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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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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陶渊明田园诗的独特思想与艺术魅力，在于其诗歌是真心务农后的切实体会，是天才艺术家
的真诚追求，远胜他前后人的“悯农”之作。艺术上的许多创体、创新，更为后人作了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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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诗虽多兼容，但仍以写田园者居多，田园类
诗为陶诗代表，论者也多注目。

陶的田园诗，从《陶渊明集》检索有: 《和郭主
簿二首》、《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劝农》、
《停云》、《归鸟》、《时运》、《荣木》( 三首一组) 、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园田日梦
想) 、《归园田居五首》、《己酉岁九月九日》、《庚戌
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二首》、《和刘柴
桑》、《酬刘柴桑》、《杂诗八首》( 末首) 、《丙辰岁八
月中于下潠田舍获》、《饮酒二十首》、《还旧居》、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九日闲居》、《游斜川》、
《拟古九首》、《桃花源诗并记》、《述酒》、《有会而
作》、《乞食》等 26 题，69 首，有很高的思想、艺术
价值，奠定了陶诗在中华诗苑中的不朽地位。

一、陶诗的思想魅力
陶潜在当时制高点上写出知识分子农民化后

的对自然和劳动的热爱与赞美。中国诗苑中广义
的田园诗从《诗经》中就有了。《硕鼠》、《桑中》等
就是，但多是知识分子的“悯农”作品，是有识之士
“旁观”农村、农民艰难困苦有感于心，形诸笔墨
的，多为借农民之口斥责剥削者的。后来一些山
水诗( 包括与陶潜同时的诗名大著的谢灵运等的
作品) ，虽然视野、规模扩大了，但仍是知识分子心
态、情状的写真，爱自然是一个方面，但多是在“终
南捷径”里“待价而沽”的。沿着姜尚的“白发渔
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是在等待好风送入庙
堂之高的( 当然，这也不是坏事) 。陶潜与他们大

不相同，他之所以走入山水田园，一是由于本性酷
爱大自然( “性本爱丘山”) ;二是由于忿恨当时黑
暗政治，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想避祸，不能“兼济天
下”，只好“独善其身”，才寻觅投入到这片“乐土”
中来。三是为了衣食，他不愿从政，又不会经商，
成不了“陶朱”，只好“力耕”( “笔耕”只能“自
娱”，更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 。在那时生产水平
低下的耕作中，想靠“力耕”养家活口，真要披星戴
月，骈手胝足，才能勉强糊口，才可以“但愿饱粳
粮，御冬足大布”，而不致冻馁。陶渊明的诗正是
这种景况的描绘，正是这种力耕不易的思想的展
露。如: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
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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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
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
门，聊为陇亩民。(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二首》之二)

写了自己归耕的宿愿是谨遵先师遗训，道重于贫，
从政不能行道，只有辞官归耕。也写了回到农村
目击的欢快，“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农村风
物也是欢迎自己的。又简要写了归耕的生活，柴
门长掩，悉心务农，“甘为农夫以没世”( 郑板桥
语) 。

接着又有在农村生活的更具体细致的描述: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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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
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
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
莽。( 《归园田居五首》之二)
写自己的务农生涯，僻处野外，没有达官贵人

的车马来往，白天关门到田里劳作，遇到邻居谈话
都是农事( “但道桑麻长”) ，现在庄稼是种得多
了，耕地也扩大了，只是担心秋天来了，寒霜突降，
将庄稼和野草一齐冻坏。可见此时他的所居、所
行、所作、所想都是围绕“农”字，又有一种自得其
乐的情怀，当然也流露了对霜冻伤稼的担心，正是
初涉农事，不谙农时者的声口、心态。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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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写初涉农事者的情状，更为真切生动。“草盛

