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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衷」者，取『紅樓夢曲』「試遣愚衷」之意也。昔

『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今雖世殊時異，然情理一也。故每寄情於詩，不求聞達於後

世，唯稍遣胸臆而已。日久則繁，迺殳蕪釐脩，裒訂成集，

題名『愚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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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離 
甲午正月廿九 

春草年年緑，秋枝歲歲枯。 

别離何復聚？徒此漫嗟吁。 

 

春思 
甲午四月初三 

春夜倍思秋，寒情更切愁。 

寸心無可表，對月擬還休。 

 

擬夜歸山色 
丙申七月初九 

野户柴門閉，山中曲徑伸。 

空林傳語響，荷月晚歸人。 

題記 偶思「空林傳語響」一句，疑爲古人之句，而遍搜出處不得，故自擬一

絶。後忽憶及王摩詰有「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之句，乃悟先前記憶之

謬也。 

 

晨興 
戊戌四月十八 

曉寒雲雾輕，凝露尚瑩瑩。 

翠色何由洗，塵煩一解明。 

 

感世戲爲絶句二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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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十月初三 

一 

忠言恒逆耳，治事總勞心。 

莫道别塗晚，行行抵萬金。 

二 

良言三句暖，惡語一心寒。 

多少人間事，由來口舌端。 

注釋 1.行行——不斷前行。語出『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 

 

元日寄故人 
戊戌冬月廿五 

年近鄉思近，歲長人意長。 

願君多保重，萬里道安康。 

注釋 1.元日——正月初一。 2.人意——人之情意。 

 

咏雨後桂花復開 
庚子七月廿七 

藹藹西南桂，臨秋二度菲。 

匆忙形色客，不意帶香歸。 

注釋 1.藹藹——茂盛貌；香氣濃烈貌。 2.不意——無意之間。 

 

夜半捉蚊戲作 
壬寅四月初十 

一夜嗡嗡緊，捉蚊讎百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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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花四處開，宿業宜同殞。 

注釋 1.讎——報復。 2.榴花——紅色石榴花，此處喻所拍飽血之蚊。 3.宿

業——此處指蚊之生前惡緣。 

 

自況 
壬寅四月十七 

客外漸霜顔，十年若等閒。 

世譏何足畏，藏器待時還。 

注釋 1.藏器——語出『易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2.時還——

時來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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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雨 
新韻 癸巳九月廿六 

夜來簌簌聞風起，雨打芭蕉聲漸密。 

化作天音好入眠，覺時不見留痕跡。 

 

咏野白花 
癸巳冬月十三 

路外星星小白花，雜陳疏間兩三家。 

淩寒何懼獨開蕊，我見絶憐能不誇？ 

 

夜雨感懷 
甲午四月十二 

墻裏悲春墻外愁，霖鈴夜雨幾時休？ 

庭前花落知何去，一處光陰共水流。 

 

近事有感 
丙申六月廿七 

曾羡他人苦作歡，唯專己見復知難。 

從來世事無長久，試把閒讒冷眼觀。 

注釋 1.專——固執。 

 

夏日雨後初晴有感 
丙申六月廿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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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雨初晞早逝痕，鳴蟬仍宿柳槐喧。 

閒情却爲澄明喜，一片愁雲不復存。 

 

憶科大 
戊戌八月十六 

客舍廬州近六年，而今復在夢中旋。 

當時未覺南七好，一别經霜總是憐。 

題記 感賈島『渡桑乾』絶句竝仿作，其詩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

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注釋 1.科大——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簡稱「中國科大」。 2.廬州——合肥舊

稱之一。 3.近六年——自二〇一一辛卯年夏至二〇一七丁酉年初。 4.旋——

返迴。 5.南七——中國科大於合肥坐落之處，該校因亦戲稱「南七技校」。 

6.憐——喜愛。 

 

老大難四首 
戊戌九月初三 

一 

老大離家老大忧，幾曾心計稻粱謀？ 

生平自是難如意，世上何人無所求？ 

二 

老大離家老大悗，居無定屬所圖難。 

幾思空語何籌計，忍把時光拋等閒。 

三 

老大離家老大忡，生涯淹蹇筆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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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須嘆風無力，運命時爲道理窮。 

四 

老大離家老大憧，暫將心事寫從容。 

誰人未有三分怨？且效巖崖一樹松。 

注釋 1.忧——同憂。 2.老大——年紀大。 3.稻粱謀——本指禽鳥尋覓食物，

多喻人謀求衣食。杜子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有：「君看隨陽雁，各有稻

粱謀。」 4.悗——音蠻，煩悶迷惑貌。 5.憧——音充，心意不定。 

 

近史有感 
戊戌九月初三 

遥恨當年萬殁身，此情無計與征塵。 

唯將我輩同心力，不負前賢取義仁。 

注釋 1.與——音玉，參與。 

 

無題 
戊戌冬月廿三 

三五年來同一夢，桃花依舊兩音希。 

不知人面能逢否，前度劉郎歸不歸？ 

注釋 1.前度劉郎——典出東漢劉晨、阮肇遇僊之事，喻去而重來者。劉禹錫

『再遊玄都觀』詩有「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遊江漢不覺已過大寒因詩以寄之 
戊戌臘月十五 

一日奔波過大寒，遍遊江漢已成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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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夜半無人處，月没風清天地寬。 

注釋 1.江漢——鄂地長江、漢江交匯之地，有黄鶴樓立於斯。 2.大寒——二

十四節氣之一。 

 

春雨偶成 
庚子三月初七 

寒雨連翩送客塵，遠添山黛邇添新。 

庭前粉豔争先出，猶恐明朝不是春。 

注釋 1.邇——近。 

 

三五望月 
庚子三月十五 

獨倚高樓望月明，金波溢瀉轉流清。 

可憐無處人間去，剩有三分且自迎。 

注釋 1.三五——三五十五，常指農曆某月十五。 

 

咏時鐘 
庚子閏四月初三 

一片光陰簡在心，聲聲促促轉旋針。 

移來節律重迴置，已去韶華何處尋？ 

 

乘飛機觀雲日二首 
庚子閏四月初四 

一 



13 

氣道隆隆萬丈昇，俯察雲海勢填膺。 

金波湧動殘光溢，若隱龍宫窺下層。 

二 

一葉飛舟没在雲，舷窗映入影曛曛。 

來時攪徹神僊宇，恍見金輝浴日君。 

注釋 1.曛曛——昏黄貌。 2.日君——太陽之神，此處指太陽。 

 

再賦憐親詩 
庚子閏四月初五 

年近三旬意漸真，古時而立未致身。 

忍能無恤雙親苦？盡在詩中幾度陳。 

注釋 1.而立——三十歲。語出『論語』：「三十而立」。 2.致身——委身、

托身之意。古時多喻出仕，此處指開啓事業。語出『論語』：「事父母能竭其

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偶見飛機有感 
庚子閏四月廿一 

幼眺飛機奇直雲，衹今憑越潁滇勤。 

無知亦慕雲中客，時在雲中唯日曛。 

注釋 1.眺——遠觀。 2.憑——憑藉。 3.越——飛越。 4.曛——昏暗貌。 

 

