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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詞選 講義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詞」的簡介 

別

名 

1. 【           】－詞是根據「曲子」所填的「歌詞」。 

2. 【         】－詞是詩之餘緒。表明詞是由詩演變而來。 

3. 【         】－詞與樂府有淵源，且二者同屬音樂與文學的結合。 

4. 【           】－詞的主要特徵是句子長短不一。 

5. 【         】－ 詞的作法為文人依曲填上文字。 

※四大韻文： 

漢【   】、 唐【   】、 

宋【   】、元【   】 

起

源 

1.傳承漢魏樂府遺風。 2.接受外來音樂影響。 3.改變唐詩形貌而來。 

註：（1）詩發展至晚唐，無論古體、近體，都發展已盡，於是將整齊的句法變為長短句的「詞」。 

   （2）詞的最早作者，據傳為李白，流傳有【           】、【           】二詞，但恐不可盡

信。可信的詞大約在中唐前後出現。 

體

制 

1. 詞牌：又稱「詞調」，即填詞所依據的「曲調」，猶今之歌譜，並非題目。例.如夢令、西江月等。 

   故有些作者會在詞牌之外，另立題目，點出詞旨，說明內容。例.念奴嬌-赤壁懷古  

2. 類別： 

 

 

 

 

3. 單位：詞的單位稱【       】。詞會在音樂停頓處分段，以包含兩段的詞來說，前段稱「上片」

或「上闋」； 後段稱「下片」或「下闋」。 

格

律 

1.詞和音樂有極密切的關係，從而產生比詩還更嚴謹的聲律，以及形式上的要求。 

  因此詞是我國韻文中限制最多的文體。 

2.由於詞的創作須受聲律的約束，故前人將作詞稱為【倚聲填詞】，或是【按譜填詞】。 

3.每一個詞牌均產生一個固定形式 

  （1）調有定句（限制句數）。    （2）句有定字（限制字數）。 

  （3）字有定聲（限制每字之平仄）（4）講究押韻（平仄韻皆可押，可以換韻。） 

  （5）限定對仗位置。（依詞牌決定是否對仗） 

風 

格 
以【         】（歐、柳、周、李）為正宗；【         】（蘇、辛、陸）為變格 

發

展 

晚唐

五代 

1. 可信的詞大約在中唐前後，唐末五代，詞家漸多。 

2. 後蜀趙崇祚編【           】，收溫庭筠、韋莊等晚唐及五代詞家十八人作品－我國第一

部詞集（豔情閨思為主） 

3. 南唐中主李璟、後主【      】，都是詞的大家。（以血淚寫出亡國的悲痛，擴大詞的境界。） 

4. 南唐馮延巳，為詞清新秀美，含蓄情深，開北宋一代風氣。 

北宋 

南宋 

婉約小詞 
承繼五代詞婉艷清麗的風格，體制以【      】為主，稱為【         】，以

晏殊、晏幾道、【         】為代表，詞作清新婉約。 

慢詞時期 
1.突破小詞格局，發展長調慢詞。 

2.【         】、【           】、秦觀為主要詞家。 

豪放派 

1.突破「詞為豔科」之約束，以詩為詞，表現自我的性情，開拓詞體新生命。 

2.詩人的詞。 

3.代表作家－北宋【         】、南宋【             】，並稱【      】、 

陸游等人。 

婉約格律 

1.注重音律，精鍊字句。 

2.抒情以婉約為宗。 

3.詞人的詞。 

4.代表作家－北宋【          】、南北宋之交-姜夔。 

小 令→【     】字內 

中 調→【            】字 

長 調→【     】字以上 



 ２ 

2.「詞」的代表作家 

作者 字號筆名 生平 學術成就 著作 

李煜 字重光 

南唐後主 

世稱李後主 

世人稱 

【        】、 

【        】 

在位十五年後，被俘

入宋，封違命侯，太

宗時，改封隴西郡

公，內心悲苦，終日

以淚洗面，居宋二年

餘卒 

擅書畫，以「金錯刀」體名世；

精音律，尤工詞。亡國前作品描

寫歡樂生活與男女愛情，承續花

間詞風；亡國後，多抒亡國之痛，

哀怨淒絕。王國維稱：「詞至李後

主，眼界始大」 

南唐二主詞 

 

