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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文对二疏精神的承传与升华
尹 玉 珊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５３０２９９）

　　摘　要：陶渊明不仅关注自然，更倾心于历史，这点深刻影响到他的诗文。在诸多为陶渊明输送养料的历史人

物中，二疏（疏广、疏受）的地位不可替代。陶渊明田园诗中描述饮酒的习惯用语及其蕴含的历史深意，是受到“二

疏散金”一事所体现的“放意余年”与“有子不留金”精神的影响。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与表达回归主题的田园诗

所开创与定型的“归去来”人生主题，也得益于他对二疏在辞官返乡中“知止”精神的提炼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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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与《饮酒》作为其田园诗作
的代表，表达了他在隐居生活中对农村景物的喜爱
与欣赏，充分体现了诗人“新自然”的思想。因此，前
人读陶诗也多重视其中与自然的联系，即使能留心
挖掘其中所蕴藏的历史潜台词，往往也不能摆脱传
统的政治譬喻，得出一些牵强的结论。其实，正如范
子烨所言：“陶渊明并非现实和历史的局外人，也并
非一个机械的记录员和超然的观光客，因为他在远
离尘嚣的同时，还始终把自己镶嵌在现实的社会之
中和既往的历史之内。”［１］这种对陶渊明文化本质的
精准概括源于对陶诗的还原解读，即陶诗语句的自
然、平和仅仅是一种表象，表象之下无不包涵有现实
与历史的深意。因为陶诗具有的历史与现实的立体
特性，他从“种豆南山下”一诗中探寻到陶渊明与杨
恽的联系，从“结庐在人境”一诗中挖掘出陶渊明对
扬雄的呼应。

但是，汉代的二疏作为一对给予陶渊明思想、生
活实践以及诗文创作以极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们
的作用尚未有人深入研讨。鉴于此，笔者拟从“二疏
散金”对陶渊明写作、教子的影响与“二疏返乡”对陶
渊明“归去来”人生主题的影响两个方面，分析陶渊
明与二疏之间的精神脉络。

二疏事迹的传播及其
对陶渊明写诗、教子的影响

　　二疏指西汉疏广、疏受叔侄俩，《汉书》卷七十一：

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
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
《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
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
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
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
亦善乎？”受叩头曰“从大人议。”……上以
其年笃老，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
子赠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
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
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
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
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
有几所，趣卖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
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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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
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
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
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
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
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
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
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
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党
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
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２］（Ｐ３０３９－３０４０）

二疏功成身退之事曾经轰动一时，在汉宣帝年间广
为人知，东汉以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于两
晋南北朝为文人再次聚焦，且尤为两晋南朝文人所
仰慕。二疏返乡后散金与族人亲旧饮酒欢宴一事，
也一度传为佳话。至唐代，“二疏散金”已成为经典
载入儿童识字课本《蒙求》一书。对二疏事迹在两晋
南北朝之后的传播，陶渊明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推
作用。陶氏本人也从二疏事迹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
营养，使得他所创作的田园诗饱含历史深蕴。

① 本文所引陶渊明作品均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随文括注篇名，不一一出注。

“好读书”的陶渊明对于二疏事迹是非常熟悉
的。《陶渊明集》中有《咏二疏》一诗：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
来，几人得其趣？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
举。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饯送倾皇
朝，华轩盈道路。离别情所悲，馀荣何足
顾！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厌厌闾里
欢，所营非近务。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
素。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放意乐馀
年，遑恤身后虑？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
著！①

此诗几乎是一篇二疏的诗体传记，首尾抒发诗人的
感慨和论赞，中间综述二疏人生三要事。陶渊明在
论赞中对于二疏之功成自去、放意余年表达了由衷
的仰慕欣赏之情。诗中所述事迹与《汉书》不差，应
该是他熟读《汉书》的成果。

陶集中《集圣贤群辅录·太子太傅疏广字仲翁、
太子少傅疏受字公子》也有关于二疏的“录”一条：

右二疏。东海人。宣帝时，并为太子
师傅。每朝，太傅在前，少傅在后，朝廷以
为荣。授太子《论语》、《孝经》。各以老疾
告退。时人谓二疏。见《汉书》。

据此可知，陶渊明因读《汉书》熟悉了二疏事迹，从而
心生仰慕。此录仅记二疏并为师傅一事，略去其他，
是限于著作体例。《汉书》记载二疏事迹虽较简，但
大致突出三点：并为师傅，东都饯别，挥金乡里。其
中二疏挥金乡里的影响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有突出
表现。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其六）

