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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郡谢氏是六朝极具盛名的世家大族，家族中人才

济济，其中尤以谢灵运为甚，其山水诗的创作为后世文

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纵观谢灵运一生的文

学创作，其取得的文学成就离不开家族的影响。本文拟

从陈郡谢氏的兴衰、家族传统及政治经济这三大因素观

照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发展，以期进一步理解谢氏家族

的兴衰与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关系。1

一、陈郡谢氏的兴衰

“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东晋时期，

“王谢”之一的陈郡谢氏日益兴盛，并在谢安、谢玄的

领导下于淝水之战后达到顶峰，晋末宋初开始逐渐走向

衰败，陈之后谢氏家族逐渐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作者简介：周静怡（2001-），女，汉族，江西省萍乡市，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2019级本科生，汉语言文学师范。

在政治上，自谢鲲起谢氏家族的成员在正史之中有

了独立的传记。谢鲲（281 年 -324 年），字幼舆，太保谢

安的伯父，“江左八达”之一，历任江州长史、豫章太

守。谢鲲善清谈，喜读《老》《易》，成为名士王衍所亲

善的“四友”之一，在当时社会中享有极高声誉，也为

家族文化由儒入玄奠定了重要基础。自谢鲲时期开始谢

氏家族在东晋世家大族中有了一席之地，其子侄相继出

任豫州刺史等职位，推动谢氏家族进一步发展。北伐兵

败后，侄谢万被废，谢安为维系家族荣誉毅然出仕，历

任吏部尚书、尚书仆射等官职，成功进入东晋权力中枢，

并在桓温死后着力提拔谢氏子弟，谢玄即为其中佼佼者。

谢玄主持创立北府兵，为谢氏家族奠定武力基础。公元

383 年，淝水之战爆发，谢安为主帅，谢玄任先锋大败苻

坚。两年后，谢安病逝，被封为庐陵郡公，谢石、谢玄、

谢琰相继受封，至此谢氏一门四公，盛极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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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鼎盛的背后却暗藏危机，谢氏家族的声望与强

