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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诫子书盛行。 诸如嵇康《家戒》、诸葛
亮《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陶渊明《命子》《责
子》《与子俨等疏》、王僧虔《诫子书》等等，诫子书的
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 魏晋南北朝虽
然只有短短近四百年的历史， 却是朝代更迭最为频
繁的时段。 国家四分五裂，各方割据势力争权夺利，
连年战乱，造成生灵涂炭，百姓朝不保夕。 曹操诗句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14）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
写照。同时，诫子书的流行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有
关，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时注重才能
与门第并举。 而到了西晋则独重门第， 于是出现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左思的《咏史》八
首其二云：“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
由来非一朝。”这是对当时门阀制度的控诉。于是，一
些作家就通过诫子书通过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以诫
子书的形式多方叮咛，以期子女们勿忘家风，重整家
业。 嵇康的《家戒》、陶渊明的“命子”便是如此。

一、性格上的放浪不羁
（一）崇尚自然的天性
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自述：“……性复疏

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
不能沐也。 每常小便而忍不起， 令胞中略转乃起
耳。”[2]（178）他常常是“循性而动”，不拘小节。且潜心玄
学，喜好老庄。 其玄学思想核心亦是崇尚自然。 他在

《家诫》中开篇便提出“人无志，非人也”，强调守志的
重要性：“若夫申胥之长吟， 夷齐之全洁， 展季之执
信，苏武之守节，可谓固矣。 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
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 ”[2]（495）嵇康就认为
“无心守志”“自然而然”便是守志的最佳表现。 嵇康
这是受老庄思想影响，“以柔克刚”尊重天性。他甚至
大胆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可见其崇尚
自然的本性。

陶渊明也是崇尚天性的人。 他的诗中有这样的
句子：“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
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
非”，以及“不为五斗米折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
之。 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 可以看出，他的本性
就是随性，无所束缚。他在《与子俨等疏》中这样谈到
自己：“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
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3]（363）

这篇文写于陶渊明的晚期，在这里他不仅再次言志，
而且希望教导自己的孩子要随性。当然，陶渊明本来
的愿望是期望自己的孩子“夙兴夜寐，愿尔斯才”，但
是在《责子》篇中我们看到，他的儿子们并不成器。陶
渊明只好说：“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戏谑的口
吻更添了几分率真。所以，晚年的陶渊明也欣然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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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孩子的“不肖”，只求他们秉承父志，向“羲皇
上人”靠拢。 陶渊明尊重天性亦如此矣。

（二）谈玄饮酒的嗜好
魏晋时期，玄学兴起。这与当时黑暗统治者对言

论的压制和人们朝不保夕的生命的忧患有关。 魏晋
时代不仅是人的觉醒的时代， 而且还是文学自觉的
时代，品评人物成为当时的风气。而人物的品评就是
以“谈玄”和“饮酒”为标准的。《世说新语·任诞》篇中
记载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
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为名士。 ”[4]（764）嵇康和陶渊
明亦如此。

嵇康生活在曹魏末期，陶渊明生活在晋末，都身
处易代交替的时期。嵇康生活在司马氏统治时期，司
马氏实行高压政策去压制文人。所以当时有“魏晋名
士减半”的说法，人们多半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的嵇
康颇有才气，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司马氏集团一直想
拉拢嵇康，被嵇康拒绝，嵇康的死就是因为他不服司
马氏集团而被杀。 由于当时社会盛行“谈玄”与“饮
酒”，所以嵇康在《家诫》中着重提出要慎重言语，遇
人争论要装作自己不清楚，遇到酒宴，见人辩论，要
及时离开，以防自己惹上麻烦得罪别人。这种嘱咐是
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的。 而陶渊明更是嗜酒成性。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
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3]（344）他也以自嘲的语气咏《止酒》：“平生不止酒，止
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
卫止不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宋书》记载当
时江州刺史王弘本想见渊明，被拒。于是王弘备好酒
于庐山“半道”“邀之”，渊明“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
至，亦无忤也”[5]（2288）。 可见渊明爱酒竟到如此痴迷的
地步。 而他也写了《饮酒》二十首组诗，其五有“此中
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句，和当时的“言意”之辩有
关。

