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間架的美感：試探長調過片的

抒情類型與表現
 ?

余佳韻

提　 　 要

本文從詞調著眼，探討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首先釐清“過片”與

“换頭”兩者之内涵。以爲宋代的“换頭”爲音樂術語，“過片”則與文意結構

相涉，皆指向下片開頭處。至明清以降則多以“换頭”稱之。其次，過片的抒

情形態取決於詞調的屬性，詞調的過片類型依據情感收束性的有無可分爲環

狀結構與綫性結構兩種。前者指過片處對上片情感進行整合、收束，或轉折，

形成跌宕頓挫的美感。後者的過片往往打破上下片的界分，成爲一流貫的叙

事語脈。這也是長調發展至南宋以後，爲迎合不同抒情場域的需要所發展而

成的新抒情樣態。希冀藉由本文的討論，初步梳理過片結構與抒情方式的

關係。

關鍵詞：長調　 過片　 換頭　 環狀結構　 綫性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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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bd^》（¾¿：EÀ+h，２００９ 7），Â １８２—１８３。
>?a�，ÜIÓÎ：《²�BÓXY》（¾¿：¾¿ÒÓ/01，２００４ 7），Â ２４。
p´：°BL、ÔBñ：《L�ö²起、g�àÓÔ#3Cy》，《,¼»�ÒÓÓ （VB
1ö0）》２０１０ 7Á ２ å，Â ９９—１０６。ND：《²Ô起g�àÓ》，《}CB��Ï》２００８
7Á ４ å，Â ５５—５９。Ù»、E �：《\LF&²àÓÔgd½ª》，《¼ÎzùÓäÓ
 （1TöÓ0）》２００５ 7Á ２ å，Â ８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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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間架”之確立———“過片”的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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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3faU，w¯û�、úËT�.：《²4U zeøU�.》，Â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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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3faU，w¯û�、úËT�.：《²4U zeøU�.》，Â １３。
ÉrI：《²F》，þQ�{|l：《²ä�l》（¾¿：EÀ+h，２００５ 7），Â 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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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s�b。”（《²ä�l》，Â ４１９６。）³È¥“àÆ”Û，�b��（１８１３—１８８１）《²
�》：²IàÆ，óK6è。”（《²ä�l》，Â ３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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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D>�·¯ã�，7°·¯。《Ô±}》（èJ²DÕ），D>�‘³´µ8Ð’，7°
8，î±ÆT。”o·ÕB^�\V《²4》MK，�§!BÔ“àÓ”dM“àÆ”��，�
v&áÙ¶《·¸a¸�ä》“o²KYÖú，8ü�，�å#8。Ç�《6ùù》²（g
DÀ®），KYZú，8ü��å#¯F”±·。°39�´I²äÃ�E，§!Óg«c
Mü�Ûå�±·，̂ 6+��©MI，ÑîÑL。ÕB´：《²ä�l》，Â ８３８。Ù¶
Â�，¹Ê§a[：《·¸aó�ä》（¾¿：V»BÓ/01，１９６２ 7），Â ２６８。9ËØ：
《²º》，《ÐPBRuFv+》�\Á １４９６ 3，（8¾：8ãº�P+%，１９８３ 7），:
３，Â ２７—３０。JÙÚËl、�R�£¥：《xÑ²»》（¿^：¼æT1Ö�1，１９８３ 7）
: ５，Â ７—１１。
Ùá�：《²FU》，《²ä�l》，Â ３０３。
wU：《-9²ä》，《²ä�l》，Â ８３８。
ØU：《öF~²½�@�L》，《²ä�l》，Â １６４６。
¤Ø£：《¤X²ä》，《²ä�l》，Â ４４１９。
`a,��àÓ¹ÔL~。ã¥：“《zeøU》þ‘à�’，�‘à�Y^�¾’，‘à�-
þù’。《²F》、《²4》þ‘àÓ’，�‘àÓ��ò©’，‘̂ àÓ�-òá&©，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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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KYZú，8>��å¥¯F。’Zs?ß>�，ø]^ø�5\ó·，（轉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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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過片類型與抒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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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oø�5Ô起«。¤)《Ô±}》̂ Æ�Eà，�5¦�>�，,o�´öVÇ
�²Ô�5M>�á。”õ½^Æ�Eà，!�=ÓÔ��«�Öó��«æÆHÛ，ö
VT§�Ó¥�“>�”，�E“>�”̂ ±t��Ô�x。±^ø�Ó起«M>�，ó�
LD«æ^_�!Ó����Ö�_。/±õ^�!�Ó���ÔÖç¯ò>��_，
ZTÒé3ð�ýþÔ¯ò"â。`a,：《²Ó�².¯》，Â ４４—４６。
Ù´《̈ Rb%²ä》：“²E>�«，Ô±�I-，(]Q���2。”fï�：《̈ Rb%
²ä》，《²ä�l》，Â ２７５８。
o´Z3f：《�ö²Õ¸》（¾¿：¾¿/01，２００５ 7），Â １６０—１６５。���3Ó、Ö
ÍSl：《Ì1³B�》（BC：EDÒÓ/01，２００４ 7），Â １２６—１２９。



ëÏgd�²~gd=Í&KÌR¦,/�Ð·�。瑐瑡 j�àÓ�Igd�

[�(«îy，�O×�xàÓ�I¾~gd�j+)_。

　 　 （一）環狀結構———相互呼應、回環往復的抒情模式

　 　 １． 二字短韻———情感的收束與沉澱

wU《-9²ä》̀ Õ~ØØ°I·*：“>�¸!þíÛ，�xæY。”瑐瑢

ø/�x�¸!�íMàÓÔ·}æY。�(Z��Ô²<，Ò¾��õ/

ý´²<��：《Q:¡》、《J�Ù》、《ÚkÛ》、《í>Ü》、《èb》、《®®

g》、《̂ Ýº/》、《IGF/》、《I��》、《̄ Þ》、《R½》、《ß^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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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愁横淺黛，淚洗紅鉛，門掩秋宵。墜葉驚離思，聽寒蛩夜泣，亂雨蕭蕭。鳳

釵半脫雲鬢，窗影燭花搖。漸暗竹敲涼，疏螢照曉，兩地魂消。　 　 迢迢。

問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鑣。也擬臨朱户，歎因郎憔悴，羞見郎招。舊巢

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但滿目京塵，東風竟日吹露桃。（周邦彥《憶舊游》）瑐瑣

Z±Ó��Ô(«gd�þ�<#$：

記愁横淺黛、淚洗紅鉛

聽寒蛩夜泣、亂雨蕭蕭

漸暗竹敲涼、

疏螢照曉

兩地魂消 迢迢 （過片疊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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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²b]Máè�Áë=Ògd，°D5-�B©¯òÓ.ãí，�KB�àÓ
^_þ¨!Ó«©I"âÅ��Ö。o´*à：《�ö²b<L》（|C：EC-./0
1，１９９８ 7），Â １３３—１４０。
wU：《-9²ä》，《²ä�l》，Â ８３９。
ØÙâØ，>ãaU，õÚ0VW：《þç�aU》（¾¿：EÀ+h，２００１ 7），Â １９９。



!Ó�þMt\!]¿J/“記�«äå、æç è”、“聽éêÖ�。�p'

