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陶渊明、王维是我国著名的田园山水诗人，他们的诗歌以清幽、淡雅的意境而著称，对后代田园山
水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本文主要从无我之境、韵外之致
和意境相融等方面来分析比较陶渊明和王维诗歌的意境，以期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二位诗人诗歌
意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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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王维诗歌意境的比较研究
邓丽娟

（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意境是生活、景物等客观物象与艺术家思想情感等
主观意识相融合的产物，是情与景、意与境、虚与实、有
限之象与无限之意的统一，它既是中国古典艺术创作实
践的结晶，也是衡量诗歌意识的重要标准。田园山水作
为大自然的主体, 既与中国古代美学意境的生成具有深
刻的内在联系，也为诗歌意境的创作提供了“灵性”。清
幽淡雅是田园山水诗歌最突出的意境，诗人以恬淡自然
之心写山水清晖，意境悠远淡雅，风格含蓄简洁。陶渊
明，我国山水田园诗的创始人，是东晋时期最有成就的
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创作的
田园诗歌优美自然, 充满生活气息和浪漫主义风格；王
维，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作家，他将禅学契入田
园山水诗中，以诗境来表现禅境，营造出独特的宁静之
美和空灵境界，在诗歌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页。

一、无我之境
“无我之境”是陶渊明诗歌与王维诗歌意境的共同

特点。意境可以分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所谓无
我之境，就是“以物观物，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就
像“庄生梦蝶”不知是庄生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化为庄
生，真正达到了“物我两相忘”的境界。陶渊明《归园田居
其五》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饮酒》中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都是意与
境会，妙合无限。袅袅炊烟、犬吠鸡鸣、秋菊盛开、飞鸟盘
旋，心与景物悠然相会、心息相通、心神合一，构成了一
片美妙的风景、一个超俗的境界，营造了一种优美的“无
我之境”。王维诗歌中的“辋川”世界也具有“无我之境”
的诗境。如在《青溪》中，为摆脱人为视知觉的干扰，获得
最自在、最空灵的生命形态，诗人从多角度对事物进行
观察，从而将大自然最天然的生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尤
其是“入”“转”“闲”等字样的运用，不仅使自然生命自然
涌现，而且还暗示了诗人自我本位的舍弃，达到了“物我
合一”的无我之境。在《山居秋暝》《终南别业》《过感化寺
昙兴上人山院》《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中，诗人与明月、
清泉、野花、谷鸟、落日、夕烟等景物融合无间，如自然生
态一般。

对于陶渊明和王维来说，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涵容
着诗人最无限的灵魂的存在，以最细微的生命颤动映现
着诗人的生命情意，当诗人完全融于自然山水时，就能
够与宇宙构成一个深切的通感交流，就能够与自然界中
的每一片飞花、每一缕阳光、每一声鸟鸣跳动着同一个
脉搏、击着相同的节奏，这就是“无我之境”的哲学底蕴。
王维在诗歌中往往采用“暗主宾中”“于宾见主”的角度，
不仅使人变成现象本身，而且还允许现象中的事物按照
本相出现，诗人则巧妙地隐藏在景物背后，或者直接变
成诗中景物之一，以物观物，物各自然，本样自存。这种
拟物主义的抒情方式不仅拉近了读者与诗歌意象间的
距离，消除了智识对景物的污染，而且还放弃了人的自
我视界，任景物自由兴发映出。与王维相似，为保持诗歌
自然意象的不变，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天真的、
未经世俗化的性情，希望自己能够像一条鱼、一棵树、一
片云、一朵花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这既是他的诗歌
能历久而愈见真淳的重要原因，也是他与王维能达到异
代而神通境界的重要原因。

陶渊明思想中既有道家、儒家、佛家成分，也有他从
现实生活中体悟出来的道理和乐趣，这些思想相互并
存、互不排斥。由于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是以诗歌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因而才使得他的诗
歌带有南宗禅的顿悟的特点。但在东晋时期，陶渊明是
不可能接触禅宗思想的，由此可见，陶渊明诗歌中的禅
意来自于智慧的火花、生活的灵感以及下意识中佛家学
说的种子。王维思想中不仅融汇了儒道佛三教思想，而
且还深受“神学”思想影响。陶、王二人在思想上的相似
之处，不仅使二人的哲学思想有着共同的儒道佛思想基
础，而且还使二人诗歌都表现出看似平淡、实有禅学意
味的“无我之境”。

二、韵外之致
诗歌中的意境不是为景物和人物构造的形象，而是

意象与意象之间形成的一种耐人寻味的“境”，这种“境”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达到了韵外之致的艺术诣极。陶
渊明在《饮酒》诗中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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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妙的风景和超俗的意境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真谛，但
由于心与境的瞬间感应以及通向无限的愉悦是不可落
于言笙，因而这种“韵外之致”既是说不出的，也是不必
说出的，读者只能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力和理解力来感
悟，只能透过诗歌的“形”领悟出“神”和“情”，这样才能
把握宇宙人生的无限意味。而陶渊明深刻的哲学思考赋
予他一种异乎寻常的慧根，随处都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
理趣和人生的真谛，他以哲人的智慧彻悟宇宙和人生，
将一般的事物和情感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从而使
诗歌体现出独特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如在《归
田园居》中的远村、狗吠、桑树、深巷、草屋、桃李等常见
物象经过诗人的点化也都诗意盎然，达到了诗化的
境界。