新秋有感 
庚子七月十二 

半落秋霜染物華，三年拙計倚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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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興詩酒愁無寄，訴與西風致遠遐。 

 

咏秋風柳 
庚子八月初八 

又送西風動客心，滿園誰解個中吟？ 

無邊落葉垂楊舞，俱向秋空情不禁。 

 

咏烤豬蹄 
庚子八月初八 

趾上尖尖肘腕圓，膚如瑪瑙溢和田。 

香成炙手頻占指，漸入溫淳輔聖賢。 

注釋 1.占指——喻見美食。典出『左傳』楚人獻黿之事。 2.溫淳——滋味濃

厚。 3.聖賢——古人以清酒爲聖人，濁酒爲賢人，故聖賢亦泛指酒。 

 

咏春 
壬寅三月十六 

五華風暖漸疏慵，幾度紅消復豔濃。 

是處句芒常駐日，中原應料始相逢。 

注釋 1.句芒——亦作「勾芒」，司春之神。 

 

咏浮雲 
壬寅三月十六 

遲日樓臺弄靜暉，含牕翠色爍幽微。 

偶然浮翳旋西遠，一任無憑何處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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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浮翳——浮雲。 2.旋——旋即。 3.底處——何處。 

 

春末遊翠湖 
壬寅四月初五 

一頃縠紋碧帶間，沙洲白鷺伴雲閒。 

東風誤解遊人願，散入西南不復還。 

題記 近伏案過甚，神思倦怠而目力驟降，乃遊翠湖以緩其狀。已而稍解，唯

情猶難解，因作是篇。 

注釋 1.縠紋——縐紗似的皺紋，常喻水波。 2.碧帶——湖岸碧樹如帶。 3.

「東風」二句——意東風自以爲散入西南化作春景，即可解作者之煩悶，然作

者更欲此風東歸。 

 

翠湖觀鷺 
壬寅四月初五 

翠湖初夏異輕寒，微雨如潮客跡闌。 

惟有泥塘含鷺影，竟癡何事久盤桓？ 

注釋 1.「惟有」二句——實寫白鷺，亦以自況。 

 

感遇 
壬寅四月初九 

一笑人間萬事空，何勞碌碌鏡花中。 

青山未改春常在，不見萍蹤踏雪鴻。 

注釋 1.鏡花——鏡花水月，喻虛幻之人世。 2.踏雪鴻——典出蘇子瞻『和子

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

那復計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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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島觀湖有感 
壬寅四月初十 

菡萏脩筠兩共奇，群鴨涉渡逞腴姿。 

遊人化作湖前景，此際風光諗誰知。 

注釋 1.菡萏——荷。 2.脩筠——修竹。 3.腴——豐滿。 4.諗——音沈，

告訴。亦可通念，音念，解作思念。 

 

客西南憶合肥大蜀山 
壬寅四月十二 

百里平原一蜀山，舊曾獨陟數偷閒。 

而今客處尋常有，不似當年更解顔。 

 

中秋有感 
壬寅八月初十 

十年九載客中秋，世事如塵緒未休。 

我共時人猶賞月，廣寒宫裏是凝愁。 

 

獨坐 
壬寅十月初三 

小樓端坐夜思深，困頓西南渺夙心。 

非是故園情未舍，此身不系費沈吟。 

注釋 1.渺——渺茫。 2.夙心——夙願。 3.「非是……」二句——意爲此等

情緒並非思鄉之情，而是此身無所依靠所致，即「此身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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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廿五暑夜斷電熱醒而作 
丙申六月廿五 

更深催漏斷，室電忽熔停。 

衆户皆無恙，斯居獨不寧。 

千般何奈暑？百轉亦難瞑。 

乃陟高樓上，聊觀一夜星。 

注釋 1.漏斷——漏聲已斷，指夜已深。 2.瞑——閉目。 3.陟——登。 

 

慕課群有網友傳家鄉舟山晚景圖因詩以

寄之 
丙申六月廿九 

向晚臨津黯，舟山暮氣嘉。 

晴空飛碧海，漁火映紅霞。 

好景雖天塹，良圖足自誇。 

閒情何所望，歸去泛靈槎。 

注釋 1.靈槎——傳説中可通天河之船。典出『博物志』八月泛槎之説。 

 

立秋急雨感懷 
丙申七月初六 

暑氣猶嫌盛，天傾洗宿埃。 

雷鳴千嶂落，雨驟萬江來。 

野石飛珠迸，晴光破幕開。 

餘情猶未復，獨處久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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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雷鳴」一句——雷鳴之聲如同千山倒落。嶂，高險之山。 2.飛珠—

—飛起珍珠，此處喻指雨水。 

 

蓮花池懷古 
丁酉八月十二 

節來忽見興，商麓釋閒情。 

曲徑疑無路，幽叢若有塋。 

銅身悲永暦，石誄述南明。 

百代山河在，春池漫落英。 

注釋 1.蓮花池——蓮花池公園，在昆明市五華區。 2.商麓——蓮花池在古時

商山之麓。 3.「銅身」一句——蓮花池公園内有「永暦悲歌」之銅塑。永暦，

南明末代皇帝朱由榔之年號。 

 

蓮花池遊園 
丁酉八月十二 

遊園標雅趣，獨步止憑闌。 

麗日金光煦，龍池碧水寒。 

風亭鈴脆響，阜苑鎖枯殘。 

不作强求意，行程已盡歡。 

注釋 1.標——標顯。 2.止——駐足。 3.龍池——蓮花池舊稱之一。 4.風

亭——四面荷風亭，在蓮花池公園内。 5.阜苑——安阜苑，在蓮花池公園内，

相傳吴三桂爲陳圓圓所建。 

 

中秋節與實驗室諸君於海埂公園自助燒



21 

烤有感 
丁酉八月十六 

無以還家去，吾儕擬定蹤。 

朋遊之海埂，烤炙對西峰。 

脂溢香氛散，言深話興濃。 

人間星數億，幸此一相逢。 

注釋 1.海埂公園——在昆明滇池東岸。 2.西峰——西山，在昆明滇池西岸。 

 

咏長假結束兼示故人 
丁酉八月廿三 

遊庠飛萬里，一刻度千雲。 

皖北秋風盛，滇中夏木殷。 

相逢猶日短，不意又離群。 

莫道無情别，詩言寄贈君。 

注釋 1.遊庠——遊學。 2.殷——繁盛貌。 

 

春城春日遊 
丁酉十月廿七 

春城春又近，春鳥預徘徊。 

萬物添胸臆，東風起蓬萊。 

融融升地氣，振振舞花媒。 

霽日晴光豔，於斯不肯迴。 

題記 原作於春日，後遲遲未竟。而斯日之日頗類春時，故有感而成。 

注釋 1.春城——昆明之别稱。 2.預——預先。 3.起——起於。 4.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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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暖、明媚貌。 5.地氣——地之起，日暖則升騰，日寒則沉降。 6.振振—

—众多貌；盛貌。語出『詩經』：「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7.花媒——花之媒人，指蝴蝶、蜜蜂等。 

 

