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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诗文中体现的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生命存在处境的关注、诗意地栖居以及对死亡客观存在的
深刻认识，与存在主义哲学提出的很多命题都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这个与存在主义哲学发源地有着时空相隔的中
国晋代诗人，以其独特高远的诗文特色，展现了具有中国本土意义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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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海德格尔曾提出
“烦”与“畏”与在世的存在的关系、自由生存论( 1)、
“诗意地栖居”等哲学理念。在研读陶渊明诗文时，
我们发现他自身对自我价值的坚定追求、对个体生
命存在处境的关注、对死亡意识的觉醒、对诗意人生
的追求与建构，都与存在主义思想有着遥远的呼应。

一、对自我价值的追寻
存在主义者在尼采价值重估观点的影响下，有

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 “他们不屑于为人类提供某
种统一的生活意义和价值标准，更加重视个人的差
异。他们实际上是把赋予何种意义和选择何种价值
的任务交给每个人自己去解决。”［1］由此，便把人的
价值与自我价值紧密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每个个体
自我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价值类的实现。对自我价
值的追寻归根到底就是要满足对自我的实现，自我
实现是“对自我发挥和完成的欲望”［2］，通过对自我
价值实现状况的评价，叶嘉莹先生认为“在中国诗
歌史上，只有陶渊明是真正达到了‘自我实现’境界
的一个诗人”［3］。

陶渊明实现的自我价值不是对社会和国家提供
“康济”，我们必须要清楚地认识到对价值实现的衡量
不能仅仅限于物质层面，在精神层面回到自我、回到
本真，为社会示范一种获得精神上独立自由的生活方
式，也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更根本的责任。陶渊明就是
在对自我精神自由的追寻中，实现了他作为知识分子

对社会的责任，满足了自我价值实现的欲望。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

转悲。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
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
载不相违。

这首《饮酒》诗，孙人龙的评价是“自写其高
致”。陶渊明宁愿像失群的孤鸟在落日黄昏中独
飞，来去无所依，也不愿违背自己的心志在污浊的官
场中失去自己对生命真意的追求。这种对自我心灵
的绝对尊重和勇敢追寻，就是他努力实现自我价值
的体现。

以高洁自喻显露自己不愿与世俗相融、追求自
身宁静满足自我愿望的还有下面这首《饮酒》诗:

青松在东园，群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
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抚寒柯，远望
复何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4］241

以孤松自比，与以孤鸟自喻是一样的，都在表达
自己不愿违背自我混迹在官场中，以一种遗世独立
的姿态宣扬对自我精神的追求与满足，“宁固穷以
济意，不委屈而累己”( 《感士不遇赋》) ［4］388。其自
身对精神自由的绝对服从又以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影
响着后人，为他人树立了一种获得精神独立自由示
范的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对生命存在处境的关注
存在主义哲学的存在观认为，存在所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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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指个人对自身的理性认识，而是指孤独个人
的非理性的情绪体验”［5］。陶渊明常以“樊笼”、“尘
网”、“羁鸟”、“池鱼”等来比喻自身的生活处境，与
存在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海德格尔用“烦”来概
括此在生命状态是非常相似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

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亩际，守拙
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4］77

海德格尔认为，“烦”是人生躲不掉的常态，生
命总是伴随着违心的迎合与妥协，在与他人打交道
的过程中原本独立的个体不断地要抹掉自我最终沦
为常人。陶渊明则比喻自己是被羁绊的鸟儿、困住
的鱼儿，在世俗的尘网中被一点点剥夺自我与精神
的独立自由，这是其他生活在俗世中的常人所没有
关注和体悟到的。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密
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4］387的感慨，生动表达
了他被羁绊住自由的那种无奈、厌恶甚至恐惧之感，
也深深地展现了他对此在生命存在处境的不满与失
望之情。这种对生命个体本身生存处境的关注与体
验，使得他更急切地想摆脱这种被羁绊被奴役的生
命之“烦”的状态，更加渴望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与舒
适。

三、对死亡的先行体验
死亡是哲学关注的核心对象之一，存在主义哲

学认为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勇敢地直视死亡是智
者面对生命最本己的东西而展现的“畏”，他不是畏
惧，而是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有着清醒的认识。
“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
最本己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
筹划自身。”［6］陶渊明其诗文中对死亡的体悟和坦
然态度，与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极其相似。

这种对死亡存在的坦然接受，在陶渊明的诗文
中经常见到，但这种坦然不是天然而成的，而是经过
陶渊明思想反复挣扎最终达到的一种修行后的境
界。起初他面对死亡或者说在想到死之将至时也会
有焦虑有不安，“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 《九日
闲居》) ［4］73“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
逼，鬓边早已白。”( 《饮酒其十五》) ［4］255他的恐慌与
焦虑使他对死亡有了无限的悲怆和无奈，这种情感

