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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

刘伟生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H!%&&""

"摘#要#以&游北山赋'为代表的隐逸赋既描写了王绩个人的隐逸生活!也深隐着他一生的思索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

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里也根深蒂固# 他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

对游仙的隐约向往# 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

乎个人的经历与秉赋# 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 无论从赋篇语言

与结构的过渡!还是从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看!王绩在赋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承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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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绩传世赋作四篇%+三日赋, !并序"&+游北

山赋, !并序"&+燕赋,&+元正赋,' 据+王无功文

集,及序#另有+登龙门忆禹赋,&+河渚赋,&+独居

赋,&+孤松赋,&+酒赋,等佚赋' 在初唐赋坛#相对

于太宗君臣的庙堂之音而言#王绩的隐逸赋别具风

韵#但他在赋史上的地位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

视'

(!)!AB I!HH本文拟对王绩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

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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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最能反映王绩思想意识与艺术水准的是作于

贞观十五年!CH!"的+游北山赋,' 围绕居游北山

的隐逸之乐#赋从隐逸之志&山林之游&兄长之悼三

大方面铺展开来'

从-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到-请息交而自逸#

聊习静而为娱.#为第一部分#写的是对世事多变的

感慨#也算是对自己最终走上隐逸道路的原委所作

的阐发' 赋云%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 古来贤圣!皆成去留#

八眉四乳!龙颜凤头# 殷忧一世!零落千秋# 暂时

南面!相将北游# 玉殿金舆之大业!郊天祀地之洪

休# 荣深责重!乐不供愁# 何况数十年之将相!五

百里之公候#

0%1!A!C

3下引&游北山赋'$&三日赋'$

&燕赋'皆据&全唐文'#4

-尧眉八采. !+论衡/骨相,"&-文王四乳.

+淮南子/修务训,#与-龙颜凤头.一样#系指帝王

之福相' 这里要说的是这些南面称帝&富贵非凡的

王侯将相#也不免殷忧一世#并终归于死#何况芸芸

众生' 作者由此感慨%-已矣哉1 世事自此而可见#

又何为乎惘惘0 弃卜筮而不占#余将纵心而长往'

任物孤游#遗情直上' 44请息交而自逸#聊习静

而为娱'.这正是赋篇的中心本旨所在'

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到-松花柏叶之醇酎#凤翮

龙唇之素琴.为止#集中笔力描写北山风物' 说是

集中#其实也不是一时一次的景色与游览' 有初入

林区的奇诡与艰险%

连峰杂起!复嶂环纡# 历丹危而寻绝径!攀翠

险而觅修涂# 22自谓抟风飙而出埃鐋!邈若朝元

宫而谒紫都#

有对灵踪仙迹的论议与描绘%

洞裹窥书!岩边对局# 仿佛灵踪!依稀仙躅#

22喜方外之浩荡!叹人间之窘束# 22纷吾人之

狭见!搅群疑而自拂# 22指期系影!依方捕风#

谁能离世+ 何处逃空+

一番时空交错&虚实相杂之后#才进入-有我之

境.%

咸遂性而同乐!岂违方而别守+ 余亦无求!斯

焉独游# 属天下之无事!遇山中之可留# 卿将度

日!忽已经秋# 菊花两岸!松声一丘# 不能役心而

守道!故将委运而乘流# 22阅丘壑之新趣!纵江

湖之旧心# 道集吾室!风吹我襟# 松花柏叶之醇

酎!凤翮龙唇之素琴#

在云峰霞壁之间#浮雾漠漠#流水潺潺#两岸菊

花#一丘松声#叶动猿来#花惊鸟去' 主人公于兰窗

菌阁里饮酒抚琴#享受山间的清风明月#没有世俗

的喧闹#没有名利的羁绊#好不自在与舒适1 这一

段描写#真得陶渊明+归去来辞,之神韵%-引壶觞

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44木欣欣以向荣#泉涓

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A)AB!纯

用白描#同样的清幽淡雅$如出天籁#同样的畅达

醇和'

