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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方實存哲學大師海德格在其著

名的著作《存在與時間》1 中提到：人

有「向死存在」的特性。正因為人必

然趨向死亡，故才彰顯了實存的自

由，這意味著人因為對於死亡的終極

關懷而產生對於人生終極意義的追

求，又因對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而有

了終極存在的體認（傅偉勳，1998）。 

而在傅偉勳（1993）教授的另一

著作中《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

中更進一步提到「道家的生死觀」，他

認為老子以「各歸其根」來闡述其對

死亡的看法，從「道法自然」與「道

常無為而無不為」2 的角度來看，個體

的死亡本就是自然無為的生滅循環中

的現象，死亡如同落葉歸根一般，是

回歸天道本根的歷程，所以有何需要

懼怕？莊子則更為豁達，他對於「生」

「死」有著莫大的興趣！同時也以氣

之生聚來說明生死，個體的死生可看

成天地元氣的聚散，是自然而來，自

然而去，所以莊子說「造化」或「物

化」，以為死不過是形體的變化，何必

執著於「生」？須了解這一切都是自

然必然的物化推移，又何來的死化之

悲？ 

這樣的一個思想形成過程在陶淵

明身上尤為明顯。陶淵明身體秉氣嬴

弱，在詩文中屢屢提及「負痾頹簷下，

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閒，念我意中

人」、「弱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及

「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3 等等描

述，所以身體的病痛及老去帶給他的

感傷尤深。 

這樣一個身體由盛轉衰的「化」，

則讓他意識到時間的本質實在於生

命，是人得以享樂、實踐理想的憑藉，

而每個人的時間都在面臨死亡來臨的

那一刻宣告終止，此亦即生命的長度

（李天祥，2007）。 

所以「死亡」雖是每個人必須面

臨的生命終點，但對生命有自覺的

人，必會因時間的消逝而產生焦慮，

透過這樣的焦慮感反往促使人更加深

層思考生命存在的意義，以及思索面

對死亡是否有解脫之道？對陶淵明而

言，道家所認為的生死觀恰巧為他帶

來的解套之道。 

二、意識到生命之有限性 

而面對生命流逝的焦慮感，陶淵

明表現於對衰老的感嘆，同時也是對

「時間」焦慮不安的表現，就如他於

〈與子儼等疏〉中所言「天地賦命，

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以

及「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4，這

樣一個憂懼的心境，與〈雜詩〉前八

首中的傷老情懷相呼應。從「盛年不

重來，一日難再晨」〈其一〉、「日月擲

人去，有志不獲騁」〈其二〉、「日月有

環周，我去不再陽」〈其三〉，到「弱

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其七〉，這

其中反覆吟詠的都是感歎盛年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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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力衰損、死亡不遠的消沉寂然的心

