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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终于修改完成了陶渊明传记手稿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
这部耗费了我十年心血的书稿即将付梓，我竟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1989年，也就是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毕业于北京大学，所攻读的是自己喜爱的中国文学专业，美丽的
燕园陶冶了我追求真善美的情操和崇尚高洁的品格。
我在大学期间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政治上积极进步，在学业方面，我有幸以本科生的身份选修了袁
行霈先生为研究生开设的“陶渊明研究”课程，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毕业后我在吉林省委党刊从事编辑工作，如今我是《新长征》杂志社的编审。
岁月如歌，二十年过去了。
我对培养教育了自己的母校和老师始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深情有增无减。
1999年，我出版了第一本21万字的文学体长篇人物传记《商鞅大传》，受到单位领导、同事、父母、
丈夫、亲朋好友及读者的好评。
而后在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殷切期待下，我打算创作第二部长篇人物传记。
因为对母校和老师怀有感念之情，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自己曾经亲耳聆听了袁行霈老师的“陶渊明研
究”课程。
便想将老师教给自己的而自己又有所领悟的东西写出来，虽然自己只是一个本科生。
但是如果写出一部陶渊明的传记，也算是没白学“陶渊明研究”这门课程，也算是对得起老师的教诲
吧。
怀着这样的想法，执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写作陶渊明传记的计划。
我原本打算，工作之余，用一二年的时间，就将此书写完，没想到一写就是十年。
1999年底，我着手收集有关资料，而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研读、筛选资料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2000年我开始研读陶渊明的全部诗歌作品。
前期的这些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便开始了写作。
从2001年到2004年这4年间，我的编辑工作很繁忙。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还兼任了《新长征》杂志社的总校对工作，还进行了职称申报，于2004年1月1日破
格晋升为编审职称。
这4年里，我边工作边写作，进展缓慢，写出了十章约17万字的文稿。
2005年，我爱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冯彦君去日本做访问学者。
我和12岁的女儿冯艾琳去那里探亲，我们一家三口，在日本的关西学院大学生活了将近3个月。
这期间，除饱览日本秀美的风光之外，我又写作了约二万字的陶渊明传记手稿。
2006年至2008年这三年里，孩子升入初中，学习生活紧张。
丈夫回国后的工作也非常忙，这样我把自己的精力更多地用到了家庭、孩子和工作上。
业余时间很少，写作时间就更少了。
但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心愿。
我硬是咬紧牙关、挤时间写作，终于在2008年的4月8日，我41岁生日的那一天。
完成了陶渊明传记草稿的写作。
在此后的一年当中，我对草稿进行了一遍系统的修改，并形成了电子稿。
我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艾福成，最先通读了我的书稿，为我
指出了许多缺点和不足，并赞扬我说这部书写得比《商鞅大传》还好。
我已经考入长春市实验中学的女儿，利用放假时间，帮助我给书稿找出许多错别字。
就在2009年6月，我完成了对此书的最后修改工作。
陶渊明传记终于定稿了，我感到莫大的欣慰。
　　十年过去了，我写作陶渊明传记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我苦恼过、徘徊过、怀疑过，甚至几次想放弃。
但是写作陶渊明传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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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有机会学习前贤的智慧和道德修养，我那颗时常浮躁的心不断地受到冲刷、启迪和抚慰。
我从敬佩陶渊明的诗，逐渐发展到敬佩陶渊明的人格操守。
明白了陶渊明为什么能够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田园诗”的鼻祖，缘于他有着伟大的人格和高远的精
神境界。
陶渊明从生活的磨难中彻悟了宇宙、人生，他将其他文人士大夫不屑一顾的田园生活，当作是人生最
美、最好的享受；将贫穷、清苦的日子赋予或浪漫或深刻的诗情画意。
