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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倒锥体”生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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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因其超凡脱俗的生命理念和卓尔不凡的生活作风，变成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精神楷模。本文从人类最
根本的需求层次入手，试图揭示陶渊明不同凡响的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模式———陶氏始终把其人生的最高目标作为其一
如既往追求的信念，其人生范式呈现的是与马斯洛人类需求层次理论截然相反的倒锥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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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来津津乐道于陶渊明的情志高远，这固然
和人的品性息息相关。但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个
体，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生活的需求层次的角度来
观照，陶渊明的生活模式和生存信念，并不是按照普
通人的需求层次递增实现的，他超尘脱俗的理想和
“不称在人间”的作为，使得他的人生呈现出一种迥然
不同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倒锥体”人生范式。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论
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动机的发展和人

的需要的满足有着密切关系。人在生存的过程中，
“需要”是影响人以这种方式生存或那种方式生存的
重要因素。人对生存的追求存在两种不同的需要:一
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
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是随生物进化逐渐呈现的潜
能或需要。按照需求层次高低不同，依次是生理需
要、安全需要、感情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
要。［1］每个人都潜藏着对这五种不同程度的需要，虽
然人的生存不一定都会严格按照这五种需要的等级，
依次有所需求，但是生理需要却无可置疑的是实现以
下各种需要的基层保障，它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基
本要求，若得不到满足，人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在这
个意义上，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的最强大动力。

二、陶渊明需求层次人生范式
陶渊明是如何在生理需要和自我实现之间进行

权衡度量的呢? 陶渊明以其对清高耿介人格的坚持，
在长期与贫苦和饥寒的斗争中，不断砥砺品格，最终
实现了陶渊明式的需求层次的人生范式。

陶渊明一生贫困拮据，他也知道衣食之需的重要
性。他在诗作《庚成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说道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
安。”认识到人生的终极归依是“道”，然而衣食是人生
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动力因素，没有这两个先决条
件，人的生存无从谈起，什么都不做，也就无法安身立

命。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认为当人的某一层次需要
得到相对满足，才会向更高层次的需求发展，而这一
新发展的需求才会成为激励人生存的主要动机，才会
燃烧人的激情，激发人的生存斗志。而陶渊明的生理
需求却是相对不足或严重欠缺，在陶渊明著名的《自
祭文》中说道: “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
冬陈”;《五柳先生传》中，作者描写自己的生活境况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在《怨
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中，作者纵观自己的
漫漫人生路，感叹到: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
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从其自身写照中可以看
出，他基本到了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贫困潦倒的地
步，乃至于到友人那里《乞食》，“饥来驱我去，不知竟
何之。行行至厮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
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知新欢，言
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意，愧我非韩才。衔戢如何谢，
冥报以相贻”。无奈之余，只能硬着头皮去邻居家乞
食，虽是滴水之恩，但穷困潦倒的作者却是没有能力
还报的，只好死后在幽冥中报答今日的恩情吧!

在这样的境况下，陶渊明虽有几次迫于生计糊口
而出官入世，“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
中，一去三十年。”但是他发现做官所受的痛苦比忍饥
挨饿更受煎熬，在著名的《归去来兮辞并序》的序文
中，作者自述道，因为家里很穷，孩子们又都小，每天
吃不饱饭，所以没有办法，只好去谋求官位以养家糊
口，但是官场的生存法则实在令陶渊明无法迎合，“质
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
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做
官是违背个人意愿的，辞官才能遂愿，所以为期不到
80 天的官场生涯就此告一段落;另在《癸卯岁十二月
中作与从弟敬远》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高探
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在著名的《归园田居》中: “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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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
自然。”［2］这些发自肺腑的诗句都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陶渊明正是无法忍受官场羁绊，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
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宁可固穷守志。

三、“倒锥体”需求层次结构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图来看，人的正常的需求层

次呈现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模式。生理需要在
最底层，接着依次是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和尊重需要，
位于塔尖的部分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像阶
梯一样，从低到高，逐级递升。五种需要大致可以分
为两级，生理、安全、感情需要都属于低一级的需求，
在马斯洛结构图中这些需要所占比重较多，通过外部
条件就可以满足;而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是高一
级需要，所占比重较少，通过内部因素才能满足，而且
一个人对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无止境的。

