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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维研究(第5辑)》是“王维·辋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王维研究会第五届年会”的学术论文集，
书中共收录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论文30余篇。
所收论文从不同层面，对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文创作以及园林建筑艺术等，进行了深入、细密的解读与
论述，学术质量较高，反映了王维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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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王维欲学陶潜，尽管他的人生实践证明他没有完全学习到，但对陶潜还是高山仰止，
心向往之的。
就意趣来讲，他们并不是完全不同，也不是没有跨越时代的心灵的吻合。
他曾把陶潜弃官归隐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却嫌陶令去官迟”一语，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王维后半生虽是半隐，但还是将陶潜作为精神支柱，归隐可视为陶、王的契合点。
王维向往“陶潜菊盈把”（《平津邸还为吏部郎》）的隐居生活。
从王维的《渭川田家》等田园诗中所描写的安逸宁和、怡然自乐的田家美景，与陶渊明所描绘的优美
宁静的田园风光方面来看，他们对官场的厌恶以及归隐田园的心情是有着相通之处的，即有着相同的
意趣。
但陶渊明与王维，最终一为彻底归隐，一为半官半隐，表明了他们意趣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结
局。
其原因在于他们处世态度的不同，因而在意趣上自然存在着差距。
陶渊明对生活实践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从不随波逐流。
他在《感士不遇赋》中写道：“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
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
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可见，作为自然而非无为的陶渊明，当自己的才智受到社会某种政治局面的限制而不能有所为时，
“便逃禄而归耕”，并坚守着“固穷”、“安贫”的人生准则：“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
《感士不遇赋》）、“竞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饮酒》其十六）。
正是这种固穷安贫的道德操守，才使他能够抵御来自社会现实中的各种诱惑，坚持自己的人生追求。
王维的处世态度则是随俗浮沉，故对陶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结果穷得向人乞食的行为甚为不解。
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说：“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
后贫，《乞食诗》云：‘扣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
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此亦人我攻中，妄大守小，不口其后之累也。
”（《王右丞文集》卷八）责怪陶渊明弃官归田而“屡乞”的行为。
王维也明确地表明自己的处世态度：“孔宣父云：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可者适意，不可者不适意也。
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
苟身心相离，理事俱如，则何往而不适？
”显然，王维追求的是既无“适意”，也无“不适意”。
在他看来，不管出仕还是隐居，都不能过于执著。
正是由于这种妥协的随俗浮沉的处世态度，内心又无时不充满着的矛盾，因而他不能也不可能像陶潜
那样与统治集团彻底决绝，彻底归田隐居。
这是王维与陶潜境界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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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维研究(第5辑)》是辋川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王维研究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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