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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作为我国田园诗的开创者，为后世树立了不可替代的典范。一千多年来，我国的学者文人研究

他的代不乏人。他的诗文甚至在国外也被人欣赏研究。陶渊明之所以被人推崇，这和 他 独 具 魅 力 的

个性特征和天才横溢的诗文有关。在中国，人格和艺术相统一，才有可能被人欣赏和 推 崇，而 陶 渊 明

是人格美和艺术美高度统一的。陶渊明人格的形成，和他独特的生平经历和时代环 境 有 关。陶 渊 明

的思想是他自身体悟各种思想流派和人生经验相参照的结晶。陶渊明的本体论思想并不 系 统，而 是

从他的诗文中透现出来。陶渊明的诗是田园诗的典范，平和冲淡，真诚朴素。在平实的描写中透露出

对自然、农耕、友情等令人感动的眷念和热爱。尽管历史上不少人存在对他的误解和 误 读，但 他 的 伟

大人格和天才横溢的艺术功力超越于一切时代，同时也超越由误解和误读造成的屏障。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人格；文如其人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０２１（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１６－０５

　　正如大诗人李白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界一样，
陶渊明的影响也不仅仅是文学范围内涉及的话题，陶
渊明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美感已渗透进中国人的世界

观、行为准则、处世方式。作为田园诗的创始者，陶渊

明的影响是永恒的。关于田园诗，《辞海》是这么解释

的：“诗歌的一种。歌咏农村景物或农民、牧人、渔夫

的生活，格调恬静悠然。”《外国文学大词典》对田园诗

的解释是：“流 行 于１４－１８世 纪 欧 洲 的 一 种 文 学 体

裁。没有冲突，描写农村自然景色，牧人的生活，以及

希腊神话中的多种森林之神等等，起源于古希腊的田

园诗和维吉尔的《牧歌》。”［１］

如从维吉尔算起，西方的田园诗的出现要比陶渊

明时代早，更主要的是维吉尔时代是真正的罗马共和

国鼎盛时期，应当说他的田园诗的写作背景和陶渊明

很不相同。陶渊明时代是东晋王朝日趋衰落，政治黑

暗，内乱不止的时代。在文学上，玄言诗的流风仍主

导着文坛，它将诗导向枯燥沉闷。［２］另一方面，对玄言

诗的反拨是逐彩竞丽的宫体诗，讲究词藻，追逐声色，
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

物，辞必穷力而追新。”［３］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末

年。可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上述的任何一种诗风

中都显得不合时宜。但正如陶渊明强调他自己在志

节上“总发抱孤念，奄出四十年”（《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一首》）一样，他在诗的写作上也是特立独行的。陶渊

明既不在乎身后之名，自然也不计较他的诗在当时是

否受人 欢 迎。他 一 再 强 调“死 去 何 所 知，称 心 固 为

好。”（《饮酒》二十首之一）这可以看出他写诗和饮酒

一样，是自娱形式。陶渊明死后，他的诗文首先被人

编为文集的，居然是宫体诗的倡导者萧统。关于萧统

编定《陶渊明集》并作序的动机，后世研究者多认为是

陶诗有助于“风教”［４］，并能使编者萧统自表谦心，免

除君王的猜忌心理。［５］

如果萧统真是以这样的动机去编定《陶渊明集》，
则提倡文章辞藻美和形式美的刘勰在其论著《文心雕

龙》里一字 不 提 陶 渊 明，就 不 奇 怪 了。钟 嵘 在 其《诗

品》里将他列为中品诗人，既存在对陶渊明的误读，同
时也有钟嵘力排众议独具慧眼的难能可贵。杨合林

说陶渊明 代 表 了 新 的 历 史 时 期 文 艺 的 审 美 风 标［６］。
这说明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的流传，既有阴错阳差的

偶然因素，主要还是有其必然性在里边。钱钟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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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文名，至宋而极。永叔推《归去来辞》为晋文独

一；东坡和陶，称为曹、刘、鲍、谢、李、杜所不及。自是

厥后，说诗者几于万口同声翕然无间。”［７］中国向来是

注重德艺统一的国度，艺术家首先必须具备高尚的人

格，然后才能考虑他的艺术品被接受。为了全面把握

陶渊明的人格精神，首先让我们考察他的个性特征。
一、陶渊明的个性特征

众所周知陶渊明的一个个性特征是嗜酒，这能从

他的诗文中 得 到 映 证：“酒 云 能 消 忧，方 此 讵 不 劣。”
（《影答形一首》）；“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

