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中
國
文
︵
五
︶

20 

課
前
暖
身─

詞
的
簡
介

年  

代

產
生
於
唐
代
，
盛
行
於
宋
代
。

別  

稱

1.
詩
餘
：
詞
由
詩
演
化
而
來
，
故
又
稱
﹁
詩
餘
﹂
。

2.
曲
子
詞
：
先
有
曲
調
後
按
調
填
詞
，
又
稱
﹁
曲
子
詞
﹂
。

3.
長
短
句
：
詞
的
形
式
、
句
法
長
短
不
一
，
故
又
稱
﹁
長
短
句
﹂
。

4. 

樂
府
：
詞
乃
入
樂
之
歌
辭
，
可
歌
唱
，
故
又
稱
﹁
樂
府
﹂
。

體  

製

1.
詞
牌
：
詞
有
詞
調
，
不
同
的
調
都
有
特
定
的
名
稱
，
稱
為
詞
牌
。
詞
人
按

照
詞
牌
填
詞
，
內
容
和
詞
牌
名
稱
大
多
無
關
。

2.
格
律
：
依
各
詞
牌
的
規
定
，
有
一
定
的
句
數
、
字
數
、
平
仄
、
用
韻
等
。

3. 

段
落
：
詞
一
首
稱
﹁
一
闋
﹂
，
可
以
分
段
。
以
包
含
兩
段
的
詞
來
說
，
前

段
稱
為
上
闋
︵
或
上
片
︶
，
後
段
稱
為
下
闋
︵
或
下
片
︶
。

4. 

類
別
：
依
字
數
可
分
為
小
令
︵
五
十
八
字
以
內
︶
、
中
調
︵
五
十
九
至

九
十
字
︶
、
長
調
︵
九
十
一
字
以
上
︶
。

地  

位

是
宋
代
文
學
的
代
表
，
與
漢
賦
、
唐
詩
、
元
曲
並
稱
為
中
國
四
大
韻
文
。

學
習
重
點

一
、
認
識
詞
的
體
製
與
特
色
，
領
略
宋
詞
聲
情
之
美
。

二
、
學
習
如
何
透
過
文
字
抒
發
自
身
愁
緒
。

三
、
領
會
作
品
所
體
現
人
生
際
遇
與
情
感
。

國
中
國
文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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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選

本
詞
選
自
漱
玉
詞
。
武
陵
春
，
詞
牌
名
。
這
首
詞
為
作
者
約
略
五
十
三
歲
時
，
因
躲
避
戰
亂
而
寄
居
南
方
金
華

（
今
浙
江 

金
華
）
時
所
作
。
暮
春
三
月
之
時
，
李
清
照
看
著
眼
前
的
落
花
之
景
，
有
感
於
自
身
坎
坷
的
遭
遇
，
遂
引

發
無
止
盡
的
愁
緒
。

請
找
出
本
課
兩
闋
詞
裡
押
韻
的
字
。

答
：

李
清
照
，
號
易
安
居
士
，
宋 

濟
南
（
今
山
東 
濟
南
）
人
。
生
於
北
宋 

神
宗 

元
豐

七
年
（
西
元
一○

八
四
年
）
，
約
卒
於
南
宋 

高
宗 

紹
興
二
十
五
年
（
西
元
一
一
五
五

年
）
，
年
約
七
十
二
。
為
宋
代
著
名
女
詞
人
，
與
夫
婿
趙
明
誠
伉
儷
情
深
，
時
相
唱
和
，

早
期
生
活
安
定
優
裕
，
故
詞
風
清
新
婉
約
。
北
宋
滅
亡
後
，
夫
婦
流
落
南
方
，
不
久
趙

明
誠
不
幸
病
逝
，
李
清
照
晚
年
生
活
孤
苦
無
依
，
詞
風
遂
轉
為
蒼
涼
沉
鬱
，
多
寫
國
破

家
亡
之
痛
。
著
有
漱
玉
詞
。

預
習

題
解

作
者

㈠ 

武
陵
春

李
清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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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住
　
停
止
。

