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7（2018）年，正逢弘一大師出家一百週年，弘一大師
紀念學會舉辦「雲水戒香．百年清涼─弘一大師出家百年
紀念特展」暨系列演講。在理事長慧觀法師吩咐下，11月
9日與提琴名家王子承老師共同擔任第十五場次〈清涼！
清涼！無上究竟真常〉演講，本講次以音樂演講會形式進
行，由王子承老師以精湛琴藝演繹十首弘一大師詞曲創
作，會場以投影方式展示十首歌詞，並一一品讀。

音樂演講會後聽眾反應熱烈，不僅感動於悠悠琴音，也對歌詞反覆吟詠。今
將當日歌詞品讀內容稍做整理，惠請《慧炬雜誌》刊出以饗讀者。

一、清涼
詞：釋弘一　曲：俞紱堂

清涼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潔。今唱清涼歌，心地光明一笑呵。

清涼風，涼風解慍，暑氣已無蹤。今唱清涼歌，熱惱消除萬物和。

清涼水，清水一渠，滌蕩諸污穢。今唱清涼歌，身心無垢樂如何。

清涼，清涼，無上究竟真常。

1. 「天心」：此指「天空中央」。

2. 「殊」：異常的，特別的。此句意為：月到天心，特別光明皎潔。

3. 「慍」：原指怒氣，如孔子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歌詞中的

「慍」字，指的是暑氣燠熱所引發的內心煩躁，所以涼風可解慍。

4. 「和」：和諧。燠熱消除後，天地萬物和諧共處。

5. 「清水一渠滌蕩諸污穢」：渠，水道。滌蕩，有「搖動」與「洗除」二義，此指

洗除。此句意為：一道清水，清洗所有塵垢。

6. 「無上究竟真常」：無上，無有超過者。究竟，事理之至極。真常，與「真如」

同義，在佛教中指的是一切現象的本質，是真實常住地。

 林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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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夏丏尊與學生劉質平齊訪弘一大師。劉質平提到當時作歌者難得，
靡靡之音盛行，感嘆老師入山太早。大師因此表示將再作歌刊行，果然在1931年
9月，於浙江慈溪白湖金仙寺完成〈清凉歌〉五首。而後有感於歌詞略顯深奥，
便請芝峰法師代撰歌詞的白話註釋（即《清涼歌集達旨》），再將歌詞交给劉質平及其
學友作曲。歌集共五位作曲者，其中劉質平為和尚之弟子，學詠、希一、伯英，
為質平之弟子，紱棠為質平之再傳弟子。從倡議到創作完成這五首歌曲，共費時
七年，歌名清凉則由和尚所命。

「清涼」本是清爽、涼快之意，屬於生理的感受。然佛教經典傳譯到漢地
之後，多處經文中亦見「清涼」一詞，於此則有「斷除煩惱、安適寧靜的心境」
之意。由此，則使得「清涼」的義涵，從身體的覺受，昇華為一種精神層次。如
《華嚴經》云：「獲根本智，滅除眾苦；證無上法，究竟清涼。」弘一大師〈清
涼歌〉之所謂清涼，即為此義。

月清涼，殊勝明光映照；風清涼，一解燠熱煩躁；水清涼，塵垢皆悉清淨。
今唱清涼歌，心地明光綻笑，萬物和諧，無垢得常樂。

二、夢
詞：李叔同　曲：史蒂芬．C．福斯特

哀遊子煢煢其無依兮，在天之涯。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魂馳。

夢偃臥搖籃以啼哭兮，似嬰兒時。母食我乾酪與粉餌兮，父衣我以綵衣。

月落烏啼，夢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之恩其永垂。

哀遊子愴愴而自憐兮，弔形影悲。惟長夜漫漫而獨寐兮，時恍惚以魂馳。

夢揮淚出門辭父母兮，嘆生別離。父語我眠食宜珍重兮，母語我以早歸。

月落烏啼，夢影依稀，往事知不知？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親之恩其永垂。

1. 「煢煢」：孤獨無依的樣子。

2. 「漫漫」：無邊無際。

3. 「寐」：睡。

4. 「恍惚」、「魂馳」：神智不清、心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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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偃臥」：仰臥、平躺著。

