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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六朝皖地诗考述 

陆路
1
 

（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皖地处于“吴头楚尾”，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沿淮地区是皖地较早开发的区域，早在汉代就有

淮南王文学集团，沿江区域则是六朝皖地诗的主要创作地。现可知汉晋六朝时期约有 40余位诗人（包括无名氏）在

皖地留下近 90首诗歌。对汉晋六朝皖地诗歌的系统考述，可为该时期皖地文学、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基础。因皖地

的特殊地理位置，该研究还有助于深入探讨六朝荆杨政治文化交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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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安徽省以淮河、长江、新安江三大水系为界，分为淮北、江淮、徽州三大地理区域，相应产生三大文化区。淮北属于中原

文化区，安徽地名来自安庆府与徽州府，分别属于江淮、徽州文化区，故皖文化区主要就是指今安徽一带的江淮与皖南文化区。

本文所说的皖地就主要包括指今安徽省的淮河以南地区，大致相当于晋代的丹阳郡的西部、宣城郡、庐江郡、淮南郡（这些地区

属皖地江淮文化区）以及新安郡的西部（属皖地徽州文化区）。1汉晋六朝时期除新安郡的西部外，其余为皖地诗歌的主要创作地。

皖地处于“吴头楚尾”，东临江东文化区，西接荆楚文化区，北承中原文化区，南近江州文化区，是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早在

汉代，寿春一带就因淮南王刘安招宾客著书而一度成为学术文化兴盛地，也是皖地较早的诗歌创作地，六朝时沿淮一带作为边境

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意义，亦时有诗人在此留下诗篇。沿江地区作为连接吴楚的大动脉，则是六朝皖地诗歌最主要的创作地。唐

先田、陈友冰主编《安徽文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年版）研究先秦至当代的安徽文学，主要介绍原籍在今安徽政区的作家

的文学活动，也涉及部分曾在安徽活动的著名作家，限于体例，未能专门研究作于皖地的诗歌。本文拟以郡为纲，按时间顺序，

系统考索汉晋六朝皖地诗歌的创作状况（诗歌系地研究遵循属地原则，作于某地的诗歌即为该地诗歌），亦可为汉晋六朝皖地文

学、文学地理研究等提供基础。 

一、汉晋六朝皖地诗考 

（一）丹阳尹西部 

丹阳尹的西部属于皖地的江淮文化区，大致包括西晋丹阳郡西部的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北丹阳镇）、于湖（今安徽当涂县

南）、芜湖（今安徽芜湖市）等县，约相当于今安徽省辖马鞍山市、芜湖市的长江以南地区（不包括繁昌县、南陵县等）。 

1.晋。袁宏《咏史》二首，《晋书》卷九二《文苑传·袁宏》：“谢尚时镇牛渚，秋夜乘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宏在舫

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遂驻听久之，遣问焉。答云：‘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为安西将军、豫州刺史，

引宏参其军事。”[1]2391袁临汝郎即临汝令袁勗子袁宏，为临汝郎袁勖子。可知袁宏《咏史》作于牛渚一带的江面上，牛渚在今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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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马鞍山西南江边。谢尚于晋穆帝永和元年至升平元年为豫州刺史五年，永和元年豫州镇历阳（今安徽和县），永和二年移镇芜

湖（今安徽芜湖），永和四年进屯寿春（今安徽寿县）。[2]3475 永和四年八月谢尚为安西将军（《晋书》卷八《穆帝纪》）[1]194。历阳

在江北，与牛渚隔江相望，芜湖在江南临近牛渚，则袁宏在牛渚一带作《咏史》为谢尚所闻，约在永和四年春夏（八月前）。 

顾恺之《拜桓宣武墓》，《舆地纪胜》卷一八：“桓温墓，《寰宇记》云：‘桓玄父墓，今谓之司马陵。’桓温女冢。《寰宇记》：

‘在当涂县南，齐宜都王铿为南豫州刺史，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蔑为奁器，又有金蚕银蠒等物甚多，铿

自往修复，纎毫无犯。”[3]889桓温墓在今安徽当涂青山上。《晋书》卷九二《顾恺之传》：“顾恺之，字长康……桓温引为大司马

参军，甚见亲昵。温薨后，恺之拜温墓，赋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或问之曰：‘卿凭重桓公乃尔，哭状其可见乎？’

答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1]2404桓温卒于宁康元年（373），《资治通鉴》卷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宁康元年

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还姑孰。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温薨……温以世子熙才弱，使冲领其众。于是桓秘与

熙弟谋共杀冲，冲密知之，不敢入。俄顷，温薨，冲先遣力士拘录熙、济而后临丧。秘遂被废弃，熙、济俱徙长沙。诏葬温依汉

霍光及安平献王故事。冲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时方五岁，袭封南郡公。”[4]3262桓温正是卒于当涂，此为桓温常年镇守之地，

故葬于是，其子继续镇守该地。顾恺之为桓温司马，故桓温安葬后拜谒其陵。是诗至早作于宁康元年秋拜谒桓温陵时。殷仲文

《南州桓公九井作》，南州，即姑孰。九井，即九井山，在姑孰。《文选》卷二二该诗李善注：“《水经注》曰：淮南郡于湖县南，

所谓姑孰，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图》曰：姑孰至直渎十里，东通丹阳湖，南有铜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井，井与江通。”
[5]1361

《晋书》卷五五《刘毅传》：“初，桓玄于南州起斋，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斋。”[1]2207《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

四》：“九井山，在（当涂）县南一十里。殷仲文九日从桓温登九井赋诗，即此山也。”[6]684《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纪》：“元

兴元年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辞录尚书事，诏许之；而大政皆就咨焉，小事则决于尚书令桓谦及卞范之……元兴二年九月，

侍中殷仲文、散常侍卞范之劝大将军玄早受禅，阴撰九锡文及册命……丙子册命玄为相国，总百揆，封十郡，为楚王，加九锡，

楚国置丞相以下官。”[4]3543,3552 殷仲文为桓玄姐夫，随桓玄镇姑孰。诗云：“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夹籁警幽律，哀壑叩虚

