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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大漢清韻河洛漢語朗誦吟唱大賽簡章 

壹、活動名稱：	

第十七屆大漢清韻河洛漢語朗誦吟唱大賽。	

貳、指導單位：	

臺中市政府。	 	 	

參、主辦單位：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梅川傳統文化學會。	

肆、協辦單位：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臺中市孔廟忠烈祠聯合管理所。	

（三）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	 	 	 	 	 	 	 	 	（四）財團法人一貫道崇正基金會。	

（五）台中國農宮。	 	 	 	 	 	 	 	 	 	 	 	 	 	 	 	 	（六）台中南天宮。	

（七）救國團台中市團委會。	 	 	 	 	 	 	 	 	（八）救國團台中市團友會。	

（九）救國團台中市東區團委會。	 	 	 	 	（十）救國團台中市真善美聯誼會。	

（十一）臺中市立啟聰學校。	 	 	 	 	 	 	 	 	（十二）台中市台語文化協會。	

（十三）台中市大墩台語推展學會。	 	 	（十四）社團法人大墩台語教育學會。	

（十五）台中市正大墩國際獅子會。	 	 	（十六）社團法人台中市雲林同鄉會。	

（十七）社團法人台中市彰化同鄉會。	（十八）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	

（十九）財團法人天帝教台灣省掌院。	（二十）玄門法師文教基金會	

伍、贊助單位：	

敬邀熱心公益及關懷傳統文化之團體與個人共襄盛舉。	

陸、比賽時間：	

111 年 6 月 5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結束。	

柒、比賽場所：	

臺中市孔廟（地址：臺中市雙十路二段 30 號）。	

捌、比賽組別及內容：（比賽內容已公告在梅川學會網站）	

（一）幼兒經文朗誦團體組：三字經第六段(昔仲尼～宜勉力)。	
（二）幼兒唐詩吟唱團體組：出塞（王昌齡）（朗誦一遍，吟唱兩遍）	

（三）國小經文朗誦團體組：千字文第三段（外受傅訓～勒碑刻銘）。	
（四）國小唐詩吟唱團體組：淮上喜會梁川故人（韋應物）（朗誦一遍，吟唱兩遍）。	

（五）國中古文朗誦團體組：廉恥後段(吾觀三代以下∼能無愧哉)。	

（六）國中詩經吟唱團體組：桃夭（詩經-周南）（朗誦一遍，吟唱兩遍）。	

（七）青年樂府朗誦團體組：琵琶行前段(潯陽江頭夜送客～唯見江心秋月白)。	
（八）青年宋詞吟唱團體組：清平樂-村居（辛棄疾）（朗誦一段，吟唱兩遍）。	

（九）社會樂府朗誦團體組：琵琶行後段(沈吟放撥插弦中～江州司馬青衫濕)。	
（十）社會明詞吟唱團體組：臨江仙（楊慎）（朗誦一遍，吟唱一遍半）。	

（十一）樂府朗誦個人組：	 	長恨歌前段(漢皇重色思傾國∼驚破霓裳羽衣曲)。	

（十二）宋詞吟唱個人組：	 	青玉案（辛棄疾）（朗誦一遍，吟唱一遍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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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比賽辦法：	

（一）幼兒園及國小一、二年級為幼兒組，國小三、四、五、六年級為國小組。	

高中、職校、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為青年組。	

（二）幼兒、國小、國中、青年、社會組以學校或社團名義組隊參加，每隊人數 5~20	

人，隊組數不設限。	

	 	 	 	（三）朗誦個人組、吟唱個人組，年齡不拘（無法組隊者均可報名個人組）。	

（四）個人組於前兩屆連續榮獲第一名者，不得參加本屆比賽。	

拾、報名資格：	

	 	 	 	 	對詩詞朗誦、吟唱有興趣之全國各縣市學校教師、學生及社會人士均可報名參賽。	

拾壹、報名方式：	

（一）親自報名：臺中市南區福興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福興里福南街 89 號)二樓	
（每週日晚上 7時 30 分∼9 時）	

（二）網路報名：進入本會網站，於大賽報名系統填寫相關資料，由本會回傳報名成功
訊息，即完成報名。	

	 	 	 	（三）需書面比賽內容及	CD	者，本會網站均可免費下載。如需購買，酌收材料費如下：	
	 	 	 	 	 	 	 	 	（1）書面比賽內容：100	元。	（2）有聲比賽資料（包含伴奏）：100	元。	

拾貳、報名期限：即日起至 111 年 5 月 22 日止（逾期恕無法受理）。	

拾參、出賽順序抽籤：	

（一）抽籤時間：111 年 5 月 29 日（星期六）上午 9∼11 時。	

（二）抽籤地點：臺中市孔廟（地址：臺中市雙十路二段 30 號）。	

（三）未出席者由本會委由社會公正人士代抽。	

拾肆、評審方式：	

（一）古文、經文朗誦：（1）咬字發音 50％（2）情境詮釋 40％（3）儀態服裝 10％。	

（二）詩詞朗誦和吟唱：（1）朗誦咬字 30％（2）情境詮釋 30％（3）音準節奏 30％	

（4）儀態服裝 10％。	

拾伍、敘獎方式：	

（一）每一組取前三名（參賽人數甚多時，酌量增加）及優選若干名。	

第一名：獎金 5000 元及獎牌一面（另頒發獎狀一張）。	

第二名：獎金 3000 元及獎牌一面（另頒發獎狀一張）。	

第三名：獎金 2000 元及獎牌一面（另頒發獎狀一張）。	

優	 	選（若干名）：獎狀一張。	

（二）學校或社團之團體錦標獎	

團體冠軍獎：得獎名次最佳（第一名 4點，第二名 3點，第三名 2點，優選 1點	

累計點數最多者）之學校或社團，頒發獎牌一面。	

最佳人氣獎：報名參賽之總人數最多之學校或社團，頒發獎牌一面。	

最佳貢獻獎：對本活動貢獻最多之單位或社團，頒發獎牌一面。	

（三）各項前三名及指導老師（個人參賽者之指導教師以一名為限，團體參賽者之指導

教師以兩名為限），呈請臺中市政府頒發獎狀一張。	

（四）各項優選及指導老師（個人參賽者之指導教師以一名為限，團體參賽者之指導教

師以兩名為限），由本會頒發指導獎狀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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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頒獎：	 	

（一）頒獎日期：111 年 6 月 19 日（星期日）上午 9~12 時。	
（二）頒獎地點：臺中市孔廟（地址：臺中市雙十路二段 30 號）。	
（三）邀請政府長官、主（協）辦單位負責人頒獎。	
（四）各組第一名之得獎隊伍得應邀配合本會年度大漢清韻詩詞雅樂發表會共同演出。	

拾柒、師資培訓：	

（一）地點：臺中市南區福興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南區福南街 89 號)二樓	
（二）時間：111 年 3 月 27 日起至 5月 29 日止，每週日晚上 7∼9 時 30 分。	
（三）參加資格：個人參賽者及團體指導教師。	
（四）費用：免費	
	

第十七屆賽前師資培訓課程進度表(第一節 18:50~20:00) 
週

次 

日期 

111 年 
朗誦課程 授課教師 

1 03.27. 三字經第六段 羅麗芬 

2 04.10. 千字文第三段 羅麗芬 

3 04.17. 廉恥後段（顧炎武） 吳駿林 

4 04.24. 琵琶行前段（白居易） 蘇禾莞 

5 05.01. 琵琶行後段（白居易） 蘇禾莞 

6 05.08. 長恨歌前段（白居易） 蘇禾莞 

7 05.15. 三字經第六段、千字文第三段 羅麗芬 

8 05.22. 廉恥後段、長恨歌前段 吳駿林、蘇禾莞 

9 05.29. 琵琶行前段、琵琶行後段 蘇禾莞 

 

 

第十七屆賽前師資培訓課程進度表(第二節 20:10~21:20) 
週

次 

日期 

111 年 
吟唱課程 主授教師 

1 03.27. 出塞（王昌齡） 林珮韻 

2 04.10.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韋應物） 林珮韻 

3 04.17. 桃夭（詩經周南） 林珮韻 

4 04.24. 清平樂 村居（辛棄疾） 王淑媛 

5 05.01. 臨江仙（楊慎） 王淑媛 

6 05.08. 青玉案（辛棄疾） 王淑媛 

7 05.15. 青玉案（辛棄疾） 王淑媛 

8 05.22. 吟唱複習 林珮韻 

9 05.29. 吟唱複習 王淑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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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屆大漢清韻河洛漢語朗誦吟唱大賽書面資料 

第一組 幼兒經文朗誦團體組：三字經 第六段 

【經文】  

昔仲尼	 	師項橐	 	古聖賢	 	尚勤學	

趙中令	 	讀魯論	 	彼既仕	 	學且勤	

披蒲編	 	削竹簡	 	彼無書	 	且知勉	

頭懸梁	 	錐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螢	 	如映雪	 	家雖貧	 	學不輟	

如負薪	 	如掛角	 	身雖勞	 	猶苦卓	

蘇老泉	 	二十七	 	始發憤	 	讀書籍	

彼既老	 	猶悔遲	 	爾小生	 	宜早思	

若梁灝	 	八十二	 	對大廷	 	魁多士	

彼既成	 	眾稱異	 	爾小生	 	宜立志	

瑩八歲	 	能詠詩	 	泌七歲	 	能賦碁	

彼穎悟	 	人稱奇	 	爾幼學	 	當效之	

蔡文姬	 	能辨琴	 	謝道韞	 	能詠吟	

彼女子	 	且聰敏	 	爾男子	 	當自警	

唐劉晏	 	方七歲	 	舉神童	 	作正字	

彼雖幼	 	身已仕	 	爾幼學	 	勉而致	

有為者	 	亦若是	

犬守夜	 	雞司晨	 	苟不學	 	曷為人	

蠶吐絲	 	蜂釀蜜	 	人不學	 	不如物	

幼而學	 	壯而行	 	上致君	 	下澤民	

揚名聲	 	顯父母	 	光於前	 	裕於後	

人遺子	 	金滿籯	 	我教子	 	惟一經	

勤有功	 	戲無益	 	戒之哉	 	宜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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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句】  

