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朝江州诗考论

陆     路

摘    要    江州地区是六朝重要文化区之一，诗歌创作亦随之兴盛。江州文化分为由豫章、寻阳、鄱阳、临

川、庐陵、安成、南康等郡组成的赣文化区和以晋安、建安等郡构成的闽文化区。寻阳郡是江州诗歌最多的

地区。陶渊明是创作诗歌最多者，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此大量作诗者。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

之一，并与之交游者形成寻阳隐逸诗风。由于寻阳的地理位置，此后代有诗人经过此地并作诗，在江州山水

和固有诗风歌的影响下，形成哲思濬发、清新晓畅的风格，对于南朝诗风走向清新自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闽文化区中晋安诗歌最多，主要是江淹为吴兴县令时所作，颇受闽地独特的风光、物产影响，多有楚骚之

风。对江州诗歌的考析，亦为六朝诗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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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江州刺史，晋惠帝元康元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

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寻阳，庾

翼又治豫章，寻还寻阳。”①《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扬二州疆土

广远，统理尤难，于是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

成，合十郡，因江水之名而置江州。”②安成郡本属扬州，只是在西晋太康元年（280）划归荆州，在元康

元年（291）设立江州时即划归之，可见属荆州总共不过十年，此后亦一直在江州境内，在文化上亦不属于

荆州。武昌郡本属于荆州，后隶江州，刘宋时又归属荆湘文化之郢州，故武昌郡在文化上属于荆湘而非江

州。桂阳郡本属荆州，亦在设立江州时即划归之，永嘉元年（307）设湘州后桂阳郡移属湘州，属于江州不

过六年，在文化上亦属荆湘。所以属于江州文化区的只有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

建安、晋安等郡（除鄱阳、南康外其他几郡皆现可知有诗歌）。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大部（不包括上

饶市之婺源县等）、福建省大部③。江州文化中又分赣文化和闽文化两个次文化区，豫章、寻阳、鄱阳、

临川、庐陵、安成、南康属于赣文化区，建安、晋安等郡属于闽文化区。本文即在次文化区下，以上述诸

郡为纲，分析六朝时江州诗歌创作情况，亦为南朝文学地理提供基础。

 

①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086 页。

②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年，第 462 页。

③本文历史地理政区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年。现行政区划据杜秀荣、唐建军：《中国地图

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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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赣文化区诗歌

 （一）豫章郡
汉高祖五年（前 202）分庐江郡立豫章郡，治南昌（今江西南昌市）。汉武帝时以庐江西部归豫章

郡，于是豫章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大部。东汉末、东吴时分豫章郡立鄱阳郡①、临川郡、庐陵郡。

西晋永嘉元年豫章郡之彭泽县（治今江西湖口县东）移属寻阳郡。此后豫章郡辖境大体相当于今江西省辖

南昌市、九江市、宜春市大部（不包括宜春市区及其南部）、吉安市之新干县，等。

谢庄为刘宋江州刺史庐陵王刘绍咨议参军时作有《游豫章西观洪崖井》。《水经注校证》卷三十九：

 “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旧说洪崖先生之井也。”②《 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

 “初为始兴王浚后军法曹行参军，转太子舍人，庐陵王文学，太子洗马，中舍人，庐陵王绍南中郎咨议参

军。”③《 宋书》卷六十一《武三王传》：“（元嘉）二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江州刺史，时年十二。二十

二年，入朝，加棨戟，进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阳晋熙新蔡三郡诸军事。”④江州豫章郡治今江西南。谢庄

任庐陵王绍南中郎咨议参军在元嘉二十年（443），该诗即作于是年。

陈永定三年阴铿自岭南回建康经过丰城作有《经丰城剑池》。丰城县治今江西丰城市西南。有关丰城

剑的记载见于《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赵以武以为阴铿在梁敬帝绍泰元年（555）春由故乡南平（湖

北公安县西北）南下投广州刺史萧勃，萧勃反陈霸先失败见杀后，陈以欧阳 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阴

铿约在此时成为欧阳 镇南司马。永定三年（559）六月，陈文帝即位，阴铿离开欧阳頠镇南将军府北上回

建康经过丰城时作是诗。⑤

 （二）寻阳郡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下》：“永兴元年，分庐江之寻阳、武昌之柴桑二县置寻阳郡，属江州……

怀帝永嘉元年，又以豫章之彭泽县属寻阳郡……元帝渡江……寻阳郡又置九江、上甲二县，寻又省九江县

入寻阳……安帝义熙八年，省寻阳县入柴桑县，柴桑仍为郡，后又省上甲县入彭泽县。”⑥则寻阳郡设于

永兴元年（304），至永嘉元年（307）领柴桑、寻阳、彭泽三县，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此寻

阳县在江北（在今湖北黄梅县西南），东晋咸和（326−334）间移治柴桑边（今江西九江西），义熙八年

 （412）废入柴桑县，隋开皇九年（589）复置寻阳县（治湓口，今九江市），开皇十八年改为彭蠡县。现

可知寻阳郡一带诗歌皆作于寻阳县移治柴桑边之后，故本研究之寻阳县即指此寻阳。寻阳郡辖境大体相当

于今江西省辖九江市之市区及彭泽县、湖口县、庐山市等地。

湛方生东晋时隐居庐山期间曾作诗，现可知有《庐山神仙》《帆入南湖》《天晴》《还都帆诗》等。

湛方生东晋孝武帝时曾为西道令（治今湖北宜都市）、卫军咨议，晋太和间夷道县改为西道县，则湛方生

太和间为该县令，据湛方生《庐山神仙诗序》：“序曰：寻阳有庐山者，盘基彭蠡之西，其崇标峻极，辰

光隔辉，幽涧澄深，积清百仞。若乃绝阻重险，非人迹之所游。窈窕冲深，常含霞而贮气。真可谓神明之

区域，列真之苑囿矣。太元十一年，有樵采之阳者，于时鲜霞褰林，倾晖映岫，见一沙门，披法服，独在

岩中。俄顷振裳挥锡，凌崖直上。排丹霄而轻举，起九折而一指。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足远哉。穷目

苍苍，翳然灭迹。”（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八）则太元十一年（386）湛方生已经隐居庐山。《帆入南

湖》：“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南湖正是指彭蠡湖。二诗作于隐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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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鄱阳郡，《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鄱阳太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孙权分豫章立，治鄱阳县。”（第 1088 页）西晋时大致相当

于今江西省东北部地区，即省辖上饶市（不包括婺源县）、景德镇市、鹰潭市，等。治广晋县（今江西上饶鄱阳县北）。

②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921 页。

③沈约：《宋书》，第 2167 页。

④沈约：《宋书》，第 1639 页。

⑤参见赵以武：《阴铿与近体诗》，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65 页。

⑥房玄龄等：《晋书》，第 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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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时。《天晴》云：“落帆修江湄，悠悠极长眄。清气朗山壑，千里遥相见。”（《初学记》卷二）大

约亦作于寻阳。《还都帆诗》：“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高岳指庐

山，长湖指彭蠡湖。是诗约作于太元末或隆安初自庐山回建康过彭蠡湖时。慧远与刘程之等曾在庐山唱和

作诗，现可知慧远作有《庐山东林杂诗》（一作《游庐山》），刘程之、王乔之、张野皆作有《奉和慧远

游庐山》，等。慧远自太元六年（381）到庐山，至义熙十二年（416）在庐山东林寺圆寂，一直住在庐

山。据《游石门诗序》，诸诗约作于隆安四年（400）。庐山道人作有《游石门山》，庐山诸沙弥作有《观

化决疑》，皆为谈玄之作。

寻阳诗歌的主要作者是陶渊明。陶渊明在寻阳约作有八十余首诗。这些诗中不少已在诗题中注明创作

年份，如《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元兴二年，403）、《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义熙十二年，