牝。”
[5]1362

此诗约元兴元年（402）或二年秋作于姑孰（今安徽当涂）。庾阐《登楚山》，《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五：“白纻山，

在····（当涂）县东五里。本名楚山，桓温领妓游山奏乐，好为白纻歌，因改为白纻山。”[7]2082《资治通鉴》卷二三《晋纪

二十三》：“兴宁三年春正月，大司马温移镇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将军豁监荆州、扬州之义城、雍州之京兆诸军事，领荆

州刺史；加江州刺史桓冲监江州及荆、豫八郡诸军事；并假节。”[4]3197则桓温在姑孰携妓游楚山奏白纻歌至早在兴宁三年（365），

而据曹道衡先生考证庾阐卒于永和（345—355）中[8]203，即便卒于永和十二年（355），也远在桓温镇姑孰前，故庾阐之时，当涂

此山正名为楚山。诗云：“拂驾升西岭，寓目临浚波。想望七德耀，咏此九功歌。龙驷释阳林，朝服集三河。回首盼宇宙，一无

济邦家。”[9]123姑孰为建康的门户，一直是东晋南朝的军事重地，在此想到建功立业的抱负是非常自然的。今湖北南漳县一带的

荆山又名楚山，《水经注》卷四十：“荆山在南郡临沮县东北，东条山也。卞和得玉璞于是山，楚王不理怀璧哭于其下，后使玉

人理之，所谓和氏之玉焉。”[10]955此山因为和氏璧的典故而成为最有名的楚山。该地属于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阳），但终庾

阐一生未到过这一带，故诗中楚山非此荆山明矣。具体创作时间未详。 

2.南朝宋。鲍照《还都道中作》《还都道中》三首，此二题四诗为元嘉十七年（440）冬随临川王自·江州赴南兖州（治广陵，

今江苏扬州市西北蜀岗上）途中还都作[11]51，《文选》卷二七鲍照《还都道中作》李善注：“《集》曰：‘上浔阳，还都道中作。’

都，谓扬州也。”该诗云：“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芦洲……鳞鳞夕云起，猎猎晚风遒。”[5]1713《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南陵戍，

在今太平府繁昌县西南。”[12]171 则是诗当作于繁昌（今安徽繁昌县东北）至建康间的江面上。《鲍氏集》卷五该诗题作“浔阳还

都道中”、《古诗纪》卷六十一作“上浔阳还都道中作”，结合《文选》李善注所引鲍照集注释可知，皆是把小注中说明创作背

景的文字混入了诗题中。《还都道中》其一云：“孤兽啼夜侣，离鸿噪霜群。”[13]379 冬天之风遒劲，季节正与鲍照随临川王义庆

离开江州时节相符。鲍照《遇铜山掘黄金》，铜山即九井山，在姑孰。诗云：“蹀蹀寒叶离，灇灇秋水积。松色随野深，月露依

草白。”[13]397写冬景。从建康到江州或荆州，及从那些地方回建康都会经过姑孰，鲍照两次到荆州都会经过此地，第一次由建康

到荆州入临川王义庆幕，在元嘉九年（432）夏，第二次到荆州是随临海王子顼，在大明六年（462）七月，皆与诗中描述的冬景

不符。元嘉十七年冬十月随临川王义庆自江州返回建康，正与该诗描述景象相符，且自寻阳回建康必然经过姑孰，故此诗作于此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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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朝梁。何逊《慈姥矶》，慈姥矶在今安徽当涂西北。此诗大约天监九年（510）随建安王伟至江州过慈姥矶时作。吴均《咏

慈姥矶石上松》，天监九年六月随萧伟到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天监十二年九月吴均随萧伟回建康，该诗约作于是年自江

州回建康途中经过慈姥矶时。吴均在梁武帝时并不得志，诗云：“赖我有贞心，终凌细草辈。”
[14]687

越是不得志越是要表现自己

的坚贞，故借松咏之。 

萧纲《泛舟横大江》、王台卿《奉和泛江》，萧纲诗云：“沧波白日晖，游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转，前观远帆稀。广水浮云吹，

江风引夜衣。旅雁同洲宿，寒凫夹浦飞。行客谁多兴，当念早旋归。”[15]953 和诗云：“春江下白帝，画舸向黄牛。锦缆回沙碛，

兰桡避荻洲。湿花随水泛，空巢逐树流。建平船柹下，荆门战舰浮。岸社多乔木，山城足迥楼。日落江风静，龙吟迥上游。”[15]772

和诗《艺文类聚》卷八引（牛、洲、流、楼四韵）题为王台卿作，而《初学记》卷六、《文苑英华》卷一六二以为庾信作，赵以

武指出，诗中所写为前往江陵的江景，而萧纲天监十三年为荆州刺史时，只有两岁，不可能作诗。故和诗约为王台卿作。
[16]156

《南

史》卷五二《梁宗室传·南平王》：“（南平王伟）世子恪字敬则，弘雅有风则，姿容端丽。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闲庶务，委之

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薳、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曰：

‘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遂达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愦愦不如客。’寻以庐陵王代为刺史。”[17]12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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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年二月辛丑，以新除中抚将军始兴王憺为荆

州刺史。五月丁巳，以荆州刺史晋安王纲为江州刺史……十七年二月癸巳，镇北将军、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
[18]55,58

