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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和陶飲酒詩》中的“蘇意”

陳潤隆

拉曼大學中文系碩士生



摘		要

 蘇軾晚年仕途沉浮，復又捲入黨爭漩渦，故屢次自請
外任以保全其身。蘇軾認為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
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自稱“半生出仕，
以犯世患”，“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鑒
於晚歲憂患處境之所需，蘇軾乃視陶詩正合其意，遂為之尋
求個人價值之精神寄託，乃於元祐七年七月而作《和陶飲酒
二十首》，其盡和陶詩亦始於此。然則蘇軾於元祐、紹聖時
期之處境，遠非陶淵明辭官歸隱所能比擬，或稱蘇詩“全然
本色”而非關陶氏其人其詩，後世論者遂有蘇軾和陶詩“似
陶”、“不似陶”之爭議。本文嘗試引證辨析，蘇軾和詩之旨
乃“借陶而入，由己而出”而作《和陶飲酒二十首》，自託
於陶淵明而出陶淵明之外，其詩源於“陶意”而跳脫“陶
意”，漸次營造“蘇意”之詩境與實境，以勾勒出蘇軾於逆
境中的自處與感悟，進而具體展示“和陶”的中介作用，以
及“蘇意”的獨特意義。

關鍵詞：和陶   飲酒詩   陶意   蘇意   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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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蘇軾晚年仕途不盡人意，遂決定自求外任揚州。元祐六年八月二日

（1091），侍御史賈易論蘇軾元豐八年五月一日揚州題詩意存不善，後因執

政呂大防、劉摯等論奏延和殿前，擬蘇軾、賈易兩罷。蘇軾遂為龍圖閣學

士、知潁州。1 《宋史》本傳記載：元祐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

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

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2 七年，遂到揚州。隔年，

蘇軾於外任揚州時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其盡和陶詩自此始。3

 蘇軾作《和陶飲酒詩》之對象為陶淵明。陶淵明詩歌正適合蘇軾

當時仕途不達的心情，對蘇軾人生起了感悟作用，故“深服淵明而師範

之”。蘇軾嚮往陶淵明為人為詩，正好讓蘇軾有所寄託。陶淵明作《飲

酒》為晚歲時期，其作品背景在“辭官——隱居——拒絕任官”的情況

而作。反觀蘇軾為了避開朝廷是非，後來請求外任揚州而處於“半仕半

隱”，遂作《和陶飲酒詩》。

一、從“慕陶”歷程而“和陶”

 蘇軾因“烏台詩案”而被貶官黃州四年有餘（1080-1084），此為蘇

軾人生第一次“循環” 4 之時期。早在自求外任揚州前，蘇軾已對陶淵明

表達欣賞之意，其於黃州時期已有“慕陶”的跡象。5 蘇軾曾在《江城子 •

1 孔凡禮：《三蘇年譜》第 3 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頁 2275-2280。
2 [元]脫脫撰：《宋史》卷三三八《蘇軾傳》，第 3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0814-10815。
3 曾棗莊、吳洪澤：《宋代文學編年史》第二卷，南京 : 鳳凰出版社 , 2010，頁 947。
4 王水照將蘇軾一生概括為“在朝——外任——貶居”之兩次大循環，以此為主幹敘
述他的生平。本文焦點乃針對蘇軾“第一次大循環”中貶居黃州所出現的“慕陶”
情況。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45。

5 根據李劍鋒的統計，蘇軾編年詩在卷二十至二十六（1079-1085 年間），共三百八十七首，
與陶有關的詩作有二十五處，約佔總量的十六分之一，平均每年約有 3.6 首。其中黃州
時期共有詩作一百八十七首，與陶有關的十七首，約佔總量的十一分之一，平均每年約
有 5.7 首，此外尚有詞四首、文三篇與陶有關。此統計說明烏台詩案、黃州之貶為蘇軾
人生重要轉折點。李劍鋒：《元前陶淵明接受史》，濟南：齊魯書社，2002，頁 277。



