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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贺圣朝·桃源览胜

星子　左启顺

陶令胎，武陵阶，杨柳宅。鸡犬相闻阡陌陔，就黄花人到半崖。二

分山掩，八分云埋，老先生归去来。

（左启顺：星子五柳诗社《五柳风》编辑）

庚寅孟冬探访渊明醉石

星子　李　霞

醉石岿然落木萧，醒泉咏叹逝逍遥。

摩崖拥叠披情愫，多少名流竞折腰。

（李　霞：江西诗词学会会员）

诉衷情·游庐山桃花源

左河水

桃林夹道起春风，舞瓣斗飞蜂。竹笛瀑鼓齐奏，鸟语作和声。　　

漂水涧，上古津，步康宫。小亭酌酒，遥看农耕，世事无争。

（左河水：江西财大客座教授）



中共星子县委书记刘超先生为中国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题词

中国·星子(庐山)文化旅游节暨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陶

渊明故里——星子县举行开幕启动仪式。图为大会现场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先生与江西省政协副

主席、中共九江市委书记钟利贵先生在开幕式上共同

启动活动仪式

星子县政府县长汪红蕾女士在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致词

星子陶研会会长陶勇清先生代表全体与会人员宣读

《告先贤陶渊明书》

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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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六

群贤聚栗里（代序）
——中国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陶勇清

中外群贤聚栗里，同缅陶公抒高论。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由江西省旅游局、九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星子县人民政府、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走进桃花源”文

化旅游节暨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东晋大诗

人、中国田园诗鼻祖陶渊明故里——星子县隆重举行。来自韩国、中

国台湾、中国大陆21个省市、38所大学、20余家社会文化研究机构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陶氏宗亲、陶学爱好者出席盛会。由于与会专家、

学者、嘉宾的共同努力，一次盛况空前的陶学研讨会在庐山南麓成功举

办。

一、盛况和成果

12月7日上午9时，与会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及渊明故里各界人

士千余人在醉石温泉广场前举行了隆重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会上，宣

读了《告先贤陶渊明书》，200余名少年学生吟诵陶渊明名篇《桃花源

记》，以表达对中国诗翁陶渊明的敬仰和思慕。

这次盛会，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气氛活跃，成果显著。会前已

收到研陶论文53篇，咏陶诗词39首，会议期间大家交流了近年来陶学研

究的新成果，互通了国内外陶学研究的新信息，探讨了陶学研究的新课

题，提出了陶学研究的新建议，展望了陶学研究的新期待。收获和成果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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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贤聚栗里（代序）
——中国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概述

陶勇清

中外群贤聚栗里，同缅陶公抒高论。在举国上下认真学习、深入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热潮中，由江西省旅游局、九江市人民政府主办，

星子县人民政府、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走进桃花源”文

化旅游节暨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2月7日—9日在东晋大诗

人、中国田园诗鼻祖陶渊明故里——星子县隆重举行。来自韩国、中

国台湾、中国大陆21个省市、38所大学、20余家社会文化研究机构的

100余名专家学者、陶氏宗亲、陶学爱好者出席盛会。由于与会专家、

学者、嘉宾的共同努力，一次盛况空前的陶学研讨会在庐山南麓成功举

办。

一、盛况和成果

12月7日上午9时，与会专家学者和省、市领导及渊明故里各界人

士千余人在醉石温泉广场前举行了隆重的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会上，宣

读了《告先贤陶渊明书》，200余名少年学生吟诵陶渊明名篇《桃花源

记》，以表达对中国诗翁陶渊明的敬仰和思慕。

这次盛会，时间虽短，但内容丰富，气氛活跃，成果显著。会前已

收到研陶论文53篇，咏陶诗词39首，会议期间大家交流了近年来陶学研

究的新成果，互通了国内外陶学研究的新信息，探讨了陶学研究的新课

题，提出了陶学研究的新建议，展望了陶学研究的新期待。收获和成果

代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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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是开阔了陶学交流的视野。钟优民、林东锡、林耀潾等先生都提

