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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解
古
人
藉
由
樂
府
詩
反
映
社
會
現
實

及
生
活
情
韻
的
表
達
方
式
。

第
九
課

習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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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朝詩風婉轉，如〈長干曲〉。
2. 北朝作品仍保有漢樂府樸質雄渾
的風格，如〈木蘭詩〉。

1. 中唐「新樂府運動」，詩句淺近
平易，不用舊題、不入樂。

2. 合樂的詩歌，一部分成為「詞」
的起源。

南北朝發達於 隋沒落於 唐變調於

1. 胡樂在民間廣為流行。
2. 樂府詩創作短暫沒落後，至唐初
又重新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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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解樂

府
，
原
是
掌
管
音
樂
的
官
署
。
漢
代
擴
大
樂
府
規
模
，
派
專
人
採

集
、
整
理
民
間
歌
謠
，
並
配
樂
誦
唱
，
因
此
名
為
﹁
樂
府
詩
﹂
，
簡
稱

﹁
樂
府
﹂
。
樂
府
詩
的
形
式
自
由
，
沒
有
句
數
、
字
數
的
限
制
，
也
沒
有

固
定
平
仄
、
對
仗
的
要
求
，
用
韻
較
寬
。

本
課
二
詩
均
選
自
宋
代 

郭
茂
倩
所
編
︽
樂
府
詩
集
︾
。
行
，
意
為

﹁
樂
曲
﹂
，
後
演
變
成
樂
府
詩
的
一
種
體
裁
，
又
名
﹁
歌
行
﹂
。
︿
孤
兒

行
﹀
是
一
首
漢
代
的
作
品
，
敘
述
孤
兒
被
兄
、
嫂
欺
凌
，
身
心
飽
受
煎
熬

的
悲
慘
遭
遇
。
其
內
容
看
似
家
庭
問
題
，
實
則
反
映
人
情
冷
漠
、
缺
乏
道

德
觀
念
的
社
會
現
象
。
︿
長
干
行
﹀
是
唐
代 
李
白
的
創
作
，
﹁
長
干
﹂
是

古
代
金
陵
︵
今
南
京
︶
的
里
巷
名
，
居
民
多
以
行
船
經
商
為
業
。
全
詩
藉

由
女
子
自
述
的
口
吻
，
抒
寫
對
遠
行
丈
夫
的
思
戀
，
兼
具
敘
事
與
抒
情
之

美
，
生
動
表
現
了
古
代
婦
女
的
生
活
片
段
。

更多課文相關影片



樂 府 詩

流 變

1. 「樂府」本為掌管音樂的官署。
2. 自民間採集而來的合樂詩作，也
稱為「樂府」。風格寫實，多反

映民生。

1.文人仿作漢代樂府詩。
2.作品內容從社會寫實逐漸轉變為
描述個人感懷。

魏晉繼起於兩漢產生於143 第九課　
樂府詩選

一
、
孤
兒
行
　
　
　
　
　
佚
名

作
者民

間
歌
謠
大
多
是
集
體
傳
唱
而
來
，
︽
樂
府
詩
集
︾
選
錄
本
詩
，
命

名
為
﹁
古
辭
﹂
，
意
指
不
知
作
者
姓
名
。
樂
府
詩
雖
然
有
不
少
佚
名
者
的

作
品
，
但
是
集
體
傳
唱
所
反
映
的
心
聲
，
仍
足
以
呈
現
當
時
社
會
的
縮

影
。

廣義「樂府」

凡是能夠歌唱的民謠、

詩詞，都可以被稱為

「樂府」。例如宋代蘇

軾 的 詞 集 《 東 坡 樂

府》、元代馬致遠的散

曲集《東籬樂府》，都

以「樂府」為名。臺灣

早期的創作歌謠〈望春

風〉、〈雨夜花〉，或

現代流行歌曲等，也可

以視為廣義的樂府。

郭茂倩《樂府詩集》

宋代郭茂倩所編的《樂

府詩集》，收錄堯舜時

期到唐五代的歷代樂府

詩，包括民間歌謠、文

人作品、樂曲原辭、後

人仿作、新樂府詩等，

總計 5 3 8 9首，共 1 0 0
卷，是研究歷代樂府民

歌的重要文獻。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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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與
注
釋

