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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坛

2012 年 7 月，《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并于 2014 年获得鲁迅文学奖。该书是鲁枢元先生

近十年生态文艺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对国内目前的生态批

评和生态文艺学等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

全书用五个部分完成了精神的回归之旅：从探讨人与自

然的元问题开始，历经哲学、文学的较量，穿过尘封的历史，

终再回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个亘古未变的问题，并对

人类生存的现状以及未来提出了某种可能性。鲁枢元先生在

《陶渊明的幽灵》中所阐释的生态思想，为荣格的忧虑带来

了某种缓解的可能。该书力图超越单纯的、对现状的批评，

注目于未来，站在整个自然甚至宇宙的高度上来关照人类世

界，为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困境寻求解决之途。

“元问题”作为第一部分，既是全书思想的出发点，也

是精神的归宿。作者希望在这个终极层面上获取智慧，借此

诠释生命的内涵及其存在的意义。“元问题”的范围是辽阔

而深邃的，它统摄了人在自然中遇到的所有具体问题，也是

为首要的问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元问题”

的大范畴之内，哲学、文学和史学所关注的问题皆反映了人

类社会对自身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

著作的第二部分力图在哲学的层面上寻求答案，但是，

结果却令人失望，尤其是在启蒙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

走向更为紧张和对立的状态。在众多的哲学流派和思想当

中，《陶渊明的幽灵》将目光投射到自然哲学的思想领域，

在自然哲学的层面找到了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契合点，并为自

然哲学作了生态式注解：“站在自然的立场，以自然为尺度

观察、体验、解释宇宙、社会与人生的哲学或思想。”[1]

在第三部分中，该书将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及其代表的中

国浪漫传统同欧洲浪漫主义相类比，在文学的层面上为自然

哲学思想找到了实证。卢梭一向被看作启蒙运动的象征，但

是他的“自然人”观点暗合了陶渊明的价值取向，足以成为

反启蒙、尚自然的利器。而梭罗更是在拒斥文明、退避荒野、

维护精神自由等方面，同陶渊明式的思想境界有很多相似之

处。

陶渊明的自然思想虽然在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具有重大

的意义和价值，但是历史并没有给予它客观和公正的评判。

因此，《陶渊明的幽灵》用第四部分来阐述历史的疏漏，为

陶渊明“平反”：“陶渊明的伟大，在于他与‘自然’的

天然结盟；陶渊明的命运也因此与‘自然’的遭际息息相

关。”[2] 它向读者证明，人类社会对自然的忽视，并非个人

所为，而是整个历史的疏漏，它希望能够借助陶渊明来挽救

这一趋势，德里达的“幽灵学”在这个时候扮演了“先知”

的角色，它向世界揭示：在自然的演替中，始终未因为“疏

漏”而消逝的正是陶渊明的幽灵——人类内心深处对自然的

向往和对完美生存状态的追求。

终，这本著作在回溯了人类的哲学、文学以及史学的

方方面面之后，落脚于社会学对当代人的精神问题和生存困

境的思考上，并尝试性地提出生态的、自然的、浪漫的解答。

“幽灵”的思想和“道”的精神赋予幽灵以“合法性”，并

使之能够用于拯救业已精神沦落的现实社会。那些被割裂的

“知白守黑”的规则、被疏漏的自然精神、被遗弃的浪漫和

诗意栖居的生存状态，都能够通过“幽灵”的方式复现。

总之，《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具有极其丰富的学术思想，

涵盖了哲学、文学、历史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多个方面。

在论述陶渊明的自然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将陶渊明的精神生

态思想用于解决当代人所面临的社会、生态以及精神等问

题。正如该书开篇所言，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在这个天空毒

雾腾腾、大地污水漫漫的时代，期待陶渊明的幽灵重新为世

人点燃青灯一盏，让那一丝清幽之光，照亮我们心头的自然，

那才是我们自由美好生活的真正的本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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