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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大漢清韻河洛漢語朗誦吟唱大賽簡章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梅川傳統文化學會。	
比賽時間：114 年 6 月 8 日（星期日）上午九時起至下午五時結束。	

比賽場所：臺中市孔廟（地址：臺中市雙十路二段 30 號）。	
比賽組別及內容：(上臺比賽時，一律背誦，不得看資料)	

（一）兒童賢文朗誦團體組：昔時賢文第三段(七言選)。	

（二）兒童漢詩吟唱團體組：放言（林仲衡）（朗誦一遍，吟唱兩遍）	
（三）青年樂府朗誦團體組：長恨歌前段(漢皇重色思傾國∼驚破霓裳羽衣曲)。	

（四）青年漢詩吟唱團體組：送蔡培火三君之京（林幼春）（朗誦一遍，吟唱一遍半）。	 	
（五）社會樂府朗誦團體組：長恨歌後段(臨邛道士鴻都客∼此恨綿綿無絕期)。	

（六）社會漢詩吟唱團體組：席上觀劇有感（林幼春）（朗誦一遍，吟唱兩遍）。	
（七）辭賦朗誦個人組：歸去來辭前段（陶淵明）	

（八）宋詞吟唱個人組：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朗誦一遍，吟唱一遍）	

比賽辦法：	

（一）幼兒園及國小之學生為兒童組。	

國中、高中、職校、大專院校之在學學生為青年組。	

（二）兒童、青年、社會組以學校或社團名義組隊參加，每隊人數在 5~20 人之間，	

	 	 	 	 	 	 每個團體之組隊數不設限。	
	 	 	 	 （三）朗誦個人組、吟唱個人組，年齡不拘。有鑑於近年報名個人組非常踴躍，比賽時	

間甚為冗長，耽誤大家時間，因此今年採用新辦法，即：第七、八組參賽者必須
先錄製吟誦影片於 5 月 24 日之前寄給主辦單位參加初審，5 月 30 日公布初審入選
名單，初審入選者始可參加 6 月 8 日之現場比賽。	

	 	 	 	 （四）個人組於前兩屆連續榮獲第一名者，不得參加本屆比賽。	

報名方式：	

（一）親自報名：台中樂成宮（東區旱溪街 48 號）文教館二樓	
（每週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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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完成報名手續。http://www.gs04.url.tw/meichuan/index.asp	

	 	 （三）需書面比賽內容或自備隨身碟者，各酌收工本費 100 元、本會提供 8G 隨身碟者，	
	 	 	 	 	 	 	 	 酌收材料費 200 元（以上資料本會網站均可免費下載）。	

報名期限：114 年 3 月 31 日起至 5 月 19 日止（逾期恕無法受理）。	

敘獎方式：	
（一）每一組取前三名及優選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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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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日期：114 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9~12 時。	
培訓課程：個人參賽者、團體指導教師、本會漢語班學員均可免費參加	

（一）地點：財團法人台中樂成宮文教館二樓	 (臺中市東區旱溪街 42-2 號)	

（二）時間：114 年 3 月 31 日起至 6 月 02 日止，每週一晚上 19：00∼21：20。	
（三）參加資格：個人參賽者、團體指導教師、本會漢語班學員。	

	

	

第二十屆賽前參賽者、指導教師與評審人員研習課程進度表(第一節 19:00~20:10) 

週

次 

日期 

114 年 
吟唱課程 授課教師 

1 03.31. 席上觀劇有感（林幼春）	 林珮韻	

2 04.07. 席上觀劇有感（林幼春）	 林珮韻	

3 04.14. 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	 蔡純娟	

4 04.21. 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	 蔡純娟	

5 04.28. 送蔡培火三君之京（林幼春）	 林素祺	

6 05.05. 放言（林仲衡）	 林素祺	

7 05.12. 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	 蔡純娟	

8 05.19. 席上觀劇有感（林幼春）	 林珮韻	

9 05.26. 送蔡培火三君之京（林幼春）	 林素祺	

10 06.02. 吟唱總複習	 林珮韻	

 

 

 

第二十屆賽前參賽者、指導教師與評審人員研習課程進度表(第二節 20:20~21:20) 

週

次 

日期 

114 年 
朗誦課程 主授教師 

1 03.31. 歸去來辭前段（陶淵明）! 吳駿林	

2 04.07. 歸去來辭前段（陶淵明）! 吳駿林	

3 04.14. 長恨歌後段（白居易）! 陳惠芳	

4 04.21. 長恨歌後段（白居易）	 ! 陳惠芳	

5 04.28. 長恨歌前段（白居易）! 蘇禾莞	

6 05.05. 長恨歌前段（白居易）! 蘇禾莞	

7 05.12. 昔時賢文第三段（七言選）! 陳惠芳	

8 05.19. 歸去來辭前段（陶淵明）! 吳駿林	

9 05.26. 長恨歌後段（白居易）	 吳駿林	

10 06.02. 朗誦總複習	 吳駿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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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大漢清韻河洛漢語朗誦吟唱大賽比賽內容 

（一）兒童賢文朗誦團體組：昔時賢文第三段（七言選）。  

【內容】  
"#$%%&'! ! ()*++,-!
./012"#! ! 34567()!
89:;<=>! ! ?@ABCD)!
EFEGHEI! ! J9JK&J)!
LMN/OPQ! ! FRSTUVW!
XYZ[\]^! ! _`abcde!
fghijkl! ! mnopjkb!
qrs9tuv! ! wx<y"z{!
9|}~���! ! �r�����!
�������! ! C��9��9!
C����k�! ! C����k�!
C����k�! ! C����k�!
��R��,�! ! � ¡¢£¤L!
¥¦§¨©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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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句】  
¯e°°°±²°°°! ! ! ³<´µ! ! ! ¶n°°°·µ!
"#µ$%°°°%°°°&'µ! ! ! ! ()°°°*+µ+µ,-°°°!
./µ01°°°2"#µ! ! ! ! ! ! 34°°°56µ7()°°°!
89°°°:;µ<=>µ! ! ! ! ! ! ?@µAB°°°CD)°°°!
EFµEG°°°HEIµ! ! ! ! ! ! J9°°°JKµ&J)°°°!
L°°°MN/µOP°°°Qµ! ! ! ! FµRST°°°UVµW°°°!
XY°°°Z[µ\]^µ! ! ! ! ! ! _`°°°ab°°°cde°°°!
fgµhiµjklµ! ! ! ! ! ! mn°°°opµjkb°°°!
qrµs9°°°tuvµ! ! ! ! ! ! wx°°°<yµ"z{°°°!
9|°°°}~µ��°°°�µ! ! ! ! �rµ��°°°��µ�°°°!
��°°°��µ���µ! ! ! ! ! ! C�µ�9°°°��9°°°!
C�°°°��µ�k�°°°! ! ! ! ! ! C�µ��µ�k�°°°!
C�°°°��µ�k�°°°! ! ! ! ! ! C�°°°��µ�k�°°°!
�µ�R�µ�,�µ! ! ! ! ! ! �°°° ¡¢°°°£¤L°°°!
¥°°°¦µ§¨°°°©ª«µ! ! ! ! �°°°¬°°°(µ&%®°°°!

