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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评价中的儿个问题

何世华

陶渊明这个杰出的作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他辞官归隐

的意义,陶诗是否反映了时代的面貌和关于 “桃花源”
社会理想的评价等问题,意见不一,

本文拟就此谈谈自已的看法。

有人说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是消极的,是逃避现实。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陶渊明早年抱着 “大济苍生”的志愿,攻读六经,抚剑行游,想实现自己的壮志,所以

曾几次进入官场。但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门阀士族统治的社会,政治异常黑暗,非士族的

正直文人是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的。陶渊明经过作官—— 归田—— 再作官一一再归田的几度

反复9逐渐认清了当时的现实,所以在辞彭泽令回家之后,就坚决不肯出去再 作 官 了。 因

此,陶渊明的辞官归隐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 :

(-)归 隐是同当时士族大地主阶级不合作的表示,是对统治者的抗议。陶渊明的仕途

生活,加深了他对黑暗社会的认识,也加强了他与当时把持政权的士族大地主阶级彻底决裂

的决心,所以最后他认为 “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悟已往之不

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①。” 《归去来辞》就是他这一思想认识

的总结,也是他和门阀士族统治决裂的宣言。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那些爬不上去而消极退

隐的人,他是自动从统治集团申挣脱出来的。 “
不能为五斗米折腰”②, “宠非己荣,涅岂

吾淄·摔兀穷庐,酣饮赋诗③
”,都集中地反映出这种与统治者不合作的决心。关于归隐的

原因,他 自己是说得很清楚的: “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 朝 驱 易 进

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
‘
安归

’
之

叹,三闾发
‘已矣:之哀”

④。可见陶渊明的归隐,是 由于他不满当时的现实,有自己的理

想和抱负,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他所以自比于伯夷、商山四皓和屈原,正说明他看不惯

那个社会,而那个社会也容不了他。 “世与我而相违”
⑤,就正是最好的说明。

(二)辞官归隐,加深了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认识。陶渊明的一生都在积极地探索

着出路,但是四处的碰壁不能不使得他产生 “有志不获骋”
⑥的苦闷。陶渊明在退隐之后,

写了许多不满现实,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品,从许多方面揭露了社会的黑 暗 和 统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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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残纂。他认为社会上没有真理,没有正义,是非不分,贤愚不辨, “行止千万端,谁知

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⑦·正直的人受尽压迫,而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爱国

的屈原 “逢世多疑”
⑧,被排挤流放,有才能的贾谊 “纡远辔于促界″

⑨,无法驰骋,不好

荣爵,不受厚馈的黔娄,连死时都 “弊服仍不周”⑩;九十岁的荣启期 “长饥至于老”①,

过的是饥寒交迫的生活,王商因受谗免相,吐血而亡②,博学的董仲舒,由于怕受迫害而辞

官⑩。他还认为统治者用人不当,赏罚不明。 “结发从政”,战功卓著的李广,只能在受排

挤和被误解中自刎而死⑦。这些残暴的统治者,对敢于向他们提出忠告的臣子,横加迫害,

所以箕子只能佯狂为奴⑩。君主们 “鸟尽废良弓”
⑩,需要时就利用你,不需要时就把你干

掉。在他的这些咏史的诗中,都注入了现实生活的感受。 《感士不遇赋》更对三季以后的封

建社会作了有力的否定,写出了封建社会的阴森可怕、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才的遭受压抑,

以及没有是非、正义等不合理现象。因此,陶渊明对那些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趋 膻 逐 臭 的

人,是极为鄙视的。

(三)归 田使他参加了一些农村劳动,批判了不劳而食的寄生生活:陶渊明为了坚持自

已的理想,宁愿受穷受苦,甚至挨冻挨饿也在所不惜。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归田,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出生后家道已经中落,没有富厚的资财来供自己享受,要活下去丿不作

官就非得亲自参加劳动不可。在艰苦的环境里,他没有动摇自己的意志,反而更加坚定地生

活下去, “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⑦,他的意志是何等的坚

定!陶渊明归田后,是亲身参加了农村劳动的,这在当时的文人中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封建

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地主更是如此。在
“士大夫耻涉

农务
”

⑩,祖先担过粪都要被别人骂为 “尚有佘臭
”
⑩的社会风气中,陶渊明能突破ˉ定的

阶级偏见,坚决走上躬耕的道路,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

⑩, “贫居依稼穑,戮力东

林隈”④,这是很不简单的事。他虽然还不能和农民相比,但毕竟亲自参加了一定程度的农

业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体会到劳动的重要: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