416）等，且具体创作时间前辈时贤已做过基本考证①，笔者基本同意，故不再详述。

刘宋初谢瞻作有《王抚军庾西阳集别作》，此处诗题从六家注《文选》，尤袤刻李善注《文选》作

 “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胡克家已指出“此必或记于旁，而尤延之误取之”②，有

一定道理，但不一定是尤袤误取的，也有可能是尤袤见到的版本中该诗之题已如是。这正是在流传过程中

将小注中说明创作背景的文字误入题名，而被认为是题名一部分造成的，笔者曾对这类现象做过较详细探

究③。题名中王抚军指王弘，庾西阳指庾登之，《宋书》卷四十二《王弘传》：“（义熙）十四年，迁监

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

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④《 宋书》卷

五十三《庾登之传》：“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击节驱驰，退告刘穆之，以母老求郡。于时士庶咸

惮远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军发后，乃以补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

尚书左丞。”⑤西阳郡（治今湖北黄冈市东南）是在王弘管辖范围内。《宋书》卷三《武帝纪下》：

 “（永初元年八月）癸酉，立王太子（义符）为皇太子。”⑥则庾登之为太子庶子当在永初元年八月后。

 《宋书》卷五十六《谢瞻传》：“又自陈请，乃为豫章太守……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

永……瞻疾笃还都……遂卒，时年三十五。”⑦则义熙十四年至永初三年入朝前，王弘在江州。据该诗《文

选》李善注引《集序》：“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李善又云“瞻时为豫章太

守”谢瞻诗云“祗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方舟析旧知，对筵旷明牧”第一句指庾登之回建康，第二句指

谢瞻赴任豫章太守。“方舟”二句指不久开船就将与老朋友王弘、庾登之分别，“明牧”正指王庾二人。

陶渊明作有《于王抚军座送客》，据此可知王弘为谢瞻、庾登之送别的宴会上，陶渊明也在座。结合陶渊

明是诗“秋日凄且厉，百卉具已腓。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所述为九月之景候，登高为重九习俗。

二诗约永初元年（420）九月作于寻阳。

元嘉九年谢灵运赴任临川太守途经彭蠡湖（即鄱阳湖）作有《入彭蠡湖口》，并登庐山作《登庐山绝

顶望诸峤》，据《入彭蠡湖口》“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可知作于元嘉九年春。⑧鲍照也曾登庐

山，现可知作有《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香炉峰》等，大约作于元嘉十六年（439）夏至十七年

随临川王义庆在江州时。⑨鲍照另作有《望孤石》，《水经注校证》“彭蠡今宫亭湖也”⑩：“又有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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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具体创作时间参见陶渊明撰，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

②萧统编，李善等注，俞绍初等点校：《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第 2 册，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1284 页。

③参见陆路：《先唐诗歌流传过程中题名变化考论》，《学术月刊》2017 年第 1 期。

④沈约：《宋书》，第 1313 页。

⑤沈约：《宋书》，第 1515 页。

⑥沈约：《宋书》，第 55 页。

⑦沈约：《宋书》，第 1558 页。

⑧谢灵运撰，顾绍柏校注：《谢灵运集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191−194 页。

⑨丁福林：《鲍照年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42−43 页。

⑩郦道元撰，陈桥驿校注：《水经注校证》，第 6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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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立大湖中，周回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为瑰异。上生林木，而飞禽罕集，言其上有玉膏可

采”。①则鲍照所咏孤石，正是鄱阳湖上之孤石。元嘉十六年夏至十七年冬，鲍照随江州刺史临川王义庆

在江州，诗云：“江南多暖谷，杂树茂寒峰。朱华抱白雪，阳条熙朔风。”（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

卷七）写冬景，则该诗约作于元嘉十六年（439）冬，因为十七年冬已准备离开江州。泰始六年（470）春

江淹随冠军将军建平王景素由吴兴前往湘州，夏初经过庐山作《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②刘宋时

期吴迈远亦在庐山作诗，现可知作有《游庐山观道士石室》。《南史》卷七十二《文学传·吴迈远》：

 “又有吴迈远者，好为篇章，宋明帝闻而召之。”③则吴迈远为宋明帝时人。诗云：“蒙葺众山里，往来

行迹稀。寻岭达仙居，道士披云归。似着周时冠，状披汉时衣。安知世代积，服古人不衰。得我宿昔情，

知我道无为。”（宋本《艺文类聚》卷六十四），“似着”二句似受到陶渊明《桃花源记》描写桃花源中

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影响。南齐时期谢朓作有《至寻阳》。该诗见《文选》卷二十六《暂使下都

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注。但留残句“过客无留轸，驰晖有奔箭”，永明九年谢朓随随王子隆自建

康至荆州、永明十一年自荆州回建康，皆会经过寻阳，具体创作时间未详。

刘孝绰为梁江州刺史安成王萧秀记室时，赠游庐山东林寺作《东林寺诗》。《梁书》卷三十三《刘孝

绰传》：“出为平南安成王记室，随府之镇。寻补太子洗马，迁尚书金部郎，复为太子洗马，掌东宫管

记。”④《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六年夏四月己酉，以中书令安成王秀为平南将军、江州刺

史……七年五月癸卯，以平南将军、江州刺史安成王秀为平西将军、荆州刺史……十一年十二月己未，以

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安成王秀为中卫将军。”⑤刘孝绰约天监六年（507）随安成王秀到江州，七年随安成

王秀由江州至荆州。是诗即作于天监六年至七年在江州期间。梁天监十二年春，刘孝绰从荆州回建康，路

过太子洑（在今湖北黄梅）写了《太子洑落日望水》⑥，是时何逊随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在江州，刘孝绰东

下经过寻阳会晤好友何逊，何逊见刘孝绰此诗，作《春夕早泊和刘咨议落日望水》以和之：“旅人嗟倦

游，结缆坐春洲。日暮江风静，中川闻棹讴。草光天际合，霞影水中浮。单舻时向浦，独楫乍乘流。娈童

泣垂钓，妖姬哭荡舟。客心自有绪，对此空复愁。”（《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⑦

何逊在寻阳时还作有《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别沈助教》。沈助教即国子助教沈峻。《梁书》卷

四十八《儒林传·沈峻》：“初为王国中尉，稍迁侍郎，并兼国子助教。时吏部郎陆倕与仆射徐勉书荐峻

曰……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⑧《 梁书》卷二十七《陆倕传》：“入为吏部郎，参选事。出为云麾

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州事。”⑨《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十四年五月丁巳，以荆州

刺史建安王纲为江州刺史。天监十六年六月戊申，以庐陵王续为江州刺史。”⑩如是萧纲天监十四年五月

至十六年六月在江州，陆倕随同。则陆倕任吏部郎在此前，沈峻任国子助教亦在此前。故二诗当作于此天

监十四年前。《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天监中，起家奉朝请，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兼记

室。王爱文学之士，日与游宴，及迁江州，逊犹掌书记。还为安西安成王参军事，兼尚书水部郎，母忧去

职。服阕，除仁威庐陵王记室，复随府江州，未几卒。”⑪可知何逊曾两至江州。第一次随建安王伟至江

州，《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九年六月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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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刺史……十二年秋九月戊午，以镇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仪同如故；

