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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生活在时局动荡、仕途险恶以及

官场政治腐败、门阀制度森严的东晋末期，41

从《归去来兮辞》看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文/陶书莹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入

选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⑤，是精读

课文。在授课的过程中，笔者反

复研读、体悟，通过平淡出新的

文字和天然淳真的感情，感悟到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正是因为受

魏晋审美理想和生命美学的影响，

陶渊明的创作才被誉为“豪华落

尽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

此文旨在从魏晋美学的角度，从

平淡冲和、自由意志、高尚情趣

和独立人格四个方面浅易地剖析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摘  

要

岁以前渴望进取，做过江州祭酒、刘裕幕下镇

军参军、彭泽令，这一时期的陶渊明对自己的

人生理想是不自觉的。正如《归去来兮辞》里

“心为形役”。这里“心为形役”中的“心”

和“役”，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

应该深入理解“心”为“志趣、人格”，“形”

是作者出仕为官的行为。志趣、人格与行为相

悖，才是“心为形役”。很多人从这里读出了

陶渊明内心的矛盾。其实，这种矛盾不仅体现

在陶渊明身上，魏晋风度的名士们大多数处在

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

1 关于对《归去来兮辞》的风格概述

陶渊明的真正觉醒被视为在辞官归隐之

后，他写下了“两晋无文章，幸独一篇”的《归

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自由意

志、高尚情趣、独立人格的充分体现，是陶渊

明艺术成就最高的一篇。

陶渊明的文字平淡冲和，有别于魏晋文

字的绮丽瑰藻。在授课中，很多老师解题时着

重介绍“辞”这一文体，结果陶渊明的文字不

同于屈原、宋玉的辞章，是一派清新天然。作

者在文中表达了归隐田园的乐趣和乐天知命的

无奈。不论是“乐”是“忧”，都语出天然，

不着痕迹，很难说陶渊明的创作不是崇古尚简、

返璞归真的。魏晋士人们“越明教而任自然”，

不仅体现在行为任诞、衣着飘逸、清谈玄妙上，

对陶渊明而言，也体现在语言文字上。陶渊明

平淡冲和的创作无不体现一种返璞归真、亲近

自然的自觉。这种自觉被称为人的觉醒。

文学的表现形式经过“百家争鸣”，在

汉赋“铺采摛文、夸张声貌”的推广下写无可写。

魏晋骈文便在其基础上因循模仿，落于窠臼。

“因此，赋的文辞内容逐渐开始转向，走出了

铺采摛文，极力夸张声貌的模式而归乎于一种

平静淡雅的风格”① 《归去来兮辞》正是崇“五

成确定优秀生与一般生的关系；本地学生与外

来务工子女之间的关系，干生之间的关系为研

究和谐生生关系的重点。

（1）树立平等的人格观，增强学生心理

相容能力，促进优秀生与一般生之间的和谐。

任何一个集体都存在着优秀生、中等生、困难

生，这种阶段性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优秀生自

信心强，抬着头走路，非优秀生自卑心理严重，

缺少自信。做为一个班集体，各层次同学的和

谐，就显得十分重要，在研究中班主任认识到

促进优秀生与非优秀生之间的和谐要做好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教育优秀生不以自己的“优”

而优，教育非优秀生不以自己的“非优”而

忧，优秀生谦虚一点，主动热情一点；非优秀

生勤奋一点，去掉自卑心理，积极上进，同学

之间互相帮助，共同进步，要让同学明白这样

做既是建设和谐班集体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的

需要，也是完善自己人格的需要，这样几类同

学之间的距离就不会太远。同样教师要关爱每

一位学生，特别是不能以分数的高低作为评价

学生优劣的尺度，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

（2）干生关系是班集体建设中的重要一

环，由于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在个别班

级里，存在着小干部凌驾于同学之上的现象。

因此，做为班主任，既要支持班干部负责、行

使干部职权，又不能让他们享有特权，同时也

要要求其他同学按班级制度约束自己，支持干

部工作，帮助同学们树立起民主的平等关系，

让干部在民主的氛围内尽显才华，为大家服务，

让非干部同学心悦诚服地支部小干部的工作，

这样就会出现干生和谐的局面。

（3）随着外地务工子女就读人数的增加，

在集体建设中，协调本地学生与外来务工子女

之间的关系，已经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本地学

生过分的优越感，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防范心

理，人为地拉大了两部分学生的心理距离。班

主任要采取结对子，组织“同在一片蓝天下”

主题教育活动，让同学们认识到家庭背景自己

不能选择，但我们都是学校大家庭的一员，大

家都是平等的，本地的学生要以宽阔的胸怀欢

迎外地务工子女的到来，外来务工子女要主动

地融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只有互相接纳和睦

相处，我们才能共同快乐地成长。做为班主任

老师在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的同时，给予外地

务工子女家庭生活困难的学生更多关爱也会给

孩子们以积极的影响。

构建和谐学校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构建

和谐的人际关系是构建和谐校园的核心内容。

在构建过程中，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

导下，较好地运用了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武器”，

创新出了许多切和实际的工作方法，形成了师

师和谐、师生和谐、生生和谐的良好氛围，促

进了学校整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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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最”的《古诗十九首》，而体现语言简省

古朴，思想返璞归真，由绚烂之极归乎“平淡”

