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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的一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别具一格
的，他由仕而隐、安贫守道的人生抉择一直深受后人
的倾慕。 冯友兰先生说“在东晋名士中渊明的境界最
高”。李泽厚把陶渊明看做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
表”， 他任真的人生态度及由此达到的和谐之人生境
界，不仅在中古时期更对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有着重
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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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先生说：“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
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
是人格的焕发。”陶渊明宦海沉浮十三年，最终毅然辞
别官场，终老田园，陶渊明的一生是任真的一生；他的
诗文抒写官场的羁束、归耕田园的惬意、对现实的不
满及对理想社会的探索， 不仅体现了对平淡自然、雄
浑悲慨之美的追求， 也反映了他对生活真谛的领悟，
对人生、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同时更是他真率人格的
体现。从现实生活到人生理想，从为人到为文，陶渊明
的一生贯穿了诗人对“真”的执著与追求。

前人对陶渊明其人的评价多用“真”字，关于陶渊
明的为人，沈约《宋书·隐逸传》称其“真率”，萧统的
《陶渊明传》评价他“颖脱不群，任真自得”，被时人誉
之为“实录”的《五柳先生传》也生动体现了其精诚无
伪、自然率真的个性特点。魏晋士人嗜酒，陶渊明亦不
例外，但较之时人酒醉后的放浪形骸、任情自适的刻
意，陶渊明的解葛巾漉酒、抚无弦琴寄意之举，醉酒后
的“我醉欲眠，卿可去”率真之语，则更富有真情和诗
意。

对于陶渊明行事“颖脱不群，任真自得”的种种潇
洒，人们往往把他当做“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
其实比较《世说新语》中士人的乖僻怪诞的行为，陶渊
明的行事要收敛了许多，也自然了许多。 “竹林七贤”
的种种行为多多少少带有刻意斧凿的痕迹，让人感觉
远离了生活， 而陶渊明的风流更富有生活的情趣，也
更接近自然之美，他纯净率真，没有刻意的作秀，却浑
然天成。

苏轼曾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
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
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质性自然”、率真无
伪的个性特点， 也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仕与隐的抉择
中。

陶渊明入仕当然有先祖功业激励及儒家积极用
世思想的影响， 但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生活的窘迫。
对此，陶渊明也毫不避讳，其《饮酒》诗说：“畴昔苦长
饥，投耒去学仕。 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 是时向立
年，意志多所耻。 ”《归去来兮辞》序中也说:“余家贫，
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
见其术”，“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甚至明
白地表示自己求为彭泽令的目的就是 “以为三径之
资”。 迫于生活的压力而去求官，不回避自己的私心，
敢于正视自己的所求，如此坦荡的心声，在中国古代
文人中是相当少见的，这种率真无伪的个性更是让人
感到由衷敬佩。所以，无论是为个人理想也好，为生活
所迫也罢，都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自然、亲切的
陶渊明。这些看似凡俗的思想和行为非但无损于他的
伟大，反而直现了陶渊明的直率与坦诚。

陶渊明的“真”更体现在他的“隐”上。陶渊明徘徊
于仕隐的矛盾之间，最终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
小人”而辞官，彻底归隐田园。两晋六朝是中国隐逸风
习大盛的时期，但不少人只是把隐逸当做生活的调味
品，获得魏阙与山林间的平衡，真正像陶渊明这样最
终坚定地走向归隐的文人并不多见。 东晋时期，由于
军阀钩心斗角， 争权夺利， 官场充满了虚伪与矫饰，
“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的社会环境与陶
渊明的率真的本性相冲突的。 所以当他对这种“真风
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感到彻底绝望后，他宁愿选择
放弃对自己来说并非无所谓的那份俸禄，躲开世事的
纷争，自归山泽以求养真。 酌酒自乐、涉园观景，幼子
绕膝，不为心累，不为物羁，任随心性，诗人的身心由
此得到了全面的解放，内心感受到了极大的愉悦。“饥
冻虽切，违己交病”、“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
能够不为口腹之欲而舍弃灵魂的自由与快意，不为名
累，不为利诱，毅然选择归隐，无疑这需要巨大的勇
气。归根到底，这与诗人性情深处“质性自然”、抱朴守
真的人格特质有莫大的关系，这是诗人最终坚定地走
向归隐的核心动力。