-白牛溪里#峰峦四峙' 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

之所止.' 以下是第三部分' 由对其兄文中子王通

当年隐居北山&聚徒讲学的追述与悼念再度转入对

自己隐逸生活的描绘与发抒'

王通!$KH IC!K"是隋末大儒#守道不仕#隐居

北山#著书讲学#有+中说,存世#卒后门人溢为文中

子' -察俗删诗#依经正史' 44山似尼丘#泉疑洙

泗.#是说王通著书讲学的功绩与影响#俨然以孔子

相比' -忽焉四散#于今二纪' 地犹如昨#人多已

矣' 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 44姚仲由之

正色#薛庄周之言理'.接下来提到王门弟子#并以

仲由比之姚义#以庄周方之薛收' -触石横肱#逢流

洗耳' 取乐经籍#忘怀忧喜' 时挟策而驱羊#或投

竿而钓鲤'.又回笔勾画出王通博学而自适的形象'

枕石漱流#驱羊钓鲤#忘怀忧喜#逍遥自在#是儒道

一统的王通#也是王绩化的王通' 但一面是自适的

称许#一面却是不遇的感伤%-讲堂犹在#碑石宛然'

44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 44惜矣吾

兄#遭时不平' 44眷眷长想#悠悠我情' 俎豆衣

寇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 没而不朽#知何所营'

44怅矣怀抱#悠哉川域' 44子敬先亡#公明早

卒'.再往下转#又是自己隐逸之志的抒发%-与沮溺

而同趣#共夷齐而隐身' 44乐山泽之浮游#笑江

潭之枯槁' 戒非佞佛#斋非媚道' 无誉无功#形骸

自空' 坐成老圃#居然下农' 身与世而相弃#赏随

山而不穷'.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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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这就是+游北山赋,的大体内容#在这些林林总

总的叙述&描写与论议里#深隐着王绩一生的思索

与矛盾复杂的生命意识'

陆淳+删东皋子后序,云%-余每览其集#想见

其人#恨不同时#得为忘形之友#故去彼有为之词#

全其悬解之志'.

(H)%%%

-悬解.语出 +庄子/养生

主,#说是-安时而顺处#哀乐不能入.的达观状态'

在王绩的诗文中-有为之词.和-悬解之志.是同时

并存的'

他遵奉老庄的自然价值生命观#认为无功无用

可以保身全生' 在自然里#-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

质' 44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 裁为十二管#

吹作雄雌律' 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 不如山上

草#离离保终吉'.!+古意六首,其二"

($)HK&

!下引王

绩诗皆出于此'" -奇质.的翠竹因有用而遭砍伐#

反不如无名的小草可保-终吉.' 在社会里#-位大

招讥嫌#禄极生祸殃.!+赠梁公," #-明不若昧#进

不若退.#否则就会 -本缘末丧#命为才绝. !+灵

龟,"' 这种全身远祸的思想发展到极端#便是对知

识的批判#对儒学的鄙薄' 在+负苓者传,里#他把

伏羲画卦看成兆乱之始%-使天下之智者&诡道迸

出#44于是智者不知#而太朴散矣.'

(%)!A%"在+游

北山赋,里#他不满儒学的烦琐%-+礼,费日于千

仪#+易,劳心于万象' 审机事之不息#知浇源之浸

长.' 所以他自己-不闲拜揖#兼糠秕礼义#锱铢功

名.!+答冯子华处士书,"'

(%)!A%%

但儒家的济世情怀与伦理价值生命观在他那

里也根深蒂固' 他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候.

!+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 #十多岁开始就干谒

长安#希企有用' 他对身为儒学大师的三兄王通尊

崇备至#在+游北山赋,的自注里#直称他为-王孔

子.#同时又感叹他-遭时不平.%-吾兄仲淹#以大

业十三年卒于乡馆#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

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不行于时'

余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也.' 在伤

兄长之不遇中#其实也隐含着自己有志无时&仕途

失意的耿耿心绪' 即便在临终定论的+自撰墓志

铭,里#他对于自己一生仕途堰蹇&无功无闻也难于

挂怀%-起家以禄位#历数职而进一阶' 才高位下#

免责而己' 天子不知#公卿不识#四十&五十而无闻

焉' 于是退归#以酒德游于乡里'.