豆苗稀”，因为耕作没经验，种子发芽不良，才会如
此。既自然精妙，又引起下文，因为草盛，就要锄
草。下两句写锄草，从早到夜，既因草多，也因技
术生疏，进度慢，又有一种执着心情，一定要锄好，
所以起早贪黑。不怕吃苦，以苦为乐。再下面是
回家路上，农村小路两边杂草甚多，夜深了，露降
了，草上的露水自然会沾湿行人的衣服。不言夜
深，而夜深自见; 不言辛苦，而辛苦自显。结束两
句，紧接上文，用“顶真”格，“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正是陶氏的坚毅，誓当农夫的决心，也是
他写出这些好诗的源泉。只要从农守正的愿望能
够实现，再苦再累也不怕。

这些就不是以农村( 田园) 为“终南捷径”，以
农村为一时避风之港，或者蜻蜓点水式的虽身在
农村，而心却在官位、城市，时时想“飞”的这些人
所能想得到，体会得到，写得出的! 也不是悯农者
所能具备的。这是高尚的，身心都已农民化了的
高级知识分子、进步的大诗人才有的思想，才有的
表达。

为了深刻地领会陶诗，不妨再举些人们熟知
的田园诗比较一下，如: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粒子。四海无闲
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李绅《悯农》)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

者，不是养蚕人。( 张俞《蚕妇》)
又如: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 范
成大《田家》)

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张
演《社日》)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
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
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
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
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李白《下
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
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
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
逸，怅然吟式微。( 王维《渭川田家》)

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
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
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孟浩然
《岁暮归南山》)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
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孟浩然
《过故人庄》)

以上这些引诗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大致有
三种情况，第一类是叹农家之苦，劳作不断，可是
成果都被剥削者剥削去了，“四海无闲田，农夫犹
饿死”，真是令人愤慨!

第二类是写田园之乐的，这是盛世清平之时，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荫学种瓜”，是写农家儿
童之乐，因而也表现了农家乐。“家家扶得醉人
归”，一语道尽了这种快乐。

第三类，是隐者之状况，如王维、孟浩然之“田
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
麻”。这些诗确实都写得生动形象，诗意绵绵，宜
乎千百年来传诵不衰。但细看这些诗又都有共同
的特点，都与陶诗有很深血缘，有的直是陶诗的演
绎，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不正是孟浩然
的“把酒话桑麻”的来源么? 再如陶潜《移居二
首》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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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
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
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
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
吾欺。
这首诗可以说是前引的李白、王维、孟浩然诗

的“鼻祖”，不止是字面上的。“相携及田家”，“田
夫荷锄立”，“邀我至田家”等等的继承，更是到田
家( 农友) 后的欢聚饮酒、笑谈等具体情状( 交往)
的继承。也许这些正是陶诗被誉为田园诗之祖的
原因。

另一特点则是后来者的诗，有的虽然是为农
民所遭不公而大声疾呼，“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
死”，“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等都是千古不朽
的名句，是仁者心声。但无庸讳言，都是旁观者的
仗义执言，而不是农民本身在辛苦劳作后仍然在
饥饿线上挣扎的呐喊与呼号，因而总觉隔着一层，
缺乏自然细腻的描写和深广的揭示。这正是后者
的心态所限，生活所限;正反衬出陶诗思想的光辉
超人之处，也是后人难于企及陶诗的境界之处。
这一点直贯注到今天 20 世纪，写农村的诗，写山
水田园的诗，可谓汗牛充栋，可是能有几人能达到
陶诗的境界?

二、陶诗的艺术魅力
陶潜的田园诗之所以传诵千古，后难为继，还

由于它有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个魅力可以从下列
方面认知:

第一是巨大的艺术吸引力。人们一接触陶
诗，就会被吸引住。艺术贵在创新，也难在创新。
艺术的创新不仅指前人没有发现的内容，也包括
前人虽发现，但写不出也写不好的内容，而陶诗正
是既写出别人没有写过的内容，又写出别人虽写
过但写得不理想的内容，达到思想出群，艺术出群
的境界。写出了农夫心声，写出了田园情味，极其
自然朴素，真正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人
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这是全新的创造，充满了吸
引力。例如在《饮酒二十首》之五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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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是饮酒组诗中的，饮酒是陶渊明“归园