《梁书》

卷三《武帝纪下》：“普通三年正月己未，以宣毅将军庐陵王续为雍州刺史。”[18]65《梁书》卷四《简文帝纪》：“天监十四年，

徙为都督江州诸军事、云麾将军、江州刺史，持节如故。十七年，征为西中郎将、领石头戍军事，寻复为宣惠将军、丹阳尹，加

侍中。”[18]103庐陵王续是代南平王世子恪为雍州刺史，则可推知天监十七年二月安成王去世后，接替其为雍州刺史的是萧恪，直

至普通三年萧续代萧恪为雍州刺史。天监十三年春至十四年五月萧纲为荆州刺史，大约此期间王台卿随萧纲在荆州，萧纲任江州

刺史，王台卿当亦随往。天监十七年随萧纲回建康，此后随萧恪前往雍州，普通二年萧恪被召回，王台卿亦随之回建康，前往南

徐州重入萧纲幕府，普通三年与萧纲唱和，有《奉和往虎窟山寺》等。王台卿与萧纲早有渊源，并作诗唱和，故后来随萧恪回建

康后，会再入萧纲幕府，赵以武之说正合理，今从之。据萧纲诗“沧波白日晖，游子出王畿。旁望重山转，前观远帆稀”，则是

时刚离开建康，此地长江两岸多崇山，而今芜湖鸠江区大桥镇与马鞍山和县白桥镇间长江两岸的东梁山、西梁山（李白《望天门

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即指此）正与萧纲诗中描写的地理位置和景象相合，萧纲原诗及王台卿和诗约即天监

十三年春离开建康不久，途经东西梁山一带的江面所作。王僧孺《至牛渚忆魏少英》，魏少英，即东汉桓帝时期的贤士魏朗。据

《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魏朗》，魏朗曾为尚书，因遭党锢之祸，免归家，后窦武等诛，朗以党被急征，行至牛渚，自杀。

著书数篇，号《魏子》。[19]2201《梁书》卷二九《王僧孺传》：“起为安西安成王参军，累迁镇右始兴王中记室，北中郎南康王咨议

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普通三年，卒，时年五十八。”[18]467《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十三年春正月丙寅，以翊右

将军安成王秀为安西将军、郢州刺史。”[18]54是诗即作于天监十三年春随安成王秀前往郢州（治江夏，今湖北武汉武昌区）途经

牛渚（在马鞍山采石镇），想起贤士魏少英在此自杀，感怀而作。 

庾肩吾《游甑山》，王象之《舆地纪胜》卷第一八：“甑山，在当涂县东三十里，上有尨窟。遇岁旱人多焚此窟以起尨，往

往得雨。”[3]876《梁书》卷四九《庾肩吾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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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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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

此诗大约天监十三年随萧纲到荆州途中经甑山作。陆倕《以诗代书别后寄赠》，诗云：“江派资贤牧，宗英出建旟。不劳王布鼓，

无赖露田车。弼政非责实，求名已课虚。长卿病犹在，修龄疾未祛。讵知亭长肉，宁挂府丞鱼。不能未能止，内讼惭诸已。黾勉

从王事，纚舟出淮涘。朋故远追寻，暝宿清江阴。明旦一分手，翻飞各异林。归舟随岸曲，犹闻歌棹音。行者日超远，谁见别离

心。夕次冽洲岸，明登慈姥岑。水流多回复，余归良未寻。江关寒事早，夜露伤秋草。心缕姑苏台，目送邯郸道。葭苇日苍苍，

亲知慎早凉。”[15]1247淮涘指秦淮河，江指长江，自秦淮出长江正是离开建康溯江西上的路线。天监十五年秋，陆倕前往荆州任晋

安王纲长史、寻阳太守离开建康，以此诗赠前来送行者。《艺文类聚》卷二一录是诗题作“赠京邑僚友”，结合《文苑英华》诗

题中的“别后”，则该诗是作于离开建康后，离开建康后来到南豫州即今安徽江面上，故该诗约作于此处。萧绎《泛芜湖》，芜

湖，古湖名，在今安徽芜湖市东。诗云：“桂潭连菊岸”[9]169，当作于夏秋之际。普通七年（526）十月萧绎自丹阳尹出为荆州刺

史，大同五年（539）九月自荆州回建康，大约在回建康途中曾游芜湖作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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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城郡 

宣城郡，西晋太康二年（281）分汉以来扬州之丹阳郡而置，为原丹阳郡的中部地区。治宛陵（今安徽宣城市），辖境大致相

当于今皖南沿江一带，即安徽省宣城市、芜湖市西南部（繁昌区、南陵县等）、铜陵市的长江以南地区、池州市大部分（不包括

东至县以西地区）等。宣城诗歌主要作于宛陵一带。 

1.晋。无名氏《为陶汪歌》，据《陶氏家传》，东晋咸康中陶汪为宣城内史，广开学舍，教化百姓，民作七言歌颂之。[9]119 

2.南朝宋。袁淑《登宣城郡》，《宋书》卷七十《袁淑传》：“卫军临川王义庆雅好文章，请为咨议参军。顷之，迁司徒左西

属。出为宣城太守，入补中书侍郎，以母忧去职。服阕，为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迁尚书吏部郎。”
[20]1835

《宋书》卷五《文

帝纪》：“元嘉十六年夏四月丁巳，平西将军临川王义庆为卫将军、江州刺史……十七年冬十月戊午，以司空、南兖州刺史江夏

王义恭为司徒、录尚书事。戊寅，卫将军临川王义庆以本号为南兖州刺史……二十一年二月己丑，司徒、录尚书事江夏王义恭进

位太尉，领司徒。甲午，以广陵王诞为南兖州刺史。”[20]85,87,91，则袁淑元嘉十六年为卫军临川王义庆咨议参军，十七年随义庆回

建康，为司徒江夏王义恭僚属，大约元嘉二十一年，义恭进位太尉，袁淑出为宣城太守，是诗大约元嘉二十一年（444）作于宣

城。 

3.南朝齐。谢朓《始之宣城郡》，谢朓大约建武二年（495）夏出为宣城太守，是诗作于此时。[21]458 谢朓《郡内登望》：“借

问下车日，匪直望舒圆。寒城一以眺，平楚王苍然。山积陵阳阻，溪流春谷泉。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切切阴风暮，桑柘起

寒烟。”[5]1971到宣城已经一段时间了，深秋登高远眺。《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扬州》：“（宣城太守）广阳令，汉旧县曰陵

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晋成帝杜皇后讳陵，咸康四年更名。”[20]1035广阳县治今安徽青阳县广阳镇。陵阳子明得仙之

