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隐士》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隐士》

13位ISBN编号：9787508728803

10位ISBN编号：7508728807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

作者：张冬菜

页数：25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隐士》

内容概要

《隐士》内容简介：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其他的文明都衰落、消
失了。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毋
庸否认的。《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道
德力量，是华夏文明的奇葩。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是极其不应该的。现在，
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以弥补这
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制
，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既多方面揭示，又
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
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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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书籍目录

第一章 隐士的生命景观  隐士：摇曳山林间的生命风景  隐士与中国文化  争议与悖论第二章 隐士的生
活  隐士的谋生之道  隐士与娱乐  隐士与养生  他者的眼光：奇行与变态第三章 隐士与文学艺术  隐士与
文学  隐士与书画  隐士与音乐第四章 上古先秦时期的隐士  上古传说中的隐士  老庄与隐逸  孔子与隐逸
 先秦的几位名隐第互章 秦汉时期的隐士  中央集权的建立与隐逸  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  东方朔的吏隐
之道  王莽篡位与退隐之潮  东汉时期的名隐第六章 三国两晋南南北朝的隐士  三国时期的隐士  竹林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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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孟浩然、自居易：进退之间  天台三贤：寒山、丰干、拾得  终南捷径第八章 宋元时期的隐士  
两宋隐逸文化概述  睡仙陈抟  林逋梅妻鹤子  理学大师邵雍  无名隐者举隅  金元时期的隐逸第九章 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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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章节摘录

在这些称呼之中，“隐士”一名是最具通俗性、最广为人知的。故而本书采用此名。较早在荀子的著
作中，已经提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隐士被称为“遗善”，也就是人君在挑选才士时所遗漏的
贤达。所以，隐士是没有进入仕宦系统的人才。但是这种“遗漏”，自然是从君主的立场而言。若从
隐士的角度来说，则是主动逃避和挣脱出来的漏网之鱼了。这点是很重要的。像许由、巢父、叔齐和
伯夷等人，躲避皇位犹恐不及。因此《辞海》对“隐士”的解释是“隐居不仕的人”，就是隐居起来
不当官。这个解释还稍有欠缺。若把“隐士”之名分成“隐”和“士”两部分来谈，可能意思更为明
晰。所谓“隐”，自然就是隐居、不显于世的意思。而“士”则是士农工商中的“士”，是古代社会
具有一定知识与技能的社会群体，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故而，隐士指的就是古代社会中隐居
起来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拥有了知识，几乎都是社会一流的人才，具备了成为官僚跻身上流、管理
普通百姓的条件，却主动放弃这一选择，避居于山水之间，为自己的人生开辟另一条道路。这样的选
择使他们与普通人区分开来。诚如《南史·隐逸》说的，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
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那些虽然也同样隐居于山野的普通老百姓，是不被列入这一群体的。当然
，隐士也不尽居于山林，也有大隐隐于市，隐于朝的。这要看是什么类型的隐士了。2.隐士的类型要
归入隐士，应当是以隐居且有一定的德才作为衡量的标准。比如，颜师古对《汉书》提及的“逸民”
作注云“逸民，有德而隐居者也”。纵观隐士的历史，最初的隐士大多符合这样的标准，但是发展下
来，鱼龙混杂，也逐渐掺入了很多水分和杂质。有的所谓隐士，反而以隐为手段，为的是进入仕途。
有的虽然也隐居，但与外界官场的联系却一直难以割舍。这样的现象很多。如此之类又算不算隐士呢
？对隐士进行分类，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南朝的史学家范哗在《后汉书·逸民列传》中专门介绍了隐
士，并提到隐士有“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燥，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
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等不同类型，可见他是从隐逸目的、原因的角度，把自古以来的隐士进
行区分。不过这六类似乎难以完全区分明白，有的隐士可能一人便综合了几种类型。明朝著名的哲学
家、文学家李贽对隐士的分类有独到的见解。在《藏书》中，李贽将隐士称为“外臣”，将这些外臣
总体上分为“时隐”、“身隐”、“心隐”、“吏隐”四类。所谓时隐，就是审时度势而隐，即孔老
夫子所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隐士在改朝换代的乱世之时较多。身隐，是“以隐为事
，不论时事”，有多种类别，有的是天生喜欢逗留山林，不喜世间的喧嚣；有的则是生性疏懒、不耐
烦劳，只得隐居；当然，也有的人志在求仙问道，抛弃世俗生活，像南朝时的“山中宰相”陶弘景、
宋人陈抟等。而像超绝尘世的庄子之类，更令后世文人敬仰不已。然而，李贽认为身隐还不如心隐，
而心隐又不如吏隐，对吏隐最为赞许。吏隐就是俗话所说的“大隐隐于朝”，比如姜太公、张良等人
。虽然身处魏阙，却能超脱自在，能在为官的束缚与隐者的自由之间达到平衡、和谐，确实极为不易
。今人对隐士的分类也是五花八门，未能统一。韩兆琦先生在《中国古代的隐士》一书中，将形形色
色的隐士分为七类，笔者以为颇为妥当，转介于下：其一是节士型。这种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以品格、气节著称。伯夷、叔齐不满周武王以暴制暴、攻伐商纣，发愤不食周粟，一道遁入首阳山，
最后双双饿死。自古以来，他们都被视为节士、义士。这类的隐士在改朝换代时总会出现。魏晋时的
范粲，忠于曹氏政权，在司马氏篡权夺位之后，为了躲避司马氏的招纳和利诱，装疯闭门不出，竟至
三十年不说话。其二是道德型。这类人往往都是饱读圣贤书，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虽然没有从政，却
能影响一方，连朝廷也颇为重视。西晋初人朱冲，因为德行很好，朝廷叫他去当博士，他不肯应聘躲
进了深山。在山中，他尽心尽力教化山民，很快使那里的社会风气有了巨大的改变，百姓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连临近的乡民也受到感化。人们把朱冲视为父母官。朱冲的德行甚至还产生更加神奇的力
量，使得“毒虫猛兽皆不为害”。这类隐士的数量也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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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编辑推荐

