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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綺里季是生活在秦末漢初的隱士，他品行高潔，是商山四皓之一，關於

他們的詩句現在有記載的有 300 多篇。杜牧、鄭板橋等人對他們也是仰慕有

加。 

边元鼎有很精彩的詩句，如“平钟号晓月，风絮乱春灯”，“晚照人帘如有

意，春风过水略无痕”，“五更好梦经年事，三月残花一夜风”等，确实是对仗

工穏，意境鲜明的好诗句。边元鼎在当时的诗人中成就較高。 

宋元以后之人所写有关葛玄的仙传，层累汇聚了很多时代和来源不同的

传说故事。就较早期的材料而言，其事迹一方面见于《神仙传·葛玄》，其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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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玄描述为一个师从左慈修习《九丹金液仙经》，常服饵术，长于治病，行符

敕鬼，善于神变，最终尸解的术士。在现存零星的六朝地志材料中，还有很

多江南地方传说，将葛玄描绘为一个炼丹成仙、白日飞升的仙人，很多地方

都传有其炼丹飞升之处。如此传说，姑且听之，千万不可盲目的相信！孟子

云:“尽信書则不如无书”。 

郭璞本人嗜酒好色，时或过度，桓彝造訪他時，看見他都在和婦人嬉戲。

友人干寶曾勸他曰:“此伐性之斧也。”郭璞不以為然說:“吾所受有分。恆恐用

之不盡。豈酒色之能害。”郭璞好酒好色，而不知改过，殊为可惜！ 

刘孝威《陇头水》也是以悲壮见长的。诗中连用干将莫邪、杀子制钩、傅

介子、陈汤、李广等故事，使这首诗言简意赅，既具体形象，又含蓄深邃，

悲壮气氛更加浓厚。这是此诗之所以富有催人愤发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可給人正面的鼓舞勉勵。 

張亢才藻雖不及二兄，獨解音樂、伎術，與張載、張協並稱“三張”。中

興初［公元三一七年左右］過江，拜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出補烏程令，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3%E5%BD%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2%E5%AF%B6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9F%B3%E6%A8%82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4%BE%8D%E9%83%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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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散騎常侍，復領著作。他有述歷贊一篇，（見晉書律曆志）是論述音律的

文章。他能將其專長貢献于社会人民，誠然是一件美事。 

何子朗才思敏捷，擅长清言，其文甚工。因此人们赞颂他:“人中爽爽何

子朗。”他又历任官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固山令。并著有文集，流传于世。能

有真情流露的著作，必有其存在的价值。 

徐幹本人擅長辭賦，能作詩，其七言詩妙絕當時，有“五琳（陳琳）七幹

＂之稱。其主要著作是《中論》，當時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

足傳於後。” 

皇甫冲于《筑垣行》中描写外族入侵后所造成的“火焰烧天云，白骨盈沟

渠”的凄惨景象。诗人在《顺义战》一诗中，还以饱满的热情，塑造了人民中

奋起抗敌的爱国英雄。由于他们的英勇斗争，使“城邑不破残”，同时，诗人

对他们功高名坠又深表同情，结尾说:“李广岂数奇，耿恭终弃置。斯理自古

然，况乃居今世。”抒发感慨，讽刺时弊。诗人对敢和严嵩作斗争的杨继盛极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6%87%E7%A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AD%E8%B3%A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3%E8%A8%80%E8%A9%A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88%E7%90%B3_(%E6%96%87%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4%B8%95


7 

 

其崇敬，《舟中读杨兵部疏》表现了他的义愤，这些诗歌都具有相当的社会意

义。 

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干净净。由此可

知他的生活与信仰是不調配的。 

陈与义有不少寓忧国忧民于写景咏物之中的诗。这些诗往往语言隽永秀

丽，形象鲜明，多为体物写志，爱国怀乡之作。対讀者頗有鼓勵。 

龔鼎孳文思敏捷，才華橫溢，往往數千言的文章，能夠一揮而就。且詞

藻繽紛，都不點竄。他的文風多受杜甫的影響，為文作詩，情感深厚，常常

有悲涼感慨的作品，所以吳梅村説“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讀之應

為感動”。但他的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廣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

文學成就不如吳偉業、錢謙益二人。文章各有高低，真是“一山比一山高”。 

本书所引介的都是一批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作家、政治家，经仔细分

析之后，才“画龙点睛”指出其弱点，并指出“更上一层楼”的正确答案。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9C%E7%9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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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原文”时，因有很多古体字，比较艰涩，则可直接阅读“译文”，

比较省时省事。 

本书乃是抛砖引玉，所有的引录、転载、解释若有任何疏漏，尚祈诸位

贤达不吝雅正。蒙苏拣选硕士校正，谨谢！。 

 

郑国治于美国洛杉矶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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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篇  绮里季千古留言 

绮里季是西汉的一位著名隐士，名吴实，是“商山四皓”之一，他曾力谏

汉高祖刘邦废太子之事。绮里季与东园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这四位饱学之

士先后为避秦乱而结茅山林。四人德高望重，汉高祖刘邦多次请他们出山为

官，不至。后刘邦宠幸戚夫人，打算另立太子，吕后急找张良商量，张良便

请出商山四皓出面。后来商山四皓被太子刘盈请去，成为太子上宾。刘邦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9%82%A6/1294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A%E5%A4%AB%E4%BA%BA/202885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8%89%AF/66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7%9B%88/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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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刘盈后来继位，

为汉惠帝。 

名称來历 

秦末漢初（公元前 200 年左右）的東園公唐秉、甪（lù）裏先生周術、

綺里季吳實和夏黃公崔廣四位著名學者。他們不願意當官，長期隱藏在商山

(今陝西省商洛市境內)，出山時都 80 有餘，眉皓髮白，故被稱為“商山四皓”。

劉邦久聞四皓的大名，曾請他們出山為官，而被拒絕。歌曰:莫莫高山，深谷

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

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 

綺里季的故事 

綺里季是生活在秦末漢初的隱士，他品行高潔，是商山四皓之一，關於

他們的詩句現在有記載的有 300 多篇。杜牧、鄭板橋等人對他們也是仰慕有

加。來了解一下綺里季的故事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85%E4%BD%9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5%B5%E7%8E%8B%E5%A6%82%E6%84%8F/53003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A7%E4%BD%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6%83%A0%E5%B8%9D/2491729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B1%E5%9C%92%E5%85%AC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6%BA%E8%A3%8F%E5%AD%A3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4%8F%E9%BB%83%E5%85%AC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5%86%E5%B1%B1/6165678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5%86%E5%B1%B1/6165678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5%86%E6%B4%9B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A%89%E9%82%A6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7%9F%E9%A6%AC%E9%AB%98%E8%93%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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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里季的故事說的是，綺里季還有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是秦始皇

時期掌管古今之史祭祀教化等職位的儒生，秦始皇要焚書坑儒的時候，四人

為了逃避追殺，被迫走上隱居山林的這條路，他們來到商山。 

後來秦朝滅亡後，很多人都希望他們能重新出山，為統治者籌謀劃策，

走上政治道路，但是他們四位都沒有出山。 

據史料記載，劉邦曾經多次想要這四人出山為漢朝效命，這也就拉開了

綺里季的故事中商山四皓和朝廷的關係。但是他們都沒有前往，後來劉邦想

要廢除太子劉盈的時候，呂后向張良求情，希望漢高祖不要這麼做。張良就

建議太子祕密寫一封信給商山四皓，表示自己誠摯的邀請之意，一定要動之

以情曉之以理。 

張良還讓身邊能言善辯的人去邀請商山四皓，結果沒想到這四人真的出

現了，在一次宴會上，太子劉盈身邊的四位白髮老人非常引人關注，大家紛

紛猜測，太子請來四個老頭是什麼意思，難道是再暗示什麼，又或者是在表

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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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都開始打聽這四位老人是什麼身份，四位老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劉邦大吃一驚，想自己請不來的人，居然讓劉盈請來了，結果劉邦看到有四

位傑出的人才輔佐自己的兒子，就打消了廢太子的想法，並且給劉盈很大的

支援。這就是綺里季的故事賢能的臣子往往是君王判斷國事的保障。 

綺里季吳實 

綺里季是漢初年間的隱士，是商山四皓之一，秦朝的時候，秦始皇焚書

坑儒，天下儒士受到迫害，綺里季和另外三位就逃到山中歸隱，躲避秦軍的

迫害。 

綺里季吳實歸隱山林後，對做官從政更是沒有一點慾望，四人德高望重，

學問很高，漢高祖劉邦曾經多次想要請商山四皓出來做官，但是都沒有成功。 

之後劉邦寵幸戚夫人，他又發現劉盈天生懦弱，才能平庸，但是二兒子

確是天資聰明。想要廢除呂后兒子劉盈的太子位置，呂后很著急，她急忙請

https://www.nanmuxuan.com/zh-tw/complex/zYDGRzhNo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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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良出面幫忙想辦法，張良告訴劉盈，說太子您應該親自寫信請商山四皓出

山，要注意言辭一定要放尊敬和客氣，絲毫不要透露出你太子的那份傲慢。 

與此同時，張良還祕密派遣一些能說會道的人前去遊說四人，向他們說

明當前漢王朝的情況，請他們務必出山，為漢王朝端正方向，不誤入歧途。 

在一次宴會上，太子劉盈身邊多了四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眾人非常疑惑，

他們不知道太子和高祖葫蘆裡賣的什麼藥，紛紛打聽老人的來歷，綺里季吳

實就自我介紹，說我們是商山四皓，是來輔佐太子劉盈的。 

大家大吃一驚，連漢高祖都請不來的世外高人，竟然被劉盈請來了，劉

邦聽了也很吃驚，但是他聽說四位前輩願意幫助自己的兒子，也放心了不少，

廢除太子的念頭也沒了，之後太子劉盈即位，就是後來的漢惠帝。 

綺里季墓 

綺里季墓在河南省濟源市區東南的綺裡村南，地勢平坦，位於平原地區，

墓的周圍農田環繞，綠樹成蔭，環境清幽，是一處寧靜安詳的土地。 

https://www.nanmuxuan.com/zh-tw/complex/nTvWRKXRmS.html
https://www.nanmuxuan.com/zh-tw/anecdote/MPMuhUNzc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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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里季墓碑 

《中國名人大辭典》中記載，綺里季因為要躲避秦軍的迫害，想了個妙招，

被當時綺裡村的村民世代相傳，焚書坑儒的時候，綺里季隱居到這裡，為了

躲避抓捕，原本以為逃離了鬧市，就可以獲得安寧，沒想到秦軍派官府來到

這裡抓捕。 

綺里季不想被抓走，他知道自己要是暴露了行蹤最後一定只有死這個下

場，他想了一個法子，假裝自己死了，他散佈自己去世的訊息，還象徵性的

修了自己的墳墓，這樣才順利躲過秦軍的抓捕，不過看到自己給還活著的自

己修墳墓的時候，不知道綺里季心裡是怎麼想的。 

經過時間的變遷，綺里季墓現在只剩下幾平方米的圓土冢，墓的北邊豎

立著清光緒年間，綺里村的村民用楷體書寫了“漢四皓綺里季墓”幾個大字，

整個碑面樸素端莊，有很高的藝術價值，1983 年的時候，該地被公佈為文物

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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綺里季是西漢初期的一位著名隱士，真名叫吳實，是商山四皓之一，值

得一提的是他曾經建議漢高祖劉邦廢黜太子。他和商山四皓的另外三位為了

躲避秦朝的暴亂，隱居到茅山避難，死人都有很高的成就，遠近聞名，漢高

祖多次想要請他們出山從政，但是他們的志趣早就不在做官上了。 

(註:本篇原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遺漏，尚祈不吝雅正。) 

真正有智慧的人乃是以事奉神為本分，因地上的事転眼成空，惟有神的

國永遠長存。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

末期才来到。”(太 24:14) 

使徒保罗說:“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

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 1:16-17)這义是以

信心为开端，又以信心为巔峰的;是凭信心入门，又以信心为道路;是藉信心

开始，又藉信心继续，始终都是藉着信。因为全世界的人，都落在罪中，不

能自救，唯有藉着信靠神的救法才可以称义。正证明义人因信而活之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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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已然，此理先临到犹太人，后临到外邦人，不論古今，不分种族，都是因

信称义。 

保罗说:“但神既然验中了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

要讨人喜欢，乃是要讨那察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帖前 2:4)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戒各人、教导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

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

心竭力。”(歌 1:28-2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

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

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

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

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

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

何等佳美。’”(罗 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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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篇  边元鼎千古留言 

边元鼎（约公元 1165 年前后在世）字德举，丰州（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

白塔镇）人，状元边贯道第三子。生卒年均不详，约金世宗大定五年前后在

世。十岁能诗，资禀疏俊，诗文有高意，多有佳句为人传诵，为时辈所不及。

与兄元勋、元恕俱有时名，号“三边”。天德三年（1151）进士，以事停铨。世

宗即位，张浩表荐供奉翰林，出为邢州幕官。复坐诬累，遂不复仕。 

村舍二首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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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外青山半在楼，山村尽晚雨翛翛。 

旃裘拥肿无馀事，尊酒飘零又一秋。 

学得屠龙无用处，秪如画虎反成羞。 

回头为向渊鱼道，鸿鹄而今不愿游。” 

（暫无译文） 

《村舍》 

“何事区区守一丘，春花过了月明秋。 

等闲浊洒篱边兴，寂寞寒花雨里愁。 

不识故人今在否，每思前事隔重游。 

西风又是青山晚，落叶无声水自流。” 

《译文》 

“什么事区区守一丘，春天花开过了月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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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浊洒篱边兴，寂寞寒花雨里愁。 

不认识朋友现在在吗，每当想起以前的事情隔重游。 

西风又是青山晚，落叶无声水从流。” 

《暮钟》 

“落日行人断，深秋暝雨残。 

一声烟树外，千里暮山寒。 

倦鸟方知止，哀猿冷未安。 

萧萧风叶下，时有野僧还。” 

《译文》 

“落日行人断，深秋傍晚雨残。 

一声烟树外，千里晚山寒。 

倦鸟才知道停止，哀猿冷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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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萧风叶下，当时有野僧回到。” 

《新居》 

“镜里岩花落涧泉，对窗青壁便参天。 

几当雪月开春酒，时有松风入夜弦。 

远斸山田多种黍，稀经城市少言钱。 

平生谩忽王公贵，俯仰村邻更可怜。” 

（无译文） 

《八月十四日对酒》 

“梧桐叶凋辘轳井，万籁不动秋宵水。 

金杯泻酒艳十分，酒里华星寒炯炯。 

须臾蟾蜍弄清影，恍然不是人间景。 

金波谈荡桂树横，孤在玻璃千万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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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无译文） 

《春花零落˙春花零落雁秋悲》 

“春花零落雁秋悲，已过流年二十期。 

有舌能忘坐鞯辱，无金莫怪下机迟。 

世情冷热虽予问，人事升沈未汝知。 

何日上方容请剑，会乘风雨断鲸鲵。” 

（暫无译文） 

《出门骑马即三千》 

“出门骑马即三千，面目尘埃动惨然。 

生计若为田二顷，饥颜翻愧宦三年。 

乾坤造物能无用，富贵由时枉自鞭。 

达否从今已知计，五湖烟里有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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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无译文） 

《和致仕李政奉韵》 

“车马年年陌路尘，安知六骥过窗频。 

云泉是处堪为乐，轩冕从来只累人。 

浮世梦中无限事，红颜花上霎时春。 

五湖兴有扁舟笛，好在晴天月一轮。” 

（暫无译文） 

《别友˙从来鸡鹤不同群》 

“从来鸡鹤不同群，泾渭何人与细分。 

镜里光阴谁念我，云中岐路已饶君。 

清觞且吸年时月，白雪休徵梦里云。 

别后相思不相见，水边黄叶暮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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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无译文） 

《送妹夫之太原》 

“山含秋气冷参差，送客西城落日低。 

怨别弟兄归怏怏，恋乡车马去迟迟。 

浮萍聚散元无定，流水东西却有期。 

惆怅黄榆故山路，碧天回首雁南飞。” 

（暫无译文） 

《新秋示友——一顷山田半已芜》 

“一顷山田半已芜，闭门高卧著潜夫。 

不才分作沟中断，旧好谁瞻屋上乌。 

南阮强须攀北富，东丘何用叹西愚。 

自怜幽默相忘久，斗鸟鸣蝉枉叫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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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无译文） 

金朝历史简介 

金朝（1115 年-1234 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女真族建立的统治中国北方

和东北地区的封建王朝，完颜阿骨打（完颜旻）所建。西与西夏、蒙古等接

壤，南与南宋对峙。共传十帝，享国 119 年。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完颜旻）统一女真诸部后起兵反辽。1115 年在上京

会宁府（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立国，国号金，建元“收国”。1125 年

灭辽朝，1127 年又发动靖康之变灭北宋。1130 年，宋高宗赵构向金帝上降表

称臣。1153 年，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今北京）。金世宗、金章宗统治时

期政治文化达到巅峰，金章宗在位后期急剧由盛转衰。金宣宗继位后，内部

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外受大蒙古国南侵，被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

1234 年，金在南宋和蒙古南北夹击下覆亡于蔡州。 

金朝奠定了中国北方的疆域，对于确定后来中国北方的版图起到了奠基

性作用。金朝鼎盛时期疆域包括东北、华北、关中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E%86%E5%8F%B2/1527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B3%E7%9C%9F%E6%97%8F/8046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96%B9/353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6%96%B9/353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5%9C%B0%E5%8C%BA/7596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1%E5%BB%BA%E7%8E%8B%E6%9C%9D/72098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4%8F/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2%99%E5%8F%A4/188732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B/4573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5%A4%AA%E7%A5%96/25957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4%BA%AC/16828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4%BA%AC/168287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9A%E5%AE%81%E5%BA%9C/53686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B0%94%E6%BB%A8/1778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5%9F%8E/51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6%E5%9B%BD/69584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E%BD%E6%9C%9D/8900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96%E5%BA%B7%E4%B9%8B%E5%8F%98/9052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AE%8B/3960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AB%98%E5%AE%97/14786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C%E9%A2%9C%E4%BA%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9%83%BD/1160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1289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4%B8%96%E5%AE%97/65692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7%AB%A0%E5%AE%97/65693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5%AE%A3%E5%AE%97/65693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8%92%99%E5%8F%A4%E5%9B%BD/9915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4%E4%BA%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80%E5%B0%81/1226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A1%E5%B7%9E/17674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0%E5%9F%BA/3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5%A0%E5%9F%BA/32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3309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8E%E5%8C%97/11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B3%E4%B8%AD/134641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C%E4%B8%9C%E5%9C%B0%E5%8C%BA/9775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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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散关至淮河一线，与南宋对峙；西北与西夏并立；东北地区达外兴安岭，

东临日本海。 

金朝的陶瓷业与炼铁业兴盛，对外贸易的榷场还掌控西夏的经济命脉。

金朝在文化方面也快速汉化，杂剧与戏曲在金朝得到相当的发展，金代院本

为后来元曲的杂剧打下了基础。 

金朝初期采取贵族合议的勃极烈制度，后逐渐由二元政治走向单一汉制。

军事上采行军民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金朝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中华一统”

的朝代。 

边元鼎有何优缺点? 

