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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山海经》是陶渊明创作的组诗，

共十三首。 据龚斌《陶渊明集校笺》注：

“《山海经》共十八卷，载海内外绝域山川

人物之异，保存了许多古代神话，作者已

无从确证。 晋郭璞曾为该书做注并题图

赞，陶渊明读的《山海经》就是这种有图

赞的《山海经》。 诗中《周王传》指《穆天子

传》，记周穆王驾八骏游行四海，多为神

话传说。 ”由于《读山海经》（其一）与《归

园田居》“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的生

活环境相近，“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和《和郭主簿》的生活条件相似，“众鸟欣

有托 ，吾亦爱吾庐 ”与 《归鸟 》的心情相

似，可见，《读山海经》应为诗人隐居之初

所创作的。 组诗的第一首写幽居读书之

乐，颇能体现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极诣。

本诗共十六句，结构较为松散，大体四句

可作为一解。

诗歌前四句先从读两书时节及所居

环境写起。 时节是“孟夏”，即初夏，这正

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 此时天气并不炎

热， 春花虽然落了， 但是树叶却长得繁

茂。 “扶疏”即树叶纷披貌，这树叶遮蔽着

诗人的居所，既清凉有幽静。 离开了政治

漩涡的诗人，于无喧嚣的居所内，内心想

必一片安然。 “众鸟欣有托”是赋象，而联

系下文“吾亦爱吾庐”，又是兴象。 作者在

《与子俨等疏》中曾说： “见树木交荫，时

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 ”写诗时，作者显

然也是在众鸟的啁啾声中感受到他们栖

托有所的欢欣， 树上的鸟儿为有所托而

欢欣，树下的“吾庐”内的作者也为自己

有所托而欢欣。 刘履《选诗补注》里评此

句“隐然有万物各得其所之妙”。

良辰，美景，有庐 ，有书，且是“既耕”

“已种”的春耕结束之后，此时只需偶尔

的维护， 再要农忙， 恐怕要到等到秋收

了，因而初夏是一段较为清闲的时光，诗

人自可开卷畅读了。 清闲的同时，心中又

是踏实的———身心安顿， 无须为衣食而

忧，可见此时作者的心情是逍遥美妙的。

而“吾庐”、“我书”，两用第一人称词组，

增加了对庐和书的无限深情，“读” 字有

力地扣了题。 “穷巷”两句，是说自己居住

偏僻的小巷，远隔尘嚣。 “深辙”指代大

车，因为只有大车才能压出深辙。 而大车

一般又是达官贵人的高车驷马， 作者表

面似乎在说自己所住的陋巷大车是进不

来的， 所以即使过去在官场中的故人来

到他这里，也会回去的，实际在表达他和

过去那些追名逐利的官员已经没有往

来，隐含有对世俗坚决的否定和拒绝。 可

见， 作者这就有了读书所需的静境———

既是自然环境， 又有他自己创造的社会

交往环境，周遭没有车马的喧嚣，也没有

名利的困扰，自可悠哉读书。 当然，作者

虽然隐居起来， 但是没有脱离正常的人

际交往，他和普通的农民、知己还是有着

频繁的来往的， 这可以从作者的其他田

园诗中获得印证，此处不再赘述。

接下来的四句稍有争议。 有学者认

为这是在叙述作者与知己共读共饮的情

形，笔者以为从全诗来看并读不出该意，

而是诗人自斟自饮自读书之乐。 陶渊明

“性嗜酒”（《五柳先生传》）， 如今良辰美

景，有书相伴，又逢农村冬季时酿的酒，

经春始成，初夏时节正好开坛取饮。 四月

正是蔬菜生长的旺季， 从地中摘菜蔬以

佐酒，是何等惬意的事？ “微雨从东来，好

风与之俱”乃即景佳句，“微雨”“好风”的

“好”“微”二字互文，即所谓和风细雨。 风

好（夏天的“好风”，应为凉爽的风吧、故

曰“好风”），雨也好，润衣不湿，且俱能助

酒兴。 在很容易形成偶句的地方，诗人偏

以散行写之，雨“从东来”、风“与之俱”，

适见神情萧散， 兴会绝佳，“不但兴会绝

佳，安顿尤好。 如系之‘吾亦爱吾庐’之

下，正作两分两搭，局量狭小，虽佳亦不

足存”（王夫之《古诗评选》），盖中幅垫以

写人事的六句，便见“尺幅平远，故托体

大”。 王夫之所见极是， 一般此类诗歌易

写成叙事———写景———抒情的结构 ，或

写成写景———叙事———抒情的结构。 如

将“微雨“二句放在“吾亦爱吾庐”后，则

前景后事，分作两搭，觉局量狭小；如此

景事相间，便见得尺幅平远，包容较大。

作者不刻意用对偶句，篇章（下转 43 页）

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赏析
梁丽丹

（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 150028）

［摘 要］《读山海经》是陶渊明归隐之初所创作的组诗。本诗为组诗的第一首，表现了诗人幽居读书之乐，兼反映了作

者的读书方法及态度。诗歌语言淡而远，自然而醇厚，颇能体现了陶渊明田园诗的极诣。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平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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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41 页）安排上也舒散自然，此种写

