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陶渊明思想性格的形成及人生道路的选择，

与他浓重的家庭情结有着重要的联系。 虽然它不

是唯一的解析，但许多问题可以从这里找到答案。
在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上， 给他影响最大的是

母亲孟氏。 渊明年少时连遭两次变故：8 岁时父亲
去世，12岁时庶母去世。从此孟氏独力支撑着一个

家，把渊明及其庶母生的女儿（即程氏妹）抚养长

大。 可以肯定，孟氏给了儿子莫大的教育与引导。
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知书达理。 在丈

夫去世、家境日窘的情况下，作为母亲，她仍传承

陶氏家风；作为妻子，她还带来娘家的文化风尚。
陶渊明的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人都做过官。 根据

《命子》诗中的描述，可以把他们的功德归纳为三

点：一是建功立业、大济苍生的精神。 曾祖陶侃出

身贫寒，早年丧父，从小就很有抱负，读书之余又

苦练武功，入仕之后为朝廷征战平乱，屡建功勋，
被封为长沙郡公；祖父担任太守而能“惠和千里”，
造福百姓；父亲虽然不热衷仕途，但毕竟还是做官

干了些事业。 二是谨慎处世、善始善终的品德。 陶

侃位至公爵，能做到“功遂辞归，临宠不忒”，急流

勇退；祖父也能做到“慎终如始”。 三是淡薄名利思

想。 影响最直接便是渊明自己的父亲，他为官“淡

焉虚止”，不孜孜追求功名利禄，既能建功立业，又

能谨慎处世、淡薄名利。 这三点我们姑且称之为陶

渊明的家族精神。 当然，对于 8岁时父亲就去世的
陶渊明来说，这些只能通过母亲的诉说而得知。 渊

明长大成家之后，当喜得长子俨时，便在《命子》诗

中又把这种家族精神传给了自己的下一代。 由此，
我们再来审视陶渊明为什么在仕途上几进几出，
乃至归隐田园，其中的内在原因就更加明白了。

孟氏的娘家是具有浓厚文化氛围的家庭。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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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孟嘉担任过劝学从事，举为秀才，又做过江州别

驾、巴丘令、桓温的参军。 关于孟嘉的生平事迹，

《晋书·桓温列传》之后附有孟嘉的小传，在陶渊明

写的《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则更为详

细。 据此， 我们也可将孟嘉的立身行事概括为三

点：一是为人随和而有原则。 他“冲默有远量”，“温

雅平旷”，“色和而正”，“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

有喜愠之容”。二是善写诗文。他命笔作文“了不容

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 三是嗜酒酣饮，任情自

然。 孟嘉“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

远寄，旁若无人。 ”桓温曾经问孟嘉：“酒有何好，而

卿嗜之?” 孟嘉笑着回答说：“明公但不得酒中趣

尔。 ”事实证明，孟嘉的这些特点对陶渊明性格和

文学爱好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袁行霈先生就

明确指出：“渊明之嗜酒而得酒中趣， 渊明之崇尚

自然，皆有所自也。 ”[1]（P501）

苦难，并非都是阻力；逆境，造就了陶渊明。 萧

统在《陶渊明传》中评价他：“少有高趣，博学，善属

文，颖脱不群，任真自得。 ”用他自己的诗句来说：

“少年罕人事， 游好在六经”（《饮酒》），“少时壮且

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忆我少壮时，无乐自

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从这里

我们看到，年轻的陶渊明不但饱读诗书，而且抱负

远大，而这一切都与孟氏的教导督促是分不开的。
对于母亲的培养和教育， 陶渊明始终是充满

了感激和孝敬之心。 母亲在世期间，由于“母老子

幼，就养勤匮”(颜延之《靖节征士诔》），渊明只好

一次又一次地出去做官，“畴昔苦长饥， 投耒去学

仕”（《饮酒》）指的就是这件事。 就出仕而言，一者

可以实现自己“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的理

想，将少壮时的抱负付诸实践；二者可以获得俸禄

以养家糊口。 但是，孝敬母亲、体谅妻子、疼爱孩

子，这浓浓的家庭情结时刻牵系在渊明的心头。 把

他相关的几首诗联系起来，我们看到：他离家出仕

时是流着泪告别亲人，“掩泪泛东逝，顺流追时迁”

（《杂诗》）；舟行路上，心里想的是“诗书敦宿好，林

园无世情。 如何舍此去， 遥遥至西荆”（《夜行涂

口》）；返乡探亲途中归心似箭，偶遇风阻航船，他

屈指数着日子，急切盼望着能“一欣侍温颜，再喜

见友于”；在风吹浪涌声中，他想到的是“静念园林

好，人间良可辞”（《阻风于规林》）。 为了宁静美好

又充满温情的家园， 陶渊明宁愿离开官场，“遥遥

从羁役， 一心处两端” （《杂诗》） 就是这种心情的

写照。
当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 身在江陵的陶渊明

悲痛万分，立刻辞官回家奔丧。 在《祭程氏妹文》
中，陶渊明回忆丧母时的情形：“昔在江陵，重罹天

罚，兄弟索居，乖隔楚越，伊我与尔，百哀是切。 黯

黯高云，萧萧冬月，白云掩晨，长风悲节。 感惟崩

号，兴言泣血。 ”从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当时的

尽哀尽孝！
居丧期间，陶渊明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

府君传》，文中再次深深思念自己的母亲：“渊明先

亲，君之第四女也。 《凯风》寒泉之思，实钟厥心。 ”