孤
兒
生
，
孤
子
遇
生
，
命
獨
當
苦
！

父
母
在
時
，
乘
堅
車
，
駕
駟
馬
；

父
母
已
去
，
兄
嫂
令
我
行
賈賈
。

南
到
九
江
，
東
到
齊
與
魯
。

臘
月
來
歸
，
不
敢
自
言
苦
。

頭
多
蟣蟣
虱
，
面
目
多
塵
。

大
兄
言
辦
飯
，
大
嫂
言
視
馬
。

一

彍

鈫

二

�

旔
焩

烄

�

鵭

貟賩

�

彍	

遇
生
　
偶
然
出
生
，
指
不
是
在
受

人
期
待
下
出
生
。
遇
，
同
﹁
偶
﹂
。

鈫	

獨
　
偏
偏
。

�	

堅
車
　
堅
實
的
車
輛
。

旔	

駕
駟
馬
　
駕
馭
四
匹
馬
拉
著
的
車

子
。

焩	

行
賈賈
　
出
外
經
商
。

烄	

九
江
　
郡
名
，
泛
指
今
長
江
中
游

一
帶
。

�	

齊
與
魯
　
齊
、
魯
，
春
秋
時
國

名
，
泛
指
今
山
東
一
帶
。

鵭	

臘
月
　
農
曆
十
二
月
。

貟	

蟣蟣
虱
　
蝨
卵
與
蝨
子
。
蟣
，
蝨

卵
。
虱
，
同
﹁
蝨
﹂
。

賩	

辦
　
準
備
。

�	

視
　
看
，
此
指
照
顧
。

妚	

高
堂	

　
房
屋
的
主
要
廳
堂
。

矃	

行
取曲
殿
下
堂
　
又
快
步
走
到
住
屋

旁
較
低
矮
的
房
舍
。
行
，
又
。
取
，

通
﹁
趨
﹂
，
此
指
快
步
走
。
殿
，
原

指
高
大
的
廳
堂
，
古
代
住
屋
因
屋
簷

高
，
所
以
稱
﹁
殿
﹂
。

姰	

行
汲
　
取
水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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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高
堂
，
行
取曲
殿
下
堂
，
孤
兒
淚
下
如
雨
。

使
我
朝
行
汲
，
暮
得
水
來
歸
。

手
為
錯
，
足
下
無
菲費
。

愴愴
愴愴
履
霜
，
中
多
蒺蒺
藜藜
。

拔
斷
蒺
藜
腸
肉
中
，
愴
欲
悲
。

淚
下
渫渫
渫渫
，
清
涕
纍纍
纍纍
。

冬
無
複
襦襦
，
夏
無
單
衣
。

居
生
不
樂
，
不
如
早
去
，
下
從
地
下
黃
泉
！

妚

矃

三

姰

䍮

㛔

踪

躧

�

輰

轊

䋴

汘

澻

�

15

䍮	

錯
　
粗
糙
。

㛔	

菲費
　
通
﹁
屝屝
﹂
，
草
鞋
。

踪	

愴愴
愴愴
　
悲
痛
的
樣
子
。

躧	

蒺蒺
藜藜
　
植
物
名
，
一
種
果
實
有
刺

的
野
草
。

�	

腸
肉
　
腓腓
腸
肌
，
即
小
腿
肉
，
俗

稱
﹁
腿
肚
子
﹂
。
因
狀
似
腸
的
樣

子
，
故
稱
﹁
腸
肉
﹂
。

輰	

愴
欲
悲
　
哀
傷
到
非
常
悲
痛
。

欲
，
將
要
。

轊	

渫渫
渫渫
　
水
流
動
的
樣
子
。

䋴	

纍纍
纍纍
　
連
貫
成
串
的
樣
子
。
也
作

﹁
累累
累累
﹂
。

汘	

複
襦襦
　
內
有
棉
絮
的
短
衣
。
襦
，

短
衣
。

澻	

單
衣
　
單
層
的
布
質
衣
服
。

�	

居
生
　
生
活
的
狀
態
。
居
，
位

於
。
生
，
活
著
。

 蒺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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䢛	

蠶
桑
　
養
蠶
又
種
植
桑
樹
。

潹	

將
　
扶
推
。

溋	

反
覆
　
此
指
車
輛
翻
覆
。

�	

啗啗
　
同
﹁
啖
﹂
，
吃
。

鯩	

蒂
　
瓜
和
藤
連
接
之
處
。

㚵	

獨
且
　
只
能
。
且
，
句
中
語
助

詞
。

�	

興
　
引
起
。

邻	

校校
計
　
計
較
。

	

