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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田园诗中体现的隐逸思想

刘 功 珍

(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文人中著名的隐士，他的隐逸思想在当时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中是一个另类，也

正因为这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才被后世所赞扬。他的隐逸思想大多

体现在其田园诗中。在陶渊明的作品中，田园诗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他的田园诗文风平淡、清新、自

然，揭露了当时污浊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对世俗社会的不满与无奈，同时体现了他对淳朴的自然生活

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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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作品中以诗歌居多，而诗歌中占比例最

大的是田园诗。陶渊明田园诗歌创作与他的人生经

历和生活状况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他年轻时的经

历和家庭的变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思想。在

经历了几次入世与出世的挣扎之后，他开始对现实绝

望，开始厌倦、抵抗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陶渊明的

隐逸思想在他的田园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在他的田

园诗中我们既能够读出他对现实的无奈，又能感到他

对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热爱，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一颗孤独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心。

一、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由来
( 一) 陶渊明所处的社会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

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

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魏晋时期，门阀

制度当道，社会等级森严，经济衰败不堪，政权更迭频

繁，国家兵荒马乱，内忧外患，百姓苦不堪言，人们生

活暗无天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许多下层阶级出

身卑微的文人志士根本没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政权管

理层面，找不到为国效力的出路。在这种极端压抑的

环境下，许多怀才不遇的有志之人无奈选择归隐，做

一名隐士，他们在隐居的同时做了大量山水田园诗歌

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郁闷心情。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魏晋的这种动荡混乱的社会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文化的活跃与发展。由于战乱频繁，事故

多发，统治者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军事上，而对思想

放松了控制，于是一些儒家思想以外的其他学说得到

了广泛的发展，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局面就是在这个时

期形成的。这个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在中国文学史上

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文人墨客，如谢灵运、竹林七贤、

建安七子等，当然还有伟大的隐逸田园诗人———陶渊

明。

( 二) 陶渊明的家庭背景

陶渊明出生于高官之家，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将

领。陶侃在平定王敦、苏峻之乱时，靠军功取得晋朝

的高官，并被封为长沙郡公。陶侃的晚年可以说是位

极人臣，他在晋朝自始至终得到褒宠［2］。陶渊明的

祖父陶茂曾经担任过武昌郡的地方官，但陶渊明的父

亲可能没有做过什么值得夸耀的官职，陶渊明只是称

赞他的父亲很恬淡，很虚静，很少表达大喜大怒这样

激烈的情感，这种性格多少对陶渊明会有一些影

响［3］。陶渊明的母亲对陶渊明的气质性格、人生态

度的影响似乎更加直接与重要。陶渊明出生的时候，

他的家庭已经开始由富足走向衰落，在他 8 岁的时

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一直与母亲孟夫人、妹妹三

人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苦，总是为了生计发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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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少年时家里很贫困: “弱年逢家乏”( 《有会而

作》) 。尽管“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但是为了全家人

的生存，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他不得不放下自己的

自尊与清高，踏上了仕途。在东晋孝武帝十八年癸

巳，担任州祭酒，但又因“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

但是迫于现实与生存的压力，陶渊明不得不“心为形

役”，再一次返回官场。此后还担任过镇军参军、建

威参军、彭泽县令等。但是陶渊明在仕途上并不顺

利，总是与世俗格格不入的他几次往返于出世与入世

之间，每一次都是迫于无奈但又抱着希望踏进官场，

每一次又带着深深的失落与无奈而离开。终于有一

天，他决定不再委屈自己，选择归隐田园，转身离开，

从此留给世人一个孤独的背影。

二、隐逸思想在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体现
( 一) 对污浊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陶渊明 13 年的官场生活在辞去彭泽县令后正式

结束。13 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也许不算长，但是对

于陶渊明来说却是那么的漫长。在这 13 年里，他想

做的其实有很多，他也尝试了很多。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

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

讵可待。( 《读山海经》)

