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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和陶渊明自由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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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庄子的自由境界是一种绝对的自由，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而陶渊明的自由境界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是把庄子的自由思想“人间化”，从而使庄子的自由境界不再是触不可及的。庄子与陶渊明的社会理想只是一种
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与真实世界是格格不入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社会理想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摒弃，
表现出积极地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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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庄子与东晋诗人陶渊明对现实生活都是逃
避的，从而追求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但他们的观点又不一
样。这种不同在于:庄子在当时百家争鸣的时代中感受到
的是社会矛盾，所以庄子逃避的是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即“无功、无名、无己”是其追求的目标。庄子的这种精
神自由一般人很难达到，他追求的是绝对自由。而陶渊明
所逃避的主要是官场，他认为官场太拘束，是对人精神心灵
的束缚，官场有很多规矩和束缚，认为官场很压抑。他的这
种思想对后世隐士有一定的影响，所以陶渊明追求的自由
是相对自由，是一种回归到田园中追求的自由，他追求的是
随意、随心的社会。所以他认为官场是牢笼，因此在他回到
田园生活中时，仍是以文人的姿态回归的。

一 庄子的绝对自由
从春秋到战国中叶时期，各种思想争鸣更加激烈，社会

矛盾也日益剧烈，应运而生的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庄
子的思想就是代表之一。庄子的学说中心是归根于老子的
哲学思想，因此，后人将二者并称为“老庄”，把他们的哲学
称为“老庄哲学”。
“天道无为”是庄子的主要思想，他认为世间的一切事

情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道法自然，这是先秦道家及汉
唐以来的道教共同宗奉的中心理念，是整个道家、道教思想
体系的核心。［1］在此，庄子思想突出的重点是自然无为的
本性，强调的是必须尊重自然，要遵循自然的规律办事，正
如王弼所言: “道不违自然，方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
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不难看出，庄子的思想
中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内容。

具体表现在:
1．庄子认为，“道”就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2］即

“道”的存在与运行是圆满和谐的整体。世间的一切事物，

都在有序地运动着，他们都有内在的法则约束着，而这些法
则和秩序均来自于“道”。他在《齐物论》中提出: “是非之
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
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 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
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庄子认为，“道”是任何
语言都无法表达的，是浑然一体的。“道”始终保持着虚静
的姿态，它既是万物之源，又超然于物外。他主张要消除一
切对立的矛盾，消除一切事物的界限，以达到“万物与我为
一”的境界，即主体要抛弃自我，通过“我”来“忘我”。人如
果能心境明清，就能体悟出绝对的“道”，就能超越功利达
到“相忘”的生活境界。庄子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即是
如此。如果说老子的“道”体现在社会人生上，流露出一种
冷漠感，那么庄子的“道”体现在社会人生上，表现出对精
神绝对自由的追求。［3］所以说，庄子的“道”是一种绝对的
存在，但这种观点，却是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的。

2．他主张“无为”。“无为”是动中之静、静中之动的
“无为”。天之“无为”而四时能行，地之“无为”而万物能
生，所以天地人三者之间，存在着朴素的辩证法关系，而人
的“无为”可以使得恬淡真性，造化万物，尽在其中。庄子
主要是指在人生境界中追求自由，他愿意放弃一切的念想，
但同时他又是矛盾的，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因
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特别是极力地否
定现实生活，他认为要管理好国家，就必须“无为”，这样才
使得天下都归其本心。庄子追求的是一种“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绝对自由。

3．在政治方面，他主张“无为而治”。世界的本原是无，
而符合“道”的原则就是无。庄子在《刻意》中指出: “恬淡
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质也。故圣人休焉，休
则平易矣，平易则恬淡矣。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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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他认为，圣人的生活是美的，
因为他们只要提高自身的修养，遵循无为之道做事，天下就
可以大治了。庄子的“无为而治”，在政治方面，主要指的
是反对所有的礼仪法度，通过磨砺自己的心志，丢掉一切的
文化等方式，达到治天下的目的。

4．就庄子的文章而言，可以用变化多端四个字来形容
他的文笔。例如《逍遥游》一篇，文章就具有很浓厚的浪漫
主义色彩。透过全文，可以看出，庄子的想象力极其丰富，
文中出现了多种新鲜的事物。汪洋恣肆的文笔，气势豪放、
潇洒自如，运用鲲鹏、学鸠、朝菌、蟪蛄、大椿、斥鷃等意象，
旨在告诉后人，世间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灵性，珍惜个体的生
命，不要超越自身的本性和所属的客观环境条件，要维护淳
朴的自然性。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主观修养的提高，放弃功
名利禄，最终获得真正的逍遥自在，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
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理想境界。