秋中雜興 
戊戌八月廿八 

閒閒消永日，一釋亂愁腸。 

素節晴光熠，丹枝異馥香。 

誰令秋袖短，何意錦心長？ 

極目憑闌處，天高任鳥翔。 

注釋 1.閒閒——從容自得貌。 2.永日——漫長之白日。 3.素節——秋令時

節。 4.熠——鮮明貌。 5.丹枝——桂樹。 6.異馥——特殊香氣。 7.錦心

——優美文思。 

 

驟雨即景 
戊戌八月廿八 

驟減天光色，塵埃一霎清。 

龍騰鱗潛躍，鶴唳虎哀鳴。 

野石穿將迸，飛珠濺欲驚。 

千流倏已過，風雨各歸輕。 

注釋 1.「龍騰」二句——形容雨勢與雷聲。 

 

賦得一夜北風寒兼示故人 
戊戌十月初一 

一夜北風寒，披衣浥露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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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來難續夢，物盡幾連歎。 

總自吟新句，無從覓舊歡。 

年年傷斷絶，益使客心酸。 

注釋 1.浥——濕潤。 2.物盡——事物衰亡。此處指冬季到來，自然萬物之衰

亡。 

 

病中合爲思飲酒作 
戊戌冬月十二 

病中難飲酒，徒羨酒中僊。 

一轉吟千句，三盃勝萬錢。 

嗚呼非力任，寂寞向尊前。 

願作銷魂客，解愁乘月眠。 

 

冬夜遣懷 
戊戌冬月十三 

林靜風通透，衣添上下寒。 

紅爐思不得，薄酒飲爲難。 

暗夜歸聲寂，虚庭獨意闌。 

有情憐皓月，萬里念平安。 

題記 作於西南林大。 

 

宿醉有悔 
戊戌臘月初一 

病愁唯飲酒，酒罷病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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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問成僊客，何來作賦興？ 

容顔傷易老，思緒滯如凝。 

强自爲新句，沉沉氣塞膺。 

 

臘月二十五日晨雨 
戊戌臘月廿五 

快雨亦輕哉！連翩入夢來。 

瀟瀟風物潤，擾擾翳心開。 

歲末催新景，人間洗宿埃。 

閒中消永日，倚坐對樓臺。 

注釋 1.擾擾——紛亂貌。 2.宿埃——久積之塵埃。 3.永日——漫長白日。 

 

臘月二十五日夜雪 
戊戌臘月廿六 

寒雲偏入世，攜帶北風吟。 

藹藹金烏寐，紛紛玉屑臨。 

鵝絨圍水鏡，狐掖裹瓊林。 

瑞景當浮白，調融一片心。 

注釋 1.藹藹——暗淡、昏昧貌。 2.金烏——代指太陽。 3.寐——睡，眠。 

4.玉屑——玉之碎屑。此處喻雪。 5.水鏡——指水面如鏡。 6.狐掖——白狐

腋下之細毛。此處喻雪。 7.浮白——飲酒。 

 

宿雨感懷 
己亥六月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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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含淚久，化雨送今朝。 

水積浮雲近，氣蒸林霧遥。 

感時傷木落，觸目委芳凋。 

寄意滄浪客，無端喟寂寥。 

注釋 1.滄浪客——浪跡江湖之人。語出屈原『楚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

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2.無端——無奈。 

 

春夜遣懷 
庚子三月初六 

萬家應入夢，孤枕竟難眠。 

有意憑誰訴，無聊竊自憐。 

宵深兼寂寞，月滿幾嬋娟？ 

總爲閒情誤，行行又一年。 

注釋 1.嬋娟——美好。 2.行行——不停前行。 

 

閒吟 
庚子四月初一 

久未吟新句，精思既已疏。 

存心微冗事，養晦在幽居。 

有夢情添酒，無憀興寄書。 

歘然消歲月，日晚意躊躇。 

注釋 1.精思——精心思考。 2.微——極少。 3.養晦——隱居匿跡。 4.欻

然——忽然。 5.日晚——天色已晚；歲月已遲。此處二意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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黯夜遣懷 
庚子四月廿一 

蕭蕭歸夜暮，藹藹降雲煙。 

倦鳥應須宿，愁人未解眠。 

多情當此夕，舊憶復從前。 

落寞依聲寂，通宵思月圓。 

注釋 1.解——能，會，得。 

 

燈月遣懷 
庚子閏四月十二 

皎皎夜燈懸，争輝皓月前。 

月無千日好，燈豈一宵圓？ 

照我空餘喟，懷人漸少聯。 

明燈雖不缺，此事亦難全。 

注釋 1.懷人——思念他人。 

 

自解 
庚子閏四月十二 

自自尋常出，行行三九年。 

曾爲釣鰲客，今入野狐禪。 

守拙西南度，徒勞岁月前。 

惟憐詩與酒，暫得解天然。 

注釋 1.自自——我從。前一「自」爲代詞，後一「自」爲介詞。 2.行行——

不斷前行，此處指人生之路。 3.三九——二十七。 4.釣鰲客——志向遠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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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典出『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

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沉

於大海。」 5.野狐禪——外道；異端。 

 

失眠 
庚子閏四月十七 

輾轉思無寐，煩愁意不除。 

心神擾且倦，眉宇蹙難舒。 

惡臥渾如炙，紛囂漸以徐。 

時疑長夜盡，驚起對幽居。 

注釋 1.徐——緩慢；舒緩。 

 

畢業季臨别遣懷 
庚子閏四月十七 

客里三年盡，人間一處逢。 

分攜愁萬點，會飲醉千鍾。 

自意應無恨，他朝各有悰。 

惟憐時月夜，未得解從容。 

注釋 1.分攜——分别。 2.悰——音從。歡樂，樂趣；心情，思緒；謀劃。此

處多意皆通。 3.時——此時。 

 

飲酒贈别後作 
庚子閏四月廿三 

故人言後會，盃酒盡餘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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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覺生離苦，偏應熟醉難。 

列星惟隱晦，明月久清安。 

歸去無聊賴，空庭衹獨看。 

 

九月初七霜降夜遣懷 
庚子九月初八 

霜從今夜降，草木漸凋零。 

畏歲寒蛩切，知秋塞雁寧。 

天陰沉地氣，月寂斂雲屏。 

坐見銷魂處，思幽入窅冥。 

注釋 1.寒蛩切——深秋蟋蟀鳴聲急切。 2.塞雁——塞外鴻雁。 3.寧——返

迴。 4.地氣——地中之氣，寒則降，暖則升。 5.雲屏——雲翳；如屏之雲。 

6.窅冥——遥空，遥遠處。 

 

閒思 
庚子十月十三 

十年殊倦遊，百計盡身謀。 

江海平生願，疏狂一夢求。 

大千隨俛仰，方寸任沉浮。 

豈意存無慮，功成遂不留。 

注釋 1.無慮——無深謀遠慮、遠大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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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居遣懷 
丙申七月初六 

閒廬自鎖暗尋愁，欲寄音書幾度休。 

忐忑詢花花不語，徘徊對影影無儔。 

唯將好夢説風月，試以前情付壑丘。 

異日良圖猶幻渺，何堪縱誤已春秋。 

注釋 1.儔——伴侣。 2.壑丘——即丘壑，謂隱逸。 

 

