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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
永
〈
戚
氏
〉
詞
論
析

一
、
前
言

宋
代
詞
家
中
，
蘇
軾
與
柳
永
的
關
係
可

謂
複
雜
而
有
趣
，
從
蘇
軾
提
及
柳
詞
的
態
度

便
可
窺
知
一
二
：
「
近
卻
頗
作
小
詞
，
雖
無

柳
七
郎
風
味
，
亦
自
是
一
家
。
呵
呵
」

（
〈
與
鮮
于
子
駿
〉
）
（
註1

）
；
「
東
坡

在
玉
堂
，
有
幕
士
善
謳
，
因
問
：
『
我
詞
比

柳
詞
何
如
？
』
對
曰
：
『
柳
郎
中
詞
，
只
好

十
七
八
女
孩
兒
，
執
紅
牙
拍
板
，
唱
「
楊
柳

岸
曉
風
殘
月
」
。
學
士
詞
，
須
關
西
大
漢
，

執
鐵
板
，
唱
「
大
江
東
去
」
。
』
公
為
之
絕

倒
」
（
註2

）
。
有
井
水
飲
處
皆
能
歌
柳

詞
，
柳
永
詞
作
的
流
行
對
東
坡
來
說
是
不
得

不
承
認
的
事
實
，
雖
然
柳
永
與
東
坡
之
詞
各

有
特
色
，
但
從
上
述
「
自
是
一
家
」
與
「
我

詞
比
柳
詞
何
如
」
，
不
難
看
出
蘇
軾
有
幾
分

爭
雄
之
意
。
筆
者
前
已
撰
文
分
析
蘇
軾
步
履

柳
永
，
填
寫
柳
永
自
度
新
曲
之
〈
戚
氏
〉
，

本
文
便
回
頭
探
析
柳
永
所
作
之
〈
戚
氏
〉
，

看
看
同
題
共
作
下
，
柳
調
異
於
蘇
詞
的
況

味
。二

、
柳
永
之
〈
戚
氏
〉

晚
秋
天
。
一
霎
微
雨
灑
庭
軒
。
檻
菊
蕭

疏
，
井
梧
零
亂
惹
殘
煙
。
淒
然
。
望
江
關
。

飛
雲
黯
淡
夕
陽
間
。
當
時
宋
玉
悲
感
，
向
此

臨
水
與
登
山
。
遠
道
迢
遞
，
行
人
淒
楚
，
倦

聽
隴
水
潺
湲
。
正
蟬
吟
敗
葉
，
蛩
響
衰
草
，

相
應
喧
喧
。　

孤
館
度
日
如
年
。
風
露
漸

變
，
悄
悄
至
更
闌
。
長
天
淨
，
絳
河
清
淺
，

皓
月
嬋
娟
。
思
綿
綿
。
夜
永
對
景
，
那
堪
屈

指
，
暗
想
從
前
。
未
名
未
祿
，
綺
陌
紅
樓
，

往
往
經
歲
遷
延
。　

帝
里
風
光
好
，
當
年
少

日
，
暮
宴
朝
歡
。
況
有
狂
朋
怪
侶
，
遇
當

歌
、
對
酒
競
留
連
。
別
來
迅
景
如
梭
，
舊
遊

似
夢
，
煙
水
程
何
限
。
念
利
名
、
憔
悴
長
縈

絆
。
追
往
事
、
空
慘
愁
顏
。
漏
箭
移
、
稍
覺

輕
寒
。
聽
嗚
咽
、
畫
角
數
聲
殘
。
對
閒
窗

畔
，
停
燈
向
曉
，
抱
影
無
眠
。
（
註3

）

〈
戚
氏
〉
一
詞
始
見
柳
永
《
樂
章

集
》
。
分
三
段
，
共
計
二
百
十
二
字
。
前
段

九
平
韻
，
中
段
六
平
韻
，
後
段
六
平
韻
、
兩

叶
韻
（
註4

）
。
柳
永
嫻
熟
音
律
，
能
自
度

新
曲
，
與
同
時
代
詞
人
相
比
，
其
所
使
用
的

詞
牌
種
類
明
顯
較
為
繁
多
，
除
唐
五
代
以
來

的
舊
曲
外
，
還
有
個
人
獨
創
、
現
在
僅
存
、

無
他
人
之
作
傳
世
的
詞
牌
（
註5

）
，
鄒
祇

謨
《
遠
志
齋
詞
衷
》
就
曾
說
：
「
僻
調
之

多
，
以
柳
屯
田
為
最
。
」
（
註6

）
據
宇
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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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人
研
究
，
柳
永
詞
中
的
僻
調
共
計
五
十
九

調
七
十
三
首
，
而
〈
戚
氏
〉
亦
在
其
列
（
註

7

）
。
柳
永
自
創
〈
戚
氏
〉
，
其
調
名
或
如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
所
云
：
「
至
念
奴

