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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自我的三种力量
———论陶渊明的自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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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马斯洛提出了人的五种基本需要和自我实现理论。一般来说这五种需要是逐次完成的，但陶渊明却

能在中级需要甚至低级需要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完成了自我实现。个中原因，是因为诗人智慧力量、道德力

量、意志力量这三种人格要素的强大，从而使他具备了常人所不具备“挫折超越力”。文章运用现代人格心理学理

论，对陶渊明的自我实现进行分析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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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５４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出版了《动机与
人格》一书。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他

提出了人的五种基本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等系列

新论点。这些建立在对人性解读和研究基础上的新

理论奠定了他在人格心理学界的教父地位。马斯洛

认为的“人性”，指的是人类所具有的一种基本性

质。“即某种心理结构的框架，或者说以人种的遗

传为基础的似本能的基本需要。”马斯洛认为：如果

人的本性能够得到健康顺利展现，那么他就是一个

“自我实现”的人。

马斯洛在分析“自我实现”时，描述了自我实现

者常常具备的十五种特征。每一种特征又有着具体

的行为表现。而这诸多表现集中到一点，即自我实

现者具有着一种健康的独立的自由人格。

陶渊明是一个在主体人格上具有鲜明独立性的

人。就以他的归隐南山而言，既是在一种文化思潮

挟裹下的行为，又是自己独立思考后的一种慎重选

择。隐逸之风，晋宋流行，陶渊明生活的江州，更是

“隐逸文化”的中心所在。陶渊明人格的形成和归

隐的行为，自然与这种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但陶

渊明的归隐，既不是仕进无门的无奈之举，更不是企

图走一条待价而沽的终南捷径，他在这种隐逸文化

中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独特性。朱熹曾言陶渊明“高

于”处处标榜清高自由的晋宋人物，正是看到了诗

人人格上不同世俗的独立性。

陶渊明在其第五次归隐之后，逐渐完成了主体

上的自我实现。在过去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一

方面接受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格心理学说，认同

了马斯洛关于人的五种需要的观点。但却理解为这

五种需要是在低一级的需要满足之后才会升格到高

一级的需要。事实上马斯洛的意思并非如此，不少

现代人格心理学对此作出了解释
［１］
。很多人在中

级需要甚至低级需要都没有充分满足的情况下，同

样完成了自我实现。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例证。

陶渊明为什么能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中完成自我

实现呢？

按照人格心理学家的理论，某些人之所以能够

在中级需要甚至低级需要都没有完全满足的情况下

完成了自我实现，是因为其主体具备了一种一般人

所欠缺的“挫折超越力”。所谓“挫折超越力”，指的

是容忍挫折和战胜挫折的一种主体性能力。而这种

能力的培养和具备，取决于主体人格中的三种要

素———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陶渊明正

是具备了较强的智慧力量、道德力量和意志力量，所

以表现出常人所罕见的挫折超越力，才能从艰难中

完成超越。

陶渊明智慧力量的强大，主要表现在他对现实

社会和自我本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矛盾的这

一清醒认识上。他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停

云》）来形容晋宋易代之际的污秽现实。在这样的

社会状况下，“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感士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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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社会的中坚力量———士大夫阶层，已经失去