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①则何逊天监九年随萧伟至江州，天监十二

年秋随萧伟回建康。何逊第二次至江州是天监十六年任庐陵王续记室，天监十六年时沈峻早已不是国子助

教，故是诗不可能作于何逊第二次赴江州时。《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云：“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

舟。”（《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则是诗作于天监十年至十二年间某个春季。何逊在湓口与路过此

地将要回建康的沈峻同宿，作是诗赠别。沈峻因何路过湓口，未知。《别沈助教》约与之先后作。

萧纲从天监十四年夏至天监十六年秋在江州。萧统曾在建康作诗给任云麾将军、江州刺史的萧纲，即

 《示云麾弟》，萧纲有《应令》和之。萧纲和诗云：“蠡浦急兮川路长，白云重兮出帝乡。平原忽兮远极

目，江甸阻兮羁心伤。树庐岳兮高且峻，瞻派水兮去泱泱。远烟生兮含山势，风散花兮传馨香。临清波兮

望石镜，瞻鹤岭兮睇仙装。望邦畿兮千里旷，悲遥夜兮九回肠。顾龙楼兮不可见，徒送目兮泪沾裳。”庐

岳即庐山。石镜，《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松门山，在（南昌）县北，水路二百一十五里。其山多

松，遂以为名。北临大江及彭蠡湖。山有石镜，光眀照人。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云：‘攀崖照石镜，

牵叶入松门。’鹤岭，《豫章记》云；‘鸾冈西有鹤岭，昔王乔所降，经过于此。’”②皆写江州之景，

确作于江州。萧统该诗云：“白云飞兮江上阻，北流分兮山风举。山万仞兮多高峰，流九派兮饶汪渚。上

苕嶤兮乃逼天，下微蒙兮后兴雨。实览历兮此名地，故遨游兮兹胜所。尔登陟兮一长望，理化顾兮忽忆

予。想玉颜兮有目中，徒踟蹰兮增延伫。”（“想玉颜”二句可知萧统是诗乃遥赠在江州的萧纲。根据萧

纲和诗中的暮春之景色，萧纲之诗约天监十五或十六年暮春在江州应昭明太子之令而作。则萧统是诗约天

监十四或十五年作于建康。萧纲天监十三年春至十四年五月为荆州刺史，天监十三年萧统曾经到过荆州与

萧纲相聚③，萧统自建康至荆州来回都要经过江州，所以萧统是诗虽然作于建康，他对江州的描述是以实

际体验为基础的。萧纲《登锦壁》亦作于江州。诗云：“孙生酸枣寺，王子枝江楼。何如登石镜，因闲犹

豫游。”（以上三诗见于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八）诗中以为孙楚提及的酸枣寺汉王听讼之台，王子香

之枝江县为纪念汉和帝时荆州刺史王子香而建的庙，皆不如庐山边之石镜，可见此诗为登石镜时所作。萧

纲从天监十四年夏至十六年秋任江州刺史，该诗作于此间。

江革曾为江州刺史庐陵王萧续长史，何逊为萧续记室，其间何逊与江革作诗唱和，现可知有：江革《赠

何记室联句不成》、何逊《答江革联句不成》、江革《又赠何记室》、何逊《又答江革》、何逊《赠江长

史别》等。《梁书》卷三十六《江革传》：“入为中书舍人，尚书左丞，司农卿，复出为云麾晋安王长

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百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

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签帅等同坐。俄迁左光禄大夫、南平王长史、御史中丞，弹奏豪权，一无

所避。”④《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十七年三月丙申，改封建安王伟为南平王。十一月辛亥，以

南平王伟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⑤则江革原为江州刺史云麾将军萧纲长史、寻阳太守，天监十

六年夏萧纲离任，江革留在江州为新任刺史庐陵王萧续长史，天监十七年深秋江革离开江州到建康任左光

禄大夫南平王萧伟长史。《赠江长史别》“长飙落江树。秋月照沙溆”（《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

一），写深秋季节，亦与江革离开时间相符。何逊自天监十六年夏随萧续到江州直至天监十八年卒都在江

州，所以前四诗约作于天监十六年夏至天监十七年秋之间。《赠江长史别》约作于天监十七年江革离开江

州前，何逊为之送别时。

何逊《日夕望江赠鱼司马》约亦作于第二次在江州时。鱼司马名与事迹未详，或曰即鱼弘。《梁书》

卷二十八《鱼弘传》：“鱼弘，襄阳人。身长八尺，白晳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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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太守。常语人曰：‘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

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于是姿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

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迁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卒官。”①《梁书》卷三《武帝纪

下》：“普通七年（526）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中大通四年（532）九月乙巳，

以西中郎将、荆州刺史湘东王绎为平西将军……大同三年（537）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

绎进号镇西将军……大同六年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欢薨。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江州

刺史。”②则中大通四年，鱼弘为平西湘东王萧绎司马。《南史》卷五十五《鱼弘传》：“为湘东王镇西

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采菱，作菱米饭给所部。”③则大同三年之后鱼弘仍在荆州萧绎幕，是

时萧绎为镇西将军，故称湘东王镇西司马。天监十六年夏何逊随庐陵王续到江州，天监十八年何逊卒于江

州，如是诗为何逊所作则作于此期间。鱼弘为平西湘东王司马时何逊已卒十三年了，鱼司马非指鱼弘明矣。

何逊第二次在江州时曾赠族人秣陵令何思澄诗，作《赠族人秣陵兄弟》。《梁书》卷五十《文学

传·何思澄》：“天监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举学士入华林撰《遍略》，勉举思澄等五人以应选。迁治

书侍御史。宋、齐以来，此职稍轻，天监初始重其选，车前依尚书二丞给三驺，执盛印青囊，旧事纠弹官

印绶在前故也。久之，迁秣陵令，入兼东宫通事舍人。”④何思澄天监十五年为治书侍御史，久之迁秣陵

令，大约天监十七或十八年为秣陵令，该诗大约此期间作于江州，不会晚于天监十八年，因为该年何逊卒

于江州。何逊还作有《赠诸游旧》诗云：“弱操不能植，薄伎竟无依。浅智终已矣，令名安可希。扰扰从

役倦，屑屑身事微。少壮轻年月，迟暮惜光辉。一涂今未是，万绪昨如非。新知虽已乐，旧爱尽暌违。望

乡空引领，极目泪沾衣。旅客长憔悴，春物自芳菲。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无由下征帆，独与暮潮

归。”（《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第二次在江州已是暮年，诗中所谓“迟暮借光辉”以及落寞之情

正与之相合。何逊晚年在江州怀念故旧而作是诗，大约于天监十七或是十八年作于江州。

萧绎为江州刺史时曾与僚属朱超、阴铿等唱和。萧绎作《登江州百花亭怀荆楚》，朱超、阴铿皆作有

和诗。《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冬十月辛未，以丹阳尹湘东王绎为荆州刺史……大同五年秋

七月己卯，以湘东王绎为护军将军、安右将军……六年十二月壬子，以护军将军湘东王绎为镇南将军、江

州刺史。中大同二年（是年四月丙戌改元太清）正月壬寅，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庐陵王

续薨；以镇南将军、江州刺史湘东王绎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⑤则大同七年春至中大同二年（547）春

萧绎在江州。《南史》卷五十三《梁武帝诸子·庐陵威王续传》：“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贵嫔之

力，故元帝与简文相得，而与庐陵王少相狎，长相谤。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

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

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自是二王书问不通。及续薨，元帝时为江州，闻问，入合而跃，屧为之破。寻

