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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是东晋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他创作的田园诗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瑰宝。而生活在南北宋之交的伟大词
人辛弃疾受其影响，也创作了大量的农村词。他们的作品中所表达的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和赞美之情具有极大的相
似性，不禁令人满生好奇。本文着重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与田园生活的融合程度等方面对照着来看两位伟大文人思
想主题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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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田园诗与辛弃疾农村词思想主题的异同
杨秋玲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创始人，现存诗歌 120多首，其中最富独
创性、影响最大的是反映乡村风光和农村生活的田园诗。而辛弃
疾是田园词的集大成者，将近 20多年的农村闲居生活，对农村
的情况、对农民生活都有较深刻的了解，这使得他的农村词的成
就能高出前人。在闲居信州上饶期间，他在创作中，经常提到一
位诗人———陶渊明。据袁行霈先生统计，《稼轩词编年笺注》存
626首词中吟咏陶渊明，提到陶渊明，明引暗用陶诗陶文者共 60
首，占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辛弃疾闲居期间对陶渊明的诗文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辛弃疾的农村词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的思想主题
会具有哪些异同呢？下面笔者将展开详细论述。

第一、陶渊明和辛弃疾都具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是前者为
“隐居”，后者为“闲居”，理想追求不同。

陶渊明生活的晋宋易代时期，群党纷争、仕途险乱。《杂诗》
其五中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见早年的陶渊明也渴望
建功立业，大济苍生。但到了晚年，《宋书·陶潜传》载：“郡遣督邮
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
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陶渊明不为世俗所困，坚定的归隐之
心可见。《归园田居》其一就描写了归隐后的生活。他重返大自然
的喜悦有如鸟儿冲出牢笼，全诗流露出一种心灵解放的舒畅，对
“田亩”、“草屋”、“榆柳”、“桃李”等田园事物充满了无比热爱之
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二句又凸显出总结三十年的仕途
之路，终归是个“误”字，表达了诗人对官场生活的厌恶。又如《饮
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表现诗人超脱的的心
境，忘情于自然。

而南北宋时期面临着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辛弃疾一心抱
着收复中原的决心，但偏安的南宋统治者昏庸无能，致使他罢官
闲居农村二十年之久。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的农村词，与词人此
时的心境有很大的关系。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
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全词围绕“愁”字展开，就道出了辛弃疾创作思想的变化过

程，由年轻时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到“欲说还休”的心境变化。可
见辛弃疾仍抱着抗金报国、收复失地的心愿，一有机会还是会出
仕。之后，辛弃疾虽被起用为浙江安抚史和镇江知府，但由于南
宋统治者昏庸腐朽，最终含恨而死。

以上，可以看出陶渊明和辛弃疾都在农村生活过很长时间，
但是前者为“隐居”，后者为“闲居”，源于社会背景的不同，也体
现了归隐与出仕的理想追求的不同。

第二、陶渊明和辛弃疾都描绘了农村的生活场景，但前者是
躬耕者，后者是旁观者，理想追求不同。

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和普通老百姓一样成为躬耕者，并且
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归园田居》（其三）就描绘了一个“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早出晚归辛勤的劳动者的形象，虽然
成绩不是很好“草盛豆苗稀”，但是满怀“但使愿无违”的农耕好
心情。《归园田居》（其二）更写出了他和老百姓有着共同的语
言———共话桑麻，关系融洽、亲热，不再是一位士大夫，完完全全
变身为农民身份。

辛弃疾也写了大量和老百姓在一起的佳作，也表现了对安
静祥和的百姓生活的热爱，但是在他的词中，我们只看到了旁观
者的辛弃疾。如《清平乐·村居》一词中就描绘了一家五口安居乐
业的画面，词人与词中的人物没有对话，只是站在旁边乐农家之
所乐。再如《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
声一片。”描绘了一幅丰收的喜乐图景，辛弃疾是作为一位观察
者看到农民大丰收发出的赞美之情，并没有参与到农民的播种
与收成的农耕中。由此可见，辛弃疾在农村生活的二十年里依然
过着士大夫的生活，与农民的生活的融合程度远低于陶渊明，而
仅停留在观看、交流层面，而未真正参与到农村生活中，这一切
都源于他仍抱着再次出仕，而不愿沦为一介早民的信念。

结语：陶渊明和辛弃疾两位伟大的文人都描绘了安乐祥和、
怡然自得的农村田园生活。但是同中有异，陶渊明在田园诗中表
达的是对归隐生活的喜爱之情，躬耕南阳，与老百姓建立了深厚
的友谊。而辛弃疾的农村词，一部分体现的是被迫闲居农村的失
意愁苦之情，另外一部分则以旁观者的身份赞叹安居乐业的农
村生活，而自己却依然不忘官职身份，与老百姓融合程度远低于
陶渊明。这一切的不同都体现了理想追求的不同，陶渊明坚持归
隐，而辛弃疾一心想抗金报国，坚持出仕。最终源于社会环境的
不同使然，陶渊明生活的是群党纷争时代，士人朝不保夕，陶渊
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隐实乃气节之人。但是辛弃疾则生活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代，统治者腐朽无能，具有爱国志气的辛弃
疾一定会坚持出仕，收复中原的，所以这也决定了辛弃疾与陶渊
明理想追求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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