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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思想创获与实践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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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对魏晋以来失落已久的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独立地作出了重新发明。陶渊

明〈归园田居〉诗对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独立地作出了融会贯通和透彻理解，这是魏晋玄学家所未有的洞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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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魏晋时期哲学思想主流是玄学，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失落已久。在玄学内部，魏晋玄

学家对于庄子哲学核心的心斋学说，慧解有所不足，更无此实践工夫（嵇康例外）。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对魏晋以来失落已久的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独立地作出了重

新发明。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对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独立地作出了融会贯通和透彻理解，

这是魏晋玄学家所未有的洞见。 

泯灭欲望之心，保持澹泊之心、自由之心，是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在任何环境、命运中，

都能明辨是非，行为符合人性，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的精髓。渊明弃官归田的思想思抉择和

实际行动，是庄子心斋哲学的实践，亦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的实践。儒家的精髓，庄学的精

髓，融合在渊明的思想和实践中。 

在中国思想史上，除了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外，对失落已久的哲学思想作出重新发明、继

绝开来，也可以被称为思想创获。 

  中国儒家、庄子的哲学思想，作为一种人生哲学，不仅具有思想观念的品格，而且具有

实践工夫的品格[1]。 

  讨论陶渊明的思想创获与实践工夫，可以参照这两点事实。 

一．陶渊明对儒家心性哲学的重新发明和实践工夫 

儒家心性哲学，包括人性思想，和由此而来的心性修养工夫。 

1．陶渊明以前中国性善论哲学小史 

中国人性思想并非儒家所原创，其产生时间远早于晚周原始儒家。今存最早的表述完整

的中国性善论哲学文献，是作于西周宣王时期（前 828～前 782）的《诗经·大雅·烝民》[2]：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毛传》：“烝，众。物，事。则，法。彝，常。

懿，美也。”“则”、“彝”，皆指人性。）[3] 

〈烝民〉表示，天生人类，既赋予人类以有形生命，同时亦赋予人类以爱好美德的本性。

依〈烝民〉，天赋人性本善，天赋人性平等。 

晚周原始儒家孔子（前 551～前 479）、子思（前 483～前 402）、孟子（约前 372～前 289），

继承发展了〈烝民〉的天赋人性思想[4]。 

孔子及其后学所作《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5] 

《周易·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6] 

子思所作《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7] 

这表示，天道是形上性、创生性、道德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本体。 

天道思想的意义，是为人性思想提供了形上的终极依据。 

《论语·述而》：天生德于予。[8]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9] 

这表示，人性源于天道，人道源于人性，文化源于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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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雍也》：人之生也直。[10]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1]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12] 

这表示，天赋人性是爱心、同情心、正直心、正义心，是道德理性，天赋人性本善。 

《论语·阳货》：性相近也。[13] 

《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14] 

这表示，天赋人性人人具有，天赋人性平等。 

《孟子·告子上》：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

此人爵也。[15] 

又云：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16] 

这表示，天赋人性是人不可剥夺的价值和尊严。 

儒家人性思想的意义，是为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及其平等，及其不可剥夺，提供了超

越、内在、普遍的依据[17]；为人生指出了人道的大方向。 

《礼记·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8] 

《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9] 

这表示，心性修养是作人的根本；心性修养工夫的意义，是使人在任何环境、命运中，

能明辨是非，行为不违背人性人道。 

在中国思想史上，自秦以后，历汉魏六朝，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模糊、失落已久。汉

代人性思想的主流，是荀子性恶论影响下的性善恶混论[20]。魏晋思想的主流，则是玄学，

人性善恶，不在魏晋玄学的关心范围之中。直至隋代儒者王通、唐代儒学复兴运动起来，性

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才逐渐被重新发明，至宋明新儒学，始如日中天。 

唐韩愈《昌黎文集》卷十一〈原道〉：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

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21] 

