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勾勒农耕生活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人们用诗歌来记录生
活、描绘农耕场景。大唐王朝建立后，社会的
安定、人口的增长以及朝廷劝农政策的施行，
使得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到了唐朝中期，农
业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据载：“开
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
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
积，陈腐不可较量。”

唐朝农业以粮食生产为主，结合林、牧、渔
等，果、桑、茶、菜、药等作物都有较大发展。
唐玄宗时期，监察御史、诗人储光羲《田家杂
兴八首》其八写道：“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
亩。衣食既有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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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首诗就反映了当时因农林牧副渔协调发展，
给农民带来了衣食俱丰、悠闲舒适的生活。

在唐朝，男女都会参加农事劳动，只是各
有分工。唐太宗时期，诗人王绩在《田家》诗
中写道：“倚床看妇织，登垄课儿锄”；唐玄宗
时期，给事中、诗人王维在《丁寓田家有赠》中
写道：“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农夫行饷
田，闺妾起缝素”；大诗人李白《宿五松山荀媪
家》也写道：“男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这
些诗句都写出了唐时农家生产和生活的情
景，农夫到田间干活，农妇则在家缝缝补补，
有时还在夜晚舂米。

对于农业种植方式，唐代诗人的笔下多有
涉及。唐文宗时期，国子司业、诗人张籍有《江
村行》一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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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头
刈莎结为屋，归来系牛还独宿。”诗人所写的生
产场景，正体现了江南吴淞江流域的圩田耕作
方式，且广泛种植水稻，不仅巩固了江南的经
济地位，还形成了棋布纵横的景观。

唐代诗人对于当时的耕作工具也多有歌

咏，唐玄宗时期，进士、诗人丘为的《题农父庐
舍》一诗道：“东风何时至，已绿湖上山。湖上
春既早，田家日不闲。沟塍流水处，耒耜平芜
间。薄暮饭牛罢，归来还闭关。”诗中描写了
农民们春耕时节忙碌的生活，还提到农民仍
在使用耒耜这种传统的农具。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季生产自古就非常重
要，储光羲对春季生产描述得较为生动，其
《田家即事》诗写道：“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
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迎晨起饭牛,
双驾耕东菑。”该诗用质朴的语言,真实地勾勒
出农村春耕的画面。

素有民本情怀的唐文宗时期秘书监、大诗
人白居易一直很关注农业、农民，大和元年
（827）恰久旱逢甘霖，白居易欣然写下了《喜
雨》一诗：“圃旱忧葵堇，农旱忱禾菽。人各有
所私，我旱忧松竹。松干竹焦死，眷眷在心
目。洒叶溉其根，汲水劳僮仆。油云忽东起，
凉雨凄相续。似面洗垢尘，如头得膏沐。千柯
习习润，万叶欣欣绿。千日浇灌功，不如一霡
霂。”在这首诗中，诗人一直担心农作物受旱，
忧心百姓疾苦，喜雨降临令诗人十分欣喜。

唐代描写农村丰收之乐的诗歌也不少。
曾担任郢州、睦州二州刺史的诗人许浑，他有
一首《村舍》诗，着重写了农村秋收的繁忙与欢
乐，虽不言丰收也不言欢乐，却尽现一片丰收
景象和喜悦心情：“燕雁下秋塘，田家自此忙。
移蔬通远水，收果待繁霜。野碓舂粳滑，山厨
焙茗香。客来还有酒，随事宿茅堂。”此诗细腻
地描绘了农家的日常生活，并通过农作物的收
获和加工景象，烘托出丰收的喜悦氛围。

宋诗记载套种技术

宋朝在土地开垦、耕作方式和农田水利等
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大
发展。南宋陈咏《全芳备祖》一书收录各种农
作物和植物三百余种，收集文人墨客有关农

林方面的诗、词、歌、赋二百余首，可见当时农
作物的繁多和农事诗的兴盛。

宋朝的诗歌多生动地描写农业生产的热
闹场景。宋神宗时期，汀州通判、诗人郭祥正
的《田家四时》诗描述了雨后春耕种植管理各
种农作物的繁忙场面：“田田时雨足，鞭牛务
深耕。选种随土宜，播掷糯与粳。条桑去蠹
枝，柔柔待春荣，春事不可缓，春鸟亦已鸣。”