袁行霈在《陶渊明集笺注》中也引用《汉书·疏广传》
为这两句作注，说明他也注意到陶诗与二疏事迹的
关系。此诗是陶渊明自述之辞，疏广的“有子不留
金”显然已成为他教子的座右铭。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
稼，寥落将赊迟。（《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此诗仅仅根据字面很难解读：“靡所挥”的是什么？
它与“秋稼”有何关系？袁行霈《笺注》中对“每恨靡
所挥”中“挥”释为“举觞饮酒”，如此，则与后一句中
“待秋稼”的意思便非常吻合了。袁注的确精准，但
尚有思考空间：陶渊明为何要用“挥”来表达“举觞饮
酒”之意？这个词不像是对真实的饮酒场景的描写。

陶诗中除去此例，是否还有其他诗句把“挥”与酒紧
密关联呢？笔者发现陶诗中用“挥”表述饮酒的诗句
还有如下几例：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其二）
称心而言，人亦易足。挥兹一觞，陶然

自乐。（《时运》）

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
居》）

这几例因为饮酒之意比较明显，“挥”在诗中明显用
来写饮酒。由上述可见，陶渊明以“挥”来表述饮酒
并非偶然，而是一种习惯。是什么原因导致陶渊明
在诗歌中习惯性地把“挥”与饮酒紧密联系在一起
呢？经常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借鉴的《诗经》与《楚
辞》中不见一处能把“挥”与酒关联的例子，说明陶诗
的这一惯例当另有出处。

陶渊明《饮酒》其十九有云：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
读至此诗，思路豁然开朗：正是“虽无挥金事，浊酒聊
可恃”一句揭示了“挥”与饮酒的密切联系。原来
“挥”一词是陶渊明从“挥金”这一固定词组中移植而
来，他自道其因：因为我无太多“金”可挥，于是常借
“挥”酒自慰。这就是陶诗述酒时喜用“挥”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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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挥金事”其意非常明了，如何焯《义门读书记》说：
“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此千载心

期也。［３］（Ｐ９８４）
逯钦立《校注》云：

挥金事，李注：张协《咏二疏》诗云：“挥
金乐当年。”按疏广归老以后，酒食游宴，用
金甚多。［４］（Ｐ９９）

袁行霈《笺注》称：
意谓虽不能如疏广之挥金取乐，但聊可

凭浊酒以自陶醉也。张协《咏史》：“挥金乐
当年，岁暮不留储。”《汉书·疏广传》：“广上
疏乞骸骨，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皇太子
赠以五十斤。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
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
金馀尚有几所，趣卖以共具。”［５］（Ｐ１９６）

几代学者都从此句诗发现了陶渊明与二疏及张协的
联系，也发现了正是借酒挥金的二疏最早让陶诗中
的酒与“挥金”之事发生关联。原来，“挥”在陶诗中
之所以与饮酒结缘，是陶渊明对二疏事迹接受与改
造的结果，而张协的《咏史》一诗在二疏“挥金”与陶
氏“挥酒”之间起到了媒介作用。

张协《咏史》专门谈论“二疏散金”事，而且诗人
最终也效仿二疏“屏居草泽，守道不竞，以属咏自娱”
［６］（Ｐ１５１９），与二疏大概也可算是“千载心期”了。他
的《咏史》诗云：“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７］（Ｐ７４５）
第一次出现“挥金”这对词组。“挥”一词形象生动地
表现了疏广对乡人的慷慨和对金钱的潇洒态度，张
协的生动表达为陶渊明所欣赏、借用，而再变为“挥
觞”、“挥杯”、“挥酒”。

至此，陶诗中“挥酒”一说与二疏的渊源关系清
晰可见。但“二疏散金”对陶渊明的影响不止如此，
何焯所云陶渊明对二疏是“千载心期”并非虚词。事
实上二疏散金置酒与乡人欢宴，追求“众乐”的精神
对陶渊明影响也非常深刻，以至于他独自饮酒时都
要触景生情。陶渊明饮酒时偶尔也有“我有旨酒，与
汝乐之”（《答庞参军》其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
次”（《饮酒》其十四）、“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杂诗》其一）、“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中
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游斜川》）的情景，仿佛疏广当年“日令家共具设酒
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的历史再现。如果总
能过“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咏二疏》）的日子，
那陶渊明的内心该是何等骄傲！但正如他诗中所
说，大多时候他只能是独自饮酒，比如“挥杯劝孤影”

