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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隐士论中国古代隐士
——以陶渊明为例

张梦秋  西安工程大学

摘 要：中国古代多隐士，隐士多文人。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隐士文化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特
色之一。“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
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
具韵味。隐士文化中特有的生活与审美理念，对于士人和社会，对于文学与艺术创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中国传统的山水
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三千年，隐士作为一个阶层存在着，既有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与
隐逸者个人的思想心理有关，也与儒道互补的文化气氛相联系，其独立人格和自我尊严是隐士人格中最富光彩的部分。
陶渊明是中国士大夫精神上的一个归宿，许多士大夫在仕途上失意或厌倦官场时，往往回归到陶渊明，寻找新的人生价
值，并借以安慰自己。隐士具有时代性，隐士在每一个时代的情况都不同，但总的来说，还有一个时代性的问题。隐士
的存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士大夫的人格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不否认中国隐士命运多舛且自身存在
着消极避世的思想及行为。

关键词： 隐士思想； 隐士特点；陶渊明；士大夫；自我独立人格

隐士思想，历来占据传统文化精神最崇高、最重要

的地位，只是它如隐士的形态一样，一向采取“遁世不见

知而无闷”的隐逸方式。如果强调一点来说，隐士思想与

历史上的隐士们，实际上，便是操持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要

角色。至于讲到道家的学术思想，更与隐士思想，不可分

离。与其说道家渊源于黄、老，或老、庄，毋宁说道家渊

源于隐士思想，演变为老、庄，或黄、老，更为恰当。在

现代的学者中，人们非常强调道家思想与隐者的关系，隐

者被认为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某些方面，它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一种思想，在内心

抑郁得不到抒发时，就选择遁迹山林，寄情山水。对于中

国古代知识分子来说，隐士思想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

法和处世哲学。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

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他们洁身自好，不求闻达，只追求

自身的修养境界，思想上都接近道家的清静无为观点。魏

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

成，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

乱频繁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清谈又

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并不

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

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

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

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

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 并称“三玄”)，也成了

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

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著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

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

秀，西晋时期的郭象等。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

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

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

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

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

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

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

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

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

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

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

丘中，安事愚与智。” 
隐士的类型，根据士人隐逸的动机与目的，性格与

情趣及隐居的方式不同，中国古代的隐逸者可以分为以下

四大类。第一种是淡泊型，这类隐士生活淡泊，甚或性格

乖张，不慕功名利禄，无意升官发财；遁迹山林，逍遥于

青山绿水之间；安若节，甘贪贱。如南朝褚伯玉，少有隐

操，“寡嗜欲，居瀑布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唯朋松石”

介于孤峰绝岭数十载，终于老死山林。这类隐士不急于政

治原因，纯属个人的洁身自好，有意逃避喧嚣的尘世，他

们以名利为轻，心如止水，身似枯木，又襟怀高旷，笑傲

万物。第二种是抗议型隐士，一部分是由仕宦而归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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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

陶渊明。陶渊明一生于士大夫最看重的隐士出处上毫不苟

且，在这方面的人生选择，尤其表现出一种特立独行、不

同流俗的人格精神。随入世以来对黑暗现实的深入了解，

陶渊明已经看透了东晋政权的腐朽及其灭亡之运的不可逆

转。在古代社会，用仕行道，是孔子以来知识分子对人生

的最佳选择，而所谓“仕”，以孔子的初衷，仅为行“道”

