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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始终影响着后世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归宿$通过他的.归园田居/%一&

和.饮酒/%五&的具体分析"探讨他的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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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字元亮"又名潜"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

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诗人0文

学家0辞赋家0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

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来辞官归家"从此隐

居$对田园生活的描述是陶渊明诗歌的主要题材"

代表作品有.归园田居/.饮酒/.桃花源记/.归去来

兮辞/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始终影

响着后代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他们毕生的精神追

求$这样一位独特的文人"这样一位难得的隐士"这

样一位不追求功名的凡人"他的魅力在哪里* 为什

么一千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苦苦追寻* 寻觅安抚

人类心灵的良药$我想大概那就是陶渊明代表了中

国传统文化的一种理想模式0理想人生0理想人格$

所以"很多人都把陶渊明当作自己精神上的追求对

象"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对象$本文试图通过陶渊明

的.归园田居/%其一&.饮酒/%之五&这两首诗的具体

分析"来探讨他的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当前"构建

和谐社会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我认为研究陶渊明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长期以来"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人与自身的强烈的矛盾凸显"如何协调发展已

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而这一切"我们似乎可以从

陶渊明的人生追求和精神追求上得到启迪"甚至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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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部分答案$

陶渊明的诗最突出的特点便是平淡自然与深厚

醇美的结合$宋代元好问赞赏他的诗曰'豪华落尽

见真淳"一语天然万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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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田园诗写的是

平淡的田园风光和日常的农村生活"反映的是归隐

后恬淡的心境与生活情趣$语言朴素自然"在平淡0

朴素的描写中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执着和对自然的

热爱"表现出他美好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诗人还

善于将深刻的哲理融入在诗歌的具体形象描写之

中"在平凡的素材中表现出不平凡的意境"这种情0

景0理相融合而形成的和谐意境"往往令人神往$这

些特点突出表现在诗人的代表作.归园田居/五首

中"这些诗歌语言质朴自然"感情真挚0含蓄委婉$

我认为这种田园诗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其中寄托了诗

人崇高的人生理想和哲学追求$下面我就通过对

.归园田居/其一和.饮酒/之五这两首诗的分析来探

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

一"返璞归真)追求自由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

!

2

G"

$

这是一首著名的田园诗"是作者辞官归隐后的

第二年%公元
G"B

年&所写$

诗的开篇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年轻

时就没有适应世俗的本性"生来就喜爱大自然的一

草一物$'误落尘网中("满是自责追悔的意味$诗

人将'尘网(比作官场"可以看出诗人对污浊官场的

鄙夷和厌恶$

'羁鸟(0'池鱼(都是被束缚失去自由的动物"陶

渊明用来自比"表明他就像喜欢自由翱翔的鸟儿和

喜欢自由畅游的鱼儿一样思恋美好的大自然"回归

自然"也就意味着重获自由$少年时的作者本有着

'大济于苍生(的远大志向"但残酷的现实将诗人推

回家的方向"诗人只能在大自然中寻求人格的尊严

和心灵的自由$那么如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呢*

'开荒南野际(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生活问题解决

了"自然就可以'守拙归园田(了$接下来描述恬淡

自然0安谧幽静的自然风光$虽然陶渊明从小生活

在这优美的大自然中"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

悉"但这次是挣脱官场的束缚与羁绊"从樊笼0尘网

中永远回归自由天地"所以有一种特殊的喜悦之情

和清新之感$就像一个充满活力0满心欢喜的孩子"

他远眺近观"瞻前顾后"方宅0草屋0榆柳0桃李0村

落0炊烟"以至深巷狗吠0桑颠鸡鸣0虽全是田园实

景"但又不全是实景"因为在诗人心中"它们是自己

精神自由的寄托0安顿心灵的场所$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诗人将视线转向远

处"远景模糊"轻烟袅袅$'暧暧(0'依依(摹景生动"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幅描画乡村的山水画"诗人久久

伫立凝望的神情浮现在读者的眼前"乡村缓缓上升

飘舞的炊烟拨动了读者内心最温柔的那根琴弦$恬

美0静谧跃然纸上"田园之景0乡村之乐"浑朴自然$

唐代王维甚爱此联句"在.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

化用此句曰'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作者正是

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111所谓'樊笼(的对立

面"来表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

结尾四句由写景而写心"'虚室(与'户庭(对应"

既指空闲寂静的居室"又指诗人悠然恬适的心境$

结尾两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应了诗的开

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里显示的人格"即

非乡间的普通隐士"又非田野耕作的淳朴农夫$因

为罢官归隐的士大夫有丰富0优越的物质生活"而田

间劳作的农夫又缺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所以陶渊

明才是真正能领略大自然之趣0真正能从辛勤的躬

耕劳作中求得心灵安适的诗人和哲人$

'返自然(是这首诗的中心题旨$它是诗人的人

生理想"也是这组田园诗的主旋律$追寻大自然"遵

从自己的心灵去生活"这是陶渊明自年少时就追求

的理想生活$在当下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时代"有

多少人关注人类的精神家园* 又有多少人关注当下

的大自然"人类的栖息地* 又有多少人真正能遵循

自己的心灵去生活* 这不也正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追

求的理想生活方式吗* 回归自然"释放自我"解放心

灵"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没有雾霾0没有喧嚣0没有涂

炭生灵"有的只是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的人们$还

有什么样的生活能比解放心灵的生活更幸福*

二"求真自由)超越梦想

.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0 心远

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

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1

%

2

!G$

$

这首诗的意境可分两层"前四句为一层"写诗人

摆脱尘俗烦扰后的生活感受"表现了诗人鄙弃官场"