夢中了了醉中醒》提及自己夢見陶淵明，述說自己為陶淵明前生，過著

“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南望亭丘，斜川當日境”的生活。宋人傅藻

對蘇軾“夢中”一詞注曰：“世人於夢中顛倒，醉中昏迷。而能在夢而了，

在醉而醒者，非公與淵明之徒，其誰能哉 ！” 6 蘇軾對陶淵明的歷史體驗

中，在陶淵明詩的召喚下，陶淵明化成了自己，自己成為了陶淵明，二

者水乳交融、莫辨你我。早在貶官黃州時候，蘇軾就與陶淵明有前世今

生之感。7 蘇軾於詞中的彷彿（陶淵明）之筆，因“在醉而醒”而嚮往陶

淵明，其經歷“烏台詩案”後，為了排遣內心難言之意而感悟自己與陶

淵明的前世今生。

 蘇軾於元豐五年（1082）所作《哨徧 • 為米折腰》一詞中，亦論陶

淵明“為米折腰”、“因酒棄家”、“富貴非吾志”、“臨水登山嘯詠”及

“引壺壺觴自醉”。明代董其昌《新刻便讀草堂詩餘》卷三云：“坡老心慕

淵明，此詞故為之隱括，所謂惟豪傑而後識豪傑也，胸中磊落如此，二

公蓋有無入不自得者，曠世所稀見也。”8 有關於蘇軾“慕陶”情况，楊勝

寬曰：

蘇軾生活於黃州貶謫之地，安於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並從辛

勤勞作，與農夫野老相往還，以及親近大自然的經歷中，感受到原

來在官場和書齋無法體驗的樂趣，他在黃州的時期創作的詩詞，持

有一種超然邁往、浩氣逸懷的人格精神和藝術品格。9

蘇軾選擇陶淵明為《和陶飲酒詩》的對象前曾有過一段“慕陶”過程，

其以謫人隱者心態來體會以及欣賞陶淵明，亦如董其昌所論，蘇軾

“心慕淵明”略顯可見，更是有意識地學陶。蘇軾經歷黃州之貶，其在

6 [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江城子 • 夢中了了醉中醒》，《蘇軾詞編年校注》
上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55。

7 楊玲認為，蘇軾《江城子 • 夢中了了醉中醒》是為表明自己對陶淵明的體驗與理解，以
及前世今生之感，而蘇軾經歷“烏台詩案”後，實際上已有“慕陶”的跡象。楊玲：《蘇
軾〈和陶詩〉與陶淵明的詩性對話》，《福州大學學報》2009 年第 3 期，頁 59。

8 [宋]蘇軾：《哨徧 • 為米折腰》，《蘇軾詞編年校注》中冊，頁 393。
9 楊勝寬認為蘇軾貶居黃州時曾有過“隨緣自適與追慕陶淵明”的情形，認為其對陶
淵明的生活與人格更加傾心，先後所作《江城子》、《哨遍》等詞，對陶公順情適性
的生活極為讚賞，並且認為自己的處境與心情亦約略與之相似。楊勝寬：《蘇軾與蘇
門文人集團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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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城子》與《哨徧》兩篇作品雖有“慕陶”跡象，但並非過著像陶淵

明的隱居生活。蘇軾於元豐五年（1082）秋、冬時節兩次遊於赤壁，

爾後有前、後《赤壁賦》作品，10 表達身處黃州之心情。蘇軾《前赤壁

賦》曰：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

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無禁，用之不竭。

其《後赤壁賦》曰：

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

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11

柯鎮昌認為：

魏晉以來，社會急劇動盪，百姓生活痛苦，悲情籠罩充斥文

壇。陶淵明超凡脫俗，蘇軾雖屢遭貶謫，常處於清貧之中，卻能保

持隨緣自娛的態度笑對人生，如陶淵明，他超越了悲情。前、後

《赤壁賦》為一寫照，蘇軾從此人生感悟即可面對現實，又能保持

自我。12

前、後《赤壁賦》反映蘇軾於苦悶的仕途，表達“疑問與感悟”之心態，

為遭遇“烏台詩案”後頗為難得的“自我成長”歷程。蘇軾於黃州的

“赤壁情結”較為契合其心境，以可觀的心境排遣其謫人心情。蘇軾經歷

“烏台詩案”後，雖“慕陶”卻沒有視陶淵明為唯一的精神寄託。

 蘇軾因朝廷是非而自請外任揚州，從“慕陶”一直到“擇陶”的轉

10 王水照，朱刚：《蘇軾評傳》，頁 600-601。
11 [明]茅坤輯，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一二四《東坡文鈔 • 前赤
壁賦》、《後赤壁賦》，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頁 5800、5806。

12 柯鎮昌：《論蘇軾〈和陶詩〉的創作緣由》，《臨沂大學學報》2011 第 1 期，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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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在心情上逐漸轉向陶淵明。13 蘇軾《書李簡夫詩集後》曰：“陶淵明欲

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

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14 蘇軾欣賞陶淵明的人生態度。蘇

軾曾曰：

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

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黽勉辭世，使汝等幼

而飢寒。”淵明此語，蓋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15

蘇軾有感陶淵明“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性格，反思自己遲遲才理解

此道理。試觀照蘇轍對蘇軾晚年作和陶詩之看法，其《子瞻和陶淵明詩

集引》曰：

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

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於大難，乃欲以桑榆之末

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 16

蘇轍論述蘇軾仕途之遭遇，從“慕陶”到創作《和陶飲酒詩》而表示

“自託於淵明”的想法。蘇轍引蘇軾語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

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於東坡。” 17 蘇軾作《和陶飲酒詩》前，於

《和陶飲酒二十首 • 序》曰：

13 蘇軾從元豐八年（1085）被啟用為登州太守到元祐八年（1093）外任定州，當時神
宗去世，高太后掌權，啟用舊黨，蘇軾再次踏入仕途，但由於他常與新黨不和，於
是被外調地方官。當時他借助陶淵明對人生多有解悟。根據李劍鋒的統計，該時期
蘇軾編年詩在卷二十七至三十六，共五百零七首，與陶有關的有三十二首，約佔總
量的十六分之一，平均每年約有四首，與上一時期（黃州）比例基本是持平的。因
此，筆者認為蘇軾對陶淵明持續不斷的熱愛之情，是經由黃州之貶的“慕陶”，而轉
變至後來選擇以陶淵明為《和陶飲酒詩》的對象。