的赋作。“陶渊明把《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

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

了寻求 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

高度”②。这正是陶渊明摒弃世俗、崇尚天然、

返璞归真的审美自觉。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不仅停留在语言文字

层面，更体现在“自由意志、高尚情趣、独立

人格”上。“魏晋时期，政权频繁更迭、社会

动荡不安、庄园经济大盛、思想多远化趋势明

显、经学式微、玄学兴起、清谈盛行、宗教发

展迅速，这些背景既是士人各种生命情态产生

的主要原因，也是魏晋审美理想和生命美学形

成的渊源”③。

2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对亲友对

自然生命乃至大自然本身都饱含深情

而乐天知命的无奈更是陶渊明高扬的独

立人格之美。不论是亲近自然还是善感悲怨都

体现出陶渊明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悟以往

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中“悟”即是“悟”时光之短

暂、生命之可贵，官场之虚妄，于是“知”生

命之自由，意志之独立，自然之美好，终“觉”

昨日之错误。“悟”“知”“觉”是陶渊明生

命意识觉醒之后的审美自觉。

在魏晋，不乏名士，但能够如此洒脱磊落、

超然事外的反而不是建安七子，不是竹林七贤，

不是二王，颜、谢而是陶渊明。

陶渊明毅然辞官的做法被认为是追求自

由与黑暗官场决裂的宣言书。 既然“心为形役”

不如“归去来兮”。在《归去来兮辞》中，陶

渊明将挣脱世俗、官场枷锁的喜悦之情表现在

归心似箭的“载奔载欣”中，表现在怡情自然、

悠然自得的情趣中，作者将生命得到释放，重

回天性的快乐充盈在每一个读者的心中。陶渊

明真正意识到天性不可束缚，便自觉地听从内

心召唤。这是对天性、对生命的认识与尊重。

这种认知与尊重便是审美的自觉。

当然，对生命意义的重新认识，不仅是

喜悦的，更是沉重的。陶渊明的乐天知命也透

着几分悲凉。许多读者将这份悲凉看成了陶渊

明心有不甘、内心矛盾的依据。依我看，这种

感伤情绪仍是审美的自觉。试问，哪有一成不

变的欢乐或痛苦？正是认识了生命的自由、崇

尚天性，才会辩证地看到宇宙亘古、生命短暂。

虽是“多么痛的领悟”但恰恰反映了魏晋士人

的觉醒和生命意识是成熟的。“对酒当歌，人

生几何？”“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正是对人

生的感喟咏叹才会对生命形态讲究，正是人的

觉醒才会有遵从本心的自由追求，才会有对人

内在精神的品究与修缮。陶渊明正是在这样的

社会氛围中实现了自己的审美自觉。

3 《归去来兮辞》中的高尚情趣是陶渊

明审美自觉的又一体现 

既然“归去”，便不会消极沉隐，而是

积极融入自然、躬耕田园。文中的自然景观，

不论“松菊”“三径”，还是“庭柯”“南窗”“柴

门”“白云”“倦鸟”“巾车”“孤舟”“丘

壑”“涓流”都是兀自独立的，生动的。文中

出现的人物，“征夫”“仆童”“稚子”“亲

戚”“农人”无不是可亲可爱的，当然还有一

个完全沉醉于田园生活的作者。在陶渊明的眼

中，自然不再是与自己相对的客体，而是和自

己一样具有生命温度的生灵。陶渊明的这种归

隐之乐是魏晋尚情，追求自然美的体现。这种

追求是流于自然的，是自觉的。

陶渊明的审美自觉还在探寻追求一种独

立的人格。尽管魏晋经学式微，玄学兴起，但“学

而优则仕”仍是大部分士人的价值追求，历来

沉迷仕途，眷恋官场的读书人举不胜举，且魏

晋标榜为官求学之道的也不乏其人，但如陶渊

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却实属罕见。孔子说

过：“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对于东晋士

人而言，归隐更多的是觉醒之后反视自身局限

的一种探索，是任诞尚情之后的理想选择，同

时也是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魏晋人不单是欣

赏自然山水之美，更是在自然山水中寄托了情

感。这样兀自独立的，自由的生灵无不体现着

造化自然的雄浑壮大、飘逸清虚。这样一来，

被寄托世人情感的自然同样体现着士人的精神

追求和审美追求，于是“魏晋世人发现山水自

然之美与人物之美有异质同构之关系，从而最

终形成了人格之美与自然之美相交融的美学现

象。”④陶渊明作品中的意象也就有了人格美。

如“孤松”体现了作者孤傲坚贞的本性。“云

无心”体现了陶渊明“质性自然”、“性本爱

丘山”的本质。“诗言志”，通读《归去来兮

辞》便处处可见陶渊明挣脱尘网，返得自然的

性情与追求。

陶渊明的归隐，似是对政治的退避。但

只有他，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

不忘初心，便能于时代彰显自己的独立人格，

便具有了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他的辞官归隐一方面是士人审美理想的

实现方式和追求生命回归的最佳途径。正是“在

对山水美深刻体悟的基础上，魏晋人将山水美

和人格美融合起来”⑤，突破自然追求的最高

境界。另一方面他的归隐对后世身陷官场泥淖

无法自拨的士人一个很好的榜样。陶渊明对于

贬谪中的苏轼成为一种必不可少并且无法替代

的精神食粮。“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

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

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辙取读，不过

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⑥。苏轼在

写给友人的信中讲到“随行有《陶渊明集》。

陶写伊郁，正赖此尔。”⑦

平淡朴素的语言，自由的意志、高尚的

情趣、独立的人格，虽是魏晋时期出现的普遍

的审美理想，但只有陶渊明彻底地、真正地做

到了。在时代氛围和时代精神的唤醒下，陶渊

明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开始迈上追求自我、

实现自我的征程，而这路途上的每一步都体现

了陶渊明的审美自觉。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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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安徽文艺

出版社，1999.

③钟兆惠 .《从 <世说新语 〉看魏晋人的审美

理想》[D]. 安徽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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