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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怀

洪 平
( 湖北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 “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可归类为山水诗的不多，但其实并不乏对山水景观的刻画，大致有
二十多处。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们既可以称陶渊明为“田园诗人”，同样称之为“山水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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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是开创田园诗风的第一人，他的作品
中多的是对田园生活的描写与感悟。历来的研
究即使观察的角度、依据的理论各异，但最终会
将聚焦至其田园诗之上。而细品陶诗，他的诗歌
里有二十二篇关于山水的描述，与谢灵运直接写
山水诗的数量差不多。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
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
创者的贵冠奉送给谢灵运。［1］再者，笔者在这里
并不是要为陶渊明的诗歌是田园诗还是山水诗
争辩，毕竟山水诗和山水情怀不是等同的概念。
本文旨在通过对陶诗的分析，以此证明: 除了
“田园”，可以说“山水”亦是陶渊明另外一个特
别重要的情结。

一 山水情怀形成的原因
1、受时代风气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时代，“道丧千载”( 《饮

酒》其三) 。宗白华称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苦
痛的时代”。［2］陶渊明不可能遗世而独立，不可避
免受到当时世风的影响，导致他的诗歌中无处不
透露着山水情怀。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文说到他自身所处
在一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险恶的时代: 自
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
近之心。［3］( 《感士不遇赋》) 然而，老子之虚静，
庄子之旷达能化解时人精神上的苦痛而使之有
所寄托。于是以老庄思想为主干的玄学兴起，成
为时代之思潮。山水自然成为玄学人生态度得
以展现的最佳场所。［4］当时，晋人追求个性解放

与精神自由，他们隐居退避，与山水为伴，借大自
然的山水来净性情、畅神智，化郁结。在《世说
新语》中有专门的《栖逸》篇，是专门记载魏晋时
期士大夫和隐士的隐居生活。如“嵇康游于汲
郡山中”“许掾好游山水”“戴安道既厉操东山”
“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
阳”［5］等等。可见，当时的隐居和腕上山水不仅
仅是时人自身的一种行为，在当时已经演变为了
一种风气。陶渊明生活的东晋之时，隐逸之风与
山水游赏被推崇到极致，诗人受这种风气的影响
是理所当然，这些都给陶渊明的隐居以及进行山
水诗文的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

2、对时代风尚的追随
置身于社会的洪流，陶渊明的爱好山水的情

趣不仅不自觉地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而且与诗
人自身对时代风尚的追随有密切关系。陶渊明
的山水情怀，正是那时崇尚自由，向往隐居的产
物。在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的魏晋时期，出现了
一个著名的文学团体“竹林七贤”。而七贤中的
嵇康阮籍又是其中的彰明者，他们的才情足以代
表着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陶渊明的行为中，受
到嵇康的影响更大，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继承
性。在嵇康的诗文中，多处表达了诗人向往“含
道独往，弃智遗身，长寄灵岳，怡志养神”( 《赠兄
秀才入军》) 的超然物外的道家式的自由生活。
嵇康把天性看得比一切都高，游放山水就是他的
天性［6］。嵇康在与山水的交流和对话中得到身
体和心灵的最大的自由，如他的《赠秀才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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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十四，“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
长川”，通过写与其兄早年享受山水之趣的情
景，写出了自己所向往的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进
入“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
玄”［7］( 《赠秀才入军》) 的高妙境界。这与陶渊
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其五)
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达到了一种物我两忘、心
与道冥的和谐极致。二人追求自由，绝不与世俗
妥协的精神，亦可谓是“异世同调”他们都渴望
在山水之中去寻求精神的寄托与释放。

除此以外，陶渊明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与家
族中的人物有关系。诗人有可以夸耀的家世，这
在他的《命子》《赠长沙公》《晋故征西大将军长
史孟府君传》等诗文中都有所体现。特别是他
的曾祖父陶侃以及外祖父孟嘉对诗人有很大的
影响。陶渊明继承先辈醉心自然的另一面，选择
“凤隐于林，幽人在丘”( 《命子》) 之路。

