬州润东村 居作 》
。

�邪〕 王明清 《挥座前录 《卷二
。

�� �〕 赵彦卫 《云麓漫钞 》 卷三
。

�盯〕 《太平广记 》 卷 一六五 ‘韦庄 沪
�

��� 〕 《洗花集 》 补遗 《仆者杨 金》
。

〔� �〕 《沈花集 》 补遗 《女仆阿枉 》
。

〔� � 《笠泽丛书 》 卷四 《复友生论文书 》
。

〔� �〕 胡震亨 《店音珍癸
》 卷八

。

〔� 了〕 同上卷 十
�

〔�� 〕《师友诗传录 》 张实居 答
。

以 �〕 叶燮 《原 诗》 卷一
。

�� 〕 《师友诗传续录 》 王士祯答
。

〔� 了〕 《中晚街 诗叩弹集》 卷一一窦廷珠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