'”、“漸è*ÈÍ、Dërì”Mt«Ú。,ÁQ起W，óí8�ÀëÚ，'�

/RKÔ'îÉï��K8¿Ôîð«ú，Êw²V©áa:ñÆTîòÔ

ó%¼Ú。“=%Yô”，±��#§á²V0õ:«Ô¼Ú，zÐ2«Ô”��

«äå”；/±��J/áàÓ“öö”ÔèæÏ�Öqy。÷SO`ùK²à

Ó�M“àÓýQ¬�，]åþöö=!，¿�IW。”瑐瑤î《²ø》�o²“‘:

ù’�，��&W6，}ó�}”。I?�ªmÒ0“}ó�}”Ô)_，��4

�6“öö”ð6bÆî?úJÔÖqó¯�ï¢Ôç8Ï�Ú�Ï。ÖqÔ

©�Ï��!ÔÆîÒ0á«ÏÔ{³�Ò÷Ô)_。ZÍ�«Ô{³，̂

¹�á!ãÓÔQÍ�Q�ëÌ^á±ÍJý^�、óûÚüóî�i£Ô

¼ÍÏR。�«“�”!�Õí�¿�，�P¤“á_ýÜ�^þ”I�，*ÿl

ª]，á_M|ó!，c�`óE。V±Þi8áI�Ô�ÚÚ¤½�X�T

È。"]^ú#ÆT�£�½$]，cuM����Ô�ªóåª^hqÔ

w�。g«“�í�¿�，ÇKrXSá_”，èø?½�´，�å�ý，QK§

}Ô�û。Û�zÐ!Ó�«Ô“=%Y%”��“Q:ß”Ô²5F。µg

dó·，!ÓÔÁQ´ú�²VÔ(«#3ìË8ì；�Ó^ð!ÓÔ&'!

?�/Ô§h�Éw。!�=Ó��Q��³I+，ð©¯!�ª��Wì。

î�《̂ Ýº/》（9à'），*²V&lãÊ，'àcºÏEaÔB()'

îÔRú。àÓ�vláÏZ��¼ÍÏºÔ“>>”Mþ¨，J~²V¬�

Ì�?`，¦(�«ÏÔþ)*=。àÓ^M;ÙRÏË�ðú�à¥a¼

ÍÏºÔEë，'à>>¯·ÔÅ«Ìc，§qÏ$óëÔ«ý，n`!ÓÔ

ú�^M�ë�Óî�·¥Ô&lÜ�。ïÀg�、��+ÐËRÏ«�ô

ªªÕ、F�^«�Ô“Ì½”，Û�zÐ5F“l«”I,。î《I��》（èà

-Xp），!Ó»Rú$ð*Õëá0´�}Ô./，�“��”�g!B,6

«ÏM�ðÔXp?0ó“�”，Ò!ÖE?x°“¿”，�Ö1cî^“Ú”Ô

«ýý�。í08�Ó«M“2X.é，�ß^F”，±>×46�33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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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î�§�Ô��©á。é�³�"�`5A6，nqV§ÞI¼7Ô,8。

Dã²V�Üþr（１０８４—１１５５）�Õ¸9（１１７４—１２２４）ËVÔ��E，

ÒéTÖè�a�³²VHþá�!�MàÓ«Ïý>*+Ô²·。\´Õ

²��：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匳閒掩，日上簾鉤。生怕離懷

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這回去

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緑水，應

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李清照《鳳凰臺上憶

吹簫》）瑐瑥

K²��,�起bô®:，̄ ©;[Ô©R起W，³�Û�“‘̄ ’|<X=，K

!>?”ÔJ¯@A，jBu�½ôCÔ½£¾è。àÓ“dd”�!，ôþ¨

)zÐá!Ó“E¥�d”Ô8�n«。�ÓÔ“Î�î'”��“GüVq”、

“DE.;”，“î”、“q”��“E”Ë!，F-/²VGý�H、I�JäÔ¼

&。§E:�Ðd，�V«îð；ù�îðÌK½xEL�，Ê}Më�ì。

îÕ¸9《¥�T》±�：

錦雲香滿鏡，岸巾横笛，浮醉一舟輕。别愁縈短鬢，晚涼池閣，此地忽逢

迎。柄圓敧緑，倚風流、還恁娉婷。凭畫闌，嫣然輸笑，無語寄心

情。　 　 盈盈。露華勻玉，日影酣紅，記晚妝慵整。還暗驚、人間離合，

羞對池萍。三年一覺西湖夢，又等閒、金井秋聲。銷魂久，夜深月冷風

清。（盧祖皋《渡江雲·賦荷花》）瑐瑦

K�!Ó*&l#E8´MFNN¹]?@ëÔ«ý。àÓ“¹¹”3³á!

９６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瑐瑥
瑐瑦

ÜþrØ，zÓ�aU：《Üþr�aU》（¾¿：V»BÓ/01，１９７９ 7），Â ２０。
�{|l：《ö²》（¾¿：EÀ+h，１９９８ 7），Â ２４１１。



Ó<:“O]PQ”ÔMF，Ö�ý/,�«�R]Ö1，Vc<:�C¦ST

�ìÔ¯J��½îUÔÏR。

�!?~，àÓ�Ô�!�å^6bÔÆî，�^«ÏÔ3(、ý>�à

¥。《B¼Vc》̀ �“�³fY，«y¯$”瑐瑧�ná�!Ô#«��。�M�

!6bl�}W�H、��ÆîÔ(«�[，ôªSX��Ò¢ÀÔ«ýó

q，��g6(«JKÔ{³，Ì^�\©¯`��ì、@ozÐÔ8Ìgd。

（２）ä�!Ô¸!�í———²V¬�Ô�Òjr

ä�!Ô¸!�í?/3Ô²<�¸!�íÒ¾�Ö，åàÓ��ä�

!Ô¸!«M��，��q3²V�!Ó?¢Q起I«�ÔÏ,���¬�

�Ò3ÏÔ½%。\�Õ²��：

暗柳啼鴉，單衣佇立，小簾朱户。桐花半畝，靜鎖一庭愁雨。灑空階、夜

闌未休，故人剪燭西窗語。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　 　 遲

暮。嬉遊處。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想東

園，桃李自春，小唇秀靨今在否。到歸時，定有殘英，待客携尊俎。（周

邦彥《瑣窗寒·寒食》）瑐瑨

2Q¦õáèe-Y（qú）、�ÆZ³（V），E>[\（¬ú）Mt´ú，b3

/,q8¬Ôú���，¦÷xVÔ�,。ó,VÔ�åëW，,Å�'à

o]j�aÔú�，�pñ�®»Eðã^ÕFIE，�äE>àÌ^áÁ¸

�n_，è¾¬�Ï«ÏRÔ¢`。³��\!“¹”a/�§�{)�，&l

�bÔ¯J¼Ú。àÓ“5Á”，�vá!Ó,KÁ8ÖßÔ��ó(，T^

“³7&l”，c_dYÔ�Ò�U。Je]�o²gd，�M：“�起«8”�

p”，̂ ãÖf¢g。,\ó>，̈ �o,o。,hóÖ，̈ Mo�i。þ��

j�。‘kß’r«，îã‘èe’、‘�Æ’W¢g。‘lN’̄ ]，̈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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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瑐瑨

bn�，ùB�U：《B¼VcU》（¾¿：V»BÓ/01，１９６２ 7），Â ６９３。
ØÙÚØ，>ãaU，õÚ0VW：《þç�aU》，Â ３９。



o|q，̈ ´o(V。þ��pì�©，ì¿qí。‘rà’��，ïã±ÐE

/，WÂ²Í+d。‘³7’、‘5Á’，Ò�Òv，̂ !�¾r�。”瑐瑩ZsÔ”!�

¾r�”，õ^!ÓÔg��àÓ�，��²E9IÔÊ¼��&lsVÔt

T。�Ú¡�D"ÔýÆ，È7ÔËxÏÜ®¢uðàÓý>�，�^“¾r”