三字經---        第六段• 

昔•仲尼---     師項橐•        古聖賢---       尚勤學• 

趙中令•      讀魯論---       彼•既仕•    學•且勤--- 

披蒲編---      削竹簡•       彼•無書---    且知勉• 

頭---懸梁---    錐---刺股•    彼•不教•    自•勤苦• 

如---囊螢---    如---映雪•    家---雖貧---    學•不輟• 

如---負薪---    如---掛角•    身---雖勞---    猶苦卓• 

蘇老泉---      二十七•       始發憤•       讀書籍• 

彼•既老•     猶悔遲---       爾•小生---    宜早思--- 

若梁灝•      八十二•       對大廷---       魁多士• 

彼•既成---    眾•稱異•     爾•小生---    宜立志• 

瑩---八歲•    能詠詩---       泌•七歲•    能賦碁--- 

彼•穎悟•    人---稱奇---     爾•幼•學• 當效之--- 

蔡文姬---      能辨琴---       謝道韞•      能詠吟--- 

彼•女子•   且聰敏•       爾•男子•    當自警• 

唐---劉晏•   方七歲•       舉神童---       作正字• 

彼•雖幼•   身---已仕•    爾•幼•學•   勉•而致• 

有為---者•   亦若是• 

犬•守夜•   雞---司晨---    苟•不學•    曷為人--- 

蠶---吐絲---   蜂---釀蜜•    人---不學•     不如物• 

幼•而學•     壯•而行---    上•致君---     下•澤民--- 

揚名聲---        顯父母•      光於前---       裕於後• 

人---遺子•     金---滿籯---    我•教子•    惟一經--- 

勤---有功---   戲•無益•    戒之---哉---    宜勉力• 

【呼切】 

三：時甘一    字：入基七    經：求經一 

第：地雞七    六：柳江八    段：地官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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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時經四    仲：地恭七    尼：柳梔五    師：時基一    項：喜江七 

橐：他公四    古：求沽二    聖：時經三    賢：喜堅五    尚：時恭七 

勤：去君五    學：喜江八    趙：地茄七    中：地恭一    令：柳經七 

讀：他公八    魯：柳沽二    論：柳君五    彼：邊基二    既：求基三 

仕：時基七    學：喜江八    且：出迦二    勤：去君五    披：頗基一 

蒲：邊沽五    編：邊堅一    削：時恭四    竹：地恭四    簡：求干二 

彼：邊基二    無：門龜五    書：時居一    且：出迦二    知：地居一 

勉：門堅二    頭：他鳩五    懸：喜堅五    梁：柳恭五    錐：曾規一 

刺：出基三    股：求沽二    彼：邊基二    不：邊君四    教：求交三 

自：曾龜七    勤：去君五    苦：去沽二    如：入龜五    囊：柳公五 

螢：英經五    如：入龜五    映：英經三    雪：時觀四    家：求膠一 

雖：時規一    貧：邊巾五    學：喜江八    不：邊君四    輟：地觀四 

如：入龜五    負：喜龜七    薪：時巾一    如：入龜五    掛：求瓜三 

角：求江四    身：時巾一    雖：時規一    勞：柳高五    猶：英鳩五 

苦：去沽二    卓：地江四    蘇：時沽一    老：柳高二    泉：曾觀五 

二：入基七    十：時金八    七：出巾四    始：時居二    發：喜觀四 

憤：喜君二    讀：他公八    書：時居一    籍：曾經八    彼：邊基二 

既：求基三    老：柳高二    猶：英鳩五    悔：喜檜二    遲：地基五 

爾：柳梔二    小：時嬌二    生：時經一    宜：語基五    早：曾高二 

思：時基一    若：入恭八    梁：柳恭五    灝：喜高七    八：邊干四 

十：時金八    二：入基七    對：地規三    大：地皆七    廷：地經五 

魁：去乖一    多：地堝一    士：時基七    彼：邊基二    既：求基三 

成：時經五    眾：曾恭三    稱：出經一    異：英基七    爾：柳梔二 

小：時嬌二    生：時經一    宜：語基五    立：柳金八    志：曾基三 

瑩：英經五    八：邊干四    歲：時檜三    能：柳經五    詠：英經七 

詩：時基一    泌：邊基三    七：出巾四    歲：時檜三    能：柳經五 

賦：喜龜三    碁：求基五    彼：邊基二    穎：英經二    悟：語咕七 

人：入巾五    稱：出經一    奇：求基五    爾：柳梔二    幼：英鳩三 

學：喜江八    當：地公一    效：喜交七    之：曾基一    蔡：出瓜三 

文：門君五    姬：求基一    能：柳經五    辨：邊堅七    琴：去金五 

謝：時迦七    道：地高七    韞：英君三    能：柳經五    詠：英經七 

吟：語金五    彼：邊基二    女：柳居二    子：曾居二    且：出迦二 

聰：出公一    敏：門巾二    爾：柳梔二    男：柳甘五    子：曾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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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公一    自：曾龜七    警：求經二    唐：地公五    劉：柳交五 

晏：英干三    方：喜公一    七：出巾四    歲：時檜三    舉：求居二 

神：時巾五    童：地公五    作：曾公四    正：曾經三    字：入基七 

彼：邊基二    雖：時規一    幼：英鳩三    身：時巾一    已：英基二 

仕：時基七    爾：柳梔二    幼：英鳩三    學：喜江八    勉：門堅二 

而：入基五    致：地基三    有：英鳩二    為：英規五    者：曾迦三 

亦：英經八    若：入恭八    是：時基七    犬：去堅二    守：時鳩二 

夜：英迦七    雞：求雞一    司：時基一    晨：時巾五    苟：求鳩二 

不：邊君四    學：喜江八    曷：喜干八    為：英規五    人：入巾五 

蠶：出甘五    吐：他沽三    絲：時基一    蜂：喜公一    釀：入恭七 

蜜：門巾八    人：入巾五    不：邊君四    學：喜江八    不：邊君四 

如：入龜五    物：門君八    幼：英鳩三    而：入基五    學：喜江八 

壯：曾公三    而：入基五    行：喜經五    上：時恭七    致：地基三 

君：求君一    下：喜膠七    澤：地經八    民：門巾五    揚：英恭五 

名：門經五    聲：時經一    顯：喜堅二    父：喜龜七    母：門鳩二 

光：求公一    於：英居五    前：曾堅五    裕：入龜七    於：英居五 

後：喜鳩七    人：入巾五    遺：英基五    子：曾居二    金：求金一 

滿：門觀二    籯：英經五    我：語咕二    教：求交三    子：曾居二 

惟：英規五    一：英巾四    經：求經一    勤：去君五    有：英鳩二 

功：求公一    戲：喜基三    無：門龜五    益：英經四    戒：求皆三 

之：曾基一    哉：曾皆一    宜：語基五    勉：門堅二    力：柳經八 

【註釋】  
(01)	昔仲尼，師項橐。古聖賢，尚勤學。	

從前，孔子是個十分好學的人，當時魯國有一位神童名叫項橐，孔子就曾向他學習。

像孔子這樣偉大的聖賢，尚不忘勤學，何況我們普通人呢？	

(02)	趙中令，讀魯論。彼既仕，學且勤。	

宋朝時趙中令——趙普，他官已經做到了中書令了，天天還手不釋卷地閱讀論語，不

因為自己已經當了高官，而忘記勤奮學習。	

(03)	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	

西漢時路溫舒把文字抄在蒲草上閱讀。公孫弘將春秋刻在竹子削成的竹片上。他們兩

人都很窮，買不起書，但還不忘勤奮學習。	

(04)	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晉朝的孫敬讀書時把自己的頭髮拴在屋樑上，以免打瞌睡。戰國時蘇秦讀書每到疲倦

時就用錐子刺大腿，他們不用別人督促而自覺勤奮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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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	

晉朝人車胤，把螢火蟲放在紗袋裡當照明讀書。孫康則利用積雪的反光來讀書。他們

兩人家境貧苦，卻能在艱苦條件下繼續求學。	

(06)	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	

漢朝的朱買臣，以砍柴維持生活，每天邊擔柴邊讀書。隋朝李密放牛時把書掛在牛角

上，有時間就讀。他們在艱苦的環境裡仍堅持讀書。	

(07)	蘇老泉，二十七。始發憤，讀書籍。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洵，號老泉，小時候不想念書，到了二十七歲的時候，才開始下

