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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  耘 

 

戈阳青 

 

 
耕耘在天地间，着实勤勉无限。让收获执著

不竭，光彩耀眼人寰。 

世上盛满虚幻，沽名让人垂涎。浮华瞬息浪

光阴，吾辈且当不然。 

 

 

 

（2021.10） 
 

 

 

戈阳青《耕耘》词作于 2021年 10月 28 日。2021 年 10 月《浩世微

尘·文学经典月刊》发表。同年收入《戈阳青全集》词选（欣赏版、阅读

版、文本版）。2021 年发布珍藏版。2021 年发布明信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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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 

耕耘在天地间，着实勤勉无限。让收获执著不竭，光彩耀眼人寰。 

世上盛满虚幻，沽名让人垂涎。浮华瞬息浪光阴，吾辈且当不然。 

 

《耕耘》赏析释文： 

耕耘在这天地之间，确实于无限勤奋里。让收获在执著里不断啊，让

光彩耀眼于人世间。 

这世上装满了虚幻，沽名钓誉让人垂涎。虚华会瞬息浪去光阴啊，我

辈们当然不可如此。 

 

编者语： 

戈阳青《耕耘》词作于 2021 年。 

一首咏颂耕耘无限不图浮华的词章！ 

…… 

 

《耕耘》—— 

…… 

戈阳青这首《耕耘》词章，作于 2021 年，2022 年 11 月 30日， 

作为《戈阳青全集》（2500 首）主题诗随全集发布珍藏版。2022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2 日，戈阳青新作 103 首，从 2400 首跨越到 2500 首，不

到一个月。其中，戈阳青 11月 12 日一天作品达 52 首，成为他自己作品量

最多的一天。词人豪情满怀地咏颂了一种耕耘无限收获不竭的志向和践

行！表达了一种对于世上沽名浮华的蔑视与不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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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在上阕写到—— 

“耕耘在天地间，着实勤勉无限。让收获执著不竭，光彩耀眼人

寰。”词人说——天地间是多么地广阔无限啊，充满了无限的生机，那是

给予耕耘者无限的梦想之境地啊！只要着实地去辛勤耕耘，就可以有收获

的机会哟。而且天地之大，足以让你在不断地在耕耘中去收获，到那时你

的人生将是多么地光彩夺目啊！那可是生命的光辉灿烂啊！…… 

…… 

于是词人在下阕写到—— 

“世上盛满虚幻，沽名让人垂涎。浮华瞬息浪光阴，吾辈且当不

然。”词人说——可这人世间充满了虚幻啊，而且是沽名钓誉的眼花缭

乱，那些过眼烟云的五光十色，多么地让人垂涎欲滴哟，也让多少人陷入

了虚度岁月光阴的陷阱啊！我们怎么可以如此地贪图虚华呢，我们当然不

能啊，我们需要在耕耘无限里去收获，为了自我，为了时代，更为了延绵

的后世！理当耕耘不竭，收获无限啊！…… 

…… 

“让收获执著不竭，光彩耀眼人寰”……” 

…… 

 

《耕耘》 

诗人说—— 

 

耕耘在这天地之间，确实于无限勤奋里。 

让收获在执著里不断啊，让光彩耀眼于人世间， 

又何须去忧虑几声秋蝉之哀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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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耘在天地间，着实勤勉无限。 

让收获执著不竭，光彩耀眼人寰……” 

…… 

这世上装满了虚幻，沽名钓誉让人垂涎。 

虚华会瞬息浪去光阴啊，我辈们当然不可如此， 

会迎来翌年桃花和李花更加娇艳： 

“世上盛满虚幻，沽名让人垂涎。 

浮华瞬息浪光阴，吾辈且当不然……” 

…… 

 

《耕耘》—— 

…… 

戈阳青这首词章—— 

热情地讴歌了耕耘与收获的畅怀，表达了一种在耕耘在天地间， 

着实勤勉无限地豪迈！这是一种让收获不竭，让人生光彩耀眼人寰的

壮丽画卷！词章又不无表达了对于人世盛满虚幻的不屑，以及对于沽名虚

华的蔑视！不禁让人骤然领悟浮华是多么地浪去光阴啊，我们怎么可以如

此去虚度年华呢？！ 

…… 

“浮华瞬息 

浪光阴，吾辈且当 

不然……” 

…… 

 

戈阳青在这首《耕耘》词章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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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怀了一种勤勉于耕耘执著于收获的博大情怀， 

抒怀了一种就应该不图虚华着实人生的热望！ 

那是一种“耕耘在天地间……”之广阔， 

那是一种“着实勤勉无限……”之至诚， 

那是一种“让收获执著不竭……”之无限， 

那是一种“光彩耀眼人寰……”之憧憬， 

那是一种“世上盛满虚幻……”之警醒， 

那是一种“沽名让人垂涎……”之不屑， 

那是一种“浮华瞬息浪光阴……”之顿悟， 

那是一种“吾辈且当不然……”之决然。 

…… 

 

词人这首词章或告诉我们—— 

耕耘与收获，是天地间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馈赠！我们更应敞开胸怀

去拥抱人生耕耘与收获之宏大理想。韶华易逝，光阴寸金！…… 

…… 

 

注释： 

1.耕耘：亦作“耕芸”。比喻辛勤的劳动。原义指犁地除草，泛指农

耕之事。“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管子·八观》。

“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汉·桓宽《盐铁论·散不足》。 

“虞舜不逢尧，耕耘处中田。”——魏晋·曹植《豫章行二首·其

一》。“恁高眺虹霓，临下瞰耕耘。”——南朝梁·朱异《还东田宅赠朋

离诗》。“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唐·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

