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 薇

诗经·小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1]

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2]

靡室靡家，猃狁之故。 [3]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4]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5]

曰归曰归，岁亦忧止。 [6]

忧心烈烈，载饥载渴。 [7]

我戍未定，靡使归聘。 [8]

采薇采薇，薇亦刚止。 [9]

曰归曰归，岁亦阳止。 [10]

王事靡盬，不遑启处。 [11]

忧心孔疚，我行不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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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尔维何？维常之华。 [13]

彼路斯何？君子之车。 [14]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 [15]

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16]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 [17]

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18]

四牡翼翼，象弭鱼服。 [19]

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2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21]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22]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23]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说明】 选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汉书·匈奴传》载：

“（周）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

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岂不日戒？猃狁孔棘。”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

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

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

用至今。采薇：用诗的第一句作题目，即首句标其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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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薇：野豌豆苗，可食。作：生，指初生。止：语末助词。

[2] 曰：言、说。一说为语首助词，无实意。莫：通“暮”。本文

指年末。

[3] 靡室靡家：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靡：无。室：与“家”义

同。猃狁（xi伲n y俪n）：中国古代西北游牧部落名，春秋时代称戎、

狄，秦汉时代称匈奴，隋唐时代称突厥。

[4] 不遑：不暇。遑：闲暇。启居：跪，坐，指休息、休整。启：跪，

跪坐。居：安坐，安居。

[5] 柔：柔嫩。“柔”比“作”更进一步生长。

[6] 忧：愁。

[7] 烈烈：炽烈，形容忧心如焚。载饥载渴：则饥则渴，即又饥

又渴。

[8] 戍：防守。这里指防守的地点。定：止。聘：问。

[9] 刚：坚硬。

[10] 阳：十月为阳，今犹言“十月小阳春”。

[11] 靡盬（倮俪）：无止息。盬：止息，了结。启处：休整，休息。

[12] 孔：甚，很。疚：病，苦痛。我行不来：我回不了家。来：同

“敕”，回家、归来。

[13] 常：常棣（棠棣），即扶移，植物名。

[14] 路：假作“辂”，大车。斯何：犹言为何。君子：指将帅。

[15] 戎车：兵车。牡：雄马。业业：壮大貌。

[16] 定居：犹言安居。一月三捷指一月多次行军。捷：胜利，

谓接战、交战。一说捷，邪出，指改道行军。

[17] 骙（ku侏）骙：马强壮的意思。骙：雄壮，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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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依：依乘。小人：指士兵。腓（f佴i）：庇，掩护。

[19] 翼翼：安闲貌，谓马训练有素。象弭：以象牙装饰弓端的

弭。弭：弓的一种，其两端饰以骨角。鱼服：鱼皮制的箭袋。

[20] 日戒：日日警惕、戒备。孔棘：很紧急。棘：急。

[21] 昔：指出征时。依依：茂盛貌。一说依恋貌。

[22] 思：语末助词。霏霏：雪大貌。

[23] 迟迟：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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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车

诗经·小雅

我出我车，于彼牧矣。 [1]

自天子所，谓我来矣。 [2]

召彼仆夫，谓之载矣。 [3]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 [4]

我出我车，于彼郊矣。

设此旐矣，建彼旄矣。 [5]

彼 旐斯，胡不旆旆。 [6]

忧心悄悄，仆夫况瘁。 [7]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 [8]

出车彭彭，旗旐央央。 [9]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10]

赫赫南仲，猃狁于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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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我往矣，黍稷方华。 [12]

今我来思，雨雪载涂。 [13]

王事多难，不遑启居。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14]

喓喓草虫，趯趯阜螽。 [15]

未见君子，忧心忡忡。 [16]

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17]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18]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 [19]

仓庚喈喈，采蘩祁祁。 [20]

执讯获丑，薄言还归。 [21]

赫赫南仲，猃狁于夷。 [22]

【说明】选自《诗经·小雅·鹿鸣之什》。本诗描写出征猃狁，告

捷而还，歌唱大将南仲的战功。

【注释】

[1] 我出我车：句首的“我”，意为“哦”或“啊”。

[2] 天子：周王。所：周朝京畿。谓：使。

[3] 召彼仆夫：召集那些仆役（车夫）。

[4] 棘：军情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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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旐（zh伽o）：画着龟蛇的旗。旄：古代用牦牛尾装饰的旗子。

