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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  高建新

多元共融 归于自然
——陶渊明与儒道玄之关系

陶渊明的思想丰富复杂，儒、道、玄兼而有之，又以儒、道为主，非此不足以成其博大深厚、

含蕴无穷。具体地说，陶渊明是先儒后道，由儒入道，前期受儒家影响多，后期受道家影响多；

即使是同一时期、同一阶段，面对社会时，儒家思想多，回归田园后，道家思想多。同时陶渊明

又糅合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玄学清谈，从而形成自己思想的鲜明特点。

陶渊明前期接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也较为明显：“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二十首》其

十六）陶渊明早年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教育，儒家的积极用世、投身人生社会、实现个人的理想价值等

思想，曾激发青年陶渊明施展才能、实现政治理想的热情；而儒家的执着于信念、注重品格修养，如

“君子忧道不忧贫”“德不孤，必有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万物皆备于我矣。反

身而诚，乐莫大焉”等思想，又培养了陶渊明贞刚正大的人格和高远超逸的怀抱。陶渊明时时不忘

“先师”孔子：“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并序》其四）。

回归田园之后，陶渊明的思想虽然以道家为主，但儒家思想仍占有重要地位。这样说的原

因是，阅历丰富的陶渊明对儒家思想的汲取不再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饮酒

二十首》其二十说：“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洙泗辍微响，漂流逮

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

陶渊明有爱，也有恨，有超越，也有世俗，有欢乐，也

有悲伤，有真话，也有谎言。拙文则以《九日闲居并

序》为核心，突显陶渊明与前人文学创作以及古代文

化资源的关系，彰显其互文性建构的现代意义，可与

Pauline之文互相印证。互文性的学术视境，使我们窥

见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陶渊明的文学世界。文学的记忆

诚然是厚重的，而且注定要浸润每个创作主体的记忆，

但它的层层累积永远为新的作品作着铺垫。在人类文

学史上，任何一位作家的心中都不可避免地晃动着另

外一些经典作家的身影。在文学的汤汤河流中，前波

与后波总是相续不断的。没有人能够隔断或割断与

既有的文学传统的联系。因此，每位作家在影响的焦

虑中，都要或多或少地、有意无意地追步前人的踪迹。

对创作主体而言，影响的焦虑也是一种动力，它压扁

了文学领域的小才，却激发出了创造文学正典的大才。

陶渊明正是如此。受到诸君妙文的感动，出于对陶渊

明的欣赏，故作此文，并略作点评如上。

2014年 3月 10日于北京啸轩 

作  者： 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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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奔忙，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振兴已

经破败的社会，他兴礼作乐，设教于洙、泗之间；然

而太平时代并没有因为孔子的辛劳而到来，反而动荡

迭起、战乱不已，连儒家自己的诗书也在强秦的暴虐

中被焚之一炬。反思后的陶渊明强调独立与自尊，摈

除了儒家汲汲于名利、牺牲个性和自由以趋同、满足

于社会集团利益的思想，最终将儒家思想的精粹化作

一种人格精神和人生实践，融在了自己的思想和日常

行为中。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道家思想异常活跃，道家思想

对陶渊明的影响是深刻的、多方面的，陶渊明的随顺

自然、执守个性、超然生死、忘怀得失、厌弃功名、鄙

视官场、追求独立自由、乐与大自然为伍等思想及行

为，都与道家思想有关。其中，老子的“复归”、庄子

的“复初”“求真”的思想，给予陶渊明尤其深刻的

影响。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

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王弼注：“归根则静，故曰静。

静则复命。故曰复命也。复命则得性命之常，故曰

常。”“归根”，犹言“返本”，回归本原；“复命”，回

复本性，回复天赋本然。万物芸芸，最终都要归返本

根；清静乃能认识根源而返本，认识根源而返本才说

得上是静。陶渊明的回归田园、躬耕自食，即是复其

性命之本真，让生命重归于圆满，重归于清净透明的

境地。他在辞官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并序》，集

中典型地体现了陶渊明的人格理想和人生追求。

在精神深处，陶渊明和诗哲庄子是息息相通的。

庄子一生求真，陶渊明也一生求真。庄子说：“真者，

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父》）“真”

即本原、本性，是一种至真至淳的精神境界，也是理

想人格的必备要素。朱自清先生说：“‘真’，就是自

然。”（《陶诗的深度》）在庄子看来，“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庄子·大宗师》），但只有做到忘怀得失、恬然自如、

随遇而安、淡情寡欲、了悟生命、不恶死悦生，才可

谓之“真人”。在庄子看来，人应顺应自然，并以静

观的态度看待自然。人既然是自然的一种存在形式，

就应该从肉体到心智都无条件地顺从自然，从自然中

寻找自己的本性，将自身完全融入自然之中，不应该

有任何高于万物的妄想。无论是“至人”的顺任自然，

还是“大圣”的不妄自造作，都是取法于天地的缘故。

庄子把这看作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并认为这样人的本

性就可以获得满足：“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

夏日衣葛 。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

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

自得。”(《庄子·让王》)这样的思想，给陶渊明弃绝

官场、回归田园、自耕自食、淡泊自守以极大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陶渊明和庄子在精神深处虽然息息相

通，但庄子的悲观厌世、视人生为一片荒漠，又为他

所不取。庄子是自然无为，陶渊明是自然有为，包括

他的桃花源的理想。

玄学本来就是老庄与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陶渊

明儒、道兼得，又生活在玄学流行的时代，必然会受

到影响。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格追求

和人生态度方面。他的任真自得、超然虚淡、颖脱不

群、追求玄远，显然是玄学家对人格美要求的范例；

他的回归田园、随顺自然，显然是对王弼“顺自然而

行”“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的身体力行；

他的耿介真率、绝不俯就的品格，又是对阮籍、嵇康

为代表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竹林风气的深化，同

时脱去了竹林名士的颓唐矫情、自我放纵。至于陶诗

中的许多用语，如“真”“真意”“任真”“自然”“化”“化

迁”“化往”“大化”“乘化”“忘言”“辨”“趣”“神”等，

也多来自于玄学。玄学重内心、重个性、重气质的思

想，毫无疑问影响了陶渊明的思维方式和诗歌风格。

陶诗的“得意忘言”、不粘滞于物象，在抒情之外所

显示的冷静的哲理思索及其超越具体物象的深邃淡

远境界，就是玄学影响下的具体表现。元人王彝《跋

陶渊明临流赋诗图》说：“陶渊明临流则赋诗，见山

则忘言，殆不可谓见山不赋诗，临流不忘言；又不可

谓见山必忘言，临流必赋诗。盖其胸中似与天地同流，

其见山临流，皆其偶然；赋诗忘言，亦其适然。故当

时人见其然，渊明亦自言其然。然而为渊明者，亦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又何以知其然哉？盖得诸其胸中

而已矣。”（《王徵士集》卷三）描绘的是一位完全听任

性情驱使的玄学家的神情、气度。

陶渊明是一个善于学习传统的人，他是在吸收

各家思想之优长而剔其糟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具

有鲜明特色的思想，真正体现了多元共融、归于自

然的特点。

作  者： 高建新，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陶渊明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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