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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的陶渊明情结

贺 根 民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０１）

摘　要：朱自清具有浓郁的陶渊明情 结，他 在 人 格 取 向、文 学 创 作 原 则 诸 方 面 同 陶 渊 明 有 诸 多 精 神 契 合

之处。朱自清狷介刚正的完整人格、其 作 品 纯 正 朴 实 的 清 新 之 风，书 写 了 陶 渊 明 诗 学 的 时 代 回 响，他 的 文 学

实践强化了陶渊明及其作品超越时代的文化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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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深

度盘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实社会的底色。文学

在探究和表现世界的过程中伸展自我触角，文学思

潮奔突前行，铸造了文学长河的一系列的文化支点，

它也为后代文人树立了步武和效仿的精神向标。元

气淋漓的陶渊明以其卓尔不群的独立人格和冲淡自

然的诗歌艺术，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文化昆仑。

穿越时空的隧道，陶渊明及其诗歌又一次在民国文

人的文学 时 空 中 被 大 面 积 激 活。平 正 通 达 的 朱 自

清，因为其狷介刚正的完整人格、作品纯正朴实的清

新之风，书写了陶渊明情结的时代回响。礼赞自由

人格、企羡铮铮铁骨，朱自清具有浓郁的宗陶情结。

但是朱自清的宗陶情结并非泥古不化，视民如蚁的

现实社会迫使其最终走出书斋，汇入轰轰烈烈的社

会斗争潮流，从而标榜其宗陶情结的突破和超越。

一、宗陶：一种学术批评理念

扬州才子朱自清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鼓吹

并躬耕新诗创作而显身民国文坛，其后转身于散文

创作，留有《背影》《你我》《匆匆》等脍炙人口的散文

集，从而奠定他在民国文学史上以散文享誉文坛的

大家地位。从文体渊源上讲，散文与诗歌具有文类

相互借鉴和生发的特征，朱自清由诗歌步入散文领

域，并取得杰出成就，充分表白了其一以贯之的文类

交叉的学术理念。对此，林庚之论足可参考：“散文

家的诗有时反会高出于诗人的诗，正如诗人的词有

时反会高出于词人的词一样，这里其实并无高下准

绳，它们只是蹊径不同，都可以成就极高，也都可以

无所成就，陶渊明是一个成就极高的好例子，而朱自

清先生恰好 就 是 一 个 酷 爱 陶 诗 的 人。”［１］（Ｐ１８６）由 爱 陶

到借鉴陶文章法，朱自清张扬了陶渊明以文为诗的

表现力度。其实在朱自清的文学世界里，更多的是

诗歌和散文的相互发申，其散文名篇《春》《绿》和《荷

塘月色》就 弥 漫 着 浓 郁 的 诗 学 气 息。其 实，在１９２０
年代，朱自清曾有一段时间沉浸于拟古诗的创作，拟

古诗《陶潜归园田居》《饮酒》即为其学陶及其向中古

诗歌寻根具体而微的反映。

朱自清说诗论诗，注重文本的切合，设身处地去

体悟文人心态。早期他致力于陶渊明、李贺、宋代诗

人的研究，后期则将研究兴趣转向韩愈、杜甫诸人。

１９４６年其《日 常 生 活 的 诗》云：“中 国 诗 人 里 影 响 最

大的似乎是陶渊明、杜甫、苏轼三家。他们的诗集，

