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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诗风、两种人生向往的并美交辉
———曹操《短歌行·对酒》与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的两点比较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将《涉江采芙蓉》《短歌行·对酒》《归园田居》（其一）三首诗歌编排在一起，组成题为

《诗三首》的课文篇目。这个编排表面上看似很随意，因为《涉江采芙蓉》选自《古诗十九首》，《短歌行·对酒》是诗人

曹操极为有名的四言诗，《归园田居》（其一）则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诗作。三首诗歌，各有成就，但无论是思想感情

还是表达手法都不同，似乎并无联系。那教材的编者为何要将三首似乎并无联系的诗歌放在一起，组成一篇课文？

其实，仔细解读三首诗歌，不难发现，在看似并无联系的表象下，三首诗歌在内在上还是具有一定的关联，其中，以

《短歌行·对酒》与《归园田居》（其一）两首诗的联系最为特殊，也最为密切。教材的编者这看似随意的举动，绝非偶

然，而是大有深意。

《短歌行·对酒》是托物言志的名篇。诗人曹操托物言志，表达自己对贤才的渴求与建功立业的期望。清·张玉谷

评：“此叹流光易逝，欲得贤才以早建王业之诗。”清·陈沆评：“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现代学者，对

《短歌行·对酒》的解读虽有不同，但与张玉谷、陈沆看法相同的，不在少数。确实，作为诗人的曹操同时也是有名的

政治家、军事家。《短歌行·对酒》表达了诗人对贤才的渴求，而无论是求贤还是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感叹流光易

逝，其最终目的都是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故而，《短歌行·对酒》被看作以“求贤”之名，而欲早建王业之

诗，也比较合乎情理。同时，结合诗人作为三国时期统治者之一的身份，此诗政治意味之浓烈可想而知。《归园田居》

本为组诗，共五首，在文学史上也是有名的佳作。但与曹诗不同的是，这组诗是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品，而它的作者，

又是有名的隐者陶渊明，其风格不落俗套，清新自然。金·元好问曾评：“君看陶集中，饮酒与归田。此翁岂作诗，真

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腐殊相思。”其成就之高，亦可见一斑。两首成就都很高的诗作，首先在诗歌的风格上就

十分不同。《短歌行·对酒》为四言古诗，两字一顿，古朴凝重。《归园田居》（其一）为组诗中的第一首，充满田园气息，

风格清新自然。一个“凝重”，一个“清新”，两相比较，也是二者的第一个契合之处。翻开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

的教材，二者的排列状况可一目了然，《短歌行·对酒》在前，而《归园田居》（其一）在后，编者除了有对诗歌产生时间

先后的考虑，也许还联想到了诗歌风格。两首诗，一“凝重”一“清新”，并且是先“凝重”而后“清新”。这一重一清的对

比，十分强烈，即使是在课堂学习中教师并未点名，学生也不难通过自我的学习而产生比较，从而记忆深刻。且两首

诗不同的形式与风格，使二者在感情的强烈程度上也十分不同。《短歌行·对酒》为四言古诗，节奏单一，读之则铿锵

有力，透露着诗人的坚定意志和内外如一①。其感情强烈，荡气回肠。《归园田居》（其一）则不然。此诗本为田园诗作，

其情如月照人间，冲淡深邃。所以，孙绍振老师才说“陶渊明的诗，不太相同，好像没有什么激情似的”②。二诗，一感

情强烈，一却似乎没什么激情，再次形成强烈对比。化学关系中通常讲究“中和”，比如酸碱。那在语文教学的安排

中，编者有没有这一意图？应该也是有的。一首古朴凝重，感情强烈的四言诗和一首清新自然，冲淡深邃的五言诗，

除风格本身的不同之外，在比较的过程中，感情的强烈程度也能有所平和。编者匠心独运，从排列的先后之上，使二

诗形成对比。不仅使人对二诗之形式风格更加深刻，也在感情之上使之既相互凸显又相互中和。

《短歌行·对酒》借托物言志的手法表现诗人的求贤若渴与建功立业的渴求，单从诗歌本身也不难看出。诗人以

“忧”字为引，开篇以“朝露”为喻，叹“去日苦多”，又借《诗经》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之句，

劝勉贤才前来归附，表现自己对贤才的渴求。在诗歌的末尾，诗人化用《管子·形解》中“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

辞土，故能成其多；名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之句，同时借“周公吐哺”的典故，以高超的艺术表现手法蕴含深

摘 要：四言诗《短歌行·对酒》承袭《诗经》之形式与风格，两字一顿，古朴凝重。不仅是诗人曹操也是建安文学的代

表作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为五言古诗，风格清新自然，属田园诗派，与《短歌

行·对酒》无论在艺术手法还是在思想感情上都绝然不同。但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2）”却把《涉江采芙蓉》《短歌行·