亂
　
古
代
樂
曲
的
最
後
一
章
，
是

樂
府
詩
常
用
的
形
式
，
表
示
尾
聲
。

後
面
四
句
即
為
亂
辭
。

啱	

里
中
　
家
中
。

䤆	

譊譊
譊譊
　
怒
吼
聲
。

醻	

尺
書
　
書
信
。
古
人
寫
信
，
一
般

使
用
約
一
尺
長
的
木
板
或
生
絹
。

鐄	

將
與
　
送
給
。

春
氣
動
，
草
萌
芽
。

三
月
蠶
桑
，
六
月
收
瓜
。

將
是
瓜
車
，
來
到
還
家
。

瓜
車
反
覆
，
助
我
者
少
，
啗啗
瓜
者
多
。

願
還
我
蒂
，
兄
與
嫂
嚴
，

獨
且
急
歸
，
當
興
校校
計
。

亂
曰
：
里
中
一
何
譊譊
譊譊
！
願
欲
寄
尺
書
，

將
與
地
下
父
母
：
「
兄
嫂
難
與
久
居
！
」

四

䢛

潹

溋

�

鯩

㚵

�

邻

五



啱

䤆

醻

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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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本
詩
是
一
首
敘
事
詩
，
以
第
一
人
稱
陳
述
孤
兒
的
悲
苦
遭
遇
：
在
父
、
母
過
世
後
，
即
使
兄
、

嫂
還
在
，
卻
沒
有
絲
毫
的
家
庭
溫
暖
，
反
而
遭
受
役
使
與
虐
待
。

全
詩
分
為
五
段
。
第
一
段
相
當
於
序
曲
，
以
短
句
點
出
﹁
孤
兒
命
苦
﹂
的
感
慨
。
第
二
段
﹁
父

母
在
時
﹂
、
﹁
父
母
已
去
﹂
的
對
照
，
明
確
畫
出
命
運
轉
變
的
分
界
線
，
孤
兒
淪
為
兄
、
嫂
任
意

使
喚
的
奴
僕
差
役
。
第
三
段
鋪
寫
家
務
不
曾
間
斷
、
工
作
從
未
稍
減
，
終
使
孤
兒
喪
失
對
生
活
的

想
望
。
第
四
段
則
以
﹁
春
氣
動
，
草
萌
芽
﹂
襯
托
孤
兒
猶
陷
困
苦
，
不
見
生
機
，
更
藉
瓜
車
翻
覆

後
路
人
趁
火
打
劫
來
呈
現
出
社
會
的
殘
酷
面
。
第
五
段
相
當
於
尾
聲
，
呼
應
第
一
段
的
感
慨
，
表

現
出
對
父
、
母
的
依
戀
和
對
兄
、
嫂
的
不
滿
。

在
敘
事
技
巧
方
面
，
中
間
的
三
段
先
以
空
間
﹁
南
到
九
江
﹂
、
﹁
東
到
齊
與
魯
﹂
、
﹁
上
高
堂
﹂
、

﹁
殿
下
堂
﹂
等
鋪
陳
出
孤
兒
奔
波
滄
桑
的
形
象
；
再
用
時
間
﹁
臘
月
﹂
、
﹁
朝
暮
﹂
、
﹁
冬
夏
﹂
、

﹁
春
﹂
、
﹁
三
月
﹂
、
﹁
六
月
﹂
等
串
聯
出
終
年
終
日
的
忙
碌
，
以
及
辛
勞
難
捱
的
悲
苦
；
最
後

帶
出
世
態
炎
涼
的
殘
酷
，
致
使
孤
兒
投
訴
無
門
的
情
況
。
敘
事
先
後
有
序
，
結
構
完
整
，
取
材
也

具
有
反
映
現
實
的
意
義
。

本
詩
敘
事
細
膩
，
人
物
形
象
鮮
明
，
文
字
淺
近
，
語
言
質
樸
，
句
式
長
短
不
一
，
是
漢
代
民

間
歌
謠
反
映
現
實
悲
苦
生
活
的
代
表
作
品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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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長
干
行
　
　
　
　
　
李
白

