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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隐逸思想对陶渊明家族的影响

———尤以晚明会稽陶族陶望龄为例
陈雪婷

(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庄子》所内蕴的哲学思想，往往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视为应对乱世的生存法则或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道家自然精神也成为了中国
古代文学基本的精神立场之一。魏晋时期，玄学大兴，大诗人陶渊明深受《庄子》道家思想的影响，隐逸山水田园。陶渊明是晚明会稽陶族的远
祖，他渊源于《庄子》的隐逸思想对后世陶氏有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晚明学者陶望龄，他醉心于谈学论道，流连于山水，二十年仕途中，隐居在
家的时间倒有十四年之多，写成《解庄》12 卷。可见，庄学对陶氏家族的影响之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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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社会结构中，家族是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家族文化
的兴起，往往能带动地方文化的繁荣。会稽在晚明文化的活跃，
也离不了家族文化的作用，会稽陶族就是其中重要一例。而会稽
陶族虽多在朝中为官，家族仕途兴旺，却也深受其远祖魏晋诗人
陶渊明的影响，崇尚隐逸，而这份超然出世的隐逸正是渊源于
《庄子》。

一、《庄子》与陶渊明
《庄子》所内蕴的哲学思想，往往被乱世之人和命运多蹇之人

视为自己应对乱世的生存法则或独善其身的精神支柱。当然，《庄
子》那独特的浪漫文风也对后世不少文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
魏晋南北朝时代，《庄子》对文人群体的影响是广泛而明显的。正
如有的论者所说: “道家自然精神真正成为中国古代文的首归之一
的时期还是魏晋。由于社会动荡离乱，人常常无法安居于历史世
界，更难以用入世的儒家实用理性来应对世间的事务，玄学便悄
然兴起。玄风大炽，道家自然精神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基本的
精神立场之一。”玄学作为一种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进行纯哲
学思考的思辨性学问，其形成与老庄哲学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而处于玄学大兴时代的陶渊明一生就深受《庄子》道家思想的
影响。
《庄子》对后世文人为人处世颇大的影响力无须赘述，陶渊明

也是文学史一座高峰，以其独特于魏晋时期的田园诗，和寄情山
水的隐逸情怀，留给后世一道美丽的风景。庄子与陶渊明是两位
旷古的隐士，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总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情
投意合的东西，如庄子讲“物化”陶渊明也追寻“物我两忘”的
境界，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庄子要“齐是非”陶渊
明也认为人事变化千端万绪，或行或止是非难断，所谓“行止千
万端，谁知非与是”，仿佛在交流对话。他将审美的目光从阳春白
雪移到下里巴人，可以说，陶渊明把庄学理论生活化了他所践履
的是—种具有人间情怀的庄学人生。

二、会稽陶族
陶氏家族有两个郡望，即东晋浔阳陶氏和丹阳陶氏，前者是

陶侃、陶潜一脉，后者则是陶弘景一脉，陶望龄叔祖陶谐认同浔
阳。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自然隐逸，对会稽
陶族人产生极大的影响。

陶氏家族中中进士、举人者很多，更有乡魁、探花、榜眼，
甚至“父子同榜进士”。科举场屋的得意带动了一个家族在仕途上
的辉煌。陶望龄自从高中会元、探花之后的二十年仕途中，隐居
在家的时间有十四年之多。他的哥哥陶与龄、弟弟陶祖龄也长期
隐居在家，陶与龄死后，更被当地人附会为得道升仙，并载入县
志中，成为当地一个传说。陶望龄从孙陶景麟、景龙也以隐逸出
名。这固然和晚明山人风气大盛有关，但一个家族中同时有如此
多的人喜隐逸，不能不说和对陶渊明的向往和效仿有很大关系。

从陶渊明继承下来的家学渊源对晚明会稽陶族的兴盛有重要
的影响，而渊源于他的隐逸基因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晚明的陶氏。

三、《庄子》与陶望龄
陶望龄 ( 1562 － 1609) 字周望，号石篑。会稽 ( 今浙江绍兴)

人。万历十七年会试第一，廷试第三，授翰林院编修，参与编纂
国史，升待讲，主管考试，后被诏为国子监祭酒。以“歇庵”名
其居，学者称歇庵先生。卒谥文简。陶望龄以讲学而名立晚明，
以至于无论识不识，妇孺僧俗都敬重他，是因为其如“再见坡仙”
的文学才秉和如“慈湖、阳明再世的学问。”所著有《制草》若
干卷、《解庄》12卷，《天水阁集》13 卷，《歇庵集》20卷等。

分析会稽陶氏家族，不难看到陶渊明的自然隐逸，对会稽陶
族人产生极大的影响。会稽陶族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功绩及其
家学思想，在晚明浙东地区颇有声望，对陶望龄人品、性格、思
想都有深远的影响。作为晚明会稽陶氏家族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陶望龄学识广博，对禅学也有深究，醉心于谈学论道，流连于山
水，为官清廉，为人谦恭随和，都是家学熏陶的体现。

陶望龄自陶渊明而来的家学渊源，深得老庄之道，为人处世
平和淡然，谨言慎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庄子影响，不沾口舌之
争、红尘名利，追求的是思想和精神上的解放，而不是物质和肉
体上的贪恋享受。因而，陶望龄为《庄子》做解不是无心为之，
这和他的生平经历、文学主张有关，同时《庄子》一书又对他的
思想观念与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陶望龄向来身体孱弱，为官期间曾两度因病告假，生性好山
水，很多佛教名山著名寺庙如普陀珞珈山、雁荡山、华严寺等等
都留下了陶望龄的足迹。游览之余，陶望龄和这些寺庙的高僧们
经常谈经论佛，交往密切。这种修养和性格表现在文学上，就是
诗风平实，言简意赅，陶望龄谥号为“文简”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在言论上，他没有李贽等人的尖锐激进，代之以平和稳重;
在行止上又不似袁宏道、董其昌等放纵无惮。尤其是在袁宏道等
理论高明精深而修行不检点的风气中，更是出淤泥而不染，一如
既往，飘然似仙。朱彝尊评价陶望龄早年似“神仙中人”，因为陶
望龄诗风清越、简约质朴，大有超然物外之感，这种诗文风格和
陶望龄的祖辈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有相承之处。而陶渊明深受
庄子影响，与庄子仿若两位隔世友人。可以说，陶渊明把庄学理
论生活化了他所践履的是一种具有人间情怀的庄学人生，亦被称
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氏家族中也有不少人深受其影响。陶
望龄二十年仕途中，隐居在家的时间倒有十四年之多。陶望龄死
后，更被当地人附会为得道升仙，并载入县志中，成为当地一个
传说。这固然和晚明山人风气大盛有关，但一个家族中同时有如
此多的人喜隐逸而且被记载录入地方文献中，不能不说和对陶渊
明的向往和效仿有很大关系，可见庄学对陶氏家族的影响之广。

四、结语
以上简要分析的《庄子》对陶渊明的影响及陶渊明隐逸思想

在后世陶氏家族的延续两个方面，并重点介绍了陶氏家族中的晚
明学者陶望龄，从他的生平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可见他确是受到了
《庄子》和陶渊明的隐逸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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