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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飞鸟意象看魏晋诗人对理想与自由的追寻

蒋聪慧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３３）

　　摘　要：在诗歌史上，飞鸟意象是文学家们钟爱的选择，自《诗经》始就有鸟与人类的和谐

共处，到屈原笔下一个个精彩纷呈的飞鸟故事，及至汉末，鸟意象更是诗人所吟咏的共同题材

之一；魏晋时期，从曹植诗文里出现了鸟的寄托与孤鸟网罗等意象；到正始时期，阮籍嵇康高喊

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此时飞鸟意象充满了愤慨苦闷的长鸣；而陶渊明的田园鸟表现出的是一

种敛翼独归，不与众鸟的高迈自适。它们各自映照了不同时期文人的现实人生经历及其情感

变化，反映了他们对现实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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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２－６６，１０４．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乱的年代，社会动荡不

安，政权更迭频繁，传统儒学经义价值体系已经崩

塌，文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自觉的时代，同时

文人的人格意识逐渐觉醒。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

理想大都是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振兴国家，但魏

晋时期王权混乱黑暗，知识分子往往投路无门，政
治的失意让文人们身心受到拘束，此时的飞鸟意

象与诗人们的人生经历紧密结合，充满了复杂深

沉的内涵，早已不再是《诗经》和《楚辞》中的简单

起兴对象，受文学自觉潮流的影响，它开始承载着

魏晋南北朝各个时代各个诗人寄予的各种不同的

情感。

一、束翅难飞的困顿之鸟

（一）展翅欲飞的慷慨

曹植自幼就显现独特的文学天赋，《三国志·

魏志·陈思王植传》载：“（植）年十岁馀，诵读《诗》
《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１］曹植自 幼 跟 随

父亲南征北战，加上天资聪颖，为人性格也颇类曹

操，为 此 深 得 曹 操 的 宠 爱，曹 操 对 他 也 有 重 用 之

意，在曹植身上寄予了殷切的期待，所以在这一时

期曹植一度有被立为嗣子的可能，也有可以大显

身手实施宏图抱负的机会。青年时代的曹植高步

建安，这时期曹植的诗歌充满了蓬勃的朝气和追

求理想的精神，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诗歌中

出现的飞鸟意象蕴含着他积极仕进，乐观向上的

进取之志。《铜雀台赋》诗云：“仰春风之和穆兮，
听百鸟之悲鸣”［２］是曹植对自己的父亲开创的伟

业进行歌颂与赞美。通过白鸟争鸣欢唱的美景侧

面表达自己的喜悦之情。再如《公宴诗》中：“明月

澄清影，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 冒 绿 池。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２］曹植 以 贵 公 子 的 身

份，过着悠 游 自 在 的 生 活，宴 接 宾 客，饮 酒 赋 诗。
此诗的情调欢唱高昂，是青年时代的曹植朝气蓬

勃、自信乐观的真实写照，也充分映照了刘勰所说

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建安文学思想特

点。代表曹植前半生的“欢鸟”只是作为良辰美景

的欢乐氛围中的一种组成因素而出现的，是为愉

快景象作铺垫、为制造喜悦情境提供服务的。是

一种近乎纯客 观 的 、物 性 的 飞 鸟 而 己，其 意 义 顶

多不过是人惬意心境的外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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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迁徙困顿的孤独

