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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小传

赵佶（1082—1135），北宋徽宗皇帝。在位时期

荒淫腐败，以至于奸臣当道，民不聊生。靖康二年

（1127）与儿子钦宗一起沦为亡国之君，死于五国城

（今黑龙江依兰）。他虽在政治上无能，但却多才多

艺。书法上首创“瘦金体”，山鸟画生动传神。其词

在被俘前多写宫廷游乐，精艳富丽；被俘后词风转为

哀婉凄切。

宴山亭

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①，轻叠数重，淡着燕脂匀注②。新样靓

妆③，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④女。易得凋零，更多少、

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者⑤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

远，万水千山，知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

时曾去。无据。和⑦梦也、新来不做。

注释

①冰绡（xi` o）：薄而透明的丝绸。②燕脂：即胭脂。匀注：

均匀涂抹。③靓（jìng）妆：粉黛妆饰。④蕊珠宫：道教传说中的仙

宫。⑤者：通“这”。⑥知：意为不知；古诗中多有这种用法，如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⑦和：连。



宋词三百首 学生版 

2

鉴赏

靖康二年（1127），宋徽宗赵佶与儿子钦宗一起为金人俘虏，押往

北方，途中赵佶看到杏花开放，触景伤情，写下了这首沉痛哀伤的词

作。全词通过描写杏花的凋零，巧妙地传达出了自己横遭摧残、孤苦无

告的人生感慨。

上片描写杏花。它的花瓣像是用薄而洁白的丝绢裁剪而成，重叠

起来，均匀地涂抹着淡淡的胭脂。“新样”三句又把杏花比喻为一位装

扮入时的绝色美人，她艳光四溢，香气撩人，就连天上蕊珠宫中的仙女

也自愧不如，充分表现了杏花盛开时的动人风姿。接下笔势急转，像杏

花这样美好的事物本身就容易凋零，更何况还要经受许多无情风雨的摧

残。可叹暮春时分，花落枝空，满院凄凉，怎不让人惆怅惋惜。“问”

字极好，表面写落花飘零，“我”见犹怜，暗里反衬出了自己沦落他

方，却无人顾惜的愁苦之情。

下片词人用层层推进的笔法抒发离恨。词人看到天空双燕飞过，

想让它们寄去自己对故国的无尽思念，可转念一想，燕儿又怎么会理解

自己的满腔愁苦之情呢！接着写自己在金人的押送下跋山涉水，向北而

行，与故国已是天遥地远，回望中原，再也看不到汴京故宫，这怎不让

人思念！思念难禁，却又不能回归中原，只好想象在梦中归来，然而梦

毕竟是虚幻无据的。最后就连这一点微薄的幻想都破灭了，近来连梦也

做不成了。真是千回百折，感伤沉痛之极。

此词上片写景时连用比喻，贴切自然，语言精丽；下片抒情时层

层推进，千回百转。词人精通绘画，他把绘画中的细笔勾勒与色彩表现

的方法融入词的创作中，描写杏花生动传神，如在目前，再加上血泪至

情，从而使这首词历来被推为绝唱。

作者小传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宋初

著名文学家，自编《小畜集》。他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秉性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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