陶渊明的生命需求层次结构依然按照马斯洛的
层次图，从低到高排列，但是在陶渊明这里呈现的是
一个倒锥体的设置模式，即把生理需要作为其“倒锥
体生命图”的锥尖，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只能如锥尖
一样，不能提供给陶渊明足够的物质保障，这一部分
在图中所占比重较少;而将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倒着
的金字塔的锥底，很明显这一部分所占比重很大，在
诗人的世界中，他从不奢求，只要能让他高洁的灵魂
自由游走就足够了。通向自我实现需求的人生路途
是坎坷而又艰难的，但那却是他人生信念最高尚的追
求和寄托，唯有如此，才能让他在现实的苦难中活得
充实而从容，这样就符合了陶渊明的人生范式，体现
了“自我实现”在陶渊明生命价值中所占比重之大，而
且这也是一直以来陶渊明所向往的高峰。一般来说，
人的满足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满足转化，
而实际上，陶渊明基本生活需求并未得到满足，维系
其一生的生活支柱是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与追求，正
是这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成为燃烧其激情的火花，使得
他在与艰难困苦的生活作斗争中顽强地生活下去。
他把人性中崇尚自然，发现自我美的一面，呈现给世
人，让人懂得什么是“苦中作乐”，给人一种涉身处世
的新启悟，用豁然超脱的态度对待人生，以自我实现
为终极目标，凌驾于现实的苦难之上，享受着自我创
造的精神果实。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但是囿于种种条件的
限制，人格理想在现实中却又总是难以实现的，丰满
的理想和骨感的现实总会有所冲突，这正是古往今来
众多文人墨客对“人生实难”深有感触的原因。即使
是一些有着丰厚的物质条件和宽裕的生活基础的人，
他们可能有较为可靠的生活需求和基层保障，但尚且

不能顺利的通往更高层次的理想高峰，更何况对于像
陶渊明这样的连基本物质生活都无法保证的人，要想
在艰难坎坷的人生路上实现自我，那面临的将会是更
加严峻的现实对他的挑战和考验。然而，陶渊明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了他不同凡俗的人生信念。
这一直支撑着他不向命运妥协、不向困难低头的支
柱，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他的人生体系所建立起来的
“道”———一种生命哲学。这是陶渊明长期的生活经
验的总结，也是他对人生意义的深沉的思索。这种
“道”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
独多虑”( 《形影神赠答诗》) 的释怀; 也是“人生似幻
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四》) 的洒脱; 更是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连雨独饮》) ［3］的超然。
他早已经把生死参透，把人的个体生命和自然界的一
切生物的运行规律等同齐观，所以他可以做到不奢求
生命的永存，不执著于功名和富贵，他可以安贫乐道
的顺应自然，实现有生之年人生的价值!

四、结语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命题就是，人的各层

次需求都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当某一层次的需求满
足，它就不再成为激励人生存的主要动力，其作用就
会降低，优势地位不再保持下去，而由其他高层次需
要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推动源泉，使人生存下去。而
唯一不可被替代的需求是人的最高需求，也就是自我
实现的需要，它是人类用最有效和最完整的方式来表
现自己潜能的一个境界，惟此才能使人得到最高体
验。陶渊明在与锄相依、与月相伴的大半生日子里，
和自然万物心冥神会，吟诗作对，抒发感慨，倾泻感
情，在自我实现的创造过程中，达到一种最充实、最和
谐的生命状态。“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
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
种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境界可能并非人人都能身临
其境，但是他告知在俗世中苦苦挣扎和徘徊的人们，
在苦难笼罩你的命运时，始终能以一种豁然达观，超
凡入圣的态度融化生活的磨难。陶渊明虽然物质贫
穷，但却是精神财富的拥有者，诗人用其一生的行迹，
履行了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人生范
式，在一次次高峰体验中实现了其理想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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