不营,而以求自安”②, “衣食须当纪,力耕不吾欺”
⑧;并进而批判不劳而食 的 寄 生 生

活: “舜既躬耕,禹亦稼穑”, “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伊众庶,

曳裾拱手!” ②。对那些 “曳裾拱手”的人,公开进行了谴责。

(四 )借歌颂农村田园生活,批判了官场的黑暗腐朽。陶渊明的归隐是对腐朽污浊的官

场的否定。他说:“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

,“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⑩,把污浊的官

场叫做
“尘网”,叫做 “樊笼”。f山的有些作品表现了一种从溷浊的政治旋涡中脱身出来 ,回

到朴素淳厚的农村的清新感觉。很自然,园林的景色,农村的生活,农民的浑厚感情,这一

切和那种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官场比较起来,是截然不同的。因之,他赞美它,甚至不由

地带着一些故意夸大的成分来歌颂它。这种对农村田园生活的赞美,反过来就是对官场的批

判与否定。在归田的初期,陶渊明竭力描绘田园生活的快乐,把农村田园写得很有生趣,极

富于吸引力: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

我书。穷巷隔深辙,颇 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

⑩。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

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 ,壶浆劳近邻。长吟掩

柴门,聊为陇亩民”
⑧。在和朋友的赠答诗中,他更是不遗余力地宣扬农村的田园生活,希

望别人同他一道退出官场,隐居田园,不为统治者作事。应该说这是一种反抗现实的表现。

自然,由于陶渊明的生活经历有限,他
一

生只作到县令、参军之类的小官,归 田后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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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更没有出过百里,对上层统治者的生活缺乏苴接观察,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暴露市朝显达

的罪恶是显得不够具体的。加之当时文人动辄得咎,没有什么 “艺术民主”,陶渊明为了避

祸。写东西常常隐晦其辞,不敢大胆直说,这些都影响了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 深 度 和 广

度。在他身上还具有一种小有产者安于现状的生活情趣 ,如果逢着什么 “念之心中焦
”

的事 ,

他就 “浊酒且自陶”一下,在无可奈何中去寻求自我安慰和麻醉了,而这又是和当时流行的

耆庄思想有关系的。

有人说:陶渊明所处的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而在陶诗中却没

有反映出时代的面貌,哪怕是其中的一方面;他把灾难深重的农村描写得那样恬静、舒适,

这就掩盖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本质。我们认为,这个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从 《癸卯岁始春怀古町舍》看来,陶渊明早年并未参加

农业劳动,因此在他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最早还只是偏于恬静、舒适的一面。在弃官归隐的

初期,因为他要突出厌恶官场、热爱农村生活的思想,也把农村写得有点过于恬美静穆。这

虽然有其主观的片面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作者不满官场的苦心。当陶渊明真正深入农村,各

尝艰苦饥寒之后,情况就不同了。辞官归隐的头几年,他本来认为 “力耕不吾欺〃⑧,劳动

可以自荞的,但他的生活却和一般农民∵样,不断地走着下坡路。加以屡经丧 事, 又 遭 火

灾,生活的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他住的 “不蔽风雨”,穿的 “短褐穿结
”⑩,不只 “瓶无储

粟”
⑩,而且常常 “

簟瓢屡空”
①,这些都促使他对农村的凄凉凋敝景象和农民的痛苦生活

逐渐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在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里,他写道: “炎火屡焚如 ,螟蜮

恣中田,风雨纵横至9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

早灾、虫灾、风灾、水灾等使得收成极坏,饥寒逼得人坐卧不安,夜晚盼天亮,天亮了又嫌

太阳走得太慢。这是陶渊明自已的情景,同 时不也是反映出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的悲惨生活

吗?陶渊明后期的作品,有许多描写了个人生活的饥寒交迫景况,如
“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

糠,岂期过满腹9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缔已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⑦

诗人的生活要求并无过分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低微的要求,在当时还得不到满足,怎能不使

他感到 “哀哉亦可伤”呢?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怒如亚

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
”

⑦, “倾壶绝余沥9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

外,日 昃不遑研”
⑦。这些都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现实是多么无情地折磨着他。这虽然是写他

