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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莎行
祖席离歌 1 ，长亭别宴，香尘已隔犹回面。居人匹马映林嘶 2 ，行人去棹依

波转 3 。 画阁魂消，离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

角寻思遍。

注 释 

1 祖席：为人送行的宴席。古人出行时要祭祀路神，因此把饯别宴会称为“祖席”。 2 居人：

前来送行的人。 3 去棹：离去的船。

赏 析

这首词是晏殊为送别友人而作。它没有如怨如慕的缠绵，也没有如泣如诉的悲伤，

但仍能让人感受到两情缱绻、不忍离别的依依深情。上阕写送别的场景。“香尘已隔犹

回面”是说人已远行，彼此看不见踪影，却依然一再含情回顾。这默默无语的频频回

望中，蕴含着多少曲折不尽的深情啊。“居人”两句从送者和行者的角度分别写来，

两相对照，令人尤其难以忘怀。送行者的视线被树林所挡，以至于马儿也仰首长嘶；

出行者的船渐行渐远，终于随着江流的曲折而隐没不见。词人没有直接写人，而是通

过“马嘶”与“棹转”，来衬托人内心的情感，含蓄委婉而情真意长。下阕从送行者

的视线叙写离愁。离人已经消失在天边，“居人”登楼远眺，唯见落日的余晖照着粼

粼的江波，恰似离人心头无穷无尽的离愁，随之流向天边，不禁黯然伤神。“只送”

二字看似平淡却深婉曲折。结尾二句由“平波远”

化出，写别后的思量。抒情主人公的情

感和想象都被充分地释放出来，

他的思绪随着江上的平波而

去，绕遍天涯。由眼前的浩

渺平波，引出心头无穷无尽

的离愁，意境已经足够深远，

再加上“天涯地角”的强调，更显得

相思相望之情深厚浓郁，无所不在。

踏莎行
小径红稀 1 ，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 2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

人面。 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竞逐游丝转 3 。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

照深深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