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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陶渊明与嵇康都是魏晋名士中具有标杆意义的人物，比较两人的人生态度差异，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认识他们的人格特征和文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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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晴

陶渊明与嵇康的人生态度之异及其原因

袁宏道曾在《与汉明书》中有

言：“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

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
世事的无常常使得古来许多贤哲

主张退隐自守，清静无为，无动于

衷。在这些人中，就有屡仕屡辞采

菊东篱的陶渊明，逍遥山林柳下

锻铁的嵇康。
一.陶、嵇的人生态度

1. 陶渊明与嵇康的人生旅程

中表现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

宗”，历史上成功的田园诗人。其

实早在少年时期，他就立下了济

万民于倒悬、扶危墙于社稷的大

愿。更是在成年之后，先后出仕江

州祭酒，桓玄的记事参军，建威参

军，彭泽县令。多次入仕的他，屡

仕屡辞。最初，他怀着一腔抱负进

入官场，被当作政治花瓶的他以

一句“不堪吏职”结束了这次而立

之年的出仕。辗转数年，陶渊明已

经 本 能 地 厌 恶 起 官 场 的 尔 虞 我

诈。他猛然发现，自己孜孜不倦地

想要追求的生活，不过是陶家园

的平静生活。打着“大济苍生”的
旗号出来做官，也让日后的他频

生悔意。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胸襟去容忍不平。在人生

的最后一段官途上，他早已不抱

激情，只求顾全家中妻小的温饱，

小小地满足自己酒瘾罢了。朝廷

终究是个牢笼，一个徒有华丽外

表的牢笼，困住的不过是他内心

的自由向往。他所做的种种，只为

求得心安，心安即是归处。于是他

自免彭泽县令，投身自然，回到心

中的桃花源。可是田居遇火，一宅

无遗片瓦。这次火灾损失很大，但

就陶渊明个人而言，未尝不是一

间坏事。我们可以发现，经历过火

灾后，陶渊明也浴火重生，彻底地

融入了田园生活。他一直向往的

人生态度———不以躬耕为耻，不

以无财为病。他以田园态度看待

人生，并获得了“自然说”的感悟。
嵇康天资卓越，才识超凡，其

《养生论》、《声无哀乐论》等都在

学术上取得重要成就，在当时受

到人们的推崇。犹记得他临刑东

市，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那种

全然置生死于度外，不正是他坚

毅高绝的人格的体现吗？他与陶

渊明一样喜好平静的闲居生活，

读书作文，饮酒闲话。正始八年，

迁郎中，拜中散大夫。史籍中没有

记载他在任职方面的作为，与政

治关系较疏远。司马氏执政时，他

远离政治中心，为司马氏所不快。
遇到人生志节等问题时，他却是

守志如一，不肯改变自己的初衷。
司马氏请他出来做官，他拒绝。山

涛打算推荐他任职，他也拒绝。当

好友吕安遭到诬陷，他奋不顾身

为友人辩护。即便面临牢狱之灾，

他也不悔。可谓性情中人。山涛称

其“若孤松之独立”，正说出了他

人格中独立高傲，高亮整治的特

点。一个经过屡次颠簸，觉悟自己

的人生定位；一个自始至终坚守

自己的清白高爽。
2. 陶渊明与嵇康的诗歌唱出

他们的人生态度

诗人，如果没有丰富的人生

经历，就不会有那么多千古佳作

流传后世。这些诗歌也不同程度

地折射出诗人的人生态度，诗中

有画，有心绪，还有志向。
在《拟古》中陶渊明叙述自己

的一次远游，大概到达东海在滨。
他叹息自己找不到知音，这次见

闻让陶渊明开始怀疑：我所处的

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曾一心想

要像曾祖父陶侃那样为民请命的

信念动摇了，饶是再有淡定处世

的心境，也无法平静下来。陶渊明

晚年所做的《饮酒》诗，大多都是

酒醉之后的涂鸦之作。在这些诗

篇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的不满，对

过往的感怀。酒醉后的他少了几

分恬淡，多了几分随性。他会在诗

中毫不掩饰对所谓名流贤士的讥

讽，对所谓王公贵族的痛恨。《述

酒》则是包含了少见的政治隐晦。
可见陶渊明这个田园诗人，对政

坛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的。他只能

做到退事，而做不到退仕。最后高

唱“归去来”，彻底躬耕于田亩。
嵇康始终无意于仕途，只想

逍遥于山林，遂其志愿。他的《五

言古意》就真切地反映出他的志

趣。而他给兄长的赠诗流露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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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又表达了