版本 最 多，注 家 也 不 少。这 中 间 陶 渊 明 最 早、诗 最

少，可是各家议论最纷纭。”［２］（Ｐ８９）对于众说纷纭的陶

渊明，朱自清做过详尽的考证，１９３４年《陶渊明年谱

中之问题》即为一有力的注脚。逯钦立《陶渊明年谱

稿》对朱自清该文多有引用，恰从侧面折射出朱自清

的陶渊明研究的认真和严谨。民国初元，是一个重

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疑古时代的思维积习，强化

反省传统的学术理念。正因为设身处地，朱自清才

能会心领悟，别有创见。他认为接续传统，不应只停

留于还原的层面，还应当彰显其时代价值。在１９２８



年度的第二学期，朱自清率先在清华大学开设“中国

新文学研究”课 程，正 视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来 的 文 学 实

绩，显示其认真而务实的态度。新诗不是无本之木，

自有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脉络。朱自清称赏萧望卿

的《陶渊明批评》，凸显了他关注古诗研究的现代意

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标举了陶诗的现代价值。

集文人、学 者、教 授 等 多 重 角 色 于 一 炉 的 朱 自

清，除了著书立说，其发扬学术理念的另一舞台则是

大学讲台。在１９３３年度的第一学期，朱自清正式任

清华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新开设“陶渊明诗”课程，我

们据姜建、吴为公《朱自清年谱》统计，“陶渊明诗”一

课至少在清华大学１９３４年度的第一学期和西南联

大１９４３年度的第一学期也开设过。朱自清对学生

从严治教，即便选课学生不多，也常能做到授课一丝

不苟，课堂上常要求学生背诵或默写，甚至字错还要

扣分，以致 一 些 怕 受 拘 束 的 学 生 不 敢 选 修 该 门 课。

李长之《杂忆佩弦先生》再现了当时的选课情景：“朱

先生当时开着‘陶诗’的一门课，我很想去旁听。当

我想征求他的同意时，他有着习以为常的谦逊，说：

‘没有什么意思，不值得听的’。我们那时年少气盛，

也就信以为真。……后来知道他所写的那篇《陶渊

明年谱之问题》恐怕就是那时研究的心得的结晶，到

了自己对陶渊明也发生兴趣时，是很后悔没曾听过

他的讲授了。”［１］（Ｐ１１０～１１１）审慎而有序、稳健而有条理，

展现出勤劬负责的学者本色。如前所论，李长之所

称道的《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确为朱自清研陶的代

表性成果之一。朱自清爬梳了自南宋至民国的陶渊

明年谱凡７种，一 一 指 陈 其 优 劣，他 认 为 自 南 宋 以

降，谱家多蔽于“忠愤”之旨，多停留在对诗文史事的

勾稽上，难免有牵强附会之弊，以致形成聚讼纷纭的

情景。衡以诸种陶渊明年谱的得失，朱自清总结道：

“陶潜诸事，可得论定者，约有四端：渊明字元亮，入

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

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

游之地。上 京 有 渊 明 故 居。南 村 在 浔 阳 附 郭。三

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仕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