嬌
偶
以
古
人
為
名
，
亦
猶
戚
氏
之
例
」
（
註

8

）
，
是
取
古
人
之
名
命
之
。
以
下
便
就
柳

永
〈
戚
氏
〉
一
詞
之
內
容
主
題
與
其
中
所
反

映
的
柳
永
性
格
、
際
遇
，
以
及
藝
術
技
巧
表

現
二
面
相
分
點
論
述
。

1

性
格
際
遇
之
展
演
：
羈
旅
窮
愁

杜
若
鴻
曾
統
計
分
析
柳
永
《
樂
章
集
》

二
百
十
三
首
詞
作
的
內
容
題
材
，
其
中
關
於

羈
旅
行
役
的
作
品
約
五
十
九
首
，
接
近
全
部

詞
作
的
四
分
之
一
（
註9

）
。
又
柳
永
僻
調

詞
中
占
最
大
宗
的
就
是
羈
旅
之
詞
（
註

0

）
，
而
屬
僻
調
詞
的
〈
戚
氏
〉
，
正
好
寫

的
就
是
柳
永
的
羈
旅
窮
愁
。

淒
清
的
晚
秋
，
灑
落
苦
澀
的
微
雨
，
梧

桐
、
寒
菊
凋
零
無
生
氣
，
再
如
何
搖
曳
招

惹
，
也
只
是
煙
籠
靄
密
不
再
的
殘
景
。
羈
旅

在
外
的
柳
永
，
遙
望
遠
方
，
心
中
的
慘
淡
正

如
掩
映
在
夕
陽
餘
暉
下
黯
然
失
色
的
雲
朵
。

濃
濃
秋
意
氛
圍
下
，
古
人
登
高
遠
眺
的
悲
秋

之
愁
，
一
點
一
點
在
離
人
柳
永
心
中
蕩
漾
開

來
，
果
真
是
獨
自
莫
憑
欄
啊
！
秋
景
引
發
秋

思
，
帶
來
秋
愁
，
眼
前
山
也
迢
迢
，
水
也
迢

迢
，
行
道
天
涯
淒
楚
無
人
知
，
唯
一
相
伴
的

潺
潺
流
水
，
如
今
都
聽
倦
了
。
敗
葉
、
衰
草

中
的
蟬
吟
蛩
響
，
此
起
彼
落
，
相
應
成
噪
，

喧
鬧
的
秋
聲
呈
現
出
柳
永
不
安
、
苦
悶
的
心

理
，
相
應
喧
喧
的
蟲
鳴
益
發
襯
托
柳
永
的
孤

獨
、
寂
寞
。

此
時
此
地
客
居
驛
館
的
柳
永
，
一
身
孤

寂
，
度
日
如
年
。
清
宵
難
眠
，
幽
人
獨
坐
，

對
著
曉
天
星
河
，
明
月
皎
潔
倩
影
婆
娑
，
往

事
不
堪
回
首
卻
不
斷
湧
上
心
頭
。
從
前
自
由

自
在
，
未
受
功
名
利
祿
羈
絆
，
經
年
累
月
的

在
歌
樓
妓
館
廝
混
流
連
，
暢
快
不
已
！
人
不

痴
狂
枉
少
年
。
少
年
耆
卿
生
當
真
宗
、
仁
宗

朝
，
居
處
於
太
平
盛
世
下
的
繁
華
都
會
汴

京
，
青
樓
酒
館
、
歌
臺
舞
榭
鱗
次
櫛
比
，
未

入
宦
海
的
少
年
兒