二十四歲生日自題 
丁酉八月廿四 

宿雨無晴一歲增，滇中遊學遠親朋。 

節期依舊人心易，物候更新世道恒。 

兩紀浮沉明志趣，三年冷暖斂驕矜。 

會當早逐文章達，報得而今夙夜興。 

注釋 1.無晴——諧音「無情」。化用劉夢得『竹枝詞』「東邊日出西邊雨，道

是無晴却有晴」之句。 2.兩紀——十二年爲一紀，兩紀即二十四年。 3.三年

冷暖——近三年所嘗人世冷暖。 4.驕矜——驕傲自負。 5.文章——學者安身

立命之論文。 

 

登樓有感 
丁酉八月廿七 

客外鄉心暮至愁，高樓獨眺邈窮幽。 

長空落日虚生焰，大塊驚風漫卷流。 

四面寒聲悲耳目，一懷秋色感浮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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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自古春華少，何事偏安作楚囚？ 

注釋 1.虚生焰——空中生出焰火。此處喻晚霞。 2.大塊——大地。 3.浮休

——謂世事無常。語出『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此處感歎世事，

無感歎生死之意。 4.楚囚——指處境窘迫、無計可施者。典出『左傳』晉侯觀

於軍府之事。 

 

遲聞噩耗痛悼王步高老師 
丁酉九月十五 

纔聞抱病恩師退，豈料踰年已隔生。 

遥籍西風傾奠酒，長思北斗仰鴻名。 

詩鄉引路詩翁誨，學海遺澤學子情。 

惟恨少辭通我意，倚樓空歎邈天京。 

題記 王步高先生，東南大學教授，唐圭璋先生之高徒，而吾學詩之引路人也。

師殁之訊，予數日後方聞，更不得親往弔謁，唯慟作此詩，聊寄是懷。 

注釋 1.踰年——隔年；次年。 2.北斗——北斗星，喻敬仰之人。 3.遺澤—

—遺留德澤。 4.天京——泛指僊都。此處指魂歸之處。 

 

無題 
戊戌三月廿三 

無端入夢醒難窺，漏斷識明共影垂。 

寒露依依侵夜永，孤輪寂寂惹人悲。 

星河杳渺猶曾遇，鵲渡空茫未可追。 

前度劉郎今又在，此時覺悟復何爲？ 

注釋 1.識——意識。 2.依依——依稀、隱約貌。 3.永——漫長。 4.孤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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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呈友人 
戊戌八月初二 

意氣形骸何處尋？旗亭宴飲對知音。 

持盃坐忘生平事，擊節長歌契闊心。 

莫道俗塵催倦骨，徑須名酒解煩襟。 

幾分酣膽聯成句，絶勝搜腸作苦吟。 

注釋 1.旗亭——酒肆。 2.酣——飲酒盡興、暢快。 3.苦吟——苦心推敲吟

詩。 

 

次韻『紅樓夢』咏白海棠詩 限「門、

盆、魂、痕、昏」 
戊戌八月十二 

蕭蕭倦客揜重門，獨伴冰肌玉滿盆。 

落日依稀還舊夢，涼風漫自引香魂。 

幽姿影綽添秋色，素女情長泣露痕。 

自去蓬萊仍逸世，衹緣清水洗塵昏。 

題記 『紅樓夢』薛、林二人作咏白海棠詩，皆有借物自陳之意，今我亦如此。 

注釋 1.倦客——客遊他鄉而倦旅之人。 2.素女——古時神女。 

 

八月廿四暮雨初歇有感而作 
戊戌八月廿五 

洗盡寒枝氣欲昏，閒庭瑟瑟掃餘溫。 

愁添那得身無恙？芳去應知夢有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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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黄花難買賦，此時清露正凝魂。 

且憐秋影成孤對，一片冰心尚幾存？ 

注釋 1.明日黄花——重陽節後之菊花，喻過氣之事物。 2.買賦——典出司馬

相如千金買賦之事，喻失意後謀求東山再起。 

 

秋吟 
戊戌九月十一 

秋意輪迴又近前，秋分秋半兩相連。 

誰令秋色添窗際，長使秋聲入客眠。 

秋月難尋風慢跡，秋風不解月空懸。 

攬將風月酌秋夢，倚作秋吟復惘然。 

注釋 1.「秋分」一句——指秋分、中秋爲前後兩日。秋分，二十四節氣之一。

秋半，中秋。 2.慢跡——漫遊無定之行蹤。 

 

染胃腸疾夜半難眠自哂而作 
戊戌十月廿一 

肥甘厚味一時多，入夜翻騰幾折磨。 

欲噦不成横涕泗，應休未計倚蹉跎。 

悠悠墜影悠悠月，陣陣生疼陣陣波。 

凡事自當知所足，貪情無厭總心魔。 

注釋 1.噦——嘔吐。 

 

夜雨遣懷 
戊戌冬月廿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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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夜霖鈴入有懷，徒勞淹蹇此情乖。 

持盃坐忘生平事，盈手成空客寓齋。 

三五年華同醉夢，參商輪轉各天涯。 

何當再省春風面？一片冰心照月霾。 

注釋 1.盈手——滿手。 2.參商——參星和商星。參星在西，商星在東，此出

彼没，永不相見。杜子美有『贈衛八處士』詩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3.春風面——美麗容顔。語出杜子美『詠懷古跡』：「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

歸月夜魂。」 

 

夜飲遣懷 
戊戌臘月初三 

明月千霜照古今，人間萬事費參尋。 

三盃酒寄平生意，兩句詩吟倦客心。 

每爲耽憂思計短，衹因追憶用情深。 

如何不遣天公老？一念悲沉淚滿襟。 

注釋 1.千霜——千載。 

 

臘日聊書所懷 
戊戌臘月初八 

臘日猶存萬里遥，此情無計與誰消。 

醇醪入口何妨醉，事務縈心未敢驕。 

在外方知千險阻，傷時每念一飄颻。 

端居寂寞憐窗冷，倚坐長吟不自聊。 

注釋 1.臘日——古時臘祭之日，即臘月初八。 2.不自聊——無聊。 



36 

 

臘月十日自東陸至西林遇驟晴因詩以寄

之 
戊戌臘月初十 

山下連綿掩翳陰，山頭迎照暖風臨。 

昆明不厭千般色，過客何妨一韻吟。 

總倦塵勞投歲月，暫拋俗務解身心。 

誠哉此地合歸老，仍數家期念北音。 

注釋 1.東陸——地名，在昆明市五華區。此處指雲南大學東陸校區。 2.西林

——西南林業大學，在昆明市盤龍區。 3.山下……，山頭……。——因西南林

大老校區地勢較高，故俗謂之「山上」。此處「山下」指西南林大之外，「山

頭」指西南林大老校區。 

 

