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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稿 

館藏郭棻《學源堂詩集》板本述略  

流通組  謝鶯興 

一、郭棻生平概述 

郭棻 1，字芝仙，號快菴，又號快圃，直隸清苑人。清順治二年 (1645)

舉孝廉，順治九年 (1652)成進士。選庶吉士 2，歷任內翰林國史院檢討 3、右

春坊右贊善兼內祕書院檢討 4，曾出參山西臬幕 5，又入為大理寺寺正，翰

林院侍讀，尋掌詹事府事 6，晉內閣學士兼禮部侍郎 7。 

順治十三年 (1656)正月，奉敕參預編纂《孝經衍義》，為編纂官。8康熙

十一年 (1672)閏七月，以翰林院編修任河南鄉試正考官。 9康熙二十一年

                                                 
1 郭棻事蹟，參清潘應賓<快圃郭公傳>(收在清王企埥，《四家詩鈔》，頁 610，《四

庫全書存目叢書》本，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縮印，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年 6 月初版)及《大清一統志》卷十二葉 2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

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1986年。 
2 《世祖章皇帝實錄．卷六十六．順治九年七月》載：「癸巳，選授進士」，郭棻與

「白乃貞」等人為「清書庶吉士」(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

料庫)。清談遷《北游錄．紀聞下．散館》頁 372 載：「甲午(順治十一年，1654)

七月望，壬辰庶吉士散館。」「習滿書漢書三十二人」中，郭棻與「仁和錢開宗」

等二十二人「俱上卷」，「時內院擬定，久之始得除授」。《清代史料筆記叢刊》本，

北京．中華書局，1997年 12 月湖北第 3刷。 
3 見《世祖章皇帝實錄．卷八十六．順治十一年九月至十月．九月》條，載郭棻與

丁思孔等人為內翰林國史院檢討。中研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4 見《世祖章皇帝實錄．卷一百一．順治十三年五月至閏五月．五月》條，中研院

「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5 按《世祖章皇帝實錄．卷一百一．順治十三年五月至閏五月．閏五月》條載：「郭

棻、李昌垣，學習已久，全不通曉，曠業宜懲，著降三級、調外用。仍於補官之

日，罰俸一年。」中研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6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四年三月至四月．三月》條，載郭

棻由翰林院侍講學士陞為詹事府詹事。中研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

料庫。 
7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六．康熙二十五年閏四月至六月．六月》條，

載郭棻由詹事府詹事陞為內閣學士兼禮部侍郎。中研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

實錄」資料庫。 
8 見《世祖章皇帝實錄．卷九十七．順治十三年正月》條，載是書以馮銓為總裁官，

郭棻與馮溥等人為編纂官。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9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三十九．康熙十一年五月至八月．閏七月》條，中研院

「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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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2)，與巡撫格爾古德同修《畿輔通志》，數閱月成書。 10康熙二十二年

(1683)二月，以侍講奉敕與內閣侍讀學士阿哈達等人纂修《平定三逆方略》

11。康熙二十三年 (1684)三月，以侍讀充日講起居注官 12。康熙二十四年 (1685)

三月，以翰林院侍講學士陞詹事府詹事 13，同年九月，以詹事府詹事充武

會試副考官 14。康熙二十五年 (1686)三月，以詹事府詹事兼《大清一統志》

纂修官 15，康熙二十六年 (1687)二月，因大學士勒德洪糾劾去職。 16 

《新校本清史稿．藝文四》載郭棻撰《學源堂文集》十八卷 17，《四庫

全書總目》將是書歸入「存目」，收錄亦為「《學源堂文集》十八卷」 18，

                                                 
10 見《畿輔通志．凡例》葉 1(《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

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1986年)。《四庫全書總目．畿輔通志》條云：「康熙十

一年(1672)大學士衛周祚奏，令天下郡縣分輯志書。詔允其請。於是直隸巡撫于

成龍、格爾古德等始創為之，屬翰林侍棻董其事」(見葉 51~52，《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地理類一》，卷六十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