14 [宋]蘇軾著、[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東坡題跋 • 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文集》
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 2148。

15 [宋]蘇轍著，曾棗莊、馬德福校點：《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欒城集》下冊，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 1402。

16 [宋]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欒城集》下冊，頁 1402。
17 [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下冊，頁 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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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飲酒至少，常以把盞為樂，……人見其醉，而吾中了然，蓋

莫能名其為醉為醒也。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盤

礴，終日歡不足而適有餘。18

蘇軾又曰：

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

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19

蘇軾在《序文》中說明自己平日飲酒甚少，卻經常把持酒杯，自得樂趣。

他人認為蘇軾醉臥不起，蘇軾卻明白自己並非真醉，而且無人知曉蘇軾

是否真醉。蘇軾身處揚州的閒適時光有餘，中午過後並無飲酒，於是更

衣盤礴，終日過得尚算平靜，始終表示自己“半生出仕以犯世患”，屢次

在仕途不得順心，因此選擇“師範淵明”。蘇軾因長期被讒言所困，當時

的憂患心態致使其自求外任揚州，但求保全其身。蘇軾以陶淵明所秉持

自適的人生態度，作為自己在詩歌創作上的效仿對象，其雖少飲酒，卻

以《和陶飲酒詩》來表示內心的難言之隱。

 试觀照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序》的作詩目的：

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

忽焉复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

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20

袁行霈曰：

在眾多和陶詩中，稱得上佳作的並不很多。它們的價值主要不

在於這些作品本身的文學成就，而在於這種文學活動所包涵的文化

18 [宋]蘇軾著，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主編：《和陶飲酒二十首 • 序》，《蘇軾全集校
注》第 6 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頁 3974。

19 [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下冊，頁 1402。
20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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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蘊。和陶這種文學活動所標示的主要是對清高人格的嚮往和追

求，對節操的堅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性情和真率生活的願望。21

袁行霈論述蘇軾作《和陶飲酒詩》之用意，與陶淵明所作《飲酒》同樣

是藉飲酒詩聊表他們的難言之隱。從袁行霈所曰“和陶……標誌著對某

種身分的認同，表明對某種人生態度的選擇”，說明了蘇軾作《和陶飲酒

詩》的緣由。蘇軾《和陶飲酒詩》與陶淵明《飲酒》同為晚歲而作，但

蘇、陶在心情排遣上稍有不同。陶淵明晚歲隱居而作《飲酒》，蘇軾則

處於外任時期而作《和陶飲酒詩》。蘇軾效仿陶淵明自適的心情，卻不止

於陶淵明有能力辦到的自適心情。蘇軾對陶淵明進行深入的理解，又在

《和陶飲酒詩》的創作上盡顯“蘇意”22。

二、自陶而入，由己而出

 蘇轍曾引蘇軾語曰：“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

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 23 以上所指並非諸人之詩“莫

及”陶詩，實指陶淵明在“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方面較勝。諸人詩歌

各有強項，惟不適合蘇軾當時仕途不達之所需，而陶詩正合蘇軾其意。

由於陶淵明詩歌讓蘇軾的心情能夠得到排遣，故蘇軾“深服淵明而師範

之”，然而陶淵明作《飲酒二十首》為晚年時期，作品經由“辭官——隱

居——拒絕任官”的背景而完成。24

 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的背景與年齡與陶淵明相近，但具體情

況有別：一、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前後仍在朝廷任官；二、並無資

料顯示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首》時為隱居，其仍然是朝廷授命之官員。

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序》表示，“在揚州時，飲酒過午……終日歡不

21 袁行霈：《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 年第 6 期，頁 161。
22 本文“蘇意”乃指蘇軾對陶淵明進行理解，在效仿陶淵明詩作的前提下，借陶淵明
聊表自己的心情。後人關於蘇軾和陶詩之“本色”評價，另詳附錄（二）。

23 [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下冊，頁 1402。
24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857-861。另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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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而適有餘”，過得較清閒，為“半仕半隱”的外任生涯。25 以上兩點有