自江州复为荆州。”⑥大同五年秋萧绎自荆州回到建康后不久被迫将李桃儿遣返荆州，作《送西归内

人》。大同七年春萧绎离开建康却未能回荆州看到李桃儿而是派往江州，所以到江州后与朱超、阴铿等臣

僚登百花亭远眺荆州思念李桃儿。萧绎诗云：“目极才千里，何由望楚津。落花洒行路，垂杨拂砌尘。柳

絮飘春雪，荷珠漾水银。试酌新清酒，遥劝阳台人。”（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八）朱超和诗云：“亭

亭登望极，春心远近同。莫恨荆台隐，云行不碍空。柳色浮新翠，兰心带浅红。若因鹏举便，重上龙门

中。”（《文苑英华》卷三百十五）阴铿和诗云：“江陵一柱观，寻阳千里潮。风烟望似接，川路恨成

遥。落花轻未下，飞丝断易飘。藤长还依格，荷生不避桥。阳台可忆处，唯有暮将朝。”（宋本《艺文类

六朝江州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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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卷二十八）萧绎诗及阴铿和诗中之“阳台人”即指李桃儿，萧绎之作及朱超、朱超、阴铿和诗皆写暮

春之景，则是三诗大约作于大同七年暮春。是时阴铿为湘东王法曹参军。朱超在江州期间还作有《咏孤

石》：“侵霞去日近，镇水激流分。对影疑双阙，孤生若断云。遏风静华浪，腾烟起薄曛。虽言近七岭，

独高成不群。”（《初学记》卷五）庐山道人《游石门诗序》：“始知七岭之美蕴奇于此，双阙对峙其

前，重岩映带其后。”（《庐山志》卷十三）则朱超诗中七岭正代指庐山，其所咏孤石正是在庐山脚下的

彭蠡湖中，即鲍照《望孤石》所述者。

庾肩吾曾奉萧纲之命前往江州，途中作《奉使江州舟中七夕》。《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庾肩

吾》：“初为晋安王国常侍，仍迁王宣惠府行参军，自是每王徙镇，肩吾常随府。历王府中郎，云麾参

军，并兼记室参军。中大通三年，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除安西（平西，据中大通六年萧绎所作

 《法宝联璧序》庾肩吾为平西中录事参军典书通事舍人）湘东王录事参军，俄以本官领荆州大中正。累迁

中录事咨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

上流诸蕃，并据州拒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寻举州降贼，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

之，方得赴江陵，未几卒。”①《 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天监十二年，入为宣惠将军、丹阳尹。”②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阳尹晋安王纲为荆州刺史。”③（萧绎普通

七年至中大同之经历已见上文），则庾肩吾从天监十二年至中大通三年随萧纲外任，中大通三年后随萧绎

到建康任东宫通事舍人。中大通四年九月又入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萧绎幕，大同五年随萧绎回建康又入萧纲

东宫，大同七年春至中大同二年春萧绎在江州。庾肩吾是奉萧纲命前往江州的。此诗大约大同七年至中大

同元年中某年的七夕作于江州。大宝元年（550）的六、七月间庾肩吾也奉命前往江州，但该诗情感较为轻

松欢愉，不像是写在侯景之乱中，故系于萧绎任江州刺史时。大宝元年秋侯景矫诏令庾肩吾出使到江州说

江州刺史当阳王大心投降，庾肩吾作《被使从渡江》，因知并非简文帝本义，故云被使。

梁末张正见曾隐居庐山，现可知作有《湓城》《秋晚还彭泽》《游匡山简寂馆》《还彭泽山中早发》

等诗。湓城在今江西九江江州区。《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张正见》：“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骑侍

郎，迁彭泽令。属梁季丧乱，避地于匡俗山，时焦僧度拥众自保，遣使请交，正见惧之，逊辞延纳，然以

礼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惮。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衡阳王府长史。”④

大约承圣三年（554）至天平二年（557）十月陈霸先称帝改元永定，张正见隐居庐山，诸诗作于此期间。

陈初江州刺史侯安都僚属刘删作有《泛宫亭湖》《登庐山》。宫亭湖即彭蠡湖。《陈书》卷八《侯安

都传》：“（永定三年）寻为丹阳尹，出为都督南豫州诸军事、镇西将军、南豫州刺史。令继周文育攻余

孝劢及王琳将曹庆、常众爱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门，蹑众爱后。安都又进军于禽奇洲，破曹庆、常众爱

等，焚其船舰。众爱奔于庐山，为村人所杀，余众悉平……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

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驭驰骋，或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文士则褚（介）

〔玠〕、马枢、阴铿、张正见、徐伯阳、刘删、祖孙登，武士则萧摩诃、裴子烈等，并为之宾客，斋内动

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⑤《 陈书》卷三《文帝纪》：“天嘉四年二

月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将军侯安都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六月癸巳，太白昼见。司空侯

安都赐死。”⑥可知刘删为侯安都僚属，征王琳期间未必有兴致游览，二诗约天嘉四年（563）二月至六月

随侯安都在江州时所作。

陈太建间张正见在寻阳作有《别韦谅赋得江湖泛别舟》，诗云：“千里寻阳岸，三翼木兰船。鹢泛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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凫后，鸡鸣白鹭前。涵花没浅缆，带叶动深船。不言朝夕水，独自限神仙。”（宋本《艺文类聚》卷七十

一）《陈书》卷三十四《文学传·张正见》：“高祖受禅，诏正见还都，除镇东鄱阳王府墨曹行参军，兼

衡阳王府长史。历宜都王限外记室、撰史著士，带寻阳郡丞。累迁尚书度支郎、通直散骑侍郎，著士如

故。太建中卒，时年四十九。”①《 陈书》卷二十八《宜都王叔明传》：“太建五年，立为宜都王，寻授

宣惠将军，置佐史。七年，授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寻为轻车将军、卫尉卿。”②梁、陈时对定员以外

的官吏称限外，张正见为宜都王定员以外的记室，大约这比对定员记室的管理要松散，因此太建五年十二

月叔明封宜都王时，正在衡阳王伯信幕的张正见兼宜都王限外记室。《陈书》卷五《宣帝纪》：“太建四

年春正月丙午，东中郎将、吴郡太守长沙王叔坚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庚申，以丹阳尹衡阳王伯信为信

威将军、中护军。太建五年十二月乙巳，立皇子叔明为宜都王。太建七年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将军、南徐

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江州刺史；信威将军、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云麾将军、中领军。十二月

丙辰，以新除云麾将军、郢州刺史长沙王叔坚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东中郎将、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

卿为云麾将军、郢州刺史，宣惠将军宜都王叔明为东扬州刺史。”③《 陈书》卷二十八《长沙王叔坚

传》：“太建四年，为宣毅将军、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进号云麾将军、郢州刺史，未拜，转为平越

中郎将、广州刺史。”④正因为江州刺史长沙王叔坚未拜郢州刺史，而是于十二月任广州刺史，所以叔坚

太建七年十二月底才离开江州，新任江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亦未在十月上任，至此时方上任江州刺史，郢州

刺史空缺则由东扬州刺史建安王叔卿赴任，宜都王叔明调任东扬州刺史。《南史》卷五十八《韦谅传》：

 “子谅，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为中录事参军兼记室。叔陵败，伏诛。”⑤《 陈书》卷三十六《始

兴王叔陵传》：“光大元年，除中书侍郎。二年，出为持节、都督江州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太

建元年，封始兴郡王，奉昭烈王祀。进授使持节、都督江郢晋三州诸军事、军师将军，刺史如故。四年

 （正月丙午），迁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诸军事、平南将军、湘州刺史，侍中、使持节如故。九年（正月辛