作十三·首·其九》。“有时荷锄犁，旷野自耕耘。”——唐·常建《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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渚招王昌龄张偾》。“不任耕耘早，偏宜黍稷良。”——唐·丁泽《良田

无晚岁》。“耕耘此辛苦，章句已流传。”——唐·张籍《赠殷山人》。

“寒衣及饥食，在纺绩耕耘。”——唐·韩愈《谢自然诗中》。“暇日耕

耘足，丰年雨露频。”——唐·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韵》。“亦拟村南买

烟舍，子孙相约事耕耘。”——唐·李商隐《子初郊墅》。“不知力田

苦，却笑耕耘辈。”——唐·司马扎《卖花者》。“斜阳返照白鸟群，两

岸桑柘杂耕耘。”——北宋·欧阳修《乐哉襄阳人送刘太尉从广赴襄

阳》。“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北宋·苏轼《蜜酒

歌，并叙》。“耕耘在天地间，着实勤勉无限。”——戈阳青《耕耘》。 

2.在：介词。表示动作、行为进行的处所、时间、范围或事物存在的

位置。 

3.天地：天和地，自然界，社会，中国古代对宇宙的特有概念。“星

队木鸣，国人皆恐……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荀子·天论》。“天地虽大，其化均也。”——《庄子·天地》。“文

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心雕龙·原道》。 

4.间：方位词：中间。 

5.着实：实在，确实。 

6.勤勉：勤奋。努力不懈，勤劳不懈。 

7.无限：无穷，无尽。 

8.让：使，使其。 

9.收获：取得成熟农作物。比喻获取心得和成绩。 

“收穫辞霜渚，分明在夕岑。”——唐·杜甫《云》。“闺岁风霜

晚，山田收穫迟。”——唐·皇甫冉《寄刘八山中》。“岂惟虑收穫，亦

以救颠沛。”——唐·韩愈《秋雨联句》。“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

待收穫。”——宋·张耒《有感三首·其三》。“秋半收穫登郊原，攲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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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屋愁夕眠。”——宋·苏舜钦《大风》。“野田足收穫，村叟时逢

迎。”——宋·吴奎《泛五云溪游照湖归》。“让收获执著不竭，光彩耀

眼人寰。”——戈阳青《耕耘》。 

10.执著：坚持不懈。 

11.不竭：不尽，不止。 

12.光彩：颜色和光泽。光荣。 

13.耀眼：光线或色彩强烈，使人眼花。 

14.人寰：人间，人世。 

15.世上：世间，人类社会。 

16.盛满：充满，充盈。 

17.虚幻：虚假而不真实的。 

“日入酉，虚幻声音终不久。”——南北朝·宝志《十二时颂·其

八》。“人间物物浑虚幻，莫为分襟泪辄挥。”——宋·彭汝砺《送梁晦

之》。“一切世间虚幻事，隔堤请看数枝红。”——宋·李乘《慧聚杂题

又依向主簿韵》。“要知往事多虚幻，看取钱塘八月潮。”——宋·谢逸

《和陈倅灵壁寄莹中二首·其一》。“物我本虚幻，世事若俳谐。”——

宋·李纲《水调歌头·其三》。“不离虚幻境，举目见全身。”——

宋·史浩《古风四首·其一》。“醉里猖狂醒自笑，梦中虚幻觉方知。”

——宋·陆游《自咏二首·其一》。“世上盛满虚幻，沽名让人垂涎。”

——戈阳青《耕耘》。 

18.沽名：故意做作，用某种手段谋取名誉。 

19.让人：使人，使其。 

20.垂涎：原义为因想吃而流口水。比喻十分羡慕，极想得到。 

21.浮华：指表面豪华动人而实际内容空虚无用。 

22.瞬息：指一眨眼，形容极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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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浪：浪荡，放纵，浪去。 

24.光阴：时间，岁月。 

25.吾辈：同辈，我辈，我们。 

“吾辈碌碌饱饭行，风后力牧长回首。”——唐·杜甫《可叹》。

“少年宾旅非吾辈，晚岁簪缨束我身。”——唐·白居易《郡中闲独寄微

之及崔湖州》。“他年吾辈功业成，与君共作骑鲸客。”——北宋·王禹

偁《和张校书吴县厅前冬日双开牡丹歌》。“感昔如吾辈，曾经几斛

愁。”——北宋·宋祁《怀古眺望》。“春色岂关吾辈事，老狂聊作坐中

先。”——北宋·苏轼《坐上赋戴花得天字》。“浮华瞬息浪光阴，吾辈

且当不然。”——戈阳青《耕耘》。 

26.且当：该当，应当。 

27.不然：不是这样。 

…… 

 

《耕耘》—— 

…… 

耕耘在这天地之间，确实于 

无限勤奋里。让收获在执著里不断啊， 

让光彩耀眼于人世间。这世上装满了虚幻， 

沽名钓誉让人垂涎。虚华会瞬息浪去 

光阴啊，我辈们当然不可如此…… 

…… 

 

“耕耘在天地间， 

着实勤勉无限。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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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执著不竭，光彩 

耀眼人寰。世上盛满虚幻， 

沽名让人垂涎。浮华 

瞬息浪光阴，吾辈 

且当不然…… 

……” 

——《耕耘》 

…… 

 

（2023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