❷	

塵
香
　
塵
土
中
帶
著
落
花
的
香
氣
。

❸	

日
晚
　
指
太
陽
高
高
升
起
，
表
示
時
間

已
經
不
早
了
。

❹	

物
是
人
非
　
景
物
依
舊
，
人
事
全
非
。

❺	

擬
　
打
算
、
想
要
。

❻	

舴
艋
舟
　
小
船
。
舴
艋
，
音

舴

艋
。	

課
文
與
注
釋

　
　
風
住
塵
香

❷
花
已
盡
，
日
晚

❸
倦
梳
頭
。
物
是

人
非

❹
事
事
休
，
欲
語
淚
先
流
。
　
　
聞
說
雙
溪

春
尚
好
，
也
擬

❺
泛
輕
舟
。
只
恐
雙
溪
舴
艋
舟

❻
，

載
不
動
許
多
愁
。

❶

舴艋舟

雙溪，在今浙江 金華，因東
港、南港二溪合流而得名。

武

金

義
烏江

華
江

義
江

雙溪 （
港
東
）

（
南
港
）

金華市

上海市

杭州市

金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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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闋
詞
藉
暮
春
之
景
，
透
過
淺
顯
自
然
的
語
言
，
把
深
濃
化
不
開
的
愁
緒
寫
得
具
體
生
動
，
讀
來
情
感

真
摯
動
人
。
本
詞
八
句
，
可
分
為
上
、
下
二
片
。
上
片
︵
第
一
至
四
句
︶
首
句
描
寫
暮
春
時
節
淒
清
的
景
象
。

風
停
止
了
，
徒
留
落
花
滿
地
，
塵
土
也
混
染
著
花
的
香
氣
。
第
二
句
反
觀
自
己
，
日
上
三
竿
仍
無
心
梳
洗
打

扮
自
己
，
寫
出
喪
夫
後
的
落
寞
寡
歡
。
第
三
句
因
睹
物
思
人
，
悲
從
中
來
，
讓
人
提
不
起
勁
。
第
四
句
直
寫

情
緒
的
傷
痛
，
心
中
愁
腸
百
結
還
未
說
出
口
，
就
先
淚
如
雨
下
，
點
明
一
切
悲
苦
。
下
片
︵
第
五
至
八
句
︶
前

兩
句
一
轉
上
片
的
憂
鬱
煩
悶
，
作
者
聽
說
雙
溪
春
色
還
很
美
好
，
因
此
想
要
去
乘
船
散
心
，
以
排
遣
淒
楚
愁

緒
。
然
而
，
「
只
恐
」
以
下
兩
句
念
頭
又
一
轉
，
以
舴
艋
舟
的
輕
且
小
，
與
愁
的
重
且
多
相
比
，
將
抽
象
的

愁
轉
化
為
具
體
的
重
量
，
烘
托
出
詞
人
內
心
的
痛
苦
與
哀
愁
。

本
文
有
以
下
二
點
值
得
學
習
及
欣
賞
：

一
、
結
構
起
承
轉
合
，
下
片
跌
宕宕
多
變

上
片
前
兩
句
寫
暮
春
殘
景
，
頭
猶
未
梳
的
懶
態
，
是
「
起
」
。
後
兩
句
接
著
寫
物
是
人
非
的
淒
楚
，
以
「
事

事
休
」
概
括
，
是
「
承
」
。
下
片
前
兩
句
轉
寫
春
日
的
美
好
，
起
興
前
往
雙
溪
遊
玩
，
是
「
轉
」
。
後
兩
句

以
擔
憂
舴
艋
舟
無
法
承
載
愁
緒
作
結
，
是
「
合
」
。
下
片
連
用
「
聞
說
」
、
「
也
擬
」
、
「
只
恐
」
，
作
為