袁行霈先生在他的《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一文中说：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在当时支持他不与腐朽的上
层社会同流合污，躬耕于庐山之下，干干净净地度过了一生。
在今天，当物欲几乎要统治人的精神使人成为它的奴隶时，曾经支持过陶渊明的那种智慧和力量也许
能给当代人一点帮助。
使人站立起来”(《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28页)。
正是这种力量。
十年来支撑着我坚持下来，坚持将陶渊明的传记写完。
这也许就是研究陶渊明的魅力所在吧。
不管写出的作品如何，我毕竟享受到了写作带给自己的愉悦，我的人生又增添了一种光彩。
　　书稿中收录了陶渊明的作品117篇，其中辞赋3篇，记传3篇。
疏祭文4篇，诗歌107篇。
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主要参考了袁行霈先生撰写的《陶渊明研究》和孟二冬老师的《陶渊明集译注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6月版)。
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则采用了76岁说。
陶渊明的父亲有陶敏、陶回、陶逸之说，本书采用陶逸之说。
陶渊明的生平及作品系年基本以袁行霈先生考证的《陶渊明年谱汇考》为纲要(《陶渊明研究》，
第243—380页)，事迹以及轶闻故事等，参阅了李锦全的《陶潜评传》、魏正申的《陶渊明探稿》、李
文初的《陶渊明论略》等专著、文章和相关资料。
我的拙作是以前辈的研究成果为依据的，我也希望自己的拙作能够为后人了解、熟悉、深入研究陶渊
明提供参考与借鉴。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许多偏颇和错漏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写书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亲人的支持，我的父亲、母亲多次鼓励我。
我的爱人冯彦君领着我去吉林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
我的大舅周振芳专门写信鼓励我写成此书。
我的表哥、南京空军干休所政委周逊树和表嫂李秀梅在百忙之中领我去南方体验生活，他们还请人画
了一幅“悠然见南山”的山水画送给我，勉励我的写作。
亲人们为我所作的一切，我铭记在心，我由衷地感谢他们。
　　我还要感谢单位的领导、同事，在他们的关怀、关心、帮助、鼓励下，我写出了这本书，我对他
们深表谢意。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北京大学成立111周年，我的父亲、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博士生导师艾福成教授71岁寿辰，我的母亲、原吉林大学党委宣传部长、周宝余教授70岁寿辰，我谨
以此书当作一份微薄的礼物，献给我的祖国，献给我的母校，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
祝愿祖国繁荣强盛，祝愿母校再创辉煌。
祝愿父亲和母亲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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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陶渊明是继屈原之后，我国历史上第二个伟大诗人。
他出身名门，曾祖父陶侃为东晋开国元勋、大司马、长沙郡公。
他才华超群，幼时博览群书、精通六经和音律。
19岁时就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闲情赋》。
他身世坎坷，出生时家道衰落，童年丧父，尝尽生活的酸苦；中年丧妻，遭遇了人生的不幸。
他曾先后担任江州祭酒、桓玄幕僚、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彭泽县令，五次
出仕，五次辞官，直至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田园。
他蔑视权贵，多次拒绝统治者的征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甚至将刘宋新贵檀道济送上门的粱肉扔出门外。
他热爱生活，能放下士大夫的架子，和农民一样在田间耕种劳动。
他喜爱读书，但嗜酒如命，当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的时候，他用古代圣贤的故事勉励自己；在心灵经
历了痛苦的时候，他用酒精麻醉自己，暂时逃离悲惨的现实。
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悟以及耕作的体验写到诗文辞赋中，在宁静的乡居生活中完成了由士大夫向伟大
诗人的转变，被后人赞誉为“田园诗人”。
他追求真理，归隐后他家曾遭受火灾，无房居住，但他依然婉拒刘遗民等人的邀请，不去庐山侍佛，
因为他不相信佛教所说的生死轮回。
在他的晚年，统治者对人民的盘剥更加变本加厉，他的生活更加贫困潦倒。
基于对现实的思考，他向封建剥削制度提出了质疑，他在《桃花源诗并记》中虚构了一个没有剥削、
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的理想世界。