別於陶淵明作《飲酒》，其經過一段時間辭官與過著隱居的生活，並且拒

絕朝廷徵召當官。蘇軾與陶淵明皆以尋找自身價值為出發點。蘇軾嚮往

怡然自得的心境，因效仿陶淵明而有《和陶飲酒詩》之作。

 蘇、陶作品的創作處境不同，展現蘇、陶的可比之處。蘇軾作《和

陶飲酒詩》時而展示個人本色，並非一味以陶淵明之酒杯，澆自我之

塊壘。蘇轍《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回憶亡兄生前話語曰：“吾於詩人，

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

腴。……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 ! 如其為人，實有感焉。” 26 蘇軾認

為陶詩的本質蘊藏著豐腴和含蘊的內涵，看似平淡卻不平淡。陶詩以平

白無雕飾的筆墨躍於紙上，內裡蘊含啟發人生的道理。陶詩給予蘇軾的精

神寄託亦符合其創作緣由，其作《和陶飲酒詩》而展示欣賞陶淵明的詩歌

及其為人。

 試對照蘇軾《和陶飲酒詩》與陶淵明《飲酒》的關係。陶淵明《飲

酒》其五曰：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

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

己忘言。27

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其五詩境，反映其內心與世俗的對比觀照。“心遠

地自偏”反映陶淵明在世俗之外，感受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的生活真趣。陶淵明對大自然環境之“飛鳥相與還”的自在與自由有所

領悟，得以細嚼人生真味。蘇軾評論此詩曰：“因採菊而見山，境與意会，

此句最有妙處。”28 试對照蘇軾《和陶飲酒詩》其五，詩曰：

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槕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問

25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頁 602；曾棗莊、吳洪澤：《宋代文學編年史》，頁 947。
另詳附錄（一）。

26 [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欒城集》下冊，頁 1402。
27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219-220。
28 [晉]陶淵明：《陶淵明集箋注》，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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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29

黄震評蘇軾此詩曰：

陶詩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等句，真機自然，直與天

地上下同流。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

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30

蘇軾細嚼陶詩“境與意會”的人生真味，《和陶飲酒詩》其五“小舟真一

葉”、“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等詩句，意境猶如陶淵明“採菊東籬

下”所見之“南山”般怡然自得與自適。蘇軾此組和陶詩亦如黃震所曰

“陶詩真意自然”以及蘇軾“擬和至盡……憂患之餘，有感於淵明之自

適”。蘇軾於憂患當中以陶淵明的人生態度作為效仿，保持自我樂觀與自

適心態。

 蘇軾心目中的陶淵明與陶詩適成正比，蘇軾每讀陶淵明詩便能深入

理解陶淵明為人。蘇軾開拓自我價值，有賴於他於陶詩之外另闢天地。

蘇軾追和陶淵明《飲酒》詩之際，亦讓蘇、陶詩歌各自得到昇華。紀昀

曾給蘇軾《和陶飲酒詩》作一總評，謂曰：“斂才就陶，而時時亦自露本

色。” 31 王直方總評曰：“東坡在揚州和《飲酒》詩，只是如己所作。至惠

州和《歸園田》六首，乃與淵明無異。” 32 紀昀所云之“自露本色”，盡顯

“蘇意”，契合蘇軾當時仕途不達以及外任揚州的境遇。王直方所論蘇軾

“只是如己所作”，認為蘇軾是“借助”陶淵明來達到理解與效仿，傾訴

個人所感所想。

 我們不妨以此為界來理解蘇軾“至惠州和《歸園田》六首，乃與淵明

無異”之語。蘇軾外任揚州後被貶惠州前所作的《和陶飲酒詩》，時有“自

露本色”，並非完全效仿陶淵明。王文誥輯註《蘇軾詩集》卷三十九云：

29 本文所引蘇軾《和陶飲酒詩》諸篇，皆據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馮應榴輯註
《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另詳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五》，《蘇
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3。

30 [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4。
31 [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4016。
32 [宋]蘇軾：《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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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效

之，與陶一色者；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為詩，置陶

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若《飲酒》、《山海經》、《擬

古雜詩》，則篇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勢必雜取詠古紀游諸事以

足之，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者，蓋未嘗規規於學陶也。又

有非和陶，而意有得於陶者，如《遷居》、《所居》之類皆是。……

誥謂公《和陶》詩，實當一件事做，亦不當一件事做，須識此意，

方許讀詩。33

今人高雲鹏曰：

蘇軾一生始終未能真正歸田，即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也沒有

選擇去過躬耕田園的隱逸生活。在回歸自然方面，蘇軾沒表現像淵

明一樣灑脫，他在《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中就表達了“我不如陶

生，世事纏綿之”的遺憾。這些現象顯然都是與他“欲以晚節師範

其萬一”的決心相矛盾。所以，“以陶自託”也不能看做是促使蘇

軾創作“和陶詩”的直接動力。34

王文誥論蘇軾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重點在於若《飲酒》則“篇

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說明蘇軾“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

