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Ping
Text Box









這首詩的作者是趙嘏，字承佑，唐代山陽(今江蘇淮安縣)人。生卒年不詳。唐武宗會昌四年(844)進士，但仕途不順，到了宣宗大中年間還在擔任渭南縣尉的職務，他自己都覺得職位太低。不過名士大夫們對他的風評很好，他的詩瞻美，多興味，深受杜牧的推崇，因「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而被杜牧稱為「趙倚樓」著有《渭南集》，《全唐詩》錄詩兩卷。
李抱忱，1907年7月18日，出生於河北保定西關外的長老會福音園，雙親職責皆與教會活動相關。福音園的歌詠氛圍，啟蒙了李抱忱的音樂知覺，養成其貫通中西文化的學者質氣，且自7歲即開始在教會學琴。雖然自幼的成長環境西化甚深，但中國淵遠流長的文化傳統，也深植在他的心中。此外，中西音樂交流史上重要都會「北平」，也左右了他的音樂路。1972年，來臺長住並繼續推動合唱教育，擔任臺北愛樂合唱團指揮，並受聘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及臺北女師專音樂科教授。他除了努力不懈地推廣合唱，也留下許多作品，如歌曲《你儂我儂》、《聞笛》、《人生如蜜》等。在他辭世半年前，雖已感受到心臟病、糖尿病所帶來的困擾，且說話遲緩無力、面容枯瘦、走路氣喘，但卻依然馬不停蹄地撰稿、譜曲、指導合唱、擔任音樂評審，為理想和願望奮鬥，至生命之燭燃盡方止。1979年 4 月 8 日，因心臟病發逝世於臺北，與樂壇永別，享年72歲。

詩寫月夜聞笛的感受。斷續風送斷續聲，詩人弄不清誰在吹笛。只覺得笛音高亢，響遏行雲；笛音清越，有如冷月臨窗。他由樂音的悠揚想到古時桓伊的三弄玉笛：由笛音的韻味想到馬融的《長笛賦》。
「興來三弄」說的是東晉桓伊為王獻之吹笛，而東漢馬融則寫了名篇〈長笛賦〉。趙嘏用的就是這兩個典故，都和笛有關。
這些都有利於音樂形象的創造。不但顯出了吹笛者的神情，也表明聽笛者進入了音樂意境。這首詩就是通過描寫詩人聞笛時的種種感受來寫笛音的美，和那不曾露面的吹笛人。[來源：http://tenyensoft.com/scwk/ts/zgu_wd.htm]
[資料摘自網路藝苑部落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