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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山山下闲居士"⋯
——从陆游词看其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张莉姗

(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贵州贵阳550003)

摘要：陆游以其爱国诗词和高尚的节操名世，而在他的百余首词作中，仕与隐的矛盾心理表现得非常突出，

值得关注。本文从居官思归、不甘赋闲两方面分析陆游的这种矛盾心理，从而揭示他激昂、忧愤而又

闲散、悠然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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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一生抱定安邦定国、匡世济时、忠君爱民的

信念，不少词作抒发了沙场征战，抗金复国的热望。

但值得注意的是，放翁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竟然是

“闲”。有学者统计，在他东归前后的词作116首中，

有27首共出现“闲”字30次旧J，其内心仕与隐的矛

盾十分显然，并且终其一生困扰着他。

应该说，中国历代文人心中或多或少都存在仕与

隐的矛盾。他们之中有的做官时说要退隐是自负、清

高的天性使然，退隐时惦记着做官那是读书的初衷，

至于走“终南捷径”者压根就没有真正隐逸过。陆游

自幼立志报国，更经历了宋金战争与对峙，置身于民

族战争的漩涡，一生致力于抗金和收复中原的斗争，

但却仕途坎坷，几经波折。面对居官在外的客观条

件、朝廷的不重用、社会的排挤、遭谪受贬的辛苦，他

渐渐滋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官场的失望，有了“征

途自厌”(《齐天乐·左绵道中》)之感，进而萌发了思

归之心，故乡的山水家园成了他的精神寄托和灵魂慰

藉。陆游别署有笠泽渔翁、笠泽渔隐、笠泽老民、笠泽

老翁、笠泽老渔、笠泽病叟、笠泽钓叟等，一生好以渔

樵形象入诗人词，其归隐田园的心情十分迫切，从隆

兴而夔州，又从南郑而临川，一直不能忘怀镜湖、云门

山和三山的家园山水，一旦主战受挫，谪宦边郡，就流

露出归乡隐居的愿望。他一腔热血、踌躇满志，渴望

建功立业，却又难掩内心深处的抑郁苦闷和失望犹

豫，这实际上就是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按理说，在官时有着强烈的归隐之心，那么东归

后的闲逸自适陆游应该会感到得其所哉，十分满足。

事实却不然，分析其词作，不难发现他回归山野，自娱

自乐时，依然挂念政治局势，有时也忍不住回顾自己

的官场成败和人生得失，并不能做到苏轼那样入仕、

出仕，无可无不可的超逸旷达。陆游是刻意远离人

间，但终于还是难以割舍人间，在执着与忘情之间徘

徊，在仕与隐的矛盾中苦闷，只能借自我宽慰、自我开

解来调适心中的抑郁和矛盾。

一、居官思归流露出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绍兴二十八年，陆游三十四岁第一次出仕，被任

命为宁德县主簿。就在这一年，他先后与张维、朱景

参等游，朱景参材料不详，张维乃具有爱国思想的有

志恢复者，可以想见三人同气相求。同年，陆游在答

《刑司户书》、《答刘主簿书》中曾满含热情和使命感

地表达出矫时弊、振颓风之见。当时陆游对生活满怀

希望，欲在仕途大展抱负。这一时期作有《青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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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景参会北岭》：

