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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學習單教師版 
設計者：中壢高商  劉婉雯 

一、李白生平 

※請閱讀以下詩文後，勾勒出李白的生平。 

時間 相關詩文 重要事蹟 

 

任

俠

不

羈

，

漫

遊

廣

見 

◎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

經籍書，製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贈張相鎬〉 

◎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與韓荊州書〉 

◎十五遊神仙〈感興其五〉 

李白少年時代學習廣泛，

除儒家經典，還喜好： 

■作賦  ■劍術 ■奇書 

■神仙  □奇門遁甲 

又稱【  詩俠  】 

◎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上安州裴長史書〉 

◎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 

◎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 張叔明、陶沔居

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新唐書．李白傳〉 

◎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

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

穎脫而出，即其人焉。〈與韓荊州書〉 

李白心高氣傲，不屑於走科

舉致仕的常规道路。此時期

他藉著：  

□經商       ■隱居 

■遊歷干謁   □為門下客 

希望能得到薦舉，或以「终南

捷徑」致仕。  

入

朝

得

寵

，

因

讒

而

去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别兒童入京〉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

〈對酒憶賀監二首〉 

◎待詔奉明主，抽毫頌清風。〈效古二首〉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赠蔡山人〉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遊天姥吟留

別〉 

奉詔入京。 

「謫仙」名號來自於【 賀知

章 】，薦於朝廷，玄宗召見於

金鑾殿，命待詔翰林。入翰林

院之始，李白對施展抱負懷

有厚望，但後因讒見疏，於天

寶三載賜金放還。 

再

度

漫

游

，

流

放

夜

郎 

◎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復情。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沙丘城下寄杜甫〉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

江漢翻爲燕鶩池。〈永王東巡歌〉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 

李白離開長安以後，漫遊南

北，和【 杜甫   】結下不

朽的友誼。 

安史之亂起，曾為【 永王  】

幕府，後其兵敗，李白受株連

流放夜郎。至白帝城遇赦得

釋。 

詩

歌

風

格 

◎清新庾開府①，俊逸鮑參軍②。〈杜甫‧春日憶李白〉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韓愈．調張籍〉 

註：①庾開府，指北周文學家庾信。因其官開府儀同三司，故稱「庾

開府」。 ②鮑參軍，指南朝宋著名詩人鮑照由於任前軍參軍，世稱

「鮑參軍」。 

其詩【 清新俊逸 】，飄逸不

群，氣勢【 豪邁奔放 】。善

用【 誇張 】、想像等手法，

以豐富想像展現熱烈奔放的

情感。與【 杜甫 】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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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關李白生平及其文風敘述，請選出正確選項： 

□ 早年好神仙與道術，四處求仙道也積極參加科舉(不願科舉致仕) 

□ 因永王叛變，遭受牽連，賜金放還，到處漫遊(流放夜郎) 

□ 晚年困苦漂泊，對世局心灰意冷，歸隱山林(壯心未已)  

■ 其詩浪漫奔放，與杜甫其名，並稱「李杜」 

2、李白任俠好酒，感情奔放，是浪漫詩風代表，若依上述風格特色推斷，下列詩句，請選出

李白的作品： 

□ 昨夜風開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輪高。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人。(王昌齡．春宮曲) 

■ 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李白．將進酒) 

□ 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泊船瓜州) 

□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杜牧．清明) 

二、創作背景 

   〈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大約作於唐開元二十一年前後，此時李白為三十三歲。由同年完