【呼切】  
¸¹º»¼! ! ! ! ½¹¾¿¼! ! ! ! ±¹ÀÁ¼! ! ! ! ²¹ÂÃ¼! ! ! ! Ä¹+¿Å!
Æ¹eÇ¶! ! ! ! È¹`\¼! ! ! ! É¹`ÊÅ! ! ! ! Ë¹ÌÍC! ! ! ! ¯¹eÎÏ!
e¹e»¼! ! ! ! ±¹ÀÁ¼! ! ! ! ²¹ÂÃ¼! ! ! ! ³¹¾Ê¶! ! ! ! <¹eÐC!
´¹¾Ñ¶! ! ! ! ¶¹5ÒÏ! ! ! ! n¹ÓÁ¼! ! ! ! ·¹e\Å!
"¹ÔÕÅ! ! ! ! #¹Ô»<! ! ! ! $¹ÌÖC! ! ! ! %¹À×C! ! ! ! %¹À×C!
&¹ØÃÏ! ! ! ! '¹À\Ï! ! ! ! (¹ÂÙ¼! ! ! ! )¹eÚC! ! ! ! *¹5ÛÏ!
+¹+ÕÅ! ! ! ! +¹+ÕÅ! ! ! ! ,¹eÎ¼! ! ! ! -¹ÔÚC! ! ! ! .¹+Õ¼!
/¹eÜÅ! ! ! ! 0¹ÀÝ¶! ! ! ! 1¹`ÞC! ! ! ! 2¹ÀÜC! ! ! ! "¹ÔÕÅ!
#¹Ô»<! ! ! ! 3¹ØÎß! ! ! ! 4¹ÔÃ¼! ! ! ! 5¹5ÃÏ! ! ! ! 6¹eÕ¶!
7¹ØÃÅ! ! ! ! (¹ÂÙ¼! ! ! ! )¹eÚC! ! ! ! 8¹À¿¼! ! ! ! 9¹ºÒ¼!
:¹5àÅ! ! ! ! ;¹e\Ï! ! ! ! <¹eÛC! ! ! ! =¹ÀÃC! ! ! ! >¹À×¶!
?¹Â»¶! ! ! ! @¹áâÅ! ! ! ! A¹Ì\¼! ! ! ! B¹ãäC! ! ! ! C¹ÔÒÏ!
D¹ãÁ<! ! ! ! )¹eÚC! ! ! ! E¹À×¶! ! ! ! F¹ÀÍÅ! ! ! ! E¹À×¶!
G¹ã»¼! ! ! ! H¹+Þ¼! ! ! ! E¹À×¶! ! ! ! I¹åÃÏ! ! ! ! J¹¾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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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¹ºÒ¼! ! ! ! J¹¾æC! ! ! ! K¹ÂÁ¶! ! ! ! &¹ØÃÏ! ! ! ! J¹¾æC!
)¹eÚC! ! ! ! L¹+Ç¼! ! ! ! M¹ÔÕ¼! ! ! ! N¹5ÁÅ! ! ! ! /¹eÜÅ!
O¹ÌâC! ! ! ! P¹ÀÝ¼! ! ! ! Q¹À»<! ! ! ! F¹ÀÍÅ! ! ! ! R¹+¿ß!
S¹ØÎ¼! ! ! ! T¹ÔÇ¼! ! ! ! U¹Ø»¶! ! ! ! V¹áÁÅ! ! ! ! W¹á»C!
X¹¾Þ¶! ! ! ! Y¹ÌÇC! ! ! ! Z¹+ÎÅ! ! ! ! [¹ÓÞÅ! ! ! ! \¹å\C!
]¹Ø¿¼! ! ! ! ^¹ÀÖÅ! ! ! ! _¹áÞ<! ! ! ! `¹`ÐC! ! ! ! a¹ÀÎ¶!
b¹ÀÎ¼! ! ! ! c¹¾â<! ! ! ! d¹å»Å! ! ! ! e¹e»¼! ! ! ! f¹+Ç¼!
g¹ÔÇß! ! ! ! h¹áÍÅ! ! ! ! i¹áÕÅ! ! ! ! j¹+»¶! ! ! ! k¹Ôæ¼!
l¹ØÎ¶! ! ! ! m¹¾ÇC! ! ! ! n¹ÓÁ¼! ! ! ! o¹ÓÎß! ! ! ! p¹+çÅ!
j¹+»¶! ! ! ! k¹Ôæ¼! ! ! ! b¹ÀÎ¼! ! ! ! q¹ÂÞ¶! ! ! ! r¹eæ¶!
s¹á\<! ! ! ! 9¹ºÒ¼! ! ! ! t¹ÀÕC! ! ! ! u¹Â\¼! ! ! ! v¹Âè¶!
w¹åæÅ! ! ! ! x¹`Õ¼! ! ! ! <¹eÛC! ! ! ! y¹5ÎÏ! ! ! ! "¹ÔÕÅ!
z¹eÒ¼! ! ! ! {¹ÂÎ¼! ! ! ! 9¹ºÒ¼! ! ! ! |¹ÌÎ¼! ! ! ! }¹eÙ¶!
~¹Ì»Å! ! ! ! �¹¾ÇC! ! ! ! �¹¾ÇC! ! ! ! �¹Ø¿ß! ! ! ! �¹eÊ<!
r¹eæ¶! ! ! ! �¹ºÙ¼! ! ! ! �¹å»¼! ! ! ! �¹åÇß! ! ! ! �¹åÇß!
�¹eÒC! ! ! ! �¹¾Ç¼! ! ! ! �¹å�C! ! ! ! �¹ÀÕ¶! ! ! ! �¹+¿¶!
�¹`ÜC! ! ! ! �¹ÌÁ¼! ! ! ! �¹+¿¶! ! ! ! C¹ÔÒÏ! ! ! ! �¹¾Ö¶!
�¹eÒC! ! ! ! 9¹ºÒ¼! ! ! ! �¹À\¶! ! ! ! �¹åÕ¶! ! ! ! 9¹ºÒ¼!
C¹ÔÒÏ! ! ! ! �¹+Á¼! ! ! ! �¹Ì»C! ! ! ! �¹åÊ<! ! ! ! �¹ÌÖ¶!
k¹Ôæ¼! ! ! ! �¹5ÃC! ! ! ! C¹ÔÒÏ! ! ! ! �¹ºÒß! ! ! ! �¹Ì»C!
�¹åÊ<! ! ! ! �¹ÌÖ¶! ! ! ! k¹Ôæ¼! ! ! ! �¹eÒ¼! ! ! ! C¹ÔÒÏ!
�¹åÝC! ! ! ! �¹Ì»C! ! ! ! �¹åÊ<! ! ! ! �¹ÌÖ¶! ! ! ! k¹Ôæ¼!
�¹Àâ¼! ! ! ! C¹ÔÒÏ! ! ! ! �¹eÎC! ! ! ! �¹Ì»C! ! ! ! �¹åÊ<!
�¹ÌÖ¶! ! ! ! k¹Ôæ¼! ! ! ! �¹áÒ¼! ! ! ! �¹eÃÅ! ! ! ! �¹ÔÒC!
R¹+¿ß! ! ! ! �¹`¿Ï! ! ! ! �¹À¿C! ! ! ! ,¹eÎ¼! ! ! ! �¹¾ÇÏ!
�¹Óæ¼! ! ! !  ¹ÔÜ¶! ! ! ! ¡¹ØÃC! ! ! ! ¢¹ãâC! ! ! ! £¹eæÅ!
¤¹À×<! ! ! ! L¹+Ç¼! ! ! ! ¥¹5ÕC! ! ! ! ¦¹Ì»<! ! ! ! §¹Â\Å!
¨¹eÞC! ! ! ! ©¹¾éC! ! ! ! ª¹eÕ<! ! ! ! «¹eÎÏ! ! ! ! �¹5ÃC!
¬¹+Ö¼! ! ! ! (¹ÂÙ¼! ! ! ! ¹5æ<! ! ! ! &¹ØÃÏ! ! ! ! %¹À×C!
®¹ÀÇ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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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兒童漢詩吟唱團體組：放言（林仲衡）  

【詩作】  
ê�ë�Cìíîïðñò¼óôõ!
ö÷øùú÷ûîü�ýþÿ!¥õ!

【斷句】   

"n°°°! ! ! ! ! ! ! ! ! ! ! ! ! ! ! ! ! !#$%°°°&µ!
ê�°°°ë�µCìí°°°! ! ! ! ïðµñò°°°¼óô°°°!
ö÷µøù°°°ú÷ûµ! ! ! ! ü�°°°ýþµÿ!¥°°°!

【呼切】  
"¹À¿<! ! ! ! n¹ÓÁ¼! ! ! !#¹+Ú¼! ! ! !$¹¾Ç¶! ! ! !%¹ÀÎ¼!
ê¹ØÎÏ! ! ! ! �¹+Á¼! ! ! ! ë¹eÒC! ! ! ! �¹eÊ<! ! ! ! C¹ÔÒÏ!
ì¹ÀÕ¼! ! ! ! í¹ÔÕC! ! ! ! ï¹ÌÇÏ! ! ! ! ð¹ÌÎÏ! ! ! ! ñ¹eæC!
ò¹À\¼! ! ! ! ¼¹Ó'Å! ! ! ! ó¹¾Ö¶! ! ! ! ô¹ÌÕC! ! ! ! ö¹Â¿ß!
÷¹À�ß! ! ! ! ø¹åæC! ! ! ! ù¹ÀæC! ! ! ! ú¹5ÃC! ! ! ! ÷¹À�ß!
û¹åÕ<! ! ! ! ü¹eÇC! ! ! ! �¹5ÃC! ! ! ! ý¹åé<! ! ! ! þ¹+(Å!
ÿ¹ÔÕ¶! ! ! !!¹Ø»C! ! ! ! ¥¹5ÕC!

【註釋】  
(01)	 浮漚：①水上的浮泡。清·文廷式詞：「詩漫與，酒新蒭，醉來世事一浮漚。」	

②比喻生命短暫或世事無常。唐·李遠〈題僧院〉詩：「百年如過鳥，萬事盡浮漚。」	

(02)	 拘墟村學究：拘墟，比喻孤處一隅，見聞狹隘。語本《莊子‧秋水》:“井蛙不可語	

於海者，拘於虛也。”此處之虛與墟音義相同。學究，讀書人的通稱；亦指迂腐淺陋

的讀書人浮誇的學究。 	

(03)	 傷春又悲秋：因季節、景物的變化而引起悲傷的情緒。形容多愁善感。“傷春悲秋”	

中國古代文人一種帶有頹廢色彩的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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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籟調（C/72）   放  言          林仲衡 

（梅川九然 2016.08.10.定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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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年樂府朗誦團體組：長恨歌前段（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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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µ! ! ! ! ! ! 3æ0µ&µ!
12°°°3«µ456µ! ! ! ! ! !78µ©�°°°å°°°&9µ!
:�°°°";µ<�,°°°! ! ! ! ! !=�>?°°°9°°°?@µ!
A°°°�°°°BCµHDEµ! ! ! ! CF°°°·�µÃGHµ!
IJ°°°CKµêLµ�°°°! ! ! !MN°°°OPµ(Q«µ!
�°°°R°°°STµUVW°°°! ! ! !XY°°°/µZ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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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oµ�µâ`µ! ! ! !pqµÃG°°°&rF°°°!
cs°°°^tµ(uvµ! ! ! ! ! ! �°°°p°°°�w°°°xµyxµ!
�N°°°zBµ<{9°°°! ! ! ! ! ! <{°°°|}µ�Cë°°°!
Ú~µ�°°°,°°°(°°°^xµ! !��°°°t�µ�µ��°°°!
��µ��°°°Ö��µ! ! ! ! ! ! @�°°°��µ�Â�µ!
��µA0µ��)°°°! ! ! ! ! ! &3µ��°°°3�;µ!
�N°°°âµº�4°°°! ! ! ! ! !��µ�°°°�°°°�°°°!
�/°°°��µ\��µ! ! ! ! ! !��µÃG°°°_°°°&ïµ!
�T°°° ¡µ¢¾µ¬°°°! ! ! !£¤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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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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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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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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解】  
《長恨歌》乃唐代詩人白居易作於元和元年（西元 806 年）的七言樂府長詩，當時詩人正

在陝西盩厔縣任縣尉。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有感於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

而創作的。詩中描寫流傳已久的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玉環）的悲劇故事。前半篇

寫實，揭露唐玄宗之好色誤國。後半篇穿插虛構情節，歌頌愛情的偉大。全篇在諷刺、批

判中，對帝王的專情與哀思，表達某種程度的同情。這首長詩感染了千百年來的讀者，對

後世諸多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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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  
全篇分為三個段落：開篇至“驚破霓裳羽衣曲”是前段，詩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來寫唐明