庄子继承的是老子的思想。老子提出的思想是“小国
寡民”“老死不相往来”，而庄子回避问题却采取消极的方
式，当老子提出人要回到自然中去时，庄子却提出了世界上
万事万物的产生都有其自然性，他指出“齐万物，等生死，无
是非”的思想，这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对待身边的各种事
物，以一种大智若愚的超脱境界，告诉人们如何完全获得解
脱的过程。在庄子的《逍遥游》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了人是
万事万物中的一个“类”，在庄子看来，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的，人就是要活得自由自在，逍遥自在，而这个核心就是追
求自由。庄子讲的“自由”，是“物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就
是指人的身体内心的自由，即“逍遥游”。所谓“逍遥游”的
意思，主要是指不受任何客观事物的约束与限制，讲求的是
顺应自然的本性、淡泊名利，最终达到的是一种绝对的精神
自由境界。《逍遥游》的主要内容是讲，在社会生活中的人
们，时时受到各种物质条件的束缚与引诱，要想达到自在乐
观的态度，到达幸福生活的彼岸，就必须放下这些世俗的枷
锁。此外，庄子在《逍遥游》中，又刻画出一个长久影响中
国的意象，即“鲲鹏”。我们知道鲲鹏在现实生活中是没有
的，它是庄子想象出来的一个物象，但在庄子的描述中，鲲
鹏是极其不自由的，作者只是想通过鲲鹏这个形象，告诉人
们做事情要放下功利，只有舍得放弃，才能得到自己想追求
的事物。

中国的儒家思想为我们留下了三个境界，达到了永垂
不朽，流芳千古的影响，即“立德、立功、立言”; 而道家则提
出要放弃这些才能自由，即要“无功、无名、无己”，即要放
弃功名利禄来达到自由。从《逍遥游》这篇文章中，可以看
出，庄子所追求的是一种不受约束、安闲自在的精神世界。
但是这种悠然自得的美好世界，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所
以，人要活的轻松自如、优哉游哉，就需要“定乎内外之分，
辩乎荣辱之惊”。即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
获得自由，同时还要有自己的认识观，不要为外物所误，即
《逍遥游》是一种完全绝对自由的追求。

庄子的这种自由观是从老子那里得到的，他提倡的是
与“自然”有关的启示，由此来反对实际的人生，觉得人类
的一切碌碌追求，都是以牺牲人的天性为代价的，完全与
“自然”的本性背道而驰。庄子又嘲笑儒家的“圣贤”和“仁
义”等观点，将“真人”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将生死、寿夭、
善恶、是非、贫富、荣辱、穷达等世俗问题置之度外，达到物
我两忘，“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精神境界。道家的这种
人生态度被人称为“出世”或虚无主义，与儒家的“入世”形
成鲜明对比。事实上，人生总是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因
此，千百年来，传统士大夫多出入进退在儒、道之间，达则以
儒家“兼济天下”，穷则以道家“独善其身”，由此可知道家
在中国影响之深远。

二 陶渊明的相对自由
在玄言诗的影响下，中国诗歌逐渐扩大，出现了新的领

域，即开始表达一种田园情趣，开始在人的精神自由中探索
其中的乐趣。在东晋时期，出现了诗人陶渊明，他是“田园
诗”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田园诗写得浑然天成，是对人们
心灵上的一种净化与洗涤。此时的“田园诗”的特点可以
概括为，由于作者自觉地回避社会压力，所以他追求的是自
足的生活。

清贫的陶渊明，由于天性“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不堪
忍受仕宦生涯，以“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为借口，而解印去
职。解印去职这一事件，让他彻底认识到这些拘泥不变的
世俗生活与自己所推崇的自然本性是格格不入的，于是欣
欣然赋“归去来”。在归返田园之后，他找到了可以逾越不
同人生境界的乐趣———以躬自耕读为乐，闲暇中“欢言酌春
酒，摘我园中蔬”，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逍遥自
适，悠然冥合于玄远之境。［4］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超脱政治，
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可见他并没有完
全地断绝对世事的关心与遗忘，如: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
老”等诗句。虽然他的诗读起来较为平淡，但在这平淡之后
却掩藏着激烈的政治态度。所以说，陶渊明所追求的自由
是一种相对的自由。