卯），除使持节、都督扬徐东扬南豫四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将军、鼓吹如故。”⑥大约太建五年

 （573）十二月，张正见入宜都王叔明幕，太建七年（575）冬十二月，宜都王叔明调任东扬州刺史，而此

时鄱阳王伯山正好调任江州刺史，张正见本来就在伯山幕作参军，而叔明幕中只是担任限外记室，故张正

见投奔伯山，任寻阳郡丞，而未随叔明到东扬州（治会稽，今浙江绍兴）。太建九年（577）春湘州刺史始

兴王叔陵调任扬州刺史韦谅随行，自长沙回建康，途经寻阳，大约鄱阳王伯山款待叔一行，张正见作此诗

与韦谅话别。陈代释惠标曾游庐山及彭蠡湖，作有《咏山》三首“灵山蕴丽名，秀出写蓬瀛。香炉带烟

上，紫盖入霞生。雾卷莲峰出，岩开石镜明。”可知所咏为庐山。相应作《咏水》以咏彭蠡湖。还有《望

孤石》“根含彭泽浪，顶入香炉烟。”可知所咏之孤石即鲍照、朱超所述者。高丽定法师亦有《望孤石》

 “迥石直生空，平湖四望通。岩隈恒洒浪，树杪镇摇风。偃流还渍影，侵霞更上红。独拔群峰外，孤秀白

云中。”（三诗见于《初学记》卷五），正是描写孤石在浩瀚的大湖中，与上文所引《水经注》所考有孤

石介立彭蠡湖中相合，则定法师亦曾到寻阳，亦为孤石寓意之精神所感染。
 （三）临川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临川内史，吴孙亮太平二年，分豫章东部都尉立。”⑦西晋时辖

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抚州市大部。治临汝县（今江西抚州市）。

元嘉八年冬谢灵运赴任临川内史，元嘉九年春到达南城（南城，治今江西抚州南城县东南），作有

六朝江州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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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发入南城》。到南城后游麻姑山，作《入华子冈是麻源第三谷》，《文选》卷二十六该诗李善注：

 “华子冈，麻山第三谷。故老相传，华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顶，故华子为称也。”①《太平寰宇

记》卷一一〇：“麻姑山，在（南城）县西南二十二里，山顶有古坛，相传麻姑得道于此。坛东南有池，

池中有红莲，曾变为碧。坛边杉松皆偃，盖时闻钟磬步虚之音。东南有瀑布，淙下三百余尺。山顶石中有

石螺蚌壳，或为桑田所变也。西北有麻源，谢灵运题《入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云：‘铜陵映碧涧，石

磴泻红泉。’即此处……落峭石，在（南城）县东南六十五里，去飞猿馆一百一十五里，在飞猿水边，巍

峩嵌崆，数里可望。谢灵运题诗云：朝发飞猿峤，暮宿落峭石。即此处也……盱水，在县东二百一十步，

源出南当山，西北沿流至临川县石门，改为汝水。《汉书·地理志》云：‘盱水，西北至南昌入湖汉也。’”②

可知谢灵运还作有写落峭石的诗，《初发入南城》中“且以欢水宿”之水约即指盱水。③

元嘉九年（432）雷次宗、荀雍曾至临川（治临汝县，今江西抚州临川区）探访谢灵运。雷次宗离开临

川前，谢灵运作《送雷次宗》，诗云：“符瑞守边楚，感念凄城壕。”（《初学记》卷十八）临川地战国

时属楚国，故以“边楚”指代之。荀雍为谢灵运好友，雍到临川探访灵运时所作《临川亭》，约元嘉九年

作于临川。元嘉十年谢灵运被押往广州前作《临川被收》。④

 （四）庐陵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庐陵太守，庐陵本县名，属豫章，汉献帝兴平元年，孙策分豫章

立。”⑤东吴时庐陵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吉安市大部（不包括新干县、安福县、永新县等）与赣

州市大部（不包括宁都县北部一角，即东韶乡、萧田乡等），治石阳（今江西吉安市吉水县东北）。吴嘉

禾五年（236）,析庐陵郡置南部都尉，晋太康三年（282 年），罢庐陵南部都尉，置南康郡，治雩都（今江

西赣州市于都县），南康郡之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赣州市大部（不包括宁都县北部一角，即东韶乡、萧

田乡等）。此后庐陵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吉安市大部（不包括新干县、安福县、永新县等），仍治石阳。

梁天监间吴均在江州刺史建安王萧伟幕府，其间曾至庐陵，作有《使庐陵》。建安王萧伟《梁书》卷

四十九《文学传·吴均》：“建安王伟为扬州，引兼记室，掌文翰。王迁江州，补国侍郎，兼府城局。还

除奉朝请。”⑥《 梁书》卷二《武帝纪》：“天监九年六月癸酉，以中抚将军、领护军建安王伟为镇南将

军、江州刺史。十一年春正月，镇南将军、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仪同三司。十二年秋九月戊午，以镇南将

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伟为抚军将军，仪同如故；领中权将军王茂为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

之仪、江州刺史。”⑦则吴均天监九年秋至十二年秋在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幕府。诗云：“风急雁毛断，冰

坚马蹄落。”（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则该诗作于在江州期间的某个冬季奉刺史萧伟之命到庐陵时。

 《梁书》卷四十九《何逊传》：“时有会稽虞骞，工为五言诗，名与逊相埒，官至王国侍郎。”⑧何

逊曾在江州刺史建安王伟幕，大约虞骞亦随萧伟在江州，期间亦曾至庐陵郡，作有《游潮山悲古冢》。

据《明一统志》卷五十六：潮山在泰和县西五十里。唐武德间，四祖禅师飞锡至此结庵，庵成之，初水逆

流至庵前，奔湍迅急，其声若潮，因名。泰和县，南朝时称西昌县（治今江西泰和县西），隋开皇九年更

名安丰，十一年因“地产嘉禾，为和气所生”而更名泰和。在庐陵时曾至西昌游潮山见古冢而作是诗。
 （五）安成郡
孙皓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郡置安成郡，属扬州，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归荆州，晋惠帝元康

元年（291）置江州，安成郡归江州。西晋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西省辖宜春市之市区，萍乡市，吉安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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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县、永新县、井冈山市，新余市，等。治平都县（今江西吉安市安福县）。

东晋义熙十一年，安成太守谢瞻与在建康的从弟谢灵运作诗遥赠远答。谢灵运《赠安成》序：“从兄

宣远，义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成，其年夏赠以此诗，到其年冬有答。”则谢瞻《于安成答灵运》义熙十一

年（415）冬作于安成。谢瞻《答灵运》云：“夕霁风气凉，闲房有余清。开轩灭华烛，月露皓已盈。独夜

无物役，寝者亦云宁。忽获愁霖唱，怀劳奏所成。叹彼行旅艰，深兹眷言情。伊余虽寡慰，殷忧暂为轻。

牵率酬嘉藻，长揖愧吾生。”（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五之李善本）在“忽获愁霖唱”下《文选》卷二

十五该诗李善注引谢灵运《愁霖诗序》：“示从兄宣远。”①宣远正是谢瞻字，可知谢灵运作《愁霖诗》

赠谢瞻（已佚），谢瞻作是诗答谢灵运。大约亦义熙十一年作于安成。

二、闽文化区

 （一）建安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建安太守，本闽越，秦立为闽中郡。汉武帝世，闽越反，灭之，

徙其民于江、淮间，虚其地。后有遁逃山谷者颇出，立为冶县，属会稽。……后分冶地为会稽东、南二部

都尉。东部，临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吴孙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为建安郡。”②东吴永安三年