作
者

字
太
白
，
號
青
蓮
居
士
。
祖
籍
隴
西 

成
紀
︵
今
甘
肅 

秦
安
︶
，
家
居
綿
州 

昌
隆
︵
今
四
川 

江
油
︶
青
蓮
。

生
於
武
周 

大
足
元
年
︵
七○

一
︶
，
卒
於
唐
肅
宗 

寶
應
元
年
︵
七
六

二
︶
。李

白
自
幼
研
讀
諸
子
史
籍
，
喜
好
辭
賦
和
劍
術
，
性
格
慷
慨
，
仗
義

而
有
俠
氣
。
青
年
時
期
遊
歷
各
地
，
詩
名
日
盛
。
四
十
二
歲
到
長
安
，
賀

知
章
看
了
李
白
詩
文
，
讚
嘆
不
已
，
譽
為
﹁
謫
仙
人
﹂
。
後
來
唐
玄
宗
徵

召
李
白
擔
任
翰
林
供
奉
，
但
是
不
久
他
就
因
得
罪
權
貴
而
被
排
擠
出
京
。

安 

史
之
亂
時
，
應
永
王 

李
璘
之
邀
擔
任
幕
僚
。
李
璘
謀
亂
兵
敗
，
李
白
受

到
牽
連
，
被
流
放
到
夜
郎
︵
今
貴
州 

桐
梓
︶
，
途
中
遇
赦
得
釋
。
晚
年
漂

泊
於
江
南
一
帶
，
依
附
族
叔
李
陽
冰
，
不
久
即
病
逝
。

李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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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白
才
氣
縱
橫
，
既
懷
抱
儒
家
的
濟
世
理
想
，
又
兼
具
道
家
曠
達
自

適
的
氣
息
。
詩
歌
創
作
想
像
奇
特
，
善
用
譬
喻
、
誇
飾
等
手
法
，
表
現
率

真
的
性
格
、
奔
放
的
情
感
，
洋
溢
浪
漫
氣
息
。
有
﹁
詩
仙
﹂
之
稱
，
與
杜

甫
齊
名
，
並
稱
﹁
李 

杜
﹂
。
有
︽
李
太
白
集
︾
行
世
。

李白字「太白」的
典故

據李白的族叔李陽冰

〈草堂集序〉記載，李

白的母親是因為「長庚

入夢」而生下李白。長

庚星，就是太白金星。

相傳這是李白為何字

「太白」的原因。像這

種特殊的誕生傳說，通

常是為了表現人物的與

眾不同。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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彍	

妾
　
古
代
女
子
自
稱
的
謙
詞
。

鈫	

覆
額
　
覆
蓋
額
頭
，
指
年
紀
幼
小
。

�	

劇
　
遊
戲
。

旔	

遶遶
牀
　
繞
著
井
邊
的
圍
欄
。
遶
，

同
﹁
繞
﹂
。
牀
，
水
井
邊
的
護
欄
。

焩	

嫌
猜
　
嫌
隙
猜
疑
。

烄	

開
　
舒
張
，
此
指
神
情
放
鬆
。

�	

回
　
回
頭
。

鵭	

展
眉
　
舒
展
眉
頭
，
形
容
心
情
輕

鬆
，
臉
色
和
悅
。

貟	

願
同
塵
與
灰
　
希
望
像
塵
、
灰
一

樣
混
合
難
分
。
比
喻
期
盼
夫
妻
長
相

廝
守
，
永
不
分
離
。

賩	

常
存
抱
柱
信
　
常
懷
有
像
尾
生
一

樣
堅
守
愛
情
誓
約
的
心
意
。
抱
柱

信
，
相
傳
尾
生
與
心
愛
女
子
約
定
於

橋
下
相
會
，
久
候
女
子
不
到
，
大
水

突
至
，
尾
生
守
約
不
肯
離
去
，
最
終
抱

橋
柱
溺
死
。
後
人
以
﹁
抱
柱
信
﹂
比
喻

堅
守
信
約
。
語
出
︽
莊
子
．
盜
跖跖
︾
。

課
文
與
注
釋

妾
髮
初
覆
額
，
折
花
門
前
劇
。

郎
騎
竹
馬
來
，
遶遶
牀
弄
青
梅
。

同
居
長
干
里
，
兩
小
無
嫌
猜
。

十
四
為
君
婦
，
羞
顏
未
嘗
開
。

低
頭
向
暗
壁
，
千
喚
不
一
回
。

一

彍

鈫

�

旔

焩

二

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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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豈
上
望
夫
臺
　
哪
裡
想
到
會
因
為