二、山姿水态的画面展现
陶渊明本身没有像山水诗祖谢灵运那样悠

游山水，陶渊明的诗歌虽归为严格意义上的山水
诗的作品很少，但其诗歌中不乏对山水景物的描
绘，既有描写羁役途中、出门游玩所见的山水，亦
有触目可见、罗堂前后的山水。这些都属于山水
景观的范畴。笔者将陶渊明的诗歌中表现诗人
山水情怀，描绘山水景物的诗句一一析出，并大
体分为两类。一类为莽苍的自然山水景观。这
一类景观通常是诗人作品中纯粹地描绘不经人
工的渲染的自然山水，显示山水的原始风貌。另
一类为僻静的田园景观。这一类景观以田园生
活为背景，写诗人田间地头的客观景物。

1、自然界的山水之音
陶渊明的诗歌中除了描写自然景物山和水

以外，对风、云、月、鸟、天空等客观山水意象的描
写也不少。这些看起来最平常的景物，经诗人妙
笔一点，便生出新鲜之感，有一种赏心悦目的韵
味。陶渊明笔下的天空是阔大无边的，是明亮高
远的，但他写秋天的天空，也稍微带着一点凄凉
的格调。在诗里写到空气的清澈，有“气澈天象
明”( 《九日闲居》) 句; 写天空的高远，有“昭昭
天宇阔”(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

句; 写气清天蓝有“日暮天无云”( 《拟古》) 。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时运》) 写山上笼罩着
薄薄的雾霭，天空中出现美丽的彩虹; “露凝无
游氛，天高肃景澈”( 《和郭主簿》其二) 写出了秋
天露水凝结成霜，天空高远肃杀，澈净明亮; “清
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写秋风澄净了空气中
的渣滓，天空显得格外高远。陶渊明的月，多是
给人带来美的享受，他笔下的月是“遥遥万里

辉，荡荡空中景”( 《杂诗》其二) 皎洁的月亮冉冉
升起，它光辉明亮，格外耀眼; 是“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将圆”(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诗人在秋
天仰望天空，看到月儿将圆的景象; 是“皎皎云
间月，灼灼月中华”( 《拟古》其七) 夜月皎洁明
亮，月光下的花儿也格外灿烂。又有“白日沦西
阿，素月出东岭”( 《杂诗》其二) ，日落西山，余光
横照，也该是有如“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 李白《关山月》) 的意境。诗人写月，写春月的
皎洁，写秋月的明亮，是一幅“静月澄高”( 《祭从
弟敬远文》) 的图景。

云，总是飘于天际，来去无依。“停云霭霭，

时雨蒙蒙”( 《停云》其二) 写出春雨之中的云气
缭绕，烟雾迷蒙的境界; “游云倏无依”写出白云
飘动之快，若无依傍的情态; “向夕长风起，寒云
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写岁暮天寒，白云笼
罩山川的肃杀;“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 《与
殷晋安别》) 写西风拂动云儿往东飘去，此句不
仅写景，还有一定的象征意味。陶渊明诗歌里的
风，带着季节变换的气息。在怡人的春季，他感
受到春风送来不尽的和意: “卉木繁荣，和风清
穆”( 《劝农》其三) ，春风扇微和“( 《拟古》) 其
七，”泠风送余善“(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
一) 。在炎热的夏季，他的诗里有夏风的清凉”:
“凯风因时来”( 《和郭主簿二首》其一) “好风与
之俱”( 《读 ＜山海经 ＞十三首》其一) 。在天气
渐凉的秋季，秋风也带着落寞的情绪: “露栖暄
风息”《九日闲居》写炎热已过，引发诗人感慨，
“风水互乖违”( 《于王抚君座送客》) ，写风向逆
水而运，带着别离的伤感。在一年将近之冬，诗
人寝迹衡门、与世隔绝，看到“凄凄岁暮风”( 《癸
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更显凄凉寂静
氛围。