臘月十一日遣懷兼賦得白樂天「無憀當

歲杪，有夢到天涯」一聯 
戊戌臘月十一 

客入春城又一年，無憀歲杪自當前。 

六葩難見衫宜少，萬里縈懷眼欲穿。 

案牘勞形何足論，詩書寄興以心偏。 

且憑盃酒成佳會，却顧無言已忘筌。 

注釋 1.無憀——閒悶。憀，音聊，依賴，寄托。 2.歲杪——歲末。杪，音秒，

原指樹梢。 3.六葩——六瓣之花，謂雪花。 4.「且憑」一句——指酒後夢中

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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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日過黄鶴樓因次韻崔氏名作竝仿其體 
戊戌臘月十二 

古來騷客乘雲去，千載聞名黄鶴樓。 

黄鶴不聞僊跡杳，風流前句訴悠悠。 

此情猶寄漢陽樹，茲地無存鸚鵡洲。 

桑海人間長有恨，可憐遺響散凝愁。 

注釋 1.「此情」二句——今漢陽猶在，故漢陽樹猶在，而鸚鵡洲已隨滄海桑田

消失。 2.遺響——前人或其作品之遺韻。 3.凝愁——凝結之愁情。 

 

自昆明飛武漢過雨雲有感 
戊戌臘月十四 

夜由長水入天河，一刻飛雲擲玉梭。 

身外茫茫虹若現，窗含瀝瀝虺翻波。 

横無星漢從來見，縱有靈槎不可過。 

料想瑶臺應覺冷，人間勝却太虚多。 

注釋 1.長水——昆明長水機場。 2.天河——武漢天河機場。 3.玉梭——玉

製織布之梭。此處形容飛機。 4.虹——雲霧中之彩暈。 5.瀝瀝——液體滴落

貌。 6.虺——音毀，大蛇。 7.横——廣闊。 8.靈槎——傳説中可通天河之

船。典出『博物志』八月泛槎之説。 9.太虚——天界。 

 

過黄鶴樓 
戊戌臘月十六 

客自西來黄鶴樓，此間少駐念悠悠。 

前頭有景崔先道，下筆無辭白也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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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猶存含氣象，煙塵盡逝委風流。 

行人絡繹言歡處，過眼多情未可求。 

注釋 1.過——訪。 2.西來——作者從昆明至武漢訪黄鶴樓，故稱「西來」。 

3.「前頭」二句——相傳李太白至黄鶴樓，閲罷崔顥之詩，喟然歎曰：「眼前有

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4.委風流——風流盡去。委，棄。 5.「行人」

二句——作者目經行人絡繹、談笑言歡之地，縱使心中對古代風流之事十分鍾

情，於現實中也無處可求。接上句「煙塵盡逝委風流」之意。 

 

過曇華寺 
己亥五月初八 

碧水盈盈向日開，游鱗潛底綴深苔。 

隱聞梵唄心思淨，漫撒雲光意趣來。 

時有頑童啼咲至，俄而耆老喝呼迴。 

禪林勝景尋常見，更喜人間歲月埃。 

注釋 1.曇華寺——在昆明市盤龍區。 2.盈盈——清澈貌；晶瑩貌。 3.游鱗

——游魚。 4.耆老——老者。 

 

咏絮 
庚子四月廿四 

人間四月煙花盡，恣意因風柳絮飛。 

誤落青絲疑白首，頻沾宿土拂行衣。 

可憐愁重無時絶，爲患身輕底處歸？ 

縱有浮雲憑藉力，遥程萬里亦希微。 

注釋 1.煙花——泛指綺麗春景。 2.宿土——舊土。 3.底處——何處。 4.

希微——虛無渺茫。語出『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博之不得名曰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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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縱有」二句——『紅樓夢』薛寶釵有咏絮詞曰「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

此處反意化用。 

 

不日遊學别家因書以述之 
庚子閏四月初一 

萬里登程一日還，忍因私計費餘錢？ 

獨慚老大雙親苦，自恨尋常百姓憐。 

已去年華輕似夢，即來時世緊猶鞭。 

如何不解金衣句？總爲虚閒意赧然。 

注釋 1.「萬里」二句——雖然啓程一日就能到，然而怎能因個人想法經常來

回家和學校，浪費錢財呢？登程，上路，啓程。 2.老大——年紀大。 3.憐—

—哀。 4.金衣句——相傳杜秋娘之詩『金縷衣』，其詩曰：「勸君莫惜金縷衣，

勸君惜取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5.虚閒——曠廢。 

6.赧然——慚愧臉紅貌。 

 

擬遊子歸 
庚子閏四月初四 

可憐遊子暫還鄉，忍見雙親髮漸霜。 

謂我身形何見瘦？解吾學業正宜忙。 

家長里短言無盡，茹苦含辛事欲藏。 

未報生恩同養育，明朝世事亦茫茫。 

 

酬贈畢業同窗 
庚子闰四月廿三 

楊柳紛紛漫碧絲，愁多又至别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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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來鱗跃皆無限，各去鴻飛詎有期？ 

北上何妨存素友，南歸莫忘見恩私。 

他朝但憶昆明事，重與樽前細論茲。 

注釋 1.碧絲——原指染青緑色之蠶絲，常喻女子秀髮，此處指柳絲如女子秀

髮一般。 2.鱗越——魚躍龍門之意。 3.無限——指前途無限。 4.鴻飛——

鴻雁高飛，喻升遷騰達、奮發有爲。 5.詎——豈。 6.北上——因昆明地處天

南，故畢業之友多北上升學、就業。下文「南歸」同理。 7.素友——情誼真純

之友；舊友。 8.恩私——恩寵；恩愛。 

 

愧醉 
庚子七月廿九 

古來名士多中聖，未必風流是酒人。 

但見疏狂吟忘物，長如寂寞病由身。 

劉伶五斗消酲醉，李白千金具賦神。 

自愧無才同若飲，强顔悴色每爲真。 

注釋 1.中聖——酒醉之隱語。 2.酒人——飲酒之人。 3.「劉伶」一句——

典出『世説新語』：「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

『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

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

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

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4.具——寫，題。 

 

無題 
庚子八月初二 

夜半牀前涕滿襟，元知舊夢總縈心。 

沈郎腰減情何似？張敏行迷恨未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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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手入懷空不見，牽腸覓句枉成吟。 

愁將輾轉消殘漏，冷枕難當玉露侵。 

注釋 1.沈郎腰減——典出『梁書』：「沈約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

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

豈能支久？』」後因以「沈腰」爲腰圍瘦減之代稱。 2.張敏行迷——典出李善

注引『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爲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

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3.殘漏——殘夜

將盡時之滴漏，此處指殘夜。 4.玉露——秋露。 

 

秋醒 
庚子八月初七 

枕簟清寒賴曉陰，簷窗欲泣送秋霖。 

蓬山未遠尋無路，弱水難浮隔此心。 

解悟黄粱終美夢，相期白首轉獨吟。 

幾時得遣愁雲渙，冷落銷魂客不禁。 

注釋 1.枕簟——枕席，泛指臥具。 2.曉陰——清晨之陰寒。 3.簷窗欲泣—

—窗簷滴水，似欲哭泣。 4.送——送别。 5.秋霖——秋雨。 6.蓬山——蓬

萊山，相傳爲神僊居所。 7.弱水——傳説中險惡難渡之水，相傳其鴻毛不浮，

難以載舟， 8.黄粱——典出『太平廣記』所載盧生於黄粱一夢之中享盡榮華富

貴之事。 9.渙——流散。 10.禁——忍受。 

 

重陽日見諸芳猶存因有所感 
庚子九月初十 

歲歲重陽秋不異，唯今喜菊未孤開。 

殊方氣暖花貪盛，盡日風輕香欲回。 

隨化無緣胡蝶舞，尋芳有信塞鴻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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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情更恐芬菲去，冷落天涯意可哀。 

注釋 1.殊方——異地。 2.盡日——整日，終日。 3.隨化——順應時勢。 4.

