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陶渊明（365－427），子元亮，名潜，江州浔阳柴
桑人，生活于东晋末年。他的诗文内容丰富多样，
作为“隐逸之宗”的诗人，在诗歌中除了倾吐一己
的隐逸情怀，更重要的是将诗文作为生命延展的
重要载体，把今人与古人的心牵在一起，把今人
与古人的生命连在一起，把本民族与整个人类的
生命融为一体，使生命的价值最终走向永恒无
限。

一、生命的多音符合奏曲

陶渊明一生的经历是相当丰富的，他不断且
充满矛盾地抉择，游移于宦途与田居的生活状态，
他对生命的体验，对贫困、亲情、友情、生死等的体
验最终构成了他诗文的灵魂。他的创作是他渴望
建功立业但事与愿违，想要积极进取入仕为官又
因自我秉性自然而“不能为五斗米折腰”等多重生
命体验的结晶。总览陶渊明的诗文作品，其间的生
命内涵甚为深邃丰富。大体而言，包括个体生命、
社会生命、自然生命、宇宙生命。

1．个体生命与社会生命
个体生命作为社会生命的一部分，二者常常

互为表里，相互影响。每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栖
居，个体生命的内涵在其特定的生存轨迹和生活
道路中得以丰富，陶渊明如是。陶渊明的青少年时
代是在浔阳柴桑的农村度过的，“少学琴书，偶爱
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常言五六月中，北窗
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秦皇上人”（《与子严等
疏》）。虽然有些贫困，但那种生活毕竟是恬静而适
意的。陶渊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分裂混战
的黑暗时代，今昔对比，“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
豫。猛志逸四海，骞翩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
五）理想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出仕与归隐的反复，
他归隐之后内心的苦闷与愤懑都可以窥见陶渊明
的心路历程的复杂曲折。《饮酒》中：“畴昔苦长饥，
投来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年
立，志意多所耻”也是对他这种矛盾心理的影射。
因而通过他的诗文可以探观个体生命的足迹。

作为日渐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后裔，陶渊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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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东晋时期著名诗人。他是贵族世家的后裔，又是位“赫赫有名的大隐”，
被奉为“隐逸诗人。”《陶渊明集》现存诗文一百四十二篇，有诗、辞赋、记传赞述、疏祭等体。
其作品之所以为后人吟咏不休，根本就在于他的诗文有着永恒的生命价值和意义。在特定
的历史环境下，陶渊明纵身涡旋中，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创作，价值和意义远不止于作
为一位伟大的山水田园隐逸诗人而泽被后人。同时，作为集儒道精神为一体的典范诗人，实
则是魏晋时期的一大文化实绩，他以变通的智慧树立了一种典型的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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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阀混战、农民暴乱频起的东晋时期，士大夫察
觉到自我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丧失从政之
心，将为官视为畏途，而归隐逃世便成为了一时之
风气。陶渊明的归隐也与这样的社会阶级根源有
着密切的关系。归隐后在真切地生存体验中，将对
人生百态的体验和所感所思所想赋而为诗，从而
勾勒出平淡朴实的社会生活状貌，也反衬外界的
混乱动荡。这些更具生活和乡土气息的诗歌，充满
着本真的情愫和质朴的情怀。“欢然浊春酒，摘我
园中蔬，”（《读山海经》其一）“领曲时时来，抗言谈
在夕。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二首》其
一）其写的是一幅与民同耕、与民同饮、与民同乐
的田园真醇朴实的生活画面。

2．自然生命与宇宙生命
陶渊明一向被认为是最爱自然和描绘自然的

诗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自然界是他爱恋的
伴侣，常常对他笑。”①在陶渊明诗文中随处可见自
然界的生机活力，田园的闲适和恬静，照射出自然
界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
新，”（《癸卯岁始春田舍二首》）“孟夏草木长，绕屋
树扶疏，”（《读山海经》）“蔼蔼堂林前，中夏伫清
阴，”（《和郭主簿》）这是对自然的物态描摹与刻
画。对于作为个体的人，他首先也是一种自然的物
质存在。“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
居》）这是陶渊明对生命本性的自诉，尊重自我的
本心本性。“一生復能几，攸如流电惊，”（《饮酒·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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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释》）他看
到了人的自然生命的有限性，感叹岁月流逝，人生
易老。《神赠影》中：“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
木本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
兹”，这种不为人所改变的个体生命在陶诗中给予
了爱护和尊重，并坦然面对死亡，展现了对人的天
性的敬畏和尊重。
“陶渊明不同于其他诗人，因为他思考着关于

