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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浔阳柴桑 （九江 ）人 ，生活在魏晋南
北朝晋宋之交的官宦之家，曾祖父陶侃，做到朝中
太尉，爷爷陶茂任过太守、父亲只是一个县令 ，到
陶渊明之时家道已经中落。 陶渊明的作品留存下
来的有诗 120 多首，辞赋 3 篇，散文 8 篇 ［1］。

在两晋时期，笼罩在文坛的是玄言诗，并且统
治文坛达百年之久， 玄言诗 “理过其辞， 淡乎寡
味”。 纯粹是合韵的老庄讲义，即“合道家之言而韵
之”［1］。 它的出现，不仅标志着玄学渗入到诗歌中，
而且玄学思想也渗透到诗歌的理性精神上来 ，并
找到了合理的理性外衣。 天降大任，陶渊明的粉墨
登场，给晋宋之交的诗坛吹来了清新的风，给文坛
带来富于现实的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导向。
这也印证了刘勰所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 ，庄老

告退，而山水方滋。 ”［2］的道理。
陶渊明诗歌大致分为两类： 咏怀咏史诗和田

园诗，其中后者的成就更高。 因为他门第小，又和
当时的诗风不符，其诗歌并没有得到当朝的认可，
《诗品》也归为“中品”。 然而这毫不影响其诗歌的伟
大意义。 肖统认为“其文章不群”、“独起众类”［3］，
指的就是陶渊明诗歌朴素自然，清新高洁。 陶渊明
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地位， 一方面是他对诗歌题材
的另辟蹊径， 另一方面是他的诗歌独具一格的艺
术特色。 他的田园诗是在玄风影响下对自然风光
的亲近，是深入生活，对田园风光的生活感受的再
现，这就使诗歌亲近了自然，有了审美价值和情感
依托。

陶渊明的诗歌之所以 “独起众类 ”，正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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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诗歌在神韵、感情、色彩、语言、哲思等方面，
突出表现了“质而实绮，癯而实腴”［4］的艺术特色，
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内涵神韵：明晰高远

我国的诗歌， 特别是古代诗歌历来讲究诗作
的神韵，有含蓄不尽意在言外一类，也有直抒胸臆
透彻明晰一类。 陶渊明的两大类诗作虽然诗风不
尽相同，但都具备了独特风格。

1．平淡自然。真，是陶渊明诗歌的特征之一，即
天真自然，这来源于他：其一是做人很认真 ，反映
到作品中也纯真，作诗自然去做，带有自娱性。 其
二是他的语言真诚，纯白描手法，显得朴实自然不
事雕琢。 譬如《读山海经·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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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
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全
诗一律白描手法， 语言通俗易懂， 读起来毫不吃
力，只觉得感受到的是一片鲜活的生活场景，这些
场景和作者的志趣、 心情， 完全是诗人真实的感
受，因而给人的感觉十分亲切、自然。 再比如他的
《和郭主簿》：“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
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园蔬有
余滋，旧谷犹储今。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舂秫
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
事真复乐， 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 怀古一何
深。 ”诗作描写了夏天在乡下居住时的淳朴而悠闲
的生活， 表现出摆脱官场羁绊之后轻松知足的乐
趣。 诗风平淡冲和，意境辽阔，让人顿感纯真亲切。

2．淳厚凝练。 陶渊明的诗歌看起来平淡，但绝
不是那种敷衍浅薄的作品， 诗歌语言是最常见的
“田家语”，但却让人感到淳厚有味，这是作者对诗
句进行过认真提炼的结果。 在这些非常精辟的语
言中又都蕴含着丰富的形象， 这些形象不管是自
然风光还是社会生活，都具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如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两句，一个“翼”字，活灵活
现的表现出了“新苗”振翅欲飞的动态。 让我们仿
佛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爱抚庄稼地里欣欣向荣
的禾苗的景象，大地一派生机勃勃。 在《归园田居·
其一》里写道:“……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

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
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大自然是陶渊明心中
的至爱，那桃李桑各种树木和茅檐上的鸡犬，让诗
人在恬静闲适的生活中心灵安宁祥和。 作者抓住
一组极具表现力的意象：榆柳桃李 ，几间草房 ，几
缕炊烟，几声犬吠和鸡鸣，信手拈来，明白晓畅，读
起来一种安逸闲适淳朴的味道溢满我们心间。 陶
渊明擅长在人们熟悉的农村题材中匠心独运 ，营
造出淳厚深远而凝练的的意境。 这就像清人陈祚
明认为的那样，他说“陶靖节诗，如巫峡高秋，白云
舒卷，木落水清，日寒山皎之中，长空曳练，萦郁纾
回。 望者但见素明澄净，以为一目可了，不知封岩
蔽壑，参差断续，中多灵境选”

