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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不需要依靠官俸也能过

非常体面的生活 ! 那么本来

也可以不必考虑出山的"

三

不在 #吏$ 的差事里失去

自由固然是很舒服的事情! 但

经济上损失很大也是一个老大

的问题! 于是陶渊明继续寻找

一种比较自由而又颇有收入的

新职务 % 后来他终于找到了 !

这就是到新兴的地方实力派桓

玄手下去效力&

桓玄出身高门 ! 有根基 !

有能力! 有野心! 同他的父亲

桓温一样! 颇有志于取司马氏

之皇位而代之&

谢安去世以后东晋的中

枢日趋腐败 ! 政局反复震荡 &

隆安元年 '"#$( 京口镇将王

恭联络荆州刺史殷仲堪 ) 南

郡公桓玄等人起兵讨伐掌握

实权的佞臣王国宝 % 以太傅

身份摄政的宗室成员司马道

子一方面杀王国宝以谢天下 !

同时密谋消灭京口 ) 江陵两

藩的势力 & 中央和地方的斗

争进入白热化的新阶段 & 隆

安二年 '"#%( 王恭 ) 庾楷 )

殷仲堪 ) 桓玄等再次起兵 !

差一点打进首都 ! 但因王恭

部将领刘牢之 ) 刘敬宣父子

倒 戈 而 失 败 ! 王 恭 被 杀 &

#仲堪既知王恭败死 ! 狼狈

西走 ! 与桓玄屯于浔阳 ! 朝

廷严兵相拒 $ ' #晋书$会稽

王道子传 % ( % #恭既死 ! 庾

楷战败! 奔于玄军! 既而诏以

玄为江州 ! 仲堪等皆被换易 !

乃各回舟西还! 屯于浔阳! 共

相结约! 推玄为盟主! 玄始得

志$ '#晋书$桓玄传%(& 桓玄

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 隆安三

年 '"##( 他利用荆州大水 )

粮食缺乏的有利时机 ! 发兵

打败前盟友殷仲堪以及杨佺

期等藩镇势力 ! 兼领荆 ) 江

二州刺史 ! 形成最大的地方

实力派&

于是陶渊明就到他手下效

力& 此事大约开始于隆安二年

'"#%( 诏以桓玄为江州刺史 )

诸藩屯于浔阳 '这里正是陶渊

明的故乡 ( 推桓玄为盟主之

日 ! 至 迟 亦 应 在 隆 安 四 年

'&''( 初诏以桓玄领荆) 江二

州刺史并督八州八郡诸军事之

时& 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曾经

是桓玄之父桓温的僚佐! 也是

他的好朋友 '参见拙作 #陶渊

明杂述$孟嘉其人%& #苏州教

育学院学报 % !"#$年第%期 (!

陶渊明本人乃著名的江州高门

才俊! 他愿意到桓玄手下去任

职是顺理成章) 完全可以理解

的事情&

陶渊明此时的作品 *庚子

岁五月中从都还 ! 阻风于规

林+ 二首和 *辛丑岁七月赴假

还江陵夜行涂口+ 等诗! 表明

庚子 ) 辛丑即隆安四 ) 五年

'&'') &'(( 时 ! 他正在荆 )

江二州刺史桓玄手下任职! 乘

船在长江中) 下游之间奔波&

陶渊明喜欢这样一个人行

动 ! 不过他也深感奔波的辛

苦! 时时想到隐居于田园的安

闲快乐& 其时的诗中有这样的

句子, #久游恋所生! 如何淹

在兹& 静念园林好! 人间良开

辞 $% #商歌非吾事 ! 依依在

耦耕& 投冠旋旧墟! 不为好爵

萦 & 养真衡门下 ! 庶以善自

名 $& 尽管如此 ! 陶渊明并没

有像先前抛弃江州祭酒那样 !

放弃现在的职务& 在地方政府

的衙门里太不自由了! 充当高

官的特使在外面执行任务虽然

辛苦! 但比较自由! 所以可以

接受&

桓玄并不满足于只当几个

藩镇的盟主! 其志在于夺取中

央政权& *晋书-桓玄传+ 载,

.玄自为荆 ) 江二州刺史后 !

屡上表求讨孙恩 ! 诏辄不许 &

恩逼京师! 复上书讨之! 会恩

已走//$ 其时桓玄 .树用腹

心! 兵马日盛//自谓三分有

二 ! 知势运有归 &$ 又 *资治

通鉴+ 卷一二二云, .桓玄厉

兵训卒! 常伺朝廷之隙! 闻孙

恩逼京师! 建牙聚众! 上书请

讨之&$ 朝廷不允许桓玄东下!

无非是看出了他的别有用心 &

而此时陶渊明恰恰奔走于江陵

与首都之间 ! 显然身负重任 !

决非等闲之 .吏$&

隆安五年 '&')(冬天 !陶

渊明遭遇母丧 !依礼制退出官

场 & 就在他居丧期间 !政局进

一 步 发 生 巨 变 & 元 兴 元 年

'&'*(! 尚书令司马元显称诏

发兵讨伐桓玄 !桓玄迅即攻入

建康 !杀司马道子 )元显父子 !

自封都督中外诸军事 ) 丞相 )

录尚书事 )扬州牧 !领徐 )荆 )

江三州刺史 !兼统西府 )北府

军 ! 一举取得了军政全权 %元

兴二年 '&+"(冬 !桓玄 .接受 $

禅让 !称帝 !国号楚 !改元永

始 &晋安帝司马德宗则被安置

到浔阳 !软禁起来 &

先前以晋安帝为旗帜的东

晋王朝腐败已极! 完全失去人

心 ! 所以当桓玄攻入建康之

初! .京师欣然$! 开局良好%

可惜桓玄同样腐败 ! 举措失

当 ! 于是很快就 .朝野失望 !

