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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遗产》

内容概要

本书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最新文化专著。张炜的作品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入思
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
。本书是他对传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最新成果。在他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精神符号
，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现代病”的巨大能量。
☆
继《也说李白与杜甫》后，又一部打通古今的中国文化专著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继《也说李白与杜甫》之后，以当代作家的敏锐
触角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重要成果。针对当代人孤独、冷漠、精神空虚等问题，向传统文化中
探索力量和答案。作家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
，为读者在传统和现代间搭起一座桥梁。
☆ 还原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历史中突显“人”的尊严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刻板化、符号化，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失去了
原本为人的生动性、丰富性。张炜老师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
，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突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
。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要么追名逐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如
何能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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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遗产》

作者简介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茅盾文学奖
获得者。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海内外获奖七十余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
九月寓言》、《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
《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已出版古典文化随笔《楚辞
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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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像一直都在说陶渊明这了那了，都在围绕着他的生活说，且不断重复，就是没有具体的事件，
让我觉得太模糊。
2、大爱！
3、书不错。语言绵密，文韵悠长，论述遍涉古今中外，思想兼有深度和广度。且有一些新议重新诠
释陶渊明，比如他是入世的、刚烈的，而非我们通常以为的出世和柔和，以及他和田园、官场的复杂
关系。
4、解读被误读的陶渊明，文字不错，只是条理略混乱～读了发现自己对陶渊明的看法也有偏差，惊
觉张炜写的怎么这么像在说我，才恍悟无需去追随五柳先生，做自己就好，田园将芜胡不归～
5、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哪怕有一刻的安宁也是值得的。
6、文笔很好，然而缺少事，也缺少情。
7、《光明日报》1月好书榜
8、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非常细腻。
9、从来没读过这么言之无物的书，这他娘的不就是正说说反说说中外拿来对比说的模式么，还写了
整整四百来页，真是硬着头皮啃完的
10、讲座录音整理稿，应该手自删订，目前重复啰嗦之处太多。说到底，“雕空那有痕,灭迹不须扫。
腹 腴八珍初,天巧万象表”的陶渊明极考验读者的胸襟与见识。张先生的见识比今天很多陶学研究者
好，但也还是不够，总觉得差口气提不起来。
11、庄子太高远了，只能仰望；陶渊明倒是可以效仿。