(%)!A%C明乎此#我

们才能理解他反复于仕隐之间的举动#才能读懂他

赋文中的不怨之怨'

除了用与不用的纠结#王绩生命观的矛盾还体

现在对待生死的态度上'

在王绩那里#既有通达的死亡态度#又不乏对

游仙的隐约向往' 在他的诗文中#反复表达着对时

间与生命的迁逝之感%-自觉生如寄#方知世若浮'.

!+泛船河上,"$-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 !+独

酌,"$-自悲生世促#无暇待桑田'. !+过山观寻苏

道士不见题壁四首,"$-夫人生一世#忽同过隙'

合散消息#周流不居.!+答冯子华处士书,"'

因为对人生的短促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死亡

便有着通达的态度%-不能役心以守道#故将委运而

乘流.!+游北山赋,"#生死是自然之运数#死亡无

法避免#不如委运任化&顺应自然' 但同样也因为

体认到了人生的短促#他抑止不住自己的苦闷与落

寞' 看看+游北山赋,中的游仙心态#我们就能感受

到他的这种思绪'

天道悠悠!人生若浮# 22昔怪燕昭与汉武!

今识图仙之有由# 人谁不愿+ 直是难求# 22不

得轻飞如石燕!终是徒劳乘土牛# 己矣哉/ 世事自

此而可见!又何为而惘惘+ 弃卜筮而不占!余将纵

心而长往#

虽说神仙世界-直是难求.#自己也将-弃卜筮

而不占.#但这终究是-人谁不愿.的事情#而且在

第二部分北山之游的描写里#-上元仙骨.&-太清

神手.&-南箕.&-北斗.&-翭?.&-麻姑.&-青龙.&

-元牛.&-真客.&-仙经.&-赤城.&-元圃.&-八洞

之金室.&-三清之玉宫.等种种神仙情事也占了相

当的篇幅' 其中甚至包含服食求饵的痕迹%-拭丹

炉而调石髓#?翠釜而出金精.#-既采药而为食#谅

随情而不矫.' 在+答冯子华处士书,里#更明确

说%-黄精&白术&枸杞&薯蓣#朝夕采掇#以供服饵'.

可见死亡不必轻就#长生值得留念'

这种人注定是孤独而苦闷的' -余亦无求#斯

焉独游.!+游北山赋,"#他独游&独饮#独自调适着

自己的心绪%-足下欲使吾适人之适#而吾欲自适其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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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答程道士书,"

(%)!A%A以期自得其乐#但那份

孤独与落寞总是真实地存在于他内心的深处%-寂

寞坐山家.!+山家夏日九首,其一"#-无人堪作伴.

!+题黄颊山壁,"'

正如霍松林先生所言%王绩-愈表现得超脱&旷

达#愈显出其无法超脱的分裂状态#也愈见其内心

的焦灼与痛苦#也愈见其生存的孤独#在他那追求

自适和任诞的外表所掩盖的内心世界里#有着压抑

不住的不平&忧愁&孤独和苦闷.'

(C)C$

三

王绩赋文中这些矛盾心绪的成因是非常复杂

的' 其中既有时代风云的影响#也有地域文化的浸

染#既源于家学的熏陶与培育#更关乎个人的经历

与秉赋'

王绩生当隋唐之际#在隋朝由盛而衰的落差

间&隋唐易代更迭的涂炭里#唐初官场倾轧的残酷

中#种种混杂多变的人生世象都警示着生命的短促

与脆弱' -伊昔遭丧乱#历数当闰余' 豺狼塞衢路#

桑梓成丘墟' 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 !+薛记室

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中年逢丧乱#非复

昔追求.!+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强烈的生命

危机感时时耸恿着王绩保持全身远祸的心绪与

处境'

可是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王绩更为关注生命

本体的同时#王绩济世的家学背景乃至河汾致用的

地域文化精神又让他不能忘怀个体的社会价值'

据吕才+王无功文集序,记载%王绩-历宋&魏#迄于

周&隋#六代冠冕#皆历国子博士#终于卿牧守宰#国

史&家谍详焉' 44君祖安康献公#周建德中#从武

帝征邺#为前驱大总管#时诸将既胜#并虏获珍物#

献公丝毫不顾#车载图书而己#故家富坟籍#学者多

依焉'.

