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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集·五言律诗（1） 
 

——《翰苑一室》（11） 
 

吴慧 
  

 
五言律诗  共 三十四首 
 

 
柳枝词  四首，效义山体，1943年春，与秋柳所咏为同一人 
 

 

紫陌春光早，红墙芳信迟。缠绵无限意，宛转不胜垂。曲且闻桃叶，词宁唱竹
枝？休嫌通体弱，此物本相思。 
 
腻雨空添耳，和风肯長荑？溪迴行掩映，桥迥望离迷。郢路征衫旧，章台舞袖
低。芳华向春好，所恐易沾泥。 
 
宿雾苔封径，微波月满汀。二分离汝黛，一寸为谁青？无力萦轻骑，有情依短
亭。長条好珍惜，归路抚伶俜。 
 
白门昔游客，重拟问卢家。不见黄金缕，知登油壁车。絮轻非恋蝶，条弱但藏
鸦。心断灵和殿，秋风独怨嗟。  
 

  

残  月  1943年秋 
 

残月冷自照，离人愁独看。空余半徐镜，终分掩齐纨。眉意他时改，吟怀此夜
寒。多情漫纡轸，圆缺本无端。 
 
 

流  萤 
 

烟花迷旧苑，风絮乱前汀。十月归何处？三生梦易醒。流辉曾妬月，陨彩忽随
星。好去临书幌，无为入画屏。 
 
 

碧  汉 
 

碧汉宁无路？红墙岂有涯？双星终缓渡，八月尚灵槎。湘水游全杳，洛波迹正
赊。人间怅离别，何似在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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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蝉 
 

何恨依秋木？长吟送夕阳。相应怜蜀帝，自是怨齐王。玉露冷欲咽，金絃危更
張。骚心不忍听，容易即迴肠。 
 
 

别  梦 1944年春 
 

去去随荘蝶，依依到谢家。可堪良夜月，仍照别时花。笑语含朱帕，欢情障碧
纱。何当果携手，锦瑟伴年华？ 
 
 

呈陈雅初先生  1944年春 
 

书篋飘零客，空怀思古情。百年心未死，千里耳先生。帐下盈桃李，车前录姓
名。苏门分一席，意态许纵横。 
 
乡国推君子，骚坛望老成。中年唯学佛，少日亦耽情。障浄禅心寂，功深诗思
清。愿随归隐去，烟水一帆轻。 
 
 

呈沈荣龄先生  1945年春 
 

东阳老名士，桐里一诗翁。珠玉投囊富，龙蛇走笔雄。衣传揚马后，学在杜韩
中。桃李栽千树，人言《易》正东。 
 
范祠絃诵地，杖履忆追陪。载酒玄亭去，横经绛帐来。尼山原善诱，子我岂長
材？孤负春风意，传薪愧此槐。 
 
师门三载隔，我抱几时摅？偶耳髙人躅，旋瞻处士庐。穷通行一致，理乱道无
殊。倘许玄言授，重停问字车。 
 
自与先生别，频年幽恨多。屡经贫病祟，竟着酒诗魔。岁月双蓬鬓，生涯一钓
蓑。長风仍有志，来日敢蹉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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