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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的人生追求主要包括儒家入世价值和精神之独立自由。但由于处于现实政治
困境中，俱难实现这两种人生价值观的统一。因而他只能选择隐居来实现精神的独立自由。
隐居初期，陶渊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精神自由，然而生活的重重矛盾使他再次陷入困境。于
是他试图以 “神”，即委运乘化的精神方法指引自己走出困境，但最终未能做到，反而陷入
代表 “形”的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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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在后人心里大抵是徜徉于山水田园，
饮酒赏菊，悠游自适的隐者形象。但实际上其人生
并非如此惬意无忧。陶渊明一生主要有两个追求，
一为实现儒家的入世价值；二为保持人格精神的独
立自由。但却屡屡陷入困境中。既无法实现儒家之
道，亦难保全人格的完整。于是，他只选择隐居来
实现人格精神的独立自由。然而隐居生活，再次让
他陷入困境之中。陶渊明创作 《形影神》，旨在用
委运乘化的 “神”的精神方法指引自己走出困境，
但他最终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一、陶渊明的人生追求
陶渊明本质是儒士，其理想是实现儒家入世之

志。首先他喜读儒家典籍，其次深受乡学的浸润。
陶渊明青年时期，范宣、范宁二人提倡经学，江州
人士深受熏染，他亦受到了影响。所以，“他虽生
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但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
都在儒学。”［１］９首先，入仕表明其有建功立业之心。
陶渊明有多次入仕经历。其次，无论是归隐之前还
是之后，他都保持着对世事 （尤指政治）的密切关
注。并写诗来讽咏现实。再次，以儒家标准为行事
准则。以儒家标准来评价人事，要求自我和晚辈。
梁启超评价陶渊明：“他是一位极严正———道德责
任心极重的人。他对于身心修养，常常用功，不肯
放松自己。”［１］８他为孩子取名：“名汝曰俨，字汝求
思。”［２］２９正是取意于儒家经典 《礼记·曲礼》 “毋
不敬，俨若思”［３］６－７句。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做到
“温 恭 朝 夕，念 兹 在 兹。尚 想 孔 伋，庶 其 企

而。”［２］２９陶渊明有很浓厚的先祖崇拜意识。《命子》
和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诗中追念先祖
功业，追慕外祖父孟嘉的嘉言逸行。且孝亲敬友，
其所作祭文几乎都是悼念亲人。最后，以儒家人物
为楷模。如赞美并立志学习贫士、三良、荆轲、精
卫、夸父等儒家人物的进取精神。此外，用诗文来
寄托自己情感这一行为正是儒家 “诗言志”文学观
的表现。

陶渊明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和个体意识。其性情
内向且善感，较为关注自我的生存状态、内心变化
和需求。这从他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其
作品中的山水、花鸟、松云等，都是即目之景，随
意点化，就成为一首美妙的诗。以著名的 “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句为例。“采”、“见”是连贯
自然的两个动作，悠然则说明诗人的心态。十个字
就描绘了一个具有叙事意味的优美场景，且表现出
诗人的情感和心态。而同时期诗人谢灵运的名句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虽也描绘了一幅画面，
“生”、“变”二字亦很机妙，但充满雕琢感。谢灵
运的诗可以说是构造的，而陶渊明的诗则是从眼前
心底自然流泄出来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地方也充
满诗意。钱志熙称陶渊明之学是 “为己之学”。“为
己”“不是今人所说的自私自利，一切为自己着想
的意思，而是高度地实现自我。”［４］２５０其自我之实现
表现为不愿受外部环境阻碍，而是从内心出发，敢
于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勇气是自主性和人格
丰富性的土壤，“个体以勇气面对生存困境，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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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有限，承担起选择的责任，并接受可能由选
择而导致的悲剧性结果的主观体验。”［５］２１９－２２０陶渊
明做到了这一点，他敢于做出选择，并为选择的后
果负责。所以，他的存在是本真的，其人格魅力即
源于此。

二、陶渊明的人生困境
据逯钦立校 《陶渊明集》考证，陶渊明于太元

十八年 （３９３年）入仕，义熙元年 （４０５年）归隐。
虽时断时续，但总体属于仕宦阶段。他立志于实现
儒家之道。如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其
二）：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２］７７又 《荣木》
云：“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２］１６

