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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在为谁生活　　关于人生，要说的东西很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因为人生太过复杂，在短短
的几十年内，有那么多的纷扰，有那么多的诱惑，有那么多的争斗，有那么多的矛盾和困惑，每个人
身上所带的名缰利锁，都是那么牢固，都是沉甸甸的。
但另一方面，人生又异常简单，生、老、病、死，如此而已。
在生与死之间，奔波劳碌，所为的不过是名和利。
名有当代之名与后世之名，当代之名就是各种各样的荣誉称号，各种各样的奖励，这些实际上又都与
利联系在一起。
后世之名也就是所谓的不朽，所谓的流芳百世，这有点远，有点虚，于是绝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个梦
想。
　　于是就只剩下了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而利具体表现为金钱，与金钱紧密相连的是房子、车子、级别、职称等等。
看着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流，有的神色倦怠，有的得意洋洋，都停不下匆匆的脚步，像是被什么驱赶
着，又像是在奔向何方。
挣钱、穿衣、吃饭、买车、还房贷，然后是退休，病死或老死，这就是整个人生吗？
这短暂一生的奔波劳碌又是为了什么？
　　幸福有的时候很遥远，遥远到不可企及，有的时候又是那么近，就在身边；幸福有的时候太过复
杂，多得使不完的金钱，高级的别墅，高级的轿车，美色，众多的荣誉，众人的尊重和羡慕的目光，
高职称或高级别，可以颐指气使，身边围着溜须拍马的人，如此等等，可能几辈子都凑不齐，但幸福
有的时候又是那么简单，吹着山野凉风；饮着带有泥土香味的淡淡的绿茶，身边陪着结发的妻子，或
是知心的朋友，有的时候也可以超越时空，与古人交流。
用数字来描述幸福，显然是非常可笑的。
对现代人来说，幸福复杂化了，不仅因为所谓幸福几要素聚合起来很难，更因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幸福还不在于那些要素本身，而是在于同别人的比较，不仅要自己过得好，更重要的是比别人过得好
。
　　在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幸福越来越依赖外物，欲望的膨胀无止境，使幸福变得难以实现。
面对着这个花花世界，有那么多的东西想占有。
我们为了那些自己并非真正需要的东西，奔波劳碌终生，根本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想一想究竟为什么如
此奔忙。
人世的功名利禄真的如黄粱一梦，但觉醒的没有几人。
　　感悟人生，不是为了成佛成道，感悟的目的是为了活得自在。
明白了人生的无意义，才能淡然面对成败，才能真正淡泊名利，才能真正找到心灵栖息之地，才能有
享乐的心境，才能在滚滚红尘中忙里偷闲，停下脚步，欣赏清静溪山，吹吹山野凉风，才能认清金钱
的本来面目，少了追求金钱的燥热，用少量的金钱过充实安适的生活，才能获得心灵的安适，才会有
真正的幸福。
　　本书所收文章，为阅读古代经典中获得的点滴人生感悟。
之所以要从古典中感悟人生，既是因为古人对这个问题有深刻的思考，也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比起古代世界相似的地方依然很多。
科学发展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变化，实际上只是一些表象。
几千年前的古人所渴望的，现代人仍然没有得到；古代人所厌弃的，现代仍然存在；古人没有弄明白
的，现代人仍感到困惑。
　　古人对很多问题的思考，对今天的人们有重要的启发。
比如幸福，虽然古人没有作出具体的阐释，但古人所说的“人生贵得适意尔”，或者可以作为幸福的
注解。
所谓的适意，也不一定就是回归田园，只要是自己心里感到安适的生活，就是适意自然的生活。
实际上，如果剔除种种非自然的欲望，最适意的生活往往就是最简单的生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心灵桃花源>>

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人的梦想。
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欲望横流、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在这个大自然一步步被侵蚀殆尽的时代，我们
要重建一个桃花源，只能是在心里建立自己的桃花源，就像在钢筋水泥丛林中浇灌一小块人工绿地。
相信只要心在，桃花源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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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心灵桃花源：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人生哲理》所收文章，为阅读古代经典而获得的人生感悟。
在这个竞争激烈、欲望横流、价值观混乱、大自然被侵蚀殆尽的时代，拥有一个内心的桃花源，才能
淡泊名利，找到心灵栖息之地；才能在滚滚红尘中忙里偷闲，停下脚步，欣赏清山绿水；才能认清财
富的本来面目，用可取的金钱过充实安适的生活，拥有真正的幸福。
其实，如果剔除种种非自然的欲望，最适意的生活往往就是最简单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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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明军，男，1969年生于山东郯城。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后。