決心努力學習，後來成了大學問家。憤，父吻切，上聲十二吻韻。	

(08)彼既老，猶悔遲。爾小生，宜早思。	

像蘇老泉上了年紀，才後悔當初沒好好讀書；而你們年紀輕輕，更應該趁早把握大好

時光，發奮讀書，才不至於將來後悔。	

(09)	若梁灝，八十二。對大廷，魁多士。	

宋朝有個梁灝，在八十二歲時才考中狀元，在金殿上對皇帝提出的問題對答如流，所

有參加考試的人都不如他。魁，苦回切，上平灰韻，讀「魁：去乖一」。	

(10)	彼既成，眾稱異。爾小生，宜立志。	

梁灝這麼大年紀，尚能獲得成功，不能不使大家感到驚異，欽佩他的好學不倦。而你

們應該趁著年輕的時候，立定志向，努力用功，一定前途無量。	

(11)	瑩八歲，能詠詩。泌七歲，能賦棋。	

北齊有個叫祖瑩的人，八歲就能吟詩，後來當了秘書監著作郎。另外唐朝有個叫李泌

的人，七歲時就能以下棋為題而作出詩賦。	

(12)	彼穎悟，人稱奇。爾幼學，當效之。	

他們兩個人的聰明和才智，在當時很受人們的讚賞和稱奇，你們正值求學的開始，應

該效法他們，努力用功讀書。	

(13)蔡文姬，能辨琴。謝道韞，能詠吟。	

在古代有許多出色的女能人，像東漢末年的蔡文姬能分辨琴聲好壞，晉朝的才女謝道

韞則能出口成詩。	

(14)	彼女子，且聰敏。爾男子，當自警。	

像這樣的兩個女子，一個懂音樂，一個會做詩，天資如此聰慧；身為一個男子漢，更

要時時警惕，充實自己才對。	

(15)	唐劉晏，方七歲。舉神童，作正字。	

唐玄宗時，有一個名叫劉晏的小孩子，才只有七歲，就被推舉為神童，並且做了負責

刊正文字的官。	

(16)	彼雖幼，身已仕。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劉晏雖然年紀這麼小，但卻已經做官來，擔當國家給他的重任；你們這些讀書的孩子，

只要勤勉刻苦學習，也能取得成就。希望自己有所作為的人，就應該以劉晏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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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為人。	

狗在夜間會替人看守家門，雞在每天早晨天亮時報曉，人如果不能用心學習、迷迷糊

糊過日子，有什麼資格稱為人呢？	

(18)	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	

蠶吐絲以供我們做衣料，蜜蜂可以釀製蜂蜜，供人們食用。而人要是不懂得學習，以

自己的知識、技能來實現自己的價值，真不如小動物。	

(19)	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	

我們要在幼年時努力學習，不斷充實自己，長大後能夠學以致用；上替國家效力，下

為人民謀福利。	

(20)	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	

如果你為人民做出應有的貢獻，人民就會讚揚你，而且父母也可以因你而獲得榮耀，

讓祖先增添了光彩，也給後代留下好的榜樣。	

(21)	人遺子，金滿籯。我教子，惟一經。	

有的人遺留給子孫後代的是金銀錢財，而我並不這樣，我只希望他們能精於讀書學習，

長大後做個有所作為的人。	

(22)	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反覆講了許多道理，只是告訴孩子們：凡是勤奮上進的人，都會有好的收穫；而只顧

貪玩，浪費了大好時光是一定要後悔的。要時時引以為戒，好好努力用功吧！	

第二組 幼兒唐詩吟唱團體組：出塞  王昌齡作 

【詩作】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 

【斷句】  

出塞‧    王昌齡---作‧ 

秦時---明月‧漢時---關---    萬里‧長征---人---未還--- 

但使‧龍城---飛將‧在‧    不教---胡馬‧度陰山--- 

【呼切】 

出：出君四    塞：時皆三     

王：英公五    昌：出恭一    齡：柳經五    作：曾公四 

秦：曾巾五    時：時基五    明：門經五    月：語觀八    漢：喜干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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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時基五    關：求觀一    萬：門干七    里：柳基二    長：地恭五 

征：曾經一    人：入巾五    未：門基七    還：喜觀五 

但：地干七    使：時居二    龍：柳恭五    城：時經五    飛：喜規一 

將：曾恭三    在：曾皆七    不：邊君四    教：求交一    胡：喜沽五 

馬：門監二    度：地沽七    陰：英金一    山：時干一 

【題解】  
這是一首慨歎邊戰不斷，國無良將的邊塞詩。詩的首句最耐人尋味。唐軍戍守著漢時建立

的關隘，仰望著秦時照耀的明月，大有歷史變換，征戰未斷的感歎。第二句寫征人未還，

歷來不知有多少兒郎戰死沙場，留下數不盡悲劇。三、四句寫出千百年來人民的共同意願，

冀望有“龍城飛將”出現，平息胡亂，安定邊防。全詩以平凡的語言，唱出雄渾豁達的胸

懷，氣勢流暢，一氣呵成。明人李攀龍曾推崇它是唐代七絕壓卷之作，實不過分。	

【註釋】  
(01)	但使：只要。	

(02)	龍城飛將：李廣。龍城是唐代的盧龍城（盧龍城就是漢代的李廣練兵之地，在今河北	

省喜峰口附近一帶，為漢代右北平郡所在地）。	

(03)	不教：不叫，不讓。教，讓。	

(04)	胡馬：指侵擾內地的外族騎兵。	

(05)	度：越過。	

(06)	陰山：陰山山脈，蒙古語名即「達蘭喀喇」，位於中國北部，東起河北省西北部的樺	

山，西止於內蒙古巴彥淖爾盟中部的狼山，為漢族抵禦匈奴的屏障。	

【釋文】  
抬頭仰望著這一輪曾經照映過秦朝修築萬里長城的明月，想起良人遠赴塞外，戍守在漢朝

建立的邊城關隘。從古至今歷朝歷代，連年兵馬倥傯，戰亂不停，多少將士萬里長征，奮

勇殺敵，保家衛國，一去未返。	

今天如果能有一位像漢朝龍城飛將軍李廣這樣的名將在，絕對不容許胡人的騎兵跨越陰山，

侵擾邊境。	

【賞析】  
詩從寫景入手。詩人只用大筆勾勒，不作細緻描繪，卻恰好顯示了邊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蕭

條，渲染出孤寂、蒼涼的氣氛。 最奇特之處，詩人在“月”和“關”的前面，用“秦時、
漢時”加以修飾，使這幅月臨關塞圖，變成了時間中的圖畫，給萬里邊關賦予了悠久的歷

史感。面對這樣的景象，詩人觸景生情，自然聯想起秦漢以來無數獻身邊疆、至死未歸的

人們。後片兩句，融抒情與議論為一體，直接抒發戍邊戰士鞏固邊防的願望和保衛國家的

壯志，洋溢著愛國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寫得氣勢豪邁，鏗鏘有力。同時，這兩句又語帶諷

刺，表現了詩人對朝廷用人不當和將帥腐敗無能的不滿。 	



	 11	

天籟調（C/76）    出  塞         王昌齡 

（梅川九然 2022.01.27.重新定譜） 

 

《 前    奏 》 

 

《 間    奏 》 

 

      秦    時     明月    漢 時   關 ， 

 

     萬    里   長   征      人  未   還 ； 

 

      但     使  龍  城       飛     將 在 ， 

 

     不    教     胡  馬      渡  陰 山 。 

 

     不    教     胡  馬     渡  陰 山 。 

││
••

⋅⋅ 6613535323

: 6
•
35 3 6

•
1 21 6

•
1 ⋅ 6

•

│││ −⋅−−
〉•

3563532506636 3516

│││
••

⋅⋅ • 616213532532
6

1

3 ⋅ 32 3 3535 1 ⋅ 6
•
6
•

:616211633506 2

•••

〉

•
⋅⋅│

−−⋅
••••〉

•

•

16121633506
2 Rit
││



	 12	

第三組 國小經文朗誦團體組：千字文 第三段 

【經文】  

外受傅訓	 入奉母儀	 諸姑伯叔	 猶子比兒	

孔懷兄弟	 同氣連枝	 	交友投分	 切磨箴規	

仁慈隱惻	 造次弗離	 節義廉退	 顛沛匪虧	

性靜情逸	 心動神疲	 守真志滿	 逐物意移	

堅持雅操	 好爵自縻	 	都邑華夏	 東西二京	

背邙面洛	 浮渭據涇	 宮殿盤鬱	 樓觀飛驚	

圖寫禽獸	 畫彩仙靈	 丙舍傍啟	 甲帳對楹	

肆筵設席	 鼓瑟吹笙	 	陞階納陛	 弁轉疑星	

右通廣內	 左達承明	 既集墳典	 亦聚群英	

杜稿鍾隸	 漆書壁經	 府羅將相	 路俠槐卿	

戶封八縣	 家給千兵	 	高冠陪輦	 驅轂振纓	

世祿侈富	 車駕肥輕	 策功茂實	 勒碑刻銘	

【斷句】  

千字文---        第三段• 

外•受•傅訓•      入•奉•母儀--- 

諸姑---伯叔•        猶子•比兒--- 

孔•懷---兄弟•      同氣•連枝--- 

交友•投分•        切磨---箴規--- 

仁慈---隱惻•        造次•弗離--- 

節義•廉退•        顛沛•匪虧--- 

性•靜•情---逸•     心---動•神---疲--- 

守真---志•滿•      逐物•意•移--- 

堅持---雅操•         好爵•自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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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華夏•        東西---二京--- 

