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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沉沦”到“本真”
———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存在主义意蕴

已林 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 要：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课题是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其存在之思是从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开始的。中国东晋诗

人陶渊明在其诗歌中抒写存在，以诗的语言展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思，两者间达到了诗与思的高度契合。本文运用

中西比较与跨学科比较的方法，从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思想来透视与挖掘陶渊明诗歌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存在主义

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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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大师，其思想道路的标志是对存在（Sein）的独特追问。陶渊明，中国东晋时

期伟大的诗人。他在坎坷的一生中所作的几乎每一首诗中都萦绕着一个根本问题即“人该如何存在”。他以诗歌的

语言道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存在之问。他的诗歌颇富哲理，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不但是诗人还是一位哲人，

也是一位海德格尔所谓的“诗人中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应当是哲学家诗人，诗在其本质中应该具有思的内涵。正

如海德格尔所言：“创作诗与运思一样，以同一的方式面对着同一的问题。”譹訛而这个问题就是“存在”。西方哲学家
中，只有海德格尔的哲学与陶诗中的哲理相近；而中国诗歌中较能表达海德格尔颇富诗意哲学的人似乎只有陶

诗。在这两位伟大的人物那里，诗与思有了深入的契合与交汇。

海德格尔穷其一生去追问的即是存在问题。存在问题是西方哲学最原始的问题。它讨论“存在一般”的意义，追

问世界万物即存在者整体的根据与本原。然而它又是西方哲学中最被人们所误解与遗忘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存在

之思正是要指出这种为人们所忽视的对于存在的遗忘。

那么，海德格尔从哪里去追问存在呢？海德格尔认为在这种作为起点的存在者身上，首要的是作为存在，而不

是仅仅作为存在者，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而我们自己———人，就是这样的存在者，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既

能领悟其他存在者的存在，又能反思自身的存在，即人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因此追问存在就必须从追问人的

存在开始。海德格尔从人存在的特殊性出发，把人称为“此在”（Dasein）。（德语 Dasein或译为亲在或缘在）,“此在”就

是那种向来生活在通常而模糊的存在之领悟中又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

海德格尔的“此在”生存论认为此在在世的常态乃是非本真的（uneigentlich）存在，名之为“沉沦”（Verfallen）。在

这里，“沉沦”并不是就道德意义上而言的，它指的是“此在”在世不得不然的状态，也被称为“被抛状态”

（Geworfenheit）。那人为何会“沉沦”呢？

海德格尔指出人生在世之本即为“操心”，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只要人活着，他就得“操心”。我们生

而为人，就无可选择地进入这种“操心”的在世本质中，无可逃遁。

“此在”在世作为操心又是在两种方式上显现，即“操持”（Besorgen）与“操劳”（Fursorge）。“操持”是从“我”与“物”

的关系来说的，“此在”在世必是与各种事物打交道，劳神烦忙于追逐、摆布、处理各种事物，一刻也不得停歇。此在的

日常存在不知不觉地完全消散、耗费在物中。“操劳”则是从“我”与“他人”的关系来说的。此在在世绝不是孤立的存

在，而必是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被牵绊在各种社会关系之网中难以逃脱。此在与“他人”是共在的。在这种共在中，

“此在”通常并不是作为“我自己”，而是作为“常人”（Das Man）来存在的。“常人”指的是大家都是如此的一种平均状

态，它具有无形的独裁性，控制着每一个“此在”的日常在世的状态，指定着日常生活的存在方式。在“此在”的日常生

活中，大多数事情都是由它造成的。譺訛沉沦的核心就在于此在放弃自己的本真存在，在“物物”与“常人”中不可自拔地
“沉沦”了。在“沉沦”中本真的生命存在慢慢地被遮蔽起来。然而总有一些人生的大勇者不甘于“沉沦”，而总是在濒临

“沉沦”的边缘奋起挣扎与反抗，努力地寻找到本真自我的所在。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人生大勇者。

从公元 393年进入仕途，直到 405年辞官归隐，在这长达十三年的官场生涯中，在反复的出仕与归隐中，陶渊明

的人生一直在进行着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之问。在官场繁琐的世俗事务，复杂的人际牵绊，功名利禄的喧嚣中他沉沉

浮浮，努力挣扎着不让自己的生命在“物物”与“常人”中就这么“沉沦”下去，他不断地追问、反思，筹划、寻觅，向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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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所说的那片生命本真存在的澄明之境前进。

