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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记》对安徽省太和县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启示 

于煊
1
 

（江西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摘 要】：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优美的世外胜地，其中厚植着包括生态整体观、生态自然

观和生态和谐观等丰富的生态文化底蕴。通过运用现当代观点挖掘《桃花源记》中的生态思想，探赜安徽省太和县

的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对周边农村生态的影响，对于处理当地农村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矛盾有着深刻

的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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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当代观点审视《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生态意蕴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运用当代观点对文中引人入胜的景象进行分析探寻，找寻“渔人”心中

的桃花源，通过古诗词中的古韵哲理来引导安徽省太和县农村干部及人民树立生态底线思维和大局意识，缓解地方政府人员与

民众的信任危机，重塑生态调节机制，对于近年来太和县周边农村的高速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1.1《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生态整体观 

《桃花源记》中的山水林田湖草相得益彰，为人们构筑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美好生活图景。渔人从山的

小口误入桃花源，从现实一下子被拉进了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既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

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也有“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人间意境。可以说，文中的桃花源是天上

人间的有机结合，具有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意蕴，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完美诠释。桃花源中黄发垂髫，怡然自

乐，人若游鱼，在浩渺的海面上空游无所依，不禁让人想起了《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中的点曰：“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让人极其舒服美好的图景，

人融入自然，感受自然，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并具有维护这种整体性的天然责任感，人与自然当如此相处才能实现共赢。 

《桃花源记》中的生态整体观体现在自然环境与人类的完美融合，自然环境为洞中的人类生存发展提供赏心悦目的处所。

自然环境为人类生存孜孜不倦提供天然活动场所，人类有限度的利用自然，合理的改造自然，使生物多样性纷繁复杂，共同组

成缤纷的世界。当下习近平的“两山论”可以说是对心中桃花源的完美诠释，“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于一个生态文明研究者努力构筑心中的桃花源可以说弥足珍贵。只有心中有

美好图景，才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去改造大自然，使其更适宜于人类和其他非人类生物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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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生态自然观 

人类中心主义者“武陵人”像极了当下宁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为眼前利益而放弃长远利益，为小

利而放弃大义，不惜违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在人类世界里存在的道德失范现象可以说就像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让你看不见，但时刻存在着巨大危险，或者说你知道危险的存在，但是不可预知危险来临的时间。针对破坏生态自然的后果，

张文宏教授有句话说“病毒时刻都在”，区别只在于你被感染，或者未被感染。比如最近的新冠疫情，被感染可能是万分之一

的可能性，但是你遇见了就是百分之百，万分之一概率，你必须百分之百防护。对自然界也要常怀敬畏之心，《桃花源记》中的

捕鱼人在遇到世外桃源时为眼前的景象所吸引，但就是缺乏对生态自然的敬畏才导致桃花源只能停留在想象之中。经天文学家

观测确定地球是迄今为止最适宜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星宿，适宜的自然环境包括大气层、温度、光照，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仿佛

一切都理所当然，未察觉到的是生态产品(清新空气、适宜温度、健康环境等)没有替代品，都是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在今天

重提《桃花源记》中的美好自然图景，将人民心中对更加美好生活的热望重新唤起，使我们时刻记得尊重自然，因而维护生态

环境自然性就显得弥足珍贵。 

1.3《桃花源记》中蕴含的生态和谐观 

《桃花源记》中太守和高尚士刘子冀的迷失像极了今天大自然令人恐怖的报复。武陵人捕鱼为业，在先前与自然和谐相处，

未曾做过竭泽而渔的事情，所以渔歌互答，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至乐无比。在遇到桃花源后，人性的贪婪打败了内心的淳朴，

转身向当地官员邀功请赏，导致桃花源的消失。生态和谐观要求人们建立和谐共生的理念，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还

要注重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动植物、人与自身本质的和谐相处。就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体现在人对自然环境的不破坏和善

耕植；人与社会的和谐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传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于扶老携幼，对人真诚，常怀善念；人

与动植物的和谐在于将道德正义观点延展到它们身上，可以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观点做参照；人与自身本质的和谐在于关

注精神世界与肉身的协同推进，共同发展。做到这些“和谐”以达到马克思所讲到的“两个和解”，即人与自然的和解和人与

社会的和解。《桃花源记》中所体现的主要还是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六项

原则之一，也是核心和根本。要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文明范式转型，最终要复归到人类行为主体自身的行动上。其中，

政府、企业和公众是构筑农村绿色网络的关键力量，应积极构建以政府管治、企业守责、公众监督为特征的多元主体绿色行动

体系。对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和谐观，政府应当带头宣传教育农村居民树立环保理念，从小事做起。对于人与自然动物相处的和

谐观，建议落实政府对猎捕、杀害、收购、运输、买卖和滥食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全链条监管责任，推动企业守法经营并坚持不

