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质兼美醉桃源
———解读陶渊明“世外桃源”之谜

?黄添成
《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 365 － 427 ) ，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

生，祖居浔阳紫桑( 今江西九江) 。生活在晋宋易代时期，深受儒道影响，
是东晋大诗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贯穿着他的一生，既表现出仕和归隐
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63 岁离开人世。

陶渊明小时候，家道衰弱，生活清贫。曾几次出任地方小官，为人正
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因连年混战，流离失所，饱经战乱纷扰，对社会
现实深感不满。他三次出任，三次退隐，41 岁时不与统治阶级同流合污
而辞官归田，一直过着躬耕自给归隐生活，苦心探求理想社会，致力诗文
创作，描写农村生活，表现优美自然景色以及不愿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
的高尚情操。

散文《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并序》中的序文小记。作品写于公元
421年，是陶渊明晚年 57岁之作。这一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具有浓烈的
浪漫主义色彩。三百多字，言简意赅，恰到好处。诗与序描绘了一个“世外
桃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乱、人人劳动家家欢乐，人人过着自
由、平等、宁静、安乐而与当时现实完全对立的理想社会，集中表达了作者
对当时动乱、黑暗、民不聊生社会现实的不满、批判与追求。这种没有剥
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王国在阶级社会里当然不可能实现，这只能是诗人的
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空想。一位出身封建时代的田园诗人能深切了解、
同情人民疾苦，要求人人劳动、人人平等，丰衣足食的理想是难能可贵的。
作者和劳苦大众渴望安居生活，憧憬安居乐业的愿望，批判否定当时黑暗
现实，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它又带有原始共耕生活的痕迹，在阶级社会
里，“桃花源”这样的理想社会只是一种幻想，绝不可能实现。

桃花源的理想蓝图究竟是怎样产生的? 其一，后人认为实有其事，
桃花源确是秦人或楚人的避乱之所，桃花源记就是如实记录渔人的所见
所闻。其中包含认为桃花源在秦以后已成仙境，渔人偶一涉迹，后人望
而不可及以及认为桃花源虽实有其地，但并非仙境，只是因为其地僻险，
与世隔绝，人民和平安定，人寿年丰，心地善良。其二，认为桃花源根本
不存在，它只是诗人虚构的一种理想境界，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
理想。这种见解也分别包含有认为诗人借桃源避秦而寓自己避刘宋，以
及认为桃源设想集中反映诗人追慕往古、鄙弃现实的人生态度，如梁启
超誉称该文序为“唐前小说”，描绘“东方乌托邦”。其实，把桃源说成是
纪实或仙境，固然是不可取之说，把它说成是诗人尽忠晋室不肯屈身于
刘裕的政治表白，也太过拘泥、狭隘，也与诗序旨意不符，均各有失偏颇。
从诗及序可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春蚕收长丝，秋熟糜王税”，否
定了魏晋、王权与剥削制度。桃源是奇特设想，并非诗人纯粹虚构、想
象，随意杜撰而成的产物。隐约可见历史和现实的影子，诗人晚年在历
尽战乱之苦和饱经生活折磨之后，对自己的毕生理想，采用浪漫主义的
手法加以概括和总结。既强烈批判、否定了现实社会，又表达了人民追
求、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产生这一奇特设想，大致包含有诸多因素:

其一、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诗经》中的《硕鼠》表达人们不满压迫、
剥削，追求“乐土”的社会理想。远古社会的传说中，儒家关于“大同世界”
的设想，法家、道家分别关于上古之世的描述、叙写都无不熏陶了诗人。

其次，当时的社会学说及传说启迪了桃源的奇特设想。阮籍的《大
人先生传》与鲍敬言的《无君论》都不同程度地启发了“秋熟靡王悦”的
无君主张。特别是刘义庆的《幽明录》关于入山采药的故事，传说中提到
的失道、赐食、返家、录访，不复得路等情节已同“桃花源记”很相似。而
晋书关于刘子骥游山泽，采药至衡山，深入往返，见有一涧水，欲还失道，
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的传说则更直接启发陶公的桃源设想。

其三，当时的社会现象为诗人提供了创作《桃花源记》的现实依据。
东晋末年，土地加剧兼并，如作者生活所在地江州及相邻的荆州地区更
处极度动乱。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量逃亡，或逃往山林深处，暂求生存之
所，或纠合家族乡党，屯聚堡圬之中，躬耕自食，共御外敌，拒纳王税。
《三国志》及《晋书》等均有此记载。苛重赋税、兵役，促使诗人设想一个
“秋熟靡王税”的世外桃源，而无路可通、王命不至的桃花源当然是“逃亡
去就，不避幽深”的江荆人民逃避兵役赋税的最理想的处所。

其四，湖南桃源县绿萝山的地理状貌也为诗人勾勒桃源宏图提供了
蓝本。《水经注》描述绿萝江西桃花山“秦人古洞”福地洞天般的迷人胜
境。《桃花源诗并序》隐约可见有关方志游记中关于桃花溪、桃源洞描述
的影子。

最后，诗人晚年的劳动实践和田园理想为描绘桃源理想创造了主观
条件。诗人“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长期的农村生活和劳动实
践，使他对人民的疾苦和愿望定然有所了解并产生共鸣。社会动荡、政
治倾轧，农村贫困，徭役繁重，促使深受其苦的诗人去上下求索如何能摆