（《杂诗》其二）、“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饮酒》
其四）、“静寄东轩，春醪独抚”（《停云》其一）等等，独
自饮酒的情景才是他隐居生活的常态。欣赏“众乐”
之饮的陶渊明在独饮时，内心泛滥着怎样的波澜哪？
所以他不得不感慨“安得促席，说彼平生”（《停云》其
三），而最终“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其四）。
从“挥金”到“挥酒”，既是陶渊明对于二疏精神的继
承，也是自然与诗意的转变。他在借酒浇愁的同时，
也无时不承受着历史的拷问与自我人生境遇的平衡
与调适。

“二疏散金”对陶渊明的影响，除饮酒以及饮酒
诗的写作之外，还体现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抚养
子女的义务一直是陶渊明难以释怀的，其作品中一
再出现的“‘瓶无贮粟’‘屡空既有人’‘箪瓢屡空’‘屡
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等等皆指父母虽在，孩子们
的生活却没有保障，作为父亲自然深感惭愧和耻辱，
正所谓瓶罄罍耻”［８］。他当初之所以出仕，一方面也
是受制于此，但当他能让子孙衣暖食足之后，也从疏
广“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
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的态度中总结出“有
子不留金”的明智做法而最终得以解脱。

倾家时作乐，竟此岁月驶。有子不留
金，何用身后置。（《杂诗》其六）

诗中所述，就是对疏广“放意乐馀年，遑恤身后虑”
（《咏二疏》）的照应。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
簿》其一）

诗中所言既是针对自身，也是教育子孙。此诗也体
现了疏广的人生观：“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如果说陶渊明在拿儿子陶佟与扬雄之子童乌作比时
还有一点叹其不争的无奈，当他看到疏广对子孙的
期许时，是能得到安慰的，因此他才会有“天运苟如
此，且进杯中物”（《责子》）的大悟。

二疏返乡对陶渊明
“归去来”人生主题的影响

　　与“二疏散金”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二疏挂冠返
乡一事。在治国上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宣帝时期，
二疏在事业的巅峰期毅然离职的举动，在当时文人
中产生了爆炸性的新闻效应，从《汉书》对于东都饯
别场景的描述即可见一斑。二疏事迹如果不被载入
史书，仅仅作为口谈佳话，在文人间的流传也不会久
远。它能在新闻的热度完全冷却的两晋南北朝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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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文人目光，一方面与文人读史有关，另一方面
也因此时老庄思想盛行，二疏辞官返乡的举动与两
晋南北朝文人知足、止足的追求相契合。关于这一
点，井上一之、李寅生在《论陶渊明〈咏二疏〉诗的思
想意义》［９］一文中论述比较充分，文中所举西晋羊祜
与华谭、东晋王彪之、萧梁沈约等人所追慕的都是二
疏辞官。该文意识到了二疏事迹对陶渊明的影响，
注意到《咏二疏》一诗所述二疏事迹的侧重以及此诗
对咏史诗传统的创新，但仅仅局限于对《咏二疏》一
诗进行阐发，意有不尽之处。

汪春泓《〈汉书·二疏传〉养老主题的影响及其
与南朝宫体艳情之关系》［１０］一文，有关于二疏事迹
对文人及诗歌的影响的详尽阐述。该文也阐明了二
疏辞官之举给予士人出处问题的启迪，但一笔带过，
只对其中养老主题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二疏散金”为五代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与陶
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
系。笔者以为，评估二疏辞官一事给予陶渊明个人
的深度影响方面尚可深挖，因为这不止影响到全面
评价二疏在思想文化史上所做的贡献，也会影响对
陶渊明的深刻了解。因此，我们下面针对二疏事迹
给予陶渊明人生出仕、归隐模式的规划与实践，及对
其创作《归去来兮辞》的影响情况逐一阐发。

二疏给予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影响非常广泛，但
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影响要更加深刻。我们上文所举
的陶渊明一诗一录已经证明了这一认识。从生活实
践的角度来看，如果说二疏给予羊祜、华谭、王彪之
与沈约的影响，仅在于为他们提供致仕的口实，那么
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
成果。