西风挟雨声翻浪。恰洗尽、黄茅瘴。老惯人间齐

得丧。千岩高卧，五湖归棹，替却凌烟像。故人小驻

平戎账，白羽腰间气何壮。我老渔樵君将相。小槽红

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

读完这首诗，与我们预想的不同，词人并没有展

现抗金恢复的豪情壮志。首先词人是不老日老。三

十四岁，不应感到老，他在晚年回想这段时光时也定

位为“少时”，而篇中“老惯人间齐得丧”、“我老渔樵

君将相”，两次提到老。或许在此前的科考中被黜落

挫伤了他，使他初识世态炎凉，因而言老。二是本欲

平戎却作渔樵，他将自己与朱景参的未来作了两种假

设：朱景参“平戎账”内，羽箭腰问，何等豪举与畅快，

而我不思功名，渔樵老去。词人究竟是何种心情?很

是复杂，虽然是词人自己作的选择，但这样的语气透

露给我们些许讯息：“我老渔樵君将相”，两个完全不

同的结果，而这种结果，陆游一方面达观潇洒，对人间

得失表现得无所谓，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为将相的钦

羡，提醒叮嘱朱景参将来一定要记着曾有一个朋友，

与他“小槽红酒，晚香丹荔”，如果他真的甘心终老渔

樵，就不会在乎被人遗忘了。如果这首词放在他晚年

历尽沧桑之后，我们还不会感到奇怪，但却是作于他

刚刚出道，理应壮志豪情时，就值得我们去细细体会

了。多年的读书生涯和坎坷经历使陆游了解仕途变

幻莫测，隐藏着可畏的风险，尽管他豪气满怀，想要一

展抱负，但内心还是闪过一丝犹豫和担忧，因而给自

己预设了归隐的结局，可见他早年已经有了仕与隐的

心理矛盾。

词人的宦游生涯中，将近八年的在蜀生活是最重

要有一段经历，在南郑他走马军营、谈兵献策，可惜为

时太短，随着王炎被召还，幕僚皆散去，北伐离现实更

加遥远，陆游又陷入了闲散无为的等待之中，心系边

事却无奈身居闲职，自感“寂寞掩空斋，好一个无聊

的我”(《蓦山溪·游三荣龙洞》)，叹息“官闲昼永，柴

荆添睡”(《双头莲·呈范至能待制》)，报国壮志难

酬、才华不得施展，生发出归家还乡的念头。东归前

的《双头莲》一词就道出了这种思归之心：

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如寄。萧条病骥，向

暗里、消尽当年豪气。

梦断故国山川，隔重烟水。身万里。旧社凋零，青

门俊游谁记?尽道锦里繁华，叹官闲昼永，柴荆添睡。

清愁自醉，念此际，付与何人心事：纵有楚舵吴樯，知

何时东逝?空怅望，绘美菰香，秋风又起。

淳熙三年，陆游五十二岁，在成都制置使司任官，

有年老不酬之感，故言“华鬓星星，惊壮志成虚，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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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寄”，这种感受在他的诗《感事》中说：“年光迟暮壮

心违”。“豪气”和“壮心”因环境所迫和抱病而“向暗

里、消尽”。这年陆游的诗中所言的心理状态却是

“壮心空似骥伏枥”(《百岁》)、”浮沉不是忘经世，后

有仁人知此心”(《书叹》)，病后休官，他还以千里老

骥自许，不忘经世济国之志，可见“豪气”和“壮心”还

留存于心，并没有真正“消尽”，词中只是一时的感

叹。上片词人怀念故都旧游，难忘当年壮怀激越。下

片由回忆临安转到在蜀的处境，锦城虽好，柴荆独处，

投闲置散，以睡了时，怎能不“叹”?宦况萧条，处境

艰难，想全身而退，毕竟壮志未消，是进还是退，词人

有些彷徨。心事难言，忽见秋风起而怀想“绘美菰

香”，萌发了还乡之念。更难堪的是，词人思慕张翰，

却因不得以的苦衷欲归不得，只能“空怅望”而已。

在这样的困难处境下，陆游诉说自己壮志消沉，怀乡

思亲，却欲归不得。为何欲归不得?仕与隐的矛盾心

理便是其苦衷之一。

二、不甘赋闲反映了仕与隐的矛盾心理

陆游一生有三分之二强的时间是在故乡山阴度

过，特别是晚年，他以鉴湖之畔的别业为依托，过着清

贫的读书、垂钓的生活。那些飘逸的闲适词再现了绍

兴鉴湖一带水网阡陌纵横，丘陵沃野交相辉映的景

色，从中可以感受到词人对家乡的热爱。在“歌缥缈，

橹呕哑，酒如清露舴如花。逢人问道归何处?笑指船

儿此是家”(《鹧鸪天》)的水乡村居生活里，词人如痴

如醉；在“幽栖莫笑蜗庐小，有云山、烟水万重”(《恋

绣衾》)的平和之境中，词人怡然自得；燕飞春岸，鸥

落晚沙，词人翩翩然如身在画中。他尽情享受着“一

枕苹风午醉，二升菇米晨炊”(《乌夜啼》)的无拘无

束。他“懒向青门学种瓜，只将渔钓送年华”(《鹧鸪

天》)【31，连弃官归隐的名分也懒得要了，一心想改变

身份，只当渔者。“故人莫讶音书绝，钓侣是新知”