尋芳——遊賞美景。 5.有信——按時。 6.塞鴻——塞外鴻雁。 

 

建黨百年咏史 
辛丑五月廿八 

百載新民換舊綱，艱辛求索豈尋常？ 

欲燃革命傳真理，何懼捐身喚自强。 

每感昔人憂不易，時嗟我輩愧相當。 

而今奮起新時代，猶許神州一棟樑！ 

注解 1.新民——語出『大學』：「在親（通新）民，在止於至善。」 2.相當

——年歲相當。昔人恰在我輩之年歲參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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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韻陳與義『九日賞菊』擬九日咏菊 
戊戌九月初六 

重陽風日好，百物具生輝。 

庶木皆摇落，黄花獨解圍。 

霜姿呈淺淡，冷魄競芳菲。 

素與佳人近，能尋此意微。 

曹公誇社咏，陶令倚荆扉。 

性比冰清潔，言同世惡違。 

明朝將已逝，今度豈全非。 

自飲鍾繇賜，鱸魚堪正肥。 

注釋 1.九日——九月初九，重陽節。 2.具——同俱。 3.庶——衆多。 4.

黄花——菊花。 5.尋……微——探尋精妙細微之處。 6.「曹公」一句——指

曹雪芹於『紅樓夢』中起詩社咏菊花之情節。 7.「陶令」一句——指陶淵明愛

菊且作『歸園田居』詩之事。 8.鐘繇賜——典出『藝文類聚』所載，魏文帝曹

丕『與鍾繇書』言賜鐘繇食秋菊落英之事。 9.鱸魚——典出劉義慶『世説新

語』：「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鱸魚膾，曰：

『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

時人皆謂爲見機。」 

 

祭祖 
戊戌臘月初六 

新元承舊歲，展敬至陵塋。 

祖考音容在，孫兒愧怍情。 

生時齡尚幼，老去悚然驚。 

忽忽江河倒，紛紛涕泗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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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思爾況，猶自引悲鳴。 

日月隨輪轉，關山散弟兄。 

一枝開數葉，三脈各經營。 

難得年根聚，迺知家業榮。 

犧牲奉公饗，叩拜表吾誠。 

永葆門楣盛，長言告玉京。 

注釋 1.展敬——祭拜。 2.祖考——已故祖父；祖先。 3.年根——年末。 4.

迺——同乃。 5.犧牲——祭品。 6.饗——祭獻；同享，享用。 7.玉京——

泛指僊都，此處指先祖去世後之居所。 

 

歲末歸潁州與舊同學飲後重訪故校因有

所感 
庚子閏四月十九 

客遊除一歲，年末解還鄉。 

佳節宜聯友，良朋邀舉觴。 

酒酣同耳熱，話絮且肴涼。 

自去江湖累，爾來時日茫。 

出門雙臉醒，當路幾言狂。 

信步依行道，隨緣訪舊庠。 

新園連峻宇，故地換賢郎。 

羨彼小兒女，青春無限長。 

題記 年前未竟之作，此時補完。 

注釋 1.除——過去。 2.雙臉——兩邊臉頰。 3.舊庠——舊日學校。 4.峻

宇——高大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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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懷 
新韻 庚寅九月初六 

目無紛繁世，耳絶塵囂喧。 

不畏寒風雪，我自在絶巔。 

 

上元即景 
新韻 甲午正月十五 

皎皎孤燈懸，微微暗夜天。 

憑闌獨佇望，煙光滿上元。 

注釋 1.微微——隱約貌；幽靜貌。 

 

對景感懷 
新韻 甲午四月廿六 

春芳迄未零，夏草正當青。 

緣愁何漸益？好景故鄉明。 

注釋 1.迄——竟，畢竟，終究。 2.益——增益，增加，增大。 

 

感遇 
新韻 甲午四月廿七 

人生小百年，過客閲大千。 

良朋知音在，何事入終南？ 

注釋 1.終南——終南山，指隱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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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懷 
新韻 甲午四月廿九 

螻蟻遷成行，新燕巢中雙。 

惟有階前人，隻影对孤芳。 

 

四時好景 
新韻 甲午四月三十 

春水寄浮萍，夏草叢中青。 

金風吹數起，玉雪照晶瑩。 

高懸明明月，四綴點點星。 

好景非良辰，萬般也無情。 

注釋 1.金風——秋風。 

 

閒讀 
甲午五月初二 

靜日忽生閒，沏茗對韋編。 

多少文章事，盡付盞中煙。 

注釋 1.韋編——古時以皮繩編綴竹簡稱「韋編」。此處泛指書。 2.盞中煙—

—茶盃之中霧氣。 

 

秋中有感 
新韻 乙未八月十八 

落木肆迷城，飛沙卷狂風。 

雲垂蒼天闊，江低噫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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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草新凋蔽，遊人已零星。 

萬里蕭疏意，千般寂寥情。 

注釋 1.落木——落葉。 2.噫氣——指風。語出『莊子』：「夫大塊噫氣，其

名爲風。」 

 

夜半驚夢聊書所聞 
新韻 乙未八月十八 

寅時夢中驚，夜半床頭明。 

枕裏肩酸痛，窗外雨霖鈴。 

陰風呼復寂，靈澤氣愈清。 

擁衾尋睏意，臥榻聞蟲鳴。 

注釋 1.寅時——凌晨三時至五時。 2.靈澤——滋潤萬物之雨水。 

 

迴鄉偶題 
乙未八月廿一 

道作草穀場，路載駛迴鄉。 

秸稈堆鋪厚，玉米新脱黄。 

兢兢錯車位，翼翼躲石方。 

原塗平且順，因故阻而長。 

注釋 1.草穀場——晾曬草穀之場地。 2.兢兢——小心謹慎貌。 2.翼翼——

謹慎貌。 

 

病中作 
新韻 乙未八月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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懨懨精無力，昏昏氣不清。 

擁衾身似炭，飲水喉如凌。 

熄燈思鬼厲，臥榻聞蟲營。 

纏綿輒半宿，輾轉待黎明。 

注釋 1.懨懨——懶倦貌；精神不振貌。 2.營——亦同縈，包圍縈繞，此處指

蟲鳴縈繞。 

 