写作出版了《中国十八世纪文人小说研究》、《禁忌与放纵》、《不熄的离火》等著作，除主持社科
研究项目外，还发表了一系列商业评论和文化随笔。
浸润于中国古典文化，对古典文化与现代生活的连接有深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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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你在为谁生活第一篇　一个人的桃花源凌波不过横塘路故乡的黄花菜莫损心头一寸天未到江南
先一笑一个人的桃花源坐看云起时到乡翻似烂柯人世界的尽头第二篇　幸福在别处生命中之不可管理
欲望的故事婆珊婆演底幸福在别处死生事大费思量（一）生命因有轮回而美丽命运的故事善恶到头无
须报第三篇　像蝴蝶一样生活活着溪山清静且停停后金钱时代的生活像蝴蝶一样生活如何让你遇见我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使生如夏花之绚烂蚂蚁的星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第四篇　这个世界变化不
快这个世界变化不快禅让的故事韩非之死历史是场三角恋深巷明朝卖杏花死生事大费思量（二)凭君莫
话封侯事这个世界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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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一个人的桃花源　　未到江南先一笑　　投荒万死鬃毛斑，　　生出瞿塘滟滪关。
　　未到江南先一笑，　　岳阳楼上对君山。
　　——［宋］黄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　　“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是宋代黄
庭坚《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中的诗句，宋崇宁元年，黄庭坚被贬谪到四川近六年后遇赦，他动身回
故乡江西分宁，在途中经过岳阳，这时天正下着雨，他还是冒着雨登上了岳阳楼，在饱览湖光山色后
，挥笔写下了这首诗。
6年来，经风历劫，当年乌黑的鬓发，而今已经斑白，而始终没有变化的是豁达洒脱的情怀。
　　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是北宋时代与苏轼齐名的文学家，他开创的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
流派，他的书法与苏轼、米芾、蔡襄齐名，并称四大书法家。
他和秦观、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四人的命运和苏轼一样坎坷，特别是黄庭坚和秦观。
宋英宗治平三年，黄庭坚第二次参加省试，名列榜首，第二年23岁的黄庭坚在礼部考试中高中第三甲
进士。
据说省试主考官看到他的试卷后高兴地预言说：“此人不仅是本次考试中当之无愧的魁首，他日一定
会名满天下。
”黄庭坚后来真的名满天下了，但是其仕途却是没有想到的一路坎坷。
中进士后，他被任命为汝州叶县县尉，卑居下吏，受制于人，忙于琐碎的杂务，他在一首诗中感叹：
“小吏有时须束带，故人颇问不休官。
”他不止一次梦见家乡的青青翠竹，一碧万顷的荷塘和满山遍野的橘林，而他妻子孙氏的去世，更让
他在落寞之上又加上了一重悲哀，以至于只有靠读《逍遥游》来消磨漫漫长夜。
熙宁五年黄庭坚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教授，7年后改任吉州太和县知县，中间曾调任德州德平镇监镇
官。
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旧党得势，黄庭坚回到朝廷，被任命为神宗实录院检讨官，入主馆阁，主持编
写《神宗实录》，《神宗实录》编修完成，黄庭坚被升为起居舍人，在为母亲三年守丧期满，朝廷又
任命他做国史编修官。
但就在这时，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了。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开始亲政，新党重新掌权。
黄庭坚因为在编修《神宗实录》时写上了“用铁龙爪治河，如同儿戏”一句，被认为是嘲笑神宗皇帝
，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黄庭坚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艰难岁月。
　　在被贬到更远的戎州时，黄庭坚就借住在城南的佛寺里，他将自己的居所取名为“槁木庵”、“
死灰寮”。
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向太后听政，赦免旧党，黄庭坚从流放地返乡，先是被任命为以宣德郎监鄂
州盐税，他请求辞去，第二年正月船到三峡时，接到权知舒州的命令，船到江陵时，又接到诏他做吏
部员外郎的任命。
黄庭坚两次上书请求就近做地方官，朝廷答应了他的请求，但他在太平州知州任上刚刚9天，形势又
有了变化，新党执政，黄庭坚写的《承天院塔记》被从中找出了许多诽谤朝廷的罪证，黄庭坚又被贬
官到宜州。
这一年年底，他带着一家老小，坦然踏上了征途，到第二年3月，黄庭坚一家到达永州，把家眷安排
在永州，独自到宜州赴任。
他先在城里租了一间屋子住下来，但半年后宜州太守说他是罪人，不能住在城里。
黄庭坚只好到城南租了间民房暂时居住。
这是一间四壁透风的破房子，而且毗邻闹市，非常嘈杂，不过庭坚这时已经心如止水，也不介意，还
给这间破屋子取了个雅致的名字叫“喧寂斋”。
到达宜州的第二年，官府又下令不许老百姓租房子给他住，甚至连佛寺也不许收容他。