在陶渊明早期的诗歌中我们能读到他对自我的清

晰的认知。“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

怀在琴书。”“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诗书敦夙好，林

园无世情。”三十年的田园生活赋予了他天生的超然脱

俗的气质，自然、朴素而又富有诗意。“闲静少言，不慕荣

利。”“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被褐欣自得，屡

空常晏如。”家境的贫寒并不使他痛苦，相反他淡泊名

利，安贫乐道。在屡次的出仕后，对于官场生活的虚伪

复杂及其与自我本性的相悖也有异常清醒的洞察与领

会。“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

焉求？”这个过程也让他更加肯定自己对于田园生活的

热爱。“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

萦。”“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陶渊明屡次为了生计，

为了读书人兼济天下的古训出去做官，可是屡次受到

本真自我的感召又辞官归园，这沉沉浮浮之间蕴含的

是他作为一个人生的大勇者对本真自我的无比热爱。

在这沉沦的非本真状态中，在这无所不包的“常

人”的统治中，“此在”的本真存在又从哪里去寻找呢？

海德格尔给出的答案是“死亡”与“向死而生”。在死神

逼近之际，人类方能得以洞见生存的本质。“死亡不是

一个对生存漠不相关的终点，死亡之为终点把生命的

弦绷紧了。而生命正是由于有终极性造成的张力而成

其为生命的。”譻訛

在坎坷的一生中陶渊明亲历了许多至亲的死。三

十丧妻，三十七丧母，四十一丧程氏妹，四十七丧从弟

敬远。亲人的死去、身体的疾病不能不让诗人反观自

身，深刻感知领悟到自身的必死性与生命的无常性。

诗人在入宋之前漫长的十多年间，写有大量人生哲理

诗，如《形影神》、《杂诗》部分、《饮酒》部分、《挽歌诗》三

首及《自祭文》等，其中多次写到因死亡带来的空无感

及对此生何处的思考。“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

得常理，霜露荣悴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

世中，奄去靡归期。”（《形赠影》）所谓灵智的人类，不过

是可笑的一瞬，刚才还活在这世上，转眼就不见了踪

影。“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爱永年，欲留不得

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神释》）无论是老少贤

愚，没有谁能逃过一死。死就是人生必须各自承担的命

运，也是人生的最后完成。死的这种必然性和终结性迫

使我们更自觉地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更珍惜自己人生

的可能性，更慎重对待并严肃思考自己人生的可能性。

在经历了一生的曲折、求索、操劳之后，诗人坦然

地面对自己的死亡。陶渊明这种豁然开朗的生死观并

不是对生命的无所谓，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有着对有限生

命的无限珍惜与热爱，他自信自己已在有生之年寻找到

了自我本真的存在，所以纵有一死也已死得其所了。

而在自己的生命即将“辞逆馆之旅，永归于本宅”

之际，渊明提笔写就了生命中最后一篇文字《自祭文》。

在这篇文章中诗人设想自己已经死去，把自己作为一

个已完成的整体，总结自己的一生。这一生是贫寒、操

劳的一生，“自余为人，逢运之贫。”“春秋代谢，有务中

园。”虽然如此，但他每一刻都在追寻自己当时所认为

应该的生活，所以虽“勤靡余劳”但“心有常闲”，可以做

到“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而今在生命临近结束之际，

可以不再有遗憾与留恋。“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

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

恋。”诗人最后一句“人生实难，死如之何”，让我们确知

诗人这一生是无比艰难的，因为他不甘于沉沦，而总是

在不断地思索、追寻，筹划着本真的存在，然而生命的

意义与价值不就蕴含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吗？所以，

在死亡来临之际，诗人是坦然的、潇洒的，因为他知道

自己此生已认真地、努力地活过了，且活出了真正的自

我，实现了生命最大程度上的自由。因此人生既已完

成，死去又会如何呢？

譹訛 [德] 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信》，参见《存在主义哲

学》，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 133页。

譺訛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1999年版，第 126-127页。

譻訛 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99年版，第 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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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莫里哀“伪君子”形象的起源及流变
已梁 蔚［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的剧作《伪君子》塑造了“达尔杜弗”这位典型的宗教骗子形象。在创作此形

象的过程中，作家借鉴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人物原型和法国传统闹剧的情节。本文从“伪君子”形象的起源、在莫里哀

笔下形象的流变及其历史原型等方面论述莫里哀在剧中塑造的“达尔杜弗”不仅是这部剧作从最初的滑稽闹剧演变

成喜剧经典的关键要素，也反映了法国 17世纪充满矛盾与争斗的复杂戏剧生态。

关键词：莫里哀 《伪君子》 形象

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是 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喜剧家，世界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戏剧大师。他的代表

