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 魏晋陶渊
明归去来兮辞读后感(精选8篇)

以人为本，为您提供最好的。创作标语要注重文字的精准表
达和形象的生动展示，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知识是智慧
的源泉，不可或缺！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一

回家的船儿轻快地向前摇荡着，船桨和水嬉闹着，发出欢快
的声音。微风吹拂着我的衣服，抚摸着我的脸颊，感觉好不
惬意！

船一靠岸，我马上向行人询问路程，从行人那里得知离家还
有一段距离，便不由得埋怨时间过得太慢。我焦急地盼着太
阳早点出来，可以让我赶路回家。虽然这时只是晨光微弱，
但我仍然焦急地朝家的方向行进着，思绪万千，往事涌上心
头。

我家里很穷，种田收获的粮食不够吃的，孩子又很多，米缸
里往往储蓄不下粮食。亲友们劝我去做官，我心里也有这个
念头。叔父给我指了一条明路，让我到一个叫彭泽县的小县
城去做官。离家不久，我就开始想家。究其原因，是因为自
己不愿做官，喜欢一切随其自然。这是无法勉强的！由于被
饥寒所迫而违背本意去做官，我的身心都感到痛苦。在过去
为官做事都是为了吃饭而役使自己，于是我常常失意伤感，
内心十分痛苦，感觉这种做法有愧我平生的志愿，我原想任
职一年便辞官回家，可嫁到程家的妹妹的丧事改变了这个计
划。我一心想去奔丧，便自己请求辞职。

想起这些往事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我明白做过的那些违心
的事已无法补救，辞官归隐还可以挽回将来。其实我感到误
入迷途还不算太远，正确的道路是回归田园。



抬头望望碧蓝的天，上面飘着几朵悠闲自在的云，两只鸟从
树林里飞出来，相互追逐着，嬉闹着，远远望去，水面腾起
的白白的雾气笼罩着树林，像给树林穿了一件洁白的纱衣。
忽然，我隐约看见自家的房屋，便高兴地向前飞奔。仆人们
认出是我，三步并作两步地朝我跑来，七手八脚地拿下我的
行李，拥着我朝家走去，儿子像小鸟一样张开翅膀扑进我的
怀里：“爹，您终于回来了！我们可想您了！”我高兴地把
他抱起，亲吻着他粉嘟嘟的小脸蛋。这时妻子也过来了，一
边掏出手绢轻轻地拭去我脸上的汗迹，一边对儿子说：“快
下来，别让你爹累着！”我在妻子笑容灿烂的脸上捕捉到了
泪花的痕迹。然后，我们有说有笑地走进了家门。

我看到院子里的小路已快荒芜，显然已有一段时间无人收拾
了。看到此情此景不由心头一痛，为没有替这个家尽到应尽
的责任而自责。桌子上有妻子早已为我准备好的满满一壶酒。
我拿起酒杯自斟自饮，看到眼前小屋里熟悉的一切，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

在院子里走走很有趣，我喜欢拄着拐杖从里面悠闲地漫步，
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由于在外面周旋已久而变得疲惫的鸟儿一
样，现在终于回到了日思夜盼的巢穴，并且可以过上悠闲自
得的日子。想到这里不禁暗自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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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着这大好春光，我去游山玩水，拜山访谷。春光下，万物
复苏，欣欣向荣，泉水涓涓长流。

我羡慕万物生机勃勃，感到自己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转念一
想，我寄身于世间还有几度春秋？何不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



用去管生死呢？！不如趁着这美好的时光独自出去游玩，我
喜欢爬上东边的山冈放声长啸，面对清澈的流水吟诗阔步。
这样的生活不是正随我意吗？顺其自然，直到生命的终结，
乐天安命，这才是我的追求、我的志愿！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二

