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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个人空间

张炜

陶渊明生活前后的那个时期，既是中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残

酷的时期之一。我们不妨把同时期的中国与西方做个比较。那时

的西方正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一直被我们定义为“黑暗

的”，实际上也不尽然，起码不是我们习惯上所理解的那样一个世

纪。稍稍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内部，会发现这个“黑暗”时期的科学

仍在前进，并由贵族们建立起一些了不起的传统。这也是一个创

造和发展的、深奥而不浅薄的时期。中世纪是一个复杂漫长的历史

阶段，不是一般人口中的概念化简单化的理解。一谈到后来的文艺

复兴，就说它是反对上帝，把人性从神性下解放出来等等，这未免

太简单了。文艺复兴实际上并不反对上帝，而是在承认上帝的基础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刻板

化、符号化，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本为人的生动性、丰富

性。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以当代作家的敏

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

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突显他作为一个

“人”的伟大之处。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要么追名逐利

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如何能像陶渊明

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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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精神。

西方中世纪有一千多年，而中国魏晋只相当于西方中世纪刚

刚开始的那个小小时段，不能与之合榫对应。但有些地方，比如说

宗教势力的强大、士族势力的强大却是相似的。在这个时段里，中

国的魏晋更为可怕和残酷，大概已经不是“黑暗”两个字就能概括

的。用“嗜血”两个字来概括，可能更合适一点。

从遥远处回望，魏晋就是一个不堪忍受的、剧烈动荡的时

期。这是对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总括。但是如果具体生活在

那个时代，就像任何时代一样，它还有很多的空间，可以分解出

不同的生活板块和文化板块。人总是在局部，在某一个板块里生

活，不是在混沌一片的概念里生存，不是在想象中的那样一种无

所不在的毒氛和血泊里生活。相反由于当年的信息、交通、科技等

水准的局限，它尚可保存一些相互隔绝的角落。这种封闭的角落

不仅是地理和自然意义上的，而且还是精神思想乃至于艺术意义 

上的。

我们发现，人一旦进入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还有安全生存的

可能，有思索的可能，徘徊的可能，孤独的可能，寂寞的可能。问题是

要能够进入这样的空间，才会得到暂时的喘息，得以从事创造性的

劳动。问题是知识分子一定会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培育，一旦逃避

就惴惴不安。所以他仍然还会思念“丛林”向往“丛林”，既畏惧这片

“丛林”又企图改造这片“丛林”，尝试一搏。所以要真正能够寻到

一片个人的空间，并不是容易的，这里面除了客观的原因，也还有主

观的原因。

像当年的孔融、阮籍、张华、陆机等人，都冲出了那个相对独立

的空间，进入了“丛林”的核心地带。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曹操杀了孔

融，有人会觉得有点出乎预料，认为像曹操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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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会如此残酷的，而且写下了那么好的四言诗，是“建安风骨”的

代表人物，对于整个魏晋乃至于后来的文学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曹操

留下的作品不多，但在文学史上的印记是不可磨灭的。他写下的《蒿

里行》《苦寒行》《薤露行》等，都是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好作品，

催人泪下。他对底层，对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情状是何等了解，也不

乏同情心。

就是这样一个人，由于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有许多

文化和政治的设计，必要施行实用主义。曹操与后来的曹丕不一

样，他是一个体制的开创者和奠基者，需要强化和构筑自己的政

治基础，实行思想的专制。所以在这样一个人物面前，他人切不

可忘记对方正处于“食物链”的顶端。而孔融这些人与之相处日

久，或许就会忽略“食物链”这个铁律，就会麻痹和放松。他们只

看到了大动物们可爱的毛皮，温顺和慵懒的眼神，甚至是打盹的

片刻、呼噜的鼾声，有时就会忘记他们有利爪，有尖牙，有嗜血的 

本性。

于是，有时孔融等人动作和玩笑的幅度稍微大一点，就会出问

题。一个嗜血的动物睡醒了以后，如果心情不好，或许并没有那么

多的幽默感，恼怒中轻轻一拍，力量就会很大。孔融们如果再有一

些挑逗的言辞，一些恶作剧，一些刺挠，一些冷幽默，就很危险。

一个大动物并非是时时都能够理解和会意的。这样讲不是说处于

“食物链”顶端的动物愚钝不敏，而是它们的本性如此。因此，所

有跟这些大动物走近的、更次一级的、“食物链”下端的小动物，

都要引以为戒。在这一点上，陶渊明心里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及

时地离开桓玄集团、刘裕集团，连当时的一些刺史和太守们也很

少接近，偶有过往也要浅尝辄止。他不存侥幸地及时摆脱了“大动

物”，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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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在诗章里常常表露出这方面的清醒意识。正是这种规

避和自我提醒，使他待在了远处，获得了更多的个人空间。“行行失

故路，任道或能通。”（《饮酒二十首·其十七》）一方面他远离“丛

林”，放弃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规避了最大的危险。他和

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回到这个空间时也难免有过犹疑和痛苦，总试

图冲出去。这个时候他的心情是晦暗的、顾虑重重的。而当他安静

下来，就立刻觉得心情明朗，也富有创造力，个人生活也变得愉悦、

幸福和谐。“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这

是多么好的个人生活。

（选自张炜《陶渊明的遗产》，中华书局。

原题为《个人空间》，标题为编者所拟）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

作协主席张炜的最新随笔体文化专著。

张炜的作品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入思考、

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

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受到读者和文

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本书是他对传

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最新成果。在他

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

精神符号，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

“现代病”的巨大能量。作者：张炜 定价：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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