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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六朝时期今浙江地区的诗歌创作 

陆路 

【摘 要】浙江文化是吴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居住或经过此地的六朝文人，

浙江地区成为六朝时期文学创作的重镇，该时期重要的诗歌类型——山水诗的成熟地即在浙江，东晋时期孙绰等居

于会稽的文人尝试在对自然的哲思中描写山水之美，到刘宋初期谢灵运在前代居于会稽地区文人创作成就的基础上

大量创作山水诗， 最终推动山水诗创作走向成熟。 东晋时期浙江诗歌创作地主要在会稽郡，由于文人的流动，南

朝时期浙江诗歌创作地扩展到吴郡的钱塘江、富春江沿岸，吴兴郡、新安郡、东阳郡、临海郡和永嘉郡。 本文拟

分区域研究六朝时期浙江诗歌的创作情况，可以为六朝诗歌、六朝文学地理、唐代浙江诗歌等多个方面的探究提供

基础。 

【关键词】六朝；浙江；诗歌 

今可知浙江诗歌最早创作于东晋时期， 浙江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吸引了居住或经过此地的六朝文人。 东晋时期，孙绰

等居于会稽的文人即尝试在对自然的哲思中描写山水之美。 到刘宋时期，谢灵运在前代居于会稽地区文人创作成就的基础上大

量创作山水诗， 最终推动山水诗创作走向成熟， 浙江成为山水诗这一六朝时期重要的诗歌类型的成熟地。 东晋时期浙江诗歌

创作地主要在会稽郡，由于文人的流动，南朝时期浙江诗歌创作地扩展到吴郡的钱塘江、富春江沿岸，以及吴兴、东阳、新安、

临海、永嘉等郡。 本文拟分区域研究六朝时期浙江诗歌创作，以浙西浙东为续，先分析浙西的吴郡钱塘江、富春江沿岸以及吴

兴郡、新安郡的诗歌创作情况，再探究浙东的会稽郡、临海郡、东阳郡、永嘉郡等地的诗歌创作状况。 

一、浙西诗歌创作 

（一）吴郡 

1. 钱塘江沿岸 

东晋孝武帝时期，苏彦《于西陵观涛》：“洪涛奔逸势，骇浪驾丘山。 宇宙， 津云连。 ”是最早写钱塘潮的诗歌，具体创

作时间未详。 刘宋时期作于钱塘江沿岸的诗歌有谢惠连 《西陵遇风献康乐》。 《宋书》卷五十三《谢惠连传》：“元嘉七年，

方为司徒彭城王义康法曹参军 „„ 十年（433），卒，时年二十七。 ”
①
《西陵遇风献康乐》云：“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发。 ”

可知离开始宁任彭义王义康法曹参军是在元嘉七年（430 年）春季。 诗云“昨发浦阳汭，今宿浙江湄。 屯云蔽曾岭，惊风涌

飞流。零雨润坟泽，落雪洒林丘。浮崖巘，积素惑原畴。曲，通川绝行舟。临津得济，阻风波。萧条洲际，气色少谐和。西瞻

兴游叹，东起歌。”谢惠连沿浦阳江舟行进入钱塘江，在西陵（今杭州萧山区西兴镇）遇到大风雨而作是诗。 

南朝梁时期任昉、何逊曾经泛舟钱塘江做诗。天监六年（507 年）任昉外任新安太守，在前往新安途中，作有《济浙江诗》：

“近岸无暇目，远峰更兴想。 绿树悬宿根，丹崖久。 ”浙江即钱塘江。 近岸、远峰交替，绿树、丹崖相映，已注意写景顺序

及色彩间的配合。 

天监八年（509 年）春何逊因建安王伟之公事下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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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②
《梁 书 》卷二十二 《太祖五王·南平王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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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 ）六年，迁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右军将军、扬州刺史。 未拜，进号中权将军。 七年，以疾表解州，改

侍中、中抚军，知司徒事„„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户如故。 迁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 ”
③

《梁书》卷一《武帝纪上》：“天监六年夏四月丁巳，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抚军将军建

安王伟为扬州刺史，五月己巳，置中卫、中权将军，改骁骑为云骑，游击为游骑。 辛未，右将军、扬州刺史建安王伟进号中权

将军„„（天监）八年夏四月戊申，以司徒、行太子太傅临川王宏为司空、扬州刺史。 ”
④
《梁书·太祖五王·南平王伟》《梁

书·武帝纪》 皆言建安王伟为中权将军，《梁书·何逊传》中何逊“迁中卫建安王水曹行参军”当为“迁中权建安王水曹行参

军”，大约中卫、中权同为梁朝在天监六年五月新置将军号， 萧伟又正是此时进号中权将军，大约因此《梁书·何逊传》将这

两个新置将军号混淆了。 建安王伟上表解州事大约已是天监七年（508 年）末，故天监八年（509 年）四月才准解扬州，以临

川王宏为扬州刺史。 如是建安王伟天监六年（507 年）四月至八年四月为扬州刺史。 何逊《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云：“一

经可人言，三冬徒戏尔。 ”《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 ”王先谦补注：“三冬谓三年，犹

言三春、三秋耳。 ”
⑤
可知“三冬”是指三年，并不是说就经过了三个冬天。 何逊天监六年五月为扬州刺史建安王伟水曹行参

军，兼记室。 作是诗时已经是在建安王伟幕府的第三个年头即天监八年，是年春何逊大约因建安王伟之公事到今浙江一带。 期

间何逊曾沿浦阳江下浙江作有《入东经诸暨县下浙江作》，诗云：“日夕聊望远，山川空信美。 归飞天际没，云雾江边起。 ”

江山信美而非故土，禽鸟归飞，而己不得回，叹人不如鸟，但见江边之愁云起。 

天监十年（511 年）深秋刘孝绰解上虞令回到建康，途经钱塘江作有《还渡浙江》，诗云：“季秋弦望后，轻寒朝夕。商人

纨扇，客子梦罗襦。忧方自难遣，复阻川隅。日暮愁阴合，绕树噪寒乌。江烟上，苍茫沙屿芜。 解缆辞东越，接西。悬帆似驰

骥，飞若惊。 言归游侠窟，方从冠盖。”东越正是指上虞所在的浙东地区，西指回建康。 

2. 富春江沿岸 

永初三年（422 年）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前往永嘉途中沿富春江而行经过富春、桐庐、七里滩等地作有 《富春渚》《初

往新安至桐庐口》《夜发石关亭》《七里濑》等诗
⑥
，这些是现可知最早描写富春江的诗歌。 《富春渚》诗云：“宵济渔浦潭，旦

及富春。定山缅云雾，溯流触惊急，临阻参错。亮乏伯昏分，险过吕梁壑。”写自今萧山西南的渔浦潭沿富春江至富春（即富阳）

县城的途中所见。 《七里濑》是最早描写严子陵隐居地的诗歌，诗云：“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 孤客伤逝，徒旅苦奔峭。石

浅水，日落山照。荒林沃若，哀禽相叫啸。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 既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想属任公钓。谁

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七里距桐庐县城约二十里，水流湍急，荒林哀禽，使得走在贬谪路上的谢灵运更为哀愁，想想还不

如像严子陵那样隐居垂钓。 

江淹《赤亭渚》其元徽二年（474 年）秋出为建安郡吴兴县令（治今福建浦城），途经钱塘东南富春江上赤亭渚作《赤亭渚》

诗。 《〈文选〉谢灵运〈富春渚〉》李善注：“《吴郡缘海四县记》：‘钱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横出江中，涛迅