“三十不学艺”。我想测试一下记忆力是否严重退化，就决
定背诵一下陶渊的《归去来兮辞》和王勃的《滕王阁序》。
前者完成，略有所思。

一、回归山林有一定经济保障

“僮仆欢迎”、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
车，或棹孤舟”等说明陶公是一个小地主，可以养得起家仆，
也能收些地租，否则如何生计？这说明，首先，现今，即有
与陶公同类者，所谓市民、文化人、知识分子，连陶公之微
薄保障亦不可求；其二，该保障实不足以令人放弃“昨非”
而拥抱“今是”，陶公心性高洁、高远拔俗之形象未稍有减，
退一步讲，没有保障，该辞依旧可能赋得。

二、经济保障不过聊胜于无

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
幼稚盈室，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见一斑。
陶公是穷困潦倒而死的，另有足证。全辞刻画了一个超凡脱
俗的人，一个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托起来的人，一个违背了
定式和规则的人。其胸襟气韵、人格涵养、淡泊心境完全是
灵魂深处的自由与迥异、纯洁坚定的信念使然。

三、心中幽愤不平激荡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
吾生之行休。”、“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为乎遑遑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
疑！”等都可以揭示其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背后
蕴含着心酸无奈与焦虑。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兼济天下
的道德使命今天都不得不“相违”，满腹诗书与无暇理想只
能相伴自己，终老林泉。这种忧心与屈原相比，肯定略弱，
因为陶与屈毕竟志向有异，且背景不同。但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士”的职责――“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以
仁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人生有限，
而其志不得展，空对日月，怎能不自叹自咿！愈不平，愈显
其真，愈才厚，愈彰其卓。天然雕饰的文字方让人开悟：陶
公的自然之笔来之不易。

四、眼观手应，心灵 笔巧

“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引壶觞以自酌，眄
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
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
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
流。”、“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
临清流而赋诗”等都以纯朴自然的语言描画清新素雅的自然
景观和心胸，连读者都觉得留连忘返。“由来意气合，直指
性情真。”这些都揭示了陶公不仅是第一流的思考者和自我
践行者，也是第一流的写者，口心相一、文笔卓然。固然言
为心声，其文字功夫镂刻眼球，清新之风更无来者。

五、定义了诗歌语言的标记

风、晨光、松菊、酒、园、云、鸟、琴书、车、舟、木、泉、
富贵、良辰、天命等都成为陶公之后中国文化诗歌中大成之
作的标记，这些词经其推敲后被默定为中国诗人的标志性语
言，就这个意义而言，其一代文坛领袖，开诗派之先的功劳
又怎能为后世所淡忘。若有异议者，请君读罢东坡《琴诗》
再来辩论吧。“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
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三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著名的文学家，更著名的'则是他告别官场、
做了真正的隐士。《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最重要的作品，
是告别官场的宣言，欧阳修评论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

辞是战国后期楚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比较自由的韵文;赋体
起源的时间要早一些，都是散文的滥觞。两汉时期，辞赋不
分，均重文采、讲铺陈、善用典，区别在于辞重韵而抒情，
赋重在咏物说理。《归去来兮辞》是辞赋的结合，既咏物说
理，又抒发情感。全文537字，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序，阐述入仕和出仕的原因。陶渊明坦陈是为贫而仕，“余
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于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
然有怀，求之靡途”;诸侯、家叔帮忙，“遂见用于小邑”。
最后，“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辞官归隐的原因是“质性自然”，与官场的污浊格格不入，
在彭泽当县令“八十余日”，“自免去职”。第二部分是正
文的第一、二、三段，写了归途的心情、到家时的心情和在
田园里的心情，洋溢着诗人欣慰无比、怡然自乐的幸福。归
途的心情是立于船头，归心似箭，盼早日到家。到家时的心
情是“乃瞻衡宇，载欣载奔”。意思是，远远地望见简陋屋
门，且喜且奔地飞跑回家。在田园里的心情是“园日涉以成
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意思
是，整天在园中散步而自得其乐，虽然设有门户却常将它关
闭。拄着拐杖随处漫游歇息，不时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第
三部分是最后一段，抒发诗人的人生感悟，“富贵非吾愿，
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意思是，
顺其自然走向生命的尽头，乐天知命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这是一种哲学思考，是陶渊明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终极
追求。

