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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文华 
 

 
 
    唐代是田园诗大发展时期，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将田园风光和农事活动纳入创作
视野，不但题材广泛，而且体裁多样，特别是突破了五言诗的格局，创造了律诗、
绝句等体裁，也发展了七言诗和长短句等诗歌等形式，从而使田园诗进入了繁荣时
期。在唐代诗人的田园诗中，至少有下列诸位作者的作品值得向读者推荐：盂浩
然、王维、李白、储光羲、高适、杜甫、元结、袁高、戴叔伦、韦应物、孟郊、王
建、张籍、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李绅、元稹、姚合、温庭筠、司马札、皮日
休、聂夷中、陆龟蒙、杜荀鹤、颜仁郁、可朋、韦庄、王驾等。我想读者仅从这一
连串的名字。也可想见唐代田园诗创作的繁盛程度。现按作者时代先后略举其作品
之一二。 
    孟浩然(689—740)，裹州裹阳(今湖北襄樊)人。早年在裹阳鹿门山长期隐居，
后赴长安应试科举失败，终身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他是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的代
表作家之一，与王雉齐名，并称“王孟”。他写过一首《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钭。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是作者的名篇之一，以朴实自然的艺术语言描写了与田家朋友聚会时的欢快
情景。层次分明地展示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和举杯痛饮共话桑麻的生活场景，临别
是还约定重阳日再来相聚。语言工整，声调和谐，充满生活气息，读来亲切自然，
如见好客的“故人”就在眼前。孟浩然还有一首《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此诗是描写作者要赴长安应试那年元旦的情况。说自己年已四十尚未有功名奉
禄，还在鹿门山隐居，整日跟随老农和牧童去劳动，据占卜今年气象好，都说是丰
收年，暗祝自己今年去应试也该遇上好运。 
    王维(701—761)，字摩诘，山西祈州(今山西祈县)人。少时即有才名，20岁考
中进士，官至尚书右丞。因不满官场黑暗，曾在兰田辋川别墅过着亦官亦隐的生
活，对农村生活有所了解。他的田园诗与盂浩然齐名。他的《渭川田家》是描写陕
西渭水流域农村初夏黄昏的景象： 
    “钭光照墟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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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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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父荷锄立，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开头两句点明时间、地点：斜阳照着村落，牛羊已回到巷中，老人柱杖倚门在
等侯牧童归来。接着笔锋一转写村外野鸡啼叫，麦苗扬花吐穗，桑叶稀疏蚕儿已
老，荷锄的田夫亲切对话．情谊深长。最后写道诗人羡慕这样的农家生活，产生归
隐田园的念头。以简练的语言勾画出农村晚景图象，感情真挚，情调和谐，呈现出
一种美妙的韵味。 
    王维还写过一首《新晴野望》：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    ‘ 
    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 
    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 
    此诗写初夏乡村空旷原野上，空气新鲜澄净，郭门临着渡头，村树连着溪口，
村外田中积水明亮，山后峰峦苍翠，组成一幅清新明丽生机勃勃的田园画图。最后
又点出农忙时节无闲人，农民们倾巢而出到田野里去劳动的忙碌情景，才使人想到
这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农村即景。不过，王维毕竟不是出身农村，对农家的甘苦没
有切身的体会，总是以城里诗人的眼光来欣赏农村的景色，因此他的田园诗往往写
得充满诗情画意，一片祥和安乐的气氛。与陶渊明、李白等人的田园诗还是有些不
同的。    ． 
    李白(701—762年)，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于安西郡都护
府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共和国境內)，5岁时随父迁居锦州彰明县(今四川江由)青莲
乡，故号青莲居士。早年在四川读书、习剑、出游，开元十二年(724年)“仗剑去国，
辞亲远游”，踏上漫游求仕之路。直到42岁才应诏入京，供奉翰林。因得罪权贵，被
“赐金还山”，离开首都。后又因卷入永王李磷事件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
寄食他人，贫病而死于安徽当涂。李白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
主义诗人。他也写过一些田园诗，如《宿五松山下荀媪家》：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李白晚年寄居在族叔当涂令李阳冰处，来往于安徽南部的宣城、南陵等地。这
一次他来到安徽省铜陵市的五松山下的农妇荀老妈妈家，受到热情款待，而荀家生
活也非常清苦，使他非常感动，就写了这首诗。先说他住在五松山下荀媪家，心中
寂寞空虚郁郁不欢，了解到荀家生活贫寒，秋天耕作非常辛苦，邻家的女儿夜间冒
着寒冷在舂碓稻谷。荀老妈妈很尊敬地跪着端上菰米做成的雕胡饭，月光照射着装
着素菜的盘子。看到穷苦农家还这么热情招待他心中感到惭愧，因为他不能像当年
韩信报答漂母那样来回报荀媪，所以再三地感谢，感动得吃不下去了。全诗充满着
一种异乎寻常的悲凉情绪和真挚感情，读来令人感慨不已。看莱李白笔下的农村生
活要比王维笔下的太平景象要更符合唐代农村的实际情况。 
    储光羲(约707—760年)，兖州(今山东兖州北)人。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官
至监察御史。为王维好友。后因安禄山兵入长安，受伪职，乱平后坐此下狱，后贬
官死于岭南。他善于写田园诗，如《牧童词)、《田家杂兴>、《田家事)等。他写的
<田家杂兴}共有八首，现选三首如下。 
    其四： 
    “田家趋垅亩，当昼掩虚关。 
    邻里无烟火，儿童共幽闲。 
    桔槔悬空圃，鸡犬满桑间。 
    时来农事隙，采药游名山。 
    但言所采多，不念路险艰。 
    人生如蜉蝣，一往不可攀。 
    君看西王母，千载美容颜。” 
    其七： 
    “梧桐荫我门，薜荔网我屋。 
    迢迢两夫妇，朝出暮还宿。 
    稼穑既自种，牛羊还自牧。 



    日旰懒耕锄，登高望川陆。 
    空山足禽兽，墟落多乔木。 
    白马谁家儿，联翩相驰逐。” 
    其八： 
    “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 
    衣食既有佘，时时会亲友。 
    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 
    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趋走。 
    日暮闲园里，团团荫榆柳。 
    酩酊乘夜归，凉风吹户牖。    ． 
    清浅望河汉，低昂看北斗。 
    数瓮犹未开，明朝能饮否?” 
    这三首都是描写农村勤劳、淳朴、安乐的生活情景。第一首是写在农事间隙农
民们上山去采药，所以关门闭户不生烟火，只有儿童在玩耍。连菜园里也没有人，
桔槔空悬在那里，而鸡犬到处游逛。因上山多采得草药多增加收入，也就不怕路途
艰险了。第二首写一对夫妇早出晚归地种植庄稼，放牧牛羊。天晚时分就懒得耕
锄，登高望远山近水，山里野兽众多，村边乔木咸荫，还有一些少年骑着白马在追
逐嬉戏。第三首是写农家的富足生活，种了一百多株桑树，三十多亩黍谷，衣食有
余，就经常邀请亲友来聚会。夏天有菰米饭、秋天有菊花酒招待大家。主妇也喜欢
款待客人，孩子们可以听呼唤奔走，日落之后，可以在园子里树荫下团团围座聊天
喝酒，喝到夜晚酩酊大醉后才回去。此时凉风习习吹打着窗户，大家醉意朦胧，看
得天上银河又清又浅，连北斗星也好像起伏不定。主，x一还在问，我还有几瓮酒没
打开，你们明天还能来喝吗?写得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可谓神来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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