分
離
而
登
上
望
夫
臺
呢
？
望
夫
臺
，

傳
說
古
代
有
一
女
子
，
因
丈
夫
服
役

離
鄉
，
日
日
站
立
山
上
眺
望
，
最
後

化
為
石
頭
。

妚	

瞿瞿
塘
　
長
江
三
峽
之
一
，
在
今
重

慶 

奉
節
東
方
。

矃	

灩灩
澦澦
堆
　
瞿
塘
峽
口
的
大
礁
石
。

姰	

五
月
不
可
觸
　
灩
澦
堆
在
每
年
五

月
江
水
上
漲
時
，
即
沒
入
水
中
，
行

船
至
此
容
易
觸
礁
沉
沒
，
相
當
危

險
，
所
以
說
﹁
不
可
觸
﹂
。
觸
，
接

近
，
此
指
接
近
灩
澦
堆
。

䍮	

猿
聲
天
上
哀
　
猿
猴
哀
戚
悲
切
的

叫
聲
，
好
像
從
天
上
傳
來
一
樣
。

十
五
始
展
眉
，
願
同
塵
與
灰
。

常
存
抱
柱
信
，
豈
上
望
夫
臺
？

十
六
君
遠
行
，
瞿瞿
塘	

灩灩
澦澦
堆
。

五
月
不
可
觸
，
猿
聲
天
上
哀
。

三

鵭

貟

賩

�

四

妚

矃

姰

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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㛔	

遲
行
跡
　
昔
日
兩
人
留
下
的
足

跡
。
遲
，
久
，
在
此
有
﹁
舊
﹂
、

﹁
昔
﹂
之
意
。

踪	

苔
深
不
能
掃
　
綠
苔
長
得
很
深

厚
，
以
致
無
法
掃
除
，
象
徵
女
子
因

離
別
而
不
斷
增
生
的
愁
思
也
難
以
掃

除
。

躧	

坐
　
因
為
。

�	

紅
顏
　
紅
潤
的
臉
色
，
借
代
為
青

春
年
華
。

輰	

早
晚
　
什
麼
時
候
。

轊	

下
三
巴
　
自
三
巴
順
江
而
下
，
回

到
家
中
。
三
巴
，
為
巴
東
郡
、
巴

郡
、
巴
西
郡
的
總
稱
，
在
今
四
川
及

重
慶
境
內
。

䋴	

將
　
把
。

汘	

相
迎
　
迎
接
你
。
相
，
代
詞
性
助

詞
，
此
指
你
。

澻	

不
道
　
不
管
。
道
，
認
為
。

�	

長
風
沙
　
地
名
，
在
今
安
徽

 

安

慶
。
從
長
干
里
到
長
風
沙
距
離
約
七

百
里
遠
。

門
前
遲
行
跡
，
一
一
生
綠
苔
。

苔
深
不
能
掃
，
落
葉
秋
風
早
。

八
月
蝴
蝶
來
，
雙
飛
西
園
草
。

感
此
傷
妾
心
，
坐
愁
紅
顏
老
。

早
晚
下
三
巴
，
預
將
書
報
家
。

相
迎
不
道
遠
，
直
至
長
風
沙
。

五

㛔踪

躧

�

六

輰

轊

䋴

汘

澻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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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
長
干
行
﹀
以
第
一
人
稱
自
述
，
敘
寫
女
子
的
感
情
歷
程
。
從
兒
時
一
起
遊
戲
，
到
結
為
連

