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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文学史上，农事诗最早出现于《诗经》，此后千余年罕见农事诗。很多文人受儒家“劳心者治人，劳力
者治于人”思想的影响，一般都鄙视农事及其劳动者。直至魏晋陶渊明，他歌咏农村的风貌，描写农民的艰苦生活，以自

我躬耕实践、情感体验表达了对农业的热爱与重视，其农事诗的历史地位备受重视。

［关键词］陶渊明；农事诗；躬耕；内容；贡献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８２３（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１９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４－１３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然而纵观我国诗歌
领域，反映农家生活的诗篇却很罕见，除《诗经》十一

首农事诗外，只有退隐后躬耕陇亩的陶渊明写下了许

多脍炙人口的农事诗。陶渊明以自身的行为去践行

自己的理想，是一个实实在在秉耒荷锄的农民诗人。

他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希望

实现“大济苍生”的抱负，无奈异常尖锐的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黑暗污浊的现实使

其崇高的理想难以实现，最后在老庄思想和隐逸之风

的影响下辞官归隐，躬耕陇亩。陶渊明取《诗经》之精

华，选日常生活之意象，用质朴自然的语言、平淡清纯

的风格，抒写了农村生活和自然情趣，谱写出农事诗

最辉煌的乐章。

一、农事诗的承继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古代先民们祭祀的目的

就是祈求农业丰收，以保社稷永存，他们以神圣的形

式、闵诚的态度表达了对农业的重视，因此，《诗经》首

唱农事歌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随着社会分工的产

生，封建社会建立了起来，农业虽受重视，重农贵粟也

被提倡，但专一描写农事的诗篇却少之又少。汉魏之

后，陶渊明重视农事并吟咏之：“哲人伊何，时为后稷。

……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劝农》）陶渊明认为农

业生产是世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并举出舜、禹躬耕的

例子，对他们的事迹加以歌颂。“民生在勤，勤则不

匮”，勤勤恳恳去劳动就会有收获，就能摆脱饥饿的窘

境。“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覆。”作

者又通过孔子批评樊须、董仲舒强调读书“三年不窥

园”的事迹，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对农业的重视。“人生

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

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诗人认为务农很重要，“遥

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稻》）远古沮溺隐耕的心怀

与诗人息息相通，不因时空而淡漠、消失，并希望自己

也能长此以往，亲身躬耕田园，感受稻之香、劳之乐。

“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亲自经营

农田，努力耕作，自给衣食，这种内心深处的愿望也就

不会破灭，自己的努力也就不会白费。诗人弃官归隐

以农业劳动为谋生手段，因此他心之所系、情之所牵

的都是农业劳动，农业于诗人不仅是生存之需，更是

精神依托。如果说《诗经》更多的是从国计的角度重

视农业的话，陶渊明则更多的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谈农

业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来说，国计与民生是一脉相通

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１］。

二、陶渊明农事诗的主要内容

黑暗污浊的官场使陶渊明济世的抱负破灭了，然

而清新自然、充满泥土香气的田园是迎接他的，诗人

如一个赤子展开双臂与丘山融为一体。在那里他尽

情地呼吸、生活，没有任何约束，身心倍感悠闲自在。

从黑暗的官场走向清新的农村，从理想与现实矛盾的

痛苦中走向安宁祥和的田园，作为一个秉耒荷锄的农

人，作为一个不受羁绊的诗人，陶渊明用自己的身心

体验、情感意绪歌颂了亲切可爱的农村生活、田园风

光。

（一）清新恬淡的农村风光

如果能以自己的性情去生活，而又不违反任何规

章制度，那么这样的生活是最惬意不过的了。“少无

世俗韵，性本爱丘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

然。”（《归园田居》其一）守拙与适俗，田园与尘网，两

相对比之下，诗人归田后感到无比愉悦。南野、草屋、

桃李、远村、近烟、鸡鸣、狗吠，眼之所见、耳之所闻无

不惬意，这一切经过诗人点化后都变得诗意盎然了。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狗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颠”，以动写静，简直达到了化境［２］。较之黑

暗污浊的官场，这是多么幽美宁静的一幅乡村图画，

而且更难得的是诗人拥有了宁静致远的心境。“结庐

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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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酒》其五）没有尔虞我诈的争斗，没有馋佞献媚