宋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还表现在生产技
术的改进等方面。北宋初年诗人林逋十分关
注南方湖水改造农田的生产技术，他写过一
首《葑田》诗：“淤泥肥黑稻秧青，阔盖深流旋
旋生。拟倩湖君书版籍,水仙今佃老农耕。”描
写了葑田种植水稻的方式。葑田也叫架田，
元代农学家王祯《农书�田制门》载：“架田，
架，犹筏也。亦名葑田。”这种技术是在水上
造土，缚土为筏，整土其上，即在湖沼深水底
部打好架子，四周及底部用泥土封实而成的
农田，可在水面上漂浮，然后种植水稻。这是
无地少地的农民在地狭人稠的南方，利用自
然条件发明创造的耕作方式。

在宋代，间作套种技术已经很普及，这在
宋代农事诗中可以看出来。宋仁宗嘉祐二年
（1057），屯田员外郎、诗人梅尧臣写了一首
《桑原》诗：“原上种良桑，桑下种茂麦。雉雊
麦秀时，蚕眠叶休摘。空条漏日多，余椹更谁
惜。”作为农业干部，梅尧臣很是关心农业生
产，对于间作套种技术，自然十分了解，他这
首诗描写了桑下种麦、桑麦两旺的景象。

宋神宗时期，开封知府、文学家韩维《洛城
杂诗》道：“上东门外春三月，桑叶阴阴覆菜
花。”曾任多地知府的诗人晁补之在《阎子常
携琴入村》一诗中，也涉及了间作套种技术：
“麦未收打催种豆，屋下迹少田间多”，反映了
收麦前套种豆子的情形。曾任太子洗马的四
川仁寿籍诗人龙昌期看到家乡都搞桑树与桤
木间作，很是感慨，于是写下了《故乡》一诗：
“桤木惭桑低别壤，芋苗护稻远分行。上书莫
道便他郡，学稼终宜老故乡。”记载了嘉祐年

间四川仁寿桑树与相对矮小的桤木套种的新
技术。这些涉及间作套种的诗歌，反映了宋
朝时此项技术已经逐渐成熟，为我们留下了
宝贵的间作套种史料。

春耕、夏忙、秋收是农家生活不变的主题，
曾多次在基层任县级职务和知州的诗人张
耒，写了许多描述农家生活的诗篇，其中《田
家》三首就记载了初夏踏歌，庆贺丰收的欢乐
场景：“社南村酒白如饧，邻翁宰牛邻媪烹。
插花野妇抱儿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
饱不知夜，裸股掣肘时欢争。去年百金易斗
粟，丰岁一饮君无轻。”

宋哲宗年间，曾任衡州知州的文学家孔平
仲有一首描写秋收后农村景象的《禾熟》诗：
“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
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西风送来了满
地禾黍成熟的香气，泉水叮鸣，稻谷纷纷登
场，老牛完成了一天的耕耘任务，在夕阳下卧
在山坡上悠闲地啃着青草，一幅安闲静谧丰
收后的农村风景画，给了我们很强的画面感。

元诗歌咏丰收之乐

历代描写农村农业农民的诗歌，除了庆丰
收的诗作，反映农民劳动的诗歌层出不穷：
《诗经·周颂·载芟》写了农民开垦、播种、收获
的过程；晋代陶渊明《归园田居》写了自己早
出晚归的劳作；唐代李白的《鲁东门观刈蒲》
写了秋天农民割蒲的劳动场景；宋代杨万里
的《插秧歌》写出了插秧时节农家的忙碌。

元代的农事诗也同样展示了农业生产的全
过程，描写了农民劳作的辛苦以及丰收之乐。

曾任莆田主簿、庐江知县的诗人刘诜写过
《秧老歌》，其一写道：“三月四月江南村，村村
插秧无朝昏。红妆少妇荷饭出，白头老人驱
犊奔。”描写了当时江南插秧季节农民忙插
秧、老少齐上阵的繁忙情景。

庄稼已经播种上，除草是必不可少的劳

动，诗人洪希文曾写了《观夏耘偶成》一诗：
“苗稚才闻鸦舅呼，东阡西陌尽农夫。非其种
者锄而去，毋使蔓焉难以图。滴滴尽沾禾下
土，穰穰行载斛中珠。作劳归舍呼闾里，共坐
牛衣酒一壶。”描写了农民辛勤除草劳作的场
景，这都是为了秋天的丰收打基础。

在农业科技不发达的古代，农民劳作是非
常辛苦的。枢密院副使、诗人刘仁本很是同
情农民的劳苦，曾写下悲切感人的《田父吟》：
“田家父，作劳苦。五更鸡鸣月当午，呼儿鞭
牛出蓬户。翻犁南亩耕新土，土沃泥深没牛
股。田家父，作劳苦。朝栉风，暮沐雨。举锸
成云齐耦伍，沾体塗足身伛偻。村南村北飞
桑扈，何如六月商羊舞。”