自己愿像云中飞鸟一样自由翱翔

的愿望。世人都说嵇康秉性孤傲，

但其《家诫》一文却写得非常细

致。他说，小事不必计较，人情世

故的细琐方面，不必认真。人情之

间的一般往来，不宜完全拒绝。可

见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平易

温和的。他所主张的“越名任心”，
往 往 被 人 误 解 为 与 名 教 非 常 对

立，其实并不尽然。《家诫》也不全

是繁琐之事，他也同样要求“若志

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
这正是志士所为。侧面表现了他

淡泊名利，守义高洁。且不论当时

的情势如何，坚决不仕，可谓能守

志者。嵇康在其他文章中对现实

政治有所批判，但相对比较缓和。
然而《太师箴》却是语气激烈，着

重讨论君道。显然明白治道却不

去治世，便是嵇康的不二法门。
二.形成差异的原因

汉魏之际的战乱加速了政权

机构的重组，寒门士子在机构中

所占比例明显上升。然而曹魏新

政权建立之后，士人与权力之间

的 明 朗 关 系 并 没 有 持 续 很 长 时

间。很快朝堂之上分为曹爽和司

马懿两大权力阵营。面对当时权

力的争夺，嵇康、阮籍等不少士人

都充分意识到政坛的险恶，远离

世事，游处山林。
陶渊明幼时丧父，靠母亲抚

养长大。嵇康也是少时丧父，靠母

兄抚养长大。相同的是父亲在他

们的人生中是缺席的，母亲对他

们的影响较大。不同的是，陶家仅

陶渊明一脉单传，只剩一个同父

异母的姊妹，所以振兴家族，光耀

门楣的重担自然也就落到了陶渊

明的身上。而在嵇家，嵇康就相对

轻松了，有积极投身政治的兄长

嵇喜。我们是否可以大胆猜想一

下：在中国古代传统家庭中，一个

要承担注定的家族使命，一个作

为老幺则不必承担相同的责任。
这两人对于仕途的态度自然是不

同的，陶渊明不求汲汲于世，至少

也要谋得一官半职。毕竟在他身

后还有母亲姊妹，还有他一直向

往的陶家园，这是他必须守护的

东西。而嵇康呢，本无意于仕途，

又兄长有用世之心，家中也可维

持。
嵇康父祖都没有担任显职，

但家世儒学，具有深厚的文化传

统。注重培养“君子”思想，推崇

“尚和”之道，崇尚慎浸，务实的处

世态度。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

宦世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

元勋，曾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

公。其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

太守。从《命子》诗中“直方二台、
惠和千里”、“寄迹风云，冥兹愠

喜”，“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

众 人，当 惜 分 阴”（《晋 书·陶 侃

传》）的话来看，他的祖父和父亲

都是正直有为、胸襟坦荡、建立过

功勋的人，他们的言行直接影响

着陶渊明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其

价值观的建立和人生观的形成。
如果说曾祖父陶侃对其影响是出

仕方面的，那么外祖父孟嘉对其

影响则体现在出世方面。他期望

能像曾祖父那样建功立业，造福

百姓和国家。陶渊明后来专门为

外祖父写了一篇传记，名为《晋故

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

记录了不少从母亲那听来的关于

外祖父的逸闻。
杰出的思想家总是广泛地吸

收前代的精神遗志，兼收并蓄，融

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思

想体系。嵇康、陶渊明也不例外。
一个人的思想往往不是纯粹的，

它与个人的传统观念、知识体系

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呈现出

了复杂的形态。在此，我并不想为

他们贴上简单的道家、儒家或者

儒道并行的标签，这并不重要，也

不是我想要探索的方向。
嵇康早年博览群书，好言老

庄，他自 称“老 子，庄 周 ，吾之 师

也”。他在老庄道学的基础上阐发

其 对 黑 暗 现 实 的 理 解 和 人 生 选

择，醉于醇酒而不沉溺，超脱隐

逸，其作品中洋溢对自由的精神

追求和对权贵当道社会现状的批

判，与同时期其他玄学人物相比

不同的是，嵇康的“养生论”和对

世俗名教等的清醒认识使其作品

及思想有着更浓厚的现实意义和

深刻内容。他关注现实，其《释私

论》针对当时名教的局限，指出社

会伦理的新出路。他尤其关注个

体的人，人如何在全面充分的意

义上实现自身，这不仅是他理论

探索的方向，也是他人生追寻的

目标。嵇康为人简易沉静，交友重

在志趣契合，而不在行迹上的密

切。《世说新语·贤媛》、《太平御

览》亦载无名氏《晋书》曰：“嵇康

以高契难期，每思郢质，所与神交

者，唯阮籍、山涛，遂为竹林之游，

预其流者 ，向 秀、刘 伶、阮咸、王

戎。”竹林之游这种交际活动非常

独特，它不同于陶渊明的少时游

历。预其流者，能够达到忘言之

契，神交的境界，一般人无法介

入。另外，参与者皆肆意酣畅，不

拘礼俗。
陶渊明自幼受到儒家经典的

熏陶，儒家重视“学而优则仕”。朝

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几乎是古

代文人雅士的通病。陶渊明也不

例外。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生

活的窘迫和冲突让他出仕，见到

官场的乌烟瘴气，愤懑地又立刻

远离。就这样，他一次次地入仕又

一次次地辞官，最后他彻底放弃

为官一途，安贫乐道。

（作者单位：朱佳晴，常熟理工学院中

文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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