浪淘沙 

虞美人 

柳永 原名三變，字耆

卿，改名永，因

排行，世稱柳七 

青年時期生沽放浪，

舉進士屢遭下黜，仁

宗始登進士第，官至

屯田員外郎，世稱柳

屯田，後因詞觸犯仁

宗去職。 

精曉音律，能自度新曲，變舊調

為，詞多男女戀情與羈旅行伇之

作，尤善鋪敘，以白描見長，語

言淺切自然，不避俚俗，創慢詞，

為宋詞開展體製與內容。 

「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 

樂章集 

 

雨霖鈴 

蘇軾 字【    】， 

號【         】 

二十二歲登進士第，

曾因烏臺詩案貶為黃

州團練副使，哲宗

時，奉召回，京後來

新黨得勢，屢遭貶

謫，最遠貶至惠州、

儋州，後遇赦北歸，

病死常州 

文章汪洋宏肆，長於說理，詩詞

書畫造詣高，與父洵弟轍並稱，

同列名唐宋八大家；詞屬【    】

風格 

東坡樂府 

 

念奴嬌 

水調歌頭 

李清照 號【         】 與夫婿趙明誠志趣相

投，能文詞又共同致

力金石書畫的蒐集整

理；靖康之亂後，流

寓南方，夫婿病逝

後，孑然一身，晚境

淒涼 

出身詩書世家，善詩，文尤工詞；

詞以南渡為界，前期多寫閨情相

思，詞風明快清麗；後期生活孤

苦，發傷時念舊與懷鄉悼亡之

情，詞風蒼涼沈鬱；善白描，意

象新奇，表達含蓄，被稱為【易

安體】 

【      】  

 

一翦梅 

辛棄疾 原字坦夫，後改

【     】，自號

【           】 

因堅持抗金，受主和

派排擠，歷任地方

官，甚至以將帥之才

閒居近二十載 

以氣節自負，以功業自許，詞題

材廣泛，以抗金國為主調，內容

善化用前人典故，與蘇軾並稱

【       】 

【       】

醜奴兒 

破陣子 

賀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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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者與課文深究 

（一） 李清照 

1. 楔子 

記憶中，曾在泛黃的書籤上讀到這些詞句：「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閒愁。此情

無計可消除，纔下眉頭，卻上心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

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

還寒時候，最難將息。」........讀到這些詞句，在泛黃的書籤上，書籤夾在一本宋朝的日記

裏，記一個少女甜蜜的婚姻與戀愛，記一個少婦的相思與牽掛，記一個女人的亡夫之痛，家國

之悲。  

當書籤飄落，我們的心湖都起了漣漪，當我們細讀她一首又一首的詞，或許，一些最真的，

最被壓抑的情感，將會佔上眉頭，也佔上我們防衛森嚴的心頭。 

2. 軼事-- 恩愛夫妻相唱和 

李清照十八歲時，與正在太學裡讀書的趙明誠成了親。後來，趙明誠在萊州、淄州等地做了

幾年地方官。  

在這時間裡，李清照的生活是非常美滿的，家裡吃穿不愁，夫妻倆的感情融洽，志趣愛好也

很相投。趙明誠酷愛收藏文物、字畫。李清照受丈夫影響，也十分熱衷於這件事。日積月累，

他們所收藏的東西越來越，以至家裡到處都是字晝、書籍和出土文物。他們對這些東西共同研

討，分頭整理，從中得到了許多樂趣。據說，他們常在飯後喝茶時，做這樣的遊戲：即一個人

說出古書上的一件事，另一個則要答出這件事記載在哪一部書的哪一卷、哪一頁、哪一行，說

對了就算勝利，可以先喝茶，說錯了就算失敗，就得後喝茶。 

此外，他們夫婦又都愛好詩詞，時常相互唱和。有一次，趙明誠離家在外，李清照很是想念，

就寫了一首《醉花陰》詞，寄給丈夫。趙明誠看罷，讚嘆不已，自愧不及妻子，但又不甘示弱。

於是，他閉門謝客，廢寢忘食地冥思苦想了三天三夜，竟一連作了十五首詞。他把這十五首詞

連同李清照的那首詞混放在一起，送給他的朋友看。友人細細品味後，說：「有三句寫得最為

絕妙。」趙明誠急忙追問：「是哪三句？」友人說：「是『莫道不消魂，簾捲西風，人比黃花

瘦』。」這正是李清照在《醉花陰》中所寫的三句。 

 

