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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重视家族门第的时期，与此同时出现了大量的表现家
风家教的文章。在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大诗人陶渊明也不例外，通过对其作品的梳理，我
们不难发现，陶渊明在其诗文中主要表现了惜时立志、委运乘化、重视人情等家族风尚，这些
观念直至今天，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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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是一个典型的门阀
士族盛行的时期，门阀士族社会下一个显著的特
点是重视门第，家族观念特别强烈，由此也出现
了大量的与家风家教有关的文章。除了后人熟知
的《颜氏家训》等专书外，更有散见于各类文学
作品中的众多篇章。作为东晋最杰出的大诗人陶
渊明，其家族虽然不是当时的高门大户，尤其到
了他生活的年代，祖上曾有的辉煌也早已暗淡无
光，但是人穷志不穷，陶渊明在其诗文中多次谈
到其先祖，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钦慕他们的高
风脱俗。陶渊明一生的行事做人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祖先的影响，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家族的传
统告诫于子孙后代，以此作为他们做人行事的基
本准则。

一、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 陶渊明 《杂
诗十二首》其一)

陶渊明一生虽然以隐居为多，但在骨子里他
却是胸怀大志、建功立业的理想始终没有泯灭。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
幽州”( 《拟古九首》其八) ，他说自己少年时期
就壮怀激烈，向往着带剑独行，深入北地的豪侠
生活。这很自然地让人想到曹植 《白马篇》中所
塑造的那个骑白马的 “幽并游侠儿”的形象，在

“边城多警急”的情况下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
鲜卑”，为国分忧解难，即使牺牲生命也毫不顾
惜。我们由此不难感受到蕴藏在陶渊明心底那种
渴望干一番大事的雄心壮志。在 《杂诗十二首》
( 其四) 中，他写到: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
老”，这同样既让人想到曹植 《赠白马王彪》中
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又让人联想到的
曹操《龟虽寿》中的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而 《荣木》一诗正道出了
他“不知老”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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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晋元兴
三年二月，刘裕起兵勤王，打败桓玄。此诗陶渊
明正好是四十岁，他于本年夏季出任刘裕镇军军
府参军。这一章诗就表现了诗人出任镇军参军前
的思想动力和决心。［1］即便到了晚年，他仍然 “独
抵修以自勤”“庶进德以及时”( 《感士不遇赋》) ，
将修身进德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他深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 陶渊明 《杂诗十二
首》其一) ，人生没有回头路，因而告诫人们要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陶渊明 《杂诗十二
首》其一) 。除了这些直接抒写自己建功立业情怀
的诗篇外，陶渊明还在其他一些诗中通过对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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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与赞美表现对英雄业绩的向往。 《读山海
经》其十: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
戚，猛志故常在”借神话传说中的精卫填海和刑
天手挥盾斧向天帝宣战的决心和意志表达自己的
“猛志”; 他赞美荆轲: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
京”“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咏荆轲》) 的
英雄行为，这也正是鲁迅对陶渊明所评价的 “金
刚怒目” (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 六) 》) 的一面。但是造化往往捉弄人，因为时
代与性格的原因，陶渊明的壮志很难在现实中实
现，因而他无奈地发出了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
获骋”( 《杂诗十二首》其二) 的慨叹。

