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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MS帝国之家，为帝国cms加油！

【原文】贺圣朝�留别
作者：叶清臣

满斟绿醑留君住。莫匆匆归去。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
花开花谢、都来几许。且高歌休诉。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 

【原文】浪淘沙�把酒祝东风
作者：欧阳修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1．叶清臣《贺圣朝 留别》中的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
颖巧妙的感觉。试从内容和情感上简要分析其妙处。(4分)
2．这两首离别词的下片，词人都巧妙地借助花来抒写别情，请加以简析(4分)

参考答案：
1（4分）．①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三分，二分愁、一分风雨，春色成了风雨与离愁的集合体，明
写春雨、春色，暗写离愁别绪。②以景写情，全部的春色因词人与挚友分别而化为忧伤，其友情
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
2（4分）．①叶词以花开花谢来比喻人的聚散，说明聚首不易，相聚美好但是时光短暂，分别更
是难分难舍；②欧词则把别情熔铸于赏花中，将今、去、明三年的花加以比较，层层推进，以惜
花写惜别，从而表现了与友人的情谊之深。

翻译赏析

《贺圣朝�留别》原文翻译及赏析

【译文及注释】

                                                   1 / 4



ECMS帝国之家 zhann.cn
致力于帝国cms插件和二次开发

译文
斟满淡绿色的美酒，请您再住几日，不要就这样匆匆离去。剩下的三分春色，二分都是离愁别绪
，一分又充满了凄风苦雨。
年年都见花开花谢，相思之情又有多少呢？就让我们高歌畅饮，不要谈论伤感之事。明年牡丹盛
开的时候，不知我们会在哪里相逢？

注释
⑴贺圣朝：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牌。《花间集》有欧阳炯词，本名“贺明朝”，《词律》混入
“贺圣朝”，误。有十余种格式。此词格式为：双调四十九字，仄韵格，上片四句三仄韵，下片
五句三仄韵。
⑵绿醑（xǔ）：即绿色的美酒。
⑶几许：犹言多少。

【作品鉴赏】

《贺圣朝�留别》此词以别易会难为主旨，上片写留饮，下片写惜别

词人在留别友人的筵宴上，怀着依依不舍的深情，满斟翠绿色的美酒，殷勤地劝友人多喝几杯，
不要匆匆归去，因为别易会难。时值暮春多风多雨之时，总共三分春色，其中二分是忧愁，一分
是风雨。此情此景，多么使人难堪。暮春是牡丹花开放的季节，但它容光短暂，从开放到凋谢，
没有多少时间。既然好花不长开，机会难得，还是放声高歌，畅饮美酒，休去诉说离愁别绪吧。
只是不知道明年今日牡丹花开放时节，能在何处重逢。此篇虽写离愁别恨，但它不像许多婉约派
词作那样写愁恨掩抑低沉，凄伤欲绝。篇中不但有豁达乐观的话，而且全篇语言刚健，笔调雄浑
，在惆帐的别情背后，透器出一股豪迈开朗的气息。
上片开篇用春色、离愁、风雨，构成了一幅离别图：阳春佳月，风雨凄凄，离愁万绪，为下片抒
情作了有力的铺垫。“三分春色二分愁，更一分风雨”，虽然还是以词家习惯运用的情景交融的
手法来描写离愁，但设想奇特，不落俗套，给人以新颖巧妙的感觉。词人设想“春色”总体为“
三分”，而其中的“二分”是“愁”，“一分”是“风雨”。这样，此时此刻的“春色”就成了
“愁”与“风雨”的集合体。而此处的“风雨”，只是表象，实质上是明写风雨暗写愁。这里写
“风雨”，用的就是这种以景写情的笔法。所谓三分春色实际上都是愁。词人用全部的春色来写
与挚友分手时的离愁别绪，其友情之深，离别之难，不言而喻。作者用笔，貌轻实重，饱和了作
者的全部感情，确实是情景交融、情深意长。苏轼著名的《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有句云
：“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大约即是从此处脱胎。

《贺圣朝�留别》全词语言刚健，笔调雄浑，在怅惘的别情背后，透露出一股豪迈开朗的气息

上片，由举杯挽留写到离别情怀，由外部行动而至内心感情，多为顺笔。下片则转折颇多。过片
“花开”两句，紧承上片的离愁别绪，并进一步预写别后的相思。“花开”句，用韩偓《谪仙怨
》“花开花谢相思”句意，但作者只写“花开花谢”而不说“相思”，实际上“相思”已包容上
片的离愁别绪之中。“都来几许”，是说这种相思总的算来会有多少，由挚友不得长聚而引起的
时序更迭、流年暗换的慨叹与迷惘，亦暗寓其中。这两句深化了上片的离愁。但作者马上又冲破
了感伤缠绵的氛围，用“且高歌休诉”句一变而为高亢旷达。这是对友人的劝慰，也是作者的自
我排遣，表现出作者开朗豁达的胸怀。可是一想到别易会难，明年此际不知能否重逢，心里不免
又泛起怅惘之情，使全词再见波折。这首词先写离愁，继而排解宽慰，终写怅惘之情，曲折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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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短情长。
此词具有豪放的风格，显示出作者为人豪爽刚直，不畏权贵的性格特征。