大的武力基础让皇帝颇为忌惮。公元 385 年，谢安主动

交权避祸，病逝于归隐途中。同年，谢灵运出生。在谢

灵运三岁时，谢玄病逝，至此烜赫一时的谢氏家族在农

民起义与刘宋皇权更迭的双重打击下无可避免地走向衰

落。

在思想上，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导致门阀

观念日重，士族间清谈之风盛行，为了迎合当时社会风

气，谢鲲一改儒学家风，崇尚玄学，并引导经学玄学化，

使家族得以成功步入士族之林。但是家族内部文化仍带

有浓重的儒学色彩，从其子谢尚有着“此儿一坐之颜回

也”的美誉可看出。经过谢万、谢安等几代人的发展，

谢氏家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积淀与传承，并对谢灵运的

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经济上，“寻坐家僮取官稿除名”证明谢家有一

定经济实力，但是从“取官稿”中又可看出谢家尚不十

分富裕，与当时的名门望族比仍有较大差距。谢尚、谢

万、谢安开始与东晋望族联姻，以此寻求政治经济地位

上的提高。至谢安时期“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

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谢氏家族财

富可见一斑。谢混死后，“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役

千人”，由此可见，谢家产业雄厚，至谢灵运继承时仍是

“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

二、家族思想传统与谢灵运的文学创作

究其根本，谢灵运的文学创作与其家族思想传统密

不可分。谢氏家族的思想兼收玄学、道家、佛家三种思

想理念，加之家族素有放荡不羁、不拘小节的行为特征，

影响了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基调。而谢混作为谢灵运山水

诗创作的引路人，对谢灵运实现从玄言诗向山水诗的转

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谢鲲好玄风。据《晋书·谢鲲传》记载：“鲲少知

名，通简有高识，不修威仪，好《老》《易》”①对玄学

的追求深深影响了谢鲲的言行举止，他“优游寄遏，不

屑政事，从容讽议，卒岁而已”。尽管谢鲲只是把追求玄

学作为自己进入权力中枢的一个工具，但作为谢氏家族

的掌权人物，其玄学思想渗透进家族思想传统中，为以

玄著称的谢氏家族在魏晋士林中占有一席之地奠定基础。

谢灵运继承了谢鲲好玄风的传统和思想，并着重体现在

他的文学创作中，如《登永嘉绿嶂山诗》。诗歌大体上可

分为两层，从开头至“蔽翳皆周悉”是第一层，主要记

述游览经历及沿途所见风景，“蛊上贵不事”至结尾是第

二层，富含大量的玄理思想，“颐阿竟何端，寂寂寄抱

一。恬如既已交，缮性自此出”这两句诗体现了老庄物

我合一，恬静无为的养生之道，谢灵运于山水自然中体

味老庄人生哲学。

谢氏家族自谢安开始有明显的道教信仰，这可从他

的交往活动中看出。据《云笈七签》记载：“晋太傅谢安

时为吴兴太守，见黄白光，以问昺，昺曰：君先世有阴

德於物，庆流后嗣，君当位极人臣”，杜昺即为五斗米

教（即道教）的传人。谢玄与杜昺的往来也影响着整个

谢氏家族的信仰，谢玄等人也与道教人士有着密切来往。

谢灵运自小便被寄居在钱塘道士杜炅家中，在道家思想

的耳濡目染之下，谢灵运的文学作品中无可避免地体现

出了道家因素。从《山居赋》中可以看出谢灵运非常推

崇庄子，其云“虽未阶于至道，且缅绝于世缨。指松菌

而兴言，良未齐于殇彭”，这与庄子在《逍遥游》中体现

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谢灵运更是在《山居赋》中直接

提到了庄子，“庄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数经

历名山，遇余岩室，披露其情性，且获长生。方之松菌

殇彭，邈然有间也”。

魏晋时期佛教影响日益扩大，当时为宣传佛教思想，

佛学逐渐与玄学清谈合流，世家大族也深受佛学的影响，

谢家亦不例外。《晋书·谢安传》曾记载：“寓居会稽与王

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戈山水，入则

言咏属文”，当时谢家除了谢安，还包括谢玄也与名僧交

往密切，在《世说新语》中提到谢玄在服丧期间仍与僧

侣畅谈至傍晚，从中可以看出谢氏家族受佛教思想的熏

陶已久。至谢灵运时，佛教经过长久的发展，逐渐摆脱

了玄学的外壳，开始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谢灵运继承

了家族内部玄学与佛学交融的思想，其本人佛学修养极

高，与当时几位佛教高僧私交甚好，曾著《辨宗论》，宣

扬道生顿悟之义，又注《金刚般若》并和慧严等高僧修

改佛教经典《涅槃经》，为当时佛教思想的宣传做出了突

出贡献。

谢氏家族素有不拘小节、放荡不羁的名士做派，在

谢灵运身上则表现得尤为明显。谢灵运饱览诗书，极具

才气，文帝曾赞其诗书为“二宝”。凭借对自身才华和

家世的自信，灵运对从政抱有极高期待。但出于对谢氏

的忌惮等多方面原因，文帝并没有在政治上重用谢灵运，

加之灵运深受家族不循礼教、清高自傲的性格特征影响，

导致他在政治上多偏激之举，遂数次被贬。“士不遇”

的经历加重了灵运性格中偏激的一面，例如《初发石首

城》《自叙》等均表达了谢灵运内心深处的愤懑不满。

谢混对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具有启发意义，他作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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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诗的首倡者，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开启由玄言诗向山水

诗转变的先河。谢混（？— 412 年），字叔源，为谢灵运

从叔，少聪慧，长于诗文，时人王珣赞曰：“谢混虽不及

真长，不减子敬”。《宋书·谢弘微传》提到“混风格高

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

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从中

可以看出谢混生性孤傲，不擅交际，但重视与子侄在文

学、义理等方面的交谈讨论。《南史》中也提到谢混对谢

灵运的态度，“从叔混特知爱之”，且曾作诗“康乐诞通

度，实有名家韵，若加绳染功，剖莹乃琼瑾”来赞赏谢

灵运的诗文颇有创意，具有名家风范，若加以雕琢，必

成美文琼诗，而在乌衣巷中的这段经历也对谢灵运的文

学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宋书》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

