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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

刘 丽 丽

　 　 摘　 要：与国内中国文学史相比，美国中国文学通史型著作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多维建构，注重从广阔的文学

整体系统中阐明陶渊明的文学贡献，善于从思想信仰等多方面揭示陶渊明复杂的内心世界，在对比研究中突出陶

渊明的特质和影响，同时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论述陶学的价值和影响。 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从西方汉

学角度认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从“他者”认知角度构建更加复杂矛盾的陶渊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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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是最早受到西方学界关注的中国诗人之

一。 陶诗英译始于 １９ 世纪末英国汉学家翟理斯的

《古文选珍》和《古今诗选》。 美国学界的陶渊明诗

歌翻译，大概始于美国著名诗人庞德的中国古诗英

译选集《神州集》，其中收有陶渊明的一首四言诗

《停云》。 之后美国学界对陶渊明诗文的翻译和研

究著述相继出现，特别是美国学者编著的中国文学

史著作中均出现关于陶渊明的书写。 美国中国文学

史著作中的陶渊明书写，是英语世界建构和传播陶

渊明形象的重要文本依据，对其进行考察和研究，不
仅可以了解陶渊明及其作品在异域中国文学史中的

接受、评价和地位，还可以揭示西方中国文学史如何

重构陶渊明形象，为国内陶学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美国中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

１９５０ 年，美国汉学家海陶玮的 《中国文学论

题———纲要和书目》出版，这是美国人首次编写的

通史型中国文学史著作。 该书第四章“楚辞和赋”
中提到陶渊明的《闲情赋》，并列出了《闲情赋》 《感
士不遇赋》和《归去来兮辞》的书目；第七章“乐府和

五言诗”中提到陶渊明在五言诗演变中的贡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学界出现 ３ 部华裔学者

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分别是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

纲》、赖明的《中国文学史》和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新

论》，均在某个章节集中记述陶渊明。 陈受颐《中国

文学史纲》在第十章重点介绍陶渊明的文学地位、
家族阅历、思想观念以及主要作品等，在第十二章中

重点介绍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 《桃花源记》 《责
子》等诗文，并简要分析陶渊明与其他诗人的风格

差异。 赖明《中国文学史》把陶渊明作为六朝文学

代表进行重点观照，“陶潜的生活”部分介绍了当时

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潮流对文学的影响，并结合相关

作品介绍陶渊明的家族身世、生活阅历、性格特征、
嗜酒爱好和身后声名等；“陶潜的诗歌”部分介绍了

陶渊明诗文的总体情况，并翻译了一些具体作品。
柳无忌《中国文学新论》在第五章中集中论述陶渊

明，认为“他对作官的厌恶和在换代之际的宦途险

恶驱使他返回家园，作为躬耕之士在贫寒的家境中

度过他的余年” ［１］５５。 同时，编著者结合具体诗文

谈论陶渊明的读书、弹琴、饮酒等，阐明陶渊明诗文

的哲学意义和西方读者对陶渊明的接受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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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 ２１ 世纪，美国有两部中国文学史问世：一
部是 ２００１ 年由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

史》，一部是 ２０１０ 年由孙康宜和宇文所安共同主编

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它们分别于 ２０１６ 年与 ２０１３
年出版中译本。 这两部文学史均在多个章节论及陶