田居”的一项重要内容，外出是力耕，居家是饮酒

( 外出交友也多饮酒) 。这组《饮酒二十首》，是陶
集组诗中首数最多的，并有序:“余闲居寡欢，兼比
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然复
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纸墨遂多，辞无诠
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这就说明饮酒
频率很高，“无夕不饮”，无饮不醉( “忽然复醉”) ，
醉了以后，常题几句诗，是为了“自娱”，现在整理
出来，是为了与友人同乐。这组诗精品很多，尤其
是本文所引，历来被视为陶氏代表作，“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已成陶氏标牌，脍炙人口，著名美
学家朱光潜曾引用作为诗中美学最佳境界“静
穆”，因之被鲁迅先生批评，从而引发了一场大争
论，鲁迅的“顾及全人”( 见本文前引) 等名论即由
此而发。

鄙见以为这首诗佳处决不仅是“采菊”二句，
而是句句皆佳，佳在新鲜自然，能道人所未见，人
所未道，而且内涵深厚，颇耐咀嚼，正如橄榄初入
口与咀嚼之后，味有不同，后者更为隽永，有不可
抗拒的吸引力，让人爱不释手。

这首诗妙在有多重转折，每一转折都有出人
意外的新境( 答案) ，而且颇具哲理意味。如开头，
一般常理“结庐在人境”是避不了“车马喧”的，可
是他却“无”。紧接着就这反常情状提问，为什么
能这样? 答案很奇特: “心远地自偏”。原来是心
境不同流俗，自能出污泥而不染。自能虽居闹市，
不染尘嚣。紧接着是写悠闲之情态，东篱采菊，却
不看菊而看南山( 有论者谓采菊是为求长寿之药，
望南山即望如南山之寿，有点过于求深了) ，可见
一副心不在焉，悠然自得。再接着，因为抬眼看了
南山，却发现“山气”甚佳，有飞鸟往还。一下子似
乎又想起了这自然奥秘是何等的难测，仿佛要向
人诉说什么，仿佛要向人展示什么。诗人完全被
大自然所陶醉，想分辨什么都不想讲了，都忘记讲
了，似乎与大自然融在一起了。这不是饮酒之醉，
而是被大自然陶醉之醉。

这首诗另一吸引人之处，是这首诗是“饮酒”
中的组诗之五，却无一字写“酒”字，可却是醉翁之
事，醉翁之态，醉翁之心，醉翁之语，不过却又不是
被酒醉，而是被自然陶醉，这种醉是身心俱融之
醉，无古无今之醉，也令读者“欲辨已忘言”。

这首诗深刻而巧妙地写出劳动化的知识分子
的实践美、心灵美，像一个艺术漩涡，读者一经接
触它就不由自主被卷入，随着它上下起伏，旋转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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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陶诗的艺术魅力也是令人陶醉。
第二是丰富的艺术潜力。陶诗常是一个复合

体，既单纯质朴又复杂精致，常有多元主题，多种
手法，多样描绘，蕴藏丰富出众的艺术魅力。就内
容( 主题) 言，如《杂诗八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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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
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
待人。
既有老、庄到《古诗十九首》以来的天命难知，

人生短暂，如转蓬不定的困惑由命之思，又有盛年
难再，而应该把握今朝，努力奋起之想。这就化消
极为积极，去避世为入世。可见陶是看透人生，看
穿名利，但不是及时行乐，醉生梦死，而是珍惜寸
阴，养气待机。这也是陶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歌吟，也是这组诗的领唱。下面的七首都是这
一基调的和声与发挥，都是既有“有志不获骋”
( 其二) ，“荣华难久居”( 其三) ，“缓带尽欢娱”
( 其四) ，“每每多忧虑”( 其五) ，“一毫无复意”
( 其六) ，“四时相催迫”( 其七) ，“哀者亦可伤”
( 其八) 的忧虑，正如《古诗十九首》中的“心事不
能言，肠中车轮转”，但这八首诗中同样也有“气变
悟时易”( 其二) ，“盛衰不可量”( 其三) ，“我愿不
知老”( 其四) ，“猛志逸四海”( 其五) ，“有子不留
金”( 其六) ，“我如当去客”( 其七) ，“所业在田
桑”( 其八) 的奋发、执着，所谓天意难测，忧患难
忘，坎坷难避，但仍应该把握今朝，寻乐养心，待机
奋起。这正是孔孟所谓大丈夫之志之事也。