气”，而谢混的诗歌主张与清新诗风对谢灵运后来在诗歌

创作上扭转玄言诗风，从而创作出真正的山水诗产生了

不可磨灭的影响。除了谢混，其他家族长辈对谢灵运的

文学个性塑造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三、谢氏家族的政治经济对谢灵运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政治地位的削弱

公元 385— 388 年，谢安、谢玄的相继去世对谢氏家

族造成了极大打击，虽然此时的谢家声望依旧，但实质

上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隆安三年十月，孙恩起义一

爆发便得到了会稽、吴兴、永嘉等八地支持，纷纷杀长

吏以聚之，而这些长吏或多或少都与谢氏存在一定的利

益往来，这严重威胁了谢氏家族的政治利益。又有《南

史列传·谢弘微传》云：“东乡君薨，遗财千万，园宅十

余所，又会稽、吴兴、琅琊诸处。”②由此可见，谢氏家

族的根基主要集中在浙东地区，而孙恩的这场起义不但

直接破坏了谢氏的经济利益，更是杀害了众多谢家嫡系

子弟，导致谢家受到重大打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谢

家“遣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讨之。”（《晋书·孙

恩传》）然而孙恩使计麻痹了谢琰，致使谢琰及其子阵前

被杀。谢琰之死让北府军的兵权落到了刘牢之手中，至

此谢家又失去了有力的军事臂膀。

孙恩之乱对谢氏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均造成了

不小的影响，紧接着占据了军事优势地位的刘裕借机夺

取政权，于公元 420 年建立了刘宋王朝。刘裕登基后以

儒术为尊，对好玄风的世家大族进行了打击，而显赫的

谢氏家族首当其冲。刘裕重用寒门，整顿吏治，为维护

政权清理了大量士族官吏，谢氏家族的政治力量又一次

遭到了削弱。据《宋书·谢灵运传》记载：“高祖受命，

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俸禄减少四分之三的谢灵运

对朝廷已然有了不满，加上刘义符即位后权臣当道，谢

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被徐羡之等人忌惮并设法

贬为了永嘉太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仕途的失意却使得谢灵运在

文学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据《宋书·谢灵运传》记

载，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邀，遍历诸县，动逾旬朔，

民间听讼，不复关怀。”灵运将心中的失意寄托于永嘉及

其附近秀丽的风景之中，在任太守的短短一年之中就写

下了如《登池上楼》《登永嘉绿嶂山》等优秀山水诗。这

些作品大多在描写自然风景的同时仍是带有玄言意味，

在隐逸之志下又难掩抑郁激愤之情。如在《登池上楼》

中，作者以“潜虬”喻清高孤傲的生活，以“飞鸿”喻

积极入世的追求，然而这两种愿景作者却都难以实现，

在感慨时运不济之下他只能安慰自己“持操岂独古，无

闷征在今”。

在还归故乡始宁后，其对自身的伤怀之感与对家族

的忧虑之情凝结出对于先祖的愧赧难安，于是他作《述

祖德》诗二首来表达自身对先祖难以言说的愧疚与不安。

他写道：“委讲辍其论，改服康世屯”，赞美祖父不慕名

利，一改谈玄说道之风转而从武，抗击敌军，从中对祖

父的尊崇可见一斑。宋文帝即位后，由于对谢灵运的才

华极为欣赏，遂任命其为秘书监，后令灵运撰《晋书》。

事实上，这并非是皇帝重用谢灵运的表现，而恰恰体现

了对谢氏家族的忌惮，这一任命仅是对于灵运本身文学

成就的肯定。自此，灵运对仕途之事哀默绝望，故常常

称疾不朝，终上书求归。或许是对自身坎坷仕途的绝望，

他在行事上更加放浪形骸，最终于公元 433 年以叛逆罪

处死。

（二）富足的庄园经济

公元 280 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颁布占田、课田

令，据《晋书·食货志》载：“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