闲居一首》）；“漉 我 新 熟 酒，只 鸡 招 近 局。”（《归 园 田

居》其一）；“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乞食》）此外

他还专门写有《饮酒》诗二十首。名为戒酒而写，其实

是为饮酒辩护的《止酒》一首，《述酒》一首。陶渊明如

此嗜酒，因 此《续 晋 阳 秋》记 载 了 关 于 渊 明 好 酒 的 逸

事：
陶渊明九月九日无酒，在宅边摘菊花呆坐，忽然

一白衣人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来送酒的，当即

对菊痛饮大醉。
饮酒引出的逸事，林语堂在其《人生的爱好者：陶

渊明》里还讲了几件：
他唯一的弱点便是喜欢喝酒。他过着很孤独的

生活，不常和宾客周旋，可是一看见酒的时候，纵使他

和主人不认识，他也会和大家坐在一起喝酒的。有时

他做主人，在席上喝酒先醉，便向客人说：“我醉欲眠，
卿可去。”他有一张没有弦线的琴。这种古代的乐器

只有在心境很平静的时候，好整以暇地慢慢弹起来才

有意思。他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或想玩玩音乐的时候，
常常抚这张无弦之琴。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

声？”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里对诗人的嗜酒做了一个

概括性的评价：“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

在酒，亦寄酒为迹焉。”我不知道萧统做这样的概括是

不是似有他的微言大意在？我以为陶渊明的嗜酒从

上引的有关诗句中即可做出解释：忘忧，超越平常生

活达到快乐境界。
陶渊明 的 另 一 个 个 性 特 征 是 爱 菊。“采 菊 东 篱

下，悠然见南山”已是千古传颂的名句，此外还有“秋

菊有佳色， 露掇其英。”（《饮酒》二十其一）“芳菊开

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和

郭主簿二首》）陶渊明写菊，只就菊的贞秀风姿作简单

勾勒，突出的是菊的精神实质，实际是拿菊来象征自

己的高洁胸怀。
热爱劳动，热爱农村生活是陶渊明个性特征的重

要方面。《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说：“人生归

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强调

的是劳动的重要性。《丙辰岁八月中于下 氵巽 田舍获》
诗中写道：“贫居依稼穑， 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表达了他甘于躬耕田野，做一个自食其

力的隐士的志向。《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写道：“种豆

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表

达了诗人对劳动的热爱和劳动的艰辛。同样，在《归

园田居》五首其一里他用“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直接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热爱。《和郭主簿》里说：“息

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何等悠然自得！《移居》说：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表达了他在农村和乡邻

父老相处时的融融乐意。《读山海经》其一的“泛览周

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抒发

了诗人农闲时悠游读书之乐。虽然如此，陶渊明并没

有陷入日常生活的庸庸碌碌，他只是通过平凡的日常

生活和劳动，保持精神上的超越：心情的宁静、高尚的

节操、不同凡俗的志趣。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说：“五

六月 中 北 窗 下 卧，遇 凉 风 暂 至，自 谓 是 羲 皇 上 人。”
（《与子俨等疏》）

以 上 所 述 足 以 构 成 丰 满 而 极 具 魅 力 的 陶 渊 明。
人的个性的形成既有先天的遗传，亦和后天的环境熏

陶和经历有关。考察陶渊明的人格特征，不能不了解

他的生平经历和思想的形成，以及从作品本身探讨他

的人品。
二、陶渊明的思想和生平经历

沈约和萧统都作过陶渊明传。沈约《宋书·陶潜

传》曰：
（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也，曾祖，晋大 司 马。……

新老家贫，起州祭酒，不堪吏职，自解归。州召主簿，
不就……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

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
萧统《陶渊 明 传》说：“渊 明 少 有 高 趣，博 学 善 属

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以上两传都提到了陶渊明的曾祖陶侃。其实陶

渊明祖父陶茂也做到了太守这样的官。在魏晋南北

朝极讲究门第出身的年代，身为贵胄的陶渊明，怕也

不能完全免俗。陶渊明为他的祖先骄傲，自然在思想

上会受祖先的影响。那么他的曾祖陶侃是什么样的

人呢？《晋书·陶侃传》说陶侃出身孤贫，在戎马倥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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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军功受爵，官至八州都督，封长沙郡公。陶侃勤

政爱民的作风，自然会影响陶渊明。值得注意的是，
陶侃在东晋玄学之风甚炽的情况下居然说出“老庄浮

华”的话，也不能不对陶渊明思想产生影响。通览陶

渊明的诗文，没有一首诗是枯燥无味的谈玄说理诗就

是证明。陶渊明一生勤劳俭朴，这和陶侃那种颇有墨

子气质的思想性格很相似［８］。“少年罕人事，游好在

六经”（《饮 酒》其 一）说 明 陶 渊 明 自 幼 受 儒 家 教 育。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说：“周生述孔业，祖谢响