的丑态，没有任何世俗的干扰，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

生活吗？只要心远，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不会受世俗的

干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

相与还。”（《饮酒》其五）一抬头，心与南山悠然相融。

山气日夕，飞鸟归还，这一切都构成了无与伦比的美

景，其中蕴藏着人生的真谛。诗人与大自然相生共

语，心境恬淡和悦，身心舒畅自如，这便是他理想的家

园。“春秫做美酒，酒熟吾自酌。弱子戏我侧，学语未

成音。”在官场，整日都是勾心斗角，此波未平一波又

起，焦头烂额，耳提面命，何得诗人葛巾漉酒、亲自酿

制、弱子戏侧的天伦之乐呢？唯有在农村才有属于自

己的一片天空，才能保全自己的人格，发展自我的个

性，享受大自然的恩赐。

（二）赤诚淳朴的农业耕作

诗人既然选择了躬耕，因此只有热爱劳动才能体

会到其中的乐趣，也只有热爱劳动才能体会到作为一

个地道农人的得与失、辛酸与愉悦。“种豆南山下，草

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

居》其三）诗人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辛勤劳作于南山

下，再多的苦和累都不足畏惧，只希望自己的付出能

有回报，这和任何一个诚于务农的农人的理想是一致

的。“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长恐霜散至，零落同

草莽。”庄稼的生长不仅需要农人的付出，还得靠天，

霜散至就会颗粒无收，温饱都是问题。移居南亩，交

往的不再是豪门贵族，而是淳朴、热情的乡亲。“时复

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归园田居》其二）远离了险恶的政事，诗人可以随

心所欲地和乡亲聊天，不用伪装，不用奉承。“日入相

与归，壶浆劳近邻。常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傍晚时分，结伴而归，诗人

与乡亲们喝酒解乏，掩门长叹，无所拘束，乐在其中。

身边更有那些“素心人”，“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弃官归隐

并没有改变诗人谈史论文的爱好，与志同道合之人听

曲畅谈，欣赏奇文，一切都是那么率真、逍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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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居》其二）人生难得有知己，在朋友面前不必为

五斗米折腰，登楼赋诗，有酒盈樽，言笑无厌。通过劳

动，诗人与农民交往日深，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农

村给了陶渊明呼吸的空气，乡亲保全了他的人格，朋

友让他独一无二的个性有了充足的发展空间。

（三）艰难困苦的农村生活

归耕之初，“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童仆欢迎，稚

子候门。”（《归去来兮辞》）可见生活尚好，也因为刚

刚脱离官场的牢笼，诗人满怀欣喜写下了上面悠闲自

在的诗篇。然而后来遭遇了丧母、火灾、灾荒、战乱，

生活越来越艰难，诗人并没有因为这种种天灾人祸再

度出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

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他追慕古

圣贤之遗风，忧道不忧贫，坚持在农村劳动，抚慰受伤

的心灵，守着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久去山泽游，浪

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垄间，

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秫残朽株。借问采薪

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异

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

园田居》其四）“荒涂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和刘柴

桑》）战乱后破败不堪的农村，景象凄惨，不堪目睹。

除了战乱，还有天灾。“炎火屡焚如，螟蜮恣田中。”