I"4。K²Ôgd���#$M�<：

　 暗柳啼鴉，單衣佇立，小簾朱户。

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　 　 　 　 遲暮

�Ö6�!Ê}óí，÷x�ðÏR�äÐ��ð«ÏýÆÔ��，ä�!Ô

¸!�íY#3M(«Kb�¬�«ÏÏ¤ÔÑx。�《ÚkÛ》（vDw�

e），�“�¿”̧ !fg!BÆlã=，äx�óÔóûÐÏ；《̂ Ýº/》（Õ

ëÆ）�“«e”yzá,“Ë�\6æ”?p0Ô7¿，Ö�[/�(V6þÔ

�e；《fbg》（{|Jh）'à“íÕ”=!-/²VTD&RÔ&ln¤；

《}�~/》（yc&Q）�“�o”T3²VÏ6Q}� ?Õ/Ô“�ïk¡

ª²K”I«½；《Üz¥》（�Ös）=,“�P”=!°[��Ö¤,Ôîð

���8¨Ô¯JË，7MtV«½®�$?0ó�Qn�ÔÏR。²Vð

!Ó�Q[/é�&l½ÊÔ²5F，=��gaàÓ“5Á”±²Ôæ,。

î�F&《��E�Á±》：

丙午歲，留長沙，登祝融，因得其祠神之曲曰黄帝鹽、蘇合香。又于樂宮

故書中得商調霓裳曲十八闋，皆虛譜無辭。按沈氏《樂律》，“霓裳道

調”，此乃商調。樂天詩云“散序六闋”，此特兩闋，未知孰是？然音節閒

雅，不類今曲。予不暇盡作，作中序一闋傳於世。予方羇遊，感此古音，

不自知其辭之怨抑也。

１７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瑐瑩 Je：《"��²》，《²ä�l》，Â ４８６６。



亭皋正望極，亂落江蓮歸未得。多病卻無氣力，況紈扇漸疏，羅衣初索。

流光過隙，歎杏梁、雙燕如客。人何在？一簾淡月，仿佛照顏色。　 　 幽

寂，亂蛩吟壁，動庾信、清愁似織。沉思年少浪跡，笛裏關山，柳下坊陌。

墜紅無信息，漫暗水涓涓溜碧。漂零久，而今何意，醉臥酒壚側。（《霓

裳中序第一》）瑑瑠

×ØÛ·²�，K²M��（１１８６）7ÔQZIN，Û·{ÿ�ºÔÜVI�。

!ÓÔ&lc_、½³«e，ÒI��bÔYù¯Â，“¤”!��Ô�å�ý

�^5«ÆgÔ�6?��/Ôó]µ�ÆàM�w。àÓÔ=!�í“Ô

ó”±��þ)á!Ó“±>�J，ñ�rtÏ”ÔcºËx?Âd/Ô“Ôó”

ïÀ�&l�ÜÔ;�«ý，/±���fgá²V�®Wú�?J"Ô«

Ïá[。�Ó¨ºËxÔ�~，ñ�~�$�Ô?´?Ï¯�RQóûÔ�

IE。ø\½³Ôþ�õ^Û·¼ÚÔ*r。“Ùs�D”、“e���”Ë7³

^�，�}^�¿8�ò；�K¹¬�q，�¨ÔÀ7ì���SÝ、�-�

RÔR ，�]��，̈ G¯8。ì����^²VSÝK§Ô�¿¼ÚÛ，å

���l��。àÓô^²Vµ�Ô`«ÏÔ�g�§ë，Ö�T^VÔc

¨ÏZ-�$íÕ?Õ/Ô±¾õ§bEºbxÔà¥、«úý>ÔÂÂ。

Û·Dã���《J�Ù》（�{��）�“ÌZ”M>�，ôþ起á,“�

�ã�”ËL$?@起Ô“$Í�¹�，[l�`，Û´¯#”Ô��IÏ，#3

/²VÊ«I�E�b$I�¿；�=,ÌZÔ»ÑE�©ýHtVÔc[，

,�j(ý8�Ô，§h/“$CÖº”�“7³���K”ÔÔ½。î《�;

�》（J:wº），�“o%”èíMàÓ，�fg!Ó²V¬�AÿHÎ，��I

�Ö¡:�，L7I<:T0��I���，T�啟á�Ó“ÎÜIß，)Ð

9I8%”Ô«Ü。î�ö�Ô《gDN》（q ¡�），�¢FM¾，(*IK

�z£M��¤aÔ=Í��，�àÓ“�n”þ¨¦ý>¢FÝ�ÔÐÏ�

²VÔ86Þ«，��/²V((£ÉÔòÀI,。É¥《Úk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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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瑠 F&�，Z3f�a：《FÛ·²l7�a》（!"：!"-./01，１９９８ 7），Â ５。



¨）�“ÆÔ”MàÓ，fgá!ÓÈ}½x«V，J¯@AÔ«Ï，��î/e

QR]��Ô©ª¼Ú；�Ó#§È}õ½½¼Ë(，�¼��<:«/ÛV

¬§�³Ô«�。¸!�íàÓþ¨«Ï、�qBÔ½ªðoõMþÒ。

³�Û"�\V《J�Ù》（9`µT）±²ÔàÓ。�Ö6W·EÔ¸!