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

亦已勤。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表达了对儒学的

崇敬。然而儒家是轻视劳动的，陶渊明却一生躬耕田

亩，这说明陶渊明对儒学还是有所取舍的。
东晋南朝佛教大盛，这一方面和统治者的提倡有

关，另一方面说明了当时的政治黑暗和现实苦闷。包

括文人士大夫在内的芸芸众生普遍向佛教获取解脱

的方法。“（陶渊明）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

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

诗中偶尔也 可 见 到 类 似 佛 教 的 词 语，但 他 决 非 佛 教

徒，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

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

也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

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

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９］

考察陶渊明诗中那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的亲近自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物我而忘；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超脱自我，都可以看到

道家思想的痕迹。朱熹《朱子语类》亦说道：“渊明所

说（悦）者庄老。”
综合以上各种观点，考察陶渊明思想的全貌，他

应当是既参合了墨儒释道各种思想的他认为是合理

的内核，又抛弃了那种不可信的教条，从而形成陶渊

明自身特有的一种本体论思想，然而陶渊明并非是一

个有系统的专门学者（朱光潜就这样认为），他的本体

论思想既从他的诗文中零星地得到映证，同时又或多

或少地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轨迹。
陶渊 明 虽 然 家 世 显 赫，但 到 他 这 一 辈 已 是 败 落

了。“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

也。”（《五柳先生传》）他之所以能安贫乐道，显然和他

的儒家教育有关，但子路那种士可以死，冠不可以不

正的轻重倒置，为渊明所不取。所以为了糊口，他一

生做了几任小官：东晋咸安元年（３７１）开始做低级官

吏，很快回 家。太 元 五 年（３８０）起 为 州 祭 酒，旋 自 解

归。隆安二年（３９８）入桓玄幕，至元兴元年（４０２）居丧

回家。元兴三年出为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次年为建威

将军刘敬宣参军，同年八月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

辞归，后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４２７）去世一直归隐田

园。［１０］考察陶渊明做官的动机，一方面做官的思想很

实际，照他自 己 的 话 讲 就 是“聊 欲 弦 歌，以 为 三 径 之

资。”做官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用分给的公田种秫来酿

酒，满足喝 酒 的 愿 望。另 一 方 面 他 是 想 用 做 官 为 手

段，实现生平抱负。渊明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直

接的原因是要他束带见督邮，他不肯；间接的原因恐

怕是他对官场那种等级森严，束缚人性，侮辱人格的

做法早就极端厌恶。见督邮事件只不过是导火线罢

了。
陶渊明辞官归隐，似乎并不像他在《归去来兮辞》

里讲的那样喜气洋洋———至少不是长久的如此，而是

一种两难抉择中较好的一种选择罢了。鲁迅说“《陶

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
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１１］“日月掷人去，
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 ，终晓不能静。”（《杂诗》十

二首之一）就是证明。其实，渊明少年时就有济世救

国之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
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之一）只是他一直未能身

居要职，无力改变现状，反而眼睁睁面对黑暗的现实

无能为力而倍受煎熬，故辞官归隐。《宋书》说渊明晚

年贫病交加。江洲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

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
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

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

明传》说：“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点明

了陶渊明这种行为的思想根源：门第观念加儒家思想

衍生的操行观念。
但我 们 看 到，陶 渊 明 归 隐 后 写 的 大 量 的 有 关 饮

酒、劳动、读书、交友的诗中，的确流露出真诚的喜悦。
他之所以能超越现实，超越自我，那的确是陶渊明式

的思想的体现。《杂诗》四首里有了“落地为兄弟，何

必骨肉亲？”的认识；《与子俨等疏》又提到四海之内皆

兄弟的儒家说教，由此出发他要求善待下人，这又是

中国式的更严格地说是陶渊明式的平等思想的流露。
陶渊明可以说是第一个将大同世界思想具体化为《桃
花源》实景的散文家。

由上 我 们 看 到，陶 渊 明 一 生 的 生 命 历 程 并 不 复

８１１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ChaoXing



杂，他是在短期做了几任小官后退隐的，一生大部分

时间隐居在家。导致他“仕”、“隐”行动的，是由他自

身的思想及出身，以及外在大环境促使的。陶渊明的

魅力亦在于此，他的生平经历使我们认识到，他既不

像那些一味高蹈，高不可攀的玄学、佛学宗师，又不像

竹林七贤那样过分颓废放达，而是有血有肉、有欢乐

有痛苦、既实际又超脱的田园诗人。
三、文如其人的陶渊明

古人说：“文如其人”，就是说人品能从他的作品

中反映出来，这是“文以载道”儒家理念在审美观上的

折射，形成了中国人传统审美观里最有特色的一点：
强调人品和文品的统一。

首先对陶渊明诗作出正式评价的是钟嵘，他虽不

能完全摆脱时代风气的影响将陶渊明列为中品诗人，
并且错 误 地 认 为 陶 诗“其 源 出 于 应 璩，又 协 左 思 风

力。”但是却精当地指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
笃意真古，辞兴婉惬”、“世叹其质直”、“风华清靡”的