在正隆大定诗坛上，有号称“三边”的边氏三兄弟，这就是边元勋、边元

恕、边元鼎。边元鼎虽然最小，但他的名气最大，诗歌成就也最高。边元鼎

字德举，丰州（故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人。十岁能作诗，海陵王天德三年

（1151 年）进士及第。但不知何故停止他链选的资格。世宗完颜雍即位后，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AE%E6%B2%B3/230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5%AE%8B/4573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C%E5%8C%97%E5%9C%B0%E5%8C%BA/75968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5%E6%9C%AC%E6%B5%B7/9479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6%B7%E5%9C%BA/14220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5%BF%E5%A4%8F/6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89%E5%8C%96/15364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2%E5%89%A7/8270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F%E6%9B%B2/4895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6%9B%B2/36671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C%9B%E5%AE%89%E8%B0%8B%E5%85%8B/147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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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师张浩上表举荐，他被征召为翰林供奉。后出为邢州幕僚，又被人诬告免

官。从此心灰意冷，不再求仕，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边元鼎在政治方面两次受到打击，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好断定，但从他的

诗中我们可以有个大体的推测。边元鼎爱好音乐，尤其欣赏吹奏乐，对一些

歌女甚至是风尘女子也颇为钟情，很可能是这方面触犯当时的礼教制度被人

弹幼所致。或云:金代是由女真贵族建立的政权，并没有很严格的封建礼教。

其实不然，金代前期，礼乐未备。 

而经过熙宗、海陵王两代大力吸收推行汉民族的文化，封建专制制度已

经建立，正隆官制的完成，更加快了女真贵族汉化的速度。故封建礼教也开

始严格起来。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被忌妒而受到陷害。他在诗中时常抒

发愤懑不平的情绪，便是佐证。 

当诗人听到鸣咽悲哀的箫声后所产生的思想感受。其意境与《古诗十九

首˙西北有高楼》的意境相仿，他把吹箫的女子比做弄玉，而把自己比做萧史，

表现对吹箫女子的爱慕与渴望，充满了感伤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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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的或是他在烟花柳巷中的艳遇，或是他婚外的恋情，情人是位既

会吹奏笛箫又会演唱的多才多艺的女子。他们的接触似乎很频繁，但在他们

之间，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有情人无法走到一起，这便是其情感缠绵

忧伤的根源。而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普遍的，故更有典型意义。

由于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荆棘，故怨愤的情绪也就非常强烈，这是他诗歌内

容的另一个主要方面。 

从“已过流年二十期”句来看，当是诗人二十周岁时的作品。最后两句大

有终军请缨的意味，只要得到重用，就要于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残酷的

现实教育了他，他只能叹息世道之不公和抒发孤独无援的感慨了。 

世态炎凉，仕途偃蹇，友情和亲情显得就特别重要。这也成为其诗内容

的一个方面。 

道出社会黑白不分，泾渭不分，知己难觅，自己孤独苦闷的情景，富有

哲理性和普遍的意义。《答文伯》二首其二煞尾道:“万古消沉一杯酒，直须白

骨点苍苔。”他简直要在醉乡中来消遣自己的一生了，可见其忧愤苦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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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叹渊明非达道，无弦犹是未忘琴”（《闲题》）他连超凡脱俗的陶渊明也要

批评，认为陶渊明弹无弦琴也不够潇洒，因为毕竟还在想着琴，而自己什么

都忘了，连琴都不想，别说去弹了。 

心灰意冷，精神完全麻木了，可见其对现实已完全失去信心。边元鼎还

有一些断句，都很精彩，如“云钟号晓月，风絮乱春灯”“晚照人帘如有意，春

风过水略无痕”“五更好梦经年事，三月残花一夜风”等，确实是对仗工稳，意

境鲜明的好诗句。总之，边元鼎在当时的诗人中成就较高。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遺漏，尚祈不吝雅正。) 

边元鼎虽千古留言，他对一些歌女甚至是风尘女子也颇为钟情;他怨愤的

情绪也就非常强烈，道出社会黑白不分，泾渭不分，知己难觅，自己孤独苦

闷的情景;一生好酒，心灰意冷，精神完全麻木了，可见其对现实已完全失去

信心。此种悲情，实活得非常痛苦。 

但圣经教導信徒要过成圣的生活，是由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而作成

的，要把信徒“從罪悪中分出来歸与神”。信徒得以成圣是藉著神的话，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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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的宝血、圣灵的感动和神的造就，也藉著信徒自己对神的順服和对圣潔

的追求而實現的，使信徒成为完全、圣潔的果子。 

圣经認为:信徒在認罪、悔改、重生、得救时，從地位上就是神的兒女，

也已经成圣了。但在日常生活中，因与世界接觸，仍不免会染上污穢，应当

及時悔改，求主潔淨，直到耶稣基督再降臨之時便得以全然成聖。 

圣经記載: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

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利 20:24-

26)耶和华還多次对以色民说:“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利 22:32)。 

耶稣來到世上是为要照神旨意行。“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

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

身体、就得以成圣……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来 1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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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

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帖前 4:3，7) 

“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来 13:12)

“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林前 6:11) 

耶稣求父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

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

因真理成圣。”(约 17:17-19) 

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弗 5:26)。 

保罗对信徒说:“主所爱的弟兄们哪、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

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帖後 2:13)“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

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召你们的

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前 5: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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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劝勉信徒当自已追求圣潔。“亲爱的弟兄阿、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

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林后 7:1)“我

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

不法作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

圣……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

局就是永生。”(罗 6:19-22) 

我们当藉着主的救恩，圣灵的帶领，过圣潔的生活，将来在天国裏永遠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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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篇  葛玄千古留言 

葛玄(164—244)，字孝先，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三国著名高道，道教

灵宝派祖师。据《抱朴子》记述葛玄以左慈为师，修习道术，受《太清丹经》、

《九鼎丹经》、《金液丹经》等炼丹经书，后传授给郑隐。相传他曾在江西阁皂

山修道，常辟谷服食，擅符咒诸法，奇术甚多。后世道教尊称葛玄为“葛仙

公”，又称“太极左仙公”，北宋徽宗时封为“冲应真人”，南宋理宗时封为“冲应

孚佑真君”。 

葛玄，漢族，吳丹陽郡句容縣都鄉吉陽里人（今句容市），祖籍山東琅

琊，三國著名高道，道教靈寶派祖師。字孝先，號仙翁，被尊稱為“葛天師”。

道教尊為葛仙翁，又稱太極仙翁，與張道陵、許遜、薩守堅共為四大天師。

為漢下邳僮侯葛艾後裔，祖葛矩，安平太守，黃門郎；從祖葛彌，豫章第五

郡太守。父葛焉，字德儒，州主簿，山陰令，散騎常侍，大尚書。隨左慈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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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得《太清丹經》、《黃帝九鼎神丹經》、《金液丹經》等道經。曾採藥海山，

吳嘉禾二年（233 年），在閤皂山修道建庵，築壇立爐，修煉九轉金丹。喜

好遨遊山川，去過括蒼山、南嶽山、羅浮山。編撰《靈寶經誥》，精研上清、

靈寶等道家真經，並囑弟子世世籙傳。 

葛玄来到江西铅山县云游，登上高高的云岗山(今为葛仙山玉虚观)修道，

并仙举于该山。此后，铅山道教年益昌盛兴隆。据明万历《铅书》记载"铅山

邑小，而道集之大"，至明时已有道观 17 座，名胜仙迹荟萃，文人高道云集，

遂得延传灵宝道教宗派源流，这无不与灵宝派祖师葛玄有关。至今铅山仍有

道观 9 座，坐落在县内风景秀丽的深山幽谷之中，教务兴旺，并形成为灵宝

经系有地方特色的斋醮科仪，宫观庙会的道教活动。 

传说与记载 

宋元以后之人所写有关葛玄的仙传，层累汇聚了很多时代和来源不同的

传说故事。就较早期的材料而言，其事迹一方面见于《神仙传˙葛玄》，其中将

葛玄描述为一个师从左慈修习《九丹金液仙经》，常服饵术，长于治病，行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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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鬼，善于神变，最终尸解的术士。在现存零星的六朝地志材料中，还有很

多江南地方传说，将葛玄描绘为一个炼丹成仙、白日飞升的仙人，很多地方

都传有其炼丹飞升之处。 

东晋末年葛巢甫作《灵宝经》，曾经“风教大行”，对葛玄的仙公形象做出

了一系列的重要改变，将其塑造为一个经由人间修道活动而得以成功位列高

级仙阶的典范。 

葛仙山 

葛仙山是著名的道教名山，位于江西省上饶市铅山县中部，系武夷山的

支脉，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站在主峰眺望四周，九条支脉如九条苍龙，盘旋

腾跃，气势雄伟，人称“九龙窜顶”。葛仙山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极为丰富，

奇峰、异石、云海、松涛，与黄山媲美；试剑石、道人石、龙舌池、七星井、

仙人足印蔚为奇观。该山相传因东汉葛玄在此山修道成仙而得名。 

葛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符箓大师，据说他师承三国最神秘的道士左慈，

之后因符入道，最终修成仙人，举霞飞升离开了这个世界。葛玄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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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什么名气。大家都兴奋起来，说都没有见过真的符箓，让葛玄展示展

示。 

葛玄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符箓大师，据说他师承三国最神秘的道士左慈，

之后因符入道，最终修成仙人，举霞飞升离开了这个世界。从南北朝到隋唐，

有不少葛玄的传说流传，现在看来，简直就是最精彩的短篇仙幻故事。 

故事一 

葛玄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乘船出外。

一位年青人看到葛玄的背包中有几十枚符箓，就问:“你这些是传说中的符箓

吗？”葛玄淡然点头。大家都兴奋起来，说都没有见过真的符箓，让葛玄展示

展示。葛玄就拿了一道符箓扔在水中。符箓随水漂下。葛玄问:“怎么样？”那

年青人傻了，说:“这就是符箓？我随手画的也可以随水流下啊。”葛玄又拿出

一道符箓扔在江中，那符箓竟然逆流而上，大家都看呆了。葛玄拿出第三道

符箓扔在江中，那符箓竟任凭河水冲刷，始终静止在原地不动。这下那年青

人闭嘴了。葛玄再一拍巴掌，大家就看见从下游上来一道符箓，从上游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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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符箓，三道符箓最终汇聚在一起，自动飞回葛玄手中。这下大家心服口

服，赞叹不已。 

故事二 

有一天，葛玄带着一伙朋友外出。大家看到江边有一个女孩子在洗衣服，

女孩子长得挺漂亮的，把葛玄的朋友都看呆了。葛玄就说:“我不用开口，就

能让美女走过来，你们信不信？”大家虽然知道葛玄很厉害，可是，美女正背

对大伙，如何不开口，就让美女转身走过来呢？葛玄一笑，甩出一道符箓。

那符箓飞入河水中消失不见。大家就看到美女忽然一脸惊慌的朝他们走过来。

走过他们身边还不停下，一直走了好几里路。葛玄说:“这次就这样吧。再搞

下去不太好。”于是，他又扔出一道符箓。符箓凭空消失。那美女果然就停下

来不走，一脸茫然地看看四周，走回河边去洗衣服。大家亲眼看到葛玄竟然

能凭借符箓操控人，又是敬佩又是恐惧。 

故事三 



41 

 

有一次，葛玄去见一个老朋友。朋友生病了，家中正请了一个巫师在作

法。葛玄一进屋子，就感觉不对。细看之下，发现朋友所谓的病，其实就是

巫师所害。巫师一边害人，一边又收取高额报酬救人。那巫师知道葛玄会法

术，想用巫术赶走葛玄。葛玄大怒，说:“小小巫师竟敢如此猖狂！”他祭出一

道符箓，召来五鬼，将巫师绑到院子中柱子上，让五鬼用鞭子抽打巫师。大

家只看到葛玄发怒，然后巫师就凭空后退，然后站在柱子边不断扭动身躯。

明明周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可是，大家都看到巫师的身上出现了一道又一

道的血痕。很快，巫师全身鲜血淋漓，他不停哀求。葛玄说:“给你三天期限，

治好我的朋友，否则定斩不饶！”他一挥手，五鬼退走，巫师才被释放。三天

后，葛玄朋友的病治好了，巫师也偷偷溜走了。 

故事四 

一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因为葛玄名气极大，经常有许多朋友来拜访。

可是，葛玄家的屋子很简陋，连个火炉也没有。葛玄自己不在意，可是，朋

友们都冻得不行。葛玄说:“大家远来不容易，怎能让大家和我一起受冻？”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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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张口吐气，那气息一到空中竟然就化成熊熊烈焰。火焰环绕屋中，最

终悬在空中，如同太阳一般散发光芒。屋子里顿时暖和起来。大家一边喝酒

吃菜，一边聊天，很是惬意。后来，有人说太闷了，让葛玄展示个法术，大

家开心一下。葛玄哈哈一笑，点头答应。 

当时葛玄正在吃饭，他一张口，口中的饭粒变成几百只大黄蜂飞到空中，

绕着饭桌嗡嗡飞舞，把朋友们都吓得不行，都怕被黄蜂蛰着。大黄蜂飞了三

圈，重新飞回葛玄口中，又变成饭粒。葛玄嚼了几口，咽了下去。 

吃完饭，葛玄坐在床榻上休息。他一拍床榻，大家就看见从屋子四角走

出各种蟑螂、跳蚤、老鼠，从屋外飞来燕子、麻雀，就连厨房中的鱼、鳖都

一摆一摆扑腾过来。葛玄不停拍着床板，所有的生物都随着他的节拍跳舞。

好一会儿，葛玄停止拍床。所有生物一哄而散。朋友们一个个都看傻了。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錯漏，尚祈不吝雅正。) 

圣经十分清楚論到人、鬼、灵的来龙去脉。万物都是被神所造(诗 148:2-

5)“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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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

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西 1:16-17) 

惟独神是永远的，是非受造的(尼 9:6;约一:3)。天使是在人之前被造(伯

38:6-7)。他们与人有分別(林前 6:3;来 1:14，2:16)。信徒死後不能成天使(來

12:22-23)。千万的天使与义人的灵魂是有分別的。 

凡受造之物可分为三类:一。有体无灵(如石头等类)。二。有体有灵(如世

人)。三。无体有灵(如天使)。天使既是无体，也就不能有生老病死的事了(路

20:36)。 

神没有直接造魔鬼，乃是直接造天使，因美丽心中骄傲而堕落为魔鬼(结

28:11-19;參启 12:9-10;帖後 2:8;启 19:20-21) 

魔鬼的结局乃是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启 20:10)，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

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太 25:41) 

邪灵有称为污鬼(可 1:23)，巫鬼(徒 16:16)，悪鬼(徒 19:12，13，15)。鬼既

是灵，就没有肉体(參 6:12)鬼最终还是被扔到永火里去(太 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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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死後有何区別?身体都一样毫无知觉，無論土葬、火

葬、水葬、樹葬、都无所謂。但灵魂是有知觉的，灵魂的歸宿是不同的。非

信徒的灵魂乃是到陰间受苦(路 16:19-31)，不能再回阳间;他不能再回自己的

家，故土也不再認识他(伯 7:10)。最终乃是被扔到永遠的火湖(启 20:10，14-

15;21:8)。 

基督徒从死后起，直到主再来时的景况如何?信徒离世与主同在，乃是

在乐园(路 23:43，參林后 12:2-4);灵魂是有知觉的。但到主耶稣再来时，信徒

要從死裏復活，就要得着更大的福氣;复活有荣耀的灵体(林后 5:1-5)。 

主耶稣必亲自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帖前 4:14-17)。

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林前 15:12-13，20-23，35-38)。活着的都要改変，

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帖前 4:17)。 

信徒要在天国里与主同作王直到永遠(启 20:6;22:5)。我们当在信仰上有

正碓的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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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篇  郭璞千古留言 

郭璞（276 年－324 年），字景纯。河东郡闻喜县（今山西闻喜）人。

晋时期著名文学家、训诂学家、风水学者，建平太守郭瑗之子。郭璞自少博

学多识，又随河东郭公学习卜筮。永嘉之乱时，避乱南下，被宣城太守殷祐

及王导征辟为参军。晋元帝时拜著作佐郎，与王隐共撰《晋史》。后为大将军

王敦记室参军，以卜筮不吉劝阻王敦谋反而遇害。王敦之乱平定后，追赠弘

农太守。宋徽宗时追封闻喜伯，元顺帝时加封灵应侯。郭璞是两晋时代最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E9%83%A1/64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4%B8%9C%E9%83%A1/6436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1884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B1%E8%A5%BF/1884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6%99%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5%AD%A6%E5%AE%B6/12112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AD%E8%AF%82%E5%A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6%B0%B4/15545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3%AD%E7%91%97/645727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0%B8%E5%98%89%E4%B9%8B%E4%B9%B1/7417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E%88/5890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A%E5%AE%88/5890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5%AF%BC/9895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2%E5%86%9B/103679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8B%E5%85%83%E5%B8%9D/22795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97%E4%BD%9C%E4%BD%90%E9%83%8E/13424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9%9A%90/7356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95%A6/158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95%A6/158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C%E7%AD%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B%E6%95%A6%E4%B9%8B%E4%B9%B1/10493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8%E5%86%9C/85200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8%E5%86%9C/85200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BE%BD%E5%AE%97/22006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9%A1%BA%E5%B8%9D/96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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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方术士，传说他擅长预卜先知和诸多奇异的方术。他好古文、奇字，精

天文、历算、卜筮，长于赋文，尤以“游仙诗”名重当世。 

东晋著名学者，既是文学家和训诂学家，又是方术大师和《游仙诗》的祖

师。著作《尔雅注》（成書於 313-317 年）、《方言注》（成書於 318-210 年）

成為研究晉代漢語的方言地理的重要文獻。 

游仙诗: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 

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 

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 

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 

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生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9%E6%9C%AF%E5%A3%AB/1036904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B8%E4%BB%99%E8%AF%97/16021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C%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E%AD%E8%AF%82%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A%E4%BB%99%E8%A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4%E9%9B%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A8%80_(%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D%8F%E6%99%89%E9%9F%B3%E7%B3%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8%B8%E4%BB%99%E8%AF%97/1602184
https://www.pinshiwen.com/cidian/cc/2019042189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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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永嘉之亂前夕，304 年郭璞南遷，幾經周近到洛陽，住了五年。

310 年末春隨晉軍南遷，311 年春到廬江，最終定居暨陽（今江陰縣）。历任

宣城、丹阳参军。 

晋元帝时期，升至著作佐郎，迁尚书郎，又任将军王敦的记室参军。郭

璞本人嗜酒好色，时或过度，桓彝造訪他時，看見他都在和婦人嬉戲。友人

干寶曾勸他曰:“此伐性之斧也。”郭璞不以為然說:“吾所受有分。恆恐用之不

盡。豈酒色之能害。”郭璞曾告訴桓彝，不可在他如厕时闯入，否则“客主有

殃”。桓彝一次大醉后走进郭璞家的厕所，只见他“裸身被髮，衔刀设醊”，郭

璞大驚失色說“此天命，不可逃也！” 

324 年，驻守荆州的王敦打算谋逆，事前命郭璞占卜，結果不吉，王敦

怒杀之，时年 49 岁。事后，郭璞被追赐为“弘农太守”。 

晋明帝在玄武湖边建了郭璞的衣冠塚，名“郭公墩”。據說，郭璞生前通

過易占，把自己的墓址選在江中。郭璞之子敦骜被封为临贺太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B8%E5%98%89%E4%B9%8B%E4%BA%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B%E9%99%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0%E6%B1%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9%99%B0%E7%B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5%85%83%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1%93%E5%BD%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9%B2%E5%AF%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9%E5%91%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6%95%A6%E4%B9%8B%E4%B9%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6%98%8E%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6%AD%A6%E6%B9%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A3%E5%86%A0%E5%86%A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A6%E9%AA%9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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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術 

郭璞曾注释《周易》、《山海经》、《穆天子传》、《方言》和《楚辞》等古籍，

古籍中常引郭璞的注释作为参证。 

《尔雅注》（成書於 313-317 年）、《方言注》（成書於 318-210 年）聞名。

以当时通行的方言名称，解释了古老的动、植物名称，并为它注音、作图，

使《尔雅》成为历代研究本草的重要参考书。而郭璞开创的动、植物图示分类

法，也为唐代以后的所有大型本草著作所沿用。 

在学术渊源上，郭璞除家传易学外，还承袭了道教的术数学理论，是两

晋时代最著名的方术士，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 

郭璞一生的诗文著作多达百卷以上，数十万言，《晋书·郭璞传》称“词赋

为中兴之冠”。其中以《游仙诗》为主要代表，现仅存 14 首，是中国游仙诗体

的鼻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A8%E6%98%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6%B5%B7%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86%E5%A4%A9%E5%AD%90%E4%BC%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A8%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5%9A%E8%BE%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94%E9%9B%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8%A8%80_(%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8%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4%8D%E7%8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93%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9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9%E6%9C%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8B%E4%B9%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1%8A%E4%BB%99%E8%A9%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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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著有《葬書》，是風水堪輿名著。王禕《青岩叢錄》曰:“擇地以葬，其

術本於晉郭璞。” 

诗选 

《答贾九州愁诗三首》之二 

“顾瞻中宇，一朝分崩。 

天网既紊，浮鲵横腾。 

运首北眷，邈哉华恒。 

虽欲凌翥，矫翮靡登。 

俯惧潜机，仰虑飞罾。 

惟其崄哀，难辛备曾。 

庶睎河清，混焉未澄。”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1%AC%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B%E7%A6%95_(%E6%98%8E%E6%9C%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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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诗》选五 

一 

“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遯栖。 

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 

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 

灵溪可潜盘，安事登云梯。 

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 

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藩羝。 

高蹈风尘下，长揖谢夷齐。” 

二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 

云生梁栋间，风出窻户裡。 

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 

翘迹企颖阳，临河思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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阊阖西南来，潜波涣鳞起。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 

蹇修时不存，要之将谁使。” 

三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 

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 

中有冥寂士，静啸抚清弦。 

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飞泉。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 

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 

借问蜉蝣辈，宁知龟鹤年。” 

四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 

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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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 

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 

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 

奇齢迈五龙，千岁方婴孩。 

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 

五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 

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 

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 

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 

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 

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 

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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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錯漏，尚祈不吝雅正。) 

郭璞好酒好色，而不知改过，殊为可惜！聖经教導要过聖潔生活。酒傷

身，色傷体，唯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耶稣何以要变水為酒?信徒可以喝酒嗎?当迦南喜筵席上酒用尽了的時候，

耶稣趁著这个時机，变水为酒，是他所行的头一件神蹟，为要顯出他的荣耀

來，不但门徒信心坚固，認識他是神的兒子(约 2:9，11;太 11:4)，並且为坐席

的众客人帶来了属灵的滿足和喜乐。有人認为耶稣尚且变水为酒給人喝，信

徒当是可以喝酒的，这豈不是出于误解，为嗜酒者之一種藉口，倘若我们因

着身体健康的緣故，像提摩太由於胃口不清，屢次患病，保罗勸他可以稍为

用点酒(提前 5:23)，或因實际上的需要，如菜餚魚肉之类加上点酒为佐料之

外，信徒是应当不渴酒为宜(參箴 31:4-5;民 6:3;但 1:8;路 1:13-15)，須知“酒能

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箴 21:1)試看挪亜此

人生平敬虔，就因为飲酒赤身露体，自取羞恥，使家庭失了和气(创 9: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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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如果渴酒，会致放縱肉体私慾，損害身体健康，被人藐視，在不信的人

面前失去見証使人跌倒，莫此为甚。 

“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

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 13:13-

14) 

“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

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加 5:21) 

“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谁有祸患、

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

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箴 23:21，29-31) 

酒的毒害，是多方面的，不僅对身心有損，行事为人亦不能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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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淫損人害己，即不荣神益人，也无益於社会国家。所罗门王說:“与妇