从《归去来兮辞》序言看陶渊明的辞官举动似属
被动，但从本传中“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５］
（Ｐ２４６１）的自述可见，他的出仕是有预谋的，不仅仅是
为子女谋口食，也是在为自己后半生的归隐做经济
上的准备。也就是说，陶渊明的出仕、归隐不是受外
界所迫的一时冲动，而是受到二疏返乡启发之后的
主动追求，出仕与归隐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虽然“三
径”一典出自汉代隐士蒋诩，但陶渊明出仕捞金的自
信无疑源于二疏。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在诸多深刻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历史人
物中，二疏辞官的自觉和不计贫贱的人际交往，与陶
渊明的理想最为接近。仅就《归去来兮辞》一篇所
见，他所仰慕的历史人物大致有孔子、楚狂接舆、荷
蓧丈人、陈仲子、疏广、蒋诩等。从他所用典故来看，

他从孔子身上只吸收了“知退”的一面，儒家的人生
理想永远不能占据他的思想和生活重心，它如同陶
侃等先祖的功业一样，带给陶渊明的更多的是内心
的波澜而非宁静。这些影响着陶渊明思想的人物
中，先出仕再归隐的只有疏广与蒋诩，其他均为道家
代表人物。蒋诩的归隐政治意味更浓，不似疏广表
现为更自觉的人生追求，而且在返乡后，蒋氏只与高
士求仲、羊仲往来，而疏广则是“族人故旧宾客与相
娱乐”。疏广返乡后，他们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
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所以，仅就此
文看，在诸多历史人物中，与陶渊明最为接近也是影
响最大的当属二疏。

陶诗中（赠答诗除外）出现频次最多的现实人物
是农士：田父、邻曲，诗中所谓“素心人”并非鸿儒，可
能更多的是务农的“白丁”。在农民中间，陶渊明绝
无高贵与孤傲之感，这一点不仅与蒋诩不同，也与后
世很多故作清高的文人大不相同。所以，赋中的“三
径之资”之典，陶氏仅取其隐居之义，而无标榜自己
清高之意。

陶渊明其他诗文中叙写的历史人物较为丰富，
除去那些未曾出仕过的隐士、农士与道家代表外，相
比《归去来兮辞》还多出这样几位：三良、荆轲、陆贾
和扬雄等。陶渊明所景仰的历史人物大约分两类：
一类是作为精神上的审美追求，如三良、荆轲等人。
这表明，陶渊明欣赏的人格风貌是丰富的，淡泊宁静
与金刚怒目都能统纳到其精神世界内；一类是作为
人生的榜样与模范，扬雄、二疏即属于这一类，但他
所取法的轻重与多少则因人而异。扬雄虽然有归田
的理想与憧憬，但不曾付诸实践。陆贾的归隐实属
仕途不得意所致。因此，陶渊明的出仕与归隐的人
生模式只能是源于二疏的启发，是他为自己在社会
与个体的矛盾洪流中，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而浇筑
成一条最适合自己的生命之舟。

其次，陶诗中无论实写还是比喻，都充满对二疏
返乡的反复吟唱与赞美。如：

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
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
陵夜行涂中》）

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杂诗》其七）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六）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

居》其一）
晨鸟暮来还，悬车敛余晖。（《于王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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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座送客》）
厉厉气遂严，纷纷飞鸟还。（《岁暮和

张常侍》）
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拨置

且莫念，一觞聊可挥。（《还旧居》）
诗中所言“好爵”，肯定不是陶渊明曾担任的江州祭
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与彭泽县令等卑职，而可能
是对二疏官职的描述，即使为假设之辞也含有二疏
的为官作参照。“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既是自
述，也正是二疏东门挂冠、荣归故里的写照。飞鸟所
还的是“旧林”、“先巢”，池鱼所思的是“故渊”，就像
二疏返“故乡”，自己还“旧宅”一样。他在诗中反复
表达的返乡归隐后的自由与舒畅的心情，是其与二
疏人生取向相同之处。与二疏不同之处在于，二疏
的出仕一因“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
一因“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
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而自己的出仕是为“口腹
自役”，无“生生所资”，依靠家叔而“见用为小吏”。
二疏返乡是“功成身退”，不仅携金而且有“公卿大夫
故人邑子”东都送行，属于荣归故里；而自己借避督
邮之责“自免去职”，形单影只，仓皇逃离。两相对
照，即使“有酒盈尊”，他仍不免有“日月掷人去，有志
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的
苦闷。他在《还旧居》中，先是实写自己归来，最后自
然过渡到二疏，其中“去还归”不就是“归去来”的另
一种表达吗？