3. 文學風格與成就 

（1）詞作分期 

A 前期詞主要描寫傷春怨別和閨閣生活的題材，表現了女詞人多情善感的個性。 

B 後期詞則充滿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濃重傷情調，從而表達了她對故國、舊事的深情

眷戀。 

（2）詞作特點－【       】體 

A 以其女性身分和特殊經歷寫詞，塑造了前所未有的個性鮮明的女性形象，從而擴大了傳

統婉約詞的情感深度和思想內涵。 

B 善於從書面語言和日常口語裡提煉出生動曉暢的語言；善於運用白描和鋪敘手法，構成

渾然一體的境界。 

（3）詞家三李－【         】、【             】、【               】 

（4）代表作品 

前期 

減字木蘭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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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雲鬢斜簪，徒要教郎比並看。 

這是一首描述新婚少婦向夫婿撒嬌的圖像，烘托新婚的歡樂與甜蜜。 

 

後期 

武陵春．春曉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祗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此詞作於紹興五年（一一三五）避亂金華時。第一句截取「風住塵香」的場面表現春盡，

眼前的景色與詞人的厄運相似，美好的春色被惡風掃蕩無餘，幸福的生活被戰亂全部斷送。第

二句含蓄地表現了女詞人情緒的惡劣。三四句則是縱筆直抒胸臆，以極其精煉的語言高度概括

了自己悲苦的心情。景物依舊，人事全非，這是一切愁苦的緣由，因此以「事事休」來表現自

己的心理狀態。接著又以「欲語淚先流」這一外部形象來表現無法傾訴的內心痛楚。 

下闋宕開，寫泛舟春遊的打算，然後又轉到「愁」。「祗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將無形的愁化為有分量的形象，是傳誦千古的名句。全詞「欲」、「先」、「聞說」、「也擬」、

「祇恐」幾個虛字用得極好，將事物間的關係，詞人思想感情的轉折變化，十分準確而又傳神

地表現出來。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

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

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二） 辛棄疾 

1.  楔子 

  是「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辛棄疾。也是「沙場點秋

兵，馬作的盧發快，弓如霹靂弦驚。」的辛棄疾。  

  出生在山東，幼年的他親眼目睹北方人民在女真貴族統治下所過的艱困生活，因而立下了

收復中原的壯志，這個理想，使他努力成為傑出的軍事家及政治家，成為我們所知道的抗金愛

國詞人。 

  然而，後來我們讀到「甚當年，寂寞賈長沙，傷時哭。」、讀到「憑誰問，廉頗老矣，尚

能飯否？」、讀到「醉裏，挑燈看劍。」讀到被冷落的熱情，更讀到理想的碎裂。 

  率真的辛棄疾，豪放之時豪放，感傷之時感傷，寫恬靜、清新的田園風光，又完全迷人，

令人心折。陰雨霏霏的南宋，他被迫自崢嶸叱吒的沙場隱沒在文學的後花園中，但他所栽種的

花草，卻是多麼美好............ 

 

2.  軼事 

  少年英雄－辛棄疾。他二十一歲那年，金海陵王完顏亮大舉南侵，企圖一舉消滅南宋。辛

棄疾就在家鄉組織了一支二千多人的隊伍。投奔到耿京領導的有二十多萬人的抗金義軍中。辛

棄疾任「掌書記」的官職，管理印信、文書。完顏亮南侵失敗後，辛棄疾勸耿京和南宋聯絡，

以便軍事上配合行動，更好地打擊金軍。於是耿京就派辛棄疾到南京見宋高宗。宋高宗聽說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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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這麼一支軍隊，很高興。他給辛棄疾封了官，叫辛棄疾回去告訴耿京，把隊伍帶回南京來。