二、思想感情：静穆深切

鲁迅说 “陶潜正因为并非 ‘浑身是 ‘静穆 ’，所
以他伟大”。 “静穆”是一种心境，是人有所皈依，然
后豁然大悟的心情写照， 一种永恒存在的妙悟和
慰籍。

1．咏怀咏史诗。古往今来，诗须得“缘情而发”，
所谓言为心声是也。 肖统在《陶渊明集序》中说过
陶诗：“语时事则指而想，论怀抱则旷而真。 ”的确，
他的咏怀诗中表现出了刚健和豪放的风格， 让我
们能够直接体会到他在诗中流露的真情实感。 比
如他的《拟古》之八：“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
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
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 路旁两高坟，伯牙与庄
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年少之时身体
强壮性情刚烈，仗剑独自走他乡。 谁说离乡出游只
在近处，我就到了张掖又到了幽州。 饿了采食首阳
山的薇菜，渴了就喝易水的流水。 一路上没有相知
的人，只看见路旁荒乱的坟丘。 遇见两座高大的坟
墓，就是伯牙和庄周安息的故乡。 这样的奇士啊再
难找寻，我独远游能有何意义？ 这是一首富于孤独
和侠气的诗篇， 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知音难觅壮志
难酬的仗剑天涯者形象。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
流”两句用了三则典故，表达自己绝不向侵占中原
的北方统治者妥协投降的坚决态度，情感激愤，把
内心的矛盾痛苦煎熬诉诸于笔端。

陶渊明生活于东晋末期战乱不断的大环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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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在 40 岁之前 ，他怀着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社
会和自己，有“大济苍生”的壮志，儒家思想浓厚。
然而，时局动荡，门阀制度森严，仕途万般险恶，让
他在无奈中， 对现实深恶痛绝， 思想逐渐消极避
让，回归自然，退隐山林，这是道家思想的体现。 隐
退于农村之后， 使他对现实有了更深刻更广泛的
了解，更能切身体会到广大人民的热切愿望，境由
心生，于是构筑了心中理想的美好社会，这就是名
之后世的《桃花源诗并记》里描绘的让世人羡慕的
世外桃源，这个理想社会里生活富裕，和乐安宁没
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灾难，形势一片大好。

2．山水田园诗。就像鲁迅认为的那样：“据我的
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人完全超于政治的所
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 完全超于人
世间的，也是没有的。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也照
常不是单纯在写景，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照常蕴
涵着深深的思想感情。 只是更加巧妙地把描摹农
村生活与叙写内心感情有机结合起来了。 《归园田
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
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
惜，但使愿无违。 ”在作者看来，人一旦让吃穿奴役
而去追求富贵与虚名， 那就是扭曲人性和失去自
我。 那种自耕自食，满足于俭朴的生活方式，远离
人与人之间的角逐和斗争， 才是自然自在无忧无
虑的生活方式。 作者在诗中并没有直抒胸臆，但是
读者却完全能从这些“静穆”的字里行间体会到他
深沉的思想感情。

《归田园居》是陶渊明隐居之后写出的一组代
表作。 在这组作品里，诗人把情、景 、理融汇在一
起，渗透了自己的思想、人格和情操 ，谱写出一曲
曲心灵的交响乐。 诗中随处都能够感受到他的真
心真情真思想，情不自禁引起感情上的共鸣，诗人
通过手中轻灵的笔触和明快的节奏， 描绘出农村
安居乐业、恬淡闲适的一幅幅画面，表现自己鄙弃
官场而乐于归隐的思想感情。

陶渊明的大量田园诗都是反映农民劳动生活
的场景和内容，把幽美、恬静的农村描写得十分鲜
活。 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
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户庭无杂尘，虚室有余闲。 ”一幅清静
幽美、淳朴自然的图画，农民安逸闲适的生活跃然
于纸上。

三、语言艺术：质朴清新

陶渊明诗歌语言通俗晓畅，明白如话，清丽而
率真，质朴而不喜藻饰，文体省净。

1．语言色彩：质朴清丽。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
雕饰”是一种境界，指的是作诗为文摆脱掉堆砌的
辞藻、无谓的修饰、空虚的技巧，使作品至真至纯。
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中是这样评价
陶渊明的：“自然界是他爱恋的伴侣， 常常对着他
笑”。 确如其言，陶渊明于哲理和自然之间构筑了
一条道， 这条通道使自然的旨趣和生活的艰难困
苦达成和解，如此一来，就连那些最平凡的生活场
景也在诗作中凸显出无穷的深长意味。