秋天到了，农民该收获了，曾任翰林学承
旨的诗人张翥写过《拾麦吟》：“大麦黄，将上
场。田家麦村村忙。”秋天大麦变黄的时
候，农民家家户户忙着去割麦。

元代记载农民丰收之乐、喜雨之乐的诗作
也是层出不穷。古时农业科技相对落后，农
民靠天吃饭，天降甘霖自然是喜事。元末学
者胡奎曾写过《秋日喜雨》诗：“惊雷初动地，
甘雨最知时。石有交飞燕，田无再坼龟。稻
花齐覆水，荷叶乱翻池。早赛鸡豚社，秋成信
有期。”诗中写到了及时的秋雨，给农民增强
了夺得秋季丰收的信心。

农民的生计全靠农田的收获，丰收年景是
农民最乐见的。曾任国子监助教的诗人李昱
一首《农家谣》，把农民的丰收之乐表现得淋
漓尽致：“高田低田禾尽熟，农家农家生意
足。腰镰在手如割鲜，玉粒如山塞茅屋。亲
戚邻舍欢乐同，酒酣社鼓歌老翁。阿孙将米
换鱼肉，老妪髻插山花红。时和乃由天子圣，
元丰之歌敢同盛。”

明清诗反映边疆面貌

明清时期，一些朝廷命官因为种种原因被
贬戍边疆，这些官员有的是诗人，所以农事诗
又发展和延伸到了边疆地区，边疆的农业面
貌也得到了客观反映。

明武宗正德初年（1506），理学家王守仁被
贬到贵阳龙场驿，他在这里记录了边地农民
的生产生活。当年，他所在的地方，雨水充
沛、禾苗长势良好，看到在烈日下锄草的农
夫，他写道：“回风动积水，好味生叶间。荷锄
久忘归，对之颇解颜。”当看到农民历尽艰辛，
终于迎来了丰收年时，王守仁又写道：“秋仲
敛嘉谷，劬劳得暂宽。孰以田野翁，仓廪意拳
拳。来月思盖庐，种麦犹当早。用尔饥寒心，
相期取温饱。”农民获得大丰收，正打算盖新
房呢！

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翰林院侍读学士
纪昀被贬戍乌鲁木齐，曾写过一首小麦丰收
的诗，其中写道：“客作登场打麦劳，左携饼饵
右松醪。”清嘉庆四年（1799），正在参与编修
《清高宗实录》的洪亮吉被流放伊犁，他入疆
看到沿途的农业生产，写下了不少农事诗，其
中对哈密维吾尔族农户的收获有如下记载：
“三堡至头堡，亩亩麦新刈。咸携菠笨车，往
返数难记。伊吾节候晚，已及三夏季。缠头
何辛勤，风雨所不避。全家挈筐榼，儿女在旁
戏。”诗中描述了当时维吾尔族百姓正在收割
小麦，赞美了他们的辛勤劳动。通过纪昀和
洪亮吉的诗歌记载，可见小麦也是新疆农民
常种的粮食作物。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诗人

是时代的歌手，古今概莫能外。古代诗人以
敏锐的眼光、优美的笔触和浓浓的民本情怀，
用自己的如椽之笔，为辛勤劳作和获得丰收
高唱赞歌，给我们留下了一幅幅记载劳作丰
收的壮丽图景和珍贵史料。

无私的报偿
清风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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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 随 笔

稻花香里说丰年
——古代诗人笔下的耕作丰收图

陈保琳

中国古代社会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

主，农业生产是保障整个社会正常运行的重

要支柱，因此历朝历代无不重视发展农业，男

耕女织、渴盼丰收是古代社会的主旋律。为

此，古代诗人用他们的妙笔写下了丰富多彩

的农事诗，描绘了一幅幅劳作和丰收的图景。

孔子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颜回缺衣少食，居于陋室，穷得叮当
响，人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为什么？子曰：“贤
哉，回也！”因为颜回贤，有德行，有操守，良好的品格
铸就了干净的灵魂，而且，他一时如此，一生如此，所
以颜回成了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美誉千年。有些人立
志要做个贤人君子，做个有德行有操守的人，然而在
坚持到“最后一公里”时被“糖衣炮弹”击中软肋，坍塌
了节操，以致悔恨终生，汉初名士朱建便是如此。

