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課 詞 選 
(一) 虞美人    李  煜 

(二) 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辛棄疾 

  

 

 

 

 

 

一、課文提要 

(一) 虞美人 

1. 文體：抒情詞（小令）。 

2. 文章出處：南唐二主詞。 

3. 內容大要：李後主降宋後對故國的懷念和感傷。 

4. 作法分析： 

(1) 上片以「春花秋月」的美好光景對比「往事、故國」的人事變化無常，來抒發「物是人非」

的感慨。下片以「景物依舊」對比「人事全非」，來抒寫失去故國的深愁巨痛！ 

(2) 全詞以「問」起句，以「答」作結—由「問天」、「問人」到「自問」，末句以「恰似一江

春水向東流」作答，總收全詞，加倍凸顯「愁」字，也呈現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界。 

(二) 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1. 文體：抒情詞（小令）。 

2. 文章出處：稼軒長短句。 

3. 內容大要：藉稱揚孫權的英雄氣概，委婉地譴責南宋朝廷的妥協苟安，也表現出詞人抗金復國

的愛國情懷。 

4. 作法分析： 

   上片寫登樓遠望的感慨，表達了對中原失地的關懷。下片思古抒懷，藉稱揚孫權的英雄氣

概，反襯出當朝文武官員的庸碌無能。全詞雄渾悲壯，意境高遠。 

二、課文結構表 
 

(一) 虞美人 

 上片—物是人非—「春花秋月」—美好光景 

           「往事」、「故國」—人事變化無常 

 下片—故國不再—「雕闌玉砌」—宮廷樓臺的不變（昔日的繁華） 

           「朱顏改」—人事轉變（今日的淒涼） 

 

(二) 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上片—寫景—滿眼風光北固樓。 

         不盡長江滾滾流。 

     抒情—何處望神州？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 

 下片—敘事—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 

     議論—天下英雄誰敵手？曹 劉。 

         生子當如孫仲謀。 
 
 

「問君能有幾

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東流」

（深愁巨痛似

無盡的江水）。 



  
 

三、課文語譯 

(一) 虞美人 

  春來花開，秋來月明，美好的光景何時終

了？有多少往事再度湧上心頭呢？昨夜春風又

吹進我住的小樓。在明亮的月光下，不忍心去

回憶故國啊！ 

  故國華麗的宮殿，應該還在吧，只是我紅

潤的容顏已經憔悴衰老。試問心中有多少哀

愁？正像滿江春水不斷地向東奔流。 

(二) 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才能望見神州大地呢？我站在北固樓

上所眺望的盡是神州故土。千百年來，在這片

土地上曾發生過多少王朝的興亡呢？往事連綿

悠悠不盡，就像那無窮無盡的長江水依舊滾滾

向東流。 

  想當年那三國時代的孫權，青春年少時就

統率眾多軍隊，身經百戰，稱霸江南。天下英

雄有誰是他的對手？只有曹操和劉備。連一代

梟雄曹操都讚嘆：「生兒子就要生個像孫權這樣

有為的人才！」 

四、句意解說 

(一) 虞美人 

1. 春花秋月何時了。 

→ 外在美景反襯作者內心的愁苦。 

2.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 真切表達懷念故國的悲痛之情。 

3.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 承「不堪回首」而來，想像故國宮殿仍在，

然人事已非，引發深切感慨。 

4. 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 以水喻愁—以春水的長流不止，喻愁思

不絕，使抽象的情感更具象化且深切。 

(二) 南鄉子 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1.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 

→ 弦外之音是中原已非我所有，予人風景不

殊、山河改易之嘆。 

2. 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 寫出詞人胸中翻滾不盡的愁思和慨嘆。意 
 

 近蘇軾 念奴嬌 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風流人物。」 

3.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 

→ 稱頌孫權的年少有為、雄才大略、膽識過

人。 

4.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 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 藉憑弔千古英雄之名，慨嘆當今南宋缺乏

大智大勇之人執掌政權，也傳達了南宋臣

民要求奮發圖強的時代呼聲。 

五、修辭說明 

(一) 借代 

1. 雕闌玉砌。 

2. 朱顏。 

3. 兜鍪。 

(二) 設問（提問） 

1.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疑問） 

2.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提問） 

3. 天下英雄誰敵手？曹 劉。（提問） 

(三) 引用 

1. 不盡長江滾滾流。 

2. 生子當如孫仲謀。 

六、形音義辨析 

闋（ㄑㄩㄝˋ ） □量 計算歌曲或詞的單位。如：

一闋詞。 

闕（ㄑㄩㄝˋ ） □名 泛指帝王居住的地方。如：

宮闕。 

闕（ㄑㄩㄝ） □名過失。如：拾遺補闕。 

 □形脫漏的，同「缺」。如：闕文。 

了（ㄌㄧㄠˇ） □動明白、懂得。如：了然於胸。 

 □動完畢、結束。如：心願未了、

冤冤相報何時了。 

 □副完全。與否定語「不」、「無」

等連用。如：了無懼色。 

 □形聰明、慧黠。如：小時了了。 

了（˙ㄌㄜ） □助 置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結

束。如：他們走了。 

  