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将军，仕刘敬

宣或刘怀 素。官 终 彭 泽 令。四 也。”［２］（Ｐ４９２）比 勘 陶 渊

明诸种年谱，搜 罗 文 献 并 加 以 梳 理，对 陶 渊 明 的 字

号、籍贯、仕宦等做出明确的结论，翔实而有力，恰好

说明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具有充足的文献基础。

二、宗陶：精神人格的契合

中 国 文 学 的 古 今 演 变 打 造 生 生 不 息 的 文 学 之

脉，传统人文精神以厚重的历史积淀彰显人格取尚。

朱自清治学，尊重研究对象的具体文化生态，他认为

繁琐死板的考证解决问题的能力相对有限，一味追

求绝对的客观并不现实，文学研究（尤其是考证）应

当与文学批评结合。职是之故，其《陶渊明年谱中之

问题》突破为考证而考证的藩篱，即便爬梳诸种陶渊

明年谱中有关籍贯等问题探讨，也能凸显其横向推

阐和纵向归纳的功底，因为其考察的视角属意文学

接受，具有相当的文学批评色彩。朱自清宗陶，并非

视后者为一座高不可攀的文化大树，而能平心静气

地与其精神 交 流，这 一 点 对 于 研 究 者 而 言，至 关 重

要。１９４７年，朱自 清 与 李 长 之 的 一 封 通 信，就 露 出

这种求真态度的底里：“昨天读到你的《陶渊明真超

出于时代么？》一文，很高兴！你说人家没有说的话，

人家不敢说的话。陶渊明究竟也是人，不必去神化

他。”［１］（Ｐ１１４）字里行间充斥着对后学的奖掖之情，更展

示出一位学者应有的严谨学术态度。较以大隐隐朝

市、小隐隐林薮的隐逸情怀，陶渊明所追求的田园之

趣，在二者之外别开一洞天。正是缘于陶渊明的平

易人格和朱自清的务实精神，二者穿越时空的精神

对话，才会开出一片灿烂的文化之花。

如同山川草木依循着大自然的规律，步前人轨

辙，追求的是心灵的碰撞和精神契合。朱自清的陶

渊明情结突出表现在人格的体认上，借以获得精神

的自适和满 足。１９４７年 其《论 气 节》一 文 侧 重 分 析

读书人的立身处世之道，高扬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

正气。鉴于１９４０年末动荡不定的社会乱象，朱自清

愤激于士人担当精神的缺失，他例以陶诗发申：“‘躬

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

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负着天下兴

亡之责的 士，陶 的《述 酒》等 诗 就 是 证 据。”［２］（Ｐ１６０）在

他看来，即便躬耕自好的陶渊明，仍不免满腔义愤控

诉刘裕篡晋事件。相对而言，古代士人横议或参与

朝政，确实很难真正与普通农民融成一片，朱自清藉

此阐明民国文人在各种政治力量面前缺少了起码的

担当意识。在其看来，只有张扬一股“正义感”，士人

的忧患意识才会有效传承，而陶渊明就是一个值得

效仿的对象。在为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所作的评

论文章《陶诗的深度》一文中，朱先生基本肯定了古

直援引昔人注经之道来阐释陶诗的学术理路，但阐

明应当追求词义切合的注解原则。陶渊明援引《论

语》之言，亦非单纯地胎袭字句，其气韵之真淳就带

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亦即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所以

陶诗里主要思想实 在 还 是 道 家”。［２］（Ｐ５６９）历 代 评 家 多

注目于陶诗的萧散冲淡之趣，这种文学书写彰显了

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风格。显然，朱自清论定陶渊

明的哲学指归有别于朱光潜《诗论·陶渊明》“儒大

于道”的角色自喻，差异的背后就折射出朱自清求实

的学术品格和不愿与世浮沉的人格自守。

魏晋士人愤激于政治高压和社会窳败，往往将

满腹才情倾注于山水清音和玄学清谈，山水田园成

为士人人格坚守和性情投放的另一方舞台。在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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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鸿、手挥五弦的俯仰之间书写着士人精神的自适

和自得，于群贤必至、少长咸集的兰亭集会展示士人

生活的闲适和对自然的无限深情。有别于魏晋诗学

浓厚的庄学品格，朱自清《经典常谈·诗第十二》以

一股亲切之气来颂扬陶渊明其人其诗：“陶渊明，浔

阳柴桑人，做了几回小官，觉得做官不自由，终于回

到田园，躬耕自活。他也是老庄的信徒，从躬耕里领

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他是第一个人将田

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

新的，可都是他从现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

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２］（Ｐ６９４）怡情田园，追求 精

神的潇洒和写意成为陶渊明人生哲学的存在方式。

在魏晋士人喜谈玄理的时代氛围之中，陶诗不雕不

典的行文方式、散文化的笔触开拓了诗学表现的崭

新领域，亦为魏晋诗坛注入一股清新之风。就此而

论，“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

玩山水；他们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２］（Ｐ６９５）山水的清

幽之音、田园的自然之趣，赋予陶渊明、谢灵运超然

旷达的人生体验，虽然二者的诗作仍不免带有玄学

的尾巴，却因为田园山水的自然高妙而彰显了诗歌

的缘情特 质。朱 自 清 着 力 凸 显 陶 渊 明 的 平 淡 和 亲

切，何尝不是自己怀抱的另类书写！自然而亲切的

陶诗，不仅树立了“陶学史”的艺术高标，也往往成为

包括朱自清在内后学者接受和共鸣的精神契合点。

三、宗陶：文化实践的不竭源泉

朱自清与陶渊明的不解之缘，不仅仅停留于学

步的层面，更是他学术研究及其文学创作的不朽动

力，绵绵不绝的宗陶情结，成为朱自清文学实践一以

贯之的文化向标，备经他的生花妙笔化作山涧流响。

１９３５年其《诗 多 义 举 例》一 文 例 以“古 诗”、陶 渊 明

《饮酒》、杜甫《秋兴》和黄庭坚《登快阁》四诗，阐明必

须贯通上下文语境来寻求诗意的欣赏原则。他认为

即便广求多义，也须务求切合为要。其分析“古诗”