í^^�«ýÙ»�MàÓ#3，ã5þá�(M«ÏÑx�ý>Ô*+。

����Z2²：

萬里孤雲，清遊漸遠，故人何處。寒窗夢裏，猶記經行舊時路。連昌約略

無多柳，第一是、難聽夜雨。謾驚回悽悄，相看燭影，擁衾誰語。　 　 張

緒。歸何暮。半零落，依依斷橋鷗鷺。天涯倦旅，此時心事良苦。只愁

重灑西州淚，問杜曲、人家在否。恐翠袖、正天寒，猶倚梅花那樹。（張

炎《月下笛》）瑑瑡

K�²Má^ÔÒÊ¸7（１２９８），\Vð¼öÉ�Ýr（9®�Ñ"），¡

�¯9*D�?�。²�“µ”!Â¡，ô^tVµÝ°�，���8��，

�^((:�ì^Ú¯ÔÏ,。ðo，\V<à“\ý”ÔV��(�M(«

�g，±UátV�^�:��WVX�Ô¢QÜw。《¼�·\ýT》�：“ý

�GX�，̈ Û7õ²³，́ Û´]�ðÔµ。©òK�ÿ，Iª4ç。b¶I

MjC，C`eÈ¼，··q�，Ï´ �。�:°ÜÄ±ô^，G¹�ç6î

Úys�W，ý¸¸¹º，â：‘oNeX��º，¹\ý¬7�。’”瑑瑢\ýÔ�

(ó¾ô^�à¨��ÔÞÖ，�^±ÍtVËxÔ±U�v��Òzs

É4。�¾!Ó�Ú°eÔÉ(�ÚI+，T�“̄ YIe”îï起3�?�

¯YÔIK°±��，þ¨!Ó�bÿl，c�o((，Ý��E³�Ô$]，

îó�q�ÓÔ“,CI�”、“Ý��/”Ô»ú¼SIæ。

,!�E，ä�!Ô¸!�íYM(«�Òà��Ô>Û�#3。<à

３７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瑑瑡
瑑瑢

\V�，�«Pa]：《DEÛT²》（¾¿：EÀ+h，１９８３ 7），Â ２６。
Ü§½Ø：《¼�》（¾¿：EÀ+h，１９７５ 7），: ３１，Â ８１０。



(«�Ò�W~ÁQ´ú�®W«ÚÔ¢Üîw�ÊÔ½%，J/�ÓÔ>

YÏT。��6�!Ô¸!�íÔ«Ì，ôl'áÅ¾�)Ô*Ï，�ª#3

(«�ÒÔ¼Í�ë。

　 　 ２． 非二字韻———情感的延展與轉化

?ßÔä¸!í，|ø�M·、F·、r·、v·�{·Ë�«MàÓ起«

¦QíÛ，瑑瑣Y/36《y&CÛ6》、《¿Ài》、《@Î8（áQ°）》、《�F

¡》、《3 Æ》、《3ÞF/》、《ÁCÁ±》、《£�ë》�《3RÀ》Ë²x。Z

±ÓàÓY�²À.Rñ3，,6!È�Y，�WÛàªlb#3²V«Ï�

ë�ý>Ôà,。

����Ô²：

上馬人扶殘醉，曉風吹未醒。映水曲、翠瓦朱檐，垂楊裏、乍見津亭。當

時曾題敗壁，蛛絲罩、淡墨苔暈青。念去來、歲月如流，徘徊久、歎息愁思

盈。　 　 去去倦尋路程。江陵舊事，何曾再問楊瓊。舊曲淒清。斂愁

黛、與誰聽。尊前故人如在，想念我、最關情。何須渭城。歌聲未盡處，

先淚零。（周邦彥《綺寮怨》）瑑瑤

�¸!«åJ§²V5jÔ«ý，\<NÙ/��¾¿óîJ��}I©Ô

ïÀ�Ö。o�Ô“̈ ¨ÿ4#,”þ)#§áVÔ5jw�，���3�

Ú¤ÔÞ,Ï、9I��ÔÂ$���o±Ú¤Ôùp。!QïJ�8I

“�”，̂ u&lGý、ïJ��?í0Ô��©á；ó�QÔ“ÿ4”，î�

“ÃÄ§”���r，“:�”、“:&”��(VÔ�KI½，½ð��ÆÆÔ#

,EÆù^MÁQÔ��，ý�^/±Í�8ÞÏ。�^，=,àÓ?q3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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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瑑瑤

ðo§M!«GQä¸!íÔ¢À，!uð6M!«Ôd²#3�¸!«�?�Ö。�
Û·M·，《�Þe》（Ú�ìÎ）àÓÔ“ÇÅó”，õ^\!“Ç”Ò!“Åó”（ÏR）Ô
Àv，《$C/》（ÜS�^）àÓÔ“.Þh”，õ�“.”�“Þh”（�²），#$��-Ð
ó(8ÖÏÔ«Ï。�¸!íY��²��!Ô#3�Ö，(«)_�]�ç。
ØÙÚØ，>ãaU、õÚ0VW：《þç�aU》，Â １９０。



9I�rI«ýÊ¼，±:µó�ûÔ(«�ÒÌ��ÏI�Æó^。

>?a`»�e²àÓgdówa：“�ÓÔÓ�²Çµ^²Ô�¬?

ð，uM²~Ô½ý,o§q，²©ÔÇ<T,o3³”，¦)j�aeh�7

öÔCËM“ð�ÓÔÁ±t²Àsfg!Ó²©。”瑑瑥>�!L©]^û�

e²ó/，ÈþÉÔj�t6Z=²xÔàÓËN，ÒéTª�a«Ïgd1

i¾æÔÓ¹è。�ÓÔ>��ôM²E��，ðùp¦ÌÍ!ÓÔ«ÏI

v，T^M�ÓÔ�q'�°±á&'，n²«Ï5Ê`aÛK÷x�§ë

ÔÖ�，�^µá±ÍÁëÌËÔ#«ÌR。

bbB`LàÓ�yM：“Ex�xý>�，�Ei，�E§Ì，��~

�ØIy，1±Éó^，««ç�ì。��©ÙI，�`T。”î“-VYPàÆ

¨·«。]DÉìP!Q，́ /��ý，�^ÆÜ。”瑑瑦ZsÔ“àÆ·«”，

õ¬¹w¯û?ß“à�Y^�¾”I©；?ß“DÉì6!Q”，õ�·«

I-Fð!QìMÍø。MÀÚ“/��ý，½�^Æ”I�，<à�«��í

ÔÌRÆ~¦zÐ²Ô«ÏÎ¼，§ë!ÓÔ“É”�¸q·«Ô¢À，�ñ

3�v�K，iÌ�3ÔxK。

fI，Z±Ó6àÓQíÔ²x，D(«gdÒ¾���<#$：

上片－上片末句或結尾詞組（收束）≈≈過片首句（收束 ／開展）－下片結尾

àÓ°±á«ÏÆùÌÍ½%ÔÚ�。<à!�=ÓgdÔ�¹è，ó(«

Ï¾�Ô(,。ðo，!ÓK§ìË��cM�³Ô(«ÓQ，õn���Ó

ÔÕÒ¥§T`��ìÔgd。àÓ�íÔ¸Æþ¨)_，Ñ«ÏðÊ}Ô

ïÞ�w�I�，�©Ïv!�=ÓÔ�Ú*ú�«Ï>Ê，̂ µáÙ©�H

�}ÔëÏgd。©]QÓB©��Q��³，�,6Ó�ÓI�^�u_

�|Å�，(!�B>Ô@o�îï��¾¿。µ«Ï#3!，�íÔàÓÌ

R�á�!Ó«�ÔÁP�«ÏÔÌF�，�l�Ñ�«í�TI)þ。u

５７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瑑瑥
瑑瑦

>?a�，ÜIÓÎ：《²�BÓXY》（¾¿：¾¿ÒÓ/01，２００４ 7），Â １０１。
bbB：《{£´²Ð》，《²ä�l》，Â 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８。