[6] （y俨）：画有鸟隼的旗。旆旆：下垂貌，古时旗末状如燕尾

的垂旒。一说迎风飞扬貌。

[7] 悄悄:伤心的样子。况瘁：忧苦、劳瘁。况：憔悴。

[8] 南仲：张仲，宣王时大臣，中兴名领。

[9] 彭彭：车马盛多的样子。旗：一本作“旂”，旗上绘有龙及

有铃者。央央：鲜明的样子。

[10] 朔：北面。

[11] 赫赫：盛。襄：除。

[12] 黍稷方华：指初夏季节。

[13] 涂：同“途”，即路。

[14] 简书：写在竹简上的文书。一说盟书。

[15] 喓喓:草虫鸣叫声。趯（t佻）趯：蹦跳的样子。阜螽（zh侪n倮）：
即蚱蜢。

[16] 忡忡：忧虑而不安。

[17] 降：安定下来。

[18] 薄：发语词。西戎：猃狁。

[19] 迟迟：缓慢。卉：百草的统称。萋萋：草木茂盛的样子。

[20] 仓庚：莺。喈（ji佶）喈：鸟鸣声众而和。蘩（f佗n）：白蒿。祁

祁：众多的样子。

[21] 执讯获丑：生者讯之，杀者馘之。获：馘也，不服者杀而

献其左耳曰馘。薄言：发语词。

[22] 夷：平定，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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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

诗经·小雅

六月栖栖，戎车既饬。 [1]

四牡骙骙，载是常服。 [2]

猃狁孔炽，我是用急。 [3]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4]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 [5]

维此六月，既成我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 [6]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7]

四牡修广，其大有颙。 [8]

薄伐猃狁，以奏肤公。 [9]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 [10]

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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猃狁匪茹，整居焦获。 [11]

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12]

织文鸟章，白旆央央。 [13]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14]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 [15]

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16]

薄伐猃狁，至于大原。 [17]

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18]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19]

来归自镐，我行永久。

饮御诸友，炰鳖脍鲤。 [20]

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21]

【说明】 选自《诗经·小雅》。此诗赞美周宣王大臣尹吉甫奉

命出征猃狁，师捷庆功。

【注释】

[1] 栖栖：忙碌紧急的样子。饬（ch佻）：整顿、治理。

[2] 牡：公马。古代一车四马为一乘，指有战车的军队。骙

（ku侏）骙:马强壮的样子。载：设置、树立。常服：军服。

[3] 孔：很。炽：势盛。是用：是以，因此。急：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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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匡：扶助。

[5] 比物：指力气均衡。四骊：四匹纯黑色的马。闲：训练。则：

法则。

[6] 于三十里：行军三十里。于：往。三十里：古代军行三十里

为一舍。

[7] 佐：辅助，帮助。

[8] 修：长。广：大。颙（y佼n倮）：大头大脑的样子。

[9] 薄：迫近。奏：为，建立。肤公：大功。

[10] 严：威严。翼：谨肃。共：通“恭”，严肃地对待。武之服：

征战之事。

[11] 匪茹：不自量力。匪：不。茹：度，估计。整居：整顿军事

并占领。焦获：焦和获均为周之地名。

[12] 镐：周代地名，在今宁夏灵武一带。此处不是周都镐

京。方:朔方，古时称北方为朔方。泾阳：周地名，在今甘肃省平凉

西部。

[13] 织文：旗帜上的图案花纹。织：通“帜”，旗帜。鸟章：绘有

鸟形图样的旗帜。白旆：旗端状如燕尾的白色飘带。央央：鲜明的

样子。

[14] 元戎：大型的战车。

[15] 戎车：战车。轾轩：车身前俯后仰。轾（zh佻）：车子前低后

高。轩：车子前高后低。

[16] 佶（j侏）：健壮的样子。闲：训练有素。

[17] 大原：古地名，今宁夏固原、甘肃平凉一带。据顾炎武

《日知录》：“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大

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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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亦以其地近边