理，傷老眷昔的情緒，濃濃的充斥於

詩句之中（齊益壽，2016）。詩人對時

間流逝所觀察到的是「天地長不沒，

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

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形影

神，形贈影〉，人的生命反不如草木之

循環不已，是淺薄而有限的，所以他

說「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感士不

遇賦，序〉，人的這一生，對詩人的體

悟來說，竟然只是「寓形」而已（李

天祥，2007）！ 

時間的無限性對照生命的有限

性，促使人更深刻體認應把握有限的

生命來完成生命的存在意義，並以此

突破死亡的限制。 

三、「精神的死亡」所帶給陶淵

明的重生 

肯內斯．克拉瑪（2009）在《宗

教的死亡藝術》這本書中曾說：「精神

死亡是一種自我轉化的經驗，是一種

克服死亡恐懼的經驗。」他同時還認

為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人們得以體

驗到覺悟，並因此從死亡中獲得解

脫。所以對生命有限性的體悟所帶來

的焦慮感，讓陶淵明反而深切體認到

存在的真實感，這便像肯內斯．克拉

瑪所提的「精神的死亡」，反映在陶淵

明的身上，他曾想在有限的時間中立

功、立名，然而在多年的仕隱矛盾生

活中，他發展出自己獨特的「運命

觀」。陶淵明雖在〈祭程氏妹文〉中提

到「我聞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

而不斯報」似乎有佛教因果循環，善

惡有報之想法，但於〈飲酒其二〉中

云「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

苟不應，何事立空言」可看出陶淵明

對此說法是未必採信的，對他而言，

「萬化相尋繹」5 才是他認為人體驗生

命的情境，故以不喜不懼、不憂不疑

的態度來體現現世人生的價值，才是

陶淵明所認為人即生可證成，並以此

面對生命的自然態度（蔡瑜，2012）。 

至此陶淵明已試圖從生命中尋找

出面對死亡之方，亦即「甚念傷吾生，

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

懼」〈形影神組詩中之神釋〉，這與老

子所謂的「各歸其根」有著異曲同工

之妙，皆視生死為一自然的過程。然

對陶淵明而言，要從自身根深蒂固的

儒家思想中過渡至這樣的一派「自

然」，又有其思想上的歷程。 

四、〈形影神〉組詩中的生命層

次 

而這樣一個思想形成的過程，可

從陶淵明著名的組詩〈形影神〉中可

窺一二。詩中他將生命分成形、影、

神三個層次，並從中闡述自己對於生

命問題思索後的答案，故詩序明言「貴

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

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

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從這

序言中亦可看出陶淵明試圖從肉體的

毀壞中，在有限的生命中思索精神上

的超脫，陶淵明在〈形贈影〉中寫道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

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

復不如茲！」極言生命之短暫，從物

質意義上來看生命之短暫，死後則歸

於空無，於是只剩下生前的即時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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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志熙，1997）。但這是陶淵明所希

冀的嗎？他在〈影答形〉中做了更進

一步的思索與探討，他說「存生不可

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

然茲道絕。」此否定了「形」及時行

樂的概念，也認為求仙長生之術乃邈

不可得，那人究竟該如何面對生死之

大限呢？「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

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透過垂

名後世，來追求生命行為的價值，亦

透過「立名」來突破身死形滅之極限。

但久居園田中，環境中的「自然」與

陶淵明的「質性自然」交互作用下，

他漸漸領悟出歸隱園田後讓生命的本

真狀態自然呈現出來，才是化解生命

困境的方法，所以〈飲酒詩〉中他說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

有代謝，人道毎如茲。達人解其會，

逝將不復疑」〈其一〉、「有酒不肯飲。

但顧世間名……一生複能幾。倏如流

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其

三〉，及「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其十一〉，在在闡述自

己發覺「名」與「成」在死亡面前已

顯得不足道，因此在〈影答形〉之後，

他又以〈神釋〉來表達自己體悟後的

所得，並以此突破形及影的限制。 

陶淵明〈神釋〉中所追求的生命

境界，近似於莊子的生命思想，乃是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

益生」〈德充符〉，故說「甚念傷吾生，

正宜委運去。」莊子亦言「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大宗師篇〉、「遊乎

萬物之所終始」、「通乎物之所造」〈達

生篇〉6，這也就是陶淵明所認為的「縱

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

無復獨多慮」。 

五、以「任化知命」為面對死亡

的態度 

以〈形影神〉這組詩來看陶淵明

對於死亡的態度，可發覺他正是以《莊

子》哲理為基礎來開展的生死世界（蔡

瑜，2012）。他在〈自祭文〉中提到「茫

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

為人。」正是與〈莊子．齊物論〉中

「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7

的概念相呼應，認為人之生乃源自於

大地造化之功，隨著天地自然運行與

變化，人稟受大塊之氣而生，死後又

回歸於大塊，這原就是自然之理（何

曉敏，2005）。 

同樣的莊子認為生與死的關係是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

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

散則為死。」8，這在陶淵明的詩文中

屢屢可見相似的想法，他就說過「魂

氣散何之，枯行祭空木」〈挽歌詩其

一〉、「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挽

歌詩其三〉及「客養千金軀。臨化消

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飲

酒詩其十一〉，因為生命已在死亡之

中，同樣的死亡亦在生命之中，也可

以說在莊子的想法中，生死本為一

體，死亡的過程乃是自然而必要的，

是由有意識、有生命的軀體轉變為無

意識、死亡的軀體的歷程（肯內斯．

克拉瑪，2009）。 

最後再來看陶淵明的〈神釋〉，便

可發現其中除了包含自身對生命思考

後的所得外，陶淵明更是以此提出解

決人生困境的方法，因此羅大經《鶴

林玉露》卷十五贊道：「『縱浪大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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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