毫无疑问，朱建是一个有精神洁癖的人，他虽然
遭逢乱世，在一群毫无仁义道德的莽汉手下讨生计，
却没有近墨者黑，反而显出一种遗世而独立的鹤立鸡
群。当年，他任淮南王英布的相国，因未参与且旗帜
鲜明地反对英布谋反，受到刘邦赏识，被封为平原君。
后来，朱建迁家于长安。长安是西汉之都，到处是

吸人眼球的轻裘肥马，到处是惹人心动的乌纱皂履，但
朱建作为名士，名动京师，始终坚持自己的操守。司马
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记载说：“平原君为人辩
有口，刻廉刚直，家于长安。行不苟合，义不取容。”从
不随声附和，从不攀龙附凤，为人有操守，做事有底
线。因此，朱建成了朝野间最著名的清流。

让人意外的是，平原君“刻廉刚直”的金字招牌，
最后却在金钱的诱惑面前倒下了，更直接的说是在所
谓的“孝心”的推动之下坍塌了。
朱建的清名，为朝中众臣仰止，吕后男宠、辟阳侯

审食其久闻其名，多次欲结交，但均为朱建婉拒，审食
其恨怅不已。不久，朱建母亲去世，他家徒四壁，无钱
葬母，不禁一筹莫展。审食其投其所好，立即给朱建
馈赠赙仪（送给丧家的礼）百金。

朱建正愁肠百结，审食其的百金无异于雪中送
炭，他几乎想都没想便欣然笑纳。而其他平日里想结
交朱建的权贵，看到他连审食其的贿赂都受之无愧，

纷纷前来送钱送物，朱建共收礼五百金。朱建“受贿
葬母”，果然为母亲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丧事。然
而，孝心尽了，人情不尽，没完没了。

刘邦去世后，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刘盈虽为
皇帝，大权却抓在母亲吕后手中，内心颇有不平。他
多次听说审食其与母后关系暧昧，污秽后宫，羞愤难
当之际，命人将审食其抓捕入狱，准备问斩。

审食其求吕后说情，但此事本因吕后起，莫非自
证其事？吕后拒绝了。求同僚，亦无人出头，因此求
救于朱建。朱建欠着“人情债”，不得已，为营救审食
其奔走。朱建找到惠帝男宠闳孺，说皇帝宠幸你，天
下皆知，审侯因太后宠幸而下狱，今日倘若他被杀，他
日太后发怒，也将杀你。不若你去求皇帝，救下审食
其。在朱建的威逼利诱之下，闳孺苦苦哀求惠帝，审
食其最终无罪释放。

审食其起死回生，自然庆幸。但朱建就不然了，
一个正人君子，却要为无耻小人当说客，那感觉比吃
下一只肮脏的苍蝇好不了多少。更让他痛心的是，一
心想身洁名高、清廉正直，却因“尽孝”而玷污了节操，
留下了骂名。
到了汉文帝的时候，审食其终因罪恶深重被杀，文

帝因朱建曾与审食其拉拉扯扯，便派官吏去抓捕他，朱
建不堪其辱，官吏刚进门，就自杀了。为了一个阴险的
男宠，朱建不仅丢掉了名节，还失去了性命，让人唏嘘。
君子与小人不过一线之隔，这条线就是人生与法

律的底线，守住了底线就是君子，逾越了底线就是小
人，甚至罪人。蔡东藩在《前汉通俗演义》中，曾对朱
建失节一事感叹道：“百金足以汙（同污）节，贫穷之累
人实甚！”评价虽无不当，但没说到关键处，一个人决
心要做一辈子贤人君子，需要战胜的不是贫穷，而是
自己的内心。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能真正做到
守节志不移。

《丰收图》，叶少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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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开运三年（946）十二月，身为马军
都排阵使的张彦泽投降了契丹。张彦泽生
性残忍，为了向新主人献功，他率领二千名
骑兵进攻京城开封，兵不血刃就拿下了城
池，之后纵兵抢劫、杀戮，一时间城内血流成
河。士兵抓获了可疑的人犯，张彦泽喝醉
酒不能审问，他瞪着眼睛随便看一眼，倘若
伸出三根手指，士兵就会将人犯拉出去砍
断他的腰和脖颈。一次，张彦泽趁着酒劲
儿进入阁门使高勋的府邸，将府中没来得
及走的人全部杀死了，理由就是高勋曾说
过他的坏话，得罪过他。

高勋一家血淋淋的现实让后晋的官员
如惊弓之鸟，人们很快就将目光投向了另
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李涛，唐敬宗之子李
玮的后代，真正的皇族，他曾让张彦泽恨得
牙根痒痒。