《二程遗书》附録宋程颐编撰〈明道先生行状·门人朋友叙述〉朱光度曰：鸣呼！道之

不明不行也久矣。自子思笔之于书，其后孟轲倡之，轲死而不得其传，退之之言信矣。[22] 

韩愈及朱光度的话皆表示，自秦以后，历汉魏六朝，直到唐、宋，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的

儒家人性思想失落已久。陶渊明生活的魏晋时期，自然包括在内。 

魏晋时期，是玄学的天下。 

《文选》卷四十九〈史论上〉东晋干宝〈晋纪总论〉：今晋之兴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

暇待叄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又加之以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

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

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23] 

  由干宝所述可见，魏晋时期，士人皆以庄老为宗，以儒家为耻。至于东晋末的陶渊明时

代，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失落已久[24]。   

2．陶渊明对儒家心性哲学的重新发明和实践工夫 

魏晋时期，儒家心性哲学失落已久，学者不讲儒家的性善论和工夫；陶渊明则讲明儒家

的性善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此工夫。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兼三五而垂名。[25]

“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大块”指天地自然。“受气”指天地自然赋予人以生命。

其直接语源，当为《孟子·公孙丑上》“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章“非义袭而取之也”句汉赵岐

注：“浩然之气，……从内而出，人生受气所自有者。”[26] “灵”，语本《尚书·周书·泰

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27]“灵”指人的道德理性，是人之受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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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渊明此二句的思想根源，即《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礼记·中庸》“天

命之谓性”。 

“禀神智以藏照，兼三五而垂名”，“神智”、“照”、“三五”，皆指人的道德理性而言。“三

五”即三才五常，三才，天地人；五常，仁义礼智信。语本《周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

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28]，《汉书·董仲舒传》仲

舒〈贤良对策〉：“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29]，以及汉班固《白虎通义》卷二〈礼乐〉：

“人无不含天地之气，有五常之性者。”[30]卷八〈情性〉：“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

[31] “三五”指天赋道德人性。“垂名”，借指立德成人。渊明此二句的思想根源，即《诗经·烝

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

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感士不遇赋〉“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兼三五而垂名”，表示

人受命于天地自然，何以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天赋道德人性，可以成为真正的人。这

是渊明对汉末魏晋以来失落已久的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独立地作出的重新发明。 

〈感士不遇赋〉又云：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原百行之攸贵，莫为善之可

娱。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推诚心而获显，不矫然

而祈誉。[32]渊明此言，表示人可以独立自由地生活，亦可以参与政治大济苍生，无论在家

庭、乡闾、朝廷，人所有行为，只要是为善，就具有最高价值，并能获得快乐。人禀赋天赋

人性，接受圣人教诲，所以能真诚践履人性人道。渊明此言的思想资源，是〈中庸〉“天命之

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事实上，儒家人性思想，随时地体现在渊明的生活和诗文中。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第一首：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

[33] 

梁萧统〈陶渊明传〉：为彭泽令，不以家累自随，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

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34] 

渊明诗“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是用《论语·颜渊》子夏曰“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

[35]，其思想根源，则是儒家“性相近也”的人性平等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及人之幼”[36]的人道思想。 

渊明在书信中告诉儿子，僮仆“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亦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道情怀之流露。 

〈感士不遇赋〉又云：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

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

之世。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

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审夫市之无虎，

眩三夫之献说。悼贾傅之秀朗，纡远辔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

偶，泪淋浪以洒袂。承前王之清诲，曰天道之无亲。澄得一以作鉴，恒辅善而佑仁。夷投老

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伤请车以备椁，悲茹薇而殒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

报德之若兹，惧斯言之虚陈。……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

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37] 

渊明赋此段话表示，在政治黑暗无道时代，正直者无出路，只有不幸的命运，“夷投老以

长饥，回早夭而又贫”，自古至今，往往如此。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天道是否存在，公平是否存

在。但是，历经内心千回百折的痛苦反省，自己的抉择却仍然是决不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宁