郎
，
挾
天
賦
雋
才
，
深
通

音
律
、
善
為
歌
詞
的
他
，
自
然
要
從
朝
至
暮

宴
飲
遊
樂
，
在
一
班
性
情
相
近
、
同
樣
狂
蕩

不
羈
的
朋
友
陪
伴
下
，
對
酒
當
歌
，
醉
享
太

平
，
不
知
今
夕
是
何
夕
。
往
事
只
能
回
味
，

愈
覺
昔
時
歡
樂
，
反
見
今
日
不
如
意
之
甚
。

對
柳
永
來
說
，
韶
光
如
梭
轉
眼
易
逝
，

尤
其
是
那
共
綠
蟻
紅
粉
的
年
少
浪
漫
歲
月
。

人
生
恍
若
一
場
夢
，
曾
經
滿
懷
高
志
欲
為
公

卿
，
以
為
自
己
「
定
然
魁
甲
登
高
第
」
，
沒

想
到
卻
是
一
連
串
的
失
意
與
不
幸
。
「
黃
金

榜
上
，
偶
失
龍
頭
望
」
，
科
舉
落
第
，
只
好

安
慰
自
己
這
個
「
才
子
詞
人
」
是
朝
廷
暫

「
遺
賢
」
的
「
白
衣
卿
相
」
，
藉
穿
梭
於
煙

花
巷
陌
、
尋
訪
意
中
人
，
歡
場
風
流
、
偎
紅

倚
翠
來
排
遣
鬱
悶
，
還
故
作
瀟
灑
地
唱
著

「
忍
把
浮
名
，
換
了
淺
斟
低
唱
」
。
然
而
一

曲
〈
鶴
沖
天
〉
不
僅
未
讓
柳
永
一
飛
沖
天
，

反
而
成
全
了
他
「
淺
斟
低
唱
」
之
語
，
「
奉

旨
填
詞
」
而
浮
名
難
得
。
即
使
後
來
終
於
進

士
及
第
，
卻
也
幾
經
蹉
跎
，
更
何
況
官
小
位

微
，
不
得
重
用
，
輾
轉
地
方
任
職
，
回
歸
中

央
之
願
總
是
難
成
。
煙
水
迷
茫
，
帝
都
難

望
，
一
程
又
一
程
行
過
無
盡
的
煙
村
水
驛
，

羈
旅
秋
思
，
無
限
淒
涼
。
追
索
名
利
只
得
憔

悴
損
；
昔
日
綺
陌
紅
樓
、
當
歌
對
酒
，
如
今

只
有
「
十
年
一
覺
揚
州
夢
，
贏
得
青
樓
薄
倖

名
」
之
感
。
漏
更
將
盡
，
夜
殘
天
欲
明
，
孤

孑
落
寞
、
形
影
相
吊
的
失
意
宦
遊
人
，
是
淒

苦
難
耐
、
一
夜
無
眠
的
柳
耆
卿
。

王
灼
《
碧
雞
漫
志
》
曾
引
前
輩
之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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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
〈
離
騷
〉
寂
寞
千
年
後
，
〈
戚
氏
〉