o，õ½T(ÔàÓÑ¯^�Ó���，�,B©Ô�ëèó·，àÓÔ©¯

¢À����yz!ÓÔ�Q。<ààÓÔ«Ïþ¨�ÌÍ，ñ3±\Ñ�

KÔ«Ïý>�à¥à,。

q`±°Ô^ZÓl«Ïþ¨�ÏÔàÓ6z1i。Î"wLàÓ�Ò

YåwaàÓ�!Ó�Q6B©!��,ð�±Í¹8óv，Ìó�]Ô�

|。]ó�Ò%Û·^»ÔàÓ，�î/3Z=²xÔ!Óg�¸!�>�

2¸!Ô6��S²�ÖÔ3�。�《�Ni/》（.S}）!Ó�=!Ô“e

e如此”õ�>��Ô“日暮”#6�m�Ö。/�《�;�》（J:wº）、《Î

X》（MQC）、《��E�Á±》（N9Ç�¿）、《�ÍÓ》（�NÔ�）��《�

X》（"Ácà,üÈ）Ër2«¤T�Ö。

¦)，ðÛ·�K&E，àÓ2«�!^T���´§��mÔ#�。�

《èb》（:�JÏ）、《DÐ》（�·�Í）、《�Ni/》（.S}）、《�Þe》（Ú

�ìÎ）、《�;�》（J:wº）Ë。瑑瑧 å�àðÛ·^»E，\]²xÔàÓ

�¦��/3¯§��m。�《ÎX》（MQC）、《�X》（"Ácà,üÈ）

Ë，�EàÓÔ6z�Í¦ä7M§�。

fI，�xàÓÔËN�áB©>ÊÔ§ë�ò��，6z�34Ô

}WT^!Ó«Ïðà�I`�§ëÔ(�。\V�MàÓ“�-òá

&©，1-3!³�”，ø]�å^B©!Ô8v，ÑÄnákÍ6z!Ô

§ë�Æî。Kg¼`�ZÍ“þ¸!«�M!«�M��Ô��，6x

!Æî!��\Ô²t6”M��îy，¦�oÍîyTn“!��I�

ÔîïàM¾¿，34!��Õq，Tn«ýý�àÒ�]。”瑑瑨�ÖWB

°aÔ，Û·^»E��Ô6z#3�v!TzÐáàÓ«ÏÔÌÍ、þ¨、

zÐ�§q。Tµ^¥，àÓ?NÙÔëÏ¾~gd，�å^�ÖB©Ô�

ï�H�WzÐ，ó^ð6z34、«Ï(/�¾�à,MÛI�ÐvÔ

j+^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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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q`U©Ô^，《DÐ》（�·�Í）Ô�Ó���Ôv!«©]��×í，�“ì��°:
�”Ô“�”!^<�§��m。
Kg¼：《FÛ·Ô�K&》，《6zXY》１９８０ 7Á ２ å，Â ７１。



　 　 ３． 詞組的過片形態———過片言情，拓深原意

àÓÔÍÓ�¸!�Y!�íÔÌR��，/����±t²ÀQ�，�

Å=aM«Ô�KMý�*+，�ØJóí«Ïý>ÔÌR。àÓðo�Û

�þ¨«ÏÔ.R/3，ó^�Ù©Ô±Âè�g，'à§q擴\ó6n²V

�$Ô�Qj*�^��>�tV«Ï?Ì^Ôgd>Ê。Z±ÓÔàÓÌ

R5-/3ð《±pk》、《Ùþ^》、《Ð��》、《́  �》、《R�z》、《Úà

Q》、《í� 》、《X�}》、《¿©b》、《ÛÜ~/》、《Ùþ^》��《iÐÝ

 》Ë。�M!Ó«ÏÔ§h�¥§，ðo!�Ó<:M�³gdÔ8ÌQ

�，��ÓÌ^��Wµ、wÞ��ÐÔ�|。\´Õ²��：

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露痕輕綴。疑淨洗鉛華，無限佳麗。去

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共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熏素被。　 　 今

年對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相

將見。脆丸薦酒，人正在、空江煙浪裏。但夢想、一枝瀟灑，黄昏斜照水。

（周邦彦《花犯·咏梅》）瑑瑩

Z±ÓàÓî��þ�<#$：

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共燕喜。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熏素被。

　 　 　 　 　 
平行映照（語意獨立）

今年對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

2«[§K²Ôø�&x—u®��Ë©��áßIì�Ô�F?@起Ô±

Í�:�ùÔ«Ü。ã:�Ô“á8é�”83�“BE@Ë，bàá<®”，'

�/èbÌ¬6�·ÔâR，�è$á¬�0�ÔÌÆÏ。�Ó>�ýQ“9

7�F���”，§Ï:��áI6Ô�¬«ý1t6àÓ��3!ã�，È

７７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瑑瑩 ØÙÚØ，>ãaU，õÚ0VW：《þç�aU》，Â １０３。



�e�I�F，è$á²VZ³I§，T�r/á±>��IÏ。þçHþä

�Ô�ëÏÁµá��ó(Ô¾~，�!�Ó=t²À�r/“̈ 7”�“9

7”=K�FÔ¼ç，Ëç%§²E=·��YÎHvM±。±^tV0��

åÔó(，/�«^�F�å、H�ag�Ôà,。w�c《L²ÏW》�àÆ

�M”��ý��”，±^ø�ÚôÆóÒ0��wÞI*，D�M²V~$、

Ï$IÜ(ý8V�Ôæ,。“�”�“¿8”=Í©�Ô�v，Ëx50�3�

NÐ，�ñ3á(«�Ò,�8�Ô#3à,。瑒瑠 ²Vð�g��'à�0

"ÔÉw，§¢ÉÔ�FâR�gáà��3��Q¦§o§h80"，§�

Ò�$�?i#Ô=·��á#çv^±·Æ�ó��WìÔÐ�，nV¬

�Ô5jËx'à�ÒÔ§ë�9$`�ÏTNÐ。!ÓÁQE�±Ô�F

âR��Ó²V�ÒÔ§h�v，̂ µá²E2�zÐÔÒëÏgd；ÀE�

“Ï:”ÔKFó0Ô±�Å�r¾�，�^µá/±Í“�ë�è ”Ô«Ï#3。

Z±ÓðàÓ�§q!ÓB©，¦6�Ó�Qù©，n`!�ÓI�Ò0

±�é68vI�、¹òóëÔï�îy。���·：

疊鼓夜寒，垂燈春淺，匆匆時事如許。倦游歡意少，俛仰悲今古。江淹又

吟恨賦。記當時、送君南浦。萬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　 　 揚

州柳垂官路。有輕盈換馬，端正窺户。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文章

信美知何用，漫贏得天涯羇旅。教說與。春來要、尋花伴侶。（姜夔《玲

瓏四犯·越中歲暮聞簫鼓感懷》）瑒瑡

K²�6åÔï�F7（１１９３），Û·{ÿKE（®�ïÎ），�Ï6ïß5ÁI

�。K%�ïÁþ¶ê¡QIë，ãó“�êÖé”，̂ ø²V~üêb�ò，

®´ÖÏ.ý�wéÍ；“�ìQä”，í½Ôîì©çQKõ§a"，é©c

0´ô×。“88���e”———ø�KD��o，?�Ô�$^�6�ò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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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w�c：《L²ÏW》，《²ä�l》，Â ４０５１。
F&Ø，Z3f�a：《FÛ·l7�a》，Â ６６。



ýÆHÔÏï。³�ãtVÔc_Ïº§ha9IÔÆç，�ð《6ù》�《¿

ù》Ô�(«�ná²V�§Ï67J��?Ì^Ô>ÍÔiÞÑ。“9`�

�，J7§5”，̂ �Ú����=·Ëñ�nÌtV0��ÆÆÔh,，n`

&l5ÁIn«T�µI6²V?§�Ô�ÚE。“$Ce”��M«，̂ �$

C"ø^��À，��²V`ð¬%�àÔ±Qò¡«�。“>2”，Ø《çü�

@》?�：“�õó0Ybô，��õ0öFö2，Ë�F�，QÙDö。±K�

uPy#，PD�Q/?��g，̈ �ÈôÃF÷Û>¹øù。”瑒瑢Û·"o�

*³7�å5�0�ÔX�ú`。“�1”��=«，*:Ö�¨，3�Ô:

ó°�。�«�Ò寬�，ô]�§Þ,¯V�£，��(Q"4FMú。]ó

�§$Üåªû>¯«I$^æ，Fqò§üÝ«^à�±�ÔæÞ。àÓ

§!Óÿ¡½³Ô²V¼�，̧ q8�b&l，̈ 86Üé�uËÄ�«Ï±

±��，ÏvïÁÏÜÔ²F，*}{EµóÔ§5IÏ。

îÛ·《xÜý》（þ ±ÿ）。!ã�*®WMàIy��WC4ÜI

��。àÓ�GÔ“KÁezNN”，̂ �ó¾sîwM�ð�g^µ±B©

!Ô§ë�|。§!ÓÔMFÔÝëIâ=,àÓýH^eVÌÏ，(±Ð

�²V(«�Ò�ë，ÐváYM、ÜV��Ð§5Ë>Í«ý。ZÍ“/起

ù©”ÔàÓÌR#3/«ÏÔýH�§ë，�Ôð6��Q��^��H

�，�F7a�±$b�^©�，�^ýÎÄ�Ô«Ï(/，�zÐ«ÏÔY

!，#3²VÔ(«��。

�\Õ�BÁÔ���M]�：

漏瑟侵瓊管。潤鼓借、烘爐暖。藏鈎怯冷，畫雞臨曉，鄰語鶯囀。殢緑

窗、細咒浮梅琖。换蜜炬、花心短。夢驚回，林鴉起，曲屏春事天遠。　 　

迎路柳絲裙，看爭拜東風，盈灞橋岸。髻落寶釵寒，恨花勝遲燕。漸街簾

影轉。還似新年，過郵亭、一相見。南陌又燈火，繡囊塵香淺。（吳文英

９７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瑒瑢 Ü"：《çü�@》，J\�+�^ÐP�ö�+K，（8¾：jBP+%，１９６５ 7），
Â １ �。



《塞垣春·丙午歲旦》）瑒瑣

K²MÖo6öÍÔÞ#v7（１２４６）Ýÿ&1?�。!ÓÔ“#î”s“&

$”，WÛøïÞI�M#37áI©，uo§�î、¶&�÷êËz%/½

Ì&�，�H6#4；Ûø&$IÓ。Ø'(Þ《jË》�：“̄ Î)K*NI

，+,~.M&$IÓ。”瑒瑤^ð)J*NI?ý¸ÔùQ¡Ó。pÒÛS

�]M=À，±ÀO$、-�Dã$�&起，/±À«�¶$�&6äVîE。

z%b、¡Ób�o�Ô“.Ùfg”Ë/þÔ3KÉï，ÊÞ/Ì�Ð0Ô²

V±>“&nQ��q”Ôµó。�Ó§ëá!Ó�QÔ“Q�”Ò�'*。,

¬7e 1ÂÔ8¿´ú，a±¾õÔÖ23w，«î�LÔ#3。]ó?�

Ôw��ò^^Ú¯，[4ØI，å��¬�È}5KÔb6，È//²��

1Ô�b。²Vã“Q�”?ý/ÔtVÁQËx�ÏÜ，Hþ3���Ô�

���，'���、2ç�9IÔÍÍ�r。àÓ�þ¨!Ó«Ï，ó^Ò�J

~WµÔ�y，õ^“/起ù©”Ô#3�。

�!Ô²·^^ð>��*ú/起ù©。ã²VÏÜ/��Ó，��ý

�，,úIjðýQ«I/(，ÖèzÐáw¯û“à�Y^�¾”Ôj�。à

Óý�ðo^M±Q�Ô8g。�á7QWyY§gÙ°W，³�-·'J

Ô#3Ìæ�，!�=Ó^^ÀE�²5FóQ�^µ�³Ô8Ìgd。

��6àÓQí±±ÓJ�«Ïþ¨ÔSTÌR，Q�æÔàÓ«Ïþ¨�

þ��§ø，ó8Î§q@ol�u_�|�-�ÁÔ,ð；!�ÓðQ�

M�³ÓQI+，<:ªMêëÏgdÔ(«¾æ。

　 　 （二）綫性結構———“以文爲詞”，打破上下界限

áègdÔàÓ��^�²~ÌR#3，!Ó�Q�àÓ���Û(�

«Ïþ¨�ÌÍ，ó^Hþ§ë�(Ô¾~�|1i²Æ9h，Ì^áè�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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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BÁØ，>ã、:ÓÖa�：《Öo²�a�》（¾¿：EÀ+h，２０１４ 7），Â ２７４。
ÿÎGØ，öï;a：《jBÓF》（!"：!"-./01，１９８５ 7），: ７４，Â １２８０。



Ô¾«¾æ。Z±ÓÔàÓÌRY/36ú`é²VÔ��，DEî�《<

5》、《6ùù》、《í� 》、《Rx5�》、《ÚàQ》、《xÜý》、《=>?》、《H

°Q》、《vC5�》Ë²xMY。��õ�@AB�\£�ËVÔ��M·，

j�Z±ÓàÓÌRÔnþ�¤�gd��。��Õ²��：

緑樹聽鶗鴃。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尋處，苦恨芳菲

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

燕，送歸妾。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

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

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辛棄疾《賀新郎》）

佇立瀟湘，黄鵠高飛，望君未來。被東風吹墮，西江對語。急呼斗酒，旋

拂征埃。卻怪英姿，有如君者，猶欠封侯萬里哉。空贏得，道江南佳句，

只有方回。　 　 錦帆畫舫行齋。悵雪浪黏天江影開。記我行南浦，送君

折柳。君逢驛使，爲我攀梅。落帽山前，呼鷹臺下，人道花須滿縣栽。都

休問，看雲霄高處，鵬翼徘徊。（辛棄疾《沁園春》）瑒瑥

�§!~=�²�þçàÓ����，!�=�ÔàÓ�ø]^��µ!Ó

«ÏÒ�þ¨I©。mD^《6ùù》²，Ì�²�“8¿”�(M²V�Ò(

«ÔÎ¼。²gd���<#$：

算未扺、人間離别

① 馬上琵琶關塞黑。

② 更長門、翠輦辭金闕。

③ 看燕燕，送歸妾。 →　 　 　 　 啼鳥還知如許恨

④ 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

⑤ 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

１８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瑒瑥 �!=�Õ²]´6@7»Ø，EBW�U：《AB²l7�U》（8¾：ÀÇ+h，２００７
7），Â ５２６—５２７、９３。



,!<�E，,!Ó“±0¾、V�8¿”�G，�ërt6¿Ô�(±Éó�，

6�Ó“-C”«�Gþ¨²。AB§�§?½Ô²xcM±Ìb(�½

%1i，D§àÓ�Mý�3îÔ©á�MCD；õ½*©]<�(E²

Ô(«5F，�ãÔ«Ï¦�^�!�Ó]¾，ó^Ó¹-B�B¦±É�

Â，ZÍ!�Ó0á。ZÍ¬¹-BÆyÔø�Ìæ，õ^?ßÔ“�BM

²”。J¾《Ü-@》�：“úâ：‘}Iè«0T，ãK¬�²�~。’(AB³

K�，ß7²Wm@。Ú�《6ùù》¼：‘�Ë¨FG（BÅ）。’o²}^�

eYi�，�ÜîÛ《e6ù》îQ�¹。î©�，ù《ÚàQ》¼：‘HÌ"W

（BÅ）。’oî�《íIÓ》、《£J》Ë�，̈ ^O-BîQÝI6²。”瑒瑦h

"nLAB�BM²ÛYÕ~oQäMÔ�。�ãAB�xÔ#3Ìæ"