成的〈與韓荊州書〉可知，當時李白具有積極用世的精神，然在政治上頗不得意，隱居安陸時

期，有其縱情山水、恣情快意的一面，也有结交權贵，表明志向，希望走终南捷徑的政治目的。

聚會地點在今安陸兆山桃花岩，內容記敘李白與他的堂弟們，相聚在桃花園中，飲酒

賦詩、暢敘天倫的情景。 

三、以序為名的文體 

序

跋

體 

起源 
序之體，始於《經詩》之〈大序〉，首言六義，次言〈風雅〉之變，又言二

〈南〉王化之首。其言次第有序，故謂之序也。 

內容 
1. 說明作品書籍的創作意圖，編寫體例，資料來源和作者情況。 

2. 最初置於書後，魏晉以後在序文之後又有增補，才移到全書之前。 

異稱 
「序」（置於書前）：敘、緒、引言、前言、弁言。 

「跋」（置於書後）：後序、後記、書後、足後、讀、跋尾。 

分類 

書序(與書有關) 連橫〈台灣通史序〉 

文序(與文章有關) 韓愈〈張中丞傳後敍〉 

詩序(與詩有關) 白居易〈琵琶行并序〉 

宴集序(與宴會有關)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園序〉 

贈

序

類 

起源 託始於〈老子〉「君子贈人以言」之說。 

內容 
1.贈人以言，表忠告之誼及敬愛之忱。 

2.早期以抒情為主，後來則抒情、說理、敘事無所不包。 

異稱 
蘇洵父名「序」，蘇家因此避諱而不用「序」，改用「引」或

「說」，如蘇洵〈石昌言北使引〉、蘇軾〈稼說送張琥〉。 

名篇 
韓愈〈送董邵南序〉、〈送李愿歸谷序〉 

宋濂〈送東陽馬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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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序」體分類介紹後，完成以下連連看： 

〈蘭亭集序〉      ◆                      ◇贈序 

〈送薛存義序〉    ◆                      ◇詩序 

〈史記太史公自序〉◆                      ◇書序 

〈正氣歌并序〉    ◆                      ◇詩集序 

〈金谷詩序〉      ◆ 

四、篇名思辨─〈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篇名題目常常透露了文本內容，請依據六何法，分析與勾選本文題目所揭示的重要訊息。 

■ who ■ when ■ where ■ what □ why □ how 

作者與從弟 春夜 桃花園 宴飲 無 無 

五、文本與翻譯 

課文 翻譯 

第一段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

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

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第二段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

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

慚康樂。 

 

第三段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

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

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第一段 

天地是萬物的旅舍，光陰是百代的過客。人生如

夢，歡樂時刻能有多久？所以古人拿著火把照明，在夜

裡遊玩，實在是有道理的啊！ 

第二段 

何況溫暖的春天用如煙似霧的美景來召喚我們，

大自然又提供我們如錦似繡的風光！現在我們聚集在

桃花芬芳的庭園裡，暢敘天倫之間的樂事。諸弟才華出

眾，都像謝惠連一樣；而我吟哦詩篇，自以為不如謝靈

運而感到慚愧。 

第三段 

幽雅地觀賞大自然的美景還沒有完結，高談闊論

又轉到清雅的話題。大家圍坐在花叢中，擺開華美的筵

席，頻頻舉杯而酣醉在皎潔的月光下。沒有出色的作

品，怎能抒發幽雅的情懷？如果有人無法完成詩作，就

照金谷園的成例罰酒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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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意分析 

第一段（段旨：以時空對比，表示人生短暫，點出夜宴原因。）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

夜遊，良有以也！ 

1、此段點出題目的：□春   ■夜   □宴   □從弟    □桃花園 

2、開頭使用「對比」手法，寫出：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寫出：□時間 ■空間   之廣闊 以廣大時空，襯托

【   人生短暫  】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寫出：■時間 □空間   之漫長 

3、本文所言「浮生若夢」是對生命的感受，與下列文意最接近的是：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關風與月 

4、下列「逆」字與「逆」旅，意思相近的是：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迎接) □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違背) 

□凡事如是，難可「逆」見(預先)           □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叛亂) 

5、古人秉燭夜遊的原因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 

6、以下詩文，與此段李白看法相同的有：(多選)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古

詩十九首〉 

□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古詩十九首〉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曹丕．典論論文〉

■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曹丕．與吳質書〉 

 

第二段（段旨：在春季良辰美景，共聚樂敘天倫） 

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群季俊秀，皆為

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 

1、【  況   】字是表示層進關係的連接詞，除用以連接前文外，同時再次回答了舉行宴會的

理由是：【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  

2、「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點出題目的：■春  □夜  □宴  □從弟  □桃花園 

3、「陽春召我以煙景」，以「煙」字寫出春光明媚，繁花似錦的感覺。下列詩句用法與此最相

近的是： 

   □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烽煙）              

   □城闕輔三秦，風「煙」望五津（風雲煙霧）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        

   □「煙」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山川間像煙一樣的水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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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會桃花之芳園」點出題目的：□春  □夜  ■宴  □從弟  ■桃花園 