品读《归去来兮辞》，我们深深为陶渊明的自然品格所折服。



做人自然、自然做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很难，难就
难在人有七情六欲，容易为物欲所困和名利所累。陶渊明真
正做到了自然。陶渊明确信，自然是他的血脉、他的生命和
他的全部，只要回归自然，他才会有幸福。这种自然是质性
自然，不是作秀的自然，更不是作伪的自然，“少无适俗韵，
性本爱丘山”。有了质性自然，陶渊明才会感叹：“久在樊
笼里，复得返自然”，像天上的云，云卷云舒，自由飘荡，
无所系羁;像空中的鸟，飞来飞去，翱翔蓝天，依恋树林。这
种自然是田园风光。田园是最真切的自然，是人类诗意地栖
居的大地。在陶渊明看来，田园代表着宁静、和谐、安详，
代表着温情、善良、真诚，代表着对世俗的拒绝和对权力的
蔑视。田园是他质性自然的载体，是他安身立命的处所。因而
《归去来兮辞》正文一开篇就动人心魄地喊出“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真是天籁之音，在历史上的苍穹久久回荡，
深深震撼着士大夫的心胸。这种自然是平淡语言。

陶渊明的诗文几乎找不到怪僻字，用的都是农家语，以致同
时代的文学批评家钟嵘认为不够高雅。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
用语是否高雅，有没有怪僻字，而在于是否有真情，是否是
真情的自然流露。有了真情，田园可以显现为风光，农家日
子可以提升为诗意，简单事物可以唤起美的享受，这正是陶
渊明诗文最大的特色，也是他质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后
人评价《归去来兮辞》是“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
凿之痕”;评价陶渊明的诗文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
见真淳”。

《归去来兮辞》告别了官场生活。“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
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这段话既有悔恨
又有醒悟，富于深刻的哲理。意思是，觉悟到以往的过失已
无法挽回，知道将来的美好还来得及补救，其中今是而昨非，
就是陶渊明彻底否定了13年甚至是30年的宦海沉浮。

陶渊明28岁才做官，40岁告别官场，实际只有13年时间，但
他在《归园田居》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这



大概是算上了他少年时就有了入仕做官的愿想。其实，陶渊
明年轻时是很想为官从政的，他自己说的原因是“幼稚盈室，
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也就是在子多且幼、谋
生无术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做官;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
的`“大济苍生”的宏愿和“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志
向。陶渊明也着实做过几次官。他第一次入仕是28岁。《晋
书》记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
归”。意思是，他那时家贫，到江州任祭酒一职，属于州府
的普通办事员，但他不愿仰人鼻息，没过多久就辞职回家了。

据说，不久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属秘书类的差事，他没去
就辞谢了。第二次入仕是36岁左右，他到荆州府桓玄门下做
属吏，而桓玄当时控制着长江中上游，正伺机篡夺东晋政权。
陶渊明不愿与桓玄同流合污，借故母亲去世，归家居丧，辞
别了官职。第三次入仕是40岁那年，陶渊明远赴京口在刘裕
那里做过建威参军和镇军参军，也是一种文职小官。对于东
晋而言，刘裕与桓玄一样都是篡国谋逆者，陶渊明不满刘裕，
很快就辞了职。半年之后，叔父陶逵介绍任彭泽县令。当
了81天县令，又一次挂印而去，写就了千古名篇《归去来兮
辞》，宣言彻底告别仕宦生涯。这一年他41岁。陶渊明辞官
隐退的表层原因，按《归去来兮辞》的说法是“寻程氏妹丧
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按萧统《陶渊明传》的说法是
“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
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
职”。这也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典故出处，后人对此有疑
问，认为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得不到印证。然而，这倒比较符
合陶渊明的思想逻辑和性格特征。深层原因，却需从陶渊明
自身和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寻找。

