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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远古社会到现今的２１世纪，中国已经拥有５　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其思想文化内涵的深度可

想而知，而在这些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中，休闲思想可谓是一块瑰宝。在休闲思想发展的过程中，

起到承上启下作用的当属陶渊明对休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主要受到三个

方面的影响：当时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政治背景、儒家休闲哲学中的自觉性与体验性以及道家休闲哲

学观念中的“道法自然”和“返璞归真”，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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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休闲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中国古人

对休闲的方式内容也很讲究，并且赋予休闲以浓厚

的文化内涵，如弹琴饮酒、赏花养鱼、收藏字画等等，

均列为一种休闲生活的方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休闲？首先，在《康熙字典》和

《辞海》中，“休”被解释为“吉庆、欢乐”的意思，如“人

倚木而休”。《诗商颂长发》中将“休”解释为吉庆、美

善、福禄，如“何天之休”。其次，“闲”可引申为范围，

多指道德、法度。《论语·子张》中有：“大德不愈

闲。”此外，“休闲”一词还具有限制、约束之意。《易

·家人》云：“闲有家。”“闲”通“娴”，具有娴静、思想

纯洁与安宁之意。从词意组合看，表明了休闲所特

有的文化内涵。因而，它不同于“闲暇”、“空闲”、“消

闲”。这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象喻，表达了人类生存过

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又喻示着物质生命活

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１］。

　　一、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

关于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前人早已有所论述，但

他们所论大抵限于陶渊明作品中所蕴涵的休闲思想

以及其休闲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很少对陶渊

明休闲思想的形成进行全面的研究。因此，本文将

首先对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进行研究。陶渊明休

闲思想的形成，既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政治背景的

影响，同时也受到了儒家与道家休闲哲学观念的深

刻启发。

（一）陶渊明休闲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

期，由于长期的战争以及社会政治的黑暗，使得众多

的文人士大夫选择逃避政治，归隐山林田园。离开

政治以后，文人士大夫们开始游玩于山水之间，追求

一种安逸舒适的生活，加之当时老庄哲学思想的盛

行，直接促成了这一时期休闲思想的逐渐成熟。这

一时期所兴盛的山水诗以及田园诗，是休闲思想主

要体现的两个方面。在魏晋南北朝之前，文人贵族

们已经有了登山玩水的习惯，但他们所追求的只是

工作之余身心的放松，亦或是为了文学以及绘画的

创作而登山临水。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文人士大夫

在游玩于山水之间的同时，已经脱离了政治，即使是

他们所作的山水田园诗，也是一时兴起而作，并没有

带着一定的目的。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得文人士大

夫们将自己的情怀寄于山水之中，游山玩水、田间耕

作这种休闲方式使得他们忘却了心中的苦闷与不

快。这一时期著名的山水诗人有谢灵运、谢朓、鲍照

等人，他们是山水诗的开创人物。北朝的郦道元、杨

衔之则是游记散文的代表人物。东晋末年的陶渊明

则选择了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他，开创了田园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

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的田园诗表露出了他对于

美好的大自然以及田园生活的热爱。魏晋南北朝动

荡的社会政治，使得文人士大夫们逃离政治，归隐山

林，这是促使陶渊明休闲思想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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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源于儒家休闲思想的自觉性与体验性

１　“欲仁”则“仁”　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

矣”［２］３０４，“为仁由己，岂由人乎哉”［２］４８７，孟子曰：“人

皆可 以 为 尧 舜”［３］１７１，荀 子 曰：“途 之 人 可 以 为

禹。”［４］３８５儒家圣人们的这些话语，充分说明了儒家

强调人的自主性、自觉性，从本质上来讲，休闲也是

一种自主自愿的活动。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即是一种自觉性的，他渴望

这样一种休闲状态。“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

渊明从最开始就没有那种世俗的本性，他的本性是

喜爱大好河山，从骨子里透露出对大自然的喜爱，尽

管他因为官场不得意而远离政治，“不为五斗米折

腰”，但他对于山水田园的喜爱的确是他的本性。

“一去三十年”，对于体验过三十年归隐生活的陶渊

明而言，休闲并不是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理想，在自

主性的驱动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而坚守三十年。

２　“颜回之乐”：摆脱束缚，体验日常生活　从

青少年时代开始，陶渊明便过上了清贫的生活。在

《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自叙了他为官的经过与

原因：“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陶渊明把自

己之所以违背心愿历次误入仕途的原因归结为家

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尽管历代陶学家认为陶渊

明早年出仕的根本原因是他依然抱有年轻人“猛志

逸四海”的雄心，然而，谁也不能不承认，为了挣得几

斗养家糊口的粟米也是陶渊明跻身乱世，违心而仕

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陶渊明过着贫苦的生活，但

在躬耕田园的同时，他也收获了快乐。因为从本质

上来讲，他的内心深处是喜欢这样一种生活的，“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悠闲的生活态度，以酒

为伴，多么惬意的享受。

陶渊明的这种安贫乐道精神正如“颜回之乐”一

样，超越了自身肉体的束缚，体验出心灵的快乐。“颜

回之乐”出自于孔子的一段话：“贤哉，回也！一箪食，

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论其乐。贤哉，

回也！”［２］２３２这是孔子赞美颜回的话，虽然过着箪食瓢

饮的生活，但是颜回仍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摆脱了

自身肉体的束缚。要想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所

以颜回之乐为后代儒者所称颂。同样，陶渊明这种安

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为后代文人所推崇与效仿。

（三）源于道家休闲哲学中的“道法自然”、“返

璞归真”