�，²Vgvá-BÔ¾~�y��x'JÔ�[，nVÏºD�±ÉK^。

î�《<5》，o±²<，AB5þá4íbÔ*�Ìæ，n`?EL�Ô�x

<à!�]Óóø`��L]。《?�²»》�ABox“Dbæ¬ÈB”，�Ð

^ãàÓB>�ÍÔ¯Ñ。

�AB�ÅÖ�åÔ\£�（１１３２—１１６９）��Ó¹�y，����Õ²：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

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絃歌地，亦膻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

脫縱横。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　 　 念腰間

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幹羽方

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爲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

望、羽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張孝祥《六州

歌頭》）瑒瑧

K²�6ö£ÔÌÎ¸7（１１６４）。5'éÔ\M6ÌÎá7（１１６３）¾¤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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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瑦
瑒瑧

@à�l：《@7»f¶»l》（¾¿：EÀ+h，２００７ 7），Â １０９—１１０。
\£�Ø，DÕN�a：《\£�²�a》（vO：ÞD+1，１９９３ 7），Â １。



P，̂ �¶!�FsI¥Û起。\M¤�Qk¯È6�?，e!+£Ô，Ê�F

s。《Ûp�²ä》Õ《��$�》�：“1(ð�?'E2!ùo。5�，Rt

（\M）MS2óQ。”瑒瑨²�!Ó*�、x¸¹®¤Ô(T~6��(µ£�

,÷5I%T^±ÓUVÌÍI?ÔWï，�ÓýQJ~�§ (I2Ô

XÑ��Ê�FsÔYÀ«ý。²V5ásAB�ÖÔ(«#)，�3(

Ô¾~Ù>J~tV©2，ZÍá!�ÓÔgd。

î�Û·�íABÔ��。�´��²·：

雲曰歸歟，縱垂天曳曳，終返衡廬。揚州十年一夢，俯仰差殊。秦碑越

殿，悔舊遊、作計全疏。分付與、高懷老尹，管弦絲竹寧無。　 　 知公愛

山入剡，若南尋李白，問訊何如。年年雁飛波上，愁亦關予。臨皋領客，

向月邊、携酒携鱸。今但借、秋風一榻，公歌我亦能書。（姜夔《漢宮

春·次韻稼軒秋風亭》）

雲隔迷樓，苔封很石，人向何處。數騎秋煙，一篙寒汐，千古空來去。

使君心在，蒼崖緑嶂，苦被北門留住。有尊中酒差可飲，大旗盡繡熊

虎。　 　 前身諸葛，來遊此地，數語便酬三顧。樓外冥冥，江皋隱隱，認

得征西路。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長淮金鼓。問當時、依依種柳，至

今在否。（姜夔《永遇樂·次稼軒北固樓詞韻》）瑒瑩

�!=�²Ò^�6£Ô¼³M7aF7（１２０３—１２０４），¬�@7»¯ïÎ

Eev®r#1^n，Û·�ÿïÎI�。óMá�v“�í”I-Ù，Û·�

áþí��6，q8�\]�(�©T^�Ð�O%½v@²!�。

2��AB“(V+ 。IuM、õcZ[”!²?(/Ô³óI2Má

%。!Ó“]j�、@Üé\”，�áÛ·�§�ABÔ8]，§V�@|z�

３８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瑒瑨
瑒瑩

J¶ß�，tÎ(aU：《Ûp�²äìKaU》（Dr：R�+1，１９８３ 7），Â ５９０。
F&Ø，Z3f�a：《FÛ·²l7�a》，Â ８６、９１。



^�AB/(。>�§ë!Ó�Q，�ÜÛß_D、r¬¡V�I���eA

BIX|«Ü，è¾MVéÉI�¹，�³g6`0Iz。��!Ó��õ

�)�¡�Ô“U;”�“�·”�¾�¾a;��Ôh�J�，Hþ“bK”、

“b¤”I�YcABXÿ¸L7ÆùM(?þ，¦÷xo�¡E¡�ÔÆ

-è��AB(ó�ÔÈxÒd�x。�Óþ>ûe,jC�b¤¾fg

.I�(，ô^£*ABÄÅh�Iéi，�ø/¾¤M¬�¼öVjj?�

I�。�û�AB!²“NæéÜ，Ñªk_”Iu4q×á“4¬�、ªª

Íe，89ð_”ÔlcIÙ。,6�í²1�!²mk�þí¿v�]，ð

oÛ·�í²Ô�(nþæÒYÈ^s-9ÎÉ�f'¾¤��；©]�Ö

6ABmn�(«ÂàÓ，�=�²ÔàÓÙ©7§ëá!ÓÔ¾~>Ê，0

´(«�ÒÔ#á�«©þ¨。

/±Óý´áègdÔ��，̂ ¼ö¬�ý´Ô`op½�^�½Ëm

k。��Û�a±�bC�（１１８７—１２６９）Ô�½²：

小孫盤問翁翁，今朝怎不陳弧矣。翁道暮年惟隻眼，不比六根全底。常

日談玄，餘齡守黑，赤眚從何起。鬢須雪白，可堪委頓如此。　 　 心知病

有根苗，短檠吹了，世界朦朧裏。縱有金篦能去翳，不敢復囊螢矣。但願

從今，疾行如鹿，更細書如蟻。都無用處，留他教傳麟史。（劉克莊《念

奴嬌·丁卯生朝》）瑓瑠

oMbC�ß7�½I�。�>~�çÔ°4��，³���íÔ�æ�~

ß7®»Ù^Ô0��½；!Ó��§u®»óyT�g，�Ó«�4®»8

oÔ!u。õ½�kqª¨�®r，²VT�kÛsãW±¦6ëÖ�，tM

cÂ。��u�§÷bZ，ôª«%T�Ô$¯Mfg。²�“®»”M

+*ëì，²~²V¬�¼Ú；àÓ>�ÔB©ý��§hÔ½ªÖè�§

ø，!�Ó��d^�³Ô¾�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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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bC��，�Oî�U：《Ø²�U》（!"：!"-./01，１９８０ 7），Â ２０１—２０２。