山，因以名陵阳山。春谷泉在春谷县，治今安徽繁昌县西北。该诗描写了宣城郡内的秋景，约作于建武二年（495）秋。谢朓《敬

亭山》，《文选》卷二七该诗李善注引《宣城郡图经》：“敬亭山，宣城县北十里。”[5]1716 据该诗中所写秋景及仕隐的矛盾心理，

大约建武二年秋作于宣城。谢朓《落日怅望》“寒槐渐如束，秋菊行当把”[21]230，《赛敬亭山庙喜雨》“登秋虽未献，望岁伫年

祥”[21]236，约建武二年秋作于宣城，谢朓《祀敬亭山庙》约亦同期作。 

谢朓《冬日晚郡事隙》，据谢朓《将游湘水寻句溪》“兴以暮秋月，清霜落素波”。则建武三年秋冬之交谢朓已经离开宣城。

谢朓《游山》《高斋视事》中之“山水郡”“大国”皆指宣城郡[21]234,281，二诗亦写冬景。以上三诗约建武二年冬作于宣城。谢朓

《郡内高斋闲望答吕法曹》，郡指宣城郡。《文选》卷三十吕向注：吕僧珍，齐王法曹也。《梁书》卷十一《吕僧珍传》：“齐随王

子隆出为荆州刺史，齐武以僧珍为子隆防合，从之镇……建武二年，魏大举南侵，五道并进。高祖率师援义阳，僧珍从在军中。”[18]211

永明九年春，谢朓为随郡王文学从之到荆州，而吕僧珍亦从随郡王在荆州，可知二人曾为同僚。《南齐书》卷六《明帝纪》：“建

武二年春正月辛未，索虏寇司、豫、徐、梁四州……秋七月壬申，以冠军将军梁王为司州刺史。”[22]86陈庆元已指出齐王为梁王

之误，是时萧衍未拜梁王，乃史家追书。[23]200 约建武三年春作于宣城。·谢·朓《·赋·贫·民·田》：“中岁历三台，旬月典

帮政……旧埒新塍分，青苗白水映。”[21]242“典邦政”正指谢朓为宣城太守，诗中写春耕景象，当作于建武三年春。 

谢朓《秋竹曲》、朱孝廉《白雪曲》、檀约《阳春曲》、江奂《渌水曲》、陶功曹《采菱曲》，谢朓与朱孝廉等以乐府唱和，谢

朓集中，檀约题为秀才，江奂题为朝请，二人事迹未详，仅因《隋书·经籍志》著录齐中书郎《江奂集》九卷，而知江曾为中书

郎。朱孝廉、陶功曹，事迹未详。谢朓集云“同赋杂曲名”，并指出谢朓“时为宣城守”[21]173-178，则作于建武二年夏至三年在宣

城太守任上。檀、江、陶、朱或为谢朓宣城太守的僚佐，故可以与谢朓在宣城唱和。 

谢朓《送江兵曹檀主簿朱孝廉还上国》，江兵曹，闻人倓、曹融南皆以为江兵曹指江泌，檀主簿指檀超。朱孝廉当即作《白

雪曲》者。诗云：“香风蕊上发，好鸟叶间鸣。”[21]247上国指都城建康。建武三年春谢朓在宣城送江兵曹等回建康而作是诗。谢

朓《和王著作<八公山>》：“浩荡别亲知，连翩戒征轴。再远馆娃宫，两去河阳谷。风烟四时犯，霜雨朝夜沐。春秀良已雕，秋

场庶能筑。”
[5]1981

春秋时吴国都城有馆娃宫，此处代指南齐都城建康，西晋石崇在河阳有别业，此处约指故乡。谢朓第一次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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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康是永明九年春随随王子隆到荆州，第二次离开建康是建武二年夏前往宣城任太守，直至建武三年冬前往湘州。据上引诗句可

知该诗建武二年或三年秋在宣城遥和。八公山在今安徽寿县。诗中根据王著作诗中的描述，想象八公山之景。王著作，名与事迹

未详，《八公山》已佚。谢朓《后斋迥望》诗云：“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
[21]230

是诗约建武二年或三年夏秋之际作于宣城。

谢朓《侍筵西堂落日望乡》《新治北窗和何从事》，第一首为联句诗。西堂在宣城。参与连句者有：太守谢朓、纪功曹晏、曹丞、

何从事，后三人为谢朓僚佐，事迹未详，写深秋景象。第二首为和何从事之作，何从事原诗已佚。二诗建武二年夏至三年秋作于

宣城。 

谢朓《纪功曹中园》《往敬亭路中》《祀敬亭山春雨》《闲坐》，四诗皆为连句。纪功曹即参与西堂联句的谢朓僚佐纪晏，他大

约是宣城当地人，中园是他的庭院。该诗谢朓、何从事、吴郎一同联句。《往敬亭路中》为谢朓、何从事、陈郎一同联句。《祀敬

亭山春雨》为谢朓、齐举郎、何从事一同联句。《闲坐》为谢朓、纪功曹、何从事、陈郎一同联句。四诗皆称谢朓为府君，前三

诗皆写春景，约建武三年春作于宣城。第四首写夏景，建武三年夏作于宣城。 

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沈尚书即沈约。郡，即宣城郡。诗云：“夏李沈朱实，秋藕折轻丝。”[5]1639沈约任五兵尚书当

