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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首先指出与陶渊明诗文中的“性”字涵义
相似或相关的“性”字最早出现的文献资料，再次讨论
陶渊明诗文中的“性”字和其在最早出现的文献资料
中的涵义之间的承接性，最后论述陶渊明“性”字的独
特性，从其在上下文语境和全诗诗意中所起的作用探
讨陶渊明的思想、性格和做人原则。
关键词：性 人性 天性 自然

“性”属于儒家哲学的概念。
《礼记·中庸》有：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

诚矣。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
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
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
参矣。 ①1625

这表示，人性是源于天道的，也就是说，人的自然
天赋人性叫做“性”，性之本原于天，而不可易。“诚者，
天之道也。 ”①1632天道就是诚，而人性源于天道，所以
人性也要追求诚。 只有至诚恳切的人，才能尽力发挥
他天赋的本性到达极致。

《孟子·滕文公上》有：
孟子道性善。 ②

《孟子·离娄下》有：
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 故者以利为本。
汉赵岐注：“今天下之言性，则以故而已矣。 以言

其故者， 以利为本耳。 若杞柳为杯棬， 非杞柳之性
也。 ” 言天下万物之本性，当顺其故则利之也。改变其
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两句
结合来看，孟子言人的“性”先天就潜伏着仁义因素，
只要顺应着这种仁义因素的内在规律，就可以发展出
仁义之德。

《孟子·告子上》有：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

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
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
性亦犹是也。

汉赵岐注：“人性生而有善，犹水之欲下也。 所以
知人皆有善性，似水无有不下者也。 跃，跳。 颡，额也。
人以手跳水，可使过颡，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势耳，
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为不善，非顺其性也，亦妄为利
欲之势所诱迫耳，犹是水也。 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这
表示，孟子认为人性是向善的，就像水往低处流的自
然规律一样。 如果人性不善，是因为外在环境的影响
导致的，而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

儒家哲学认为人性是由天赋予的，因为天道就是

诚，所以人性的本质也是诚。 人性先天就潜伏着仁义
因素，是向善的，所以人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要不断
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摒弃世俗欲望的侵袭
和腐蚀，保持人性至纯至善的本色。 陶渊明诗文中的
“性”与儒家哲学中的“性”是一脉相承的，在陶渊明的
诗文中，田园象征自由，飞鸟象征自由，陶渊明反复诉
说自己对于田园、飞鸟的发自天性的热爱，实则是在
诉说自己对于自由的发自天性的热爱，所以说陶渊明
的本性等于酷爱自由，在历经仕宦沉浮、人世沧桑后，
陶渊明依旧眷恋于田园、向往于飞鸟，这是本性使然
与自我完善的结果。

《归鸟》有：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

颉颃，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陶渊明诗文中屡次出现飞鸟意象， 如 《饮酒》其

四：“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其五：“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咏
贫士》其一：“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读山海经》
其一：“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归去来兮辞》：“云
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此皆是陶渊明归隐田
园、向往自由的象征。

王瑶（1914-1989）注曰：“诗中歌颂归鸟，如‘岂思
天路，欣及旧栖。’等语，都与‘羁鸟恋旧林’同义；当与
《归园田居》五首同是彭泽归田后所作。 ”③由此可知，
此诗应是陶渊明辞官归隐后之作，诗中的归鸟意象以
及词句所隐含的寓意应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是密
切联系在一起的，应引起格外注意。

一章，写远飞思归，思归原因。“和风不洽，翻翮求
心”中用“和风不洽”影射动乱政局，在此乱世中，诗人
及时归隐，在闲静的田园生活中去探寻己之初心。 二
章，写归路所感，归心坚定。“虽不怀游，见林情依。”用
归鸟眷恋树林比喻诗人眷恋田园。“遐路诚悠，性爱无
遗”写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无怨无悔，出之于自然，归之
于自然，这是本性所使，亦是出于本性之爱。 三章，写
喜归旧林，旧林美好。 “岂思天路，欣及旧栖”中用“天
路” 比喻显达仕途之路，“旧栖” 比喻闲静隐居生活。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意同《饮酒》其五：“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四章，写
归后所感，归于本性。“戢羽寒条”比喻诗人安贫固穷；
“宿则森标”比喻诗人立志高洁；“矰缴奚施”比喻险恶
政局，“已卷安劳” 言在乱世中诗人及时归隐田园，找
到了安身立命之所。 在这里，“性”字写出了陶渊明在
乱世中及时辞官归隐的原因———归于本初之志、本真
之心。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