渊明。 前者在第十三章的“东晋和宋的诗歌”中全

面介绍了陶渊明的家世阅历、诗歌主题、主要作品以

及后世作家对他的接受等；第二章、第六章、第二十

五章等多个章节提到陶渊明，体现陶渊明的多方面

影响。 后者在“陶渊明”专题中，重点叙述陶渊明的

文学地位、生活阅历、创作主题、艺术技巧、后世影响

等；在其他章节介绍张衡、苏轼、谢灵运等作家时，介
绍隐逸诗歌、玄学、拟古诗等文学主题时，介绍绝句、
诔文、非正式写作等文体类型时，经常提及陶渊明及

其作品。
桑禀华的《牛津通识读本———中国文学》是美

国最新的一本中国文学简史著作，２０１６ 年中译本在

国内出版。 该书第二章把陶渊明作为疏离政治、具
有鲜明反抗个性的诗人，分析了其思想观念、内心世

界和相关诗文；第三章中讲述了《桃花源记》的主要

内容和文体贡献。
由以上梳理可以看出，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

明的书写从只言片语的印象式介绍逐步丰富和具

体，将陶渊明作为一位不可忽视的中国诗人，从时代

背景、思想品格、性格特征到诗文创作以及对后世的

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书写。

二、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
形象的多维建构

　 　 除了在整体上非常重视和高度评价陶渊明之

外，美国中国文学史还对陶渊明形象进行了多维度、
多层次的建构和书写。

１．从广阔的文学整体系统中阐明陶渊明的贡献

与国内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相比，美国中国

文学史著作更加注重将陶渊明放在中国文学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和书写，阐明突出陶渊明作为

中国古代一流文学家的地位和重要影响。 除了在朝

代文学中重点书写外，在涉及其他主题、人物、体裁

时，也经常提到陶渊明的贡献，从而在思想、题材、风
格、体裁等方面形成一个陶渊明研究场域。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在“第二章神话”和“第

六章超自然文学”话题下，都突出了陶渊明《读〈山
海经〉十三首》的文学价值，认为其延续了神话学传

统，是一篇比较出色的文学作品。 在“第二十五章

诗与画”中，特意提到陶渊明一首容易被忽略的四

言诗《扇上画赞》，认为“图画上的题记在过去文献

与当前图像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２］５２０，赋予该首

诗新的价值和意义；还提到陶渊明的 《尚长禽庆

赞》，认为“也许这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新体题画

诗” ［２］５２０，预示着陶渊明诗文在文学上的一个新发

展。 在“第四十三章前现代散文文体的修辞”中还

谈到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认为这“很契合中国古

代文学的修辞惯例，因为旨在得到作者确切意义的

那种精确性是不符合中文的修辞语境的，即最理想

的文本应该留给读者发挥写意的空间” ［２］９７５。
《剑桥中国文学史》在谈到“绝句的兴起”时说，

除了《玉台新咏》中贾充及其夫人的作品，“那么最

早的联句出现在陶渊明集中” ［３］２７９；在谈到“非正

式写作”时说，“自四世纪末诗人陶潜以降，散文写

作便已触及私人事务” ［４］１１３。 桑禀华《牛津通识读

本———中国文学》把《桃花源记》作为一篇最早的具

有自觉文学意识的虚构小说，“如果自觉创作小说

部分地取决于一种作者观念，而这种观念只有当文

人凝聚为一个阶层才能成型，那么让陶潜这样一位

有着清晰文学身份意识的诗人来创作一篇最早的自

觉的虚构小说，就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５］５９－６０。 这

些论述揭示了陶渊明在具体文学体裁类型方面的开

拓性贡献。
２．从思想信仰等多方面揭示陶渊明复杂的内心

世界

与国内学者因推崇诗人伟大品格进而倾向正面

解读诗人作品具有明显区别，西方学者擅长透过思

想信仰和具体诗文来解读陶渊明，从而得出与国内

学界不同的结论。 这种结论也影响了美国中国文学

史对陶渊明的书写，书写者试图从诗人思想信仰和

具体诗文来揭示陶渊明内心深处及其作品的复杂

性、矛盾性和丰富性。
陈受颐认为“陶渊明的哲学是对他有吸引力的

儒、道、佛元素的有趣而和谐的结合” ［６］１７１－１７２，详
述了陶渊明身上蕴含的各种思想元素以及在相关作

品中的表现，认为在其人格的文化构成上，更受中国

传统道家的影响。 赖明《中国文学史》一方面论述

了陶渊明所生活时代思想潮流的变化，以及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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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等思想对文学以及文人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结

