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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彭泽，濒临长江、鄱阳湖，拥有大面积的沿江冲积洲和滨湖平原，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古往今来，世世代代的彭泽人在这片土地上勤奋

耕耘，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灿烂的 “金花”“银花”是彭泽人的自豪。

以蓝天为纸，书写彭泽人跨越世纪的梦想；用大地作琴，奏响彭泽人赶超发展

的乐章。

昔日大山的幽静被机器的轰鸣声打断，滩涂上建起了整齐的厂房，一艘艘巨轮

在这里下水，一排排纱锭在这里转动。一个个在这里落户的大型企业犹如长江这条

项链上光辉夺目的珍珠。彭泽是江西省拥有长江黄金岸线最长的县，岸线资源长达

４８公里。几千年来专心经营 “金花”“银花”的彭泽人，正伴随着沿江大开发的东

风，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工业发展上。

这是一组令人倍感振奋和骄傲的数字。２０１２年１至８月，彭泽全县完成财政总
收入６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４１８％；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５５７３亿元，同比增
长３０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４７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２３％。放眼望去，４８公里得
天独厚的黄金岸线旁，一条沿江产业带风生水起，彭泽正在实现着由传统农业大县

华丽转身为工业强县的嬗变。

彭泽工业经济的发展，从起步到腾飞，一步步印证了彭泽县委、县政府 “主攻

一带、决战三区”发展工业经济的决心、信心和雄心。这是一场诠释改革开放之路

的生动实践，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生动实践。这里包含着一种聚变的力量，

这是一种资源要素在高效聚合后产生的强大张力，这种力量就是发展，就是突破束

缚后的解放。彭泽赢来了一个强力发展工业的春天，人人都在彭泽这片热土上追逐

春风，播撒种子。

彭泽强工兴城的 “葡萄串效应”，既为全县的经济建设夯实了基础，又为经济

社会发展增强了后劲，软硬环境不断改善，不断扩大延伸，并由此激活了沉寂两千

余年的彭泽本土文化。

旧县塔、狄公祠、纵囚墩、读书岩、钓鱼台、澎浪矶、龙津寺、西山庙。人文

文化、生态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在彭泽，能深切地体味到文化的气息和浓

厚的氛围，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温馨、一份甜怡，是一抹风景、一道亮线，那份心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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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怡、那份赏心悦目无不释放出彭泽人的骄傲、自信和自豪。厚重的彭泽本土文化，

把发展的气魄亮相街头。彭泽，因工业崛起而骄傲，因厚重文化而精彩。

彭泽地处吴头楚尾，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赣皖文化在此交汇融合，是一种既

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国学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奇葩。

陶狄文化作为彭泽的一张城市名片，被天下人所熟知。具有悠久历史的陶狄文化，

历经千年积淀，拥有了更为丰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

公元４０５年，已是东晋的尾声。一个再也不愿卑躬屈膝事权贵的人，脱掉官服
抛下官印，登上了彭泽城郊方湖边的一叶小舟。他一路长呼着 “归去来兮，田园将

芜，胡不归”！以特立独行的姿态，开始过起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

这个人就是陶渊明。时至今日，在 “天下第一县令”诞生的地方依旧居住着众多的

陶姓居民，他们供奉着祖宗家谱，建造着祭祖祠堂，吟唱着田园派诗词歌赋，以此

证明自己是陶渊明的后人。

陶渊明与彭泽的渊源可追溯到曾祖父陶侃，其深受晋明帝赏识。明帝曾以梅花

鹿一对相赠。陶侃将御赐美鹿带回故土并选择在风景秀丽的彭泽桃红岭放养，这对

美鹿归山后，恩爱相依，子子孙孙繁衍不息。而据史学家和陶学家的考证和论证，

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的彭泽县城所在地，就在今彭泽县的黄岭乡 （旧县街）。纠正

了自宋以来，对东晋时的彭泽县治或认为在湖口县柳德昭村，或认为在浩州故城，

或不知所在的种种歧异之说。这一重要论证，对研究陶渊明及当下的文化建设均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旧县街旁的南山岭上发现的一座巨型特大溶洞，引起了中外

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陶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洞内钟乳倒悬，石笋

擎天，造型奇异，千姿百态。初步认定为陶渊明笔下所描述的桃源洞。

本着 “挖掘陶狄文化内涵、传承陶狄文化精髓、创造现代文化精品、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的原则，为更好地研究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陶狄文化经典，从文

