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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其人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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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市第十八中学 甘肃武威 733000）

摘 要：陶渊明是个实实在在的 " 酒诗人 "，这可从他很多作品中看出。但是就在酒的背后，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个现象，即被建立在现实基础上

的隐藏的一层 " 虚构 " 面纱的自我保护。陶渊明作品中的 " 虚构 " 不在少数，实质是为寻找现实世界的一个出口。这里主要对陶渊明其人其诗进行分

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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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末年，当时社会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他具有凌云

壮志，思想上任性不羁，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良好的文学素养。虽然做

过小官，但由于社会的混乱黑暗和放任不羁的性格，宏伟志向无法施展，

他最终决定放弃官位归于乡里，过自己理想中的隐居生活。受社会环境的

影响，他创作了《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人们安居乐业、幸

福自足的理想社会。这和当时的黑暗社会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其实质

是作者对现实世界不满的一种精神寄托，反映了民众对心中理想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这也是《桃花源记》流传千年的原因。尽管这是一种无法实现

的空想，但陶渊明毕竟给我们虚拟了一个“世外桃源”，可以让人们在精神

的世界里自由驰骋。

一尧陶渊明其人
陶渊明，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

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

庭，祖父陶茂，为官武昌太守。父亲陶敏也做过官，却不以出处为意。母亲

孟氏，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陶侃的外孙女。

二尧陶渊明诗作的语言特点
陶渊明的诗词在魏晋时期属于一种简介文采的重要体现。他的诗词

主要体现以人民群众及其生活为重要题材的创作意向，是充分接近群众

情感生活以及人生价值的重要体验，他的诗歌体现出劳苦大众的真实生

活场景，其诗歌语言也有着不同凡响的特点。

1.采用通俗语言

陶渊明的诗歌主要体现一种自然本色，最重要的是体现一种田野的

风格，极少出现富贵的情趣，往往是一些比较朴实而且常见的意象。比如

“草屋八九间”，“草盛豆苗稀”等，这些意象不但让人一看就能明了，而且

还给人一种极其鲜明的形象。这一特点在《归园田居》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只要把陶渊明的诗词和当时一些诗人的诗歌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同样是

描述一件事物，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极少出现华丽的辞藻，对事物渲染的一

些形容词语也是较少，主要是选择一些名词或者是动词，即便是运用一些

形容词也是简单的描述。他这样的语言更为重要的特点是能够把人民群

众的生活写进诗歌之中，使普通的日常劳作充满了诗情画意。比如：“榆柳

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等，这些诗句把良田、茅

屋等普通而又平常的意象赋予了美妙的意境，在平淡之中体现着美轮美

奂的感觉。

2.采用叠词的形式

在陶渊明的诗歌中还可以看到很多的叠词，主要是一些形容词的重

叠。比如在诗词中出现的“遥遥”、“荡荡”、“蔼蔼”等叠词，不仅表现出了景

物的特征，同时也表达出作者对人生充满艰辛的惆怅之情，而“蔼蔼”更是

在表现树木本身情况的前提下又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心情。

三尧陶渊明诗歌的主题
1.田园生活新主题

从最早《诗经》中以山水田园景物为起兴的诗作，到对山水田园景象

铺陈描述的汉赋，山水田园风光一直作为诗歌中景物陪衬性的形式出现，

直到玄风盛行，山水田园成为人们观赏游玩的必然之地，吟唱山水田园的

诗作也开始出现，可始终还是借山水抒发一种玄思妙理。直到陶渊明田园

诗的真正出现，田园风物才真正成为诗之主体，而陶渊明得以开创田园

诗，与他“处”之生存状态有着很大关系。

田园是陶渊明在出处仿徨中寻求到的理想之境。陶渊明怀着儒家济

世之志踏入仕途，可在他满怀热情投身政治之时却发现了政治上的诸多

不如意及不顺心，于是在这种矛盾心境之下，出仕前的隐居生活成为自己

追思的对象，美丽的田园对他产生了无穷的吸引力。“目倦川途异，心念山

泽居”（《始作镇军将军经曲阿作二首》其一），而这样的心情在几次出仕之

后就更为强烈，终于在《归去来兮辞》中彻底宣唱出来。田园这一理想境界

的寻得，使陶渊明诗中有诸多关于田园生活的述说，这正是“处”之状态对

陶诗创作主题的影响。《归园田居》五首中所描述的这种真实的耕稼生活，

使陶渊明避开了充满杀戮、劫夺和荒淫无耻的上层社会，获得了一种心理

的宁静安适。

2.雅俗之间任自然

陶渊明不止是伟大的诗人，更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体味到人生的无

常，感受到人生的苍凉，但却没有一味的去悲苦，而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

去加以消释，那就是美酒和亲情之乐。若读书为雅，酒和亲情为俗，那么陶

渊明就是在雅俗之间优游的快乐之人。清人伍涵芬说:“陶元亮《归去来兮

辞》，一种旷情逸致令人反复吟咏，翩然欲仙。然尤妙于‘息交绝游’一句下

即接云:‘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若无此两句，不将疑是孤僻一流，

同于槁木乎?”这是“处”之生存状态对于陶渊明诗歌创作意象上的影响。后

人萧统评:“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酒

为陶诗中常见的意象，关于此种论述已多见于其他著作之中。“处”之精神

状态使陶渊明在平淡的田园生活之中，更多的关注周围的人和事，其诗歌

意象多为平时所见之物，菊花、野草、豆苗、南山等。因其常见，自然吟唱而

不用细刻雕琢。

3.情真意远和落寞忧伤

陶渊明诗中体现情真，就如同苏轼所讲“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

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

贤之，贵其真也。”陶渊明诗的动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情真景真，事真意

真”，这也是历代诗人不能超越他的缘由。

诗中体现意远。桃园的诗看似平淡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这是陶渊明

在生活中对人生、宇宙的深刻认识。也包含着作者深厚的情感，构成了“外

枯中膏，似淡而实美”的风格特点。从语言层面看也有这样的特点，看似平

淡无奇，但是都是经过作者一番裁剪经营得来的，只是藏巧于拙看不出来

罢了。

陶渊明在生活中独创山水诗，同样也常常用来托物言志，以情托物。

湲如“石浅水潺 ，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此时诗人通过对

萧杀秋景的描写，来暗示自己遭到贬斥后那种落寞忧伤的情绪。他的山水

诗中许多名句往往是在忧郁激愤、情感急迫之下发泄而成的，他的消极情

绪是他的真情实感的流露，他的颓废忧郁的心态也是时代所赋予的。这也

正是陶渊明的真实生活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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