年少轻狂，曹植行为放达举止不谨慎，“任 性

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且还在酒后“乘车行驰

道中，开司马门出”［１］，这给了善于心术的 曹 丕 可

乘之机，曹植被陷害，在政治上算是失了大势。曹

操死 后，曹 丕 继 任 为 王，立 刻 清 除 其 政 敌 及 其 羽

翼，杀丁仪，遣诸侯，曹植再不能为朝廷 所 容。曹

植数次被贬迁徙，幸赖太后保护才得以保全性命，
曹丕死后，曹睿执政，曹植以为出头之日到了，接

连写上表请求任用，对国家事务表现出了极大的

关心，建功立业，是曹植至死不解的情结。然而曹

睿只是给予曹植生活的优待，绝不允许他参与政

事，曹 植 最 终 意 识 到 了 自 己 的 命 运，理 想 彻 底 泯

灭，在怅然绝望郁郁寡欢中结束了他年仅４１岁的

生命。
实际生活遭遇与心理期待产生了巨 大 落 差，

无法施展政治抱负，一种浓厚的怀才不遇的失意

情绪在心中蔓延，这种失意情绪使曹植诗歌中轻

快浪漫的飞鸟变成了孤独哀愁之鸟。曹植对孤鸟

意象投射了更多的感情，曹植的身世遭遇，使他对

鸟之孤独失群，常羁罗网的不幸，感触尤深，《野田

黄雀行》中：“利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不见篱间

雀，见鹞自 投 罗。罗 家 得 雀 喜 ，少 年 见 雀 悲”［２］，

表明了当时曹植处境的险恶，“黄雀投网”象征着

自己和朋友悲惨的境遇，诗人面对着这一切，抗争

无力。曹植自恃才华却无人问津，政治的迫害，自
由的枷锁使他的人生价值难以实现，内心自然是

郁郁寡欢。《赠 王 粲》中“中 有 孤 鸳 鸯，哀 鸣 求 匹

俦”，鸳鸯指王粲也指自己。但诗人所能做的只有

困在原地，茫然失措，感叹“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

留”［２］，在时 间 的 加 速 流 逝 中 感 受 这 种 孤 独 与 悲

哀，这是作为独立个体与生俱来而又无法排遣的生

命体验。孤鸟是魏晋时期诗歌中比较普遍的飞鸟

形象，它象征了大多志士在困境中的心态，孤鸟意

象是在欢鸟意象上的进一步发展，不再只是单纯的

为景物服务的客观物象，而染上了主观情 绪 的 色

彩，是诗人情绪的外化，鸟具有了鲜活的情思，客观

物象和主观情绪相交融，在诗人人生经历的现实基

础上传情达意，抒写诗人的心路历程，显示着诗人

对人生的复杂感悟和对悲美的深刻理解。

（三）留恋故都的思情

值得注意，曹植诗中还有一 种 归 鸟 意 象。曹

植长期迁徙频繁且环境恶劣，加之政治失势的潦

倒引发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归鸟寄托了诗人思念

故都，渴望亲人团聚之情。在失题诗中：“游鸟翔

故巢，狐死反邱穴。我信归故乡，安得惮离别。”［２］

诗人将对故都的留恋不舍寄托在游鸟身上，深深

眷念之情和迁逝之悲尽在字里行间。黄初四年，
曹植曹彪同行回封地途中，遭到监国使者的阻拦，
限制他们的同行，曹植愤怒难堪，临别之际，百感

交集作《赠白马王彪》赠别曹彪。诗中云：“原野何

萧条，白日忽西匿。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

兽走索群，衔 草 不 遑 食。感 物 伤 我 怀，抚 心 常 太

息。”［２］“归鸟”代 表 被 迫 离 京 的 曹 植 对 故 都 的 眷

顾，秋日原野、归鸟孤兽此等荒凉景象更烘托出诗

人内心的穷愁凄苦，与兄弟曹彪的离别，加剧了诗

人对自己命运不知何处归的迷茫。飘零在外，内

心的孤独化作思念，曹植多次在诗歌中表达对兄

弟友朋的思念。《杂诗》其一：“高台多悲风，朝日

照北林。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翘 思 慕 远

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２］孤

雁即是曹植自己，悲哀和思念萦绕于胸中，归行的

鸟儿寄托了曹植深深的思情。

（四）追求自由的渴望

曹植也有摆脱罗网束缚，飞向理想境 界 的 渴

望，在曹植笔下有一类自由之鸟代表了诗人对摆

脱枷锁飞向自由的渴望和保持高洁人格的追求。
其《言志 诗》云：“神 鸾 失 其 俦，还 从 燕 雀 居”。［２］

“神鸾”象征诗人自己及其高洁的品格，虽在燕雀

居，但高洁的品格不容侮辱。曹植在枷锁中仍然

没有放弃 对 自 由 和 理 想 的 追 求。《情 诗》中 云 ：
“微阴翳阳景，清风飘我衣。游鱼潜绿水，翔鸟薄