迈以避山难，辰发钱唐，巳达富春。 ’亭，定山东十余里。”
⑦
亭是指富春江的水中高地。诗云“水夕潮波黑，日暮精气红。 ”

写富春江暮景，对仗工整，色彩浓艳。 

隆昌元年（494 年）春沈约出任东阳太守，经过定山时作有《早发定山》。定山在钱塘县西南。沿富春江南下至今建德过新

安江 （此地为新安江与富春江交汇处）作有《新安江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可珍。 洞随清浅，冬春。千仞写乔树，百

丈见游。沧浪有时浊，清济涸无津。 岂若乘斯去，俯映石磷。 吾隔，宁假濯衣巾。 愿以水，沾君缨上尘。 ”谢灵运、沈约

的相关诗歌描绘富春江一带水域清澈，水流湍急，以及这仙境可让人忘掉杂念和尘世之纷扰，吴均的诗化散文《与宋思元书》

与之有相通之处。 

天监三年（504 年）丘迟出为永嘉太守，沿富春江而行，途径渔浦潭（此地为钱塘至富春江的必经之地）作有《旦发渔浦

潭》诗，诗云：“渔潭雾未开，已飏。棹中流，鸣鞞响沓障。村童忽相聚，野老时一望。诡怪石异象，绝峰殊状。森森荒树齐，

析寒沙涨。藤垂岛易陟，崖倾屿难傍。信是永幽栖， 岂徒暂清旷。 坐啸昔有委， 卧治今可。 ”该诗与谢灵运《富春渚》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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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渔浦潭出发写富春江之景，谢诗写夏秋之际景色，丘诗写深秋景象。 谢诗共十八句，而只有六句在写富春江，只写富春江

水流湍急，作者以此喻宦海之险，丘诗一共十六句，有十句描写富春江所见，包括富春江上的渔歌，村中老少，奇峰怪石，荒

树寒沙，异岛倾崖，丘诗涉及到富春江的自然景观、 风土人情的多个方面， 可见丘迟是诗为南朝时期描写富春江诗歌中写景

最全面的一首。 

天监六年（507 年）任昉出为新安太守，沿富春江而下途经桐庐作有《赠郭桐庐》诗：“望久方来萃，悲欢不。沧江路穷此，

湍险方自兹。叠嶂易成响，重以夜猿悲。 ”写桐庐江之急，猿声之悲，所选景物与谢灵运、 沈约过富春江时所歌有相似性，

但文字更为清新。 

天监八年（509 年）何逊到今浙江境内时，曾经沿富春江而行， 作有 《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上人》：“客心愁日暮，归。 山

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独鹤凌空逝，双出浪飞。故乡千余里，兹夕寒无衣。 ”该诗已启唐律，“山烟”联，出句写苍茫暗淡

之景，而对句以明丽流动之振起。 “独鹤”联，出句以“独鹤”他乡之愁，对句以“双凫”显相聚之乐，出句低沉故以对句提

升。 

大同三年（537 年）王筠离任临海太守回建康途中经过严子作有《东阳还经严陵濑赠萧大夫》咏怀严子陵垂钓处。 具体考

证见下文对临海地区诗歌创作的分析。 

（二）吴兴郡 

吴兴郡治乌程（今浙江湖州市），大致包括今浙江湖州市辖地。 

元嘉初王韶之曾为吴兴太守。 《宋书》卷九十一《孝义传·潘综》：“综，吴兴乌程人也„„太守王韶之临郡，发教曰„„

乌程孝道，全亲济难。乌程吴逵义行纯至，列坟成行。咸精诚内，休声，可并察孝廉，并列上州台，陈其行迹。 ’及将行，设

祖道，赠以四言诗（即《赠潘综吴逵举孝廉》）„„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为纯孝里，租布三。”
⑧
《宋书》卷六十《王韶之传》：

“景平元年，出为吴兴太守„„在任积年，称为良守，加中二千石。十年，征为祠部尚书，加给事中。坐去郡长取送故，免官。 

十二年，又出为吴兴太守。 其年卒，时年五十六。 ”
⑨
王韶之景平元年（423 年）至元嘉十年（433 年），元嘉十二年（435 年）

两任吴兴太守卒于官。 元嘉四年（427 年）综、吴逵所居之里改为纯孝里，正是因为王韶之称扬，该诗大约作于元嘉三年（426 

年）。 是诗体现了吴兴一带对东汉孝义士风的坚守。 

鲍照是较早描写吴兴风光的诗人。 鲍照大明二年（458 年）至五年（461 年）初在永安任太守，后入吴兴太守临海王子顼

幕府。 大明五年至六年（462 年）夏鲍照随临海王子在吴兴 。 鲍照吴兴诗作于这一时期， 约有 《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送

盛侍郎饯候亭》、《自砺山东望震泽》三首。
⑩
谈《（嘉泰）吴兴志》卷四：“山在（归安）县西南六十三里，宋鲍照有《自砺山东

望震泽诗》五韵。”輥輯訛归安县为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 年）分乌程县东南一十五乡而置，与乌程同城而治。 鲍照《自砺

山东望震泽》（震泽即太湖）， 写在吴兴砺山远眺太湖，“波，合沓嶂云。 涨岛远不测，冈涧近难分。幽篁愁见，思鸟伤夕闻。

以此藉，栖迹别人群。结言非尽书，有念岂敷文。”是较早写今浙江地区太湖景象的诗歌。 

永明间徐孝嗣曾任吴兴太守。 《南齐书》卷四十四《徐孝嗣传》：“尚书令王俭谓人曰：‘徐孝嗣将来必为宰相。 ’转充御

史中丞。祖问俭曰：‘谁可继卿者？ ’俭曰：‘臣东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 ’出为吴兴太守，俭赠孝嗣四言诗曰：‘方轨叔茂，

追清彦辅。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时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状也。 在郡有能名。 会王俭亡，上征孝为五兵尚书。 ”輥輰訛王俭

卒于永明七年（489 年）五月，该诗大约永明六年（488 年）作于建康，徐孝嗣《答王俭》诗云：“书停月，琴袖承飙。结芳幽

谷，解佩明。去德滋永，怀德滋深。行云传想，归鸿寄音。”行云、归鸿云云，正可见与王俭不在一地，是时徐孝嗣正在吴兴，

是诗大约亦作于永明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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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县有西湖。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江南东道六》：“西湖在（长兴）县西五里，塘高一丈五尺，周回七十里。 《山

墟名》云：‘西湖，一名吴城湖。昔吴王阖闾筑吴城，使百姓辇土于此，浸而为湖。阖闾弟夫概因而创之。 ’《吴兴记》云：‘西

湖，昔吴王夫概所立。 ’《吴志》云：‘昔孙皓封为乌程侯，就国，有西湖人景养相皓当大贵。 ’养乃西湖聚落之人。湖中出

佳，尝贡。傍田三万顷，有水门四十所，引方山泉注之。 ”輥輱訛长兴县，后梁开平二年（908 年）吴越王钱镠改长城县为长

兴县（治今浙江长兴县东），则南朝时称长城县，属扬州吴兴郡。 《梁书》卷十三《范云传》：“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参军事，

寻授通直散骑侍郎、领本州大中正。 ”輥輲訛《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十年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良为扬州刺史。 ”

輥輳訛《南齐书》卷四《郁林王纪》：“（隆昌元年四月）戊辰，以中军将军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 ”輥輴訛可知竟陵王子良

