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陽臺.秋遊百望山兼懷王瑞豐先生 

 

但事明 2014-11-10 於北京海澱 
 

 

 

 

 

 

 

 



兩位先生： 

 

       您們好！ 

 

       11 月份後，天氣不錯，雖說是秋

深，有些許寒意，但仍舊擋不住我攬山賞

秋的遊興。近期又爬了一次百望山，遊覽

瞭望鄉亭。望鄉亭翻新了，八根大柱子重

新刷了紅漆，上面的斗栱飛簷也翻新了。

新修後的望鄉亭更加光彩照人，熠熠生輝，

很是美觀，更加吸引遊人。興高之餘，睹

亭懷人，想到去年 6 月 26 日，百望山望鄉

亭聚會，盆景苑少長鹹集，高朋滿座，聊

作《高陽臺.秋遊百望山兼懷王瑞豐先生》

以茲懷念。 

 

祝兩位忘年之交生活愉快，事事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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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陽臺.秋遊百望山兼懷王瑞豐先生 

燕麓天高，輕雲送雁，西山疊嶂緋紅。 

金菊飄香，曉霜染了楓桐。 

秋風勁野松濤怒，彩葉飛，褪減蔥蘢。 

盡層巒、人影依依，閒步從容。 

 

登臨繾綣鄉亭處，撫朱欄玉檻，撩動情濃。 

短曲行吟，素箋詞蕩心胸。（1） 

高朋滿座蘭亭誼，敘離懷、醉樂持盅。（2） 

佇危岩、目送歸鴻，寄語長空。（3） 

 
本詞寫作背景： 

作者近期登百望山，見秋景宜人，秀色可餐；遊望鄉亭，睹亭而思忘年之交王瑞豐先生，有所感......。 

 

注解： 

百望山：作者以前所住的地方就在百望山后山腳下。百望山海拔 210米，是太行山餘脈進入京城的最後一道山梁。 

《長安夜話》有雲：“百望山南阻西湖，北通燕平。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峰，故曰‘百望’”。是太行山餘

脈延伸到華北平原的最東端的山峰，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稱。 

王瑞豐：美籍華人，祖籍臺灣，早年隨家人遷到日本，在日本長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來北京，在中國農業大學和中科 

               院遺傳研究所工作了十幾年，之後去了美國。百望山望鄉亭由王瑞豐、林珠江夫婦捐資修建。 

燕：yan，第一聲。古代指北京及河北北部部分地區，如：幽燕。 

麓：lu，第四聲,起伏、連綿不斷的山巒。 

西山：指位於北京市海澱區西北方向的百望山、香山、陽臺山、鳳凰嶺、鷲峰等。西山是這些山的統稱。其中

“西山晴雪”為燕京八景之一。 

繾綣：思緒飛揚的意思。 

短曲：指作者 2011年 5月 21日，爬百望山時寫的《短歌行.遊望鄉亭》。 

檻：jian，第四聲。指欄杆上的橫木，這裡指望鄉亭上的欄杆。 

蘭亭誼：東晉永和九年（西元 353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與孫綽、謝安、支遁等四十一人，集會於浙江會稽山陰的 

蘭亭，在水邊遊賞嬉戲。他們一起流觴飲酒，感興賦詩，暢敘幽情。這裡借用蘭亭典故以抒情懷。 

（1） ：2011 年 5 月 21 日，當時爬百望山，不經意間來到瞭望鄉亭，見到這個亭子造型古典，結構優美，很是喜歡。

之後看了亭名，曰：“望鄉亭”，望鄉，望鄉，這個亭子不正是為我這樣漂泊在京，漂泊在外，遠離故鄉的

遊子而建的麼？當時觸景生情，於是便揮筆寫下了《短歌行.遊望鄉亭》，載於博客，之後被遠在美國的王瑞

豐先生看到了，數度網路郵件交往，我們便成忘年之交了。 

（2） ：2013 年 6 月 26日，百望山望鄉亭建亭人，美籍華人王瑞豐夫婦來京，在百望山正門左側的盆景苑茶座廳中

和他在京的老朋友相聚。我也很榮幸地被邀請參加聚會。期間賓朋滿座，勝友如雲。我深深地被他們之間的

友誼感動著。在座的王瑞豐先生的朋友中，有耄耋之年的老朋友，他們之間有的保持了近 50年深厚友誼了。

起始大家一起喝茶、聊天、書法、剪紙等活動，到 10:30後，體力好的人一起爬百望山，來到望鄉亭，  拍

照留念。 



（3） ：意思是指我站在山巔絕頂之上，對著寥廓的天空、看著遠去的鴻雁，希望鴻雁帶去我對忘年之交王瑞豐先

生的美好祝福和思念。      

 

                                                                                                                                

荊楚閒人 2014-11-06日北京海澱 

 

百望山紅葉 



 

百望山紅葉 

 

燕麓天高，輕雲送雁，西山疊嶂緋紅。 



 

燕麓天高，輕雲送雁，西山疊嶂緋紅。 

 

望鄉亭 



 

作者和王瑞豐先生的老朋友在望鄉亭 

 

王瑞豐先生 



 

王瑞豐夫婦（右邊兩位） 

 

百望山盆景苑聚餐 ----高朋滿座蘭亭誼，敘離懷、醉樂持盅。 



 

一起去望鄉亭的路上 

 

附錄： 

短歌行.遊望鄉亭 

 

序：閒人於 2011年 5月 21 日登百望山，遊望鄉亭，面對秀色可餐美景，頓生思鄉之情， 

    有所感。 

 

花開於野，漫山彌香。 

鵲鳴于巢，澗林迴響。 

天澄雲淡，晴空畫廊。 

風物宜人，駐足遐想。 

信步山巔，層巒疊嶂。 

登高遠眺，鬱木蒼蒼。 

舉目故園，山水迷茫。 

京華遊子，心黯神傷。 

鄉亭癡望，魂歸武昌。 

氣暖天宏，江水浩蕩。 

嬉娃釣叟，輕舟踏浪。 



採蓮纖女，放歌荷塘。 

只爭朝夕，衣錦還鄉。 

時近端午，因景悲涼。 

注： 

百望山：作者所住的地方就在百望山后山腳下。百望山海拔 210米，是太行山餘脈進入京城的最後 

一道山梁。《長安夜話》有雲：“百望山南阻西湖，北通燕平。背而去者，百里猶見其峰， 

故曰‘百望’”。是太行山延伸到華北平原的最東端的山峰，有“太行前哨第一峰”的美稱。 

鄉亭：即百望山中的望鄉亭。 

武昌：這裡指湖北，作者的故鄉。 

氣暖天宏，江水浩蕩：意思是說故鄉此時天氣應該很熱了，長江此時正是汛期，江水應該漲起來了。 

嬉娃釣叟，輕舟踏浪：故鄉那些愛調皮玩耍的孩子和喜愛釣魚的老人，此時肯定在河中的小船上遊樂 

                    小舟蕩起了陣陣白浪。 

採蓮纖女，放歌荷塘：採蓮的體態纖細的女孩，此時肯定在荷塘歡快地唱著歌。 

高陽臺格律 

中仄平平，平平仄仄，中平中仄平平（韻）。 

中仄平平，中平中仄平平（韻）。 

中平中仄平平仄，仄中平、中仄平平（韻）。 

仄平平、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中仄，中仄平平（韻）。 

中仄平平，中平中仄平平（韻）。 

中平中仄平平仄，仄中平、中仄平平（韻）。 

仄平平、中仄平平，中仄平平（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