天飞。”［２］在重 重 束 缚 中 的 曹 植 看 见 鱼 儿 安 然 潜

游，鸟儿自由飞翔，内心十分羡慕拥有自由和快乐

的息息万物，曹植的“自由鸟”意象是诗人对自由

人格渴望的寄托。但此种“自由鸟”在曹植这里还

属于幻想形态，现实仍是“进无路以效公，退无隐

以营私，俯无鳞以游遁，仰无翼以翻飞。”曹植的彷

徨无路正表明了他是魏晋诗人中过渡性的人物，
诗人即借飞鸟意象寄托自己自由之身和独立人格

的精神追求在以后的阮籍、嵇康、陶渊明的诗文中

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下的悲愤之鸟

正始之际，是一个社会冲突十分尖锐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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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权力角逐贯穿始终。司

马氏篡魏的过程中为了铲除异己，用极其残忍的

手段屠杀大批无辜士人，名士少有全者。司马氏

以名教治天下，他企图用礼法名教的外衣来掩盖

他的篡魏弑君的暴行，对表面虚浮的礼仪极其讲

究，而实际上他篡魏自立的行为是与儒家礼教相

违背的，传统价值的核心已不在，名教被异化。魏

晋政治社会的黑暗，狭窄的生存空间，执政者把持

着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给追求名义道德的仁人

君子造成生命与精神双重的威胁，愤世嫉俗又走

投无路的魏晋士人中出现了一批用自然否定名教

的放达不羁之士，阮籍和嵇康是其中最有代表性

的人物，他们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蕴含了极

为深沉的忧患感。在他们的诗中，大量出现各种

“悲鸟”意象，来反映动荡的现实，寄托他们洁身独

立的傲志，以及由来的精神痛苦，包含着深深的孤

独落寞和对自由的渴求。

（一）乱世悲歌的动荡

铁骑的动乱，魏晋的明争暗斗，儒家的礼法被

虚伪的名教沾污了，司马氏残暴的杀戮，许多势利

小人左右逢源，东奔西走。司马氏的威逼利诱给

阮籍造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他对现实多有批判，
但他的反抗并不那么坚强，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忧

惧。在《咏怀诗》四十八首中，是有不少飞鸟意象

的诗反映了动乱的现实：
孤鸟西北飞，离兽东南下。（阮籍《咏怀诗》其

十七）
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阮籍《咏怀诗》其

四十七）
焉见孤翔鸟，翩翩无群匹。死生自然理，消散

何缤纷。（阮籍《咏怀诗》其四十八）［４］

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手握国家政权，恶人当

道，朝廷内外凶逆横行。嵇康对司马氏集团也愈

加反感，采取与之对立不肯合作的强硬态度。为

躲避司马氏的残害，多次迁徙，但在腥风血雨般的

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嵇康因吕

氏兄弟案件牵连入狱，在狱中郁愤难解，写下《幽

愤诗》，四言九章，在第七章中：“嗈嗈鸣鴈。奋翼

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

俦。事愿违。”［５］阮 籍 与 嵇 康 的 鸟 世 界 充 斥 着 苦

闷、惊恐、阴冷的色彩，在充满杀机的社会里，祸乱

丛生，失去自由，不能像北游的大雁那样奋飞，每

日在躲藏与惊怵中度过，两人的诗歌中的鸟意象

表达的是那个时代名士的共同心声。

（二）离乱时代的孤独

乱世之中，名士少有全者，人 生 之 无 常，岁 月

之动荡，颠沛流离之苦，亲朋分离之痛，生命朝不

保夕，士人内心惶恐不安，在展翅高飞、傲然绝世

之鸟下隐藏的是一群孤独寂寞的灵魂。阮籍与嵇

康的诗歌中也有孤鸟意象，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叙

写孤独之情，《咏怀诗》的开篇：“夜中不能寐，起坐

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衿。孤鸿号外野，
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４］，以清