最后，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言“悦亲戚之情
话”正呼应了二疏“厌厌闾里欢”的温馨。《晋书·陶
潜传》中说他“又不营生业，家务悉委之儿仆”［６］
（Ｐ２４６２），正是他对二疏“所营非近务”的直接效仿。
汪春泓谈及陶渊明《咏二疏》诗时说：“此作在陶诗中
意义非凡，它为文学史提供了陶渊明何以出仕及归
隐的思想依据。陶渊明曾出仕，做过参军、县令等小
官，此莫非受二疏之影响？惜乎赐金未曾到手，却不
肯为五斗米折腰，挂冠去了。观陶渊明仕途，乃二疏
之具体而微者乎？”［１０］这段话揭示了二疏对于陶渊
明出仕、辞官返乡的人生模式与二疏之间的必然联
系。而最能代表陶渊明人生模式的宣言是《归去来
兮辞》，它凝聚了陶渊明“归去来”人生模式的思想精
华，也是陶渊明“归去来”人生实践的总结，使得“归
去来”人生主题在文学中得以定型。

由此看来，正是二疏返乡之举给予陶渊明深刻
的人生思考，决定了他的由出仕走向归隐的人生模
式。也就是说，二疏返乡给陶渊明以启发，让原本在

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的陶渊明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
把自己妥帖安置的生活模式，最终唱出了“归去来”
这一响亮的人生宣言，并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归
去来”这一人生模式的定型，是陶渊明一生思考与实
践的结晶。中间虽经几次反复，但彻悟后的他一直
坚守，直到生命的终点。下面这首诗，几乎可以看作
一篇诗体的《归去来兮辞》，展示了他在归隐前的曲
折探索：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
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
耻。遂尽介然分，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
流，亭亭复一纪。世路廓悠悠，杨朱所以
止。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饮酒》其
十九）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如同“余家贫，耕植不足
以自给。……遂见用为小吏”；“是时向立年，志意多
所耻”如同“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遂尽介
然分，终死归田里”如同“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
非”。因为自己已经彻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人生
之路，所以不会再作杨朱之泣。而《归园田居》五首，
是他以村居自由人的身份对乡村生活细腻详尽的描
写，更是其人生“归去来”不悔选择的生动写照。

综上所述，陶渊明的“归去来”人生模式正是由
于受到二疏行事的启发而逐渐变成他的自觉追求。
对于二疏，陶渊明发掘了前人与同时代人所忽略的
一点，即“先出仕，再归隐”，然后又加入了自己的人
生体验，从而使得归隐的主题得以升华，不仅炼成了
一个前无古人的“田园诗人”，而且打造出“归去来”
这一融合儒道的自由生活模式，为后世文人拓宽了
人生道路，开出了别具特色的一种生活。

经陶渊明改造后的“归去来”模式，给予后世文
人无穷的慰藉，受到他们的极力推崇。那么，其中原
因何在？就在于陶渊明的辞官归隐并非建立在“功
成名遂”的基础上，这是他与二疏的最大不同。因此
陶氏“归去来”的魅力在于，打破了二疏所创并为世
俗所认同的“身退”必须建立在“功成”这一条件之上
的“知止”观。因为假如文人都追效二疏的功成身
退，最终还是无法解开“不遇”这个命运死结，文人心
灵依然无法从儒家的人生罗网中挣脱出来。比如，
上述以二疏辞官为榜样的羊祜、华谭、王彪之与沈约
等人，他们都是当时政治上卓有成就的重臣。他们
的辞官要么因认同知止思想，要么为避祸，即所谓见
机归隐，仅仅把归隐作为一种低俗的政治避难手腕，
而非最高人生境界。陶渊明“归去来”的突破在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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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了那个“功名”的基础，而把归隐建立在心灵解放
的宗旨上，这就打破了儒教的紧箍咒，把社会人变成
自在人，不用拘泥于儒家的所谓大善、小善的界定，
挣脱了达与穷的纠缠。

从以上所论可以看出，站在历史与现实之中的
陶渊明，时刻不忘汲取历史的营养以培育现实的人
生。他对于二疏精神的自觉承传与提炼、升华，既使
得二疏事迹进一步推广传播以至成为世人皆知的经
典，同时，二疏事迹以及前人对二疏的评价也成为其
诗文创作的思想与史料来源，促成了陶诗的历史深
蕴以及陶氏特色的“归去来”文学主题与人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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