［行行重行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特

以陶渊明《归园田居》里的比喻来彰显其修辞佳境：

“像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以‘返自然’的意思为主，面目就不同。陶以后大概

很少人用 这 种 句 法 了。”［２］（Ｐ６２～６３）以 陶 诗 的 句 法 修 辞

来阐述行文词法之妙，隐隐标举陶诗足可参考的语

法价值。同样 在 该 文，朱 自 清 径 以 陶 诗《饮 酒》（其

五）发申和把捉诗多义现象，譬如他认为“采菊东篱

下”之“菊”，直接关合陶渊明“此中有真意”的自然本

心，职是之故，“菊”的物理本性也绾合了陶渊明的潇

洒自放的精神追求。在《论雅俗共赏》一文中，朱自

清劈头就以陶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来阐明

文学接受的佳境，只是诸如此类的“奇文”，毕竟多为

雅士的乐事 而 已。１９４７年 其《论 且 顾 眼 前》一 文 针

对只顾享乐 之 人、苟 安 旦 夕 之 人、穷 困 无 告 之 人 的

“眼前”人生观，援引陶诗来谆谆告诫：“我们向来有

‘及时行乐’一句话，但是陶渊明《杂诗》说‘及时当勉

励，岁月不待 人’，同 是 教 人‘及 时’，态 度 却 大 不 一

样。‘及时’也就是把握现在，‘行乐’要把握现在，努

力也得把握现在。陶渊明指的是个人的努力，目下

急需的是大 家 的 努 力。”［３］（Ｐ５８７）有 异 于 陶 渊 明 的 遗 世

高蹈情怀，朱自清认为身处乱象纷生的社会，国人更

应该张扬忧患意识，我们批评现实的目的，不单是为

了疗救燃眉之急，应有更为长远的打算。

朱自清以恂恂儒者之风，奠定了现代文坛的散

文大师地位，他一 生 留 下 了《背 影》《你 我》《欧 游 杂

记》《伦敦杂记》《语文影及其他》等散文集，其中不乏

《匆匆》《桨声灯影下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等名篇佳

作。朱自清散文朴实自然、毫无矫饰，真诚地抒写自

我怀抱。他往往倾注强烈情感，取材于平凡的日常

生活，从 平 常 无 奇 的 事 物 中 捕 捉 新 意。职 是 之 故，

“朱自清的散文不但文中有画，而且画中有诗。郁达

夫称赞他的散文‘贮满着那一种诗意’，确实如此，朱

自清散文的美，不仅在于形象地描绘出风物人情，而

且在于有诗味。”［４］（Ｐ１７３）于朴实之中显神奇，注重日常

生活的诗化，朱自清与陶渊明一脉相承。如前所论，

林庚先生《朱自清的诗》认为在文体交叉上，朱自清

与陶渊明确有神通气合的一面。林先生例以《匆匆》

分析，若将该篇散文分行排列，其形式则与诗无异，

因为《匆匆》具有复沓的修辞，充分展现了诗的特性。

１９２２年末朱自清的《毁灭》一诗，勾勒出一幅徘徊于

人生歧路挣扎者的全息图像。繁杂凌乱的情绪，毁

灭与新生的煎熬，交织成一种柔美凄怆的况味。沉

溺于纸醉金迷的都市，便是精神的毁灭，诗人企盼回

归故乡，也就是为漂泊的心灵寻觅一处避乱的港湾。

该诗在形式上多用回环的句法来制造复沓的效果，

如：“我的故乡在记忆里的，虽然有些模糊了，但它的

轮廓我还是透熟的。”就其思想指归而言，林庚先生

称誉“这简直是‘归去来辞’了”，［１］（Ｐ１９１）允为确评。以

亲近故乡的田园山水来远离尘世的喧嚣，其意旨与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如出一辙。作为朱自清的入室