自己 悲 苦 的生活,但也衬托出当时比陶渊明更苦的劳动人民生活的状况。另外,陶诗中直

接反映农民生活的痛苦和农村经济凋敝的也不少,如 “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

值年灾,日 月尚悠,为患未已”
⑩; f山 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 获 辞 此

难”
⑩。农村的日趋贫困,当 然是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 《宋书 ·武帝纪》说: “晋

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陶渊明后期写

了相当数量的啼饥号寒、悲愤不平的诗歌,象 《戊申岁六月遇火》、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

获早稻》、 《杂诗》、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噢田舍获》、 《怨诗楚凋示庞主 簿 邓 治 中》、

《泳贫士》、 《有会而作》、 《乞食》等,通过个人的遭遇和感受,显示了衣村破产、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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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凄惨景象,如果不把阶级矛盾理解得太狭窄,应该说这些作品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当时的阶级矛盾的。

在 《还旧居》中,诗人写他回到故居所见到的一切,与六年前景况大不相同,于是带蓍

沉痛的心情去回忆过去,从而发出哀叹的声音。人们不禁要问:仅仅六年时间,为什么他的

故居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呢?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去研究当时的历史环境了。东晋时代整

个社会动荡不安,特别是陶渊明的家乡浔阳一带曾发生了好几次军阀战争。先是桓玄迁帝于

浔阳,然后是刘裕起兵讨桓玄 ,浔阳即被刘裕部下占领 ,接着是桓玄故将袭玻浔阳城,最后是

刘裕派人讨平之⑦。而陶渊明回到家乡恰是战后不久。因此, 《还旧居》所表现的那种
“恻

怆多所悲”
的变化,恐怕主要就是桓、刘战争对陶渊明家乡浔阳一带的破坏情况的反映。应

该说是对黑暗统治下的经受了军阀战争破坏的农村景象的描写。

至于当时的民族矛盾,陶诗中虽然反映得较少,但也并不是象有的人所说,厂点民族矛

盾的影子都没有。

东晋义熙十三年,刘裕率军北伐后秦,破长安,灭姚弘,驻军关中。左将军朱龄石遣长

史羊松龄赴关中称贺。陶渊明在听到这一消息后,心灵受到震动,最初进入诗人意识的是:

祖先辛勤劳动所创造保留下来的遗迹,以前由于南北分裂的缘故不能前往,现在 中原 恢 复

了,可有机会去亲自探访了: “圣贤留佘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

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诗人对政治是敏感的,虽然对河山的收复表示高兴,却也看到统治

阶级中矛盾重重,认识到胜利是不可能持久的,因而托言 “负疴不获俱
”,终究是不能前往

的。 “请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 “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
”9这种阴暗的心情,正是

当时的现实造成的。刘裕进行的这久北伐,虽然得到成功,但为了满足自己篡晋 昀 政 治 野

心,终于退师。刘裕的必然篡晋,是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面对这一事实,诗人有

“商山
”、 “黄绮”的思想,就不足为奇了⑩。

陶渊明在晚年,对这次北伐仍念念于坏。他在 《述酒》诗中写道: 〃平王去旧京,峡中

纳遗 薰。双 甫 云 育,三趾显奇文。”当追叙晋室南迁时,他深感中原沦于胡羯,指出苯洛

平定,人 民始可长育,但又慨叹民族旧耻虽雪,而篡弑之局已成。其中关怀中原土地和人民

的心情与 《赠羊长史》诗是一致昀。在 《拟古》其二中,陶渊明对田畴这样一个富于爱国热

情的人物F勺 颁心,也是出自同一心情。诗中流露出虽然中原不能恢复, 但 一 往 访问一下结

“坞”
自保,抵抗外族侵略的田畴这样的人也是好的。这种想法是浪漫的,也是现实昀。其

中闪烁着理想的火花,也蕴藏了现实昀血泪。对比田畴,刘裕这种以恢复中原为自己篡夺资

本的人,真可以说是 “狂驰子”了。在 《融荆轲》中,诗人所表现的对荆轲爱国 热 情 的 倾

慕,也是和上述的爱国精神相通的。因此,说在陶诗中
“没有反映出时代的面貌

”,这是不

够要当的。

有些人把陶渊明的爱国精神说成是对晋室的效忠,这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自沈约 《宋

书》 “耻复屈身异代
”之说提出来后,历代颇多附和。我们综观陶诗,觉得忠于晋室的说法

不能成立。正如清马璞所说: “渊明念念黄农 ,即 宋不篡晋而终身晋世,岂 能为晋所用乎?”