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1986年)。 
11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七．康熙二十二年正月至二月．二月》條，中央研

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12 見《詞林典故》卷七葉 30「題名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

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1986年。 
13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康熙二十四年三月至四月．三月》條，中央

研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14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二．康熙二十四年九月至十月．九月》條，中

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15 見《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第二集》卷四葉 4「康熙二十五年六月十二日．諭大

學士勒德洪明珠吳正治宋德宜學士禪布必漢噶恩泰吳興祖徐廷璽韓菼郭棻」條，

云：「各省輿圖載入《一統志》事殊重要，或一省有大圖而無小圖，或一省有里

數程途而無疆界，或一省有疆界而無黑數程途，各省皆不一例，何也？可詢之曾

為總督巡撫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

院藏本縮印，1986年。又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五．康熙二十五年三

月至四月．三月》條，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料庫．明清實錄」資料庫。 
16 見《聖祖仁皇帝實錄．卷一百二十九．康熙二十六年正月至三月．二月》條，中

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漢籍電子全文資料庫」。按，康熙六十年王企埥<(學

源堂詩鈔)序>云：「余以乙丑(康熙二十四年，1685)成進士，時則學士快圃郭公，

僉憲潔菴趙公，皆同鄉先達之英也。⋯⋯越三年，學士罷官歸里，余每至保陽，

輒酌酒論文，留連旬日，依依不忍別。又三年，學士病且死，余愴然悲之。」郭

棻以康熙二十六年(1687)二月被劾去職，「越三年，學士罷官歸里」，當指此事，「又

三年，學士病且死」，則郭棻歿於康熙二十九年(1690)。 
17 見頁 4379，卷一四八「集部．別集類」，上海．中華書局，1997 年 3月。 
18 見葉 5，「集部．別集類存目九」，卷一八二，《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台北．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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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館藏線裝書僅有《學源堂詩集》十卷，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錄

《學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 19及《四家詩鈔．學源堂詩鈔》六卷，

引起筆者的注意，進而比對其內容，茲將所見敘述於下： 

二、板本內容與異同 

(一)《學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一冊，清郭棻撰，《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本，據北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縮印，台南莊嚴文化事業

公司，1997 年 6 月初版，082.1/6008-03 v.221 

附：清康熙三十年 (1691)于成龍<郭宮詹快圃文集敘>、清康熙三十年

(1691)邵嗣堯<學源堂集敘>、<學源堂文集卷之一目錄>、<學源堂

文集卷之二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三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

四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五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六目錄>、

<學源堂文集卷之七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八目錄>、<學源堂文

集卷之九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

一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二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三目

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四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五目錄>、

<學源堂文集卷之十六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七目錄>、<學源

堂文集卷之十八目錄>、<學源堂文集卷之十九目錄>、清康熙三十

年 (1691)于成龍<郭宮詹快圃詩集敘>(殘葉 )、<學源堂詩集目錄>、

<學源堂文集十八卷提要>。 

藏印：無。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因係縮印本，無法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學源堂文集」

(或「學源堂詩集」)，魚尾下題「卷之○」(「詩集」有各詩體名

稱)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學源堂文集卷之○」(或「學源堂詩集卷之○」)，

次行題「清苑郭棻快圃著」，「詩集」之卷五末葉題「學源堂詩集

卷之」。 

扉葉依次題「學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清郭棻撰」、「北

                                                                                                                         
灣商務印書館據台北故宮博物院藏本縮印，1986年。 

19 清邵嗣堯<學源堂集敘>(葉 1)云：「所著文十九卷詩十卷，曰《學源堂集》。」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文稿 