辛棄疾從南京北歸的途中，聽說叛徒張安國殺害耿京，劫持義軍投降了金軍。辛棄疾就帶領五

十多人，直奔金營。看到張安國正在和金軍主將喝酒，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把張安國捆綁

上馬，叛徒張安國受到了懲罰，被斬首示眾。當時，辛棄疾才二十三歲。辛棄疾的英勇行動，

不僅打擊了敵人的氣焰，而且鼓舞了人民的抗金信心。 

 

3.   代表作品 

青玉案  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 

更吹落、星如雨。寶馬雕車香滿路。 

鳳簫聲動，玉壼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黃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眾裏尋他千百度。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三）如夢令 

※詩詞中的紅綠輝映 

 對比：是兩項具極大差異的事物並列，如運用得法，不僅顯示其美，且因其對照映

襯，將美點更加凸顯。 

 「萬綠叢中一點紅」紅綠就是古人在綠葉紅花裡發現有對比性的色彩美規律。 

 白居易〈憶江南〉：「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藍，能不憶江南？」 

 杜牧〈江南春〉：「千里鶯啼綠映紅」 

 蔣捷〈一翦梅〉：「紅了櫻桃，綠了芭蕉。」 

1.課文提要： 

（1）文體：【              】詞（小令） 

（2）韻腳：【                                  】，押【     】韻，平仄通押。 

（2）主旨：抒發作者【                        】之情。 

（3）手法：運用【               】方式，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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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詞句間（                           ）（                          ）

（                                   ），烘托作者自己【惜春】的心情。 

此外，作者運用【            】手法，把昨夜與今晨的生活壓縮在瞬息之內，加以集

中描敘，使之起伏多變，委婉含蓄。 

（4）結構： 

先用【                                                    】作背景； 

再以【                 】表現青春易逝的傷懷。 

侍女與主人的問答，一是「海棠依舊」，一是「綠肥紅瘦」，侍女的【                   】，

對應主人的【                          】，韻致感人。 

（5）特色：詞語清新自然，渾然天成。 

2.修辭大觀園： 

（1）對偶(句中對)：雨疏風驟。綠肥紅瘦。 

（2）類疊：知否知否？ 

（3）設問：知否知否？ 

（4）借代：「綠」肥「紅」瘦 

3.翻譯： 

  昨天夜裡下著疏疏落落的雨，颳著迅疾的風，深深的睡夢也沒有 

   辦法消除殘餘的酒意。 

  我輕聲地探問正在捲簾子的侍女，她卻說「海棠花還不是跟昨天一樣，依舊豔麗著。」 

  妳哪裡知道？哪裡知道？應該是海棠葉還正綠意盎然，而海棠花卻已稀零凋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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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江月 

1.課文提要： 

（1）文體：【              】詞（            ） 

（2）韻腳：【                                  】，押【     】韻，平仄通押 

（3）主旨：抒發作者【在黃沙嶺鄉村中步行】的【見聞與感受】。 

（4）手法：純用【               】手法，從【         】、【          】和 

【              】來描寫【              】的生活氣息，烘托了【            】

的愉悅心情。 

○1 上片採用【                       】的形式來寫：起先是「別枝」的鵲聲，其次

是「清風」中的蟬聲，最後是稻田裡的蛙鳴。 

偏重【         】的描述，以各種聲音【             】出鄉村夜晚的寧靜。 

○2 下片則採取【                       】的形式寫夜行時的景象：先是天外的流星，

其次是山前的雨點，最後是社林邊溪橋的茅店。 

偏重【              】摹寫，點出【             】所見情景。 

（5）結構：從夜行的【             】，寫到【沿途】的【          】、【         】、 

【          】、【            】，最後的【              】、【             】、

【          】。 

以【            】為順序當主軸，配合眼所看，耳所聽，鼻所嗅，及末兩句夜行到天

將亮，茆店的出現，頓時飢餓、疲累全消的喜悅。 

（6）特色：純用白描手法、語言平易、意象常見，信手拈來，如清水流泉，輕快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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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辭大觀園： 

（1）對偶：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 

（2）倒裝：聽取蛙聲一片--【                                       】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 