永明十年（492 年）五月至隆昌元年（494 年）闰四月任扬州刺史。 长城县属扬州，正是扬州刺史管辖范围。 《资治通鉴》

卷一三七《齐纪三》：“永明十年十二月，司徒参军萧琛、范云聘于魏。 魏主甚重齐人，亲与谈论，顾谓群臣曰：‘江南多好臣。 ’

侍臣李元凯对曰：‘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江北无好臣，百年一易主。 ’魏主甚。”輥輵訛永明十年冬范云出使北魏。至晚十

一年春已回建康。 诗云：“拥劝年首，提春朝。 平草色嫩，通林鸟声娇。 已集故池鹜，行莳新田苗。 ”写春季疏浚西湖， 该

诗最早作于永明十一年（493年）春，姑系于此时。 

梁代天监二年（503 年）柳恽任吴兴太守，吴均为其主簿，天监四年（505 年）十月，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宏为都督，柳恽

向柳推荐吴均，吴均参加了北伐军。輥輶訛天监二年至四年秋吴均在吴兴任柳主簿，此期间与柳恽多有唱和，吴均在吴兴作诗

五题十首，柳恽有二题四首。 较大增加了吴兴诗歌的数量。 吴均《同柳吴兴何山集送刘余杭》诗：“逶迤川上草，参差涧里薇。

轻云远，细雨沐山衣。檐端水禽息，窗上野飞。 ”据《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四《江南东道六》：“何口山，在（乌程）县南十里，

山下当何山等路。 昔曰何山，亦曰金盖山，晋何楷居之，修儒业。 楷后为吴兴太守，改金盖为何山。 山口有次山，曰金口山，

今曰何口山。 ”輥輷訛该诗写出了今湖州何山一带早春旖旎风光，恬静的生活。 

梁代王枢亦曾到过吴兴，作有《至乌林村见采桑者因有赠》，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吴兴新录》：‘县秦时程林、 乌

巾二家以酿酒美， 因得其名。’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城县附之，属会郡。县有乌亭，则古之乌乡，乌氏所居之乡也。 今亦有乌林

村。 ”輦輮訛具体创作时间未详。 

太清元年（547 年）阴铿出任故令，据阴铿《罢故章县》：“满三秋。 舟虚水滨。 ”可知阴铿在故三年輦輯訛。 则该诗太

清三年（549 年）作于故（治今浙江安吉县北）。 

江总亦曾到过吴兴境内，太清三年台城陷，江总避难会稽，在前往会稽途中经过吴兴，作有《卞山楚庙》。 《太平寰宇记》

卷九十四《江南东道六》：乌程县卞山。 《郡国志》云卞和采玉处，非也。 周处《风土记》云：‘卞山当作冠弁之弁。 ’„„

《宋书》：‘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凡七太守不敢上厅。惠明有纲纪曰：“孔

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 ”遂盛设筵榻，接宾数日。 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 因发背疾，

旬日而殒。 ’”輦輰訛《南史》 卷三十六 《江总传》：“台城陷， 避难会郡。”輦輱訛可见卞山在乌程县（治今浙江湖州），楚

庙即项羽庙。 

（三）新安郡 

新安郡治始新 （今浙江淳安县西北新安江北岸），该郡包括今浙江淳安和安徽歙县、休宁、黟县等地。 

天监六年（507 年）至七年（508 年）任昉为新安太守，《梁书》卷十四《任昉传》：“（天监）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

安太守。 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杖，徒行，民通辞讼者，就路决焉。 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

輦輲訛任昉为最早在新安郡境内者。 作有 《泛长溪》、《落日泛舟东溪》，《水经注校证》 卷四十：“浙江又左合绝溪，溪水出

始新县西，东径县故城南，为东西长溪。”輦輳訛可知东溪正是指东长溪。任昉在新安还注重讲学，作有《厉吏人讲学》。 任昉

在新安期间与建安（治今福建建瓯）太守到赠答。 任昉作有《寄到溉》、《答到建安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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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东诗歌创作 

（一）会郡会郡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大致包括今绍兴、宁波辖地。 

会是东晋时期侨姓士族在今浙江地区最主要的聚居地， 东晋时期作于今浙江地区的诗歌主要创作于会郡。 咸和间孙绰在

会与同样隐居此地的谢安、许询赠答，《晋书》卷五十六《孙绰传》：“绰字兴公。 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 居

于会，游放山水，十有年，乃作遂初赋以致其意„„征西将军亮请为参军，补章安令，征拜太学博士，迁尚书郎。 ”輦輳訛《资

治通鉴》卷九十五《晋纪十七》：“咸和九年六月辛未加平西将军西将军、假节、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豫荆三州

刺史，镇武昌。 亮辟殷为记室参军。羡之子也。 ”輦輵訛则孙绰约咸和九年（334 年）夏秋之际离开会赴任亮参军 ，其 《答

许询诗》云“山栖嘉遁，亦有负薪。 ”《赠谢安诗》诗中未言及谢安功业，约作于早年在会稽时。 许询赠孙绰诗、谢安答孙绰

诗已佚。 王羲之在会时亦曾与许询唱和，有《答许询诗》，许询赠王羲之诗已。 东晋时期最有名的会稽诗歌是永和九年（353

年）， 王羲之等二十六位诗人在会山阴雅集，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共作有《兰亭诗》三十七首，其中谢首、孙绰二首、孙统

（第二首）、孙嗣一首、一首、曹茂之一首、王玄之一首、王肃之一首、王彬之二首、 王丰之一首、 徐丰之二首共十五首诗，

已涉及到一定的山水景物描写，虽然这类描写在大都数诗中还不是诗歌主体， 但是在对山水的哲学性思考中感受自然之美， 确

实为山水诗在南朝的兴盛导夫先路。 孙绰《兰亭诗》二首，第一首“春咏登台，亦有临流。 怀彼伐木，宿此良俦。 修竹荫，

旋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第二首“流风拂枉，停云荫九皋。 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涛。携笔落云藻，微言纤毫。 时珍岂不

甘，忘味在闻韶。 ”第一首虽使用传统四言体式，但已是完整的写景诗，第二首是一首五言八句的写景小诗。 钟嵘称“孙绰、

许询、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 ”并不能一概而论，如上文所引孙绰诗句“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涛。 ”对景物已有较为细致

地描写，置于齐梁诗歌中亦不逊色。 

东晋永和三年（347 年）江夏李充出为剡县令。《晋 书 》卷九十二 《李充传 》：“李充字弘度 ，江夏人„„征北将军又

引为参军，充以家贫，苦求外出。裒将许之为县，试问之，充曰：‘穷猨投林，岂暇择木！ ’乃除县令。 遭母忧。 服阕，为

大著作郎。 ”輦輶訛《晋书》卷七《康帝纪》：“建元二年（344）秋八月丁巳，以卫将军为特进、都督徐二州诸军事、兖州刺

史，镇金城。”輦輷訛《晋书》卷八《穆帝纪》：“永和二年秋七月，以兖州刺史为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永和五年二月， 

征北大将军使部将王龛北伐， 获石季龙将支重„„秋七月，次彭城， 遣部将王龛、 李迈及石遵将李农战于代陂，王师败绩，

王龛为农所执，李迈死之„„八月，退屯广陵„„十二月己酉，使持节、都督徐二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征北大将军、开府仪