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宁肯走归隐躬耕君子固穷的路，也决不改变自己的正直本性，

独立自由人格。  

“独祗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清楚地表明〈感士不遇赋〉是渊明内心反省的修养工

夫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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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士不遇赋〉当是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渊明弃官归田之后不久所作。如〈感士不遇

赋〉所示，渊明历经对个人命运与人性价值之冲突的千回百折的痛苦反省，终归于择善固执

的抉择，宁肯不做官，安贫守贱，也要保持自己的正直本性，独立自由人格。渊明是这样反

省的，也是这样做到的。这就是人性修养工夫的实践。 

屈原〈离骚〉，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百字〉，中国文学史上这

些不朽的巨制，都是作者内心痛苦反省、艰苦奋斗的真实写照，亦即是人性修养实践工夫的

真实写照。 

陶渊明〈咏贫士七首〉第四首：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

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

生，夕死复何求。[38] 

如〈咏贫士〉诗所示，渊明为了践履仁义，而安贫守贱，以至于宁死不悔。渊明是这样 

反省的，也是这样做到的。渊明实践了儒家人性思想。 

二．陶渊明对庄子心斋哲学的独到洞见和实践工夫 

庄子（约前 369－前 286）的心斋哲学，是关于人的精神自由和由此而来的自由生存的哲

学，是庄子哲学的核心。《庄子·人间世》“心斋”章“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尤为心斋哲学

之精髓。 

1．庄子心斋哲学“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说解释小史 

《庄子·人间世》“心斋”章：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

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

虚者，心斋也。” 

颜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

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入则鸣，不入则止。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则几矣。绝迹易，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

飞者矣；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

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

所纽也，伏戏、几蘧之所行终，而况散焉者乎！”[39] 

关于“虚室生白”的解释，历来并无歧义。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晋崔譔《注》：白者，日光所照也。[40] 

又引晋司马彪《注》：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41] 

“虚室”，比喻心灵澹泊空灵，“生白”，言放光明。“吉祥止止”的解释，是重点和难点。 

晋郭象（－312）《注》：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也。[42] 

唐成玄英《疏》：止者，凝静之智。言吉祥善福，止在凝静之心。[43]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引俞樾曰：止止连文，于义无取。[44] 

近人曹慕樊师〈《庄子·逍遥游》篇义〉说“吉祥止止”：“吉祥止止”（〈人间世〉）。“唯

止能止众止”（〈德充符〉）。按“唯止”的“止”，指心王。“众止”的“止”，当指七识（借佛

家名相）。“止”就不能“游”，为什么又强调“止”呢？按止是止“外驰”，外驰既息，即是

“无事”，“无事而生定”（〈大宗师〉）。然后能不系如虚舟，无心如飘瓦，是乃能游。[45] 

《庄子·人间世》“心斋”章“吉祥止止”的“止止”二字，无论是晋代郭象“夫吉祥之所集

者，至虚至静也”的解释，还是唐代成玄英“吉祥善福，止在凝静之心”的解释，在义理上，

都并没有落实。至于清代俞樾所说的“止止连文，于义无取”，那就更是对庄子的误读了。 

依曹慕樊师[46]解释，“吉祥止止”的“止止”，就是《庄子·德充符》的“唯止能止众止”。

“止止”，“止众止”，两语的第一个“止”，是止住外驰逐物之心的止，是止住欲望之心的止，

是止住也、终止也。第二个“止”，是执着于外物的止，是欲望之心，是执着也、迷恋也（“众

止”，是执着于种种外物）。“止止”、“止众止”，就是止住内心的种种欲望。故“吉祥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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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句云：“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言如果欲望不止，身即使是在坐位，心也是在驰逐名利。 

《庄子·人间世》“心斋”章讲由心斋工夫达到的心斋境界，是“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