到陶渊明的思想和作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全人类

的文化遗产。其对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芬兰、荷兰、越南等国

都影响深远，在英国、美国、法国等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研究，虽

起步较晚，但发展颇快，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通相融，永无穷尽。

正如林东锡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韩国“无有人不知陶渊明这个名字”，

“桃花源”、“归去来”等词汇成为韩人心目中的理想乡、田园生活的

代名词。专家们提出，在促进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上，陶

渊明及其诗文以其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在未来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前景

广阔。应该充分利用陶渊明故里故迹以及与陶文化相关的自然风光和田

园景色，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和陶学爱好者前来探访、考察、游览观

光，并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和收获，让陶渊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二是提升了陶学思想的高度。专家们认为：陶渊明诗文虽不多，却

篇篇是精品，字字皆珠玑，不仅影响历史，影响当代，也同样影响未

来。陶正付先生在论文中指出：陶渊明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超

世而不绝俗的人生观，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物、人生与宇宙关

系的思考，对于我们现代人如何走出生存困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在思想基础和方法论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鲁枢元先生在文

中谈及自己的期待，希望在后现代生态时代，在人心物欲炎炎，大地污

水漫漫的时代，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清幽

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正如袁行霈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的作品

流传了1600多年，至今仍然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超越国界成为

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财富，其中必有一种常读常新的经得起不断开掘的元

素，有一种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永恒魅力的东西，有一种能够给全人类

以启迪的智慧。

三是拓宽了陶学研究的领域。专家们在进一步探讨陶渊明的人品与

诗品、自然与田园、归田与归隐以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问题的同

时，畅论各自的新发现，开拓众多新领域。正如龚斌先生指出的那样，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论题之广泛，比较历次研讨更加耀眼。既有老问题的

新探索，也有不少以前很少涉及的问题。例如吴国富先生论及陶渊明是

园林艺术中人文园林的创始人，他对园林的命名、造园模式、造园手法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魏耕源先生介绍了历史上以陶渊明文化元素为题材