秋夜獨飲遣懷 
己亥七月十九 

浮雲久不去，明月安可懷？ 

舉盃獨坐飲，縱酒傾如淮。 

醇醪初送苦，三巡醉復佳。 

清風緩我裾，玉露濕吾鞋。 

興起昇飛瀑，忽忽擁斷崖。 

世務尋常昧，塵勞次第排。 

梧桐本自缺，鳳作奩中釵。 

君子藏於器，慎惜世所諧。 

而身非我有，詎得與時乖？ 

感慨平生事，聊以慰形骸。 

注釋 1.裾——衣襟。 2.玉露——秋露。 3.昧——違背。 4.「君子」一句

——語出『易經』：「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 5.慎惜——慎重珍惜。 

 

無題 
庚子二月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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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錯、錯，搔首青絲落。 

舊夢自縈回，佳期尤寂寞。 

注釋 1.錯——紛繁錯雜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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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意歌 
庚寅九月初六 

天聚輕清地沉濁，人事勞形難琢磨。 

任意中心隨風去，至於九霄好放歌。 

注釋 1.中心——心中。 2.勞形——使身體勞累、疲倦。劉夢得『陋室銘』有

「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 

 

感時 
癸巳九月十二 

少小無知老大愁，恣意文章远交遊。 

回首向來蹉跎處，十年春來十年秋。 

注釋 1.恣意——放縱，肆意。此處指沉醉於文學之中。 

 

論詩 
癸巳十月初一 

詩以咏志詞以情，率性自足即天成。 

但使聞人皆歡慟，何須仄仄又平平？ 

注釋 1.歡慟——歡樂與悲慟。 

 

盼君歸 
甲午三月廿九 

君之粵兮我在廬，日日思君眉不舒。 

煢煢孑影花月下，迢迢星漢奈何如？ 

注釋 1.盧——廬州，合肥舊稱之一。 2.煢煢——憂思貌；孤單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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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遇 
新韻 甲午四月廿五 

求學科大已三年，也曾傷却也曾歡。 

莫問前塗何處去，此心安處是鄉關。 

注釋 1.「此心」一句——化用蘇東坡『定風波』「却道，此心安處是吾鄉」之

句。 

 

午覺後作 
新韻 甲午四月廿八 

一夢覺來室孤人，晴光媚好暖風熏。 

堂前飛燕鳴復寂，知是雲巢可寄身。 

注釋 1.熏——溫和，和暖。 

 

清晨 
新韻 甲午五月初三 

夜闌清淨聞啼鳴，曦光漸隱啓明星。 

時有微風穿堂過，寒笫覺來夢不成。 

注釋 1.隱——使隱去。 

 

中秋有感 
乙未八月十四 

婀娜姮影會金風，瀲灩清光灑桂叢。 

藍田僊窟依舊是，客外鄉心幾處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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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婀娜——輕盈柔美貌。 2.姮——姮娥，即後之嫦娥，因避漢文帝劉恒

諱而改。此處指月。 3.金風——秋風。 4.瀲灎——水波蕩漾貌。 5.藍田僊

窟——典出『搜神記』楊伯雍種玉之事。 

 

感遇 
乙未八月二十 

他鄉問道履塵間，異里漂泊歲流年。 

人情渺渺難自料，世事茫茫易相牽。 

春恨秋悲幾無淚，星沉月落又獨眠。 

可憐夢裏尋芳去，此時心頭却惘然。 

注釋 1.問道——探尋道理。此處指求學。 2.履——踏入。 3.塵間——俗世。 

4.異里——外地。 5.渺渺……茫茫——模糊不清貌。 6.幾——幾近，近乎。

此處道傷春悲秋之情緒太多，反倒習以爲常。 

 

别塗感遇 
乙未八月廿四 

白墻黑瓦映碧塘，金風赤旭撫青桑。 

時有頑童啼後座，間聞俚曲鬧前廊。 

憑窗路外皆秋色，揭簾帳裏滿晴光。 

可憐未解心頭翳，羈身客旅夢迴鄉。 

注釋 1.金風——秋風。 2.間——夾雜；偶爾。此處二意皆可。 3.俚曲——

通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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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無形 
新韻 庚寅八月廿八 

風無形，萬類生。行處清波漾，歸去柳岸青。 

風無形，訴衷情。寂寂無眠夜，撥弄松濤聲。 

注釋 1.萬類——萬物。 

 

憑闌 
新韻 庚寅九月初四 

憑闌不見天際，四面高樓巍立。 

覆野茫茫雲黯，暮靄沉沉風淒。 

 

莫思量 
新韻 庚寅九月廿一 

靜坐莫思量，思量須斷腸。 

争如愁緒最難忘，身系案牘心自放。 

從來無意忙，未敢止思量。 

怕教他朝追往日，懷憂空歎虚年長。 

注釋 1.爭如——怎奈。 2.自放——自我放縱。 

 

登大蜀山 
新韻 辛卯冬月初十 

大蜀非蜀，絶類封土。 

欣而適之，陟彼山路。 

秀木於林，何人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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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臨久佇，惟見曉霧。 

悵然若失，不知歸處。 

注釋 1.封土——堆土。 2.陟——登。 

 

歸來月下聽吉他 
甲午四月廿八 

月外明星瑩瑩，花前漏影星星。 

誰家六弦彈唱，何人側耳傾聽？ 

注釋 1.六弦——吉他。 

 

太極衍贊 
庚子四月廿六 

所謂太極，極之至極。太者大也，以曰至也。 

極者梁也，以喻高也。太極爲物，猶言道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象無形，大音希聲。 

造化之因，萬物所歸。渾然大小，充塞廣微。 

所謂兩儀，陰陽二氣。輕清爲天，重濁爲地。 

老少兩儀，四象爲宜。二二之數，推衍無極。 

人生天地，三才鼎立。一生二三、百千萬億。 

二三行五，始出『尚書』。金木水火，載於厚土。 

冬水秋金，夏火春木。應乎四象，合乎五方。 

遂成干支，潛藏陰陽。陰陽合一，復歸太極。 

注釋 1.「有物」二句，「大象」二句——皆語出『老子』。 2.「老少」一句

——指陰陽兩儀可分爲老陰、少陰、老陽、少陽四象。 3.三才——天、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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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始出」一句——「五行」之説最早見於『尚書』。 5.干支——十天干與十

二地支分别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

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悔宿醉歌 
新韻 壬寅二月廿六 

飲酒飲酒，頭大如斗。 

幾曾言戒，食言而否。 

悔之晚矣，長夜數嘔。 

悔之未晚，尚復行走。 

誓毋再酗，破誓爲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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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聲甘州·年夜感懷 
丁酉正月初一 

又新年漸近、宴除夕，相顧對親朋。叙故園依舊，

鄉鄰無改，往事人情。幾處觥籌盌盞，俄而脂微

凝。一陣天邊火，彩焰飛星。 

已是酒闌言罷，各不知歸去，月没風清。淹中庭獨

立，四面遠囂聲。再休説、年來蹤跡，爲幾番、碌

事益勞形。空懷感，斗香燃盡，知向誰傾？ 

注釋 1.俄而——不久。此處形容天冷，油脂很快凝固。 2.淹——逗留。 3.