(H)!这是一个-六代冠冕.&-家富坟籍.#世

重儒学的家庭#王绩的三兄王通则不仅是王氏家学

的集大成者#也是隋代首屈一指的大儒' 因为王通

的著书讲学#北魏以来就兴儒重教#沿袭汉儒经世

致用精神的河汾文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出身于这样的地域与家庭#王绩自幼熟读儒家典

籍#日后与走上仕途的王通门人也不无交往!+游北

山赋,自注云王通%-门人弟子相趋成市.#-门人多

至公辅.'"' 这些都激发着他跻身台辅&直取卿相

的政治抱负'

儒道原本是相通的#由汉末至魏晋的学术大势

便是儒道的相通相融' 山东士子也并非专攻儒家

经学#而是以儒术为主#兼综百家' 王绩早年的读

书也是-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晚年叙志示

翟处士正师,"' +游北山赋,云%-但水月之非真#

譬声色之无佛' 过矣刘向#吁磋葛洪' 指期系影#

依方捕风' 谁能离世#何处逃空0.儒&道&佛三教都

可通融' 当然#在王绩那里三教也都有不足%-觉老

释之言繁#恨文宣之技痒'. !+游北山赋,"这种多

元思想的杂糅正好成为王绩的生命思想在复杂之

中始终蕴含着深刻矛盾的原因之一'

其实处世态度的选择更关乎个人心性与经历'

王绩在其诗文中对自己的性格多有表述%-走

意疏体放#性有由然.!+答刺史杜之松书,"

(%)!A%&

#

-吾受性潦倒#不经世务' 屏居独处#则萧然自得$

接对宾客#则絍然思寝.!+答程道士书,"#-家兄知

吾纵恣散诞#不闲拜揖#兼糠秕礼义#锱铢功名#亦

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务. !+答冯子华处士书,"#

-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

!+五斗先生传," #

(%)!AAK

-有唐逸人#太原王绩' 若

顽若愚#似矫似激.!+自撰墓志铭,"等等'

这种由疏懒迂阔的天性与文化上的优越感所

造成的简傲放达的风度#使王绩在北朝至唐初尊崇

儒家&讲究礼度而又不乏尔虞我诈的社会风尚里成

为不合时宜的局外人'

拥有这种才华与心性的人往往少年得志#老来

凄凉' 王绩十五岁干渴宰相杨素与文士薛道衡等#

便赢得了-神仙童子.&-今之庾信.的美誉' 但自

信满满的他初入仕途仅得六合县丞#且以耽酒废事

被劾还乡' 第二次荐征待诏门下八年#也终于忍不

住托疾归隐' 第三次出仕#竟然效仿阮籍故事#因

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而求为大乐丞' 这样的经历

反过来激发了他疏阔的本性#使他的处世态度和文

学风格与时流正脉越来越远'

心境影响及于艺术' 明代何良俊说%-当武德

之初#犹有陈&隋遗习#而无功能尽洗铅华#独存体

质' 且嗜酒诞放#脱落世事#故于情性最近' 今观

其诗#近而不浅#质而不俗#殊有魏晋之风'.

(")%%$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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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铎也认为王绩-不曾做过什么2文学侍从之臣3

故也不必写什么2侍宴3&2颂圣3的东西#以损及他

的风格#或舍己以从人'.

(K)%K%诗文如此#赋亦如此'

+游北山赋,思绪纵横#语言质朴#于山水田园赏心

悦目之景#闲静悠远之趣尤多会心' 体现了王绩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不必与夫悠悠闲人相唱和

也.!+答冯子华处士书,"的创作观念#迥异于初唐

以来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会赋咏之作'

四

横向但静止的观照还不足以阐明王绩在隐逸

思想及赋作艺术史上的地位' 就王绩而言#自身性

格与文化影响的多元多变更容易促成他赋作的自

我更新与历史承传'

对应于三仕三隐的人生历程#王绩的赋风也经

历着-由细密富丽到淡朴疏野的渐变.'