皇和楊貴妃的愛情生活，並講述了由此帶來荒政亂國的情形及安史之亂的爆發；從“九重

城闕煙塵生”到“魂魄不曾來入夢”為中段，共四十二句，寫楊貴妃在馬嵬驛兵變中被殺，

以及此後唐玄宗對她的思念；由“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末了乃後段，講述道士幫唐玄宗到

仙山尋找楊貴妃的情形，最後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絕期」作為總結。	

【註釋】  
(01)	 漢皇：原指漢武帝劉徹，這裡借指唐明皇。	

(02)	 傾國：指美女。漢書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	

國。」國，入聲十三職韻，古或切，讀「求經四」。	

(03)	 御宇：治理天下。	

(04)	 楊家有女：楊貴妃是蜀州司戶楊玄琰的女兒，幼時養在叔父楊玄珪家，小名玉環。	

開元二十三年，冊封為壽王（玄宗的兒子李瑁）妃。二十八年玄宗令她為道士，住太

真宮，改名太真。天寶四年冊封為貴妃。	

(05)	 六宮句：六宮，后妃的住處。粉黛，本是婦女化妝品，這裡做為婦女的代稱。無顏	

色，指六宮妃嬪的姿色完全無法和楊貴妃相比。	

(06)	 華清池：開元十一年建溫泉於驪山，天寶六年改名華清池。	

(07)	 凝脂：形容皮膚白嫩而柔滑。	

(08)	 承恩澤：指得到皇帝的寵遇。	

(09)	 金步搖：即金製步搖，古代婦女常見髮飾，步搖與簪、釵一樣也是插在髮際的飾物，	

而簪首上垂有流蘇或墜子，走動時亦步亦搖故稱為步搖。	

(10)	 姊妹弟兄句：楊貴妃受寵後，其姊妹三人皆封夫人。伯叔兄弟，楊銛、楊錡、楊釗	

等都獲賜高官厚祿。楊釗賜名國忠，天寶十一年官拜右丞相。姊，上聲四紙韻，將几

切，讀「曾基二」。	

(11)	 可憐：可愛。	

(12)	 不重生男重生女：當時歌謠「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卻	

為門上楣。」或為「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	

(13)	 驪宮：驪山上的宮殿。玄宗和貴妃在此飲酒作樂。	

(14)	 漁陽鼙鼓：指安祿山在漁陽起兵叛亂。天寶元年河北道的薊州改稱漁陽郡，原屬平	

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管轄。鼙鼓，騎鼓，古代軍中用的小鼓。	

(15)	 霓裳羽衣曲：盛唐著名舞曲，乃唐玄宗根據西涼府節度使楊敬所獻十二遍之曲潤飾	

而成。	

【釋文】  
漢朝的皇帝喜愛美色，常常希望能得到一個傾國傾城的絕世美女。雖然他登位治理天下已

經很久了，但是多年來，他總是找不到中意的人選。後來有個姓楊的人家，正好有一個女

兒剛剛長大，嬌養在深深的閨閣裡，還沒有被外界的人知道。可是她那天生美麗的容貌姿

質，實在是難以被埋沒捨棄。終於有一天，她被選入宮去，陪侍在君王的身旁。只見她輕

輕地一笑，轉動明亮的眼睛，就有說不出的嬌媚。同她相比，後宮所有美麗的嬪妃，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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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淡得失去了美色。寒冷的春天裡，皇帝特別賜她在華清宮裡洗溫泉浴。溫潤滑爽的泉水，

濯洗著她那柔嫩細膩的肌膚。當侍女們慢慢的把她扶起時，她是那麼的嬌軟無力，這正是

她生平第一次得到皇帝寵愛的時候啊！	

她有烏雲一樣的頭髮，鮮花一般的容貌，頭上戴著金步搖，走起路來一步一搖輕輕擺動，

煞是好看。每天，她和皇帝在溫暖的芙蓉帳裡度過歡娛的春宵。這時只恨那春天的夜晚太

短，不作美的太陽已高高的掛在天上。於是多情的皇帝從此便不再參與早朝了。	

她陪同皇帝尋歡作樂，侍候皇帝宴飲，幾乎沒有一點空閒。春天裡，她跟著皇帝去郊遊，

每個晚上又都和皇帝在一起。雖然皇帝的後宮裡有三千個美女，可是皇帝卻把這三千個美

女所受的寵愛，都集中在她一個人的身上。夜裡，她在豪華的皇宮內院梳妝好了以後，便

嬌媚地陪著皇帝過夜。玉樓上的酒宴散了，醉醺醺的她，滿含著春情，使得她更加妖豔動

人。而且由於她的得寵，姊妹兄弟全都分封了官爵，大大地光耀了門楣，真使人羨慕不已。

於是使得天下做父母的，從此改變了心意，不再看重生男孩，反而更看重生女兒了。	

驪山上面的華清宮，高高地插入雲霄。自從她入宮以來，宮中彷如來自仙境的音樂，更是

隨風飄散，似乎到處都可以聽到。那舒緩的歌聲，曼妙的舞姿，緊扣著絲絃簫管的旋律，

使得皇帝整天都流連在這裡觀賞，好像永遠也看不滿足。	

忽然間，漁陽那邊的戰鼓驚天動地響了起來，驚散了宮中美妙的霓裳羽衣曲。原來，安祿

山起兵造反了。	

【賞析】  
「長恨歌」是白居易詩作中膾炙人口的名篇，作於元和元年（西元 806 年），當時詩人正

在今陝西盩厔縣任縣尉。這首詩是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有感於唐玄宗、楊

貴妃的故事而創作的。在這首長篇敘事詩裡，作者以精煉的語言，優美的形象，敘事和抒

情結合的手法，敘述唐玄宗、楊貴妃在安史之亂中的愛情悲劇：他們的愛情被自己釀成的

叛亂斷送了，正在沒完沒了地吃著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楊貴妃都是歷史上的人物，

詩人並不拘泥於歷史，而是借著歷史的一點影子，根據當時人們的傳說，街坊的歌唱，從

中蛻化出一個回旋曲折、宛轉動人的故事，用回環往復、纏綿悱惻的藝術形式，描摹、歌

詠出來。由於詩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藝術化的，是現實中人的複雜真實的再現，所以能夠

在歷代讀者的心中漾起陣陣漣漪。	

「長恨歌」就是歌「長恨」，「長恨」是詩歌的主題，故事的焦點，也是埋在詩裡的一顆

牽動人心的種子。而「恨」什麼，為什麼要「長恨」，詩人不是直接舖敘、抒寫出來，而

是通過他筆下詩化的故事，一層一層地展示給讀者，讓人們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詩歌開卷第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看來很尋常，好像故事原就應該從這裡寫起，不

需要作者花什麼心思似的，事實上這七個字含量極大，是全篇綱領，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

劇因素，又喚起和統領著全詩。緊接著，詩人用極其簡潔的語言，敘述了安史之亂前唐玄

宗如何重色、求色，終於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貴妃。描寫了

楊貴妃的美貌、嬌媚，進宮後因姿色而得寵，不但自己「新承恩澤」，而且「姊妹弟兄皆

列土」。反覆渲染唐玄宗得楊貴妃以後在宮中如何縱欲，如何行樂，如何終日沉湎於歌舞

酒色之中。所有這些，就釀成了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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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青年漢詩吟唱團體組：送蔡培火三君之京（林幼春）  

【詩作】  
Cª|>bqbî«.¬#HSõ!
�®0/¯°±î9²T³s´µõ!
#¶·¸©¹¤î[«9º»¼aõ!
½¾C¿�¸ÀîÁ ÂÃÄÅ5õ! ! ! ! ! ! ! !

【斷句】  
ÆÇÈÉµÊË/µÌ8Í°°°<Ã°°°�Î°°°! ! ! ! !
#Ï�°°°&µ!
Cªµ|°°°>°°°bqb°°°! ! ! !«.°°°¬µ#µHS°°°!
�°°°®°°°0/µ¯°±µ! ! ! ! 9°°°²µT³°°°s´µ°°°!
#¶µ·¸°°°©¹¤µ! ! ! ! ! ! [«°°°9ºµ»¼a°°°!
½¾°°°C¿µ�¸Àµ! ! ! ! ! !Á µÂÃ°°°ÄÅµ5°°°! ! ! ! ! ! ! !

【呼切】  
Æ¹e¿<! ! ! !Ç¹5×<! ! ! !È¹Øè¼! ! ! !É¹À'Å! ! ! !Ê¹ÌÐÅ!
Ë¹ÔÜ¶! ! ! ! /¹eÜÅ! ! ! !Ì¹¾Þ¼! ! ! ! 8¹À¿¼! ! ! !Í¹Ó\¼!
<¹eÛC! ! ! ! Ã¹åÃC! ! ! ! �¹Ì»C! ! ! !Î¹åÎC! ! ! !#¹+Ú¼!
Ï¹ÔÕ<! ! ! ! �¹5ÃC! ! ! !&¹Ì¿Ï!
C¹ÔÒÏ! ! ! !ª¹Ô¿Å! ! ! ! |¹ÌÎ¼! ! ! !>¹eÚC! ! ! !b¹e»¶!
q¹5ÙÅ! ! ! ! b¹ÀÎ¼! ! ! !«¹¾ÇC! ! ! ! .¹+Õ¼! ! ! !¬¹åÎÏ!
¹ÌÑÏ! ! ! ! #¹Ô»<! ! ! ! H¹+Þ¼! ! ! ! S¹ØÎ¼!
�¹À¿C! ! ! !®¹5ÜC! ! ! !0¹ÔÎß! ! ! ! /¹eÜÅ! ! ! !¯¹5ÇC!
°¹å\C! ! ! !±¹À\Ï! ! ! ! 9¹ºÒ¼! ! ! !²¹5Ç<! ! ! ! T¹ÔÇ¼!
³¹å\C! ! ! ! s¹á\<! ! ! !´¹ÌÕÅ! ! ! !µ¹eÎC!
#¹Ô»<! ! ! !¶¹Óè¶! ! ! !·¹áÃC! ! ! !¸¹ØÎ¼! ! ! ! ©¹¾éC!
¹¹ØÁ<! ! ! ! ¤¹À×<! ! ! ! [¹ÓÞÅ! ! ! !«¹¾ÇC! ! ! ! 9¹ºÒ¼!
º¹eÕ<! ! ! !»¹ÂÞ¶! ! ! !¼¹ÌÇC! ! ! ! a¹ÀÎ¼!
½¹+Ú¼! ! ! !¾¹å»¼! ! ! ! C¹ÔÒÏ! ! ! !¿¹åÇÏ! ! ! !�¹+Û¼!
¸¹º»¼! ! ! !À¹+Ü¶! ! ! !Á¹Ó\¶! ! ! !  ¹ÔÜ¶! ! ! !Â¹¾¿¼!
Ã¹ØäC! ! ! !Ä¹¾â<! ! ! !Å¹ÀÖÅ! ! ! !5¹áÎC!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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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01)	 蔡培火：雲林北港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八三年病故。蔡氏是日治時代，台灣文	