者”，其理解蘇軾和陶詩，“實當一件事做，亦不當一件事做，須識此

意，方許讀詩”。高雲鵬論及蘇軾“以陶自託”也不能看做是促使蘇軾

創作“和陶詩”的直接動力，說明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展示的作

品意蘊，在效仿陶淵明作詩風格之外，更旨於創作中抒發自己的思想

情感。

 後人評論蘇軾《和陶飲酒詩》之本色、陶意、以及不似陶之表現，

33 參閱蘇軾：《蘇軾詩集》第 7 冊，頁 2107。據王文誥統計，蘇軾作和陶詩達
一百二十四首。王文誥認為，蘇軾作和陶詩而有自露本色，並非只是效陶而已。本
文主要探討蘇軾《和陶飲酒詩》之本色表現，並不包括此組和陶詩以外的和陶詩
作。

34 高雲鵬：《蘇軾的“枯淡”論研究——兼論“東坡和陶詩”的文化史意義》，《渤海大
學學報》2008 年第 6 期，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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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論說。35 主要認為《和陶飲酒詩》其三、其六、其九、其十二、其

十三，反映了蘇軾“本色”的意蘊，其五、其八、其十、其十一、其

二十等詩句，則反映了蘇軾的內心寫照，意指蘇軾並非刻意模仿陶作，

而有尋找自我價值之所在，彰顯“蘇意”。不妨觀照黃震在蘇軾《和陶飲

酒詩》其五評曰：“東坡擬和至盡，未免有心矣。然憂患之餘，有感於淵

明之自適，其適者意在言外，不為詩發也。”胡仔在其十，論及“《冷齋

夜話》謂道潛作詩，追去淵明，其詩有逼真處。……余細細味之，句格

固佳，但不類淵明語，豈得謂之逼真處？”溫汝能在其十一，論及“觀

其忠君愛民之心，藹然溢出於言表，雖古之大臣，亦無以過也。”元好問

在其二十論及“東坡和陶，氣象只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

強秦。’淵明決不能辦此。”

 以上四家評論，有者認為蘇軾之語與陶淵明不近似（胡仔），有者認

為蘇軾在“憂患之餘”，有感於陶淵明的“自適”而解釋了表現自我價值

的一面（黃震）。有者認為，“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強秦”的語句描寫與

蘇軾一貫的寫法是契合的，陶淵明是無法辦到（元好問）。更有認為蘇軾

在和陶詩表現“忠君愛民之心，藹然溢出於言表”的志向，與陶淵明作

《飲酒》的歸隱嚮往是不相契合（溫汝能）。蘇軾作《和陶飲酒詩》帶有

個人情感，陶淵明並不是蘇軾唯一選擇寄託的對象。

 蘇軾《和陶飲酒詩》帶有陶意、類乎陶作、得陶之髓以及陶意多於

本色，如其一、其三、其四、其十四、其十五、其十六、其十九皆如此。

本文附錄設為“陶意”一覽，以作參考解析。蘇軾《和陶飲酒詩》不僅

表露本色，於“自託”方面也展示蘇作與陶作融合一體，彷彿陶作再現。

儘管蘇軾《和陶飲酒詩》帶有本色以及陶意之意蘊，後人亦有“不似陶、

亦不見本色”、或“不似”、“不佳”、或者“亦少味”的評論，主要乃指

其二、其七、其十七、其十八之詩句。

 統合觀之，蘇軾借陶淵明的作詩意蘊轉為自己人生態度的嚮往，以

“自託於淵明”而對陶淵明進行理解，於《和陶詩飲酒詩》中顯露“蘇

意”。蘇軾感受到陶淵明作《飲酒》所透露的人生哲理，於《和陶飲酒

35 本文據後人評論，以“本色”、“陶意”、“不似陶”三方面作比較。一些評論認為蘇
軾並非全然模仿陶淵明作詩手法，但有聊發人生之感。筆者將有關的評論歸納為

“本色”一覽，本文擬作“蘇意”以作延伸討論。主要整理自 [宋]蘇軾：《蘇軾全集
校注》第 6 冊，頁 3974-4016 。參閱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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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時有表現非個人之意，卻能融合陶作，故有似陶之作，而“不似陶”

的情況較少。蘇軾《和陶飲酒詩》的各組詩作與陶詩相互融合，勾勒出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表現，歸其緣由，皆為蘇軾“自託於陶”而在

仕途憂患中找到生命價值，表現出因逆境求存而“自陶而入，由己而出”

的契機。

三、《和陶飲酒詩》的人生感悟

 蘇軾欣賞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

為高”，以“每觀其文，想其人德”的心態來看陶詩。陶詩看似平淡，實

則蘊藏豐腴內涵。蘇軾嚮往陶淵明為人與生活方式，亦嚮往仕途以外的

自適生活。王直方評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東坡在揚州和《飲酒》

詩，只是如己所作。”36 李剑鋒認為：

這是蘇軾獲得人生新覺悟後的審美抒寫，其對於人生解悟，從

某種意義而論，是對陶淵明人生解悟的螺旋式回歸。37

蘇軾有感於陶淵明其人其詩，其身在揚州的處境使其選擇陶淵明為和詩的

對象。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與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有不少可比之處，

以下嘗試歸納蘇、陶詩作，辨析蘇軾借陶淵明表達“蘇意”的詩作意蘊。

（一）“適”