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团结陶学界同仁，加强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做出更大成绩，拥有 “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在彭泽县为官八十三天的社会

认同优势，彭泽明确把 “陶渊明”作为 “彭泽县名片”，牢固树立 “陶渊明是彭泽

最好最大的品牌和资源”的意识。在江西省政协、江西省社科院和九江学院庐山文

化研究中心的关心和指导下，政协彭泽委员会创办了 “中国彭泽陶狄文化论坛”，

并积极筹备 “中国彭泽 ‘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加强同陶氏后

裔、宗亲及广大陶渊明工作者、爱好者的联系，吸引人才，整合资源，聚集力量，

充分发挥群众性组织的非凡作用。并以陶渊明纪念馆的建设，打造陶渊明文化基地

为切入点，策划陶牌战略，制定具体规划。将打好陶牌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总体

规划之中，在文化、旅游、城市建设的规划中将打陶牌放到更加突出位置。加强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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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挖掘文化底蕴，活跃学术文化交流，丰富科研成果，为打陶牌提供科学支

持。同时，以再现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景致为主题，在每年菊花绽放的季

节举办陶渊明研究年会和陶狄论坛等活动，吸引广大宾朋和客商，丰富陶狄文化内

涵，提升 “软实力”，力促彭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陶狄文化是隐藏在密林深处的

一朵奇葩，只是 “独在深山人不识”，恰恰是历史锻造了璀璨的陶狄文化，赋予了

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传承和开发陶狄文化的责任。而围绕陶狄文化的挖掘和开发，必

然蕴含巨大的文化价值和产业价值。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孕育出了一代代优秀的彭泽儿女，无数的政治家、

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如天上的繁星，在历史的星河里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书写

着一段又一段的传奇……他们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为传承和发扬中

国传统文化艺术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 “文化大繁荣、大发

展”的伟大使命，为彭泽的赶超发展插上了鲲鹏万里的翅膀，为彭泽的跨越发展安

上了直击云霄的引擎。

彭泽，这座古老而又充满魅力的滨江城市，正以它特有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着

“梦里水乡”那别样的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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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政协彭泽县委员会主席　江先来

每个城市大都拥有反映自身特点的历史文脉和文化底蕴。历史文化遗产是一个

城市所特有的文化名片，也是一个城市文化赖以发展和创新的基础。如何传承历史

文脉，让这些源远流长并富有特色的历史文化重放光芒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对

于保护城市文明特征、丰富城市文化内涵、展示城市文化魅力、提升城市文化软实

力，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拥有两千余载建县历史的古邑彭泽地处吴头楚尾，荆楚文化、吴越文化、赣皖

文化在此交汇融合，是一种既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是

五千年中华文化的奇葩。作为彭泽的一张城市名片，不为五斗米折腰和刚正不阿为

民请命的 “陶狄文化”留芳古今，且历经千年积淀，拥有了更为丰富、更独具特色

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

本着 “挖掘陶狄文化内涵、传承陶狄文化精髓、创造现代文化精品、繁荣社会

主义文化”的原则，为更好地研究经过时间筛选而沉淀下来的陶狄文化经典，从文

化土壤的经典中汲取精神养分，团结陶学界同仁，加强中外学者在该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做出更大成绩，拥有 “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在彭泽县为官八十三天的社会

认同优势，彭泽明确把 “陶渊明”作为 “彭泽县名片”，牢固树立 “陶渊明是彭泽

最好最大的品牌和资源”的意识。在江西省政协文史委和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

心的关心和指导下，政协彭泽县委员会创办了 “中国彭泽陶狄文化论坛”。２０１２年
９月２４日至２６日，中共彭泽县委、彭泽县人民政府主办，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
中心、彭泽县政协承办了首届 “中国彭泽 ‘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为全球范围内致力于陶渊明文化追溯、研究、讨论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提供

一个相互学习、借鉴、沟通交流的平台，同时也为彭泽县加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

发展和繁荣创建了一个更加大有可为的平台。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学专家在彭泽县齐

聚一堂，围绕陶渊明当官的目的动机、陶渊明辞官历史背景、从 《归去来兮辞》看

陶渊明思想的改变、陶渊明作品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和其他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