背邙---面洛•        浮渭•據涇--- 

宮殿•盤鬱•        樓觀•飛驚--- 

圖---寫•禽獸•      畫•彩•仙靈--- 

丙舍•傍啟•        甲帳•對楹--- 

肆筵---設席•        鼓瑟•吹笙--- 

陞階---納陛•        弁轉•疑星--- 

右•通---廣內•      左•達•承明--- 

既集•墳典•        亦聚•群英--- 

杜稿•鍾隸•        漆書---壁經--- 

府•羅---將相•      路•俠•槐卿--- 

戶•封---八縣•      家---給•千兵--- 

高冠•陪輦•        驅轂•振纓--- 

世祿•侈富•        車駕•肥輕--- 

策功---茂實•        勒碑---刻銘--- 

【呼切】  

千：出堅一    字：入基七    文：門君五 

第：地雞七    三：時監一    段：地官七 

外：語檜七    受：時鳩七    傅：喜龜七    訓：喜君三   入：入金八 

奉：喜公七    母：門鳩二    儀：語基五   諸：曾龜一    姑：求沽一 

伯：邊經四    叔：時恭四   猶：英鳩五    子：曾居二    比：邊基二 

兒：入基五    孔：去公二    懷：喜乖五    兄：喜經一    弟：地雞七 

同：地公五    氣：去基三    連：柳堅五    枝：曾基一    交：求交一

友：英鳩二    投：地交五    分：喜君七   切：出堅四    磨：門高五 

箴：曾金一    規：求規一    仁：入巾五    慈：曾龜五    隱：英君二 

惻：出經四   造：曾高七    次：出龜三    弗：喜君四    離：柳基五 

節：曾堅四    義：語基七    廉：柳兼五    退：他檜三   顛：地堅一 



	 14	

沛：頗皆三    匪：喜規二    虧：去規一    性：時經三    靜：曾經七 

情：曾經五    逸：英經八   心：時金一    動：地公七    神：時巾五 

疲：頗基五   守：時鳩二    真：曾巾一    志：曾基三    滿：門觀二 

逐：地恭八    物：門君八    意：英基三    移：英基五    堅：求堅一 

持：出基五    雅：語監二    操：出高三   好：喜咕二    爵：曾恭四 

自：曾龜七    縻：門基五    都：地沽一    邑：英金四    華：喜瓜五 

夏：喜膠七   東：地公一    西：時雞一    二：入基七    京：求經一 

背：邊檜七    邙：門公五    面：門堅七    洛：柳公八    浮：喜鳩五 

渭：英規七    據：求居三    涇：求經一    宮：求恭一    殿：地堅七 

盤：頗觀五    鬱：英君四    樓：柳鳩五    觀：求觀三    飛：喜規一 

驚：求經一    圖：地沽五    寫：時迦二    禽：去金五    獸：時鳩三 

畫：喜瓜七    彩：出皆二    仙：時堅一    靈：柳經五    丙：邊經二 

舍：時迦三    傍：邊公五    啟：去雞二    甲：求膠四    帳：地恭三 

對：地規三    楹：英經五    肆：時龜三    筵：英堅五    設：時堅四 

席：時經八    鼓：求沽二    瑟：時經四    吹：出規一    笙：時經一 

陞：時經一    階：求皆一    納：柳甘八    陛：邊雞三    弁：邊堅七 

轉：曾觀二    疑：語基五    星：時經一    右：英鳩七    通：他公一 

廣：求公二    內：柳檜七    左：曾堝二    達：地干八    承：時經五 

明：門經五    既：求基三    集：曾金八    墳：喜君五    典：地堅二 

亦：英經八    聚：曾居七    群：求君五    英：英經一    杜：地沽七 

稿：求高二    鍾：曾恭一    隸：柳雞七    漆：出巾四    書：時居一 

壁：邊經四    經：求經一    府：喜龜二    羅：柳堝五    將：曾恭三 

相：時恭三    路：柳沽七    俠：求兼四    槐：喜乖五    卿：去經一 

戶：喜沽七    封：喜公一    八：邊干四    縣：求觀七    家：求膠一 

給：求金四    千：出堅一    兵：邊經一    高：求高一    冠：求觀一 

陪：邊檜五    輦：柳堅二    驅：去居一    轂：求公四    振：曾巾二 

纓：英經一    世：時雞三    祿：柳公八    侈：出基二    富：喜龜三 

車：求居一    駕：求膠三    肥：喜規五    輕：去經一    策：出經四 

功：求公一    茂：門沽七    實：時巾八    勒：柳經八    碑：邊基一 

刻：去經四    銘：門經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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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01)	外受傅訓，入奉母儀：在外面要聽從師長的教誨，在家裡要遵守母親的規範。	 	

(02)	諸姑伯叔，猶子比兒：對待姑姑、伯伯、叔叔等長輩，要像是他們的親生子女	

一樣。	 	

(03)	孔懷兄弟，同氣連枝：兄弟之間要非常相愛，因為同受父母血氣，猶如樹枝相連。	 	

(04)	交友投分，切磨箴規：結交朋友要意氣相投，學習上切磋琢磨，品行上互相告勉。	 	

(05)	仁慈隱惻，造次弗離：仁義、慈愛，對人的惻隱之心，在最倉促、危急的情況下	

	 	 	 	也不能拋離。	 	

(06)	節義廉退，顛沛匪虧：氣節、正義、廉潔、謙讓的美德，在最窮困潦倒的時候也	

	 	 	 	不可虧缺。	 	

(07)	性靜情逸，心動神疲：品性沉靜淡泊，情緒就安逸自在；內心浮躁好動，精神就	

	 	 	 	疲憊困倦。	

(08)	守真志滿，逐物意移：保持純潔的天性，就會感到滿足；追求物慾享受，天性就	

	 	 	 	會轉移改變。	 	

(09)	堅持雅操，好爵自縻：堅持高尚的情操，好的職位自然會為你所有。	 	

(10)	都邑華夏，東西二京：古代的都城華美壯觀，有東京洛陽和西京長安。	 	

(11)	背邙面洛，浮渭據涇：東京洛陽背靠北邙山，南臨洛水；西京長安左跨渭河，右依	

	 	 	 	涇水。	 	

(12)	宮殿盤鬱，樓觀飛驚：宮殿盤旋曲折，重重迭迭；樓閣高聳如飛，觸目驚心。	 	

(13)	圖寫禽獸，畫彩仙靈：宮殿上繪著各種飛禽走獸，描畫出五彩的天仙神靈。	

(14)	丙舍傍啟，甲帳對楹：正殿兩邊的配殿從側面開啟，豪華的帳幕對著高高的楹柱。	 	

(15)	肆筵設席，鼓瑟吹笙：宮殿中大擺宴席，樂人吹笙鼓瑟，一片歌舞昇平的景象。	 	

(16)	陞階納陛，弁轉疑星：登上台階進入殿堂的文武百官，帽子團團轉，像滿天的星星。	 	

(17)	右通廣內，左達承明：右面通向用以藏書的廣內殿，左面到達朝臣休息的承明殿。	 	

(18)	既集墳典，亦聚群英：這裡收藏了很多的典籍名著，也聚集著成群的文武英才。	 	

(19)	杜稿鍾隸，漆書壁經：書殿中有杜度的草書、鍾繇的隸書，還有漆寫的古籍和孔壁	

	 	 	 	中的經典。	 	

(20)	府羅將相，路俠槐卿：宮廷內將相依次排成兩列，宮廷外大夫公卿夾道站立。	 	

(21)	戶封八縣，家給千兵：他們每戶有八縣之廣的封地，配備成千以上的士兵。	 	

(22)	高冠陪輦，驅轂振纓：他們戴著高高的官帽，陪著皇帝出遊，駕著車馬，帽帶飄舞	

	 	 	 	著，好不	威風。	 	

(23)	世祿侈富，車駕肥輕：他們的子孫世代領受俸祿，奢侈豪富，出門時輕車肥馬，春	

	 	 	 	風得意。	 	

(24)	策功茂實，勒碑刻銘：朝廷還詳盡確實地記載他們的功德，刻在碑石上流傳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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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組 國小唐詩吟唱團體組：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韋應物作 

【詩作】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蕭疏鬢已斑。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 

【斷句】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韋應物‧作‧ 

江漢‧曾為客‧      相逢---每醉還--- 

浮雲---一別後‧      流水‧十年間--- 

歡笑‧情---如舊‧    蕭疏---鬢‧已斑--- 

何因---不歸去‧      淮上‧有秋山--- 

【呼切】  
淮：喜乖五    上：時恭七    喜：喜基二    會：喜檜七    梁：柳恭五 

川：出觀一    故：求沽三    人：入巾五     

韋：英規五    應：英經三    物：門君八    作：曾公四 

江：求江一    漢：喜干三    曾：曾經五    為：英規五    客：去經四 

相：時恭一    逢：喜公五    每：門𡅭二    醉：曾規三    還：喜觀五 

浮：喜鳩五    雲：英君五    一：英巾四    別：邊堅八    後：喜鳩七 

流：柳鳩五    水：時規二    十：時金八    年：柳堅五    間：求干一 

歡：喜觀一    笑：出嬌三    情：曾經五    如：入龜五    舊：求鳩七 

蕭：時嬌一    疏：時沽一    鬢：邊巾三    已：英基二    斑：邊干一 

何：喜高五    因：英巾一    不：邊君四    歸：求規一    去：去居三 

淮：喜乖五    上：時恭七    有：英鳩二    秋：出鳩一    山：時干一 

【題解】  
《淮上喜會梁州故人》是唐代詩人韋應物的作品。此詩寫作者在淮水邊重逢闊別十年的梁

州老朋友的喜悅之情，頗有感慨。首聯概括了以前的交誼；頷聯統包了分別十年繁複的世

事人情；頸聯和末聯寫重逢情景。寫相聚、痛飲和歡笑，寫環境、形貌和心思，是詩的主

體。全詩結構細密，情意曲折，重點突出，韻致悠遠。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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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淮上：淮水邊，即今江蘇淮陰一帶。梁州：唐州名，在今陝西南鄭縣東。	