黄庭坚只好在城墙上破败的戍楼里暂时栖身。
广西的天气格外炎热，黄庭坚住在狭小的戍楼更加溽热难当，好不容易熬到秋天，身体却越来越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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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到宜州的第三年的深秋季节，61岁的黄庭坚病逝在那个破败的戍楼里。
　　十年的江湖夜雨，换来了十年的得意京华，然后又是十年的流浪岁月。
黄庭坚以其幽默和洒脱化解了贬谪后的颠沛流离之苦，他歌唱着，而将满腔忧愁留给了山川风月，他
在一首诗中说：“我自只如常日醉，满川风月替人愁。
”在官场的繁杂和尘世的喧嚣中，他倚着快阁，听着千山落木的萧萧，看着明月下澄江的荡漾，想着
长笛归船和碧海白鸥。
在入主馆阁的日子里，他和他的朋友尽情欢笑。
他评价苏轼的字：“老兄的字我不敢妄加评议，但是用笔又扁又平，怎么越看越像大石头底下压着只
蛤蟆呢？
”这些朋友间的戏谑和调侃换来的是会心的开怀大笑。
在贬官黔州时，他每天吟诗练字，自号涪翁，又自称黔江居士，就在这个时期，他的书法艺术造诣达
到了巅峰。
他和一个叫范寥的青年在城墙上下棋读书，晚上就在卧床夜谈，切磋学问。
有一天下午，忽然下起了清凉的小雨，黄庭坚心情非常好，喝了几杯酒后稍有醉意，就把脚伸到外面
去淋雨，高兴地对范寥说：“我平生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快乐过啊！
”话音刚落，两人不约而同地拊掌启颜，开怀大笑。
　　宋代是个尚文的时代，文人受到尊敬，文人待遇优厚，掌握实权。
据说赵匡胤当皇帝后，立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绝对不能杀文人。
但文人相轻，文人喜欢内讧，整个宋代党争不断，北宋时有革新与保守之争，范仲淹和吕夷简之争，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旧党分川、洛、朔党，又相互争辩。
南宋时有和战之争，绍兴和议前后有秦桧、岳飞之争，隆兴和议前后有汤思退、张浚之争，嘉定和议
前后有史弥远和韩侂胄之争，南宋末年有贾似道和文天祥之争。
如此等等，文人几乎全卷入争斗，每一次争斗都有大批文人遭到贬谪，宦海的起伏竟然成为常态。
　　北宋神宗之后，朝廷政局频繁变化，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
党失势，旧党领袖司马光执掌大权，长期被贬谪在外的旧党人物也都相继回朝任职。
而支持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开始亲政，起用章敦、蔡卞等新党人物，旧党又受到迫害。
宋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暂时由向太后听政，新党被罢黜，旧党复起。
徽宗亲政后，起用蔡京为相，新党又卷土重来。
在如此的转风车一般的政局变换中，文人必须学会调和个人与外界的矛盾，以心灵的宁静对抗政治的
波澜，以旷达、冷静、恬淡的态度应对世态和人生变化，以乐观、爽朗、超脱态度对待官场失意。
这也是禅宗和道家思想在宋代流行的原因。
　　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并非易事，其中最值得称道的还是黄庭坚的朋友苏轼。
苏轼的仕途比黄庭坚还要坎坷，他不仅是文学艺术奇才，也是官员中的另类，在新党执政时他非议新
党，在旧党掌权后他又非议旧党，总其原因，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非任何一个党派所能包容。
既然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保持自己的人格，就会甘心为此付出代价，所以苏轼能以旷达情怀看待一切
艰难，笑赏天风海雨，于风雨中吟啸徐行。
　　苏轼在为父亲苏洵守丧期满后回到京城，第一件事就是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方案，引起
王安石一派的排挤。
苏轼为了远身祸，求为外任，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
其间“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言官何正臣、舒宦、李定晦等人弹劾为“包藏祸
心”、“指斥乘舆”，于是被突然逮捕送交御史台论罪，苏轼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幸得多方
营救，才得出狱，出狱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神宗病故，高太后听政，旧党人物司马光、吕公著全面废除王安石新法，被起用为起居舍人、中书舍
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又反对执政大臣们的全盘否定新法，于是又为旧党官僚所忌恨，要求外放
，出知杭州。
元枯六年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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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料又为旧党贾易等诬陷，心情郁闷，不愿留在京城，于是又上书请求外放，不久便被派知颍州，
后又改知扬州、定州。
旧党的支持者高太后病死，哲宗执政，新党人物又纷纷上台，旧派人物纷纷遭到贬斥。
苏轼先是贬为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未到惠州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到惠州安置。