在建武三年秋。所以谢朓该诗作于建武三年夏秋之际，因为建武二年秋虽然亦在宣城，但此时沈约任东阳太守，并不是尚书。沈

约在建康作《和谢宣城》以答。谢朓《将游湘水寻句溪》：“既从陵阳钓，挂鳞骖亦螭。方寻桂水源，谒帝苍山垂……兴以暮秋

月，清霜落素枝。”[21]250句溪在宣城，陵阳山在今安徽青阳广阳镇。桂水源，指桂阳县，治今湖南郴州。谒帝苍山垂指到衡山祭

祀南岳神。当时谢朓还未离开宣城，这是想象湘州的人文景点。谢朓《临溪送别》《忝役湘州与宣城吏民别》，溪即句溪，二诗约

作于建武三年（496）秋离开宣城前往湘州时。《还途临渚》为何从事、吴郎之联句，谢朓遥和之。据吴郎之句“伤此物运移，惆

怅望还律”，则亦作于秋季，感叹又将临近岁暮了。谢朓联句云：“白水田外明，孤顶松上出。即趣佳可淹，淹留非下秩。”[21]411

大约谢朓急着赶往湘州，未能同何、吴联句，离开宣城不久，遥和何、吴之联句。[16]95 

4.南朝梁。刘孝仪、刘孝威皆作有《帆渡吉阳洲》，《读书方舆纪要》卷二七：“吉阳矶，（东至）县北三十里江滨。”[12]1345

《（嘉庆）东至县志》卷一：“吉阳矶之下有吉阳洲。”[24]吉阳洲，位于今安徽东至县东流镇。《梁书》卷四一《刘孝仪传》：“晋

安王纲出镇襄阳，引为安北功曹史，以母忧去职。王立为皇太子，孝仪服阕，仍补洗马，迁中舍人……（孝威）初为安北晋安王

法曹，转主簿，以母忧去职。服阕，除太子洗马。”[18]594《梁书》卷四《简文帝纪》：“（普通）四年，徙为使持节、都督雍梁南

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平西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18]103《梁书》卷三《武帝纪下》：“（普通）五年春

正月辛卯，平西将军、雍州刺史晋安王纲进号安北将军……中大通三年秋七月乙亥，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18]67,75服丧期为 27

个月，则孝仪兄弟去职约在中大通元年（529）二月，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元年二月孝仪兄弟在晋安王雍州刺史府。二人回

建康途中经过吉阳洲各作一诗。 

刘孝绰《夕逗繁昌浦》《月半夜泊鹊尾》，《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百二十：“泥浦港，在繁昌县西北三十五里，与月子港、

横山港三港合流入江，曰三港口。刘孝绰诗有繁昌浦即此。”[25]刘孝绰一生中天监九年随安成王秀到荆州，十二年春回建康。天

监十三年随郢州刺史安成王秀到郢州，十四年春回建康。普通八年（大通元年 527）任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咨议到荆州。大同元年

（535）任荆州刺史湘东王绎咨议参军到荆州，二年回建康。这几次都会经过繁昌浦及鹊头、鹊尾渚，至于二诗作于哪一年则未

详。 

（三）庐江郡 

庐江郡源自秦之九江郡。秦得楚淮南之地置九江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河南淮河以南，江西省大部（不包括今省辖九

江市西部、宜春市、萍乡市等）等。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分九江郡江南地区立庐江郡，治番阳（今江西上饶市鄱阳县东北）
[26]40，辖境相当于今安徽长江以南大部及江西大部（除九江市西部、宜春市、萍乡市等）。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谋反，国除为

九江郡。元狩二年，汉武帝分庐江郡东部归丹阳郡，西部归豫章郡，至此江南不复有庐江郡。分九江郡西部为六安国（治六安，

今安徽六安市），以其南部诸县并衡山郡东部（即今长江以北、巢湖大别山一线以南地区）置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合肥市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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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县西南）。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37），六安国并入庐江郡，汉章帝元和二年（85）以庐江郡置六安国，汉和帝章和二年（88）

六安国除为庐江郡，此后庐江郡未有变动。辖境大致相当于今芜湖以西的皖北沿江一带及皖西大别山区，即今安徽省辖芜湖市和

铜陵市的长江以北地区、合肥市的巢湖以南地区、安庆市、六安市东部，以及河南省辖信阳市的固始县、商城县等。现可知庐江

诗歌较早作于东晋时，庐江诗歌主要创作地在沿江一带。 

1.汉。《陈留耆旧传》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讼息。教诲其子弟。歌之曰：‘我有田畴，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诲。’”[27]2139

六县（治今安徽六安市），东汉时改称六安县（治今安徽六安市东北）[26]377,990，此处称六县，则当作于西汉时。2 

2.晋。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庚子为隆安四年（400），是时陶渊明在荆州刺史桓玄幕府，因公至

建康，诗云：“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可知在回荆州治所江陵（今湖北荆州市）途中，计划经

寻阳省亲，在到寻阳前，阻风于规林（在今安徽宿松县境内），作是诗。[28]198 

3.南朝梁。何逊《至大雷联句》，大雷在今安徽望江县，何逊天监九年（510）六月随建安王伟前往江州，经过大雷时作此诗。

大约在此遇到刘孺、桓季珪（当为垣季珪）联句作诗，刘孺为何经过大雷，未详。《梁书》卷二二《始兴王憺传》：“天监九年春，

迁都督益宁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诸军事、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开立学校，劝课就业，遣子映亲受经焉，由是多向方者。时魏袭巴

南，西围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坚壁固守，憺遣军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众。”[18]355南安郡治南安县（今四川剑阁县）。

《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禄大夫王莹

为尚书令，行中抚将军建安王伟领护军将军，镇北将军、南兖州刺史始兴王憺为镇西将军、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为中书监。丙

子，以轻车将军晋安王纲为南兖州刺史。”[18]49大约垣季珪为始兴王憺司马，天监九月春未随憺前往益州，是年六月前往益州任

南安郡太守，在大雷遇到何逊、刘孺一同联句。何逊《临别联句》，诗云：“君望长安城，予悲独不见。”（《六朝诗集·何水部

集》卷二）
[29]

约作于《至大雷联句》之后。大约何逊前往寻阳，刘孺回建康。何逊《道中赠桓（垣）季珪》：“晨缆虽同解，晚

洲阻洪入。犹如征鸟飞，差池不可及。”（《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29]可见二人一同出发，而目的地不同。大约过大雷后