纵观陶渊明的一生，人们会很自然地发现，
他之所以念念不忘理想大志，一方面与其从小所
受到的儒家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少年罕人
事，游好在六经”( 《饮酒二十首》其十六) ; 但
另一方面先祖的光辉业绩也在其心底埋下了奋发
有为的种子。《命子》一诗中，陶渊明对自己的家
世祖业作了一番细致的梳理，其津津乐道的便是
各个历史时期先祖的不凡业绩: “悠悠我祖，爰自
陶唐。邈焉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
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纷纷战国，漠漠衰周。
凤隐于林，幽人在丘。逸虬绕云，奔鲸骇流。天
集有汉，眷予愍侯。於赫愍侯，运当攀龙。抚剑
风迈，显兹武功。书誓河山，启土开封。亹亹丞
相，允迪前踪。浑浑长源，蔚蔚洪柯。群川载导，
众条载罗。时有语默，运因隆寙。在我中晋，业
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
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
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
里。”尤其是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然出身贫寒，
但是依靠自身的努力，成为东晋历史上功勋卓著
的地方大员。王隐的 《晋书》中说 “陶侃少长勤
整，自强不息，常语人曰‘大禹圣人，乃惜寸阴，
之于众人，当惜分阴’”，陶渊明自己也在诗中说
“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 《杂诗十二首》其
五) ，可见曾祖对其影响之大。在 《命子》诗中，
陶渊明通过回顾祖上的功德正是为了激励和教育
自己的儿子继承家族的光荣传统，成为一个有远
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给自己的长子取名为俨，
希望他像孔子的孙子子思一样能够继承前辈的光
辉业绩从而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人: “夙兴夜寐，
愿尔斯才”，拳拳之心，不能不令人感动。在 《赠
长沙公》一诗中，陶渊明对于自己的同族晚辈长
沙公能继承祖业“实宗之光”的美德给予了高度

的赞美，并勉励他再接再厉不断进取将先祖的事
业发扬光大。

二、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 陶渊明 《形
影神》)

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是中国思想史上玄学
盛行的时期，玄学主承老庄，兼容儒佛，以任真
率性为主要特色。此种风气盛行之下，出现了很
多具有名士风度的人物，其中陶渊明的外祖父孟
嘉便是当时士林推崇的榜样人物。陶渊明曾专门
为孟嘉写过一篇传记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
君传》，里面谈到自己的外祖父 “冲默有远量”、
“温雅平旷”，“乡里称之”，众人推服。“始自总
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
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
然远寄，傍若无人”。在陶渊明的笔下，人们看到
的孟嘉就是一个宁静淡泊、温文尔雅而又清高正
直、任真率性的具有典型的魏晋风度的人物。不
仅外祖父是如此性格，陶渊明的父亲也是此种性
情。在《命子》中，陶渊明这样写到父亲: “于
皇仁考，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冥兹愠喜”，这里
的“淡焉虚止” “冥兹愠喜”跟写外祖父的 “冲
默有远量”“温雅平旷” “融然远寄，傍若无人”
“未尝有喜愠之容”基本是同一个意思。由此可
见，陶渊明的父亲 “无论仕隐，皆能虚静恬淡、
不以为意”［2］。正是在这种时代风尚和家族性情的
熏陶影响之下，委运乘化、随顺自然也便成了陶
渊明做人行事的基本准则。跟写外祖父、父亲最
一脉相承的说法便是 《形影神》中的 “纵浪大化
中，不喜亦不惧”。大化即自然，就是说自己生于
天地之间，跟自然山川融为一体，早已忘怀得失，
因此也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需纵情地按
照自己的本性生存就行了。在陶渊明的诗文中，
抒发其随顺自然情怀的诗篇俯拾皆是。在被欧阳
修誉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一
篇而已”［3］的 《归去来兮辞》中，诗人最后写到
“寓形宇内复几时? 曷不委心任去留? 胡为乎遑遑
欲何之?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
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
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诗人所表
达的“委心任去留” “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
的思想同样是顺其自然乐天知命。《五月旦和戴主
簿》中诗人写到: “虚舟纵逸棹，回复遂无穷。发
岁始俯仰，星纪奄将中。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
丰。神萍写时雨，晨色奏景风。既来孰不去? 人
理固有终。居常待其尽，曲肱岂伤冲。迁化或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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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肆志无窊隆。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诗
人从日月的运行、景物的变迁中体悟出人生有始
必有终的道理，认为人们在明白这个道理后，就
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乐常守中、逍遥度日了。《于
王抚军座送客》一诗在抒发送客引出的感伤情怀
的同时，能以 “目送回舟远，情随万化遗”的旷
达化解内心的感伤。即便如生死这样的大事，陶
渊明同样能淡然处之: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
促”( 《拟挽歌词》其一) ，既然有生有死，那么
早死晚死又有什么区别呢?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
山阿”( 《拟挽歌词》其一) ，在陶渊明眼里，死
亡并不是多么大的事，只不过跟草木凋零一样又
回归到泥土中罢了。既然死是最正常不过最自然
的事情了，那么人活着最好也要顺其自然，不要
做违背自己本性的事情: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
好”( 《饮酒》其十一) 。陶渊明说自己 “质性自
然，非矫厉所得”( 《归去来兮辞》) ，纵观他一生
的行事，大家不难发现陶渊明的确践行了其所倡
导的自然做人的宗旨。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
山”( 《归园田居》其一) ，自己从小就没有迎合
世俗的性情，热爱自然山水才是他的本性，但因
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
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 《归去来兮辞》) ，在
没有生活门路的情况下，于 29 岁才被迫出去做
官，但及至走上仕途以后，诗人才真切地认识到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归去来兮辞》) ，顿感
“深愧平生之志”( 《归去来兮辞》) ，于是在经过
了几仕几隐的斗争后，最终在 41 岁从彭泽令上辞
官回家，彻底断绝了仕宦的梦想。