(B)K!

早年的+三日赋,和+登龙门忆禹赋,词藻华

丽#形容尽致#音韵流畅#与庾信的文风相似' !+登

龙门忆禹赋,已佚#但从薛道衡-今之庾信.的赞誉

及同时创作的+三日赋,庶几可以推断出它的大体

风貌'"这自然与他少年得志的处境相关'

中期的+燕赋,不再是轻松的流丽之词#而是托

物言志#在-昔年居屋#桂栋兰芬$今来旧地#谷变陵

分.的今昔对比中#在-若非历阳随水没#定是吴宫

遭火焚.的质疑里#感慨-光阴递代#摇落悲哉.的

人事沧桑#寄寓人生无奈的失意悲愁#巧妙地表达

出全身避害的思绪' 赋风也由清丽而略转沉郁'

-文变染乎世情. !+文心雕龙/时序,"#是初仕的

挫折&王朝的更替与隐居的体验促成了王绩赋风的

转变' 同期稍后的+答冯子华处士书,&+答程道士

书,更可佐证王绩此时的心志与文风' 两文虽以表

达-适心为乐#雅会吾心.&-各宁其分.&-顺适无

阂.的栖逸之志为本旨#但也不时流露出-乱极则

治#王途渐亨.#-贤人充期#农夫满于野.的挂怀与

向往#并以薛收早亡#举荐无人以及-吾家三兄.的

导引#闪烁而又巧妙地道出了才能济世的自信与希

企有用的隐衷' 艺术上也直承魏晋通脱文风#大量

运用杂言#表现出不同于齐梁浮艳气息的疏淡

风格'

晚期除+游北山赋,外#王绩还写过一篇+元正

赋,' 赋篇从元正节日的解读开始#内容多习见风

俗#造语则平和淡朴#作者自己似乎成了现世生活

的旁观者' 他的梦境全存于美好的回忆里%-遥忆

二京风光好#玉城正殿年光早' 44但愿皇家四海

平#每岁常朝万方客'.连对未来的祈愿也挂靠于对

往昔盛况的描写之后' 回到现实#他又免不了感伤

喟叹%-别有故园人#独守寒乡春' 44老夫无所

欲#光阴苦难足' 试看蛰燕何日还#坐望归鸿已相

续' 莫愁来岁晚#但恨前途促' 年年岁岁有元正#

何年何岁罢逢迎' 聊献雀而相贺#且吞鸡而自

营'.

(!&)!$&&!$!可见怅恨与怨望依然存在#只是相对

而言有所疏淡' 最能体现王绩疏淡朴野风格的当

然还是如前所述的+游北山赋,' 可以肯定的是#他

的每次变革#都伴随着对陶渊明式隐逸心境会通的

加深与承前启后&由丽而朴赋风的演进'

五

至于王绩在文学史上的承传意义#论者多有美

誉' 元人辛文房称其%-高情胜气#独步当时'.

(!!)!H

明代何良俊谓其%-尽洗铅华#独存体质'.

(")%%$清人

翁方纲说%-王无功以真率疏浅之风格#入初唐诸家

中#如莺凤群飞#忽逢野鹿#正是不可多得也'.!!清"

翁方纲撰%+石洲诗话,卷一"

(!%)!"AA明代黄汝亨+东皋

子集序,云% -东皋子44澹远真素#绝类陶征

君'.

(H)!P%%H"清人贺裳在+载酒园诗话又编,中也说

-诗之乱头粗服而好者#千载一渊明耳' 乐天效之#

便伤俚浅#惟王无功差得其仿佛' 陶&王之称#余尝

欲以东皋代辋川#辋川诚佳#太秀#多以绮思#掩其朴

取#东皋潇洒落穆#不衫不履'.