淒
涼
一
曲
終
」
（
註q

）
，
柳
永
的
縱
情
浪

漫
、
遊
冶
狂
蕩
；
柳
永
的
沉
淪
下
僚
、
落
拓

窮
愁
，
人
生
悲
喜
交
織
的
淒
涼
，
確
實
都
在

〈
戚
氏
〉
一
曲
展
演
。
柳
永
天
生
性
格
浪

漫
，
「
多
游
狹
邪
」
，
而
從
「
教
坊
樂
工
每

得
新
腔
，
必
求
永
為
詞
」
（
註w

）
、
「
耆

卿
失
意
無
俚
，
流
連
坊
曲
，
遂
盡
取
俚
俗
語

言
編
入
詞
中
，
以
便
伎
人
傳
習
，
一
時
動

聽
，
散
播
四
方
」
（
註e
）
的
記
錄
，
可
知

柳
永
與
歌
妓
關
係
密
切
，
其
創
作
常
與
歌
妓

樂
工
合
作
，
再
加
上
仕
途
不
得
志
，
以
及
伴

隨
而
來
的
經
濟
拮
据
，
凡
此
種
種
都
讓
人
不

禁
對
此
調
之
名
產
生
如
下
聯
想
：
戚
氏
或
似

念
奴
，
是
善
歌
的
坊
曲
名
伎
。
柳
永
或
有
意

藉
女
子
柔
媚
動
人
的
歌
聲
，
唱
出
一
己
之
落

寞
窮
愁
，
正
如
沈
際
飛
《
草
堂
詩
餘
正
集
》

所
言
：
「
未
名
未
祿
一
段
，
寫
我
輩
落
魄

時
，
悵
悵
靡
託
，
借
一
個
紅
粉
佳
人
作
知

己
，
將
白
日
消
磨
，
哭
不
得
，
笑
不
得
，
如

是
如
是
。
」
（
註r

）
歡
場
名
伶
是
同
為
天

涯
淪
落
人
的
紅
粉
知
己
，
塵
俗
相
伴
，
一
曲

訴
衷
情
，
慢
侮
「
綵
線
慵
拈
伴
伊
坐
」
的
仕

宦
，
何
曾
明
白
潦
倒
之
悲
。

2

藝
術
手
法
之
表
現
：
賦
體
鋪
陳

〈
戚
氏
〉
起
首
便
是
秋
景
之
描
畫
，
蕭

瑟
秋
景
惹
出
宦
遊
者
的
秋
思
，
登
高
臨
水
又

掀
起
羈
旅
之
愁
。
詞
中
的
悲
秋
意
識
很
容
易

讓
人
聯
想
起
宋
玉
〈
九
辯
〉
：
「
悲
哉
秋
之

為
氣
也
！
蕭
瑟
兮
草
木
搖
落
而
變
衰
，
憭
慄

兮
若
在
遠
行
，
登
山
臨
水
兮
送
將
歸
。
」

（
註t

）
而
果
然
柳
永
也
直
言
「
淒
然
。
望

江
關
。
飛
雲
黯
淡
夕
陽
間
。
當
時
宋
玉
悲

感
，
向
此
臨
水
與
登
山
」
，
懷
才
不
遇
的
宋

玉
仿
如
柳
永
的
異
代
知
音
，
在
其
或
行
色
匆

匆
、
或
黯
然
凝
佇
的
潦
倒
生
涯
裡
，
不
斷
挑

起
身
世
傷
感
，
以
宋
玉
之
悲
寫
己
之
悲
，
與

之
吟
詠
唱
和
。

柳
詞
提
及
宋
玉
處
不
少
，
如
：
「
見
說

蘭
臺
