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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隐逸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
隐士是中国农业封建社会孕育而生的特产。早在远古时期、先
周时期、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发轫之初，隐士人物即亦随着社会
的发展应运而生，登台亮相，所以隐士是和中国文化与生俱来
的，因此历史久远，源远流长。 《周易》上概括隐士行为的准
则为: “初九曰: ‘潜龙勿用’，何谓也? 子曰: ‘龙，德而隐者
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 乐则行
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这段话的意思是
说: 初九说: “潜龙勿用”，初九爻辞说: “巨龙潜伏水中，暂
勿施展才用。”孔子指出: “这是譬喻有龙一样品德的人，他不
被世俗改变节操，不热衷于创立功名; 避世隐居没有苦闷，不
被世人赞许也不苦闷，对高兴的事就去做，对可忧的事就避开，
具有坚定不可改变的意志。潜龙，就是隐居的君子。”上九说: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就是说，不去事奉王侯，保持高尚
的志向。如巢父、许由、子洲支父、善捲、石户之农、北人无
择、卞随、务光、伯夷、叔齐等，他们都是生活俭朴，自律甚
严，素养很高，贤名远扬的社会名流。其名声、威望和影响力，
都能超过朝廷官员，超过当时的部族领袖，超过部族联盟领袖，
甚至超过君王。“虽岩居穴处，而王侯不能与争名。” ( 《韩诗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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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卷五) 这是因为，他们不压迫人民，不剥削人民。他们躬
耕自食，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不慕虚荣，不事张扬，与世无
争，与人无争，宁愿默默无闻。自此，社会上便形成一个共识:
识隐士行为为高尚的行为，受人尊敬的行为，受到人们喝彩的
行为。这是一个道德与智识兼备的群体。不过，那时名流数量，
少之又少，所以物以稀为贵。绝不像时空转换几千年后，社会
名流如过江之鲫，一个树叶掉下来，便可砸倒一片名流。

每个时代的隐士，除少数假隐士外，还有一部分是厌世思
想的产物。他们把人世间看做是一个苦海，一切众生，沉沦其
中，都在苦苦挣扎。苦海是茫茫无边的，世上万物都是水中花，
镜中月，瞬息万变，转瞬即灭。最好的解脱办法，就是看破红
尘，回头是岸。就是祗求自身的安闲自在，心境快乐，躲入世
外桃源去做隐士。无论过去和现在，人们批判隐士，主要是责
怪这一部分隐士对国家、对人民，麻木不仁，明哲保身，只重
自我，无所贡献这一面，但却忽略了隐士不争权夺利，不尔虞
我诈，不败坏社会风气，并对追逐官位的潮流起到一种对抗平
衡的作用，这是一个正面作用。还有另一个正面作用，就是每
个时代的隐逸人士，实际上就是为国家贮备的 “人才库”，以
备不时之需。当有事需要时，朝廷就可征召他们，赋予特殊使
命为国家所用。例如，姜尚就是被周文王从陕西宝鸡渭水之磻
溪，“载以俱归，立为师” ( 《史记·齐太公世家》) 而治理国
家，从而灭商纣建立周朝的，开创了八百年的基业; “范蠡事越
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
之耻” (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 诸葛亮就是被刘备从隆中
“三顾茅庐”请出山来，出将入相建立蜀汉政权，形成 “三足
鼎立”之势; 张养浩致仕隐居家乡山东，天历二年 ( 1329 )，
陕西发生大旱，出现“饥民相食”的严重灾难时，元文宗特拜
张养浩为陕西行台中丞，前往赈灾，后因积劳成疾，死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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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朝中众多官员，难道就没有可以担当此重任的人吗? 而非
要选派一名已经退休而回到山东老家的汉族官员。我们可以理
解为，当时元朝朝廷认为张养浩是最合适的人选，肩负此一重
任，非他莫属; 刘基这位元朝的进士，浙江青田的隐士，后来
成为明朝的开国功臣。明太祖常呼 “老先生”而不名，曰:
“吾子房也”。为明朝建立不朽功勋。等等，此类事例很多，都
是隐士出山，为国献功的事迹。这都表明隐士群体中水深莫测，
人才辈出，卧虎藏龙。