--【                                                                     】 

      舊時茆店社林間，路轉溪橋忽見。 

--【                                                                     】 

翻譯：明亮的月光照在斜出的樹枝上，驚起了枝上的鵲鳥，唧唧的蟬鳴隨著半夜清爽的

涼風飄送過來。在一片稻花的香氣裡，可以聽到悅耳的蛙鳴，他們好像在談論著豐收的

喜悅。 

天邊零零散散地掛著七八顆星星，山前疏疏落落地飄著兩三點雨。在山路轉過溪橋的地

方，忽然看見往日土地廟周圍樹林邊的客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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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平梗概－傷心詞帝李後主 

「做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清朝文人袁枚引《南唐雜詠》這麼形容南唐末代

君王李後主。的確，明明是個絕代的才子，可憐偏偏生在帝王家，老天捉弄，擺錯了位子，結

果成了亡國之君。 

 

2. 軼事 

歷史記載李煜在十八歲時，與昭惠后周娥皇成婚，昭惠后又名大周后，是司徒周宗的長女，

十九歲被選入宮，她嫻靜聰慧，精通書史，長於歌舞，尤其工於琵琶。她於偶然中得到「霓裳

羽衣曲」殘譜，竟然能用琵琶彈出全曲，使得這支幾乎失傳的曲子，能夠死而復生，讓她的皇

帝公公李璟稱奇，並嘆其靈巧，特賜給她「燒槽琵琶」，而這也是李璟最鐘愛的寶物。 

    娥皇貌美情深，立后以後，獨寵專房，由於精通音律，使得她與李後主富麗豪華的宮廷生

活，更添了不少香艷多情的詞篇，周后主掌後宮，終日美飾容貌，她自創高髻纖裳和首翹鬢朵

妝，宮中女子紛紛仿效。她常常雪夜歡宴，酒酣耳熱，粉臉紅暈，風情萬種的舉杯相邀，請後

主起舞，後主也無一不應允。 

    李煜迷戀娥皇，沉溺於詩詞、書畫、音樂，以致政事盡廢。監察御史張憲，感於國勢日危，

上章切諫。後主賜給他帛三十匹，以鼓勵張憲的忠直敢言，但他沉湎於大周后的美色音樂，依

舊不變。李後主與大周后美滿的婚姻生活，只維持了十年，終因周娥皇臥病不起而結束。大周

后臥病期間，後主朝夕探視，陪侍床前，飲食藥物親自喂送。周后病情惡化，臨終前，悲切淒

楚的對後主說：「婢子多幸，托質君門，竊冒華寵十載矣。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

子殤身歿，無以報德。」說著，取過中主所賜琵琶，向後主告別，後主泣不成聲，哀慟逾恆。

大周后逝世之時，年僅二十九歲。 

    大周皇后去世，其妹周女英繼立，世稱小周后。小周后也是一位天姿國色、風姿佳妙又能

歌善舞的美女，在姐姐大周后生病期間，就經常與後主幽會。 

    三年後，也就是宋太祖開寶元年（西元九六八年），周女英正式成了南唐的皇后。古時傳

說帝舜娶娥皇、女英兩姐妹，情深而意厚。巧合的是，李煜的前後兩任皇后，亦名為娥皇與女

英。雖為異代，但其情投意合與浪漫旖旎，比之帝舜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惜好景不長，終日詩酒風流的李煜，不知王朝危如累卵。文學史上，他是一位出色又偉

大的詞人，是天才的藝術家，可是這位天才卻對政治一無所知。開寶七年，宋太祖趙匡胤派曹

彬等率十萬大軍進討南唐，第二年，攻陷金陵，後主帶領眾大臣，肉袒出降。開寶九年正月，

後主與官屬數十人隨曹彬北上，解送至汴京。從此，一代國主，作了他人階下囚。到了開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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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著白衣紗帽，與官眷在明德樓下待罪，太祖封小周皇后為「鄭國夫人」，封李煜為「違命

侯」。宋太宗即位後，才為他除去這侮辱性的封號，加封為「隴西郡公」。 

    太平興國三年（西元九七八年）七夕，是後主的生日，他唱寫〈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宋太宗聽到這首詞作之後，非常生氣，以其中「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加罪於後主，指 