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且得出了具有哲学高度的
结论；他也不同于其他哲学家，因为他是用诗的思
维形式去解决和表达哲学的命题，”②这也是为什
么陶渊明比其他田园诗人略胜一筹的砝码。他的
诗文能够引起人们对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能够
将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相应和，从而建立起美好
和谐的生态家园。《陶渊明诗并序》创造了一个人
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境界，“桑竹成林，
菽稷茂盛，鸡犬之声相闻，”“童孺纵行歌，斑白欢

游诣，”物态和谐，民风淳朴。在他的诗文中人与
物、人与我的区别已消除，而是一团和气，周流普
运，“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纵浪大化中，不
喜亦不惧，”（《形影神并序》）使人在超功利的和谐
关系中体会生命的意义。总之，陶渊明在其恬淡无
为的外表下用一颗热切的心去感知外物，去体察
人心，去发现自我，他以博大的胸襟，超脱的情趣，
体悟宇宙生命的圆融和谐。

二、重审美力量的张扬

“文学的审美特性，牵涉到的方面很广，但其
最基本的特色就是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或很强的
思想艺术感染力，使人或沉思嗟叹，或心旷神怡，
或感激愤悱，或冥思幽想，而又处于被吸引、被驱
使的不能自已的状态。”③陶渊明的诗文之所以历
久不衰，为后人吟咏不休，就在于他的诗文中蕴含
极具张力的审美力量。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

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风盛行之时，诗
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
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
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的诗文，其内容平淡自然，贴近生活，

淳真亲切，富于真情实感，并善于创造意境，浑融
完整。语言本色精工、朴素、直率，但不浅薄粗俗，
诗中那些看似极其普通的田家语，实则是经过艺
术提炼的，是诗人苦心经营的结果，极富形象性和
表现力，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
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其中悠然
冲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他有着
固穷守志的耿介品格，归隐田园的矛盾心境，平民
生活的率真感情，诗文中表现了他关心国运的悲
愤抒情，对于个体生命、宇宙生命的体验，抒写了
桃源风貌的社会理想。可见陶渊明的诗文有其自
身的特质，具有多种美感和力量。

三、根植于时代文化的生存
样式与文学创作

陶渊明以写山水田园诗为力作且为后人所看
重，但他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朝代，大一统的政治
格局被打破。魏晋玄学的勃兴，儒释道合流，以及
传统儒学的历史正宗地位，陶渊明游好六经，接着
膺服玄学，其思想随着当时的社会思潮斗争的形
势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隐逸诗人”，其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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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的诗篇便赋予了深广而沉重的社会内容，也
是中国精神史、中国诗史的一个巨大实存。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趋向自觉与独立的时

代，各种文学样式纷出继起，簇拥文坛：建安文学、
正始文学、太康文学、玄言文学、山水田园文学、永
明文学、宫体文学、北朝文学以及南北朝乐府民歌
等，以陶渊明为师祖的山水田园文学更是魏晋文
坛中的奇花异葩。当时士庶矛盾尖锐化和文学的
士族化倾向，陶渊明自身也表现出明显的门第观
念，他对门阀世族兀傲不逊，自负门第甚高。“悠悠
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世历重光。”（《命子》）
他有着深厚的家世渊源和儒教传统，使得他始终
心怀远大抱负，渴望建功立业，但现实是他想游历
宦途却屡屡不得志，最终选择归隐，这既有社会原
因也有诗人自身的原因，混乱的社会环境，玄学提
倡的自然、才性契合陶渊明的本性等。根植于这样
的社会环境，陶渊明徘徊在士隐二途并通过文学
创作来反映一代士子的心路历程。因此，他的诗文
不仅是个体生命的体现，更是对当时许多志士仁
人的二维生存困境的关照和陶写。

四、中国士子的变通智慧———
儒道精神合一的典范

在中国历史上，儒作为封建王朝和士子的精
神支柱而行使着它绝对的权利，而道仅是作为一
种退守的处世策略以补儒之不足。魏晋南北朝时
期，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被打破，人们的思想也因此
变得空前活跃，儒释道并存，并且以老庄哲学为基
础的玄学成为一时的勃兴的社会思潮，这样在中
国士子的身上除了原有的儒家信念外，又以道家
的人生哲学作为补充。虽然常言儒道互补，实则多
为以道补儒，即使像陶渊明这样“超世”的诗人身
上，儒也处于先行地位。
孔子高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守仁，有杀生

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的殉道精神，又强调：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庄子

极力倡导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世界。儒与道，
出世与入世，虽大相径庭，却彼此有着内在的逻辑
关系，既是文化思想发展的一条路径，也是士子在
其间寻找生存的依据，而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个“有
道则见，无道则隐”的理想人格的典型，对后世文
人士大夫的处世原则提供借鉴。许多士子由此调
整自我的文化心理结构，典范化中国士子以儒为
主、儒道互补的文化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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