宋
玉
，
多
才
多
藝
善
詞
賦
。
試
與
問
，

朝
朝
暮
暮
，
行
雲
何
處
去
？
」
（
〈
擊
梧

桐
〉
）
；
「
憶
情
牽
，
粉
墻
曾
恁
，
窺
宋
三

年
」
（
〈
玉
蝴
蝶
．
其
四
〉
）
；
「
景
蕭

索
，
危
樓
獨
立
面
晴
空
。
動
悲
秋
情
緒
，
當

時
宋
玉
應
同
」
（
〈
雪
梅
香
〉
）
；
「
望
處

雨
收
雲
斷
，
憑
闌
悄
悄
，
目
送
秋
光
。
晚
景

蕭
疏
，
堪
動
宋
玉
悲
涼
」
（
〈
玉
蝴
蝶
．
其

一
〉
）
；
「
殘
蟬
噪
晚
，
甚
聒
得
、
人
心
欲

碎
。
更
休
道
，
宋
玉
多
悲
。
石
人
、
也
須
下

淚
」
（
〈
爪
茉
莉
．
秋
夜
〉
）
，
柳
永
無
疑

是
深
受
宋
玉
影
響
，
有
意
蹈
襲
再
現
〈
九

辯
〉
世
界
（
註y

）
。

同
為
封
建
時
代
的
失
意
貧
士
，
同
為
文

學
史
上
的
專
業
作
家
，
同
樣
深
受
通
俗
文
藝

薰
陶
和
濡
染
，
同
是
風
流
倜
儻
的
浪
漫
主
義

詩
人
，
柳
永
的
精
神
氣
質
與
文
采
風
流
和
宋

玉
高
度
契
合
，
尤
其
柳
永
羈
旅
所
經
之
地
，

多
在
楚
國
故
地
，
楚
天
、
楚
江
、
楚
宮
、
楚

客…
…

，
為
其
感
受
楚
賦
大
家
宋
玉
的
流
風

餘
韻
提
供
重
要
契
機
（
註u

）
。
受
宋
玉
影

響
甚
深
的
柳
永
，
除
於
詞
作
中
展
露
悲
秋
意

識
外
，
更
將
賦
體
的
鋪
敘
手
法
運
用
於
詞

作
。

柳
永
是
詞
史
上
第
一
個
大
量
創
作
慢
詞

長
調
者
。
既
是
長
調
，
篇
幅
自
然
加
長
，
唐

五
代
兩
宋
的
詞
調
，
在
〈
鶯
啼
序
〉
（
二
四

○

字
）
和
〈
勝
州
令
〉
（
二
一
五
字
）
未
出

之
前
，
就
數
〈
戚
氏
〉
最
長
（
註i

）
。
二

百
十
二
字
的
長
調
宏
篇
，
文
字
的
鋪
敘
、
結

構
的
安
排
更
顯
重
要
。
柳
永
詞
中
的
宋
玉
風

流
不
只
是
悲
秋
傷
懷
的
精
神
，
更
有
「
鋪
采

摛
文
，
體
物
寫
志
」
與
「
直
書
其
事
，
寓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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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物
」
的
賦
體
風
味
與
表
現
方
式
。