刘孺继续往东回建康，何逊与垣季珪继续西上，何至寻阳，垣至益州，在大雷至寻阳的江上何逊作该诗。 

（四）淮南郡 

汉高祖五年（前 202），项羽以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置淮南国，封英布为淮南王，不久英布即投汉，都六县（今安

徽六安市）。汉高祖十一年（前 196）英布反，汉高祖率军破之，国除。以英布故地封长子刘长为淮南王，治寿春（今安徽淮南

市寿县）。汉文帝七年，淮南王国除，入汉为九江、庐江、豫章、衡山四郡。汉文帝十一年（前 169）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汉

文帝十六年（前 164），封刘长子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仅领九江一郡。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安徽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之大部。

汉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谋反，国除为九江郡。元狩二年，汉武帝分庐江郡东部归丹阳郡，西部归豫章郡，至此江南不复有庐江

郡。分九江郡西部为六安国（治六安，今安徽六安市），以其南部诸县并衡山郡东部（即今长江以北、巢湖大别山一线以南地区）

置庐江郡，治舒县（今安徽合肥市庐江县西南）。则九江郡只剩淮河以南、巢湖以北地区，此九江郡辖境相当于今安徽省辖淮南

市淮河沿线以南地区（即不包括北部之潘集区）、蚌埠市淮河沿线（即蚌埠市区、怀远县等）、合肥市大部（即不包括庐江县）、

滁州市大部（不包括明光市、天长市）、马鞍山市的江北地区（和县、含山县等）等，此后辖境变化不大。曹魏时改九江郡为淮

南国。西晋时称淮南郡，仍治寿春。现可知淮南郡诗歌始于西晋，主要作于治所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 

1.汉。无名氏《淮南王歌》，《汉书》卷四四《淮南王传》：“（孝文六年）乃不食而死。县传者不敢发车封。至雍，雍令发

之，以死闻……乃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上闻之曰：‘昔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为我贪淮南地邪？’乃徙

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如诸侯仪。”[30]2143则淮南王刘长卒于雍县，亦葬于是。刘长为文帝弟，故云兄

弟二人。大约是淮南民思王而作是歌，因此孝文帝封城阳王王淮南故地。刘安《八公操》，汉文帝十六年（前 164），刘安封淮南

王，武帝元狩元年（前 122），谋反自杀。诗中所述是刘安在淮南求仙学道生活的显现，则是诗约为淮南王期间作于寿春，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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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未详。 

2.晋。陆机《赠顾交趾公真》、顾秘《答陆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顾尚，字公真，初曾同事太子，令出为交趾太守，

故赠之也。”[31]289《文选》卷二四《赠顾交趾公真》李善注：“《晋百官名》云：交州剌史顾秘，字公真。”诗云：“发迹翼藩

后，改授抚南裔。”李善注：“藩后，吴王也。《顾氏谱》曰：秘为吴王郎中令。南裔，谓交趾。”[5]1535则顾秘与陆机同为太子

属官，后又同为吴王郎中令，陆机元康四年秋至元康六年（294—296）冬为吴王郎中令，吴王镇淮南郡治寿春（治今安徽寿县西

南），此期间顾秘出为交趾太守，陆机在寿春作此诗赠别，顾秘作诗答之。[32]79陆云《答吴王上将顾处微》，陆云元康六年冬接替

陆机为吴王郎中令，而元康八年秋冬之际陆云入为尚书郎[32]84，故是诗大约此期间作于吴王治所寿春（治今安徽寿县），顾处微赠

陆云诗已佚。无名氏《历阳歌》，《晋书》卷二八《五行志》：“庾楷镇历阳，百姓歌曰：‘重罗黎，重罗黎，使君南上无还时。’