了社会责任心和正义感，官场完全演变成追名逐利、

鱼肉百姓的场所。怀抱理想的诗人曾五次涉足其

间，但从第一次出任江州祭酒的“不堪吏职”，到第

五次彭泽任上的挂冠而去，五次出仕的经历使他逐

渐认识到自己“总发抱孤介”（《戊申岁六月中遇

火》）、“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的本性是

不适宜也不可能在这里找到舒心的立足之地，他最

终选择了“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

中遇火》）的归隐。他为这个选择付出了很大的代

价，付出了华轩的舒适、美酒的享受，选择了与清贫

为伴，与疾病为伍的生活。他的这个选择，绝非仅仅

是痛恨在官场“为五斗米折腰”的屈辱，不是宗教徒

看破红尘的撒手尘埃。在他看来，“守拙归园田”是

一种自然而理智的选择。因为官场是扼杀自由意志

的“樊笼”，他的价值观又是把人性的自由展现放在

首要位置。在“樊笼”和“清贫”之间，他觉得前者给

自身带来的痛苦更甚于后者，陶渊明所持的价值标

准是常人能够认同的，但真正去实践这个选择又是

常人难以做到的，这就是陶渊明的伟大和不平凡之

处。这就是现代人格心理学家所说的具备了挫折超

越力，诗人也正是凭借着不同于常人的挫折超越力

完成了超越。

自我实现指的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达到了自我

实现境界的人并不是再也没有痛苦，而是他们比常

人的痛苦要少一些。遇到常人的痛苦时，他们能以

理性思维来对自我心理进行调剂。在如何看待死亡

问题上，陶渊明同样也表现出不同常人的睿智。庄

子在剖析人生苦难时，提倡要具备“真人”的思想境

界才不会感觉人生的痛苦。他在《大宗师》一章中，

提出了“三外”。即“外天下”、“外物”、“外生”。

“外天下”，指的是不要挂牵天下社会的变故，把儒

家的出将入相、大济苍生的“名”视为敝履；“外物”，

指的是不要执着于物质的享受，完全抛弃对“利”的

追求；“外生”，指的是不要惧怕死亡。在庄子提倡

的“三外”中，最难做到的是“外生”。为了让人们能

做到这一点，庄子甚至大量宣扬活着的痛苦和死亡

的幸福。庄子认为，如果能把生死都置之度外，名、

利就不在话下了，人的心灵就会豁然明亮，进而领会

到天人齐一的道理，进入了“一生死”的境界，就能

最终达到不惧怕死亡的心境。但是，庄子提供给世

人完成“三外”的方法是“坐忘”。何谓“坐忘”？即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庄子·内

篇·大宗师》）。客观地说，庄子所说的这个方法，是

一个心智正常的人不可能做到的。作为一个人来

说，有生就有死，生命是一个有限的过程，甚至可以

说是一个短暂的有限过程。认识到生命的短暂，无

论对于古人或今人来说，都说不上是一种智慧。但

是，乐生恶死是人之本性，害怕死亡是人之共性。陶

渊明虽然在很多方面认同庄子的哲学，但在死亡问

题上，显然有异于庄子。我们在诗人的文本中，可以

清楚地感受到他并不是去回避死亡和忘却死亡，而

是经常在考虑死亡问题。他在《己酉岁九月九日》

的诗中写道：“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

没，念之中心焦。”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日益迫近的死

亡感到某种焦虑。他在《形影神》中，更是对这个人

生重大的问题展开了理性的讨论。他最终给自己开

出的药方是直面死亡，顺应死亡。活着的时候，就尽

量追求自己所喜好的东西，比如他所喜好的酒，喜好

的琴书，喜好的创作，喜好的赏游山水，这就是他的

“及时行乐”。而当死亡来临之际，便坦然面对。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

虑”。（《形影神·神释》）他在《挽歌诗其三》中想象

自己死后的情景和应该持有的心境：“幽室一已闭，

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

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托体同山阿。”正因为诗人能具备这样的理性

思维，同时又能将这种理性思维变为一种人生实践，

这就是他智慧的表现。“死亡是人的一大困惑，这

个困惑被陶渊明勘破了”。
［２］８１
他能勘破常人畏惧的

死亡，所以能表现出超脱常人的洒脱。

人类的智慧力中还包含着“语言运用智力”。文

学家较之常人在这种智力上有突出的表现。陶渊明

在诗歌创作上的杰出成就表明了他在这种智力上的

天赋。他的创作不仅满足了喜怒哀乐情感宣泄的需

要，同时，在艺术的审美过程中他的思想境界得以升

华。从形而上的层面上去看待诗人的审美体验，实际

上是诗人对生命自身意义的一种自我体验。诗人的

诗，特别是那些为人们广泛传诵的诗章，其指归，都浸

透着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这种生命之思的审

美活动，正是使诗人从“遮蔽”走向“澄明”。

人格心理学家所说的“道德力量”，与一般人所

理解的“道德“有所不同。它“是个体对自我、他人、

人类、大自然、宇宙以及存在本身的一种真诚的态度

和能力。一个人对于自己、他人、人类、自然、整个宇

宙，以及‘道’本身的态度越是真诚，以及对这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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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能力越强，他的道德力也就越强”
［３］８７
。陶渊

明是一个非常真诚的人。陶氏诗文中屡屡提及的

“真”，这个范畴中就包含着“真诚”的含义。他的诗

作能为人喜爱，很大程度上是其文本中透露出的真诚

人格魅力深深打动了读者。梁昭明太子萧统云：“语

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

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

贤笃志，与道?隆，孰能如此者乎！”（《昭明太子文

集》卷四）焦曰：“靖节先生人品最高，平生任真推

分，忘怀得失，每念其人，辄慨然有天际真人之想。若

夫微衷雅抱，触而成言，或因拙以得工，或发奇而似

易，譬之岭玉渊珠，光采自露。”①焦认为诗人的真

诚，是其主体人格的一个天然组成部分，犹如珍珠美

玉的夺目光彩，是自身的自然显现。真诚最基本的意

义是什么？就是不虚伪，不做作。对于自我来说，就

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恰如其分地评价自己。从诗

人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不愿在虚伪污浊的官场讨生

活，因为这是与他的“本性”相矛盾的。既不愿意，也

无这种“能力”在官场虚与委蛇，所以只能回到纯朴的

田园，因为这个环境是与其本性相适应的。归隐，并

非为了标榜清高。当隐则隐，不以为高。这种对社会

和自我的认识，堪称“真诚”。

作为主体道德力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什么？心理

学上称其为“同理心”。也可称为“神入”，（ｅｍｐａ
ｔｈｙ）孔子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所言
的“恕”。用中国的传统话语来说，就是“将心比