《凯风》寒泉之思，喻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语出《诗

经·邶风·凯风》。 该诗是一首儿子颂母、自责的诗。
渊明认为《凯风》“实钟厥心”，借古人之诗表达自

己的无限思念之情，真切反映了他对母亲的至孝！

二
对于母亲来说，渊明是孝子；对于妻儿来说，

渊明是尽责的丈夫，是慈父。
有关陶渊明妻子翟氏的资料甚少， 明毛晋绿

君亭本附录指出， 翟氏出于浔阳著名隐士翟汤一

族。 《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浔阳人，笃行纯

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耕而后食，不受别人馈

赠，朝廷数次征辟皆固辞不受；汤子庄，遵汤之操，
惟以弋钓为事；庄子矫，亦有高操，屡辞辟命；矫子

法赐，孝武帝以散骑郎征，亦不至。 [2]（P2445）倘若毛晋

考证为确，从时间上推测，陶妻翟氏应是与法赐的

女儿同辈。 翟氏秉承了先代的隐德，所以能与渊明

同甘共苦，白头偕老。
从现存的一点材料来看，陶渊明是很体谅、关

爱妻子的。 翟氏一嫁过来，就要抚养前妻留下的 4
个幼儿，不久又有了自己的儿子。 抚育 5 个孩子，
翟氏的确不容易！ 因此，陶渊明在家一有空就亲自

管教儿子，“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他襟怀坦

荡地告诉朋友：“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和郭

主簿》）； 农忙时他又高高兴兴去地里劳动，“平畴

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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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古田舍》）。 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一家

人的和睦与快乐！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自白：“彭泽去家

百里，公田之秫，过足为润，故便求之……犹望一

稔，当敛裳宵逝。 ”他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所获可

资养家，让饥贫的家庭丰润一些，让妻子的眉头舒

展一些。 爱家之情，坦坦荡荡！
当然，也有陶渊明埋怨妻子的时候。 《与子俨

等疏》一文中有“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
何惭儿子。 此既一事矣”。 袁行霈先生认为“此既

一事矣” 意谓陶渊明埋怨 “妻子不如孺仲妻之贤

也”[1]（P535），渊明的行为“不为妻子理解。 ”[1]（P540）我们

认为，这个观点很值得注意。 因为后一句中陶渊明

自己也隐约透露出对妻子的薄责：“但恨邻靡二

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 ”莱妇：老莱子

之妻，典出刘向《列女传》。 “室无莱妇”是说家里没

有像老莱子之妻那样的人，印证了袁氏的观点。 假

如此说成立，那么与萧统《陶渊明传》：“其妻翟氏

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 ”及《南史·陶渊明传》：“其

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

后”相比较，不是相矛盾了吗？
笔者认为，这并不矛盾。 关键是要弄清陶渊明

为何会有“莱妇之叹”？ 查考《与子俨等疏》和《饮

酒》组诗的写作时间与背景，我们发现，在义熙十

一年（415）至义熙十三年（417）这三年间，陶渊明

面对归隐后是否再次出仕的烦恼最为集中。 关于

朝廷曾征召陶渊明为著作郎，而他称疾不到，与周

续之、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的时间，袁行霈先生

《陶渊明集笺注·陶渊明年谱简编》（下称 《袁注》）
与龚斌先生 《陶渊明传论·陶渊明生平及作品系

年》(下称《龚论》）都认为是在义熙十一年（415）。
而《与子俨等疏》的系年众说不一，比较一致的是

王质《栗里谱》、逯钦立《绪年》和李锦全先生《陶潜

评传》皆谓此文作于义熙十一年（415），陶 51 岁。
也就是说，《与子俨等疏》 作于不应征著作郎之后

的同一年，当是有感而发。 归隐后是否再次出仕，
陶渊明和妻子、亲戚朋友之间有过较大的争论，否

则陶渊明不会把内心的痛苦曲折含蓄地吐露于诗

文。 《饮酒》组诗的系年，汤汉注、王瑶注和《袁注》
都将其定为义熙十三年（417），《龚论》则定为义熙

十二年（416），仅相差一年。 当时，正是刘裕势力增

强， 影响日益扩大之时， 陶渊明曾当过刘裕的参

军，自然会有人劝他复出，再次投靠刘裕。 而且此

时的陶渊明一度痁疾加重，家庭也陷入贫困状态，
这种情况下翟氏劝丈夫出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即使事过两年之后（416或 417年），仍有好心的田