其一是由于陶渊明的个性，他崇尚自然和追求心灵自由的品
质，与仕宦生活的诸多羁绊不能相容，这应该是主要原因。

其二是东晋士族文人普遍谈玄说理、不拘形役的社会风气，
不能不对陶渊明的人格世界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为他辞官



隐退奠定了思想基础，发挥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其三是黑暗的政治现实，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与南北朝初
期，军阀混战，生灵涂炭，一生遭遇乱世，这不仅是他无法
改变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宏图大志的实现设置了无法逾越
的障碍。综合历史与现实、社会与个人的种种因素，终于酿
成了陶渊明辞官退隐的结局。这对陶渊明个人来说，可能是
一杯苦酒，而历史地看，却是一杯精神美酒，为我们酿造
了“隐逸诗宗”的美好诗篇和士大夫超凡脱俗、清高自洁的
光辉形象。

辞官归隐，历史留下了陶渊明，文人墨客多了一种人生选择。
但是，纵观历史，真正选择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之后鲜有所
闻，这使后人只能“高山仰止”，不能“景行行止”。所以，
元人评价：“古今闻人，例善于辞，而克行之者鲜。践其所
言，能始终而不易者，其惟渊明乎?此所以高于千古人也”。
《归去来兮辞》给人们最大的启示是：人生可以有多种选择，
不惟入仕为官一途。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四

【归去来兮】回家去吧!

【田园将芜，胡不归】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不回去呢?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悔悟过去的错误不可挽
救，但坚信未来的岁月中可以补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实际上我入迷途还不算远，
已觉悟到现在的做法是对的而曾经的行为是错的。

【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船在水上轻轻飘荡，微风
吹拂着衣裳。



【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向行人打听前面的路，只
觉得遗憾晨光朦胧天不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刚刚看到自己简陋的家门，我高兴
地向前飞奔。

【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家僮欢快地迎接，幼儿们守候在门
庭。

【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院里的小路长满了荒草，松和菊还
是原样。

【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带着幼儿们进了屋，美酒已经盛满
了酒樽。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我端起酒壶酒杯自斟自饮，
观赏着庭树(使我)露出愉快的神色。

【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倚着南窗寄托我的傲世之
情，(更)觉得这狭小之地容易使我心安。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每天(独自)在园中散步兴
味无穷,小园的门经常地关闭着。

【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拄着拐杖走走歇歇，时时
抬头望着远方(的天空)。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白云自然而然地从山穴里
飘浮而出，倦飞的小鸟也知道飞回巢中。

【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日光暗淡，即将落山，我
流连不忍离去，手抚着孤松徘徊不已。

【归去来兮】回去吧!



【请息交以绝游】我要跟世俗之人断绝交游。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们的一切都跟我的志趣
不合，再驾车出去又有何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跟乡里故人谈心使我快乐，
弹琴读书能使愁颜破。

【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夫把春天到了的消息
告诉了我，将要去西边的田地耕作。

【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有时驾着巾车，有时划着孤舟。

【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既要探寻那幽深的沟壑，
又要走过那高低不平的山丘。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
流动。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我)羡慕自然界的一切生
物及时生长繁荣，感叹自己一生行将告终。

【已矣乎】算了吧!

【胡为乎遑遑欲何之】为什么心神不定，还想去什么地方?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富贵不是我所求，升入仙界也
没有希望。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爱惜那良辰美景我独自去
欣赏，要不就扶杖除草助苗长。

【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登上东边山坡我放声长啸，
傍着清清的溪流把诗歌吟唱。



延伸阅读：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五

误几回，那更乱红悲咽。

——题记

月未歇，照着离别夜，更持青灯看花，一曲独奏冷月牙，。
软语华章，素写离人赋，头枕青花，牵挂水木年华。

箜篌弹尽悲欢离合，星引月残，独断共生，也无人惜从教坠，
扰了谁的眠，流年似水，虚度着一生，使得夜浓残酒浸软了
剑气，被风偷走的相思捻成花，偷袭一个梦，围攻一个人。
月出时，人静后，无限思念可沉舟。