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丧掉生命。他必受伤损、必被凌辱．他

的羞耻不得涂抹。”(箴 6:32-33) 

使徒保罗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你们要逃

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甚么罪、都在身子以外；惟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

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

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

身子上荣耀神。”(林前 6:13，18-20) 

“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

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加 5:13)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

体吗？断乎不可！”(林前 6:15) 

“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帖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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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

要审判。”(来 13:4) 

圣潔生活才能荣神益人，因基督的救恩才能得永生，進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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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篇  刘孝威千古留言 

刘孝威（？～548）南朝梁诗人、骈文家。名不详，字孝威。彭城（今

江苏徐州）人，出生官宦之家，齐大司马从事中郎刘绘之子、刘孝绰第六弟。

生年不详，卒于梁武帝太清二年。孝威以诗胜，三兄孝仪以文胜，故孝绰有

“三笔六诗”之誉，气调爽逸，风仪俊举。初为安北晋安王法曹，转主簿。 

《隋书˙经籍志》著录《刘孝威集》十卷，今佚。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

家集》辑有《刘孝仪孝威集》。今存诗约六十首。 

《怨詩行》 

“退宠辞金屋，见谴斥甘泉。 

枕席秋风起，房栊明月悬。 

烛避窗中影，香回炉上烟。 

丹庭斜草迳，素壁点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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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起蒲生曲，乐奏下山弦。 

新声昔广宴，馀杯今自传。 

王嫱向绝漠，宗女入祁连。 

雁书犹未返，角马无归年。 

昭台省媵御，曾阪无弃捐。 

后薪随复积，前鱼谁复怜。” 

这首诗是典型的宫怨诗。诗歌以大量的用典见长。陈阿娇、王昭君等历

来是文人笔下宫怨的代表。诗歌反用“金屋藏娇”的典故，讲述陈皇后一朝失

宠后幽居长门，班婕妤见斥甘泉。开篇即定下“怨”的基调。接着诗人具体描

绘了女子遭弃后的清冷与孤寂和鲜有人至:枕席边秋风乍起，窗外明月孤悬。

曾经热闹的庭院如今斜草丛生，墙壁斑驳，点点青苔如铜线般着于其上，空

旷冷清的庭院形象正是女主人公空虚寂寞的内心情感的外化。失宠妃嫔远离

帝王宠爱、欢宴之娱，唯有从追忆往昔中寻找些许心灵上的慰藉。然往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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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日越悲。无歌、无酒、亦无人，唯剩余杯自传，是何其的悲凉！下句

又转入用典，引昭君出塞、乌孙远嫁自喻与君王遥遥相隔。昭君鸿雁传书终

究了无音讯，“前鱼”遭弃无人爱怜揭示出后宫女子渴望重蒙圣恩、远离冷宫

希望的破灭和最终的悲惨结局。诗作格调哀婉、辞情兼具。全篇五言共二十

句，长篇的铺排有利于情感的展开与表述。诗中对偶鲜明且典对工整，如“金

屋”与“甘泉”、“王嫱”与“宗女”等，将后宫女子如江河般浩荡的怨情淋漓尽致

地展现出来。 

《陇头水》 

“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 

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 

衅妻成两剑，杀子祀双钩。 

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 

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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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是南朝梁时诗人刘孝威描写六盘山地区戍边生活的一首乐府诗。 

诗的起句即写征人从军之后，戍守陇山，陇山之水，带沙而流。三、四

句“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写戍守陇山的将士们在山上能时时看到山下

胡人的骑兵饮水休憩，便常常为自己作为军人无力收复失地而感到羞耻。五、

六句写为了建功立业，戍边将士们渴望能像古人那样衅妻铸剑，杀子祀钩，

义无反顾，效命疆场。七、八句“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写为了击败敌

人，将士们也期盼着能像古代的英雄一样立马斩取楼兰国人的首级，缴获郅

支国人的皮裘，杀敌立功，开疆拓土。九、十句作结，表达将士们的希望:不

要让立功的将士像当年的飞将军李广那样，建立了功绩，却终身难封王侯！

意指统治者不能赏罚不公，轻慢军心。 

全诗多处用典，意气激扬，通篇洋溢着强烈的报国之心和杀敌之志，是

南朝宫体诗风靡时期不多见的优秀诗作。 

《干將莫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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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欲杀之。剑有雌雄。其妻

重身当产。夫语妻曰:“吾为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往必杀我。汝若生子

是男，大，告之曰:‘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背。’”于是即将雌剑往见

楚王。王大怒，使相之:“剑有二，一雄一雌，雌来雄不来。”王怒，即杀之。 

莫邪子名赤，比后壮，乃问其母曰:“吾父所在？”母曰:“汝父为楚王作剑，

三年乃成。王怒杀之。去时嘱我:‘语汝子，出户望南山，松生石上，剑在其

背。’”于是子出户南望，不见有山，但睹堂前松柱下石低之上。即以斧破其

背，得剑，日夜思欲报楚王。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

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

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

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

是尸乃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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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

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

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坠汤中，客亦

自拟己头，头复坠汤中。三首俱烂，不可识辨。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

王墓”，今在汝南北宜春县界。” 

《译文》 

“楚国干将、莫邪夫妇二人，给楚王铸剑，三年才铸成。楚王很生气，想

杀他。剑有雌雄二柄。当时妻子怀孕快生产了，丈夫对她说:“我给楚王铸剑，

三年才成功。楚王发怒了，我去一定被杀掉。你生下的孩子如果是男的，长

大后，告诉他:‘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拿着雌剑

去见楚王。楚王非常生气，叫人去仔细查看。验剑人说:“剑有两把，一把雌

一把雄，雌剑带来了，雄剑没有带来。”楚王发怒了，把干将给杀了。 

莫邪生下的儿子叫赤。后来长大了，问他母亲:“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

“你父亲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楚王发怒，把他杀了。他走时嘱咐我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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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于是儿子出房，往南看没

有山，只见堂前松柱下有一磨剑石，就用斧头砸开它的背后，得到雄剑，早

晚都想找楚王报仇。 

楚王梦见一个男子，眉间广阔，约一尺宽，说要报仇。楚王悬千金重赏

捉拿。赤听说了这件事了，便逃走，跑进山里悲歌。碰到一位侠客，说:“你

年纪轻轻的，怎么哭得这样伤心?”赤说:“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楚王杀了我

的父亲，我想报仇！”侠客说:“听说楚王以千金重赏购买你的脑袋，请把你的

脑袋和剑都交给我，我为你报仇。”赤说:“太好了！”于是自杀，双手捧着脑袋

和剑，尸体却僵立不倒。侠客说:“我决不会辜负你！”这样，尸体才倒下。 

侠客提着赤的脑袋去见楚王。楚王很高兴。侠客说:“这是勇士的头，应

当用大汤锅煮。”楚王照着他的话做了。三天三夜也煮不烂，头还跳出汤锅，

瞪着眼睛充满愤怒。侠客说:“这小孩的头煮不烂，请大王亲自到锅边一看，

就一定能煮烂。”楚王立刻走近去看，侠客用剑砍了一下楚王，楚王的脑袋就

掉进汤里；侠客也砍掉自己的头，头也掉进汤里。三个脑袋都煮烂了，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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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于是把肉汤分成三份埋葬了，笼统称为“三王墓”。如今这墓在汝南郡

北宜春县境内。” 

《賦得香出衣詩》 

“香出衣，步近氣逾飛。 

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靨比洛妃。 

香纓麝帶縫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 

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 

猶賢漢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這首《香出衣》也是劉孝威的一首佳作，原名《賦得香出衣詩》，當是簡文

帝在東宮召集文士相互唱和的詩作，題材爲雜言古詩，對仗工整，辭藻優美，

通過描述了一位美人的儀態風姿，進而讚美美人的品德高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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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出衣，步近氣逾飛。”首句沒有採用古樂府的起興手法，而是採用

烘托手法，描寫美人出場，人未到，香氣四溢，然後美人款款走來，越走越

近，香氣就更加濃郁飛揚，令人遐想萬分。 

“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靨比洛妃。”。“博山登高”指的是絲錦的

名稱，這裡專指「鄴錦」，也就是魏晉時期都城鄴城所產的錦繡，晉代陸翽的

《鄴中記》記載:「錦有大登高、小登高等名，工巧百數，不可勝計也。」，北

周庾信《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志銘》:「鄴地登高之錦，自濯江波；平陽採

桑之津，躬勞蠶月。」，指出河北山西當時盛產絲錦。「洛妃」指傳說中的洛

水女神宓妃，古帝宓（fú）羲氏之女溺死洛水而爲神，故名洛神，又名宓妃。

曹植的《洛神賦》使洛妃名聞天下。這句描寫美人的衣冠形貌，身上穿著鄴城

產的名貴錦繡裙，笑靨如花，含情脈脈，堪比傳說中的美人宓妃。 

“香纓麝帶縫金縷，瓊花玉勝綴珠徽。”。“香纓”指香囊。“麝帶”

指麝香帶。“金縷”指金絲，泛指金屬製成的墜飾。“瓊花”，古代傳統名

花，花大如盤，潔白如玉，今已失傳。“勝”爲古代婦女首飾，“玉勝”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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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制的髮飾，《山海經·西山經》「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

勝」（晉郭璞註:“勝，玉勝也。”）。“徽”指絲線，《說文》:“徽，三股繩

也。”；“珠徽”就是指編織著珍珠的吊飾。此句描寫美人的裝飾:美人身上

佩戴金線織就的香囊和麝香帶，頭上戴著綴滿珍珠的美玉髮飾，猶如瓊花，

潔白無瑕，晶瑩剔透，超凡脫逸。 

“蘇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蘇合”、“都梁”爲古代

著名香料名，皆產自域外，蘇合產自羅馬，都梁產自伊朗。南朝（梁）吳均

《行路難》詩之四:“博山爐中百合香，鬱金蘇合及都梁。”，宋代王觀國《學

林 ·五木香》 :“蓋謂鬱金香、蘇合香、都梁香也……皆蠻所產，非中國物

也。”。“歇”指香氣散發。這句描寫美人使用的名貴香料:蘇合香遠隔萬里，

來到中國已經是第二年，一路香氣散發，香氣略淡，因而感覺到遺憾，都梁

香因爲路遠，恐怕都不是新產的香料，這兩種名貴香料，由於產自域外，因

而不能聞到新產的香氣，頗感到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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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賢漢君芳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漢君”指的是王昭君，昭

君出塞，漢匈和親，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荀令”指荀彧，典故源自“荀

令留香”，習鑿齒《襄陽耆舊記》:“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說的是

三國時期，荀彧爲尚書令，稱爲荀令君，荀令君人品正直高潔，姿容美儀，

相傳他到別人家裡，走了以後，他曾坐過的地方好幾天都有香氣。這句是全

詩的詩眼，前面所有描述都是爲了最後主題鋪墊，緊接上句，因爲域外的香

料久遠而感到遺憾，其實，真正能讓人流芳後世，名傳千里的是美人的品德，

而不是人們津津樂道的荀彧坐在別人家裡，僅僅留香三天的傳說。 

這首《香出衣》，從最先的美人出場，香氣四溢，引人入勝；到美人裙裾

華美，儀態萬千，一笑一顰，含情脈脈，讓人情動；然後描寫美人的奢華裝

飾，從上到下，珠翠玉圍，香囊麝帶，散發著雍容華貴氣象；並且感嘆即便

是名貴香料蘇合、都梁，都嫌棄是遠方而來，不能展現原有的風采，突出奢

華；最後大轉折，說明美人的芳香，並非是佩戴香料香囊所產生的香氣，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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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令人敬佩的是諸如王昭君和荀彧的品德高尚所散發的“芳氣”，這才是流

芳百世的原因所在。 

這首詩採用白描手法，通過對美人的形態儀表進行詳細刻畫，最後落腳

到美人的氣質品德上來，層層深入，最後點明主題，既有宮體詩的纖麗，又

有近體詩的清新，辭藻優美，對仗工整，浪漫飄逸，寓意深刻，實屬南北朝

詩詞中的一股清風，堪稱劉孝威的代表作。” 

《陇头水》 

“从军戍陇头，陇水带沙流。 

时观胡骑饮，常为汉国羞。 

衅妻成两剑，杀子祀双钩。 

顿取楼兰颈，就解郅支裘。 

勿令如李广，功遂不封侯。” 

（暫无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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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乐府中，有一种常用于军中，以鼓、角等乐器伴奏的歌曲，即《横

吹曲》。这些歌曲多昂扬悲壮之声，内容也多是反映边塞生活、悲离之情等

等。《陇头水》即《横吹曲》之一。陇头，亦称陇山、陇坻，在今甘肃天水至陕

西陇县一带，为陕甘要隘，从汉至魏晋南北朝，这里一直是抵御外敌侵略的

军事要地。这首《陇头水》的作者刘孝威，是南朝梁诗人，著名诗人刘孝绰的

六弟。至于作为南梁诗人的刘孝威是否确曾有过“从军戍陇头”的经历，今已

无从查考。因此，对此诗我们可以理解为，诗人是在通过塑造一位戍边军人

的形象，抒发一种悲壮昂扬的豪放之气和壮烈之情。 

该诗前四句先是点题，继写戍边所见。“从军戍陇头”，说明了诗中主人

公来陇上的原因:这位主人公是为戍边而随军来到这西北边陲的，他既不是往

来丝绸之路，为利奔波的商人，也不是歆羡大漠风情，前去访古探胜的游客，

而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军人。陇水冲挟着泥沙滚滚流去，时而可以看到隔岸胡

兵毫无顾忌地牵着战马在河边饮水，面对这种挑衅，他禁不住要为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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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受到外敌威胁而感到羞愧。可以想见，这位主人公作为一位军人，深知

自己所肩负的责任是多么的重大。 

接下来四句转为叙志抒怀。诗写置身边关的主人公面对隔岸敌兵，立刻

想到了古代传说中的衅妻铸剑和杀子制钩的两个英雄故事。据《吴越春秋》所

载:吴王阖闾令干将铸宝剑，三年未成。他妻子莫邪说:“神物之化，须人而

成。”于是，夫妻两人就用自已的头发、指甲投入冶炼炉中，终于炼成干将、

莫邪雄雌两支宝剑。《吴越春秋》又载:吴王阖闾下令，有能制出好钩者，赏以

百金。有人杀了自己的两个儿子，用血涂钩，制成两把好钩。这种发指可断、

儿血可流，不报国仇、不雪国耻誓不休的大无畏卫国精神，深深地感动和鼓

舞着面对敌寇的戍边军人，誓为坚守边陲，巩固国防而效命，牺牲自己，在

所不惜。 

英勇的戍边军人，既立下誓言，就厉兵秣马，准备战斗，一定要驾长车，

去平定威胁大汉帝国安全的西域叛乱，立刻割下楼兰王的首级，剥掉郅支王

的貂裘，使祖国江山一统，万民安居乐业，立功边陲。楼兰，是古代西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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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汉书·傅介子传》记:“平乐监傅介子持节斩楼兰王”，诗人在这里以楼兰

代指胡兵首领。郅支，是匈奴单于呼屠吾斯的名号，汉元帝建昭三年为汉将

陈汤攻杀，诗人在这里亦用之代指胡兵首领。对这些一再犯我边疆，作恶多

端的叛乱者，诗中主人公有不共戴天之恨，诗中用一个“顿取”、一个“就解”，

准确形象地表达了他那复仇心切的衷情和誓夺全胜的信心。 

诗的最后两句写到了汉代名将李广。李广是一位骁勇的战将，一生曾与

匈奴作战大小 70 余次。他驰骋转战于祖国大西北，历尽艰辛，屡建战功，

然而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不信任，最终却自刭而死。这位功绩赫赫的战将，壮

志最终未得实现，这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因此，诗人希望自己诗

中的主人公不要象李广那样壮志未酬身先死，要争取看到最后的胜利。这既

是热心的鼓励，也是深切的呼吁。如此结尾，不仅加重了全诗的悲壮气氛，

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深思回味的余地。 

和大多数横吹曲作品一样，这首《陇头水》也是以悲壮见长的。诗中连用

干将莫邪、杀子制钩、傅介子、陈汤、李广等故事，使这首小诗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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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体形象，又含蓄深邃，悲壮气氛更加浓厚。这是小诗之所以富有催人愤

发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 

《独不見》 

“夫婿结缨簪，偏蒙汉宠深。 

中人引卧内，副车游上林。 

绶染琅琊草，蝉铸武威金。 

分家移甲第，留妾住河阴。 

独寝鸳鸯被，自理凤凰琴。 

谁怜双玉筋，流面复流襟。” 

（暫无译文） 

作品赏析 

女主人公的丈夫，看来颇有机运。因此，女主人公对自身命运的悲剧，

开始时一无预感。相反，它倒是以丈夫的突然得宠，而带有了令人目眩的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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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色彩:“夫婿结缨簪，偏蒙汉宠深。”“缨”为冠带，“簪”为发簪。夫婿结冠入仕，

偏就得到了汉天子的青睐。这在事后思来，虽不免令女主人公懊丧（一个“偏”

字，就传达出了这一点）；但在当初，大约颇让她又惊又喜了一阵子吧？接

着传来了更加令人兴奋的消息:夫婿一经得宠，便如晨星升天，放射出耀眼的

光芒。他白天乘坐着镶金嵌银的属车，侍从着天子游览上林苑；夜晚还常由

太监（“中人”）导引着，出入天子的寝宫。这便是“中人引卧内，副车游上林”

二句所展示的景象。真是意气轩昂、恩宠无比！夫婿的威风还远不止此。他

官运亨通，越做越大，就是那身打扮，也与众不同——“绶染琅琊草，蝉铸武

威金。”“绶”乃系玉印之丝带，染上琅琊郡（今山东诸城县一带）的草色，可

知当为“绿绶”或“青绶”。据《后汉书。舆服志》，“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九

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那么，这位夫婿所佩官印，已在“相国”、

“九卿”之列了。“蝉”指“武冠”之饰物。史载汉之武官，前加黄金珰，“附以金

蝉”。这样的武冠，唯大将军、侍中、中常侍可戴。而今夫婿之冠，竟有武威

（郡名，在今甘肃武威一带）金所铸蝉饰，可见已贵为天子近臣。这两句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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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夫婿绶带、冠饰之盛，不仅点出其身价之高，而且隐隐传达出了一种小人

得志的沾沾自喜之态。站在读者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位炙手可热的天子宠臣！ 

以上六句从女主人公的追述中，表现夫婿得宠的情形。诗中运用铺陈手

法，将夫婿的显贵，渲染得如火如荼、辉煌耀眼，大有令人不暇应接之感。

诗情至此，始终在飞舞腾驽中上升。我们的女主人公，当年正是带着如此喜

悦的心情，注视着夫婿的平步青云。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大约亦有过许多憧

憬和美梦吧？ 

自“分家移甲第”以下，诗情陡然跌转。现在，夫婿已贵与列侯相仿，终

于移居王公贵方可居住的“甲第”了。如此说来，他那患难之时的结发妻子，

很可以迁来京都，享受一番荣华了？岂止“留妾住河阴”。他根本就没想过接

她入京，反而让她孤零零地留在了河阴（今河南平阴县一带）！句中一个“留”

字，颇值得推敲:它分明已告知读者，我们的女主人公，此刻已被薄情夫婿所

遗弃了！只是她还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还幻想着夫婿的回心转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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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她只能在孤清冷寂中，打发那漫漫时光:“独寝鸳鸯被，自理

凤凰琴”。这两句辞面上装点了“鸳鸯”、“凤凰”之类，似乎颇显得美好；然而

那不过是女主人公孤单幽居生活的反衬而已。被而绣有鸳鸯双栖之形，不见

得“独寝”之更加孤独凄凉？琴而可奏凤凰和鸣之音，不更显得弃妇抚弦的无

言之悲？昔日与夫婿鸳鸯相谐、凤凰和鸣的种种梦想与憧憬，而今统统化为

飘坠如灰的碎影了！女主人公究竟还有什么可以指望的呢？ 

诗之结句，女主人公不禁悲从中来，发出了“谁怜双玉筋（泪水），流面

复流襟”的呼告之语。这呜咽吞泣的呼告，正如幽幽琴奏中突发的变滞之音，

顿使全诗沉入一片凄楚之间。令读者感到，与夫婿那蒸蒸日上的辉煌显达相

比，这留在河阴的妻子的生涯，是何其黯淡无光和可悲可叹！ 

表现弃妇“不见”夫婿的哀伤之情，偏从夫婿平步青云的铺排、渲染中写

出；在贵者日荣、思者日衰的强烈映衬和前扬后抑制的巨大跌转之间，抒发

主人公的不尽伤痛，给读者以撼动身心的震撼——这便是刘孝威《独不见》在

艺术表现上的独到之处。与同类诗作相比，此诗堪称心裁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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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雨詩》 

清阴荡暄浊，飞雨入阶廊。瞻空乱无绪，望溜耿成行。交枝含晓润，杂

叶带新光。浮芥离还聚，沿沤灭复张。浴禽飘落毳，风荇散馀香。璚绡挂绣

幕，象簟列华床。侍童拂羽扇，厨人奉滥浆。寄言楚台客，雄风讵独凉。 

《鄀县遇见人织率尔寄妇诗》: 