冷的月夜为背景，作者夜不能寐，又以外野的孤鸿

和悲鸣的飞鸟翔鸟自喻，表现了诗人内心充满了

惊恐不安与沉重的忧思，但这忧思无人理解也无

人可说只能独自伤心，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落寞蕴

含其中。第二种是通过表达对知音友朋的渴慕来

反衬孤独，阮籍内心非常渴望能够有知己理解自

己的苦衷，奈何自己始终形单影只，《咏怀诗》其十

二云：“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４］，字里 行 间 殷

切渴求能有知音与自己比翼齐飞。
在嵇康所著诗篇中，也可以看到他强 烈 的 寻

求伴友的愿望，嵇康在现实生活中是不缺乏交游

之友的，他所谓的寻觅知音一定意义上属于孤独

内心的精 神 寄 托。《赠 兄 秀 才 入 军 十 八 首》其 十

二：“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 叶 垂 阴。
习习谷风，吹我素琴。咬咬黄鸟，顾畴弄音。感寤

驰情 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５］前面铺

写生机勃勃的良辰美景，后段笔锋一转，叙写其孤

寂苦闷之感。《五言古意一首》：“双鸾匿景曜，戢

翼太山崖。抗 首 嗽 朝 露，唏 阳 振 羽 仪；长 鸣 戏 云

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５］双

鸟同飞、嬉戏长鸣寄托了嵇康渴望得一知音与自

己比翼遨游的愿望。

（三）傲然孤飞的高洁

他们即已如此痛苦又寻求不到济世 良 方，更

不愿同流合污，他们是高洁的，于是便超越现实世

界追寻精神世界之寄托，诗中出现一类像“凤凰”
“鸿雁”这样展翅高飞、超世脱俗的飞鸟意象，它们

一飞冲天，飞向无垠太空，这是一种精神自由之飞

翔。如《咏怀诗》之二十一：“一飞冲青天，旷世不

再鸣。岂与 鹑 鷃 游，连 翩 戏 中 庭”［４］，又 如《咏 怀

诗》之四十三：“鸿鹄相随飞，飞飞适荒裔。双翮凌

长风，须 臾 万 里 逝……抗 身 青 云 中，网 罗 孰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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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４］阮籍有着鸿鹄之志，渴望像 翱 翔 的 飞 鸟 一