轉
折
的
關
鍵
，
文
氣
跌
宕
起
伏
多
變
化
，
感
人
至
深
。

二
、
語
言
自
然
生
動
，
手
法
具
體
巧
妙

本
詞
主
要
描
寫
國
破
、
家
亡
、
夫
死
、
漂
泊
所
交
織
而
成
的
悲
痛
，
作
者
寫
來
蘊
藉
含
蓄
，
卻
表
現
出

深
濃
的
愁
緒
。
上
片
透
過
「
倦
梳
頭
」
、
「
淚
先
流
」
等
具
體
動
作
，
將
心
中
的
淒
楚
哀
傷
表
露
無
遺
。
下

片
運
用
轉
化
手
法
，
將
抽
象
的
愁
緒
化
作
輕
舟
無
法
承
載
的
重
量
。
以
巧
妙
且
富
有
創
意
的
手
法
，
引
人
入

勝
，
遂
為
膾
炙
人
口
的
名
句
。

課
文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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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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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詞
選
自
稼
軒
長
短
句
。
南
鄉
子
，
詞
牌
名
。
登
京
口
北
固
亭
有
懷
，
題
目
。
京
口
，

即
鎮
江
（
今
江
蘇 
鎮
江
）
，
歷
史
上
曾
是
英
雄
建
功
立
業
之
地
，
在
南
宋
末
年
成
了
與

金
人
對
壘
的
第
二
道
防
線
。
這
首
詞
寫
於
宋
寧
宗 

嘉
泰
四
年
（
西
元
一
二○

三
年
）
，

此
時
早
已
年
過
六
十
歲
的
辛
棄
疾
再
度
被
起
用
，
任
鎮
江
知
府
。
當
他
登
臨
京
口 

北
固

亭
時
，
舉
目
遠
望
，
思
古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
因
此
寫
下
此
首
登
高
懷
古
、
藉
古
諷
今
之

作
。

辛
棄
疾
，
字
幼
安
，
號
稼
軒
居
士
，
南
宋 
濟
南
（
今
山
東 

濟
南
）
人
。
生
於
高

宗 

紹
興
十
年
（
西
元
一
一
四○

年
）
，
卒
於
寧
宗 
開
禧
三
年
（
西
元
一
二○

七
年
）
，

年
六
十
八
。
為
南
宋
著
名
愛
國
詞
人
，
早
年
曾
參
加
抗
金
義
軍
，
後
來
率
師
回
歸
南
宋

朝
廷
，
曾
多
次
上
書
陳
述
抗
金
復
國
方
略
，
惜
未
被
採
納
。
其
詞
題
材
廣
泛
，
主
要
為

抗
金
復
國
，
詞
風
以
豪
放
見
長
，
開
拓
宋
詞
之
意
境
。
與
蘇
軾
並
稱
「
蘇 

辛
」
。
有
稼

軒
長
短
句
傳
世
。

題
解

作
者

㈡ 
南
鄉
子
登
京
口
北
固
亭
有
懷

辛
棄
疾

北固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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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處
望
神
州

❶
？
滿
眼
風
光
北
固
樓
。
千
古

興
亡
多
少
事
？
悠
悠

❷
，
不
盡
長
江
滾
滾
流
。 

　
　