妖姬含怨情，织素起秋声。度梭环玉动，踏蹑佩珠鸣。经稀疑杼涩，纬

断恨丝轻。葡萄始欲罢，鸳鸯犹未成。云栋共徘徊，纱窗相向开。窗疏眉语

度，纱轻眼笑来。昽昽隔浅纱，的的见妆华。镂玉同心藕，杂宝连枝花。红

衫向后结，金簪临鬓斜。机顶挂流苏，机旁垂结珠。青丝引伏兔，黄金绕鹿

卢。艳彩裾边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问遗，五马共踟蹰。直为闺中人，守

故不要新。梦啼渍花枕，觉泪湿罗巾。独眠真自难，重衾犹觉寒。愈忆凝脂

暖，弥想横陈欢。行驱金络骑，归就城南端。城南稍有期，想子亦劳思。罗

襦久应罢，花钗堪更治。新妆莫点黛，余还自画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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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威之死 

大同九年（543 年），京城东宫有一群白雀驻足，大颂祥瑞。侯景之乱

时，孝威自建康（今南京）出逃，追随司州刺史柳仲礼西上，直奔荆州。太

清二年（549 年）至安陆（今湖北安陆），遇疾卒。有文集前后各十卷。 

诗作特色: 

刘孝威与庾肩吾、徐摛等十人并为太子萧纲“高斋学士”，诗作主要也是

“宫体”一流，《玉台新咏》选入其《和定襄侯初笄》等八首。但也有较为清新流

利者，如“隔墙花半隐，犹见动花枝。当由美人摘，讵止春风吹”(《望隔墙

花》)，唐元稹《会真记》中《明月三五夜》一诗意境即与此相仿。他如《望雨》

中的“交枝含晓润，杂叶带新光”，《登覆舟山望湖北》中的“荇蒲浮新叶，渔舟

绕落花”，皆体物入微，自然细致。 

刘孝威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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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持咒等方法，召引不可測知的神祕力量，改變原本的狀況，此技

術稱為「咒術」。南朝梁．劉孝威〈謝東宮賜淨饌啟〉 :「足使五世長者，

羞彼識味，一角仙人，恥其咒術。」中国古今社會大眾所信仰的宗教，

亦包括迷信、占卜、咒術等。 

(註 :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錯漏，尚祈不吝雅正。) 

聖经清楚論到这世界的神。“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

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林後 4:4)这世界的神，就是

指着管轄這幽暗世界的王撒但魔鬼说的。它是蒙蔽人心，引人犯罪，其

工作的目的，乃是使人不来就光，离棄基督，走向不信之路。但牠的败

坏最後的结局，是要受神的審判而终歸滅亡。 

魔鬼意思是纔毁者，牠在世人面前讒謗神(创 3:1，4-5)，在神面前

譭謗人(伯 1:9，11，2:4)。魔鬼原是受造的天使，因他不守本位犯罪堕

落而來者(犹 6;结 28:15-18;參約一 :8，賽 14:12-14，路 10:18)。魔鬼的

別名有五个称号 :1。撒但 :敌者的意思(伯 1:6，12;路 10:18)2。別西卜(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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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3。彼列(林後 6:15)。4。大龍(启 12:9;创 3:1-6)，就是古蛇，

非常狡猾，人类始祖首先受其誘惑犯罪而遺背神命。5。恶者，就是这

世界的王，称为世界的神，全世界都卧在這惡者的手下，它是空中掌权

者的首领，來管轄這幽暗的世界(太 6:13;约 12:31;林後 4:4;太 9:34;路

4:5-6;约一 5:19;弗 2:2，6:12) 

魔鬼的悪性作为，是不守真理，说谎殺人，自高自大(约 8:44;提前

4:4)，常用詭計运行假事，裝作光明的天使，迷惑世人 (林后 2:11;弗

6:10-11;帖後 2:9-10;林后 11:14，启 12:9;太 6:13)。牠是遍地遊行，引人

犯罪，蒙蔽人心，奪去真道(彼前 5:8;创 3:1-6;林後 4:4;可 4:15)，使人

遭难生病，設下網罗，置人下監(伯 2:7;路 13:16;提前 3:7;提後 2:26;启

2:10)，試探誘惑人(彼後 2:9;林前 10:13;帖前 3:5)，攻擊控告抵挡信徒

(林後 12:17;启 12:9-10;帖前 2:8)，進入充滿人心，叫人欺哄圣灵，出卖

耶穌(徒 5:3;约 13:2，27)，並且存心試探主，謬解圣经，改变神的話(太

4:6-7;创 3:1-4)。魔鬼虽有这些重大悪性的本能，但当耶稣顯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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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特要除滅魔鬼的作为，仗着十字架誇勝，而搭救被試探的人 (約

一 3:8;西 2:15;来 2:18;彼后 2:9)。魔鬼的最终结局，是被神咒詛敗坏(创

3:14;来 2:14)，墜落被逐出践踏受捆绑 (路 10:18;约 12:31;罗 16:20;启

20:1-3)，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晝夜受痛苦，直到永遠。所有的邪灵

也与魔鬼一同被扔在硫磺的火湖裏。 

我们当趁着時机趕快信靠主耶穌，將来才能在天国享受永遠的福氣。 

 

 

 

 

 

 

第 6 篇  張亢千古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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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亢东晋安平人，字季阳。张载弟。善属诗文，才藻不及其兄张载、张

协，而并称“三张”。妙解音乐伎术。东晋初过江，拜散骑侍郎，迁散骑常侍，

领著作。 

張亢［約公元三 0 七年前後在世］字季陽，安平人，張協之弟。生卒年

不詳，約晉懷帝永嘉初年前後在世。亢才藻雖不及二兄，獨解音樂、伎術，

與載、協並稱“三張”中興初［公元三一七年左右］過江，拜散騎侍郎，領著

作郎。出補烏程令，入為散騎常侍，復領著作。他有述歷贊一篇，（見晉書

律曆志）是論述音律的文章。 

永興初年(約公元 304 年)，張亢過江拜散騎侍郎。秘書監(職堂奏章、詔

示之類)荀菘舉薦他為佐著作郎。後升遷為散騎常侍(皇帝身邊的諫官、侍從

和顧問)，後又復為著作郎。在西晉文學史上，張亢和其兄張載、張協被稱為

“三張”。在“三張”中，張協的藝術成就最高。張亢的文學造詣不及二兄。據

記載，張亢還懂得音樂知識。 

《长桥》 

http://张载.网址/
http://张载.网址/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5%BC%B5%E4%BA%A2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9%9F%B3%E6%A8%82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4%BE%8D%E9%83%8E
https://www.easyatm.com.tw/wiki/%E6%96%87%E7%AB%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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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收雾霁水风高，百丈虹桥气势豪。 

疑是玉龙藏爪距，潜来江上看波涛。” 

《长桥》 

“万顷平湖水接天，湖光水色远相连。 

虹蜺截雨未归得，横在波心几十年。” 

《长桥》 

“记得当年过此桥，月明江上暑风消。 

而今重到经行处，空有湖光伴寂寥。” 

《句》 

张亢触墙成八字，王琪望月叫三声。 

《诗》 

“昔我好坟典，下帷慕董氏。 

http://王琪.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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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仿馀风，染轴舒素纸。” 

（暫无译文） 

(註:本篇原文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遺漏，尚祈不吝雅正) 

張亢虽多才多艺，惜其著作卻无系统的保存，也无救恩可言。新旧约 66

卷數千年来均有妥善的保存。 

圣经的独特性，任何一个知识分子若有心追求真理，又看見圣经具有如

此多的歷史條件，必然不会軽易忽視此书。圣经的独特性在於其中的記載均

属事实，可以当作历史来考证。 

其独特的连续性 

前后写作時間共計一千六百年。 

总共花费一千六百年才写成。 

由四十多位不同職业的人所写成，作者包括:君王、農夫、哲学家、漁夫、

詩人、政論家、学者、医生、税吏、教师、酒政、宰相、牧人、政治領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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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在不同地点写成:有在王宮、旷野、地窖、牢獄、旅途、海島、軍旅

争戰中、家中等。 

在不同的時候写成:如大衛在戰时写、所罗门在泰平盛世时写。在三个不

同的洲写:亜洲、非洲及欧洲。 

以三種不同文字写成:旧约是用希伯來文写成的:列王纪下十八章 26-28

節中称之为“犹大的语文”，以赛亜书 19:18 節中称之为“迦南的語文”。閃族语

系中的亜蘭文(Aramaic)是当時遠东通行的语文，直用到亜历山大大帝得势時

为止。新约圣经则是用希臘文所写成，也是耶稣在世時所通行的国际语文。 

圣经虽有分岐，但有其统一性:如在创世記中所“失去的乐园”，在启示錄

成为“復得的乐园”;在创世记中神封闭了通向“生命樹”的大能，但在启示錄中

此门却为信徒永遠敝开了。 

《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多的一本书。 

年销近 3000 万册，累计发行量超过了 40 亿， 



85 

 

它是最早被译为其他文字，被译成了 2454 种语言， 

它也是译本最多的一本书，全世界各地， 

如今大约有 14000 多种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 

尤其是《圣经·新约》就有大约 5300 多种不同译本。 

神是圣经真正的作者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 3:16）” 

圣经遭逼迫却仍然常存 

世上没有一本书曾遭致像圣经一般悪意的攻擊。许多人想焚燒它，禁止

它，甚至認为圣经是一本非法的书。 

西元 303 年，戴克里仙大帝下旨:“将所有為基督徒及他们的圣经予以摧

毁。並传令各地各方:“申令将所有的教堂与圣经焚燒;凡信基督教的人，在朝

者失其官職，在野者失其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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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在屢经无神論者及怀疑論者的攻擊及批判之下仍能直立不倒，作強

而有力的阐明。 

圣经教训的独特性 

圣经是唯一一本論及预言最多的书。这些预言有涉及个人和各个国家，

論及以色列国，全地的居民，又涉及有关某些城市，以及救世主弥賽亜来臨

的種種预言。 

拿撒勒人耶稣既无金銭又无武力，但他比亜历山大，凱撒，穆罕默德，

及拿破崙所征服的人更多數百万;衪既无科学背景，又未進过高等学府，但他

在人与神的知识上所赐下的亮光，遠超过所有哲学家与学者总和的成就;祂没

有受过正式口才的訓練，但他所说出的生命之語是前无古人，後无来者可模

仿的，祂話语所產生的果效遠较演说家及诗人为強;祂從未写一行字，但祂促

使多人写作，祂供应了无數証道、演証、討論会、鉅著、艺術及歌頌的主题，

他对人類的影響实遠超过所有过去及现代偉大作家们的影響力。 

主耶稣是獨一的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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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

活。”(约 6:37，39) 

“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

们祈求……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来

7:25，5:9) 基督天天为凡信祂的人代求，因祂是復活生命的主，为人永遠獲

得救恩的源头，是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永不失去(參约 11:25，14:16;来 7:22，

9:15;约一 2:1，25)。 

我们当有正確的信仰，才能有永恆天国的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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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篇  何子朗千古留言 

何子朗。文人介绍。南朝梁东海郯人，字世明。有才思，工清言。与何

思澄、何逊俱擅文名，时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历官员外散骑侍郎。出

为国山令。卒年二十四。 

《和虞记室骞古意诗》南北朝˙何子朗 

“美人弄白日，灼灼当春牖。 

清镜对蛾眉，新花弄玉手。 

燕下拾地泥，风来吹细柳。 

君子何时归，与我酌樽酒。” 

《学谢体诗》南北朝˙何子朗 

http://www.gushicimingju.com/gushi/shi/379750.html
http://www.gushicimingju.com/shiren/nanbeichao/
http://www.gushicimingju.com/shiren/hezi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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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台清露拂，铜陛落花沾。 

美人红妆罢，攀钩卷细帘。 

思君暂促柱，玉指何纤纤。 

未应为此别，无故坐相嫌。” 

何子朗的诗确实清雅奇巧。“东海三何”指的是南朝梁朝的三位诗人何逊、

何思澄、何子朗的并称。在《南史·文学˙何思澄传》中说:“初，思澄与宗人逊及

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这里是说何子朗才思敏捷，

擅长清言，其文甚工。因此人们赞颂他:“人中爽爽何子朗。”他又历任官员外

散骑侍郎，出为固山令。并著有文集，流传于世。“子朗最多”是指他作品见

诸于世非常多。但实际上此说颇欠公允，当时何思澄便大为不服，谓“此言误

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以现存作品看，何逊成就最高，是“三何”中的佼

佼者;思澄、子朗各存诗三首，平平而已。 

何逊字仲言，南朝东海郯人，八岁就能作诗，不到二十岁就举为秀才，

才思敏捷，诗作多有奇妙独特之处，深受当时文人们推崇。大文学家沈约对



91 

 

他的诗特别欣赏，说:“我每读他的诗，一天要重读三次，好像还觉得不够，

还想再读，不愿意停止。”连梁元帝也称赞他的诗为“少而能者何逊。” 

他品行清洁，志趣高雅，对梅花有特别爱好，擅作咏梅诗。梁朝时任扬

州法曹，家有梅花一株，含苞待放，清香袭人，何逊常吟咏其下，流连忘返。

后奉调到洛阳做官，还时时怀念扬州的梅花，以致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眷

念之情不能自己，竟向皇帝上书，请调回扬州再任，回任时刚好梅花盛开，

他欣喜异常，即邀请天下文士赏梅咏诗，并终日徘徊树下，吟诗作文，每日

里只见眼中梅花，不知还有何逊其人。著作有《何水部集》。 

何思澄字元静，南朝东海郯人，少年勤学刻苦，擅作诗文，大文学家沈

约在读到他的《游庐山诗》，大加称赏，自以为不如，并在别墅新建的阁斋中，

命人题此诗于墙壁上，可见他的诗在当时的影响力，著有文集十五卷。开始

被任命为南康王侍郎，升迁治书侍御史，最后任武陵王中录事参军。 

何子朗字世明，南朝东海郯人，早有才思，工清言，太子詹事周舍与他

接谈，非常佩服他的议论精辟，当时人称为“人中爽爽何子朗”，历官员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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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侍郎，出为固山令，卒时年二十四岁，与思澄、何逊俱擅文名，世人称为

东海三何，子郎最多，他也有文集行于世。 

南北朝的宗教信仰 

道教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南北朝时期，与外来宗教——佛教的广

泛流播相一致，道教也逐渐官方化，并且日臻成熟。就整体情况而言，其声

势和覆盖面虽然不及佛教，但发展之迅猛，影响之广阔，却是空前的。伴随

着道教的流布、信徒的增加，举家慕道的情形也大量出现。易言之，与佛教

相类，道教信仰也呈现出明显的家庭化发展趋向。以往，学界对于北朝道教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教理、教义、宗教派别，以及道教信仰与农民起义的关

系等问题。迄今为止，从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切入，对北朝的道教

信仰予以关照的论著尚属罕见。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社会史的角度，针对北

朝家庭成为道教信仰单位的原因、信仰方式、特点以及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

的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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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信仰对北朝家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兹分论如下。 

一是对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 

北朝家庭对于道教的崇奉，成为促使当时的家庭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和

简单化的因素之一。 

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家庭规模结构的因素有多种，北朝时期随着

佛、道二教的空前兴盛，使得宗教信仰对当时的家庭结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齐天保五年(554 年)举秀才对策，即有人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广弘明集》卷六《叙历代王臣滞惑解》云: 

“自祖龙寝迹，刘庄感梦，从此以归，纷然遂广。至有委亲遗累，弃国忘

家。馆舍盈于山薮，伽蓝遍于州郡……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

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 

“淄衣”，指佛教徒，“黄服”，谓道教徒。这就是说，佛、道二教在周、

齐之世，已达到徒侣半天下之势。文中所谓“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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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数过于正户”，说的就是职业信徒对于国家领户的冲击。这种影响，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说明。 

首先，道徒离家入道，直接促成其所在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在那些人

口众多的大家庭，有一两个人离家对于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似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小家庭而言，每减少一个人其家庭结构都有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动。

举例说来，如果主干家庭的长辈只有一人，而这个人却由于种种原因进入道

观，那么主干家庭结构马上就会分解演变为核心家庭。若核心家庭中夫妻有

一人出离，那么这个核心家庭也不再完整。此外，从全局性的角度来讲，入

道之人另立道籍，由总领宗教事务的职官管理，不再属于政府编户，那么政

府所掌握的总口数必然下降；在总户数不变的情况下，户均口数必然减少。

由于普通民户家庭以小家庭为主，因此出家之人对于家庭规模的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 

其次，民众家庭的扩展主要仰赖于子孙的生息繁衍，某些人在少年或者

中青年时期就已入道，从而对家庭人口的增殖产生极大影响。未婚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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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家染道而且终生不还俗便意味着他们彻底失去了娶妻(或出嫁)生子、繁衍

后代的机会。北朝时期，或是由于家庭的影响，或是出于经济的窘迫，很多

僧尼和道士在其少年时代就已经出家，这必然会对人口的再生产产生影响。

如道士王延，“才九岁，好道，西魏孝文帝大统三年丁巳入道，师正懿先生陈

宝炽，至十八肄业于楼观”；李顺兴，“年十一，与道士籍”；张法乐，“才及

成童之年，托迹楼观”；法师严达，“后魏明帝永兴中入道，年始二十”(《历世

真仙体道通鉴》)。这都是稚龄入道的显例。这些人入道以后，自动放弃娶妻

生子的权利，其对于家庭人口规模的影响也是可以预见的。 

道教信仰对原有家庭生活方式的影响 

根据道教的有关经典和戒律的要求，崇奉道法的信徒须持斋守戒、却荤

茹素、止杀存生。对于在家信徒而言，面对诸如此类的戒律，虽然不必像职

业道教徒那样必须严格无条件地奉守，但是一旦他们接受了道法的影响，奉

持相关戒条，即便不是十分严格，也多少会对其家庭生活方式产生某种程度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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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五斗米道的教法中有“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张鲁传》注

引《典略》)的规定。北魏寇谦之清整道教时，只是除去“三张伪法”，对于其中

有益的部分仍然继承下来。由此推测，此类戒约应当不会废弃。其次，受佛

教影响，道教中也有所谓“五戒”、“八戒”、“十善”之类的规约。其中之“五戒”，

与佛教的有关规定如出一辙，即不得杀生，不得嗜酒，不得口是心非，不得

偷盗，不得淫色。遵守有关戒约，便意味着道民要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进行适

当的调整。如《齐故博陵郡君崔太姬墓志铭》称:“(太姬)爱好冲虚，崇尚黄老，

食止七珍，衣□□色。”这便是因为奉道，而克制自我、减损衣食的典型例证。

此外，据《老君音诵诫经》记载，为了在祭祀仪式之前洁净身心，道民要举办

厨会，进行斋戒。当时设厨会的时机甚多，具体而言，有求福，有为病者救

度，有信众犯律自解，有为亡人“迁度魂灵”等等，举办厨会的具体要求是:斋

法素饭菜，一日食米三升，断房室，五辛、生菜、诸肉尽断。勤修善行，不

出由行，不经丧秽、新产。欲就会时，向香火八拜，使大德精进之人在坐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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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按照有关的要求行事，其对于家庭生活的影响可以一目了然。

对于大多数在家信徒来说，所要奉行的戒法往往和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有相

悖或者冲突之处，践行起来极不容易。就不杀生来说，北朝的胡族家庭向有

食肉与酪的传统，肉类是其日常生活中的主食，因为畜牧业和狩猎业在其经

济活动中长期占据主流。北魏前期，每逢大规模地狩猎，常有血流成河、山

野变赤的场景。因此，要想戒绝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由食荤改为茹素，

即便偶或为之，也是比较困难的事，更何况经年累月地长期奉守了。对于这

一点，有关道教经典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即要求在家信徒在一定时期内持守

即可，不必坚持不懈地长期进行，这对于吸引有关俗众皈依道教无疑是十分

有利的。汉人的生产方式以农耕为主，因经济条件的制约，绝大多数人在日

常生活中以粟米、蔬食为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戒绝了荤腥，更

何况根据传统礼制的要求，在每年的祖先祭祀中都须荐以牲牢。而且，民间

里邑中的春、秋二社一直奉行“血祠之祈”，这就不能不以杀生为代价了。戒

酒也是知易行难的一件事。北方的冬天寒冷漫长，人民天性里又不乏豪爽的

因子，形成各个阶层的人剧饮成风，乃至溺酒误事、以酒致责、酣饮致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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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乏其人。由于拥有广阔的市场，酿酒业在北方一直都很兴盛，显如北魏

都城洛阳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城西》)。民间私

酿的情形也比较常见。史载，北魏乐部郎胡长命妻张氏，“事姑王氏甚谨。太

安中，京师禁酒，张以姑老且患，私为酝之”(《列女传》)。这一时期系统地总

结酿酒技术的著作也已经出现，如北齐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便辟有专章专

论酿酒，对于有关的细节和步骤叙述极为详尽。因此，只要条件允许，例如

家有余粮，在家内酿酒供亲属饮用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即便不愿亲自

动手，也可以轻易从市场上酤取，这对于饮酒之风的滋盛也是一种助力。是

以仅以饮酒而论，虽有戒法的制约，国家又时时出台酒禁法令，但是纵酒之

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因此《北史》中各传的传主，常有嗜饮的记载。这就说

明，在道教流行的整体氛围之下，在家信徒的原有家庭生活方式受到了某种

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虽然较为普遍，但是对其深刻程度，我们却不宜估计

过高。 

道教信仰对家庭成员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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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总是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干预其信徒的家庭关系

