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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的發展概況 
 

(公元前 770 年 — 公元前 476 年)西周到春秋時期：中國出現最早

的詩歌總集。本只稱《詩》，儒家列為經典之一，故稱《詩經》。 

 

(約公元前 340 年 — 公元前 278 年)戰國時期：楚國大詩人屈原採

用楚國方言，利用民間歌謠形式創造出《離騷》、《天問》，後來，

以屈原為主的詩歌編輯成《楚辭》。 

 

(約公元前 202 年 — 公元 220 年)兩漢時期：詩歌形式吸取《楚辭》

的手法形成一種新的文學體栽，稱為漢賦，其中分以抒情作品為主

的小賦及描寫宮廷奢侈生活的大賦，此外，官方更採集民間詩歌和

樂曲加工成篇，稱為樂府詩。 

 

(約公元 365 年 — 公元 427 年)：東晉著名詩人陶潛，號淵明，作

了大量描寫農村風光及農民勞動生活的田園詩，代表作有《歸園田

居》。 

 

(約公元 386 年 — 公元 581 年)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朝以北方遊牧

民族生活狀況和思想感情創作出剛勁而樸實的民歌，代表作有鮮卑

族的《敕勒歌》及敘事詩《木蘭辭》。 

 

(約公元 618 年 — 公元 907 年)唐朝：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流傳

至今的有兩千多詩人的近五萬首詩歌。唐朝最著名詩人有李白、杜

甫、白居易。李白被稱為〝詩仙〞，其作品豪邁奔放、想象豐富、

手法誇張、語言生動；杜甫被稱作〝詩聖〞，作品沉雄渾厚，語言

錘煉凝重；白居易的詩反映現實，深入淺出，通俗易懂。 

 

(約公元 907 年 — 公元 1127 年)：唐末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詩歌體

裁，句子有長有短，便於吟唱。經五代到宋，這種體裁發展成宋詞。

著名詞人有北宋的蘇軾(號東坡)、兩宋之交的女詞人李清照、南宋

的辛棄疾和陸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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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嘉許獎狀 

 

齊來誦詩 
 

恭喜你！ 

在本學年背誦詩歌達十首 

特頒此狀，以資鼓勵 
 

 

 

中文科老師簽署：                  

家  長  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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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嘉許獎狀 

 

齊來誦詩 
 

恭喜你！ 

在本學年背誦詩歌達二十首 

特頒此狀，以資鼓勵 
 

 

 

中文科老師簽署：                  

家  長  簽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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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里館 1
    (唐)王維 

 

獨坐幽篁裏，2
 

彈琴復長嘯。3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 
 

(一) 譯文︰ 

我獨自坐在幽深的竹林裏，一面彈琴，一面高歌，沒有人知

道我在這裏，只有明月靜靜地照耀著我。 

 

(二) 注釋︰ 

1. 竹里館︰位於今日陝西省的山谷 

2. 幽篁︰幽深的竹林 

3. 復︰又 

長嘯︰高歌，高聲而長久的呼叫 

 

(三) 想一想︰ 

1. 詩人一個人在竹林裏，他感覺寂寞嗎？為甚麼你這樣

說？ 

2. 你單獨一個人的時候，會不會有寂寞的感覺？說說你的

感受。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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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尋隱者不遇 1
    (唐)賈島 

 

 松下問童子，2
 

 言師採藥去。3
 

 只在此山中， 

 雲深不知處。4
 

 

(一) 譯文︰ 

我在松樹下問一位男孩子︰「你的師父到哪裏去了？」他回

答說︰「師父出外採藥去，就只在這一座山裏，可是山高雲

深，我也不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二) 注釋︰ 

1.  尋︰尋訪 

 隱者︰古代隠居在山林中的人，多半是失意的知識份子 

2.  童子︰這裏指隱者的弟子 

3.  言︰告訴 

4.  處︰地方 

 

(三) 想一想︰ 

1.   在你的想像中，詩中的隱者是個怎樣的人？你為甚麼有 

這麼的猜想？ 

2.   你有探訪朋友而尋不著的經驗嗎？你當時的心情是怎樣 

的？然後你便怎樣做呢？ 

3.   當親戚或朋友探訪爸媽，而他們卻不在家時，你會怎樣 

招待這些親友呢？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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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登樂遊原    (唐)李商隠 
 

 向晚意不適，1
 

 驅車登古原。2
 

 夕陽無限好，3
 

 只是近黃昏。 
 

(一)   譯文︰ 

傍晚的時分，我的心情不好，於是便駕車登上那古老的郊

原。夕陽下的景色無限美好，只可惜它已接近日落黃昏。 

 

(二)   注釋︰ 

1.  向晚︰傍晚 

 意不適︰心情不佳 

2.  驅車︰趕著馬車 

 古原︰指樂遊原，稱它為古原，表明它是漢代的古跡 

3.  無限︰非常、極其 

 