对面无言相视久，且道风流依旧，约在晚霞落后聚西楼，共
赏孤行残月，月如钩，千古愁，说不休，沧桑变换海横流，
才到残叶暮雨知足秋，感叹红尘年少，少白头，温情相待，
才能鉴往如来，清风舞明月，山梦落花间，独晓一卷梵经下。

独然屹立月下，形影相吊，飞云冉冉蘅皋路，目送芳尘去，
锦瑟年华，一夜鱼龙舞，风满袖。一生一世一双人，争教两
处销魂，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看，浆向蓝桥易乞，药成
碧海难逃，若荣相仿引牛津，相对望贫。

离人泪，相思赋，谁道闲情抛掷久，惆怅还依旧，梦为元别
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人间望玉钩，没于青山，人歌人
哭水声中，幽兰露，如啼眼，烟花不堪剪，你的错，我的过。

饮清露，出疏桐，那堪来对白头引，风多响易沉，深秋帘幕
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飞，云仙古今同，风雨之夕，若解多
情任君夸，绿杨处，怀芳心檀郎逐便飞，结同心，明月下。



平林新月人归后，不辞镜里朱颜瘦，隔着时光，模糊了红豆，
月未央，人歌长，微度绣芙蓉，闲情抛掷久，玉笙寒，泪始
干，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韶光夜，最是仓皇，犹奏别离歌。

垂泪对明月，消磨不过这离别，微吟先偷眼，断魂不过挽离
歌，汉隶梅花敛迹，千年前我用汉隶写下唐诗，而今生我又
开始为你填词，城未见花，年来薄似纱，明朝卖闲茶，春风
一杯酒，夜雨十年灯。

白头吟离骚，相思难捱轻离别，短歌微吟不能长，忧来思，
明月忘，斗酒散襟颜，难处心，念尔零落逐寒风，秋风别，
拟咏怀，总为浮云蔽月，代衣冠成古丘，半落春天外，中分
明月楼。

举案齐眉，岁月静好。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六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
而已！”《归去来兮辞》这篇抒情小赋以平易朴素、优美流
畅的语言来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毫无雕琢痕迹。文中骈散
相间，将双声与叠韵巧妙结合，读来琅琅上口，音节铿锵，
具有和谐感。更令人百读不厌的是平淡质朴的语言中所蕴蓄
的隽永深挚的情感。

陶渊明善于以平淡质朴的语言描写自然景物，从中寄托自己
的个性和情操。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两句，
就是以物移情，语意双关的妙句。“无心出岫”的云象征着
自己的误落尘网，“倦飞知还”的鸟则比喻作者的终于归隐。
这两句既是写实境，也是写心境。托意深远，表现又极为自
然。其佳处正如叶梦得所说：“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
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避暑录话》卷上）又
如“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两句，描写自己在夕阳
下抚摸孤松流连忘返的情景，富有深意。夕阳西下，树林阴



翳，似乎是当时政治黑暗的象征；而作者以孤松相比照，则
表明自己在迟暮之年仍将保持高尚的节操。清陶澍集注《靖
节先生集》说这两句是“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
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由此，
也可见出陶渊明的身世之痛。

陶渊明也善于以平淡质朴的语言抒发人生体验，酣畅淋漓地
表达自我的人生理想。如“悟已往之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四句，表达了他对自己过去
十三年来误入仕途的悔恨、自责与自省。他把当官视为“迷
途”，而认为辞官归田才是正确的道路。这既是对自己“以
心为形役”的追悔，也是对封建制度的批判。这表明作者具
有与世俗读书人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又如“归去来兮，请
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四句，坦承自
己想断绝与上层社会的联系，只和自己的亲戚、邻居的农民
共乐田园的生活，可见其高洁志趣。还有“善万物之得时，
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等句吐露了
他对生命短暂的感喟，对自己生不逢时的嗟叹，对于乐享余
生的宽慰。再如“富贵非我愿，帝乡不可期”两句表达了他
既不追求富贵，也不期待寻访仙境，而只希望过着逍遥自在
的平常生活的愿望。而末二句“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
奚疑”，虽然流露了苟安避世的老庄思想，但从中也可看出
他已不再犹豫，下决心归老田园的坚定态度。