他有緬懷故國的反叛之心，便賜後主「牽機藥」毒酒。詞中之帝李煜，死時正值四十二歲的壯

年。 

哀傷不已的小周后，痛不欲生，不久即上吊自盡，追隨李煜含怨而去。她也和姐姐大周后一 

樣，與後主只有十載的快樂婚姻，並且也都只活到二十九歲。   

 

3. 文學風格與成就 

(1) 詞作分期 

A 前期詞多寫宮廷豪華奢侈以及風花雪月的享樂生活，風格柔靡。（帶有花間派的色彩） 

B 後期詞為被軟禁時的反映亡國之痛，題材擴大，意境深遠，感情真摯，語言清新，極富

藝術感染力。 

C 作品集：後人將他與李璟的作品合輯為《南唐二主詞》。 

(2) 李後主詞評 

A 沈謙曰：「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徐執詞苑叢談引） 

B 又曰：「後中疏於治國，在詞中猶不失為南面王。」－（沈雄古今詞話引） 

C 王國維曰：「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變伶工之詞，而為士大夫之詞。」 

D 又云：「詞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是後主為君

所短處，亦即為詞人所長處。」 

E 又云：「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紅樓

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一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F 又云：「尼采謂一切文學，余愛以血書者，後主之詞，真所謂以血書者也。」 

 

(3)  南朝的時候－致李煜  蔣勳 

南朝的時候   我打此經過  寫了幾首詩  和女子調笑   他們戲稱我為 帝王 

歷史要數說我  亡國的罪愆 但是  我的罪   何止亡國? 

我來  是看繁華幻滅  看你  是否美麗   一如往昔 

當北方軍隊   到了城下  每一名女子   都掩袖哭泣 

我換了白色素服  敵人說  時間倉促  我一直走到   祖宗的墳前  匆匆一叩首  匆匆   

向北而去 

這次   我來尋找   燒剩的詩稿  灰燼中   可以辨認的  只有一個字  記起那次  轉世 

便又淚如泉湧了 

 

(4)  代表作品 

前期       玉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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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妝初了明肌雪，春殿嬪娥魚貫列。鳳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 

臨風誰更飄香屑，醉拍闌干情味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   

這是描寫江南時的歌舞盛況。開首一句，寫出晚妝後的一群宮娥，爭奇鬥艷，透出了雪白

的肌膚，很整齊排列在春殿裏。「明」字本係形容詞，這裏用作動詞，顯出了肌膚品瓊的光彩。

王荊公詩：『春風又綠江南岸』，這一個「綠」字，是經過千錘百鍊才用上的，也是變形容為

動詞的一種手法。「吹」字挺生動，詞譜作「聲」，減少了一種動作，不如「吹」字傳神。霓

裳羽衣，是盛唐時有名的大曲，安史亂後，早已失傳大周后覓得殘譜，加以整理，故曰「重按」。

後主宮中，設有主香宮女，例行的一工作，一是焚香，一是飄香。他們在物質上的享受，一僅

滿足視覺、聽覺、還要注意到嗅覺。他們生活得藝術，也真懂得什麼叫藝術，無怪乎他們的作

品，也隨著生活而藝術化了。歸時……兩句，一片空靈，意境特為超放，想見馬啼得得，踏月

自歸，風流瀟灑的神態。花間詞派，題材限於宮閨之內，不免侷促；後主則能 於宮閨之外，另

闢意境。利用手邊的有限題材。去創造無限的天地，顯示出天然渾成藝術手腕，其可貴在此，

其能於花間集外自樹宗風亦在此。 

 

後期        清平樂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 

雁來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 

翻譯：自從別離金陵以來，不覺又到春深的季節了，映入眼簾的景物，無一不令我憂愁傷

心，柔腸寸斷。站在庭階下，周遭的梅花正紛紛飄落，恰似飛揚的白雪，我試把沾在身上的梅

花拂去，轉眼之間，襟前肩上又落了個滿。 

鴻雁自遠方飛來，卻沒有帶來半點音信；故國路途迢遠，只怕連做夢也難得回去了！離愁

別恨恰似那春天的芳草，那怕你再往前走得再遠，它都緊緊隨著你。連綿不斷。 

 