年
少

❸
萬
兜
鍪

❹
，
坐
斷

❺
東
南
戰
未
休
。
天
下
英
雄

誰
敵
手

❻
？
曹
劉

❼
。
生
子
當
如
孫
仲
謀

❽
。

❶	

神
州
　
中
原
地
區
（
黃
河
中
下
游
一

帶
）
，
此
指
中
原
一
帶
被
金
人
占
領
的

地
區
。

❷	

悠
悠
　
長
遠
的
樣
子
。

❸	

年
少
　
指
孫
權
在
青
年
時
期
（
十
九

歲
）
，
即
繼
承
孫
策
為
吳
主
。

❹	

萬
兜
鍪
　
統
率
眾
多
的
軍
隊
。
兜
鍪
，

音

兜
鍪
，
古
代
士
兵
所
戴
的
頭

盔
。
此
指
士
兵
。

❺	

坐
斷
　
占
住
、
占
據
。

❻	

敵
手
　
能
力
足
以
相
抗
衡
的
對
手
。

❼	

曹
劉
　
指
曹
操
和
劉
備
。

❽	

生
子
當
如
孫
仲
謀
　
生
兒
子
，
要
生

出
像
孫
權
一
樣
出
色
、
有
本
事
。
典
出

三
國
志
中
裴
松
之
引
用
吳
曆
所
寫
的

注
，
為
曹
操
讚
賞
孫
權
之
語
：
「
生
子

當
如
孫
仲
謀
。
劉
景
昇
（
劉
表
）
兒
子

若
豚
犬
（
豬
狗
）
耳
。
」
孫
仲
謀
，
孫

權
，
字
仲
謀
。

課
文
與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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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闋
詞
結
合
寫
景
、
抒
情
和
議
論
，
又
巧
妙
化
用
前
人
文
句
入
詞
，
藉
古
諷
今
。
本
詞
八
句
，
分
為
上
、

下
二
片
。
上
片
︵
第
一
至
五
句
︶
登
高
抒
情
，
前
兩
句
作
者
站
在
長
江
之
濱
的
北
固
樓
上
，
遠
眺
金
兵
占
領
區
，

興
起
風
光
不
再
、
山
河
變
色
之
慨
嘆
。
後
三
句
縱
觀
千
古
興
亡
，
點
出
此
地
曾
有
過
的
不
朽
功
業
，
如
今
早

已
隨
著
滾
滾
東
流
的
江
水
一
去
不
返
。
下
片
︵
第
六
至
十
句
︶
思
古
幽
懷
，
前
二
句
引
用
史
實
點
出
孫
權
的
年

少
有
為
，
膽
識
非
凡
，
雄
據
東
南
，
建
立
不
朽
功
勛
，
更
具
有
說
服
力
。
後
三
句
稱
頌
孫
權
的
雄
才
大
略
與

過
人
膽
識
，
天
下
英
雄
只
有
曹
操
和
劉
備
堪
與
孫
權
爭
勝
。
南
宋
與
吳
國
一
樣
居
於
東
南
，
吳
國
當
年
有
向

北
征
戰
的
雄
心
壯
志
，
而
今
日
的
南
宋
，
卻
只
是
一
味
妥
協
苟
安
。
古
今
相
比
，
作
者
懷
古
反
諷
，
觸
景
生
情
，

不
勝
感
慨
。

本
文
有
以
下
二
點
值
得
學
習
及
欣
賞
：

一
、
結
構
緊
湊
，
層
次
分
明

作
者
緊
密
結
合
寫
景
、
抒
情
和
議
論
於
一
詞
中
，
先
寫
北
固
樓
登
高
之
景
，
點
出
登
樓
動
機
；
接
著
，

抒
發
「
千
古
興
亡
」
的
感
慨
；
進
而
再
以
孫
權
典
故
為
例
，
引
發
下
文
議
論
。
全
詞
又
以
三
問
三
答
相
互
呼
應
，

貫
通
一
氣
，
磅
礴
雄
壯
，
意
境
深
遠
。

二
、
用
典
高
超
，
藉
古
諷
今

詞
表
面
寫
景
，
實
質
運
用
典
故
、
化
用
前
人
文
句
入
詞
，
表
現
作
者
對
故
土
的
思
念
和
對
時
局
的
不
滿
。

「
不
盡
長
江
滾
滾
流
」
直
接
化
用
杜
甫
的
「
無
邊
落
木
蕭
蕭
下
，
不
盡
長
江
滾
滾
來
」
，
既
寫
眼
前
景
，
又