化啟蒙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健將。國民政府來台後曾任立委、行政院政務

委員、國策顧問等職。	 	

(02)	 蔣渭水：宜蘭人，一八九一年生，一九三一年病故。日治時代台灣文化啟蒙運動的	

主要領導人，一九一五年畢業於台北醫學校，一九二一年與林獻堂創立台灣文化協會，

後來又成立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等，終生致力文化啟蒙與政治社會運動，貢

獻卓著，影響深遠。	 	

(03)	 陳逢源：台南人，一八九三年生，一九八二年逝世。日治時期曾參與抗日政治文化運	

動，戰後致力經商，為成功之金融家、企業家。而其終生吟詠不輟，也是著名的傳統

詩人。	 	

(04)	 之京：到東京去。之，到、往。京，指日本東京。	 	

(05)	 「一往」兩句：您們此行寄託了大家深切的期待，有如晉代的祖逖渡江北伐時宣誓	

一定要成功的決心。臨行搭船時，我們全都內心激盪難平。中流擊楫，楫是船槳。	 	

(06)	 「風吹」兩句：風吹動我們的頭髮，有如荊軻刺秦王，易水送別般的壯烈，臨別勸	

酒時唱著陽關三疊的歌聲而依依不捨。易水衝冠髮，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在易水

送別時，頭髮直立。陽關勸酒聲，語出王維《渭城曲》	 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

出陽關無故人」。	 	

(07)	 「意外」兩句：情勢發展多變化，往往出乎意料之外，有如鯤魚會變成大鵬鳥；而	

在我們眼中，人群與野獸仍交相縱橫著。上句用《莊子‧逍遙遊》	 的典故；「北冥

有魚，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暗指情勢的重大變化；下句則批評日本

當局之蠻橫阻撓，有如野獸橫行。	

(08)	 「臨歧」兩句：面臨分別的關口，手捧起男兒的眼淚，我們願意為了同胞的權益而	

奮鬥，將激憤的淚水傾倒在浩浩蕩蕩的汪洋大海。歧，分叉路口。掬，以雙手捧起。	

【賞析】  
這是一首政治啟蒙詩，閱讀之前，必須了解寫作的時代背景。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文化

啟蒙抗日運動風起雲湧，其中尤以「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聲勢最為浩大，發揮凝聚民

心的效果也最為顯著。一九二二年，台灣總督府展開反制行動，壓迫林獻堂退出請願活動，

但其他成員不但毫不退縮，反而更積極展開活動。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由蔣渭水、蔡培

火、陳逢源三人為請願代表，由基隆搭船赴日本進行第三次請願，台灣各界熱烈歡送，幼

春本詩即為此而寫。第一、二句強調各界對此行寄予厚望，且眾人決心堅定，三、四句用

典故強化臨行時之悲壯氣氛，五、六句則刻劃當時所面臨的險惡局勢，並指斥當局的打壓。

七、八句以誇張筆法，生動地鋪寫「壯懷激烈」的送別場景。全詩用典雖多，但並不難理

解，尤其字裡行間所洋溢的澎湃熱情，與豪宕氣息，極富感染力。本詩曾在一九二三年三

月刊登於當時在日本發行的《台灣》雜誌上，發揮相當的宣傳作用，與激勵人心的效果。

其中「願為同胞倒海傾」一句，甚至在後來「治警事件」開庭期間，特別為日籍辯護律詩

所引用，以說明當時台灣人共同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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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樂府朗誦團體組：長恨歌後段（白居易）  

【詩作】  
臨邛道士鴻都客，能以精誠致魂魄； 

為感君王輾轉思，遂教方士殷勤覓。 

排空馭氣奔如電，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 

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膚花貌參差是。 

金闕西廂叩玉扃，轉教小玉報雙成。 

聞道漢家天子使，九華帳裡夢魂驚； 

攬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銀屏迤邐開。 

雲鬢半偏新睡覺，花冠不整下堂來。 

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 

含情凝睇謝君王，一別音容兩渺茫。 

昭陽殿裡恩愛絕，蓬萊宮中日月長。 

回頭下望人寰處，不見長安見塵霧。 

唯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 

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 

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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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切】  
長：地恭五    恨：喜君七    歌：求高一    後：英交七    段：地官七 

白：邊經八    居：求居一    易：英基七    作：曾公四 

臨：柳金五    邛：求恭五    道：地高七    士：時居七    鴻：喜公五 

都：地沽一    客：去經四    能：柳經五    以：英基二    精：曾經一 

誠：時經五    致：地基三    魂：喜君五    魄：頗經四    為：英規七 

感：求甘二    君：求君一    王：英公五    輾：地堅二    轉：曾觀二 

思：時基一    遂：時規七    教：求交一    方：喜公一    士：時居七 

殷：英君一    勤：去君五    覓：門經八    排：邊皆五    空：去公一 

馭：語龜七    氣：去基三    奔：邊君一    如：入龜五    電：地堅七 

升：時經一    天：他堅一    入：入金八    地：地雞七    求：求鳩五 

之：曾基一    遍：頗堅三    上：時恭七    窮：求恭五    碧：頗經四 

落：柳公八    下：喜膠七    黃：喜公五    泉：曾觀五    兩：柳恭二 

處：出龜三    茫：門公五    茫：門公五    皆：求皆一    不：邊君四 

見：求堅三    忽：喜君四    聞：門君五    海：喜皆二    上：時恭七 

有：英鳩二    仙：時堅一    山：時干一    山：時干一    在：曾皆七 

虛：喜居一    無：門龜五    縹：頗嬌二    緲：門嬌二    間：求干一 

樓：柳鳩五    閣：求公四    玲：柳經五    瓏：柳公五    五：語咕二 

雲：英君五    起：去基二    其：求基五    中：地恭一    綽：出恭四 

約：英恭四    多：地堝一    仙：時堅一    子：曾基二    中：地恭一 

有：英鳩二    一：英巾四    人：入巾五    字：入基七    太：他皆三 

真：曾巾一    雪：時觀四    膚：喜龜一    花：喜瓜一    貌：門爻七 

參：出金一    差：出龜一    是：時基七    金：求金一    闕：去觀四 

西：時雞一    廂：時恭一    叩：去鳩三    玉：語恭八    扃：求經一 

轉：曾觀二    教：求交一    小：時嬌二    玉：語恭八    報：邊高三 

雙：時公一    成：時經五    聞：門君五    道：地高七    漢：喜干三 

家：求膠一    天：他堅一    子：曾基二    使：時居二    九：求鳩二 

華：喜瓜五    帳：地恭三    裡：柳基二    夢：門公七    魂：喜君五 

驚：求經一    攬：柳甘二    衣：英基一    推：他規一    枕：曾金二 

起：去基二    徘：邊皆五    徊：喜乖五    珠：曾龜一    箔：邊公八 

銀：語巾五    屏：邊經五    迤：英基二    邐：柳基二    開：去皆一 

雲：英君五    鬢：邊巾三    半：邊觀三    偏：頗堅一    新：時巾一 

睡：時規七    覺：求江四    花：喜瓜一    冠：求觀一    不：邊君四 

整：曾經二    下：喜膠七    堂：地公五    來：柳皆五    風：喜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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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出規一    仙：時堅一    袂：門雞七    飄：頗嬌一    飄：頗嬌一 

舉：求龜二    猶：英鳩五    似：時龜七    霓：語雞五    裳：時恭五 

羽：英居二    衣：英基一    舞：門龜二    玉：語恭八    容：英恭五 

寂：曾經八    寞：門公八    淚：柳規七    闌：柳干五    干：求干一 

梨：柳雞五    花：喜瓜一    一：英巾四    枝：曾基一    春：出君一 

帶：地皆三    雨：英龜二    含：喜甘五    情：曾經五    凝：語經五 

睇：地雞七    謝：時迦七    君：求君一    王：英公五    一：英巾四 

別：邊堅八    音：英金一    容：英恭五    兩：柳恭二    渺：門嬌二 

茫：門公五    昭：曾嬌一    陽：英恭五    殿：地堅七    裡：柳基二 

恩：英君一    愛：英皆三    絕：曾觀八    蓬：邊公五    萊：柳皆五 

宮：求恭一    中：地恭一    日：入巾八    月：語觀八    長：地恭五 

回：喜乖五    頭：他鳩五    下：喜膠七    望：門公七    人：入巾五 

寰：喜觀五    處：出龜三    不：邊君四    見：求堅三    長：地恭五 

安：英干一    見：求堅三    塵：地巾五    霧：門龜七    唯：英規五 

將：曾恭一    舊：求鳩七    物：門君八    表：邊嬌二    深：時金一 

情：曾經五    鈿：地堅七    合：喜甘八    金：求金一    釵：出皆一 

寄：求基三    將：曾恭一    去：去龜三    釵：出皆一    留：柳鳩五 

一：英巾四    股：求沽二    合：喜甘八    一：英巾四    扇：時堅三 

釵：出皆一    擘：邊經四    黃：喜公五    金：求金一    合：喜甘八 

分：喜君一    鈿：地堅七    但：地干七    教：求交一    心：時金一 

似：時龜七    金：求金一    鈿：地堅七    堅：求堅一    天：他堅一 

上：時恭七    人：入巾五    間：求干一    會：喜檜七    相：時恭一 

見：求堅三    臨：柳金五    別：邊堅八    殷：英君一    勤：去君五 

重：地恭五    寄：求基三    詞：時基五    詞：時基五    中：地恭一 

有：英鳩二    誓：時雞三    兩：柳恭二    心：時金一    知：地基一 

七：出巾四    月：語觀八    七：出巾四    日：入巾八    長：地恭五 

生：時經一    殿：地堅七    夜：英迦七    半：邊觀三    無：門龜五 

人：入巾五    私：時龜一    語：語居二    時：時基五    在：曾皆七 

天：他堅一    願：語觀七    作：曾公四    比：邊基二    翼：英經八 

鳥：柳喓二    在：曾皆七    地：地雞七    願：語觀七    為：英規五 

連：柳堅五    理：柳基二    枝：曾基一    天：他堅一    長：地恭五 

地：地雞七    久：求鳩二    有：英鳩二    時：時基五    盡：曾巾七 

此：出龜二    恨：喜君七    綿：門堅五    綿：門堅五    無：門龜五 

絕：曾觀八    期：求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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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長恨歌》乃唐代詩人白居易作於元和元年（西元 806 年）的七言樂府長詩，當時詩人正