法， 颇能体现陶渊明诗歌创作的散文化

风格。

至此，这首诗用了四个第一人称。 第

四句 “吾亦爱吾庐”、第六句 “时还读我

书”、第十句 “摘我园中蔬”中的 “我”反

复使用，既强调的是自己，又强调自己的

独特性， 可见陶渊明是一个很自我的诗

人，即强烈肯定自己的诗人。

末四句复回到“时还读我书”，即“读

山海经”的题面上来。 “泛览周王传，流观

山海图”虽只点到为止，但是结合陶渊明

其他诗歌及古人乃至我们当代人读书的

情况，却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 读书有两

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头悬梁、锥

刺股”功利型的苦读，一种是审美式的乐

读。 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时已

有“乐读”的倾向，这从“游好”二字可以

会意。 他自己也曾总结自己的读书方法

为“好读书，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则欣然

忘食”。 而在归园田居后又大有发展，读

书面更为广泛， 这里便不是儒家经典著

作，而是《山海经》、《穆天子传》（周王传），
二者都属神话传说，是道家著作，有很强

的文艺性和可读性。 作者不是刻苦用功、

不是把读书当敲门砖，只是流观泛览，读

得那样开心，读得欣然忘食———“连饭都

不想吃”（贾宝玉读西厢语）， 从而有很多
的审美愉悦， 同时又有那样一个自己经

营的美妙的读书环境， 笼在夏日绿荫中

的庐室，清风从这里悠悠通过，小鸟在这

里营窠欢唱，当然宜于开卷，尚友古人。

他的读书又安排在农馀， 生活上已无后

顾之忧。 要是终日展卷，没有体力劳动相

调剂， 又总会有昏昏然看满页字作群蚁

排衙的时候。 而参加过劳动的感觉就是

不同，这时肢体稍觉疲劳，头脑却十分好

用，坐下来就是一种享受，何况手头还有

一两本毫不乏味、可以消夏的好书呢？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二句是

全诗的总结。 它直接地是承上泛览流观

奇书而来，古人所谓“宇宙”是时空双重

的概念 （《淮南子·齐俗》“往古来今谓之

宙，四方上下谓之宇”）俯仰五字之妙，首

先在于它道出了读《山海经》的感觉，虽

然足不出户，由于专注凝神，诗人顷刻之

间已随书中人物出入往古、周游世界，这

是何等快乐；其次，陶渊明泛神论的人生

观，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精神上自

能物我俱化、古今不分，此种境界只赖读

书以导入， 这是更深层的快乐。 从全诗

看，这两句所包含的快乐已不限于读书，

而已推广到人生之乐， 陶渊明是悟性极

高的人，他读书也是阅世，而人生也是一

本书。读书可乐，生活可乐。这种人生观，

是陶渊明皈依自然， 并从中得到慰藉和

启示， 树立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的缘

故。 因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完美地表现了

人与自然的和谐，胡适在 《白话文学史》

中写道： “陶渊明是自然主义哲学的绝

好代表者。 ”

全诗表现了诗人幽居读书之乐 ，兼

反映了作者的读书方法及态度。 诗歌语

言平淡，没有夸张的词语，没有刻意的对

偶句，篇章结构也很疏散，却也最能体现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最高境界———淡而

远，自然而醇厚。 《陶诗汇评》中评此诗：

“此篇是陶渊明偶有所得， 自然流出，作

为不见斧凿痕也。 大约诗之妙，以自然为

造极。 陶诗平近自然，而此首令人不可思

议，神妙极矣。 ”□
（编辑/刘佳）

果。
三、 现代科技的介入为文物保护提

供了更高的技术手段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材料、新工艺越

来越多地进入文物整形领域。 以前清洗
瓷片用草酸加高锰酸钾， 现在用上了超
声波清洗仪；上底色时用增压泵和喷枪，
比手工更加不着痕迹； 把定时烤箱的温
度控制到一定的温度， 树脂干燥的时间
就可以从 5 小时缩短为 20 分钟，南京博
物院文保所是全国文保资质门类最全的
机构之一，所长万琍说，修复文物的目的
是为了恢复器物的原貌，为其延年益寿，
更好地保存历史信息。 “文物修复就像给
重病老人做保健”，他说，“有的是材料老
化， 类似骨质疏松， 有的表面污损或风
化，类似皮肤病；有的出现破损和变形，
类似骨折；还有的文物出土时饱含水分，
需要脱水，类似吃多了消化不良；有些朽
坏的部件需要替换， 这就相当于做手术
了。 ”现代科技为文物保护提供了神兵利
器，例如用 X 光查看文物内部的伤情，用
制作口香糖的类固醇物质将木器里的水
分替换出来， 利用惰性气体氮气杀虫灭
菌等。 近现代纸张因为使用化学制浆，酸

性大， 民国时期的书籍已经像干面包一
样，一碰就掉渣，根本没法翻阅。 南博文
保所先后开发了航天材料派拉纶和新型
纳米涂液为纸张穿上隐形 “防护衣”，解
决了这个世界性难题。 这些科技手段的
介入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手
段。

目前文物保护工作最大的障碍是文
物执法力度的不足和政府资金投入力度
的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
市化进程加快，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经
济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部门文物
收藏单位管理制度不健全， 安全责任不
落实，馆藏文物档案不齐全；文物流通领
域管理依据不足， 文物经营缺乏有效监
管； 利用社会资金和市场机制进行文物
修缮的政策措施不到位， 尤其是管理部
门的一些有决定权的人缺乏对文物的发
自内心的热爱， 造成认知和重视度上的
不足，导致大量文物古迹、历史建筑缺乏
保养维护；造成专家和公众热情高涨，能
直接掌握文物命运者却因为各种原因不
那么重视的尴尬局面。

加强文物工作， 有利于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 增强民

族凝聚力。 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遗留下来
的众多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 是一部物
化了的中华民族发展史。 文物作为历史
的物质遗存， 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的
重要见证， 是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 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
神纽带。 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
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
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
大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在丰富多彩的历
史文物中得到了生动体现。 加强对文物
保护、利用和管理，对于传承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 发展当代中国的先进文
化，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
自尊心和自豪感，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
力和创造力， 对于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
化交流，扩大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都能
够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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