以
〈
戚
氏
〉
為
例
，
此
詞
分
三
疊
：
首

敘
悲
秋
情
緒
，
次
敘
永
夜
幽
思
，
末
勘
破
名

利
關
頭
更
透
（
註o

）
，
文
意
上
可
說
層
層

遞
進
，
清
楚
承
接
，
直
書
羈
旅
窮
愁
之
感
。

而
柳
永
所
寫
的
「
晚
秋
」
、
「
微
雨
」
、

「
檻
菊
」
、
「
井
梧
」
、
「
殘
煙
」
、
「
江

關
」
、
「
飛
雲
」
、
「
夕
陽
」
、
「
宋

玉
」
、
「
行
人
」
、
「
蟬
」
、
「
蛩
」
、

「
敗
葉
」
、
「
衰
草
」
、
「
孤
館
」
、
「
風

露
」
、
「
絳
河
」
、
「
皓
月
」
、
「
紅

樓
」
、
「
帝
里
」
、
「
煙
水
」
、
「
畫
角

聲
」
、
「
燈
」
、
「
曉
」
等
詞
，
時
間
、
空

間
、
人
文
、
實
物
、
動
物
、
植
物
、
天
體
、

氣
象
等
各
類
詞
語
連
綴
組
合
，
鋪
敘
營
造
出

秋
思
下
的
羈
旅
行
役
之
愁
，
一
個
又
一
個
詞

彙
的
選
擇
運
用
，
正
是
鋪
彩
摛
文
，
藉
此
形

成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羈
旅
意
象
，
達
到
體
物
寫

志
訴
衷
腸
的
目
的
。

至
於
篇
章
鋪
陳
方
面
，
採
取
時
間
、
空

間
序
列
各
自
交
叉
又
互
相
組
合
的
方
式
進

行
，
將
人
、
事
、
時
、
地
、
景
、
情
雜
揉
鋪

敘
於
詞
中
（
註p

）
。
就
時
間
脈
絡
來
說
，

一
日
的
時
序
是
從
黃
昏
寫
到
深
夜
，
再
寫
到

翌
日
破
曉
；
人
生
今
昔
時
序
，
是
從
今
日
回

到
往
昔
，
再
從
往
昔
拉
回
今
日
。
就
空
間
脈

絡
來
說
，
大
場
景
是
由
戶
外
的
臨
水
登
山
寫

到
戶
內
的
停
燈
抱
影
；
第
一
層
次
的
大
場
景

下
還
有
小
場
景
，
小
場
景
又
可
再
分
近
景
、

遠
景
；
實
際
的
地
物
空
間
則
是
從
孤
館
到
帝

里
再
回
到
孤
館
。
就
主
體
的
事
件
與
情
感
脈

絡
來
說
，
從
羈
旅
客
居
到
紅
樓
對
酒
再
到
抱

影
無
眠
；
情
感
是
從
哀
轉
到
樂
，
由
樂
再
轉

回
哀
；
就
虛
實
手
法
來
說
，
是
由
現
實
轉
入

回
憶
，
再
由
回
憶
轉
到
現
實
。
而
上
述
這
些

脈
絡
各
自
運
行
又
互
相
串
接
：
「
今
日
↓
現

實
↓
孤
館
↓
羈
旅
客
居
↓
愁
苦
」
，
「
昔
日

↓
回
憶
↓
帝
里
↓
紅
樓
對
酒
↓
歡
樂
」
，

「
今
日
↓
現
實
↓
孤
館
↓
抱
影
無
眠
↓
愁

苦
」
，
形
構
且
強
化
了
今
昔
虛
實
的
恍
惚

感
，
讓
人
情
緒
澎
湃
起
伏
，
不
知
該
作
何
思

何
想
。對

於
〈
戚
氏
〉
的
鋪
陳
延
展
與
謀
篇
構

局
，
蔡
嵩
雲
《
柯
亭
詞
論
》
曾
有
以
下
評

論
：
戚
氏
為
屯
田
創
調
，
晚
秋
天
一
首
，
寫

客
館
秋
懷
，
本
無
甚
出
奇
，
然
用
筆
極
有
層

次
。
初
學
慢
詞
，
細
玩
此
章
，
可
悟
謀
篇
布

局
之
法
。
第
一
遍
，
就
庭
軒
所
見
，
寫
到
征

夫
前
路
。
第
二
遍
，
就
流
連
夜