在陝西盩厔縣任縣尉。他和友人陳鴻、王質夫同遊仙遊寺，有感於唐玄宗、楊貴妃的故事

而創作的。詩中描寫流傳已久的唐玄宗（李隆基）和楊貴妃（玉環）的悲劇故事。前半篇

寫實，揭露唐玄宗之好色誤國。後半篇穿插虛構情節，歌頌愛情的偉大。全篇在諷刺、批

判中，對帝王的專情與哀思，表達某種程度的同情。這首長詩感染了千百年來的讀者，對

後世諸多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結構】  
全篇分為三個段落：開篇至“驚破霓裳羽衣曲”是前段，詩人用三十二句的篇幅來寫唐明

皇和楊貴妃的愛情生活，並講述了由此帶來的荒政亂國的情形及安史之亂的爆發；從“九

重城闕煙塵生”到“魂魄不曾來入夢”為中段，共四十二句，寫楊貴妃在馬嵬驛兵變中被

殺，以及此後唐玄宗對她的思念；由	 “臨邛道士鴻都客”至末了乃後段，講述道士幫唐

玄宗到仙山尋找楊貴妃的情形，最後以「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

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作為總結。	

【註釋】 	

(01)	 臨邛道士鴻都客：臨邛，今四川省崍崎縣。鴻都，洛陽北宮門名。鴻都客，意指這位	

來自四川的方士曾在洛陽住過。	

(02)	 上窮碧落下黃泉：窮，找遍的意思。碧落，指天上。黃泉，指地下。	

(03)	 五雲：五色祥雲。	

(04)	 綽約：美好的樣子。	

(05)	 參差是：彷彿就是。	

(06)	 叩玉扃：用手叩玉做的門扇。扃，門閂或門環，這裡指門扇。	

(07)	 轉教小玉報雙成：小玉，吳王夫差之女。雙成，姓董，西王母命董雙成吹雲和之笙。	

這裡借小玉、雙成作為楊太真在仙山上的侍婢之名。	

(08)	 攬衣：披上衣服。	

(09)	 珠箔銀屏迤邐開：珠箔，珠簾。銀屏，屏風。迤邐開，連接不斷地打開，謂一路敞開。	 	 	

(10)	 闌干：形容流淚的樣子。	

(11)	 凝睇：凝視。	

(12)	 昭陽殿：漢朝宮殿名，趙飛燕居住過的地方，這裡指唐朝楊貴妃生前住的宮殿。	

(13)	 蓬萊宮：傳說中海上仙山的宮殿，這裡指楊貴妃死後住的地方。	

(14)	 鈿合：鑲嵌金花的盒子。合，有兩扇葉的盒子。	

(15)	 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有兩股留一股，盒有兩扇留一扇。	

(16)	 釵擘黃金合分鈿：擘，分開，將金釵的兩股擘開。合分鈿，將盒子拆成兩半。	

(17)	 長生殿：華清宮，天寶元年十月，造長生殿，名為集靈臺，用以祀神。	

(18)	 比翼鳥：雌雄相比而飛的鳥。	

(19)	 連理枝：兩棵樹不同根而枝幹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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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文】  
臨邛有個道士，客居在長安城裡。他能夠用精誠感動神靈，招來死去者的魂魄。因為有感

於皇帝對她綿綿不盡的思念，於是就要手下的道士們分頭細心去尋找。當下他們騰起了雲，

駕起了霧，像電光一樣的奔跑著上天入地。可是，到處都找遍了：向上詳查了天宮，向下

細看了地底。然而，這兩個地方都茫茫然的沒有看到她的蹤跡。後來忽然聽說，東海上有

一座仙山，那座山隱隱約約地在虛無縹緲的白雲之間。上面有玲瓏精巧的樓閣，矗立在五

彩的雲霞裡。樓閣中有許多美麗的仙女，其中有一個名號叫太真的，有著白雪般的肌膚，

鮮花般的容貌，彷彿就是皇帝想念的那個人。於是道士便來到金碧輝煌的仙宮，輕叩西廂

殿堂的玉門，把來意告訴侍女小玉，請她轉告貼身侍女董雙成知道。	

太真聽說漢朝的使臣來了，睡夢中從華美的九華帳裡驚醒。急忙披起衣服，推開枕頭。起

身下床後，竟不知如何是好地徘徊著。一會兒，珠簾、屏風，一道道依次打開，只見她鬢

髮鬆鬆斜斜的偏在一邊，一副剛睡醒的樣子，甚至連花冠也沒戴好，就匆匆忙忙走到廳堂

來。這時，風輕輕地吹著，她的衣袖也飄飄然的飛揚起來，好像還在跳著美妙的霓裳羽衣

舞。姣好的面容上帶著一臉孤寂的憂傷，並且流滿了淚水，就像是春雨中綻放的一枝梨花，

上面沾帶著點點的水珠，顯得楚楚動人。	

她專注的看著來使，含著無限的情意感謝皇帝：「自從分別後，彼此的聲音、容貌都已變

得渺茫而不可知了。從前在昭陽殿裡和皇帝的種種恩愛，早已斷絕了。現在住在這蓬萊仙

宮中，每天過著寂寞漫長的日子。我常回頭下望熱鬧的人間，但就是看不見長安，只能看

到迷迷濛濛的煙塵和濃霧在腳下滾動。如今，只有拿一些當年的舊物來表達我對他的深情，

請你把這鈿盒、金釵帶回去給皇帝，我已將金釵掰開，自己留下一股，也把鈿盒拆開，留

下一扇。只要他愛我的心像金釵鈿盒般地堅定，今後無論在天上，或是在人間，總有相見

的一天。」	

臨別時，她還再三地要道士轉達一些話，這些話裡提到一段只有他們兩人才知道的誓言。

那就是當年七月七日在長生殿上，夜深人靜時私下訂定的海誓山盟：「在天上，我倆希望

能化作比翼雙飛的鳥雀；在地上，我們願意變成連根並蒂的花枝。」唉！雖然悠悠的天地，

是那麼的長久，但它也許還有完盡的一天，可是他們這份至真至愛的恨事，卻是連綿不已，

永遠都沒有了絕的時候啊！	

【賞析】  
從「臨邛道士鴻都客」至詩的末尾，寫道士幫助唐玄宗尋找楊貴妃。詩人採用的是浪漫主

義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後來，在海上

虛無縹緲的仙山上找到了楊貴妃，讓她以「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的形象在

仙境中再現，殷勤迎接漢家的使者，含情脈脈，托物寄詞，重申前誓，照應唐玄宗對她的

思念，進一步深化、渲染「長恨」的主題。詩歌的末尾，用「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

無絕期」結筆，點明題旨，回應開頭，而且做到	 「清音有餘」，給讀者以聯想、回味的

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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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會漢詩吟唱團體組：席上觀劇有感（林幼春）  

【詩作】  
´�÷�ð(�î�É�/��_õ!
C�¨�©¹�î{�9pq¨°õ!
V�:��n�î�zH�á�sõ!
Âb��Âb�î���&B��õ!

【斷句】  

�ýµ\�µ"ðµ! ! ! ! ! ! ! !#Ï�°°°&µ!
´�°°°÷�µðµ(�°°°! ! ! !�Éµ�/°°°��µ_°°°!
C�µ¨�°°°©¹�µ! ! ! ! ! !{�°°°9pµq¨°°°°!
V�°°°:�µ�n°°°�µ! ! ! !�zµH�°°°á�µs°°°!
Âbµ��°°°Âb�µ! ! ! ! ! !��°°°�&µB��°°°!