汉代以前的入仕，被社会公众视为鄙。鄙，看不起。如
“肉食者鄙。” ( 《左传·曹刿论战》) “君子所鄙。” ( 《史记·屈
原贾生列传》) 鄙，耻也。这为现代社会很难理解。而对于出
世者，即隐士，则被视为 “潜龙”，即 “有德而隐居的君子。”
( 《周易·卦一》) 上面列出的名流，属于这一类。后来，社会
风气发生变化，按照鲁迅先生的看法，“汉唐以来，实际上入仕
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欲 ‘隐’而不
得，这才看做士人的末路。” ( 《且介亭集·二集·隐士》) 当时
社会上流行一种风气，把科举和隐遁看做是登上社会政坛的两
种不同的途径，即 “双轨路”，殊途可以同归。科举是干禄入
仕的正途，但三年一举，一举录取的比例太小，名额太少。百
分之九十五至百分之九十七的人，只是对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
的人陪考一次。于是就有一部分人干脆不去应试，或应试失利
后，便另辟蹊径，隐居深山幽谷，开始做一个表面上声闻不彰，
息影山林的人物。等到名气大了，自然有州郡来推荐他，朝廷
来征召他。这同样也是可以成为猎官的捷径。所以，他们遁入
山林后，就株守茅庵，翘首以待，静候 “蒲轮安车”① 侍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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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们下山。有了这种思想所趋、社会所重的背景，隐逸之风
便盛行起来。于是许多人都在走这条路。这与远古时代巢父、
许由所形成的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 “箕山之志”，出现
思想上的分野。

隐逸猎官之风的兴起，应该认为是从六朝开始，隋唐宋盛
行。如魏晋之时的山涛，南朝时的周颙，隋朝的苏威，唐朝的
卢藏用、杜淹、裴迪、吴筠等，宋朝的种放等等。《新唐书·卢
藏用传》说: “司马承祯 ( 隐士) 尝召于阙下，将还山，藏用
指终南山曰: ‘此山大有嘉处’。承祯徐曰: ‘以仆视之，仕途
之捷径耳。’藏用惭。”卢藏用隐居终南山时，心中所蓄都是朝
中之事，所以人们称他为 “随驾隐士”，寓有嘲讽之意。这就
是“终南捷径”的含义。这也正是当时的一种社会思潮。南唐
有一位诗人叫左偃 ( 《全唐诗》载他诗十首)，自述他悲惨的境
遇道: “谋身 (即“谋官”) 谋隐两无成，拙计深惭负耦耕。渐
老可堪怀故国，多愁翻觉厌浮生。言诗幸遇明公许，守朴甘遭
俗者轻。今日况闻搜草泽，独悲憔悴卧升平。” ( 《寄韩侍郎》)
一语道破了所谓 “隐”的秘密，也表露出士人的苦衷和无奈!
士人都是先走科举谋官之路，如果不成，再走谋隐— ( 曲线)
谋官之路，如果二者皆无所成，当然是很悲惨的结局了。

历史上，勿论朝野，对待隐士的态度和评价，汉唐以前:
崇敬; 汉唐以后: 宽容。很少出现不能容忍的言论。只是对待
少数功利思想太过彰显，假以隐士之名，而进行投机谋利的人，
世人才会给以白眼，进行鞭挞和诟病。到了近代，人们对隐士
的期望值升高，要求严苛，批判的声浪才高涨起来。其主要原
因是: 异族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
哀号。作为隐士，国家如泰山崩，黄河溢，你们却目无所见，
耳无所闻，人民从感情上是无法原谅和接受的。其实清朝的隐
士，大多数其隐非隐，成为抗清斗士。特别是顾炎武倡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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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后，隐士们才更是成为千夫所指而
无地自容了。

二

如果从西周初年算起，到清朝末年帝制结束，中国在三千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共经历 252 位君主。这些君主对待隐士的
态度，也有天壤之别的迥异，难以一一评述。这里仅限于君主
对待隐士的态度，而不涉及政绩等其它方面，大致可笼统地概
括为三个层次: ( 一) 大度、仁慈、宽容、关怀，占君主的一
小部分; ( 二) 态度中平，不好不坏，甚至包括漠不关心，不
闻不问者，占君主的绝大部分; ( 三) 心胸狭隘，不能容人，
甚至进行疯狂迫害者，是君主中的极少数人。