(《乌夜啼》)，他要告诉故人，我们联系少了，原因是

交上了新朋友，表明自己要当渔者的决心。他还确实

写过一组以《渔父》为词牌的词共五首，借以抒发放

浪林泉、寄情烟波的乐趣。

乡居令陆游获得了轻松闲逸之感，心中的积怨得

到一定的宽释，常有“营营端为谁”、“不归真个是痴”

(《破阵子》)之喜，但也时常发出“孤鹤归飞，再过辽

天，换尽旧人”(《沁园春》)、“又岂料如今余此身”

(《沁园春》)之叹。他始终不是忘情山水的桃花园中

人，闲居生活是惬意的，但却难平辛酸，仕与隐的矛盾

心理在平静中反而越来越突出。如《南乡子》：

归梦寄吴樯，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

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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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鬓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

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这首词作于陆游自蜀东归途中。上片写行程及

景色，前路尚远，词人归心急切，想象着系缆洲边，重

识烟水参差起伏的胜景。下片触景生情，“愁鬓点新

霜，曾是朝衣染御香”，词人遥想自己也曾身为朝官，

只是去朝已久，这里言语平淡，但细细体味也能觉出

深藏于心的不甘不愿和身不由己。他设想久别凹乡，

交旧多死亡离散，怕比身居客地还会引起更大的寂寞

和伤感。“却恐”二字，与上片的归心似箭形成了鲜

明对比，从而强化了词人思归怕归的矛盾心情。他的

归乡隐居是“躲尽危机，消残壮志”之后不得已和无

奈的选择，这种选择与他怀抱宏图壮志，一展才能的

初衷是相悖的，面对功业无成，投闲置散，颓然老去的

结局他心有不甘，又无可奈何，充满了遗恨。纵然

“有渔翁共醉，溪友为邻”(《沁园春》)，也难以抚平

内心的创痛。

词人常常沉浸在乡间的恬淡优美之中，但仕与隐

的矛盾冲突不但没有消解，反而愈来愈激烈，在《鹧

鸪天》一词中，这种矛盾终于爆发为悲怆的呼号：

家住苍烟落照间，丝毫尘事不相关。斟残玉瀣行

穿竹，卷罢黄庭卧看山。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

开颜。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

词人点明自己居住在“苍烟落照”的纯美环境，

这里与尘事毫不相关，可以一尘不染，安心过隐居的

惬意生活。“贪啸傲，任衰残，不妨随处一开颜”，他

说自己贪恋这种歌咏自适，无所牵挂的旷达意趣，可

以随遇而安，超然世外。这几句可以说旷达到极点也

消极到了极点。可是末尾一句“元知造物心肠别，老

却英雄似等闲”突然急转为激愤不平的呼号，情绪如

奔涌的江水，难以禁持。词人说原先已知造物者之无

情，白白地让英雄衰老死去却等闲视之。这是在怨天

吗?是在怨天，但也是在抱怨南宋统治者无心恢复中

原，以致英雄无用武之地。词人原本极写隐居之闲

适，但却按捺不住那股抑郁不平之气，在篇末喷涌而

出。原本是一番超脱尘世的表白，结束时却爆发出愤

懑的呼号，前后言语、情绪判若两人，更见其内心仕与

隐的矛盾心理，和归来时的不甘不愿与辛酸不平。

不论是居官在任，还是乡居赋闲，陆游都存在着

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在他即兴而发的词作里，他常常

’借自我宽慰，自我开解，甚至自嘲自讽来调适这种矛

盾，来平复心中的矛盾和苦闷。如：

问浮名，何似身轻?欲寄吴笺说与，这回真个闲

人。(《风入松》)

脱尽名利缰锁，世界元来大。(《桃源忆故人》)

一句丁宁君记取，神仙须是闲人做。(《蝶恋

花》)

面苍然，鬓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长相思》)

悟浮生，厌浮名，回顾千钟一发轻。从此心太平。

(《长相思》)

