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

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人生而有情，亦有表達和溝通的需要，當直抒胸臆而

仍未能盡訴衷情之餘，協乎音律、配合身體語言的詩歌便

隨之而誕生。《詩大序》這一段話，把文學的起源，文學和

誦讀的相輔相成，以及誦讀時眼神、表情、動作如何配合，

清晰地描繪了出來。

誦讀詩文時，以清晰、朗潤的腔音，配合句子音節的

高低、強弱、輕重、緩急、停連而構成一定的節奏與語調，

再加上字音的正確、句讀的清楚、語氣的配合、聲調的自

然，便能將作品的內容和它蘊涵的思想感情，通過傳意過

程，引起聽眾共鳴。

自古以來，誦讀是寫作和欣賞古代韻文的重要一環。

古代詩人、詞人創作詩詞韻文時，通常都是一面創作一面

吟哦，從反覆吟哦中選擇那些讀音最能配合作品情感內

容的字詞。杜甫也説過「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

吟」，可見他是邊寫邊吟的。我們今天欣賞古代韻文，可以

模仿作者創作時吟誦作品的情形，因為這樣最能揣摩和體會作品的內容和情感。

誦讀古代韻文，最好當然是採用接近古代的語音。千百年來，粵語一直是

在相當固定的地域、相對封閉的環境內使用，而且語音在粵方言區的變化，非

常緩慢，因此粵語保存了很多中古語音。清代著名經學家陳澧曾經指出，由於

從隋唐時候開始，千餘年來有不少中原人徙居廣州，所以廣州音最接近隋唐時

期中原人的語音。

粵語聲調與中古時代的聲調比較接近，古代詩歌的粵語聲調大致符合詩歌

的平仄格律，粵語保留入聲、雙唇鼻音韻尾（m）、尖音，古代詩歌用粵語誦讀

時大致押韻。如果我們想近距離地欣賞唐詩、宋詞的聲情，最好還是用粵語來

誦讀。

優美的唐詩、宋詞，是最佳誦讀材料。通過富有感情的誦讀，口誦心惟，

不但可加深我們對中國文學和中華文化的理解和鑒賞能力，還可培養閱讀興

趣，提高口語和書面語的表達能力，並誘發創意思維和聯想。讀者在本書的引

領下，以粵語誦讀經典名作，聲入心通，必將對詩詞作品中雋永的語言，留下深

刻印象，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得到真善美的啟迪和情意的熏陶。

施仲謀教授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系主任

2019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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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我牙牙學語時，外婆教我的第一首歌便是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擔柴上街賣……」這首代代

傳唱的粵語童謠，至今我仍可完整唱出，只是外婆

那獨特的西關腔調，卻始終學不來。

在我成長的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粵劇、粵語

相聲、粵語講古正在內地復興，而香港流行曲、粵

語卡通片、粵語電視劇、粵語電影更是值黃金時代，

粵語文化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綻放光彩。在我讀

小學時，連語文老師也自豪地說，用粵語朗誦唐詩

宋詞更為押韻鏗鏘，粵語大量保留了唐宋時期漢語

的音韻，這樣更容易體會到古人在詩詞中想表達的

意境。

每個地方的歸屬感，不在於積存的資源財富，

而在於這個地方的鄉土語言；每座城市的特色，不

在於裡面的高樓大廈，而在於這座城市所沉澱的文

化藝術。所以，粵語對於廣府人而言，不僅僅是彼此溝

通的工具，也是象徵着對一方水土的歸屬，更是對一種

文化的承載。而粵語當中的措辭語彙，字裡行間更是流

露出嶺南人獨有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態度。

不過，隨着時代變遷，粵語的風味卻在不知不覺中

減淡，而傳統的文化亦日漸與新生代脫節……

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實在不願停留於緬懷昔日的

榮光之中，更願以身體力行，為延續粵語文化而覓出新

機。因此，我們相繼策劃出版了《粵韻唐詩》（彩圖粵語

注音版）、《粵韻宋詞》（彩圖粵語注音版）兩書，正是希

望從普及國學經典的兒童讀物入手，將粵語文化的傳承

重歸於新生代的日常學習之中。

與我一起擔任主創的梁天山、陳輝權老師，在粵語

流行音樂上創作良多，在內地被譽為如「黃霑與顧嘉輝」

般的黃金拍檔，而在音樂之外，他們對於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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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國畫、朗誦等方面，其造詣也實在令人折服。我