  
 

堪（ㄎㄢ） □動勝任、承受。如：不堪一擊。 

 □副可以、能夠。如：苦不堪言。 

戡（ㄎㄢ） □動克、平定。如：戡亂。 

勘（ㄎㄢ） □動校正、核對。如：勘誤。 

 □動 察看、考核。如：探勘、勘

測。 

斟（ㄓㄣ） □動注入、添加。如：斟酒。 

 □動審度、考量。如：斟酌。 

湛（ㄓㄢˋ ） □形深厚。如：精湛。 

砌（ㄑㄧˋ ） □名臺階。如：雕闌玉砌。 

 □動堆疊。如：堆砌、砌牆。 

沏（ㄑㄧ） □動用熱水沖泡。如：沏茶。 

悠（ㄧㄡ） —悠悠： ○1  閒適的樣子。如：

白雲悠悠。 

  ○2  憂思的樣子。如：

悠悠我心。 

  ○3  遙遠、長久。如：

悠悠蒼天。 

  ○4  眾多。如：杜悠悠

之口。 

  ○5  行走的樣子。如：

悠悠南行。 

 □形 長久、長遠。如：悠久、悠

遠。 

 □形閒靜、恬適。如：自在悠閒。 

幽（ㄧㄡ） □形僻靜的。如：幽靜。 

 □形昏暗不明的。如：幽暗。 

攸（ㄧㄡ） □助 置於動詞前，表示聯繫作

用。相當於「所」。如：生死

攸關。 

鍪（ㄇㄡˊ ） □名 古代士兵所戴的頭盔。如：

兜鍪。 

騖（ㄨˋ ） □動放縱地追求。如：好高騖遠。 

鶩（ㄨˋ ） □名野鴨。如：趨之若鶩。  

七、成語加油站 

(一) 與「憂國傷時」有關的成語 

1. 觸景生情：看見眼前景象而引發內心種種

情緒。亦作「觸景生懷」。 

2. 憂心忡忡：憂愁不安的樣子。 

3. 滄海桑田：大海變為陸地，陸地淪為大海。

比喻世事無常，變化很快。 

4. 國破家亡：國家殘破，家人離散。 

5. 人事全非：人及事物全都改變，已經不是

原來的面貌。 

6. 新亭對泣：本指東晉南渡名士王導等，於

新亭飲宴，舉目望見山河，而感慨國土淪

亡，相與對泣之事。後比喻懷念故國或感

時憂國的悲憤心情。 

7. 傷時感事：對時事世局有所感傷。 

8. 浮雲蔽日：浮雲蒙蔽白日。比喻奸邪蒙蔽

君主，忠良之士不得申其才。 

(二) 出自「三國人物」的成語 

1. 一臂之力：一隻胳臂的力量。比喻從旁給

予的援助。（語出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 

2. 三顧茅廬：漢末劉備往訪諸葛亮，凡三次，

才得見。後用以比喻敬賢之禮或誠心邀請。

亦作「三顧草廬」。（語出三國志 諸葛亮傳） 

3. 初出茅廬：東漢末年，諸葛亮隱居南陽，

劉備三顧茅廬，竭誠聘請諸葛亮協助其興

復漢室。後比喻初入社會，缺乏歷練。（語

出三國演義第三十九回） 

4. 鞠躬盡瘁：不辭辛勞，盡力於國事。盡瘁，

竭盡辛勞。（語出諸葛亮 後出師表） 

5. 八斗之才：原是對魏文帝之弟曹植的讚譽，

後用來稱譽人的才學很高。 

6. 伯仲之間：才能相當，不相上下。（語出曹

丕 典論論文） 

7. 割席分坐：三國 魏 管寧發覺他的朋友華歆

貪鄙，便分開坐席與他絕交。後用以比喻

和朋友絕交。亦作「割席絕交」。（語出世

說新語 德行篇） 

8. 望梅止渴：曹操騙士兵前有梅林，梅子又

酸又甜，誘使士兵流出口水以解渴的故

事。後比喻以空想來安慰自己。 

9. 樂不思蜀：蜀漢亡後，後主劉禪被送往洛

陽，劉禪樂在其中。比喻樂而忘返或樂而

忘本。（語出三國志 後主禪傳） 

10. 刮目相看：用新的眼光來看待。（語出三國

志 呂蒙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