创作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的传承，提出了当代陶学研究的新路子。

陶野先生结合陶渊明书法作品碑刻探讨了陶渊明书法艺术，引用武则天

的评语：“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

知运笔静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

秋。”论述了陶渊明书法艺术历久弥新，引领书坛未来的指向性作用。

刘小兵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有着许多“陶渊明”元

素。卞东坡先生还披露了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胡小石手批《靖节先生

集》新资料及其价值。与会的专家们指出，只要解放思想、多渠道发

掘、彼此融合，陶学研究肯定会呈现新气象、新精神与新面貌。

四是展现了故里争鸣的新境界。陶渊明故里、故居、桃花源记原型

以及陶渊明诗文中涉及一些特定的地名，如醉石、上京、栗里、柴桑

城、南村等，历来都是陶学研究中争鸣的焦点。这次研讨会上，提交的

论文和研讨的课题中，不乏许多新观点、新资料、新论据、新见解。大

家立足诗人品格的形成，诗文内涵的解读，把握对故里、故居、原型原

地的探究和争鸣。李治中、王莉华先生在“上京”研究综述中，提出了

对“上京”的四种解释，认为“上京”之研讨，重在对陶渊明生平事迹

的研究，田园诗的阐释，乃至对陶渊明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价值的共

识。李剑峰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历史上的醉石非在一处，也非指一人，

但醉石在诗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已经成为一个高雅而富有

特殊性的文化符号。龚斌先生在《〈桃花源记〉散论》中呼吁：多欣赏

《桃花源记》的奇幻迷离的美感，多理解《桃花源记》诗中理智而热情

的主观寄寓。

五是提出了陶文化建设的新创意。陶渊明文化研究永无止境，围绕

陶渊明文化进行开发建设前景无限。专家学者对开发陶渊明文化建设提

出不少新思路，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新特点。张来芳先生在《实施陶学

文化产业化的思路与对策》一文中，提出了打造陶学文化产业的“五个

一”工程；陶武成先生在《打造创意奇特的“世外桃源”项目》一文中

提出了“六大园区”建设的设想。冯文开先生提出，陶渊明文化应成为

星子县的标志性文化，成为一种能使星子县与其外部世界对话的文化符

号，将城市建设与这种独特历史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张建伟、陶

大省、陶江等先生，都对桃花源景区建设提出了许多颇有创意的新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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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是开阔了陶学交流的视野。钟优民、林东锡、林耀潾等先生都提

到陶渊明的思想和作品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且是全人类

的文化遗产。其对日本、韩国、俄罗斯、德国、芬兰、荷兰、越南等国

都影响深远，在英国、美国、法国等英语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研究，虽

起步较晚，但发展颇快，使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通相融，永无穷尽。

正如林东锡先生指出的那样：在韩国“无有人不知陶渊明这个名字”，

“桃花源”、“归去来”等词汇成为韩人心目中的理想乡、田园生活的

代名词。专家们提出，在促进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交流、融合上，陶

渊明及其诗文以其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在未来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前景

广阔。应该充分利用陶渊明故里故迹以及与陶文化相关的自然风光和田

园景色，吸引更多的国际友人和陶学爱好者前来探访、考察、游览观

光，并从中得到新的启迪和收获，让陶渊明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

二是提升了陶学思想的高度。专家们认为：陶渊明诗文虽不多，却

篇篇是精品，字字皆珠玑，不仅影响历史，影响当代，也同样影响未

来。陶正付先生在论文中指出：陶渊明丰富而独特的文化哲学思想，超

世而不绝俗的人生观，他对人与自然、人与人、心与物、人生与宇宙关

系的思考，对于我们现代人如何走出生存困境，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在思想基础和方法论方面都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鲁枢元先生在文

中谈及自己的期待，希望在后现代生态时代，在人心物欲炎炎，大地污

水漫漫的时代，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清幽

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正如袁行霈先生指出的那样：陶渊明的作品

流传了1600多年，至今仍然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且超越国界成为

具有世界性的文化财富，其中必有一种常读常新的经得起不断开掘的元

素，有一种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永恒魅力的东西，有一种能够给全人类

以启迪的智慧。

三是拓宽了陶学研究的领域。专家们在进一步探讨陶渊明的人品与

诗品、自然与田园、归田与归隐以及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等问题的同

时，畅论各自的新发现，开拓众多新领域。正如龚斌先生指出的那样，

这次研讨会讨论的论题之广泛，比较历次研讨更加耀眼。既有老问题的

新探索，也有不少以前很少涉及的问题。例如吴国富先生论及陶渊明是

园林艺术中人文园林的创始人，他对园林的命名、造园模式、造园手法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魏耕源先生介绍了历史上以陶渊明文化元素为题材