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

士。」9 究歸其言，陶淵明的「委運順

化」正是與莊子思想中「故聖人將遊

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而一化

之所待乎！」10 隨物遷化方能逍遙無待

是相契合的。正因為隨順任化，無所

違逆，故能執守事物變化的樞紐，進

入到「不喜亦不懼」的境界（程磊，

2010）。 

對於泯除生死界線，陶淵明採取

的是視「生死如一」的態度，並以此

來回顧此生存有之時，發覺人若過分

執著於享樂或名聲，反倒如同一條無

形的繩索綑綁住自己的人生，唯有「任

化知命」方能化解人對於死亡的恐懼。 

六、結語與建議 

道家是傳統中國思想中很重要的

派別，因此其中對於生死的思維，勢

必也影響著各朝代的文人們。陶淵明

所處時代正是受老莊思想影響深遠的

時代，則其生死觀無可避免的受其影

響，本文試圖以陶淵明的生死觀來說

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中的道家思想，

如何以一種較不具有強烈的宗教超越

性，來面對死亡來臨時的態度。這是

一種對於死後之世界不加以評論的思

想，因此不若一般宗教認為死後有

靈，而建構出一套死後世界的說法；

亦不像儒家思想中的避談死亡，正所

謂「未知生，焉知死」。道家思想中以

一種與天地萬物同壽的概念來面對死

亡，此種思想在陶淵明的身上可獲驗

證。 

陶淵明透過身體的病痛感受到面

對死亡將至時的焦慮，又企圖從死亡

焦慮中思索如何突破死亡的威脅，所

以他重新思索生命的意義，曾經他嚮

往儒家思想中以「立善名」來突破死

亡的限制，但後來他領悟出「身沒名

亦盡」，所以在〈形影神〉組詩中可看

出〈形〉滅對死亡的憂慮到〈影〉企

圖以善名突破死亡的限制，最終在〈神

釋〉中可看出他仍回到他一貫的「任

真」態度來面對死亡，以死生一體的

概念來做為解決面對死亡焦慮的方

法。 

而陶淵明這樣一個思索死亡、思

索人生意義的歷程也正是現代人所會

歷經並可做為借鏡的參考，回到教育

現場，陶淵明的生死觀恰可以成為生

命教育的典範。朱榮智（2001）曾提

及生命教育意在指引人生，亦即探討

人要怎麼活、人要如何看待死亡，以

及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何在等課題。這

樣的看法也正是高中生命教育的三大

議題領域-「終極關懷與實踐」、「倫理

思考及反省」，與「人格統整與靈性發

展」中的核心思想，此三者不僅符應

孫效智（2001）所提出的「人生三問」
11，也與陳錫琦（2013）所提出的「生

命智慧」、「生命關懷」、「生命實踐」12

若有相合之處。 

生命教育中包含了人由生到死之

間種種價值觀的探討，其中亦包含了

死亡教育。可惜由於人對於死亡後的

未知與恐懼，使得死亡教育這部分該

怎麼教，又該使用怎樣的教材才適

當，一直備受爭議，這也使得現場教

育者在實施死亡教育上遭遇困難。陶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17，6（8），頁 126-132 自由評論 

第 130 頁 

淵明是國高中國文課文中會介紹的作

者之一，藉由探討陶淵明面對死亡的

態度，及他面對生命存在意義時的思

考，在在的都可提供給生命教育甚至

是死亡教育，作為一個很好的輔助教

材，成為可供討論的範例。所以，希

冀透過本文對於陶淵明生死觀粗淺的

介紹，能提供做為一生命教育可使用

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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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馬丁．海德格爾認為「死亡」是人

的終極狀態，同時人的存在是具時

間性的，當人在「面對死亡的存在

(being-towards-death)」時將使現世

所有的東西都喪失掉原有價值。此

時人反而能思考存在的本質，而去

追求「本真」的存在狀態。參見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Trans. (New York:Harper, 

1962). 中譯本：海德格爾著，陳嘉

映、王慶節譯，《存在與時間》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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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章〉，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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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只註書名、頁數。以上分見〈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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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陳錫琦教授提出「生命智慧」是指

關懷生命本體，進而悟證生命本

體，安住生命本體，找到生命存在

的理據，活出個人意義。「生命關

懷」則是指依體起用，以生命一體

的同體感受，發起不分親疏的生命

關懷，使得體證生命本體，活出各

自的生命意義來。「生命實踐」是

指透過心的覺醒與實踐，直觀生命

現象，安住生命本體。陳錫琦

（2013）。十二年國教生命教育課

程概觀與反思。國民教育，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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