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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晴野望
□ 唐 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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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析：这首诗描写了初夏的乡村，雨

过天晴，诗人眺望原野所见到的景色，层次

清晰，色彩明丽，意境清幽秀丽，俨然构成

了一幅天然绝妙的图画。诗人在最后两句

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了动态的人物，虽然

是虚写，却给原野增添了无限生机，让人想

见初夏田间活跃的情状并感受到农忙的劳

动气氛。

观刈麦（节选）

□ 唐 白居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赏析：这首诗描写了麦收时节的农忙

景象，农户全家男女老少都在为收麦而忙

碌。农人脸对着大地，背对着蓝天，下面如

同笼蒸，上面如同火烤，但是他们只顾尽力

割麦子，似乎完全忘记了炎热。天气如此之

热，白天又如此之长，而农人却竭力苦干，

生怕浪费一点时间，可见人们对粮食的珍惜

程度。

田上
□ 唐 崔道融

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

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

赏析：这首诗描写农民在雨天半夜辛劳

耕作的情形。后两句用“力俱尽”与“殊未明”

作鲜明的对比，反映了农民早出晚归、不知疲

倦的辛苦劳动生活。

四时田园杂兴
□ 南宋 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赏析：这首诗为我们描绘了其乐融融的劳

动场景：白天去田里锄草，夜晚在家中搓麻线，

村中男男女女各有各的家务劳动。小孩子虽然

不会耕田织布，却也不闲着，他们从小耳濡目

染，喜爱劳动，也在那桑树荫下学着种瓜。诗人

用清新的笔调，对农村初夏时的紧张劳动气氛

作了细腻的描写，读来意趣横生。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节选）

□ 东晋 陶渊明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禾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赏析：这首诗开篇直接议论，表明了诗人以

劳动为立身之本的劳动观。中间几句下笔若不

经意，却道出了春种秋收、稼穑一年的辛苦。然

而农事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

沉坚定。这首诗重点在强调劳动的重要性以及

诗人在劳动过程中所得到的精神享受。

农家
□ 唐 颜仁郁

半夜呼儿趁晓耕，

羸牛无力渐艰行。

时人不识农家苦，

将谓田中谷自生。

赏析：这首诗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艰苦，后两

句与“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所表达的意思

相似，但感情更强烈，常用来讥讽那些不知耕作

辛苦，耽于吃喝玩乐的人。

度关山（节选）

□ 东汉 曹操

世叹伯夷，欲以厉俗。

侈恶之大，俭为共德。

赏析：这首诗指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应

该将节俭奉为社会公德，表现了诗人提倡节

俭的思想。

咏史
□ 唐 李商隐

历览前贤国与家，

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

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

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

终古苍梧哭翠华。

赏析：这首诗首联开门见山，从前贤治国

理家事件中，得出经验教训：勤俭节约与奢侈

浪费为家国兴亡之关键。“奢侈之费，甚于天

灾”，倡勤俭节约之传统美德在我国历史悠

久。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

秀传统，让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在全社会

蔚然成风。

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四）
（节选）

□ 北宋 苏轼

手插荔支子，合抱三百株。

莫言陈家紫，甘冷恐不如。

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

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

赏析：这首诗描写了一位淳朴的农人邀

请诗人吃荔枝的场景。诗人吃饱后将剩下的

荔枝“打包”带回家给孩子继续吃。当前我国

正大力提倡勤俭之风，外出就餐不妨多向苏

轼学习，“饱食携其余”，吃完以后将剩余的饭

菜打包带走，减少餐饮浪费。

和孩子一起，在古诗中读懂勤俭美德

现代社会物质极大丰富，很多人已经不了解农业生产的辛苦和粮食的来之不易，以至于浪费食物的

现象时有发生。作为一个拥有漫长农耕文化历史的国家，珍惜粮食一直是我们的传统美德。相信很多

人都通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接受过节约粮食的教育。今天让我们通过更多古诗，一

起感受粮食生产的不易，领悟勤俭节约的道理。 □ 江亚萍/整理

□ 来源：学习强国网站、古诗文网、《光明日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