陶渊明是一个对大自然情有独钟的诗人。

他对自然之美的描写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上几个
物象上。他笔下有春天美丽热闹的原野: “熙熙
令音，猗猗原陆”; 他的笔下有秋天荒草白杨衬
托的肃杀:“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拟挽歌
辞》其三) ;他写野草之渺茫，树木之茂密:“高莽
邈无界，夏木独森疏”(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
风于规林》) ;他写荒凉的衰草，遥远的小径:“寒
草披荒径，地为罕人远”(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
舍》其一) ; 他把普通常见的雨写出了独特的风
致:“微雨洗高林”(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
都经钱溪》) ，“时雨蒙蒙”( 《停云》) “神萍写时
雨”( 《五月旦和戴主簿》) ;他的笔下写银白洁净
的雪的世界，可谓妙极: “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
洁”。千种风情之山水，在热爱生活的陶渊明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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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亦是万种姿态。
2、田园里的山水之咏
李文初先生认为“在现实中山水与田园之

间并无明晰的界域，彼此常互相交错，因而在诗
人笔下，也就会出现山水与田园相互渗透的现
象。尤其是田园诗，诗人所面对的农村环境，本
身就包含了自然山水。”［8］本文在这部分，主要分
析陶渊明诗歌中与农村农耕相关的景物。

陶渊明诗歌中关于田园山水的描写，多是写
自己东园、西园，南窗、北林，北墉、南畴等处的风
景。如，诗人看到东园郁郁葱葱，花朵竞放之树，
有“东园之树，枝条再荣”( 《停云》其三) ; 诗人
写到东园卓特高耸，挺拔不群之松，有“青松在
东园，众草没其姿”( 《饮酒》其八) ; 诗人放眼西
园光华灿烂，花开正好的紫葵，有“流目视西园，
烨烨荣紫葵”(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当五月
来临，诗人透过南窗北窗，都是万物茂盛的风景:
“南窗罕悴物，北林荣且丰”( 《五月旦和戴主
簿》) ;当榈庭叶落，诗人看到北边窗下、南亩地
里茂盛的葵菜、抽穗的的稻苗: “新葵郁北墉，嘉
穟养南畴”( 《酬刘柴桑》) 。

诗人也写到自己所居住的堂前屋后的风景，

通过诗歌的展示，我们知道诗人所居住的环境是
树木交荫，有兰有柳的。诗人在写“宅边有五柳
树”( 《五柳先生传》，“榆柳荫后檐”( 《归园田
居》其一) ，那么到了夏天，诗人所居之处自然是
树木舒展，茂密阴凉: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
疏”( 《读 ＜山海经 ＞十三首》其一) “蔼蔼堂前
林，中夏贮清荫”( 《和郭主簿》其二) ，“花药分
列，林竹翳如”( 《时运》其四) ; 亦幽兰生于前庭
窗下: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 《饮酒》十
七)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 《拟古》其
一) ;诗人甚爱菊，房前屋后自然少不了种植菊
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饮酒》其七)

诗人归隐田园，过着戴月荷锄的农村生活，

在他的诗歌中，有关于其所种农作物的描写。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
田舍》其二) ，平坦广阔的田野上伴随着阵阵春
风吹拂，茁壮的禾苗似乎也在翩翩起舞，怀着喜
悦之情。又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运》其
一) 句，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一个“翼”字，富有
动感，写出了新苗迎风而舞的姿态。“桑麻日已
长，我土日已广”( 《归园田居》其二) ，桑麻在诗
人精心的侍弄下，一天天茁壮，荒地也日益广阔。

偶尔禾苗也有长势不太好的时候，诗人在诗里写
“道狭草木长”“草盛豆苗稀”( 《归园田居》其
三) ，但诗人与一般的农人又不太一样，他十分
享受的是“但使愿无违”的欢乐和满足。