和婚姻生活。这种影响和干预，虽然因各种宗教的基本信仰和教理、教义的

不同而在具体表现形式与结果上会产生诸多差异，但是就其总体情况而言，

最终结果不外乎两种。其一，它使家庭关系和婚姻关系朝着和谐有序的方向

良性发展；其二，与前者恰恰相反，它激化家庭矛盾，并使家庭成员之间的

关系不断恶化。 

道教信仰对家庭关系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它与家庭内其他异质宗教信仰

的关系上。北朝时期的这个异质宗教，主要是指佛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宗

教一样，佛、道二教都有自封为正统，视各自所信奉的神祇至高无上，而将

他种宗教贬为异端的倾向。虽然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教理、教义与道

教有相互融摄、涵纳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的竞争并未因此止息。从北朝宗

教信仰的发展史来看，佛、道两家都有排抵对方、取得独尊地位的企图，这

必然对各自的信徒产生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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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在北朝的家庭中不乏佛、道兼崇的现象，而且有些人认为这“没有

必要非得自相矛盾”，只需要“认真对待两种宗教”就行了。但是，人们最终还

是得作出选择，“尽管文化和伦理的双重身份并非不可能并且应当巩固这种可

能性，但是双重教籍的可能性从信仰最深挚最严格的意义上看则应排除在外”。

因此，对于虔诚的佛教信徒而言，道教乃不折不扣的“外道”；对于真挚的道

教信徒来说，佛教是难登大雅之堂的“鬼教”。在此种情况之下，保持相同的

宗教信仰对于家庭成员来说至关重要。它犹如一条无形的纽带，通过日常的

宗教活动和相关的教理、教义，将每个家庭成员聚合在一起，使之无论在思

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保持高度的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同一宗教信仰

是促使家庭内部和谐统一的外部因素之一。 

而不同的宗教信仰，由于宗教本身所内蕴的排他性，则容易诱发家庭成

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家庭关系发生动荡和波折。信仰越深挚、诚笃，发

生摩擦冲突的可能性便越大。北魏释玄高在未出家染佛之前，家内便存在两

种宗教信仰。其母出身于天师道世家，其姐与玄高则笃信佛教，在玄高之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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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祈愿当中，便有“愿门无异见，得奉大法”之句。“门无异见”，即希望

家人全部归宗释法，在思想和信仰上不再有歧异和差别。由此我们推测，在

不同宗教信仰支配下的家庭个人之间，于日常生活中必有颉颃之处，其甚者

会对家庭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这一点在上例中还比较隐晦，北魏名臣崔浩

一家的情况则可以给我们以清晰的观感。史载“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释

老志》)。“浩非毁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释典，时时诵读。浩怒，取而焚之，捐

灰于厕中”(《崔浩传》)。可见，不同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影响夫妻关系的导火

索。不唯如此，从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来看，异质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侵蚀

力量。崔浩与冀州刺史崔颐、荥阳太守崔模，“年皆相次，浩为长，次模、次

颐。三人别祖，而模、颐为亲，浩恃其家世魏晋公卿，常侮模、颐”。然从有

关记载来看，崔浩与崔模、崔颐之间的龃龉，绝非家世门第差别那么简单，

这其中也有宗教信仰的因素掺杂在内:“浩既不信佛道，模深所归向，每虽粪

土之中，礼拜形象。浩大笑之，云:‘持此头颅不净处跪是胡神也。’”(《崔浩

传》)他对崔模的宗教信仰嗤之以鼻，颇为不敬，惹得崔模对其大为怨怼。后

崔浩因国史之狱而遭显戮，清河崔氏的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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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受到牵连，而崔模等人却因一向与其关系疏远隔膜而侥幸蒙赦，可谓不

幸中之大幸了。 

除此以外，宗教信仰中所承载的家庭伦理道德，对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

系也有影响。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直接根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它在融摄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纲常伦理的同时，又把从身内到天上的

众多神灵作为人们行为的监控者。因此，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伦理价值观念就

与道教本身的宗教精神相结合，融铸成较为系统完善的伦理规范体系，从而

对信徒形成一种极具价值导向的心灵迫力。一般而言，道教通常将得道成仙

的终极追求，与儒家的纲常伦理道德相结合，并将恪守后者视为达到前者的

必由之路。这一点，在很多包含纲常**义的道经著述中表现得一目了然。如

“父母之命，不可不从，宜先从之。人道既备，余可投身。违父之教，仙无由

成”。寇谦之则在《老君音诵戒经》中提出“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的

科诫，并假太上老君之口，针对当时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提出:“我今以世

人作恶者多，父不慈，子不孝，臣不忠，运数应然；当疫毒临之，恶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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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在这里，道教的社会伦理规范，与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实现了有机的融

合。道教的这种道德说教比之儒家的伦理思想来说，因有宗教信仰作为支撑，

具有更为广泛的适应性和更为久远的影响力，对于促进和理顺家庭关系，也

是一股强大的助力。可以这样说，在某些崇奉道教的家庭中，其家庭关系如

长幼、夫妇、兄弟等人伦之序，乃是在儒、道双重影响之下，这对于北朝各

阶层家庭的正常、有序地运转，无疑是一种值得称许的精神力量。 

道教信仰对家庭经济的影响 

宗教信仰所关注的是无形的精神世界，但是由于受众的个体差异，它的

传播和流布却不能凭空进行，而要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和具象载体。因此，

宗教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伴之以相关物质消费的扩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道教在北朝曾取得过准国教的地位，凭此可获得国家的部分经济投入。虽则

如此，从总体上看，在举办有关的道教活动时，仍以在家信徒的支出更为突

出和可观。当时举凡营塔、造像、立观、做斋等活动，均可窥见在家信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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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而所有这些活动，基本都要以物质或金钱的消耗为代价。因此，就其

实质而言，信教乃是信徒家庭消费的一大类，势必对其家庭经济产生影响。 

一般说来，随着慕道风气的日益炽盛，宗教信仰消费也有不断攀升的趋

势。但是，鉴于各个家庭经济实力的差别和每一次具体宗教活动消费财物额

度的不同，其对于家庭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能一概而论。通常，那些信仰虔

诚并对通过兴作福业稳获善报深信不疑的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投入相对要

多。因此，很多造像碑的铭文中有“竭家所珍”、“减割身口”、“减割家珍”字样，

可见宗教信仰需要信众谨身节用，无私投入。而那些仅把宗教信仰和有关的

宗教实践当作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一种点缀的人，无论从财产投入额度和

频度来讲，都应是不及前者。但是，信仰的狂热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带有

极大的盲目性。北朝时期，在道士劝化、有关经典的引导和统治阶级的示范

之下，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崇福之风，无疑有愈演愈烈之势。受这股潮流的裹

挟，无论是虔诚的道教信徒，还是只在思想的某一层面上接受道教影响的俗

众，抑或对道教本身茫然无知，却在社会风气影响之下随波逐流者，都把种



105 

 

种兴造和布施当作无上功德。人们希望通过资财的破费，达到使父母、兄弟、

己身、眷属攘灾去祸、获致福佑的目的。除了种种兴作以外，道教徒为求白

日飞升、长生久视，要通过服食吞丹的方式进行修炼导引，而炼丹的原料多

是黄金、白银一类的贵金属或丹砂之类的贵重药品，而且经年不成者比比皆

是，其于物质财富的消耗极为惊人。一般普通的民户多无力承担如此的巨额

花销，这也是炼丹修道之人多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道教信仰对家内子孙名字的择取也有影响 

名字是指称个人的符号，它本身虽具有抽象性，但是在多数情况之下，

却是社会意识的真实、直观的反映。长辈为晚辈取名，在进行斟酌取舍之时，

一般都会受某种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和道德标准的影响。《颜氏家训》卷二

《风操第六》称:“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这正揭示了其中所蕴涵的深远意

味。北朝时期慕道之风的盛行，对家庭成员的命名用字也产生了影响。 

从有关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来看，北朝时期家内子孙的命名用字，不仅

受到外来佛教的影响，也打上了本土道教的烙印。陈垣先生早年在对西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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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十二年(416 年)的西凉户籍残卷进行研究时，就已经指出，卷首一户的三子

一孙，分别命名为道、德、仙、宫，“实受道教之影响”；其他各户命名，如

“魄”、如“金”、如“嵩”、如“寿”等，“亦辄有修炼长生之意”。然以上皆为十六

国的情形，北朝时期，与道教信仰有关的命名用字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首

先是“之”字。据陈寅恪先生研究，“之”字是五斗米道中用于教徒名字的暗记。

南北朝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不在避讳之例。实际上，“之”字用于人

名，以南朝为多，北朝虽然也有，但并不常见。其最著者当属寇谦之。《北

史》卷二七《寇赞传》云:“寇赞，字奉国，上谷人也。因难迁冯翊万年。父脩之，

字延期，苻坚东莱太守。赞弟谦。”谦即谦之，与其父名尾字相同。寇氏世代

奉道，谦之又是改革、完善道教科仪的天师道领袖，以“之”为名，正是实至

名归。 

相对而言，“道”字在北朝的人名中更为常见。如长孙道生(《长孙道生

传》)、孙道登(《节义传》)、王道翼(《释老志》)、由吾道荣(《由吾道荣传》)、唐

邕字道和(《唐邕传》)、万俟道洛(《李贤传》)、冯道和(《赵刚传》)等。其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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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字。南朝宋有诗人谢灵运，少时寄养于钱塘杜氏，据陈寅恪先生考证，

钱塘杜氏为天师道世家，谢灵运寄居其靖室以求佑护，“宜其即从其信仰以命

名”。北朝也有很多以灵为名者，如北魏有刘灵助(《刘灵助传》)、羊灵珍(《羊

烈传》)、羊灵(《京兆王愉传》)；张蒲，字玄则，有子名灵符(《张蒲传》)；傅

竖眼有三子，分别名灵庆、灵根、灵越(《傅竖眼传》)；冯亮，字灵通(《冯亮

传》)；北齐有梁州刺史羊灵佑(《羊烈传》)、儒者孙灵晖(《儒林传》)；《魏书》

卷八七《节义传》记载，有人姓宗名灵恩；又张耀，字灵光(《张耀传》)。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指出:1、名字里面含有与道教有关的字的，不一

定全部与家庭的宗教信仰有关，有时候，也可能是长辈的趋从时风之举。2、

命名用字中不涉及道教的，也未必其家庭就没有该种信仰。3、由于个人的

名字多为长辈所取，是故它所反映的可能不是当事人本身的宗教信仰，而是

其父、祖的信仰情况。如《高僧传》卷十二“习禅类”《宋伪平城释玄高传》云:

“释玄高姓魏，本名灵育，其母寇氏，本信外道。”由玄高后来出家染佛来看，

“灵育”之名的由来，应与其母的宗教信仰有关。虽则如此，宗教信仰对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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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名字的择取确有相当大的影响，应由此可知。更何况有相当一部分人的

名字的确与本人及其家庭的宗教信仰再现着一种表里关系。如东莱人王道翼，

“少有绝俗之志，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麦。通达经章，书符箓。常隐居

深山，不交世务”(《释老志》)。由引文来看，王道翼正是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

夏侯道迁，由于史未明载，其宗教信仰难以遽断，但本传中有言:“年十七，

父母为结婚韦氏。”(《夏侯道迁传》)韦氏乃天师道世家，道迁父母为他订下这

门亲事，不能不考虑宗教信仰方面的因素，则夏侯氏很可能也是倾向于道教

的。由吾道荣，琅邪人，“少好道法，与其同类相求入长白、太山潜隐，具闻

道术”(《由吾道荣传》)。又唐邕，太原晋阳人，字道和，仅据此似乎无法窥见

其宗教信仰之端倪。然同传载其父名“灵芝”，为魏寿阳令。父子两代名字皆

与道教有关，则其宗教信仰的倾向约略可知。 

综上所述可知，北朝时期，随着道教的广泛传播，信徒的急剧增加，家

庭逐渐成为道教信仰的单位，成为广大俗众慕道、习道、修道的主要场所。

而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在家信徒道教信仰的特点也是比较鲜明的:它



109 

 

以家庭成员为关注的焦点，对宗教实行高度重视，又凸显出极强的功利色彩。

与此同时，道教信仰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于北朝家庭本身也产生了极为深

刻的影响，除了使当时的家庭规模趋向小型化以外，在家庭生活方式、家庭

关系、家庭经济等方面，皆可窥见道教信仰留下的痕迹。这在道教发展史和

中国古代家庭本身的发展历史上，都是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如有錯漏，敬祈雅正。) 

吳献章博士说:“一个人若没有真神的信仰，往往会被异教之风搖来摇去，

被邪灵筛来筛去，他会可怜到不知道去拜那爱他们的上帝，却去拜那捉弄、

捆绑、並恨他们的鬼魔！” 

“广义的道教徒”，就是把天地、日月星辰、山川、鳥兽虫魚，传说中的

鬼神、历史人物、祖宗、佛教的菩萨……等等，全都列入崇拜的行列。 

圣经明確的指示如何才能得救。耶稣告訴门徒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

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路 24:47)他的名就是耶穌的名。

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是无罪的，在十字架上死，担当众信徒的罪。彼得在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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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撒冷向犹太人传福音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徒

3:19)保罗在雅典時向外邦人宣告:“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徒 17:30)

悔改歸向主耶稣才能得救恩。 

圣经对我们的信仰有绝对的幫助。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

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後 3:16-17) 

信主耶稣与不信者最终的歸宿有何区別?永恆是无尽头的，重生的基督

徒有永遠的喜乐、獎賞、与基督一同荣耀作王等(启 20:4-6)。拒绝悔改不信

耶稣的人，将被扔到永遠火湖(启 20:10，14-15;21:8)。請阁下作一明確的抉擇。 

 

 

 

第 8 篇  徐幹千古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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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文学家、哲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以诗、辞赋、政论著称。其著

作《中论》对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文化学者影响深远。 

《室思诗》是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干创作的组诗，共六首。《玉台新咏》、

《乐府诗集》、《古诗纪》皆有存录。其中第三首、第六首最为人所知。沈德潜

《古诗源》亦录此二首。第三首，题为《杂诗》，评曰:“末四句后人疑者多矣，

总逊其自然”。第六首题为《室思》，评曰:“此讬言闺人之词也。字处于厚，而

望君不薄，情深至极。” 

其三 

“浮云何洋洋，愿因通我辞。 

飘飖不可寄，徙倚徒相思。 

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 

自君之出矣，明镜暗不治。 

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90%E5%B9%B2/743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89%E5%8F%B0%E6%96%B0%E5%92%8F/249014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0%E5%BA%9C%E8%AF%97%E9%9B%86/9829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A4%E8%AF%97%E7%BA%AA/576749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5%BE%B7%E6%BD%9C/144904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88%E5%BE%B7%E6%BD%9C/1449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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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终之。 

别来历年岁，旧恩何可期。 

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 

寄身虽在远，岂忘君须臾。 

既厚不为薄，想君时见思。” 

《白话译文》 

其三 

“浮云悠然自得不知飘向哪里？我想借助它传达我的心意。它飘浮不定实

在是不可以寄托，我徘徊犹豫枉自遐想。别人家离别后都能回来团聚，唯独

你没有回来的归期。自从你出门远走以后，明亮的镜子罩满灰尘不想擦拭。

想你的思绪就像流不尽的河水，真不知哪里才是尽头，哪年才是结束的时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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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六 

“人情有好的开头很难有好的结尾，相信你自始至终不会变改。别后已经

过了好些年，从前的恩情怎么会再现？看重新人忘了旧情，君子谴责不会应

允。虽然你身在远方不得相见，我时时思念没有片刻把你忘记。既然深爱了

就不会疏远，想来你也会常常地把我思念。” 

作品鉴赏 

《室思》是一组代言体的诗，写的是妻子对离家丈夫的思念。全诗分六章，

就日常所见、所感、所思，从各个侧面反覆细致地抒发了思妇的盼望、失望

和期待之情，但各章之间并无贯串的故事情节。我们这里选录了第三章与第

六章。一则因为以这两章为主，连及其余，也就大致反映了全诗的面貌；二

则因为这两章比较精采，也流传较广，在六章之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先讲诗的第三章，前面两章已经写过:“念与君相别，各在天一方”；“君去

日已远，郁结令人老”。深沉的思念早已使她陷入难解难销的境地，此刻，这

位思妇望着那悠然自得的浮云，便想托它给远方的丈夫捎去几句心中的话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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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那浮云瞬息万变、飘渺幻化，又怎能叫人放心寄语呢！她徘徊彷徨，坐

立不安，只有徒然相思而已。这无法摆脱的悲哀，激起了她对生活不公的感

慨——“人离皆复会，君独无返期”。后一句是写实，前一句不无夸张，现实

中当然未必是“人离皆复会”。但是这么一纵一擒，就更能反衬出感情上的痛

苦。人们在极度悲痛时往往难免有这种过激的感情和语言，比如“民莫不谷，

我独不卒”(《诗·蓼莪》)；又如《论语》中:“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

这一章十句，“人离”两句是承上启下的过渡。因为“无返期”，才想到托云寄

辞；因为“无返期”，所以思无尽时。妙在“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之前，

又插入一个回顾的细节:自你离家之后，我从不梳妆，那明亮的镜子虽然满是

灰尘，也无心事去擦它。这个倒叙，造成回环往复的效果，也是她纷繁杂乱

心绪的写照。如果单就“自君之出矣”四句而言，则前一句为因，后三句为果，

简洁明快，而又包孕丰富。“明镜暗不治”，虽是写事、写物，却可见其貌；

“思君”二句，又可察其情。此情，此貌，正传神地刻画出思妇的生活和心态。

所以从南北朝到隋唐，仿作者甚多，且皆以“自君之出矣”为题作五言四句的

小诗。它之所以有如此深远的影响，除了上面我们讲的晓畅隽永之外，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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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有清新自然之趣。正如钟嵘所说:“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

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观古今胜语，多

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朱弁也说过:“诗人胜语，感得于自然，非资博

古。若‘思君如流水’……之类，皆一时所见，发于言词，不必出于经史。……拘

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风月堂诗话》)。这些都是在

称赞它的不假雕饰的自然之美。 

下面我们再讲诗的第六章。诗的第四章写夜不能寐，触景生情，泪如泉

涌；第五章写睹物怀人，更增思念之苦；意在将“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

得以具体充分地发挥。但是，思念无穷，诗终有结，第六章便是全诗的结尾。

君无返期，音信不通，思亦无用，盼也是空，最后只剩下一个心愿:愿君莫忘

旧情。这就很像“不恨归来迟，莫向临邛去”(孟郊《古别离》)的意思，只是这

位温柔细心的女子说得更为曲折委婉。《诗·大雅·荡》中有句诗叫做“靡不有初，

鲜克有终”。这里稍加改变，意思是说，人们做事情往往是有头无尾，不过我

想你是能始终如一的。可是，想想分别多年，情况不明，世事难料，旧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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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情还有保持的希望吗？但那种喜新厌旧，重新忘故的行为，毕竟是仁人君

子所谴责、所讥刺的。“重新而忘故，君子所尤讥”，不着己，不着彼，语意

盘空，笔势突兀，它的分量在于提出了一个理想的、正直的生活准则和为人

之道，下面四句正是就此生发，所以前人曾评曰:“以名义厚道束缚人，而语

气特低婉”(《古诗归》)。其“低婉”之处，首先表现在她先说自己，再说对方。

你虽然寄身远方，我可没有片刻忘了你；既然过去那么恩爱情深，现在该不

会变得情淡意薄，想你也是时时思念我的；先自处于厚，次则言君不薄，以

己之情动彼之情，婉曲动人。其次，表现在虽不无怨艾之情，不安之意，却

绝不露圭角，一再地说:“想君能终之”，“想君时见思”，总以忠厚诚挚之心，

构想“君”之所为、所思，其良苦之用心，全在盼美好之未来。这，便是千思

万念之归宿，也是通篇之结穴。这一章时而写己，时而写彼；时而泛言，时

而切指；时而忧惧，时而自慰；局势变换，一步一折，终落在凭空设想之处，

似尽不尽，真是一片真心，无限深情，这就是钟惺说它“宛笃有十九首风骨”

(《古诗归》)的原因吧。室思诗六首(其一、二、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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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沉阴结愁忧，愁忧为谁兴。 

念与君生别，各在天一方。 

良会未有期，中心摧且伤。 

不聊忧湌食，慊慊常饥空。 

端坐而无为，髣髴君容光。” 

其二 

“峩峩高山首，悠悠万里道。 

君去日已远，郁结令人老。 

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 

时不可再得，何为自愁恼。 

每诵昔鸿恩，贱躯焉足保。”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B%A3%E9%AB%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8%BF%E6%81%A9/587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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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 

“惨惨时节尽，兰华凋复零。 

喟然长叹息，君期慰我情。 

展转不能寐，长夜何绵绵。 

蹑履起出户，仰观三星连。 

自恨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其五 

“思君见巾栉，以益我劳勤。 

安得鸿鸾羽，觏此心中人。 

诚心亮不遂，掻首立悁悁。 

何言一不见，复会无因缘。” 

《答劉楨》是漢魏之際文學家、哲學家、詩人，“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在

收到劉楨寫給自己《贈徐幹》之後，而作的一首回贈詩。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E%E6%A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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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作者談及他與劉楨的分別並非很久，但卻非常想念對方。他們儘管

離得很近，同在鄴城，但由於劉楨被拘禁，他們見面極難。表現了對好友的

殷切思念之情。 

劉楨因平視曹丕妻甄氏，被曹操判為服苦役。在服刑期間非常想念徐幹，

就給徐幹寫了《贈徐幹》，以表達對徐幹的思念之情。徐幹讀了劉禎寫的贈詩

後，就寫了這首《答劉禎》來回贈劉禎，同樣表達了對劉禎的思念之情。 

《答劉楨》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 

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 

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 



120 

 