的学术交流和研讨。积极推进了陶学研究的发展，恢复、光大了这位古代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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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影响，促进了彭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彭泽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会议期间，组委会共征集到３０余篇国内外著名陶学专家学者惠赐的精品力作。
县内外彭泽籍陶学爱好者更是积极响应、踊跃投稿，可谓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在中国陶渊明研究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在中国陶渊明

研究学会副会长、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吴国富教授的鼎力支持下，在各位陶

学专家学者的不吝赐教下，在 《陶渊明与彭泽》论文集编辑委员会各位同志的积极

努力下，县政协编辑出版了 《陶渊明与彭泽》论文集一书。纵观各类论文文稿，流

派纷呈、风格各异、形式多样、取向多元。究其内容，主题突出、立意新颖、格调

高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艺术价值、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中共彭

泽县委书记孙金淼、县人民政府县长宁小球惠赠的题字和华东师范大学龚斌教授欣

然而作的序言，更为 《陶渊明与彭泽》一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打开 《陶渊明与彭泽》论文集，一缕缕清香，一

份份感动扑面而来。一篇篇严谨的论文，渗透着人性的光辉，记录着每位陶学研究

者和爱好者与陶渊明的心灵对话，迸溅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思想碰撞的火花。沉

甸甸的 《陶渊明与彭泽》论文集，凝聚着每位作者的认真与执著，折射出每位作者

的睿智与灵性，更洋溢着每位作者的追求与向往。为我们了解陶渊明研究提供了大

量的信息和资料，是陶渊明研究者了解研究现状，参阅主要研究观点不可多得的资

料。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状态，她定能让陶学研究之花永

远绽开，大放异彩。

“中国彭泽 ‘天下第一县令’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和 《陶渊明

与彭泽》论文集的出版发行，必将推动彭泽县陶渊明研究走向深入，为国际陶渊明

研究和晋代历史研究作出贡献。只要我们善于学习、思考，就能有所发现；只要我

们敢于实践、质疑，就能有所创新。

是以为序。

２０１３－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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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龚　斌

彭泽，位于鄱阳湖 （古称彭蠡）之东，自汉初设县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在漫长的年代里，彭泽出过许多贤人佳士，踏上这块土地的武将文臣也难以计

数。然而，千百年来人们似乎只记得彭泽令陶渊明，一个仅仅在彭泽为官八十余天

的名位低贱的小小县令。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彭泽因为曾经拥有过陶渊明———一次极其短暂的拥

有，却使并不是膏腴之地的彭泽，几乎无人不知。从此，彭泽与陶渊明不可分离，

因曾经拥有过陶渊明而骄傲。

陶渊明先后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桓玄僚属、建威参军、彭泽令。可是，

后人不称其 “陶祭酒”“陶参军”，只称 “陶彭泽”，原因就在彭泽是陶渊明最终挂

冠之处。陶令在彭泽，感受并反思 “违己交病”和 “口腹自役”的精神痛苦，最终

毅然将印绶丢弃在县衙，完成了人生历程中最重要的转折。由此幡然醒悟，“觉今

是而昨非”：腐败黑暗的官场，戕害人的天性，让人变成笼鸟与池鱼，只有回归日

夜梦想的田园，回归自然的伟大怀抱，才是获得精神自由的最佳途径。

“归去来兮！”这一声声深情的呼唤，意义丰厚，难以尽述。那是对污浊社会的

批判，对人生迷途的反思，对自由的向往，对田园的留恋，对亲人的思念，对天理

的体认……在 “归去来兮”的呼唤声里，中国文化史上诞生了一种新的人格范型。

当儒家的 “士志于道”的传统理想被现实粉碎之时，知识者依然可以保持独立的人

格，依然可以放飞自由精神，将生命安顿在伟大的自然中。从此，陶渊明成了中国

士人精神生活所仰慕的人格高标；“归去来兮”成为知识者困顿之际的精神归宿。

彭泽因为是陶渊明挂冠归去的地方，一代代的知识者来此 “精神朝圣”。自唐

宋以来，凡经过彭泽的文人墨客，多会瞻仰陶渊明祠堂，作记赋诗。普通的彭泽民

众，也世代祭祀陶渊明。宋人罗愿 《陶令祠堂记》说：“渊明之为县，八十余日尔，

然世称陶彭泽，用县配其姓以传，县亦世世祀之。”（《罗鄂州小集》卷三）至于赞

美陶渊明归田的诗文，有关 《归去来兮图》的题咏，更是不胜枚举。“陶彭泽”与

《归去来兮辞》，成为中国文化史上著名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为人们不断探究和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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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