诗人把田园中最普通的一些景物写到诗中，
把自己的感情融入对这些景物的描写之中，充分
体现出了田园山水的美好以及诗人对田园生活
的眷恋与热爱。仪平策先生就通过对陶渊明的
《饮酒》其五进行分析，认为这首诗“它所呈现出
的更多的是一种静谧、空灵、淡远、寂寥的审美境
界。秋菊、南山、夕阳、归鸟，构成了一幅笔墨简
省的山水写意画。”［9］这些看似普通至极的景物，
充满田园特点又有山水韵味。

三、对山水情态的透彻领悟
在陶渊明诗歌所描述的艺术世界中，看似平

淡简单的生活都以自然山水为底色，被勾画成一
幅幅恬静安适的画面。诗人尽情享受山水带给
他的快乐，远离世俗的喧嚣、摆脱名利的羁绊，享
受闲适的生活。他们审视山水的焦点不在山水
而在人生，其宗旨是透过自然美景凝神探索冥契
自然之道的人生真谛。［10］可以说，陶渊明生命中
的自然天性与外在的山水田园相契合，对山水田
园生活的刻画，也正是诗人对生活的感受、人格
的寄托、生命的回归。

1、居于山水的生活之趣
从陶渊明的诗文中，我们处处可见其充实丰

富的生活。在诗人的理念里，他认为“代耕非所
望，所业在田桑”( 《杂诗》其七) “衣食当须纪，
力耕不吾欺”( 《移居》其二) 。诗人从告别仕途
开始，就走上了“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归
园田居》其一 ) 的自食其力的农耕生活道路。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归园田居》其
三) ，诗人于南山下种豆，虽豆苗的长势不太好，
但诗人享受的是与山水自然相处的乐趣。他依
然勤勤恳恳劳作，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
归”( 《归园田居》其三)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
耒还”(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的农村
生活。

陶渊明虽在《归去来兮辞》中说: “归去来
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
求。”但这不过是表白他不愿奔走权门，重新出
仕的高洁志向。［11］诗人在辞官之后的生活中并
不是自我封闭，也不是完全的与世人断绝交往。
在诗人的诗歌中多描写诗人与友人一起出游的
句子: “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 《和刘柴
桑》) 是写诗人和友人刘柴桑在西林相晤的所见
所感;“匪惟也谐，屡有良游”( 《酬丁柴桑二首》
其二) ，是写诗人与友人的意气相投、感情和谐，

多次欢快地出游; “匪惟也偕，屡有良游。载言
载眺，以写我忧”( 《酬丁柴桑》) 写到诗人与丁柴
桑意气相投，曾经多次欢快地交游; “负杖肆游
从，淹留忘宵晨”( 《与殷晋安别》写诗人与殷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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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虽相识不久，但拄着拐杖纵情交游。诗人时而
与友人出游，时而自己独游。诗人游山涉水，将
从山川河泽中得到的美的感受付之于诗歌之中。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

阳修《醉翁亭记》) 陶渊明嗜酒，众所周知。他把
酒述怀，借景送酒，景中含情。“感物愿及时，每
恨靡所挥”( 《和胡西曹示故贼曹》) ，诗人对万物
的情状盛衰都很敏感，他借酒行乐，借酒消愁，饮
酒对于陶渊明已然成为了一种人生的境界。
《时运》其二写到诗人站在湖岸看美丽的景色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内心欣然，于是“挥兹一
觞，陶然自乐”，尽享人生快乐; “秋菊有佳色，裛
露掇其英”，诗人将黄花泛之于酒中而饮之，而
“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而“啸傲东轩下，聊
得复此生”。《归去来兮辞》是诗人对自然的回
归，他刚一到家，就“有酒盈樽”，诗人“眄庭柯以
怡颜”的同时“引壶觞以自酌”，自然之景伴着美
酒，快乐之情溢于言表。