创作的书法、绘画、篆刻作品的传承，提出了当代陶学研究的新路子。

陶野先生结合陶渊明书法作品碑刻探讨了陶渊明书法艺术，引用武则天

的评语：“知晋代风标，朝野一致，如陶潜者，世徒谓其文咏可念，不

知运笔静秀，楚楚涓涓，如深谷芝兰，无人自媚，洵可玩重，永炳千

秋。”论述了陶渊明书法艺术历久弥新，引领书坛未来的指向性作用。

刘小兵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中，有着许多“陶渊明”元

素。卞东坡先生还披露了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胡小石手批《靖节先生

集》新资料及其价值。与会的专家们指出，只要解放思想、多渠道发

掘、彼此融合，陶学研究肯定会呈现新气象、新精神与新面貌。

四是展现了故里争鸣的新境界。陶渊明故里、故居、桃花源记原型

以及陶渊明诗文中涉及一些特定的地名，如醉石、上京、栗里、柴桑

城、南村等，历来都是陶学研究中争鸣的焦点。这次研讨会上，提交的

论文和研讨的课题中，不乏许多新观点、新资料、新论据、新见解。大

家立足诗人品格的形成，诗文内涵的解读，把握对故里、故居、原型原

地的探究和争鸣。李治中、王莉华先生在“上京”研究综述中，提出了

对“上京”的四种解释，认为“上京”之研讨，重在对陶渊明生平事迹

的研究，田园诗的阐释，乃至对陶渊明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价值的共

识。李剑峰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历史上的醉石非在一处，也非指一人，

但醉石在诗史、文化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它已经成为一个高雅而富有

特殊性的文化符号。龚斌先生在《〈桃花源记〉散论》中呼吁：多欣赏

《桃花源记》的奇幻迷离的美感，多理解《桃花源记》诗中理智而热情

的主观寄寓。

五是提出了陶文化建设的新创意。陶渊明文化研究永无止境，围绕

陶渊明文化进行开发建设前景无限。专家学者对开发陶渊明文化建设提

出不少新思路，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新特点。张来芳先生在《实施陶学

文化产业化的思路与对策》一文中，提出了打造陶学文化产业的“五个

一”工程；陶武成先生在《打造创意奇特的“世外桃源”项目》一文中

提出了“六大园区”建设的设想。冯文开先生提出，陶渊明文化应成为

星子县的标志性文化，成为一种能使星子县与其外部世界对话的文化符

号，将城市建设与这种独特历史文化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张建伟、陶

大省、陶江等先生，都对桃花源景区建设提出了许多颇有创意的新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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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些对星子正在建设中国旅游强县，加快山水名城建设，开发文化

景区景点，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二、评价和意义

这次陶渊明国际研讨会会址坐落在庐山南麓龙湾温泉度假村，处于

渊明故里——栗里南村的周边。梁启超先生曾经著文对渊明的乡土描述

道：“北襟长江，东南吸鄱阳湖，有‘以云为衣’、‘万古青蒙蒙’的

五老峰，有‘海风吹不断，山月照还空’的香炉瀑布……山麓的西南

角离归宗寺约莫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一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五谷

垂颖，桑麻铺棻，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庄……中间有一道温泉，泉边的

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她，葱蒨整齐得可爱。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

了……也即绝代佳人陶渊明生长、钓游、永藏的地方了。”龙湾的南面

有柴桑桥、栗里陶村，北侧有著名的“渊明醉石”，西侧则是《桃花源

记》创作原型“康王谷”。在渊明故里仰陶、慕陶、研陶意义非同寻

常。

一是陶渊明文化的传承性。庐山南麓秀美山水、鄱阳湖畔田园风

光，成就了陶渊明“千秋一人，空前绝后”的田园诗祖地位。而陶渊明

其人其文对故土千秋万代文脉相承、文化发展的影响更是直接的、深刻

的、不可限量的，对此加以探讨和研究，是当地、也是当代文化人的责

任。

二是陶渊明文化的开掘性。袁行霈先生曾指出：“陶渊明除了作品

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也同样为人津津乐道，如果只看他的作品，而对

他的人品一无所知，我们的兴趣会差了许多。”而要深入地研究陶渊明

其人，就不能离开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能离开诗人生活的环境。对

陶渊明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而要和实地考察结合起

来。对其生活环境、故里、故迹进行深入的考究、探讨，也许就能开掘

到文化研究的“金矿”。

三是陶渊明文化的保护性。历史厚重、文化丰富无疑是一个地方的

财富，但身在庐山，司空见惯，往往容易淡化文化自觉，特别是在当今

日新月异的大建设、大开发的年代，稍处不当，就会造成文化破坏。有

文化人多提醒、多敲打，对当政者、建设者提高文化保护意识必有促进

作用。

四是陶渊明文化的建设性。文化研究为开发建设奠基铺路，引领方

向；开发建设为文化研究搭建平台、拓展思路。星子县围绕陶渊明文

化、开发项目、建设景区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文化引领、科学创意、开

发合理，特别是桃花源景区的开发，按照省政府领导的要求“要将世外

桃源项目打造成全体中国人的伟大梦想，成为实施创意旅游的明星景

区”。这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创意和思路，对今后桃花

源开发建设一定会有启迪和借鉴的作用。

三、期待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加强陶渊明文化研究，挖掘其精神财富，服务于当代社