同三司、都乡侯卒。 ”輧輮訛李充大约永和二年（346 年）为参军， 李充出为剡县令最晚在永和五年（349 年 ）七月褚裒驻

军彭城前 ，根据 《晋书·李充传》李充为参军后即苦求外出初，由此看来，李充求外任在任参军不久， 大约永和三年（347

年）李充出为剡县令，永和四年（348 年）正月初七登剡西寺时作《正月七日登剡西寺》。 该诗仅存残句“命驾升西山，寓目

眺原畴。 ”见于《初学记》卷四《岁时部下 》人日第二 ，是现可知最早的作于剡县（今浙江嵊州）的诗歌。 

东晋永和三年 （347 年） 江夏李充出为县令，李充子李颙至县探望其父，在回建康途中作《经诗》：“言归越东足，逝将

反上都。 后填中路，改辙修兹道。 发石亭境，夕宿桑首墟。 ”据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二：“凤林乡在（会）县东二里，

管里三：西施里，镜水里，石亭里。 ”輧輯訛则会稽确实有石亭这个地方， 该诗大约作于会稽郡境内，具体创作地点未详。 

王彪之在升平二年（358 年）至兴宁三年（365年） 期间任会内史，《晋书》 卷七十六 《王彪之传》：“后以彪之为镇军将

军、会稽内史，加散骑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温下镇姑孰，威势震主，四方修敬，皆遣上纲纪。 彪

之独曰：‘大司马诚为富贵，朝廷既有宰相，动静之宜自当咨禀。 修敬若遣纲纪， 致贡天子复何以过之。 ’竟遣。 温以山阴

县折布米不时毕，郡不弹纠，上免彪之。 彪之去郡，郡见罪未上州台者，皆原散之。 温复以为罪，乃槛收下吏。 会赦，免，

左降为尚书。 ”輧輰訛《晋书》卷八《穆帝纪》：“升平元年（357）十二月，以太常王彪之为尚书左仆射。 ”《晋书》卷八《海

西公纪》：“兴宁三年十二月戊戌， 以会内史王彪之为尚书仆射。 ”輧輱訛王彪之在会八年，升平二年（358 年）至兴宁三年

（365 年），王彪之为会内史，期间作有《登会稽刻石山》。 《舆地纪胜》卷十：“刻石山 ，在会西南七十里 ，晋时王彪有会

稽刻石山诗。 ”輧輲訛《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会县刻石山，相传为名，不知文字所在。 ”輧輳訛刻石山在县（治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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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嵊州）。 殷仲文有《入剡诗》仅剩残句，或作于前往东阳途中。 

南朝时期山水诗兴盛， 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即居于会始宁（治今上虞西南），虽然东晋时期在会稽创作诗歌的文士和诗歌

总量超过南朝时期， 但是东晋在会创作诗歌的文士和诗歌总量多是因为王羲之等二十六位文士在兰亭雅集赋诗，其中二十三位

作者除了《兰亭诗》以外没有别的诗歌，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他们不能算诗人，因此不能因为兰亭诗歌数量多创作者众， 而认

为东晋时期会诗歌创作远较南朝时期繁荣。 当然会郡是东晋时期今浙江地区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则是毋庸置疑的。 

谢灵运是南朝时期会诗歌最重要的作者，他在该地区留有约十二首诗歌。 有据《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灵运父祖

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遂移籍会，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 ”輧輴訛可知始宁一带的山庄是谢灵运的祖居之地，

此地已经成为谢灵运的故乡，故谢灵运经常回到祖居，如其永初三年（422 年）秋出为永嘉太守，并非直接从建康前往永嘉，

而是先回始宁。景平元年（423 年 ）秋 离开永嘉郡回到始宁至元嘉三年 （426 年）春至建康任秘书，永嘉五年（428 年）春

赐假东归至永嘉八年（431 年）冬出为临川内史，期间谢灵运一直隐居始宁， 谢灵运写于会的诗歌主要作于这两个时期。 石

壁山、石壁精舍、南楼、南山、 斤竹涧由于谢灵运诗而成为始宁一带的著名景观。 谢灵运在始宁石壁山立招提精舍，《石壁精

舍还湖中作》：“昏变气候，山水含清晖。 清晖能娱人，游子憺忘归。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暝色，云霞收夕。荷迭映

蔚，蒲相因依。披拂趋南径，愉悦东。 虑物自轻，意理无违。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 ”始宁故乡典型的江南之景“林壑

暝色，云霞收夕。 荷迭映蔚，蒲相因依。 ”令其忘归，也因此写出了具有如清水芙蓉般的诗句。 关于谢灵运《从斤竹涧越岭

溪行》的创作地有不同看法，《（万历）会稽县志》卷八：“湖、黄豆湖、汤湖、楼塘、达过塘俱隶二十二都，源诸山流为达郭溪、

横溪、白木溪，汤浦会广陵溪、斤竹涧注于小舜江。”輧輵訛刘履《风雅翼》卷六选诗补注六：“斤竹涧见《游名山志》，今会县

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十里许，即其地也。 ”輧輶訛这是以为该诗作于会的竹斤涧。 而《明一统志》卷四十八：“白若岭在

乐清县东，谢灵运渡江而上，从斤竹涧过白若岭即此。”輧輷訛，则又认为该诗所写为永嘉斤竹涧。 《文选》卷二十二游览类

中录该诗，李善注：“灵运《游名山志》曰：神子溪，南山与七里山分流，去竹斤涧数里。”輨輮訛《文选》游览类中一共选录

谢灵运诗九首，第一首《从游京口北固亭应诏》作于京口，第二首《晚出西射堂》至第五首《游赤石进帆海》作于永嘉郡，第

六首《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至第八首《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皆可知作于会郡，可知《文选》的编者是根据创作地点来编

排谢灵运诗的，而《从斤竹涧越岭溪行》就排在《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之后，可见《文选》编者明白该诗作于会稽，故

与谢灵运的其他会稽诗同列。 有可能《文选》编者在选录谢灵运作品时依据的是他们所见的谢灵运集， 在这谢灵运集中就显

示该诗是作于会稽。 元嘉三年（426 年）宋文帝派颜延之和范泰至始宁褒奖谢灵运并任命他为秘书监，谢灵运作有《还旧园作

见颜范二中书》，颜延之作《和谢监灵运》以答之，这是颜延之唯一首作于今浙江境内的诗歌。 

谢惠连亦居于会稽，《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灵运以疾东归，而游娱宴集，以夜续昼，复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

以免官。是岁，元嘉五年。灵运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璇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

人谓之四友。 ”輨輯訛谢灵运元嘉五年（428 年）春回始宁，是时惠连亦在此地。 谢惠连《泛南湖至石帆》，据《文选》李善

注该诗中之湖即谢灵运《山居赋》中始宁的大小巫湖。輨輰訛谢灵运《游名山志》曰：“破石溪南二百余里又有石帆，修广与破

石等度，质色亦同。 传云，古有人以破石之半为石帆， 故名彼为石帆， 此名破石。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江南东道八：