比
喻
時
間
的
流
逝
不
復
返
。
「
年
少
萬
兜
鍪
，
坐
斷
東
南
戰
未
休
」
寫
出
孫
權
年
紀
輕
輕
便
領
千
軍
萬
馬
，

雄
霸
江
東
，
諷
刺
南
宋
無
能
的
現
況
。
「
生
子
當
如
孫
仲
謀
」
此
句
雖
然
只
引
用
原
句
「
生
子
當
如
孫
仲
謀
，

劉
景
升
兒
子
若
豚
犬
耳
」
的
前
半
句
，
但
人
們
讀
後
卻
能
立
即
聯
想
到
後
半
句
的
諷
刺
之
語
，
引
用
技
巧
高

超
。 課

文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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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文
意
內
涵
探
究

武
陵
春
與
南
鄉
子
的
比
較
：

二
、
閱
古
讀
今

閱
讀
李
清
照
兩
首
如
夢
令
的
作
品
，
並
回
答
下
列
問
題
。

（
　
　
　
）
1.
關
於
第
一
首
如
夢
令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錯
誤
？

(A)
本
闋
詞
採
用
一
問
、
一
答
與
一
駁
的
方
式
層
層
推
進

(B)
以
寓
情
於
景
的
寫
作
手
法
，
抒
發
憐
花
惜
春
之
情  

(C)
「
試
問
捲
簾
人
」
此
句
問
話
的
人
是
李
清
照
的
侍
女
　
　

(D)
「
知
否
？
知
否
？
應
是
綠
肥
紅
瘦
。
」
作
者
發
出
惜
春
、
傷
春
之
感

應
用
與
討
論

所
寫
景
物
、
事
件

抒
發
的
感
懷

目
的

武
陵
春

上
片
：
︵
　
　
　
　
　
︶

下
片
：
乘
船
散
心 

上
片
：
︵
　
　
　
　
　
︶
的
悲
哀

下
片
：
更
顯
愁
之
深
重

藉
眼
前
︵
　
　
　
　
　
︶
抒
發
︵
　
　
　
　
　
︶

的
愁
思
。

南
鄉
子

上
片
：
登
高
望
遠

下
片
：
︵
　
　
　
　
　
︶

上
片
：
國
家
盛
衰
興
亡
之
感
慨

下
片
：
暗
諷
︵ﾠ

　
　
　
　
　
　
︶

作
者
藉
讚
揚
︵
　
　
　
　
　
︶
的
英
雄
氣
概
，

暗
諷
南
宋
苟
安
。

（一）

昨
夜
雨
疏
風
驟
，
濃
睡
不
消
殘
酒
。
試
問
捲
簾
人
，
卻
道
海
棠
依
舊
。
知
否
？
知
否
？
應
是
綠
肥

紅
瘦
。

   （二）

常
記
溪
亭
日
暮
，
沉
醉
不
知
歸
路
。
興
盡
晚
回
舟
，
誤
入
藕
花
深
處
。
爭
渡
，
爭
渡
，
驚
起
一
灘

鷗
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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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關
於
兩
首
如
夢
令
的
比
較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正
確
？

(A)
第
一
首
風
格
是
沉
鬱
詭
譎
，
第
二
首
則
是
清
麗
明
快

(B)
第
一
首
寫
傷
春
惜
花
之
情
，
第
二
首
記
夏
天
遊
賞
之
趣

(C)
兩
首
皆
是
寓
情
於
景
，
抒
發
相
同
的
際
遇
和
心
情

(D)
兩
首
皆
看
詞
牌
即
可
知
內
容
，
依
字
數
判
斷
為
中
調

三
、
討
論
題

李
清
照
以
﹁
只
恐
雙
溪
舴
艋
舟
，
載
不
動
許
多
愁
。
﹂
來
表
達
對
自
己
生
命
坎
坷
遭
遇
的
憂
慮
與
悲
傷
。

身
為
國
中
生
的
你
，
在
人
際
關
係
、
時
間
管
理
、
學
習
等
方
面
，
可
能
也
存
在
著
某
些
煩
惱
。
請
你
查
找
宋
詞
，