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

[18] 邦：诸侯。宪：效法。《书·益稷》：“慎乃宪。”《左传·襄公

二十八年》：“此君之宪令。”《管子·立政》：“布宪于国。”《尔雅》：

“宪，法也。”此句意为能文能武的尹吉甫，成为诸侯的楷模。

[19] 燕喜：宴饮喜乐。祉：福。

[20] 御：进献。炰（p佗o）鳖：烹煮鳖肉。脍鲤：细切的鲤鱼肉。

[21] 侯：同“维”，语助词。张仲：周代名臣，尹吉甫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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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之 回

汉乐府·铙歌

上之回，所中益。

夏将至，行将北，以承甘泉宫。 [1]

寒暑德，游石关，望诸国。 [2]

月支臣，匈奴服。 [3]

令从百官疾驰驱，千秋万岁乐无极。

【说明】选自《宁夏古诗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 月

版。为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一。铙歌：鼓吹，是汉魏六朝开始盛

行的一种重要乐种。主要乐器由鼓与萧（排萧）、笳等组成。其中，

由建鼓与萧、笳在朝会宴享时演奏的称“鼓吹”或“黄门鼓吹”；由

提鼓与萧、笳在马上作为出行仪仗演奏的专称“骑吹”；由提鼓、

萧、笳加上铙在马上作为军乐演奏的称“铙歌”或“短萧铙歌”。上

之回：回中地在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境内），其中有宫也。《武帝

纪》曰：“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

关。”吴兢《乐府解题》曰：“汉武通回中道，后数出游幸焉。”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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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题》曰：“汉曲皆美当时之事。”《汉书》曰：“孝文十四年，匈奴

入朝那萧关，遂至彭阳。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注释】

[1] 甘泉宫：汉代宫殿名，在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的甘泉山

上，汉武帝常在此避暑。

[2] 石关：宫阙名，近甘泉宫。相如《上林赋》云“蹶石关，历封

峦”是也。

[3] 月支：月氏，古代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秦汉时游牧于今甘

肃敦煌、祁连间。臣：归属称臣的意思。匈奴：汉朝时称雄中原以

北的游牧民族。

13窑 窑



匈 奴 歌

汉乐府·杂歌谣辞

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1]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蓄不蕃息。 [2]

【说明】选自《全汉诗》卷 5“杂歌谣辞”。《十道志》载，焉支祁

连二山，皆美水草，匈奴失之，乃作此歌。

【注释】

[1] 焉支山：在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焉支山产燕支草，可作

胭脂粉，为妇女搽脸化妆之用。

[2] 祁连山：位于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六畜：牛、马、

羊、猪、狗、鸡的统称。此处泛指牲畜。蕃息：繁衍生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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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马长城窟行

汉乐府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1]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2]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3]

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 [4]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5]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6]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7]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8]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思。 [9]

【说明】选自《民国固原县志》卷 10“艺文志·韵语”。乐府：乐

府是汉代建立的管理音乐的一个宫廷官署，其任务是收集编纂

各地民间音乐作品，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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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时，设有采集各地歌谣和整理、

制订乐谱的机构，名叫“乐府”。后来，人们就把这一机构收集并

制谱的诗歌，称为乐府诗，或者简称乐府。也用以称魏晋到唐代

可以配乐的诗歌和后人效仿的乐府古题作品。此诗题一作《饮马

行》，在长城边的水坑中饮马。饮：使马喝水。一说长城窟为秦朝

将前人所筑长城连接起来以备胡人侵扰的城垣，其下有泉窟，可

以饮马。长城窟：长城边的泉眼。行：乐曲的意思，与歌同义。歌

与行虽名称不同，但并无严格的区别，后来有“歌行”一体。

【注释】

[1] 绵绵:延续不断的样子。双关语，以草的连绵不断喻思绪

的绵远悠长。

[2] 宿昔：昨夜。昔：“夕”。

[3] 觉：醒来。

[4] 异县：异地。展转：他乡做客的人行踪不定。一说自己心

思不定，常生思念。

[5] 媚：爱。言：问讯。

[6] 遗：赠送。双鲤鱼：指藏书信的函，将两块木板刻成鲤鱼

形，把书信夹在中间。一说把书信结成鲤鱼形。

[7] 烹：打开。尺素书：书简。素：生绢，古人在绢上写字。

[8] 长跪：古人席地而坐，两膝着地，臀部放在脚后跟上，跪

时将腰伸直，上身显得长些，所以叫长跪。

[9] 餐食：一作“餐饭”。相思：一作“相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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