这首诗歌颂了精卫不屈不挠、刚毅执着的精神，

尽管机会渺茫但是仍然怀有雄心壮志，不存忧虑，毫

无悔意。陶渊明通过颂扬精卫义无反顾的精神和百

折不挠、锲而不舍的意志品质，寄托了自己的悲愤和

郁郁不得志的情怀，同时也表明了诗人志向远大，不

轻易放弃的决心。他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改变那种黑

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他想救黎明百姓于水火之中，他

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次次地尝试但是又一次次

地失望。年少时的鸿鹄之志最终没能打败现实，在黑

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磨平了棱角。“日月掷人去，有

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之二) ，

表明他也有对仕途不顺、报国无门的焦虑，尽管他自

己说是因为养家糊口的压力才走上仕途，但是我们能

够看出他的初衷并非仅仅只是为了生存，只是因为经

历了仕途不顺的挫折之后，他才选择归隐田园，并不

是天生的隐士，生来就对社会绝望。陶渊明在《杂诗

十二首》之四中写道“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由

此可见年轻时的他有着伟大的雄心壮志和为了实现

心中的理想奋力拼搏的勇气和决心，但是辞官之后的

他却将自己的官场生活看作是“误落尘网中”，说明

了他对黑暗的官场的彻底绝望和憎恶，与统治阶层彻

底决裂。

这种无奈在散文作品《桃花源记》中也有体现，

“桃花源”这个乌托邦社会本身就是对当时晋代社会

的讽刺和彻底否定，陶渊明是通过描写理想中的美好

来否定现实中的黑暗。人们之所以渴望“桃花源”似

的生活是因为现实生活太过残酷和丑陋，这从侧面反

映了生活在当时的人们受到的黑暗统治下的压迫，同

时表达了陶渊明对当时污浊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 二) 表达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

陶渊明的隐逸既是对当时黑暗统治的不满，也是

对自己仕途无望而做出的无奈的选择。他隐逸的背

后，隐藏着某些出世的成分。他的隐逸是在自己积极

进取、努力奋斗没有成功，理想抱负实现无望之后的

无奈之举，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归隐。陶渊明的归隐

不同于其他的隐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隐逸不

是一种退出，而是一种转变。陶渊明仅仅是换另一种

方式去关心国家社稷，去关注黎民苍生的生存状况。

也许他的关注不能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起到太大作用，

但是足以表达他对百姓的关心和担忧。鲁迅曾经这

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

伟大。［4］

并不是真的了无牵挂，而是因为这社会让他失望

所以选择离开，却又不是真的离开，即使人早已归隐

田园，但却依然心系百姓安危，以一个世外人的角度

观察着世间冷暖，那颗孤独的心，其实从没离开过。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觉得他伟大，才觉得他与

别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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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宅十馀亩，草屋八

九间。榆柳荫後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

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

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

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误落尘网”在官场挣扎，

诗人把上层社会斥为“羁鸟”“池鱼”，把辞官归隐说

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我们从中读出了一种

不幸和遗憾，也感受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鄙视与憎

恶。接下来的两句隐喻说明自己内心的挣扎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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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的八句描述田园生活幽静自然的环境，最后两句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直接体现出诗人对官场

的讨厌，他渴望突破社会的束缚，想自由自在的活着。

回归不但没有对仕途和官场的留恋，反而有一种迷途

知返和悔悟恨晚的意思，因为他对黑暗的世事早已经

忍无可忍，已经不想再在这潭浑水里趟下去了。这充

分体现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志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

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

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辞官归隐后过着自给自足、安贫乐贱的田

园生活。像所有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

喜怒哀乐由田里的庄稼决定。“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

不阿的节操，这样的思想感情和内容出现在中国文坛

上，是之前从来都没有过的，特别是在门阀制度和观

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有价值。

( 三) 对自然风光和田园生活的向往

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百姓安居乐业、

衣食无忧的理想社会; 陶渊明追求的人生是淡泊高

远，与世无争，能顺从自己内心而活的人生;陶渊明喜

欢的生活环境是恬静安宁、平淡和谐的自然风光。总
之，宁静淳朴的乡村生活和美丽淡然的自然风光是陶

渊明一直追求的，正是出于这种追求，他的大多数田

园诗呈现出一种冲淡平和、宁静悠远的风格。他对大

自然和田园生活的向往在很多田园诗中都有很深刻

的体现。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

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

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

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但愿常如

此，躬耕非所叹。( 《庚戌岁九月中获早稻》)

庚戌岁是陶渊明辞官归隐的第六年，无情的战乱

打破了他平静的田园生活，家乡因为战乱变得破败不

堪，农民的生活也被彻底搅乱。这一年的九月，陶渊

明终于从西边的田里收获了早稻，于是有感而发，作

了这首诗。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个扛着

锄头在田间辛勤劳作的农民形象，而不是餐风饮露的

神仙隐士，他真实地体会着常人的痛苦和艰辛，同时

也获得了自己辛苦劳作而应得的收获。这样的生活

虽然辛苦劳累，却顺应了自己的心，能够在自己喜爱

的田园里耕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首诗还体现

了与剥削阶级剥削观点截然不同的依靠劳动生活的

思想，而且表现了诗人不辞劳苦、坚持自己下地劳作

的勤恳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

使他的田园诗闪耀着进步的光辉。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

自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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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酒》)

