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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唐诗》稻作诗句看唐代农民生活 
 
 

封建社会，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国家，农民是主要的生产者，水
稻和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有唐一代，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这与
农民的辛勤劳动有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唐代诗人留下了许多关于农民辛勤劳作的
诗句。拙文即以《全唐诗》中的稻作诗句为主，简要分析唐代农民种稻的有关情
况，借以反映唐代农民的生活概貌。 

 
一 
 

农民在水田上辛勤劳作。唐代水稻的种植相当普遍，除了传统的苏浙、中原、关
中、巴蜀等种植区以外[1]，西北的河套平原、宁夏平原、河西走廊[2]，以及东北
地区、华南的福建、岭南地区[3]，均有水稻种植。农民们便在这范围巨大的水稻种
植区域不辍耕耘。刘禹锡诗《送李中丞赴楚州》“万顷水田连郭秀，四时烟月映淮
清”[4]描绘了楚州(今江苏淮安)城外农民栽下的万顷水稻长势正旺。李中《秋日登
润州城楼》“水连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5]是对润州(今江苏镇江)农民种
植的大面积水稻的刻画。李嘉祐诗《秋晓招隐寺东峰荣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
“万畦新稻傍山村，数里深松到寺门”[6]向人们展示了招隐寺(在今江苏镇江西南
招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村周围刚栽下了万畦新稻的生活画卷。王维《送友人南归》
“连天汉水广，孤客郢城归。郧国稻苗秀，楚人菰米肥”[7]则是农民在汉水流域的
郧国(今湖北郧县)栽种了似乎与天相接的大片水稻的例证。“处处路旁千顷稻，家
家门外一渠莲”[8]是皮日休看到的复州(今湖北沔阳)农民们在路旁栽了千顷水稻、
院门外种了一渠莲菜的合理安排水田的场景。杜牧诗《郡斋独酌》“我爱朱处士，
三吴当中央。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9为我们勾勒了三吴一带农民所栽的上百顷
的罢亚稻即将成熟的美景。永州(今湖南零陵)的农民也种植了大量的水稻，而且长
势特好。卢纶的《送从叔牧永州》就为我们记录下了这一事实：“郡斋无事好闲
眠，粳稻油油绿满川”[9]。关中是历史悠久的农耕区，这里的农民当然重视农业生
产，种植水稻的面积颇大。李华诗《咏诗十一首(十)》“咸阳古城下，万顷稻苗
新”2就是例证。王维的《积雨辋川作》“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3，
也给我们昭示了位于关中的辋川(在今陕西蓝田县终南山下)稻田分布之广。巴蜀地
区的农民利用地理优势将山泉引流到田间，种植了不少水稻。杜甫在夔州就亲见了
用山泉灌溉水稻的景观。他的《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东屯大江北，百顷平若
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云已，引溜加灌溉。”4和《夔州歌十绝句》
“东屯稻田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5既说明了山泉灌溉水稻的事实，又点明了农
民在东屯栽种了相当面积的水稻。韦庄专门描绘了农民的《稻田》，他眼中见到的
是“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罢亚肥。更被鹭鹚千点雪，破烟来入画屏飞。”6，
水稻不仅种植面积非常大而且长得特别茂盛，一派诱人的景色。池州(今安徽贵池)
九华山一带“万畦香稻蓬葱绿，九朵奇峰扑亚青”7，说明农民种植的水稻面积也不
小。 

唐代农民不仅在面积为“万顷”、“万畦”、“百顷”的广袤水田上种植，而且
在小块水田上亦留下他们栽培的身影。“十亩稻香新绿野，一声歌断旧青楼”8，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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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扶的笔下，十亩稻田郁郁葱葱的景象跃然纸上。薛逢《题独孤处士村居》“几亩
稻田还谓业，两间茆舍亦言归”9点明了独孤处士几亩稻田、两间小茅屋的家业。毫
无疑问，独孤处士就以这几亩稻田为业，勤劳耕耘。“小田微雨稻苗香，田畔清溪
矞矞凉。”10李郢在山中行走时就感受到了农民在小块水田里栽种的稻苗在小雨中
散发着清香。 

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农民是否在为自己而劳作呢？不可否认，这中间应该有一
点属于农民自己的土地，但绝大多数是属于地主的，而且地主占有的往往是良田。
《唐会要》卷八五“宝应元年四月敕”中记载“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
吏吞并。”11《全唐文》中也有不少记录：“美地农产，尽归豪奸。”12 “左右惟
强家大族，畴接壤制，动涉千顷，年登万箱”。13《文苑英华》则说“上田沃土，
多归豪强”14。看来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而且是好地，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地主占
有多少土地，封建社会，作为统治者的地主，几乎是不可能亲自下田耕种的。那
幺，在成千上万顷或是几亩、几十亩的田地上耕作的只能是农民。农民的辛勤劳作
很大程度上是在为地主劳作。这些长势良好的水稻，无一不凝聚着农民的劳动和汗
水。他们的辛勤劳作，为农业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农民劳动是艰辛的。薛逢有诗《邻相反行》“东家有儿年十五，只向田园独辛苦。夜开沟水绕稻

田，晓叱耕牛垦瘠土。”1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刚满十五岁的少年正夜以继日的在田间扶着犁把、

吆喝着耕牛、辛苦劳作的画面。崔道融的《田上》也有这样辛酸的一幕：“雨足高田白，披蓑半

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2，为了抓住雨水多这一时机，农民半夜就起来耕田，等人和

牛都精疲力竭时，天还未亮。这种没黑没明的劳动，对农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孟郊在《退

居》中说“退身何所食，败力不能闲。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3，不劳动就没有饭吃，为了

生计，农民不得不日日劳作，既要种稻又要砍柴，他们永远在忙碌着。张籍《江村行》“南塘水

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4是对农民在南塘抢栽稻子

时不顾衣服上粘满泥浆的特写。即便是寺院，也要耕作。元稹在大云寺见到的场景是“获稻禅衣

卷，烧畲劫火焚。新英蜂采掇，荒草象耕耘。”5，寺院的人也要卷起禅衣，下田收稻，用象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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