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
[1]848

庾楷太元十五年（390）至隆安二年（398）为豫州刺史，镇历阳
[2]3461-3462

，此歌大约此期间作于

历阳（今安徽和县）。 

3.南朝宋。谢庄《从驾顿上（丘）》，并没有顿上一地，约为顿丘之误。医学书局本严可均《全三国文》之《曹瞒传》中“（曹

操）迁为顿丘令”，“丘”避孔子讳作“”[35]，极易讹为“上”。顿丘本在今河南清丰县。此地已接近今河北省，谢庄不可能有

机会到此地。此处之顿丘指侨置顿丘县，属于徐州新昌郡，治今安徽滁州市。《宋书》卷六《孝武帝纪》：“大明五年九月丁卯，

行幸琅邪郡，囚系悉原遣。”[20]128琅琊郡属于徐州，治费县（今山东费县）。大明五年（461）九月孝武帝幸徐州，从建康出发到

徐州治所彭城（今江苏徐州），必然会经过顿丘（今安徽滁州），《宋书》卷八五《谢庄传》：“大明五年，又为侍中，领前军将

军。”[20]2176则谢庄大明五年正在建康，诗云：“中权临楚路，前茅望吴云。冀马依风蹀，边箫当夜闻。”[9]1066将要前往的彭城正

是楚地，这一带已临近当时刘宋边境，故此诗乃大明五年九月从孝武帝至徐州经过顿丘时所作。 

4.南朝齐。吴均《初至寿春作》《登寿阳八公山》《寿阳还与亲故别》，《南齐书》卷七《东昏侯纪》：“（永元二年 500）二月

乙丑，裴叔业病死，兄子植以寿春降虏。”[22]99《梁书》卷三《武帝纪》：“普通七年（526）十一月辛巳，夏侯亶、胡龙牙、元

树、曹世宗等众军克寿阳城。丁亥，以寿阳置豫州，合肥改为南豫州。”[18]70500 至 526 年寿春属于北魏，而吴均卒于普通元年

（520），则吴均作于寿阳一带的诗当作于 500年之前。林家骊认为建武三年（496）吴均沿淮河以南一线游历过寿阳、北兖州等

地。[33]260《宋书》卷三五《州郡志》：“兖州刺史。宋末失淮北，侨立兖州，寄治淮阴。”[20]1060而北豫州寄治寿春。吴均游历的

北兖州、北豫州地区在淮河以南。八公山在寿县。《登寿阳八公山》云：“远涧自倾注，曲石溆戋戋。含珠岸恒翠，怀玉浪多圆。

疏峰时吐月，密树不开天。”[15]754《水经注》卷三二《肥水》：“肥水西径寿春县故城北，右合北溪，水导北山，泉源下注，漱石

颓隍，水上长林插天，高柯负日，出于山林。精舍右，山渊寺左，道俗嬉游，多萃其下，内外引汲，泉同七净，溪水沿注，西南

径陆道士解南精庐，临侧川溪，大不为广，小足闲居，亦胜境也。溪水西南流注于肥水。”[10]750吴均描写的大约就是八公山上见

到的北溪等水流。据所写景致，吴均初到寿春约在建武三年夏，前二诗作于此时。《寿阳还与亲故别》云：“露繁秋色慢，气怆

蟪声煎”[15]1454，则吴均离开寿阳约在是年秋。《梁书·吴均传》未言吴均游历北兖州、北豫州，这些诗歌可补史之缺。 

5.南朝梁。《梁书》卷二《武帝纪中》：“天监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宏都督北讨诸军事，尚

书右仆射柳惔为副……五年五月辛未，太子左卫率张惠绍克魏宿预城（今江苏宿迁东南）。乙亥，临川王宏前军克梁城（今安徽

淮南市东南淮河南岸）。辛巳，豫州刺史韦睿克合肥城（今安徽合肥市）。丁亥，庐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今安徽霍邱县东南）；

庚寅，又克霍丘城（今安徽霍邱县）。”[18]42-43梁城、寿阳、霍丘等淮河沿岸地区即是北伐的前线，大约吴均亦随军，吴均大约此

期间作有《战城南》三首、《入关》、《从军行》、《胡无人行》、《边城将》四首、《咏怀》二首（又题作《九江咏怀》，秦置九江郡

治寿春）等边塞、战争题材的诗歌。
[33]270

 

无名氏《北军歌》，《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临川王宏》：“（天监）四年，武帝诏宏都督诸军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领

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军次洛口（今安徽淮南市东北青洛河与高塘湖北入淮河口），前军克梁城。

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

宏曰：‘我亦以为然。’……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武谓韦睿也。”
[17]1275

萧吕指想要退兵的萧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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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僧珍。北魏军之歌约即天监五年作于淮河对岸。无名氏《夏侯歌》，普通七年至大同四年谯郡夏侯亶、夏侯夔兄弟先后为豫州

（治寿阳）和南豫州（治合肥）刺史，皆有善政，故乡民作诗“我之有州，频仍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赞之。（《梁书》卷

二八《夏侯亶传》）
[18]419,421

 

二、汉晋六朝皖地诗的特点 

现可知汉晋六朝皖地诗约 87 首，现存约 84 首。丹阳尹西部 18 首（现存），宣城郡 37 首（现存 36 首），庐江郡 6 首（现

存），淮南郡 26首（现存 24首）。汉代 3首（现存），晋代 13首（现存 12首），南朝宋 7首（现存），南朝齐 35首（现存 33首），

南朝梁 29首（现存）。有主名的作者约 39人（存诗两首及以上者标出诗歌数，名下有下划线者其皖地诗已佚）：刘安、陆机、陆

云、顾秘、顾处微、袁宏、顾恺之、殷仲文、庾阐、陶渊明（2）、谢庄、袁淑、鲍照（5）、谢朓（26）、江泌、檀超、朱孝廉、

纪晏、曹丞、何从事、吴郎、陈郎、齐举郎、檀约、江奂、陶功曹、王著作、吴均（16）、何逊（4）、刘孺、垣季珪、萧纲、王

台卿、王僧孺、陆倕、庾肩吾、萧绎、刘孝绰（2）、刘孝仪、刘孝威等。还有无名氏 6首。 

丹阳郡开发较早，又是南朝的政治文化中心，其西部属于皖地的江淮文化区，建康的门户，早在东晋时期已有诗歌，此地的

诗歌主要是在建康的门户姑孰，姑孰的九井山、楚山、甑山等是重要的游览地，亦是重要的诗歌创作地。仅今当涂、马鞍山、芜

湖一带就有诗歌 14首，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中“景气”四句，描写九井山秋景，虽然诗中尚有一些理语，但已开对玄

言诗风转变的端倪。鲍照《还都道中作》：“鳞鳞夕云起，猎猎晓风遒。腾沙郁黄雾，翻浪扬白鸥。登舻眺淮甸，掩泣望荆流。

绝目尽平原，时见远烟浮。倏悲坐还合，俄思甚兼秋。”[5]1713鲍照《还都道中》其一：“急流腾飞沫，回风起江濆。孤兽啼夜侣，

离鸿噪霜群。”其二：“风急讯湾浦，装高偃樯舳。夕听江上波，远极千里目。寒律惊穷蹊，爽气起乔木。隐隐日没岫，瑟瑟风

发谷。鸟还暮林喧，潮上水结洑。夜分霜下凄，悲端出遥陆。”其三：“久宦迷远川，川广每多惧。薄止闾边亭，关历险程路。

霮 冥寓岫，蒙昧江上雾。时凉籁争吹，流洊浪奔趣。”
[13]379-384

是较早描绘皖江宏阔之景的诗作，亦以秋景萧瑟衬诗人内心之凄

凉。 

宣城郡是皖地留存诗歌最多的郡，早在东晋时就有民众颂扬太守陶汪所作七言歌。刘宋时袁淑任宣城太守，是现可知较早在

宣城作诗的文士，该诗四句似乎是残句，此四句未描写宣城之景，全诗是否有描写已无从知晓。六朝宣城诗最主要是谢朓任太守

期间创作的，现存诗 26首，其中十二句以上的长篇约 17首，其中押仄声韵者达 11首，可见谢朓宣城诗中犹以五古为多。谢朓

宣城诗所描绘的主要是皖南丘陵地带的风貌。谢朓之后，宣城诗歌归于沉寂，说明南朝时期宣城本土诗歌创作尚不繁荣。 

谢朓宣城诗还体现一定的文体观。如，同样是写景游览之作，谢朓《敬亭山》：“兹山亘百里，合沓与云齐。隐沦既已托，

灵异俱然栖。上干蔽白日，下属带回溪。交藤荒且蔓，樛枝耸复低。独鹤方朝唳，饥鼯此夜啼。渫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我行