1．魏晋玄学影响下继承老庄思想。
玄学中“得意忘言”的方法对陶渊明的影响较深远。

例如在《五柳先生传》中: “好读书，不求甚解; 没有会意，便
欣然忘食”，这句说明了他就是用这种“会意”的方法探索
着人生的理想，希望从混沌且苦难的现实世界中超脱到理
想的精神境界中去，同时他又是一位魏晋玄士。清方东树
《昭昧詹言》卷一: “渊明似庄兼似道”，朱自清先生说: “陶
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5］刘大杰认为: “陶渊明是
魏晋思想的净化者，他的哲学文艺以及他的人生观，都是浪
漫的自然主义的最高表现。他爱慕老庄那种清净逍遥的境
界，而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谈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观
与慈爱，而不沾染一点下流的迷信色彩。”［6］虽然陶渊明深
受魏晋玄学的影响，但是，陶渊明的田园诗与东晋的玄言诗
又是有区别的。不同的是，玄言诗主要追求的是远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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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重点对老庄哲学及佛教的教义等方面梳理归纳;而陶
诗却是取材于现实生活，是陶渊明对社会与人生的感悟与
总结，而不单单是对玄学的解释与图解。

2．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自于老子，即“道法自然”。在《庄

子·应帝王》中，庄子也提到了“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
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可以看出，老庄都是以
自然为最高境界的。然而，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中，
他提出“质性自然”，在《形影神序》中，提出“神辩自然以释
之”。显而易见，陶渊明在继承老庄思想中，也认可了自然
的价值:自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陶渊明生活与创作的最高
标准。在最初的田园生活中，他深深地感受着“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快乐，“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
勤耕作，这些都使他与农民融洽相处，亲密无间，但同时也
使他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思想感情:陶渊明通过劳动认识到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道理，事实上他虽然多年亲力耕
作，却不能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这就促进他进一步思索自
己所探寻的人生之道在实际生活中碰壁的原因，并把它和
社会人事联系起来考虑，从而产生桃花源的理想。这是一
个农民通过躬耕就可以获得温饱问题的平等社会，虽然只
是一个乌托邦，但它是陶渊明毕生追求的人生真谛的反映。

陶渊明坚持用自然的准则去看待现实世界，结果却看
到现实世界的丑陋与虚假是无处不在的。他提出只有回到
本真的自然中，回到纯朴的田园生活中，才能与道德沦丧的
世俗社会相抗衡。因此，返回自然是其总的思想倾向，他坚
持“抱朴含真”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才能达到“不戚戚于
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返回自然，是以一种淡然的生活态
度表达对世俗社会和礼仪法度的厌恶与遗弃。尽管陶渊明
采取的是一种悲观的逃避方法，却隐藏着抵抗病态社会、不
与统治者随波逐流的积极意义。陶渊明认为世间的一切事
物都是不断变化的，只有以一种恬淡的心情，才能面对瞬息
万变的世界，才能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

3．平淡的田园诗风。
陶渊明的诗篇，风格上是以平淡为主的，这里的平淡是

源于去除杂质之后所留下的更纯、更耐人寻味的艺术特色;
而语言方面，表现为简约精妙，陶诗语言就是在质朴平淡的
外表下包藏着他内在炙热的情感。他的《归园田居》作品
中，就展现了一个与世道纷乱的黑暗官场迥然不同的新世
界。梁启超说过: “渊明在官场里混那几年，像一位‘一生
爱好是天然’的千金小姐，强逼着去倚门卖笑，那种惨耻悲
痛，真是深刻入骨。”［7］陶渊明挣脱了对黑暗官场厌恶的精
神枷锁限制，将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安宁怡人的田园风
光中，他的田园生活达到了另一番人人憧憬的宁静致
远———“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

陶渊明是一位出名的隐士，因为他特别喜爱菊花，所以
咏菊就成了他诗歌作品中司空见惯的事情了。而菊花自然

而然地就成了他的替身。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饮酒》) 一句中，这里的菊和南山都是自然存在的景物，
但是又不是纯自然的，因为它与陶渊明的隐居生活联系在
一起时，才能产生悠然之情。而这情的本身，也是社会生活
的反映，是指陶渊明处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生活中激起地对
于“世外桃源”情感的反映。日本作家夏木漱石《草枕》说:
“仅此两句，便表现了忘却俗世一切心酸痛苦的境界。写此
诗的心情，既不是因为篱笆对面邻女的窥视，也不是由于南
山亲友获得了俸职。这完全是一种超然的，涤荡利害得失
之污浊的旷怡心灵。”［8］在《饮酒》一诗中，诗人将怡然自得
的情与静谧优雅的景交织在一起的写作手法，更加突出了
文章“此中有真意”的主旨。诗人在看到日夕与飞鸟时，主
观的情感与客观事物相契合，以便悟出人生的真谛。纵观
整首诗，作者的人生追求，是在无形中流露出来的，一种看
似无意的表达方式，却字字凝练，简洁有力，潜移默化中追
求着完全忘我的境界，传达的却是“天人合一”的思想。