“ ‘
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
,⋯·⋯其胸中何尝有晋

”
⑩。陶渊明的归田不仕距晋亡尚有十

五年,怎 么能简单地用忠于晋室来解释呢?沈约 《宋书》还认为陶渊明 “所著文章,皆题其

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 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因

为陶渊明的诗文并未 “
皆题年月

”,相反,却是绝大部分都未题年月,而题年月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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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惟云甲子″,却没有 “书晋氏年号
″
的宫

”
 关手 “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过去的讨论中,就有人说 《桃花

源诗并记》是反动的作品。而否定得最彻底的还是 “文化大革命”中《红旗》杂志与 《人民日

报》编辑部的错误文章 《〈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文章说: “这种对于共产主

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 《
·
礼运 ·大向篇》,有陶潜

的 《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文章还把陶渊明关于 “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同

赫鲁晓夫的 “土豆烧牛肉
”

式的假共产主义混为一谈Q这就彻底否定了
“
桃花源

”
社会理想

的进步意义。

陶渊明的 《桃花源诗并记》,是他在参加了辛勤的劳动之后,饱尝了艰苦饥寒生活的晚

年时期的作品。陶渊明的后期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亲眼看到农村的凄凉凋敝景象,这就促

使他不能不去寻求农村贫困的原因了。正是由宇这秭思想的发展,才推动他提出了没有剥削

和压迫的 “桃花源”的社会理想9从而对不合理的社会表示了抗议。
“桃花源”的社会理想是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的,这一点无容否认。因为关于远古的

社会传说,在各家的学说中都是有所记载的。例如,道家有 《老子》的 “小国寡民”和 《庄

子》的 彳素朴而民性得
”的 “至德之世”,儒家有 《礼记 ·礼运》的大同世界,法家有 《商

君书 ·画策》的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申兵不起而王”和 《韩

非子 :五蠹》的 “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的描绘。这些都是原始社会的情景,通

过各家的政治需要改造制作出来的。不过,各家都未曾提到这样的社会没有统治者的君王。

魏晋间的阮籍在 《大人先生传》里提出 “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稍后,鲍敬言的

《无君论》更提出 “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
”。这些都是陶渊明的 “桃花源”社

理想所吸取的思想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当时苦难的现实对作者的影响。因为意识是存在的反

映,实 践 是 认 识的根本来源,决定作家的思想的是他的社会实践。陶渊明的出入官场、退

隐躬耕等特有的生涪经历和当时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是形成他的思想的主要根据。在那个时

代,人民大众 “逃税避难”的灾难现实对作者的启发是很大的。 《三国志 ·魏志 ·田畴传》

载:田畴 “遂入徐无山中,⋯ ∴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
”; 《艺文类聚》九一引 《晋

中兴书》说: “中原丧乱,乡 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佘家俱避于鲁国峄 dl” , 《太 平 御

览》四二引 《地理志》说: “峄山在邹县北,⋯ ⋯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
,《晋书·

庚衮传》载: “衮乃率及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这些堡坞式的东西就是 “桃花源”
的生

活影子,但
“
桃花源”户种完全没有剥削压迫的娌想世界,又和以地主统治为中心的堡坞有本质

的不同,它还杂揉了如《赠羊长史》诗中所说,由征西将佐归来后所谈西北人民逃避苻秦暴虐

的情况。这说明 “桃花源”不是作者的凭空虚拟,但又不是现实主义地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

描写,而是根据一定的思想观点和理想,浪漫主义地改造了现实素材创作出来的。

在 《桃花源诗并记》中,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表示不满,怀恋着在他的诗集中所一再

描绘的黄、虞、羲、农之世,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创造了ˉ个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

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的 “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无阶级剥削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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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虽然这是一种幻想,但在这幻想中却反映了人民摆脱灾难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了人民在

阶级社会中迸发出来的美好理想。对理想社会的歌颂和肯定,正是对现实社会的 诅 咒 和 否

定,所 以这种理想应该是反封建压迫和剥削的集中表现。在我国古代,虽然有些人对封建统

治表示愤恨,对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示同情,但一涉及到用怎样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这个罪恶的

现实时,他们还不可能象陶渊明这样提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大家劳动、
^和

平幸福的社会

理想来:这里面虽贯穿着小生产者要求平等的思想,但正如列宁同志所指出的 : f在 反 对

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

想
”

