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出塞曲〉杜甫  

【旁白】  
唐玄宗即位以後，爲了滿足自己好大喜功的慾望，在邊地不斷發動戰爭。公元 
747 年（天寶六年）令董延光攻吐蕃；公元 749 年（天寶八年）又令哥舒翰領

兵 十萬再次攻打，兵士死亡過半，血流成河；兩地百姓深受其苦。這首詩就是
在這 樣的歷史背景下創作的。  

(唐兵著戎裝、手持戈矛)  

(第一幕)  

唐兵(1)：(跪別父母)「爹、娘，孩子要向您辭別，上戰場去了！」 
父：「兒啊，你一定千萬小心啊！」  
母：(哭)「我的孩子……，你一定要活著回來啊！爹、娘等你平安歸來……。」 
唐兵(1)：「爹、娘請不要擔心，男兒志在四方，孩兒此番前去，說不定能像漢

朝 的班超一樣，建功立業，馬上封侯。」  
(三人依依不捨，抱在一起，最後唐兵(1)離開，留下引領企盼的父母。  

【旁白】  
作者杜甫前四句以通俗而富哲理的歌謠體，講如何練兵用武，怎樣克敵制勝；

後 四句卻寫如何節制武功，盡量避免殺伐，點出「止戈爲武」的主旨。  

(旁白講的同時，學生 20 人分別扮演唐朝兵 10 人，吐蕃兵 10 人，先排出壯盛

軍 容，再繞圈，待旁白念完，再表演戰爭場面。)  

第二幕  
唐將(1)：「吐蕃兵，勸你速速歸降，否則別怪我手下不留

情！」 唐兵(9)(合)：「速速歸降！速速歸降！」  
吐蕃將(1)：「你主子李隆基窮兵黷武，重用奸臣李林甫、楊國忠，搞得天怒人

怨， 今天我要讓你知道我們吐蕃保家衛國的決心！」  
吐蕃兵(9)(合)：「保家衛國！保家衛國！」  
一番嘶殺，戰爭場面結束，唐與吐蕃死傷慘重。  

全班一起唱。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