中庭——庭院。 4.年來——近年來；一年來。 5.勞形——使身體勞累、疲倦。 

6.斗香——塔形香火，俗謂「大盤香」，民俗除夕夜燒。 

 

思帝鄉·秋日遊 
丁酉十月十八 

休休。養閒秋日遊。落木風拋岸，浪捲東流。蕩子

隨宜，行處盡悠悠。一向年光迅羽，任憑由。 

注釋 1.休休——安閒、安樂貌。 2.養閒——閒靜中養生。 3.落木——落葉。 

4.蕩子——辭家遠出、羈旅忘返之人。 5.隨宜——隨宜；便宜行事。 6.悠悠

——閒適貌；遊蕩貌。 7.迅羽——迅疾飛鳥。此處指歲月轉瞬即逝。 

 

江梅引·憶故人 
丁酉十月廿五 

曉寒侵刻夢依稀。搵雙頤。爲誰思？幾度清歡，重

憶却凝眉。記得那年嘉會處，花堪賞，人空羨、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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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期。 

肥水東出皆已矣。縱今宵，明復始。一江落蕊。即

春至、却換新姿。況復西風，不解故人癡。長念此

身非我有，恨無力，溯前時、未别離。 

注釋 1.侵刻——侵害；苛重。此處兩意皆可。 2.搵——揩拭。 3.清歡——

清雅怡適之樂。 4.羨——貪慕。 5.「肥水」一句——化用姜白石『鷓鴣天·元

夕有所夢』「肥水東流無盡期」之句。且詞中故人時亦居於肥水之南。 6.況復

——況且。 7.「長念」一句——化用蘇東坡『臨江僊』「長恨此身非我有」之

句。 

 

太常引·晨間咏 
戊戌三月十三 

瀟瀟夜雨灑清天。淅瀝化潺湲。覺起已闌珊。想癡

夢、依稀却殘。 

一懷愁緒，滿容塵色，無處覓餘歡。何事起汍瀾？

感人世、嗟行路難。 

注釋 1.「瀟瀟」一句——化用柳耆卿『八聲甘州』「對瀟瀟夜雨灑江天」之句。 

2.潺湲——流水不絶貌。 3.塵色——此處指疲憊之色。 4.餘歡——充分歡樂。 

5.汍瀾——淚疾流貌。 

 

踏莎行·陟西山 
戊戌四月初六 

百里滇池，無邊春色。解煩徒步西山側。繁花日錦

赴約期，此間留待孤行客。 

碧海茫茫，峰巒脈脈。多情總爲無情迫。天孫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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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盟時，龍門久望長懷惻。 

注釋 1.西山——在昆明滇池西岸。 2.解煩——解除煩惱。 3.約期——約定

之期。此處指按時而至之花期。 4.「多情」一句——化用蘇東坡『蝶戀花』「多

情却被無情惱」之句。此處因西山兩則傳説而起。其一曰：昔有男女二人，男

捕魚，女織網，其樂融融。一日男爲示愛，架小舟入草海（滇池舊稱之一）採

海菜花，然一去不回。女子思男，悲痛欲絶，因淚流「五百里」，淚盡而逝，

化作山巒，長髮散於草海，因稱之爲「睡美人山」。其二曰：昔有公主不堪寂

寞，逃出王宫，與一男子結合。後國王知之，拆散二人，且計殺男子。公主遂

慟哭不止，淚化滇池，身化西山。 5.天孫——星名，即織女星。此處言牛郎、

織女每年尚有鵲橋相會，而西山傳説之女子永無美滿之時。 6.龍門——在西

山之東壁，立於斯則滇池盡收眼底。 

 

女冠子·洛龍湖 
戊戌五月廿八 

五月廿五，遠來和風送暑，正徐徐。撫動粼光曳，

穿回露氣舒。 

望雲生繾綣，臨岸化踟躇。還解前塵夢，付平湖。 

注釋 1.露氣——水汽。 2.繾綣——纏綿之意。 3.踟躇——徘徊不前、緩行

貌。 

 

蝶戀花·惜春時 
戊戌七月三十 

減却心愁春意媚。未寫『停雲』，早效陶然醉。寓

目無窮争映蔚，菰蒲汀渚交相翠。 

猶恐春歸傷客淚。縱擬『無題』，未若惜今歲。修

短終期聊一喟，人間代代堪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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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停雲』——陶淵明思念親友之詩。此處代指對景思人之詩句。 2.寓

目——過目，觀看。 3.映蔚——相互輝映，蔚鬱多彩。 4.菰蒲——菰與蒲，

代指湖澤。 5.汀渚——水中小洲或水邊平地。 6.『無題』——古人常用於抒

發私情之詩題。 7.修短終期——語出王羲之『蘭亭集序』：「而修短隨化，終

期於盡。」 

 

憶江南·昆明好 
戊戌臘月廿四 

昆明好，風物總宜看。百里香酥煙霧淨，四時翔集

水雲寬。能不盡餘歡？ 

昆明暖，最暖豔陽天。風裏翠湖摇熠熠，沙中白鳥

臥緜緜。遊樂自怡然。 

注釋 1.熠熠——鮮明貌；閃爍貌。 2.緜緜——安靜貌。語出『詩經』：「緜

緜翼翼，不測不克。」 

 

憶江南·人間樂 
戊戌臘月廿四 

人間樂，極樂復茫然。衹願平生多此夢，不知今夕

是何年。盃酒慰愁眠。 

注釋 1.「不知」一句——化用蘇東坡『水調歌頭』「不知天上宫闕，今夕是何

年」之句。 

 

踏莎行·秋夜思 
己亥七月十七 

月動情思，影摇魂魄。暗香微度尋常陌。年年愁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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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佳期，漸寒時悄生蕭瑟。 

獨立高樓，傷心行客。多情總爲無情迫。憑闌處寄

與秋風，秋風幸自關山隔。 

注釋 1.「多情」一句——化用蘇東坡『蝶戀花』「多情却被無情惱」之句。 

 

菩薩蠻·回文夏夜思 
庚子四月十八 

夜涼微寂清風夏，夏風清寂微涼夜。憐月照無眠，

眠無照月憐。 

影長獨覺冷，冷覺獨長影。遥寄此深宵，宵深此寄

遥。 

 

十六字令·拈「憂、愁、流、休」四字 
庚子閏四月初十 

憂。醉裏悲歌歲月愁。何時盡？春水斷東流。 

愁。忍見青萍逐水流。風波惡，何事苦淹留？ 

流。往者如斯去未休。驚回首，入世幾沉浮。 

休。莫道無情解忘憂。行經處，不復少年遊。 

注釋 1.「何時」二句——化用『上邪』與敦煌曲子詞『菩薩蠻·枕前發盡千般

願』之詞意。 2.淹留——羈留，逗留。 3.「往者」一句——化用『論語』孔

子曰「逝者如斯夫」之句。 4.解——能，會，得。 

 

相思引·聽夜雨 
辛丑四月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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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女嗟傷夜斷腸，揮珠碎玉淚茫茫。凡心應羨，何

事竟淒涼？ 

不寐聽牕敲舊夢，無言攲枕臥寒牀。唯將漏盡，一

引訴情長。 

注釋 1.揮珠碎玉——傳聞龍女之淚化作珠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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