理
、
誓
同
生
死
。
雖
然
面
對
丈
夫
遠
行
，
寂
寞
度
日
，
依
舊
迫
切
渴
望
重
聚
。

全
詩
結
構
由
﹁
過
去
﹂
、
﹁
現
在
﹂
、
﹁
未
來
﹂
順
敘
組
成
。
﹁
過
去
﹂
為
第
一
至
四
段
，

第
一
段
透
過
﹁
青
梅
竹
馬
﹂
、
﹁
兩
小
無
猜
﹂
的
描
寫
，
將
童
稚
純
真
的
互
動
表
露
無
遺
。
第
二

段
以
﹁
羞
顏
未
嘗
開
﹂
刻
劃
新
婚
時
的
含
蓄
、
嬌
羞
。
第
三
段
隨
著
時
間
累
積
情
感
，
用
﹁
願
同

塵
與
灰
﹂
來
比
喻
期
盼
長
相
廝
守
，
永
不
分
離
。
﹁
豈
上
望
夫
臺
﹂
則
帶
出
轉
折
，
預
留
下
文
伏
筆
。

第
四
段
以
﹁
十
六
君
遠
行
﹂
把
新
婦
轉
化
成
思
婦
，
情
感
亦
由
愉
悅
改
變
為
孤
寂
，
雖
然
如
此
，

女
子
對
丈
夫
的
叮
嚀
與
牽
掛
，
仍
延
續
至
死
不
渝
的
愛
戀
誓
約
。
第
五
段
來
到
﹁
現
在
﹂
，
藉
由
﹁
門

前
遲
行
跡
﹂
、
﹁
生
綠
苔
﹂
、
﹁
蝴
蝶
來
﹂
暗
示
時
光
流
逝
，
並
襯
托
獨
守
空
閨
的
孤
單
，
青
春

容
顏
就
在
等
待
中
逐
漸
蒼
老
。
末
段
則
是
運
用
﹁
預
言
示
現
﹂
，
傳
達
﹁
未
來
﹂
對
丈
夫
歸
返
、

兩
人
團
聚
的
殷
切
期
盼
，
並
以
﹁
直
至
長
風
沙
﹂
的
誇
飾
筆
法
，
表
現
女
子
堅
貞
的
情
操
，
全
詩

以
純
情
始
，
以
摯
愛
終
。

︿
長
干
行
﹀
以
時
序
摘
要
式
的
手
法
，
串
聯
生
活
片
段
，
描
摹
女
子
忠
於
愛
情
的
一
生
。
透

過
動
作
描
寫
人
物
，
運
用
景
物
烘
托
情
感
，
巧
妙
融
合
敘
事
、
寫
景
、
抒
情
，
表
達
深
切
的
情
思
，

是
一
首
膾
炙
人
口
的
名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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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
孤
兒
行
﹀
一
詩
，
藉
由
哪
些
文
句
來
描
述
孤
兒
的
生
活
處
境
？
請
條
列
說
明
。

二
、
請
根
據
︿
長
干
行
﹀
內
容
，
描
述
女
子
在
﹁
兒
時
﹂
、
﹁
新
婚
﹂
、
﹁
離
別
﹂
、
﹁
相
思
﹂
四
個
不
同

時
期
的
形
象
，
並
簡
述
每
一
個
階
段
的
心
境
變
化
。

三
、
飽
受
兄
嫂
凌
虐
的
孤
兒
喪
失
家
庭
關
愛
、
望
君
早
歸
的
長
干
少
婦
被
迫
忍
受
丈
夫
因
工
作
而
離
別
的
思

念
之
苦
，
這
些
情
況
其
實
也
在
現
代
社
會
屢
見
不
鮮
。
請
揣
摩
詩
中
孤
兒
、
少
婦
的
處
境
，
思
考
應
該

如
何
因
應
？
並
分
享
自
己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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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評

量

自我評估
答
題
狀
況

知
識
與
應
用
（
寫
題
號
）

理
解
與
分
析
（
寫
題
號
）

創
作
與
發
表

是

否

答對

謹
慎
肯
定

能
按
主
題
選
擇
適
當
材
料

□
□

不
太
確
定

能
組
織
完
整
架
構
、
脈
絡
清
晰

□
□

答錯

粗
心
大
意

能
表
現
適
當
詞
彙
、
流
暢
文
句

□
□

準
備
不
足
待
加
強

一
、
知
識
與
應
用

︵ 

︶
1. 

下
列
各
組
﹁
　
﹂
中
字
的
讀
音
，
何
者
前
後
相
同
？ 

A
頭
多
﹁
蟣
﹂
虱
／
采
石
﹁
磯
﹂ 

B
﹁
瞿
﹂
塘
峽
／
亂
臣
賊
子
﹁
懼
﹂

C
﹁
啗
﹂
瓜
者
多
／
包
﹁
餡
﹂
湯
圓 

D
里
中
一
何
﹁
譊
﹂
譊
／
百
折
不
﹁
撓
﹂
。

︵ 

︶
2. 