人 不 安 业 $ ' #晋 书$桓 玄

传%(! 预示着形势将进一步发

生变化& 不到一年! 桓玄就被

北府兵将领刘裕打垮! 东晋王

朝得以恢复& 义熙元年 '&',(

晋安帝复辟! 实际掌握国家大

权的则是刘裕&

在当时的风云变幻中! 陶

渊明虽因母丧而完全置身事

外! 但感情上明显地倾向于桓

玄! 对于晋安帝司马德宗被软

禁于浔阳! 他不置一词&

但是陶渊明又是能够与时

俱进的 ! 当桓玄失败身死之

后! 他一度进入镇军将军刘裕

的幕府任参军 ! 但为时甚短 %

稍后又改入建威将军刘敬宣的

幕府效力! 充当他的特使到首

都去执行公务& 这时他的头衔

也是所谓 .参军$ 000一种发

生 军 事 行 动 时 临 时 的 差 事

'#晋书$职官志 % 载 & 将军府

的属官有长史 ' 司马 ' 功曹

等& (受命出征则置参军)(&

只要不是一般行政机构里

的 #吏职 $! 陶渊明都还能接

受! 但在刘敬宣手下时! 他关

于归隐的决心就完全下定了 &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

经钱溪+ 诗云,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

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

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可知到乙巳即义熙元年

'&',( 三月! 陶渊明对自己的

#一形似有制$) 失去充分自由

深感不满! 对如此卖劲地在外

面 奔 走 效 劳 狠 狠 地 自 嘲 &

' #伊 余 何 为 者 ! 勉 励 从 兹

役1$(

#园田日梦想 ! 安得久离

析 1 终怀在归舟 ! 谅哉宜霜

柏 &$ 这四句诗表明陶渊明已

经到了他一生的转折点了&

但他倒也没有在结束此番

#使都$ 之行后立即实行归隐!

却又当了一段彭泽县县令& 此

事出于当时在朝廷上具有高位

的叔叔陶夔的安排! 陶渊明不

便不领他的这份情! 当县令也

可以进一步为归隐筹集资金

'详见 #归去来兮辞 % 小序 (!

所以就照办了% 但他的 #园田

梦$ 太强烈了! 八十几天后终

于拂袖而去&

陶渊明最后这三次为官

'镇军参军 ) 建威参军 ) 彭泽

令 ( 的时间 ! 包括其间的空

隙! 加起来也不足两年! 义熙

元 '&',( 年十一月他终于彻

底归隐了&

四

先前陶渊明在居丧期间写

过一首很值得注意的诗!这就是

元兴二年'&'"(的*癸卯岁十二

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

眄莫谁知!荆扉昼常闭"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 倾

耳无希声!在目皓已结!一作洁""

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 萧

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

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 寄

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

诗的前一半痛陈自己在衡

门之下饥寒交迫的苦况! 不当

官!经济方面问题很大啊& #倾耳

无希声!在目皓已结$!这样好的

雪景!自己也无心欣赏!只觉得

#了无一可悦$!自己已经穷得顾

不上审美了&

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

滥矣$!#论语$卫灵公%"!而陶渊

明在这首诗中承认自己是#谬得

固穷节$,本来并不想如此!而是

实逼处此!没有办法& #平津苟不

由!栖迟讵为拙1 $二句说!出仕

乃是光明大道'汉儒公孙弘任宰

相!封平津侯(!退隐则是不得已

而求其次! 但他又自我安慰说!

既然前一条路走不通成!那么退

回故园也还不能算是#拙$&

陶渊明这时本心深处并不

打算#拙$!并不想固守其穷!只

不过没有更好的出路&这同他几

年后主动归隐 )#守拙归园田 $

!#归园田居%其一"!心情是完全

两样的& 到归隐后!#拙$已经成

为他引以为自豪的品格!而非现

在似的无可奈何了&

居丧期间的陶渊明又写过几

首四言诗'*停云+*时运+*荣木+(!

流露了急于出山的迫切心情!又

忽然为外祖父孟嘉写传! 大讲其

人与桓温的亲密关系& 凡此种种

皆大有向桓玄致敬的微意% 对于

被桓玄赶到寻阳来的晋安帝!他

未有任何表示&

关于陶渊明两度为参军的

经历!史书中只是一笔带过& 从

过去他为官的经历看去! 他的

目的应当仍在经济收入! 因为

丧母须花大笔的钱! 又闲居数

载!经济上必有问题& 至于最后

一次充当彭泽令! 经济因素尤

其明显 !他在 *归去来兮辞 +的

小序中不仅明确地说到这一次

复出可望有一笔不菲的 #公田

之利$!也就是充当县令的官俸

!参见拙作 #陶渊明与 (五斗

米 %& #文史知识 %*')$年第 )*

期"!而且说起过去历次出仕都

是#口腹自役$000为了吃饭而

奔忙&

陶渊明当官相当于后人为

解决生计而谋职&

但是除了要吃饭! 他还需

要自由! 精神生活的意义决不

下于物质生活& 县令本来也还

是可以当的! 这同在州里担任

#吏职$ 要时时看上司的脸色)

听领导的吩咐不同 %可是一个

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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