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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书·陶潜传》中，开篇这样介绍陶渊明：“陶潜，字元亮，大司马侃之曾孙也。
”也就是说，他的曾祖父陶侃曾做到大司马，可谓东晋顶尖权臣，所以陶渊明是个
不折不扣的官宦世家子弟，出身绝算不上差。但是，他却仕途不顺，半生困苦，一
点没有陶侃手握荆江二州，同“江左夷吾”王导叫板的意气风发。

要说才华，陶渊明绝对不缺；官场人脉，也勉强有些。论起点，比曾祖高出一大截
，为什么他却没有成为陶氏家族第二个陶侃呢？光用“性情恬淡”这个理由解释不
通。陶渊明在《杂诗》中有云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
远翥。”说明他在少年时，是欲有一番作为的。发现自己日渐衰老，却终日沉湎于
杯中物而一无所成时，也曾作《荣木》来表达自己仍然还有建功立业的追求：“四
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陶渊明最终没
有成为像曾祖陶侃那样影响整个南朝时局、举足轻重的大人物，有着更为复杂的原
因。

陶渊明滤酒图

辞职的结果就是无法脱贫。晋安帝隆安二年，陶渊明入桓玄幕任职。当然，陶渊明
并不只是因为家中无米下锅，就随随便便挑了一个位置混日子拿工资。从他挑选桓
玄作为自己的效力对象可知，他的内心深处是有欲整顿东晋朝堂纲纪的愿望的。他
也曾在家书《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如果长官无法让他
欣赏认同的话，他还是宁愿在家辛苦种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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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辞去职务回家守丧没多久，桓玄和安帝的矛盾冲突加剧，率兵攻入建康
篡晋自立。按袁行霈先生在《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书中所言，陶渊明
此时的心情是怎样的无法得知（他回家守丧因此避免了尴尬），但他的确接受了桓
玄的敌对势力、北府刘裕的招揽，做了镇军参军。这足以说明了他对旧主桓玄的厌
弃和对表面上看似挽救了晋朝危局的刘裕的支持。

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陶渊明与陶侃的相似性，即《晋书》中对陶侃之“贞固”的
评价。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陶侃面对已名存实亡的中央政权，仍然坚守自己的政
治底线，只因陶臻的叛逃而不得不选择归附于司马睿，也造成了陶侃在东晋初年一
度被打压的局面。而陶渊明在面对桓玄篡位的消息后，选择效忠看似在维系正统的
刘裕，可能也有受到祖先影响的成分在。

不过，曾祖孙二人的结局是完全不同的。陶侃虽然一度遭到当权者打压，但当时已
成为平衡时局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最终还是熬倒了司马睿和王敦，成功跻身东晋
权力顶峰。而陶渊明作为一个文人，就没有那样的重要性了，在以军事能力为主的
刘裕帐中，大概就是一个不太能被看顺眼的桓玄“旧臣”吧。

这次陶渊明的参军生涯只持续了一年左右就结束了。回家种地却填不饱肚子，再次
出仕又不想去和刘裕瞎折腾，咋办？跟亲朋好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
乎？”想找个不太累，能让我每天喝喝酒唱唱歌的那种工作，混日子吧。

后面就是著名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典范出处了。这次只做了小小的彭泽令的他
，还没有等到公田里酿酒和吃饭的粮食收获，就一怒之下辞了官。这下彻底对官场
死了心的陶渊明，宁愿贫苦一生也不想再出仕了。

据袁行霈先生分析，陶渊明在官场上仍有一定人脉，如果他还愿意出山为刘宋王朝
效力，道路是畅通的。比如王导的的曾孙王弘就很敬仰他，在任江州刺史时，“尝
以酒馈陶渊明”。再比如太尉参军殷晋安与始安太守颜延之，都与陶渊明交情甚笃
，陶渊明去世后颜还为其作《陶徵士诔》。由此可见，陶渊明随后的归隐，和受到
排挤迫害的关系不大，个人因素占据了主要方面，即仕宦生活实在不符合他的性格
。其《归去来兮辞》中，“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便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

陶潜为何没能成为陶侃第二？

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陶渊明与曾祖陶侃有着相似的境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
比陶侃在士族中的名声还要更好，却为什么没有取得其曾祖的成就呢？

首先，他们面临的政治环境是不同的。西晋末年，孙吴之地兵乱刚刚平息，时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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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南北世家大族间，普遍没有相互认同感。北地士族以其居中原正统为名，自来
看不起南方士族。但是，从晋室南迁开始，北方士族渡江挤压南方士族利益，双方
矛盾激化严重。王导为平衡东晋朝局，不得不实行“宽简”之政，向南方士族团体
释放善意。

陶侃虽然只是庶族寒门，但其在晋室大乱中依凭军功而起，手握荆州（还曾控制江
州），为一地方伯。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荆州一度为其所控，其他人即使坐上荆州
刺史的位置也没法长久。因此，重用陶侃不失为向南方团体示好的一个好方法。同
时，随着晋元帝的去世，王导和庾亮展开了长期交锋，需要一个非北方士族团体的
人来平衡时局，而权重势威却无士族根基的陶侃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但陶侃也因
其出身和与王导、庾亮的矛盾而止步于方伯，无法位进中枢，家族也在其去世后逐
渐没落。

陶渊明面临的政治形势迥然不同。经过近百年的经营，侨人势力巩固，已不需要拉
拢和他们争抢既得利益的南方士族团体，因此即使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
，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之所贵”，符合士族团体一贯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
趣，被时人所推崇，却也并不能从其南人的身份中获得政治上的便利。

桓温、刘裕相继掌握着东晋末年朝中两股最大的军事力量，即荆州和北府军。本来
陶渊明的出身非常适合效力于荆州幕中，奈何桓温死后，桓玄在决策上产生了重大
失误，导致荆州一败涂地，北府刘裕坐大。陶渊明在刘裕幕中为官的过程中，也看
清了刘裕并不是值得效力的对象，加上晋末政坛波云诡谲，没有军权傍身、没有庞
大家族势力的陶渊明只能选择急流勇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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