二、思想上的尚儒情结
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深远，魏晋
时期的嵇康和陶渊明也不例外。 虽然他们看似受老
庄思想影响颇深， 但我们在他们的诫子书中可以看
到，二人皆有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影子。

（一）教子入仕的嵇康
嵇康自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巨源绝

交书》）。 他曾对儒家传统提出批判：“仁义浇淳朴，
前识丧道华。留弱丧自然，天真难可和。”（《失题》）他
曾大胆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公开与儒家思想
唱反调。 然而他的《家诫》却带有浓重的儒家思想。

首先，《家戒》着重提出人要立志，而且这个“志”

贯穿文章始终。 正所谓“有志之人立长志。 无志之人
常立志”。 明代张溥曾说：“嵇中散任诞魏朝，独《家
诫》恭谨，教子以礼。 ”而这“礼”当然是儒家的“礼”。

1. “其立身当清远。 若有烦辱，欲人之尽命，托
人之请求，则当谦言辞谢，其素不豫此辈事，当相亮
耳。 若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 所以
然者，上远宜适之几，中绝常人淫辈之求，下全束修
无玷之称，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2]（495）在这里嵇康教
导儿子要学会保全名声。儒家文化重伦理，讲礼义廉
耻，为人处事重名节。孔子也曾云“有杀身成仁，无求
生以害仁”，故名声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此为嵇康教
子尊儒礼节之表现。

2. “凡行事先自审其可，不差于宜，宜行此事，
而人欲易之，当说宜易之理。 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
折遂非也。 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
云，当坚执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也。 ”[2]（495）在这里嵇
康教子在“守志”过程中如何坚持自我，提高自己的
道德修养。 此处提到“若使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
也”，这也符合孔子的理念：“三人行，必有我师矣。 ”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过而不改，是谓
过矣。”毕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
焉”。 此同为嵇康教子尊儒礼节之表现。

3.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
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 ”[2]（495）此为教子做人要讲义
气、心中有爱。这符合孟子提倡的“舍生取义，人性本
善”的理论。 嵇康教子可谓受儒家影响至深。

4.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
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
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 ”[2]（496）祸从口出，所以说话
必须谨慎，能不说就不说，要学会忍耐。 此语可与孔
子说的“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谋而合。他还
说：“人有相与变争，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预也。 且默
以观之，其是非行自可见。 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
是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 就有人问者，犹当辞以不
解，近论议亦然。 ”[2]（496）这就是说二人相争，如果来征
求你的意见， 即使自己心里明白是非曲直也不要回
答。 因为你不免总要赞同一方，而得罪另一方。 他甚
至说， 如果在宴饮场合遇此状况， 不如就把自己灌
醉，以求解脱。就如《红楼梦》里薛宝钗的做人原则一
样“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是儒家典
型的中庸思想。 儒学经典《中庸》开宗明义指出：“不
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
下之定理。”嵇康教子要在为人处事时学会中庸的生
存之道。

5. “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 不须作小小廉
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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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2]（497）这是教导儿子要做忠
义志士，也是儒家所提倡的。

6.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 何者?常人
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
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 ”[2]（497）

此番话又是告诫儿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的道理。

7. “又愦不须离搂，强劝人酒，不饮自已，若人
来劝，己辄当为持之，勿诮勿逆也，见醉薰薰便止，慎
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2]（498）这几句又是告子要
重礼节，不要失礼仪。