⑩。作品中的 阝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 “赢氏乱天纪”等,更是明显

地对当时现实社会的否定。 f靡王税”的社会理想,并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对生活的希求,而

在当时长期的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里,是有其较大的进步意义的q^方面,它反映了人民在

长期战乱和残酷剥削中所形成的反封建思想,另一方面,它认为君主是剥削压迫 的不 幸 之

源,人民反抗官僚政治制度是合理的。这在客观上便具有号召人民为反对现存制度而斗争的

积极作用。在封建社会里, “溥天之下,ˉ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 ,、 谁敢触犯这

样的教条那就是 “大逆不道
”。而陶渊明竟公然喊出 “秋熟靡王税”,喊 出 “不知有汉,无

论魏晋
”,这是相当大胆的行为。所以陶渊明提出的 “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是对统治者

的公开挑战 !

有比较才能鉴别。 “桃花源”理想的出现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只要把它同东晋人张湛

在 《列子 ·汤问》里所描绘的 “终北国”一比,就看出高下来了。 “终北国”和 “桃花源”

都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向往,都主张没有君臣、没有争夺、没 有 痛 苦。 “桃 花

源”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而 “终北国”却是 “不耕 不 稼”, “不 织 不

衣
”,人人都信天赐昀

“神瀵
”作为生活资料。在 “桃花源”里人人劳动,年年耕作, “

往

来种作,⋯ ⋯悉如外人”,而 “终北国”的人却什么也不干,终年歌 唱、游 玩、饮 酒、 睡

觉。显然, “终北国”里那种不劳而获的懒汉哲学,正是魏晋时代士族地主追求享乐的腐朽

没落的阶级意识的反映。当然, “桃花源”
这个理想社:会

也是有狼大的弱点和局限性的。这

是因为 “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屮i所以尽有从*晒中产生出来。”

“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瑶刂走得详尽扃密;就愈是要陷于

纯粹的幻想。”但是, “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

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们所看不见的”⑨。陶渊明生活在一千五百多年

前,那时既没有资产阶级,更没有无产阶级,难道 “桃花源”式的小生产者的理想不是当时

最有进步性的理想吗?我们怎么可以反历史主义地把它同假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呢?

有人说 《桃花源诗并记》是复古主义的东西,是开倒车的,是使历史回到老子的 “小国

寡民
”的天地中去的。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不对。我们应该看到,颂古非今正是封建时

代的文人反抗现实的一种手段。 f颂古
”的白的实陈上是要 “非今”,是要否定现实。何况

陶渊明的 “桃花源”和老子的 “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的社会是不同的。老子

ˉ
主张愚民、复古,不要器械、舟车、文字,使人类永远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是落后的,倒

退的。而在陶渊明的 “桃花源”里,却洋溢着快乐、幸福的气息。这里环境非常优美,人与

人的关系亲密无间,人人都努力劳动,没有残酷的掠夺,也没有欺诈和压迫。它会激起人们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象老子的 “小国寡民”那样引导人们向

后香。当然,陶渊明的乐天安命,人生无常等思想,应予批判,则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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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产生共同美感与共鸣的原因

能引起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的共同美感与共鸣的板本原因是人的共性。因为人类作为宇宙万物的工

个总类别,是具有一些共同的心愿、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的:如主持正义,追 求 光 明,热 爱衄国·希望

和孪,向往物质文明和精砷文明,酷爱生命,渴望爱情,远行思乡,久别怀某 ,爱美之心,骨肉之情⋯¨这

些都是任何阶级的人都共有的。如果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反映了这一类思想感情,那末· 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和不同阶级的人读了,就有可能被触动而引起共鸣。 虽然人们对其具体内容 的 解 释、理 解、抒

发、欣赏各不相同,但在 “追求” “热爱” “希望’ “向往” “渴望”等感情上则是一致的。十九世纪勾牙

利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弓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句就越过时代、越为国界,为 不

同阶级的人所倾倒,鼓舞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为反抗压迫、爷取民主而斗爷。我国古代杜甫和品1游沟 “国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等诗句,就因

为表现了人们普遍具有的热爱砒国的思想感情,扌会在抗日战爷时期白j中国砒会吝阶层爱国人士中产生那么

大的魅力。而李白和王维的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等诗句,

也正是由于表现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昝恋乡土、怀念骨肉的思想感情 ,扌 自然而然地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

客居他乡或分居异地妁人心巾激起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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