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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陶渊明最终退隐归耕，但这并非他一时草率的偶然之举，而是具有很深的天性使然。研读其早年
的自叙传《五柳先生传》可知，生性淡泊的陶渊明本就不适宜入世为官；其堪称东晋“独特”的文学观不融于俗；
他秉持高士气节，向往恬愉生活。渊明毕生所求，只有回归田园，方可实现。因此，陶渊明最终返璞归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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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柳先生传》看陶渊明最终的退隐归耕

陶渊明经过十多年的游宦生
活后，于中年绝意仕进，成为“隐
逸诗人之宗”。其实，他的高隐情
怀早就存在着。《五柳先生传》是
陶渊明早期的作品，但可从中推
究出陶渊明最终选择退隐归耕的
缘由。

一.生性淡泊，为人质朴
1.随性率真，卓尔不群
且看：“性嗜酒，家贫不能常

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情去留！”这几句生动
再现了陶渊明的率真品性。渊明
生性嗜酒，却因其家境不好，而不
能常常得到满足。当亲友以酒款
待他时，他只要一去便将酒一饮
而尽，并与亲友约定一醉方休，喝
醉了之后便回家。陶渊明欲去则
去，欲留则留，从不掩饰自己的情
感。由此可见，陶渊明拥有孩童般
率真的性格，不文饰自己的喜好。
他与人交往时亦不寒暄、不客套，
均是随性而为之。

这种行为在世俗人眼中至少
是很不适宜的。东晋社会本就动
乱不已，官场则更为黑暗。名士们
虚伪自私，同流合污者甚多。陶渊
明随性率真，他的简单朴实的与
官场之中的各种规则格格不入。
显然这位“五柳先生”天生无法立
足于官场。陶渊明无法违背自己
的本心，无法与官场中人一同狼
狈为奸。如此，最终的退隐归耕即
为必然结局。

2.不慕虚荣，缺乏社交
陶渊明仅用“闲静少言，不慕

荣利”八字，概括出五柳先生的性
格特点，他以自身的高尚品格暗
讽门阀名士以玄学清谈博取声名
荣利的不良行径。言简意赅，意味
无穷。东晋社会，附庸风雅之士良
多，而“闲静少言”正是当时那些
为求得荣利而清谈不休的门阀名
士所匮乏的可贵品格。“闲静”暗
讽玄学之士争相奔走于声利之
区，浮华交游。为在名士场中谋取
自己的一席之地，甚至连高僧慧
远亦欲结莲社而扬名；“少言”则
暗讽名士们喋喋不休的清谈。名
士们谈玄论道，外示高尚，实则将
玄学清谈作为博取声名荣利的一
种手段。

此八字“闲静少言，不慕荣
利”，既刻画了渊明自身不慕虚荣
的性格特征，又有力地讽刺了清
谈家们追名逐利、趋之若鹜的卑
劣丑态。渊明拒绝与世俗交往，而
他这种清高的性格不融于俗。卓
尔不群的性格特点注定了他是一
个孤独体，自然注定了他最终的
退隐归耕。

二.“读书”、“治经”、“著文”与
“俗”相异

1.“读书”、“治经”以求儒道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清谈

盛行，儒家经学严重衰落时期。研
读经典是可笑的不与时俱进的行
为。但是从《五柳先生传》中我们
看到一个爱好儒家经典的与时俗
相违的人：“好读书，不求甚解，每
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虽然此处
陶渊明并未明言喜读儒学经典，
但是结合其他诗文中屡屡出现的

“少好《六经》”之类的自述，可见
一斑。

陶渊明爱好读书，自小就受
儒家教育，并接受儒家的价值观
念。因此，他认为读书与治经都是
以求儒道为目的，这与当时的“名
士”们读书清谈有着本质区别。他
读书的方式和态度亦与当时的经
生们截然相反。“好读书，不求甚
解”表明渊明因好读书而读
书———他读《六经》纯粹是因为喜
爱，并非为考取功名和博得声名。
同时，其读书方式为游观，而不是
逐字解经，死记硬背。“甚解”，即
繁琐的解经方式。渊明借此句委
婉地展现了自己的治学态度。自
两汉以来，便有繁琐经学之道。当
时的南方高门士族，主要凭借繁
琐治经来博取荣利。世俗之人将
繁琐解经作为走向荣华富贵的垫
脚石，这是深为渊明所耻的。对于
那些大力提倡繁琐解经的做法，
他亦深表怀疑。治学严谨的他从
不迷信官方经学，他深信“求儒
道”方为治经之本。结合陶诗《饮
酒（其二十）》更可略知一二：“如
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汉初诸
儒辛苦整理传承五经六籍，却不
得时人爱好。固然有人读经书，但
甚少有人真正为求儒道而读经，
讽刺意味油然而生。
“好读书”，是好读经书而求

儒道；“不求甚解”，是不求繁琐治
经。他不欲以儒学博世誉，不欲以
繁琐治经为手段而驰骋于名士
场。在渊明看来，读书本就应当愉
悦身心，心无旁骛。“每有会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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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然忘食”一句，更可见渊明对于
书籍爱不释手。他并非不仔细领
悟参透书中的儒道真谛———在读
到契合心意之处，他欣喜不已，甚
至忘记吃饭。若非经过反复地研
读、仔细地思考，他又怎会产生如
此强烈的心理共鸣呢？