原来李涛为人正直，常常路见不平一
声吼，最见不得不公之事。张彦泽有个记
室（也就是秘书）名叫张式，他的妻子很漂
亮，被张彦泽看中，便找个理由杀死了张
式，强霸了他的妻子。张式的老爹到朝中
为他申冤，晋高祖石敬瑭因为张彦泽屡立
军功，就睁一眼闭一眼不想处理。
李涛听说此事，大怒，写好奏章趴在

阁门上奏，请求依法处置张彦泽。石敬瑭
不得已召见他，耐心地劝告他，但都无济
于事。李涛坚持每天上朝都拿着笏板敲
击，讨要公道。石敬瑭干脆说：“我与张
彦泽有誓约，宽恕他的死罪。”李涛依然
不买账，厉声回答说：“与张彦泽私下盟
誓，陛下不忍食言；范延光曾经被赏赐铁

券，他现在在哪里？”
范延光是石敬瑭手下大将，曾立下大功，

石敬瑭曾经赐给他免死铁券，许诺他无论犯
什么罪都不会杀他，可范延光因为犯上作乱，
石敬瑭最终还是违背誓言，将他处死。

这话无异于当面打皇帝的耳光，石敬
瑭无言以对，气得拂袖而起，向内宫而去。
李涛不依不饶，皇帝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
进谏不止。石敬瑭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召
见张式的父亲张铎、弟弟张守贞、儿子张希
范等人，都授以官职，同时罢免张彦泽的节
度使一职，最终也未将其绳之以法。

按说做到这样已经算给面子了，可李
涛并不满意，回到家赋诗“三谏不从归去
来”，抒发郁闷之情，直到石敬瑭去世，他因
为不肯去奔丧而被停职。

对张彦泽来说，李涛这是要赶尽杀绝
的节奏啊，心里怎么能不对李涛恨之入
骨。现在机会就在眼前了，只是令他没想
到的是，没等他清算这笔账，李涛却主动登
门，来找他了。

知道这段过节儿的人都曾劝李涛赶紧
逃跑，李涛却摇头说：“我的灾祸来了！与其
逃跑到沟壑洞穴也难免此祸，不如去见他。”

张彦泽见到主动求死的李涛，很是吃
惊，问他：“你现在见我，害怕吗？”李涛没有
回答，反问张彦泽：“我今天的害怕，正如你
当日被我弹劾时的害怕一样。如果先皇听
从我的意见，怎么会有今天的局面呢？”张彦
泽听完，愣了好半天，然后大笑起来。他这
个莽夫，最敬重不怕死的人，于是命人准备
酒菜，款待李涛。李涛与张彦泽对面而坐，

举杯畅饮，始终神情自若。喝罢酒，拍屁股
走人，张彦泽竟然恭送他出门。

李涛生于乱世，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
登场，动辄刀兵四起，流血千里，无论对于
谁来说保命都是一件严峻的事情。但李涛
一生历经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和北宋多朝，为人始终刚正不阿，却毫发未
伤，就像穿上了护身符，堪称政坛奇迹。

其实让李涛大难不死的原因，就在于
他忠诚任事、秉公办事的品质，这让他得到
了上下一致的认可和尊重。

到了北宋初期，李涛担任兵部尚书。
建隆二年，李涛因病在家休养，在此期间，
军校尹勋管理疏通五丈河，陈留的壮丁夜
间逃散，尹勋未经请示就擅自处斩队长陈
琲等十人，民夫七十人全都被杖责一百，割
掉左耳。李涛闻此暴行十分气愤，抱病起
草奏章，要求将尹勋斩首以向百姓谢罪。
家人劝李涛说：“你的病这么重了，应当自
己爱惜保养，朝廷的事就暂且放下吧。”李
涛愤恨地说：“人谁没有一死，我身为兵部
尚书，坐视军校残暴杀人，怎能不奏？”太祖
赵匡胤读了奏章，大加赞赏，下诏削夺尹勋
官爵，发配许州。

六十四岁时，李涛因病去世。为表彰
他的功绩，宋太祖赠官右仆射，给予了他宰
相级的荣誉。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是以圣人后其
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
邪！故能成其私。”意思说，那些有道的人
总是谦虚退让，反而能赢得爱戴；总是把自
己生命置之度外，反而保全性命。正是因
为他的无私，反而成就了他自身的利益。
这说的就是李涛这样的人吧，世道轮回，上
天的公平本该如此！

比金钱更昂贵的是名节
晏建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