由于现实社会的残酷， “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
情。”［２］８８儒家之道难以实现。偏安江左的东晋末
年，桓玄、刘裕等人相继欲篡夺皇位，陶渊明洞悉
现实的种种黑暗以及理想之难实现的事实。首先，
立善无人誉。《饮酒二十首》（其二）云：“善恶苟
不应，何事空立名。”［２］８７其六云： “是非苟相形，
雷同共毁誉。”［２］９０ 《形影神》中亦有 “立善常所
欣，谁当为汝誉。”［２］３７这是一个善恶不分，黑白颠
倒的时代。其次，到处充斥着无真才而汲汲以求虚
名的小人。 《饮酒二十首》 （其三）中 “有酒不肯
饮，但顾世间名。”［２］８８其二十云： “如何绝世下，
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２］９９讽刺
了小人不顾儒家礼义，趋炎附势的丑态。处于充斥
着虚伪、逢迎和权诈的污浊的现实困境中，不仅难
以实现儒家之道，也很难保全人格的完整。于是陶
渊明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隐居以保全人格精神的
独立自由。义熙元年 （４０５年）十一月，在做了８１
天彭泽令后，他终于弃职返里。

隐居时期陶渊明的心态有一定的变化。归隐初
心愿达成，悠游自适。集中表现在 《归园田居五
首》中。但隐居后期则变得困窘压抑，以至难以排
解。如 《与子俨等疏》《祭从弟敬远文》《怨诗楚调
示庞主簿邓治中》等诗文都体现了这种心态。这是
因为诗人又陷入隐居生活本身的矛盾中。义熙四年
（４０８年）七月陶渊明家中遇火，烧得 “一宅无遗
宇，舫舟荫门前”［２］８１，从此生活翻覆。躬耕苦辛，
病痛缠身，又接连移居。亲友对他有官不做却隐居
的选择的不理解，与农人很难深入交流，诗人的身
心备受煎熬。无人理解，只能寄心曲于诗文。他赞
美隐士、贫士的高行以自勉。如 《拟古九首·其
五》：“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２］１１２以东方一隐
士之高洁的志行自勉。又 《有会而作》：“斯滥岂攸
志，固穷夙所归。”［２］１０７他通过对古代贫士的歌咏，

不断自我鼓励，坚定自己安于贫困和隐居之志。此
外，陶渊明内心还受另一重折磨。他以儒家入世之
志为自己的人生价值 （上文已述），虽已隐居，但
仍关注世事。如 《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二、十三
以古喻今，讽刺了在位者贤佞不分。《述酒》全篇
以象征的手法影射当时社会追权夺利的现象，并表
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亦有 “岁月掷人去，有志不
获骋”之叹。又如 《感士不遇赋》，详细地阐述了
自己备受压迫毁谤，仕途偃蹇，不得已选择隐居的
心曲。他在 《读山海经十三首》中赞美夸父、精卫
等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这些都说明诗人内心并未
真正放弃儒家入世之志。

三、陶渊明的自我救赎
陶渊明选择归隐田园来摆脱政治现实的困境，

以求精神人格的独立自由。其归隐之志在仕宦阶段
已有所表露，如 《饮酒二十首》（其九）：“纡辔诚
可学，违己讵非迷。”［２］９２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目倦川塗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
游鱼。”［２］７１等，其中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更是成为他隐逸生活的真实写照。

尽管隐居初期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精神自由，然
而随着生存的压力，陶渊明又重新陷入不自由的境
地。在这种心境下，他作了组诗 《形影神》：

形影神
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

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好事君子，共取
其心焉。

形赠影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

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
奄去靡归期。奚觉无一人，亲识岂相思？但余平生
物，举目情悽洏。我无腾化术，必而不复疑。愿君
取吾言，得酒莫苟辞。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邈然

兹道绝。与子相遇来，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
止日终不别。此同既难常，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
尽，念之五情热。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酒云
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神释
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著。人为三才中，岂不

以我故。与君虽异物，生而相依附。结讬善恶同，
安得不相语！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
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
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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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２］３５