陶渊明诗歌在语言色彩的运用上非常独特 。
不管是抒情抑或是写景， 他力戒浓墨重彩而多用
轻笔淡色点染。 如此一来就既突出了形象，又蕴含
着质朴清丽的色彩之美， 凸显出清丽而鲜亮的美
感。 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
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
我衣……”看似轻描淡写的语言，就把一个农民的
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品中人物的
音容笑貌给人以丰富的联想。 明代文学家钟惺说：
“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
有一种清和婉约之气在笔墨之外，使人心平累消”
（《古诗归》卷九）。 陶渊明创造的率真质朴的艺术
作品， 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他在语言上追求质朴清
丽的口语化。 又如《停云》中的“翩翩飞鸟，息我庭
柯。 翎翮闲闲，好音相和。 ”这四句诗。 鸟儿欢呼跳
跃的神态让作者几笔就勾勒在我们面前， 透露出
诗人率真的个性。 正如苏东坡评价陶渊明那样“欲
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
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 古今贤之，贵
其真也。 ”［4］

陶渊明的诗歌， 许多篇什都通过对周围环境
的描写来表现自然、安定和闲适的隐居生活，譬如
《读山海经·孟夏草木长》里“欢然酌春酒，摘我园
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春酒”、“蔬菜”、
“微雨” 等意象营造出来的意境显得多么干净新
鲜，和谐自然。 也难怪清代学者温汝能在《陶诗汇
评》如是说：“此篇是陶渊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
所谓不见斧凿痕也。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造极。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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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议，神妙极矣。 ”
陶渊明的诗歌特别是田园山水诗大量面世以

后，以崭新的清新自然诗风，毫不容情的洗涤那些
枯燥无味的玄言诗风， 从而给当时的诗坛注入新
鲜血液，开启别具一格的诗风，为后代诗歌的发展
方向奠定基础。

2．语言特质:平淡新奇。 追求语言通俗易懂，是
陶渊明运用口语化语言写作的具体表现。 他的“田
家语”接近口语，平淡、通俗。 他的诗中那种质朴自
然的接近谣谚和模仿民歌的语句比比皆是，如“结
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
弹”，“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等等。 再如《读山
海经》（其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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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
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如何？ ”全诗采用白描手法，叙
写安适闲逸的隐居生活， 句子自自然然找不到半
点雕琢痕迹。 又如他的《移居二首 》中 “春秋多佳
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
自归 ， 闲暇辄相思 ； 相思则披衣 ， 言笑无厌时
……”。 叙写春秋季节有很多晴朗天气，登高赋诗
的好时光， 邻居间互相招呼饮酒， 忙时各自去耕
作，闲时彼此想念，一派和和美美的局面。 这首诗
写了移居后的生活景况，抒发移居之乐。 描绘了一
幅自由自在，闲适的宁静生活。 这八句诗，语言口
语化，好像和读者话家常，很是平淡无奇 ，读起来
不但通俗易懂毫不吃力，而且朗朗上口铿锵有力。
然而这平淡无奇的语言， 却又是经过作者高度提
炼和加工的“精粹口语”。

海德格尔说：“诗的活动领域是语言， 因此诗
的本质必得从语言之本质那里获得理解。 ”陶渊明
擅长提炼语言， 但又看不见刻意雕琢的痕迹，“田
家语”运用得如此传神贴切，是诗人高度提炼的结
果，这恰如元好问所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
尽见真淳。 ”［5］也如明人王世贞所说：“渊明托旨冲
淡，其造语有极工者，乃大如思来 ，琢之使无痕迹
耳”［6］。 比如《杂诗》其一里“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 ”和《杂诗》其二里“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
以及 《和郭主簿 》其一里 “蔼蔼堂前林 ，中夏贮清
阴。 ”“待”、“掷”、“贮”这三个动词都是常见的，看
似平淡却很精道，用得恰如其分。 他的诗歌在内容

上寓精奇于平淡之中，不管是抒发胸臆，还是描景
写人，几乎都是轻轻点染，但却形象鲜明突出 ，色
彩淡雅清新。 陶诗在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有
机结合中，表现出自己的艺术个性，形成独特的质
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艺术风格。

四、生态哲思：天人合一

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在创立学派之初就提
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理
念，使道家思想包含着浓浓的生态意蕴，认为人类
应该回归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 ，也就是人和
自然之间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 ，而人只有顺
应宇宙之间的客观规律，才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惟其如此方能臻于“无为才能无不为 ”的 “大道无
为”至境。 因此道家思想理念中非常强调生活心境
的调整，追求一种自始至终都保持自然的天性，拒
绝尘世间的喜怒哀乐来污染那自由恬淡纯洁的心
境。

在陶渊明的思想中， 道家思想是占主导地位
的， 他较好的承袭了道家学说 “天地与我共生”、
“万物与我为一”［7］ 的思想意识， 致使其后期视名
利为粪土，追求无拘无束的美好山水田园生活。 这
放在当前倡导生态文明的大背景下来观照， 会成
为生态文明追求的至高境界。