(02)	江漢：漢江，流經粱州。	

(03)	“浮雲”兩句：意思是說人生聚散無常而時光逝如流水。	

(04)	蕭疏：稀疏。斑：頭髮花白	

【釋文】  
我倆曾一同客居在江漢，每次相逢定要酣醉而還。	

自從離別後飄遊如雲浮，十年歲月宛如大江流水。	

今日相見我們歡笑如故，我們已兩鬢斑白髮稀疏。	

你問我為何不返回家鄉，只因貪戀淮上美麗秋山。	

【賞析】  
此詩題曰“喜會”故人，詩中表現的卻是“此日相逢思舊日，一杯成喜亦成悲”那樣一種

悲喜交集的感情。	

詩的開頭，寫詩人昔日在江漢作客期間與故人相逢時的樂事，概括了以前的交誼。那時他

們經常歡聚痛飲，扶醉而歸。詩人寫這段往事，彷彿是試圖從甜蜜的回憶中得到慰藉，然

而其結果反而引起歲月蹉跎的悲傷。頷聯直接抒發十年闊別的傷感。頸聯的出句又回到詩

題，寫這次相會的“歡笑”之態。久別重逢，確有喜的一面。他們也像十年前那樣，有痛

飲之事。然而這喜悅，只能說是表面的，或者說是暫時的，所以對句又將筆宕開，寫兩鬢

蕭疏。十年的漂泊生涯，使得人老了。這一副衰老的形象，不言悲而悲情溢於言表，漂泊

之感也就盡在不言之中。一喜一悲，筆法跌宕；一正一反，交互成文。末聯以反詰作轉，

以景色作結。為何不歸去，原因是“淮上有秋山”。詩人《登樓》詩云：“坐厭淮南守，

秋山紅樹多。”秋光中的滿山紅樹，正是詩人耽玩留戀之處。這個結尾給人留下了回味的

餘地。	

繪畫藝術中有所謂“密不通風，疏可走馬”之說。詩歌的表現同樣有疏密的問題，有些東

西不是表現的重點，就應從略，使之疏朗；有些東西是表現的中心，就應詳寫，使之細密。

疏密相間，詳略適宜，才能突出主體。這首詩所表現的是兩人十年闊別的重逢，可寫的東

西很多，如果把十年的瑣事絮絮叨叨地說來，不注意疏密詳略，便分不清主次輕重，也就

不成其為詩了。這就需要剪裁。詩的首聯概括了以前的交誼；頸聯和末聯抓住久別重逢的

情景作為重點和主體，詳加描寫，寫出了今日的相聚、痛飲和歡笑，寫出了環境、形貌和

心思，表現得很細密。頷聯“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表現的時間最長。表現的空間

最寬，表現的人事最雜。這裡卻只用了十個字，便把這一切表現出來了。這兩句用的是流

水對，自然流暢，洗練概括。別後人世滄桑，千種風情，不知從何說起，詩人只在“一別”、

“十年”之前冠以“浮雲”、“流水”，便表現出來了。意境空靈，真是“疏可走馬”。

“浮雲”、“流水”暗用漢代蘇武李陵河梁送別詩意。李陵《與蘇武詩三首》有“仰視浮

雲馳，奄忽互相逾。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蘇武《詩四首》有“俯觀江漢流，仰視

浮雲翔”，其後常以“浮雲”表示漂泊不定，變幻無常，以“流水”表示歲月如流，年華

易逝。詩中“浮雲”、“流水”不是寫實，都是虛擬的景物，藉以抒發詩人的主觀感情，

表現一別十年的感傷，由此可見詩人的剪裁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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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調（C/78）  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韋應物 
（梅川九然 2022.02.15.再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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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 國中古文朗誦團體組：廉恥  後段  顧炎武作    

【內容】  

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

故。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雨，彼眾昏之日，

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

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

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

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

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 

【斷句】  

廉恥‧      後段‧      顧炎武‧作‧     

吾---觀---三代‧以下‧    世‧衰---道‧微--- 

棄禮義‧    捐廉恥‧    非一朝---一夕‧之故‧ 

然而---松---柏‧後凋---於---歲寒--- 

雞---鳴---不已‧於---風雨‧     

彼‧眾昏---之日‧    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 

頃‧讀顏氏‧家訓‧    有云--- 

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 

我‧有一兒---    年---已十七‧    頗曉‧書疏‧ 

教其---鮮卑語‧    及彈琵琶---    稍欲通解‧ 

以此‧伏事‧公卿---    無不寵愛‧ 

吾---時---俯‧而不答‧    異‧哉---    此人---之教子‧也‧ 

若由此業‧自致卿相‧    亦不願‧汝曹---為之--- 

嗟乎---    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 

猶為---此言---    尚有‧小宛‧詩人---之意‧ 

彼‧閹然---媚於世‧者‧    能---無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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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切】  

吾：語咕五    觀：求觀一    三：時甘一    代：地皆七    以：英基二 

下：喜膠七    世：時雞三    衰：時規一    道：地高七    微：門基五 

棄：去基三    禮：柳雞二    義：語基七    捐：求觀一    廉：柳兼五 

恥：他居二    非：喜規一    一：英巾四    朝：地嬌一    一：英巾四 

夕：時經四    之：曾基一    故：求沽三    然：入堅五    而：入基五 

松：時恭五    柏：邊經四    後：喜鳩七    凋：地嬌一    於：英居五 

歲：時檜三    寒：喜干五    雞：求雞一    鳴：門經五    不：邊君四 

已：英基二    於：英居五    風：喜公一    雨：英居二    彼：邊基二 

眾：曾恭三    昏：喜君一    之：曾基一    日：入巾八    固：求沽三 

未：門基七    嘗：時恭五    無：門龜五    獨：地公八    醒：時經二 

之：曾基一    人：入巾五    也：英迦七 

頃：去經二    讀：他公八    顏：語干五    氏：時基七    家：求膠一 

訓：喜君三    有：英鳩二    云：英君五    齊：曾雞五    朝：地嬌五 

一：英巾四    士：時居七    夫：喜龜一    嘗：時恭五    謂：英規七 

吾：語咕五    曰：英觀八    我：語咕二    有：英鳩二    一：英巾四 

兒：入基五    年：柳堅五    已：英基二    十：時金八    七：出巾四 

頗：頗高二    曉：喜嬌二    書：時居一    疏：時龜三    教：求交一 

其：求基五    鮮：時堅一    卑：邊基一    語：語居二    及：求金八 

彈：地干五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稍：時交一    欲：英恭八 

通：他公一    解：求皆二    以：英基二    此：出龜二    伏：喜公八 

事：時居七    公：求公一    卿：去經一    無：門龜五    不：邊君四 

寵：他恭二    愛：英皆三    吾：語咕五    時：時基五    俯：喜龜二 

而：入基五    不：邊君四    答：地甘四    異：英基七    哉：曾皆一 

此：出龜二    人：入巾五    之：曾基一    教：求交一    子：曾居二 

也：英迦七    若：入恭八    由：英鳩五    此：出龜二    業：語兼八 

自：曾龜七    致：地基三    卿：去經一    相：時恭三    亦：英經八 

不：邊君四    願：語觀七    汝：入龜二    曹：曾高五    為：英規五 

之：曾基一    嗟：曾迦一    乎：喜沽五    之：曾基一    推：他規一 

不：邊君四    得：地經四    已：英基二    而：入基五    仕：時居七 

於：英居五    亂：柳觀七    世：時雞三    猶：英鳩五    為：英規五 

此：出龜二    言：語堅五    尚：時恭七    有：英鳩二    小：時嬌二 

宛：英觀二    詩：時基一    人：入巾五    之：曾基一    意：英基三 

彼：邊基二    閹：英兼一    然：入堅五    媚：門基七    於：英居五 

世：時雞三    者：曾迦三    能：柳經五    無：門龜五    愧：去規三 

哉：曾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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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01)	三代：夏、商、周三朝。	

(02)	世衰道微：世運衰微，道德敗壞。	

(03)	捐：捨棄、拋棄。	

(04)	頃：近來，剛才，最近。	

(05)	顏氏家訓：書名。北齊顏之推撰，二十篇。是書論立身治家之道，辨正世俗之謬，以	

訓後人，於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經訓。	

(06)	嘗：曾經。	

(07)	書疏：奏疏、信札之類。疏，ㄕㄨˋ，讀「時龜三」，與「庶民」的『庶』同音。	

(08)	鮮卑：祖先是古代西伯利亞的游牧民族，本屬東胡族。分布在西喇木倫河、洮兒河間，	

因鮮卑山而得名。漢代時被匈奴打敗，分鮮卑、匈奴二支，匈奴亡後，漸移居匈奴故

地。晉時為五胡之一，燕國慕容氏、涼國禿髮氏、秦國乞伏氏及魏國拓跋氏，皆鮮卑

族。今為通古斯系。	

(09)	伏事：服侍伺候。伏，服。	

(10)	汝曹：汝輩、你們。	

(11)	小宛：詩經小雅的篇名。共六章。根據詩序：「小宛，大夫刺宣王也。」或亦指為傷	

時之詩。「小宛詩人」一語，是後世對一些心存仁厚，用微言(委婉的言詞)表達諍言

（勸誡）之人所做的稱譽。	

(12)	閹然媚於世：意指掩藏自己的本意，而博取別人的歡心。閹然，隱蔽、掩藏的樣子。	

媚於世，討好求悅於世人。孟子盡心下：「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釋文】  

我看夏、商、周以後，世風敗壞、道德衰微，拋掉了禮義，捨棄了廉恥，這不是一

朝一夕短時間所能夠造成的。然而，松柏是在寒冬時節，最後才凋零；報曉的公雞

不會因為風雨冥暗，就停止了啼叫。在那眾人昏沈懵懂的時代，本來就未必沒有獨

自清醒的人。	

最近，我讀到《顏氏家訓》，裡頭有段話說：「北齊有位士大夫，他曾經告訴我說：

『我有個小孩，已經十七歲了，頗懂得書信的寫法。我找人教他鮮卑話和彈琵琶，

漸漸地快要學會了。用這兩樣才藝去服侍公卿貴人，不會不受到特別寵愛的。』我

那時低著頭沒有答話。真奇怪，這個人用這種方式教導孩子啊！如果要透過這樣的

事情，才能夠獲得卿相的高地位，我也不希望你們去做哪！」唉！顏之推不得已而

在亂世出來做官，還能說出這樣的話，仍然有著古代〈小宛〉詩人以委婉的言詞表

達勸誡的用意；相形之下，那些喜歡掩藏自己的本意，而討好世俗歡心的人，能不感

到慚愧嗎！	

【作者】  

顧炎武（西元 1613∼1682 年），蘇州府崑山縣(今江蘇崑山)人，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後