对待隐士能够施以仁慈、宽容、关怀、胸襟豁达大度的世
主，比较而言，要数西周文王姬昌、武王姬发、东汉光武帝刘
秀、三国蜀汉昭烈帝刘备、唐高宗李治、元世祖忽必烈等几个
比较开明的君主。

周文王、周武王父子都不仅能慧眼识才，而且能够知人善
任。在姜尚年已七十，从他的自荐中，仅仅知道他在 “东海之
滨” ( 今江苏连云港境) 隐居过。在朝歌 ( 殷之别都，今河南
淇县) 做过屠宰户。在棘津 ( 今河南延津县) 卖过蒸馍。在磻
溪 (今陕西宝鸡市东南伐鱼堡) 无钩垂钓，就 “载以俱归，立
为师。”

三年后，西周形成同心协力，群策群力，诸侯无二心的政
治局面。司马迁评价说: “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太公之谋计居
多。” ( 《史记·齐太公世家》)

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又拜年已八十有余的姜尚为诸侯
联军统帅，誓师东征，讨伐商纣。古人迷信天象和占卜。临行，
暴风雨骤至，群公尽皆失色。卜，龟兆不吉。唯太公力排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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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劝导武王，挥师东进。牧野 ( 今河南淇县西南) 一战，灭
纣，开创周朝三百年基业。后来封地于齐，齐又成为大国。

姜尚之所以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成为
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与二王 ( 史称 “二圣”) 的知遇是分不
开的，与二王提供的施政平台是分不开的。二王两次任命姜尚，
委以重任，是冒极大风险的。由此，我们又可看出二王的胸襟、
魄力、胆识、知人和雅量，这就是二王的最可贵之处。

当朝廷蒲轮安车征召隐士时，也时常出现隐士坚持 “守节
不仕”的愿望，大多开明君主也能够理解和宽容对待。汉光武
帝即位后，将自己当年的同窗学友严光召至京师，拜谏议大夫。
晚上与严光同榻抵足而眠，严光睡相不好，甚至把脚压在光武
帝身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 ‘朕故人严
子陵共卧耳。’” ( 《后汉书·严光传》) 最终严光还是辞归富春
山，过自己的渔樵农耕生活，刘秀表示理解和宽容。在召见周
党时，他伏而不谒，自陈“愿守所志” ( 即继续隐居)，博士范
升奏毁周党: “敢私窃虚名，夸上求高，皆大不敬。”光武帝能
以平和心态对待，并下诏曰: “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
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赐帛四
十匹。”放归。( 《后汉书·周党传》)

刘备 ( 161—223 )，字玄德。涿郡涿州 ( 今属河北) 人。
虽为贵族后裔，但出身卑微。少孤，与母贩履织席为业。不甚
乐读书，善交友，尤其好交结豪侠。性格坚毅，待人宽厚。谦
恭仁慈，不嗜杀人。喜怒不形于色。生活锤炼了他运用纵横捭
阖的公关手腕，应对危难局面的能力。遇事，总能趋利避害，
逢凶化吉。对敌人，以巧周旋; 对朋友，以诚相待; 对部下，
以宽相处。

在荆州，他结识了南阳—荆襄—沔南隐士群体，并得到他
们的帮助。从此，“荆州豪杰归先主者益多， ( 刘) 表疑其心，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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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御之。” (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但刘表不久病逝，荆州
统治集团陷于立嗣的内乱之中。这个隐士群体，就是南 ( 阳)
襄 (阳) 地区的社会名流和中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如庞德
公、司马徽、诸葛亮、庞统、徐庶、崔州平、孟公威、石广元、
黄承彦等。他能屈尊以求，三顾茅庐，延请诸葛出山，委以军
国重任，以致成为蜀汉政权刘备时期的二号人物，刘禅时期
(前期) 实际上的一号人物。即使刘备临终，仍心神无二，举
国托孤，君臣以诚相待，如鱼得水。

这样，诸葛亮、庞统等人遇到这样的明主，受到这样的知
遇之恩，他们能不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吗? 由此可以看出，刘
备是个毫无帝王霸气，更多仁慈之心，睿智开明，罕见完美的
君主形象。