（《怨诗楚调示庞主?邓治中》）旱灾使害虫更加肆无

忌惮。“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水灾导致收成剧

减。“良日长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早愿

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邓治中》）饥寒交迫，度

日如年，今夕盼着明朝，农民的贫穷疾苦可见一斑。

诗人对农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体会。“竟抢固穷节，

饥寒抢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

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十六）生活极端贫困，饥

寒交织，哪里是归宿，哪里有一片祥和的乐土呢？宗

白华先生说过：“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

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必然会有

无数的苦难。尤其是诗人，他们是社会最敏感的神

经，是社会苦痛最忠诚的承担者，一己之忧与天下之

忧都郁结心中［３］。陶渊明的生活尚且如此，农村普通

百姓的生活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枯瘦如柴，衣衫褴褛，

结伴而行，但他们能去哪儿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

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不就

是当时农村景况的真实写照吗？

三、陶渊明农事诗的贡献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犹如寂静天籁中一颗璀

璨的明星，他的名字家喻户晓，他的诗歌深入人心，而

最为后人称道的是诗人那充满泥土气息、鸟语花香的

田园诗。其田园诗除了描写自然风光外，对农事的描

写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和贡献，使我国远古农事诗歌

得以再现与继续，而且更具魅力。

首先，诗人将自己的情感意绪注入农事诗。无论

是古代的农事歌谣，还是大量以农事入诗的《诗经》，

都反映了大规模奴隶集体劳动的情景［４］，描写的或是

热闹的劳动场面，或是艰难的被奴役的人们的困苦心

声，没有个人的情感体验，从中我们看不到创作主体

及其意识。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中葛天氏

之民操牛尾，投足以歌的民谣，完全就是以观赏者、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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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者的角度来写的；《诗经·豳风·七月》中描写的是

农夫一年四季为剥削者辛勤劳动：耕种、养织、狩猎、

酿酒、造房，而自身却过着“穹窒熏鼠，塞向瑾户”、“无

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悲惨生活，没有人生自由，“女心

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悲惨命运。作者假托农夫之

口叙述的一个个劳动场景，也只是客观的叙述。再如

《诗经·周南·癗苡》中妇女采摘癗苡的活动场景，仅

仅用几个动词贯穿采摘的整个过程，反映的是她们在

劳动中的欢愉之情。按照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道德标准来评判，这首诗并非出自妇人之手，而且诗

人自己也没有出现。而陶渊明的农事诗歌不仅有创

作主体，而且情感意绪溢于言表。“时复墟曲中，披草

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邻曲时时来，抗

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一个“相”字，

一个“共”字便将诗人与邻里乡亲一起守拙田园的情

景再现了出来。诗人以自己长期的躬耕实践与情感

体验描绘了一幅幅陇亩之景，真切感人，更能吸引我

们吟咏传诵，实非以往农事诗能比。

其次，陶渊明不仅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而且赞美

劳动；不仅同农民来往，而且同他们建立了一定的感

情，这是他与同时代以及后来的田园诗人的不同之

处。文学史上将陶渊明和谢灵运并称为“陶谢”，但他

们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们都是生活在乱

世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政治上不得志而隐居田

园。然而谢灵运远离人民，而且蔑视劳动。“既笑沮

溺苦，又哂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稼岂云乐。”（《斋

中读书》）这种对人生持虚无主义而又轻视劳动的态

度与陶渊明“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

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

欺。”（《移居》）的态度，真是不可同日而语［５］！同是

以归隐田园为理想人生，陶渊明是用躬耕陇亩的行为

去实践，而王维、孟浩然等诗人则多是做精神的体验。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

扉。雉?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间语

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渭川田家》）

他们或布衣蓑笠，烟雨扁舟江上；或优游林泉，徜徉在

阡陌村边。他们就是这样伫足远望，对田园生活进行

旁观幽赏，即使这样，他们依然钟情于躬耕，钟情于劳

作，甚至在想象的田园生活中，他们同样也能感受到

那种自然闲适的生活情调，而且欲置身其中，乐而忘

返。所以，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类诗人也是田园的耕耘

者，但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田园最会意的欣赏

者，是理想的耕耘者，或者说是耕耘理想的精神体验

者［６］。唐代诗人储光羲和宋代诗人范成大在反映当

时农村生活现实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他们的诗

歌表现出的生活实感却不如陶诗，因为他们没有参加

农业劳动，所以他们对于田园生活的描写往往是站在

旁观者的立场。陶渊明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归田后

更以老农自诩，过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

耕生活，因而他的田园诗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生活

是他的创作源泉［７］。

陶渊明的农事诗不仅凝聚了《诗经》“劳者歌其

事”的真情实感，而且倾注了诗人对人生的一种独特

的审美情趣。陶渊明不仅同劳动人民有来往，而且还

同情劳动人民，其作品不仅反映了人民的爱与憎，还

描绘了人民的理想。随着对农村的了解逐渐增多，诗

人将自己的感情寓于日常生活景象中，情景交融，物

我合一，因而其诗显得十分自如、自然，且韵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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