改名炎武，字寧人，亦自署蔣山傭。世人尊稱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

家、語言學家。曾參加抗清鬥爭，後來致力於學術研究。晚年側重經學的考證，考訂古音，

分古韻為 10 部。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纍

纍；他對切韻學也有貢獻，但不如他對古韻學貢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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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組 國中詩經吟唱團體組：桃夭  詩經-國風-周南 

【詩作】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斷句】 

桃夭---    詩經---國風---周南--- 

桃---之夭夭---    灼灼‧其華--- 

之子‧于歸---    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蕡---其實‧ 

之子‧于歸---    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 

之子‧于歸---    宜其---家人--- 

【呼切】 

桃：地高五    之：曾基一    夭：英嬌一    夭：英嬌一    灼：曾恭四 

灼：曾恭四    其：求基五    華：喜瓜五    之：曾基一    子：曾居二 

于：英居五    歸：求規一    宜：語基五    其：求基五    室：時巾四 

家：求膠一    桃：地高五    之：曾基一    夭：英嬌一    夭：英嬌一 

有：英鳩二    蕡：喜君五    其：求基五    實：時巾八    之：曾基一 

子：曾居二    于：英居五    歸：求規一    宜：語基五    其：求基五 

家：求膠一    室：時巾四    桃：地高五    之：曾基一    夭：英嬌一 

夭：英嬌一    其：求基五    葉：英兼八    蓁：曾巾一    蓁：曾巾一 

之：曾基一    子：曾居二    于：英居五    歸：求規一    宜：語基五 

其：求基五    家：求膠一    人：入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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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然譜曲          桃   夭 (C/66)  詩經．周南  
（梅川九然 2018.09.18.重新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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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組 青年古文朗誦團體組：琵琶行  前段  白居易作   

【詩作】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 

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弦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 

弦弦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初為霓裳後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難。 

冰泉冷澀弦凝絕，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四弦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斷句】琵琶行---    前段‧    白居易‧作‧ 

潯陽---江頭---夜‧送客‧    楓葉‧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馬‧客‧在船---    舉酒‧欲飲‧無管弦--- 

醉‧不成歡---慘將別‧      別時---茫茫---江---浸月‧ 

忽聞---水上‧琵琶聲---      主人---忘歸---客‧不發‧ 

尋聲---暗問‧彈---者‧誰---  琵琶---聲---停---欲語‧遲--- 

移船---相近‧邀相見‧      添酒‧回燈---重開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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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萬喚‧始出來---      猶抱‧琵琶---半遮面‧ 

轉軸‧撥弦---三兩聲---      未成---曲調‧先有情--- 

弦弦---掩抑‧聲聲---思‧    似訴‧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續續彈---      說盡‧心中---無限事‧ 

輕攏‧慢撚‧抹‧復挑---    初---為---霓裳---後‧六幺--- 

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      大珠---小珠---落玉盤--- 

間關---鶯語‧花底‧滑‧    幽咽‧泉流---冰下‧難--- 

冰泉---冷澀‧弦---凝絕‧    凝絕‧不通---聲---暫歇‧ 

別有‧幽愁---暗恨‧生---    此時---無聲---勝有聲--- 

銀瓶---乍破‧水漿---迸‧    鐵騎‧突出‧刀槍---鳴--- 

曲終---收撥‧當心---畫‧    四弦---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      唯見‧江心---秋月‧白‧ 

【呼切】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行：喜經五    前：曾經五    段：地官七 

白：邊經八    居：求居一    易：英基七    作：曾公四 

潯：時金五    陽：英恭五    江：求江一    頭：他鳩五    夜：英迦七 

送：時公三    客：去經四    楓：喜公一    葉：英兼八    荻：地經八 

花：喜瓜一    秋：出鳩一    瑟：時經四    瑟：時經四    主：曾龜二 

人：入巾五    下：喜膠七    馬：門監二    客：去經四    在：曾皆七 

船：時觀五    舉：求居二    酒：曾鳩二    欲：英恭八    飲：英金二 

無：門龜五    管：求觀二    弦：喜堅五    醉：曾規三    不：邊君四 

成：時經五    歡：喜觀一    慘：出甘二    將：曾恭一    別：邊堅八 

別：邊堅八    時：時基五    茫：門公五    茫：門公五    江：求江一 

浸：曾金三    月：語觀八    忽：喜君四    聞：門君五    水：時規二 

上：時恭七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聲：時經一    主：曾龜二 

人：入巾五    忘：門公七    歸：求規一    客：去經四    不：邊君四 

發：喜觀四    尋：時金五    聲：時經一    暗：英甘三    問：門君七 

彈：地干五    者：曾迦三    誰：時規五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聲：時經一    停：他經五    欲：英恭八    語：語居二    遲：地基五 

移：英基五    船：時觀五    相：時恭一    近：求君七    邀：英嬌一 

相：時恭一    見：求堅三    添：他兼一    酒：曾鳩二    回：喜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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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地經一    重：地恭五    開：去皆一    宴：英堅三    千：出堅一 

呼：喜沽一    萬：門干七    喚：喜觀三    始：時居二    出：出君四 

來：柳皆五    猶：英鳩五    抱：頗高七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半：邊觀三    遮：曾迦一    面：門堅七    轉：曾觀二    軸：地恭八 

撥：邊觀四    弦：喜堅五    三：時甘一    兩：柳恭二    聲：時經一 

未：門基七    成：時經五    曲：去恭四    調：地嬌七    先：時堅一 

有：英鳩二    情：曾經五    弦：喜堅五    弦：喜堅五    掩：英兼二 

抑：英經四    聲：時經一    聲：時經一    思：時基七    似：時龜七 

訴：時沽三    平：邊經五    生：時經一    不：邊君四    得：地經四 

志：曾基三    低：地雞一    眉：門基五    信：時巾三    手：時鳩二 

續：時恭八    續：時恭八    彈：地干五    說：時觀四    盡：曾巾七 

心：時金一    中：地恭一    無：門龜五    限：喜干七    事：時基七 

輕：去經一    攏：柳公二    慢：門干七    撚：柳堅二    抹：門觀八 

復：喜鳩七    挑：他嬌一    初：出沽一    為：英規五    霓：語雞五 

裳：時恭五    後：喜鳩七    六：柳恭八    幺：英嬌一    大：地皆七 

弦：喜堅五    嘈：曾高五    嘈：曾高五    如：入龜五    急：求金四 

雨：英居二    小：時嬌二    弦：喜堅五    切：出堅四    切：出堅四 

如：入龜五    私：時龜一    語：語居二    嘈：曾高五    嘈：曾高五 

切：出堅四    切：出堅四    錯：出公四    雜：曾甘八    彈：地干五 

大：地皆七    珠：曾龜一    小：時嬌二    珠：曾龜一    落：柳公八 

玉：語恭八    盤：邊觀五    間：求干一    關：求觀一    鶯：英經一 

語：語居二    花：喜瓜一    底：地雞二    滑：喜觀八    幽：英鳩一 

咽：英堅四    泉：曾觀五    流：柳鳩五    冰：邊經一    下：喜膠七 

難：柳干五    冰：邊經一    泉：曾觀五    冷：柳經二    澀：時金四 

弦：喜堅五    凝：語經五    絕：曾觀八    凝：語經五    絕：曾觀八 

不：邊君四    通：他公一    聲：時經一    暫：曾兼七    歇：喜堅四 

別：邊堅八    有：英鳩二    幽：英鳩一    愁：出鳩五    暗：英甘三 

恨：喜君七    生：時經一    此：出龜二    時：時基五    無：門龜五 

聲：時經一    勝：時經三    有：英鳩二    聲：時經一    銀：語巾五 

瓶：邊經五    乍：曾膠七    破：頗高三    水：時規二    漿：曾恭一 

迸：邊經三    鐵：他堅四    騎：去基七    突：地君八    出：出君四 

刀：地高一    槍：出恭一    鳴：門經五    曲：去恭四    終：曾恭一 

收：時鳩一    撥：邊觀四    當：地公一    心：時金一    畫：喜經八 

四：時龜三    弦：喜堅五    一：英巾四    聲：時經一    如：入龜五 

裂：柳堅八    帛：邊經八    東：地公一    船：時觀五    西：時雞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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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喜公二    悄：出嬌二    無：門龜五    言：語堅五    唯：英規五 

見：求堅三    江：求江一    心：時金一    秋：出鳩一    月：語觀八 

白：邊經八 

第八組 青年宋詞吟唱團體組：清平樂 村居 辛棄疾作 

【詞作】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亡賴，溪頭臥剝蓮蓬。 

【斷句】  

清平樂‧    村居---    辛棄疾‧作‧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裡‧吳音---相媚好‧    白髮‧誰家---翁媼‧ 