(!%)%BC凡此种种#都比

较集中地指向王绩心性的高标与诗文的疏朴#并盛

称其承传之功' 但这种总体的评说也容易失之笼

统#其间还不乏夸大之词' 我们不妨从赋篇语言与

结构的过度&隐逸思想与题材的承转来具体阐述王

绩在文学史上的承传意义'

大体而言#南北文学不仅有着地域的区别#还

存在着时代的落差' 南朝由汉魏的质朴自然而渐

转为精美工丽#其间的过程绵绵不绝' 北朝则在对

峙之后直承汉魏古朴之风#所以在文学发展上比南

朝差了一个时代' 这种因时代的落差而造成的区

别体现在题材上是北朝辞赋偏重宏大与崇高#而南

KK



刘伟生%王绩隐逸赋的个性特征与承传意义

朝则日益琐屑与世俗' 表现在形制结构上#北朝辞

赋也多类汉魏规整长篇#如张渊+观象赋,&李骞

+释情赋,&李谐+述身赋,&阳固+演赜赋,之类#与

南朝辞赋篇幅的小品化和表现的灵活性迥然有别'

语言风貌上则存在流丽与质朴之别'

王绩是南北与隋唐的勾连者' 他的+游北山

赋,与+三日赋,都是千字以上的有序大赋' +游北

山赋,更是% H&&多字的长篇' 长篇中不乏陶渊明

式的真切生动与散淡悠远#但也不免成辞的运用与

概念的阐释#尤其结尾一段#感觉就象象谢灵运山

水诗的玄言尾巴#而整篇赋的体制也有点象谢灵运

的三段式杂糅结构#不及+归去来辞,的纯净专一&

简洁明快' +三日赋,在语言风格上则更多地保持

着南朝的流丽华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七言诗

句入赋的问题' 五&七言诗与赋的融合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其实质性的转变是从南齐开始的#梁陈时

期五&七言诗体赋得以成熟#庾信 +对烛赋, +春

赋,&徐陵+鸳鸯赋,&萧悫+春赋,等#都可以当作代

表' 王绩的+三日赋, +元正赋,乃至朱桃槌的+茅

茨赋,正是上承梁陈#下启王勃+春思赋, +荡子从

军赋,的过渡性作品' 如+三日赋,#开篇即以七言

歌行入赋%-年去年来已复春#三月三日倚河誑.#几

句四言之后#又是婉转流丽的七言%-潘尼已向天渊

渚#袁绍应过薄洛津' 旧嫌晦日年芳早#情知上已

风光好' 谁家园里泛红花#何处堤傍无绿草' 翠幕

临流灞池曲#朱帷曜野横桥道'.中间还有一些类似

律诗的五言句子%-树下遗香粉#砂头送纸钱' 寻春

须得遍#但任莫言旋.'

便是文学主张#在王绩身上也可看出南北的双

重影响' 除了上文提到的-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

!+答冯子华处士书,"以外#在+游北山赋序,里#王

绩还说% -诗者志之所之#赋者诗之流也'.这种

-志.&-意.的并重其实也是对汉魏六朝文学主张

的综会' 在+游北山赋,的末段里#王绩不经意中还

用了-赋成鼓吹#诗如弹丸.八个字#这八个字也与

南朝文论有关' 前四字出自于+世说新语/文学,%

-孙兴公云%+三都,&+二京,#五经鼓吹'.后四个字

用的是谢緿关于诗歌主张的名言%-好诗圆美流转

如弹丸'.!+南史/王昙首传附王筠传,"

这些都可看出王绩赋作在艺术上的过渡性'

就社会层面而言#隐士是游离于官场的士人#

它不是个别的生存状态而是普泛的历史现象' 代

有隐士#隐逸的行为取决于个人心性#也与社会状

况关系密切' 从三国到两晋南北朝#士大夫普遍树

立了希企隐逸的愿望#而且由被动变为自觉#由外

迹于山而转为内足于怀' 这与社会的动乱与玄风

的炽盛不无关系' 汉末之乱#三国鼎立#司马代曹#

八王之乱#永嘉南渡#-五胡乱华.#南北分裂#莫不

成为士大夫希企避世#以隐存身的动力'