总之，本文通过描写作者辞官归隐的过程和思想变化，反映
了他对仕宦生涯的厌弃和摆脱官场束缚的喜悦，可以说这是
陶渊明最后告别上层社会的宣言书。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不
肯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可贵精神，也表现了他超凡脱俗的情
怀与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之情。作者以平淡质朴的语言或借景
抒情，或直抒胸臆，情真意切，深挚隽永。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七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目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



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
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
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
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
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
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
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遊。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
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邱。
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
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
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
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天
天命复奚疑！

回去吧，田园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既然自认为心志
被形体所役使，又为什么惆怅而独自伤悲？认识到过去的错
误已不可挽救，知道了未来的事情尚可追回。实在是误入迷
途还不算太远，已经觉悟到今天“是”而昨天“非”。归舟
轻快地飘荡前进，微风徐徐地吹动着上衣。向行人打听前面
的道路，恨晨光还是这样微弱迷离。

望见家乡的陋屋，我高兴得往前直奔。童仆欢喜地前来迎接，
幼儿迎候在家门。庭院小路虽将荒芜，却喜园中松菊还存。
我拉着幼儿走进内室，屋里摆着盛满酒的酒樽。拿过酒壶酒
杯来自斟自饮，看着庭院里的树枝真使我开颜。靠着南窗寄
托着我的傲世情怀，觉得身居陋室反而容易心安。天天在园
子里散步自成乐趣，尽管设有园门却常常闭关。拄着手杖或



漫步或悠闲地随处休息，不时地抬起头来向远处看看。云烟
自然而然地从山洞飘出，鸟儿飞倦了也知道回还。日光渐暗
太阳将快要下山，我抚摸着孤松而流连忘返。

回去吧，我要断绝与外人的交游。既然世俗与我乖违相悖，
我还驾车出游有什么可求？亲戚间说说知心话儿叫人心情欢
悦，抚琴读书可藉以解闷消愁。农人们告诉我春天已经来临，
我将要到西边去耕耘田亩。有的人驾着篷布小车，有的人划
着一叶小舟。时而沿着婉蜒的溪水进入山谷，时而循着崎岖
的小路走过山丘。树木长得欣欣向荣，泉水开始涓涓奔流。
我羡慕物得逢天时，感叹自己的一生行将罢休。

算了吧！寄身于天地间还有多少时日！何不放下心来听凭生
死？为什么还要遑遑不安想去哪里？企求富贵不是我的心愿，
寻觅仙境不可期冀。只盼好天气我独自外出，或者将手杖插
在田边去除草培苗。登上东边的高岗放声长啸，面对清清的
流水吟诵诗篇。姑且随着大自然的变化走向生命的尽头，乐
天安命还有什么值得怀疑！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背景篇八

1、预习法。学习一篇课文，预习是必不可少的。文言文，知
识量大，所需掌握的内容多，不经预习直接听课，学生很可
能会不知老师所云者何，听课效果大打折扣。反之，做好课
前预习工作，初步了解文章大意，听课时对文章重难点的把
握就会事半功倍。

2、自读法。“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教学生学文言文，
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学生学会自己读懂文言文。《归去来兮辞》
表情达意，笔到意随，音韵和谐，文辞流畅，天然无饰，便
于学生理解品读。借此提高学生的文言文阅读能力是再好不
过了。

3、探究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其主动性，针对文



章内涵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一来可以锻炼学生的思辨能力，
二来可以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