如果说对“真”的不懈追求是陶渊明保持其人格
完满的法宝，那么“和”则可以概括陶渊明人生追求所
达到的最高境界。

这种境界首先体现在诗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自
然是陶渊明人生的最高追求与创作原则。 正因为“质
性自然”，所以不甘心屈从，回归山林、躬耕田园才是

陶渊明的人生美学及现代意义
饶 艳

（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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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符合他本性的选择。 一旦摆脱了俗世的羁绊，便没
有了任何阻隔，微风、好雨、南山、飞鸟、榆柳、桃李、诗
人……浑然间诗人已化为自然的一分子，沉醉其中。

在《与子俨等疏》中陶渊明这样写道：“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
变声，亦复欣然有喜。 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
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保持与俗世的距离，完全
沉潜于自然的生息中，全身心地去体认自然，并沉醉
其中，由此获得极大的身心愉悦，这种与自然万物合
而为一的人生境界在魏晋诗人中除陶渊明之外无人
能及。

其次，“和”的境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
上。 魏晋时期的隐士多被人描写得清高脱俗、不食人
间烟火，甚至以住洞穴的方式韬光养晦、养性全身。相
比之下，陶渊明也清高，但没有清高到不与俗世相往
来。即便是归隐，也选择了“结庐在人境”，虽然生活圈
子并不是很广，经历也并不复杂，但也接触到了形形
色色的人物，官场人物、田夫野老都可以成为他的交
往对象，而不是像魏晋时的一些隐士离群索居，不与
俗世相往来。

对待一些在政治上不同道的士人， 虽有隔膜，但
也能保持距离，避免正面冲突。王弘曾任江州刺史，十
分敬仰陶渊明，曾亲自登门拜访，但由于王弘是刘裕
的亲信，陶渊明便“称疾不见”。后来，王弘设计置酒邀
诗人对饮，他也并不介意。王弘为他做鞋子，他当场伸
脚量度。 “称疾不见”，这表明陶渊明交友讲原则而不
苟且；接受宴请与馈赠，则表现了诗人收敛锋芒、虚于
应付的一面。 完全超脱现实是不可能的，所以化除成
见，选择那些可以接受的部分与之平心交接，尽管两
人“逝止判殊路”，但也并没当面给王弘难堪。 由此我
们可以看到陶渊明人际交往的艺术，即选择他可以接
受的部分或方式，在保持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的同
时也保持了自我真朴的本性。

对待自己的亲人、朋友，陶渊明更有一番割舍不
断的深情。虽从官场退身，但并没有厌弃人世，他把生
命根植于人伦亲情的土壤中，在世间平凡的日常生活
中领略人生的乐趣。 秉承儒家“仁而爱人”的思想，他
对家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充满了浓浓的爱意。陶渊明
出仕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母老子幼，就养勤匮，远惟
田生致亲之议，追悟毛子捧檄之怀”。

在《与子俨等疏》中诗人谆谆叮咛、殷殷诫勉，吐
露心声，期盼理解，体现了慈父的对子女的关爱与歉
意。 眷眷父子之情、殷殷诫勉友爱之心，读之感人肺
腑。这种对亲人浓厚的依恋与关爱，我们在他的《祭程
氏妹文》、《祭从弟敬远》中亦能读到。

亲情和友情可以说是陶渊明田园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他不可能像刘遗民一样“不以妻子为心，
绝迹往来”，索居山林，而是选择了充满温情的人间田