5、「序天倫之樂事」說明這是：■家人 □朋友 □情人  之間的歡聚。「樂事」呼應了第一段

中的【   為歡幾何   】。 

6、「群季俊秀，皆為惠連」，「群季」點出題目的：□春  □夜  □宴  ■從弟  □桃花園。

「吾人詠歌，獨慚康樂」，「康樂」指的是南朝詩人【  謝靈運   】，為謝惠連之堂兄，李

白以此典故讚美堂弟皆有謝惠連的文思，說明：赴宴的各位堂兄弟皆為才子。 

7.本段的寫作重點為： 

 □欽佩謝家兄弟的文采     □歌詠桃花園中的春景    

 ■把握春光，兄弟歡聚     □詩興大發，文思泉湧 

第三段（段旨：宴會上高談闊論，飲酒賦詩，抒發高雅情懷。）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不有佳詠，何伸雅懷？如詩不

成，罰依金谷酒數。 

1、 本段寫出夜宴進行的活動有： 

■賞花     □投壺    ■賞月     □泛舟      ■飲酒      ■作詩  

2、「幽賞未已，高談轉清」此句以【 幽 】字和【 清 】字，寫出這是超脫俗世的文人雅集，

更帶出了「何伸雅懷」的【 雅 】字。 

3、「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寫出宴會的高潮。而【 花 】字照應了題目的「春」， 

【 月  】字照應了題目的「夜」。【 飛  】字則寫出快速傳遞酒杯，酣暢淋漓的情景。 

4、面對如此良辰美景，賞心樂事，李白在宴會中提出了特別的要求是：【 不有佳詠，何伸雅

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5、「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典故出自西晉石崇〈金谷詩序〉：「遂各賦詩，以敍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古文觀止》的編者説：「(〈春夜宴從

弟桃花園序〉)末數語，寫一觴一詠之樂，與世俗浪遊者迥別。」請比較李白〈春夜宴從弟桃

花園序〉和石崇〈金谷詩序〉罰酒文句所表達情感的不同之處為：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石崇〈金谷詩序〉 

罰酒 

文句 

【 不有佳詠，何伸雅？    】 

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或不能者，罰酒三斗。 

【  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 】 

情感 

用意 

■寫宴會歡暢能創作且樂觀昂揚的心情 

□寫生命無常而創作應及時的傷感心情 

□寫宴會歡暢能創作且樂觀昂揚的心情 

■寫生命無常而創作應及時的傷感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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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全文統整 

1、請勾選出本文舉辦夜宴的原因：(多選) 

 □展露才華：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兄弟皆才華洋溢：群季俊秀，皆為惠連 

 ■古人有先例：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人生短暫，及時行樂：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美好春景的召喚：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2、本文提及的「樂事」有哪些？ 

答：天倫歡聚之樂、欣賞美景之樂、宴飲之樂、賦詩之樂 

 

3、眾人在春夜宴上的感受，與下列情懷最接近的是： 

□ 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 今朝有酒今朝醉，且盡樽前有限杯 

□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           
□ 今日暫同芳菊酒，明朝應作斷蓬飛 

 

4、文中連用哪三個與六朝相關的典故？有何特別意義？ 

答：(1)三個典故為：「惠連」、「康樂」、「金谷酒數」。 

(2)李白連用三個與六朝相關的典故，可見其對六朝文士之欣賞與嚮往。再者，堂兄弟

享受天倫之樂，與會賦詩，對照六朝文人輩出的謝氏家族，李白流露出自負之意。 

 

5、王符曾《古文小品咀華》卷三提到本文：「未脫六朝駢儷習氣，然與堆砌者殊異。」請先

整理本文七組對偶句，再來理解這段評析。 

(1)駢麗的風格，來自對偶句的使用。請分析下列各屬於「隔句對」還是「單句對」： 

【 隔句 】對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單句 】對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單句 】對 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隔句 】對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康樂。 

【單句 】對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 

【單句 】對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單句 】對 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2) 本文駢散相間，以【 駢 】句為主，但工整中不失活潑，有錯落之美。文字簡潔，清麗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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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樂