《浪淘沙�把酒祝东风》原文翻译及赏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端起酒杯向东方祈祷，请你再留些时日不要一去匆匆。洛阳城东垂柳婆娑的郊野小道，就是我们
去年携手同游的地方，我们游遍了姹紫嫣红的花丛。
欢聚和离散都是这样匆促，心中的遗恨却无尽无穷。今年的花红胜过去年，明年的花儿将更美好
，可惜不知那时将和谁相从？

注释
⑴把酒：端着酒杯。
⑵从容：留恋，不舍。
⑶紫陌：紫路。洛阳曾是东周、东汉的都城，据说当时曾用紫色土铺路，故名。此指洛阳的道路
。洛城：指洛阳。
⑷总是：大多是，都是。
⑸匆匆：形容时间匆促。
⑹“可惜”两句：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
【作品鉴赏】
《浪淘沙�把酒祝东风》“芳丛”说明此游主要是赏花
此词上片叙事，从游赏中的宴饮起笔。这里的新颖之处，是作者既未去写酒筳之盛，也未去写人
们宴饮之乐，而是写作者举酒向东风祝祷：希望东风不要匆匆而去，能够停留下来，参加他们的
宴饮，一道游赏这大好春光。首二句词语本于司空图《酒泉子》“黄昏把酒祝东风，且从容”，
而添一“共”字，便有了新意。“共从容”是兼风与人而言。对东风言，不仅是爱惜好风，且有
留住光景，以便游赏之意；对人而言，希望人们慢慢游赏，尽兴方归。“洛城东”揭出地点。洛
阳公私园囿甚多，宋人李格非著有《洛阳名园记》专记之。京城郊外的道路叫“紫陌”。“垂杨
”和“东风”合看，可想见其暖风吹拂，翠柳飞舞，天气宜人，景色迷人，正是游赏的好时候、
好处所。所以末两句说，都是过去携手同游过的地方，今天仍要全都重游一遍。“当时”就是下
片的“去年”。“芳丛”说明此游主要是赏花。

《浪淘沙�把酒祝东风》三年的花加以比较，层层推进，以惜花写惜别，构思新颖
下片是抒情。头两句就是重重的感叹。“聚散苦匆匆”，是说本来就很难聚会，而刚刚会面，又
要匆匆作别，这怎么不给人带来无穷的怅恨呢！“此恨无穷”并不仅仅指作者本人而言，也就是
说，在亲人朋友之间聚散匆匆这种怅恨，从古到今，以至今后，永远都没有穷尽，都给人带来莫
大的痛苦。“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己矣！”（南朝梁江淹《别赋》）好友相逢，不能久聚，心情自
然是非常难受的。这感叹就是对友人深情厚意的表现。下面三句是从眼前所见之景来抒写别情，
也可以说是对上面的感叹的具体说明。“今年花胜去年红”有两层意思。一是说今年的花比去年
开得更加繁盛，看去更加鲜艳，当然希望同友人尽情观赏。说“花胜去年红”，足见作者去年曾
同友人来观赏过此花，此与上片“当时”相呼应，这里包含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也说明此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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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年，这次是久别重逢。聚会这么不容易，花又开得这么好，本来应当多多观赏，然而友人就
要离去，怎能不使人痛惜？这句写的是鲜艳繁盛的景色，表现的却是感伤的心情，正是清代王夫
之所说的“以乐景写哀”。末两句更进一层：明年这花还将比今年开得更加繁盛，可惜的是，自
己和友人分居两地，天各一方，明年此时，不知同谁再来共赏此花啊！再进一步说，明年自己也
可能离开此地，更不知是谁来此赏花了。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
仔细看”，立意与此词相近，可以合看，不过，杜诗意在伤老，此词则意在惜别。把别情熔铸于
赏花中，将三年的花加以比较，层层推进，以惜花写惜别，构思新颖，富有诗意，是篇中的绝妙
之笔。而别情之重，亦说明同友人的情宜之深。
清人冯煦谓欧阳修词“疏隽开子瞻（苏轼），深婉开少游（秦观）”（《宋六十家词选例言》）
。此词笔致疏放，婉丽隽永，近人俞陛云的评价正说明它兼具这两方面的特色。
【名家点评】
俞陛云：“因惜花而怀友，前欢寂寂，后会悠悠，至情语以一气挥写，可谓深情如水，行气如虹
矣。”（《唐五代两宋词选释》）

作者简介

叶清臣

叶清臣（1000─1049）北宋名臣。字道卿，长洲人（今苏州市）。天圣二年（1024）榜眼。历任
光禄寺丞、集贤校理，迁太常丞，进直史馆。论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事，为仁宗采纳，仲淹
等得近徙。同修起居注，权三司使。知永兴军时，修复三白渠，溉田...

欧阳修

欧阳修（1007年8月1日－1072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
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
庐陵欧阳修”自居。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号文...

更多 阅读理解 请访问 https://www.xiaorob.com/zhuanti/yd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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