“石帆山在县东南十五里。 ”輨輱訛施宿《（嘉泰）会稽志》卷九：“谢惠连《泛南湖至石帆诗》云：‘涟漪繁波漾，参差层峰

峙。 ’南湖，即今镜湖也。 ”輨輲訛上文已述，元嘉七年（430 年）春谢惠连离开始宁任彭义王义康法参军。则此诗大约作

于元嘉五年或六年。这是现存最早的写会稽镜湖的诗歌。 谢惠连 《泛湖归出楼望月》亦作于此时。 

南齐时期会士族虞骞作有 《寻沈剡夕至嵊亭》，《水经注校证》卷四十：“江水北径嵊山，山下有亭，亭带山临江，松岭森

蔚，沙渚平静。 ”輨輳訛高似孙《剡录》卷：“嵊县有山（郦道元《水经》曰：山山相连。 ）。 有亭（《十道志》曰：至亭绝

湍险，商客往来皆以装束。 齐仆射张县，生子名，字四山。 虞骞《至嵊亭诗》 ：信次历山原。云糺，与石下雷奔。澄潭写度

鸟，空岭应鸣猿。 榜歌唱将夕，商子处方昏。 ）”輨輴訛写出嵊亭之气势。 会士族孔稚珪作有 《游太平山》：“石险天貌分，

林交日容缺。 阴涧落春荣，寒严留夏雪。 ”《艺文类聚》卷八：“孔《会稽记》曰：余姚县南百里有太平山。 ”輨輵訛，可知

太平山在孔稚珪的故乡。 该诗因为《艺文类聚》的引录而得以留存，有可能所引录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但就引录部分看已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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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短短四句凸显了太平山的森林茂盛、山势。 齐末沈约在会县作有《游沈道士馆》。 

輨輶訛梁武帝天监十八年（519 年）至普通三年（522年），王籍随太守萧在会輨輷訛， 作有著名的《入若邪溪》诗。 《梁

书》卷五十《文学传·王籍》：“除轻车湘东王咨议参军，随府会稽。 郡境有云门、天柱山，籍尝游之，或累月不反。 至若邪

溪赋诗，其略云：‘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当时以为文外独绝。 ”輩輮訛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若邪溪在（会

稽）县南二十五里，溪北流与镜湖合。 ”輩輯訛若邪溪在若邪山下， 今绍兴南。 以后世律诗的评判标准看“蝉噪”一联诗犯

了合掌对，二句接以动衬静。 

天监九年（510 年）至十年（511 年），刘孝绰任上虞令，留下了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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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上虞令，还除秘书丞。 ”輩輰訛《梁

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六年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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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輱訛刘孝绰约天监六年（507 年）随安成王秀到江州，七年（508 年）随安成王秀由江州至荆州，大约天监八

年（509 年）回到建康不久即补太子洗马，掌东宫管记。天监九年夏出为上虞令。天监十年秋冬之际回到建康任秘书丞，十一

年（512 年）春夏之际又回到荆州任安成王秀咨议。 刘孝绰《上虞乡亭观涛津渚学潘安仁河阳县》云：“此城邻夏穴， 矗茂筠

篁。孝碑黄绢语，神涛白鹭翔。”此诗作于任上虞令时。 上虞接近山阴大禹陵，此地竹林茂密，孝碑是指上虞孝女曹娥之碑， 此

处大约正是写在曹娥江入钱塘江处观涛。 

徐陵在梁代曾任上虞令，其《内园逐凉》诗云：“昔有北山北，今余东海东。 纳凉高树下，直坐落花中。 ”上虞治今浙江

上虞盐官镇，距海不远，所以诗中的东海东正指上虞。 萧纲有《纳凉》，庾肩吾《奉和太子纳凉梧下应令》是对萧纲之作的唱

和（萧纲中大通四年九月方移居东宫，此时早非纳凉季节。故萧、庾之作，最早作于中大通五年夏），而徐陵该诗是对随萧纲在

东宫纳凉的回忆之作。 要知徐陵之作创作时间需考索徐陵任上虞令时间。 梁武帝虽然在中大通三年五月丙申（即五月二十七

日，西历 531 年 6 月 27 日）已下诏立萧纲为太子，但因立萧纲为太子朝中有争议， 反对派指责萧纲及其僚属徐摛等创作浮

艳的诗文，故并未立刻策拜，而是将徐摛出为新安太守 （因为立萧纲为太子已是五月底，这一外任至早在六月），徐摛前往新

安后，梁武帝即于中大通三年七月乙亥即七月初七 （西历 531 年 8 月 5 日）正式策拜萧纲为太子。 《陈书》卷二十六《徐

陵传》：“中大通三年，王立为皇太子，东宫置学士，陵充其选。 稍迁尚书度支郎。 出为上虞令，御史中丞刘孝仪与陵先有隙，

风闻劾陵在县赃污，因坐免。 久之，起为南平王府行参军，迁通直散骑侍郎。 梁简文在东宫撰长春殿义记， 使陵为序。又令

于少傅府述所制庄子义。寻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参军。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 ”輩輲訛可知徐陵先出为上虞令， 期间

被御史中丞刘孝仪式弹劾而免官，过了一段时间才起为南平王行参军，之后替萧纲《长春殿义记》作序，迁镇西湘东王中记室

参军。徐陵何时遭刘孝仪弹劾呢？《梁书》卷四十一《刘孝仪传》：“大同三年，迁中书郎，以公事左迁安西咨议参军，兼散骑

常侍。 使魏还，复除中书郎。顷之，权兼司徒右长史，又兼宁远长史、行彭城琅邪二郡事。 累迁尚书左丞，兼御史中丞。 在

职弹纠无所顾望，当时称之。 十年，出为伏波将军、临海太守。 ”輩輳訛《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纪十四》：“大同四年冬

十月，散骑常侍刘孝仪等聘于东魏。 ”輩輴訛刘孝仪任御史中丞犹在大同四年（538 年）十月出使东魏之后。 据《梁书》卷

三《武帝纪下》：“大同三年闰九月甲子，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湘东王绎进号镇西将军。 ”輩輵訛则徐陵大同三年（537 年）冬

前往荆州任镇西湘东王记室， 这样一来徐陵前往荆州反而比任上虞令受到刘晓绰弹劾还要早， 这不是与上文所引《陈书·徐

陵传》中的履历矛盾吗？ 似乎《陈书·徐陵传》记载徐陵为官先后顺序十分错乱，其实并非如此。 《南史》卷三十九《刘孝

仪传》：“使魏还，除中书郎。 累迁尚书左丞，长兼御史中丞。 在职多所弹纠，无所顾望，当时称之。出为临海太守。”輩輶訛

所谓长兼御史中丞， 即刘孝仪并非大同五年迁尚书左丞后才兼御史中丞，而是长期兼任御史中丞，则中大通中刘孝仪已兼御史

中丞。 显然《南史》所序正确。上文已述， 中大通五年夏徐陵尚与庾肩吾等随萧纲在东宫纳凉， 则徐陵出为上虞令至早在中

大通五年夏秋之际，是时刘孝仪已兼御史中丞，《陈书·徐陵传》 记载御史中丞刘孝仪弹劾上虞令徐陵是符合史实的，其所述

徐陵为官先后并不错乱，徐陵是诗约中大通五年秋作于上虞。 那么中大通七或八年徐陵从上虞令任上回到建康任南平王行参军，

南平王为谁呢？ 《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纪》：“中大通五年四月丙辰，南平元襄王伟卒。 ”輩輷訛可知此南平王定非萧伟， 

萧伟卒后， 世子萧恪为南平王，所以徐陵即为南平王萧恪行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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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太清三年（549 年）三月台城陷落，庾肩吾得间逃出建康往东行，吴郡被侯景叛军攻占，庾肩吾又逃亡会稽郡，在经