大兒---鋤豆‧溪東---    中兒---正織‧雞籠--- 

最喜‧小兒---亡賴‧    溪頭---臥剝‧蓮蓬--- 

【呼切】  
清：出經一    平：邊經五    樂：語江八    村：出君一    居：求居一 

辛：時巾一    棄：去基三    疾：曾巾八    作：曾公四 

茅：門爻五    檐：英兼五    低：地雞一    小：時茄二    溪：去雞一 

上：時恭七    青：出經一    青：出經一    草：出高二    醉：曾規三 

裡：柳基二    吳：語咕五    音：英金一    相：時恭一    媚：門基七 

好：喜高二    白：邊經八    髮：喜觀四    誰：時規五    家：求膠一 

翁：英公一    媼：英高二    大：地皆七    兒：入基五    鋤：地居五 

豆：地鳩七    溪：去雞一    東：地公一    中：地恭一    兒：入基五 

正：曾經三    織：曾經四    雞：求雞一    籠：柳公五    最：曾檜三 

喜：喜基二    小：時嬌二    兒：入基五    亡：門龜五    賴：柳皆七 

溪：去雞一    頭：他鳩五    臥：語堝七    剝：邊江四    蓮：柳堅五 

蓬：邊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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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勇作曲      清平樂·村居      辛棄疾 

（梅川九然 2020.08.20.定譜）(G/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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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組 社會樂府朗誦團體組：琵琶行  後段  白居易作  

【詩作】  
沉吟放撥插弦中，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服，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卻坐促弦弦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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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句】琵琶行---    後段•     白居易•作• 

沉吟---放撥‧插弦中---        整頓‧衣裳---起斂容--- 

自言---本是‧京城女‧      家---在‧蝦蟆---陵下‧住‧ 

十三---學得‧琵琶---成---    名---屬‧教坊---第一部‧ 

曲罷‧曾教‧善才---服‧    妝成---每被‧秋娘---妒‧ 

五陵---年---少‧爭纏頭---    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銀篦---擊節‧碎‧    血色‧羅裙---翻酒‧污‧ 

今年---歡笑‧復明年---      秋月‧春風---等閒---度‧ 

弟‧走‧從軍---阿姨---死‧  暮‧去‧朝---來---顏色‧故‧ 

門前---冷落‧鞍馬‧稀---    老大‧嫁作‧商人婦‧ 

商人---重利‧輕別離---      前月‧浮梁---買茶---去‧ 

去來---江口‧守空船---      繞船---月‧明---江水‧寒--- 

夜‧深---忽夢‧少年事‧    夢‧啼---妝淚‧紅闌干--- 

我‧聞---琵琶---已嘆息‧    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從---去年---辭帝京---    謫居---臥病‧潯陽城--- 

潯陽---地‧僻‧無音樂‧    終歲‧不聞---絲竹聲--- 

住近‧湓江---地‧低濕‧    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      杜鵑---啼血‧猿---哀鳴--- 

春江---花朝---秋月夜‧      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      嘔啞---嘲哳‧難為聽--- 

今夜‧聞君---琵琶語‧      如聽---仙樂‧耳‧暫明--- 

莫辭---更坐‧彈一曲‧      為君---翻作‧琵琶行--- 

感我‧此言---良久立‧      卻坐‧促弦---弦---轉急‧ 

淒淒---不似‧向前聲---      滿座‧重聞---皆掩泣‧ 

座中---泣下‧誰---最多---    江州---司馬‧青衫---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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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切】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行：喜經五    後：英交七    段：地官七 

白：邊經八    居：求居一    易：英基七    作：曾公四 

沉：地金五    吟：語金五    放：喜公三    撥：邊觀四    插：出甘四 

弦：喜堅五    中：地恭一    整：曾經二    頓：地君三    衣：英基一 

裳：時恭五    起：去基二    斂：柳兼二    容：英恭五    自：曾龜七 

言：語堅五    本：邊君二    是：時基七    京：求經一    城：時經五 

女：柳龜二    家：求膠一    在：曾皆七    蝦：喜膠五    蟆：門膠五 

陵：柳經五    下：喜膠七    住：曾龜七    十：時金八    三：時甘一 

學：喜江八    得：地經四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成：時經五 

名：門經五    屬：時恭八    教：求交三    坊：喜公一    第：地雞七 

一：英巾四    部：邊沽七    曲：去恭四    罷：邊膠七    曾：曾經五 

教：求交三    善：時堅七    才：曾皆五    服：喜公八    妝：曾公一 

成：時經五    每：門𡅭二    被：邊基七    秋：出鳩一    娘：柳恭五 

妒：地沽三    五：語咕二    陵：柳經五    年：柳堅五    少：時嬌三 

爭：曾經一    纏：地堅五    頭：他鳩五    一：英巾四    曲：去恭四 

紅：喜公五    綃：時嬌一    不：邊君四    知：地居一    數：時沽三 

鈿：地堅七    頭：他鳩五    銀：語巾五    篦：邊雞五    擊：求經四 

節：曾堅四    碎：時規三    血：喜堅四    色：時經四    羅：柳堝五 

裙：求君五    翻：喜觀一    酒：曾鳩二    污：英沽三    今：求金一 

年：柳堅五    歡：喜觀一    笑：出嬌三    復：喜鳩七    明：門經五 

年：柳堅五    秋：出鳩一    月：語觀八    春：出君一    風：喜公一 

等：地經二    閒：喜干五    度：地沽七    弟：地雞七    走：曾鳩二 

從：曾恭五    軍：求君一    阿：英膠一    姨：英基五    死：時基二 

暮：門沽七    去：去龜三    朝：地嬌一    來：柳皆五    顏：語干五 

色：時經四    故：求沽三    門：門君五    前：曾堅五    冷：柳經二 

落：柳公八    鞍：英干一    馬：門監二    稀：喜基一    老：柳高二 

大：地皆七    嫁：求膠三    作：曾公四    商：時恭一    人：入巾五 

婦：喜龜七    商：時恭一    人：入巾五    重：地恭七    利：柳基七 

輕：去經一    別：邊堅八    離：柳基五    前：曾堅五    月：語觀八 

浮：喜鳩五    梁：柳恭五    買：門乃二    茶：出膠五    去：去龜三 

去：去龜三    來：柳皆五    江：求江一    口：去鳩二    守：時鳩二 

空：去公一    船：時觀五    繞：入嬌二    船：時觀五    月：語觀八 

明：門經五    江：求江一    水：時規二    寒：喜干五    夜：英迦七 

深：時金一    忽：喜君四    夢：門公七    少：時嬌三    年：柳堅五 

事：時基七    夢：門公七    啼：他雞五    妝：曾公一    淚：柳規七 

紅：喜公五    闌：柳干五    干：求干一    我：語咕二    聞：門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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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已：英基二    嘆：他干三    息：時經四 

又：英鳩七    聞：門君五    此：出龜二    語：語居二    重：地恭五 

唧：曾經八    唧：曾經八    同：地公五    是：時基七    天：他堅一 

涯：語皆五    淪：柳君五    落：柳公八    人：入巾五    相：時恭一 

逢：喜公五    何：喜高五    必：邊巾四    曾：曾經五    相：時恭一 

識：時經四    我：語咕二    從：曾恭五    去：去龜三    年：柳堅五 

辭：時龜五    帝：地雞三    京：求經一    謫：地經四    居：求居一 

臥：語高七    病：邊經七    潯：時金五    陽：英恭五    城：時經五 

潯：時金五    陽：英恭五    地：地雞七    僻：頗經四    無：門龜五 

音：英金一    樂：語江八    終：曾恭一    歲：時檜三    不：邊君四 

聞：門君五    絲：時基一    竹：地恭四    聲：時經一    住：曾龜七 

近：求君七    湓：頗君五    江：求江一    地：地雞七    低：地雞一 

濕：時金四    黃：喜公五    蘆：柳沽五    苦：去沽二    竹：地恭四 

繞：入嬌二    宅：地經八    生：時經一    其：求基五    間：求干一 

旦：地干三    暮：門沽七    聞：門君五    何：喜高五    物：門君八 

杜：地沽七    鵑：求觀一    啼：他雞五    血：喜堅四    猿：英觀五 

哀：英皆一    鳴：門經五    春：出君一    江：求江一    花：喜瓜一 

朝：地嬌一    秋：出鳩一    月：語觀八    夜：英迦七    往：英公二 

往：英公二    取：出居二    酒：曾鳩二    還：喜觀五    獨：地公八 

傾：去經一    豈：去基二    無：門龜五    山：時干一    歌：求高一 

與：英居二    村：出君一    笛：地經八    嘔：英鳩一    啞：英膠一 

嘲：地交一    哳：地干四    難：柳干五    為：英規五    聽：他經一 

今：求金一    夜：英迦七    聞：門君五    君：求君一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語：語居二    如：入龜五    聽：他經一    仙：時堅一 

樂：語江八    耳：柳梔二    暫：曾兼七    明：門經五    莫：門公八 

辭：時龜五    更：求經三    坐：曾堝七    彈：地干五    一：英巾四 

曲：去恭四    為：英規七    君：求君一    翻：喜觀一    作：曾公四 

琵：邊基五    琶：邊膠五    行：喜經五    感：求甘二    我：語咕二 

此：出龜二    言：語堅五    良：柳恭五    久：求鳩二    立：柳金八 

卻：去恭四    坐：曾堝七    促：出恭四    弦：喜堅五    弦：喜堅五 

轉：曾觀二    急：求金四    淒：出雞一    淒：出雞一    不：邊君四 

似：時龜七    向：喜恭三    前：曾堅五    聲：時經一    滿：門觀二 

座：曾堝七    重：地恭五    聞：門君五    皆：求皆一    掩：英兼二 

泣：去金四    座：曾堝七    中：地恭一    泣：去金四    下：喜膠七 

誰：時規五    最：曾檜三    多：地堝一    江：求江一    州：曾鳩一 

司：時龜一    馬：門監二    青：出經一    衫：時甘一    濕：時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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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組 社會明詞吟唱團體組：臨江仙  楊慎作 