他的思想上升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高度，对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进步影响。
    本书在细致描述东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残酷斗争的大背景下，全面展示陶渊明的人生命运，通过对
他五次出仕、五次归隐经历的翔实叙述以及其间心路历程的剖析，揭示出他归隐田园的必然性。
从对他归隐后田园生活的全方位描绘，展现了陶渊明成为伟大诗人的奋斗历程。
本书侧重环境描写与心理描写，对陶渊明诗歌创作艺术风格的形成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
        本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意境深远，人物性格鲜明突出，故事性强，语言清新流畅，是一部不
可多得的传记文学作品。
该书共分15章，约25万字，是作者用了10年的时间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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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杰，女，1967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
学中文系。
获中国文学专业学士学位。
毕业后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从事编辑工作。
1990年调入吉林省委宣传部，先后在《企业政治工作》编辑部、《企业大世界》杂志社，《宣传导报
》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
1999年1月1日，破格晋升为副编审职称。
2004年1月1日破格晋升为编审职称。
现为吉林省委党刊《新长征》杂志社编审。
　　1999年1月出版长篇文学体人物传记《商鞅大传》，参编《时代的声音》等书，先后在各类报刊发
表论文、随笔，综述、访谈等50多篇。
多次获得省委宣传部年度考核优秀等级、全国宣传期刊优秀编辑等荣誉称号，所编辑和撰写的多篇文
章多次在全国党刊优秀稿件评选中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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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曾祖父陶侃第二章　发愤读书的孤儿第三章　成名之作《闲情赋》第四章　第一次出仕
：江州祭酒第五章　壮年丧妻第六章　第二次出仕：桓玄幕僚第七章　中年丧母第八章　第三四五次
出仕第九章　不为五斗米折腰第十章　牛头山种菊花第十一章　全家遭遇火灾第十二章　人生的拷问
：《形影神》第十三章　痛饮美酒，痛快写诗第十四章　改名以明志第十五章　美丽的桃花源附录　
陶渊明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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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鄱阳湖返回之后，孟氏每天都指导陶渊明诵读《诗经》《尚书》《礼》《乐》《易》《春秋》
《沦语》等儒家经典著作。
陶渊明出奇地喜欢读书，一捧起书本就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在母亲的指点下，他还阅读了《史记》《汉书》这些历史名著以及《楚辞》、汉魏辞赋等文学作品。
陶渊明在家存的丰富的文化书籍中孜孜不倦地吸取着精神营养，读书成了陶渊明辛酸困苦的童年生活
中最快乐的事情。
　　隆冬的一天，雪花飘飘，寒气袭人。
清早，陶渊明早早地起来，帮助母亲挑水、劈柴、烧火。
而后，便在屋内诵读《论语》。
因为买不起棉衣，全家人都穿着夏天的葛布衣衫。
陶渊明坐在窗前读书，寒冷可想而知。
但陶渊明一边搓着冻僵的两手，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书本。
他对书中所描绘的境界着了迷，完全忘记了寒冷。
　　“渊明——”，不知什么时候，子豪来到了陶渊明的书房中。
他听到了陶渊明的朗读，也看到了他书桌上的书，忍不住说道：“你怎么还在读这种过时的书，现在
谁还稀罕儒家那一套。
”说着，一把抓过《论语》，扔在一边。
　　“子豪，你又瞎闹了。
”陶渊明生气地瞪着眼睛说道。
他转身把《论语》拿了过来，重新摆放在桌前。
“你怎么知道这是一本过时的书？
我看它像一座智慧的宝库。
子豪，你原来不是也很喜欢儒家的书吗？
”　　“那是从前，我倒背《诗经》，对《论语》也略知一二。
不过现在我潜心研究玄学，老子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现在只有玄学才是正宗的学问。
我爹爹专门给我请了寻阳最有名的李先生教授我玄学。
你瞧，这麈尾是我爹爹新给我买的。
”说着，他将随身带来的新麈尾轻轻一抖，颇具名士风采。
陶渊明看着也不禁产生了几分羡慕。
　　子豪接着说道：“我的先生才给我讲完课。
他让我到自然的山水之中去陶冶性情，寻找人生的乐趣。
渊明，我们一起出去赏雪好吗？
“　　听了子豪的话，陶渊明也有些坐不住了，他爽快地答应了子豪的请求，“待我回禀一下母亲，
就去。
”　　不一会儿，渊明征得了母亲的同意。
他领着妹妹阿昭走出房门，与子豪一起走在人迹稀少的小径上。
他们在寂静的雪天里，在银白色的世界中，感受着自然的恩赐，尽情地嬉戏游玩着⋯⋯　　妹妹的生