【呼切】  
席：時經八    上：時恭七    觀：求觀一    劇：求經八    有：英鳩二 

感：求甘二    林：柳金五    幼：英鳩三    春：出君一    作：曾公四 

酒：曾鳩二    腸：地恭五    空：去公一    闊：去觀四    感：求甘二 

無：門龜五    端：地觀一    烽：喜公一    火：喜咕二    笙：時經一 

歌：求高一    頃：去經二    刻：去經四    看：去干一 

一：英巾四    代：地皆七    山：時干一    河：喜高五    多：地堝一 

變：邊堅三    故：求沽三    千：出堅一    年：柳堅五    人：入巾五 

物：門君八    此：出龜二    衣：英基一    冠：求觀一 

清：出經一    樽：曾君一    且：出迦二    博：頗公四    今：求金一 

宵：時嬌一    樂：柳公八    好：喜咕二    會：喜檜七    難：柳干五 

追：地規一    去：去居三    日：入巾八    歡：喜觀一 

同：地公五    是：時基七    登：地經一    場：地恭五    同：地公五 

是：時基七    幻：喜觀七    祇：曾基一    應：英經一    當：地公三 

作：曾公四    夢：門公七    邯：喜干五    鄲：地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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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01)	 無端：無緣無故。無奈。沒有界限。	

(02)	 烽火：古時軍隊用來示警、傳遞軍情的煙火。白天以煙，入夜以火。此處指戰爭。	

(03)	 笙歌：奏樂、唱歌。此處代表和平。	

(04)	 頃刻：極短的時間。	

(05)	 山河：借指國土。	

(06)	 衣冠：衣服、帽子。衣著穿戴。魏晉以來，對世族、官員、士紳等的俗稱。此處指的	

是戲服。	

(07)	 清樽：借指清酒。樽，酒器。	

(08)	 博：①廣大、眾多。②博取，獲得，換取。此處從②解。	

(09)	 去日歡：過去的歡樂時光。	

(10)	 邯鄲：邯鄲一夢，又稱黃粱一夢。唐·沈既濟《枕中記》載：盧生在邯鄲客店中遇道	

士呂翁，用其所授瓷枕，睡夢中歷數十年富貴榮華。及醒，店主炊黃粱未熟。後因以

“邯鄲夢”喻虛幻之事。邯有兩種讀音，①喜干五（讀寒） ②喜甘五（讀含），在

此採①「喜干五」的讀音，『邯鄲』兩個字是疊韻詞，可以獲得更美的聲韻效果。如

若「邯淡」，乃豐盛之意，則『邯』的讀音採②「喜甘五」的讀音。 

【逐句釋文】  
酒腸空闊感無端，烽火笙歌頃刻看。 

圍坐酒席上，邊喝酒邊觀賞戲臺上戲班的演出。大家談論的話題空闊寬廣，感觸甚多，沒

有界線。戲臺上，剛剛演出戰爭離亂的橋段，頃刻間，又變成笙歌歡樂的場景。	

一代山河多變故，千年人物此衣冠。 

我們所生活的山河大地，經歷過國家的興亡、朝代的更迭等許許多多的變故。千百年來的

歷史人物，在演員們更換衣冠、改變語氣之後，一一重新出現在觀眾的眼前。	

清樽且博今宵樂，好會難追去日歡。 

大家舉杯共飲，姑且把握當下，博得今晚的歡樂吧！畢竟不論多美好的聚會，過往的歡笑

是不可能重新再來。	

同是登場同是幻，祇應當作當作夢邯鄲。 

人生如戲，這個世界就是個大舞臺，戲劇是虛幻的，人活在世上又何嘗不是虛幻啊！不論

榮華富貴或窮愁潦倒，到頭來，還不是兩手空空，一抔黃土，只能當作邯鄲一夢罷了！	

【賞析】  
民國 112 年 8 月 30 日下午，在魏水明校長和兩位學員的陪同下，前往霧峰宮保第拜訪林

俊明董事長。有幸參觀大花廳，看到牆上刻有林幼春先生『席上觀劇有感』的詩作，在眾

人慫恿下，我當場朗誦了一遍，覺得蠻不錯！今天難得忙完全國詩社聯吟大會的籌備事務，

空出一些時間來，特地將這首詩的斷句、呼切、釋文整理一下，詩作內容套以『玉樓春』

的曲調，重新打成吟唱譜，希望提供做為授課教材，傳授給學員。	

本詩乃幼春先生寫於 1902 年的七言律詩，押上平聲十四『寒』韻。從這首詩中，我們稍

微可以體會到當年乙未戰爭失敗，臺灣淪陷日本手裡，知識青年的心中有多麼的憤恨、無

奈、徬徨和苦悶！但願發生的一切只是邯鄲一夢，醒來之後一切都能恢復原狀。簡言之，

這首詩的前片講得是「戲如人生」一般真實，後片講得是「人生如戲」一般虛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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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辭賦朗誦個人組：歸去來辭前段（陶淵明）  

【辭作】  
¦á¬§¨©ªY«î¬&¦! !
®Dê) ¯°î±²³´µ!!
¶·ª�&¸îJ¬¹�@�-!
º»¼,?½îQ�b´¾2õ!
¿ÀÀêÁÂî���´®¨õ!
ÃÄÅê�Æî.���ÇÈõ!
ÉÊ%8îËÌË¡õÍÎsÏîÐ/ÑÂõ!
<ÒÓÔîÕÖU×õØÏºÙî"´Ú�õ!
ÛÜÝêDÞîßàáêâQ-!
ãÓäêuåîæVç�0lõ!
ª�èê,éîÂêë´ì³õ!
í_îê.ïîeðñ´ò\õ!
4()ê56î�óô´Jõõ!
ö÷÷êYºîøùÕ´úûõ!

【斷句】  
¦áµ¬°°°§°°°! ! ! ! ! ! ! ! ! ! ! !©ª°°°Y«°°°! ! ! !¬&¦°°°! !
®Dêµ)°°° ¯°°°°µ! ! ! !±°°°²³µ´µ!°°°!
¶·ªµ�&¸µ! ! ! ! ! ! J¬°°°¹µ�@�°°°!
º»¼°°°,?½µ! ! ! ! ! !Q�°°°bµ´¾µ2°°°!
¿°°°ÀÀ°°°êÁÂ°°°! ! ! !�°°°��°°°´®¨°°°!
ÃÄÅ°°°ê�Æµ! ! ! ! ! !.��°°°�ÇÈ°°°!
ÉÊ°°°%8µ! ! ! !ËÌ°°°Ë¡°°°! ! ! ! !
ÍÎµsÏ°°°! ! ! !Ð/µÑÂ°°°!
<ÒµÓÔ°°°! ! ! !ÕÖµU×°°°! ! ! ! !
ØÏµºÙµ! ! ! ! "´µ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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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ÜÝ°°°êDÞµ! ! ! ! ! !ßàá°°°êâQ°°°!
ãÓä°°°êuåµ! ! ! ! ! !æVçµ�0l°°°!
ª°°°�èµê,éµ! ! ! ! Â°°°êëµ´ì³°°°!
í_îµê.ïµ! ! ! ! ! ! e°°°ðñµ´ò\°°°!
4°°°()°°°ê56µ! ! ! !�µóô°°°´Jõ°°°!
öµ÷÷µêYºµ! ! ! !øùÕ°°°´úû°°°!

【呼切】  
¦¹åÜC! ! ! ! á¹áæ<! ! ! ! ¬¹+Ö¼! ! ! !ü¹eÙ¼! ! ! ! �¹ÌÎ¼!
´¹¾Ñ¶! ! ! !ý¹¾â¼! ! ! !þ¹ÔÁC! ! ! ! {¹ÂÎ¼! ! ! !&¹Ì¿Ï!
¦¹åÜC! ! ! ! á¹áæ<! ! ! ! ¬¹+Ö¼! ! ! !§¹ÀÊ¼! ! ! !©¹¾Á¼!
ª¹Ô\¼! ! ! ! Y¹ÌÇC! ! ! !«¹ÂÙ¼! ! ! !¬¹ÀÍ¼! ! ! ! &¹ØÃÏ!
¦¹åÜC! ! ! !®¹å»<! ! ! !D¹ÌÙ¶! ! ! !ê¹Ô»Å! ! ! ! )¹eÚC!
 ¹ÔÜ¶! ! ! !¯¹ÀÎ¼! ! ! !°¹ÔÎß! ! ! !±¹ÀÊ¼! ! ! !²¹¾Õ¼!
³¹`Ç<! ! ! !´¹º»¼! ! ! !µ¹¾¿ß! ! ! !!¹Ø»C! ! ! !¶¹Ó'¶!
·¹Ô»Å! ! ! !ª¹Ô¿Å! ! ! ! �¹Ì»C! ! ! ! &¹ØÃÏ! ! ! !¸¹åÞ<!
J¹¾æC! ! ! ! ¬¹+Ö¼! ! ! !¹¹Ìà<! ! ! ! �¹Ì»C! ! ! ! @¹áâÅ!
�¹¾ÜC! ! ! !º¹eÒß! ! ! !»¹ÂÊ¼! ! ! !¼¹¾Í¼! ! ! !,¹å»¼!
?¹Â»¶! ! ! !½¹Ô\Å! ! ! !Q¹å�Ï! ! ! !�¹åÚC! ! ! !b¹e»¶!
´¹º»¼! ! ! !¾¹Ì¿ß! ! ! ! 2¹ÀÜC! ! ! !¿¹ÌÕC! ! ! !À¹Ô(¼!
À¹Ô(¼! ! ! !ê¹Ô»Å! ! ! !Á¹áÎC! ! ! !Â¹ÔÇ¼! ! ! !�¹À¿C!
�¹ã(C! ! ! !�¹ã(C! ! ! !´¹º»¼! ! ! !®¹5ÜC! ! ! !¨¹Ô»C!
Ã¹ÂÃ¶! ! ! !Ä¹ÌÎC! ! ! !Å¹ÀÙC! ! ! !ê¹Ô»Å! ! ! ! �¹ÌÁ¼!
Æ¹+Í¶! ! ! !.¹ÀÃ¶! ! ! ! �¹eÒ¼! ! ! !�¹å¿C! ! ! ! �¹Ì»C!
Ç¹À»C! ! ! !È¹Â»¼! ! ! !É¹+ÉÅ! ! ! !Ê¹ÌÑC! ! ! !%¹ÀÎ¼!
8¹ÔæÅ! ! ! !Ë¹ÌÖ<! ! ! !Ì¹ÀÚC! ! ! !Ë¹ÌÖ<! ! ! ! ¡¹ØÃC!
Í¹¾¿¼! ! ! !Î¹Ø¿ß! ! ! !s¹À\C! ! ! !Ï¹ÓÎ¼! ! ! !Ð¹¾»¶!
/¹ÌæÅ! ! ! !Ñ¹ÀÕ¶! ! ! ! Â¹ÂÃ¼! ! ! ! <¹eÛC! ! ! !Ò¹åÎ<!
Ó¹ÌÕ¶! ! ! !Ô¹À¿C! ! ! !Õ¹eÇ¼! ! ! !Ö¹åÇÏ! ! ! !U¹ÔÕ¼!
×¹ÌÃ¼! ! ! !Ø¹ÀÊ¼! ! ! !Ï¹ÔÕ<! ! ! ! º¹ºÚß! ! ! !Ù¹eÒÏ!
"¹ÔÕÅ! ! ! !´¹ÌÕÅ! ! ! !Ú¹ÔÎ¼! ! ! !�¹ÌÃC! ! ! !Û¹ÔÒÅ!
Ü¹ÀÍ¼! ! ! !Ý¹eÇC! ! ! !ê¹Ô»Å! ! ! !D¹ÌÙ¶! ! ! !Þ¹ÌÇ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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ß¹ÂÁÅ! ! ! !à¹¾Î¼! ! ! !á¹áâC! ! ! !ê¹Ô»Å! ! ! !â¹Ô»¼!
Q¹ÓÞ¼! ! ! !ã¹Ô»Å! ! ! !Ó¹+Û¼! ! ! !ä¹5¿C! ! ! !ê¹Ô»Å!
u¹å»<! ! ! !å¹Óâ¶! ! ! !æ¹eÚÅ! ! ! !V¹ÔÇ¼! ! ! !ç¹eÒÏ!
�¹Ì»C! ! ! !0¹Ô»¶! ! ! !l¹ÔÞC! ! ! !ª¹Ô\¼! ! ! ! �¹ºÒß!
è¹eÑß! ! ! !ê¹Ô»Å! ! ! ! ,¹eÎ¼! ! ! !é¹5æ<! ! ! ! Â¹ÂÃ¼!
ê¹eÜC! ! ! !ë¹eÁÏ! ! ! !´¹º»¼! ! ! !ì¹eÇ¼! ! ! !³¹å\C!
í¹5ÎÏ! ! ! !_¹ÀÙ¼! ! ! !î¹+âÅ! ! ! !ê¹Ô»Å! ! ! ! .¹+Õ¼!
ï¹áÊ<! ! ! ! e¹e»¼! ! ! !ð¹å(Å! ! ! !ñ¹eÕÅ! ! ! !´¹º»¼!
ò¹ÀÝ¼! ! ! ! \¹å\C! ! ! ! 4¹ÔÃ¼! ! ! ! (¹ÂÙ¼! ! ! ! )¹eÚC!
ê¹Ô»Å! ! ! ! 5¹5ÃÏ! ! ! ! 6¹eÕ¶! ! ! !�¹+ÿÅ! ! ! !ó¹å\¶!
ô¹ÀÜC! ! ! !´¹º»¼! ! ! ! J¹¾æC! ! ! !õ¹À\¼! ! ! !ö¹ÔÎÅ!
÷¹ÔÊ<! ! ! !÷¹ÔÊ<! ! ! !ê¹Ô»Å! ! ! ! Y¹ÌÇC! ! ! ! º¹ºÚß!
ø¹ÀÙÅ! ! ! !ù¹åÍC! ! ! !Õ¹eÇ¼! ! ! !´¹º»¼! ! ! !ú¹Ø\¼!
û¹À\¼!