王维的诗歌也体现出“思与境偕”的艺术诣极，如
《鹿柴》《竹里馆》《辛麦坞》《鸟鸣涧》等作品将诗人自甘
寂寞的山水情怀表露得极为透彻。“空山不见人”“深林
人不知”“涧户寂无人”这种环境在常人看来是孤独寂寞
的，但在诗人看来这正是欣赏和细察隐含自然生机的空
静之美的最佳状态。如果说这些诗句还有人的影踪的
话，那么“人闲桂花落，月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
涧中”（《鸟鸣涧》）则是“无人之境”。在这种原生状态中，
诗人的一切情绪波动和思虑似乎都被永恒的空静之美
净化掉，只有一片空灵的寂静、寄以通感的直觉印象和
难以言说的自然之美。同时，在一些诗歌中，王维纯以静
景排列来营造意象并置叠加的艺术效果，表达“韵外之
致”的意境。如在“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
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田园乐七首》）中，诗人以纯粹的静景排列营造空间意
象的并发，这种超语法、超分析的无主句，既使意象带有
一种永恒的普遍的性质，又在一定程度上使意象呈现出
多层次空间关系和形象的复义效果；在“高鸟长淮长，平
芜故郢城”“云里帝城双风阙，雨中春树万人家”等诗句
中，诗人强调时间、因果关系的静观体知和感悟，这使得
景物之间的关系和诗的蕴含具有了不确定性和多义性，
不仅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还使诗歌具备了
“韵外之致”的意境。王维的《终南别业》备受众家赞赏，
这首诗写景却引而不发，述情则毫不费力，虽写得极为
平淡自然，却韵味悠远，尤其是诗人欣赏自然风光的雅
兴、悠然自得的意趣和超然物外的情致，使诗歌由绚烂
之极归于平淡，增添了诗歌“韵外之致”的意境，难怪有人
说它“有一唱三叹不可穷尽之妙”“有无穷景味”。

陶渊明与王维诗歌在风格上都具有含蓄与平淡之
美，在诗歌意境上都体现出“韵外之致”的特点，读后带
给人“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味。但陶渊明善化实境为虚
境，擅长借宇宙万物的色相、秩序、节奏来窥见内心，从
而使心灵具体化和内身化，其诗歌也表现出清新脱俗的
魏晋风度；与陶渊明不同，王维擅长以心灵映射万象，以
主观生命情调与客观自然景象的相互交融渗透来表现
油然而生的灵境，其诗歌体现出静逸明秀的盛唐气象。

三、意境相融
陶渊明与王维都追求浑然一体的诗歌意境，但陶渊

明喜用简淡的笔墨、闲淡的词气、口语化的句子和随意

点染的表现手法，而王维则常以彩绘的笔触、新颖的构
图和独特的语言着色来传达清润的美感。如在《终南山》
中，诗人运用中国山水画艺术中特有的移动透视法从俯
瞰、仰视等视线对终南山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描写，成
功地表现出高远、深远、平远的山水景象，艺术地再现了
终南山云烟变幻、连绵起伏的雄姿和磅礴的气势；在《山
中》这首诗中，诗人以白描的手法勾勒山水风貌，以色彩
点缀，将山水形象与主观情思融为一体，达到了物我相
忘的境界。同时，王维的许多山水田园诗，不仅追求形
似、神似，而且还追求意境两浑的高度。在诗歌创作中，
王维不仅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作用实现托物言志、寄
情山水的效果，而且还善于将绘画技巧与诗歌创作相融
合，使诗歌具有鲜明的色彩美、线条美和构图美，达到了
情景交融、意境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

陶渊明诗的意境创作注重自然、平淡的风格，诗人
通过情景理的交织，描绘了一幅五彩缤纷、山清水秀的
田园风光，带给人心旷神怡的大美享受。如在《归田园
居》中，诗人以极为自然的语言描绘了一幅清新静谧的
画卷，作者的主观之意与客观景物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同时，陶渊明善于将深厚的情感寄予平常的事物中，以
朴实无华的诗句蕴含深厚的内涵，以朴素的辞藻和平淡
的情节来表达高远的意境，以寻常的题材创造深远的意
境，以最洁净的笔墨描写最生动的形象，以平易的形象
饱含丰富的思想，从而使作品呈现出朴实自然、生机勃
勃的意境，表达心中无限情怀，难怪元人陈绎称赞他的
作品是“情真景实，不为虚美之辞”。

虽然陶渊明与王维的诗歌意境有诸多相似之处，但
从思想根源上来看，二者有着极大的差异：陶渊明的归
隐是摆脱世俗名利后的悠然自得，是心灵自由后的真正
快乐流露，因而，他的诗歌注重的是一种情感的宣泄，表
现他隐居之态的诗歌意境也有着积极的因素；王维在诗
歌意境创作过程中虽继承融合了陶渊明诗歌的风格，其
作品表现出的精神超脱和闲散怡情之情不在陶渊明诗
歌之下，但他却是站在欣赏者的角度对山水田园景色进
行客观的描写，其旨趣不在表现主观性情而在于再现自
然之美，这种怡情遣兴、附雅风流的“辞情闲畅”改变了
陶渊明诗歌古朴自然的风格和意境，为山水田园诗开辟
了一种新的幽静清淡的艺术意境，为后代山水田园诗意
境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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