母去世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十二岁的陶渊明学业有了很大的长进，而他的家境却越来越贫寒。
这一年(363年)春天，天气干旱无雨，田地里寸苗不生。
陶渊明的家中断了炊，一家人完全靠挖一些野菜度日。
　　一天清早，天刚蒙蒙亮，白氏匆匆喝了一碗用野菜泡的汤，便告别了忙于织布维持家计的孟氏，
领着八岁的阿昭上山去挖野菜。
　　白氏背着背篓，她面容憔悴，因长期服食野菜，她的全身有些浮肿，走路很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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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昭手里拎着一个小筐儿，头发散乱地垂在肩上。
她迷迷糊糊地跟着母亲出了家门，似乎还未完全从睡梦中醒来。
她们娘俩互相搀扶着走在凸凹不平的山道上。
由于饥饿的人们的挖采，山下的野菜已经寥寥无几，几乎看不到。
路旁仅存的几棵老树也因树皮被人们剥去，都裸露着白色的树干。
　　白氏娘俩不得不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大山的深处和高处走去。
　　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她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竹林。
竹林很茂密，但竹子大都枯萎了，竹叶有一大半泛着黄色，仅存的几片绿叶闪着耀眼的光芒。
竹林下那一团团肥嫩的野菜引起了白氏的注意。
　　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竹林，人们不敢轻易走近它，因为相传这里时常有毒蛇出没，曾经伤过人。
　　白氏直愣愣地望着竹林中的那些野菜。
她想象着，当她把它们采回家去，做成香喷喷的野菜团、野菜汤，一家人美美地吃上一顿饱饭，那该
是一件多么开心的事儿。
于是她不由自主地向竹林走去。
　　阿昭听大人们说过，这片竹林是不能去的。
她有些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往回拽，“娘，那里有毒蛇，我害怕！
”她战战兢兢地说。
　　“好孩子，不要相信大人吓唬小孩子的那些话。
大白天的，毒蛇不敢出来。
你就在这里等着娘，不要进去。
我挖完一筐野菜咱们就回家。
”说着，她把阿昭安顿在竹林边的一块石头旁，自己一头钻进了竹林，动作娴熟地剜起了野菜。
　　不知道过了多久，白氏的竹筐已经装得满满的了，显得沉甸甸的。
白氏心满意足地望着自己的战利品，脸上露出了笑容。
她气喘吁吁地背起竹筐往外走，谁知突然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
　　饥饿和劳累使白氏晕了过去。
　　“娘——娘——”　　阿昭的呼喊声，划破了寂静。
见不到母亲的影子，阿昭焦急万分。
她流着眼泪，一步一步地向竹林中挪去。
　　或许是出于母爱的本能，阿昭的喊声使白氏从昏迷中醒来。
“我这是怎么了？
怎么躺在这里？
”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可胳膊怎么也支撑不住身体，她又躺倒在地。
有几株鲜艳的野蘑菇映入她的眼帘，它们长得又大又嫩，“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不能让阿昭进来冒
险。
”白氏想，“吃了这些蘑菇或许会好过来。
”　　“娘——你在哪里？
娘——”竹林边又传来阿昭带着哭腔的喊声。
　　“娘马上就出去，你站在那里，千万不要进来！
”白氏用力地拔出几株大蘑菇，用手抹了抹上面的尘土，便胡乱地塞进嘴里，狼吞虎咽地下了肚。
吃下之后，白氏感觉又有了力气。
她缓缓地从地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背起了竹筐，步履艰难地走出了竹林。
　　晚上，孟氏、白氏、陶渊明、阿昭四人饱餐了一顿，相安无事。
没想到第二天早晨，白氏却全身青紫，卧床不起。
白氏唇无血色，脸色煞白。
她用手捂着肚子，不停地呻吟着。
阿昭慌慌张张地叫来孟氏，陶渊明紧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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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你怎么了？
”孟氏把手放在白氏的额头，焦急地询问着。
“我们都好好的，你怎么会这样？
”　　“我——，饿昏过去了，吃了几株野蘑菇，可能是中毒了。
”　　白氏用微弱的声音哀伤地说道。
　　“什么？
你吃了野蘑菇了？
你怎么这样傻呀，那是不能乱吃的！
渊明，快去把姚郎中请来。
”　　孟氏麻利地给白氏倒了一碗清水，白氏勉强喝了下去。
阿昭用湿毛巾为她擦掉额头上的汗珠。
　　当陶渊明领着姚郎中赶到时，白氏已经不能讲话了。
姚郎中用手轻轻扒开白氏的眼皮，她的瞳孔已经放大。
　　姚郎中惋惜地说：“她已经没救了。
”　　白氏双眼微闭，疲惫地躺在床上，就像睡着了一样。
陶渊明和阿昭抱头痛哭，孟氏满眼泪水地呆站在那里⋯⋯　　几日后，白氏便死去了。
她被葬在陶父的坟旁。
陶渊明的一家如今只剩下母亲孟氏、阿渊明与妹妹阿昭三人了。
孟氏料理完白氏的后事，领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地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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