虽纡组，兼得寻幽蹊。缘源殊未极，归径窅如迷。要欲追奇趣，即此陵丹梯。皇恩竟已矣，兹理庶无暌。”[5]1716上半部分以十四

句铺陈描写敬亭山风光，下半部分八句抒情，表达虽为官同时亦能寄情山水。此类诗还有《宣城郡内登望》。又如《游山》也是

前景后情的模式，全诗三十句，铺叙描绘山景达二十句。而描写相对小一些的景物则更多使用新体，如《后斋回望》：“高轩瞰

四野，临牖眺襟带。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夏木转成帷，秋荷渐如盖。巩洛常眷然，摇心似县旆。”[21]230 

除了皖南丘陵地带外，皖江作为来往吴楚地区的必经路，亦是皖地诗歌的重要表现内容，如果说鲍照的诗歌更多以五古表现

皖江的萧瑟，那么刘孝绰等的皖江诗则以新体诗描绘皖江的恬静以及江上人家的生活，如刘孝仪《帆渡吉阳洲》：“扬帆乘浪华，

噪鼓扬风力。近树倏而遐，遥山俄已逼。”刘孝威《帆渡吉阳洲》：“江潮凌晚急，钲鼓候晨催。幸息榜人唱，聊望高帆开。联

村倏忽尽，循汀俄顷回。疑是傍洲退，似觉前山来。”[9]488刘孝绰《夕逗繁昌浦》：“暮烟生远渚，夕鸟赴前洲。隔山闻戍鼓，傍

浦喧棹讴。”[15]784 

庐江郡诗歌主要创作于今皖地江北沿江一带。现存诗有一些写及这一带皖江的阴云和急流，如陶渊明《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

阻风于规林》：“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
[28]201

何逊《至大雷联句》：“闵闵风烟动，萧萧江雨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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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逊）密云穷浦暗，飞电远洲明。（刘孺）”（《六朝诗集·何水部集》卷二）[29] 

淮南郡是皖地较早开发的地区，此地早期为道家文化传播地，沿淮的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是其政治文化中心，早在西汉

时期淮南王刘安就在此作诗，其《八公操》以骚体表达道家思想。西晋元康间陆机、陆云先后为吴王郎中令，在寿春作诗。南朝

时沿淮一带是边境地区，南齐末，吴均曾游历至寿春一带，吴均对八公山有较详细描述，又作《八公山赋》铺陈八公山之高峻。

天监四年十月梁临川王萧宏北伐，吴均随军，寿春正是北伐前线，吴均第二次来到寿春，寿春的政治军事地位、战争场面以及寿

春山水的高峻，感染了吴均而写出多首以战场实际体验为基础的边塞诗歌，可以说是寿春一带成就了吴均诗歌的清拔有古气。 

三、结语 

综上所述，皖江沿岸、皖南丘陵一带、沿淮地区是汉晋六朝皖地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该时期皖地本土诗歌创作尚不发达，

皖江流域因其是往来上游与建康的必经之地，而诗歌创作较多。位于皖江流域和丘陵地带交汇处的宣城郡，因谢朓任太守而一度

诗歌创作繁荣，谢朓在宣城与曹丞、何从事、吴郎、陈郎、齐举郎等僚属联句，这些僚属有可能是宣城本地人，当有一定诗才，

但其名皆失传，当非知名诗人。谢朓去任后诗歌创作就归于沉寂。淮南郡是皖地最早开发的地区，六朝时期又是边境前线，此地

在边塞诗史上具有很重要意义，是六朝真正边塞诗的产生地之一。但亦无可知的本土诗人。皖地淮南郡、庐江郡开发最早，早在

汉代就有诗歌，到了东晋南朝文化中心南移，丹阳郡西部和宣城郡成为皖地诗歌创作的兴盛地（淮南郡因南齐和梁初吴均两次至

此作诗，而诗歌数一度提高，但不能改变此地在南朝逐渐下降的文化地位），诗歌创作中心的变迁与皖地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大

致吻合。总体上汉晋六朝在皖地作诗的皖地本土诗人不多，与皖地在六朝的地理位置以及经济文化地位不甚合。唐代皖地本土诗

人约 49 位：淮南道 14人即滁州 1人、寿州 5 人、庐州 7 人、舒州 1 人，江南东道歙州 9人，江南西道 26人即宣州 13人、池

州 13人。[34]唐代皖地诗兴盛地仍在原六朝的丹阳尹西部宣城郡一带（即宣州、池州），皖南新安江一带的歙州文化有所发展，而

诗歌创作有所进步。总体上唐代皖地诗人虽较汉晋六朝有一定增加，但在唐代诗人总数中所占比例仍较小，且在皖地作诗的著名

诗人中本土文士仍不多，这与皖地在唐代的经济文化地位仍不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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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汉代时江南地区开发尚有限，州郡包括范围太广，南朝时期州郡设置泛滥，而晋代江南已有所开发，一些过大的郡已分为

若干郡，州郡范围渐趋合理，又不像南朝那么泛滥，故本文政区以西晋政区为纲。本文历史地理政区依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

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年版。现行政区划据杜秀荣、唐建军《中国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1年版。 

2《玉台新咏》所录《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序言以为焦仲卿为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但此诗大约经过晋至南朝人的敷衍润

色。《艺文类聚》卷三三所录为该诗比较接近原始状态的文本（参见章培恒《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

《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艺文类聚》卷三三该文本但云“后汉焦仲卿妻刘氏，为姑所遣，时人伤之，

作诗曰”[9]653，并未提及焦仲卿为皖地人，所以该诗难以简单归入皖地诗，该诗创作地只能姑且存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