【註釋】  
(01)	 胡：何。	 	 	 	 	 	 	 	 	 	 	 	 	 	 	 	 	 	 	 	 	 	 	 	 	 (02)	 心為形役：心為形體所役，因貧而出仕。	

(03)	 諫：挽回。	 	 	 	 	 	 	 	 	 	 	 	 	 	 	 	 	 	 	 	 	 	 	 (04)	 追：補救。	

(05)	 颺：同「揚」，搖盪之意。	 	 	 	 	 	 	 	 	 (06)	 征夫：行人。	 	 	 	 	

(07)	 以前路：前方的道路；回家的路。	 	 	 (08)	 熹微：微明。	 	 	 	 	

(09)	 瞻：望見。	 	 	 	 	 	 	 	 	 	 	 	 	 	 	 	 	 	 	 	 	 	 	 (10)	 衡宇：衡，指門；宇，指房屋。	

(11)	 載：且。	 	 	 	 	 	 	 	 	 	 	 	 	 	 	 	 	 	 	 	 	 	 	 	 	 (12)	 三徑：宅園中之小路。	 	 	 	 	

(13)	 眄：斜看。	 	 	 	 	 	 	 	 	 	 	 	 	 	 	 	 	 	 	 	 	 	 	 (14)	 庭柯：庭院中的樹木。	 	 	 	 	

(15)	 審：知曉。	 	 	 	 	 	 	 	 	 	 	 	 	 	 	 	 	 	 	 	 	 	 	 (16)	 容膝：形容居處狹小，僅能容下雙膝。	 	 	 	 	

(17)	 園日涉：每天到庭園走走。	 	 	 	 	 	 	 	 	 (18)	 策：扶。	 	 	 	 	

(19)	 扶老：手杖。	 	 	 	 	 	 	 	 	 	 	 	 	 	 	 	 	 	 	 	 	 (20)	 流憩：隨意遊息。	 	 	 	 	

(21)	 矯首：抬頭。	 	 	 	 	 	 	 	 	 	 	 	 	 	 	 	 	 	 	 	 	 (22)	 遐觀：遠望。	 	 	 	 	

(23)	 岫：巖穴，峰巒。	 	 	 	 	 	 	 	 	 	 	 	 	 	 	 	 	 (24)	 景：此處做「日光」解。與「影」同音。	

(25)	 翳翳：隱約不明。	 	 	 	 	 	 	 	 	 	 	 	 	 	 	 	 	 (26)	 盤桓：徘徊。	

【釋文】    
回去吧，田園快要荒蕪了，為什麼還不回去！既然自認為心志被形體所役使，又為什麼惆

悵而獨自傷悲？認識到過去的錯誤已不可挽救，知道了未來的事情尚可追回。實在是誤入

迷途還不算太遠，已經覺悟到今天的辭官是正確的，而昨天的出仕是錯誤的。歸舟輕快地

飄盪前進，微風徐徐地吹動著衣襟。向行人打聽前面的道路，恨晨光還是這樣微弱迷離。 	
望見家鄉的陋屋，我高興得直往前奔。童僕歡喜地前來迎接，幼兒迎候在家門。庭院小路

雖將荒蕪，卻喜園中松菊還存活著。我拉著幼兒走進內室，屋裡擺著盛滿酒的酒樽。拿過

酒壺酒杯來自斟自飲，看著庭院裡的樹木真使我神色愉悅。靠著南窗，寄託著我的傲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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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覺得身居陋室反而容易心安。天天在園子裡散步自成樂趣，儘管設有園門卻常常關閉

著。拄著手杖或漫步或悠閒地隨處休息，不時地抬起頭來向遠處看去。雲煙自然而然地從

山洞飄出，鳥兒飛倦了也知道回歸。日光漸暗，太陽即將下山，我撫摸著孤松而流連忘返。	

【賞析】  
一、寫作者棄官歸家的感受和過程：	 	

	 	 （一）點明題旨：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此二句即扣緊題目，總括全文，並引起後文。	 	

	 	 （二）說明棄官歸家的感受：	 	

	 	 	 	 	 	 	 	 (1)「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心為形役，指為衣食所迫，違心地做官。	

	 	 	 	 	 	 	 	 	 	 既然如此，那就沒有什麼可以惆悵和悲傷了。言下之意心裡十分快樂。	 	

	 	 	 	 	 	 	 	 (2)「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作者深知過去的事情沒法補救，而未來的日	

	 	 	 	 	 	 	 	 	 	 子倒是可以追求的。即謂過去令人心痛的官場生活就讓它過去吧！從今以後要按	

	 	 	 	 	 	 	 	 	 	 照自己的心願生活下去。	 	

	 	 	 	 	 	 	 	 (3)「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作者把過去做官的生活視為誤入歧途，好像	

	 	 	 	 	 	 	 	 	 	 做了錯事；而把今天歸隱視為正確的決定。強調其歸隱乃出於自覺，與古時知識	

	 	 	 	 	 	 	 	 	 	 份子學而優則仕的思想不同。	 	

	 	 （三）述說歸家的過程：	 	

	 	 	 	 	 	 	 	 	 	 「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作者先乘船，	

	 	 	 	 	 	 	 	 	 	 輕舟搖蕩，和風吹衣，表現出一種輕鬆愉快的心情；後上岸，問路征夫，說明歸	

	 	 	 	 	 	 	 	 	 	 心似箭；恨晨光熹微，說明天亮得太遲，阻礙作者上路，由此流露出急切回家的	

	 	 	 	 	 	 	 	 	 	 心情。	 	

二、回家後的心情：	 	

	 	 （一）剛入家門時的情況：	 	

	 	 	 	 	 	 	 	 (1)「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作者一看到自己的房屋時，就狂喜地飛奔過去。	 	

	 	 	 	 	 	 	 	 (2)「僮僕歡迎，稚子候門。」然後看見孩子、僕人在門前等候。	 	

	 	 	 	 	 	 	 	 (3)「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再看庭園，雖不免荒蕪，但平生喜愛的松菊仍完好地	

	 	 	 	 	 	 	 	 	 	 保存，給作者精神上很大的慰藉。松菊傲霜耐寒，借此比喻作者高尚的志趣。	 	

	 	 	 	 	 	 	 	 (4)「攜幼入室，有酒盈樽。」描寫舉家團聚及作者開懷暢飲的歡樂場面。	

	 	 （二）漫步田園，盤桓山林，享受自然美景：	 	

	 	 	 	 	 	 	 	 (1)「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作者寫自己	

	 	 	 	 	 	 	 	 	 	 可以自由自在地飲酒，欣賞庭園中的樹木而高興；在南窗之下顯示孤高之性格，	

	 	 	 	 	 	 	 	 	 	 家園雖然不大，作者仍感到很快樂，可見作者對物質的要求不高。	

	 	 	 	 	 	 	 	 (2)「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說明作者心	

情舒暢，感到一切都賞心悅目，就算每日在園中散步，或者扶著手杖遠望，也感

到樂趣無窮。「門雖設而常關」說明作者回到農村就謝絕與社會、官場的交往，作

者可以想做甚麼就甚麼。	

	 	 	 	 	 	 	 	 (3)「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作者體會到	

	 	 	 	 	 	 	 	 	 	 不論是雲出岫，還是鳥知返，一切都那麼自然而然，絲毫沒有刻意或勉強，自己	

	 	 	 	 	 	 	 	 	 	 的性靈也就和大自然融會在一起，眼看夕陽西下，仍然徘徊在松樹下不忍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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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宋詞吟唱個人組：滿庭芳-歸去來兮（蘇軾）  

【詞作】 
元豐七年四月一日，余將去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會仲覽自江東

來別，遂書以遺之。	

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 

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 

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 

山中友，雞豚社酒，相勸老東坡。 

云何，當此去，人生底事，來往如梭。 

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 

好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 

仍傳語，江南父老，時與曬漁蓑。 

【斷句】  
§à!°°°! ! ! !¦áµ¬°°°§°°°! ! ! !"#µ&µ!
¦áµ¬°°°§°°°! !$°°°¦%µ! ! q&µ�°°°�µ'(°°°!
ê�°°°)Nµ! ! ! ! ! ! ! ! ! ! ¬�µh(©°°°!
*$µ!+°°°,-µ! ! ! ! ¸½°°°�.Óµ//°°°!
¨«0µ! ! ! ! Ê1°°°2´µ! ! ! !{sµî34°°°!
5%°°°! ! ! ! ! !�qáµ! ! 9�°°°6rµ! ! ¬ªµ�7°°°!
8µ9_µ¥�°°°! ! ! ! ! !:/µV¢°°°!
��µS�°°°;+µ! ! ! !�<=µ! ! ! ! ! ! ö>µ?á°°°!
@AÓµ! ! ! ! �Ó°°°�îµ! ! ! ! eBµC�D°°°!