合具体诗文深刻挖掘了其内心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介绍了陶渊明面对投

身仕宦的人生抱负和归隐山田的恬淡生活的选择，
认为“陶潜所面临的二元内在紧张在当时颇为常

见———通常表现为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之间的对

立。 归隐这一母题在士人文化中无处不在，这些难

以忘情于仕途的士人们经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一

种出世态度。 陶潜不但用言辞，而且用行动退隐，是
颇为难能可贵的” ［２］２８９。 “陶潜的一些作品如乌托

邦式的《桃花源记》、第一首五言诗《归园田居》、以
隐居为主题的《归去来兮辞》，均是《老子》中的景象

与语言的回响。 陶潜诗歌中典故的主要来源则是另

一部道家文本《庄子》，排在《庄子》之后的典故来源

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论语》：这也许表现了

陶潜人格中的一种深层张力。” ［２］２９０ 《剑桥中国文

学史》解释说：“孔子还主张即便环境恶劣也应注重

修身，主张‘君子’在危乱之时从公共事务中急流勇

退。 这些看法与庄子对文明的批判合在一起，成为

隐逸作家强有力的文学修辞，最著名的例子如陶

潜。” ［３］９９认为陶渊明的著名诗句“结庐在人境，而
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充满着东晋

玄学的智慧，“不是山水本身吸引观者，吸引观者的

是能照亮自然万物的‘玄览’。 心智之强大如许，以
至能凌驾于自然环境之上” ［３］２４８。

桑禀华这样揭示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这种沉思式的田园诗其实也是政治抗议的

一种表达方式。 虽然儒家传统告诫统治者将劝

谏看作促成清明政治的忠行，真正敢于发出批

评之声的官员却经常被贬职外放。 当劝诫和抗

议失效时，有德之人还可退隐山林。 这样儒家

的忠臣就变成了隐士（字面意思就是“隐身的

士人”），退出了追逐名、利、权的俗世……一面

是建功立业的渴望，一面是在简单快乐中寻求

安慰的梦想。 赞美自然，赞美真情，并未真正解

决这样的矛盾。 入世和退隐的冲突在陶潜

（３６５—４２７）的许多诗里都有体现。［５］３９

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陶渊明诗文有了更加多

样的解读方式。 桑禀华认为，陶渊明三联诗《形影

神》“入世雄心和简单快乐之间的冲突体现在自我

不同部分的对话之中” ［５］３９；《归园田居》表明“摆脱

忧虑是很难的。 回归故里的小农场固然可以远离官

场的羁绊，但诗里的主人公却又陷入了更大的自然

之网，这里的力量同样非他所能控制” ［５］４０。
３．从对比研究中突出陶渊明的特质和影响

国内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多倾向于个案

描述，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书写，对陶渊明的

对比性介绍不仅出现在朝代文学或专章论述中，还
出现在其他文学人物或文学现象的论述中，使得陶

渊明的特征和影响在对比书写中更加鲜明和全面。
一是陶渊明与前代文学家的对比。 如讲到张衡

《定情赋》时说：“东汉末年、魏晋时期的诗人们写过

同一主题的赋作，所有这类作品的标题都是‘定情’
二字的变体。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陶潜（３６５—
４２７）的《闲情赋》。” ［３］１７６讲到张衡乡村题材作品时

说：“张衡笔下的乡村，是一种理想化的隐士生活，
成为后世乡村生活描写的典范，包括‘田园诗’名家

陶潜。” ［３］１８０

二是陶渊明与同时代文学家的对比。 《哥伦比

亚中国文学史》认为，东晋和刘宋时期成功摆脱玄

言诗束缚并开创文学风气之先，陶渊明和谢灵运是

突出代表，并将前者的田园诗和后者的山水诗进行

比较，突出陶渊明诗歌以日常生活入诗的自传特征。
《剑桥中国文学史》一方面论述了谢灵运所受陶渊

明的影响，认为谢灵运《石室山》受到陶渊明《饮酒》
诗之结尾“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刻影响并

巧妙运用；另一方面比较了两人的异同：“两位诗人

都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阅读，并用他们所阅读的

典籍来观照、质问、辩护和理解他们自身的经历。 两

位诗人都与自然界进行持久的挣扎：陶渊明的挣扎

表现在他开荒种地，把荒野变成田园，总是担心他的

农作物以及他自己———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就———
被荒草覆盖吞噬，湮没无闻；谢灵运与自然的挣扎则