脱艰难困境。期盼能出现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劳动，平等自由的人
间乐土。因此，桃源理想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否定，更是诗人长期
劳动实践和田园生活理想的必然结晶。

可见，陶渊明的桃源理想确实不失凭空的想象和无稽杜撰。既有历
史的渊源，也有现实的基础，更流露出有作者生活环境和晚年的遭遇。

诗人笔下的桃花源特征有四: 首先是没有君临天下的封建统治者，
没有封建专制和阶级压迫;其次大家共同劳动，没有剥削;再次人们精神
愉快，生活幸福; 最后是同人世一切纷扰绝缘，不受外人侵害。桃花源
中，见闻写桃花源的隐秘和源中是乐土。先写桃花源与世隔绝; 再描绘
“农乐图”———土地、房舍、农作物、人民生活，一派和平安乐景象;接着写
源中人热情好客，意在表现源中民风淳朴、源中人自云“避乱”，暗示文章
主题。“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写外界人争权夺利，不断改朝换代。
“皆叹惋”，表达不满当时动乱社会现实。

来时无意，去时有心。序文写渔人归途中“处处志之”，再往“不复得
路”，小记唯一桃花源人语“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出境后竟然不信守源
中人的叮嘱，急匆匆“诣太守说如此”，想带领更多人来此过幸福生活。
究竟是境中人跟踪他毁去所志? 还是怪渔人不该求助太守，兴师动众?
诗人为我们留下永远不解之谜。这一奇异的意境既引人入胜———描出
向往理想社会，又发人深思———理想社会并非轻易可探求得到的。偶然
忽逢，穷林得源，“处处志之”，也会迷失方向，靠官员支持，遣人随往，还
是再找不到。这岂能苛求一千年前古诗人陶渊明探求得到一个理想美
好的社会的正确答案?

序文尾声，大致可管窥作者的写作初衷，渔人奇遇，本属虚无缥缈，历
史上确有其人的南阳高尙士刘子骥煞有介事地“欣然规往”，以加强作品真
实感和感染力。表明高雅之志向往桃花源，说明当时人们对理想社会、理
想生活的追求，这是一种生活真实，后来刘子骥终没去成，这说明桃花源毕
竟是一种理想，这也确是一种生活真实。文末虚构的情节，实是年过半百
的诗人自托言志，揭示自己的隐痛，年老无为。赞颂渔人的求索精神，寄愿
望于来着。故事结局暗示渔人泄漏桃源中的“天机”，明知“不足为外人
道”，却偏好奇地张扬于世人，再找不到桃花源乃前因成后果。诗人告诉人
们:这个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社会中是找不到的。

桃花源胜境设想的社会意义究竟何在? 应该肯定，桃源设想在当时
现实社会是一种杰出而大胆的设想，它是对封建地租剥削制度的否定，
也是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公然挑战，具有积极进步意义。他第一个形象、
具体地描绘出劳动人民的理想乐土般的蓝图———没有剥削、压迫，大家
劳动、和平幸福，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图画。没有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的
国家，没有封建制度中地租剥削，大家皆大欢喜，颐养天年。诗人如此敢
吃螃蟹，难能可贵。

诗人在追慕往古，主张没有君臣，没有争夺，与世隔绝，和平安宁，以
现实生活为基点。源中人休养生息、衣食、住行，风土民情，“悉如外人”。
描绘一个和平、富庶、人民勤劳而又友好相处的文明社会。这里“土地平
旷，房舍俨然”，人民富庶而勤劳，“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对陌生来访者
热情好客，盛情款待。在魏晋时代，否定封建君权，否定剥削制度，是对
封建制度和秩序的批判和挑战。这无疑是一种先进而开放的思想。

综上所述，这样一个美好社会，正是当时长期战乱，人剥削人、人和
人关系异常恶劣现实社会对立面的反映。文中反映广大人们朴素思想、
愿望，发出人民的心声。但因时代的局限，陶渊明不可能知道如何把动
荡不安的黑暗现实改变为劳动人民的乐园。他想象中的桃花源充其量
是建筑在虚无缥缈中的“空中楼阁”。诗文一千五百多年来深受人们喜
爱，具有积极的进步性与独创的艺术性，诚然是无可厚非的。

文章构思行文、谋篇布局主要有两大特色: 首先，以现实生活为基
础，发挥丰富想象，创造一个安宁的田园生活理想境界。既像真实，又似
虚幻。文中土地、房舍、竹木、鸡犬，人民生活风俗民情，真切如画又色彩
神奇。虚虚实实，若真若幻，激人遐想，令人向往追求。

其次，构思巧妙，引人入胜。文章以渔人行踪为线索，贯串发现桃
源、进入桃源、走出桃源和寻找桃源系列情节，构成一个完整故事。文中
层层设疑，造成悬念，扣人心弦。渔人如何发现并进入桃花源，描写手法
迂回曲折。如渔人缘溪行忘路远近时，以“忽逢桃花林”一转，导游到一
个美丽、奇异的桃林仙境;渔人钻进洞口时，心犹惶惑。以“豁然开朗”神
来之笔待到开阔、恬静、优美的田园乐土。处处柳暗花明，令人如随渔人
神游桃花源胜境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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