陶渊明其实是一个外儒而内道之人，他的休闲

思想既受儒家的影响又受道家的影响，道家休闲哲

学中的“自然”观及“养真”思想对其影响很大。

道家创始人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莫之命而常自

然。”［５］１０３道家休闲观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为其价

值取向，是一种超世的休闲观，回归自然是道家的根

本宗旨，返璞归真是道家休闲哲学的根本追求。

１　道法自然，化解人生苦恼　在陶渊明的诗文

中，一共有四处用到“自然”一词：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

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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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神序》）

“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渐进

自然。”（《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道家哲学中的“自然”与现代社会所说的“自然”

是不同的，它是一种状态，意谓非人为的，本来如此

的，天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

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

力量［６］３。陶渊明的返归自然是回归到一种状态，并不

是简单的回到自然界中。他希望自己回归到自然界

之后，能够像普通的动植物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

２　返璞归真，远离世俗　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共

有五处提到“真”或“养真”：

“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

无所先。”（《连雨独饮》）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熬然自足，抱朴含真。

智巧既萌，资待靡因。”（《劝农》）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

已忘言。”（《饮酒》其五）

“真想除在襟，谁谓行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

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

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老子认为人们应该返璞归真，“归复 于婴

儿”［７］１１２，“婴儿无知，无欲，无为”，因而于内，“专气

致柔”［７］３９。于外不遭受异物的伤害，永远处于纯真、

充实、自然、和谐的状态。“真”是陶渊明休闲思想的

一个重要范畴，它可以通向“自然”，但不完全等于

“自然”，它带有人生价值判断的意义，既属于抽象理

念的范畴，又属于道德的范畴。

　　二、陶渊明作品中的休闲思想

陶渊明的休闲思想在其诗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

的体现，以下主要从他的代表作《归园田居》、《桃花

源记》来分析其休闲思想的内涵。

（一）《归园田居》的休闲思想

陶渊明的诗文多描写乡村的日常生活，表现农

村的美好风光、诗人在农村所过的闲适生活和闲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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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以及其不愿与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的高

尚情感。《归园田居》组诗作于陶渊明由彭泽令任上

弃官归隐后的第二年，当时陶渊明４２岁，离开官场

之后，陶渊明过上了悠闲的生活，有着轻松愉快的生

活节奏，每天都怀着一颗愉悦的心情，清静优美的田

园风光、与朋友淳朴的交往、自身躬耕的体验，使得

这组诗成为杰出的田园诗章，集中体现了陶渊明真

朴、静淡、旷达的风格，同时，这些诗作也体现了陶渊

明的休闲思想。下面以其一、其二为例，来分析这组

诗中所体现的休闲思想。

组诗《归园田居》第一首，写诗人辞官后躬耕于

田园的愉快心情和生活在农村、远离世俗给自己带

来的无限休闲乐趣。陶渊明创作田园诗的目的不仅

仅是客观地描绘美好的田园生活，而是将自己的休

闲情怀通过诗歌展现出来，把那些生活中最能引起

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表达出来，充分表现了诗

人那种热爱自由、淳朴的乡村休闲生活及蔑视尔虞

我诈的官场生活的情怀。

组诗第二首着意写出乡居生活的宁静。生活在

偏僻的乡村，极少有世俗的交际应酬，也极少有车马

贵客造访。正因为没有俗事俗人打扰，所以“白日掩

荆扉，虚室绝尘想”。诗人在这里正是描绘了一个宁

静、纯美的天地，就是在这样的一片天地中，陶渊明

不仅表明了自己内心所含有的休闲思想，更表明了

自己渴望从安静平淡的休闲生活中获得无限乐趣。

（二）《桃花源记》的休闲思想

文章《桃花源记》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快乐及

自由与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

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桃花源”正是作者在

自己脑海中所构建出的乌托邦，乌托邦的生活远离

世俗、远离纷扰的世界，作者向往这样一种休闲安宁

的生活。“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文章开头作者对

“桃花源”优美的环境进行了总体的概括，质朴自然

的乌托邦世界里，没有战乱，没有算计，没有勾心斗

角，人们不必为了吃饱穿暖问题而困扰，也不会担心

仕途不得意，因为在这里没有仕途，没有官场，人们

生活平等、融洽，这正是作者所希望生活在其中的大

同世界，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

社会的不满。所谓的“桃花源”是作者在多年躬耕生

活的基础上所勾勒出的，表明诗人自己向往这种生

活，希望能够过上这种休闲的生活。

总之，陶渊明休闲思想的形成与其所生活的时

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联系，同时，他的休闲观

念来源于儒家休闲哲学观念的自觉性与体验性，以

及道家休闲哲学观中的“道法自然”与“返璞归真”。

对陶渊明休闲思想进行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陶

渊明休闲观念对后代文人休闲思想形成的影响，还

有助于现代休闲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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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ｐｈｉｌｏｓ－

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ｏｉｓｔ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ｌｅｉｓｕｒｅ　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刘晓春）

０２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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