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后六句为一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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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南山的美好晚景和诗人从中获得的无限乐趣$表

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挚情感和高洁人格$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写诗人虽然居住在

喧嚣污浊的人世间"却不受尘世凡俗的搅扰$'车马

喧("正是官场上你争我夺0互相倾轧0奔走钻营的种

种喧嚣丑态的写照$但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并

不是十分偏僻的地方"怎么会听不到车马的喧闹呢*

诗人好像了解了读者的心理"所以用了一个设问句

'问君何能尔("然后自己回答'心远地自偏($只要

思想上远离了那些权贵们的车马喧嚣"其他方面也

自然地与他们没有交集了$这四句"包含着精辟的

人生哲理"它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只要发挥

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改变客观环境对自己的

影响"到处都可以找到生活的乐趣$人的精神世界"

是可以自我净化的$诚如清代吴淇所云'4心远3为

一篇之骨"而4真意3为一篇之髓($'心远(一词"实

质意义上是追求一种精神的淡泊"反映了诗人超尘

脱俗"远离名利是非的精神追求$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千百年来脍炙

人口的名句$因为有了'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

才会悠闲地在篱下采菊"抬头见山"是那样地怡然自

得"那样地超凡脱俗$这两句以客观景物的描写衬

托出诗人的闲适心情"'悠然(二字用得很妙"说明诗

人所见所感"非有意寻求"而是不期而遇$苏东坡对

这两句颇为称道#'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

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见(字也用得极妙"'见(是

无意中的偶见"南山的美景正好与采菊时悠然自得

的心境相映衬"合成物我两忘的'无我之境($如果

用'望(字"便是心中先有南山"才有意去望"成了'有

我之境("就失去了一种忘记的天真意趣$南山究竟

有什么胜景"致使诗人如此赞美呢* 接下去就是'山

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也是诗人无意中看见的

景色"在南山那美好的黄昏景色中"飞鸟结伴返回山

林"万物自由自在"就像诗人摆脱官场束缚"悠然自

在地享受大自然的乐趣"应该说诗人在这里悟出了

自然界和人生的真谛$'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从这大自然的飞鸟0南山0夕阳0秋菊中悟出了

什么真意呢* 是遵循自然0尊重万物0适应自然法则

的循环吗* 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哲理吗* 是对远古纯

朴自给自足的理想社会的向往吗* 还是追求直率真

挚的品格* 诗人都没有明确地表示"只是含蓄地提

出问题"让读者去思考"而他则'欲辨己忘言($如果

结合前面'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来理解"'真意(

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正意义"那就是人生不应

该汲汲于功名利禄"不应该被龌龊官场束缚了自己

纯真自然美好的本性"而应该回到大自然中去"去欣

赏大自然的美"去吮吸大自然清新的空气2 当然"这

个'真意(的内涵很大"作者没有全部说出来"当然也

无须说出来"这两句哲理性的诗歌给人以言已尽而

意无穷的想象余地"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虽然演奏

结束了"但余音始终回荡在人们的耳际"令人回味

无穷$

总之"这两首诗形象地描写了诗人复归本性0融

入自然以后的生活情景及其所体现的人生境界$这

种境界不但使人的灵魂和精神归于平和和宁静"而

且充分显示出自然景物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美

妙与和谐"而这正是蕴含着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

美好人生的真谛$

对于陶渊明来说"归隐田园直接关系到人生意

义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具有超乎一般的意义$这是

因为弃官引退"归隐田园"对他来说不单是生活方式

的简单改变"也不单是满足自己对于田园生活的爱

好"而是去追求使人获得精神自由和心灵超越的另

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境界$这才是人世间的真自

由$也就是说"'生命的支撑点"也就是人生的终极

寄托主要不是在生命之外的世界"而在生命自身之

内的精神追求"因此"必须为心灵和精神找到真正的

归宿和寄托(

,

G

-

$

'陶渊明追求精神的自由与宁静"过再艰难的生

活也不屈服"这在士大夫生活史上有重要意义#第

一"在古代"作为权势者附庸的士"始终存在进退问

题$传统的人生道路是'学而优则仕("陶渊明则开

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从仕途退回来"亲自种田$第

二"追求自由精神的可贵$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

腰("从官场回归田园"获得了宝贵的自由$第三"坚

持真性$陶渊明与生俱来爱好自然"个性与官场发

生了冲突$求真0认真"是陶渊明思想的重要方面$

第四"陶渊明把生命安顿在不受拘束的田园里$这

是其人格实践最有意义和后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

F

-

我想这四点就是陶渊明人生哲学的重要内容吧$在

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

真正实现中国梦和谐社会这一美好理想"我想陶渊

明的人生哲学应该能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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