們在《粵韻唐詩》、《粵韻宋詞》兩書中所選的均為膾炙

人口並適合中小學生入門學習的詩詞，由梁天山老師從

粵語的音韻、詞彙、語法以及嶺南歷史文化的角度進

行賞析，而當中的插畫更是陳輝權、譚永良、吳依桐幾

位老師合力創作的結晶，耗費了無數心血。兩書創新之

處，不僅是可讀可看，更是可聽—讀者掃描書中的二

維碼，即可聽到陳輝權老師配樂並以粵語朗誦的詩詞，

讓我們的新生代在提高國學素養和陶冶性情之餘，更可

感受到粵語文化的深厚沉澱和粵語音韻的鏗鏘之妙。

因此，此兩書的內地簡體版承蒙鍾蘊華編輯團隊及

傳媒、教育等各界支持下，即便在網絡媒介大行其道而

印刷出版日漸式微的今天，仍獲得叫座又叫好的成績。

今日，有機會將這兩本書的繁體版分享給港澳台及

海外的讀者，必須感謝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對於粵語

文化傳承與粵港澳文化交流的大力推動，尤為可貴的

是，繁體版本為每首詩詞都加注了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

語拼音，便於讀者學習、朗誦。在此，也特別感謝我在

香港生活的伯父勞可傑先生和阿叔勞可標先生，在我的

成長過程中多加護蔭，正正是他們告訴我：學好英語和

普通話，可以讓你走得更遠，但講好粵語卻可以讓你不

會忘記自己是從哪裡出發……

勞震宇
2019 年 3 月 4日於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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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賓王  （約638－684）

字觀光，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在

文學界，他與王勃、楊炯、盧照鄰齊名，

世稱「王楊盧駱」，合稱「初唐四傑」。

掃碼收聽粵語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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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句尾的「歌」[go1 ]「波」
[bo1 ] 這兩個字用普通話來讀，
韻母不一樣，讀起來不押韻。而
用粵語來讀是相同口型、相同韻
母，所以讀起來更押韻。

這是一首詠物詩，相傳是駱賓王七歲時所作，表現出作者善
於觀察事物的能力。開篇連續三個「鵝」字，有兩層意思：
一是模仿大白鵝的叫聲，同時也可以理解為小詩人呼喚大白
鵝的聲音。這樣一來，傳神地表達了小詩人對大白鵝的喜愛
之情。

三、四句中，「浮」「撥」兩個動詞生動地表現了鵝游泳嬉戲的
姿態。「白毛」「紅掌」「綠水」等幾個色彩鮮豔的詞組給人以
鮮明的視覺形象。

「鵝，鵝，鵝」，你彎曲着脖子對
天唱着歌。雪白的鵝毛漂浮在綠
色的水面上，紅色的鵝掌撥動着
清澈的水波。

詩 文 大 意

看 點 賞 析

「粵」讀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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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照鄰  （632－695)

字升之，自號幽憂子，幽州範陽（今河北

省涿州市）人。「初唐四傑」之一。

這裡的「棹」[zaau6 ] 字粵語與
「驟」同音，本來的意思是「小
船」，今天的粵語裡仍保留這個
字，但用法變為動詞，通常是
「棹艇」連用，表示划船的意思。

這是一首寫景詩。天地悠悠，一
葉扁舟，曠遠空靈的意境，讀來
就像靜靜地品賞着一幅山水畫。

我泛舟在節川的春江之上，停
靠在石岸邊。遠處的山色昏
暗了，行人也絕跡了，而我，
卻慢悠悠地划着扁舟，山高水
長，獨自一人。

詩中的「仙」，說的不是神仙，
而是仙槎，一種神話中往來於
海上和天河之間的竹木筏。

掃碼收聽粵語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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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文 大 意 看 點 賞 析 「粵」讀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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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之問  （656－712）

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今山西汾陽市）

人。對初唐律詩的發展有貢獻。

掃碼收聽粵語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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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貶謫詩（即作者從高級官吏被降職，並被調到
邊遠地區做官期間所寫的詩）。這是宋之問從被貶的地
方瀧州（今廣東羅定市）回洛陽，途經漢江時所寫的，
寄託了作者被貶居嶺南期間的孤獨和苦悶之感，以及對
家鄉、對親人的思念之情。

其中「近鄉情更怯」更是千古佳句，寫出許多遊子的心
聲。透過「情更怯」和「不敢問」，我們可以感受到詩人
強烈抑制急切回鄉的願望和由此造成的精神痛苦。

「復」[ fau6 ]	 字在這裡粵語與
「埠」同音。「怯」[hip3 ]	字粵語
讀音跟「協」一樣。

「粵」讀 提 示

自從被貶到嶺南，與家人音信斷絕，
就這樣熬過了冬天，轉眼又到了春
天。現在我渡過漢江趕回家鄉去，
可離家越近，心情就越緊張，以致遇
到家鄉來的人，也不敢打聽家人的情
況，害怕聽到甚麼壞消息。

詩 文 大 意

看 點 賞 析



張九齡  （678－740）

字子壽，一名博物，唐朝韶州曲江 ( 今廣東韶關市 )

人，世稱「張曲江」。他是唐朝開元年間宰相，親手

提拔了後起之秀王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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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收聽粵語朗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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