２０１２年９月末，金风送爽，篱菊已黄，彭泽县政协举办陶渊明学术研讨会，全
国各地的部分陶渊明研究者、彭泽文化工作者，相聚彭蠡湖畔，讨论陶渊明的不朽

作品 《归去来兮辞》，赞美陶渊明回归自然、回归田园的伟大意义，寻访陶渊明当

年留下的足迹。这是古已有之的彭泽人民世世祭祀陶令的文化风习的传承，是新时

代的彭泽对给这片土地带来不朽声誉的古贤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疑问，这是彭泽

县的一件文化盛事，在彭泽的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 《陶渊明与彭泽》论文集，收录了彭泽陶渊明学术研讨

会上其他各地研究者及本地文化工作者宣读的论文，这些论文着重探讨了 《归去来

兮辞》的文化意义，历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以及陶渊明诗文对中国园林艺术的

影响，旁及彭泽古县址、陶渊明故里、陶渊明行踪等问题的考辨。还有几篇有关陶

渊明在彭泽的民间传说，说明这位仅仅做了八十余天的县令，至今仍活在彭泽人民

的心里。

陶渊明是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存在，是难以言尽的话题。这本论

文集中不乏学术水准的文章，但它问世的最主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各地陶渊明研究

者和彭泽人民，再次表示对陶渊明的理解、热爱和敬仰，并认识到千年之前的陶令，

对于塑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自有重要价值。

在某些实用主义者看来，我们谈论陶渊明纯粹是空谈，因为得不到看得见的经

济回报。面对他们的鄙夷不屑，我想没有必要对之多弹琴。学术的用处是因为它无

用。这个道理，对于只崇拜物质利益的人来说，实在不容易懂。

最后，我想用我在彭泽陶渊明研讨会开幕式上的一段话结束本文———

我们深深地懂得寻找陶渊明足迹的非凡意义，理解他的呼唤包含的深邃的人生

哲理。陶渊明的崇高人格如一面镜子、如一座高峰。当我们的天性为外物压迫时，

会想起陶渊明对本真人性的坚守；当傲慢的权势非要让我们屈服时，会想起陶渊明

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刚直傲岸；当我们陷入生活的困境而四顾茫茫时，会听到陶渊

明对田园生活的呼唤；当我们遭遇莫名的打击而心生恐惧时，会想起陶渊明为追求

自由而固穷守志……陶渊明的伟大人格力量，将永远激励我们拒绝自私、卑鄙、猥

琐、虚伪；提醒我们清洁自己的灵魂，勇敢地追求本真的生活和宝贵的自由。

２０１３－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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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道德人格实践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再解读

华东师范大学　龚　斌

　　凡是不朽的文学作品，都是永远说不完的话题，每个时代都可以对它做出不同
的解读，常读常新。陶渊明的作品至少有两篇———一是 《桃花源记》，一是 《归去

来兮辞》，是永远不能道尽的。如果说，《桃花源记》是渊明社会政治理想的结晶，

那么，《归去来兮辞》则是渊明道德人格实践的记录。桃花源旋开旋闭，幽眇难寻，

真所谓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①；《归去来兮辞》由仕而隐，乐天知

命，一切实实在在，读之即在眼前。前者系念社会，后者关乎自身。前者在中国社

会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后者在中国士人生活史和精神史上具有永恒意义。如果

要理解陶渊明的人格，寻找中国知识者道德人格的高标，就不可不读 《归去来兮

辞》。

　　一、“觉今是而昨非”

读 《归去来兮辞》，必然首先碰到老问题：陶渊明为什么做彭泽令？又为什么

八十多天就辞官归隐？据 《归去来兮辞》序，归结起来有三点：做彭泽令以救穷，

再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质性自然”的个性与虚伪的官场发生冲突；程氏妹丧于

武昌，情在骏奔。此外，在有关陶渊明的史传中，还有鄙视督邮事 （此事详本文第

二节）。渊明自述做彭泽令的始末以及去就的原因，应该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渊明毫不掩饰为贫而仕。口腹之需是人的第一需要，有什么可掩饰呢？中国的