(三)   想一想︰ 

1.   詩人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做些甚麼事情？ 

2.   你又會在心情不好的時候做些甚麼事情？ 

3.   若以一天時段的轉變來代表人的一生，你認為黃昏應是 

人生的哪一個階段？童年或少年的你又屬一天中哪一

個時段？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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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思 1
    (唐)王維 

 

紅豆生南國，2
 

春來發幾枝？3
 

願君多采擷，4
 

此物最相思。 
 

(一)   譯文︰ 

紅豆生長在南方，不知道春天來到時又會長出多少新枝呢？

我願你能多多採摘，它最能代表我對你無限相思之情。 

 

(二)   注釋︰ 

1.  相思︰因彼此互相關心而又無法接近而引起的思念 

2.  紅豆︰紅豆樹，喬木，產於亞熱帶地方。它的種子鮮紅 

色，可作飾物，古代文學作品中常用來象徵相思 

南國︰南方 

3.  發幾枝︰又長出多少新枝 

4.  采擷︰摘取。采︰「採」的本字，摘的意思。擷︰粵音

〔揭〕。摘下，取下。 

 

(三)   想一想︰ 

1. 在古代，「折柳」令人想起惜別；「紅豆」令人想起相思。

在現代，你會選擇哪兩種事物，來代表這些情緒？ 

2. 你經常掛念著甚麼人？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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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憶江南    (唐)白居易 
 

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1
 

日出江花紅勝火， 

春來江水綠如藍。 

能不憶江南？ 
 

(一)  譯文： 

     江南好，美麗的風景我曾親自感受過：江岸百花盛開，在太

陽的照耀下，紅艷如火；江水碧綠，在春天鮮艷的百花和陽

光的映襯下，更加碧綠。怎能讓人不追憶江南？ 

 

(二)  注釋： 

1.  諳：熟悉 

 

(三)  想一想： 

      1.  你覺得詩中的江南美不美？為甚麼你這麼說？ 

      2.  你認為詩人對江南懷着怎樣的情感？何以見得？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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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雪    (唐)柳宗元 
 

千山鳥飛絶，1
 

萬徑人蹤滅。2
 

孤舟蓑笠翁，3
 

獨釣寒江雪。 

 

(一)   譯文︰ 

千重高山裡，小鳥全都已飛走了。萬條路徑上，連一個行人

的足印也沒有。孤舟上身穿簑衣頭戴草帽的漁翁，獨自一人

在白雪紛飛的江上垂釣。 

 

(二)   注釋︰ 

1.  絶︰絶跡 

2.  徑︰小路 

人蹤︰人的蹤跡。 

3  蓑︰粵音〔梭〕，蓑衣，用棕和草編織而成的雨衣 

笠︰粵音〔粒〕，用竹或草編成的帽子，可以遮雨、遮太

陽 

 

(三)   想一想︰ 

1.  漁翁為什麼在這麼寒冷的天氣還到江上垂釣？ 

2.  如果你是漁翁，你會不會感到害怕？ 

 

(五)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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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竹石    (清)鄭板橋 
 

咬定青山不放鬆，1
 

立根原在破岩中。2
 

千磨萬擊還堅勁，3
 

任爾東西南北風。4
 

 

(一)   譯文︰ 

竹緊緊抓住青山山頂的峭壁，它的根深植在石縫之中。無論

是甚麼方向吹來的強風，抑或任何折磨襲擊，只能使它愈加

堅強。 

 

(二)  注釋︰ 

1.  咬定︰形容竹子紮根青山，緊抓著泥土不放，如同咬住 

2.  破岩︰裂開的石頭 

3.  千磨萬擊︰指強大的外部力量對竹子的折磨摧損 

堅勁︰堅定挺拔 

4.  任爾︰任憑你 

 

(三)  想一想︰ 

1.  你見過竹樹嗎？試形容一下竹樹的形態。 

2.  詩中的竹樹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3.  你會將甚麼人和詩中的竹樹相比？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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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晚過水北    (宋)歐陽修 
 

寒川消積雪， 

凍浦漸通流。 

日暮人歸盡， 

沙禽上釣舟。1
 

 

(一)  譯文： 

初春時節，大地上的積雪開始消融，冰封的河流又漸漸開始

流動。傍晚，人們都已回家了，沙洲上的鳥兒都跳上了漁船。 

 

(二)  注釋： 

1.  沙禽：沙洲上的鳥 

 

(三)  想一想： 

      1.  融雪日子的天氣是怎樣的？ 

      2.  為甚麼沙洲上的鳥兒不留在沙洲？牠們到漁船上幹甚

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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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鹿柴 1
    (唐)王維 

 

