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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陶渊明的“自然”思想
已贾秀秀［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昆明 650500］

摘 要：自老庄起，中国古代文人就没有停止过对“自然”的思考，对“自然”的推崇更是此起彼伏，陶渊明可谓是“崇尚

自然”的典范。其“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陶渊明的

“自然”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状态和人生价值观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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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者，是“狂歌五柳前”的五柳先生，更是魏晋时期回归自然的智者，他就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他远离了官场政治，选择了乡村田园，在自然田园中寻找心灵的栖息地，创作

了大量的田园诗歌。其个人人格、生活方式及诗歌的艺术风格都值得后人学习。本文试从以下几个角度来对陶渊

明的“自然”思想进行分析。

一、陶渊明诗歌创作中“自然”思想的体现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的思想核心，其诗歌创作中也无不体现着这一思想特征，因而他的诗篇散发着清新自然、

质朴可爱和纯真隽永的艺术魅力。陶诗之美在于自然，这同他的思想、生活态度及为人完全吻合。“诗不存祈誉之

心，生活中有了感触就诉诸笔墨，既无矫情，也不矫饰，一切如实说来真率而又自然。”譹訛魏晋时期盛行的是清水出
芙蓉的自然美，而陶渊明将这种“自然美”推向了一个高峰。陶渊明的诗歌与生活融为一体，他并没有刻意去创

作，而是将生活中的所见所想用诗的形式表达了出来，完成了他内心的释然。所以他的诗歌是个人情感的自然流

露，毫无矫揉造作或华丽奢靡之态，读起来沁人心脾，我们仿佛也被带入了那种“自然”的精神世界。这就是陶氏

诗歌感染着万千读者，并被后代人不断争相学习和模仿的原因所在。陶渊明现存全部诗歌大约一百二十余首，其

中三十首左右的田园诗是陶诗的精华所在，前人评价这些作品，常常冠之以“平淡”“自然”等褒扬之词，例如宋人

杨时认为：“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一》），明胡应麟称其诗为“开千古

平流之宗”（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清人沈德潜也说“陶诗合下自然，不可及处，在真在厚”（沈德潜《古诗源》），

他们都指出了陶渊明田园诗平淡冲和、自然淳厚的审美特色。钟嵘《诗品》说陶诗“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

旷而且真”，黄庭坚说陶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朱惠说“渊明诗所以为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这些话

正道出了陶诗的风格特点。下面试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陶渊明诗歌中的“自然美”。

1.诗歌语言方面

陶渊明诗歌语言天然质朴、精炼传神、节奏自然，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我们在其诗中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

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他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地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

艺术效果。此外，他还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蕴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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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秋菊有佳色”“悲风爱静夜”“春秋多佳日”

“今日天气佳”“日暮天无云”，全都明白如话，好像绘画中的白描，有一种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然而，如果仅仅是朴

素平淡，也不会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陶诗的好处就是朴素中见豪华，平淡中有瑰奇。正如前人所说：“外枯而中膏，

似澹而实美。”陶诗完美地实现了朴素与豪华、平淡与瑰奇这些对立的审美范畴的统一，达到了自然化的境地，陶

诗独特的艺术成就即在于此。又如在《归园田居》（其一）中，前八句显示出了诗人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归田后的

无比愉悦之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墟烟、狗吠、鸡鸣，所见所闻都充满了田园生活气息，这一切经过陶渊明之笔

都变得诗意盎然了。正如元好问所说：“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2.诗歌意象方面

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自然景物，其中有一些便成为独特的自然意象，如草木、山川、鸟、

孤云、青松、秋菊等等，蕴含着诗人鲜明的人格特征，传达着诗人的自由思想。苏轼评陶诗说：“意不在诗,诗以寄其

意耳。”即使不通读全篇，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独特的意象来感受诗人的精神指向。而在这些意象中，鸟、酒、菊出