过夏禹庙时作《乱后经夏禹庙》, 这是现可知最早的写会稽大禹庙的诗歌。是年十二月侯景将宋子仙攻陷会稽， 庾肩吾被执而

作《被执作诗》。 

（二）临海郡 

临海郡治章安（今浙江临海市东南章安镇），大致包括今台州市辖地。 

临海地区首次出现在诗歌中就与王筠之创作有关。 《梁书》卷三十三《王筠传》：“中大通二年，迁司徒左长史。 三年，

昭明太子薨，敕为哀策文，复见嗟赏。 寻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在郡被讼，不调累年。大同初，起为云麾豫章王长史，迁

秘书监。五年，除太府卿。 ”輪輮訛萧统去世于中大通三年四月，萧纲是年五月立为太子，七月正式策拜。 是年九月十二日

萧纲东城私忏，作有《蒙预忏悔诗》，王筠有《奉和皇太子忏悔应诏诗》、《又和皇太子忏悔》，则王筠出为临海太守至早在中大

通三年九月下半月。 王筠“在郡被讼，不调累年”与徐陵在上虞令任上被弹劾不同，徐陵是被弹劾而罢官；王筠是被讼后，一

任临海太守秩满没有被召回建康也没升官，而是滞留临海，故云不调累年。 王筠何时回建康任豫章王长史呢？ 王筠《东阳还

经严陵濑赠萧大夫》诗中之“萧大夫”指中散大夫萧子范，《梁书》卷三十五《萧子范传》：“为宣惠武陵王司马，不就，仍除中

散大夫，迁光禄、廷尉卿。 出为戎昭将军、始兴内史。还除太中大夫，迁秘书监。”輪輯訛《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大同

三年五月丙申，以前扬州刺史武陵王纪复为扬州刺史。 ”輪輰訛因萧子范未上任宣惠武陵王司马，而除中散大夫，也就是说大

同三年（537 年）五月丙申之后，才可称萧子范为大夫，王筠从临海回建康途经严陵濑作是诗称萧子范为萧大夫，则是诗至早

作于大同三年五月丙申后， 可知王筠中大通三年（531 年）初冬至大同三年夏秋之际（537年）在临海，确实是“不调累年”。 

王筠十分重视自己在临海时期的文学创作， 在编文集时将在临海创作的诗文独立编为十卷。 其 《早出巡行瞩望山海》：“高门

惟壮丽，修雉亦骈罗。 层楼亦攀陟，复道亦经过。昧旦清音上，风气入纤萝。云起垂天翼，水动连山枝。奔涛延澜汗，积翠远

嵯峨。”是谢灵运在今温州地区描写东海后， 再次在诗歌中出现对东海的描述。 王筠《答元金紫饷朱李》是对金紫光禄大夫元

法僧赠朱李的答谢（王筠曾作有《（嘲刘孝绰）元广州景仲座见故姬》，元景仲乃元法僧之子，可见王筠本与元法僧家族有交往），

元法僧中大通四年（532 年），领金紫光禄，是年王筠已在临海，当然也有可能是年夏王筠尚未前往临海， 但如此则与《梁书》

本传中的“寻出为贞威将军、临海太守”不合，所以在没有确切史料支撑的情况下，还是以王筠中大通三年冬出为临海太守比

较妥当，故是诗大约中大通四年夏作于临海。 王筠在临海期间还与在建康任都官尚书的刘孺异地唱和作有《和 刘尚书 》，是

诗只剩残句 “客馆动秋光 ，仙台起寒雾。 ”《初学记》卷十一《职官部》：引司马彪《续汉官志》云：“尚书省在神仙门内。 ”

輪輱訛可知诗中之“仙台”正是指尚书省，据“客馆”、“秋光”、“寒雾”可知作于某年深秋客居他乡时。 《梁书》卷四十一《刘

孺传》：“中大通五年， 为宁远将军、 司徒左长史，未拜，改为都官尚书，领右军将军。 大同五年，守吏部尚书。其年，出为

明威将军、晋陵太守。”輪輲訛则中大通五年至大同四年刘孺为都官尚书， 结合上文所云王筠在临海时间， 该诗大约作于中大

通五年（533 年）至大同二年（536 年）的某个秋季作于临海。 王筠有《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梁书》卷三《武帝纪下》：

“中大通五年冬十月庚申，以吏部尚书谢举为尚书右仆射„„大同三年二月己丑， 以尚书右仆射谢举为右光禄大夫„„大同九

年三月， 以太子詹事谢举为尚书仆射„„太清二年春正月辛丑，以尚书仆射谢举为尚书令。 ”輪輳訛可见谢举中大通五年十

月至大同三年（537 年）二月，大同九年（543年）三月至太清二年（548 年）正月为尚书仆射，因王筠中大通六年（534 年）

一届太守任期满后至大同三年滞留临海，而谢举在朝中任职，故诗中王筠自称野人，谢举与王筠皆为萧统东宫学士，二人颇为

熟识，故王筠摘园菊遥赠谢举，是诗大约中大通六年（534 年）秋至大同二年间某个重阳节（诗云：“重九惟嘉节。 抱一应元

贞。 ”可知作于重阳节）作于临海。輪輴訛 

（三）东阳郡 

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市），大致包括今金华市、衢州市辖地。 

《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纪》：“义熙三年（407）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谓宜当朝政，悒悒不得志；出为东阳太守，尤不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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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无忌素慕其名；东阳，无忌所统，仲文许便道修谒，无忌喜，钦迟之。 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过府；无忌以为薄己，大怒。 

会南燕入寇，无忌言于刘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虏不足忧也。 ’闰月，刘裕府将骆冰谋作乱，事觉，裕斩之。 因

言冰与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刘延祖潜相连结，谋立桓胤为主，皆族诛之。 ”輪輵訛则义熙初殷仲文曾任东阳太守，