这组诗是陶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是继《归园田
居》以后所作，是在田园中对世事的展望，对自身
的反思，对世事对人生的辩证认识、矛盾碰撞后迸
发的光芒，放射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就形式言，陶诗将汉魏以来的五言体打造得
更为成熟，寓刚健于清新，存精致于自然，含奋起
于感慨，将金刚怒目之气，藏于平常之心态与言行
中，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让人惊叹，也要对之“奇
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不仅如此，陶氏还创造
了多彩多样的品种，为五言诗增色添彩。

( 1) 常用顶真和叠字对偶，使诗如镶金嵌玉。
顶真如:“实赖哲人，哲人伊何?”( 《劝农》) “夕露
沾我衣，衣沾不足惜”( 《归园田居》) ; “岂不在一
生，一生复能几”( 《饮酒二十首》之三) ; “一夫终

年醒，醒醉还相笑”( 《饮酒二十首》之十三) 等。
叠字( 词) 对偶则更多，如“纷纷战国，漠漠衰周”;
“浑浑长源，蔚蔚洪柯”( 《命子》) ; “熙熙令德，猗
猗原陆”( 《劝农》) ; “凄凄岁暮风，翳翳经日雪”
(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 “霭霭停云，
蒙蒙时雨”( 《停云》) ;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 《时运》)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始作镇
军参军经曲阿作》) ;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 《归园田居》) ;“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 《与
殷晋安别》)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杂诗
八首》)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 《饮酒二十
首》) ;“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皎皎云间月，
灼灼叶中花”( 《拟古九首》) ; “萧萧哀风逝，澹澹
寒波生”( 《咏荆轲》)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 《挽歌诗三首》) 等等十多组。这些对偶多属下
句另开新境，与前自然成对，为隋唐律诗中的高难
度对偶———“流水对”开了先河。这些顶真、对偶
如串珠缀玉一样，使全诗增光添彩。

( 2 ) 陶诗还创造了一种连珠体。如《止
酒》诗:

居止次城邑，逍遥自闲止。坐止高荫
下，步止荜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
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暮止不安
寝，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营卫止不
理。徒知止不乐，未知止利己。始觉止为
善，今朝真止矣! 从此一止去，将止扶桑
涘。清颜止宿容，奚止千万祀。
共 20 句，句句不离“止”字，这种创体也为后

世起了“一鸟腾空百鸟从”的作用。
( 3) 在形式上陶还优化了对话形式的诗，如

《饮酒二十首》之九:
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

欤? 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
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 一世皆尚
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
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
饮，吾驾不可回。
这种形式上承《诗经》里的“鸡既鸣矣，朝既

昌矣”，“非鸡则鸣，乃苍蝇之声”的诗，下启杜甫
《赠卫八处士》等诗，以对话示情节，现人物，显交
谊，明襟怀，文约意丰，流丽自然，诗中妙品。

( 4) 陶诗在艺术形式上还有特点是组诗很多，
大大小小有 12 组，每组首数不尽相同，多的如《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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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有 20 首，《读〈山海经〉》有 13 首，少的如“三
咏”、《挽歌诗》、《形影神》，有 3 首，而《移居》只 2
首。这些组诗中比较特别的有“三咏”、《形影神》
和《挽歌诗》。一般组诗是在一题下列几首。而
“三咏”则不同，是三题各一首独立的诗，咏的二
疏、三良、荆轲，是贤臣和侠客，看去似互不相干，
可是却围绕着陶氏对刘裕暴行的愤怒并表彰不执
行其暴行的忠义之士，与思得能人予暴君、大奸以
惩治的一系列思想，所以自成系列，成为组诗。而
《形影神》则完全是浪漫想象，以并三个小标题
( 《形赠影》、《影答形》、《神释》) 来展开情节，完善
结构，这一体裁也为后人开启了法门。
《挽歌诗》也是开启后人法门的体裁，不仅是