《白話譯文》“與您分別時間還不久，經過的時間還不到十天。我的思念

多么的深厚，這愁緒就像多年沒見一般。雖說（我倆）相距近在咫尺，（相

見）卻難如越過九重天。和暖的夏天，草木是那樣的昌盛繁茂。” 

徐幹（171 年－218 年），字偉長，东汉時期文學家，北海郡劇縣人，建

安七子之一。 

生平 

建安初年，曹操召授司空軍谋祭酒掾屬，又轉五官中郎將文學。建安中，

因病辭職，曹操特加旌命表彰。後又授以上艾長，但也因病謝絕。徐幹本人

擅長辭賦，能作詩，其七言詩妙絕當時，有“五琳（陳琳）七幹＂之稱。其主

要著作是《中論》，當時曹丕稱讚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

（《與吳質書》）。其《玄猿賦》、《漏卮詞》、《枳橘賦》、《團扇賦》……等，曾

被曹丕評為“雖張（張衡）、蔡（蔡邕）不過也”（《典論·論文》）建安七子中

只有徐幹以《中論》數卷跳脫建安七子的泥濘，成一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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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二十三年（公元 218 年)，瘟疫流行，與陳琳、應瑒、劉楨等人同染

疫疾而亡，享年四十八歲。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错漏，尚祈雅正。) 

徐幹死於瘟疫，殊为可惜。古時可能还没有預防針。如今对瘟疫的預防

如下。 

新冠肺炎的疫情擴散全球，但科學家早在數年前已經警告各國需要為大

規模的傳染病凖備。 

傳染病學家也警告說，我們沒法預測下次的瘟疫會在什麼時候爆發，可

以做的只是做好凖備。 

世界上許多大規模流行的傳染病毒年代古老，歷史悠久，有些從史前時

代就存在於自然界。人類千百年來跟瘟疫博弈，最重要的成就當屬疫苗的發

明和大規模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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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致命傳染病先後在大規模接種疫苗和醫療技術發展的碾壓下敗退，

其中包括天花、瘧疾、脊灰和麻疹。 

現代人可按各人身体的需要而打疫苗预防针。疫苗預防針只能救身体，

卻不能救灵魂，惟独主耶稣是人類的救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

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

的光。”(约 1:1-4)主耶稣是宇宙的主宰，沒有世界以前(太初)就有了他。祂在

万物未有之前，与神一同创造。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

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 1:14)主耶稣为拯救世人，道成肉身，祂

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的人性，如此才可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和全人类的

救主(提前 2:5-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

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审判世人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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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

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 3:16-18) 

神清楚将福与禍，生与死的道路清清楚楚放在人面前，要求全人类作出

抉擇。神把惟一的愛子赐给人类，不但道成内身来到人间，还要祂为人的罪

受死十架。人的道路因此不是滅亡，而是永生，因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

信的人将滅亡。信徒将要与主同作王(启 20:4-6;22:5)。非信徒将被扔到永遠

火湖(启 20:10，14-15;21:8) 

 

 

 

 

第 9 篇  皇甫沖千古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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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冲(1490～1558)，明代诗人。字子俊。长洲（今江苏苏州）人。皇甫

冲的诗歌能较多地接触社会现实问题。他在《袁抑之黄门防秋师还》诗中揭露

明朝军队将领的腐败，他们御敌无方，致使"烽火夜照蓬莱宫，黎民半死长安

陌"。士兵多已亡散，而"元戎尚拥娇娥眠"。 

《筑垣行》中又描写外族入侵后所造成的“火焰烧天云，白骨盈沟渠”的

凄惨景象。诗人在《顺义战》一诗中，还以饱满的热情，塑造了人民中奋起抗

敌的爱国英雄。由于他们的英勇斗争，使“城邑不破残”，同时，诗人对他

们功高名坠又深表同情，结尾说:“李广岂数奇，耿恭终弃置。斯理自古然，

况乃居今世。”抒发感慨，讽刺时弊。诗人对敢和严嵩作斗争的杨继盛极其

崇敬，《舟中读杨兵部疏》表现了他的义愤，这些诗歌都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

他的另一些诗歌，抒发“为儒四十年，裒然一缝掖”（《下邳》）的功名无望

的惆怅，表现“清尊独对南城月，惟见归鸦嗓晚烟”（《过济怀周白川尚书》）

的闲适心情，又写得较为冲淡醇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A%87%E7%9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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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冲善骑射，好谈兵。撰《几策》、《兵流》、《枕戈杂言》等政治军事

著作数十万言。他还精音乐、弈棋。作品有《皇甫华阳集》等。 

《维摩寺雨坐》 

“回岭无仄径，陟冈有夷壤。 

展睐入空蒙，游心益昭朗。 

长风吹轻衣，飘摇翠微上。 

古寺迷夕烟，明灯淡绡幌。 

冥雨从东来，惊雷自西往。 

林峦忽不见，但闻山涧响。 

景寂非避喧，心莹乃成赏。 

为礼沉疴踪，因之知幻象。” 

《楊柳詞》 

“上林新柳弄新暉，柳上春來春又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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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此日絮应尽，北地今来花未飞。 

一自离家五经月，梦里垂杨别时折。 

春归不逐梁间燕，春去其如花上渼。 

人道京华别样春，我独逢春愁杀人。 

阳和偏到宇文树，风力长吹庾亮尘。 

尘飞莽莽蔽白日，禁柳宫花自颜色。 

何事当年抚树人，今日还来泪沾臆。 

臆泪沾衣不得干，人生何似客中难。 

年华易逐东流去，白发羞将镜里看。 

眼看白发何能改，故园杨柳应犹在。 

婀娜长条拂地垂，莫使春光不相待。” 

《闰三月十日将别王甥与之痛饮醉后作将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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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进酒，解双璧，敝裘羸马长安陌。长安瓮头香可怜，一饮须当尽一石。

手引六博狂叫呼，当盘一掷得五白。千古兴亡亦尔尔，眼前得丧何曾惜。市

上高阳吾不识，且听胡歌弹虎拍。载进酒，君莫辞，人生失意亦有时。韩生

不死淮阴市，寄食漂母身无资。归来报恩召中尉，昔日王孙今是谁？狂风卷

地吹飞尘，昏霾四塞白日沉。锦屏绣帐谁家子，罗珍列玉宵盍簪。皓齿呈歌

细腰舞，樽前一笑轻千金。灯残襦履纷交错，折缨引袂招琴心。惟愿泰山长

不倾，岂知莠草生阶阴。拂衣把酒对明月，莫令衰鬓烦忧侵。君不见阿房巍

巍五千尺，黄金为涂玉为墄。徐市东游竟不归，海上空传巨人迹。汉武效之

筑建章，文成五利争辉赫。人生得受君王知，纵死犹胜守蓬荜。又不见卫青

元是侯家奴，会逢发卒征单于。破虏擒王拜大将，旧日侯家今有无？白首一

经守文墨，笑杀申穆空为儒。遂使班超奋投笔，恐负人生七尺躯。迩来投笔

何所从，不如黄白能为功。排金入紫若有神，驰卿走相如发蒙。马迁四顾下

蚕室，崔烈一日居三公。出门但见可怜子，斜封墨敕夸豪雄。笑谓吾徒不解

事，赤手干谒谁与通。忍诟无言归饮酒，哺糟啜醨复何咎。莫泣卞和玙，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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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扬雄瓿。毕生浮瓮中，刘伶祝妇口。将从阮籍乞步兵，又似陶潜寻五柳。

吁嗟此辈安在哉，明日解酲须五斗。” 

《从田桥石径赴拂水》 

“江光开初霁，山云未全敛。轻烟尚栖花，积雨犹在藓。携屐遵回麓，援

萝上修岘。环林何透迤，磴道几回转。游心自忘罢，策足乃知蹇。含章乐丘

园，耽隐易台铉。顿使昔念舒，乃得今抱展。将寻出世人，一往不复返。” 

《燕歌行》 

“秦军未解邯郸围，燕丹新自秦城归。 

仰天叩心发长叹，燕山六月寒霜飞。 

质子当年苦拘迫，马为生角乌头白。 

归来倾国思报仇，不知谁是桥边客。 

忽闻燕市多侠徒，时相哭泣时欢呼。 

百金求得赵七首，千里献将燕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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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于期头在箧，落日征车犹未发。 

声断谁知筑里心，歌残试看冠中发。 

荆卿一去不复还，至今易水流潺潺。 

黄沙迢迢照孤月，祇今行者凋心颜。” 

《袁抑之黄门防秋师还》 

“秋风瑟瑟吹旌竿，廷臣护军西出关。满饮卮酒谢知己，擒戎只在笑谈间。

忆昔胡马辽阳入，长屯短戍无完壁。烽火夜照蓬莱宫，黎民半死长安陌。天

子履及寝门前，军无见伍张空弮。本兵已受属镂死，元戎尚拥娇娥眠。一朝

戎酋念巢穴，引马西归卷吹叶。但道姚种非将才，那知马植为胡谍。权豪自

古难为终，倏忽有诏收奸雄。天子神明万里外，何况区区掌握中。妖氛已静

狼烟绝，边戍防秋犹未辍。阃外谁专司马谋，军中须仗辛毗节。君骑紫马朔

方城，挫金伐鼓虏魂惊。将军勒兵视马首，左顾右盼英风生。羯胡战败无归

路，下马濡毫作飞布。由来神武不劳师，枤杜承恩岁云暮。君归解剑服锦衣，

手持封事叩彤墀。上功幕府不相借，戆直惟有君王知。读君封事若目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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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闻之舌应卷。男儿意气在封侯，投笔却惭班定远。吾才不是洛阳生，况乃

白发垂星星。禁中颇牧有公等，何须重问《灭胡经》。” 

《見新草》 

“北地无暄候，不知冬与春。朝来原上草，忽见一丛新。 

能乱行边思，浑迷望里神。天涯三月暮，犹作未归人。”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错漏，尚祈雅正。) 

皇甫冲的著作虽可千古留言，卻无永恆的救恩。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着

信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世上沒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就如经上所记、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 3:10-12)“他们都偏离正

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诗 14:3)“时常行善而不

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 7:20)惟有蒙神眷顧保守，对神有充足信心

的人(来 10:22)，才能存留生命得平安。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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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

因信得生。’”(罗 1:16-17) 

“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

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来 10:38-39)請勿失良机，

尽快信耶稣以致灵魂得救。 

第 10 篇  苏晋千古留言 

苏晋（676—734 年），字号不详，雍州蓝田县（今陕西省蓝田县）人。

唐朝时期大臣、兖州都督苏珦之子。 

出身武功苏氏，爱好属文，作《八卦论》。举进士出身，累迁中书舍人、

崇文馆学士，负责撰写制命。出任泗州刺史，袭封河内郡公。开元十四年，

迁吏部侍郎，负责选官事务，颇有时誉。 

开元二十二年，迁太子左庶子，卒于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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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岁能属文，作《八卦论》。吏部侍郎房颖叔、秘书少监王绍，见而叹曰:

“后来之王粲也。”应进士，又举大礼科，皆上第。先天中，累迁中书舍人，

崇文馆学士。明皇监国，每有制命，皆晋及贾曾稿定。数进谠言，以父珦年

老，乞解职归侍。开元十四年，为吏部侍郎。知选事，多赏拔。终太子左庶

子。诗二首。李适之与贺知章、李琎、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共尊为“饮中八仙”。 

《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 

“方汉比周年，兴王合在宣。 

亟闻降虏拜，复睹出师篇。 

祈父万邦式，英猷三略传。 

算车申夏政，茇舍启戎田。 

严问盟胡苑，军容济洛川。 

皇情怅关旆，诏饯列郊筵。 

https://www.baike.com/wikiid/8177001846732098356?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4300004725509855420?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4455250469759504791?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4277007407444571968?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5265986243261804802?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7459767298072531575?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8721072451691373843?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7660391983694962364?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https://www.baike.com/wikiid/320751080896675144?from=wiki_content&prd=inner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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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接禁园草，池分御井莲。 

离声轸去角，居念断归蝉。 

三捷岂云尔，七擒良信然。 

具僚诚寄望，奏凯秋风前。” 

《过贾六》 

“主人病且闲，客来情弥适。 

一酌复一笑，不知日将夕。 

昨来属欢游，于今尽成昔。 

努力持所趣，空名定何益。”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出自唐代杜甫的《饮中八仙歌》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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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斗酒一作:一斗)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译文》 

“贺知章酒后骑马，晃晃悠悠，如在乘船。他眼睛昏花坠入井中，竟在井

底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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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阳王李琎饮酒三斗以后才去觐见天子。路上碰到装载酒曲的车，酒味

引得口水直流，为自己没能封在水味如酒的酒泉郡而遗憾。 

左相李适为之每日之兴起不惜花费万钱，饮酒如长鲸吞吸百川之水。自

称举杯豪饮是为了脱略政事，以便让贤。 

崔宗之是一个潇洒的美少年，举杯饮酒时，常常傲视青天，俊美之姿有

如玉树临风。 

苏晋虽在佛前斋戒吃素，饮起酒来常把佛门戒律忘得干干净净。 

李白饮酒一斗，立可赋诗百篇，他去长安街酒肆饮酒，常常醉眠于酒家。

天子在湖池游宴，召他为诗作序，他因酒醉不肯上船，自称是酒中之仙。 

张旭饮酒三杯，即挥毫作书，时人称为草圣。他常不拘小节，在王公贵

戚面前脱帽露顶，挥笔疾书，若得神助，其书如云烟之泻于纸张。 

焦遂五杯酒下肚，才得精神振奋。在酒席上高谈阔论，常常语惊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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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以上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遺漏，尚祈不吝雅正) 

酒不但会傷身，也会令心灵失去正常的功能。“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

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箴 20:1)因为醉酒引致貧窮(箴 23:20-21)

争鬥、顛倒是非、犯錯誤、骄傲、喧嚷、所以淡酒濃酒都不可以喝。 

“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膏油的、必不富足。”(箴 21:17)“谁有祸患、

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或作怨言〕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

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咽舒畅、终久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箴 23:29-31)酗酒的人所得

是禍患、憂愁、爭鬥、哀嘆、失去的是健康，見到的是怪異荒誕，说的是胡

言乱语。智者的忠告是，遠离酒，一眼都不要看它;因为酒在口中雖然舒暢，

進到身体裏头，会像毒蛇把你咬死。 

“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

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箴 31:4-5)不喝酒，保持清明的頭腦，

才能作公正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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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弗 5:18)酒是生活的麻醉

品。圣灵充滿才能活出主的見证，过得勝的生活。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

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

(多 1:7-8)监督与長老都是教会的管家，他们的職责:1、治理教会(提前 3:4-

5;5:17)。2、護衛真理(提前 1:9;5:17)。3、牧養信徒(约 21:16;徒 20:28;来 13:17;

彼前 5:2)。長老由圣灵选立(徒 20:28)。他们“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

人．”(多 2:3)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蒙圣灵的更新，将来都要在天国讚美敬拜。這是何等

大的福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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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篇  陈与义千古留言 

陈与义（1090 年—1139 年 1 月 1 日），字去非，号简斋，汉族，其先祖

居京兆（今陕西西安），自曾祖陈希亮从眉州迁居洛阳，故为洛（今河南洛

阳）人。生于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 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十一月

二十九日（1139 年 1 月 1 日）。北宋末、南宋初年的杰出诗人，诗尊杜甫，

前期清新明快，后期雄浑沉郁；同时也工于填词，其词存于今者虽仅十余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85%86/79698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C%E4%BA%AE/40871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C%89%E5%B7%9E/27730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9%98%B3/12571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10861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108612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AB%98%E5%AE%97/147867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6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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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别具风格，豪放处尤近于苏轼，语意超绝，笔力横空，疏朗明快，自然浑

成，著有《简斋集》。 

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人，诗尊杜甫，也推崇苏轼、黄庭坚和陈

师道，号为“诗俊”，与“词俊”朱敦儒和“文俊”富直柔同列洛中八俊。他生于宋

哲宗元祐五年（1090 年），卒于南宋宋高宗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139

年 1 月 1 日）。 

陈与义在北宋做过地方府学教授、太学博士，在南宋是朝廷重臣，又是

一位爱国诗人，其主要贡献还是在诗歌方面，给后世留下不少忧国忧民的爱

国诗篇。存词 19 首。曾在余杭任太傅幕僚，后被宰相赏识，因而升迁。 

陈与义与吕本中有过交往，但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并未列陈与

义之名。宋人也有称他崇尚陈师道的，但多数人认为他于杜甫。元代方回在

《瀛奎律髓》中称杜甫为江西派的“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三宗”。

陈与义不是江西人，作诗重锤炼，固然有与陈师道相似的地方，但他重意境，

擅白描，与黄庭坚的善用典、奇而刚，迥然有别，不应列入江西诗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BD%BC/5390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E%80%E6%96%8B%E9%9B%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6350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BD%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A%AD%E5%9D%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8%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8%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7%E4%BF%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8D%E4%BF%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B1%E6%95%A6%E5%84%9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4%BF%8A/27864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C%E7%9B%B4%E6%9F%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B%E4%B8%AD%E5%85%AB%E4%BF%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AB%98%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D%99%E6%9D%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5%E6%9C%AC%E4%B8%AD/1730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8%E9%81%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9%E5%9B%9E/669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0%9B%E5%A5%8E%E5%BE%8B%E9%AB%9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6%B4%B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A%AD%E5%9D%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8%E9%81%93/91836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8%AF%97%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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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亦擅词作。《临江仙》中的“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虞美人》

中的”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等名句都为人称诵，胡仔、黄□等人对他也有较

高的评价。总的说来，他的词作以清婉秀丽为主要特色。 

陈与义集原为其学生周葵编，共 10 卷，早佚。 

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胡稚笺注《简斋诗集》30 卷（附《无住词》1 卷）

刊刻问世，《四部丛刊》即据此影印，并附印元刊《陈简斋诗外集》。 

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与义集》即以胡本为底本。胡注过于简略，

今人白敦仁有《陈与义集校笺》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祖籍京兆，因唐朝安史之乱，陈氏一族入蜀避难，定居眉州青神县（今

四川眉山）。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 年），曾祖陈希亮考中进士，走上仕途，迁居洛

阳。 

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 年）生于洛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9E%E7%BE%8E%E4%BA%BA/77985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8%91%B5/176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85%89%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85%89%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4%BD%8F%E8%AF%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9B%E9%83%A8%E4%B8%9B%E5%88%8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9%A6%E5%B1%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C%E5%85%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9%E5%8F%B2%E4%B9%8B%E4%B9%B1/13184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C%E4%BA%A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93%B2%E5%AE%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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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 年）中上舍甲科进士。当上文林郎，授职开德府

教授。3 年后辞职回家。又两年，被重新任命为雍录。 

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 年），陈与义母亲逝世，回汝州服丧。结识汝州

知州葛胜仲。两年后，由葛胜仲举荐，任太学博士。后来又升任符宝郎，但

不久被贬为陈留酒监。 

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 年），金兵攻入汴京，北宋灭亡。宋高宗南逃建

立南宋。陈与义自陈留南迁避难，经湖北、湖南、广东、福建。宋高宗绍兴

元年（1131 年）夏，陈与义抵达南宋首都绍兴。改任中书舍人，兼掌内制，

拜吏部侍郎。不久以徽猷阁直学士身份知湖州，又召为给事中。后以显谟阁

直学士身份任江州太平观提举。但是有的宰相不喜欢陈与义，就又把他召回，

重新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 

绍兴六年（1136 年）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绍兴七年（1137 年）

正月，授参知政事。三月，和宋高宗一起到建康。后来因病，重新以资政殿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BE%BD%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5%BE%BD%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8%88%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A%E8%88%8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87%E6%9E%97%E9%83%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D%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1%9B%E8%83%9C%E4%BB%B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6%E5%AE%9D%E9%83%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7%9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7%95%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92%A6%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92%A6%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B4%E4%BA%A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AB%98%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D%E5%85%B4/107578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D%E5%85%B4/1075787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4%B9%A6%E8%88%8D%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F%E9%83%A8%E4%BE%8D%E9%83%8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D%E7%8C%B7%E9%9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D%E7%8C%B7%E9%9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99%E4%BA%8B%E4%B8%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8%B0%9F%E9%9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8%BE%E8%B0%9F%E9%98%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5%B7%9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F%B0%E6%9E%97%E5%AD%A6%E5%A3%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F%A5%E5%88%B6%E8%AF%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82%E7%9F%A5%E6%94%BF%E4%BA%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9%AB%98%E5%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B%BA%E5%BA%B7/8714


142 

 

学士身份知湖州。宋高宗十分关心他的身体，于是回临安改任洞霄宫提举。

绍兴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139 年 1 月 1 日）去世。享年四十九岁 

相关成就 

陈与义，号简斋，严羽《沧浪诗话》在“以人而论”诗体时，将陈与义的诗

称为“陈简斋体”。“简斋体”的早年流连光景之作，观察细致，描写生动，饶

有情趣。善用直致、浅语入诗，重意境，重白描。后期的“简斋体”取法杜诗，

得其沉雄之韵，规模宏大，声调浏亮；对仗着重上下句之间气脉的内在联系，

潜气内转，意境圆融，风格雄浑沉郁。陈与义是南北宋之际的杰出诗人，在

他的 600 余首作品中，近六分之一涉及佛禅元素，佛禅思想对陈与义的文学

创作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影响。他在诗论中既注重诗句锻炼也注重自然感发，

这与渐修和顿悟的参禅方法相通。在实践中先有外部题材、语汇的丰富，运

用佛典释语创作游览或寓居寺庙、结交僧侣文人、自然山林题材的作品;后有

内在诗境心态的转变，善于创造"空""静"的诗境、拥有浑成的禅心。佛禅思

想对他的影响由外而内、由显而隐，其佛禅作品晚年达到了"浑成"的境界。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5%AE%89/104819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9%9C%84%E5%AE%AB/832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4%9E%E9%9C%84%E5%AE%AB/832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5%E7%BE%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A7%E6%B5%AA%E8%AF%97%E8%AF%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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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还有不少寓忧国忧民于写景咏物之中的诗。这些诗往往语言隽永