园。 而一个真正超越世俗、泯灭功名欲念的人不需要
以住洞穴、栖岩洞的方式来标榜自己的清高，和谐融
洽的人际交往关系更反映了陶渊明身上随和平易的
气息。 让我们和诗人情感相通，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真
实的、可亲可近的朋友。 一如戴建业所言：“他的超尘
绝俗处可敬可仰，他的随便‘近人处’可爱可亲。 ”

而一旦从“心为形役”的官场中解脱出来，涉园观
景，幼子绕膝，体验着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不为心累，不为物羁，诗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与
解脱， 由此也达到了身与心之和谐的更高的生存境
界。

时隔千年，与陶渊明生活的乱世相比当代社会已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代人精神世界迷茫与
困顿依然存在。 2010 年 2 月公布的《中产家庭幸福白
皮书》显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幸福指数最低。
可见，安定的社会生活及丰富的物质生活却没有带来
精神生活的安定与富足。在如今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
中、在整个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人们却在不断地承
受着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环境的破坏，人情的
淡漠，过分向功利社会臣服，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
中变得世故、圆滑……

当现代人在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进行批判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种精神的指引，使得纠缠心中的种种不安
烟消云散，而今我们从陶渊明的人生美学，从中也能
得到很多启示。

首先， 要像陶渊明一样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
美。

现代的城市生活中，人们往往步履匆匆，把更多
的精力放在为追求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奔忙，却很
少有人驻足去发现隐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美。学习陶渊
明回到诗意的田园，这对绝大多数当代人来说是很难
实现的，因而我们学习如何实现心灵的“诗意的栖居”
就显得更为重要。其实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并没有人们
想象中的那种舒适、惬意和完美，然而由于诗人善于
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美， 并从中悟得了人生的真意，坚
持自己为人的原则，不苟合取安，因而能够得到心灵
的安顿与精神上的满足。

罗丹说：“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
眼睛。”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暂
时放缓脚步，留出一些时间和精力以诗意的眼光去发
现生活中的美：趁着春光明媚之际，和朋友家人到郊
外踏青，甚至可以于田园郊野中亲自体验耕种收获之
乐，我想这远比花个几个小时的时间坐在电脑前玩着
“开心农场”于身心更有意义；抽出时间陪陪家人、朋
友，聊聊天、闲话家常，联络已经疏远的亲情、友情，这
会让在陌生的城市中奔波的人们倍感生活的温暖
……

其次，要学习陶渊明建立和谐、健全的人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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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2 页）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
物就是高山樗牛， 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
家。 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
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 其中,
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
“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 ,讽刺了
那些汲汲于金钱、 权势的人 ,“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
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
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
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 主要
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杢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
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
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
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
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
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
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一度占据日本文
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
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 ,将“人”置于
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
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
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
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
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
解放。 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
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
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 最后，浪漫主义主
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
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
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 表现
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
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 另一方面，明治维
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
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
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
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
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
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
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
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
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
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 文学思想家的桂
冠 ,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
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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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物质生活的丰富，却加剧了人内心的
失衡。通讯工具的日益发达却疏远了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甚至在“金钱至上”的心理引诱下，人们相互攀比，
虚荣的内心淹没了人正常的生活欲求。如何在这种骚
动的功利世界里保持一颗平常心，陶渊明的人生之路
会给我们很多启发。陶渊明之所以在后人心目中成为
高风亮节的一面旗帜，这与他和谐、健全的人格有莫
大的关系。任真的生活态度，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
间的和谐关系，“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困
境中懂得如何坚守自己的信念，陶渊明身上的这些美
好品格都应该成为我们学习、借鉴的典范。 在竞争如
此激励的社会中，陶渊明式的超逸情怀，能使我们在

功利的世界里保持平静的心态， 在积极进取的同时，
少一些世俗，多一些真情；少一些浮躁，多一份坚持，
这样你一定会拥有一份更加洒脱的心境，一个更加和
谐、健全的人格，一段更为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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