1．崇尚自然和谐。陶渊明的诗歌特别是其中的
山水田园诗作，体现天人合一、自然和谐之美的佳
作为数不少。 《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
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
辨已忘言”。 诗人在诗中把恬淡美好的山水田园生
活和现实中险恶残酷的世俗环境放在一起， 运用
反衬手法，烘托出自己归隐之后的悠然自乐，物我
两忘，真意自在，真切体味到在这种和谐美好环境
中的生活真趣。 折射出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应
该保持一种与大自然一般天真纯朴的心境， 这才
是人应该有的生活常态。 而今我们也迫切追求在
“天蓝、地绿、水净”的环境里，与大自然相谐相生，
无拘无束，怡然自得。

在《归园田居·其一》里，“少无适俗韵，性本爱
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和“久在樊笼里，
复得返自然 ”。 此六句勾勒出诗人直面理想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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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经过多年的参悟终于读懂了人生真谛，因而毫
不犹豫地选择隐退到山水田园之间， 过上自由自
在的生活，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领悟到：人的一生
只要永葆一种超然的心境， 面对生活时自然会做
到游刃有余， 顺风顺水。 陶渊明对农村的宁静生
活、优美的山水田园喜爱有加，在这里他过得如鱼
得水，自然轻快。 这是诗人的精神世界已经与大自
然融合为一个整体，即达于“无我之境”，使自己成
为美好自然画卷里的一个元素， 把自己放在大自
然中来考量和审视， 这是一种自然和谐、 天人合
一、物我齐一的生态理念。

陶渊明这种“无我之境”的构建立足于自身对
大自然的热爱，做到了甘心和大自然浑然一体，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物我共谐共振，相谐相生。 绝不
为私利而损害大自然和别人的利益。

2．生态中心理念。家境的衰落，社会的动荡，战
乱不止， 民不聊生的现实彻底击碎了陶渊明年轻
时“大济苍生”的宏伟梦想，他选择了退隐躬耕以
自足自乐， 在大自然中分享到老百姓的纯真可爱
和生活的快乐自怡。 然而人非草木，险恶的现实不
可能不激荡起胸中的隐隐波澜。 于是，在归隐十六
年之后，陶渊明的传世佳作《桃花源诗并记 》问世
了，在这个诗和记合二为一的作品中，不管是诗还
是记，诗人都展露出了他的生态中心理念。 在《桃
花源记》 中， 诗人描绘了一幅人人向往的桃源图
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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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
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祥和宁静，
人们安居乐业，不染世俗。 这里民风淳厚朴实，自
然生态、社会生态、政治生态都非常良好 ，完全是
没有受到任何污染的绝美乐园。

在 《桃花源诗 》里 ，也描绘了一个祥和安宁的
蓝图。 其中“相命肆农耕，日入所从憩。 桑竹垂余
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暖
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
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茶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
无纪历志， 四时自成岁。 怡然有余乐， 于何劳智
慧。 ”勾勒出一幅其乐融融的盛世乐园：人们互相
勉励促进农耕，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日子。 桑
竹下有浓荫，豆谷类随季节成长，春蚕秋收 ，用不
着缴纳赋税。 荒草阻交通，鸡狗互鸣叫。 祭祀依然
传统礼法，服饰无新款。 儿童纵情歌唱，老人悠然

游玩。 春暖花开草木盛，秋来树木凋谢入秋凉。 没
有历书四季自然转换，人们生活欢乐富足，这就是
用不着人们劳神操心的乐土了。 和散文 《桃花源
记》刻绘的一样，这里没有阶级，更遑论欺压剥削
了。 把人生安顿于自然之中，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
我们现代人追求的“诗意栖居”。

这就是陶渊明生态中心或者说生态整体理
念，是一种以把自然摆在最高境界的哲学思想。 这
种思想把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谐性、平衡性作为
衡量的根本尺度，来探寻生态整体的价值，杜绝对
生态不利之事的发生。 这给我们后世构建了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蓝图， 对于时下我们倡
导的生态文明有着莫大的启迪作用。

但凡有作为有建树的诗人， 他们的作品都是
内容和形式，思想与艺术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各
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各自的艺术个性。 陶渊
明的作品贡献给后世的就是其独树一帜的艺术风
格与个性。 内涵神韵明晰高远，透露着平淡自然的
特色，诗风真切纯朴，不事雕琢；思想感情静穆深
切，咏怀咏史诗作风格刚健、豪放 ；山水田园诗作
寓情于景，情由景生，景物和情感相谐相生 ；语言
色彩质朴清丽，平淡新奇，生动简洁，个性十足；哲
学思想新奇向善， 对后世的生态观念产生着深远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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