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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三阶段

■郭世轩

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生前在文学界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主要以隐士著称。他作为诗人的名声在去世很久

之后才得以确立，而作为著名诗人乃至伟大诗人的美名是在宋朝确立的。 可以说，陶渊明的经典化过程是漫

长而曲折的。在经典化过程中，他的深刻内涵是逐步被发掘与认同的。道德、文章与境界分别成为陶渊明接受

过程三阶段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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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及其人生轨迹一直是中

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热点， 自南朝以来历久弥新，

长盛不衰。 可以说，陶渊明已成为说不尽的永恒

话题。 之所以如此，源于陶渊明本人及其诗文创

作的独特魅力。 千百年来，能够赢得后世交口称

赞的中国古代文人屈指可数， 陶渊明则是其中

的翘楚。

古人常常用 “道德文章”来评价一个人的生

前身后名，这是一个尘世中人所能够达成的最高

境界——圣贤境界。 陶渊明以道德文章传世，被

后世誉为“千古文人” [ 1 ] ( P119 )。 事实上，陶渊明无

论是做人的道德还是传世的文章皆做到极致，无

可挑剔。 正如朱熹所言： 陶渊明在官场自由出

入， 欲仕则仕欲隐则隐， 毫无挂碍， 一派天真自

然，了无做作之迹。 说不要是真的不要，不像晋

宋时期的其他人物，犹抱琵琶半遮面。 [ 1 ] ( P75 － 76 )在

陶渊明这里，既然不能成为官场的达人以兼善天

下，那就只好归隐田园，独善其身。 保身全性，身

心自由，即使忍饥挨饿，也在所不惜，无怨无悔。

这种独立不羁的精神成全了他的自由人格和冲

淡风格。 陶渊明做人如此，作文也是如此！ 他以

几近本色化的语言抒写田园生活，以质朴“无文”