年……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陶渊明诗文中的“性”字研究
马轶男 常丽娟

（张家口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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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
“性本爱丘山”之“丘山”与“复得返自然”之“自然”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自然”最早见于《老子》二十五
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五十一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六十四章：“学
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④陶
渊明所言“自然”乃是来自老庄之哲学范畴，指自然而
然、非人为之自由自在的境界。 此处与“樊笼”对举，又
有“自由”之义，即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在这
里，“性”字指天道赋予的本性，诗人本有一颗自由心，
无法忍受世俗名利的束缚和牵绊， 所以及时辞官归隐
了。

《归去来兮辞》：
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尝

从人事，皆口腹自役。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 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
奔，自免去职。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正式告别官场、回归田园
的宣言书。陶渊明辞官的真正原因乃是：“质性自然，非
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质性，天性、天资。《韩
非子·难言》：“殊释文学，以质性言，则见以为鄙。 ”⑤《说
苑·建本》：“质性同伦，学问者智。 ”⑥“自然，自然而然，
以自己本来之面貌存在，以自己固有之规律演化，无需
外在之条件或力量。 ”⑦“质性自然”表明陶渊明天性追
求一种自足自适、逍遥自得的自然之道，不喜世俗名利
的牵绊，所以辞官隐居了。

《五柳先生传》：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

招之。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 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五柳先生传》是陶渊明的自传，是研究陶渊明的
思想最真实可靠的材料。这篇诗作在陶渊明卒后三十
多年沈约所作的《宋书·隐逸传》、卒后将近一百年萧
统所作的《陶渊明传》、唐代的《南史·隐逸传》和《晋
书·隐逸传》中都有引用。 在沈约《宋书》本传中，沈约
在陶渊明众多的作品中选择了 《五柳先生传》、《归去
来兮辞》、《与子偐等疏》、《命子诗》四篇作品，可见这
四篇作品在陶渊明的全部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是理解陶渊明性格、品质、政治态度的出发点和归
属点，其中开篇便引用了《五柳先生传》，并在引文最
后特别标注“时人谓之实录”一语，可见陶渊明的这一
篇自传， 得到了与陶渊明同时代人的认可与肯定，是
一篇记述翔实、可信的自传体。按逯钦立先生《陶渊明
事迹诗文系年》，本篇约作于宋永初元年（420 年），陶
渊明 56 岁。 这一年晋朝灭亡、刘宋政权建立，陶渊明
在晋宋之交写下这样一篇表明心志的自传，肯定有其
深层的原因。 如清吴楚材、吴调侯选《古文观止》卷七
所论：“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
号五柳先生。此传乃自述其生平之行也。潇洒澹逸，一
片神行之文。 ”⑧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浊酒、琴书伴其左右，成为其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琴书在忙碌的农耕时节或困
顿的生活时期有时也暂且搁置起来，“息交游闲业，卧
起弄书琴”（《和郭主簿二首》 其一），“诗书塞座外，日

昃不遑研”（《咏贫士七首》其二）。 但浊酒始终是伴随
陶渊明一生的伴侣和朋友，酒不仅是诗人进入自然之
境的渠道和途径，更重要的是“酒象征了政治不合作
以及隐逸躬耕以保全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⑨诗
人言“性嗜酒”，实则是对独立自由人格和生命权利的
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这是诗人在后天的艰苦奋斗中
逐渐摸索出的真理。

《与子俨等疏》：
性刚才拙，与物多忤。 自量为己，必贻俗患。 僶俛

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
刚， 源于 《论语·公冶长篇》：“子曰：‘吾未见刚

者。 ’或对曰：‘申枨。 ’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 ⑩可
见，“刚”与“欲”相对立，多欲多求之人，易为外物驱
使。 朱熹在《论语集注》中引谢氏语：“能胜物之谓刚，
故常伸于万物之上；为物掩之谓欲，故常屈于万物之
下。 ” 这里进一步阐明了“刚”是精神战胜物质的诱惑
并最终凌驾于物质之上的结果；而“欲”正是精神被物
质战胜并最终被外物所役使、所屈服的表现。 孟子指
出人性具有向善性，而要达到至善的境界，则需后天
不断地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而人在世俗世
界中生存，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要达到无
欲则刚的人生境界是需要经历痛苦的曲折的磨炼过
程，最终才能克服外物对心灵的侵蚀而进入到“刚”之
境。 “质性自然”多强调诗人天性中对于自由、独立的
追求，“性刚才拙”则多强调诗人经历后天的外物诱惑
仍不改初衷的美好本质，与杜甫的“老大意转拙”（《自
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意义相似。

陶渊明生活在动荡、黑暗的易代之际，本着“任
真”、“固穷”的本性，虽然思想上历经了百转千回的痛
苦斗争和反省， 行动上经历了曲折不平的艰苦奋斗，
但自己依然选择走一条固穷守真的人生道路，绝不与
黑暗的现实政治同流合污，从思想到实践上都贯彻了
儒家的人性思想，这是独属于陶渊明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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