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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大约创作了 4200 首诗歌，不仅创立了诚斋体，还

创作了很多的政治诗、咏物诗以及爱国诗歌等。在南宋时期，

杨万里是一名非常著名的诗人，自身具备创造性以及个性化

特点，杨万里现存的童趣诗有 30 首左右，从这部分诗中就可

以看到诗人自身的人格，在极其复杂的南宋社会中，永远都

是运用一个童心去看待整个世界。

一、精彩纷呈的儿童画卷

充满童趣的古灵精怪的儿童题材诗歌常常被文以载道的

文学轻视，即使之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童趣诗，如《娇女诗》

其内容就是讲授了两个女童的纯真天性；晚唐时期李商隐的

《娇女诗》其内容就是儿童模仿客人的动作，向客人呈现自

身古灵精怪的模样等。然而这些内容描写童趣诗较少，要想

了解更多的童趣诗，就需要充分了解杨万里，其自身不单单

创作出大量的童趣诗，还给人们非常特殊的审美享受，让人

自然而然的发笑。

在乡村一年四季当中，农忙季节是极其辛苦的，不管是

大人，还是儿童都要进行忙碌，杨万里的《插秧歌》就呈现

了这个场景，一家人都在大雨中进行插稻秧，农夫与自己的

大儿子负责抛和插，农妇与另一个儿子进行接和拔，每一个

人都具有明确的分工，这时部分儿童也纷纷进行帮忙，虽然

天空中下着倾盆大雨，这部分人群还是不断地干活，不怕苦、

不怕累，甚至忘记了回家，进而形成了一幅乡村儿童劳动画面。

在古时候，比较看重功名利禄，因此，将所有的希望都

寄托在读书上，进而就从儿童时期进行抓起，而杨万里的童

趣诗《苦吟》就重点介绍了一对父子刻苦读书的事情。在非

常寒冷的夜晚，一对父子刻苦读书读了一夜，家里面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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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催吃早饭，但是父子依然不为所动，埋头进行

苦读，孩子自身完全的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放在桌上上满的

馒头都已经发冷。在孩童阶段刻苦读书，后人应该向其虚心

学习，充分呈现了一幅儿童发奋读书画面。

古代，儿童自小开始读书求功名，而杨万里的《苦吟》

就描绘了一对父子刻苦读书的场景。在非常寒冷的夜晚，一

对父子刻苦读书读了一夜，家里面的仆人一次又一次的催吃

早饭，但是父子依然不为所动，埋头进行苦读，孩子自身完

全的沉浸在书的世界中，放在桌上上满的馒头都已经发冷。

在孩童阶段刻苦读书，后人应该向其虚心学习，充分呈现了

一幅儿童发奋读书画面。

在乡村，儿童帮自己的父母采摘蔬菜是日常必备家务，

但是在孩童的眼中，将这个农活看成了一种游戏。杨万里的《野

望》这样写到：儿童在农田中采摘着蔬菜，行人正在匆匆忙

忙的赶路，一个悠闲、一个匆忙，儿童自身具备的天性就是

没有任何的压力，而不能了解行人走路匆忙的原因，进而形

成了一幅儿童采摘的画面。

二、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

1、记录精彩瞬间

由于孩童的天性就是好玩与纯真，但就是这一份天真正

是成年人不具备的，在日常生活中，孩子的每一项动作都成

了一个精彩的瞬间，而这部分内容成了十分珍贵的画面。在

童年生活中，人人都有捉蝴蝶的经历，由于蝴蝶五彩缤纷，

十分漂亮，即使儿童小心翼翼，还是无法捉到机灵的蝴蝶，

只能在后面追着蝴蝶跑，这样的瞬间是短暂的，也是美好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记录这个镜头，而杨万里运用了一首诗