景
，
寫
到
追

懷
昔
遊
。
第
三
遍
，
接
寫
昔
遊
經
歷
，
仍
落

到
天
涯
孤
客
，
竟
夜
無
眠
情
況
，
章
法
一
絲

不
亂
。
惟
第
二
遍
自
「
夜
永
對
景
」
至
「
往

往
經
歲
遷
延
」
，
第
三
遍
自
「
別
來
迅
景
如

梭
」
至
「
追
往
事
空
慘
愁
顏
」
，
均
是
數
句

一
氣
貫
注
。
屯
田
詞
，
最
長
於
行
氣
，
此
等

處
甚
難
學
。
後
人
遇
此
等
處
，
多
用
死
句
填

實
，
縱
令
琢
句
工
穩
，
其
如
懨
懨
無
生
氣

何
。
（
註a

）

蔡
氏
所
言
的
用
筆
有
層
次
與
數
句
一
氣
貫

注
，
指
的
就
是
柳
永
以
時
間
今
昔
與
人
生
的

哀
樂
虛
實
交
織
，
相
互
錯
雜
，
如
此
一
來
，

往
昔
所
樂
者
今
日
已
逝
，
只
能
懷
想
不
可
再

得
，
故
樂
者
愈
樂
；
今
日
所
哀
者
正
當
濃

烈
，
揮
之
不
去
飽
嚐
其
苦
，
故
哀
者
愈
哀
，

人
生
、
時
間
、
際
遇
與
情
感
於
一
首
詞
中
交

錯
同
感
，
虛
虛
實
實
，
詞
情
因
而
靈
活
湧

動
，
而
非
死
句
懨
懨
無
生
氣
。

後
人
論
柳
詞
稱
其
「
形
容
曲
盡
，
尤
工

羈
旅
行
役
」
（
宋‧

陳
振
孫
《
直
齋
書
錄
解

題
》
卷
二
十
一
）
、
「
鋪
敘
委
婉
，
言
近
意

遠
」
（
清‧

周
濟
《
介
存
齋
論
詞
雜

著
》
）
、
「
鋪
敘
展
衍
，
備
足
無
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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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張
宗
橚
《
詞
林
記
事
》
卷
四
引
李
端

叔
語
）
、
「
善
於
敘
事
，
有
過
前
人
」

（
清‧

劉
熙
載
《
藝
概
》
卷
四
）
、
「
雅
詞

用
六
朝
文
賦
作
法
，
層
層
鋪
敘
，
情
景
兼

容
」
（
龍
沐
勛
《
唐
宋
名
家
詞
選
》
引
近
人

夏
敬
觀
《
手
評
樂
章
集
》
）
，
所
言
特
色
實

與
賦
體
手
法
接
近
（
註s

）
，
從
〈
戚
氏
〉

一
詞
可
得
印
證
。

三
、
結
語

柳
永
放
縱
有
才
，
亦
思
報
國
，
然
而
一

路
行
來
宦
海
之
途
始
終
失
意
，
滿
腹
牢
騷
只

能
寄
於
詞
中
由
歌
妓
傳
唱
。
通
曉
音
律
的
柳

永
，
自
度
新
曲
〈
戚
氏
〉
，
詞
作
內
容
仍
舊

高
歌
個
人
的
羈
旅
情
思
，
與
其
慣
長
書
寫
的

主
題
相
互
一
致
，
再
度
向
世
人
展
現
其
窮
愁

困
頓
之
際
遇
和
縱
情
浪
漫
之
性
格
。
至
於
藝

術
技
巧
方
面
，
長
調
慢
詞
常
常
透
過
鋪
陳
手

法
的
運
用
開
展
詞
作
，
柳
永
繼
承
宋
玉
悲
秋

意
識
與
賦
體
鋪
敘
技
巧
，
透
過
一
個
又
一
個

秋
思
意
象
詞
語
的
堆
疊
，
營
造
出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羈
旅
意
象
，
達
到
體
物
寫
志
訴
衷
腸
的