样一飞冲天，展翅高飞，冲破俗世罗网。《咏怀诗》
之七十九：“林中有奇鸟，自言是凤凰。清朝饮醴

泉，日夕栖山冈。高鸣彻九州，延颈望八荒。适逢

商风起，羽翼自摧藏。一去昆仑西，何时 复 回 翔。
但恨处非位，怆恨使心伤。”［４］诗人期望自己能像

凤凰一样“鸣九州，望八荒”，但残酷的现实注定了

理想的破灭，阮籍常常在痛苦中挣扎哀叹，自己的

力量在黑暗强大的当权者面前是如此的渺小。
嵇康高喊出“非汤武而薄周孔”，坚决不入仕，

不为司马政权服务，坚守住自己高洁的品德，追求

着一种远离世俗、逍遥自在的超脱人生，他诗歌中

的飞鸟形象也是如此：
众鸟群相追，鸷鸟独无双。（《诗 五 首 赠 郭 遐

叔赠》之五）
鸾鸟避蔚罗，远托昆仑墟。（《五 言 诗 三 首 答

二郭》之三）
目送归鸿，手挥五 弦。俯 仰 自 得，游 心 太 玄。

（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５］

易代之际的血腥屠杀，使士人纷纷想 要 远 离

政治中心，心怀高洁之志，鄙夷污浊的人世，“举世

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阮籍和嵇康

选择立于人世的方式，也是他们产生孤独感的原

因，即是与世俗划开巨大的鸿沟，这种孤独感也是

所有志不流俗的魏晋士人的普遍心态。至此从曹

植那里传递下来的借飞鸟意象传达对自由精神的

追求在阮籍、嵇康这里得到了深化，在阮籍、嵇康

这里飞鸟意象到达了第二个阶段即深刻映照离乱

现实的同时以逃避世俗的选择表达个体对现实的

反抗挣扎。

三、形神自适的田园之鸟

陶诗中的鸟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是诗人托

物遣怀的一种重要手段。诗人将自己的人生体验

赋予在这些自然物身上，赋予他们人的喜、怒、哀、
乐，陶渊明诗中的飞鸟意象体现了诗人不同时期

的思想变化，蕴含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与独立

的人格追求。透过这些“飞鸟”意象 ，可以发现陶

渊明逐渐走向田园的过程，从官场到田园，陶渊明

在不断流露着对自由生活的深情向往 ，对精神家

园的眷恋与渴求［６］。

（一）建功立业的憧憬

东晋时代 就 是 一 个 门 第 意 识 非 常 强 烈 的 社

会，陶渊明出生在一个历代为官的大家族，曾祖父

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祖父陶茂曾是

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是安城太守。受家族和社会

的双重影响，强烈的门第观念使陶渊明较早地拥

有一颗用世之心。因此，他早期的诗歌多处流露

出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希望振兴家族，光耀门楣。
《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猛志逸

四海，骞翮思远翥。”［７］年少的陶渊 明 充 满 着 积 极

乐观，意气风发的姿态，展翅高飞的鸟儿寓意了诗

人的雄心壮志，意欲大展宏图，陶渊明怀着用世之

志走入社会，满心期待着有机会走入仕途建功立

业一番。又如《读山海经》云：“精卫衔微木，将以

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 志 故 常 在。”［７］从 陶 渊 明

赞叹精卫刑天，能解读出陶渊明“道必怀邦”“大济

苍生”的宏大政治愿景，传达出少年陶渊明逸兴壮

思，昂扬积极的广阔胸怀。在陶诗的早期，飞鸟意

象同曹植、阮籍、嵇康一样，是诗人寄托高远志向

的一种物象，带有想象虚幻的模式。

（二）误入尘网的彷徨

陶渊明祖上虽三世为官，但家道逐渐衰落，到
了陶渊明这一代，家境已十分贫苦，再不复辉煌。
《归去来兮辞并序》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所以

贫是他出仕的一个显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

是他胸怀兼济天下之志，想要建功立业以实现人

生价值。
陶渊明十三年仕途生活充满着矛盾 与 痛 苦，

官场的黑暗、同僚的矛盾等让他处处碰壁，三仕三

隐中他在不断追求和不断失望中徘徊，陶渊明以

羁鸟意象自比大力控诉虚伪黑暗的官场。《始作

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望云惭高飞，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

庐。”［７］陶渊明在官场中感到处处 束 缚，自 己 与 官

场格格不入，自己并不能如理想中的那样实现鸿

图之志，也不能如飞鸟般自由翱翔。
《归园田居》（其一）很典型地表达了陶渊明对

尔虞我诈的官场的厌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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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诗 人 本 是

热爱自然山林之人，不料误入官场的牢笼，鸟和鱼

都是动态的事物，而诗人用“羁”“池”这样的静态

事物来形容，表现了诗人受困于官场的现状，彷徨

无助的“羁鸟”渴望回归山林，一如诗人渴望摆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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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重获自由之身，以期过上逍遥惬意的田园生