就记录了这一精彩的瞬间，《宿新市徐公店》主要描写的就

是春天来了，花草树木都活起来了，当诗人独自走在乡村的

小路上，身旁到处都是随处可见的篱笆，树枝上的花都掉落

到地上，即使树上的嫩芽刚刚冒出头，但也没有长出郁郁葱

葱的树叶，几个儿童在大树下做游戏，争先恐后的捉花蝴蝶，

而花蝴蝶飞到了油菜花丛中，几个儿童就顿时不去捉蝴蝶了，

因为蝴蝶已经融进油菜花丛中。诗人通过观看这个画面，就

犹如感同身受，有效的记录下这部分充满童趣的镜头。

2、真实、生动

宋代童趣诗在塑造儿童形象是，惯用形象描绘，儿童形

象生动精巧，直观形象。而在杨万里诗歌当中，其中描写的

孩童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充分呈现出了古灵精怪、聪明

伶俐，没有添加任何的装饰，将这部分内容完全的呈现给读者，

将真实、生动的画面展示出来。在冬季中，孩子们喜欢下雨，

也非常喜欢堆雪人以及打雪仗游戏，与现代儿童拥有相同的

兴趣，杨万里的《稚子弄冰》就为人们呈现出了一幅冬季玩

耍图。在冬天，放满水的盆里结满了冰，孩子们将冰穿上了

彩线进行敲击，发生清脆的声音，在树林间发生回响，当孩

子玩得尽兴时，就看到孩童在碎冰面前个个抓耳挠腮，一幅

生动的形象的画面就出现在人们的眼前，不禁惹人一笑。

3、独具创新

唐诗在思想以及艺术层面上，都已经成了最顶端，而宋

诗为了超越唐诗，进而坚持以平淡为美为中心。宋代著名的

诗人欧阳修、苏轼为了突破唐诗，在自身的诗歌基础上不断

地创新，而杨万里也是如此，他自己的童趣诗就是在前人基

础上，不断地进行拓展与延伸。童趣诗虽然写的是儿童，但

是描述的是儿童的生活，而杨万里童趣诗的出现，就突破了

以往的形式，进而形成了不笑就不是诚斋之诗。幽默诙谐成

了童趣诗的典型特点。杨万里的《舟过安仁》写作者独自舟

过安仁，看到另一个船上有两个儿童在玩乐。但是天气晴朗，

船上有两个孩童打开了雨伞，让很多人感到非常奇怪，原因

就是两个孩子打开雨伞，以此来带动风驱使小船。一幅简单

的画面，没有躲过诗人，一一都被记录了下来，运用最为平

凡的诗句描述出了这样的画面。杨万里的《小池》主要描写

的是初夏，泉水正在静静地流淌着，晴天里柔和的阳光将数

的影子倒映在水里面，小荷叶初露尖角，上面还有蜻蜓。杨

万里站在儿童的角度去看待这些事情，因此才能够创作出别

具一格的场景，把小荷与蜻蜓当成了孩童，充分体现了童真

童趣。

三、形成赤子之心的人格

杨万里出生在南宋时期，也是北宋灭亡的时期，宋朝受

到了巨大的名族危机，国家自身的实力也逐渐地变弱，同时

面对金人的威胁，常年战争不断，国家与百姓都在生死存亡

之间，南宋的统治人员为了顾全大局，就与金朝签订了绍兴

和议。由于国家动荡、民生不安，自己国家的统治者一次又

一次的退让，让更多的爱国人士纷纷站起来，想要改变这个

现状，进而就出现了主战派与主和派，其中这两个矛盾已经

成了南宋当时的政局，不单单让南宋朝廷不安，还加深了朋

党之间的斗争。由于当时社会政治处于混乱的状态，导致更

多的诗人不能及时找到精神寄托，即使杨万里不满当时社会

政治，但还是通过自身创作童趣诗来缓解自身的沉闷与压抑。

一直坚持运用赤子之心去看待当时的政治环境，创造出大量

天真烂漫的童趣诗。在当时政局动荡下，杨万里自身的创作

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从中调动诗人创新的热情。在宋代理

学兴盛的时代背景下，也出现了大量的思想家，部分思想家

不仅仅拥有唐代文以载道的主张，还将政治改革融合在一起，

并创作出全新的理念，进而变成了当之无愧的宋代理学先导，

北宋时期的张载、程颢等人，把儒学思想与理学思想相结合，



152022 年 05 月下

进而了解到事物会随着变化而发生一定的改变，充分体现出

了格物致知的价值，让宋朝时期的诗词实现了以理为主的创

作，南宋时期的朱熹作为理学的继承者，提出了理在先、气

在后。陆九渊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自主独自创作了心学，

进而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代表，提出了吾心便是宇宙和

心即理也的主张。在宋代理学思想的背景下，杨万里的思想