人活在世上，真的能超脱现实，不受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做到心无旁骛，超凡脱俗吗? 或许陶渊明也

不知道，只是他真的做到了。他坚定地相信，真正的

隐居不是明哲保身，不是与世隔绝，更不是消极的逃

避，而是心灵的隐居。“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只要保持一颗宁静的心，

即使身居闹市，依然能够获得一份安宁。“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一直所向往的生活，因

为有了那种“心远地自偏”的精神境界，才能够悠闲

地在篱下采菊，一抬头不经意间看见了山，多么地怡

然自得，多么地超凡脱俗啊! 人生不就应该如此吗，

不被外界的环境扰乱自己的心，不为了世俗的名利纷

争而忧虑，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尽情地享受优美的

田园风光，只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忙碌，这样的生

活谁又不向往呢?

三、陶渊明隐逸思想对田园诗歌的影响
( 一) 隐逸思想对田园诗风格的影响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这种全新的题材，给当时沉

闷压抑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文风，在当时的

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谓“田园

诗”，简单地讲，就是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多以农村

景物和农民、牧人、渔父等的劳动为题材。诗人一般

通过描写田舍园林、自然风光和农耕生活来展现自己

隐居田园后自由、惬意的生活和宁静淡然的心境。

著名国学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

谈之关系》中总结了陶渊明在其所处时代独特的思

想观念———“新自然说”［5］: “…渊明生值其时，既不
尽同嵇康之自然，更有异何曾之名教，且不主名教自

然相同之说如山、王辈之所为。盖其己身之创解乃一

种新自然说，与嵇、阮之旧自然说殊异，为其仍是自

然，故消极不与新朝合作，虽篇篇有酒( 昭明太子《陶

渊明集序》语) ，而无沈湎任诞之行及服食求长生之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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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自然是异乎寻常的，他把“自然”提升

到一种更高级的境界，使诗歌创作与日常生活中的平

凡小事相结合，并且把田园诗发扬光大，对当时的文

坛产生了重大影响。陶渊明热爱自然，崇尚自然，他

对自然的爱已经融到了骨子里，大自然已经成为他生

命中的一部分，他将自然风光作为心灵的寄托，因此

他的作品也是恬淡自然的，连同他的性格和他的所作

所为都显得那么自然。其实，陶渊明的自然并非仅仅

指大自然，它还象征着自由自在，顺应内心的一种精

神境界。

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其清新平淡、闲静旷达的风

格，体现出诗人一种超越自我的人格追求。虽然他并

没有在人与自然之间达到物我两忘的自由境界，而是

在平淡自然中，隐藏着身处乱世中既无法施展才能、

为国消忧解难的无奈痛楚但又无法真正从内心放下

自己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对田

园诗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隐逸，所以能够享受

自然，过自己向往的田园生活，所以有了田园诗。

( 二) 隐逸思想对田园诗思想境界的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

宝，它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重要流派，在艺术

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开创的诗歌传统，被后代许

多诗人继承和发扬。如唐代的王维、孟浩然、韦应物、

柳宗元等人，都是陶渊明诗歌传统的继承者。陶渊明

田园诗旷达洒脱，清新自然的风格也影响了后代的很

多诗人，使得田园诗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

度。

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诗人一往情深地赞美依恋

田园，将满腔的情和爱倾注在田园上，他常用的田园

意象有日暮、飞鸟、草木、桑麻、庐舍、林竹等，这些田

园意象是他的精神寄托，营造出一种自然优美，舒适

安宁，旷达开阔，和谐自然的意境。诗歌描写了诗人

归隐田园之后的生活和感受，抒发了作者辞官归隐后

的愉悦心情和乡居乐趣，从而表达了他对田园生活和

自然风光的热爱，同时又隐含了对官场黑暗腐败的生

活的厌恶之感，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保

持优秀的道德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而甘愿受苦受

累，即使自己身体再疲惫，只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就是

值得的。

陶渊明的隐逸思想和对田园风光的热爱清晰明

了地表现在田园诗中，并对田园诗的风格和思想境界

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平淡的描写中蕴含着陶渊明对

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热爱，表现出他美好的人格和

崇高的理想。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平淡自然、淳朴恬

静的艺术风格和热爱自然、热爱田园、宁静高洁的思

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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