Page 7



《陶渊明的遗产》

精彩书评

1、木心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曾提出“知名度来自误解”的观点。就像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莱特
，人人心中也有着不一样的陶渊明。而这些不一样中，有多少是出自理解，又有多少是出于误解？人
们总是试图在反复斟酌品读诗人所留下的文字中寻找答案。根据张炜先生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的《陶
渊明的遗产》一书中，也正是从误解开讲，以诗人留下来的百余首诗文为依据，试图剖析还原出一个
真实的陶渊明。然而与木心先生提出的观点——梁代昭明太子所提倡的“读陶诗有利于名教”之误解
不同，张炜先生首先指出的误解是陶渊明的“隐士”身份。木心是从“诗”出发，而张炜先生选择从
“诗人”出发。魏晋时代是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政权不停更换带来血雨风腥。而魏晋风度又成为千古
美谈，万世流芳，社会的动荡激起无数思想的火花。在这种大环境下出现了不一样的陶渊明，质朴，
简单。他没有在丛林中寻求夹缝中的生存，而是带着“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悠然情神欣欣然
地走进田园开始新生活。然而随着时间流逝，土地耕种的辛劳，这种田园生活所带给他的并不全是诗
意，这里还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孤独与贫苦。他不具备“隐”的动机，也不具备“隐”的实质内容。
世人对诗人的另一个误解来自陶渊明的洒脱与闲适。从诗人后期的一些诗文可以看出，他更多的时间
是处于劳碌之中。忙着打理田园，养活家小。夜深人静难免会陷入一种不确定中，苦闷与遗憾也常常
在诗人脆弱时到访。对于出世入世的徘徊与矛盾也是诗中时隐时现，更不用提到晚年时期诗人一度窘
迫到“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当世人在遗憾陶渊明创作不够勤奋，
留下诗文太少时，张炜先生再次引导大家从变换一个角度去看待问题。人不是写诗的工具，人是“目
的”。“他的诗赋再好，也比不上他的灵魂快乐更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陶渊明是一个难得的“
个人主义”。他没有取得世俗眼中的成功，却很好的成全了自己。能随自己心性而活，“不为五斗米
折腰”，诗人又成了“拥有一切”的完整之人。全书纵观古今、横扫中外，与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
诗人哲学家进行例比，从诗文特色、哲学思想对诗人作了一次详细解剖。展示出一个立体全面的诗人
，而不是一个片面的、仅有着“桃花源”的隐士形象。当我们尝试去排除误解，才能更好的承续诗人
所留下的珍贵遗产。在这个被现代化所焦虑磨损的时代里，更具其疗愈作用。谈古论今，论至与之相
对应的当今环境，张炜先生浓烈的人文情怀展露无遗。如今我们所面临的困境、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都市生活的困境，在这些种种困扰与压力前面，仅仅是向往桃花源并不能真正排扰解难。更多的时候
是陶渊明在他的诗中，在他的人生哲学中，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与帮助。通过大自然的慰籍，五柳先生
用一颗“田园心”来充盈着“诗心”，在缺酒少粮的困苦生活中“挺住”，完成了生命中的自我实现
。除去所有诗篇留下的文学价值，或许这是陶渊明作为人类所带给我们的珍贵“遗产”，也是张炜先
生给我们所带来的提醒。
2、文人相轻，从才华禀赋到人品见识，欲扬则扬，欲抑则抑，本无定论。审时度势八面玲珑为人不
齿，刚正不阿舍身取义又近迂腐，壮志难酬寄情歌赋略显矫情，放荡不羁奇言怪语和之者寡。入世与
出世，清流与浊流，个人的选择终也难逃时势造化。陶渊明似乎是个特例，既不趋炎附势，又不矫情
自饰，张炜说：“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
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难怪人人都爱陶渊明。不过，世人对陶渊明的喜爱
更多基于一种误解，他代表的是我们理想中的文人精神。同样喜爱陶渊明的张炜大胆破除这层误解，
他用《陶渊明的遗产》为陶渊明正名。作家侃侃而谈，从诗人的生平琐屑中窥见真实的内心世界，也
许不似读者想象中那般理想主义，却要更加丰满亲和。如同恋爱日久的情侣，初时那份神秘的朦胧散
去，真实的个性同样酝酿着深情厚意，熟稔又亲切。张炜要我们明明白白地爱上陶渊明。《红楼梦》
中，史湘云毫不做作地大啖鹿肉，豪言“是真名士自风流”，啖食腥膻，作起诗来照样锦心绣口。此
言用来形容陶渊明更是贴切，名士风流盖非纸上谈兵，陶渊明用一生作了诠释。后人对陶渊明最大的
误读在于一个“隐”字，提及隐士的代表，首先就会想起陶渊明。北宋理学家周敦颐甚至因陶渊明爱
菊，将菊也称为“花之隐逸者”。可在张炜看来，“隐士”需要有社会地位、资本和名声的基础，陶
渊明并无此条件。鲁迅先生也认为，真正的“隐”是谁也不知道，于是一切无从谈起，我们观念中的
“隐士”其实都是“显士”，“不‘显’，则不知其‘隐’”。进一步说，陶渊明本人也未将“隐”
作为目标，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萦绕。他不是刻意追求出世，更不是沽名钓誉标榜自己的清高
，相反，四次出仕却浅尝辄止，“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感慨其实写满辛酸无奈。称陶渊明为隐士，不
如称其为名士来得贴切。名士风流，陶渊明的风流是普通人都可接受的风流。他不像《世说新语》记
载的故事那般以不按常理出牌的夸张搏人眼球，魏晋风骨，冷暖自知，世人不会也不愿去效仿；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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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谪仙太白或是仕途尽毁的唐伯虎那样喟叹怀才不遇，对酒当歌，不是真正的洒脱，只是徒增唏嘘。
陶渊明的失意不是没有机会出仕，他看得太明白，倘要施展抱负，必先低头钻营，他也曾尝试寻找平
衡之道，终究做不到委曲求全。兼济天下既不可得，不如独善其身吧，绿蚁新醅怡然自乐，至少陶渊
明享受了最珍贵的自由。数十载农耕生活也渐渐消去了初时的烟火气，如果早年的陶渊明还有些许激
愤不平，晚年则只见通达畅快，毫无苦涩怨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下的农事“
多是与土地肌肤相亲的苦痛与愉悦，是劳动的快乐”。后世效法者纷至沓来。然而，师法陶渊明寄情
山水是容易的，师法他的心则极易类犬。经年累月，文人能耕种自足已属不易，坚持而无怨，乐在其
中又不自满自轻，始终没有谁复制得了陶渊明，真正的陶渊明也不会去复制谁。张炜看得透彻：“一
个人的生命质地，才最终决定了气象和器局的大小。一种艺术无论是丰腴或枯槁，内藏或外露，都源
于作者的本质，仅仅将简朴作为―种风格去追求，那倒有可能造成真正的贫瘠和简陋，而且难以为继
。”陶渊明最吸引我们的，是他对自然万物的吸收，是他像自然万物一样的不教条，模板化的陶渊明
只能让我们离真正的诗人越来越远。人人都爱陶渊明。对他真正的亲近却不是去效仿他的行为，而是
真实坦荡、充实乐观地活着。我们不生活在舞台上，也不跟命运博弈；我们不炫耀拥有的，也不遗憾
得不到的；我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也不为力所不及事的自责。这是陶渊明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这样的人生很可爱。——丙申年读《陶渊明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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