现得最为频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鸟儿自由地飞翔，与采菊东篱下的诗人交

146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相呼应，组成了一幅惬意自在的画面。《咏贫士》（其

一）：“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

来归。”其中的孤鸟形象不正是诗人挣脱世俗的束缚

而选择田园生活的生动写照吗？除此之外，酒在陶渊

明诗歌中随处可见，是其诗歌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如

《饮酒》《述酒》《止酒》等等。在萧统所著《陶渊明传》

中，关于陶渊明嗜酒的描写就占了大半篇幅，从中可

以感受到他简单生活中的各种情趣以及洒脱自在的

性情。在恬静的田园中，因为有酒的相伴，才使陶渊明

的生活充满乐趣。菊花是刚正不阿、清廉高洁的象征，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衔

觞念幽人，千载抚尔诀。检素不获展，厌厌竟良月”“秋菊

有佳色， 露掇其英”等，都是对菊的描写和赞美。陶渊

明在这里不单纯是咏物，而是为了寄托情志，自己像菊

花一样拥有不同流合污、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

3.诗歌内容方面

在个性张扬、重视自我的大背景下，陶渊明的诗歌

更显露出率真自然、随性洒脱的自然诗风。他热爱祖国

的大好河山，更爱那可以摆脱功名利禄的束缚，使身心

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农村田园。于是，他义无反顾地投进

大自然的怀抱，辛勤躬耕，过起了怡然自得、简素淡雅

的乡村生活。他所创作的田园诗篇无不以自己的亲身

体验为素材，诗歌散发着质朴天然、纯真浓厚的生活气

息。村舍、茅屋、墟烟、荒草、狗吠和鸡鸣，这些在寻常人

眼里再普通不过的物象，一经陶渊明之手，就变得新鲜

可爱、生动无比了。例如《归园田居》（其三）：“种豆南山

下，草盛豆苗稀。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

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死愿无违。”南山下种

的豆苗已被杂草掩埋，而显得稀少，早上打理杂草，晚

上带着锄头伴着月光而归。狭窄道路上的露水打湿了

我的衣服，衣服湿了没什么要紧，关键是不要违背自己

的意愿。诗人描绘的田园风光是那么自然，那么真实，

那么可爱。又如《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

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

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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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官场在诗人眼里是

“尘网”和“樊笼”，只有返回自在的田园，才能获得人生

的自由，才能得到精神的解脱。所以，农村生活的恬静，

桃李榆柳环绕的屋舍，深巷中的狗吠鸡鸣，这一切都使

诗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在这里，诗人得到了精神的

超脱和自由。

二、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1.思想方面的影响

陶渊明的“自然”思想不仅表现为他对大自然的热

爱和推崇，还表现在他自然率真的诗意的生活状态，更

表现在他对人生价值的独特取向上。钟嵘在《诗品》中

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之宗”。陶渊明在看到官场政治

的虚伪和黑暗后，毅然决绝地选择了离开，投入到他所

向往的田园生活，回归到最自然的精神世界，使自我得

到解脱，使心灵得到自由。他又将这种崇尚自然的思想

传递下去，使后世那些厌倦了官场政治或怀才不遇、仕

途失意的士人获得了精神的归宿。陶渊明之所以达到

了真正的自然，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没有争胜的

心态，他的隐逸、他的诗文写作都是如此，“他很少有功

利的欲望，他写诗文不求闻达，无争胜之心和趋俗之

虑，他的大部分诗歌，在创作时是为了自己愉悦。”譺訛

2.诗歌方面的影响

陶渊明的自然思想又融入到了他的诗文中，以自

然为本的诗风使他的诗歌散发出清新自然、质朴率真

的气息，由此形成了新的诗派———田园诗派。其独特

的诗风对后世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如谢灵运

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就是他刻意模仿陶渊明

诗歌的杰作，再如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维

和孟浩然，也都深受陶渊明的影响。后代文人多推崇

陶渊明的诗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元好问在《继愚轩

和党承旨雪诗》里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

对雕饰，真赝殊相悬。”苏轼也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

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陆游说：“我诗慕渊明，恨不

造其微。”

陶渊明的自然、质朴和纯真所带来的艺术魅力，绝

非那些“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作品所能比

拟。不论他的自然思想，还是自然诗风，都是我国文化长

河中的耀眼明珠。

譹訛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71页。

譺訛 张可礼：《东晋文艺在当时的传播》，《山东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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