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典詩詞對我而言總有格外魅力：彷彿三言兩語間，便撥動千斤思緒，吐露作者所思所想，讓人明瞭；然不同選字、不同遣詞，

又令作品蘊含無窮不盡的詮釋空間，似撥弄清波，予人意猶未盡、韻味雋永之感。有時候，便會感到心癢，但讀詩詞的這種癢，

不能撓破。或許這就像老師在課上所說的，詩歌解透了便也失掉其味了。

「詩選及習作」課，是中文系一年級生的必修課程，也是學習中國古代詩歌的入門，從前我只曉得欣賞詩歌內容之美，而詩選

課教會了我從韻律方面進一步剖開了詩歌的形式——平仄、韻腳，細味詩歌形式的協諧之美。從詩歌的基本美，至各時期詩歌

的風格美：初唐雛形、盛唐氣象、中晚哀靡、宋代理趣……品詩句之美，也是在品詩人的人生，乃至詩人本人。老師教導我們為

詩要有「氣」，我認為這「氣」便是源自詩人身處的時代與其本身的人格，兩者支撐起詩的內涵——內容與風格。時代的盛衰

與風潮促成了詩人的氣性，眾詩人的氣性也最終成就了時代的風格，時代與詩人相互成就，才有四唐、唐宋之分。而吾詩之風

格何如？吾處之時代，較之往昔又何如？這是道需要花費一生來收集答案的問題。課上習得為詩之章法，閒暇之際亦不時潑墨

為樂。且獻拙詩兩首，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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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軍浩
新亞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同遊迪士尼樂園贈摯友》

長安灑詩寄月，月晴月隱古來豈曾沒？
港徒奮詩擲天，天渺天茫孤作何人憐？
知己固難覓，幸得君投緣。
雋言承絮語，沁音和硬弦。
往來去有度，話中話有禪。
流連樂園須乏時，好嚼屈平山鬼詩。
便拈太白天姥句，復吟後主春花詞。
千百妙筆積如麻，泣血無字誰堪賒。
究竟文辭終有盡，漫愁結心付一嗟。
欲借夢裡東風，索彼新矢奇弓。
莫笑江才已暮，願君所夢相同。

《文憑試開考有感》

嗟吾今早起，院鎖卷書傳。
豈笑人勤筆，還潛夢快仙。
後生猶畏試，前事已經年。
漸入黃昏際，沉浮又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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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希嵐
新亞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在修讀「詩選及習作」的期間，我有了創作詩詞的機會，本想一展文彩，卻至下筆時發現這並非易事，尤以唐代格律詩為甚：
平仄、對偶、押韻已然令創作有所障礙，卻只是基本。到選詞用字之時，始發現詩之所以為詩，何謂詩的氣魄，非單純的詞藻
堆砌可以做到。

在我而言，詩的妙處在於其對漢字精粹的體現。作為現今僅存的語素文字，漢語一字、一音、一義，簡潔俐落卻又能清楚表達
出具體的意思。當中又以古詩詞為甚，好比王維的《使至塞上》。詩中「大漠孤煙直」一句，用「大」、「孤」、「直」三字，
道盡了塞外的萬里蕭瑟。又有杜甫《登高》中的「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只用十四字而塑造出六種不同的景致。
雖只是寥寥數字，讀完只覺得詩中風景彷彿就在目前，栩栩如生。配上一字一音的平仄頓挫，字字鏗鏘，令眼前的景色再添上
一層豪情壯氣。這種對文字的極致追求，並非是有意所為，而是洶湧情感的自然流露。合上書來，卻又找不到另一字可取
替……我認為這就是詩的意趣，也是其最難掌握的要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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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太平山拈得十二侵韻》

乘車登閣夜光侵，港美如仙耀客心。
燈火耀軀河作錦，彩雲飾髻月為簪。
風穿葉隙睫微動，鳥破山隅唇淺吟。
試問伊人何處覓，峯爐自有寶珠尋。

《壬寅重陽賞菊即事》

佳節重陽當舉觴，草堂容膝又何妨。
倚窗遠看行人處，萬木飄零菊自芳。



在跟隨蕭生學習詩選課的過程中，我第一次了解到詩歌為何為詩「歌」，詩原來是可以吟唱出來的。

蕭生在課上經常或低沈或激昂地將詩歌緩緩吟唱出來，詩歌的咬字發音與現代漢語或有不同，出乎意料的停頓與轉調都像神奇

的音符牽引我們前往另一個神秘的國度。

在寫詩的時候，我經常感到十分頭痛。既怕過於粗糙，又怕遣詞造句矯揉造作，過於雕琢。在這種時候我就會想起蕭生教過我
們的那些詩，比如行舟的謝靈運、登山的王維、在雪地中看凍僵的紅旗的岑參。他們都是親身經歷而有感而發，於是我也學習
他們。在繁忙中撥出一個下午，在湖邊、林間漫步，感受大自然，感受內心翻湧的情緒，再下筆寫詩。

這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體驗，我好像穿梭在歷史的長河裡，切身地感受古人曾書寫歌唱的瞬間，這一切都讓我血液發熱，感到
激動。

邱凱琳
新亞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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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踏春有感》
石徑分春色，桃香拂我身。
晴光開澗水，鳥語亂青筠。
舊雨終行遠，芳菲早易新。
何妨多採擷，自贈一枝春。

《癸卯年遊青海有感》
雪嶺低殘照，虹湖起暮煙。
經幡風外亂，野寺雪間懸。
此骨歸何處，塵心返自然。
人生如露電，草木見坤乾。



回想我課堂習作的質量，能拿到獎學金不免有些驚訝和慚愧，但當然更覺得受到了鼓舞和鞭策。作爲一名棄理從文的學生，我聽
到過的質疑總是多於理解。何竹平吳肖穎伉儷古典詩詞創作獎學金是我收穫的首個獎學金，實屬久旱甘霖，激勵我在未來繼續學
術道路。獎學金將用來添置書籍，衷心感謝何先生的慷慨資助。

「詩選及習作」最爲强調的一個意識就是「真正進入詩的語言系統」。無論是章法、遣詞造句還是所表達的思想情感，它都有嚴

格的框定。一個初學者所認爲優美、古雅的詞匯或表達方式，在老成者的眼裏，可能完全不適合入詩。這對於許多同學來説都是

一個巨大的挑戰。然而，我認爲正是這個「語言系統」使得古典詩詞成爲了一個現代人的「神話」。與現代主流寫作姿態不同，

古典詩歌不相信「詞就是物」，不追逐「最高虛構」，不將語言作爲「終極現實」。相反，它葆有一個公約的能指系統，每個詞

語都沉澱了難以撼動的象徵意義和意境指涉，它爲我們建起了一座巨大的避難場所，可以抵禦現代性所帶來的「失語」體驗，讓

我們在創作時免於與語言劍拔弩張。

王樂杉
新亞書院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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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句
客行嶺外暑相煎，喜得今朝雨脚纏。
不怨沾衣空翠濕，幽人久欲洗蠻煙。

絕句
樓上西風動客愁，平蕪萬里囀禽喉。
千家炊火秋天暮，幾處漁歌綠水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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