2

樂

4

憂憂

喜

6

喜

憂

樂

情感轉折圖

選項A 選項 B 選項 C 選項D

6、請完成本文結構表 

第

一

段 

緣起

○憂  

因 

空間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 
浩瀚無垠 對

比 

低

沉

惆

悵 

時間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 

反思 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短暫渺小 

果 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 第一層原因 

第

二

段 

記敘

○憂  

↓ 

○樂E  

春景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春景美好 欣

喜

愉

悅 

宴會 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 天倫相聚 

人物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吾人詠歌，獨慚

康樂。 

第二層原因 

第

三

段 

抒懷 

A○樂E  

高談闊論 幽賞未已，高談轉清。 聚會內容 歡

快

酣

暢 

飲酒作樂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歡樂熱鬧 

賦詩目的 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第三層原因 

賦詩規則 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7、承上題，李扶九《古文筆法百篇》卷十四云：「一句一轉，一轉一意，尺幅中具有排山倒

海之勢。短文之妙，無逾此篇。」完成上列結構表後，請選出最接近作者在文中情感轉折變

化的折線圖。 

答 

 

 

 

 

 

 

 

 

選項： □ A      □ B      ■ C       □ D 

解題說明：情感轉折由低沉惆悵→欣喜愉悅→歡快酣暢，逐漸高昂，故選 C。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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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本比較： 

1、同是寫春日宴飲之樂，欣賞自然風光，文人雅士賦詩以誌，魏晉書聖王羲之和盛唐詩仙李

白，兩人表現出不同的情懷。請閱讀〈蘭亭集序〉後，完成下列表格。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群賢畢至，少長

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

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

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

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跡，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

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

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

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1. 請梳理兩文的重要訊息與內容。 

  蘭亭集序 春夜宴桃李園序 

創

作

背

景 

創作年齡 寫於 51歲，已近暮年。 寫於 33歲，正值壯年。 

時代環境 東晉偏安已久，士大夫豪情壯志已

消磨殆盡，轉而追尋自我存在價值

與意義。 

求官未得，暫時隱居，但身處唐代開

元盛世，仍抱有樂觀期望。 

記

敘 

時間季節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春夜 

地點 會稽山陰之蘭亭 桃花園 

與會人士 群賢畢至，少長咸集 群季俊秀，皆為惠連 

美景 崇山峻嶺，茂林脩竹，清流激湍，映

帶左右 

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 

宴會勝況 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 

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 

抒

懷 

人生感觸 1、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 

2、死生亦大矣！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賦詩緣由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不有佳詠，何伸雅懷？  

統

整 
情感轉折  樂 → 【 痛 】 → 【 悲 】  憂 → 樂 

主   旨 人生無常，文學不朽 生命短暫，及時行樂、賦詩詠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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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請比較兩位文人面對生命侷限態度的異同之處。 

 李白〈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 王羲之〈蘭亭集序〉 

共同之處 ■生命有限，虛幻短暫    □ 熱愛生命，及時行樂 

相異之處 ■ 以詩作表現生命，豁達樂觀 

□ 以文學紀錄人生，低沉喟嘆 

□ 以詩作表現生命，豁達樂觀 

■ 以文學紀錄人生，低沉喟嘆 

九、延伸閱讀 

    西晉巨富石崇在洛陽郊外建造私人園林，名為「金谷園」，「金谷春晴」曾被譽為洛陽八景

之一。西晉惠帝元康六年，石崇在金谷園舉行文酒之會，邀請蘇紹、潘岳等名士與會，宴酣酒

熱後，石崇留下〈金谷詩序〉一文，金谷園因而在歷史上聲名大噪，而後石崇愛妾綠珠，因石

崇獲罪殉情墜樓而死，後世文人多以此為題，抒發感慨議論。請閱讀以下兩首以「金谷園」為

題的絕句與語譯後，回答下列問題： 

甲、〈金谷園〉杜牧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春。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語譯：繁華的往事隨著芳香的塵屑消散無踪，流水照樣的流著，春草依然碧綠，它們對人事

的變遷似乎毫無感情。傍晚，東風送來鳥兒哀怨的鳴聲，落花飄然下墜，就像當年墜樓殉情

的美人啊。 

乙、〈詠史詩‧金谷園〉胡曾 

一自佳人墜玉樓，繁華東逐洛河流。唯餘金谷園中樹，殘日蟬聲送客愁。 

語譯：自綠珠從玉樓墜落而死，金谷園中的繁華就像東流的洛河不再有。在夕陽西斜時，只

剩下金谷園中樹上的蟬聲送別遠行的客人，使人聽了發愁。  

 