 67

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附《四庫全書總目．學源堂文集十八

卷》提要」。 

按：1.「文集」第二卷第八十四葉、第三卷第五十葉之末墨筆題「順治

九年 (1652)壬辰進士」。 

2.清康熙三十年 (1691)于成龍<郭宮詹快圃詩集敘>缺第一葉及第

二葉之前半葉。「詩集」第四卷缺第一葉、第二葉及七十一葉。 

3.<目錄>卷一收賦 4 首，卷二收五言古 20 首(內文實有 18 首)，卷

三收七言古 24 首(內文實 23 首)，卷四收五言律 470 首(內文實

463 首)，卷五收七言律 392 首(內文實 385 首)，卷六收七言律

395 首(內文實 371 首)，卷七收五言排律 4 首，卷八收七言排律

7 首，卷九收五言絕句 10 首，卷十收七言絕句 190 首(內文實有

180 首，加上<百鵑聲>100 首共有 280 首)。 

4.是書扉葉題「北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僅有三篇署「康熙三

十年 (1691)」序，未見牌記可資佐證，細審書中「玄」字缺末筆，

但「曆」、「弘」字未避諱。其《詩集》十卷之板式行款，與館

藏扉葉題「溺學軒藏板」《學源堂詩集》十卷，完全相同，單就

「北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與「溺學軒藏板」二書皆有缺葉

比對與判斷，二書應是同一書板，只是各有缺葉，導致未能完

全確定其刊刻時間，綜合觀之，應是「康熙間溺學軒刊本」，或

是康熙三十年郭棻子刊刻，請于成龍與邵嗣堯各撰序言，後書

板流落溺學軒，故加上「溺學軒藏板」等字。 

(二)《學源堂詩集》十卷四冊，清郭棻撰，清康熙間溺學軒刊本，D02.6/0744 

附：<學源堂詩集目錄> 

藏印：「風尌亭藏書記」長型硃印。 

板式：單魚尾，四邊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字；小字雙行，行二十

字。板框 18.8×14.2 公分。板心上方題「學源堂詩集」，魚尾下題

「卷之○」、詩體名稱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學源堂詩集卷之○」，次行題「清苑郭棻快圃

著」，卷五末葉題「學源堂詩集卷之」。 

扉葉右題「郭快圃先生著」，左題「溺學軒藏板」，中間書名

大字題「學源堂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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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第四卷第四十九葉為後人抄補，第十卷無<百鵑聲
有引
>一百首。 

2.<目錄>卷一收賦 4 首，卷二收五言古 20 首(內文實有 18 首)，卷

三收七言古 24 首(內文實 23 首)，卷四收五言律 470 首(內文實

463 首)，卷五收七言律 392 首(內文實 385 首)，卷六收七言律

395 首(內文實 371 首)，卷七收五言排律 4 首，卷八收七言排律

7 首，卷九收五言絕句 10 首，卷十收七言絕句 190 首(內文實有

180 首，加上<百鵑聲>100 首共有 280 首)。 

3.是書舊錄「康熙間溺學軒刊本」，書中「玄」字缺末筆，但「曆」、

「弘」字未避諱，扉葉題「溺學軒藏板」，未見其牌記或序跋提

供佐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收《學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

十卷，標明「北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收清康熙三十年 (1691)

于成龍殘<序>，觀其板式行款完全相同，故依舊錄。 

由於「溺學軒藏板」之卷四有後人抄補，而「北京圖書館藏本」之卷

四則有缺葉，比較二者篇目，其差異如下： 

 東海藏溺學軒本學源堂詩集十

卷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北京圖書

館藏清康熙刻本學源堂文集十

九卷學源堂詩集十卷本 
卷次 扉葉(郭快圃先生著、學源堂詩

集、溺學輯藏板) 
無 

 無 康熙三十年(1691)于成龍<序
>(缺第一葉及第二葉前半) 