他劝慰自己，世界如此大，又何必为尘世浮名所

累，不如做个无牵无挂的闲人，从此“心太平”。然而

如果他真的“心太平”了，就不会对“浮名”生“厌”，更

不会发出“面苍然，鬓皤然，满腹诗书不值钱”的感慨

了。他反复强调自己的闲适和退隐是得其所哉，然而

平和、自适的背后却掩藏着不得已的豁达和无奈的平

静。陆游抒写闲适的词常常同时带有两种情绪：闲散

和激昂；悠然与忧愤，正是这样的矛盾心态和矛盾情

绪，弹奏出了“老却英雄似等闲”(《鹧鸪天》)的愤懑

乐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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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死无战场,屡被投闲置散,抑郁之际,栖心于佛道,啸傲于烟波,在山水林泉之间构筑着让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寻求大自然的庇护和解脱.具体而言,其隐

逸词可分为道家词、渔隐词和田园词.

2.期刊论文 刘扬忠.Liu Yangzhong 陆游、辛弃疾词内容与风格异同论 -中国韵文学刊2006,20(1)
    陆游词的创作成就远不如辛弃疾,但词史上往往以辛、陆并称,这除了说明陆游虽仅以馀力作词,其词中地位却不容低估外,也说明辛、陆二家词内容

与风格无论为同为异,都有不少值得并提或可以进行比较的地方.从南宋刘克庄开始,直至近现代,不断有人将辛、陆并称,视之为南宋豪放派代表人物,这

主要是着眼于二家词内容与风格之"同".但辛、陆的词学观和词作面貌实有很大的相异之处:一,陆视词为"小道"、"馀事",辛则倾毕生精力为之,以词为性

情怀抱的"陶写之具";二、因第一点而起,陆词中作者自我形象与主体意识的表现远不够集中和鲜明,而辛词则集中、鲜明而完整地表现了他作为民族英雄

与时代精英的自我形象和主体意识;三、同样作为作者自我形象的呈现,陆词中呈现的是一个典型的文臣的形象,辛词中呈现的是一个资兼文武的大将军的

形象;四、就风格而言,虽然二家都趋向阳刚一路,但陆词多以旷达飘逸、轻倩流利见称,辛词则以纵横驰骤、沉郁顿挫为美.研究和总结辛、陆二家词的相

异之点,不仅可以对他们各自的艺术个性作出准确的认知,而且还可借此窥见南宋前、中期词学思想的演变以及稼轩派内部审美风格走向的复杂性.

3.学位论文 陈淼 陆游词艺术研究 2008
    本文以陆游词艺术表现技巧为切入点，择取陆词中表现突出的典故的使用、章法结构的安排、意象的选取和营筑为考察对象，多角度、深入地认识

陆词中丰富的思想蕴涵、复杂的幽长情思、鲜明的艺术特色。全文首先对陆词中的用典情形寻其出处，加以分类，发现陆词典雅庄重的艺术特色与其用

典有密切的联系。陆词常常以典来写景叙事、传情达意。词中用典与其人生经历、思想情感、审美倾向有着密切关系，恰到好处的“适时”而非“时时

”用典更显其词作含蓄蕴籍、典雅精致的审美特色。陆游对其词的起句、换头、结句、乃至全篇的组织结构都精心布局，收到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起

句多能意扣主题，笼盖全篇；换头处往往意脉绵延；结句亦多悠长余韵：全篇回旋顿挫，深透有力地宣泄作者内心激荡不平的复杂的思想感情。陆词通

过选取雄伟阔大之象、萧索凄清之象、馨逸恬淡之象这三种意象群，表现出词人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深层思想及复杂情感。词人在组合营筑这些意象时注

重运用叠加、比照、比拟、比兴、借代等多种艺术技巧来含蓄地透显出抒情主体在特定时空下的思想情感，体现出其作品特有的艺术风格。

4.期刊论文 才学娟.Cai Xuanjuan 试述陆游对词的认知态度及创作实践 -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1(3)
    陆游是南宋的伟大爱国诗人,他创作了相当多的诗歌作品.历来对陆游诗歌的研究不胜枚举.陆游在作诗之余,写下了一百多首小词.这些词内容丰富

,抒发了真挚的性情,却为人所重视的程度不够,对陆游词的研究也非常少.本文从陆游作词的态度,对其中属于豪放一派的词作,写作特点及咏梅词重点作

了讨论和阐述.无论是以柔情写哀情的豪放词创作,直抒胸臆的作词手法,还是孤芳自赏的梅的意象,都构成了陆游词的独特之处.