士大夫文人往往高尚其出仕的目的，称大济苍生呀，为国效劳呀，为民着想呀，非

常动听，但不便说出口的是口腹之欲，身家性命。中国士人的最早代表，或者说是

士人的原型孔子，最先赋予知识者 “士志于道”的社会责任和崇高理想②，但过分

强调 “谋道”，以至鄙视 “谋食”，称 “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

也，禄之其中矣”③。一面鄙视 “谋食”，甚至看不起樊须的学稼，一面又说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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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禄之其中矣”。可见终究忘不了禄，终究不能不 “谋食”，而禄便是最佳的谋食

之道。在这里，孔子是否吞吞吐吐，扭捏作态？其实，君子必须谋食，谋食为了更

好地谋道。只谋食固然是燕雀之志，然而世上也不存在只谋道而不谋食的君子。

关于出仕的目的，渊明比孔子坦率得多。他在五十多岁时回忆早年行役之苦说：

“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④。又回忆初次踏入仕途的原因：“畴昔苦长饥，投耒去

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已。”⑤至于 《归去来兮辞》序，交代因贫而仕的原因

更真切具体。戮力劳作，所获仍不足自给，五个孩子待哺，瓶无储粟，饥寒交至。

他又是个读书人，拙于生计。亲戚朋友见其困顿如此，纷纷劝他出仕。他本来已经

厌恶官场，十年间，多次由仕而隐，现在饥饿又一次逼着他踏进官场。仕而隐，隐

而仕，反反复复，摇摆不定。在某些人看来，他的仕隐不定未免是 “二三其德”，

不是君子行为。比如，日本学者冈村繁就怀疑渊明去就不定，是否有 “怠懒” “见

异思迁”“虚荣心”等等缺陷。⑥其实，类似这种评论首先是漠视人性的复杂。人为

万物之灵，但 “食、色，性也”，或者如渊明所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⑦。

衣食属于人道之首，人不管如何标榜志向高尚，衣食总是不可须臾或缺。谋道固然

是鸿鹄之志，谋食亦非燕雀专擅。试想 “幼稚盈室”，五个孩子面黄肌瘦，甚至妻

子也有怨言，作为父亲，难道能视若无睹，无动于衷？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琴

书”⑧，那是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⑨，衣食无虞时才有的舒泰闲适。倘若满

室幼稚饥冻之声不绝，为父亲者，即使铁石心肠也化作百转愁肠矣。渊明数次由隐

而仕，犹如宿疾，反复缠绵，至做彭泽令之前尤甚，主要原因都是出于救贫的无奈。

性格刚强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违背 “性本爱丘山”的素志，求个长吏做做。至

于他如何求官，如何请托无门，内情不知。但可以断定，在 “求之靡途”时，必定

深感耻辱，痛苦不堪。

笔者一直认为，要理解古人和古代作品，必须具备对古人的人文关怀，即与古

人心心相契，互相照面，设身处地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五情七欲。因

为人情人心，可以超越时空，相通三世。与古人相契，你读 《归去来兮辞》 “幼稚

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等语，自然会想象自己若处于与渊明相同

的境遇，会是怎样的焦虑和痛苦。随后，你会自然地同情并理解渊明为何忍受耻辱

和痛苦，赴任彭泽。你会看到，他在江边与儿子、亲友告别，冒着风波之苦，至彭

蠡湖口，恰遇风潮激荡，江水湖水相激，怒涛拍打岸崖，声如雷鸣。这时，他远眺

烟波阻隔的彭泽县，又生悔意，终当归去的念头，不禁涌上心头……义熙元年

（４０５）三月，渊明做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不久辞职归田。到了这年的八月，又
去做彭泽令。短短半年之中，辞官、做官如此频繁急遽，以致有人以为这是见异思

迁，这山望着那山高。殊不知，看似反复无常的背后，是性爱自然的素志与出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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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穷二者的严重冲突，哪里是 “虚荣心”呢？渊明做彭泽令，岂止没有荣耀感，有

的是难耐的屈辱和痛苦。

我们不知道渊明在彭泽任上的情况。唯一可知也可信的一件事是郡里的督邮来

县巡查，他耻于束带见之，即日挂冠而去。此事容后文评论。为什么只做了八十余

天彭泽令，就急匆匆归去？他自己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

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

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质性自然”，遇上外力的非要 “矫厉”，变自然为虚

伪，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痛苦？矫厉自然的本性，其情形正如龚自珍笔下的病梅：

“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繁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⑩于是，原来自然