以贵贱占田……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

族，少者三世。”公元 383 年由谢安领导的淝水之战大

捷，令谢氏家族跻身于一流门阀世家之中，基于此制度，

谢氏庄园经济迅速发展，至晋末宋初时形成以此为主的

经济形态。

晋安帝元兴二年，谢灵运承袭康乐县公，据《宋

书·谢灵运传》记载：“灵运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

及墅。”谢氏家族强大的经济底蕴为谢灵运纵情山水奠

定了坚实基础，谢灵运在《山居赋》写道：“其居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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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右江。往渚还汀，面山背阜，东阻西倾……观风瞻云，

方知厥所。”谢灵运居处清幽，依山傍水，风景秀丽，这

深切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题材并提供了无限灵感。即使

是在谢氏家族逐渐没落的后期，丰厚的家族基业仍然为

仕途失意的谢灵运纵情山水且继续文学创作提供了条件，

这也促使谢灵运创作了大量极富个人特色的山水诗。

谢灵运的诗歌中景物描写的颜色对比度强，意象密

集，多运用铺陈排比、移步换形，表现出富艳精工的风

格。例如“陵隰繁绿杞，墟囿粲红桃”“初篁苞绿籀，新

蒲含紫茸”等，诗句中将“红绿”“绿紫”组合，颜色浓

烈，抓取出景物的主要特色。谢灵运的诗句中运用了大

量铺陈排比，如“石室冠林陬，飞泉发山椒”“野旷沙岸

净，天高秋月明”，其中“石室”“飞泉”等意象罗列层

层递进、一气贯注，勾勒出一副自然澄澈之景。诗人还

喜欢在景物描写中运用移步换景之法，由近到远、由上

到下，随着诗人视野的变换进行场景变更，展现丰富的

画面，如“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中由近处的山涧密

石转换到远方的山林树木，转变自然，无刻意雕琢之感。

谢灵运的写景细腻生动，主要表现在感官的体悟

和对声色的追求上。在“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中

兼有听觉和视觉，而“海鸥戏春岸，天鸡弄和风”中

则是视觉和触觉相结合，多种感官灵活运用来描绘声

色，将景色更具象地呈现出来。谢灵运善用工笔刻画

的手法，对自然景物进行细腻描绘，如“日没涧增波，

云生岭逾叠。白芷竞新苔，绿璜齐初叶”两句中运用

“没”“增”“叠”等动词，“白”“新”“绿”等形容词对

景物进行精细刻画，描绘了一副日落春景图，但刻意的

描绘难免产生雕琢繁芜之感，这是其创作中的一处弊端。

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有着程式化的结构，通常表现

为先叙事再写景最后抒情的模式。以《于南山往北山经

湖中瞻眺》为例，诗可分为三层，“朝旦发阳崖……停策

倚茂松”即为第一层，主要记述了作者从南山至北山的

出游，而“侧迳既窈窕，环洲亦玲珑……海鸥戏春岸，

天鸡弄和风”则是细致描绘了沿途见闻，最后的部分就

是阐述作者心中对玄理的理解。该结构模式将叙事写景

抒情结合，以物寄情，借景抒情，他的创作使得山水诗

脱离玄言诗的桎梏，山水被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影响

后世的诗歌创作。

纵观谢灵运的一生，他虽诞生于谢氏家族盛极而衰

之时，但命途多舛的人生似乎并没有消弭他的创作热情，

反而使其更加纵情于山水诗之中，通过文字来抒发内心

的丰富情感。重玄言的家族传统塑造了谢灵运不羁的文

学个性，族叔谢混的文学观点扭转了谢灵运的诗歌风格，

佛道思想的融合影响了谢灵运诗歌的创作思想，政治地

位的下降和富足的庄园经济更是推动了谢灵运诗歌创作

走向高潮。综上所述，谢氏家族的兴衰与谢灵运的文学

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密不可分的，今人不可孤立地看待

谢灵运的文学成就，而应全面深刻地研究问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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