卷四 扈蒐應制 缺葉未見 
 壬戌(康熙二十一年)重陽日恩

賜御書石刻昇平嘉宴詩冊 
缺葉未見 

 九日同滿漢諸公恭擬蠲賦詔書

薄暮出直 
缺葉未見 

 西苑雨望 缺葉未見 
 雨後西苑曉行馬上口占 缺葉未見 
 雀鷹

閣

試 缺葉未見 
 御河氷泮

館

課 缺葉未見 
 賦得龍池柳色雨中深

館

課 缺葉未見 
 恒陽道中 缺葉未見 
 程幼洪外補蘇州教授 缺葉未見 
 天寧寺 缺葉未見 
 柳巷 缺葉只剩第二行 
 九月苦雨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九月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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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魏善伯還寧都
善伯久館范覲公學士

宅中 (此七首後人抄補 ) 送魏善伯還寧都
善伯久館范覲

公 學 士 宅 中 
 翠蛟潭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翠蛟潭 

 李秋濤令岐山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李秋濤令岐山 

 雪中樓望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雪中樓望

(此七
首 後 

 歲暮感懷次申隨叔太史韵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歲暮感懷次申隨叔太史韵 

 其二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其二 

 玉泉寺 僅存詩題 
 湖心寺觀放生池

僧老留鬚自言孤

竹人來此四十載 缺葉未見 
 題錢塘梁承篤明府青藤古塢畫

卷
畫為方

邵村筆 
缺葉未見 

 主僧問胡不入城謁台使賦此以

示 
缺葉未見 

 雨中訪戒本和尚不遇 缺葉未見 
卷十 無 百鵑聲

有引(「一百」首) 

東海藏本未見北京圖書館藏本之<序>文，但有扉葉卻是北京圖書館藏本所

無。東海藏本之卷四「五言律」，有 7 首為後人抄補，卷十「七言絕句」

缺末首<百鵑聲>一百首；但北京圖書館藏本之卷四「五言律」，因缺葉而

共缺 17 首。 

(三)《學源堂詩鈔》六卷一冊，清郭棻撰，清王企埥《四家詩鈔》二十八

卷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據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縮印，

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年 6 月初版，082.1/6008-03 v.403 

附：清康熙六十年 (1721)王企埥<序>、潘應賓<快圃郭公傳>、<學源堂

詩鈔目錄> 

藏印：「王培孫紀念物」方型墨印。 

板式：單魚尾，左右雙欄。半葉十行，行二十一字；小字雙行，行二

十字(因係縮印本，未能確知其尺寸大小)。板心上方題「學源堂詩

集」，魚尾下題「卷之○」及葉碼。 

各卷首行題「學源堂詩鈔卷之○」，次行題「清苑郭棻快圃

甫著」，卷五末葉題「學源堂詩集卷之」。 

扉葉依次題「四家詩鈔二十八卷(存三家二十二卷)」、「清王

企埥輯」、「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附《四庫全書總目．四

家詩鈔二十八卷》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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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第一卷收五言古 6 首及七言古 5 首，第二卷收五言律 113 首，第

三卷收七言律 132 首，第四卷收七言律 72 首，第五卷收七言律

83 首，第六卷收五言絕句 6 首及七言絕句 31 首及<百鵑聲>31 首。 

東海與北京圖書館所藏的十卷本，其目次所載的篇數，與實際收錄的

內容不符；上海圖書館藏之《四家詩鈔．學源堂詩鈔》，則因係選本，所

選錄之詩與全集之篇數的差異更大，表列如下： 

卷次 十卷本的目次記

載篇數  

十卷本的實際篇

數  

六卷本選錄的篇

數  

卷一 賦 4 首 

 

賦 4 首 

 

(無賦) 

五言古 6 首 

七言古 5 首 

卷二 五言古 20 首 實收五言古 18 首 (與七言古合併為

第一卷) 

五言律 113 首 

卷三 七言古 24 首 實收七言古 23 首 (與五言古合併為

第一卷) 

七言律 132 首 

卷四 五言律 470 首 實收五言律 463 首 (編成第二卷) 

七言律 72 首 

卷五 七言律 392 首 實收七言律 385 首 (編成第三卷) 

七言律 83 首 

卷六  七言律 395 首 實收七言律 371 首 (拆成第四卷及第

五卷) 