生长之梅，皆成病梅矣。中国的官场，从古至今都是矫厉自然人性的集中营，是各

种矫厉工具的大卖场———欺上瞒下、谄媚逢迎、行贿受贿、弄虚作假、借公济私、

鱼肉乡民、徇私舞弊、监守自盗……应有尽有。渊明珍爱自然，自然不愿被腐败的

吏治矫厉。结果是深感心灵的痛苦，而这痛苦比饥冻虽切还要难受。假若为了口腹

之欲而役使良知，那就意味着抛弃自尊和自爱，与只知为 “食色”生存的畜生相差

无几。渊明坚持平生之志，不愿违己，不愿口腹自役，这是他最终退出官场的根本

原因。耻见督邮和程氏妹之丧皆属次要。

渊明为彭泽令八十余天，是他告别一生中最后的迷茫，接着迎来彻底的觉醒。

之前，他已有多次的迷茫与觉醒，摇摆于仕隐两端。《归去来兮辞》说：“实迷途其

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喻出仕是 “迷途”，称之为 “昨非”。这种反思昨日出仕为

非的意思，在后来所写的 《饮酒》二十首中也多次言及。例如其四：“栖栖失群鸟，

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以失群鸟自比，描绘早年出仕的彷徨与

痛苦。其十：“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失故路”就是 “迷途”，“任道”当然

是归隐了。其十九写投耒学仕，初入官场就感到 “志意多所耻”。这种耻辱感一直

持续到辞去彭泽令才彻底摆脱。

诚然，渊明年轻时有过济世之志。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瑏瑡 “日月掷人

去，有志不获骋。”瑏瑢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瑏瑣从

这少数几句诗，大致能看出他年轻时也有 “尚志”的怀抱。不过，大济苍生的声

音，在 《陶集》中实在很微弱，好像是偶尔的内心独白。相反，田园情结和隐士情

怀，在 《陶集》中触目皆是。向往归隐，才是渊明性格的鲜明底色。在他做彭泽令

之前的十年中，归隐田园的情怀，常常挥之不去。晋安帝隆安四年 （４００），渊明为
桓玄僚佐，从京师建康还江陵，还未到寻阳，阻风于规林，既叹行役之苦，又念家

中老母，顿起归隐之念：“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瑏瑤

暗下决心辞别仕途，纵心园林。隆安五年 （４０１）七月，渊明由寻阳赴假还任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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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傍晚，挥手作别前来送行的朋友。秋月初升，凉风吹过江面，天宇清明，星光

闪烁。一叶孤舟，逆水而行，夜已深，还在艰难地前进。此情此景，再次触发诗人

的归隐情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瑏瑥这年冬天，渊明母丧离职，自江陵回寻阳居忧，至元兴三年 （４０４），
过了两年多的躬耕生活。元兴二年 （４０３）春天，作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抒写浓重的隐居情怀，赞美 《论语》中的荷?丈人：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

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又对孔子 “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不以为然，表示 “长

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当年十二月，他写诗给从弟敬远，表达读古贤的认识：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瑏瑦到了义熙元年 （４０５）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
参军，使都经钱溪，也是经受风波之苦，行役不息，想到身心不自由，心底又萌发

辞官归隐的念头：“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着壑舟，谅哉宜霜柏。”瑏瑧

渊明自做江州祭酒至任彭泽令的十余年间，始终一心处于仕隐两端。越到后来，

归隐之念越来越强烈。辞官彭泽是他 “性本爱丘山”情性的最终胜利，是人生中最

关键的转身，一次意义非凡的道德人格的实践。从此，他坚守田园，如扎根山崖的

劲松，不论狂风或雷霆，都吹不倒、劈不断。陶渊明归隐田园，影响了后世无数知

识者的处世行为，成为他们的精神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高标。

　　二、“不为五斗米折腰”