《隐士》带你了解隐士的生命景观、隐士的生活、隐士与文学艺术等众多隐士的事物。中国自古多隐
士。隐士，是引人遐思，让人浮想联翩的一个词。它代表着与普通人有着一定距离，却并不令人陌生
的一个社会群体，另一种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命形态。时至今日，这个群体所昭示的
意义，他们对人生、生命等的另类解读和诠释，仍然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去品味和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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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精彩短评

1、还没读，希望能有用的资料
2、可以作为一本工具书。纸张不是很好
3、此书故事性很强，里面有很多人物故事，但是要想把他作为学术研究参考书目不太适合吗。如果
只是为了了解一下有关隐士这方面的知识，可以买来看一下。
4、粗翻不错
5、真正的高手在民间，看了就会明白！
6、书很好........值得购买..................
7、需要这本书，看后无大用
8、拼凑之嫌
9、白岩松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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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

精彩书评

1、隐，即“隐没”，藏而不显；士，乃知识人也。隐士一词，指的是一种群体现象，如果深细究之
，则涉及的内容很丰富。古之隐士，有种种。有一生不仕（称为“处士”），有半隐半仕（王维是也
），有先隐后仕（诸葛亮为其代表），有先仕后隐（白居易、郑板桥），有家国变故而隐（朱耷、张
岱），有穷途无路而隐（唐寅），有生性喜好而隐，有修道之隐，也有走“终南捷径”的假隐。有穷
隐，亦有富隐。。。（或生性喜隐，或独善而隐，或与统治者不合作而隐，或以隐的姿态标举独特、
引起朝廷注意而走“终南捷径”）隐的方式很多，有学隐、画隐、耕隐、渔隐、佛隐（僧隐）、山水
隐，也有吏隐（仕隐）；有所谓“小隐于山林、中隐于市、大隐于朝”，究其根本是“心隐”还是“
身隐”的问题。隐者，大多个性独特，隐者有独特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标举性灵与自由，在思想、
学术，尤其是文化艺术上更是成就斐然。隐士现象的文化基因——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隐
士现象的社会原因——上自帝皇下至黎民，从古即尊隐士；社会动乱，朝代更迭，则“遗民”隐者辈
出，而朝庭用人之际，又行“举逸民”之措；隐士现象的个人性格、价值观、家庭背景、境遇等方面
的原因。。。。。。隐逸作为一种令当代小有成就者怀想不已的原因在于现代生存状态对人的自然本
性和心灵的重压和扭曲、都市生活的枯燥单调，从而使“隐逸”变得如此优雅，极富吸引力。隐逸的
话题迅速窜红就毫不奇怪了。但此“隐”与那“隐”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叫做“悦隐”更为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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