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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隐士 千古诗豪
———浅谈陶渊明山水田园诗

姜 娜 （山东省莱西市第二中学 266600）

摘要：陶渊明首创了山水田园诗。 本文从
陶渊明人格方面入手， 探讨其山水田园诗在
描写对象和主题内容方面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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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崇尚自由独立的人
格。 朱熹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
要官职。 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
陶渊明真是个能不要 ， 此所以高于晋宋人
物。 ” 这个评价肯定了陶渊明光明峻洁的人
格。 陶渊明的人格历来都被人们概括为“真”
“任真自然”，换言之也就是朴实、自然、洒脱、
不役于物。 本文将从描写对象和主题内容方
面来探讨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

一、描写对象
生活在田园中的陶渊明， 他在诗中选取

的自然对象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田园中特有
的事物，房前屋后的树木，田园中的蔬菜和田
野中的庄稼等，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相见无杂言，但道
桑麻长”等；另一类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的
事物，如风雨霜露、日月白云等。 但同样的自
然景物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不同的形态，
陶渊明以诗人特有的敏锐来捕捉这些事物在
田园中的特殊形态。 于是，在他的诗中有风：
“平畴交远风”； 有雨：“闲雨微纷纷”“微雨从
东来，好风与之俱”；有月：“带月荷锄归”等。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陶渊明诗中的这些对象
都是与农业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宋人
陈渊曾作诗曰：“渊明已黄壤，诗语余奇趣；我
行田野间，举目辄相遇。 谁云古人远，正是无
来去。 ”[1]这证明了陶渊明诗中自然景物的永
恒价值。 他以自然景物为描写对象，目的是为
了表达田园中特有的生活韵味。 如《饮酒·其
四》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四句描写了菊、篱、南山、飞
鸟等多种对象。 作者之所以描写这几种对象，
主要目的是追求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
一种心灵默契。

陶渊明诗所描写的对象中， 值得注意的
有几个：酒、菊、风、鸟。 由“舂秫作美酒，酒熟
吾自斟”“日入相与归， 壶浆劳近邻”“过门更
相呼，有酒斟酌之”等，可知酒在陶渊明诗中
处处可见。 关于菊的描写与酒相比少许多，但
由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几乎无人不

晓，所以菊成为陶诗中有名的描写对象。 至于
风和鸟则是陶渊明诗中主要的描写对象。 鸟
在陶诗中是自由的象征。 在他的笔下，有两种
鸟：自由之鸟与受困之鸟。 如“羁鸟恋旧林，池
鱼思故渊”“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山气
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等。 陶渊明诗中描写的
对象主要有以上几种， 它们各自有不同的含
义，代表作者不同的心情和追求。

在诗人的笔下， 没有无缘无故的自然景
物。 自然景物除了自己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以
外，更重要的是代表着诗人的心态。 诗人笔下
的描写对象具有双重或多重的含义， 承载着
其人格的意义。

二、主题内容
首先是饮酒主题。 在诗中集中写饮酒，以

致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的应当说是从陶渊明
开始的。 在陶渊明诗中，饮酒已不单纯是一种
简单的活动， 酒已经成为陶渊明文学和生活
的标志。 “陶渊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诗和
酒连了起来，以酒大量写入诗中，使诗中几乎
篇篇有酒，确以渊明为第一人。 ”[2]自陶渊明以
后， 文人饮酒显示出高雅脱俗的文化品位以
及真率自然的个性。 可以说，陶渊明开了一代
文人饮酒以显超俗个性的风气。 陶诗中的饮
酒处处存在，田园归耕后，闲暇之余都会有酒
相伴，酒与诗人的“真”是紧密联系的。 诗人追
求自由，不仅追求物质上的自由，尤其注重精
神方面的自由，当身役于物时，饮酒；当闲云
野鹤时，饮酒，酒是诗人生活的标志，也是诗
人文学创作的标志。 因为有酒，所以陶诗更显
得任真自然。 因此陶诗中饮酒的主题是不可
忽视的。

陶诗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农耕主题。 陶
渊明自中年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不
仅与“素心人”“披草共来往”“乐于数晨夕”“但
道桑麻长”；与农民也是“秉耒欢时务，解颜劝
农人”关系较为融洽。 陶渊明隐居后，长期躬
耕田园，从一个士大夫到一个田舍翁，这种身
份的转变，没有让他悲痛，反而让他感觉“久
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那种任真自然淳
朴的个性使他对田园劳动并不鄙视， 相反却
积极参与。 长期躬耕田园，使陶渊明对劳动有
相当深刻的认识与深切的体验。 以农耕为主
题的田园诗在陶诗中有很多首，如《庚戌岁九
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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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肢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 但愿长如此，
躬耕非所叹。

这首诗以议论达意，表达了诗人对劳动的
看法、劳动的辛苦以及劳动的决心。 诗人在丰
收之际，回忆当初的辛勤劳作，心中充满了各
种感情，有欣慰有感慨。 如果不是诗人躬耕于
田园，怎能抒发出这种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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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植的艰难，劳动的
辛苦，陶渊明经过长时间的亲自耕作都体会到
了。 这首诗就是他的劳动体会，写出了作为一
个农人的真实感受，读起来真切动人。 另外，
陶诗中写农耕主题的诗中，表达的感情除了劳
苦艰辛之外，还有欢欣之情，如“乘耒欢时务，
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
岁功，即事多所欣”，还有担心之情，如“常恐霜
霰至，零落同草莽”。 总之，陶渊明的以农耕为
主题的诗表达的内容丰富，既有偶尔劳动时的
欢欣，又有长期劳动后的艰辛和忧苦。 他这一
方面的田园诗内蕴丰富，无人能及。空谷足音，
既有平淡淳朴之特点，又有朴茂不可到之处。

除了上述两大主题外，陶渊明的山水田园
诗中还描写了田园中最让人向往的那种淳厚
朴实的人际关系。 在《杂诗》中，作者表达了自
己的人际观。他说：“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落地为兄弟，何必
骨肉亲！”他认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基于这种认
识，使他特别珍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感情。 因
此，在他的诗中，展现他与“素心人”、农人交往
的主题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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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动因后， 用归集到某项作业身上的资源成
本费用除以作业成本动因得到成本动因率，
用成本动因率乘以某产品消耗该项作业数
量，就能将作业成本分配到各产品身上。

（四）持续改进业务流程及资源利用率加
强邮政企业成本控制

作业成本核算方法进行成本核算时，假
定各项资源都被有效利用， 各项作业都用于
产品生产的合理消耗。 但实际生产经营过程

中，有些资源过剩利用效率低，相关的消耗没
能产生相应的价值。 同样，有些作业的执行在
整个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是必须的，可以通
过改变操作流程或重新规划生产场地免去该
项作业的发生。 因此，作业成本系统的核心是
作业成本的持续管理， 通过成本动因价值分
析，持续改进企业作业流程，努力提高资源利
用率，最终达到降低成本费用，提高企业经济
效益的目标。

目前，邮政企业实施作业成本法正处在起
步阶段， 在建立作业成本管理体系的过程中，
需在分析各项业务流程时注意分析哪些业务
流程可以进一步优化，哪些资源消耗可以进一
步降低，从而为作业成本核算进入良性循环做
准备。 随着作业成本管理系统的逐步实施，邮
政企业可以通过成本动因的价值分析，持续加
强成本管理，从而不断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责编 张翼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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