5.期刊论文 苏爱风 陆游词中的"梦""鬓""泪" -文教资料2007(7)
    陆游词中"梦""鬓""泪"的出现频率很高."梦""鬓""泪"出现的心理机制是什么,陆游的"梦""鬓""泪"之间有何联系,这些意象在词中有什么作用,本文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

6.期刊论文 韦少娟.WEI Shao-juan 论陆游词的艺术特色 -韶关学院学报2007,28(2)
    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但他的词和散文的成就也很高.陆游的词虽然不是很多,具影响力的也只不过十多首,但毫无例外受到他的诗的影响

,无论是从创作理念上还是风格上都形成了他自己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清丽缠绵,情致深婉;2.寓意深刻,苍凉旷远;3.慷慨雄浑,激情悲愤.

7.学位论文 张莉姗 陆游词心初探 2008
    放翁以余力填词，但传世的140多首词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风格独特，在词史上本应有一席之地。陆游是两宋之交的重要词家，是苏轼、秦观到

辛弃疾之间的重要过渡人物，陆游生活的南宋初，正是词风更替的关键时期，他以自己对苏、秦的融通发展，对社会、人生悲剧性的浩叹，以及忠爱之

心、恢复之志，从内容到风格上隐然为稼轩导夫先路，成为北宋词向南宋词转变的重要枢机。本文结合陆游一生的行迹遭遇和仕宦沉浮，从陆游的词作

探寻了其人生选择和心理历程。

    第一章分析其执着的抗金恢复之志。陆游童年时代经历战乱，父辈与当时的爱国志士交往甚密，所以陆游很早就立下了抗金恢复、以身许国的志愿

，加上后来师从于曾几，使他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进一步强化，并提高到新的层次，由感情上对女真贵族集团和朝廷主和派的憎恨进入到理念层次的

忧国。在这一章，我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陆游的抗金恢复之志。一方面是强烈的建功立业思想，另一方面是严格的注重操守的修养。

    第二章挖掘其仕与隐的矛盾心理。东归前，蜀中的生活并非尽如人意，闲暇时他常常回想那段走马军营、谈兵献策的生活，感叹报国壮志难筹、才

华不得施展，流露出豪情已去的悲凉及闲适中自在与苦闷交织的复杂心理。东归后，巨大的失落感使他的情感回缩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藉以开释的闲适

生活，其闲适和自在中时时透露出一种不得已的豁达和无奈的平静。

    第三章揭示其狂与悲交织的心态。陆游放纵性情而又执着追求，他的狂，是一种淑世情怀，是不屈不移，不夺不悔的进取之狂。而当这一人格特征

渗透于词时，却往往和悲伤，颓废等情绪相交织，形成了疏狂而又悲凉的复杂心态。

    第四章总结他的词学思想。

8.期刊论文 农辽林.Nong Liaolin 陆游词研究综述 -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5(2)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陆游词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涌现较多涉及陆词的论文和专著.这些论著多从陆词的风格特点、思想感情、题材类型、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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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及有关<钗头凤>词的争议这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9.期刊论文 黄英.邓永洪 陆游词修辞艺术初探 -攀枝花大学学报2001,18(1)
    本文探讨了陆游词的修辞艺术.陆游词作运用代称、化用、引用、譬喻、夸饰、顶真、迂回、省略、互文等修辞手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奋斗的

经历,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诗人的情感抱负,使他的词作达到了美妙的艺术境界.

10.期刊论文 郑卫.陈利文 汉词英译中"意、音、形"美的再现——陆游词《钗头凤》英译两则的对比分析 -湘潭工

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
    译诗难,翻译中国诗词尤其难,因为诗词不仅具备一般文体的要素,还兼备意象和音韵等特色.译诗词时,既要忠实于原文的意美和形美,又要忠实于原

文的音美.通过对陆游词<钗头凤>两种译文的对比,分析它们在内容意义的信实方面和语言形式、节奏、表达方面的长短,再现了汉语诗词英译中意美、音

美和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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