对酒》《归园田居》（其一）三首诗歌编排在一起，组成题为《诗三首》的课文篇目。表面看似随意，其实绝非偶然。仔细比

较三首诗歌，其在内在上具有一定联系，其中以《短歌行·对酒》与《归园田居》（其一）的对比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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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升华意义，化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四句，以表现自己对贤才的渴望与建功立业

的决心。同时，表面上看《短歌行·对酒》只是对贤才的

劝勉，但结合封建时期的社会现实，不难看出，建功立

业也是贤才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主要路径。诗人不仅在

表达自己的理想，同时也是在劝勉贤才，不要虚度光

阴，而要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结合当下的现实社会，

《短歌行·对酒》还有劝勉他人珍惜时间，不耻下问，早

日实现自身理想的现实意义。读《短歌行·对酒》会觉得

“重”，其实并不完全是因为它的诗歌风格与感情浓烈，

还因为诗歌本身的思想。诗歌对贤才的明白无误的渴

求，符合儒家文化对封建帝王的基本要求，同时，诗人

对时间“去日苦多”的感叹与“建功立业”的希冀，也符

合封建时期大多数的追求与普遍人的价值观。而这一

贯穿全篇的思想，除了增强了《短歌行·对酒》感情的鲜

明与强烈，也增加了它的厚重，因为追求总是需要付出

努力，前途漫漫，任重道远，难免使人生出厚重之感。在

此一处，《归园田居》（其一）无疑再次与《短歌行·对酒》

达到了中和，竟至于完美契合的地步。

诗人陶渊明能名留文学史而占有重要一席，不仅

因为他的诗歌光照千秋，也在于他为人的高风亮节，有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佳话，有“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

期”的人生诉求。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也做了“守拙

归田园”的“归”由自述。他用“误落尘网”“羁鸟”“池鱼”

等字，极力表明自己的后悔。同时，以白描手法，描写乡

村中常见的“榆柳”“桃李”“桑树”“鸡狗”等常见之景，

自然贴切而清新有味，以此表明自己对田园风光的喜

爱，以衬托对官场的无限厌恶。陶渊明自辞去彭泽令之

后，终身不再出仕，终老田园。他用一生的归隐，抒写了

对田园的热爱，对官场的鄙夷，体现了“淡泊”“宁静”的

高远人生境界。曹操作为三国时期的统治者之一，招贤

纳士，渴望建功立业。而陶渊明本来在朝为官，却挂印

归去，不再出仕。他们一个求，一个走；一个追求功业，

一个却不求功业，只爱田园。两首诗的对比，自此已不

止是在诗歌风格上，也在诗歌思想上，其对比无比之鲜

明，甚至于截然相反。《短歌行·对酒》劝勉人们珍惜时

间，建功立业，《归园田居》（其一）就教人“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二者在思想上存在很深刻的

矛盾。这种矛盾，除了上述的“中和”作用外，联系社会

现实，也具有很明显的教育意义。中国的正统思想，是

儒家思想，曹操劝勉人们珍惜时间，建功立业基本符合

儒家思想的道义。人不只是个体的人，还是社会的人，

需要为社会做出贡献。那么珍惜时间，建功立业也就

无可非议。而陶渊明不慕名利，清净无为，跟随的是道

家思想，它崇尚自然，当然不会教人追名逐利，而是教

人回归自然。二者的契合点就在于，建功立业本无可非

议，但人生在建功立业之外，还可以有其他的人生追

求，那就是淡泊名利，回归自然。《归园田居》（其一）清

新自然，诗人描绘田园山水，崇尚无为，境界高远，在现

实社会中的需求是比较低的，自然显出“清”的特点来，

这与它的思想感情本身也分不开。将《短歌行·对酒》与

《归园田居》（其一）进行比较，二者在思想感情上，是两

种不同思想下的不同人生追求。它除了能够有效地告

诉高中学生，人生的追求是多样的，也能平衡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对“名利”的态度，具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与

人生述求。

《短歌行·对酒》与《归园田居》（其一），形式不同，风

格不同，感情的强烈程度与思想差异也十分巨大。但教

材的编者却有意将二者一前一后，编入同一课文篇目

中，不得不说大有深意。仔细品读两首诗歌，再结合各

自的诗歌风格与思想内容两相比较，各自的思想境界

都更加鲜明。而编者的如此安排，也更加有利于高中生

的比较学习。《短歌行·对酒》与《归园田居》（其一）看似

毫无联系，但感情一“浓烈”一“深邃”，风格一“重”一

“清”，其思想则是一求贤若渴，劝人建功立业，一主张回

归田园，传达出淡泊名利的高远人生境界，表面矛盾，实

质上却相互补充。至此，二诗也以冲淡平和的手段，达到

了完美契合的状态，不仅密切相连，且关系特殊。

譹訛 王富仁：《四言诗与短歌行》，《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

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01—117页。
譺訛 孙绍振：《没有外物负担又没有心灵负担的境界———读

陶渊明〈饮酒〉（其五）与〈归园田居〉（其一）》，《名作欣

赏》2010年第 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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