会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在论文和研讨中提出了一些

新的期待和建议：

1.要构建田园文化，以自由的心灵、浪漫的情怀、养生的方式为其

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之后又一大文化现

象。作为田园文化的始祖陶渊明应尊称陶公、陶子，提高其在中国乃至

世界的声誉。

2.与时俱进，用辩论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创新思维方式，

建立健全陶学研究和陶文化传播机制。

3.在九江或江西成立陶渊明文化研究和产业促进会，以渊明故里为

基地，联合全国研陶机构和陶学专家，统筹陶渊明文化研究、传播以及

陶渊明文化产业的开发。

4.兴建陶学文化旅游景区。以康王谷为基地，按照《桃花源记》的

基本构思，打造世外桃源理想王国。

5.强化渊明故里陶学研究的力度。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关注故里民

间陶学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关注国内外陶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

当地党政要进一步加强领导，从宣传舆论、财力保障、出版发行书刊等

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6.要强化陶文化遗迹的保护。真正的陶渊明文化遗迹为数不多，弥

足珍贵，应切实加以保护，特别要防止在城市化建设和景区建设的过程

中，对文化古迹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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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些对星子正在建设中国旅游强县，加快山水名城建设，开发文化

景区景点，都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响。

二、评价和意义

这次陶渊明国际研讨会会址坐落在庐山南麓龙湾温泉度假村，处于

渊明故里——栗里南村的周边。梁启超先生曾经著文对渊明的乡土描述

道：“北襟长江，东南吸鄱阳湖，有‘以云为衣’、‘万古青蒙蒙’的

五老峰，有‘海风吹不断，山月照还空’的香炉瀑布……山麓的西南

角离归宗寺约莫二十多里，一路上都是一沟塍刻镂，原隰龙鳞，五谷

垂颖，桑麻铺棻，三里五里一个小村庄……中间有一道温泉，泉边的

草，像是有人天天梳剪她，葱蒨整齐得可爱。那便是栗里——便是南村

了……也即绝代佳人陶渊明生长、钓游、永藏的地方了。”龙湾的南面

有柴桑桥、栗里陶村，北侧有著名的“渊明醉石”，西侧则是《桃花源

记》创作原型“康王谷”。在渊明故里仰陶、慕陶、研陶意义非同寻

常。

一是陶渊明文化的传承性。庐山南麓秀美山水、鄱阳湖畔田园风

光，成就了陶渊明“千秋一人，空前绝后”的田园诗祖地位。而陶渊明

其人其文对故土千秋万代文脉相承、文化发展的影响更是直接的、深刻

的、不可限量的，对此加以探讨和研究，是当地、也是当代文化人的责

任。

二是陶渊明文化的开掘性。袁行霈先生曾指出：“陶渊明除了作品

之外，他的为人和事迹也同样为人津津乐道，如果只看他的作品，而对

他的人品一无所知，我们的兴趣会差了许多。”而要深入地研究陶渊明

其人，就不能离开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不能离开诗人生活的环境。对

陶渊明的研究，不能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而要和实地考察结合起

来。对其生活环境、故里、故迹进行深入的考究、探讨，也许就能开掘

到文化研究的“金矿”。

三是陶渊明文化的保护性。历史厚重、文化丰富无疑是一个地方的

财富，但身在庐山，司空见惯，往往容易淡化文化自觉，特别是在当今

日新月异的大建设、大开发的年代，稍处不当，就会造成文化破坏。有

文化人多提醒、多敲打，对当政者、建设者提高文化保护意识必有促进

作用。

四是陶渊明文化的建设性。文化研究为开发建设奠基铺路，引领方

向；开发建设为文化研究搭建平台、拓展思路。星子县围绕陶渊明文

化、开发项目、建设景区潜力很大，关键是要文化引领、科学创意、开

发合理，特别是桃花源景区的开发，按照省政府领导的要求“要将世外

桃源项目打造成全体中国人的伟大梦想，成为实施创意旅游的明星景