陶渊明 “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典故。沈约 《宋书·隐逸

传》说：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

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赋 《归去来》。”后来萧统 《陶渊明传》

《晋书·隐逸传》《南史·隐逸传》都有相同的记载。可见， “不为五斗米折腰”，

鄙视并耻见督邮，此事不会空穴来风。

可是，有人不信有此事，有人以为渊明辞官彭泽与督邮事无关。依据大概是

《归去来兮辞》序叙以程氏妹丧，骏奔武昌，不曾言及郡遣督邮之事。宋人韩子苍

即持这一看法。他说：“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愧役以口腹，意不欲仕久矣。

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

士识事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

屈于督邮，必不然矣。”瑏瑨韩氏分析渊明辞官彭泽的原因有可取之处，但以 “躬耕乞

食，犹且不耻”，推论耻屈于督邮必不然，恐怕不合逻辑。孔子以学稼为耻，可渊

明不以为耻。不仅不以为耻，而且劝农勤于躬耕。至于乞食也不是耻事。饥而乞食，

不是自损人格，有何羞耻？只有接受嗟来之食才是羞耻。若为五斗米折腰逢迎督邮，

为一点点官禄，向无道的威权低头，那才真叫耻辱。

·４·



有必要先弄清督邮是什么官。督邮，是郡守下面的功曹。 《通典》卷三十三：

“督邮，汉有之，掌监属县，有东西南北中部，谓之五部督邮也。故督邮，功曹之

极位。”《后汉书》卷二十五 《卓茂传》注：“郡监县有五部，部有督邮掾，以察诸

县也。”督邮在郡功曹中最具实权，职责是监察、惩罚属县违法乱纪的官员，相当

现今市一级的纪律检查委员。督邮司察愆过，威权在手，下面属县的官吏自然得小

心翼翼，有时还得低三下四。如果督邮人品差，借巡察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那

么督邮便是属县的灾难了。《后汉书》卷五十三 《周燮传》记冯良 “出于孤贫，少

做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即路慷慨，然耻在厮役，因坏车杀马，毁

裂衣冠，乃遁至犍为，从杜抚学”。《后汉书》卷七十九下 《赵晔传》：“少尝为县

吏，奉檄迎督邮，晔耻于厮役，遂弃车马去。” 《后汉书》卷八十一 《范冉传》：

“少为县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为什么县吏耻以奉迎督

邮？盖督邮之职，多以查察他人罪愆为能事，少有能吏循吏的德行，甚至被人视作

贱吏。瑏瑩渊明熟读前后 《汉书》，不会不知冯良、赵晔等人耻迎督邮的故事。吏白应

束带见之的督邮，渊明却称之为 “乡里小人”，鄙视至极。可知这督邮鄙陋不雅，

不是东西。渊明性刚，耻于奉迎，故解印绶而去。

渊明说 “不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否五斗米道？这也是个老问题，这里稍

做解释。有人以为五斗米指汉末张鲁为开山教主的五斗米道，而 “乡里小人”是信

奉五斗米道的王凝之。这种说法以逯钦立先生为代表。他在 《陶渊明事迹诗文系

年》“太元十八年癸巳 （３９３）条”下说：“刺史王凝之乃一五斗米道徒，《晋传》
云：‘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

乡里小人邪！’可见陶确实不屑于事王凝之。”瑐瑠督邮之事，史传都以为发生在渊明辞

去彭泽令时，逯先生却置于渊明仕江州祭酒时，用意是解释渊明做江州祭酒，少日

自解归的原因乃是鄙视江州刺史王凝之。逯先生显然是张冠李戴了。此其一。王凝

之为江州刺史，渊明即使不屑事之，也绝不会称他是 “乡里小人”。此其二。史传

皆称五斗米，逯先生把五斗米等同五斗米道，过于牵强。此其三。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缪钺先生作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新释》，证明五斗米与当时县令的俸禄绝无关

系。瑐瑡鄙意以为五斗米固然不是当时县令的月俸禄，但与俸禄有关，是县令月俸禄微

薄的夸张。瑐瑢 “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犹谓我不能为混这么一点饭吃，

向乡里小人折腰。而乡里小人当指督邮无疑。

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象征意义非常丰富，比如知耻、傲岸、刚勇，都合乎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内涵。当然，这一著名象征最确切的含义，应该指向孔子所

说的 “刚”，或者是孟子所说的大丈夫气概。《论语·公治长》：“子曰：‘吾未见刚

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睯，焉得刚。’”皇侃义疏：“刚，谓性无睯者

·５·

·伟大的道德人格实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