收购、不烹制、不出售、不经营野生动物。 

2 运用《桃花源记》中挖掘的生态观点建设美丽太和 

太和县作为皖北平原的一个人口密集县，在二十世纪末依稀可见清澈的河水和蔚蓝的天空，绿油油的田埂间随处可见儿童

的戏耍，人与人之间相互提携帮助，颇有陶渊明笔下桃花源的况味。近年来太和县经济发展迅速，主要以农作物桔梗、大青等

药材支撑经济；以小麦、大豆、高粱农作物作为经济基础保障；以小微型制造企业为太和经济腾飞贡献力量，在经济发展的同

时，太和县的土地、河流以及林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恩格斯警示过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

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所以，探寻太和周边的农村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契合在今天看来弥足珍贵。 

2.1以生态整体观促进太和的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协调推进 

太和人民渴望经济发展能够更上一层楼，和周边城市如亳州、合肥、芜湖、黄山等相对发达的城市能够齐头并进，以赶上

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热潮，于是兴办各种对自然环境危害极大的造纸厂、木工厂、制药公司，这些工厂排出的废烟废气使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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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环境著称的太和变得空气混浊，水流污染，生态环境急速下降。 

曾经的绿色平原、清净水流如今被高楼大厦及低矮的厂房所占据，仿佛桃花源一下子变成了现代建筑，细思极恐。炎热的

夏季已不曾见到在溪流戏水的孩童，因为垃圾已经使周边河流臭味难忍，百草丰茂的景色好像在急流勇退，触目可及的是经济

作物的葳蕤生长，美丽太和渐行渐远。 

太和经济发展依托农业兜底，而由于现代农业技术的欠发达导致太和农村农业生产和经营过于粗放，如对新收割过的秸秆

进行焚烧，每年农忙后都能见到曾经的荆楚大地火光冲天，将蔚蓝染成暗红，空气中弥漫着焚烧秸秆残留下来的细微颗粒。农

民为了方便下个季度的种植不惜破坏当地空气环境，水质环境，最终导致土壤肥力下降，河流水质变质，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 

重新审视太和周边农村农业经济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当地政府应当在建设发达太和的同时注重周边环境的情况，

因地制宜，以生态整体观探索适合太和县农村生态建设的途径，使生态经济在太和周边农村重焕生机。近年来，在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猛烈推进的大环境下，人们逐步有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政府对农业秸秆的刨除进行物质奖励，对违规焚烧秸秆进行

相应惩戒，农民在得到经济补偿的前提下也享受到农村清新空气和清澈水流带来的精神愉悦，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的整体推进

是生态整体性的具体体现。 

2.2以生态自然观引导太和农村尊重自然注重基础农业建设 

太和县曾被称为安徽的“粮仓”，整个太和可耕地主要以种植小麦、大豆为主，配合高粱、芝麻、土豆、红薯等农作物。

除了粮食作物外，太和也是大型的医药产地，在县“十三五”建设时期，太和还把打造“医药高地、诗画太和”作为发展战略

目标。 

在农作物种植和医药原产品种植的基础上，太和人还通过养殖家禽、家畜等发展经济。在种植农作物方面，农民为了追求

产量，便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喷洒农药，化肥、除草剂等，由于缺乏大局意识，使良田的土壤肥力急速下降，各种农药残余被

不加节制的丢在土地上和河流里，致使河流污染，几度再无蛙鸣。随着新型农业的持续跟进，针对不同时期自然环境的差别，

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有力引导下，智慧的农民学会了转换思路，通过更改种植农作物种类、将土地承包出去进行集约化生产

等措施促进土地利用提档升级。 

生态自然观要求太和人在致富的过程中不断创造生态农产品，如无公害的时蔬、天然牧场养殖的家畜等都是太和经济发展

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的产物，值得一提的还有“新马泰”中间地带的新型大型公园建设，为发展太和旅游业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在生态自然观的引导下，相信美丽太和不是纸上谈兵，美丽太和建设指日可待。 

2.3以生态和谐观指引太和周边农村可耕地的合理利用 

太和县城周边全是农村，在太和农村最多的便是一望无垠的土地。太和的可耕地相对于安徽省其他县市来说更加密集，没

有高山阻隔，阡陌交通，四通八达，一年四季均能有效利用。在利用可耕地的过程中，由于以经济为中心的指引，很多人走上

了与土地不和谐相处的道路。 

太和周边的村落间经常传播“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由于国家三农政策的有力推进，农村在各级政府的关心下修上了水

泥路，这与前几年泥泞不堪的小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城市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为了交通的便利，很多农村居民不顾国家政策，

自行傍路而居，占用可耕地，出现了“空心村”的现象。这些问题随着国家对可耕地政策的收紧正在慢慢改善，国家对新农村

的重新规划与对农民切身利益(医疗、教育、住房)的综合考虑将是对可耕地符合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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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应当和谐相处，在生态和谐观的指引下，加强太和县人民政府的引导作用，运用法律政策规范和惠及人民就显得

十分重要。美丽太和不是一句口号，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县级人民政府的监督下，太和人民的配合下，美丽太和终将重回人民

的视野，重回桃花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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