唐永徽年间，隐士田游岩入太白山，又入箕山，频召不出。
高宗幸嵩山，遣使就问其母，赐药物絮帛。并亲至其门，游岩
野服出拜，仪止谨朴。拜崇文馆学士。天子亲书榜其门，曰:
“隐士田游岩宅”，晋太子冼马。后又宽容其主动归山，“蚕衣
耕食”。潘师正隐居嵩山逍遥谷。高宗幸东都，召见，垂问所
需，对曰: “茂松清泉，臣所需也，既不乏矣!”此话听来，颇
为刺耳。若是换一个皇帝，气氛就不会这么融洽了。高宗尊重
他的选择，并在他隐居处建崇唐观，以改善他的隐居条件。潘
师正享年九十八岁。( 《新唐书·潘师正传》) 李治在位三十二
年，对待隐士的宽仁程度，由此可见全貌。其后，武则天在其
统治的十几年中，虽然也能正确对待隐士，但已远远达不到李
治的水平了。

元世祖忽必烈对待汉族隐士，如刘秉忠、姚枢、许衡、窦
默、杜瑛等人，从漠北藩府开始到元朝建国以后，都能以诚相
待，用人不疑，委以军国重任。许衡与权臣王文统、阿合马政
见相左，他曾五次辞官，五次被召回。1270 年再三恳辞，帝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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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衡坚不下殿，左右掖之曰: “有旨令先生出矣!”将出
殿门，许衡仍还奏曰: “陛下令臣出，当出省去耶?”上笑曰:
“出殿门尔。” ( 《元史·许衡传》) 由此可见君臣融洽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些君主由于出身、经历以及其它原
因，未能宽仁地对待隐士，甚至成为极其恶劣的典型。如: 汉
高祖刘邦、魏晋时期晋王司马昭、明太祖朱元璋等。

刘邦，本是江苏沛县陋巷小痞，文化缺失，素养浅薄，对
士人极不尊重，总爱谩骂侮辱人，曾用士人的帽子当溺器等，
面对这斑斑劣迹，“四皓”就不能忍受，逃匿商山，发誓 “义
不为汉臣”。

曹魏后期，大将军司马昭 ( 后为晋公、晋王，死后谥文
帝) 专权，大搞白色恐怖，致使社会万马齐喑，疯狂迫害 “竹
林七贤”。当初嵇康家贫，尝与向秀在大柳树下锻铁，与吕安一
起灌园。贵公子钟会闻康名而前往造访，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而康扬锤不辍，旁若无人，钟会含恨而去。嵇康问他: “何所闻
而来，何所见而去?”会对曰: “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在晋王司马昭面前诽谤说: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
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 《晋书·嵇康传》) 嵇康因之遇害，
“竹林七贤”集团遂告解体。当时天下竟找不出一小块隐逸之
地。魏帝 (高贵乡公) 曹髦说: “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见《汉晋春秋》)

朱元璋同刘邦身世相类，出身草莽，对士人总是口是心非，
耿耿于怀，不能以宽容心态对待，甚至还订出 “寰中士夫不为
君用”的惩罚条款，“其罪至抄劄”。“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
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
( 《明史·刑法志》) (籍: 没收家产)。戴良，朱元璋两次征召，
欲加之官，俱以老疾固辞，因而忤旨，明年四月暴卒。疑其被
逼自裁也。( 《明史·戴良传》) 戴良之死，多少有点个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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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良不忘故主，坚持维护元朝体制，不与新朝合作，因而招致
报复。高启征召不仕，朱元璋本来很是窝火，但暂未发作，后
来苏州知府魏观扩建府衙，获谴。帝见高启为魏所作 《上梁
文》，因此暗火变明火，旧账新帐一起算，高启被腰斩于南京。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魏观原本也是含冤而死，高启更何
罪之有?