的形式表达活泼泼的生命体验，以边缘化的立场

捍卫“田家语”的独特声音，以纯朴率真的姿态书

写绚丽的人生华章。 在这里，陶渊明是道德文章

堪称一流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别具一格。 独

立不羁的人格、独善其身的道德成就了 “外枯而

中膏，似淡而实美” [ 1 ] ( P30 )的文章，从而达到“从心

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诗意人生境界。

正因为如此，道德、文章与境界分别标识着陶渊

2015 年第 2 期

92

ChaoXing



明经典化的心路历程。

一

道德文章在陶渊明身上是合二为一的。 他

始终以边缘者的立场成就田园写意的人生与朴

实无华的文章。 生前，他主要以隐士著称，成为

江州地区知名的“浔阳三隐” [ 2 ] ( P333 )之一。 这虽与

后世的文学史书写有很大出入， 却代表着当时

的文化界与文学场域对陶渊明的部分认同。 其

中有理解但更有误解，有发掘但更有掩藏。

在整个南朝，隐士身份是他的社会识别码，

而作家的身份一直处于隐性状态。 相比之下，

道德脱颖而出成为凌驾于他文名之上的徽标。

导致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 其中隐藏

着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极不平等。 这种不平

等是由门阀世族文化霸权所带来的压制与遮

蔽。 江州文学集团主要由下层文学、僧侣文学、

田园文学所构成， 其成员没有主流发言权和话

语权。 即使作为江州文学集团的优秀代表， 陶

渊明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文学地位。 他只能与汇

聚在江州柴桑的下层文人、 归隐田园者、 暂居

者和文学过客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交

流也仅仅局限在下层封闭的小团体内进行， 难

以抵达京师上层文学集团和文化中心。 来自于

京师文学集团的成员颜延之也没有把陶渊明的

文学成就看在眼里。 按理说， 他与陶渊明的交

游主要集中在陶归居田园之后约五十三岁和六

十岁的两个时间段内， 前后约一年半左右。 此

时， 陶渊明的主要创作及其代表作皆已完成。

但在颜延之眼中， 二人在江州柴桑的友谊仅限

于饮酒，可以谈政治、性情等话题，就是很少谈

文学。 因此，在陶渊明逝世之后，颜延之的纪念

文章 《陶渊明诔》透露的主要内容就是身世、交

情、 性格、 品行、 操守和道德， 关于他文章的评

说仅有“文取指达” [ 2 ] ( P269 )四字。

另一位宋代文坛领袖谢灵运来过江州、 到

过庐山，甚至还给慧远写过碑铭，与陶渊明近在

咫尺，却擦肩而过，未有任何交集。 如果说颜延

之代表的是宫廷文学细密雕琢的品位， 那么谢

灵运则代表的是与之近似的模拟山水的贵族与

名士文学的品格。 他们都是陶渊明文学道上的

歧路人。 另外与陶渊明交往的江州刺史刘敬宣、

王弘和檀道济等权臣皆不以文学名世， 因此仅

仅作为朝中高官权贵完成征召和礼贤的使命而

已。 无论是真正的欣赏与崇尚或者是职位使然，

拜访陶渊明或与陶渊明发生交集并由此产生的

逸闻趣事更加凸显陶渊明的隐士身份， 反而遮

蔽了他那卓著的文名。

齐梁时期的文坛领袖沈约在他撰写的 《宋

书·谢灵运传论》中纵论刘宋时期的文学家，却

始终没有陶渊明的名字。 这不能责怪沈约，主要

还是与前代的历史书写、 文学家传记书写的倾

向性与资料性密切相关。 齐梁之际对陶渊明有

所倾心者有鲍照、 江淹。 他们分别从精神气质、

文学风格等方面予以追和与模拟。

作为齐梁时代的文坛领袖， 萧统出于仁者

之心和被搁置的太子的压抑处境， 为陶渊明的

高尚美德所吸引。 “读其诗，尚想其德”，“不戚戚

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的精神境界恰恰能够安慰他那被压抑的青春之

心，引起精神与心灵的共鸣。 《文选》虽给人 “高

评低选”的阅读印象和审美偏向，但破天荒地将

陶渊明收入文学家的名录。

与之同时， 年长于他的刘勰和钟嵘的表现

则呈现出天渊之别。 《文心雕龙》 呈现出文学史

的视野， 纵论作家数百人， 时间跨度上千年， 但

唯独不见陶渊明的名字与身影。 可以说，刘勰使

陶渊明消失在文学史的迷雾之中， 彰显出大家

的盲视，成为后世龙学爱好者的遗憾与纠结。 这

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也许是复杂的， 但文学趣味、

政治倾向等的差异是其中不可否认的因素。 钟

嵘能够突破时代成见与审美偏见， 名正言顺地

将陶渊明收入诗人名录， 并在 《诗品》 中给以中

品定位。 这在当时与后世都激起不同凡响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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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回声。 可以说， 钟嵘是在 “辩论” 中为陶渊明