目
的
。
同
時
以
時
間
、
空
間
序
列
各
自
交
叉

又
互
相
組
合
的
方
式
進
行
鋪
敘
，
將
人
、

事
、
時
、
地
、
景
、
情
雜
揉
詞
中
。
柳
永

〈
戚
氏
〉
一
詞
善
用
賦
體
鋪
陳
的
寫
作
技

法
，
可
謂
「
以
賦
為
詞
」
的
具
體
表
現
。�

�

（
作
者
現
任
教
於
斗
六
高
中
）

◎

附
註

1

曾
棗
庄
、
舒
大
剛
主
編
：
《
三
蘇
全
書
》

（
北
京
：
語
文
出
版
社
，
二○

○

一

年
）
，
第
十
二
冊
蘇
軾
文
集
卷
五
十
四
，

頁
五○

一
。

2

宋‧

俞
文
豹
撰
，
張
宗
祥
輯
錄
：
《
吹
劍

續
錄
》
。
收
入
楊
家
駱
主
編
：
《
宋
人
劄

記
八
種
》
（
臺
北
：
世
界
書
局
，
一
九
六

三
年
四
月
初
版
）
，
頁
三
八
。

3
據
唐
圭
璋
編
：
《
全
宋
詞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六
五
年
六
月
第
一
版
）
，

第
一
冊
，
頁
三
五
。

4

清‧

陳
廷
敬
、
王
奕
清
等
編
：
《
康
熙
詞

譜
》
（
長
沙
：
岳
麓
書
社
，
二○

○
○

年

十
月
第
一
版
）
下
冊
，
頁
一
一
八
七
。

5

日‧

宇
野
直
人
：
《
柳
永
論
稿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第
一
版
）
，
頁
一
五
九
。

6

唐
圭
璋
編
：
《
詞
話
叢
編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第
一

版
）
，
第
一
冊
，
頁
六
四
五
。

7

同
註5

，
頁
一
六○

～
一
六
一
。

8

清‧

永
瑢
等
編
撰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
（
上
海
：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三
三

年
）
，
頁
四
四
六
四
。

9

參
見
杜
若
鴻
：
《
柳
永
及
其
詞
之
論
衡
》

（
杭
州
：
浙
江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四

年
十
二
月
第
一
版
）
，
第
二
章
「
《
樂
章

集
》
思
想
題
材
之
全
面
探
討
」
，
頁
十

八
～
三
七
。

0

據
宇
野
直
人
統
計
，
柳
永
以
羈
旅
為
主
題

的
僻
調
詞
有
二
十
五
首
，
占
僻
調
詞
的 

34.2
%

。
參
見
同
註5

，
頁
一
六
一
。

q

宋‧

王
灼
：
《
碧
雞
漫
志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一
年
第
一
版
，
《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
據
知
不
足
齋
叢
書
本
影

印
）
，
卷
二
，
頁
一
一
。

w

宋‧

葉
夢
得
：
《
避
暑
錄
話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年
新
一
版
，
《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
據
津
逮
祕
書
本
影
印
）
，

卷
下
，
頁
四
九
。

e

清‧

宋
翔
鳳
：
《
樂
府
餘
論
》
，
收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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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叢
書
集
成
續
編
》
（
上
海
：
上
海
書

店
，
一
九
九
四
年
）
，
第
一
六○

冊
，
頁

一
七
一
～
一
七
二
。

r

轉
引
自
賴
橋
本
：
《
柳
永
詞
校
注
》
（
臺

北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
一
九
九
五
年
四
月

初
版
）
，
頁
三
二
八
。

t

宋‧

洪
興
祖
：
《
楚
辭
補
注
》
（
臺
北
：

大
安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六
月
一

版
）
，
頁
二
八
二
。

y

同
註5

，
頁
七○

～
七
三
。

u

參
見
曹
大
興
：
《
柳
永
和
他
的
詞
》
（
廣

州
：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年
六

月
第
一
版
）
，
頁
一
四
二
～
一
四
四
。

i

同
註u

，
頁
二
五
五
。

o

賴
橋
本
：
《
柳
永
詞
校
注
》
，
頁
三
二

八
。

p

交
叉
鋪
敘
之
說
可
參
考
曹
大
興
：
《
柳
永

和
他
的
詞
》
，
頁
一
一
五
～
一
一
六
。

a

唐
圭
璋
編
：
《
詞
話
叢
編
》
，
第
五
冊
，

頁
四
九
一
六
。

s

同
註5

，
頁
七
三
～
七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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