 （260）分会稽郡南部立建安郡，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市）。西晋太康三年（282）分建安郡立晋安郡，

此后建安郡辖境大体相当于今福建省辖南平市、三明市大部（不包括宁化县、清流县、永安市等）以及宁

德市北部一角（寿宁县等）。

江淹元徽二年（474）秋至五年春出任吴兴令，在吴兴县（今福建浦城县）期间多有诗作。初到吴兴时

作有《迁阳亭》。《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七：“（浦城）县北三十里至仙阳街，宋初置迁阳镇，并设监

官于此，绍兴初废。俗曰仙阳。”③浦城即刘宋时建安郡吴兴县，即今福建浦城县，今浦城县仍有仙阳

镇，仙阳即迁阳之俗称，或音近而讹。诗云：“揽泪访亭候，兹地乃闽城……伊我从霜露，仆御复孤

征。”（《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本《梁江文通文集》卷三）是诗约该年深秋初至吴兴县时作。在吴兴期

间作有《渡泉峤出诸山之顶》，泉峤即泉山。《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一《江南东道十三》：“泉山在（浦

城）县东北六十里，《记》云：山顶有泉分为两派，一入处州，一入建溪，即《汉书》朱买臣言东越王保

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即此山。”④建安县为建安郡治所，治今福建建瓯市。《太平寰宇记》引

朱买臣言对泉山之险的描述，与诗中“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鹰隼既厉

翼，蛟鱼亦曝鳃。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四部丛刊》影明翻宋本

 《梁江文通文集》卷三）相合。《草木颂》十五首、《采石上菖蒲》《山中楚辞》五首、《杂三言》五

首，约亦作于吴兴，多描述南国奇异景象。⑤还作有《游黄蘖山》，《浦城县志》卷三：“黄蘖山在毕岭

里，距城九十里。江淹诗云‘闽云连越边’即其地。”据该书卷二毕岭里在浦城县永兴乡。⑥则黄蘖山正

在吴兴县。《读书方舆纪要》载福建福清县、古田县亦有黄蘖山，但两县离浦城甚远，并非江淹所游者。

在吴兴期间还作有《应谢主簿骚体》（谢主簿原诗已佚）、《就谢主簿宿》（二诗之谢主簿事迹未详）、

 《悼室人》十首等⑦。离吴兴县回建康前作有《还故国》，故国指刘宋都城建康。⑧

梁天监六年（507）到溉任建安太守（治建安县，今福建建瓯），曾赠班竹杖给任昉并作《饷任新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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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杖因赠》，任昉是时为新安太守（治今浙江淳安县西北），作《答到建安饷杖》以酬答到溉。任昉又求

二彩段并作《寄到溉》，到溉在建安又作《答任昉》以答之①。陈时孔德绍曾游泉山，作有《南隐游泉

山》，泉山在浦城县（今福建浦城），陈尚君指出孔德绍事窦建德后不复南归。②孔德绍为会稽人，或许

陈时孔德绍曾隐居泉山一带，则是诗大约开皇间游泉山时作。
 （二）晋安郡
 《宋书》卷三十六《州郡志二》：“晋安太守，晋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③辖境大致相当于今

福建省辖宁德市（不包括北部一角寿宁县等）、福州市、莆田市、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大部、三明市

西南部（宁化县、清流县、永安市等）、龙岩市，等。治侯官（今福建福州市）。

南齐永明末建武初，王德元为晋安太守，王僧孺为晋安郡丞，僧孺曾作有《在王晋安酒席数韵》。

 《梁书》卷三十三《王僧孺传》：“仕齐，起家王国左常侍、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

阳尹，召补郡功曹，使僧孺撰《东宫新记》。迁大司马豫章王行参军，又兼太学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开

西邸招文学，僧孺亦游焉。文惠太子闻其名，召入东宫，直崇明殿。欲拟为宫僚，文惠薨，不果。时王晏

子德元出为晋安郡，以僧孺补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诏举士，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表荐秘书丞王暕

及僧孺。”④王僧孺自入仕就受到王晏提携，《南齐书》卷二《武帝纪》：“永明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

尉豫章王嶷为大司马……十年夏四月辛丑，大司马豫章王嶷薨。”⑤《 南齐书》卷四十二《王晏传》：

 “永明六年，转丹阳尹，常侍如故。晏位任亲重，朝夕进见，言论朝事，自豫章王嶷、尚书令王俭皆降意

以接之，而晏每以疏漏被上呵责，连称疾久之。上以晏须禄养，七年，转为江州刺史，晏固辞不愿出外，

见许，留为吏部尚书，领太子右卫率……（建武四年）元会毕，乃召晏于华林省诛之……晏子德元，有意

尚。至车骑长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谓晏曰：‘刘湛、江湛，并不善终，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

与弟晋安王友德和俱被诛。”⑥则王僧孺永明六年为王晏丹阳尹功曹，七年为豫章王行参军，《资治通

鉴》卷一百三十八《齐纪四》：“永明十一年正月丙子，文惠太子长懋卒。”⑦因文惠太子去世，王僧孺

未任东宫僚属，而出为晋安郡丞，结合王融《别王丞僧孺》：“首夏实清和，余春满郊甸。花树杂为锦，

月池皎如练。如何于此时，别离言与面。”（章樵注《古文苑》卷九）可知王德元出为晋安郡丞在永明十

一年初夏。《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建武四年，春正月丙辰，尚书令王晏伏诛。”⑧王晏子晋安太

守王德元亦被杀。王僧孺因王德元被杀，而解晋安郡丞。则永明十一年至建武四年春王僧孺在晋安郡。该

诗大约作于此间。在晋安期间王德元曾作诗遥赠在建康的谢朓（王诗已佚），谢朓作《酬王晋安》以答。

谢诗云：“梢梢枝早劲，涂涂露晚晞。南中荣橘柚，宁知鸿雁飞。拂雾朝青阁，日旰坐彤闱。怅望一途

阻，参差百虑依。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六）意指又一年春去秋来，但

王公子德元还是没有归来。则王、谢作诗赠答约在王德元前往晋安后一年，即延兴元年秋。谢朓于永明十

一年秋自随王子隆西府回建康。诗中“青阁”“彤闱”指朝堂，当时谢朓为骠骑咨议，领记室，掌霸府文

笔，又掌中书诏诰。“南中”诗句中想象闽地之景。

陈天嘉四年十二月讨闽州刺史陈宝应，释惠标在陈宝应起兵前赠宝应诗（见《陈书》卷十九《虞寄

传》）。闽州治候官，是诗大约是时作于此地。王胄作有《卧疾闽越述净名意》。《隋书》卷七十六《王

胄传》：“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胄性疎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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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颍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

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

时年五十六。所著词赋，多行于世。”①王胄潜回江左，为吏所补，恐怕没有逃往闽越之可能性。《陈

书》卷五《宣帝纪》：“太建七年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将军、南徐州刺史鄱阳王伯山为征南将军、江州刺