活。在官宦生涯中的“鸟儿”同曹植笔下困顿无力

的“悲鸟”所表达的情感是相似的，通过鸟儿在罗

网的挣扎来宣泄自己困顿的处境，陶渊明此时期

的飞鸟意象还未超脱它本身的物象模式。
《饮酒》其 四 云：“栖 栖 失 群 鸟，日 暮 犹 独 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 转 悲。厉 响 思 清 晨。”［７］一 只

失群鸟日日哀啼，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在哪里，这正

是陶渊明凄凄惶惶前半生的真实写照，陶渊明处

于晋宋交替之际，自己高洁的人格与黑暗的官场

不能相容，人生彷徨无门，仕与隐这个矛盾始终贯

穿着他的一生。想兼济天下而又不愿与世俗社会

同流，不断在仕与隐的矛盾中辗转，在污浊官场与

美好田园生活中徘徊，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感让

他最终选择了清傲守节、不与众归的归隐。

（三）返璞归真的自适

义羲二年，陶渊明辞官归隐，怡然自得的田园

生活让陶 渊 明 似 乎 找 到 了 生 命 与 精 神 的 依 托 之

所，自由的鸟儿是陶渊明安贫乐道心性的最好写

照，也是在陶渊明诗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意象，鸟
欣有托，吾爱吾庐，这种物我为一式的化境，成为

后世诗人赡仰的境界［８］。
《归去来兮辞》中：“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

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木 欣

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７］大自然的盎然生机

让诗人欢欣鼓舞，驾车乘舟，深入山水，虽植杖而

耘耔，但 是 本 性 复 归，并 以 此 为 乐。于 是 笔 下 的

“羁鸟”也成了“欢鸟”：“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

不怀游，见林情依。遇云颉顽，相鸣而归。遐路诚

悠，性爰无遗。”［７］（《归鸟》）整首诗的四节，刻画了

四个时节中鸟儿归巢的不同情态，鸟儿回归的行

迹也显现着诗人回归田园的历程，陶渊明摆脱世

俗和官场的纠缠，重返清闲自由之中，不用担忧

自己为羁网所困，因此，这时期陶诗中的飞鸟较少

有没落感伤、悲凉抑郁的感情色彩。他在《饮酒》
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

夕佳 ，飞鸟相与还。”［７］陶渊明归隐之后在山川自

然中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在精神世界和自然景

色物我合一的无限喜悦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人生

哲理。
陶渊明笔下的自由鸟是生命活力的 象 征，陶

渊明给予了它个性形态和人格价值，它不再单单

是汉魏古诗中简单的物象，而是与陶渊明合二为

一，它展现了具有高洁品格的诗人所追求的具有

生命高度的自由生存的生活方式，它拒绝异化的

道家思想，坚守着儒家纯粹的人生价值，在这一层

面上彻底地超越了曹植、阮籍、嵇康，闪烁着前所

未有的艺术个性，为后世的士族阶层在寻求人生

价值方面带来了精神的抚慰［８］。在欣赏自然中感

悟生命，在寄心归鸟中寻求属于自己的精神栖息

之所，实现着对异化社会的具有深度与时代意义

的超越［９］。
借飞鸟意象来表达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其主题

在经过曹植、阮籍、嵇康的发展深化后，在陶渊明

这里得到了结果。陶渊明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已经

不是以前那种惶惑不安的追索，而过渡到一种形

神有寄的自适。
从曹植到阮籍、嵇康再到陶渊明，魏晋诗人一

直在精神上对理想、人格、自由、逍遥等不断追寻。
陶渊明对这种理想的完成，也是独立的自我人格的

完成和他对黑暗现实的超越。在摆脱儒学繁琐经

义的束缚后，知识分子在自我觉醒、追求精神自由

方面所达到的堪称返璞归真的最高境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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