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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弘景《答谢中书书》是一篇描写山水胜景的美文，首尾不全，经考证可知谢中书是谢览，

其中描写景物为永嘉山水，作品的创作年代应当系于公元 510 年至 511 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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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弘景的著名作品《答谢中书书》，原文作：“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实是

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1]《艺文类聚》、《骈体文抄》、《六朝文絜》、《南

北朝文举要》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均有收录，并予以一致好评。 

作为书信，按理开篇应有称呼，结尾应有落款，这篇致“谢中书”的尺牍却无首无尾，显系

残篇，而它描写山水的一段文字却保留了下来。高步瀛称“《艺文》所录之文多节录，非全文也，

然一篇精华，盖略具于此”[2]，可谓中的之论。由于残篇文字的原因，以致出现两个重大悬案：

一是谢中书是谁？二是这段文字描写的山水在哪儿？ 

一、题中之谢氏为谢览考 

对于谢中书为谁，迄今为止共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是谢征。《六朝文絜》眉间批注云：“中书名微，或云征，字元度，陈郡阳夏

人。好学，善属文，尝为安成王法曹，累迁中书、鸿胪。”[3]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沿

其说。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谢胐。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解题称：“谢中书，疑是谢胐。《梁书·（谢）

胐传》：胐，天监五年，授中书监。”[2]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谢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说：“《陶隐居集》中有《答谢中书书》一篇，

谢中书应即谢脁，据《南齐书》本传，脁建武初曾‘掌中书诏告’，故得称‘谢中书’，至建武二

年夏谢脁出守宣城，友朋唱和乃呼为‘谢宣城’，不称‘谢中书’矣，如沈约有《和谢宣城》。”[4]
 

然而，以上三种说法均未经深入考证。首先，三者在史传中缺乏直接依据。刘宋末年，陶弘

景与“升明四友”之一刘俣过从甚密，而谢胐恰为“四友”之一，认为谢中书为谢胐，当是受了

这一史实影响，从而认为陶弘景与谢胐当有过从。齐武帝永明年间，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倾

意宾客，萧衍、沈约、谢脁、范云等八人游于其门，号称“竟陵八友”。陶弘景虽不与竟陵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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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和“八友”中的萧衍、沈约、范云等往还甚多，史有明文。因此，陶弘景很可能曾与谢脁论交，