空山不見人，2
 

但聞人語響。3
 

返景入深林，4 

復照青苔上。5
 

 

(一)   譯文︰ 

深山的山谷寂靜冷清，看不到一個行人，遠處隱約傳來人們

的談話聲。太陽下山了，餘輝照進幽深的樹林裏，又在林間

的青苔上投下光影。 

 

(二)   注釋︰ 

1.  鹿柴︰鹿圈。柴︰音〔寨〕。 

2.  空山︰空曠幽靜的山谷 

3.  但︰只 

4.  返景︰落日的反照，景︰音〔影〕。 

5.  復︰再 

 

(三)  想一想︰ 

1.  你想到詩中的山谷去嗎？為甚麼？ 

2.  你想獨自一個人去還是帶人一起去？為甚麼？ 

3.  你會和誰一起去？到那裏做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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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梅花    (宋)王安石 
 

牆角數枝梅，1
 

淩寒獨自開。2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3
 

 

(一)  譯文︰ 

牆角數枝梅花，不怕寒冷，獨自開花。我遠看時還以為是片

片雪花，但一陣淡淡清香向我傳來。 

 

(二)  注釋︰ 

1.  淩寒︰冒著嚴寒 

2.  遙知︰遠遠便知道 

3.  暗香︰幽香，淡淡的香氣 

 

(三)  想一想︰ 

1. 為甚麼詩人這麼欣賞梅花？梅花有甚麼值得我們學習？ 

2. 你最喜愛甚麼花朵？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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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敕勒歌 1
    (北朝民歌)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2
 

天蒼蒼，野茫茫，3
 

風吹早低見牛羊。4
 

 

(一)  譯文： 

      在敕勒族居住的平川上，陰山腳下，天像窮廬一般籠罩着寬

廣的原野。天色蒼蒼，原野茫茫，在風兒吹過後，青草低伏，

露出成群的牛羊。 

 

(二)  注釋： 

1. 敕勒：指敕勒族，中國一少數民族，敕：粵音〔斥〕 

2. 穹廬：圓頂帳篷 

3. 蒼蒼：深青色 

4. 見：同“現” 

 

(三)  想一想： 

      1. 你到過一大片的草原嗎？草原給你甚麼感覺？ 

      2. 你喜歡以畜牧為生嗎？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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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兒垂釣    (唐)胡令能 
 

蓬頭稚子學垂綸，1
 

側坐莓苔草映身。2
 

路人借問遙招手，3
 

怕得魚驚不應人。 
 

(一)  譯文： 

      一位頭髮蓬亂的兒童正在學習釣魚，他側坐在草叢裏。過路

的行人向他問路，他遠遠地搖手，恐怕驚走了魚，不回答行

人的問話。 

 

(二)  注釋： 

1.  稚子：兒童 

 垂綸：釣魚 

2.  莓苔：泛指草叢 

3.  借問：打聽 

 

(三)  想一想： 

      1.  你注意自己的外貌嗎？ 

      2.  如有陌生人向你問路，你會有甚麼反應？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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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初春小雨    (唐)韓愈 
 

天街小雨潤如酥，1
 

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 

絕勝煙柳滿皇都。2
 

 

(一)  譯文： 

     濛濛細雨濕潤京城的街道，遠看小草青翠，近看卻看不見。

這是一年當中最美好的春色，絕對勝過了京城裏遍布的如煙

的楊柳。 

 

(二)  注釋： 

1.  天街：京城的街道 

  酥：酥軟 

2.  煙柳：如煙的楊柳 

  皇都：京城 

 

(三)  想一想： 

      1.  你喜歡春天嗎？為甚麼？ 

      2.  試從天氣、動植物的活動和你的心情等幾個不同角度， 

         描述一下香港初春的景況。 

      3.  市區的初春和郊外的初春有甚麼不同？哪一處更能令你 

         感受到春天的到來？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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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惠崇春江晚景 1
    (宋)蘇軾 

 

竹外桃花三兩枝，2
 

春江水暖鴨先知。 

蔞蒿滿地蘆芽短，3
 

正是河豚欲上時。4
 

 

(一)  譯文︰ 

幾枝桃花在竹叢之外，江中幾隻鴨子正在戲水。近岸處還有

滿地蔞蒿和新出嫩芽的蘆葦，這正是河豚由大海遊上江河的

時候了。 

 

(二)  注釋︰ 

1. 晚︰一作「曉」 

2. 竹外︰竹林之外 

3. 蔞蒿︰粵音〔留好〕，「好」〔hou’〕字的陰平聲，多年生草

本植物，又名白萵，初生時其莖可食 

蘆芽︰蘆葦的嫩芽，可食用 

4. 河豚︰一種海魚，肉味鮮美，但肝臟、生殖腺和血液有劇

毒，要很小心處理才可食用。俗稱”雞泡魚” 