其次，可以看一看嵇康本人的作为。嵇康终因帮
助好友吕安佐证而被杀，正是“舍生取义”的儒家精
神的践行者。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
关系》中说道：“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
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 表面上毁坏礼
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6]（195）嵇康便
是如此。嵇康也是一个“刚肠嫉恶，轻肆直言，遇事而
发”“直性狭中”的人，他不曾为司马氏统治集团而低
头，他的身上展现着孤高自傲的不羁人格，然而他在
《家戒》中却表现得谨小慎微，少了份洒脱，多了份谨
慎。 鲁迅还提到：“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
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
此我们知道， 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
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
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
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他自己的父亲哩。 试看阮籍
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
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 但又于此可见魏晋
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6]（196）

生活在那样的乱世，嵇康自己成为时代的牺牲品，难
道他要自己的儿子也消失在权威者的铡刀之下吗？
所以他要自己的儿子学着“慎备自守”。

嵇康生活在魏末，他是曹氏集团的孙女婿，他固
然是不会投降于司马氏集团的，王朝换代，要忠诚于
前朝，这叫守节。即使抛开司马氏集团的黑暗统治不
论，单是“守节”这方面，作为文人的嵇康也是断不会
屈服的。但自己的儿子不一样，嵇康写《家诫》时他的
儿子才十岁，他完全可以为司马氏集团效命，这说不
上失节。所以嵇康写《家诫》希望自己的儿子做大官，
这也是说得通的。曹操当时就是携汉献帝以令诸侯，
按照当时的实力，曹丞相大权在握，他为什么不直接
称帝？很明显就是怕大家心里不服他，他也不愿意留
下篡汉的恶名。但他的儿子曹丕却顺理成章地称帝，
却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很理解
嵇康希望自己的儿子做官的心理。 试想在封建社会

有哪个父亲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为官作宰，出人头地，
光宗耀祖，嵇康也不能免俗，他的教子经中确有教导
自己的孩子“与人无争、清心寡欲”的一面，但儒教
思想却占据主导。 唐长孺也曾说：“嵇阮在原则上并
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 只是反对虚伪的名
教， 他们理想中真率自然之人格仍然与封建道德不
可分割。 ”[7]（28）从中可以看出嵇康思想的复杂性与矛
盾性。

当然，嵇康的儿子嵇绍经他的挚友山涛的推荐，
作了晋的秘书丞，官至侍中。 在晋末八王之乱时，以
身护卫晋惠帝，被士兵所杀，最终实现了父亲告诫的
“忠”。

（二）责子不成的陶渊明
陶渊明有如下诗句：“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
阻风于归林》）“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 如何舍此
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
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达了自己厌恶官
场和雅好自然的态度，所以便辞官归隐。 然而，在他
的《述酒》诗当中可以看到，他仍然关心当时的政治，
并非真正归隐。 鲁迅曾在《隐士》一文中指出：“非隐
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
但这种人物， 世间是不会知道的……陶渊明先生是
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
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
汉晋时候的奴子， 是不但侍候主人， 并且给主人种
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
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
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6]（225）所
以，“我们倘要看看隐君子风， 实际上也只能看看这
样的隐君子，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一旦被
人知道，那就称不上隐士了。 陶渊明这样的一位“隐
君子”。

《命子》诗中通过“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邈为虞
宾，世历重光”，对祖先大肆歌颂，说道“肃矣我祖，慎
终如始。 直方二台，惠和千里。 於皇仁考，淡焉虚止。
寄迹风云，寘兹愠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3]（29）。称颂
先父性情淡泊，自己望其项背，心感惭愧。 他写这些
的目的， 一方面是当时门阀制度严重， 借颂祖以自
勉。 另一方面， 是希望下文中提到的子女们勿忘家
荣，要砥砺奋进，建功立业，使家族兴旺之火代代相
传。 他还在《赠长沙公族孙一首》中对长沙公陶侃极
尽称颂和勉励。袁行霈指出：“观此诗，渊明宗族观念
颇深。 重门阀乃当时士大夫之习俗， 渊明亦未能免
也。 ”可知渊明儒家思想之深厚。