区”。这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创意和思路，对今后桃花

源开发建设一定会有启迪和借鉴的作用。

三、期待和建议

为了进一步加强陶渊明文化研究，挖掘其精神财富，服务于当代社

会的进步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与会专家学者在论文和研讨中提出了一些

新的期待和建议：

1.要构建田园文化，以自由的心灵、浪漫的情怀、养生的方式为其

文化内涵，使之成为儒家文化、佛家文化、道家文化之后又一大文化现

象。作为田园文化的始祖陶渊明应尊称陶公、陶子，提高其在中国乃至

世界的声誉。

2.与时俱进，用辩论思维、战略思维、全局思维、创新思维方式，

建立健全陶学研究和陶文化传播机制。

3.在九江或江西成立陶渊明文化研究和产业促进会，以渊明故里为

基地，联合全国研陶机构和陶学专家，统筹陶渊明文化研究、传播以及

陶渊明文化产业的开发。

4.兴建陶学文化旅游景区。以康王谷为基地，按照《桃花源记》的

基本构思，打造世外桃源理想王国。

5.强化渊明故里陶学研究的力度。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关注故里民

间陶学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关注国内外陶学研究方兴未艾的势头。

当地党政要进一步加强领导，从宣传舆论、财力保障、出版发行书刊等

方面给予必要支持。

6.要强化陶文化遗迹的保护。真正的陶渊明文化遗迹为数不多，弥

足珍贵，应切实加以保护，特别要防止在城市化建设和景区建设的过程

中，对文化古迹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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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无处不桃源，星子就是桃花源。”这是中国陶研会会长龚斌

先生在致辞中发出的心声，也是与会者的共同感受。1600年前，东晋大

诗人陶渊明在故里做了一个美丽的桃源梦，由此，桃花源一直成为美好

风景、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代名词。巧合的是，就在我们这次会议的

前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桃源

梦、中国梦，都是人们美好的向往。“桃源梦”，历来是人们心中生机

勃勃的芳草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梦“长风破浪会有时”，这是历史的必然。群贤聚栗里，兴会更无前。

桃源流水悠悠去，汇入长河大海中。

2012年12月

（陶勇清，中国星子陶渊明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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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致辞中发出的心声，也是与会者的共同感受。1600年前，东晋大

诗人陶渊明在故里做了一个美丽的桃源梦，由此，桃花源一直成为美好

风景、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的代名词。巧合的是，就在我们这次会议的

前几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在国家博物馆参观

《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桃源

梦、中国梦，都是人们美好的向往。“桃源梦”，历来是人们心中生机

勃勃的芳草地；“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

梦“长风破浪会有时”，这是历史的必然。群贤聚栗里，兴会更无前。

桃源流水悠悠去，汇入长河大海中。

2012年12月

（陶勇清，中国星子陶渊明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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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陶集》已在日本流传开来。在朝鲜，远在新罗时期（前57—935）