为求闲适自得、愉悦身心、参
透儒道真谛而读书的人本就不适
宜为官。加之渊明坚决不走繁琐
治经的道路，这更使他难于立足
在东晋官场之中。因而，退隐归
耕，或许便是陶渊明最终的最佳
选择。

2.著文章以自娱
陶渊明认为：著文是为娱乐

自我，表达志趣，并抒发真实的内
心情感，从而真正释然，忘记得
失。因此，他写道：“常著文章以自
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
终。”然而，当时的名士无不以文
章博声名，甚至把它当作世俗交
际的一个工具，抑或是有悖本心
而著文，将其作为一种政治宣传
工具。这完全与陶渊明的著文初
心相悖。天生随性的陶渊明不愿
去做任何违背自己初心的事。他
无所谓虚名，不与人争锋，不愿亦
无需违背自我初心著文。
“著文章以自娱”，此处的“文

章”大抵是指《感士不遇赋》、《闲
情赋》之类。所谓“青春作赋，皓首
穷经”。古人辞赋，常为早年博学
习文之作。而渊明的赋以抒情为
主，与汉赋铺陈繁复的作风截然
不同。他后期的五言诗与散文则
更显自然风格。

此外，由《五柳先生传》清新
朴素的文辞特点亦可以推及，渊
明崇尚简淡朴实的文风，甚少使
用华丽的辞藻，不喜过分文饰。这
种清新朴素的文字最有利于陶渊
明真实生动地展现自己的人生志
趣，抒发内心真实情感。而在那个
黑暗动乱的东晋社会中，为官著
文必然不可随性而为。一旦不慎，
重则招惹杀身之祸。渊明若入世，
著文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毋庸说
表达本心。“酣畅赋诗，以乐其志”
则进一步印证了陶渊明的文学创

作理念。畅饮、作诗均为愉悦心
志。酣畅之作表达心志最为淋漓
尽致，无需隐藏，无需介怀。试问，
此类“著文”又怎符合东晋统治阶
级的意志？但在渊明看来：饮酒，
赋诗，自娱自乐，朴素闲适自好，
又何必随波逐流，放弃这种潇洒
悠然的生活呢？

由此可见，陶渊明的文学理
念与“俗”相背，其秉性亦使他无
法适应黑暗的东晋社会，故其最
终的退隐归耕是必然结果。

三.高士情怀，安贫乐道
1.蔑视权贵，崇尚高士
《五柳先生传》语意平和，但

不可否认，其中确有傲骨。首句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知其姓
字”便可见渊明誓与世俗相斗争
的信念。

东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实则
重出身门第。渊明首句则以“不知
何许人”、“亦不知其姓字”表现出
对当时讲究出身门第、社会名望
的不良社会风气的不屑之情。渊
明观点如是：衡量一个人的高低
贵贱，应在于其本人品格的高下，
而不在于其出身门第与社会虚
名。诚如黔娄之妻所言：“不戚戚
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黔娄虽
为寒微之士，却凭借自己的高尚
品行自立于世，其清节更是流芳
百世，故深为渊明所称赞。渊明在
此处引用黔娄妻之语，深表对黔
娄的赞许。陶家先祖亦为陶渊明
所敬仰的高士之一，先祖轶事更
是渊明秉持古代高士气节的精神
源泉。“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
焉”。陶渊明看到宅边的五棵柳树
时，就想到了先祖陶侃的轶事：陶
侃“尝课诸营种柳”，他在经过都
尉夏施的家门前时，立即认出其
门前之柳是武昌西门的官柳，证
实了夏施的假公济私。此事反映
出陶侃的明敏、励精与治军之严。
此处，渊明以“五柳”为号，足可见
其对先祖高尚气节的崇敬之心与
效仿之意。

古代高士气节凛然，自不会
向恶势力低头。于是，在陶渊明眼
中，权贵、权势即为“浮云”。蔑视

权贵，崇尚高士。为秉持气节，退
隐归耕是必然趋向。

2.固穷守节，安贫乐道
且看“环堵萧然，不蔽风日。

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二
句。

陶渊明的住房条件简陋无
比，堪称“家徒四壁”。破旧的房屋
既不挡风也不挡雨，亦遮挡不了
日照；其衣着也十分破旧：粗布麻
衣，短且破，其上缝缀补绽甚多；
“箪”与“瓢”内经常空空如也，他
甚至经常无吃无喝。但最终的三
字却令人出乎意料———“晏如
也”。“晏如也”恰到好处地揭示了
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内涵。他沉
稳笃定、清心寡欲，无心于功名利
禄和荣华富贵，拥有与世无争的
高洁品格。若换作常人，必定抱怨
此种贫乏困窘的物质生活条件。
但渊明未曾若常人般一味地追求
物质生活，而是沉醉在自己丰富
的精神世界里，故他依然安乐平
静。如此固穷守节之人，又怎会爱
慕荣利呢？《五柳先生传》以“无怀
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为结
句，意蕴深远。无怀氏、葛天氏均
为上古帝王。在他们的治理之下，
民风淳朴，其乐融融。而渊明此处
以上古贤君之民自比，体现其不
追求功名利禄之心。由此可见，他
向往和谐淳朴的人际关系，渴望
恬静自由、简单闲适的平淡生活。

显然，与世沉浮的东晋社会
无法给予陶渊明这种心灵的归属
感。既不可得，则不如归去，到田
园中寻觅那份宁静祥和。

综上所述，陶渊明最终退隐
归耕在其早期的其自叙传《五柳
先生传》中就有非常明显的表露，
其个性特征、价值观念和高士情
怀等就是其归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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