史……十一年六月庚辰，以镇前将军豫章王叔英为镇南将军、江州刺史。丙戌，以征南将军、江州刺史鄱

阳王伯山为中权将军、护军将军。”②王胄为鄱阳王伯山法曹参军，大约太建七年冬十月随伯山前往江

州，建安郡、晋安郡皆属于江州，大约太建七年冬至十一年夏随伯山在江州时曾至闽越卧疾小住（按序中

所言“弥留旬朔”）作是诗。

三、结 语

江州诗歌现可知约有 203 首，现存约 195 首。其中豫章诗 2 首，寻阳诗 136 首（另有 6 首已佚），临

川诗 6 首，庐陵诗 2 首，安成诗 1 首，建安诗 45 首（另有 1 首已佚），晋安诗 2 首（另有 1 首已佚），

另有 1 首作于建安或晋安郡。现可知江州作者有：谢瞻、湛方生、慧远、刘程之、王乔之、张野、陶渊

明、郭主簿、戴主簿、庞参军、胡西曹、张诠、庞遵、王弘、谢灵运、荀雍、谢庄、鲍照、江淹、谢主

簿、吴迈远、谢朓、刘孝绰、吴均、何逊、江革、虞骞、王僧孺、王德元、萧纲、萧绎、到溉、庾肩吾、

朱超、张正见、刘删、阴铿、释惠标、王胄、孔德绍、高丽定法师等。另外萧统在建康所作一诗写及寻阳

之景，谢朓在建康所作一诗写及闽地之景。其中湛方生、慧远、刘程之、王乔之、张野、陶渊明、郭主

簿、戴主簿、张诠、庞遵等是居于寻阳的文士，别驾、主簿等常会征当地人，王乔之（江州刺史孟怀玉别

驾）、郭主簿、戴主簿、庞遵、胡西曹等很能是寻阳当地人。张正见梁末曾隐居庐山，其他文士大都曾在

江州任职。江州籍文士中现可知有诗歌又有文集者：寻阳陶渊明、豫章湛方生③，现无可知诗歌而有文集

者：豫章熊远、熊鸣鹄（熊远从子）、喻希、雷次宗等。另外隐居寻阳之释慧远（雁门人）、张野（南阳

人）、刘程之（彭城人）等现可知有诗歌且有文集，周续之（雁门人）无可知诗歌而有文集。寻阳、豫章

在江州诸郡中开发较早、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故江州文士主要出于此二郡，侨居者亦主要居于是。

陶渊明在东晋义熙间已经彻底隐居。他在寻阳大量作诗，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故乡大

量作诗者（现可知寻阳诗八十余首），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之一。寻阳成就了陶渊明的田园诗风。陶渊明

的田园诗不是泛泛而谈田园的宁静，而是躬耕于家乡寻阳的真实田园生活的描述，如《和郭主簿》其一：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余滋，旧谷犹

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

用忘华簪。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

发念善事，黾勉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

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在已何怨天，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于我

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二诗见于元刻本汤汉《笺注陶渊明集》卷二）比较全面反映了陶

渊明的隐居躬耕生活。陶渊明既非居于名山以隐居为捷径的“聪明人”，他不是通过隐居而追求高操、固

穷名声，亦非心如枯井的苦修者，亦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的所谓名士。辛苦劳作，累了能悠然看一下远

处的南山，就是一种大自在。家乡的山水和隐逸文化，亲历的劳作，注重精神内涵的读书方式，成就了陶

渊明任真、顺自然的人生观，而这又造就了陶渊明自然平淡之中见真醇高远的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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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道衡先生指出：“从玄言诗向山水田园诗的转变，不但在长江下游今江浙一带的文人中进行着，在

靠近中游的江州一带同时也有所表现，只是两地的文风并不相同，在长江下游出现了以颜谢为代表的典雅

古奥之作，而江州一带则偏于质朴平易。”①但陶渊明等隐士的诗风在南朝影响较小、终不占主流，且江

州诗歌创作根基还不深厚，故陶渊明后寻阳不大再有本土诗人，也不大再有田园隐逸诗风的继承者，此后

寻阳诗作者基本是在此地为官或途经此地者。南朝时这些诗人（多为居于长江下游的侨姓士族文士）将他

们的诗风带到了寻阳，同时他们也受到寻阳隐逸文学田园诗歌传统和寻阳山水的感染，两者结合形成新的

寻阳诗风，当然长江下游诗风对以寻阳为代表的江州诗风的影响更多些。谢灵运《登庐山绝顶望诸峤》：

 “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闭。峦陇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霜雪。”（宋本《艺文类

聚》卷七）写出庐山重峦叠嶂、山高林密，山顶积雪等特点。约受寻阳文化影响，诗风亦较此前的大谢诗

清新些。鲍照《登庐山》其一：“悬装乱水区，薄旅次山楹。千岩盛阻积，万壑势回萦。巃嵸高昔貌，纷

乱袭前名。洞间窥地脉，竦树隐天经。松磴上迷密，云窦下纵横。阴冰实夏结，炎树信冬荣。嘈囋晨鹍

思，叫啸夜猿清。深崖伏化迹，穹岫閟长灵。乘此乐山性，重以远游情。方跻羽人涂，永与烟雾并。”

 （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卷八）除了最后两联，其余各联皆对仗，没有了大谢山水诗的形成交待，而

以赋的手法铺叙庐山之险峻，并且文字奇峭（这亦是对大赋的继承），方东树云：“欲学明远，须自庐山

四诗入，且辨清门径，引入作涩一路，专事炼字炼句炼意，惊创奇警生奥，无一笔涉习熟常境。杜、韩于

此，亦所取法。然非三反静对，不知其味。浚发心思，益人神智。”②方东树正是从鲍照诗的奇崛险涩和

赋的铺叙等来谈鲍照诗特点的，确实杜甫、韩愈的一些长篇排律中有此特点。末四句以游仙结尾，既是对

游仙诗的继承，亦是对大谢玄言诗尾巴的另一种继承，游山最终为此山所吸引而向往游仙，这也是后世山

水题材之作常有的抒情模式。《从登香炉峰》手法类似，亦铺叙山景，炼字之迹刻露，风格险涩。

江淹《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广成爱神鼎，淮南好丹经。此山具鸾鹤，往乘尽仙灵。瑶草

正翕赩，玉树信葱青。绛气下萦薄，白云上杳冥。中坐瞰蜿虹，俛伏视流星。不寻遐怪极，则知耳目惊。

日落长沙渚，曾阴万里生。藉兰素多意，临风默含情。方学松柏隐，羞逐市井名。幸承光诵末，伏思托后

旌。”（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二之李善本）该诗同为写庐山，较之鲍照诗写景相对清新，亦是以羡慕

游仙隐居结尾，但相对来说抒情成分有所增加。江、鲍庐山诗显出一种与他们平常诗风不同的苍劲雄浑之

风，这不能简单认为是大谢诗风的影响，江、鲍皆非贵族，谢灵运诗中的贵族游山之气，是他们难以完全

学到的，江、鲍庐山诗的这类风格，与庐山雄奇而兼秀美之景的感染力有很大关系，鲍照更多得庐山之

雄，江淹更多得庐山之秀。亦可证江淹、鲍照在文学史上处于大谢到永明体过渡地位。梁代时曾经过寻阳

的萧统和在江州任刺史的萧纲受到寻阳雄奇山水的感染，也曾分别写出了《示云麾弟》《应令》这样磅礴

而飞动的诗篇。

何逊第一次在江州时曾与沈峻、鱼司马分别，作有三首送别诗，又与天监十二年春回建康的刘孝绰唱

和，第二次在荆州时与同在庐陵王萧续幕府的江革联句。何逊作于江州的诗歌多数不超过十二句，可见这

是他诗歌进一步实践以形成清新流畅风格的重要阶段。何逊的寻阳诗中还有一些好用民歌句式也是特点之

一，如《与沈助教同宿湓口夜别》：“我为浔阳客。戒旦乃西游。君随春水驶。鸡鸣亦动舟。”（《六朝

诗集·何水部集》卷二）《日夕望江赠鱼司马》：“湓城带湓水，湓水萦如带。日夕望高城，耿耿青云

外。”（《玉台新咏》卷五）或许受到寻阳地方民歌的影响。现可知有《寻阳乐》：“稽亭故人去，九里

新侬还。送一便迎两，无有暂时闲。”（《玉台新咏》卷十）

张正见写寻阳山水之作，基本已采用新体诗，多为新体诗的标准句数，以十句、八句为多，律句比例

亦高。善写细小之景，如《还彭泽山中早发》：“摇落山中曙，秋气满林隈。萤光映草头，鸟影出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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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暑避日尽，断霞逐风开。空返陶潜县，终无宋玉才。”（《庐山记》卷四）张正见说他只是返回陶潜当