弟子，王瑶先生的话语具有充分的说服力：“他主张

诗应该散文 化 的，所 以 他 喜 欢 宋 诗。”［１］（Ｐ６１）实 际 上，

朱自清不但抱有如此主张，还坚持不懈地躬耕实践，

他的诸多散文名篇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诗呢。

同为 人 父，陶 渊 明 留 有《责 子 诗》，朱 自 清 则 有

《娇女》古体诗、《儿女》现代散文。陶公《责子诗》以

戏谑之言，抒写对儿女的爱怜之情；而朱自清《儿女》

则以素朴自然的口语，勾勒作者对待儿女的心灵历

程，简洁之笔尽显一种清新天然之貌。较以陶诗的

诙谐打趣，朱文更多一份自责和歉疚，而感情之委婉

真挚，的的又殊途同归，朱自清《雨僧以淑女将至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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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示，读之感喟，即次其韵》“几人儿女入怀来？客影

徊徨只 自 哀。白 传 思 乡 驰 五 忆，陶 公 责 子 爱 非 才。

失群孤雁形音杳，绕膝诸孙意兴灰。更有飞鸟将弱

息，天涯望父讯频催”［２］（Ｐ７６４）之 言 恰 好 发 申 了 这 一 意

旨。朱自清《白马湖》束文部分载：“谈笑抗须眉，饮

酒可一斗。世网苦繁密，兹来如释负。暂聚还别离，

依依恋陇亩。人生不如意，往往十八九。夜起戴月

行，湖光尚昏黝。龙文远相送，提挈我左右。为翁约

见期，黯然望垂柳。”［４］（Ｐ３３７）其复沓的形式、洁身自 好

的情怀，颇得陶渊明《饮酒》《归去来兮辞》之气韵神

骨，难掩其不可排解的隐逸情结。一度受业于朱自

清的曹聚仁就说：“说朱先生是隐士型的性格，有人

一定会跳起来；我们且用另外一位姓朱的，朱晦庵先

生的话来作注解。隐士都是血性男子，外面和光同

尘，里面是一团火；磨而不磷，涅而不滓，出淤泥而不

浊。”［５］（Ｐ２３０）直面纷繁扰攘的人生而能清高自守，曹氏

之论深中 肯 綮。不 苟 同 于 对 朱 自 清 隐 逸 人 格 的 定

型，主要考虑到朱自清晚期的日趋明显的斗士形象。

敦厚笃实的朱自清，缘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执着热情，

他正视中原板荡的残酷现实，愤激于闻一多等一班

正直文人的被暗杀，涓涓细流瞬息变为暴风骤雨，积

极投身于拯救国家和社会的革命潮流之中，从而完

成对陶渊明隐逸人格的超越，具象为民国文学史上

散文家、学者、斗士三重形象的精神塑形。

四、结语

备受五四新文化的涤荡，朱自清以其宽厚稳健

的性格，打通古今和接续文化传统。他在清儒的信

古和五四学者的疑古思潮之外寻觅一条古今文化融

合的路径，展示其洵属可贵的文化自觉理念。朱自

清宗陶，不只是蹈袭陶诗创作的一般原则，他在人格

向度、日常生活情趣、以自然为法的原则诸方面同陶

渊明有精神契合之处，他的文学实践盘活和强化了

陶渊明的时代文化感召力。追慕前人，向历史情境

取喻，蕴含着对传统道义和人格的认同，侧重古今文

化的传承来拷问生命的存在价值，生命律动融入壮

阔的现实人生，朱自清的宗陶情结凸显了文化传统

的时代活力。外柔内刚的狷介个性，自然平淡的行

文特质，朱自清身体力行，张扬了陶渊明及其诗文的

艺术魅力，同样自己也成为后人称道的精神楷模，从

而延续中国文化千年不断的文化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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