表现在从山水中攫取意义，把多重的大自然和他自

己的多重经历，思想和感情建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

整体，并在这个意味深长的整体上刻印他个人的感

受和理解，最终达到开悟。” ［３］２７０－２７１

三是陶渊明与后世文学家的对比。 在与鲍照、
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对比中，突出后世文学创

作对陶渊明的追慕、接受和继承，体现陶渊明在思

想、题材、艺术等方面具有的开创性文学地位和作为

文学典范的意义。 陈受颐《中国文学史纲》认为杜

甫短诗与陶渊明诗歌有相似之处，“都具备逆境中

保持幽默的能力，因此即使饥饿和贫穷也不会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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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丧失和堕落” ［６］２５６。 杜甫后期描写自然的

诗歌增多，这“既是陶渊明诗歌传统的延续，又是宋

代诗歌的先锋” ［６］２５８。 《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后

世文人如苏轼等对陶渊明形象和文学地位的形成影

响很大，“他们对陶渊明作品中文本异文的选择，巩
固了陶渊明乃是一位宁静自然的隐士、对诗艺漠不

关心的形象” ［３］２５５，苏轼“最推崇陶潜，也曾仿效过

陶潜的诗风” ［３］４５２。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

晁补之跟随苏轼把陶渊明奉为文学典范，“不过晁

补之对陶潜的追慕体现了不再投入政治事业的一种

文化转向，以及对文人的再定义” ［２］３８７。
４．在世界文学范围内论述陶学的价值和影响

美国中国文学史在对陶渊明的书写中往往自觉

地思考和探讨陶渊明诗文传达出的人类共通情感，
以及西方读者关注并喜爱陶渊明的客观原因，还会

谈到世界范围内异域作家对陶渊明的接受，从而说

明陶渊明诗文具有的普遍价值和世界影响。 柳无忌

从哲学和思想的角度分析陶渊明的诗歌：“这样的

诗表现一种闲适，宁静，跟自然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奇

妙意境，构成了中国哲学所认为最高的幸福。 由于

陶潜通过他的作品把他对自然与人生的纯朴而深刻

的思考，温和的个人见识和坦然的心怀贡献给读者，
他的诗对中国人民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因为人的思

想感情有共同性，这些诗也一定会使别的国家的人

民对他感到亲切。” ［１］５６他还从陶渊明的艺术风格

和西方读者的接受心理角度，分析西方读者喜爱陶

渊明的原因，并这样向西方读者推荐陶渊明的作品：
“中国的大诗人中陶潜大概是最易为西方读者欣赏

的。 对初步接触中国诗的西方读者，他是个可供选

择的合适的诗人，因为他的诗较少用典，欣赏它们不

需要很多中国历史与文化知识。 任何人，若能欣赏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温暖的人情味，就也能欣赏他。
读他的诗应该咀嚼其中深长的意味。 理想的时间地