下
列
各
組
文
句
﹁
　
﹂
內
的
詞
語
，
何
者
意
義
前
後
相
同
？ 

A
瓜
車
﹁
反
覆
﹂
／
情
緒
﹁
反
覆
﹂
無
常

B
上
﹁
高
堂
﹂
，
行
取
殿
下
堂
／
一
拜
天
地
，
二
拜
﹁
高
堂
﹂

C
十
五
始
﹁
展
眉
﹂
／
收
到
丈
夫
音
訊
，
她
終
於
﹁
展
眉
﹂
一
笑

D
﹁
早
晚
﹂
下
三
巴
／
最
近
﹁
早
晚
﹂
溫
差
大
，
出
門
要
多
帶
件
衣
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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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
相
迎
不
道
遠
﹂
的
﹁
相
﹂
字
，
具
有
代
詞
性
助
詞
︵
你
、
我
、
他
︶
的
功
能
。
下
列
文
句
中
的

﹁
相
﹂
字
，
何
者
也
是
代
詞
性
助
詞
？

A
道
不
同
，
不
﹁
相
﹂
為
謀

B
人
不
可
貌
﹁
相
﹂
，
海
水
不
可
斗
量

C
丞
﹁
相
﹂
祠
堂
何
處
尋
，
錦
官
城
外
柏
森
森

D
兒
童
﹁
相
﹂
見
不
相
識
，
笑
問
客
從
何
處
來
。

︵ 

︶
4. 

語
文
中
利
用
人
類
的
想
像
力
，
把
實
際
上
不
聞
不
見
的
事
物
，
說
得
如
見
如
聞
的
修
辭
方
法
，
就

叫
作
﹁
示
現
﹂
。
下
列
文
句
運
用
的
﹁
示
現
﹂
修
辭
法
，
何
者
說
明
正
確
？

A
妾
髮
初
覆
額
，
折
花
門
前
劇—

追
述
示
現

B
相
迎
不
道
遠
，
直
至
長
風
沙—

追
述
示
現

C
中
多
蒺
藜
，
拔
斷
蒺
藜
腸
肉
中—

預
言
示
現

D
兄
與
嫂
嚴
，
獨
且
急
歸
，
當
興
校
計—

懸
想
示
現
。

︵ 

︶
5. 

依
據
下
文
，
下
列
關
於
西
漢
樂
府
詩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自
孝
武
立
樂
府
而
采
歌
謠
，
於
是
有
代	
趙
之
謳謳
，
秦	

楚
之
風
，
皆
感
於
哀
樂
，
緣
事
而

發
，
亦
可
以
觀
風
俗
，
知
薄
厚
云
。
﹙
班
固
《
漢
書
．
藝
文
志
》
﹚	

A
漢
武
帝
正
式
設
立
﹁
樂
府
﹂
，
並
創
作
了
第
一
首
樂
府
歌
謠

B
武
帝
建
立
樂
府
採
集
民
歌
，
目
的
在
端
正
人
心
、
整
頓
風
俗

1
2

1

謳
：
歌
曲
。

2

風
：
民
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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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樂
府
詩
的
創
作
，
源
自
人
們
對
日
常
生
活
中
具
體
事
件
的
感
發

D
代
、
趙
兩
地
的
樂
府
詩
可
以
唱
，
秦
、
楚
兩
地
的
樂
府
詩
只
能
誦
。

︵ 
︶
6. 

請
依
據
三
大
詩
人
的
對
話
，
推
斷
下
列
選
項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詩仙」李白

「詩家夫子」王昌齡

我也寫了一首〈閨怨〉，

僅獲稿費四十二元，平均

算起來，李白你拿三塊錢

已經是我的兩倍了！

「詩聖」杜甫

我這首詩，沒有配樂，也

不能唱；寫一個字的錢，

也連王昌齡的一半都不

到。但我剛剛領到的稿

費，絕對比你們多！

我剛領到〈長干行〉的稿費

四百五十元，這首詩，總共

有一百五十個字，換算起

來，我寫一個字才掙得區區

三塊錢。

A
李
白
︿
長
干
行
﹀
不
可
換
韻 
B
杜
甫
的
作
品
應
該
是
一
首
古
詩

C
王
昌
齡
︿
閨
怨
﹀
是
五
言
絕
句 
D
三
位
詩
人
的
作
品
都
屬
於
律
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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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理
解
與
分
析

︵ 

︶
7. 