体验在《岁暮和张常侍》［4］156中表现得更意味深远:
市朝悽旧人，骤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岁暮余

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旅力
岂未愆。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冽冽气遂严，纷
纷飞鸟还。民生鲜长在，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
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
怀，履运增慨然。

诗人因岁暮而感流年之速、己之将老死矣，借着
晋宋易代的感伤来抚慰人生不得长的苦闷与无奈，
多寂寥沧桑之感。又如《杂诗其三》，“日月有环周，
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4］311这种
对岁月难留、生命不再的痛惜虽然使人伤怀，但也体
现了诗人对人生苦短、死亡不可避免的深刻认识。
这种清醒深刻的认识使诗人没有过分沉浸在感伤
中，反而是在看到死亡的客观存在后变得更加洒脱
和释然，“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
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四》) ［4］84“人生似幻
化”可以说是真正了解或看透了天地之化育者，“终
当归空无”虽有人力不能改变之无奈，但更多的则
是对万物终有时的一种清醒认识和洒脱的释然。这
些体悟也使诗人明白人生既然苦短难留，则应当及
时行乐不辜负岁月良辰，“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
不。”( 《酬刘柴桑》) ［4］132又如《游斜川》［4］89中“且极
今朝乐，明日非所求”都表明了作者推崇及时行乐
的生活原则，他的及时行乐不是消极的厌世，而是对
不能逃避的死亡采取顺应自然的态度，如其《连雨
独饮》［4］117中所言: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松乔，于今定
何间? 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重觞
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云鹤有奇翼，八
表须臾还。自我抱兹独，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
心在复何言。

诗人开篇“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一句，就
点出人在运行不息的天地之中必然会有一死的客观
存在事理，接着写面对这“人生不满百”的慨叹我们
应该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采用吃药服食成仙的方
法真能够与天长存吗? 作者对此抱着质疑的态度:
“世间有松乔，于今定何间?”虽说借酒可以飘飘欲
仙，然而“天岂去此哉”的现实还是不能摆脱的。一
句“任真无所先”点中了诗人的心迹，其独任自然的
心态，不拘世俗之累的孤傲人格，以及“形骸久已
化，心在复何言”那种反省人生谈论生死的坦然，都
蕴藏了深刻的人生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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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最令人佩服敬仰的，除了他能够泰然面
对死亡外，更在于他能够大胆把死亡照进现实，在此
在生的状态下去感悟死。在《挽歌诗其一》中他旷
达坦然地诉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
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4］377

又如《挽歌诗其二》:“欲语口五音，欲视眼无光。昔
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4］379他勇敢猜测自己死后
的情景，并大胆想象亲朋好友的反应与状态。在死
后这一幅幅画面充斥脑海浏览一遍之后，他彻底悟
透了生死的真谛，所以发出“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
阿”［4］381的旷达感叹。

四、诗意地栖居
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中曾提到“诗

意地栖居”［7］这一命题，陶渊明远离仕途的黑暗污
浊与人世繁杂的关系，在宁静的田园中躬耕、赏菊、
饮酒，多次拒绝他人请其入世做官的邀请，在一片清
静简朴的庄园中享受着自我的宁静与满足。他对尘
世繁杂的主动脱离，不是消极避世的逃避，而是在追
求自我精神满足与舒适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对生命本
真的体验，用生命的感悟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在
抚琴赏菊的悠闲中释放对生活本真的热情，怡然自
得、不骄不躁地还原着自然与本真，这份淡然与超
脱，以具体真实的姿态印证着那句“诗意地栖居”。

陶渊明诗意的生活来自于他对自然的热爱与追
崇，是他“性本爱丘山”的真情流露，亦是他任真自
得人生态度的深刻体现，他的任真人格与他的诗意
生活互相熏染，二者交相呼应中建构了他独特深幽
的人生境界。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 心远
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
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首《饮酒其五》以一种超然的心态面对着生
活，他的诗意不是有形的身体脱离，而是内心自我沉
淀的宁静，所以即使“结庐在人境”也能“心远地自
偏”。真正的诗意就是能够在繁杂中找到宁静，在
污秽中寻求清新，把眼睛投向美好，就一定能收获美
好。

陶渊明的诗意，除了心境，还有他躬耕陇亩时的
悠然与闲适。如《归园田居其三》［4］83 :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
愿无违。