父大清早地提酒来找陶渊明喝酒谈心，劝他“一世

皆尚同，愿君汩其泥”（《饮酒》其九）。 由此可见，陶

渊明要保持高洁的志向， 坚持隐逸避世的初衷还

真不容易！
对于“莱妇之叹”，笔者认为，一是翟氏在困难

面前曾有怨言。 二是作为母亲的她处处要为全家

人的柴米油盐操心,必然讲求实际。 但翟氏虽有怨

言，不理解，却不反对丈夫的选择。 正因为他们夫

妻并非完全没有矛盾，所以更见其真实可信。
陶渊明对 5 个儿子的培养教育，既有《命子》

诗中的殷切期望，又有《责子》诗中的平和慈爱。 无

论儿子们是贤是愚，陶渊明始终都牵挂在心。 “浔

阳三隐” 之一的刘柴桑写信招陶渊明上庐山索居

事佛，可是渊明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和人生哲学，因

此在《和刘柴桑》诗中，陶渊明以“直为亲旧故，未

忍言索居”为由，婉言谢绝了刘柴桑的邀请。 唐释

法琳《辩证论》七引《宣验记》：“刘遗民 （即刘柴

桑），彭城人，家贫，卜室庐山西林中，多病，不以妻

子为心。 ”渊明不愿索居事佛的原因，却是“以妻子

为心”。 他希望的就是“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杂诗》），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 甚至到了晚年，
儿子们都长大了，陶渊明还在《与子俨等疏》中谆

谆教导他们要团结和睦，同居同财。 唐代白居易很

敬慕陶渊明的为人， 曾专门到栗里访问陶渊明的

旧居，慨叹“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 先生有五

子，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

不起， 斯可谓真贤”（《访陶公旧宅》），对他表示了

深深的敬意。
陶渊明孝敬母亲，体谅妻子，关爱孩子，热爱

家庭。 他能超脱官场名利， 却不能忘怀亲情和责

任。 从中我们看到了陶渊明丰富的情感世界和高

尚的人格精神。 清·方宗诚《陶诗真诠》说：“陶公高

于老庄，在不废人事人理，不离人情，只是志趣高

远，能超然于境遇形骸之上耳。 ”[3](P254)正是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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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子上！

三
魏晋是一个动乱的年代， 也是一个重情的时

代。 政权的频繁更替，生命的短暂难测，于是士人

远离政治避免祸患；又由于礼教束缚的松弛，老庄

思想获得了人们的崇尚， 人的正常感情得到了肯

定和赞扬， 喜怒哀乐作为人的本性也得到尽情的

发挥，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乃至爱天地万

物的泛爱之情都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 王

戎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4]可谓道出了晋人重

情的人格。
龚斌在《陶渊明传论》中指出，晋人之所以超

脱而又一往深情，“最直接的原因是晋人深受玄风

的熏陶。”[5]此论透辟！朱自清先生在《陶诗的深度》
一文中说：“从《古笺定本》引书切合的各条来看，
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 49 次，《论语》第二，共

37 次，《列子》第三，共 21 次，”[3]（P288）陶渊明这么熟

悉道家著作，并引用于诗文，言行上任真自然，的

确是反映了魏晋玄学的崇尚自然之旨, 在表现自
然、人生以及隐居情趣的诗文中尤见如此。 但他的

深情厚意，体现在日常生活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上，
则更多的是直接源于先秦儒家的仁爱思想。 在陶

渊明的诗文中，提到“仁”字的文句不少，如：《命

子》诗中他称颂先父“于穆仁考”。 《感士不遇赋》中

他说：“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

亲，生信义于乡闾。 ……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

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 ”明确表示自

己要“发忠孝”、“生信义”，认为仁者善者会得到天

道的辅佑。 孔子说：“知者乐，仁者寿。 ”（《论语·雍

也》）对此，陶渊明在《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

传》中说：“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祭从弟敬

远文》中他又说：“曰仁者寿，窃独信之。 如何斯言，
徒能见欺。 ”———这看似无理，实是有情，他为外祖

父和从弟敬远的去世而痛惜悲伤， 他多么希望仁

者能够长寿，因为“仁”在他心目中占了太多的位

置！ 对儿子们， 他也是这样告诫的：“汝等虽不同

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与子俨等疏》）。 陶渊

明的仁爱思想不止限于家族成员， 他送一仆给其

子时，在信中特别叮嘱儿子：“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萧统《陶渊明传》）。 《杂诗》中他又说：“落地为

兄弟，何必骨肉亲”，他把农民朋友视如兄弟，可见

诗人宽广仁厚的胸怀！
儒家的仁爱思想让陶渊明热爱亲人、 热爱生

活，也是这份深情、这份家庭情结，成为他乐于归

隐、安于田园和战胜艰难困苦的精神力量，也成为

他创作出不朽诗文的生活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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