6. 「乾酪」：牛、羊、馬類的乳漿。「粉餌」：米、麥製成的糕餅。皆為嬰兒食品。

7. 「綵衣」：彩色絲製的衣服。

8. 「月落烏啼」：引用唐．張繼〈楓橋夜泊〉「月落烏啼霜滿天」，描寫江南深夜景色。

9. 「汩」：水流迅速的樣子，這指時間（或生命）如流水一般逝去。

10. 「愴愴」：憂傷悲痛的樣子

11. 「弔形影悲」：語出李密〈陳情表〉：「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弔，是問之

意。全句意為：孤獨得只剩下形體和影子，互相存問，並為此感到悲哀。

〈夢〉作於大師任教於浙江第一師範學校，大約1913至1918年之間。歌詞抒
發一位遊子對父母恩情的緬懷與感念。大師在母親往生之後，一直保持著對先母
的懷念。初到日本時，心情還非常沉痛，與朋友通信時，都以「李哀」來署名，
表示對母親往生的哀傷。
歌詞第一、二段開頭的四句，抒寫遠方遊子踽踽獨行的形象，把孤獨寂寞的

感覺渲染開來。往後四句，是整首歌的主要內容，第一段寫嬰孩時期父母的悉心照
料，第二段則寫離家出門時，父母的反覆叮嚀。前者為聚，後者為散，但無論聚散，
父母對子女的愛始終如一。由此，便自然引出最後一句「汩半生哀樂之長逝兮，感
親之恩其永垂」，雖然時光歲月流逝，但是對父母恩情的感念，則無窮盡時。

有人說夢是對現實的補充，歌中看似將過去與父母同在的往日情懷視為夢
境，夢醒後悵然失落。然而，若如莊周夢蝶，而夢者為誰？是否我們仍在夢境之
中，是先父母早已醒來，在旁呵護等待呢？

三、送別
詞：李叔同　曲：約翰·P·奧德威

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濁酒盡餘歡，今宵別夢寒。

1. 「長亭」：古代在路旁設立路亭，作為送行停駐之用。在此也有「停留」之意。

2. 「芳草」：一般指的是綠草。漢．淮南小山〈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

生兮萋萋。」因此也作為懷人的典故。在此寄託對遊子的惜別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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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拂柳笛聲」：柳，音近留，中國古代即有折楊柳送別的風習。笛聲，一來音

色有蕭瑟之感，二來自古曲即有用以抒發離愁別恨之名曲〈折楊柳〉。「拂柳

笛聲」即此蘊含。

4. 「夕陽山外山」：寫景亦抒情。寫景，指夕陽漸漸落於群山之後。抒情，則寄

託對遠行遊客的依依不捨。

5. 「天涯地角」：形容彼此兩地遠隔，不能互相謀面。如宋．晏殊〈玉樓春．春

恨〉：「天涯地角有窮時，只有相思無盡處。」

6. 「零落」：原指花木凋謝飄落。借喻為親人朋友離散或逝世。

7. 「一瓢」：瓢，原指葫蘆剖半所製成的舀水、盛水容器。一瓢，即現在說的一

杯。《論語》說顏回「一簞食，一瓢飲」，《紅樓夢》亦有「弱水三千，只取一

瓢飲」之語。此歌另有版本做「一壺」，但大師弟子豐子愷親自手抄的《中文

名歌五十曲》，所載〈送別〉歌詞亦是「一瓢濁酒盡餘歡」，故以此為準。

〈送別〉的創作年月，有1914年與1915年之說，目前尚未有定論。這是一首
選曲填詞的作品，原曲〈夢見家和母親〉由美國通俗音樂作曲者約翰．奧德威所
作，後經由日本作詞者犬童信藏稍微修改後填詞為〈旅愁〉一曲，再經由弘一大
師之手，改填歌詞為〈送別〉。

雖然此曲輾轉經過幾度編修，但是大師精熟中國古典文學，特別填入近似古
典詩詞的新歌詞，蘊含了更為悠遠的情意。

〈送別〉渲染了親友分別時的氣氛，抒發深重的離愁，抓住人們共有的人生
體驗，具有強大的藝術魅力。出於對〈送別〉的喜愛，後人幾度為此曲添加新歌
詞，或者在流行歌曲中融合部分片段，可見此曲歷久而彌新。

由弘一大師弟子豐子愷抄錄歌詞的〈送別〉歌譜，刊載於1927年出版的《中文名歌五十曲》
與1958年出版的《李叔同歌曲集》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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