这首诗简单清新地描述了诗人一天的农田生

活，读起来自然而开朗，没有丝毫的做作与伪装，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我们似乎看见一个农民
安分守己地珍爱着自己的田地，勤劳恭谨，悠然自
得。陶渊明“放下了士大夫很难放下的架子，参加
了农耕劳动，并从心理上接纳了农耕劳动，在劳动中
探求和确立生命的意义。”［8］他热爱劳动，享受躬耕
带给自己的乐趣，不以此为耻，并坚定地认为“但愿
长如此，躬耕非所叹”。［4］217

陶渊明的诗意栖居，还表现在他对待人生无常、
困惑灾难时的泰然与旷达，那首《戊申岁六月中遇
火》［4］211，足以展现陶渊明面对灾祸的坦然与淡定: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正夏长风急，林室顿
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亭亭
月将圆。果菜始复生，惊鸟尚未还。中宵竚遥念，一
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奄出四十年。行迹凭化往，
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仰想东户
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既已不
遇兹，且遂灌我园。

蒋薰评此诗说: “他人遇此变，都作牢骚愁苦
语，先生不着一笔，末仅仰想东户，意在言外，此真能
灵府独闲者。”［4］214的确，陶渊明在生死祸福、“一宅
无遗宇”之际，能够处之泰然，与他平日里看得雪亮
不无关系，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够临危不
变、笑看云卷云舒。

他的诗意，还在于他能够固穷守贫，真正做到安
贫乐道。他晚年生活窘迫，甚至过着乞食的生活。
虽然贫困让他清醒地知道“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
端”［4］217，但他依然不为富贵所淫，不因为衣食而出
卖自己的精神，认为“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
归”［4］283。在贫困中他依然享受自然与生命的乐趣，
纵情饮酒、怡然赏菊，情兴处还会动情抚谈那把无弦
琴，这样真挚热情地对待生活，正与海德格尔“诗意
地栖居”不谋而合。但陶渊明的诗意人生不是一种
高深空洞的哲学，而是在平凡、简朴的日常生活中拥
有一颗诗意的心，给琐碎繁杂的生活赋予清新脱俗
的雅致，在纯朴简陋中点亮生活的色彩，给生命以无
限的魅力，也因此感染着后世千百年来的众多读者。

陶渊明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被称为古
今隐逸诗人之宗，他的作品对古今中外的读者都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人格及
其淡泊自然、悠远空灵的诗格，以不可动摇的姿态屹
立在文学丛林中，千百年来大放异彩。而他自身对
自我价值的努力追寻，对生命存在(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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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理解释哪些语言的语言现象? 这些问题都是笔
者今后要去发现和探索的问题。
注释:
( 1) 转引自 Zhang Zhengsheng． Tone and tone sandhi in Chi-

nese［D］．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8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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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许宝华，汤珍珠．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J］． 方言，

1981，( 2) ，145 － 155．
［3］ 许宝华，汤珍珠． 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 二)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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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许宝华，汤珍珠． 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 三) ．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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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anation of Tr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Yantai Dialect with Optimality Theory
SUN Rui

(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401，China)

Abstract: The present paper conducts an optimality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Yantai trisyllabic tone sandhi by the use
of positively stated markedness constraints，trying to claim that the parallelist Optimality Theory can give a satisfactory so-
lution to trisyllabic tone sandhi in Yantai and the type of positively stated markedness constraints can make OT analysis of
dialects with similar patterns simple and efficient．

Key words: optimality theory; constraint; positively stated; Yantai Dialect; tone sandhi
(实习编辑:钟婧怡 责任校对:安 炘)

( 上接第 14 页) 处境的深刻关注，对死亡坦然旷达
的理智态度，对诗意生活的不断追求，与存在主义哲
学隔着时空遥相呼应，并透过其深幽高远的文字传
达到读者心中，不断给研读他诗文的读者以心灵的
震撼和人生指导。
注释:
( 1)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到:“为此在本真的生

存论上的可能性需要的自由存在之可能性的生存论
存在论条件，就存在于生存，即向能在先行于自身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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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 of Existentialism in the Poetry of Tao Yuanming
WANG Ying

(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0006，China)

Abstract: The pursue of self value，the attention to life＇s existence situation，poetic dwelling and the the deep un-
derstanding of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of death，which are embodied in Tao Yuanming＇s poetry，have high similarity with a
lot of propositions in existential philosophy． Tao Yuanming，a poet of Chinese Jin Dynasty，who was separated with the
birthplace of existential philosophy by time and space，with his unique lofty features，shows the existential philosophy
with native Chinese significance to us．

Key words: Tao Yuanming; existentialism; poetic nature; generosity
(实习编辑:王崛兴 责任校对:石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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