 陶淵明《飲酒》其一曰：“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

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38 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曰：“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云

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溫汝能評蘇軾

此詩：“先生天才縱逸，直抒胸臆，其蟬蛻埃蓋之表，千載上真與淵明有

36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總評》，《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4016。
37 李劍鋒：《蘇軾〈和陶詩〉深層意蘊談論》，《九江師專學報》2002 第 3 期，頁 15-16。
38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一》，《陶淵明集校箋》，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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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契焉。” 39 陶淵明“衰榮無定在”、“寒暑有代謝”方面所持“達人解其

會”的人生態度，不為世事執著，把自己寄於“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

持”的自適心態。蘇軾表明“我不如陶生”，卻讓自己嘗試體會“云何得

一適”與“偶得酒中趣”，蘇與陶詩對“適”皆有所理解與領悟。

 此外，陶淵明《飲酒》曰“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遂盡介

然分，拂衣歸田裡。……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40 蘇軾和曰：“晁子

天麒麟，結交及未仕。……歌呼時就君，指我醉鄉里。……行樂當及時，

綠髮不可恃。” 41 蘇軾有感陶淵明堅決從“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而作

出“拂衣歸田裡”放下仕途的決心，欣賞陶淵明以“雖無揮金事，濁酒

聊可恃”而保持“適”的心情。為此，蘇軾和以“行樂當及時，綠髮不

可恃”，訴說自己有能力做到陶淵明做到的事情。

（二）“真”

 陶淵明之“真”見於其詩曰：“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

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鼎鼎百年內，持此欲

何成。” 42 而蘇軾和曰：“道喪士失己，出語輒不情。江左風流人，醉中亦求

名。淵明獨清真，談笑得此生。……俯仰各有態，得酒詩自成。” 溫汝能

《和陶合箋》卷三評此詩曰：“得酒詩成，古今豪曠者多解此趣，但不如淵

明之解脫，不為物累，尤得其真耳。末六句沖淡自然，酷似陶作，非公

詩固不能為淵明寫出真面目也。” 43 蘇軾以“淵明獨清真”來欣賞陶淵明

不為“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所累，領悟“得酒詩自成”所帶來的

“真”。溫汝能曰古今多人皆知此理，卻沒有像陶淵明那般的解脫，不為

世俗的事物所牽絆。陶淵明善於分辨與明白心中的“是”或“否”，懂得

放下仕途之舉措，追求蘇軾和陶詩所提及的“真”。

 蘇軾《和陶飲酒》其六曰：“是身如虛空，誰受譽與毀”與“倒床自

甘寢，不擇菅與綺”，44 此思考類乎陶淵明《飲酒》其六所題：“行止千萬

39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一》，《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74、3977。
40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十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246。
41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十九》，《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4009-4010。
42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三》，《陶淵明集校箋》，頁 216。
43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三》，《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79-3981。
44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六》，《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4-3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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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誰知非與是。”試觀照蘇軾“譽與毀”與陶淵明“非與是”，蘇軾有

感於陶淵明的人生選擇（歸隱），達到怡然自適的生活旨趣。蘇軾外任揚

州時，因和陶淵明此組詩而啟發其對“譽與毀”的看法。

（三）“歸”

 陶淵明晚年歸隱，其飲酒詩有提及“歸”的感受，於《飲酒》其四

曰：“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

所，千載不相違。”45 蘇軾和曰：“蠢蠕食葉蟲，仰空慕高飛。一朝傳兩翅，

乃得粘網悲。……幸此未化間，有酒君莫違。” 46 陶淵明因“鳥”思“歸”

而領略自得其樂，安於隱退生活，而蘇軾卻思考“一朝傳兩翅，乃得粘網

悲”的仕途所羈絆自己的苦悶，以“有酒君莫違”表示“歸”之嚮往。

 蘇軾曰：“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脫衣裹凍酒，每醉念此生。”

譚元春曰：“脫衣裹凍酒”二句，與酒真是有情，如故人解衣。” 47 蘇軾有感

“有士常痛飲，飢寒見真情”的可貴，思考“每醉念此生”（酒）的自在，

唯有酒方能給蘇軾帶來真情與自適。蘇軾亦有得於陶淵明《飲酒》其七的

啟發，陶淵明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

復得此生。” 48 陶淵明此詩有“秋菊”的高潔意義（亦如清孫人龍所注“秋

菊”為陶淵明知己），帶給陶淵明“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以及“杯

盡壺自傾”與“歸鳥趨林鳴”的歸屬感，那是再也熟悉不過的純真生活。 

（四）“自然”、“超脫”

 陶淵明《飲酒》其五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

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49 此

詩反映陶淵明內心與世俗的對比觀照，尤其見於其“結廬在人境，而無

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的寫法。而對“採菊東籬下，悠然

45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四》，《陶淵明集校箋》，頁 218。
46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四》，《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1。
47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七》，《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6-3987。
48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七》，《陶淵明集校箋》，頁 224。
49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五》，《陶淵明集校箋》，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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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南山”與“飛鳥相與還”的自由嚮往，讓陶淵明從大自然環境中細嚼