三 综述
总之，庄子的自由境界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他所追求的

是一种清净、无为的世界，这是一种理想化的世界，而陶渊
明把庄子的自由思想“人间化”，从而使庄子的自由境界不
再是触不可及的。在陶渊明看来，他的归隐田园是对黑暗
政治社会的摆脱，是对个人生命和精神自由的追求，对自然
深深情感的表达，是与宇宙意识、生命意识息息相关的。他
认为只有挣脱官场的束缚，摒弃功名利禄，才能走向新的自
由境界。他领略着自然之真，体验着自然之美，在大自然中
找到了真正的自我，从中领略生命以外的心灵慰藉。他归
隐田园以后的生活行径，大大超出了功利性的范畴，他享受
着在大自然中追寻田园生活的淡泊心境与知足常乐的心理
调适。

因此，通过比较得出，庄子所追求的绝对自由，提倡的
是从远古时代中找寻属于自己的理想社会，从大自然物我
两忘的空间中，找寻幽静、庄严、静穆的原生态庄园。他摒
弃了当时社会中的道德沦丧、世道纷乱的丑陋现实，坚持认
为只有最原始的故国山川才是追寻的最终目标，因为它们
最质朴、最真实、最自然，可以福荫百代。但是他的这种方
法是可笑的，是不能实现的。

虽然陶渊明在世俗功名的取舍与精神索求的追求方
面，也十分向往远古时期的自然安宁、和谐质朴的生活方
式，但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图景却明显不同于庄子所追求
的理想社会。例如《桃花源记》中就创造出一个引人入胜
的理想社会———“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个理想社会是陶渊明的心态外
露，独树一帜的风格是诗人在庄子思想的启迪下创造的。
他内心渴求的这个远离仕途的神仙境界，隐喻着对黑暗社
会现实的不满，同时也交织着作者对理想社会的索求。

桃花源明显与庄子的思想有着渊源联系: 在社会性质
方面，属于没有阶级的社会; 在政治方面，( 下转第 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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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alan＇s Civilized Mentality Through the Use of Allusions in His Ci 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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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lan’s Ci poem is glutted with a sort of ambivalent and tragic ambience，which origins from NalanXingde’s per-
sonal civilized mentality underneath his noble identity． Nalan processes a thread of impressive emotion that embodied in his material
and devices of allusion． Nalan prefers adapting predecessors’short lyrics，emphasizing natural images and maintaining sentimental
style． The formation of his civilized mentality is not only related to personal skills of allusion and disposition，but also interwoven
with common social background． This easy will interpret the former contents in various persp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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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07 页) 没有君权、没有法律，没有道德规范的束
缚; 在经济方面，没有剥削压迫; 在思想形态方面，没有智慧
的较量; 在生产方式方面，这个理想社会，需要每个人都要
劳动，热爱生活，共同享受桃花源中的质朴纯真。然而，陶
渊明毕竟是东晋的陶渊明。他虽继承老庄思想，崇敬伏羲、
神农生活的时代，但是他还是摈弃了庄子自由观中的过分
追求原始的物质生活方面。所以说，陶渊明追求的是一种
相对的自由。

总之，庄子与陶渊明所建构的社会理想，都属于是对精
神世界的一种增补。他们崇尚自由的追求，也只是一个乌
托邦式的心灵寄托。因为，这种社会理想与现实世界是不
相容的，它不适应于充满矛盾斗争的现实生活中。但毋庸
置疑的是，他们对其所处时代中社会现状的揭示与否定，表
现出的积极批驳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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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Chuang－tzu and TaoYuanming＇s Theory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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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e state of Chuang－tzu is an absolute freedom which is a kind of ideal world，while the realm of freedom of Tao
Yuanming is a kind of relative freedom． The social ideal of Chuang－tzu and Tao Yuanming＇s is just a utopian world，which is misfit
to the real world． These ideals reflected the fact that they wanted to reject the society in which they lived and it showed a positive
critical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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