1、請問兩首詩提及的「墜樓人」指的是：【  綠珠  】。 

2、兩首詩抒發的共同的想法與情感為何？敘事結構上有何不同？請依上下表格提示回答：  

 敘事結構 共同情感 

〈金谷園〉 

杜牧 

敘事結構：由景入情，表達同情。 

前兩句：寫金谷園遺跡引發思古之幽情。 

後兩句：寓情於景，以落花象徵綠珠的凋零。 

(1) 24字以內 

寫出景物依舊在，

佳人芳蹤卻已消逝

的惆悵。 
〈詠史詩‧金谷園〉 

胡曾 

 

(2)敘事結構：由史事入情，產生感慨。 

前兩句：點出綠珠墜樓與金谷園事件。 

後兩句：情景交融，寫出歲月無聲流逝，人事已非

的淒涼感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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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寫作：人間好時節 

※請閱讀下列文章： 

韓良露和李漁的「閒情偶寄」 

四月上旬的京都，櫻花依如往年盛開，只是遊人比起昔日較為清落了些，反而增添

了賞花的情緻，尤其今年看到櫻花燦爛，感觸特別多，櫻花本是無常之花，開得如花似

夢時，只要天氣一變，來個稍大的雨，馬上花吹雪落英滿地，櫻花美景稍縱即逝，在日

本遇上天地大災變之後觀之，更覺人生無常。 

從前讀過李漁《閒情偶寄》中談行樂，這回因京都觀櫻而浮上心頭，李漁說：「造物

生人一場，為時不滿百歲。……即使三萬六千日盡是追歡取樂時，亦非無限光陰，終有

報罷之日。況此百年以內，有無數憂愁困苦、疾病顛連、名韁利鎖、驚風駭浪，阻人燕

遊，使徒有百歲之虛名，並無一歲二歲享生人應有之福之實際乎！又況此百年以內，日

日死亡相告，謂先我而生者死矣，後我而生者亦死矣，與我同庚比算、互稱弟兄者又死

矣。噫，死是何物，而可知凶不諱，日令不能無死者驚見於目，而怛聞於耳乎！是千古

不仁，未有甚於造物者矣。……知我不能無死，而日以死亡相告，是恐我也。恐我者，

欲使及時為樂，當視此輩為前車也。康對山構一園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見無非丘隴。

客訊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為樂？』對山曰：『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達

哉斯言！予嘗以銘座右。茲論養生之法，而以行樂先之；勸人行樂，而以死亡怵之，即

祖是意。」 

    這一回在京都，真是懂得了不敢不樂的意思。以前我看到這些賞櫻時吵吵鬧鬧

不能不醉花見的青年人時，內心並不歡喜。但這一回看著青春在櫻花樹下喧囂，想到那

些隨著海浪而逝的人們，其中也有一樣年輕，或更稚嫩的生命，也許都還不曾在櫻花樹

下醉過酒呢?眼前的花見情景，突然讓我濕了眼，人生真是不敢不樂啊！雖然別的生命

發生了極痛苦的悲劇，我們或許也曾跟著哭泣，但面對悲劇，並不代表我們就要對生命

放棄歡樂，誰知道能在今年櫻花樹下花見酒的人們，明年在何方呢？今年不一起同樂，

也許明年就各分東西、生死兩隔了。 

          節選自韓良露〈美好生活．其實很簡單——韓良露和李漁的「閒情偶寄」〉 

(一) 文中提及「不敢不樂」，請問作者與康對山不敢不樂的理由為何？(文長 100字以內) 

參考答案：人生短暫，稍縱即逝，死亡轉瞬間逼近，誰也不知道何時是生命的盡頭？只能珍

惜光陰，抓住每分每秒，享受生命的美好，這是作者和康對山不敢不樂的理由。 

 

(二)繁花似錦的春天提醒著人們莫虛度大好時光，如李白盡情享受宴飲賦詩之樂，共度天倫歡

聚；有韓良露在京都賞櫻花，享受落英繽紛。對你而言，怎樣才不負韶華？請以「人間好

時節」為題，書寫你如何享受季節中的美好時光與個人體悟。(文長 300~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