秀丽，形象鲜明，多为体物写志，爱国怀乡之作。 

诗作 

《送人归京师》 

“门外子规啼未休，山村日落梦悠悠。 

故国便是无兵马，犹有归时一段愁。” 

《譯文》 

“门外子规鸟(杜鹃鳥)叫个不停，日落时分山村中仍旧幽梦不断。 

即便故园没有战火，但国土沦丧，南北分裂，已是亡国奴的我就是能回故乡

也是颇为犯愁的事。” 

《春日二首》之一 

“朝来庭树有鸣禽，红绿扶春上远林。 

忽有好诗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难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81%E4%BA%BA%E5%BD%92%E4%BA%AC%E5%B8%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0%E8%A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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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春天的清晨，院子的树上有清脆的鸟叫声，红绿相衬的花草树木连绵不

绝直上远处的山林。忽然灵机一动有好的诗句在眼皮底下滑过，等到想着手

排诗的时候却已经难以找到刚才那种感觉了。” 

陈与义的诗写春天早晨之景，抓住春天之鸟和春天之绿叶红花来写。写

禽，从听觉的角度:朝阳初照，庭树青青，忽然传来鸟叫声，清脆婉转，使人

欢欣！写花叶，从视觉的角度，红花朵朵，绿叶绵绵，花叶相衬，满树满林，

由近远去，整个世界弥漫一片春的气息。这就是春天，耳盈鸟语，目满青枝，

鼻溢馨香。 

《拜诏》 

“紫阳山下闻皇牒，地藏阶前拜诏书。 

乍脱绿袍山色翠，新披紫绶佩金鱼。” 

(暫无譯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B%E9%98%B3%E5%B1%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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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 

“北风掠野悲岁暮，黄尘涨街人不度。 

孤鸿抱饥客千里，性命么微不当怒。 

梅花欲动天作难，蓬飞上天得盘桓。 

千里卧木枝叶尽，独自人间不受寒。” 

《譯文》 

“北风掠夺野悲年底，黄尘上涨街人不度。 

孤鸿抱着饥饿客千里，性命么微不应当生气。 

梅花想感动上天发难，蓬飞上天得徘徊。 

千里睡觉树木枝叶尽，独自一人时不受寒冷。” 

《北征》 

“世故信有力，挽我复北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5%BE%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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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冲七月暑，行此无尽陂。 

百卉共山泽，各自有四时。 

华实相后先，盛过当同衰。 

亦复观我生，白发忽及期。 

夕云已不征，客子今何之。 

愿传飞仙术，一洗局促悲， 

被襟阆风观，濯发扶桑池。” 

《譯文》 

“所以世人相信有能力，拉着我又向北奔驰。 

独自冲七月炎热，在这无尽破。 

百卉共山泽，各有四个时代。 

华实相前后，盛过当同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9%B6%E6%A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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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观我生，白头发忽然到一。 

晚上说已经不征，请你现在什么的。 

希望传飞仙术，一洗局促悲伤， 

被衣襟阆风观，洗头发扶桑池。” 

《别伯共》 

“樽酒相逢地，江枫欲尽时。 

犹能十日客，共出数年诗。 

供世无筋力，惊心有别离。 

好为南极柱，深尉旅人悲。” 

（暫无譯文） 

《牡丹》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AB%E4%BC%AF%E5%85%B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A1%E4%B8%B9/12005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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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 

《譯文》 

“自从金人的铁蹄踏碎了祖国的河山，十年岁月，回望故乡洛阳，仍是漫漫长

路归途无望。 

作为身在异乡的龙钟老人，看到青墩溪畔的牡丹花开了，就想起了洛阳的牡

丹，只能孤独地站在春风中默默观看。” 

《登岳阳楼》（其一） 

“洞庭之东江水西，帘旌不动夕阳迟。 

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欲暮时。 

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凭危。 

白头吊古风霜里，老木沧波无限悲。 

天入平湖晴不风，夕帆和雁正浮空。 

楼头客子杪秋后，日落君山元气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9%BB%E5%B2%B3%E9%98%B3%E6%A5%BC/1027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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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望可堪回白首，南游聊得看丹枫。 

翰林物色分留少，诗到巴陵还未工。” 

《譯文》 

“巍巍岳阳楼矗立在洞庭湖之东长江之西，夕阳黄昏，没有晚风卷起，楼阁上

的招牌静止不动。登临当年吴国和蜀国的分界之处（荆州），在湖山黄昏下

徘徊。行程万里，今日登高远望是什么心绪？为避战乱我奔波三年。登楼凭

吊古人，我自己已是两鬓如霜，看着远山的古树，青苍中，隐含无限的伤悲。

平湖映着天空的影子，晴空万里，波澜不惊，大雁在空中飞来飞去。岳阳楼

很多人都在看秋天的景色，看日落君山。往北边可以看到白首，往南边可以

看到丹枫。一路欣赏景色，结果到了巴陵还没有写出来诗。” 

《次韵尹潜感怀》 

“胡儿又看绕淮春，叹息犹为国有人? 

可使翠华周宇县，谁持白羽静风尘?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1%E9%9F%B5%E5%B0%B9%E6%BD%9C%E6%84%9F%E6%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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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天地无穷事，万里江湖见在身。 

共说金陵龙虎气，放臣迷路感烟津。” 

《譯文》 

“金人第二次南犯，时值春季，叹息仍然只是为了国人吗？岂可使皇帝到处流

亡，谁能指挥三军澄清宇内呢？现时的转徙流离，正由于五年的无穷事变。

我在烟津迷路之上，感到金陵有帝王气，应定都于此。” 

此诗创作背景 

靖康之变后，高宗即位，国祚似可中兴，但其实仍无宁日。建炎元年

（1127）冬至二年（1128）春，金兵三路南犯，将宋高宗赶至扬州。建炎二

年冬至三年（1129）春，金兵又大举南下，连陷徐、泗、楚三州，直逼扬州，

高宗仓惶渡江，经镇江、常州、吴江、秀州等地，最后到达杭州。此诗作于

建炎三年（1129），作者正避乱襄汉，转徙湖南之际。时金兵陷徐泗楚扬诸

州，作者深为忧虑，于是写这首诗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9%9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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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春》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峰。 

初经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 

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 

稍喜长沙向延图，疲兵敢犯犬羊锋。” 

《譯文》 

“朝廷没有良策击退金兵入侵，竟使边塞的烽火照亮了甘泉行宫。我正惊呼京

城里竟然听到战马嘶鸣，哪知可怜的皇帝已到海上逃生。我这孤臣忧虑国事

愁白了头发，又适逢春天繁花吐艳，更叫人触景伤情。幸喜长沙有个抗金的

将领向子湮，他率领疲弱之师，敢抵抗兽军的锋芒！” 

《居夷行》 

“遭乱始知承平乐，居夷更觉中原好。 

巴陵十月江不平，万里北风吹客倒。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6%98%A5/13017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5%E5%A4%B7%E8%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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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叶稀秋声歇，黄帝乐罢川杲杲。 

君山偃蹇横岁暮，天映湖南白如扫。 

人世多违壮士悲，干戈未定书生老。 

扬州云气郁不动，白首频回费私祷。 

后胜误齐已莫追，范蠡图越当若为。 

皇天岂无悔祸意，君子慎惜经纶时。 

愿闻群公张王室，臣也安眠送余日。” 

《譯文》 

“遭逢乱世才知道承平乐，在夷更觉得中原好。 

巴陵十月江不公平，万里北风吹客人倒。 

洞庭叶稀秋声歇，黄帝乐罢川呆呆。 

君山傲慢专横年底，天映湖南白如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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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多有违背壮士悲，战争还没有定书生老. 

扬州说气郁不动，老频频回费私人祈祷。 

后胜误齐已经没有追，范蠡图越当你为。 

上天难道没有悔改心意，君子慎重爱惜经营时。 

希望听到大家张王室，我的安眠送我一天。” 

《除夜二首（其一）》 

“城中爆竹已残更，朔吹翻江意未平。 

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 

比量旧岁聊堪喜，流转殊方又可惊。 

明日岳阳楼上去，岛烟湖雾看春生。” 

【赏析】 

纪昀评价这首诗“气机生动，语亦清老，结有神致”。“城中爆竹已残更，

朔吹翻江意未平。”“意未平”是曾经遭逢战乱、亡国南渡的无奈和感伤，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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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而眼下暂得欢愉的慰藉和吃惊。诗的尾联用虚写的手法，通过联想，写

自己要在一年之始万象更新的“明日”登上岳阳楼，远看“岛烟湖雾”中春天来

临的景象；拓展了意境，一扫前面情绪的低沉和复杂（纠结），生动地表达

了对国运好转的期盼。 

词作《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是南宋词人陈与义所写的一首词。

这首词是在饯别宴上所作。上片抒写不忍离别之情，追述二人的友谊。下片

写宴席上的情景，想像别后的愁思。全词首尾呼应，结构完美，语壮情深。 

《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赋长短句》 

“张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 

吟诗日日待春风，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记著樽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白话译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4%B8%8E%E4%B9%89/2085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9%9E%E7%BE%8E%E4%BA%BA/779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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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帆都张挂起来了，我却搔首流连着不忍离去，一杯又一杯地痛饮着你为我

送行的酒。我们曾日日相聚，吟诗填词期待春天，没想到这桃花开了，我们

却不得不告别。 

连告别宴上的歌妓都为我们的离情所感动，歌声几度呜咽。我要记住这眼前

之人，记住这次饯别。等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船驶人湘江，船儿载着满

舱离恨要把我送向衡州。” 

《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白话译文》 

“回忆当年在午桥畅饮，在座的都是英雄豪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B4%E6%B1%9F%E4%BB%99%C2%B7%E5%A4%9C%E7%99%BB%E5%B0%8F%E9%98%81%E5%BF%86%E6%B4%9B%E4%B8%AD%E6%97%A7%E6%B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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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映在河面，随水悄悄流逝，在杏花的淡淡影子里，吹起竹笛直到天明。 

二十多年的岁月仿佛一场春梦，我虽身在，回首往昔却胆战心惊。 

百无聊赖中登上小阁楼观看新雨初睛的景致。 

古往今来多少历史事迹，都让渔人在半夜里当歌来唱。” 

《临江仙》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 

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 

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 

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 

《白话译文》 

“我放声吟诵楚辞，来度过端午。此时我漂泊在天涯远地，是一个匆匆过客。

异乡的石榴花再红，也比不上京师里的舞者裙衫飘飞，那般艳丽。没有人能

理解我此时的心意，慷慨悲歌后，只有一身风动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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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在如今，只是空有一身老病在。墙东的蜀葵，仿佛也在嘲笑我的凄凉。

杯中之酒，看起来与往年相似，我将它浇到桥下的江水，让江水会带着流到

湘江去。” 

創作背景 

此词是陈与义在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所作，这一年，陈与义流寓湖

南、湖北一带。宋朝南渡后，高宗听信奸臣，实行屈辱投降的卖国政策，以

致国事日衰。词人在屈原投江的湘水一带漂流，正好赶上了端午节，深刻的

家国之恨让他感事生怀，挥笔写下了这首词。 

人物评价 

陈与义的诗歌创作可以金兵入侵中原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

表现个人生活情趣的流连光景之作，词句明净，诗风明快，很少用典，清新

可喜。以《墨梅》（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诗受到徽宗的赏识。

南迁之后，因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经历了和杜甫在安史之乱时颇为相似的

遭遇，对学杜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诗风有了改变，转学杜甫。他不象江西派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9%9D%E6%96%B9%E7%9A%8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9C%E7%94%AB/63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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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那样，只从句律用字着手，而是把自己的遭遇和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题材广泛，感时伤事，写了不少寄托遥深的诗篇，趋向沉郁悲壮，雄阔慷慨，

成为南宋学习杜甫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 

前期诗歌 

陈与义前期的诗，多表现个人生活情趣，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较远。如

《襄邑道中》写春日乘船而游，表现对风光的流连和对现实的冷漠，然而文字

明快，情真意切。这个时期他写了不少类似于这样的诗。 

后期诗歌 

南渡以后，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特别是由陈留至临安走了三年多，一

个读书人既无宽裕的资费又无别人照料，其艰辛之状可想而知。然而这一趟

长途跋涉却对他的思想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一路上对现实社会的各个阶层

有着广泛的接触，激发了他的爱国憎爱分明感，是一个思想的飞跃，也是他

的诗词创作的一个分水岭，诗风由个人生活情趣转向沉郁悲壮，痛恨于金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7%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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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侵，无奈于朝廷苟安，感怀家国，慨叹时势。如《伤春》《居夷行》《次韵尹

潜感怀》等，都属于这类作品。 

主要贡献 

陈与义一生的主要贡献在诗词方面。他青年时诗文就写得很好，《宋书》

本传说他的诗词“体物寓兴，清邃纡余，高举横厉，上下陶（渊明）、谢（灵

运、眺）、韦（应物）、柳（永）之间”。他曾写过一首《墨梅》，得到宋徽

宗的嘉赏，并由此受到器重。他是专学杜甫的，是江西诗派后期的代表作家。

他学杜甫又不拘泥于杜甫，对前贤的作品是博览约取，善于变化。他还特别

推崇苏轼和黄庭坚、陈师道，但并不墨守成规，而能参合各家融会贯通，创

造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语言质朴，音节响亮，形象丰富，很少用典，明快

中没有鄙俗，口语化略无平淡。所以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比江

西派的其他诗人的成就较大，无愧于江西诗中的改革派。 

陈与义的宗教信仰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A4%E6%98%A5/130170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5%E5%A4%B7%E8%A1%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1%E9%9F%B5%E5%B0%B9%E6%BD%9C%E6%84%9F%E6%8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1%E9%9F%B5%E5%B0%B9%E6%BD%9C%E6%84%9F%E6%80%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8B%E4%B9%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1%9F%E8%A5%BF%E8%AF%97%E6%B4%BE/294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8F%E8%BD%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B%84%E5%BA%AD%E5%9D%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8%E5%B8%88%E9%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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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与义佛学造诣深厚，佛禅对其思想有重要影响;他有许多娴熟运用佛语

释典、叙述游寺居…陈与义佛禅作品的艺术价值随着其佛教信仰的深化而提

高，晚年达到"浑成"的境界。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錯漏，尚祈雅正) 

人人都有其宗教信仰，但不是人人都可近天國。只信“基督教”也不能進

天国。乃是信主耶稣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才能進天国。 

天国就是神的国，是神掌权的国度，是属灵的，不属世界。“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 18:36)借著神的兒子耶稣基督降生，替死与復活，

使人因信耶稣得重生，就能進天国作属神的子民(彼前 2:9)。 

圣经记載:“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

了、你们应当悔改。’”(太 3:1-2)“悔改”是從罪恶的道路中回轉，歸向耶和华，

信守与神立的约。“天国”与“神的国”在新约四福音书是互用的。凡是要進天

国的必須悔改，有纯潔的信心，行公义正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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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 1:15)我们当悔改，承認

自己的罪孽，信耶稣的福音才能得救。“信”是口裏承認，心裏相信。 

“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太 4:23) 

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

到。”(太 24:14)现代高科技時代，透过網路、电话、衛星転播、Zoom 等等，

将福音传遍天下，已是易如反掌。 

使徒保罗说:“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

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提后 4:18)在保罗为主殉道之前所遭遇的各

种凶恶，如不合理的刑罚或恐吓。主還是拯救他脫离诸般的凶恶，让他作完

所应作的見证。最後神将其忠仆接到天国裏，这是何等寶贵的救恩，是存到

永永远远的。願我们能在天国裏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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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篇  龔鼎孳千古留言 

龔鼎孳（1616 年 1 月 5 日—1673 年 10 月 12 日），字孝升，因出生時庭

院中紫芝正開，故號芝麓，安徽合肥人。明末清初詩人、文學家，與吳偉業、

錢謙益並稱為“江左三大家”。龔鼎孳於明崇禎七年（1634 年）中進士，官兵

科給事中。 

人物生平 

龔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學家，出任湖北蘄春縣令，崇禎十二年任兵部給事

中。赴京途中，結識南京名妓顧橫波，攜其進京，後納為妾。初居宣北坊海

波寺街“古藤書屋”，後遷至宣武門外大街，寓號“香嚴齋”。龔鼎孳祖父和父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6%A9%AB%E6%B3%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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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都頗有文名。而他少年早慧，十二三歲時即能做八股文，亦擅長詩賦古文。

明崇禎七年進士，任湖北蘄水縣令。後因鎮壓張獻忠起義有功，升兵科給事

中。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龔鼎孳投井自殺，被人救起後輔李自成，

任直指使，巡視北城。受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清順治元年（1644

年），睿親王多爾袞進京，龔鼎孳迎降，授吏科給事中，遷太常寺少卿，刑

部右侍郎、左都史使等。順治三年，曾受彈劾，但因皇帝賞識仍任原職。順

治十一年，因法司章奏過激，涉及滿漢關係，被降職調用，下至南苑蕃育署

管菜園。後又被貶去廣州。康熙元年（1662 年）官復侍郎。後歷任左都御史、

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禮部尚書、會試下正考官等職。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

日（1673 年 10 月 12 日）病卒。 

龔鼎孳因失節喪操，不僅為明人所不齒，也為清人所蔑視。在明福王在

南京建立政權時，曾制定過查辦“從賊者”的制度，龔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

單，而清朝人也譏笑他“惟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而多爾袞更是認為龔鼎孳

“此等人只宜縮頸靜坐，何得侈口論人”，“人果自立忠貞然後可以責人”。諷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C%B5%E7%8D%BB%E5%BF%A0%E8%B5%B7%E7%BE%A9/2507541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5%B5%E7%A7%91%E7%B5%A6%E4%BA%8B%E4%B8%AD/7291217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5%B5%E7%A7%91%E7%B5%A6%E4%BA%8B%E4%B8%AD/7291217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8%87%AA%E6%88%90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4%AA%E5%B8%B8%E5%AF%BA%E5%B0%91%E5%8D%BF/6150555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D%97%E8%8B%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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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他“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可謂無恥”。因此，龔鼎孳在仕途上便

頗為艱難，往往是屢起屢僕，上下浮沉。康熙三年，才因其才名為世所重，

方遷刑部尚書。龔鼎孳為人狂放不羈，反覆無常。經常有不合時俗的舉止，

而受到當時人的譏笑。清人孫昌齡曾貶斥他説:“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

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悦其心。淫縱

之狀，鬨笑長安。” 

妻子顧眉號橫波，原為南京秦淮名妓，不僅貌美，而且工詩詞，畫蘭花，

詩風清麗幽婉，畫亦著名，有《柳花閣集》。當時以才藝雙絕，與文人名士交

遊甚廣而名動一時。後來龔鼎孳娶之為妾，深得寵愛，時稱橫波夫人。 

《心史叢刊˙橫波夫人考》中有一則軼事説，龔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接

受直指使的職位，就是因為他“生平以橫波為性命，其不死委之小妾”。可見

龔鼎孳對顧的寵愛。他曾為顧眉生作詩多首，稱她為“善持君”，被當時的文

人戲稱為“善持夫人”。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D%8F%E5%BE%B5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4%90%E5%A4%AA%E5%AE%97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6%98%8C%E9%BD%A1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7%9C%89%E7%94%9F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7%9C%89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F%83%E5%8F%B2%E5%8F%A2%E5%88%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8%87%AA%E6%88%90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7%9C%89%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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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鼎孳沉溺聲色，放蕩不羈的生活方式在當時也很為人所非議，被孫昌

齡責之為:“已置其父母妻子於度外，及聞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

倫。”在清初，統治者為鞏固統治，進一步加強封建專制，而竭力強調儒家倫

理綱常的背景下，他的行為自然得不到統治者的賞識，而因“素行不孚眾望”

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級貶職。 

龔的元配夫人童氏卻操行賢節遠勝過了龔鼎孳。她曾兩次被明朝封為孺

人，在明朝滅亡後，龔鼎孳降清，她不僅獨自在合肥居住，不隨龔進京，而

且拒絕接賞清王朝的封賞，同龔的行徑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但另一方面，他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為民請命而享盛名，而且惜才愛

士，對困厄貧寒名士常傾力相助。有“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

授之”的名聲。又由於他富有才氣，洽聞博學，詩文並工，因此，在文人中聲

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謙益、吳偉業並稱為“江左三大家”。 

文學成就，人際交往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6%98%8C%E9%BD%A1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D%AB%E6%98%8C%E9%BD%A1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5%81%89%E6%A5%AD
https://baike.baidu.hk/item/%E6%B1%9F%E5%B7%A6%E4%B8%89%E5%A4%A7%E5%AE%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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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鼎孳有清才，在明即與文人學士廣泛交往，著名者便有吳偉業、錢謙