作《伪君子》（Tartuffe）成功塑造了文学史上著名的“伪君子”达尔杜弗形象。这一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剧本创作
过程经历了怎样的流变？又有哪些现实指涉和依据，本文拟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的梳理和探讨。

一、“伪君子”形象的源流考证

莫里哀并不是第一个塑造“伪君子”形象的作家。其笔下的“达尔杜弗”这个形象及其讽刺性特征，不仅受到意

大利作家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和西班牙作家胡安·德·萨巴莱塔（Juan de Zabaleta，1610—

1670）的影响，也借鉴了同时期法国作家勒·梅戴尔·乌维尔（Le Metel d’Ouville，1589—1655）作品中的情节。

F.热南在《法语词源学词典》指出，“这个名字并不是莫里哀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意大利的俗语中引用而来”譹訛。
学者路易·莫兰（Louis Moland）指出，“达尔杜弗”的形象来自于意大利作家彼得罗·阿雷蒂诺于 1542年创作的作品

《虚伪的人》（Lo Ipocrito）譺訛，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受到西班牙胡安·德·萨巴莱塔作家的笔下的人物形象“伪君子”的
影响。譻訛

萨巴莱塔在 1654年创作的作品《节日的早晨》（El Dia de fiesta por la ma觡ana）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类似的伪
君子形象，他一面讲修行，一面却贪恋美食，“饭量可以匹敌六人，早餐可以喝四大杯酒”，而莫里哀笔下的达尔

杜弗也是作为一个虚伪的贪食者出现，他嘴上讲的是“苦行主义”，却大肆享用美味佳肴，每餐“虔虔诚诚，吃了

两只鹤鹑，还有半条切成小丁儿的羊腿”，早点时，还要喝“满满四大杯葡萄酒”譼訛。对于莫里哀塑造的这个贪吃鬼
形象，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认为这个形象来源于意大利即兴喜剧。他说：“三幕喜剧中的达尔杜弗

的原型是一个满脸红润的贪吃鬼，他踩死跳蚤的夸张行为和递块手帕叫女仆把胸脯遮住的虚伪行为是一个搞

笑的人物形象。”譽訛

也有学者指出《伪君子》借鉴了同时期戏剧家勒·梅戴尔·乌维尔作品中的情节。譾訛莫里哀刚刚从外省返回巴黎
时常去勃艮第剧团看戏，正值乌维尔的多部戏剧在这个剧院上演，由此有评论家指出莫里哀戏剧中的许多情节与

结构曾受到戏剧家乌维尔的影响。譿訛乌维尔在 1638年发表的作品《阿尔比冉的背叛》（les trahizons d’Arbiran）中，
主人公阿尔比冉试图勾引朋友的妻子，正如达尔杜弗想引诱他朋友奥尔恭的妻子一样。而揭穿主人公虚伪的性

格，两位作家也用了相似的情节。在《伪君子》中，艾耳密尔用“桌下藏人”的计谋让丈夫奥尔恭藏在桌下听到她与

达尔杜弗的对话，从而揭穿了达尔杜弗伪君子的本质。而在《阿尔比冉的背叛》一剧中，受引诱的妻子向国王告发

了阿尔比冉的虚伪，并让国王藏在角落听到他们的对话，从而使国王认清了阿尔比冉的面目，解救了被阿尔比冉

诬陷的即将处以死刑的丈夫。讀訛

在乌维尔的另一部戏剧《不知爱的是谁》（sans savoir qui）中，露西被父亲指定了结婚的对象老奥轰特，这使得
内向且已有心上人阿尔风斯的露西万分痛苦，在顺从和反抗父命之间犹豫不决只能想到用死亡来反抗命运。女仆

内日娜劝告她说她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情感，并勇敢地说出要结婚的是你而不是你父亲，鼓励她勇敢地把握自己

的命运。在《伪君子》中，桃丽娜以同样的方式劝告被父亲指定婚姻却不知所措只想到死的小姐玛丽亚娜，并同样

对她的畏畏缩缩犹豫不决的行为感到气愤不已。讁訛

二、莫里哀笔下“伪君子”形象的流变

莫里哀塑造的“伪君子”形象不仅借鉴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人物原型和法国传统闹剧的情节，在其笔下也经

历了人物形象的流变。《伪君子》从 1664年问世到 1669年确立经典地位，作品的最终定稿经历了五年的斗争和三

次修改。莫里哀在剧中塑造的宗教骗子的典型形象“达尔杜弗”成为剧作能否得以上演的斗争焦点，也是这部剧作

戏 剧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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