这是第三种说法的逻辑。而对于陶弘景与谢胐、谢脁交谊之深浅，则不得而知，高步瀛《南北朝

文举要》和王家葵《陶弘景丛考》也只好付之阙如。《六朝文絜》认为谢中书为谢征，也是出于

猜度，在史传中找不到任何证据。 

其次，后二种说法从官职上来说也实难成立。谢胐历仕长史、侍中、司徒、尚书等职，比较

而言，长史、司徒等职在谢胐一生中，比中书监一职重要得多，史传常言“司徒谢胐”，如《梁

书·武帝纪中》“（天监五年）十二月癸卯，司徒谢胐薨”，《梁书·王亮传》“范缜起曰：‘司徒谢

胐本有虚名’”等，称谢胐为谢中书之处不多见。谢脁亦是如此，谢宣城大名远扬，谢中书则绝

少提到。 

此外，谢征（公元 500年至公元 536年）生于齐东昏侯永元二年，与陶弘景同年而卒，当陶

弘景入山隐居快十年的时候，他才出生。至于他做中书郎，那都是梁武帝中大通年间的事了。此

时，陶弘景正专骛于炼丹求仙之术。从时间上来说，谢征不具备与陶弘景交往并通信的可能性。 

那么，谢中书又是谁呢？六朝距今年代久远，记载当时文人生平的史传又嫌太简，致使许多

问题无法得到确证。而被誉为“玄中之董狐，道家之尼父”（《正统道藏》洞真部记传类《华阳陶

隐居内传》）的陶弘景，在众多六朝作家中无疑是个例外，除其从子陶翊撰有《华阳隐居先生本

起录》外，又有弟子门人编录生平事迹，虽无条贯，却能使他的事迹免于磨灭，到宋代，更有贾

嵩为他作《华阳陶隐居内传》，洋洋洒洒上万言。因此笔者认为，谢中书之名应该在陶弘景的传

记材料中有所反映。 

考校有关陶弘景生平的各种材料，未发现一处与谢征有关，也从未出现谢胐、谢脁二位的大

名，倒是另外一位“谢中书”映入了笔者的眼帘。贾嵩《华阳陶隐居内传》称：“齐梁间，侯王

公卿从先生授业者数百人，一皆拒绝，唯徐勉、江佑、丘迟、范云、江淹、任昉、萧子云、沈约、

谢瀹、谢览、谢举等在世日早申拥慧之礼，绝迹之后，提引不已。”又《三洞珠囊》云：“梁高祖

从（陶弘景）而受道，梁简文、邵陵诸王、谢览、沈约、阮忻、虞权，服膺师事之。”（《正统道

藏》太平部） 

三谢（谢瀹、谢览、谢举）之中，恰有谢览做过中书侍郎，《梁书》卷三十一《谢举传》：“谢

举字言扬，中书令览之弟也。”又据同书卷九《谢胐传附谢览》“览字景涤，（谢胐）弟瀹之子也。

天监元年，为中书侍郎，掌吏部事，顷之即真”，“十二年春，出为吴兴太守。卒于官，时年三十

七，诏赠中书令”，可知在天监元年至十二年（公元 502 年至公元 513 年）长达十余年间，谢览

一直在中书任上，并且在他死后，梁武帝还诏赠中书令。 

《华阳陶隐居内传》中，尚有多处提及谢览，显示陶弘景与谢览交往之深甚于与其它侯王公

卿。“先是，吏部尚书谢览梦人告曰：‘先生（陶弘景）得道未久，职位且掌录籍。’”“（陶弘景）

唯奇谢览，览年少，自疑寿不永，先生曰：‘我在此，不使君子如此也。’” 

谢览生年未详，考其于天监十二年任吴兴太守，后卒于官，时年三十七，当生于齐武帝永明

年间。齐末“选尚齐浅塘公主，拜附马都尉、秘书郎、太子舍人”，其“为人美风神，善辞令” [5]，

深为高祖赏识，他与弘景的交往，当始于此时。《华阳陶隐居内传》称陶弘景入山后：“神栖寂泊，

精骛玄极，虽萧萧独往，眇眇真贵，而亲旧书驿，远近参同，盖未能抑绝。”陶弘景与谢览通信

致殷勤之意，是完全有可能的。 

无论从官职以及与陶弘景的亲密程度来说，谢览都非常契合“谢中书”的身份。因此陶弘景

《答谢中书书》，显系致谢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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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中所绘山水出自永嘉考 

对于文中所绘山水在哪儿，目前仅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是句容山水。高步瀛《南北朝文举要》解题称：“《南史》言胐遁节不全，为

清谈所少，岂通明盛夸句容山川之美，以讽之邪？”[2]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永嘉山水。王家葵《陶弘景丛考》说：“‘答谢中书书’本文皆描述永嘉风

景。”[4]
 

陶弘景拜表解职后，隐居于句容（今江苏句容县）之句曲山，即茅山。对于茅山的情形，陶

弘景确实曾在文章中表出过，如《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

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又如《华阳颂》：“（标贯）南峰秀玄鼎，北岭橫秦璧。表里玉沙津，周回

隐轮迹。（区别）左带柳汧水，右浚阳谷川。土怀北邙色，井洌凤门泉。（迹号）郭干峙流岸，姜

巴亘远踪。鹤庙或时响，別宅乃恒恭。” 