“正名” 的， 《诗品·宋征士陶潜》 就是在为陶渊

明一辩。 尽管这种声音在当时是微弱甚至是微

不足道的， 却为后世的研究者准备了足够重视

陶渊明的资料。 在后人看来，《诗品》美中不足的

就是给陶渊明、曹操和曹丕等人的地位较低。

综合考量南朝的官方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

出， 南朝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集中在道德层

面。 这既与当世浮华绮靡的文风有关，也与朝野

上下文人官员道德缺失的严重状况密切相连。

因此， 在南朝， 陶渊明文名不显而德性彰显， 足

以慰藉时代焦虑、弥补道德缺失。

二

进入唐代， 文人作家关注陶渊明的声音稍

多， 陶渊明的身份也主要由隐士转向诗人作家，

关注的焦点也由道德层面转向文章层面。 从时

代论，隋代到初唐和盛唐时期，陶渊明受关注的

程度逐渐呈递增状态。 隋代诗人王绩对陶渊明

初步认同，但主要还局限在道德层面、归隐田园

上，具有过渡性。 “初唐四杰”无暇关注陶渊明，

其他的诗人更少问津。 此后， 孟浩然、 王维、 李

白、杜甫是主要关注者。 孟浩然在文学风格、田

园题材以及隐逸品格上对陶渊明予以极大认

同。 王维在田园诗风、田园趣味上有着一定的认

同，但在隐逸志向上颇有差距，其中不乏指责声

音。 李白崇仙服道，过着诗酒剑侠式的生活，虽

有强烈的功名利禄之心， 但心中有着极好的把

持，不能越过人格底线：折腰忍性，有辱人格。 相

比较而言， 李白是从文学精神与人格独立上认

同陶渊明的，属于深层认同。

进入中晚唐直至五代时期， 由于安史之乱

长达八年之久的军阀混战和晚唐时期的黄巢起

义，盛唐如日中天的局面一去不返，日薄西山的

悲观情绪和末世氛围始终笼罩着中晚唐诗人。

整个时代精神也自然由 “宁做百夫长，胜作一书

生”（杨炯 《从军行》）的昂扬向上转向 “夕阳无限

好， 只是近黄昏” （李商隐 《乐游原》） 的消沉沮

丧。杜甫具有初步转型期的中唐特征。他经历盛

世与乱世、 盛唐与中唐， 生命体验更为丰富复

杂。 他处身盛唐具有很强烈的功名利禄思想和

忠君爱国观念， 同时饱经战患， 寓居西南， 虽远

离政治中心，但忧国忧民情结浓郁。 盛世成为他

困境中坚守与憧憬的安慰剂， 乱世使之忍辱负

重期望大唐能够东山再起， 隐居西南使之能够

过上安居乐业、安时处顺的田园生活。 因此，杜

甫在卜居成都浣花溪之时， 对陶渊明有着较为

深入的认可。 唐代在贞元 （785—804） 和元和

（806—820）时期，政治和文化全面转型。 “吾尝

上下百代， 至唐贞元、 元和之间， 窃以为古今文

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 ” [ 3 ] ( P256 )白居易、

韦应物、储光羲、柳宗元、李商隐、郑谷、司空图

等人对陶渊明产生较为强烈的认同。

大致说来，中晚唐诗人主要从文章风格、田

园题材、艺术手法等方面学习陶渊明，初盛唐铺

张扬厉的南朝余风逐渐为深沉内敛、 淡薄蕴含

的诗风所取代。 杜甫之所以成为江西诗派的鼻

祖就在于它具有过渡诗风的气质与特征。 同样，

元和时期的元白诗派、 韩孟诗派走的是实用化、

平易化之路以实现诗歌对现实的干涉。 尤其是

以振兴儒学为己任、力倡古文运动的韩愈 “以议

论入诗” 的倾向开辟了 “宋调” 之先声。 在这方

面，元和诗坛恰恰对陶渊明有较大认同。 白居易

走的是平易通俗之路，与陶渊明有着交集，并自

认为是陶渊明的知音。 储光羲、韦应物和柳宗元

在风格与诗风上更接近陶渊明， 因此赢得苏轼

等人的好评。 其他诗人虽声称学陶、尚陶、拟陶，

但仅得其皮毛，遗神留貌，徒具形似。 即使对于

柳宗元来说， 如果没有甘露事变而遭贬之经历，

恐怕他也和其他唐代诗人并无区别。 正是改革

失败使之一再遭贬， 从彩云之巅跌至万丈深

渊。 这种政治阶梯和人生境遇上的巨大落差，使

之深刻体验到生活的艰辛、人生的崎岖、人性的

险恶和名利的虚幻， 从而淡泊名利、 安时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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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田园与边缘， 使自己逐渐退去轻狂与张扬、