止止”，表示吉祥的境界，是止住了欲望之心的心斋境界，是心灵澹泊空灵、放光明的心斋境

界。可以说，心斋是止的本体，止是心斋的作用。心斋、止止，体用不二。 

“止止”二字，最简练地概括了庄子心斋学说即庄子自由哲学的根本义谛。泯灭欲望之

心，保持澹泊之心和由此而来的自由之心，是庄子心斋学说的根本义谛，是庄子哲学的核心

思想。如何泯灭欲望之心，保持澹泊自由之心，则是庄子心斋坐忘的实践工夫。 

依庄子，澹泊心是自由心的根底。保持了澹泊之心，始能止住欲望之心，不受名利的束

缚，始能远离政治，不受权力的伤害。故有澹泊，始有自由生存。 

曹慕樊师解庄之洞见，确当不移，是自郭象以来所未有。此是因为，第一，从训诂上讲，

“止止”与“止众止”，语义、语法结构（动宾结构）完全相同。第二，从义理上讲，此一解

释切合《庄子·人间世》“心斋”章根本意义。 

现在回头来看郭象“夫吉祥之所集者，至虚至静也”的解释，成玄英“吉祥善福，止在

凝静之心”的解释，是用“唯道集虚”来解释“止止”，都没有落实。为什么都没有落实？ 

因为从实践的角度说，“唯道集虚”，是心斋已然之境界；“止止”，才是心斋所以然之工夫。

有“止止”的工夫，然后才有“至虚至静”的境界。没有“止止”的工夫，就无从达致“至

虚至静”的境界。从义理的角度说，只有讲明“止止”、“止众止”、止住欲望之心的心斋工夫，

才能讲明“唯道集虚”、“吉祥止止”、道在于是、吉祥在于是的心斋境界。没有讲明“止止”

的心斋工夫，则“唯道集虚”、“吉祥止止”的心斋境界，还是没有讲落实。 

知道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确解，然后可以确解陶诗“虚室有余闲”，“虚室绝尘想”

之意义。 

  2。陶渊明诗对庄子心斋哲学“虚室生白，吉祥止止”说的发明与实践工夫 

陶渊明〈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

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47] 

二首：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

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48] 

渊明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表示自己的本性是澹泊心、自由心。这是澹泊心、

自由心的彻底觉悟。“俗”指名利，“少无适俗韵”，表示自己的本性是澹泊心。“丘山”代表

自由，“性本爱丘山”，表示自己的本性是自由心。分疏地说，有澹泊心始有自由心。简言之，

则澹泊心、自由心，只是一心。 

渊明诗“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尘网”、“樊笼”

皆是表示，人在官场即是受束缚、被奴役、失去自由[49]，甚至可能失去生命[50]。 

渊明诗“虚室有余闲”，及“虚室绝尘想”，皆是用《庄子·人间世》“心斋”章“虚室生白，

吉祥止止”。“虚室有余闲”，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彻底地觉悟（“虚室”），从而获得了充分的自

由（“有余闲”）；“虚室绝尘想”，是表示自己澹泊心彻底地觉悟（“虚室”），从而彻底消除了

名利欲望（“绝尘想”）。 

渊明诗之“绝尘想”，与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以及“唯止能止众止”

之“止众止”，语义、语法结构（动宾结构）完全相同。“绝”，即“止止”、 “止众止”的第

一个“止”，止住也。“尘想”，即“止止”、 “止众止”的第二个“止”， 执着也，欲望也。

“绝尘想”，即“止止”、 “止众止”。 

“绝尘想”，是心斋的实践工夫，即彻底消除名利欲望的工夫。“虚室有余闲”是心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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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澹泊、自由的境界，虚室生白的境界。 

渊明《归园田居》表明，澹泊心、自由心的彻底觉悟，同时即是名利欲望的彻底泯灭。

换言之，名利欲望的彻底泯灭，是澹泊心、自由心的彻底觉悟的尺度。 

〈归园田居〉是晋安帝义熙二年（406）渊明弃官归田之后不久所作。渊明表明，澹泊心、自

由心的意义，是在政治黑暗时期，自觉地不做官、不与权力合作，以维护自己的独立自由人

格，和自由生存权利。有澹泊之心的彻底觉悟，始能止住欲望之心，不受名利的束缚，始能

远离政治，不受权力的伤害。故有澹泊心始有自由心，有自由心始有自由生存。 

〈归园田居〉“虚室有余闲”及“虚室绝尘想”，两次用《庄子》“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之语，以自述其体验，这表明： 