相見歡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 

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有一般滋味在心頭。 

詞名《相見歡》詠的卻是離別愁。起句「無言獨上西樓」，攝盡淒惋之神。「無言」者，

並非無語可訴，而是無人共語。由作者「無言」、「獨上」的滯重步履和凝重神情，可見其孤

獨之甚、哀愁之甚。本來，作者深諳「獨自莫憑欄」之理，因為欄外景色往往會觸動心中愁思，

而今他卻甘冒其「險」，又可見他對故國（或故人）懷念之甚、眷戀之甚。「月如鉤」，是作

者西樓憑欄之所見。一彎殘月映照著作者的孑然一身，也映照著他視線難及的「三千里地山河」

（《破陣子》），引起他多少遐想、多少回憶？而俯視樓下，但見深院為蕭颯秋色所籠罩。「寂

寞梧桐深院鎖清秋」，這裡，「寂寞」者究竟是梧桐還是作者，已無法、也無須分辨，因為情

與景已妙合無垠。過片後「剪不斷」三句，以麻絲喻離愁，將抽像的情感加以具象化，歷來為

人們所稱道，但更見作者獨詣的還是結句：「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詩詞家借助鮮明生動的

藝術形像來表現離愁時，或寫愁之深，如李白《遠離別》：「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愁

古」； 或寫愁之長， 如李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或寫戀之重，如李

清照《武陵春》：「只恐雙溪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或寫愁之多，如秦觀《千秋歲》：「春

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李煜此句則寫出愁之味：其味在酸鹹之外，但卻根植於作者的內心

深處，無法驅散，歷久彌鮮；舌品不得，心感方知。因此也就不用訴諸人們的視覺，而直接訴

諸人們的心靈，讀後使人自然地結合自身的體驗而產生同感。這種寫法無疑有其深至之處。 

http://us.my95.net/b5/book/net/ci/c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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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註釋】 

了：了結，完結。  砌：台階。雕闌玉砌：指遠在金陵的南唐故宮。  應猶：一作「依然」。  朱

顏改：指所懷念的人已衰老。  君：作者自稱。  能：或作「都」、「那」、「還」、「卻」。 

 

【品評】 

此詞大約作於李煜歸宋後的第三年。詞中流露了不加掩飾的故國之思，據說是促使宋太宗 

下令毒死李煜的原因之一。那麼，它等於是李煜的絕命詞了。全詞以問起，以答結；由問天、 

問人而到自問，通過淒楚中不無激越的音調和曲折迴旋、流走自如的藝術結構，使作者沛然莫 

御的愁思貫穿始終，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應。誠然，李煜的故國之思也許並不值得同情，他 

所眷念的往事離不開「雕欄玉砌」的帝王生活和朝暮私情的宮闈秘事。但這首膾炙人口的名作， 

在藝術上確有獨到之處：「春花秋月」人多以美好，作者卻殷切企盼它早日「了」卻；小樓「東 

風」帶來春天的信息，卻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歎，因為它們都勾發了作者物是人非 

的棖觸，跌襯出他的囚居異邦之愁，用以描寫由珠圍翠繞，烹金饌玉的江南國主一變而為長歌 

當哭的階下囚的作者的心境，是真切而又深刻的。結句「一江春水向東流」，是以水喻愁的名 

句，含蓄地顯示出愁思的長流不斷，無窮無盡。同它相比，劉禹錫的《竹枝調》「水流無限似 

儂愁」，稍嫌直率，而秦觀《江城子》「便作春江都是淚，流不盡，許多愁」，則又說得過盡， 

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可以說，李煜此詞所以能引起廣泛的共鳴，在很大程度上，正有賴於 

結句以富有感染力和向征性的比喻，將愁思寫得既形象化，又抽像化：作者並沒有明確寫出其 

愁思的真實內涵——懷念昔日紙醉金迷的享樂生活，而僅僅展示了它的外部形態——「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這樣人們就很容易從中取得某種心靈上的呼應，並借用它來抒發自已類似的情 

感。因為人們的愁思雖然內涵各異，卻都可以具有「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那樣的外部形態。 

由於「形象往往大於思想」，李煜此詞便能在廣泛的範圍內產生共鳴而得以千古傳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