学会低调与自安。 正是这种人性的练达与诗性

的体验才成就柳宗元的深刻孤独与人性超越，

逐渐与陶渊明的境界靠近。 至于晚唐时期的隐

士诗人对陶渊明的膜拜更是趋之若鹜。

唐代诗人之所以聚焦于陶渊明的文章尤其

是诗歌， 主要源于如下因素： 其一， 两税法的实

行拓宽了寒门庶族地主知识分子的入仕之路，

减少了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垄断性， 士人与诗

人更加切近贫民生活， 对陶渊明更易产生认

同。 其二，李氏王朝引老子为上宗，力倡道家哲

学， 间或崇尚佛家， 相对忽视儒家哲学， 直接影

响着士人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建构， 为接受陶

渊明奠定思想基础。 其三，在“外功”与“内养”失

衡的语境下，陶渊明在士人心中若隐若现：得意

时忘却，失意时亲近。 其四，山水田园诗派队伍

的壮大既源于寒门士人队伍的不断壮大， 也在

审美情趣与文学品味上逐渐靠近陶渊明。 甚至

在 “立功”语境下壮大的边塞诗人一旦在现实功

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之后仍然皈依老庄、 认同

陶渊明的审美趣味。 总之，唐代文人对陶渊明的

接受主要集中在文章层面。 “渊明鄙俗翁， 未能

达大道” [ 1 ] ( P18 )，这说明杜甫在道德与境界上未必

能够理解陶渊明，在唐代很具代表性。

三

到了宋朝， 政治军事与文化文学等方面皆

发生极大变化。 鉴于唐亡的沉痛教训，重文轻武

成为宋朝开国君主的首选。 赵匡胤 “杯酒释兵

权” 的高明就在于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高的收

益。 这一军事策略不仅直接影响着宋代的政治

格局与文化建构， 还对宋朝的历史文化产生巨

大影响。 政治上，削弱相权、剥夺将权和不杀文

官，极大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待遇和生活俸禄，使

得宋代文人在高雅与通俗两方面皆得到极大的

发展。 广开入仕渠道使士人从政做官的道路更

加宽广。 文官队伍的扩大和俸禄的提高极大地

刺激了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使得有宋一代的哲

学、 史学、 文学与美学等获得空前的发展， 赢得

后世著名史学家的高度称赏。 开放、自信与创新

的宋朝人不仅创造了极为丰富的物质文明， 而

且也创造了深厚而丰富的精神文明。 政治上的

清静无为鼓励着文人士大夫积极探索、 大胆创

新。 宋代理学广泛吸收儒释道三家的理论资源

并加以综合创新，形成独特的新儒学，成为继魏

晋玄学之后的第二个具有创新性的哲学形态，

具有哲理性、思辨性、人文性和现实性等特点的

宋学对宋代文学产生着重要影响。 一改唐人注

重外在事功和横向发展的模式， 另辟蹊径的宋

人则走内敛型和纵向型发展之路， 由唐人的注

重意象与感兴转变为注重意趣与涵养； 文化品

位也由青春阳刚、动态激昂渐入中年深邃、静态

思量。 这种文化语境极大地改变着宋代文人的

思想与信仰。

陶渊明之所以获得宋朝士人的广泛认同，

主要与宋代哲学和文学密切相关。 宋六家对陶

渊明都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苏轼最为明显。 考

之宋代诗人， 凡是喜爱陶渊明者， 皆在晚年时

期。 这一点从梅尧臣、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再

到王安石、曾巩，直到陆游、朱熹，概莫能外。 成

熟期的宋代文学思想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崇

尚清旷、追求理趣和老境美。 由于时代语境和作

家生存处境的关联， 陶渊明在某种程度上与宋

代文人产生了精神上的遇合与共鸣。 宋代文人

的心态深受儒、道、释的影响。 儒家使之高蹈济

世、 悲时悯世、 期盼有为， 道家使之注重全身自

保、隐忍以行、厚德载物，释家使之心灵内视、精

神充足、德性满溢、修身养性。 而当壮志凌云的

激情遭受打击与阻挠时， 释家与道家的思想资

源足以化解心灵的冲突与煎熬。 从整体来看，除

了宋初开国君主有心北伐之外， 其余的君主皆

忍辱自保、贪生苟安。 整体主静、退让内敛的社

会心态助长了主和派和保守派的气势。 而志士

仁人看到报国无门并遭受接踵而至的打击之时

陶渊明经典化过程的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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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内心化解， 转向佛老祈求内心的宁静与