“自然”、“超脫”的人生真味。蘇軾和曰：“小舟真一葉，下有暗浪喧。夜

槕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為，此道

常往還”50， 盡安慰蘇軾之揚州憂患心態，其有感“小舟真一葉，下有暗

浪喧”，以“夜槕醉中發，不知枕幾偏。天明問前路，已度千重山”的心

情達到自我調和的狀態。

 此外，陶淵明在另一首《飲酒》詩表現類似“超然”與“自然”的

人生感悟，其詩曰：“青松在東園，群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

枝。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提壺撫寒柯，遠望復何為。吾生夢幻間，

何事紲塵羈。” 51 蘇軾以“我坐華堂上，不改麋鹿姿。時來蜀岡頭，喜見霜

松枝”的自然心態，表示“心知百尺底，已結千歲奇。煌煌凌霄花，纏

繞復何為”的超脫想法，保持“舉觴酹其根，無事莫相羈”的心情。紀

昀評曰：“氣骨渾成，意思則森森芒角。”52 蘇軾有感《飲酒》其八所曰“凝

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與“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詩句，領悟陶

淵明的超脫想法，逐漸磨合其對陶淵明所欲達到的默契。此詩表現出蘇

軾嚮往陶淵明的為人態度，蘇、陶已融合成“氣骨渾成”的精神。

（五）“仕與隱”

 陶淵明晚歲作《飲酒二十首》，此與他辭官隱居以來已有一段日子，

其九“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53，表示他自

適地飲酒與暢飲的生活，歸隱之心難以動搖。蘇軾《和陶飲酒》曰：“感此

每自慰，吾事幸不諧。醉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乘流且復逝，抵曲吾當

回。”溫汝能評曰：“酒中自有歸路，特人自迷耳。二語‘醉中有歸路，了

了初不迷’蘊蓄不盡，真有無限深意。然非悟道人，不能知歸，不能了

了，不能不迷。惟淵明與先生能解此意，亦惟淵明與先生能道此語。”54

 蘇軾外任揚州後，頗有“醉中有歸路，了了初不迷”之感，乃得於

陶淵明“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的啟發，其嚮往“乘流且復逝，抵

50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五》，《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3。
51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八》，《陶淵明集校箋》，頁 226。
52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八》，《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88-3989。
53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九》，《陶淵明集校箋》，頁 228。
54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九》，《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90-3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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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吾當回”的隱居生活，但卻夾雜在“仕與隱”之間。蘇軾《和陶飲酒》

其十亦表達“我緣在東南，往寄白髮餘。遙知萬松嶺，下有三畝居”55 的

歸隱想法，與陶淵明“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56 的想法極似。

 蘇軾糾結於“仕與隱”之間，其《和陶飲酒詩》並不全是歸隱的想

法。蘇軾得到陶淵明《飲酒》“真”的啟發，依然身處仕途境況。蘇軾並

無“自適”地虛度光陰，而曰“民勞吏無德，歲美天有道。暑雨避麥秋，

溫風送蠶老。三咽初有聞，一溉未濡槁。詔書寬積欠，父老顏色好。再

拜賀吾君，獲此不貪寶。頹然笑阮籍，醉幾書謝表。”蘇軾在遠處當官與

服務朝廷，體現其愛民忠君的一面，並無全然歸隱。溫汝能《和陶合箋》

卷三評曰：“觀其忠君愛民之心，藹然溢出於言表，雖古之大臣，亦無以

過也。” 57 蘇軾沒有像陶淵明卸官歸隱田間，其在詩句表達嚮往陶淵明生活

之“隱”，而處於“仕”之中。

 陶淵明於隱居生活作《飲酒》二十首，其《飲酒》提及不少歸隱心

態。倘若陶淵明當時仍處於仕途中，或無法完成《飲酒》。蘇軾因陶淵明

之“適”、“真”、“歸”、“自然、超脫”而對陶淵明其人其詩有所效仿。

蘇軾外任揚州時期卻夾雜在“仕與隱”之間，最後完成《和陶飲酒二十

首》。蘇軾不止於“陶所能”，於《和陶飲酒詩》另闢天地，聊表心中話

語。蘇軾“憂患之餘”以及陶淵明隱居的生活態度，二者各得其願，皆

以尋找自身價值為前提來應對人生。

結語

 陶淵明辭官隱居而作《飲酒》，其情況似乎已屆“末路”，其隱居與

創作為最後的選擇。蘇軾於“憂患之餘”以“自託於淵明”的可觀心境，

效仿陶淵明高潔的人生態度而作《和陶飲酒詩》，細嚼陶淵明《飲酒》的

自適生活。蘇、陶作品相互融合，時有顯露“蘇意”風格，亦時有表現

非個人之意，因此後人論蘇軾於《和陶飲酒詩》偶有似陶之作。蘇軾作

《和陶飲酒詩》亦有“不似陶”，但不失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詩

55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九》，《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90-3992。
56 [晉]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 其十》，《陶淵明集校箋》，頁 231。
57 [宋]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 • 其十一》，《蘇軾全集校注》第 6 册，頁 3993-3994、

