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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田园中的生命沉思——以一种新的期待阅读陶渊明    笔者用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本书的代序，似乎让人
觉得陶渊明的形象在这里显得过于沉重。
的确是这样。
一千五百多年以来的无数读者，当他们打开陶渊明的诗卷时，绝大多数场合，是要从他的诗中寻找一
份超越或平淡，领略一种田园之美与隐逸生涯的情趣；只有少数几位别具怀抱的志士仁人，愿意同诗
人一起感受那一份沉抑而又激扬的生命情调，但是又往往以政治这个主题去理解这份情绪。
政治当然也是渊明人生中的重要主题，尤其是他与他所处的政治背景之间的复杂关系，其真相还有许
多我们现在没法究明的。
但渊明思想与感情的全部主题，远非政治这一个主题所能局限。
政治虽然那样密切地联系着陶渊明的人生，但毕竟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并且政治上的是非，决非渊
明思考的终极，他感情的最后归宿也是超越在政治之上的。
陶渊明的那份情绪与思考，则更带有永恒性的内容，只有用生命这个主题去阐发它，才可能真正进入
他的内心世界。
也只有当我们把握住诗人生命中的这份沉抑与激扬之后，才能真正欣赏他的超越与平淡，真正领略他
诗中的田园之美与隐逸生涯的情趣，并且真正了解它们的价值。
    一千五百多年过去了，是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从陶诗和陶渊明的人生中寻求真解的时候了!这种寻求
，在今天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不想塑一尊飘逸在中古的隐逸诗人的肖像，尤其是传统印象中那种隐逸诗人的肖像，而是要与他作
生命中永恒的晤对，在生命的诗和生命的真解日趋沉沦的今天，我们愿意让这场晤对沉重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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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渊明的归隐，是真正的归隐。
他的生平或许能为你提供另一种人生选择。

　　
当今有人的所谓归隐，不过是类似于东晋时的隐士，借归隐来“买名邀誉”。
而陶渊明的归隐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发自内心的厌恶。

　　
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
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
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
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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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志熙，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及相关文化领域的研究，以诗歌史为主攻方向。
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授《三曹父子与建安诗风》。
著有《魏晋诗歌艺术原论》、《黄庭坚诗学体系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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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启示与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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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五柳先生 渊明的家庭，到了大约由他自己当家的青年时期，不知是由于积蓄的渐尽，还是
某种内或外的原因，家计显得窘迫起来了。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中就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
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看来那一年又是遇到大旱与蝗虫之灾，田里收成很少。
陶家的租税自然也收不起来的。
他在《有会而作》的诗里也说：“弱年逢家乏。
”看来在诗人二十岁以后至出仕的一段时间，其生活真的面临贫困的境地。
也许这种贫困还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即与自己从前的优裕岁月比较，或是与同一阶层的其他人比较
而言。
也有点像《诗经·秦风·权舆》讲的那种情形： 哎，我哪， 从前安居宽敞厦屋， 如今连吃个痛快也
不能够！
 真是呀！
 日子远不如前！
 哎，我哪， 从前每餐摆着四大簋（贵族气派哪）， 如今连吃个饱也不能够， 真是呀， 日子远不如前
！
 这是一个从前的贵族或从前与贵族生活至少沾个边的人在家道中落后感叹，显得十分的丧气。
渊明所经历的也是这样子的变化，但是他却没有如此的丧气！
相反的，那种在少年时代培养起来的高尚志趣，此时显得更加的峥嵘起来了。
他照样地读书、饮酒，抚琴自乐，并且开始写作诗赋文章，他的那种朴素而又潇洒、谈言微中、余味
娓娓的文章风格也开始形成。
 他常常阅读古代高士的传记，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超越于物质生活之上，贫穷不但不使
他们气馁，反而从中砥励出一种气象来。
他沉浸在这种高士的情怀中，一天突然悟到自己现在过的生活，拥有的怀抱，就是古代高士们的那一
种。
陶宅前面种着五颗柳树，树龄至少有五、六十年，也许是在渊明祖父的手上植下的。
柳树不仅是陶家的一道风景，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陶家的“家徽”。
当年陶侃在武昌军中，“尝课诸营种柳”，当时一位叫夏施的都尉假公济私，让军士偷将官柳种植在
自家门前，陶侃经过他家时见到，立即认出是那是武昌西门的官柳。
这件事反映陶侃的明敏、励精与治军之严。
在当时流传很广，以致史家在写陶侃传时，还将其做为一件逸事记下来。
陶家门前的这五颗柳树，是否为纪念此事而种，我们不得而知，但陶家人看到这五颗柳树，自然常常
想起先祖的那个故事。
一日，渊明又饮了一点酒，又想起古代的那些高士，突发奇想，何不就用这五颗柳树给自己起个雅号
呢？
对，就叫“五柳先生”！
雅号有了，何不再写一篇自传呢？
前些日子，为外祖父作过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传记的笔路正熟着呢！
最近的文章，每言怀抱，但都是正面、传统的形式，何不以庄寓谐，写一篇《五柳先生传》呢？
正好与那篇外祖的传记相映照，后人看我渊明，也可知道有如此之外祖，又有如此之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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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名人传:陶渊明传》编辑推荐：陶渊明的示范效果：自陶渊明开始，中国文人开始有了另外一条
出路，那就是，原来读书可以不当官，原来不当官也能过得很快乐。
在他之前，多数文人是抱定了不成功便成仁、杀身取义的执着心态。
陶渊明超过了“田园诗人”本身的意义。
陶渊明在中华文化当中的意义不仅在于其树立了田园诗人的文学典范，也不仅在于其躲避俗世烦扰的
隐世之举，更在于其淡薄渺远的心态。
你学得会隐居，却未必修得出这个心态。
读《中华名人传:陶渊明传》，理解陶渊明的内心世界。
阅读古代高士的传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超越物质生活之上，贫穷不但不使他们气馁，反而
从中砥砺出一种气象来，这是一种高士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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