年隐居之县，但终究没有宋玉的才能，张正见对陶渊明隐居寻阳的文化意义有一定认识，但张正见最终认

为宋玉才是有文学才能，正说明他也只是认识到陶渊明是高洁的隐士，没有对陶渊明的诗歌有更深的认

识。胡应麟：“张正见诗，华藻不下徐陵、江总，声骨雄整乃过之。唐律实滥觞于此，而资望不甚表表。

严氏诮其‘虽多亦奚以为’，得无以名取人耶。”①

寻阳山水还启人哲思，增强了诗歌的哲理性。东晋湛方生《帆入南湖》：“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

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严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

迭先后。”（宋本《艺文类聚》卷二十七）“彭蠡”四句写庐山、鄱阳湖之形胜。“此水”六句则以广阔

的宇宙、人世为背景思考人生、历史。湛方生《还都帆诗》亦有“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宋本《艺

文类聚》卷二十七）这样有哲思的诗句。谢灵运《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

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狖，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攀崖

照石镜，牵叶入松门。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灵物吝珍怪，异人秘精魂。金膏灭明光，水碧缀流温。

 （奎章阁藏《文选》卷二十六之李善本）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是诗为谢灵运生命最后阶段所作，

写景清新朗丽、自然空灵。“千念”二句及“三江”二句，启人以生命、人事的思索，大约受到湛方生诗

的一定影响，开启了《春江花月夜》等写景中穿插启人哲思的警句的行文结构。湛方生、谢灵运诗歌的大

气深邃的哲思，谢灵运诗还从以往的繁冗转为清新,与他们的玄学修养当然有很大关系，但另一方面庐山、

鄱阳湖的形胜与浩渺确也启发了他的哲思、开拓了他的胸襟。刘删《登庐山》：“野烟出炉上，山花落镜

前。危梁取大壑，瀑布桂（挂）中天。秦始眺宇宙，汉武上旌旃。结庐分往籍，留艑映遐年。”（《庐山

记》卷四）“瀑布桂（挂）中天”对李白“遥看瀑布挂前川”有一定启示，“秦始”两句更是在宏阔的宇

宙人世中思考历史人生。

江州之闽文化区即建安郡和晋安郡，现可知大约在南朝时首次成为诗歌创作地，江淹是较早在闽地作

诗者，刘宋元徽二年（474）秋江淹出为吴兴令（治今福建浦城）而留下了一些写闽地山川风物的诗篇，如

 《游黄蘗山》：“长望竟何极，闽云连越边。南州饶奇怪，赤县多灵仙。金峰各亏日，铜石共临天。阳岫

照鸾采，阴溪喷龙泉。残杌十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四部丛刊》影明翻宋

本《梁江文通文集》卷三）《草木颂》描绘了金荆、相思、豫章、栟榈、杉木、柽、杨梅、山桃、山中石

榴、木莲、石上菖蒲、黄连、薯蓣、杜若、藿香等南国植物。《杂言诗》三首写了构象台、访道经、镜

 《论语》，展现了作者在吴兴贯通儒释道的生活。江淹诗歌本身有楚辞之风，闽地的奇山异水更增加了江

淹诗歌的瑰丽色彩。齐梁陈时期虽有到溉、王僧孺等在闽地的创作，但该时期闽地留存作品很少。

六朝江州地区除了寻阳郡在晋宋之际有陶渊明等隐居于此的文士（主要是次等士族或庶族文士，其中

不少为江州籍人）较多在此作诗外，大多数时期江州诗歌是著名文士在此为官或途经此地而作，陶渊明之

后的寻阳诗也是如此。尽管现可知的寻阳诗中陶渊明及其他晋宋之际隐逸诗人所作就有近百首，占寻阳诗

约百分之七十有余，占江州诗约百分之五十有余，但这也只占六朝江州诗歌史的一小段。寻阳因沿长江而

成为中下游往来的必经之地，又是江州治所，因而诗歌创作相对兴盛，南朝时此地各朝皆有诗歌。陶渊明

一人所作就能占现可知江州诗歌的百分之四十多，说明其他诗人在江州作诗并不多。何况陶渊明之后罕有

江州籍诗人，更不要说在本土作诗了。所以大诗人陶渊明及其同游的创作，并不能证明江州地区在六朝时

期诗歌创作（尤其是本土诗人的创作）一直是繁荣的，何况陶渊明的诗风对南朝影响有限。同属江州赣文

化区北部的豫章郡尤其是南昌一带开发较早，文化亦相对发达，现可知曾有文集的文士有熊远等五人，皆

为南昌人，但现无可知诗歌的文士。诗歌是六朝重要的文学体裁，这几位的文集中或有诗歌，也应有本土

诗人曾在此作诗，惜未留存。赣文化区南部和闽文化区（即建安郡、晋安郡）六朝时还开发有限，那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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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知的本土籍文士，诗人在此为官或经过此地也较少。著名文士离开后，诗歌创作即重归沉寂。不过，

虽然总体上六朝时期江州大多数地区本土诗人还不多，但该时期的诗歌创作为唐代江州地区诗歌的繁荣打

下了基础。唐代赣文化区有诗人 82 位，闽文化区有诗人 101 位。①这正是六朝江州文化积淀的成果。

〔本文为上海市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项目（上海师范大学中华典籍与国家文明战略创新团队）、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魏六朝诗地理考”（19FZWB056）、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北朝

元氏文学家族研究”（2018BWY02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东亚唐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48）
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On Jiangzhou Poetry in the Six Dynasties
LU Lu

Abstract:   Jiangzhou  district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regions  in  the  Six  Dynasties,  and

poetry  creation  was  prosperous  there.  Jiangzhou  cultural  district  was  composed  of  the  cultural  district  of

Gan (“赣” ) which  contained  such  prefectures  as  Yuzhang,  Xunyang,  Poyang,  Linchuan,  Luling,  Ancheng

and Nankang, and of the cultural district of Min (“闽”) which comprised Jin’an, Jian’an and so on. Xunyang

was  an  area  where  appeared  most  of  Jiangzhou  poetry.  Tao  Yuanming  was  a  poet  with  most  of  poetry

creation  in  this  district,  and  one  of  the  few  poets  who  stayed  in  their  hometown  all  along  producing

numerous poems. This became one of Jiangzhou poetry characteristics and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Xunyang

reclusive  poetry.  Because  of  Xunyang’ s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poets  of  later  generations  created  some

poems when passing b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iangzhou landscape and the traditional poetry style,  there

came into being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refreshing and smooth style, which motivated the formation of the

fresh and natural poetic style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As for Min cultural district, poetry creation in Jin’an

was  most  flourishing.  Most  of  these  poems  were  composed  by  Jiang  Yan,  the  magistrate  of  Wuxing,

influenced by the specific scenery and products, and bestowed with a Lisao style (“骚体”).

Key words:  the Six Dynasties, Jiangzhou region, poetry, literary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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