这组诗作于义熙九年 （４１３年），是年陶渊明

４９岁，“征著作郎，不就。与雁门周续之、彭城刘
遗民并称 “寻阳三隐”。［２］２１９隐居已近十年，生活矛
盾日渐加深。对此诗的解释历来有很多。陈寅恪认
为 “此三首诗实代表自曹魏末至东晋时士大夫政治
思想人生观演变之历程及渊明己身创获之结论，即
依据此结论以安身立命者也。”［６］２２０并认为陶渊明此
创解是一种 “新自然说”。逯钦立认为这是陶渊明
针对释慧远的 《形尽而神不灭》一文，运用其概念
而反其意的反佛诗。钱志熙认为这组诗是陶渊明通
过人生实践而总结的生命哲学，“神”是自我最高
的理性，“这种理性能透彻生命作为自然物的真相
从而消除各种非理性的惜生、忧生、营生的情绪与
行为。”［４］２６６笔者赞同 “形影神”是陶渊明自身经验
的创获性哲学，同时也认为这是其人生道路的指导
思想。诗中 “形”代表物欲、生理层面； “影”代
表个体的社会地位及影响；“神”代表自然任真的
精神层面。诗人反对代表物欲和名利的形影，主张
用神超越二者，并希望自己达到委运顺化的 “神”
的精神境界来摆脱隐居生活矛盾的困境，重获精神
的独立自由。

“运”、“化”是道家的概念，道家是出世的哲
学，也是形而上的关于 “本”的哲学。 《庄子》内
篇 《逍遥游》认为要消除矛盾，达到逍遥的 “无
待”的境界，必须做到 “无己”、“无功”、“无名”，
超脱于纷杂的现实。《德充符》认为宇宙万物最终
归于 “道”，虽然事物千差万别，但只要做到 “忘
情”、“忘形”，便能达到物我俱化、是非俱忘的境
界，也就是诗人追求的委运顺化的境界。但诗人却

陷入 “甚念”中，常常借酒消块垒，写诗遣幽愤。
且带有强烈的情感指向，未做到 “不喜不惧”。顺
应大化是参透了一切，从而主动选择的不作为。诗
人并未彻底忘却外物和自身，而且隐居这种 “不作
为”行为这一时期显然不是诗人主动的选择。因为
除了继续隐居，已别无退路。所以诗人最终没有达
到委运顺化的 “神”的精神境界。

结语
儒家人生价值与精神的独立自由是陶渊明的人

生追求。但处于黑暗政治现实的困境中，二者俱难
实现，他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隐居以求精神的独
立自由。隐居生活最终未使他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
立自由，反而使其再次陷入困境中。陶渊明渴望用
精神方法指引自己走出隐居生活矛盾的困境，但最
终无果。而他理智上反对形，生活中却沉溺于代表
形的酒中。因而，他最终没有摆脱人生困境，实现
人生追求。但他关注个体，关注自我，并积极追求
精神的独立自由，且敢于付诸行动以实现自我的精
神却是留给后世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着后人。

参考文献：

［１］梁启超·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Ａ］．饮冰室合集

专集第九十六［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２］逯钦立·陶渊明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３］李学勤·礼记正义［Ｍ］．《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

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４］钱志熙·陶渊明传［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５］刘翔平·神经质人格［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
［６］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Ｍ］．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Ｔｈｅ　Ｉｄｅ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Ｌｉｆｅ
Ｚｈａｏ　Ｄａｎｎｉ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３３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ｈｉｓ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ｗａ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ｏ　ｈｅ　ｗｉｔｈｄｒｅｗ　ｆｒｏｍ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ｄ　ｉｎ　ｓｏｌ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ｅｃｌｕｓｉｏｎ，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ｇａｉｎ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Ｂｕｔ　ｌａｔｅｒ　ｌｉｆｅ　ｗａ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Ｈｅ　ｗａｓ　ｉｍｍｅｒｓｅｄ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
ｇａｉｎ．Ｔｈｅｎ，ｈｅ　ｈａｓ　ｔｒｉｅｄ　ｔｏ　ｕｓｅ“Ｓｐｉｒｉｔ”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ｏｕｔ　ｏｆ　ｔｒｏｕｂｌｅ．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ｈｅ　ｆａｉｌｅｄ，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
ｒｙ，ｈｅ　ｆｅｌｌ　ｉｎｔｏ　ｗｉ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ｇｎｉｆｙ　ｔｈｅ“ｅｎｔ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ｐｕｒｓｕｉｔ，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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