如果说委运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陶渊明受到
家族风气的影响，那么他将这种习性爱好贯穿到
自己的人生中，这就成为流淌在血液中的东西了。
陶渊明不仅以此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在教育对
待子女方面，他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责子》一诗
写了自己的五个儿子不求上进，一个比一个不成
器，有的不 “好纸笔”，有的 “懒惰故无匹”，有
的“不爱文术”，有的“不识六与七”，有的 “但
觅梨与栗”。希望儿女成龙成凤，这是每个做父母
的期盼，对于素有 “猛志”的陶渊明来说，也不
例外。但是面对不思进取顽劣异常的几个儿子，
陶渊明却发出了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
慨叹，既然老天如此安排，那就是自己的命运，
只能顺其自然坦然接受了。在《与子俨等疏》中，
陶渊明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非穷达不可妄
求，寿夭永无外请故”，极好地阐述了孔子的弟子

子夏所言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 《论语·颜
渊》) 的道理。

三、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 《杂诗十二
首》其一)

子曰: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
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 ( 《论语·
学而》) 亲亲泛爱作为孔子儒学思想的核心，向来
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做人的根本。陶渊明从小喜
读六经，自然深受儒家仁民爱物思想的影响，加
之先祖的良好家风更为其树立了做人的典范。据
《晋书·陶侃传》所载，陶侃早年父亡，与母亲相
依为命，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之下逐渐走上仕途。
做官以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备威仪，迎
母官舍，乡里荣之”，把母亲接到自己的官舍悉心
照管，受到乡里众人的称赞。对于自己的母亲是
如此，对于上司的妻子，陶侃也是以母亲之礼相
待。庐江太守张夔的妻子病重，需要派人到几百
里之外去请医生，正好天降大雪，天气寒冷，众
人都有畏难情绪，独有陶侃曰: “资于事父以事
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
认为侍奉上司的妻子就跟侍奉自己的父母一样，
需要尽心尽力，因而陶侃获得了众人的一致好评。
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在武昌太守任上的表现是 “直
方二台，惠和千里”，为官清正严明，爱护百姓，
成为朝廷内外官员的楷模。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
同样也是以孝顺母亲为乡里称道。陶渊明在 《晋
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中，说孟嘉
“少失父，奉母、二弟居”， “闺门孝友，人无能
间，乡闾称之”，也是从小就失去了父亲，作为家
中的长子，精心奉养母亲和两个年幼的弟弟，家
庭和睦，为乡里称颂。陶渊明对其祖上的美德念
念不忘，并将之作为自己行事做人的准则。陶渊
明 29 岁决计出仕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 “亲老家
贫” ( 沈约 《宋书·隐逸传》) ，是为了让家人能
过上宽裕一点的生活，但最终因为 “不堪吏职，
少日自解归” ( 沈约 《宋书·隐逸传》) 。陶渊明
辞官归田固然与其不满官场的黑暗现状有直接关
系，但眷恋家人渴望天伦之乐却是一个不争的事
实。且看其 《归去来兮辞》中描写的归家心情: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从
官场上回来的诗人，远远地望见自己家的房子，
竟然高兴地像孩子一样飞奔起来，尤其是看到家
中的仆人和孩子在门前恭迎自己，一种久别重逢
的喜悦简直难以言说，于是尽情地用喝酒来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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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与亲人的团聚了。即便是在仕途奔波的时候，
诗人也总是尽一切可能创造回家的机会。《庚子岁
五月中从都还阻风干规林二首》其一写他在从京