文体风格。钟嵘虽然主要从艺术的角度考察了陶渊

明的诗，但“世叹其质直”还是道出了陶渊明的人格特

征：质朴真诚，不同流俗。
萧统说：“其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

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

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干脆

将陶渊明的人格和文品相互阐发，使之相映成辉。其

实，萧统作为统治阶级的中心人物，在齐梁竞彩逐丽

的文风大盛 的 时 候，忽 然 主 持 编 辑《陶 渊 明 集》并 作

序，主要还是看重了陶渊明光明磊落、安贫乐道、谦和

隐忍的人格精神。萧统对那尔虞我诈、奢侈成风、骄

横跋扈的贵族社会认识得愈清楚，他的危机感就愈强

烈，故写了那篇序，作为教化文章。
宋人黄彻说：“渊明所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

巧拙之间也。”就是说陶渊明的诗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而不是用尽心思雕刻出来的，或者按现代的说法，是

“为艺术而艺术”。因此陶渊明的作品忠实地代表了

他的人品。
实际上，我们获得的有关陶渊明人格特征的大部

分信息，如前举的他的爱菊嗜酒，热爱劳动，安贫乐道

等个性，都是从他的诗文中表现出来的。再比如他的

《乞食》诗，表 达 了 他 坦 荡 的 胸 怀。聂 石 樵 等 选 编 的

《汉魏南北 朝 诗 选 注》［１２］里 说 道：“乞 食，是 向 别 人 求

贷，和乞丐讨饭不同。”虽然如此，对于一般人而言，是
难于启齿的，更何况形之于笔墨？但陶渊明却用诗忠

实地记载了这一艰难经历，并正因为从这艰难生活的

一幕里，才更凸现出陶渊明人格的魅力：身处窘境却

泰然自若，不卑不亢而又知恩图报。
陶渊明《责子》诗一首，是写五个孩子不爱学习，

因而加以 责 备 的。诗 写 得 情 感 深 长 而 又 诙 谐 有 趣。
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分析这首诗时说道：“渊明

期望于诸子甚高，而诸子非 于学，盖事实也。然

渊明并不过分责备之。失望之中，见其谐谑；谐谑之

余，又见其慈祥。一切顺乎自然，有所求而不强求，求
而得之固然好，不得亦无不可。”我以为是对这首诗所

体现的诗人个性风格的绝佳注脚。
然而陶渊明并不是一味的平和冲淡，他像大多数

有志节的士大夫一样，怀有建功立业之心，名垂青史

的渴望，只是没有机会施展罢了。他的《读山海经》组
诗，其中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
猛志固常在”这样的句子，被鲁迅称作“金刚怒目式”
诗句；他的《咏荆轲》表达了对英雄的由衷钦佩。这都

说明陶渊明 除 了 平 和 冲 淡，还 有 另 一 方 面 的 性 格 特

征，以致朱熹说他：“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迈，但豪

迈得来不觉耳。”其实陶渊明的平淡，是超越了内心的

躁气形成的。他是有思想，也是有大抱负的人。他的

《形影神》组诗，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思想矛盾。一方面

他认识到外在世界永恒：“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
另一方面又看到生命的脆弱短暂，长生乏术：“老少同

一死，贤愚无复数。”“我无腾化术，必而不复疑。”由此

想到儒家立德、立功、立名的信条，然而“身没名亦尽，
念之五情热。”这解释了他的饮酒行为的根源。他一

生未能身居要职，无力改变现实，既不能完成立德立

功立名的抱负，也就只好什么也不做：“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如果一直按

这种思想滑下去，陶渊明很可能成了颓废派人物了。
幸亏他是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人。思想归思想，平

常的生活还是要认真对待。这也是陶渊明思想个性

的独特方面。
以上所述我们看到，陶渊明的人格魅力是多方面

的，表现在诗文中则是具备多重的审美品味。故沈德

潜在《说诗 语》里才这样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

一段渊深 朴 茂 不 可 到 处。唐 人 祖 述 者，王 维 有 其 清

腴，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

和，柳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其性之所近。”它实

际上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作品的技巧容易学到，但

作品体现的人格精神是学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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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轼，可以说是陶渊明的最热烈的拥护者。
他除了极口称赞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
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还亲手

作和陶诗一百多篇。苏轼推崇陶渊明，主要还是看重

陶渊明人品和文品的高度统一：有斯人才有斯文；有

斯文方看出斯人。考察苏轼的一生，宦海浮沉，备受

贬官放逐之苦，但他对待个人际遇，却安之若素。苏

轼学陶渊明最成功之处不是他的和陶诗，而是和陶渊

明一样做到了人品和文品的高度统一。苏轼传诵千

古的诗词歌赋，正是他情感经历和生命历程的最忠实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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