由此可见，做隐士也有难处，如果征召不仕，就可能招致
统治者的报复。作为隐士，你就应该及早谋划，隐姓埋名，亡
命天涯，才可远害避祸。后汉梁鸿就是这样。王莽所建 “新
朝”时期的许多隐士，都是“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
不可胜数。” ( 《后汉书·隐逸传序》)

历代，尤其是近现代，人们对隐士多持保留态度，批评多，
理解少，褒扬更少，要求太多，对隐士似乎过于苛刻，缺少宽
容; 本书对隐士肯定多，理解多，批判较少，应该说，更符合
历史真实。我们不能用现代标准去衡量古人，更不能用现代的
最高标准去衡量古人。

隐士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现代社会
已不具备孕育产生古代隐士的气候、土壤和人文条件。山，还
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但时代已经沧海变桑田，古今不
能类比。

据报载: 今日之终南山，仍有数百名 “现代版”的隐士，
隐居林泉之下。我认为，他们既不是 “箕山之志”的坚守者，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他们也不是 “终南捷径”的企望者，
因为“终南捷径”已不复存在。即使你学富五车，满腹经纶，
也不会出现“蒲轮安车”、“冠盖相望”的景象。他们是一批高
洁之士，既不谋官，又不图名，悄然无声，不求闻达，只是想
逸出现代社会滚滚红尘的浊流之外，寻一块清净之地，或著书
立说、或因宗教的虔诚、或休养身心，总之，是为了完成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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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宿愿。他们理应受到理解、尊重和关怀。
我们并不赞赏封建时代的隐士以及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社会观，但应以科学的理念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去研究它、认
识它。无论古代隐士或 “现代隐士”，我们都应有一颗平常的
心，把他们当做平常的人看待，一切疑虑困惑都可释然。中国
是一个礼仪上邦，泱泱大国，应该有包容万象海纳百川的气派，
倡导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以人为本，以人的诉求为本，应该
尊重人权，顺应人性。人各有志，不可相强。在不违背法律，
不危害社会的情况下，去发展自己的个性、爱好、才能和特长，
完善自己健康的人生观、社会观、价值观，乐观勤勉地去生活。

我们不赞赏隐士，不学习隐士。但要宽容隐士，理解隐士，
尊重隐士。

三

《韩诗外传》说: “朝廷之人为禄，故入而不出; 山林之士
为名，故往而不返。”

在封建社会，智识阶层，历来就由于种种原因，概括起来，
无非是出路问题、生活问题，分化为两大营垒。

一是经济仕途派 (多数派)。他们要走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扬”、“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们皓首穷经，一
年一年地攀登，经过一级一级地筛选，成为 “从九品”到 “正
一品”的十八级官员中的一员，这是金字塔的塔尖和塔身。而
剩下来的大部分人就是塔基，进入“流外” ( “从九品”以下)
的孔目层次，即 “衙前吏”，指分管中央吏、户、礼、兵、刑、
工六部在基层政权中的公事杂务，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如
令史、驿丞、典史、书吏、押司等，这就组成一整套严密的国
家统治机器，并使之运转起来。

二是淡泊名利，鄙视富贵，崇尚谦让，践行中庸，寻求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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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不求闻达的一部分士人，最终成为“岩穴之士”、“林泉之
士”，我们不妨称之为山林派。这其中主要是科举失利者，还有
因种种原因从统治阶级队伍中的退出者、落伍者。科举失利者
占这支队伍的一大部分。科举制度确立于隋代，发展于唐代，
完善于宋代。唐代科举取士的员额，三年一举，参加考试的约
一千多人，“一举”只录取进士二三十人，比例约为百分之二
点五。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统治的五十年中，共取进士一千多
人，其比例也大致如此;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共十三举，录
取进士 4570 人，每举约为 351 名。参加考试 7000 多人，录取
比例约为百分之五，略高于唐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举子都
名落孙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是隐士的候补人选。考中进士
的未必就是优秀人才，落榜的人也未必就是不优秀的人才。科
举制度本身就天然地存在许多弊病，考试内容和实用完全脱节。
科举制度既选拔了不少人才，也埋没了不少人才。

以上两派———仕途派、山林派，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地互相
诱惑，互相召唤，所以历史上就出现两种其义截然相反的 “招
隐士”宣传广告。
《楚辞》中淮南小山的 《招隐士》，王夫之在 《楚辞通释》