活人挽活人，而且是自己活着挽活着的自己，想象
着自己死时送葬、祭祀的情况。不仅是后人的遗
嘱式，还是今日的追悼会和送葬队伍的录相式，真
是匪夷所思，戏言而为天下法。陶公既豁达、幽
默，又有“误墨成蝇”之高超艺术。

( 5) 陶诗在形式上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序与诗
居然反客为主。本来序与诗比，诗是主体，红花，
诗序只是主体的小引，绿叶而已，古今千万诗序诗
作都是如此，可是陶诗《桃花源诗》中的序，却创造
了一个奇迹:该诗中的序言竟被后人称为《桃花源
记》，而一举凌驾于原诗之上，并为千千万万后人
所公认并赞扬不已。这种喧宾夺主的现象，正是
陶公天才创造的佳话，正说明陶公诗艺咳唾成珠
玉，启示百代人，有求之不尽的艺术潜力。

三、陶诗的艺术张力
陶诗惊人的艺术魅力还表现在有深广的艺术

张力，这也可从两方面来看:
( 1) 各阶层，各类型，各年龄段的读者均可以

从中受到心灵的洗礼。热中于进取的中青年，得
志逢源的可以从陶诗的“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
惧”，“猛志逸四海”，“丈夫志四海”，“朝与仁义
生，夕死复何求”等感受到积极进取的朝气和始终
不渝的坚贞，要悚然自励，更为努力。一些失意
的，怀才不遇的，则会想到陶公之才、之美如此，尚
且力耕还不能周衣食，竟落得乞食无门，“饥来驱
我去，不知竟何之”，我何人斯而能富贵? 这样心
态也就易于平衡，并会反思、修养、以图兼济。年
龄大的，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更会欣赏陶氏的深刻、
才情和智慧，也会“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年

纪轻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也很容易接受那些质
朴、生动、真切的“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羁
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
贫”，“弱女虽非男，慰情良胜无”，“及时当勉励，
岁月不待人”，“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酒能
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
何”等等，领悟到学里乾坤大，书中滋味长，从而改
过从善，弃顽就学，并逐渐成为通人、志士，为社会
造福。

( 2) 有志于创作的骚人墨客，通儒、学者，陶诗
更是他们创作独特作品的最好借鉴之一，更是他
们从学并望学有所成的必读之一，这也为中国诗
史所证明。对陶诗的“注家蜂起”而形成的“千家
注陶”，可与“千家注杜”比美。诗作字里行间模
仿赞美陶诗的更多了，李白的名作“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正是陶诗“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
影”的演绎。再如杜甫的“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
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白居易的“常爱陶
彭泽，文思何高玄”，大文学家苏轼更有逐篇和陶
诗。清初郑板桥也将陶诗与李杜诗并列称道，又
写了许多首田园诗。晚清大诗人黄遵宪的诗集名
《人境庐诗草》就是从“结庐在人境”而来。连毛
泽东在登庐山时，豪情满怀，雄视百代，可是仍然
深情怀念“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至于“陶潜菊”更早于“林逋梅”，成为士林文苑的
经典佳话，烙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中。

另外，陶诗艺术蕴藏中的多重美质、多样风
味，正如优秀物种的基因一样，有人能获得一种，
一点，即可培育出卓然特立的异品。正如清学者
沈德潜所说:“陶潜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
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维有其清腴，孟浩然
有其闲远，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应物有其冲和，柳
宗元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说
诗晬语》) 真是“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

正因为陶诗有如此的思想艺术魅力，所以人
们一经发现，就会为之倾倒，并珍之宝之，探其奥
秘，扬其光芒。我们还可预言，随着时代的变迁，
人类文明的进步，陶潜的诗会不断升值，陶潜的田
园诗会散发出更加沁人心脾的芳香。

【责任编辑:赵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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