3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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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現。蘇軾晚歲“借陶而入，由己而出”，反映自我逆境成長的歷程，

因此“蘇意”之詩作意蘊展現無遺。蘇、陶的時代處境大有不同，前者

選擇自請外任揚州而繼續為朝廷效命，後者選擇隱退生活，以此辯證兩

者同為探尋自身價值而在各自的詩作中自我昇華。

附錄（一）

 陶淵明 58 蘇軾 59

•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五十四歲
～八月，淵明為彭澤令，在官八十

餘日。
～十一月，程氏妹喪於武昌，自免

職，作《歸去來兮辭》，歸隱。

• 晉安帝義熙二年～晉安帝義熙十年
（406-414）、五十五歲～六十三歲

～在家隱居。

• 晉安帝義熙十一年（415）、六十四歲
～淵明在家隱居。有詔徵著作郎，

稱疾不到。

•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416）、六十五歲
～在家隱居。

•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417）、六十六歲
～作《飲酒二十首》。  

• 元祐六年（1091）、五十六歲
～正月，自杭州內調為吏部尚書。
～二月，以蘇轍為尚書右丞執政，

避親嫌改翰林學士承旨。
～三月離杭州，沿途具辭免狀，至

京後仍上章乞郡。
～五月，兼侍讀。程頤門人賈易等

彈奏不已，朝廷兩罷之，八月以
龍圖閣學士知潁州，閏八月到任。

• 元祐七年（1092）、五十七歲
～正月自潁州移知軍州，尋改揚州，

三月到任。
～七月，內調為兵部尚書，充南郊

鹵簿使。
此月，蘇軾作《和陶飲酒二十
首》，蘇軾盡和陶詩自此始。

～八月蘇軾除兵部尚書、龍圖閣學
士兼侍讀。

～九月至京。
～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

學士，充禮部尚書。

表（1）：陶淵明與蘇軾晚歲處境之別

58 關於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之事蹟背景，參閱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頁 857-
861）。

59 關於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之事蹟背景，參閱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頁
602）、曾棗莊、吳洪澤《宋代文學編年史》（頁 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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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後人
                評語
  《和陶
  飲酒詩》

本色 陶意 不似陶

其一、

• 紀昀：“此首純屬
陶意。”
• 溫汝能：“先生天
才縱逸，直抒胸臆，
其蟬蛻埃蓋之表，
千載上真與淵明有
獨契焉。”
• 趙克宜：“縱心與
事往”二句，二語
似陶。

其二、 • 紀昀：“此不似陶，
亦不見本色。”

其三、
• 紀昀：“此參以本
色，未嘗不佳。”

• 溫汝能：“末六句
沖淡自然，酷似陶
作。”

其四、

• 紀昀：“託與深妙，
而氣息亦甚古。結
二句，形神俱似。”
• 趙克宜：“‘辛此未
化間’二句，愜心
語，得陶之髓。”

其五、

• 黃震：“東坡擬和
至盡，未免有心矣。
然憂患之餘，有感
於淵明之自適，其
適者意在言外，不
為詩發也。”
• 溫汝能：“……所
謂真得醉中趣者。”

其六、 • 紀昀：“亦是本色
俱多。”

其七、 • 紀昀：“次句不佳。
“未能”句太不似

其八、
• 趙克宜：“‘煌煌淩
霄花’四句，詞近
指遠，得陶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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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九、 • 紀昀：“刻意效古，
而結處仍露本色。”

其十、

• 胡 仔：“《 冷 齋 夜
話》謂道潛作詩，
追去淵明，其詩有
逼真處。……余細
細味之，句格固佳，
但不類淵明語，豈
得謂之逼真處？”

其十一、

• 溫汝能：“觀其忠
君愛民之心，藹然
溢出於言表，雖古
之大臣，亦無以過
也。”

其十二、 • 紀昀：“此全是本
色。”

其十三、 • 紀昀：“参以禅悦，
全然本色。”

其十四、 • 紀昀：“陶意多于
本色。”

其十五、 • 紀昀：“亦陶意居
多。”

其十六、 • 紀昀：“亦似陶。”

其十七、 • 紀 昀：“ 此 殊 不
佳。”

其十八、 • 紀昀：“亦少味。”

其十九、 • 紀 昀：“ 陶 意 居
多。”

其二十、

• 元好問：“東坡和
陶， 氣 象 只 是 坡
詩。”如云：“三杯
洗戰國，一斗消強
秦。”淵明決不能辦
此。

表（2）：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本色、陶意、不似陶之意蕴分類 60 

60 本表據《蘇軾全集校注》卷三五整理而成，頁 3974-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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