《送东阳太守》义熙初作于东阳（治今浙江金华），是现可知最早作于东阳的诗歌。 

谢灵运景平元年（423 年）秋自永嘉回始宁途中经过东阳作有《东阳溪中赠答》二首：可怜谁家妇，缘流洒素足。明月在

云间，迢迢不可得。可怜谁家郎，缘流乘素舸。但问情若为，月就云中堕。此二诗描写东阳溪上青年男女，具有民歌色彩，由

贵族诗人写来别有一番风味，这不是刻意的模仿，对该地的风土人情的实际写照使得该诗具有民歌风格。 

沈约是南齐时期今浙江一带诗歌的主要创作者， 而其中创作于金华的最多， 这与沈约任东阳（治长山，今浙江金华）太

守有关。 谢灵运虽然是现可知最早在东阳一带作诗者， 但谢灵运是以民歌写东阳之风俗，未书写东阳之景，且谢灵运是到永

嘉途中路过东阳，不可能在此地较多写诗，最早写东阳之景且较多在此地作诗者是沈约。 《梁书》卷十三《沈约传》：“隆昌元

年，除吏部郎，出为宁朔将军、东阳太守。 ”輪輶訛沈约为竟陵八友之一，因此在萧鸾掌权后一度受到猜忌出为东阳太守，据

沈约《去东阳与吏民别》：“霜载 （再） 凋秋草， 风三动春旗。 ”，则沈约在东阳度过了三个春季两个秋季，则沈约大约隆昌

元年（494 年）春至建武三年（496年）春任东阳太守。 《太平寰宇记》卷九十七《江南东道九》：“《名山略记》云：‘有长山，

在东北，县因之为名。 ’隋改长山为金华。 按金华即长山别名。 今为金华县焉。 长山在（金华）县南二十里，一名金华山。 

即黄初平初起遇道士教以仙方处„„ 《郡国志》云：金华县因山为石城，南临溪水。 髙阜上有楼名曰玄畅楼，宋沈约造次吟

咏于此处。 赤松涧。 赤松子游金华山， 以火自烧而化， 故山上有赤松之祠。涧自山而出，故曰赤松涧。”輪輷訛则金华乃山

名，为道士修道处，沈约《游金华山》诗即紧扣金华山与道士之关系。 赤松涧源于金华山，此地因赤松子而闻名，所以沈约《赤

松涧》诗围绕赤松子而写。 受到高峻的玄畅楼的感染，其《登玄畅楼》诗颇有气势“危峰带北阜，圆鼎出南岑。 中有凌风树，

回望川之阴。涯岸每增减，湍平互浅深。水流本三派，台高乃四临。上有离群客，客有慕归心。落晖映长浦，焕景烛中寻。云

生岭乍黑，日下溪半阴。信美非吾土，何事不抽簪。 ”写因登楼所见而思乡，俨然具体而微之《登楼赋》。 沈约还在玄畅楼题

写了八首杂言诗，总名“八咏诗”。 正是沈约的妙笔使金华之景第一次集中进入诗歌中，金华山、玄畅楼、赤松涧因为沈约的

歌咏而成为金华的历史文化名胜。 在永嘉期间沈约曾泛舟永康江，作有《泛永康江》，诗中“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来。 ”之

句清新奇秀，“浮”、“犯”二字，练字极佳。 沈约在东阳又有《留真人东山还》诗。 《文馆词林》卷一五八录沈约《赠沈录事

江水曹二大使》和《赠刘南郡季连》二诗，题下皆有小注“东阳郡时”，可见此二诗作于沈约任东阳太守时。 《赠沈录事江水

曹二大使》诗题中之沈录事、江水曹，名与事迹未详。 诗云：“伊我洪族，源浚流长。 弈弈清济，代有兰芳。 ”可知沈录事

为沈约族人。 《赠刘南郡季连》诗云：“山，陕辅任隆。才否虽异，劳逸不同。幽岩何有，丹桂为丛。结枝以赠，寄之飞鸿。 ”，

“山邦”句谦指自己任东阳太守，“陕辅 ”句指刘季连任南郡太守 ，“寄之飞鸿 ”可知该诗是在东阳遥赠刘季连。 

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 年），刘峻隐居东阳金华山之首紫岩山，作有《始居山营室》诗輫輮訛。 诗云：“凿户窥嶕峣，开

轩望嶃崱。 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 ”与刘峻《山栖志》：“东阳实

会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丽，皋泽坱郁。若其群峰叠起，则接汉连霞。 乔林布濩，则春青冬绿，回溪映流，则十仞洞底，

肤寸云谷，必千里雨散。 信卓荦爽垲，神居奥宅。 ”所述金衢盆地之风物相通。 《梁书》卷三十五《萧子云传》：“大同七年， 

出为仁威将军、 东阳太守。中大同元年，还拜宗正卿。”輫輯訛，则大同七年（541年）至中大同元年（546 年）萧子云任东阳

太守（治今浙江金华），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十七《来宦传》：萧子云，字景乔，大同七年以散骑常侍拜仁威将军东阳太守„„

其在东阳有《赠海法师游甑山》诗。輫輰訛然而王崇炳没有指出认为该诗作于东阳的原因，据《（雍正）浙江通志》卷十七：甑

山，《元丰九域志》：甑山，其形似甑。 《名胜志》：在（东阳）县西南十里，髙三百二十丈，周二十里。 《寰宇记》：昆山顶

上有孤石，髙三十丈，其形类甑。即此山也。下有白云洞，深五丈，广如之。輫輱訛可知东阳有甑山，因此《赠海法师游甑山》

即作于任东阳太守时。 萧子云还有《落日郡西斋望海山 》诗 ，中大通三年 （531 年 ） 萧子云出为贞威将军、临川内史，

临川治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金华一带虽不靠海，但距离大海较之临川近得多，且始终描述的是江东一带风俗景致，故是诗约

作于萧子显东阳太守任上。 



 

 10 

太清三年侯景陷台城，江总避地会稽，后流寓岭南，途经东阳郡境留有诗篇。 《陈书》卷二十七《江总传 》：“台城陷 ，

总避难崎岖 ，累年至会稽郡 ，憩于龙华寺„„总第九舅萧勃先据广州， 总又自会稽往依焉。 梁元帝平侯景，征总为明威将

军、始兴内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给总行装。 会江陵陷，遂不行，总自此流寓岭南积岁。 天嘉四年（563），以中书侍郎征还朝，

直侍中省。 ”輫輲訛《 梁书 》 卷五 《 元帝纪》：“大宝元年（550）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萧勃为镇南将军、广州刺史。”

輫輳訛则江总最早于大宝二年（551 年）投靠萧勃。 大宝二年至陈文帝天嘉四年（563 年），江总在岭南。 在前往岭南途中经

过东阳郡太末县（治今衢州市龙游县）作有《入龙丘岩精舍》。 《（雍州）浙江通志》卷十八《龙游县》卷十八：“龙丘山，《龙

游县志》在县东四十里。 《后汉书·郡国志》：《东阳记》太末龙丘山有九石，特秀林表，色丹白，远望尽如莲花。 （后汉）

龙丘苌隐居于此，因以为名。 ”輫輴訛诗云：“法堂犹集雁，仙竹几成龙。 聊承丹桂馥，远视白云峰。 风窗穿石窦，月牖拂

霜松。暗谷留征鸟，空床彻夜钟。 阴崖未辨色，迭树岂知重。溘此哀时命，吁嗟世不容。无由访檐尹，何去复何从。 ”，据诗

中景致，可知作于大宝二年（551 年）秋，诗中的龙丘之景亦染上逃难时“溘此哀时命，吁嗟世不容”的忧生之嗟。 这是现可

知最早的作于今龙游县的诗歌。 

（四）永嘉郡 

永嘉郡治永宁（今浙江温州市），大致包括今温州市、丽水市辖地。 

谢灵运永初三年（422 年）出为永嘉太守，八月十二日到郡，景平元年（423 年）九月离开永嘉一共在郡一年，《宋书》卷

六十七《谢灵运传》：“少帝即位，权在大臣，灵运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为永嘉太守。 郡有名山水，灵

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所至輙为诗咏，以致其意焉。 在郡

一周，称疾去职，从弟晦、曜、弘微等并与书止之，不从。 ”輫輵訛谢灵运不是优秀的太守，但他的题咏使得今温州地区第一

次进入文学视野。这一年间创作了不少描写永嘉山水的诗篇。谢灵运在永嘉留下了约二十五首诗， 其中写永嘉山水的有十八首。 

永嘉地区的奇山异水如赤石山、绿嶂山、仙岩山、南亭山、孤屿山、白石山、盘屿山、瞿溪山等，因谢灵运的歌咏，始为世人

所知，方志中在介绍这些山水时即以谢诗为例。 《游赤石进帆海》：“首夏犹清和，芳草亦未歇。 水宿淹晨暮，阴霞屡兴没。

周览倦瀛 ，况乃陵穷发。川后时安流，天吴静不发。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 仲连轻齐组，子