自古以来，茅山常为人称道不已，然而大多是从养生的角度着眼的，如《真诰·稽神枢》：

“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万万，知之者无一。又《河图內元经》曰：‘乃

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坛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书中篇》：‘句金之山，

其间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谓也。”（《正统道藏》太玄部）而从审美的角度来称

誉茅山的很少见到。笔者曾亲临茅山，古今山水风光变迁不大，而其风景似乎并不值得陶弘景如

此称道。元刘大彬《茅山志》采辑号称繁富，没有采录此文，也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由此可见，

陶弘景在《答谢中书书》中的描写当非句曲山。王家葵认为是永嘉（今浙江温州）山水的观点值

得重视，然而他没有进一步论证说明，现在细论如下： 

第一，《答谢中书书》最后一句提到“康乐”，康乐公指谢灵运，史传称其为永嘉太守期间，

“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踰旬朔，民间听讼，

不复关怀。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6]著名总集《文选》保留了谢灵运描写永嘉山水的不少

诗歌，如《登江中孤屿》、《晚出西射堂》、《登池上楼》、《游南亭》、《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登石

门最高顶》、《入彭蠡湖口》等。以此看来，《答谢中书书》末称“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

者”，恐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称引，极有可能因为此文描写的景色与谢灵运山水诗描写的客体重

合，作者未忘言于悟赏，亦记得前贤早有胜游，故与康乐公非徒仅心有戚戚焉而已。 

第二，《答谢中书书》中的描写，几乎可以在《文选》所载谢灵运描写永嘉山水的作品中一

一找到对应，如：“高峰入云，清流见底”句对应谢灵运《登石门最高顶》中的“孤峰抗高馆，

对岭临回溪”；“两岸石壁，五色交辉”句对应谢灵运《入彭蠡湖口》中的“攀崖照石镜”、“岩高

白云屯”；“青林翠竹，四时俱备”的描写恰似谢氏《登石门最高顶》中的“长林罗户穴”、“密竹

使人迷”；“沉鳞竞跃，猿鸟乱鸣”不正是谢氏《登池上楼》中的“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吗？

这倒不是说，陶弘景有意模仿谢灵运，而是说明，同一片山水即使在不同文人的笔下，也竟有同

样的韵致。 

第三，据《华阳陶隐居内传》，天监七年，陶弘景以为茅山离朝市太近，炼丹久无成效，欲

避居于东部较为偏僻的山林，因此便有了一次长达四年的东游。《周氏冥通记》卷首《周子良传》

在记载此次游历时提到了永嘉：“仍上东阳，欲停永康，忽值永嘉人谈述彼山水甚美，复相随度

峤，至郡，投永宁令陆襄。”（《正统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据王家葵考订，陶弘景平生东游凡有

三次，一次在永明八年（公元 490 年），一次在建武二年（公元 495 年），另外就是此次，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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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监七年（公元 508 年）到十一年（公元 512 年）。在三次东游中，明确提到永嘉“彼山水甚美”

只有这一次。陶弘景在文中首称“山水之美，古来共谈”，应是针对“永嘉人谈述”这一话题而

发。 

由此我们认为《答谢中书书》中的景物在永嘉境内，陶隐居此次东游的第一站为青樟山，在

此地大约住了三年，后有永嘉之行。所以作此文的时间便应是天监九年到十年（公元 510年至公

元 511 年）之间。这两年谢览正任职于中书侍郎，由此又可以印证谢中书为谢览的可信性。 

还原文章的真实背景，是我们进一步鉴赏它的基础。至此，陶弘景《答谢中书书》的两大悬

案水落石出，谢中书、山水景物、写作时间得到一一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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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riting Background of Letter to Xie Zhongshu by Tao Hong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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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tter to Xie Zhongshu written by Tao Hongjing is without the beginning and ending. It depicts 

the beautiful landscape. As is investigated, Xie Zhongshu was Xie Lan. The landscape inside was in Yongjia 

County. And it was created in between A.C. 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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