中推断该篇 “义尽于招隐，为淮南王招致山谷潜伏之士”。篇
中的一切描绘，都是危险环境的象征，而不是山中一般景物的
叙写，特别是作者善于捕捉深山里某些孤独而恐怖的特征，如:
桂树丛生、枝条纠缠、云雾弥漫、岩石巍峨、溪水奔涌、猿狖
悲啼、虎豹吼叫，写得惊心动魄，历历如在目前。再加上浓厚
的主观色彩渲染，表现出一种幽怨抑郁的情思和波谲云诡的艺
术魅力，召唤隐士走出山林: “王孙归来兮! 山中兮不可以久
留。”这是淮南小山招山林隐逸之士出山之作。也可以理解为官
方的“招安榜”、“招贤榜”。

魏晋以来，希企隐逸之风大盛，招隐诗的命意则变为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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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与淮南小山《招隐士》之义背道而驰，大有设台打擂之
意。

西晋陆机 《招隐诗》二首，却在歌颂隐士，歌颂隐居生
活。 “朝采南涧藻，夕息西山足”、 “富贵苟难图，税驾从所
欲”。大意是说如果仕途坎坷，富贵难图，不如栖遁山林。这里
所说的“富贵”，即如《论语·述而》所说: “子曰: 饭蔬食饮
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

左思的 《招隐二首》，叙写入山寻访隐士，羡慕隐士的生
活，并决定和他同隐。经营山居，享受到隐居的乐趣，说明放
弃仕进，摆脱牵累，追求逍遥的隐栖生活，不过是顺从自己的
爱好而已。“杖策招隐士，荒途横古今”、“结绶生缠牵，弹冠
去埃尘”、“相与观所尚，逍遥撰良辰”，这应理解为山林派或
隐逸派的宣言书。

实际上两派都在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历代的朝廷方面，多有“访求隐逸”举措，以笼络利用各

方面的名流和上层人物，以利于安邦治国。至元十三年
( 1276)，元世祖曾 “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具以奏
闻”。号召各级政府广为搜求，及时报告中央。至元二十一年
( 1284)，又“置集贤馆招致山泽道德之士” ( 《元史·选举
志》)。一经发现，便重礼相待，要么委以重任，要么置于集贤
馆供养起来，使之起参谋顾问作用。历朝大多如此，用高官厚
禄、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安车侍从等优厚条件为诱饵，广求
山野遗贤，征召岩穴之士，请他们走出山林，登上庙堂，为朝
廷所用。

隐逸派方面，也在用阴冈白雪、阳林丹葩、丘中鸣琴、石
泉清音、餐菊佩兰的山野逸趣，动员和引诱入仕之人，离队倒
戈，遁入山林。你们不要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 昨怜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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袄寒，今嫌紫蟒长”。 ( 《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解读 《好了
歌》) 等于在说，来吧! 我们这里有蓝天白云，明月清风; “对
榻青山，绕门绿水”; 空气清新，景色宜人。“一杯酒，胜如关
内侯”，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由此，人们经过深思，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隐士
能够稀释和冲淡世人对官场、官本位的狂热追求，起到一种清
醒剂的作用; 它可以使庙堂与江湖，在朝与在野，保持一种平
衡作用，对社会风气起到一种净化作用和缓冲作用; 它是封建
社会一支重要的储备力量，可以在特定的时期，作出某种特殊
贡献。这就是为国家储备人才的作用。

试想: 如果士人都去走那个千军万马竞奔的独木桥，社会
会是什么状态呢? 这不难想象。由上述情况说来，隐士的作用，
不能全盘否定。这个队伍中的有用之才实在太多，只能因势利
导，为国所用。对愿守所志者，应该也能理解和宽容。

四

自上古至晚清，隐士成千上万，品秩杂乱，良莠不齐。本
书在编撰过程中自始至终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精选慎取。以立
德、立功、立言、节操等几个方面作为评价标准，以求激扬人
们的浩然正气，并鄙弃那些沮丧、颓废、无为的垂暮之风。

具体来说，就是遵循“三不”和“三必须”的原则。
“三不”是:
(一) 不采取有闻必录的方法，而必须言之成理，持之有

故，以史为据。
(二) 不追求以多取胜，以多求全，以多求杂，而专注于

精选慎取。
(三) 不囿于某史的《隐逸传》，而精取于众籍，并拾遗补

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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