末叶，朝鲜文坛对陶公其人其文的鉴赏评论已经兴起，可证《陶集》传

入朝鲜至迟不会超过中国晚唐（836—906），从此陶渊明对日、朝等东

方国家的文学发展逐渐产生重大影响。

日本奈良朝（701—791）两部诗集《怀风藻》、《万叶集》中，

不少篇章涉及陶渊明及其作品，其时日本读者和诗人的兴趣，多集中在

《桃花源记》和反映辞归、陶逸的作品上。公元9世纪—14世纪，东方

各国诗人对陶作接触更多，随着视野的扩展，兴趣更为浓厚。日本平安

朝（794—1185）诗坛上咏陶之作日趋多样化，撰写出不少咏柳、咏菊

之篇，如“四分一顷田，门外五株柳”，“如何仙菊笑东篱，看花纵赏

机事外”等。朝鲜诗人崔致远（857—915）仿效以“孤云”自比的陶渊

明，自号“孤云”，反映陶公诗文、人品对崔氏的深刻启迪。高丽时期

（918—1392）朝鲜文坛对陶公景慕、评论更为发达，如高丽朝第一大

诗人李仁老（1152—1220）曾自称“人呼金栗如来之后身，自号古葛

天氏之遗民”（《卧陶轩图自赞》），颇有五柳先生之流风余韵，其创

作有的从内容到形式皆模仿陶作，如：“归去来兮，陶潜昔归吾亦归。

得隍鹿而何喜，失塞马而奚悲。蛾烛而不悟，驹过隙而莫追。才握手而

相誓，未转头而皆非。”（《和归去来兮辞》）充分显示其接受陶公熏

染之深。在朝鲜文化史上，论仿陶成绩最突出者，当首推著名诗人李奎

报（1168—1241），其杰出的文学成就与接受陶渊明的艺术启迪有着密

切关系，他曾创作诗歌2000多首，其诗文咏陶、拟陶的文字多达四十余

处，旗帜鲜明地谦称个人乃“古陶渊明之徒”，夫子自道，引以为荣，

反映出朝鲜古代优秀作家对陶公之仰慕，堪称极致，这一佳话当永垂中

朝文化交流史册。

公元15世纪到近代，东方国家对陶诗的学习、研究继续向纵深发

展。在日本江户朝（1603—1867）时期，诗人、批评家对陶诗的唱和

以及对陶渊明的评论一直不绝如缕。在朝鲜，其山水文学受渊明影响

最深，其代表作如李滉（1501—1570）的《陶山十二曲》、朴仁老

（1561—1642）的《立岩歌》等，皆仿效陶公山水田园诗，赞美自然

和田园隐逸生活。在越南，其作家对渊明的崇拜和仿效亦历历可寻，如

越南后黎朝国王圣宗黎思诚（1442—1497）与众臣合编的《天南余暇

集》就包含有评陶文字：“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

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

陶渊明与国际文化交流

钟优民

陶渊明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伟大作家，他的诗文不多，却篇篇精品，

字字珠玉，其内容与形式之新之奇之美，空前绝后，罕见其匹，成为常

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巅峰。他不仅为中国人民也为全世界人民所深深喜

爱，卓越的艺术创造使他不仅属于中华民族和他生活的时代，也属于全

人类和未来。他的作品既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被视为全人类的文

化遗产，永葆青春活力而称誉环球。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永不停息、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千百年

来，陶渊明的诗文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海外，无数读者从陶诗中得到抚

慰、希冀和启迪，相信这个世界仍有真善美的永恒延续，并产生异常巨

大、无比深远的影响。对陶诗的学习、研究，早已成为世界各国诗人、

艺术家和批评家的热门话题，对各国历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潜移默化、

滋润浇灌的促进作用。从中不难看出，陶学不仅是“国学”，早已为世

界各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所瞩目，陶诗早已成为联系中国和世界各国人

民友谊的桥梁和纽带。

中华文化是人类古老的民族文化。它历史悠久，曾在人类文明史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光辉灿烂的领先地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它

与相邻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相互渗透，以其文化的优势影响甚至同化

其周围的弱势文化。正是在这种文化大交流的过程中，陶渊明的诗文与

其他许多优秀古代经典之作一道，很早就由留学中国的文化学士带回日

本、朝鲜等国。据日本汉学家考证，唐玄宗天宝十年（751）淡海三船

编撰的《怀风藻》诗集，已收录有陶诗，这就明确显示该诗在集成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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