【呼切】  
滿：門觀二    庭：地經五    芳：喜公一    歸：求規一    去：去居三 

來：柳皆五    兮：喜雞五    蘇：時沽一    軾：時經四    作：曾公四 

歸：求規一    去：去居三    來：柳皆五    兮：喜雞五    吾：語咕五 

歸：求規一    何：喜高五    處：出居三    萬：門干七    里：柳基二 

家：求膠一    在：曾皆七    岷：門巾五    峨：語高五    百：邊經四 

年：柳堅五    強：求恭五    半：邊觀三    來：柳皆五    日：入巾八 

苦：去沽二    無：門龜五    多：地高一    坐：曾堝七    見：求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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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喜公五    州：曾鳩一    再：曾皆三    閏：入君七    兒：入基五 

童：地公五    盡：曾巾七    楚：出沽二    語：語居二    吳：語咕五 

歌：求高一    山：時干一    中：地恭一    友：英鳩二    雞：求雞一 

豚：地君五    社：時迦七    酒：曾鳩二    相：時恭一    勸：去觀三 

老：柳高二    東：地公一    坡：頗高一 

云：英君五    何：喜高五    當：地公一    此：出龜二    去：去居三 

人：入巾五    生：時經一    底：地雞二    事：時居七    來：柳皆五 

往：英公二    如：入龜五    梭：時高一    待：他皆七    閒：喜干五 

看：去干三    秋：出鳩一    風：喜公一    洛：柳公八    水：時規二 

清：出經一    波：頗高一    好：喜咕二    在：曾皆七    堂：地公五 

前：曾堅五    細：時雞三    柳：柳鳩二    應：英經一    念：柳兼七 

我：語咕二    莫：門公八    剪：曾堅二    柔：入鳩五    柯：去高一 

仍：入經五    傳：他觀五    語：語居二    江：求江一    南：柳甘五 

父：喜龜七    老：柳高二    時：時基五    與：英居二    曬：時皆三 

漁：語居五    蓑：時高一 

【題解】  
《滿庭芳·歸去來兮》是北宋文學家蘇軾的詞作。這闋詞用散文式的句子和俚俗的語言，

真切的表現了作者對黃州的依戀之情。上片抒寫對蜀中故里的思念和對黃州鄰里父老的惜

別之情，下片進一步將宦途失意之懷與留戀黃州之意對寫，突出了作者達觀豪放的性格。

此詞情致溫厚，屬辭雅逸，意象鮮明，宛轉含蓄。	

【註釋】  
(01)	 去黃移汝：離開黃州，改任汝州。	

(02)	 雪堂：蘇軾在黃州招待好友之所名，位於黃州東城外山坡上。	

(03)	 仲覽：指李仲覽，即作者友人李翔。	

(04)	 岷峨：四川的岷山與峨眉山，此代指作者故鄉。	

(05)	 強半：大半。這年蘇軾四十八歲，將近五十歲。	

(06)	 坐見：空過了。	

(07)	 再閏：陰曆十九年七閏，兩閏為六年，作者自元豐二年（1079）貶黃州，元豐三年	

閏九月，六年閏六月，故云再閏。	

(08)	 楚語吳歌：黃州一帶語言。黃州古代屬楚國。此言孩子已經會說當地話。	

(09)	 社酒：原指春秋兩次祭祀土地神用的酒，此泛指酒。	

(10)	 底事：何事。	

(11)	 秋風洛水：西晉張翰在洛陽做官，見秋風起，想起故鄉吳郡的菰萊、蓴羹、鱸魚膾，	

便棄官而歸，此表示退隱還鄉之志。	

(12)	 柔柯：細枝，指柳條。	

(13)	 江南父老：指作者鄰里。	

【釋文】  
歸去啊，歸去，我的歸宿在哪裡？故鄉萬里，家難歸，更何況勞碌奔波，身不由己！人生

百年已過半，剩下的日子也不多。蹉跎黃州歲月，四年兩閏虛過。膝下孩子，會說楚語，

會唱吳歌。何以依戀如許多？山中好友攜酒相送，都來勸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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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友人一片冰心，我還有什麼可說！人生到底為什麼，輾轉奔波如穿梭？唯盼他年閒暇，

坐看秋風洛水盪清波。別了，堂前親種的細柳，請父老莫剪柔柯。致語再三，晴時替我晾

曬漁蓑。	 	 	 	

【背景】  
宋神宗元豐七年（西元 1084 年），因“烏台詩案”而謫居黃州達五年之久的蘇軾，接到了

量移汝州（今河南臨汝）安置的命令。鄰里友人紛紛相送，蘇軾作此詞以示告別。所謂量

移，指的是被貶謫遠方的臣子，遇赦酌情移近安置，並非平反復官。對於蘇軾來說，這次

雖是從遙遠的黃州調到離京城較近的汝州，但五年前加給他的罪名並未撤銷，官職也仍然

是一個“不得簽書公事”的州團練副使，政治處境和實際地位都沒有任何欣喜之感。這一

年他已四十八歲，在二十多年的宦海生涯中，由於政治上的風雲變幻，他不斷地西去東來，

南遷北徙，嚐遍人生的苦味。當此再一次遷徙之際，政治牢騷與思鄉之情交織在他胸中，

使他思緒萬千，心潮難平。不過蘇軾畢竟是豪放曠達之士，他不願也絕不會在牢騷與哀愁

中沉淪下去。他很快地恢復了自我感覺的平衡，轉而用親切平和的筆調，向黃州父老娓娓

動聽地傾訴起依依難捨的別情來。以親密的友情來驅散遷客的苦情，以久慣世路的曠達之

懷來取代人生失意的哀愁，這就是此篇的感情波瀾的醞釀過程，也是詞章思想內容的核心。

南宋周輝《清波雜誌》論曰：“居士詞豈無去國懷鄉之感，殊覺哀而不傷。”此評正適合

於闡釋這首詞的情感特徵。	

【賞析】  
上片抒寫對蜀中故里的思念和對黃州鄰里父老的惜別之情。首句“歸去來兮”，搬用陶淵

明《歸去來辭》首句，非常貼切地表達了自己思歸故里的強烈願望，暗含了思歸不得歸、

有家不能歸的悵恨。接下來“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二句，以時光易逝、人空老大的感

嘆，加深了失意思鄉的感情氛圍。上片的後半部分，筆鋒一轉，撇開滿腔愁思，抒發因在

黃州居住五年所產生的對此地山川人物的深厚情誼。“坐見黃州再閏，兒童盡楚語吳歌”

句，於平和的語氣中，傳達出生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沉重哀傷。“山中友，雞豚社酒，相

勸老東坡”，這三句，真切細致地表現了作者與黃州百姓之間純真質樸的情誼，以及作者

在逆境中曠達超脫、隨遇而安的淡泊心態。	

詞的下片，進一步將宦途失意之懷與留戀黃州之意對寫，突出了作者達觀豪放的可愛性格。

過片三句，向父老述說自己不得不去汝州，並嘆息人生無定，來往如梭，表明自己失意坎

坷、無法掌握命運的痛苦之情。“待閒看秋風，洛水清波”二句，卻從未來著筆瞻望自己

即將到達之地，隨緣自適思想頓然取代了愁苦之情。一個“閒”字，將上片哀思愁懷化開，

抒情氣氛從此變得開朗明澈。從“好在堂前細柳”至篇末，是此詞的感情高潮，以對黃州

雪堂的留戀再次表達了對鄰里父老的深厚感情。囑咐鄰里莫折堂前細柳，懇請父老記得經

常幫忙曬漁蓑，言外之意顯然是：自己有朝一日還要重返故地，重溫這段難忘的生活。此

處不明說留戀黃州，而留戀之情早已充溢字裡行間。詞的下片，深沉蘊籍，含蓄委婉，情

真意切，將惜別、依戀之情表現得動人肺腑，令人回味無窮。結尾的臨別告語，奇峰突起，

收束全篇，與上片的純真友情相呼應，將惜別之情推向高潮。	

東坡到黃州，原是以待罪之身來過被羈管的囚徒日子，但頗得長官的眷顧，居民的親近，

加以由於他性情達觀，思想通脫，善於自解，變苦為樂，卻在流放之地尋到了無窮的樂趣。

他寒食開海棠之宴，秋江泛赤壁之舟，風流高雅地徜徉了五年之久。一旦言別，必是牽心

掛腸於此地的山山水水和男女老幼。由此可見，這闋詞抒發的離情，是發自東坡內心的高

度真實之情。此篇的優良，就在“情真意切”這四個字上。尤其是上下兩片的後半，不但

情致溫厚，屬辭雅逸，而且意象鮮明，宛轉含蓄，是構成這個抒情佳篇的兩個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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