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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东晋名士完全不同于邺下文人、竹林名士、金谷文人的理

想人格追求：融清谈家与政治家为一身，既重谈玄又重实干，既务虚又务实，发

展到陶渊明臻于完善，并最终形成了委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实现了理想人

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完成了魏晋人格的重铸。  

【关键词】东晋名士 ； 理想人格    

 

永嘉南渡，偏安江左一隅，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许多士人都在对其进行反

思。被誉为西晋贾谧“二十四友”之列的刘琨就曾在其《与卢谌书》中曰：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

乐何由而至。自倾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

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又，西晋一朝崇尚玄风的领袖人物王衍，亦在其临死前曰：  

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

书•王衍传》）  

以上关于西晋乱亡原因的论述，自有其合理之处。但有一点，我们知道，西晋之

所以乱亡，自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若把它完全归之于老庄思想、归之于玄风，是

不确切的，当然，这一点不属我们所讨论的范畴。在这里，我们所要论述的是偏

安于江左的兰亭士人们的人格企向与人格追求。  

不可否认，历史上的西晋、东晋无论从哲学思潮还是从社会风气上来讲，都有许

多相似之处，但是由于不同时期、不同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同时期的

士人们心态的不同，从而使他们在人格追求上亦有许多不同之处，有着各自的特

点。  

完全不同于邺下文人建功立业的抱负、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理想

人格追求、金谷文人为了家族、为了个人利益而汲汲于功名利禄，偏安于江左的

兰亭名士们有着自身的生活情趣，他们在江南的名山丽水中，极力追求一份宁静

的心态，追求一种淡泊的逍遥。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过江诸人亦曾有过恢

复中原的雄心及行动，但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东晋建立起来之后，没有以收

复中原作为奋斗目标，中间虽曾有祖逖出兵江淮，有庾亮的北伐，但是，施政的

总方针，仍是偏安江左。这一点与王导有甚大之关系。王导是决定东晋初期政局

的关键人物，实际是东晋的半壁江山，当时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贴切的道

出了政治势力的实际格局。而王导的主要思想，便是平衡与稳定。他的一切行动

的着眼点，都是维持既成的局面。在各种势力的斗争中，他往往采取包容、调和、

兼顾各方利益的解决办法，有时甚至到了纵容乱臣包庇罪犯的程度。但由此而大

局得以维持，江东百年局面的偏安，不能不说与王导的宽和政策有关。”【1】

偏安心态是此时的主要心态。再加上建立于西晋的郭象为调和“名教”与“自

然”矛盾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玄学思想，只有到了东晋的现实社会才被普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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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并指导着士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而，这种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

清谈亦成为一时之风尚，许多朝中的政要人物往往又是清谈的主持者。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

所不入。（《世说新语•文学》）  

从中可以看出，这位在东晋建立初期，曾在朝中领中书监，录尚书事，兼领扬州

刺史，大权在握的开国宰相，同时又是一位“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

而已”的清谈名士。“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座

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

‘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世说新语•言语》）！这

位虽有颇为振奋人心的“克复神州”之言的王丞相，又是一位清谈的名士。史载

他“识量清远”，“简素寡欲”，居庙堂之高，却“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

称导善处兴废焉”（《晋书•王导传》）。融清谈家与政治家为一身，既重谈玄

又重实干，既务虚又务实，这就是王导的人格形象，亦完美地体现了郭象的玄学

理论——自然与名教的统一。 

继王导之后，东晋历史上另一位以清谈名士居宰辅之位的即为陈郡的谢安。不过，较之王导，

谢安在其人格企向上更注重儒雅风流的追求，从而表现出一种优雅、洒脱、从容、镇定，更

能代表东晋士风的不凡风度。他“隐得潇洒”，“仕得显赫”。 【2】《晋书》本传称其“与王羲

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嘱文。”盘桓东山时，“渔弋山水”；
出仕之后，便有淝水大捷的惊人之举。不可否认，在谢安的人格构成中，清谈与实干并不相

悖，自然与名教趋于统一，但老庄的清净无为之道始终是其人格建构之底蕴。出山之后的谢

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终未渝，每形于言色”（《晋书•本传》）；即使在朝为相，亦“镇
以和靖，御以长算。德行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

谓文雅过之”（同上）。以老庄的无为之道处理朝中政事，在谢安的人格建构中，本身就体现

了清谈与实干的统一，务虚与务实的一致。  
另外，无论是“素自无廊庙志”，“雅好服食养性”，并主持兰亭之会的王羲之，还是精通玄学、

熟谙儒教的玄言诗人孙绰，同名士领袖王导、朝廷重臣谢安一样，在其人格企向与人格构成

中，都有大致相同的人格理想、人格追求及趋于一致的玄学特征。他们已没有了竹林内外的

徘徊，金谷歧路的哭泣，同时亦不再像嵇康、阮籍那样为了坚持理想的人格而与统治者彻底

决裂，金谷文人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周旋于统治阶级的阴谋与杀夺中。他们在江南相对安定

的社会环境中，更多了一份悠然、闲淡的心情，在重物质享受的同时，更重精神的满足。与

以前的传统文人相比，他们在追求老庄理想人格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风度气质的修养，努力

追求一种闲雅超俗的气度，追求一种悠闲、宁静、高雅、飘逸的人生境界。  
我们知道，在东晋士人身上实现了自然与名教的统一，同时亦消释了因二者的冲突所造成的

竹林士人与金谷文人的心理焦虑，达到了一种淡泊的逍遥。但他们并没有将“隐居”作为生存

方式，而是在是隐非隐、亦处亦仕之中，消遣自己的人生，最终并未建立起一种新的人格范

型；惟有在晋、宋之交的陶渊明那里，才实现了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其个中原因，

诚如朱熹所言：“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

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3】可谓一语中的。  
东晋末、刘宋初的“靖节先生”陶渊明，早年家境贫穷，为了生存，亦曾步入仕途。在经历了

出仕——归田——再出仕——再归田几次入与出的矛盾冲突后，终于确认和肯定的自我，毅

然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辞官归隐，开始了躬耕南山的田园生活。他自觉的选择了归隐，

选择了南山，同时也建构着中国士大夫人格发展史上独具魅力的人格范型，并最终形成了委

运大化、真率冲淡的人格，实现了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统一，完成了魏晋人格的重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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