上︰春天，河豚由海入江產卵，隨湖水逆江而上 

 

(三)  想一想： 

1. 詩歌所描述的春天和香港城巿春天有甚麼不同？你較喜歡

哪一種春天的情境？請說說看。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19 

15. 春行寄興    (唐)李華 
 

宜陽城下草萋萋，1
 

澗水東流復向西。 

芳樹無人花自落，2
 

春山一路鳥空啼。 
 

(一)  譯文： 

宜陽城下草木茂盛，山澗的流水彎彎曲曲。樹上美麗的花朵

無人欣賞便自我零落了，春色滿山的小路上，只有小鳥在空

寂的山林中歡快地歌唱。 

 

(二)  注釋： 

1.  萋萋：形容草茂盛 

2.  芳樹：長花的樹木 

 

(三)  想一想： 

      1.  如果你是樹上的花朵，你得不到別人的欣賞就凋謝了， 

         你的感受如何？ 

      2.  你覺得詩中的小鳥寂寞嗎？何以見得？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20 

16. 鄉村四月    (宋)翁卷 
 

綠遍山原白滿川， 

子規聲裏雨如煙。1
 

鄉村四月閑人少， 

才了蠶桑又插田。 
 

(一)  譯文： 

      原野上的樹木一片翠綠，大河小溪一片白亮，細雨如煙，子

規聲聲。鄉村的四月一派繁忙，人們剛忙完蠶桑又去忙插秧。 

 

(二)  注釋： 

1.  子規：即杜鵑 

 

(三)  想一想： 

      1.  你認為古時農民的生活艱苦嗎？ 

      2.  你知道農民在年中哪些日子生活比較輕鬆嗎？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21 

17. 山亭夏日    (唐)高駢 
 

綠樹陰濃夏日長， 

樓台倒影入池塘。 

水精簾動微風起，1
 

滿架薔薇一院香。 
 

(一)  譯文： 

樹高葉密，一片碧綠，夏日天長。樓台的倒影映入清清池塘。

輕風聚起，吹動了水晶簾般晶瑩明澈的池水，院子裏飄蕩着

滿架薔薇的花香。 

 

(二)  注釋： 

1.  水精簾：形容池水的晶瑩明澈 

 

(三)  想一想： 

      1. 詩人用「水精簾」來形容池水的晶瑩，你用甚麼別的東

西來形容明澈的池水呢？ 

      2. 你見過薔薇花沒有？查查看，看看薔薇是怎樣的？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22 

18. 菩提本無樹    (唐)惠能 1
 

 

菩提本無樹， 

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2
 

何處惹塵埃。 
 

(一)  譯文︰ 

世上本來就沒有菩提這種樹，也沒有甚麼明鏡這種台。本來

就甚麼東西都不存在，哪裏說得上惹甚麼塵埃。 

 

(二)  注釋︰ 

1. 惠能︰惠能原是一個孤兒，稍大時靠賣柴度日養母，從小

失學，沒有文化。但他在與神秀競爭禪宗五祖弘忍的接班

人時卻能作下這一首佛偈。 

2. 本來無一物︰據說原本詩句為「佛性常清淨」，後來此句的

原文被惠能的弟子惠昕所改。 

 

(三)  想一想︰ 

1. 你喜歡這一首佛偈？為甚麼？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23 

19. 惜牡丹花    (唐)白居易 
 

惆悵階前紅牡丹，1
 

晚來唯有兩枝殘。 

明朝風起應吹盡， 

夜惜衰紅把火看。2
 

 

(一)  譯文： 

      惆悵不已的是階前盛開的牡丹，到晚上只有兩枝衰殘的花

枝。明天風兒吹起，牡丹花也該吹盡了，我心中憐惜，晚上

掌燈欣賞牡丹。 

 

(二)  注釋： 

1.  惆悵：傷感，失意 

2.  把火：掌燈 

 

(三)  想一想： 

      1.  你可曾見過牡丹？你喜歡這種花嗎？ 

      2.  詩人為甚麼說心中憐惜牡丹花呢？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齊來誦詩(三) 

P.24 

20.  登幽州台歌 1
    (唐)陳子昴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2
 

獨愴然而涕下。3
 

 

(一)  譯文： 

      我生不逢時，既看不到如從前明君樣愛才的人，也見不到後

來的愛才明君。登台遠望，面對悠悠天地，獨自傷心地流下

眼淚。 
 

(二)  注釋： 

1.  幽州台：即薊北樓，遺址在今北京市 

2.  悠悠：長久，遙遠 

3.  愴然：悲傷的樣子 

 

(三)  想一想： 

      1.  詩人通過詩歌表達了甚麼情感？ 

      2.  為甚麼詩人傷心流淚？他為誰流淚？  

 

(四)  詩情畫意︰請畫出詩歌使你聯想到的事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