城返回桓玄幕府中途路过家乡渴望回家的迫切愿
望是: “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能侍奉母亲，
跟兄弟们团聚，这是时刻萦绕在陶渊明心头的最
高兴的事情。在 《杂诗十二首》其四中，陶渊明
更是直接表达了他理想中的生活: “亲戚共一处，
子孙还相保”，在他看来，亲人们能长相厮守，彼
此照顾，要比在外做官不知强多少倍。但天有不
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陶渊明的几个弟妹不幸
都先于陶渊明而逝，为此陶渊明在其诗文中尽情
地抒发了其巨大的悲伤。 《悲从弟仲德》: “衔哀
过旧宅，悲泪应心零。借问为谁悲? 怀人在九冥。
礼服名群从，恩爱若同生。”抒发因堂弟仲德离世
的悲伤，虽然不是骨肉同胞，但彼此的感情如同
亲生兄弟。 《祭从弟敬远文》写自己同敬远是
“父则同生，母则从母”，因而二人感情更为深厚。
特别是当听到程氏妹丧于武昌时，更是 “情在骏
奔”( 《归去来兮辞》) ，当即辞官奔丧。正是因为
如此看重亲情，所以陶渊明临终时对几个儿子最
大的嘱托便是告诫他们珍惜亲情和睦相处: “汝等
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 ( 《与子俨等
疏》) ，并且拿历代兄弟友好相处的事例反复叮咛。
不仅如此，就连自己家的仆人，陶渊明告诫自己
的儿子也要善待之: “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
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 萧统《陶渊明传》) ，别人家的儿子也是人家的
亲骨肉，将心比心，既然体贴自己的儿子，就应
该同样关心体贴别人家的儿子。这又不由地让人
想到孟子的那几句话: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 《孟子·梁惠王上》) ，而这也正
是其“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 ( 《杂诗十二
首》其一) 观念的最好写照。

也正是有这种 “四海皆兄弟之义”的宽广胸
怀，所以陶渊明不仅看重亲情，而且非常珍视友
情。在其诗文中，有不少就写了他和朋友、邻居
之间深厚的友谊。《与殷晋安别》写自己和殷景仁
之间的友谊，二人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且志趣各
异，但彼此之间却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游好非

少长，一遇尽殷勤。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
《答庞参军》同样写了自己和庞参军之间的友谊: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二人一见倾心便成
知己，共同的话题使得两人倍感亲近，因而在临
别之时殷勤嘱托友人“君其爱体素”，多加保重身
体。归隐田园后，陶渊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跟
邻居和周围的农民的友好相处，建立了很深厚的
友谊。“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问多素心人，
乐与数晨夕”( 《移居》其一) ，这里的“素心人”
就是善良淳朴的村民，诗人与他们之间平等相处，
不需要讲究各种繁文缛节: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
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言笑无厌时”( 《移居》其二) ，一切都是那样随
意自然，那样亲切有味。大家走到一起也无非是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 《归园田居》其
二) 。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在
陶渊明的身上处处流淌着其家族门风的血液，他
不仅自己将这些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还用来引导
孩子们的人生实践，体现了一个有责任的父亲的
良苦用心。仔细想来，立志成才，委运乘化，重
视人情，哪一点又不是我们普通人所应该接受并
传承的呢? 清代学者方宗诚在 《陶诗真诠》中这
样评价陶渊明: “陶公高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
理，不离人情”［4］，清高而不脱俗，坚贞而不偏
执，这也正是陶渊明千百年来受人尊敬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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