五言絕句 6 首 

七言絕句 31 首 

<百鵑聲>31 首 

卷七 五言排律 4 首 五言排律 4 首 無 

卷八 七言排律 7 首 七言排律 7 首 無 

卷九 五言絕句 10 首 五言絕句 10 首 (與七言絕句合併

為第六卷) 

卷十 七言絕句 190 首

(加<百鵑聲>有

100 首，共 290 首)

實收七言絕句 180

首(加<百鵑聲>有

100 首，共 280 首

(東海本未見<百

鵑聲>100 首) 

(與五言絕句合併

為第六卷) 

由上述表列可知，六卷本《學源堂詩鈔》並未收錄賦、五言排律及七

言排律等三種詩體，並將五言古與七言古、五言絕句與七言絕句分別合併

成一卷，且把原先卷六的七言律拆開成二卷，形成了「六卷本」，其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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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的篇目，詳細如下： 

 東海藏溺學軒本學源堂詩集十卷本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上海圖

書館藏清康熙本四家詩鈔學

源堂詩鈔六卷本 
卷次 扉葉(郭快圃先生著、學源堂詩集、溺

學輯藏板) 
無 

 無 無 
 無 康熙六十年(1721)王企埥<序> 
 無 潘應賓<快圃郭公傳> 
卷一 皇畿賦有序 無 
 南苑賦

御試 無 
 桂賦

有引 無 
 鶴子賦

有序 無 
卷二 大司寇劉端敏公崇祀鄉賢祠 無 
 澤州苗仁居世家裔也讀書不得志於有司

以異塗官郡司獄溫恬雅潔矯矯自好予識

於稠眾中招之與語因得其所學時相過從

頗快之不一載以內艱歸作此送之 

無 

 題楊覺山給諫乙閣 無 
 題沙會清大宗伯小像 無 
 為張晴峰水部題古琴 無 
 雨後慈仁寺據松看月 無 
 五日同藤仙弟諸子群孫步詣城隍庿是

日為社會 
無 

 小憩蘿月庵 無 
 題顧見山畫 無 
 李湘北學士貽視遠玻瓈鏡 無 
 冬日歎 無 
 書邵弘齋先生傳後 無 
卷三 昇平嘉宴紀恩詩有序 (康熙二十一

年正月十四日 ) 無 
 田雨來太史假歸德水過里相晤賦長句 無 
 庚申

(康熙十
九 年 )夏王玉樵為予作小像甚得神

今失所在屬更作之十年加老筆墨必殊

慨其嘆矣 

無 

 甲子
(康熙二
十三年 )汪鍾如吏部典試秦中遊碑洞

覩石刻壽萱二字有符孝思摹之歸匾於

堂為太夫人八十稱觴 

無 

 苦節吟
比部許生洲作苦節吟為

其節嫂石徵詩依韻賦此 無 
 墨寶歌(杭關榷使任梁河儀部署中觀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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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軍草書舊帖作) 
 觀諸日如畫竹歌 無 
 穫麥歌 無 
 燈市行 無 
 臺閣行

(康熙十四年閏

五 月 之 十 三 ) 無 
 苦雨行 無 
 白雲莊喜雪行 無 
 鶴江行 無 
 梁溪行 無 
 兵船行 無 
 贈雲外人 無 
 顧見山工部惠畫賦謝 無 
 嗚呼噫嘻行 無 
卷四 扈蒐應制 無 
 壬戌(康熙二十一年)重陽日恩賜御書