之手段而已。若世事污浊，道不可行，则退求其次，不

仕而“独善其身”。所谓“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

于海”，正是怀道避世，不与黑暗现实妥协之意。而陶渊

明在仕隐的选择上，则完全坚持了理想主义的态度，他

谨守先师遗训，以时进退，不与现实同流合污。在《饮

酒》第九章中，陶渊明尝借与“田父”的对答之语，委

婉而坚决地表述了他之所以归隐的用心：清晨闻叩门，倒

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侯，疑我

与时乖。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举世皆尚同，愿君汨

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已讵非

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引赵山泉 曰：“时辈多勉靖节以出仕，故作是篇。”从诗

中不难看出，诗人拒绝出仕而以栖隐来坚持某种人生理想

的态度，正与屈子去国的精神一脉相通，它证明了陶渊明

完全不是那种为隐而隐的隐士。陶渊明虽然于世事并没有

遗忘和冷淡，但比起孔融、嵇康、阮籍等人，他的态度要

自然得多，不至于招致统治者的注意。陶渊明虽没有以

“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

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

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

俗的地步。陶渊明武陵桃园理想所开启的是一种文化，作

为东方乌托邦的象征符号之一，桃花源表现的是人类对最

贴近本真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的回忆，它促使人们在浸染现

实红尘的心灵中始终保持着一块净地。同时，它又启迪着

一代又一代的人在物质文明日益发达而精神世界却日益式

微的情形下时时提高警惕，努力还原人类最本真、美好的

东西，不至于被现实中的、非本身的东西所异化。在这一

点上，桃花源的意义是永恒的，它所启迪的文化价值也是

永恒的。超脱、旷达只是陶渊明生命的物质外壳，与生俱

来的孤独感才是他对自我生命最深切的体验。他悲慨于个

体生命在永恒时间之流中的段子，“宇宙一何悠，人生少

至百”；他悲叹个体生命价值在历史长河中的卑微，“人生

无根蒂，飘如陌上尘”、“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空”。陶

渊明的孤独是生命的孤独，是人生的孤独。他的哲思是他

对自己生活、感情的感受和体会，他诗歌中的孤独体验是

复杂和深重的。另一部分是与当权者政见不合而不肯出

仕，如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他借饮酒狂醉，给世人以“无

材”的感觉，因为不被“砍伐”，结果享尽天年。这是政

治高压下被扭曲了灵魂的佯装，是痛苦的被逼无奈的选

择。由于阮籍具有很高的哲学修养，更自觉和独立的人格

精神以及情感中“永恒感”与“变化感”的超然一体，其

思想和作品具有“遥深”的特色。《咏怀》诗表现出他的

思想是以曹魏朝廷中的四次巨变为标志而逐步发展，经三

个发展阶段而达到内心的某种自觉超越。另外，也有基于

民族矛盾，不肯为异族所用者，如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

这种隐士不愿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而又斗争无力，由仕

宦转身而隐逸，这类人往往廉洁自律，品性高洁，关爱民

生，痛恨暴政，有民族气节，正气凛然。如有机遇，还会

由隐而显，奋发有为。第三种是老庄型隐士，这些人深受

老庄思想影响，不求闻达，超然物外，遁名避世。他们崇

尚自然，追求朴素，向往无为，追求人性的天真纯朴，自

然浑成，反对外在诱惑和压抑。第四种是清高型隐士，他

们主要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儒家思想从本质上讲具有

强烈的入世精神，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生活态度和自强不

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厚实的志士仁人。但儒家又非盲目入

世，而是看其主张的“道”是否可行。孔子主张“危邦不

入，乱邦不居，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关键看其政治理

想能否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这类隐士有待时而起，待机而

发的情形。但又孤傲不屈，卓然独行，蔑视当权者，清高

是其特点。这类隐士不一定非要隐迹山林。其隐多表现为

不参与政治，修身养性，或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多在学

术思想方面有建树。

“士大夫”是战国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在此之前，士

均排在大夫之后。战国典籍中表示等级序列仍用“大夫

士”。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形成

一个特殊的集团。它指的是阶层，特点是知识分子和官僚

的混合体。从时代看，这一概念在战国中叶以后才流行开

来。旧时士大夫指官吏或较有声望、地位的知识分子。在

中世纪，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官吏的人事体制为中国所独

有，因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

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论语 · 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

矣’”。这说的是中国古时文人的终极价值，即不为五斗米

折腰，这是士大夫精神的根本所在。他们宽宏大量 , 不为

五斗米折腰，他们有着大无畏的精神，为他人想得多为自

己想得少，这便是士大夫的高善的品质。“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魏晋乱世，所以黄老之术盛行的原因在

此。许多士人走向了归隐这条道路，例如陶渊明。他选择

归隐的道路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李泽厚在《美的历程》

中谈到魏晋风度时指出：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与血污

的社会和时代中产生的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

度，表面看来是潇洒风流，而其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

的苦恼、恐惧和烦扰。时代心理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形成、

发展与完善的影响是尤为深刻的 , 人们能够较为直观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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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征之间的联系。中国悠久的历