第一， 陶渊明对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唯止能止众止”， 

独立地作出了融会贯通和透彻理解。在文献与义理上，《庄子·德充符》“唯止能止众止”，是

确解《人间世》“吉祥止止”的唯一可靠依据。“虚室绝尘想”，证明渊明是用“止众止”（“绝

尘想”）理解了“虚室生白，吉祥止止”之“止止” [51]。这是魏晋玄学家所未有的洞见。 

第二， 渊明对庄子心斋哲学不仅有独立洞见，而且有实践工夫。因为渊明现在正是作出

了弃官归隐的实际行动，实践了泯灭欲望之心，保持澹泊自由之心的庄子心斋哲学。反过来

说，庄子心斋哲学对渊明在此人生重大转折关头，发生了根本性的支持作用。 

对于庄子心斋哲学的精髓“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渊明有此慧解，亦有此实践工夫，魏晋玄

学家则既无此慧解，亦无此实践工夫[52]。 

可以说，渊明才是魏晋玄学真正的代表人物，是魏晋玄学真正的高峰。 

陶渊明〈止酒〉：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

欢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理。

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涘。清颜止宿

容，奚止千万祀。[53] 

〈止酒〉“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的“止”，即“吉祥止

止”、“唯止能止众止”之“止众止”的第一个“止”，止住也、终止也。 

〈止酒〉“坐止高荫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的“止”，近于“吉祥

止止”、“止众止”的第二个“止”，执着也。〈止酒〉此诸“止”字，含有限定于（喜好某事）

之意，是与“止止”、“止众止”的第二个“止”，语义有所不同。 

陶渊明〈归园田居〉诗“虚室有余闲”，“虚室绝尘想”，是用《庄子》“虚室生白，吉祥

止止”； 〈止酒〉诗，则是渊明深刻理解《庄子》 “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 “唯止能止

众止”的旁证。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三十四〈论语十六·述而篇·子谓颜渊曰章〉“用舍无预于己，行

藏安于所遇”条：陶渊明说尽万千言语，说不要富贵，能忘贫贱，其实是大不能忘，它只是

硬将这个抵拒将去。然使它做那世人之所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贤于人也。[54] 

又云：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55] 

朱子此言，指出了陶渊明泯灭欲望之心，保持澹泊之心、自由之心的实践工夫，及其超

越于晋宋人物之上的历史地位。朱子指出陶渊明是下了将富贵欲望抵拒将去的硬工夫，才达

到真个是能不要官职的超越境界，值得留意。 

泯灭欲望之心，保持澹泊之心、自由之心，是庄子心斋学说的精髓。在任何环境、命运

中，都能明辨是非，行为符合人性，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的精髓。渊明弃官归田的思想思抉

择和实际行动，是庄子心斋学说的实践，亦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的实践。儒家的精髓，庄学

的精髓，融合在渊明的思想和实践中。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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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云：“［魏晋］主张旧自然说者求长生学神仙（主旧自

然说者大都学神仙）”[56]。又云：“［陶渊明］新自然说之要旨在委运任化”，“而不须更别求

腾化之术，如主旧自然说者之所为也”，“斯所以别称之为新自然说也”[57]。又云：“渊明之

思想……就其旧义革新，‘孤明先发’而论，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58]。此自然观

就是生死观。所谓新，是就魏晋以来这一特定时期而言。这并不是说魏晋以前无此“随化”