益、冒襄、方以智、閻爾梅、萬壽祺、曹溶、餘懷、紀映鍾、杜浚、龔賢、

陶汝鼐、周亮工、李雯、曾燦、顧與治、鄧漢儀等一大批，另有王紫稼、柳

敬亭等藝人。又因能保護文人學士，吳偉業稱讚龔鼎孳為官“唯盡心於所事，

庶援手乎斯民”。清代著名詞人陳維崧年輕時落魄潦倒，就得到龔鼎孳的慷慨

相助，這使陳維崧一輩子都對其念念不忘。 

風格 

龔鼎孳洽聞博學，詩文並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時人把他與江南的錢

謙益、吳偉業並稱為“江左三大家”。工書，善山水。詩畫皆得父孚肅之傳，

畫山水，筆墨蒼鬱沉厚；嘗書送魏環極詩卷，間作山水蒼鬱沈厚。有一方閒

印署:“臨川二十七”世孫。詩與吳偉業齊名。詩風多受杜甫影響，作詩情感深

厚，於婉麗中亦多寓興亡之感，吳梅村説“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

讀之應為感動”。但其作品反映現實深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

早年詞作以“豔宗”為風尚，繼而“綺懺”，晚年成於“豪放”，以意象綿密、着意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5%81%89%E6%A5%AD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6%92%E8%A5%84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6%B9%E4%BB%A5%E6%99%BA
https://baike.baidu.hk/item/%E9%96%BB%E7%88%BE%E6%A2%85
https://baike.baidu.hk/item/%E8%90%AC%E5%A3%BD%E7%A5%BA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B%B9%E6%BA%B6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4%98%E6%87%B7
https://baike.baidu.hk/item/%E7%B4%80%E6%98%A0%E9%8D%BE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9C%E6%B5%9A
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94%E8%B3%A2
https://baike.baidu.hk/item/%E9%99%B6%E6%B1%9D%E9%BC%90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1%A8%E4%BA%AE%E5%B7%A5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9%9B%AF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B%BE%E7%87%A6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8%88%87%E6%B2%BB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4%A7%E6%BC%A2%E5%84%80
https://baike.baidu.hk/item/%E7%8E%8B%E7%B4%AB%E7%A8%BC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F%B3%E6%95%AC%E4%BA%AD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F%B3%E6%95%AC%E4%BA%AD
https://baike.baidu.hk/item/%E9%99%B3%E7%B6%AD%E5%B4%A7
https://baike.baidu.hk/item/%E6%B1%9F%E5%B7%A6%E4%B8%89%E5%A4%A7%E5%AE%B6
https://baike.baidu.hk/item/%E6%B2%88%E5%8E%9A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9C%E7%94%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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鍛鍊、好用擬人、善於和韻為主要風貌，在清詞史上獨具特色，是清初詞壇

的主持者之一。 

著作 

著有《定山堂集》47 卷，其中《詩集》43 卷，《詩餘》4 卷。初刻於康熙四

十二年（1673）。雍正時禁燬錢謙益文字，因書前有錢序，加之龔氏詩文內

有礙語，全部板片入繳藩庫，世傳很少。光緒九年（1883），龔氏十四世孫

龔考緒重為輯集付梓。 

詩詞特點 

龔鼎孳在清初頗具盛名，與錢謙益、吳偉業在詩壇上被稱為“江左三大

家”。三大家出處相同，均為《貳臣傳》中人物，但在對三人詩歌的評價上，

時人及後人均有低龔之意。綜觀龔詩，其中酬答、和韻之作較多確是實情。

在《定山堂集》四十三卷中，三分之一多是此類作品，都標有“送”、“贈”、“和

韻”、“次韻”等字樣，但不能因此斷定，此類作品俱是內容空虛的無病呻吟之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8%B2%B3%E8%87%A3%E5%8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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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者以為，其實正是在這些作品中，龔芝麓自然地流露了出了故國之思

與身世之感，抒發的是毫無事先人為經營的真心實感。 

龔鼎孳詩中很大一部分是表現對仕清的自責與悔恨，也就是失路之悲。

“失路”一詞在龔詩中運用最多，其出現頻率之高都是他同時代的文人集中所

少見的。再如著名的《初返居巢感懷》:“失路人悲故國秋，飄零不敢吊巢由。

書因入洛傳黃耳，烏為傷心改白頭。明月可憐銷畫角，花枝莫遣近高樓。台

城一片歌鐘起，散入南雲萬點愁。” 

在龔鼎孳大量的送別、懷人、贈答詩中，“失路”這一意象被廣泛使用，

凡表現內心懺悔、自責、滄桑、羞愧的種種複雜感情，他俱以此意象概之。

如作於康熙四年的《老友閻古古重逢都下感賦》:“城南蕭寺憶連牀，佛火村雞

五更霜。顧我浮蹤惟涕淚，當時沙道久蒼涼。壯夫失路非無策，老伴逢春各

有鄉。安得更呼韓趙輩，短裘濁酒話行藏。”閻古古即閻爾梅，乃是龔之舊友，

明亡後，閻因抗清被逮捕，兩人多年未見。既而重逢，加以龔即將為閻了結

此案，故慚喜交併，欲其他友人如韓聖秋、趙友沂等共來敍重逢之樂，此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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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龔面對老友時的喜悦、羞愧、表現得細微入神。面對老友、故人，龔鼎孳

不掩飾對自己“失路”的內疚、自責與慚愧。 

在龔鼎孳的詩集中，除了失路之痛這個主題外，故國之思也是另外一個

重要主題。在《如農將返真州以詩見貽和答》一詩中，就表達了龔對故國的強

烈思念:“曾排閶闔大名垂，蠅附逢幹獄草悲。烽火忽成歧路客，冰霜翻羨貫

城時。花迷故國愁難到，日落河梁怨自知。隋苑柳殘人又去，旅鴻無策解相

思。”姜埰，字如農，明未因言事被遣戍，龔鼎孳曾三次上書相救。明亡龔入

仕新朝，姜則堅守氣節不仕，是當時著名的遺民。此時二人重逢，已是江山

易幟，友仇皆散。“花迷故國”之愁、“日落河梁”之怨，形象而確切刻畫出龔

的複雜心態，即有對故國深切的愛戀，又有對自己李陵身份的慚怨。“故國”

作為與新朝對立的意象和傳統文化的載體，對其的追思與懷念即表現了貳臣

對失路之行為的深切的懺悔，也表現了貳臣詩人與遺民共同的文化品格，這

也是他們雖然政治立場大相徑庭，但私交卻甚篤的重要原因。龔鼎孳的故國

之思可説是無處不在，無論是在熱鬧的歌舞場中、酒宴席前，還是在思朋懷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7%9C%E5%9F%B0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9%9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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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傷春悲秋，都能引起作者濃重的故國之思。故國如同縷縷縈繞於心中的

細絲，觸一端而動全身。 

詩作集粹 

《上巳將過金陵》 

“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 

興懷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 

《暫无译文》 

《百嘉村見梅花》 

“天涯疏影伴黃昏，玉笛高樓自掩門。 

夢醒忽驚身是客，一船寒月到江村。” 

《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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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跡天涯時，到了黃昏，見有梅花相伴，又聽聞高樓門內，有人以玉笛吹起

了《梅花落》。當我從夢中醒來，忽然驚覺自己只是船上的旅客，整艘船灑滿

了月色，正緩緩來到江村。” 

創作背景 

這首詠梅詩，借梅抒寫羈旅之愁，為作者到百嘉村時有感而發。龔鼎孳

曾任湖北蘄水縣令七年，明亡前後，在北京多年任官職。無論何處，都非遠

在天涯，這正是所謂的“咫尺天涯”之感，作者旅途十分孤寂。 

《生辰曲》 

“琉璃為篋貯冰霜，諫草琳琅粉澤香。 

哭泣牛衣兒女態，獨將慷慨對王章。” 

《白話譯文》 

“琉璃小箱貯藏著冰清玉霜的節操，寫成的諫章如美玉伴有脂粉之香。 

當年身臥牛衣哭泣還記兒女情態，如今獨自一人慷慨陳辭面對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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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此詩大約作於清順治初年，當時作者遭政敵攻訐而降級系獄，其妻則上

章為其申辯，盡力營救。作者身在獄中，適逢其妻生日，有感於妻子忠貞不

渝的情義，乃作此《生辰曲》。 

《曉發萬安口號》 

“急流噴沫鬥雷霆，險過江平響亦停。 

任説波濤千萬送，能移孤嶂插天青？” 

（暫无译文） 

《贈歌者南歸》 

“長恨飄零入雊身，相看憔悴掩羅巾。 

後庭花落腸應斷，也是陳宮失路人。” 

（暫无译文） 

《送李子靜侍讀使安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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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香丹詔出龍墀，東觀西清輟講時。 

蜀國雄文驅弩矢，漢關明月照旌旗。 

儒臣久裕安邊略，廟算全勝下瀨師。 

綸閣策勲應計日，九重前席問瘡痍。” 

（暫无译文） 

詩詞評價 

龔鼎孳文思敏捷，才華橫溢，往往數千言的文章，能夠一揮而就。且詞

藻繽紛，都不點竄。他的文風多受杜甫的影響，為文作詩，情感深厚，常常

有悲涼感慨的作品，所以吳梅村説“其側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下讀之應

為感動”。但他的作品反映現實的深廣度不夠，多為吟風弄月的宴飲應酬之作，

文學成就不如吳偉業、錢謙益二人。 

《定山堂集》包括《詩集》四十三卷，《詩餘》四卷。《詩集》卷一、卷二為

五言古詩，卷三、卷四為七言古詩。卷五至卷十五為五言律詩，卷十六至卷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9C%E7%94%AB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5%AE%9A%E5%B1%B1%E5%A0%82%E9%9B%86%E3%80%8B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8%A9%A9%E9%9B%86%E3%80%8B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8%A9%A9%E9%A4%98%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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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為七言律詩。卷三十三為五言排律，卷三十四、卷三十五為七言排律。

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為七言絕句，各卷均按年代為序編排。《詩集》前有吳興

祚、周亮工、吳偉業、尤侗、錢謙益等人的序。《詩餘》四卷，編年排次，前

有丁澎作序。詩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歷幾朝更替的生活經歷和內心體

驗，吳偉業序稱其詩:“有感時佗傺之響而不孜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

心於靡豔。”龔鼎孳寫詩多是憑藉才氣，遣詞縟麗，用典富贍，可是往往剪裁

不夠，再加上他的詩多為宴飲酬酢之作，往往顯得“詞采有餘，骨力不足”。 

不過，在他身經變亂有了切實生活感受後，也寫了出了一些內容深厚，

筆力矯健的佳作。如七古《多陵篇用李空同漢京韻篇》《壽白母長歌一百二十

句》《挽船行》。律詩《過城東戚貴諸裏第》《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計紀事和韻》

《丘曙戒侍講謫瓊州》。絕句《上巳將過金陵》、《燈屏詞次牧齋先生韻》等，

無論感慨興亡，敍述友情，還是反映民生疾苦，均寫得情意深摯，氣韻不凡。

龔鼎孳雖然先後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而因此被世人視之為喪失名節的人，

但在他內心深處，卻始終潛伏着對故國的追思和對往事無限懷念的情感。在

https://baike.baidu.hk/item/%E4%B8%83%E8%A8%80%E5%BE%8B%E8%A9%A9/10294898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8%88%88%E7%A5%9A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8%88%88%E7%A5%9A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1%A8%E4%BA%AE%E5%B7%A5
https://baike.baidu.hk/item/%E5%B0%A4%E4%BE%97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4%B8%81%E6%BE%8E
https://baike.baidu.hk/item/%E5%90%B3%E5%81%89%E6%A5%AD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4%B8%8A%E5%B7%B3%E5%B0%87%E9%81%8E%E9%87%91%E9%99%B5%E3%80%8B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8%87%AA%E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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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感情的作用下，他同許多明朝遺士故人還是有着密切的聯繫。《碑傳集

補》記載:“時鼎革方新、新朝耆舊多混跡於酒人畫師，以寄其宅傺幽憂之感”

而龔鼎孳則“開東閣以招之，分餘明以照之”照顧蔽護這些人。在他被遷為刑

部尚書後，曾為傅山、閻爾梅、陶汝鼎等明朝遺士開脱罪責，使他們免遭迫

害。在清朝為籌集連年窮兵黷武所需的浩大軍費兵餉而橫徵暴斂，賦税沉重

的情況下，多次上書，為江南請命。還曾因為“司法章奏，事涉滿漢，意為輕

重”，而降八級調用。從這些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龔鼎孳內心充滿了矛盾，

一方面為了保全自己的榮華富貴而變節屈膝，另一方面對故國舊朝又不以徹

底忘懷。一方面為仕途發達苦心經營，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陳諫而屢遭貶斥。

這種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詩文中，因此《定山堂集》處處縈繞着一種傷感

的情調。 

在《詩集》中，花愁淚痕、寒雪孤鴻、疏燈蕭瑟等悽婉的詞充斥詩文間，

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於是“酒闌歌罷”、“泣然罷酒”、“燈殘酒盡

擲杯裂”之類繁華去盡，無可奈何的情懷一訴再訴。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7%A2%91%E5%82%B3%E9%9B%86%E8%A3%9C%E3%80%8B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7%A2%91%E5%82%B3%E9%9B%86%E8%A3%9C%E3%80%8B
https://baike.baidu.hk/item/%E5%82%85%E5%B1%B1
https://baike.baidu.hk/item/%E9%96%BB%E7%88%BE%E6%A2%85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8%A9%A9%E9%9B%86%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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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潭影堂詩序》中無限追憶地記敍了“餘方垂髫”時，在“江淮南北晏然

無事”之際，與少年夥伴集會於深柳園亭，“酒酣顧視，意氣颯然，橫絕四海”

的意氣風發，今昔相照，不由得感慨萬千“曾幾何時，干戈滿眼。向為讀書遊

息之地，概已蕩為昆明劫灰，而塵海飄零，歲月如流，吾亦冉冉其將老矣”。

於是有象《五十謝客啓》這樣的作品“謝絕酬應，屏跡空山，借禪誦以消解悲

哀，卻葷酒而無滋罪業”，表達了渴望超越現實，尋找解脱的心情。 

在《定山堂集》裏，除了哀嘆自己的身世心境外。也有許多反映清初社會

生活的作品。如《挽船行》“兵船積甲如山陵，千夫萬卒喧催徵。悉索村巷閉

空舍，枵腹負舟那即能”。《歲暮行》“荒葉落寡婦泣，山田瘦盡無耕農。男女

逃竄迫兵火，十年不見旌旗空”。反映了由於清政府連年征戰，抓丁催餉，橫

徵暴斂給人民帶來的沉重災難。因此詩人熱切地期待“何時戍罷科賦輕，飢鵠

歸飛有完宅”的局面早日來臨。表達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斂的強烈要求。 

詩集中還有一些寄寓亡國之恨的作品，如《秋日感懷六首》“碧瓦朱楹半

劫灰，曲池衰柳亂蟬哀。飛虹橋外清宵日，曾照含元鳳輦回”。寫出了明朝之

https://baike.baidu.hk/item/%E3%80%8A%E5%AE%9A%E5%B1%B1%E5%A0%82%E9%9B%86%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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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室衰敗殘破的淒涼景象。“千年雲物驚彈指，又過銷魂萬歲山”對崇禎

皇帝自縊煤山，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無限傷感。 

該書曾刊刻於康熙四十二年（1673 年）。雍正時禁燬錢謙益的文字，因

為書前有他所作的序，加之龔鼎孳詩文極力烘染感傷時世，盛衰變幻的悲涼

氛圍，既有眷念故國之情，又有不滿清廷之意，因此被連同全書板片入繳藩

庫。世傳很少。到了光緒九年（1883 年），龔鼎孳十四世孫龔考緒，收集編

輯故鄉所存殘書抄錄成卷，付梓，仍然為《詩集》四十三卷，《詩餘》四卷。 

人物評價，譭譽參半 

龔家其實也是個外來户，也就是移民。 

安徽省圖書館裏珍藏有八卷本的《龔氏宗譜》，是由其後代龔照昕、龔照

瑗等主修。上面記載龔家始遷祖:（明）俊，字一山，行一，由江西臨川遷合

肥。而本支的第一個名人為龔鼎孳。説起龔鼎孳，許多年輕一些的合肥人也

許並不熟悉。但提起稻香樓，大家就耳熟能詳了，那原先就是龔家的。 

https://baike.baidu.hk/item/%E9%8C%A2%E8%AC%99%E7%9B%8A
https://baike.baidu.hk/item/%E5%AE%89%E5%BE%BD%E7%9C%81%E5%9C%96%E6%9B%B8%E9%A4%A8/4132939
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94%E7%85%A7%E7%91%97
https://baike.baidu.hk/item/%E9%BE%94%E7%85%A7%E7%91%97
https://baike.baidu.hk/item/%E7%A8%BB%E9%A6%99%E6%A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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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初年，龔鼎孳的弟弟龔鼎孠從浙江仙居知縣退歸後，在合肥建稻香、

水明二樓。其中稻香樓很快成為合肥名勝，文武百官和名人遷客都喜歡來此，

登樓憑欄，賞四時景緻，覽八方風情。 

彼時，禮部尚書龔鼎孳曾攜如夫人顧眉生數回合肥，住在稻香樓，與地

方文儒互有唱和。 

關於龔鼎孳，歷史上對他的評價可謂譭譽參半。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

學家，洽聞博學，詩文並工，在文人中聲望很高。同時，他還因保護文人學

士，有“窮交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授之”的名聲。 

但在官場上，他卻又因為侍奉三朝而有“貳臣”的惡名。 

龔鼎孳是明崇禎七年進士，先任湖北蘄水縣令，後升兵科給事中。崇禎

十六年，李自成攻陷北京，龔鼎孳投井自殺，被人救起後輔李自成，任直指

使。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7%9C%89%E7%94%9F
https://baike.baidu.hk/item/%E6%9D%8E%E8%87%AA%E6%88%90/1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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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順治元年（1644 年），睿親王多爾袞進京，龔鼎孳迎降。順治三年，

曾受彈劾，後因其才華得皇帝賞識仍任原職。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1673

年 10 月 12 日）病卒。 

(註:本篇原文与譯文等摘自“網站”，若有何错漏，尚祈不吝雅正。) 

龔鼎孳“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

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悦其心。淫縱之狀，鬨笑長安。”过圣潔生活，才能

荣神益人。 

“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

是归神为圣。”(利 21:7)迦南祀神風俗中的淫乱行为，決不可在与神立约的社

会中出现，污辱神的圣名。祭司的婚姻必須绝对圆滿，沒有瑕疵。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娈童。”(申 23:17)

“妓女”指廟妓。“娈童”为異教拜神儀式中供人玩狎的男妓。神滅绝迦南地民

族，是要杜绝此种恶風俗;免得为以色列人所沾染(利 18:24-29)。 

https://baike.baidu.hk/item/%E9%A1%A7%E7%9C%89%E7%94%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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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

一块饼，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箴 6:25-26)妓女能会人傾家蕩產，甚至

付出性命。 

“看哪，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箴 7:10)

詭诈的心思:既用亲暱的话，难抗拒的恭維，舒适又安完可飽享愛情的環境來

引誘人。 

“妓女是深坑，外女是窄阱。”(箴 23:27)灯红酒綠，看似福，事實上是难

以自拔的深坑。 

“都因那美貌的妓女多有淫行、惯行邪术、借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

多族。”(鴻 3:4)“美貌的妓女”可能是指尼尼微愛情的女神伊斯塔用來比喻此城

的物慾的放縱引誘許多人去那裏犯罪，学他们拜偶像。 

“好饮酒的、好吃肉的、不要与他们来往。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

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箴 23:20-21)貪和懶的结果必致貧窮，不可与遊

手好閒的人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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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莲高傲的酒徒、他的冠冕、必被踏在脚下。”(箴 28:3)因酒高傲是失

败之因，榮耀也变为羞辱。 

“酒能使人亵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箴 20:1)人

不应飲酒，因为醉酒引致貧窮，争鬥(箴 23:29-32)，顛倒是非(箴 31:4-5)，犯

錯、錯誤、驕傲、喧嚷，所以淡酒濃酒都不可喝(弗 5:18)。 

“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

就忘记律例，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箴 31:4-5)君王应以国事为重，不可

喝酒，以保持清醒的头腦，作公正合理的判断。 

“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作奴仆、用善道教

训人。”(多 2:3)不作酒奴，乃作神的忠仆，无論身教言教都要作信徒的榜样。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蕩，不可

爭競嫉妒”(罗 13:13)在积極方面，行事為人要端正;消極方面:不可醉酒、邪蕩、

嫉妒，才能过得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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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弗 5:18)醉酒与圣灵充滿

有何不同?醉酒使人失去理智，昏迷麻木，放蕩張狂而无知。圣灵充滿乃是

对罪悪和神的旨意更加清醒，更有属灵的智慧，行事較常人更为謹慎而不放

蕩，更愛惜光陰…… 

本節提到不要醉酒:防止醉酒的方法就是“不飲酒”。箴言 23:29-31 警告飲

酒的危險。使徒保罗吩咐哥林多的信徒，应把醉酒的“弟兄”赶出教会(林前

5:11-13)，這也显示信徒飲酒是敗坏灵性的事。 

要被圣灵充滿:有了圣灵充滿的实际，便不論生活、行事、祷告、讲見证

都有圣灵的能力。且必然在属灵的品德、圣工的热诚、真理的智慧、圣洁的

生活上有長进。 

“惟有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

和一切說謊話的，他們的分就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裡；這是第二次的死。”(啟

21:8)凡不信主耶稣为个人救主者，都要被扔到硫磺火湖裡。請你现在就立刻

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 

https://springbible.fhl.net/Bible2/cgic201/read201.cgi?ver=big5&na=0&chap=1102&ft=0&tem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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