绍圣四年，已六十多岁的苏轼又被改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苏轼在一封信中描述他在海南岛的生
活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与程天侔书》）元符三年，苏轼获赦北还，行至常州病死，结束了他宦海升沉的一生。
　　据说有一次苏轼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
”一答：“文章”。
一说：“见识。
”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
”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朝云在惠州去世，苏轼把她安葬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附近寺院的僧人筹
款在墓上修了一座亭子，就是“六如亭”，苏轼亲自撰写了一副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苏轼知道自己“不合时宜”，但他还要坚持，宁愿为此“九死蛮荒”。
苏轼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说：“九死蛮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他把贬谪当作难得的漫游机会，其内心何其旷达洒脱。
最能够表达苏轼的旷达洒脱的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在最艰难的岁月中仍然保持着对生活的乐观和情趣，不仅用他的经历和情怀成就了词的辉煌，
而且留下了无数美谈。
　　黄庭坚还有一个朋友叫秦观，因为秦观写了很多爱情词，所以与他有关的爱情故事也不少，在民
间流传最广的是秦观和苏轼的妹妹的故事，这个故事现在已经证明为虚构。
秦观在蔡州时曾和一名歌妓谈情说爱，还曾追求过一个姓畅的道姑。
他买了一个叫朝华的侍妾，后来要了却尘缘修仙证道，把朝华送回父母家。
他在长沙的时候，当地一名歌伎要跟他走，秦观没有答应，秦观去世后，歌伎到江边祭送了秦观的灵
柩，回来就自缢身亡。
　　实际上秦观的爱情词不一定写的是自己的爱情经历，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表达感情的方式，也就是
清代人周济所说的“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
他之所以要到爱情中去寻找寄托，是因为有太多的忧愁，他的忧愁也是来自贬谪，绍圣初年，秦观先
是出为通判杭州，接着贬监处州酒税，又徙郴州，继编管横州，又徙雷州。
宋徽宗立，秦观复宣德郎之职，返回的途中，在藤州去世。
秦观没有像苏轼、黄庭坚那样笑对困境，他一路贬谪，留下了一路叹息，他的词中充满了泪和愁，“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
”“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铲尽还生。
”“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无论是春花秋月，还是春鸟秋虫，在秦观眼中总是无边的愁恨。
在他最有名的《满庭芳》（山抹微云）词中，秦观描写了斜阳衰草，古老的城墙，黄昏凄清的号角，
城外江边准备起航的孤舟又慢慢消停了桨橹，正准备泛舟远行的客人竟忍不住把盏回望，说不清的惆
怅，诉不尽的别情，都像云烟散去，剩下的只有满目清秋哀景。
秦观被称为“古之伤心人”。
据说苏轼读了秦观的《踏莎行》后，将其中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抄在自己的扇子上，并说：“少游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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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万人何赎？
”　　秦观被贬到雷州时就曾自作挽词，到藤州时他游华光寺，向客人讲了自己在梦中所作的词句，
口渴了，就要了一碗水，水来了，他笑着看着碗中的水就死了，年仅53。
黄庭坚贬谪宜州的时候，带着家人行到长沙，正好遇到朋友秦观的儿子和女婿护送秦观的灵柩北归，
黄庭坚扶着秦观的灵柩，不禁唏嘘掩泣，清泪长流。
临别时，黄庭坚拿出20两银子给秦观的儿子秦湛，做秦观的安葬费。
秦湛一开始坚辞不受，后来收下银子，拜别黄庭坚，扶着父亲的灵柩继续北归了。
　　有人评论说秦观的心理承受力弱，因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念，实际上也可以说秦观是在中年人的时
代中还保留有青年的感伤，也许是无法旷达，也许是不愿旷达，他以自己独特的哀婉在文学史上留下
了一个感叹号。
　　一个人的桃花源　　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
　　避时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
　　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
　　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
　　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因相问。
　　世上那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
　　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
　　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
　　——［宋］王安石《桃源行》　　我频繁地做一个相似的梦，梦见自己驾着一只小船，在一条林
