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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伟大诗人，字元亮，后

改为潜，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

江西九江市星子县）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

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

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

都做过太守。但到了陶渊明，家道已经衰落。陶渊明

自幼博览群书，长大后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

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他是中国第一位

田园诗人，著有《陶渊明集》。后世称其靖节先生、

田园诗派第一人、“千古隐逸之宗”。

陶渊明主要的艺术成就是创作了一些优美散文，

如《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或辞赋，如《归去来

兮辞》《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特别是他的田

园诗，感情真挚，语言质朴，具有独特的风格，使之成

为田园诗的鼻祖。可以说，陶渊明的田园诗使中国古

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也成就了陶渊明

本人，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虽然陶

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

及淡薄简远、恬静自然的艺术风格，被历代文人墨客

称颂，但不同人对他的艺术成就以及人格、思想的评

价依然各有侧重，或推崇他安贫守节的一面，或推崇

他金刚怒目的一面。考察历史以及现实中人们对陶

渊明的接受史，可以从中获得许多有益启示。

一、同时期人对陶渊明的评价

在陶渊明生前以及去世不久后，确有一些友人或

文艺评论家对他的人格以及诗歌成就给予很高评价。

如陶去世后，其生前好友颜延之写下了《陶征士诔》，

褒扬陶渊明的品格和气节，给他一个“靖节”的谥号。

而梁朝的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十分重视，

爱不释手，甚至亲自为陶渊明编集、作序、作传。《陶

渊明集》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人专集，意义重大。

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称赞“其文章不群，辞采精

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如之京”。

事实上，对陶渊明这样高的评价，在当时十分少见，

大部分人对陶渊明艺术成就的评价并不高。比如，颜

延之在诔文中，虽然盛赞陶渊明安贫乐道的品格，却

没有充分肯定他的文学成就。同样，钟嵘在《诗品》

中虽盛赞：“宋征士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

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每观

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

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

人之宗也。”但依然只将陶渊明的诗歌列为中品。

究其原因，追求华丽的辞藻是魏晋南北朝诗人从

事创作的一时风气，正如曹丕所说：“诗赋欲丽。”

受此风气影响，南朝时代的人们颇为欣赏辞藻华丽的

诗文，而陶诗所长在于高远的意境，淡雅的品格，并

不以辞藻华丽著称，因此，得不到应有的评价也就不

足为怪了。

二、唐宋明清文人对陶渊明的评价

唐宋明清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陶渊明的

诗歌，对于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以及人格评价越

来越高。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言：“吾爱陶渊明，

爱酒又爱闲。”继欧阳修而起的另一位文坛领袖苏

轼在《与苏辙书》中有言：“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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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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莫过也。”苏东

坡一生把陶渊明当成良师益友，不但爱好其诗，更仰

慕他的为人。他曾这样评价陶渊明：“欲仕则仕，不

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

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可

谓推崇备至，甚至晚年在《与苏辙书》中表达了“深

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的理想。大诗人黄

庭坚也是胸襟旷达的高士，他特别欣赏陶诗的自然

质朴，曾言：“至于渊明之诗，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

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窘于检括者辄

病其放。”

苏轼等人对陶渊明的极力推崇对后代产生了深

远影响。明清时期的人们沿袭了苏轼对陶渊明的评

价，无比敬仰陶渊明高洁的人格，对其诗歌成就给予

极高的评价。这是由于明清时期，人们的审美观发

生了巨大变化，日趋成熟，因而更欣赏清丽、高远、

含蕴丰富的艺术风格。因此，陶渊明淡泊心志、洁

身自好的品格，成为中国古代隐士文化阶层的理想

典范。

三、“五四”时期文人对陶渊明的评价

“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文学上，

人们提倡破旧立新，但陶渊明依然是学者关注的焦

点。一些著名学者，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朱自清、

游国恩、朱光潜等都对陶氏有所研究和论述。虽然他

们对某些问题有所争议，但都承认陶氏具有杰出的文

学成就和高尚的品格。但这一时期，文人尊崇陶渊明

的原因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发起人——胡适，高度推崇陶渊明诗文的平民

性与白话化。美学家朱光潜认同古希腊人“把和平

静穆看成诗的极境”，认为艺术的最高理想是静穆

（serenity）而非热烈，因此，评价陶渊明“浑身是静

穆，所以他伟大”。而这一论断随即引发鲁迅的批评，

成为一桩著名的学术论争。鲁迅认为朱光潜割裂了

陶渊明，静穆只是陶诗中的一方面，伟大的作家都不

是“浑身静穆”。另外，鲁迅还高度赞颂了陶渊明

的斗争性与金刚怒目的一面。

鲁迅与左翼文人之所以强调陶渊明的斗争性与

金刚怒目的一面，与中国近代的历史处境有极大关

系。近代中国积贫积弱，许多仁人志士立志救国救民。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多强调陶渊明的静穆与逃避世

俗，会麻痹人们的斗争意志。因此，左派与自由派文

人发生这场论争实属正常。但争论双方各有可取之

处，也各有偏颇。

四、当代人对陶渊明的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

经济观念深入人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同时，人

们的道德准则却似乎不断下降，各种“见钱眼开”“唯

利是图”的情况屡见不鲜。同时，随着物质生活越

来越丰富，人们的精神却愈发焦虑，在这种情况下，

陶渊明又成为了人们重新解读的焦点。不同的是，

对陶渊明的接受不再是学者们的专利，许多并非从

事文学研究的人们更多的人也开始从不同角度全面

认识陶渊明，不但从陶渊明的诗歌中获得了艺术享

受，而且得到了灵魂净化，使这个田园诗人实现了真

正的“田园化”。

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极少数人为谋求私利以

调侃的心态去曲解陶渊明。因此，时代变迁使许多曾

经富有诗意的事物遭到了铜臭的亵渎，陶渊明及其作

品也不例外。

五、结语

纵观陶渊明的接受史，可以从中得到许多有益启

示。一方面，当代文人要与时俱进，进一步推进对陶

渊明的研究，以取得更丰硕的成果；另一方面，不能

被不良学风和商业化时代的污浊风气所沾染，在进行

陶渊明研究时迷失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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