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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时期我国田园诗的产生和发展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陈文华 
 

    山水田园诗是以大自然的山水景物和田园风光为描写对象的诗歌，它是人们对自然美

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时的产物。不过田园诗与山水诗还有不同之处，即它不仅仅是属于自

然美的范畴，它还有浓郁的人文色彩，不仅描写美丽的田园自然风光，还涉及农事方面的

內容，它要求作者熟悉农村生活、对农民及农事活动具有一定思想感情，然后才能创作出

成功的作品。因此田园诗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的产物。 
    我国的田园诗虽然可以远溯先秦的《诗经》和《楚辞》中的某些篇章，但只有到了魏

晋南北朝时期才走向成熟。一方面是动乱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迫使一大批文人舍弃官场

走向山林、隐居农村，过起田园生活，从而熟悉农村、接近农民，将之纳入创作题材之

中。另一方面，自东晋以来大批中原士族迁居江南地区，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的江南田园

景色也会给他们以深刻印象，激发诗人们的创作灵感。因此山水诗和田园诗都产生于这一

时期不是偶然的。 
    陶渊明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人。东晋

大司马、荆州都督陶侃的曾孙。他几经出仕，深感官场黑暗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在41岁时弃官归田，在山林中寻找乐趣，在田园耕耘中领悟人生真谛。于是以田园风光和

耕耘劳动为题材。写下了许多田园诗，被称为中国田园诗的开山始祖。早在东晋元兴二年

(403年)，他因母丧离职，与从弟陶敬远同居田舍，并参加农业劳动。他在《癸卯岁始春

怀古田舍》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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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壶浆老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诗中洋溢者诗人躬耕陇亩的喜悦心情，表现了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品质。诗中

也展现了一幅优美和谐的田园风光画面，“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两句，写景传神生意

盎然。令 A看到田野平旷、春风和煦，一派生气勃勃的春天景象，也流露出作者对农村劳

动生活的热爱之情。 
    东晋义熙元年(406年)，陶渊明在作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之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

腰，弃官归田从此不再出来做官。归田后不久，他就写了一组《饮酒》诗，其中一首非常

著名：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篙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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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诗申抒发了他弃官归田后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表现了安贫乐道的思想。“采菊东篙

下。悠然见南山”两句已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这种隐居田园的隐逸生活非常美妙，真是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只能让读者自己去领悟了。 
    在退居农村过着田园生活之后的岁月申，他写了许多田园诗，如有名的《归园田居》

五首。其一是：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山丘。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萆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也是一首享有盛誉的田园诗。前八句诗坦露自己弃官归田的原因，用形象的比喻揭

露官场的黑暗，像是陷人的罗网和樊笼。中间八句非常生动地描绘简陋的草屋、周围的田

地树木、远处隐现的村落、依依的炊烟、狗吠深巷、鸡鸣桑树，勾画出一幅充满诗情画意

的美丽田固风光圈，宇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离开官场归隐田园后无比兴奋的心情。 
    另一首是：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申，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话桑麻长。 
    桑麻日以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诗中描写他居住在远离城市没有车马喧闹，人们相见没有虚伪的客套，只谈论这田里

庄稼生长的情况。担心天气寒冷霜霰降临会伤害了田申的快要收割的桑麻。 
    还有一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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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前一首是从远景来描写农村田园景色的话，这一首就是从近景来描写农
耕劳动．陶渊明扛着锄头去锄豆田里的杂草，一直锄到天黑月亮出来之后才回来，
晚上野草的露水都打湿了衣裳，但他毫不在意，因为归隐田园就是他本来的意愿。
前六句是直接描写劳动情景。具体真实，充满着农村生活气息。 
    陶渊明从事农耕，不仅是种植桑麻豆子而已，最主要的是种植水稻，他在弃官
归田六年之后写的一首诗题目就叫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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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申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 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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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中描写了早出晚归、沾霜带露的辛勤劳动，秋收时的欢快心情，并表示要长
期躬耕田亩的意愿。认为虽然起早摸黑的农耕劳动非常辛苦，但劳动是人们谋取衣
食的基本手段。不能丢开它去贪图安逸，又没有官场的险恶，不会有飞来横祸，可
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何乐而不为?可以看出，经过几年农村劳动的实践，作为知识
分子的陶渊明对于农业劳动已经有了几分理直气壮的自豪感。 



    当然，陶渊明不是普通的农民，在农村并非单纯从事体力劳动，他是过着中国
古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耕读生活，所以在劳动之馀还会读书、写诗。他在《读山海经}
十三首中的第一首就写道：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 
    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 
    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 
    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诗中披露了陶渊明在田园幽居耕读的乐趣。也许正是这种“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的耕读

生活，使得他不会成为一个不问世事的纯粹农民，而是在农耕之馀坚持读书、写诗，终于咸为一

位伟大诗人，否則不知中国的田园诗将由何人来开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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