木杂花夹峙的小溪上漂流，水的尽头是一个山洞，山洞以竹木为门，我每一次都是在洞口要推门的瞬
间醒来。
回忆梦中的景象，总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想了又想，就想起了桃花源。
　　长久以来，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文人的梦幻，成了失落的人间天堂的象征。
陶渊明这样描写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归结起来，这个令无数文人魂牵梦萦的桃花源世界，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自然环境优美，桃林、
芳草、落英，这是桃花源的背景，排列整齐的房屋，肥沃的土地，美丽的池塘，茂盛的桑树竹子，纵
横交织的小路，这是桃花源世界的景观。
二是人文环境和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闲暇无事则饮酒欢笑，其乐融融。
因为耕者有其田，人人自食其力，没有竞争，没有攀比，人人都觉得很幸福。
因为不需要君主，不需要官吏，也就不需要交纳赋税。
　　在两晋时代，因为到处是战乱和灾荒，到处肆虐着暴政和贪婪，统治者被认为是现实社会中苦难
的根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阮籍写出了《大人先生传》，鲍敬言写出了《无君论》。
阮籍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鲍敬言认为“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
远古的黄金时代就是无君臣的时代：“曩古之世，无君无臣。
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势力不萌，祸乱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设。
”这样的社会理想显然是受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的影响。
所以陶渊明幻想在山林的阻隔和保护下，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
　　这个被后人视为道家小国寡民和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形象展示的乌托邦世界，实际上有着现实根
据。
在那个动荡年代，确实有许多人在寻找这样的人间天堂，流传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刘敬叔《异苑
》所记武陵蛮故事，武陵蛮人逐鹿入石穴，攀梯而上，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
这个故事也出现在庾仲雍《荆州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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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文中所交代的时间、地点都可考，而对桃花源生活的描写，虽与现世的动乱、政治的暴
虐、人生的苦难形成鲜明对比，然也不是全为空想。
《宋书?夷蛮传》记武陵一带蛮人居住深险的山中，没有徭役，称为五溪蛮。
中原百姓为逃避战乱或赋税徭役，多有逃入荆蛮之地者。
《宋书?夷蛮列传》记载：“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入蛮。
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所居皆深入重阻，人迹罕至焉。
”《桃花源记》中提到的南阳刘子骥名刘骥字子骥，《晋书?隐逸传》有传。
苏轼、王安石都认为陶渊明所描写实有其地其人。
　　现在看来，陶渊明的桃花源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都很平常，耕者有地，自劳自食，本应该如
此，却成了遥不可及的梦幻天堂。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
”不缴租，不纳税，竟然成为乌托邦的空想。
自西周至两晋，一直到近代，王朝频繁更替，社会经济制度变化巨大，但耕者无地的现实一直没有改
变，土地或曰国有，或为豪强所占，百姓耕作的血汗供养着不劳而获的统治者，土地成为万世百姓的
伤痛。
　　在陶渊明所处的乱世，桃花源记被视为人间天堂可以理解，但在后来的太平盛世中，桃花源仍被
视为不可能实现的梦幻，陶渊明的这篇文章也与刘晨阮肇故事、荥阳人故事故事一起归为神异小说。
《幽明录》中的刘晨阮肇故事写刘、阮二人由剡县入天台山，迷而不返，偶于水边遇神女，被邀至洞
府，与神女成婚，居十日求归，而家乡已非原貌，人间已经过七世。
《搜神后记》中的荥阳何姓人在仙人引导下进山洞得田数十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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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灵桃花源：中国古典诗文中的人生哲理》记录了作者阅读古代经典的人生感悟和生活哲理，
并通过深刻的思考来诠释幸福的真正含义。
在这个生存竞争激烈、物欲横流、价值观混乱的时代，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成了无数人的梦想，而幸
福是心灵深处的一处桃花源，只要心在，桃花源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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