【詞作】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斷句】  

臨江仙---    楊慎‧作‧ 

滾滾‧長江---東逝水‧    浪花---淘盡‧英雄--- 

是非---成敗‧轉頭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紅--- 

白髮‧漁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 

一壺---濁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付‧笑談中--- 

【呼切】  
臨：柳金五    江：求江一    仙：時堅一    楊：英恭五    慎：時巾七 

滾：求君二    滾：求君二    長：地恭五    江：求江一    東：地公一 

逝：時雞三    水：時規二    浪：柳公七    花：喜瓜一    淘：地高五 

盡：曾巾七    英：英經一    雄：喜恭五    是：時基七    非：喜規一 

成：時經五    敗：邊皆七    轉：曾觀二    頭：他鳩五    空：去公一 

青：出經一    山：時干一    依：英基一    舊：求鳩七    在：曾皆七 

幾：求基二    度：地沽七    夕：時經四    陽：英恭五    紅：喜公五 

白：邊經八    髮：喜觀四    漁：語居五    樵：曾嬌五    江：求江一 

渚：曾龜二    上：時恭七    慣：求觀三    看：去干一    秋：出鳩一 

月：語觀八    春：出君一    風：喜公一    一：英巾四    壺：喜沽五 

濁：地江八    酒：曾鳩二    喜：喜基二    相：時恭一    逢：喜公五 

古：求沽二    今：求金一    多：地堝一    少：時嬌二    事：時居七 

都：地沽一    付：喜龜三    笑：出嬌三    談：地甘五    中：地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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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建芬曲           臨 江 仙  （C/52） 明．楊慎 

（梅川九然 2020.11.21.重新定譜） 

 

《前奏》 

 

      滾滾長江東 逝    水，      浪花淘盡 英    雄。 

 

   是非 成敗轉  頭    空。  青山依舊在，  幾度夕陽 紅。 

 

                             白髮 漁  樵    江 渚 上， 

 

    慣看秋月 春   風。      一 壺  濁 酒   喜相    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          談 中。 

 

    古今多少事都付   笑         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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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組 樂府朗誦個人組：長恨歌  前段  白居易作  

【詩作】  

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 

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 

【斷句】長恨歌---    前段‧    白居易‧作‧ 

漢皇---重色‧思傾國‧      御宇‧多年---求---不得‧ 

楊家---有女‧初長成---      養在深閨---人---未識‧ 

天---生---麗質‧難自棄‧    一朝---選在‧君王側‧ 

回眸---一笑‧百媚‧生---    六宮---粉黛‧無顏色‧ 

春---寒---賜浴‧華清池---    溫泉---水‧滑‧洗凝脂--- 

侍兒---扶起‧嬌---無力‧    始是‧新承---恩澤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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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鬢‧花顏---金步搖---      芙蓉---帳‧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從此‧君王---不早朝--- 

承歡---侍宴‧無閑暇‧      春---從---春遊---夜‧專夜‧ 

後宮---佳麗‧三千人---      三千---寵愛‧在一身--- 

金屋‧妝---成---嬌---侍夜‧  玉樓---宴罷‧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      可憐---光彩‧生門戶‧ 

遂令‧天下‧父母心---      不重‧生男---重生女‧ 

驪宮---高處‧入青雲---      仙樂‧風---飄---處處聞--- 

緩歌---慢舞‧凝絲竹‧      盡日‧君王---看---不足‧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呼切】  
長：地恭五    恨：喜君七    歌：求高一    前：曾經五    段：地官七 

白：邊經八    居：求居一    易：英基七    作：曾公四 

漢：喜干三    皇：喜公五    重：地恭七    色：時經四    思：時基一 

傾：去經一    國：求經四    御：語居七    宇：英居二    多：地堝一 

年：柳堅五    求：求鳩五    不：邊君四    得：地經四    楊：英恭五 

家：求膠一    有：英鳩二    女：柳龜二    初：出沽一    長：地恭二 

成：時經五    養：英恭二    在：曾皆七    深：時金一    閨：求規一 

人：入巾五    未：門基七    識：時經四    天：他堅一    生：時經一 

麗：柳雞七    質：曾巾四    難：柳干五    自：曾龜七    棄：去基三 

一：英巾四    朝：地嬌一    選：時觀二    在：曾皆七    君：求君一 

王：英公五    側：出經四    回：喜乖五    眸：門鳩五    一：英巾四 

笑：出嬌三    百：邊經四    媚：門基七    生：時經一    六：柳恭八 

宮：求恭一    粉：喜君二    黛：地皆七    無：門龜五    顏：語干五 

色：時經四    春：出君一    寒：喜干五    賜：時龜三    浴：英恭八 

華：喜瓜五    清：出經一    池：地基五    溫：英君一    泉：曾觀五 

水：時規二    滑：喜觀八    洗：時雞二    凝：語經五    脂：曾基一 

侍：時基七    兒：入基五    扶：喜龜五    起：去基二    嬌：求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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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門龜五    力：柳經八    始：時居二    是：時基七    新：時巾一 

承：時經五    恩：英君一    澤：地經八    時：時基五    雲：英君五 

鬢：邊巾三    花：喜瓜一    顏：語干五    金：求金一    步：邊沽七 

搖：英嬌五    芙：喜龜五    蓉：英恭五    帳：地恭三    暖：柳觀二 

度：地沽七    春：出君一    宵：時嬌一    春：出君一    宵：時嬌一 

苦：去沽二    短：地觀二    日：入巾八    高：求高一    起：去基二 

從：曾恭五    此：出龜二    君：求君一    王：英公五    不：邊君四 

早：曾高二    朝：地嬌五    承：時經五    歡：喜觀一    侍：時基七 

宴：英堅三    無：門龜五    閑：喜干五    暇：喜膠七    春：出君一 

從：曾恭五    春：出君一    遊：英鳩五    夜：英迦七    專：曾觀一 

夜：英迦七    後：喜鳩七    宮：求恭一    佳：求膠一    麗：柳雞七 

三：時甘一    千：出堅一    人：入巾五    三：時甘一    千：出堅一 

寵：他恭二    愛：英皆三    在：曾皆七    一：英巾四    身：時巾一 

金：求金一    屋：英公四    妝：曾公一    成：時經五    嬌：求嬌一 

侍：時基七    夜：英迦七    玉：語恭八    樓：柳鳩五    宴：英堅三 

罷：邊膠七    醉：曾規三    和：喜高五    春：出君一    姊：曾基二 

妹：門檜七    弟：地雞七    兄：喜經一    皆：求皆一    列：柳堅八 

土：他龜二    可：去高二    憐：柳堅五    光：求公一    彩：出皆二 

生：時經一    門：門君五    戶：喜龜二    遂：時規七    令：柳經七 

天：他堅一    下：喜膠七    父：喜龜七    母：門高二    心：時金一 

不：邊君四    重：地恭七    生：時經一    男：柳甘五    重：地恭七 

生：時經一    女：柳龜二    驪：柳雞五    宮：求恭一    高：求高一 

處：出龜三    入：入金八    青：出經一    雲：英君五    仙：時堅一 

樂：語江八    風：喜公一    飄：頗嬌一    處：出龜三    處：出龜三 

聞：門君五    緩：喜觀二    歌：求高一    慢：門干七    舞：門龜二 

凝：語經五    絲：時基一    竹：地恭四    盡：曾巾七    日：入巾八 

君：求君一    王：英公五    看：去干一    不：邊君四    足：曾恭四 

漁：語居五    陽：英恭五    鼙：邊雞五    鼓：求沽二    動：地公七 

地：地雞七    來：柳皆五    驚：求經一    破：頗高三    霓：語雞五 

裳：時恭五    羽：英居二    衣：英基一    曲：去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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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組 宋詞吟唱個人組：青玉案  元夕  辛棄疾作 

【詞作】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落，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斷句】青玉案．    元夕‧    辛棄疾‧作‧ 

東風---夜‧放‧花---千樹‧    更吹落‧    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    玉壺---光---轉‧    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    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裡‧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    那人---卻在‧    燈火‧闌珊處‧ 

【呼切】  
青：出經一    玉：語恭八    案：英干三    元：語觀五    夕：時經四 

辛：時巾一    棄：去基三    疾：曾巾八    作：曾公四 

東：地公一    風：喜公一    夜：英迦七    放：喜公三    花：喜瓜一 

千：出堅一    樹：時龜七     更：求經三    吹：出規一    落：柳公八 
星：時經一    如：入龜五    雨：英龜二     寶：邊高二    馬：門監二 
雕：地嬌一    車：求居一    香：喜恭一    滿：門觀二    路：柳龜七 

鳳：喜公七    簫：時嬌一    聲：時經一    動：地公七    玉：語恭八 

壺：喜沽五    光：求公一    轉：曾觀二    一：英巾四    夜：英迦七 

魚：語居五    龍：柳恭五    舞：門龜二    蛾：語高五    兒：入基五 

雪：時觀四    柳：柳鳩二    黃：喜公五    金：求金一    縷：柳龜二 

笑：出嬌三    語：語居二    盈：英經五    盈：英經五    暗：英甘三 

香：喜恭一    去：去龜三     眾：曾恭三    裡：柳基二    尋：時金五 
他：他監一    千：出堅一    百：邊經四    度：地龜七    驀：門經八 

然：入堅五    回：喜乖五    首：時鳩二    那：柳咕二    人：入巾五 

卻：去恭四    在：曾皆七    燈：地經一    火：喜咕二    闌：柳干五 

珊：時干一    處：出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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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譜             青 玉 案  (D/42)   辛棄疾 

（梅川九然 2021.02.22.重新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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