2、寓于山水的性格之美
陶渊明诗歌中，山水描写所构成的画面不仅

是他生活或是向往的外在环境，更是他超尘脱俗
的人格象征与回归自然的艺术观照。他希望返
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
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株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
地生存者。［12］山川、草木、蔓草、园木、凉风、游
鱼、飞鸟、青松、秋菊、幽兰等风物都成了陶渊明
诗歌中表现自我性格的原型意象。

陶渊明总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品味出另一
番脱俗真趣。他意识到躬耕于垄亩，必然有“晨
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
获早稻》) 的种种辛苦，但他更加留情于原野上
随风起舞的秧苗，“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时
运》其一) ，并从中体味到春天活泼的形象; 他不
介意茅屋的简陋，“弊庐何必广，取足避床席”
( 《移居》其一) ，单单是树木绕屋扶疏的茂盛和
鸟儿栖于浓荫之中都使他感到自然的乐趣，“孟
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读山海经》其一) 。诗
人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归园田居》其
一) 的家中过着任真自得、怡然自乐的生活。

诗人与山水朝夕相处，山水已融为诗人生活
的一部分，诗人在诗歌中写幽兰、写秋菊、写寒
松，这些景物也是诗人人格理想的外化。诗人写
幽兰:“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清风脱然至，
见别萧艾中”( 《饮酒》其十七) ，以幽兰自喻，以
萧艾喻世俗，表现自己不慕荣华，不贪富贵，不恋
官位的清高芳洁品性。诗人写秋菊。他的《饮
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将菊篱山
景与悠然自得的情意交融一体，菊花在这里成为

恬淡悠闲的田园生活的象征; 诗人写青松: “陵
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
杰”( 《和郭主簿》其二) ，这两句写冠岩之松、耀
林之菊，明显是人格化了的，是对松菊高洁卓尔
不群的赞扬，是诗人厉志明洁的象征。在诗人的
诗歌里，譬如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
坚强的物象就是诗人自身人格的象征，陶渊明从
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增添了极大的信心，汲取
了许多力量。

3、托于山水的生命之归
陶渊明汲取庄子“其死若生”的观点，他在

多首诗文中论述“死生”这个大问题。研讨陶渊
明生死观的文章已经数量可观，但从不同的角度
又有多种分析方法。本文这里主要从山水的角
度，来讨论陶渊明对待死生的态度问题。

陶渊明认识到陶渊明认识到生之可贵，其诗
文中借助山水描写，多发逝川之叹: “壑舟无须
臾，引我不得住”( 《杂诗》其九) ，“一生复能几，
倏如流电惊”( 《饮酒》其三) “盛年不重来，一日
难再晨”( 《杂诗》其一) 。他倡导置身山水，及时
行乐。《游斜川》一首，诗人这样写道斜川之美: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
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诗人赞
美斜川一带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风物之美、
人情之美、生活之美的无限热爱，流露出“且极
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的情绪; 又《饮酒》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忧物，远我
遗世情”秋菊盛开之时，那是极美丽的景色，此
为陶渊明之最爱。面对这秋菊的美丽，他泛黄花
于酒中，“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诗人完全沉
醉其中，忘却了尘世，摆脱了忧愁，大有啸傲人生
之味道。

陶渊明的诗歌中不乏将死生与自然界的万
事万物联系起来，很坦然地论述死生之必然，虽
然面对死亡他表现出忧惧，但更多的是表现出理
性的思考和豁达的态度。“死去何所知，称心固
为好”( 饮酒》其十一) 是对生死的旷达;“忘怀得
失，以此自终”( 《五柳先生传》) ，“形迹凭化往，

灵府独长闲”(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是对人生
的豁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
尽，无复独多虑。”( 《神释》) 是诗人任真超脱的
品质;“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拟挽歌辞》
其三) ，诗人认为死没有什么好怕的，只是将人
的肉体永久地寄托于山川之中了，人死便是对自
然的回归，显出诗人对生命的领悟与对生死的洒
脱。