³�Û�a/±�Ü`O（１１９８—１２７５？）瑓瑡Ôp½²：

有擎天一柱，殿角西頭，手扶宗祐。萬里魚鳧，倚金城山立。亭障驚沙，

氈裘卷地，倏度黄龍磧。玉帳從容，招搖才指，頓清邊色。　 　 見說中

天，翠華南渡，一捷金平，膽寒西賊。帝錫公侯，更高逾前績。箕尾輝騰，

昴街芒斂，看清平天日。周衮歸來，鳳池麟閣，雙鬢猶黑。（李曾伯《醉

蓬萊·丁亥壽蜀帥》）瑓瑢

K²M¼öÍÔ|áM7（１２２７）Ü`OM¬�ÔF§Lt�|M（0Ý7�

o）?�Ô½²。瑓瑣 ²,|MÔXâ«Raø�´Ñ、ovwxÔXK起W，

ã!Ó�Q²ÀÔ“Íyã�，XÝéø，TþIÏ”aàÓÔ“́ ¥E�，�À

¼¥，±zkS，{é,|”，¿Â£$|M��ÄÅéiÔ}K。�åe§

~ªm±��|，�ï�DKÏ。²�p6ÙÉ£$ã§\ã�´ÑÔ«

R��ÄÅ��，àÓ“́ ¥E�”��，�^§ë!Ó“Íyã�”Ôø�I

�，J/²Våe�Z|M0"ªm�©`��Ôp�。

i�W~，Z±ÓáègdY/36ú`é²VÔ��。瑓瑤 æÒYÈÔ²

���T��n-B、'd¾¤、p½`o，���¬�dª«ÚÔW��S

５８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瑓瑡

瑓瑢
瑓瑣

瑓瑤

Ü`O，!��，m��，̀ ¯F§9^n、�¼1r^nË§，M¼ößåËN,¼IÚ
æ��½ÔBVI±。
�{|l：《ö²》（¾¿：EÀ+h，１９９８ 7），Â ２７８８。
 ：Ü`O½`~Ô²:�=2，]¿^《=>?·S�（１２２５）½`~》�《=>?·f
'（１２２７）½`~》=2，¬�ÔF§LtnM|M。《ö�》�：“（|áM7）L¸JÞ�，
K^�É��。�w，/�ª�¿��»。ÒáxÍ��>�，F§Lt|M7M�。”
¼öuo|M7EM�ó�¨áF§±JÔ��\%，Ù^¼ö,¼I�ÒÐ。iiË
Ø，N~�5l：《ö�》（¾¿：EÀ+h，１９８５ 7），: ４１，《KÃ》，Â ７９０。�6¼öL
t�Ô��ÌÍ，�pr�~$：《¼öF§f\?%)Ô#Æ—�f\?�9^@、L
t@Ô�|ME¼》，《8ãzÒh�Ó 》Á ４１ å（２００９ 7 ６ J），Â ５８—６６。
q`±°Ô^，oÍáègd��´6*~�ÈÔ²�。�ZáÌ（� １２０１ Wð5）
《Rx5�》（5è1¿）、《Rx5�》（-á�{�），��《ÚàQ》（Ò*¯�）Ë，w
´Ì*yI�。îû��（１１９４—？）��《Rx5�》（µ�¤¤）、《ÚàQ》（-�«
Û）Ë²�。]óZ±Ó²�Ô��YML*½Û��´�0，ø�ëì�^Má�@
�´à,�óB*z½§¯Í，�²�(«¯®，ó��cM(«*�Ôä/。²]´
6�{|：《ö²》，Â´《ö²》，Â ２７１０、２７１０、２７０９、２５８７ � ２５６４。



Ë5m��。YD!u，Ò¾^Z±ÓÔ��<ýMtVYKÀ$Ô«ÏÔ

²³ñ3，�^��(��，�¥££*��Ô½�V�Ô�yM5；(«Ô

²�è，�^BÉÔ�Â-ÙÒ6'J�H、Ëp[BÔ(«1i，�]�=

aÁë�ïÔ(«îy。o�，öi*zÓ�Ò!BV�*È�"IXæ

Ó。MT*I�-，*Èé���³��x*�´��8�Ù*½Ûà,Ô

��。Z±Ó��Y�p~*~¯ÍMK，��ÆcàÓ。uo，àÓ>�

Ôþ¨���^Ö¼gd�]TðZ±Ó��ETÏIDH。Î"nL“�

BM²”ÒY�þÙÉ�、É©÷D、²)寬��²Ú§Ç�_�M�]"

â。瑓瑥 i]，Z=¥yï�Êwá“�BM²”��Ô:<��。��_Òé

à(±Ðã²x¼½�àÓ>�Ô¼çè"�，“�BM²”��!^�&6

²V·«¼xÔ5j©á，ó�å^�ÖÔBbK0�2þ。¬²V«Ñá

+*Ô5m，½¼�Ñ²xÔ¬�õ«Ñá�xÔ(«¾æ。��6¾ö�

"ìËÿ8^ÇÔëÏgdó·，áèÔ²~gd��¥^�x/q8¼ö

�，Ï�mkÔ擴Ò��Bb�ÔN�Ð�I�?-.§ïÔù(«¾

æ。W�°aÔ《6ùù》、《=>?》�《í� 》Ë²x�°±á²VZ±

ÓÔáè¾�Ô(«�ª，9ó^M¼ö�V，mD^ú`²V?ý¼½Ô

²x。

四、 結　 　 論

KB,²xàÓÓ.�®，Ýn�x“àÓ”Ôgd�[�(«Ó.。à

Ó©]�^�x?��，�D�Â�à¥Ô½ªð�xEmM�/。öiÔ

“ü�”øÔ^!�Ó��6zHºÔÆH；“àÓ”«øÎB©�g�B>

Âd。µ¢Àó·，öiÔàÓÑ¯|øÎ�Ó�«�íQ。§þ²ù§ë

áöV“ü�”I¥y，�,66zÈ�Ô�|，LÛY�EðàÓB©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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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瑥 �6“�BM²”��@é²VÔ��XY，�p´AS�：《@é²V“�BM²”IX
Y》，(³E�ÒÓE(BÓXY?�ÈLB，１９９４ 7。



ÔL#。°\]²L�^U£q8§àÓ¢À擴\8!Óg��?ß“!�

]Q�”。

D�，�6àÓÔgdÓ.，ãàÓ«Ïþ¨èÔ�¯，Òé��]^ë

Ïgd��ègd=Ó。$©<��：


過片

→ 
環狀結構

→ 二字韻

→
非二字韻

→
詞組段落

→ 綫性結構

環狀結構係指詞體的上下兩片各爲一獨立的抒情語意結構的同時，亦呼

應了共同的抒情本旨；其中的過片處或對上片進行情感的凝定、整合或收束，

或是利用共同的情感元素轉折延展，達成一種迴蕩吞吐、跌宕頓挫的美感。這

一類的組織型態爲婉約詞人所好用，是長調中最常見的抒情配置。此種結構

又可分爲兩類。第一類是詞的上下片語意各自完足以外，上片的末段以及下

片的換頭處常以情感收束的方式呈現。利用過片兩字句或是單句的形態重整

情感，使上下片文意扣合更爲緊湊綿密。第二類爲指全詞雖然圍繞著一個抒

情中心展開，但上下兩片各自獨立，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情感表述段落，呼應全

詞的抒情意旨。高友工所謂同心結構的抒情模式即屬於此。

另一類綫性結構爲長調發展至南宋以後逐漸成熟的表述形態，是以辛棄

疾、陳亮、劉克莊一派的豪放詞人以及道家方士爲代表，主題多與戰爭北伐、酬

酢祝壽與講經論道等內容相關。受到“以文爲詞”風氣的影響，綫性結構的鋪

陳猶如短文試作，即使仍有一中心詞旨存在，上下分片的界限亦被淡化，致使

過片處並不全然等同於抒情自我的顯現處。綫性結構一以貫之的叙事文脈可

以說是長調發展至南宋以後，爲迎合不同的製作場域與抒情情境的需要所發

展而成的新抒情樣態。這一類的詞調也因爲詞人的嘗試與擴µ，Ò0áùÔ

(«�ª。

fI，àÓÔ(«èR«6²xgd。¯L^þ¨«í�^ý�B>，

²©Ô³ë�§qôò^²V»êÔ-[。àÓÔÌRÐ�á²V(«�Ò

Ô#/�æ，=,àÓ!È34ÔxÌ�Ù·Ôoþ，Ù©`���Wµ�

７８間架的美感： 試探長調過片的抒情類型與表現　



r���擴q。²VtbÔ(«½%�>Í«ýÊÐ�`����g、�Ð

��W，�-/à�LóÅ��JÔ*Ï，̂ M�x�)Ô«Ï#3�æ

I±。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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