心”。能将心比心地对待别人，是一种更高程度上

更难做到的真诚。陶渊明在经济情况尚好的时候，

给自己的儿子找了一个仆人。这是作为父亲对孩子

“爱”的一种表现。但他担心儿子苛待了这个仆人，

所以特写信叮嘱：“此亦人之子也，可善遇之。”
［４］
这

不就是典型的“幼吾幼，以及人之有幼”博爱精神

吗！对自己的堂弟、同父异母的妹妹以及朋友，诗文

中表现出深切爱怜、拳拳之心的话语比比皆是。他

真诚地关心、体谅、爱护这些人，也从这种对他人的

爱中得到友情的回报。这种和睦的人际关系是诗人

走向自我实现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精神动力。可见，

“同理心”不仅是一种对他人的道德施舍，也是一种

道德力量的回报。

诗人的道德力量还体现在他对自食其力生存方

式的肯定，特别是对体力劳动的认同，使他在这个方

面的思想境界明显地高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孔子

是封建时代公认的圣人，但樊迟问稼的故事表现出

他对劳力者的轻蔑。陶渊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

个藩篱。他在《劝农》诗中说“哲人伊何？时维后

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穑”，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这些

亲身参加农作的远古圣贤，是他的精神偶像。他用

农人的口吻和心态写道：勤劳就能够自给自足。如

果贪图安逸，岁暮还有什么指望？陶渊明不是历史

上第一个躬耕自食的知识分子，但却是第一个真正

写出农人劳作感受的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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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田居其

三》）“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

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戍岁九月

中于西田获早稻》）能够写出这些广受后人喜爱的

诗篇，基于他亲身务农的经历，基于他拥有高于整个

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

能够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无一例外都具有极

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像陶渊明这样在中级需要甚至

低级需要都没有完成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他的意志

力的强大表现在下列两个方面：其一，面对归隐后每

况愈下的物质生活，诗人表现出来的毫不动摇的坚

强意志。诗人在《有会而作》的序言中云：“旧谷既

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

未已。登岁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资，烟火裁通。

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

述，后生何闻哉！”自躬耕以来，对农作生疏的诗人，

收获不佳的状况可以想见。而在旧谷耗尽，新谷未

登之时，是所有务农者最困难的时候，加之天灾，诗

人的确可以说是“屋漏又遇连夜雨”，诗人此时的状

况是“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

粮。御冬足大布，粗?以应阳”（《杂诗十二首·其

八》）。但就在如此艰难之中，诗人抱定的信念仍是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

颜（咏贫士七首·其五）”。诗人不仅如此说，也是如

此做的。归隐后江州大员檀道济和王弘都曾有征召

之意，但均被诗人婉言拒绝了。作为一个生活在饥

寒窘迫之中的人来说，要拒绝丰衣足食、肥马轻裘的

物质诱惑，需要多么强大的意志力来支撑他的抉择。

其二，与其能坚定选择“安贫”生活相联系在一

起的是“乐道”。“乐道”是一种对信仰的追求，这是

他意志力量赖以生存的基础。“体道”为乐，“殉道”

无悔，两者都需要坚强的意志力量。放弃，常常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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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失落。但放弃旧的目标是因为体认了“道”，是找

到了新的生活目标，又会变失落为充实和快乐。在

对“道”的体认和追求中，陶渊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其

一》）的时间就是一个反复体认、追求的复杂过程。

在此期间，选择、放弃、再选择、再放弃，直到最后的

确立。他前期的理想，显然带有浓郁的儒家色彩，也

就是他所提到的“先师”“遗训”。无论是现实不具

备实现这种理想的客观条件也好，还是个人不具备

完成这个理想的主观条件也好，或者两者都不具备

条件来完成这种理想，总之，诗人最终放弃了对这种

理想的追求。在放弃的同时，他将后半生目标定格

在“自由意志”的追求上。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本

性和自己的追求趋向一致时，他是那样的高兴。在

《桃花源记并序》中，诗人展现了他心仪的乐土。

“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尽管诗人也意识到这

是现实中的乌托邦，但他还是“愿言蹑清风，高举寻

吾契”，表达了矢志追求的决心。从自由意志的角

度来说，陶渊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追求，从而完成

了他的自我实现。

注释：

①　明万历焦影刻本，转引自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第 ４７４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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