《命子》诗还说：“卜云嘉日，占亦良时。 名汝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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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字汝求思。 温恭朝夕，念兹在兹。 尚想孔伋，庶
其企而。 ” [3]（29）可知，渊明给自己的孩子所命之字（求
思），追慕孔伋，以期其子能向孔子的孙子孔伋一样，
成为大儒。 “夙兴夜寐，愿尔斯才。 ”渊明期子勤勉读
书、 积极入仕之深切期望于此可见一斑。 渊明还说
“凡百有心，奚特于我？”言外之意便是天下的父母都
希望自己的孩子成才成器，显亲扬名，不是我一个人
希望你如此， 希望自己的儿子子俨能积极入仕的思
想表露无遗。

《责子》篇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
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
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
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3]（212）

诉说了自己五个儿子没有一个“好纸笔”，大儿子子
俨已经十六岁了，却懒惰成性。 二儿子在本应“志于
学”的年龄却不爱做学问。三儿子和四儿子都已经十
三岁了，却还分不清数字。 第五子已经将近九岁，却
只知道找果子吃。一代名士如渊明者，儿子却如此不
成才，不免让人心寒。 然而，他又能怎么办呢？ 只得
“且进杯中物”借酒消愁了。 但从中可以体味到渊明
是希望自己的儿子学有所成， 为以后入仕做好准备
的。 杜甫《遣兴》曰：“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 观其
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
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渊明并不能彻底地摆脱尘世
的纷扰，但他天性乐观，既然诸子皆不成器，且随他
们去吧。

《与子俨等疏》中开篇便说：“天地赋命，生必有
死。自古圣贤，谁能独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
贵在天。 ’四友之人，亲受音旨。 发斯谈者，将非穷达
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 ”[3]（363）用儒家“圣贤”
颜回、子贡、子张、子路都免不了慨叹生命无常、岁月
流逝来自我安慰。可见他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他在书
信中引用鲍叔与管仲、归生与伍举、韩元长、稚春以
及《诗经》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故事与箴言来
告诫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互敬互爱，且提到“当思
四海皆兄弟之义”来自律，显然也是儒家所推崇的兄
弟之道。

三、一样的深情，异样的风采
嵇康、 陶渊明看似放浪不羁、 不拘小节的两个

人，对子女们深情的爱中包含着殷切的期望。嵇康在
《家诫》中不厌其烦地逐条叮咛儿子怎样去待人接
物、为人处事，可谓殚尽竭虑、煞费苦心，我们看到
“刚肠嫉恶”的嵇康也有温情似水的一面。同样，在陶
渊明的《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中，我们也看到
渊明对儿子最真切的爱。 其中《命子》中的“厉夜生
子，遽而求火”，丁福保注曰：此言凡一切有心之人，
皆如厉之望其子真切， 奚独于我如此。 既见其子之
生，实欲见其可，不欲见其不可。 人言此情景最为真
确。 ”最真切的爱也是最感人的爱。 虽然嵇康对其子
的爱俨然如老者面面俱到的千万嘱托， 而渊明对其
子的爱则仿佛是平平淡淡的随遇而安，但透过文字，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种最朴实无华的浓浓父爱。

嵇康、 陶渊明不同的教育方式与生活背景又铸
就了不同的家风。 一个侧重应用型， 一个侧重启发
型。一个是在各方面高压制度下生活，所以变得小心
翼翼； 一个是在相对较为宽松的生活环境下自然洒
脱。一个为朋友伸张正义而身陷囹圄，由对自己惨痛
经历的反思而告诫后代； 一个愿继承父亲淡泊的性
情，“寄迹风云，冥兹愠喜”，望子成才不得，从而愿其
子随性而为。一个期望其子出入宫廷，一个只求其子
和睦团结，平安度其余生。 总之，由于人物本身的复
杂性及各方面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家风。但是，笔者
认为，两家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在做人正直、谨
慎、勤学读书等大的方面都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 我们从嵇康和陶渊明以各自的标准
塑着不同的家风，或绚烂，或平淡，都是别样的人生。
他们的诫子书时刻激励着历代的读书人， 对现在的
我们仍有很好的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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