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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名证明

山姆出国定居服务受理中心

（一）晉唐山水田园诗的《诗中有画》·
山水诗，是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主要描写对
象的诗歌；田园诗是指歌詠田园生活的诗
歌，大多以农村的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
的劳动为题材。

• 山水田园诗的历史起源先秦时代，
《诗经》、《楚辞》出现大量描写山水景物的诗
句，但沒有把山水风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
加以描写，而是作为劳动生活的背景或比兴
的媒介。

• 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描绘了
山、海、秋色壮美景象。是第一首完整的山
水诗。

• 东晉末到刘宋初，陶渊明甘于淡泊、
守拙归眞，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开田园
诗的先河。

• 南朝谢灵运则以幽愤之情合山水清
音确立了其山水诗鼻祖的崇高地位。开模
山范水、雕缕字句的先河。

• 南齐诗人谢朓与“大谢”谢灵运同
族，世称“小谢”。善于鎔裁，时出警句，善于
摄取自然景色中最动人的瞬间，以清俊的诗
句，率直地道破自然之美。

• 唐朝是山水诗鼎盛期，以王维的成
就最高。苏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
摩洁之画，画中有诗。”

• 孟浩然则是唐代最著名的山水田园
派诗人，与“诗佛”王维合称“王孟”。

《观沧海》曹操-以景托志，胸怀天下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淡淡，山岛

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

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

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谢灵运-景语、情语、理语融合
•《登池上楼》：潛虬媚幽姿，飞鸿响远

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沉。进德智所
拙，退耕力不任。徇祿反穷海，臥疴对空
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
澜，举目眺岖嶔。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
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
歌，萋萋感楚吟。

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
古，无闷征在今。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昏旦变气候，
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娛人，游子憺忘归。出
谷日尙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
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趋
南径，

愉悅偃东扉。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
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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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巖高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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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物郄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灭明
光，水碧辍流温。徒作千里曲，弦绝念弥敦。

谢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
发

•《晚登三山还望京邑》：灞涘望长安，
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馀
霞散成绮，澄江靜如练。

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
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淚下如流
霰。有情知望乡，谁能鬒不变！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江路
西南永，归流东北鹜。天际识归舟，云中辨
江树。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屡。旣欢怀祿
情，复协沧洲趣。嚣尘自茲隔，赏心于此
遇。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 。

•《观朝雨》：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
来。旣洒百常观，复集九成台。空蒙如薄
雾，散漫似轻埃。平明振衣坐，重门犹未
开。耳目暂无扰，怀古信悠哉。戢翼希骧
首，乘流畏曝鳃。动息无兼遂，歧路多徘
徊。方同战胜者，去翦北山莱。

•《游东田》：戚戚苦无悰，攜手共行
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菌阁。远树暖阡
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馀花
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靑山郭。

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
•《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暄。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
中有眞意，欲辨已忘言。

•《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韻，性
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
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
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

楡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
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鸣桑树颠。

戶庭无尘杂，虛室有馀闲。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
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

•《移居二首·其一》：昔欲居南村，非
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
颇有年，今日从茲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
牀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王维-画家的眼光，音乐家的听觉，诗人

的感觉，佛家的心态
•《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靑苔上。
•《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靜春山

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

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

萼。涧戶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
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畱。

•《终南山》：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
隅。白云回望合，靑霭入看无。分野中峰
变，阴晴眾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

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
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畱醉与山翁。

•《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
蒸藜炊黍饷东菑。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
木啭黃鹂。山中习靜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
葵。野老与人爭度罢，海鸥何事更相疑。

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过故人庄》：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

家。绿树林边合，靑山郭外斜。开轩面场
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八月湖水
平，涵虛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
城。欲济无舟楫，端居恥圣明。坐观垂钓
者，徒有羨鱼情。

•《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百里闻
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
观。

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寛。惊涛来似
雪，一坐凛生寒。

•《秋登兰山寄张五》：北山白云里，隐
者自怡悅。相望试登高，心随雁飞灭。愁因
薄暮起，兴是清秋发。时见归村人，沙行渡
头歇。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何当载酒
来，共醉重阳节。

（二）宋元文人山水画的《画中有诗》
先秦两汉绘画艺术中，孕育著自然山水

的因子，但仍然只是人物画这一主流地位的
背景和陪衬。

山水画起源于魏晉南北朝。士大夫们
对动荡不安的现实生活釆取一种回避与放
任的态度，寄情于山水，山水诗成为了

独立的诗体，也为独立的山水画的兴起
创造了客观条件。

东晉顾恺之因《庐山图》而被誉为山水
画鼻祖。

南朝张僧繇画过沒骨山水，宗炳曾画所
见山水于壁上，以作“臥游”并写了《画山水
序》。遗憾的是未能流传下来。

顾恺之是魏晉南北朝唯一有画迹传世
的画家。代表顾恺之绘画最高成就的《洛神
赋图》，是读曹植的《洛神赋》有感而作的人
物与山水合一的梦幻题材。但还不能算作
独立的山水画。被认为是第一幅改编自文
学作品的画作。

现存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
春图》。

唐代北宗靑绿金碧山水以李思训和其
子李昭道为代表。南宗水墨山水以王维为
代表。

五代是山水画已经发展成熟的里程
碑。北方山水画派以荆浩，关全为代表；江
南山水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

北宋山水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

李成与范寛继承了荆浩以水墨为主的传统，
表现北方雄浑的自然风光，与关全一起被称
为“三家鼎峙 百代标程”的大师。米蔕父子
首创了以江南烟雨为依据“米家山水”。

北宋郭熙首提：“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
诗”。苏东坡又提“诗画一律”，更赞美王维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奠定了中国特有的
诗书画合一的文人山水画风。而黃山谷的
题画诗“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出无声
诗”，又进一步把诗从“无形画”升化为“有声
画”了。南宋四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

圭）更讲究意境的创新和笔墨的简括。
元初赵孟頫的《秀石疏林图》把笔墨技

法意境创造，诗书画结合的文人画审美观念
付于实践。元四家（黃公望、王蒙、倪瓒和吳
镇）均师法董巨，又各具特色，把文人画推到
了高峰。也是山水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不再强调山水的內在结构与韻律，而是作为
移情寄兴的手段，表现画家的自我人格与个
性。对后世的绘画，尤其是“南宗”一派影响
巨大。

《中国山水诗书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演讲嘉宾 毛戎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八日 华府诗词社

洛神赋图卷 顾恺之（宋摹）
绢本 设色 27.1 X 572.8 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遊春圖卷》唐展子虔 現存最早的山水畫
隋，展子虔作，絹本，設色，43 X 80.5 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