的生死观（“随化”的生死观是先秦儒道二家的共同思想），而是说魏晋以来此思想失落已久，

陶渊明是此思想的重新发明者。寅恪先生提出，陶渊明创立新自然说，实为中古时代之大思

想家。此言甚是。但是，陶渊明作为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贡献不仅如此。 

魏晋时期哲学思想，玄学成为主潮流，性善论的儒家人性思想，失落已久。在玄学内部，魏

晋玄学家对于庄子哲学核心的心斋学说，则慧解有所不足，更无此实践工夫（嵇康例外）。陶

渊明作为中古时代孤明先发的大思想家，其成就，不仅应当包括创立新自然说，而且应当包

括对失落已久的儒家人性思想的重新发明，和人性修养工夫的实践；包括对庄子心斋哲学的

独立洞见，和心斋哲学工夫的实践。 

 

注释 

[1]实践工夫，指心性修养工夫即省察涵养工夫，和由此而来的生活行为实践。庄子哲学思想

是否具有实践品格，现在学界似有不同意见。笔者以为，即以本文所述陶渊明的经验，足以

证明庄子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品格。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化革命”结

束、新时期开始，长期遭受政治迫害的知识分子获得平反时，笔者曾亲闻几位前辈学者述及，

在多年的艰难遭遇中，如果没有庄子思想的支持，自己不可能活过来。这几位前辈学者的亲

身经验，亦足以证明庄子的哲学思想具有实践品格。 

[2]《毛诗·大雅·烝民·序》：“〈烝民〉，尹吉甫羙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周宣

王，前 827～前 782 年在位。汉毛公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毛诗正义》卷十八，《十

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世界书局缩印清江西书局重修阮元校刻本，1980 年，上册，

页 568。 

[3]《毛诗正义》卷十八，《十三经注疏》，上册，页 568。 

[4]《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道性善。”（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五，《十

三经注疏》，下册，页 2701。）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直接说人性本善的第一人。 

[5]魏王弼、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周易正义》卷七，《十三经注疏》，上册，页 83。 

[6]《周易正义》卷八，《十三经注疏》，上册，页 86。 

[7]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1634。 

[8]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等疏：《论语注疏》卷七，《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483。 

[9]《礼记正义》卷五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1625。 

[10]《论语注疏》卷六，《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479。 

[11]《论语注疏》卷十二，《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504。 

[12]《孟子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749。 

[13]《论语注疏》卷十七，《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524。 

[14]《孟子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755。 

[15]《孟子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753。 

[16]汉赵岐《注》：“天爵以德，人爵以禄。”又：“赵孟，晋卿之贵者也，能贵人，又能贱之。

人之所有者，他人所不能贱之也。”《孟子注疏》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753。 

孟子所创天爵一词表示：人性是人先天的、内在的、因而是不可剥夺的（以上是“天”的涵

义）的价值与尊严（“爵”的喻义）。不同于后天的、外在的、因而是可以被剥夺的价值与尊

严（“人爵”）。人性是人的真正价值（“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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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依儒家，作为人的价值的人性，具有超越性，是因为来自天；具有内在性，是因为在人

心；具有普遍性，是因为人人具有。 

[18]《礼记正义》卷六十，《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1673。 

[19]《论语注疏》卷四，《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471。 

[20] 如前揭《诗》《书》所显示，性善论的人性思想来源于儒家以前的周代乃至三代文化传

统；而性恶论在周代乃至三代文化传统中则是无根的。蒙文通先生认为性恶论源出于戎狄之

教。见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序一》，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页 5－46。 

[21]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页 18。 

[2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 698 册，页 265。 

[2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

1977 年，下册，页 692。 

[24]今存晋人文献少有涉及五常之性者。《世说新语》一书，即无五常一语。 

[25]宋绍熙曾集刻本《陶渊明诗》《陶渊明杂文》，《宋本陶渊明诗·续古逸丛书之三十四》，

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宋绍熙本影印，1928 年；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2001 年，页 108。 

[26]《孟子注疏》卷三，《十三经注疏》，下册，页 2685。 

[27]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十一，《十三经注疏》，上册，页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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