史发展进程与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时代文化现象与心理特

征之间的联系尤为紧密。以德为本位的文化心理，汲汲用

世的外向，归于自我的内敛心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人的

思想意识是儒道互补的矛盾构造。他们往往把注意力投向

内心世界，力图以自我心理的调整去适应外境的变化，为

个体生命和精神寻找依托。“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人

生境界，内心的和谐与平静，这是儒道互补结合的产物。

晋宋易代的社会现实需要文人们在几乎来不及思考

的瞬间就要做出自己政治即人生的抉择，陶渊明是一个非

常有哲思、对人生有反省的诗人，他选择了归去田园。陶

渊明之所以归隐，其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因是陶渊明因

为不愿意和那些不遵守儒家纲常的人同流而做出的一种人

生选择，其行为是对自己人格的坚守。所谓独立人格是指

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它要求人们既不依赖于任

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也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力量，在

真理的追求上具有独立判断能力，在政治的参与中具有独

立自主精神。中国古代隐士是一群对自由、独立和自我实

现等生命理想有着强烈渴望的人，他们有高于常人的自我

意识和价值取向，追求人格的独立与自治，这就注定了他

们与现实政体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生活在

高压专制统治时代，要么顺从皇权统治，要么放弃功名欲

望，两难的选择使中国古代文人的人格动机充满了尖锐的

矛盾冲突。所以，他们的人格压抑感更强、心理更加悲

苦。然而归隐的生活，使他们发现了自然，也发现了自

己。陶渊明的“归去”是从政治和世俗社会向自然和自我

本性的回归，这种回归很坚决，其中伴随着诗人本身的潇

洒、自适的本性。陶渊明是出于对自己人格和人生道路的

坚守而做出的主动选择，他注重表达自己对理想人格的坚

守。无论是发现自然还是发现自己，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

隐士们在自然和自我人格之间建立起了诸多富含艺术精神

的隐喻关系。鉴于喧闹、污浊的社会现实与自己人格理想

的矛盾，隐士皈依山水自然最重要的动机就在于他们发现

了自然中有与他们自己的人格追求相契合的“真”、“静”、

“深”、“幽”、“旷”、“远”等品性，而隐士的文化活动又

进一步丰富、提升了这些精神品性，并使之在山水艺术的

创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中国古代隐士不仅拥有富

含艺术精神的人格，而且他们都是具有丰厚的文化修养、

心性聪慧的人。他们多以道、禅思想为精神支柱，融合了

儒家以艺术陶养性情，以“礼”、“乐”达“仁”，进而在

“礼”的秩序中“游刃自如”的思想，并将之内化在自我

人格的深层，在内心建构了一个力量强大的自我机制。因

而，他们有足够的心力抵御物质世界的喧闹，从而将全部

的生命热情投注在心灵花园的建设上，淡泊功利，从容平

和。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思

考，对生命的感悟，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侧重表现出对

人情、时事的看法与见解。在诗歌的语言风格上，既有

“依依墟里烟”的静穆与飘逸，也有“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潇洒与自在，他的诗歌多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流

露，是对田园生活的审美观照和艺术加工，充满着自然宁

静的味道。从中，也可以看出陶渊明的人格是多么的独立

和高尚。

中国隐士文化，是古代正直文人因失意仕途或不满

浊世等，而采取消极避世的一种人生态度，它是古代知

识分子“独善其身”的高洁人格的体现。从传说中的许

由，先秦时代的接舆、庄周到清代的随园主人袁枚等，隐

士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中国古代隐士的传统情怀，“厌恶

官场，鄙弃功名”的价值取向，“深愧平生之志”的生命

悲剧意识，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天性，归隐山林的决

心，都一一展现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隐士们娱情诗酒、崇

尚自然，在返璞归真、怡然自得的生活中体会到了隐士生

活的情趣。历史上有名的隐士——“浔阳三隐”，指东晋

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三位隐士。周续之进入庐山，跟

随高僧慧远学习；刘遗民在庐山隐藏踪迹；陶渊明不接受

诏命。南朝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时周续之入庐山事

释慧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

‘浔阳三隐’。”唐宋之问《游称心寺》诗：“释事怀三隐，

清襟谒四禅。”明夏完淳《避地》诗：“月下归三隐，春风

动五噫。”就是指他们，因都住在庐山附近，亦称“庐山

三隐”。还有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都体现了中国古代隐

士的追求与理想。隐士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它代表着我国古代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和心态。而在这几千年的文化中，中国古代隐士为我们所

呈现的，也足以让我们叹为观止。不过，中国古代隐士身

上也有些消极避世的思想，这是它的不好的一面，我们要

正确看待，吸取其有利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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