牟眷魏阙。 矜名道不足，适已物可忽。 请附任公言，终然谢天伐。 ”，《行田登海口盘屿山》：“羁苦孰云慰，观海藉朝风。 莫

辨洪波极，谁知大壑东。 依稀采菱歌，仿佛含嚬容。遨游碧沙渚，游衍丹山峰。 ”大海予给这位才高八斗的诗人丰富的诗思。 

贵族文人的底蕴，悠游的生活，对山水的喜好，加上绍兴、永嘉、富春江沿岸等地的各自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特点成就了谢

灵运的诗歌创作， 也因为有谢灵运这些地区或首次进入诗歌或首次得到大幅度的描写。 谢灵运是南朝唯一一位在居住地和任

职地大量从事诗歌创作，描写当地风光的诗人。 元嘉十年（433 年）谢灵运在广州被杀，是武人次等士族掌握政权后，为加强

皇权统治， 而对依然保持较大独立性的高门士族文人的一次警告。 自此以后南朝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谢灵运这样如此有贵族气

的文人， 也再也没有文士如大谢般在地方任职而以游览写诗为主要生活，此后的齐梁文士基本都有担任诸王记室、参军等经历，

逐渐成为帝王的附庸，齐梁谢朓沈约等虽亦任地方官，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依靠王权，在不同的诸王幕府中周旋， 任地方官时虽

亦有少数诗歌留下，但游览赋诗已非其为宦生涯的重要部分。 

《梁书》卷四十九《文学传·丘迟》：“天监三年，出为永嘉太守。 在郡不称职，为有司所纠，高祖爱其才，寝其奏。 四

年，中军将军临川王宏北伐，迟为咨议参军，领记室。 ”輫輶訛丘迟天监三年（504 年）出为永嘉太守，天监四年（505 年）

十月参加临川王宏任主帅之北伐军，故丘迟居永嘉最多一年，虽然亦如谢灵运在郡并不称职， 但丘迟并非谢灵运似的贵族文人， 

亦未有史书记载丘迟在永嘉曾经以探访山水为能事， 他在永嘉并未留下写当地景致的诗歌。 丘迟在永嘉的诗歌可知的只有《题

琴朴奉柳吴兴》，吴兴太守柳恽善琴，丘迟在永嘉得佳琴材以赠恽并作是诗， 是诗大约作于天监四年（505年）春。 

三、结论 

由于部分作者在几个郡作有诗歌， 所以据上表统计六朝时期浙江诗歌创作人数时因去掉一些重复。 东晋浙江诗作者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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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是 31 人。 刘宋浙江诗作者去重复是 6 人。 南齐浙江诗作者去重复是 5 人。 梁代浙江诗作者去重复者为 12 人。 陈代没

有可知的创作于今浙江地区的诗歌。 所以六朝时期在今浙江地区作诗者一共 54 人， 共有 156 首诗。 就作者而言，以侨姓

士族文士为主，其中侨居于今浙江境内的有孙绰、孙统、谢安、王羲之、王肃之、王玄之、王凝之、王徽之、王涣之、谢灵运、

谢惠连（十一人居于会稽），李颙、李充（二人居于 临海），殷仲文、王韶之（二人居于吴兴），刘峻（晚居东阳）， 其中只有

谢灵运较多在其居住地创作诗歌。 浙江地区的本土作者只有沈约、吴均、虞骞、丘迟、孔稚珪，沈约为吴兴武康人，但他并没

有在故乡创作诗歌， 他在今浙江地区的诗歌主要是他在东阳任太守和前往东阳途中经过富春江一带创作的。 吴均的浙江诗歌

主要是他作为吴兴太守柳恽的主簿时与柳恽在乌程唱和所作。 吴均为吴兴故鄣（治今浙江安吉縣北）人，他在乌程作的诗离他

的故乡还是比较近的，都在吴兴郡境内。 虞骞和孔稚珪在故乡会稽创作诗歌，虽然各只有一首，但皆描写了故乡的山水。 就

区域而言，吴郡（钱塘江、富春江沿岸）和会稽郡是浙江诗歌创作最繁荣兴盛的地区。 因为文士自建康南下今浙江、福建等地

必经钱塘江、富春江，不少文士会在此留下诗篇，而会稽郡是侨姓士族在今浙江地区最大的聚居地，所以在东晋时期该地就成

为浙江诗歌主要的创作地， 到刘宋时期因为谢灵运的创作而使会稽诗歌创作达到了六朝时期的顶峰。 吴兴郡和东阳郡是次兴

盛区，鲍照和吴均、柳恽是主要创作者，从诗歌数量上看，吴兴郡的诗歌要超过吴郡，但这主要是因为仅仅吴均与柳恽间的赠

答之作就有十几首，这就推高了吴兴诗歌的数量，但就诗歌的创作者数量来说， 吴兴不如吴郡的钱塘江、 富春江沿岸。 东阳

郡虽然东晋至梁历朝有诗歌，但总体创作不繁荣，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沈约任太守时期。 所以此二郡只能属于次兴盛区。 在

新安、临海、永嘉三郡创作诗歌的文士最少， 新安郡只有任昉任太守时写过五首诗，其中两首述及新安风光。 临海郡只有南

朝梁时期王筠任太守时创作过四首诗，其中一首描绘了当地所见的大海。 永嘉郡在刘宋初谢灵运任太守时有较多的诗歌创作， 

但谢灵运离开后，该地诗歌创作即归于沉寂，此后终南朝之亦未复兴。 

南朝时期部分在今浙江地区为官的文人，还与其他地区的文人做诗异地赠答。 比如，南齐时期徐孝嗣在吴兴作诗酬答在建

康的王俭。 沈约在东阳作诗遥赠出任南郡太守的刘季连。 梁代丘迟在永嘉与在吴兴的柳恽作诗互赠。 任昉在新安与远在建安

（治今福建建瓯）的到溉作诗赠答，王筠在临海先后作诗酬答在建康的元法僧、谢举。 可见该时期异地诗歌赠答已有一定规模，

今浙江境内，以及今浙江地区到建康，乃至到今福建一带，邮路已较发达，为异地诗歌赠答提供了交通基础。 虽然缺少文献， 

但可以想见文人之间异地诗歌赠答的同时也会有书信往来， 在书信中会提到在各自为官地的见闻， 这些与诗歌异地赠答一同

促进不同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总之， 六朝时期浙江诗歌创作的兴盛区与地区的开发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吴郡的钱塘江、富春江沿岸，吴兴正是该时期今

浙江境内得到一定开发或人员居住、往来较多的地区。 六朝时期的浙江诗以侨姓士族为创作主体， 同时较依赖著名文人到某

地为官进行创作， 而由于所在地文化发展水平还较低以及文士在为官时还来不及提升当地文化水平， 当地本土文人的诗歌创

作并没有因著名人士的到来而有较大起色， 所以虽然文士为官时进行的诗歌创作会提升当地的诗歌数量，但文士离开后，当地

的诗歌创作仍然归于萧条。 浙江地区本土文人诗歌创作的繁荣要等到唐代， 但六朝时期这一地区的诗歌创作， 为之提供了文

化和创作实践基础。 

注释： 

①⑧⑨○36○41○77沈约：《宋书》，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1525、2248、1626、1753、1775、1753 页 。 

②③④○14○24○50○52○53○57○60○61○62○64○65○68○71○75○78姚思廉：《 梁书 》 中华书局 1973 年 版 ， 第 693、347、45～48、230、254、713、

480、46～54、82、486、510、81、592、78、81、87、93、233、515、116、687 页。 

⑤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5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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