平衡。 因此之故，在宋代文人作家身上，豪放与

婉约、入世与超世、外向与内向看似矛盾而又极

其和谐的心态并行不悖地呈现出来。 另外，宋代

帝王对僧侣和道家的褒奖和优待， 也极大地刺

激了僧侣队伍和道士集团人数的激增。 儒士之

外文人队伍的存在间接诱发着士人的出世之想

与心灵安慰。 庞大的文官队伍和丰厚的物质待

遇无须士人真正出世， 公务之余也可做朝隐的

“居士”。

在这种情况之下， 陶渊明不愧为宋代文人

的最佳选择： 既能安慰心灵， 也能享受高雅， 更

能在免受贫穷压迫的语境下抵达人生的至境：

闲静淡远、身心安泰，简约生活，气定神闲。 这种

心态决定了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达到空前

的盛况，在接受中加以深刻阐释与深度发掘，奠

定陶渊明不朽诗人的地位。 从欧阳修、 王安石、

苏轼、黄庭坚到范成大、杨万里、辛弃疾、陆游，

无一例外。 即使在宋代理学家那里，陶渊明的认

可度也是极高的，从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到

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真德秀，一致首肯。 其中

最突出者数苏轼和朱熹。 这两位异代的学者在

学术等方面对立但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上却表现

出惊人的一致。 也许是宋代文人浓厚的危机感、

迟暮感、苍凉感与忧患感 [ 4 ] ( P324 － 328 ) 促使二人走

向深度认同，超越集团偏见和门户之私，在境界

与趣味上达成空前的同一。 “梦中了了醉中醒，

只渊明，是前生。 ”（苏轼《东坡乐府》卷下）“神交

久从君， 屡见今仍悟。 渊明作诗意， 妙想非俗

虑。 ” （苏轼 《和陶咏二疏》） “吾于诗人，无所甚

好，独好渊明之诗。 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

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

莫及也。” [ 1 ] ( P35 )事实上，苏轼不仅仅在评陶诗，而

是在推崇其人生境界。 “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

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 ” [ 1 ] ( P74 )“晋、宋人物

虽曰尚清高， 然个个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 那

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

于晋、宋人物。” [ 1 ] ( P35 )“予生千载后，尚友千载前，

每寻《高士传》，独叹渊明贤。 ” [ 1 ] ( P76 )朱熹尚友陶

渊明的是人格魅力与淡泊境界。 由此可见，陶渊

明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形影神赠答

诗》） 的人生态度， “不戚戚于贫穷， 不汲汲于富

贵” 的人生境界和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的诗学

境界强烈地吸引着宋代文人学者， 才产生人生

境界的认同和审美体验的共鸣。

因此可以说， 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语境和

内忧外患的人生处境，使得学养深厚、忧患意识

浓重的文人志士超越文章与道德层面直抵生命

本质和人生境界， 对陶渊明产生心灵喜悦与深

情认同。 正是宋人的独特视角才奠定陶渊明伟

大作家与诗人的崇高地位， 引后世无数学者文

人的共鸣与崇拜。 其中不乏过度阐释之嫌，却是

内心纯正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宋代文化权威尤其是文学

大家对陶渊明的极力推尊， 极大地奠定了陶渊

明伟大作家的经典地位， 为后世陶渊明审美接

受及心理定位提供了难以超越的范式。 至此，

陶渊明经典化历程已经完成。 其后的金、 元、

明、 清和现代文人在接受陶渊明的主题选择上

无出道德、 文章和境界这一藩篱。 尽管每一时

代由于政治环境、 作家处境、 文化氛围和审美

风尚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 但在接受主题方

面基本在这三者之间徘徊： 或偏于道德， 或偏

于文章，或道德、境界合论，或三者兼顾。 金元

两代作家在易代之际饱受家国存亡的耻辱之

后， 对陶渊明的接受着眼于道德、 境界和人生

出处的选择。 “独立”、“真淳”、“明志”等成为评

价他的常用语。 “屈原之爱君，周子之明道，陶

潜之明志，林逋之隘狷，能法四贤足矣，又何他

求为耶？” [ 1 ] ( P122 )“余尝谓楚之屈大夫，韩之张司

徒，汉之诸葛丞相，晋之陶征士，是四君子者…

…明君臣之义而已。 ” [ 1 ] ( P125 )到了明代，汉人重

新掌握国政。 由于承平日久的盛世状况和宋明

理学教化思想的全面控制， 于是对真性灵和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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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情的追求直接制约着文章的审美趣味。 此时

对陶渊明的接受倾向于文章、 境界和理学 （道

学）。 “陶靖节诗，如展禽仕鲁，三仕三止，处之

冲然， 出言制行， 不求甚异于俗， 而动和于道，

盖合而节，质而文，风雅之亚也。 ” [ 1 ] ( P132 )“陶公

心次浑然， 无少渣滓， 所以吐词即理， 默契道

体，高出诗人，有自哉！ ” [ 1 ] ( P137 )“靖节无一语盗

袭， 而性情溢出矣。 ” “真率自然， 则自为一源

也，然已兆唐体矣。” [ 1 ] ( P153 )清朝建立，满族入主

中原， 易代之际， 民族气节和独立人格又成为

突出的论题。 加之清代文化上专制化与集成化

的特征，因此，道德、文章、境界成为论陶的关

键词，陶渊明接受呈现出综合集成的倾向。 “抑

文生于志， 志幽故言远……千秋之诗， 谓惟陶

与杜可也。 ”“陶靖节诗……中多灵境。 ” [ 1 ] ( P180 )

“论隐逸者， 不难于承平之时， 而难于异姓之

代。 ……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者， 其亦以

识胜也夫。 ” [ 1 ] ( P181 － 182 ) “靖节为晋第一流人物，

而其诗亦如其人，淡远冲和，卓然独有千古。 夫

诗中有靖节，犹文中之有昌黎也。 ” “陶渊明世

称诗圣。 ” [ 1 ] ( P260 － 261 ) “五四”时期至新中国成立

之前，启蒙主义和审美主义相互交战，境界、自

然和性情成为论陶之主调。 针对朱光潜等京派

文人的 “静穆”说，鲁迅提出强势质疑，并认为

他 “正因为并非浑身是 ‘静穆’， 所以他伟大”，

“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 ‘静穆’， 是因为他被

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 1 ] ( P286 )。

由此可见， 一个作家的声名定位不仅仅取

决于创作本身，还与时代的审美风尚、文人的接

受心态以及政治文化生态等因素密切相关。 这

些因素综合制约着对一个作家作品的评价与定

位。 但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作家所创造的文本

内涵与价值。 因此之故，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

确立与奠定只能靠作品说话， 这是超越时代地

域与世俗权利的唯一确证。 事实证明，一个真正

伟大作家的经典化是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的，

并在时空的考量中经得起考验。 这也为当代作

家的创作以有益启发： 只有用心写作， 深情体

验，才能无愧于时代与人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贡献自己应有的智慧与深情。 陶渊明对今

人的启示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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