玄学标榜老庄#老庄哲学本身就是隐士的哲

学#隐逸而有玄学思想为基础#则隐逸本身就是高

尚而又合乎自然本性的内在需求#不再需要其他外

在的缘由' 即使身在朝市#也不妨碍心神的超然无

累#于是有了朝隐&通隐之说' 这又涉及到隐逸的

种类' 隐逸的分类#标准不一#结论纷纭' 其中有

一种影响较大的说法#就是-大隐.&-中隐.&-小

隐.之说' 身在庙堂而心在山林的朝隐被称为-大

隐.#真正的隐士反被称为-小隐.#地位不高或居

于闲职者便自比为-中隐.' 大隐&中隐&小隐三种

提法并非同时并生#汉代以前无所谓大小#六朝大

隐之说兴起#本来意义上的隐逸反成为小隐' 晋人

王康琚+反招隐诗,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伯夷窜首阳#老聃伏柱史'.

(!A)A!&中隐之说定型于

中唐' 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住朝市#小隐入

丘樊' 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隐

在留司官'.

(!H)HB&中隐其实就是-吏隐.#-吏隐.的

传统十分悠久#从东方朔到阮籍&山涛#到东晋的风

流名士#再到唐代的王维#我们看到了各种吏隐的

面目' 吏隐的根本在于调和士大夫的独立要求与

集权制度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形态与深浅处决

于士人心性与政治环境的松紧及思想文化的发展'

东晋儒道的兼综融合与名士的世家身份#让仕隐的

转化相对自由#无须在名义上与思想意识上刻意强

化仕隐之间的对立状况与大隐小隐的分明界线'

中唐专制的日益盛行和士大夫的莫测命运则又迫

使他们重新思量大隐小隐之间的可能区域' 白居

易外迁洛阳&分司东都的生活体验与禅宗的新鲜血

液无疑给了他寻找折衷之路的启示' 其实陶渊明

和王绩的时官时隐作为时流的另类与隐逸的中坚#

与中隐或直称-吏隐.与-官隐.本不乏进化的因由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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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路' 当卢藏用以隐求官时#其终南捷径便成了

纠狂过正的客观动力' 从陶渊明到白居易#隐逸方

式在改变#隐逸的原始精神也在衰减#其间起决定

作用的是隐者的操守与资本'

隐者的资本#称为-山资.或者-隐业.' 隐业

的来源#或继承祖业#或时官时隐#或接受馈赠#或

躬耕田亩#或授徒讲学#或因凭技艺' 陶渊明是需

要躬耕陇亩的#谢灵运则可以因凭祖业' 王绩的隐

居条件也不错#他在+游北山赋序,中自叙家世时

说%-吾周人也#本家于祁#永嘉之际#扈从江左#地

实儒素#人多高烈' 穆公感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

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 始则晋阳之开国#终乃

安康之受田' 坟陇寓居#倏焉五叶$桑榆成荫#俄将

百年' 绩南山故情#老而弥笃$东陂馀业#悠哉自

宁' 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 皇甫谧之心

事#陇亩终焉$仲长统之规模#园林幸足'.王维的辋

川别业在中国园林史&文化史上都极富盛名' 白居

易的中隐生活也是非常惬意的#他的+中隐,诗说%

-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君若好登临#城东有秋

山' 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 君若欲一醉#时出

赴宾筵'.

严格说来#隐者的操守与隐业的丰厚是成反比

的' 王绩的独立人格与自由精神便逊色于阮籍与

陶渊明' 反映在文章上#便少了批判的力量与理想

的光芒' 好在火种不灭#文学也不等于道学#盛唐

的王维&孟浩然接续了陶渊明&王绩的隐逸之风与

山水之文#并得到了李&杜的推重' 在这个传承的

过程中#王绩以个人的深刻体察与对隐者的频繁称

引凸现了隐逸的主题#并融合了山水与田园'

韩国学者白承锡在+初唐山林隐逸赋之研究,

一文中谈到%王绩的+游北山赋,是2继承陶渊明

+归去来辞,的神韵之作#并开了初唐山林隐逸赋之

先河.'

(!$)可以用来评价王绩在隐逸赋史上的承传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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