也随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杨万里年轻时期非常崇拜张俊，

登门拜访了三次，但是张浚经常闭门谢客，之后由张浚的儿

子进行引荐，杨万里才充分体现自身的价值。可见，张浚具

备的思想对杨万里创作童趣诗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童真童趣的深远影响

杨万里清新自然返璞归真的诗风格得到世人的推崇，后

世尊为中兴四大家之一，与陆游齐名，陆游的诗歌早年以爱

国题材为主，晚年因自身境遇发生了改变，诗歌受诚斋体的

影响大都属于寄寓闲适心境的，但是，陆游的诗歌善于将别

人写过的诗歌加以着色，进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杨万

里的诗歌主要以生活的题材为中心，比较擅长写生，又喜欢

捕捉生活瞬间入诗。

南宋的诗坛上，杨万里与范成大两人志同道合，人格非

常的相似，两个人都属于爱国人士，都具有修身、治国以及

平天下的思想，站在人生角度而言，两个人具有相同的想法，

一方面，都积极进取，都希望自身在政治上面发挥自身的价值。

另一方面，两人都具有隐士情怀，在文学成就方面两个人都

有一定的优势，由于杨万里的名声较大，范成大又以田园诗

以及使金纪行诗为主，特别是田园诗与诚斋体具备的风格极

其相似。南宋诗人当中，受到诚斋体童真童趣影响的诗人较多，

如刘克庄的作品，早年时期学习晚唐，后期不喜欢江湖诗派，

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就逐渐地喜欢陆游爱国诗歌，通过运

用诗歌来表达当时社会实际生活，到了晚年的时期，又非常

喜欢杨万里的带有童趣的诚斋体，刘克庄的《刻楮集序》，

就是受到杨万里诗歌的影响，描绘了孩童在玩乐期间，天真

烂漫，表现得无忧无虑，与杨万里的童趣诗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远离南宋的诚斋体，童真童趣一直影响着后世的诗人，江西

诗人比较注重学，高度重视功夫；而杨氏主张不学，高度重

视自得。在明代时期，诗坛中还是主张坚持运用唐代的诗风，

主要体现在七子所提倡的思想，由于时代不断地进行发展，

大部分诗人已经从模拟的藩篱之中走出来，逐渐转变了自身

的思想，更加喜欢杨万里的童趣诗，究其原因就是诗中可以

让人感受到自然与清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释放内心的真实

情感。李贽作为诗风改变的核心，自身创作的《焚书·童心说》，

主要讲述的是拥有孩童的思想感情，重点突出去伪存真，和

杨万里的童趣诗具有很大的相似。袁枚作为清代乾嘉诗坛的

盟主，认为文坛复古思潮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需求，特别格

调说与肌理说，而袁枚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大了创新的力度，

在李贽与公安三袁文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标举了性灵说，

不仅呈现了诗人自身的思想感情，还突显不一样的自我，坚

决开展模拟。在此背景下，袁枚认为诗歌并不是应试的工具，

而是运用一个充分灵气的心，将内心深处的感受与个性书写

出来，与杨万里的童趣诗存在着很大的相似，都要运用一颗

童心去看待世界。

五、结束语

在宋代时期文坛上，江西诗派占到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宋代诗歌基本上都属于江西诗派，其特点就是过于追求形式

以及运用经典，而随着诗人杨万里的出现，运用自身的高尚

人格，在传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创作出大量的童趣诗，同

时也给当时的宋代理学兴盛时代带来一定的冲击。他的作品

妙趣童生，极尽天真，丰富多彩的儿童画卷、幽默诙谐的艺

术风格、赤子之心的人格对后世童趣诗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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