点是在夏天户外或冬夜炉边，手边还有一杯温酒！
他写的各种体裁和题材的篇章都值得一读。” ［１］５７

三、美国中国文学史陶渊明书写的意义

美国中国文学史对陶渊明的重视和书写，从西

方汉学角度认定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

位和影响，与国内研究交相呼应。 同时，这种书写也

从“他者”认知角度构建了更加复杂矛盾的陶渊明

形象，对国内陶学研究具有参考借鉴意义。
１．从西方汉学角度认定陶渊明的地位和影响

从整体上看，美国中国文学通史无论体系如何

简单、体量如何单薄，都不惜笔墨对陶渊明加以书

写，这体现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地

位，也显示了西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地位的肯定。 同

时，这些文学史也在总体上对陶渊明给予高度评价，
如《剑桥中国文学史》认为陶渊明“被公认为中国传

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３］２５３，《哥伦比亚中国文学

史》认为“陶潜是唐代以前最优秀的诗人” ［２］２８９，陈
受颐评价陶渊明是“伟大的文学巨匠” ［６］ ，柳无忌

认为“魏晋时期热爱自然与其它的诗歌风气在陶潜

（３６５—４２７）的作品中达到高峰” ［１］５４。 这些“他语

书写”与本土评价是一致的，显示了西方汉学界对

陶渊明地位和影响的认可。
海陶玮是美国本土第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

学者，他编写的《中国文学论题》对美国学界认识陶

渊明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文学论题》基本

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介绍和赏析，但却不吝笔

墨，在两处介绍陶渊明及其作品，并推荐一些诗文译

本。 海陶玮 １９７０ 年出版的《陶潜诗集》是英语世界

第一部陶集注译本，他在英语世界较早发表重要的

陶学论文，被称为西方第一位陶渊明研究专家。
２．从“他者”认知角度构建出更加复杂矛盾的陶

渊明形象

与国内中国文学史不同，美国中国文学史在对

陶渊明进行书写过程中，认为陶渊明形象是通过诗

文自塑或者媒介他塑形成的理想偶像，并非真实历

史中的陶渊明。 这种观点逐渐成为西方陶渊明研究

的主导观点，影响着西方对陶渊明的认知。
田晓菲在写作《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三章从东

晋到初唐（３１７—６４９）”时，设置“陶渊明”专题，认为

陶渊明作品中具有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和主动创作

的艺术痕迹：“陶渊明将这种叙事因素融入到诗歌

本身之中，从根本上将其诗歌变成自传，尽管这一自

传呈现的是一个高度建构的自我形象，而非‘客观’
的记录……他是我们所知的第一位在长而具有叙事

性的诗歌标题中标识创作日期的诗人，这在后世成

为一种常见的做法。” ［３］２５４这种解读注重从作品文

本来解读诗人的自身形象，还原创作动机，把陶渊明

的诗文看作是“树碑立传、以文传世”而有意为之的

作品，解构了陶渊明真率淳朴的个性。 同时，她把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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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研究置于中古时期手抄本文化的参照框架中，
对历代不同版本陶集中的异文进行考证和分析，以
说明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陶渊明形象如何在苏轼等历

代文人依靠选择“正确”异文来控制陶诗文本样貌，
并如何在不断重新加工、编辑修改中建构出来：

　 　 当北宋学者面临陶渊明作品中“有一字而

数十字不同者”这种情况的时候，关于陶渊明

的普遍看法就对文本异文的选择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在陶渊明的整个文集中，我们经常看

到选择此异文而非彼异文可以对一首诗造成非

常不同的阐释……陶渊明的例子对理解手抄本

文化的问题特别具有启示意义，也使我们看到

对一个诗人的某种特定形象的渴望如何将一位

可能 相 当 复 杂 的 人 物 简 化 为 一 个 文 化 偶

像。［３］２５６

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学史中对陶渊明的书写，提
供了观察陶渊明的多维视角，塑造了更加复杂、立
体、丰富的陶渊明形象。 在中国传统认知中，陶渊明

因其诗文所反映的人格高洁不屈而备受推崇。 美国

中国文学史书写者对陶渊明没有天然的崇敬亲近心

理，而是把陶渊明放入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

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中审视，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

度来书写这位中国诗人，把陶渊明诗文视为高度建

构的形象，而非客观记录，突出展现了对中国文学理

解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

结　 语

西方对陶渊明的解读和建构，为国内陶学提供

了一种外部视角，既从国外汉学角度认定了陶渊明

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又对国内陶学

的传统观点形成了质疑和挑战之势，从而给国内陶

学提供了解读陶渊明的崭新多维视角，对国内陶渊

明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陶学是一门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学问。 美国

中国文学通史型著作中的“陶渊明书写”，具有与国

内陶学相同的阐释和不同的建构。 总结分析美国中

国文学史中的“陶渊明书写”状况，不仅可以确定西

方汉学界对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地位和影响

的认可，也可以让我们了解西方世界关于陶渊明认

知和记述的知识，吸收借鉴国外陶学富有价值的研

究思路和方法，丰富和完善国内陶学的研究。 东西

陶学互融互鉴，共同推动世界陶学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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