援
引
適
合
的
段
落
或
句
子
來
形
容
你
目
前
面
臨
的
煩
惱
，
並
與
同
學
說
明
內
容
後
，
討
論
找
到
的
這
些
詞
句

是
否
與
心
中
想
表
達
的
意
念
貼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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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選

詞
是
為
了
配
合
樂
曲
的
曲
調
而
填
寫
的
歌
詞
，
與
音
樂
的
關
係
密
不
可
分
。
而
當
今
的
流
行
音
樂
也
需

「
填
詞
」
，
以
下
是
關
於
著
名
作
詞
家
方
文
山
先
生
，
如
何
化
用
古
典
詩
詞
於
流
行
歌
詞
中
的
相
關
文
章
。

請
同
學
閱
讀
本
文
後
，
思
考
自
己
在
未
來
的
寫
作
中
，
可
以
如
何
化
用
古
典
詩
詞
。

　
　
　
　
歌
詞
裡
的
中
國
風
（
節
選
）
　
　
方
文
山

在
我
所
創
作
的
現
代
流
行
歌
詞
中
，
有
些
並
非
直
接
引
用
或
借
代
古
詩
詞
的
內
容
，
但
卻
可
以
找
到
相
關
語
意

的
詩
句
詞
意
轉
化
。
因
為
當
你
大
量
閱
讀
過
很
多
古
詩
詞
後
，
雖
然
你
不
見
得
每
首
都
倒
背
如
流
，
但
一
定
會
有
印

象
。
這
些
詩
句
詞
意
或
多
或
少
在
你
記
憶
庫
裡
留
存
著
，
當
你
要
創
作
時
有
些
概
念
會
被
激
發
，
思
路
會
被
引
導
。

我
的
東
風
破
歌
詞
，
便
化
用
了
李
清
照 
如
夢
令
中
那
句
﹁
應
是
綠
肥
紅
瘦
﹂
。
李
文
中
之
原
意
為
：
﹁
一
陣
驟
雨
過
後
，

枝
椏
上
的
葉
子
因
為
根
莖
吸
收
了
很
多
水
分
而
顯
得
更
加
鮮
嫩
翠
綠
，
那
原
本
鮮
紅
的
花
卻
因
為
大
雨
的
摧
打
反
而

更
形
枯
萎
。
﹂
而
我
將
這
句
詞
進
一
步
轉
化
為
：
﹁
喝
了
些
酒
過
後
，
雖
然
會
想
起
一
些
曾
經
溫
馨
的
畫
面
，
但
那

些
卻
也
是
回
憶
而
已
，
你
並
無
法
因
而
真
實
觸
摸
到
那
令
你
朝
思
暮
想
的
人
，
反
而
只
是
讓
你
越
思
念
越
形
消
瘦
、

越
加
憔
悴
罷
了
。
﹂

我
藉
由
閱
讀
吸
收
與
消
化
宋
詞
裡
的
詞
藻
詩
句
，
增
加
了
我
在
創
作
歌
詞
時
的
譬
喻
對
象
與
想
像
空
間
。
像
菊

花
臺
中
，
部
分
歌
詞
即
轉
化
李
清
照 

武
陵
春
的
﹁
只
恐
雙
溪
舴
艋
舟
，
載
不
動
許
多
愁
﹂
與
李
煜 

虞
美
人
中
﹁
問
君

能
有
幾
多
愁
，
恰
似
一
江
春
水
向
東
流
。
﹂
它
們
之
中
的
共
同
點
為
愁
與
江
水
的
聯
結
。

以
上
的
敘
述
可
能
證
明
了
一
個
很
八
股
的
理
論
：
想
寫
好
文
章
，
還
真
的
要
多
看
點
相
關
書
籍
才
能
引
經
據
典
、

旁
徵
博
引
囉
！

延
伸

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