四、陶、谢之相同点略谈
不比较无以见真知，要想完全了解陶渊明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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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品中山水情怀的全部意蕴，与同时代山水诗
人谢灵运的比较就不可或缺。他们一个被誉为
“山水诗鼻祖”，一个被称作“田园诗之宗”，然过
去的研究者为传统观点限制，总是将二人对立起
来，对其相同处着墨不多，实际陶谢的诗歌在
“异”中有很大的“同”存在。本文认为陶渊明与
谢灵运诗歌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大，这也是本
文研究的价值之一。

其一，从山水情怀形成原因的角度，谢灵运
和陶渊明处在当时那个黑暗无奈的社会，他们深
刻地知道，如若不排除对功名利禄的诱惑，是得
不到内心真正的和平与安宁的。他们的心中一
直被两个矛盾的自己所困扰着，一方面，二者皆
向往老庄那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游
览山水的同时得到自身心灵的释放; 另一方面，
他们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又钦羡功名地位的显
赫。在仕隐经历方面，陶谢二人皆属于仕途坎坷
一类。谢灵运的“负心二十载，于今相废迎”
( 《初去郡》) 与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
年”( 《归园田居》其一) 颇有类似。如此经历是
他们诗歌创作生涯中的大幸，也是中国古代文坛
的大幸。

其二，在描写山水诗歌的内容方面，二者的
诗歌在内容上有着相似之处。清华大学的孙明
君先生在《谢灵运的庄园山水诗》一文里将谢灵
运的山水诗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种
类型，是把谢灵运的诗歌中远离庄园而在行旅途
中或者仕宦之地的划为远游山水诗一类;将其诗
歌中描写庄园区域内的自然风光和园林景物的
描绘归为庄园山水诗一类。［13］我们翻阅陶集，诗
中的内容也有对自己所居之地山水的描绘，亦有
自己在或出游或行役途中对山水的描绘。有细
微差别是，与谢灵运的庄园山水相较，陶渊明的
小庄园似乎就没有那么豪华气派了，只有草屋、
榆柳等等一些最朴素平常之景，但二者都属于自
己故园的景物;谢灵运的诗作中多的是他跋山涉
水遍览山水之作，而陶渊明诗中也有作者写自己
在近处游玩的诗，亦有写到自己行役途中的诗。

其三，就描山摹水的结构框架而言，谢灵运
的诗歌基本属于开始部分写观景，最后写议论进
行抒情，最后达到情与景的圆融的结构。如他的
《登江中孤屿》，基本属于这种“先景后情”的结
构，先是写探寻美景的急切心情，以及对所见景
物的描绘。最后结尾的六句，主要是作者通过感
叹和联想，寄托了诗人孤高傲世的性格。陶渊明

的诗歌中，也不乏这种结构，如《和郭主簿》其
二，开始对景色的描写很典型，“陵岑耸逸峰，遥
瞻皆奇绝。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尔后通
过对这些景物的描绘，勾起了作者对“幽人”隐
逸的向往内心的壮志未酬、愤懑不平可见一斑，
寄寓了作者强烈的主体情感。又如《游斜川》一
首，先是交代了诗人出游的缘由以及所见的景
物，最后抒发了作者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赞
叹足见其意适情遥。陶诗和谢诗虽都有先景后
情的模式，而情与景之间却圆融无碍。

结语
总而言之，从陶渊明的山水情怀形成的原

因，其诗歌中山姿水态的画面展现，诗人对山水
情态的透彻领悟，以及与山水诗人谢灵运的诗歌
相比较这四个方面的讨论，足以可见诗人的山水
性格和寄托于山水之中的情思。诗人忠于自己
的情感，将内心的喜悦与忧愁都与天地山川共
享，他的诗集之中遍是山水之音，山水之中满是
哀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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