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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展台□

那个时代，一位中年人在任上，县内有人来视察状
况，他摆手：“我怎么可以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
即日辞去职位，回归田园，他就是东晋的山水诗人、大文
学家陶渊明。

他年轻时曾担任过参军、县令等多个职位，但他并不
热心官场，对于大多数当时的人来说，担任官职是提高自
己地位的法门，他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在他所处的时代，
由于九品制的推行，不少出生名门而又没有真才实学的纨
绔子弟攀上了高位，不少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惜出卖
自己的德操，对那些徒有虚名而胸中实无一计的家伙卑躬
屈膝、低三下四，从而收得名与利，但他们的品质到了严
重损害，成为一群没有实际作用的分子。陶先生在任时温
恭克让、尽职尽责，也洁身自好、刚正不阿，他不肯“摧
眉折腰事权贵”，认为，存在的价值在于感受生活的快
乐，而不是徒有虚名、追求功名利禄。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他看来，
金钱、权利和利益都是身外之物，不足挂齿。那些身居高
位的人往往不会感到快乐，因为他们的心是个无底洞——

扼住历史的脉搏，我听见金田起义的呐喊，是谁在揭
竿而起？辗转间又飘来天京陷落的哀歌，戛然而止般凄惨
落幕。短短二十余载，太平天国的命运犹如遽然扫过的彗
尾，炽烈的火光在天空发出耀眼的光芒之后，便迅速地燃
烧殆尽。完成了它的使命，最终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下，
不禁让人唏嘘叹惋。

自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私有制出现以来，
人类开始阶级分化。阶级作为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历史现象
长期存在，促使一代又一代人通过民变与战争来实现他们
对生存与幸福的渴望。早在战国时期，儒家的先贤们已在
《礼记》中提出大同社会的终极理想，“天下为公”是无
数人一生致力的追求。从这一点上，太平天国确实走在了
历史的前沿。

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可谓处在巨变的前夕，鸦片战
争的炮火已经席卷整个东南沿海，古老而庞大的帝国被坚
船利炮豁然戳开一个巨口。新的生产方式与旧的生产方式
并存，使得无数旧式小农与手工业者在历经天灾之后又历
经失业与剥削的黑暗处境，挣扎求生，苦不堪言。《易》
曰：“穷，则变。” 追求自由与幸福是人与生俱来的天
性。无数的力量已经蠢蠢欲动，洪秀全一声起义，“天下
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无数的农民在洪秀全与拜上帝
教的领导下，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徒手撕开封建的锁链，扭
断衍生社会角落的阴暗触角，企图构造一个属于全人类的
美丽新世界。于是，天平天国拔地而起，与清政府分庭抗
礼。《天朝田亩制度》也应运而生，“有田同耕，有饭同
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洪秀全领导
下的农民阶级试图用行动于理论上构建一个理想社会，渴
望获得人类永恒普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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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得不到满足，而陶潜不同，他虽然没有多少生活资
本，却是一个悠然自得的隐士和文学家。他的作品《五柳
先生传》是对他后半生的真实写照。官员们每升一级，就
要向上级低三下四、卑躬屈膝，陶潜自尊自爱，决不允许
自己做出违反原则的事。他看穿了九品制的黑暗和官场上
追名逐利的本质：当一个人被权利蒙蔽了双眼，让纯洁的
心灵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尘的时候，他的未来会暗淡无光，
甚至骑虎难下，所以安贫乐道、归隐田园是他一生的愿
望，这使他成为中国古代田园作家的杰出代表，给我们以
心灵的宁静。

淡泊名利，才能明确自己的方向；心中宁静，才能
去向远方；在功利前转身，平添轻松的快乐，在利益面
前，不趋之若鹜，视之若浮云，你看到的将是灿烂的阳
光。

鸢飞戾天，名义之下出头地。
卧龙在山，已知三分天下。
潜行在川，心灵之中有明镜。
承渊在水，展示田园风采。

——我看陶渊明

但美丽新世界从不美丽，太平天国也从不太平。定都
天京以后，被打倒的“孔子”再次权威起来，洪秀全用一系
列的手段将南京打造成一个男耕女织、偏安一隅的“人间天
堂”，希冀被摧毁的封建土地制度再次复活，不可避免的小
农经济依旧存在，新的社会阶级再次分化，充满理想的《天
朝田亩制度》也从未试行。太平天国的将士们用鲜血和生命
的代价进行激烈的抗争，以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无可奈何的
是，在新的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
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当封建制度还没有东西能够
取代的时候，太平天国不可能不回到封建制度。借助于宗教
理想汇集起来的世俗力量，由于乌托邦理想的褪色而不能不
日趋迷失与彷徨，导致最后悲惨的结局。时代的局限性是真
正的局限性，没有人能逃脱历史的束缚。

1864年，洪秀全病逝，天京陷落，轰轰烈烈的太平
天国宣告结束。太平天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湘军的地雷轰
开天京城墙，坚持到焚烧天王府的火光照红天空与江流，
这是一场悲壮的斗争，其悲剧意义不仅在于他们失败的结
局，更在于他们借助宗教猛烈的冲击传统却不能借助宗教
而挣脱传统的六道轮回。反封建的人没有洗净自己身上的
封建东西。

太平天国注定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浓重的色彩，当我
们以后人的角度审视时，不难发现太平天国的致力者们都
是历史嬗递的受害者，都是历史局限的挣扎者。他们的悲
哀，不仅是历史的悲哀，更是我们的悲哀。人类生命的字
符永远定格在应该属于它的那一页，下一页的内容是留给
应有的继来者。人类平等的愿望在历史长河的新陈代谢中
会历经多少苦难的轮回才能最终实现？后人视今，亦犹今
之视昔。太平天国从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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