︿
孤
兒
行
﹀
開
頭
以
﹁
命
獨
當
苦
﹂
的
﹁
苦
﹂
字
貫
穿
全
詩
，
下
列
何
句
道
出
﹁
苦
﹂
的
根
源
？ 

A
兄
嫂
難
與
久
居 

 

B
冬
無
複
襦
，
夏
無
單
衣

C
助
我
者
少
，
啗
瓜
者
多 

D
南
到
九
江
，
東
到
齊
與
魯
。

︵ 

︶
8. 

︿
長
干
行
﹀
中
運
用
意
象
比
擬
思
婦
的
心
情
，
下
列
說
明
何
者
正
確
？

A
十
五
始
展
眉
，
願
同
塵
與
灰—

新
婦
開
始
整
理
家
務

B
常
存
抱
柱
信
，
豈
上
望
夫
臺—

不
願
再
等
待
的
覺
醒

C
門
前
遲
行
跡
，
一
一
生
綠
苔—

往
昔
行
跡
蘊
含
思
念

D
八
月
蝴
蝶
來
，
雙
飛
西
園
草—

期
待
新
生
活
的
來
臨
。

︵ 

︶
9. 

樂
府
詩
多
﹁
緣
事
而
發
﹂
，
藉
事
件
以
傳
達
人
物
的
悲
喜
。
下
列
詩
句
，
何
者
最
能
表
現
此
一
特

色
？ 

A
苔
深
不
能
掃
，
落
葉
秋
風
早 

B
感
此
傷
妾
心
，
坐
愁
紅
顏
老

C
瓜
車
反
覆
，
助
我
者
少
，
啗
瓜
者
多 
D
居
生
不
樂
，
不
如
早
去
，
下
從
地
下
黃
泉
。

︵ 

︶
10. 

︿
孤
兒
行
﹀
與
︿
長
干
行
﹀
在
寫
作
上
多
有
相
同
之
處
，
下
列
何
者
並
不
包
括
在
內
？ 

A
第
一
人
稱 

B
逆
時
而
敘 

C
今
、
昔
對
照 

D
物
、
人
對
比
映
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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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閱
讀
下
列
現
代
詩
，
判
斷
何
者
為
歌
詠
李
白
的
作
品
，
且
關
鍵
詞
選
用
最
為
適
當
？

選
項

現
代
詩

關
鍵
詞

A

酒
入
豪
腸
，
七
分
釀
成
了
月
光
／
餘
下
的
三
分

嘯
成
劍
氣
／
繡
口
一
吐
就
半
個
盛
唐

酒
、
劍
氣
、
盛
唐

B

把
影
子
投
在
水
上
的
，
都
患
了
潔
癖
／
一
種
高

貴
的
絕
症
／
把
名
字
投
在
風
中
的
／
衣
帶
便
飄

在
風
中

影
子
、
水
上
、
潔
癖

C

左
拾
遺
這
種
小
官
／
裝
不
滿
緋
魚
袋
／
填
不
飽

空
皮
骨
／
這
才
荒
江
結
屋
／
以
作
詩
的
手
作
稼

／
以
謀
篇
之
力
謀
生

左
拾
遺
、
荒
江
結
屋
、
作
稼

D

永
王
不
見
得
能
分
享
你
月
下
獨
酌
的
幽
趣
／
對

飲
的
三
人
中
／
想
必
不
會
有
喋
喋
不
休
／
向
高

山
流
水
發
表
政
見
之
輩

永
王
、
喋
喋
不
休
、
高
山
流
水

三
、
創
作
與
發
表

　
　
︿
孤
兒
行
﹀
一
詩
，
表
面
書
寫
的
雖
是
家
庭
問
題
，
實
則
反
映
人
情
冷
漠
、
價
值
崩
壞
的
社
會
境
況
。

請
根
據
詩
中
所
述
，
設
想
今
日
亦
發
生
相
同
情
況
，
以
第
三
人
稱
視
角
，
錄
製
2
∼
3
分
鐘
的
﹁
廣
播
新

聞
﹂
，
概
要
報
導
事
件
，
並
籲
請
社
會
大
眾
關
懷
弱
勢
，
重
現
人
間
溫
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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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課
中
，
我
最
喜
歡
的
一
句
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