石刻昇平嘉宴詩冊 
無 

 九日同滿漢諸公恭擬蠲賦詔書薄暮出直 無 
 西苑雨望 無 
 雨後西苑曉行馬上口占 無 
 雀鷹

閣

試 無 
 御河氷泮

館

課 無 
 賦得龍池柳色雨中深

館

課 無 
 恒陽道中 無 
 程幼洪外補蘇州教授 無 
 天寧寺 無 
 柳巷 無 
 小井 無 
 大井 無 
 長新店 無 
 宿長新店 無 
 別侍者 無 
 將至胡桃原馬上口占 無 
 早發胡桃原 無 
 暮抵故城 無 
 劉伶墓 無 
 新樂道中 無 
 綠柳長廊 無 
 趙州 無 
 石橋早發 無 
 柏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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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獲鹿城西龍王堂 無 
 宿獲鹿 無 
 過固關 無 
 固關和毛錦來韻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山邨夜雨 無 
 寓太原白馬寺 無 
 崇善寺古佛 無 
 古鼎 無 
 古磬 無 
 古燈 無 
 古槐 無 
 古松 無 
 古柏 無 
 古井 無 
 古碑 無 
 古鐘 無 
 古鐸 無 
 古畫 無 
 雨中 無 
 王右星入秦 無 
 悶 無 
 自歌遣悶 無 
 自飲遣悶 無 
 寄張爾成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寺寓偶懷陳藹公劉長馨諸子 無 
 寄陳藹公時將赴京兆試 無 
 風馬 無 
 其二 無 
 寫況 無 
 其二 無 
 五月太原城南野望 無 
 過張慎菴寓中遇魯雙峰坐談 無 
 過張慎菴寓中與連雨若對談 無 
 過金粟寺 無 
 登文殊閣 無 
 分守太原少參法玉符擢分巡井陘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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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方邵村于玉虛觀 無 
 立秋 無 
 寄謝氷壺郡倅 無 
 鳳仙花 無 
 秋夜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其十 無 
 秋天 無 
 秋日 無 
 秋月 無 
 秋風 無 
 秋雨 無 
 秋露 無 
 秋山賦得如粧 無 
 秋水 無 
 秋蛬 無 
 秋樹 無 
 秋竹 無 
 秋蟬 無 
 秋光 無 
 張慎菴旋平陽 無 
 連雙峰之汾陽 無 
 偶見 無 
 午睡起 無 
 秋寺夜雨 無 
 秋日雨後朝望 無 
 九日同胡葵菴王鷗渚二參軍飲寺寓 無 
 九日李幼庚惠紫繡球菊花桑落酒 無 
 荅爻 無 
 崇善寺雪 無 
 病中問雪 無 
 擬荅 無 
 初雪 無 
 雪甚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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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止 無 
 又雪 無 
 霽雪 無 
 望雪 無 
 掃雪 無 
 烹雪 無 
 張遊擊自太原赴閩海任 無 
 雪後過土寺 無 
 其二 無 
 襄陵道中 無 
 上元有感 無 
 其二 無 
 過臨晉贈孫柳下明府 無 
 無花果 無 
 贈馬翁

壯曾投筆

老復燒丹 無 
 九日書蒲縣署中 無 
 平陸 無 
 其二 無 
 榮河 無 
 檢新曆 無 
 除夕感懷

時代賀

在 都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元日感懷叠前韻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李生園 無 
 砥柱峰 無 
 襄陵渡河 無 
 落葉吟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寺寓夜坐 無 
 挽季天中

官給諫以抗疏

謫 徙 殁 遼 東 無 
 徐鼎玉招同陳藹公飲郊園 無 
 次劉長馨郊園社集冬字 無 
 讀李舒章乙酉遣草 無 
 穀日郊行 無 
 郊園社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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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賤日感懷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喜晴 無 
 撥悶 無 
 立秋 無 
 新蟬 無 
 乞箭許將軍

秦

人 無 
 掃荒塋 無 
 七夕立秋 無 
 送程天衣守備赴閩任 無 
 樊天木令應城 無 
 郭雲瞻令博野 無 
 量移 無 
 重過玉霄宮訪方邵村 無 
 送羅鶴儕世兄遊晉歸南昌 無 
 快圃 無 
 快晴 無 
 除夕

壬寅 (康
熙元年 ) 無 

 元日
癸卯 (康
熙二年 ) 無 

 除夕感懷
庚戌 (康
熙九年 )其三 無 

 其四 無 
 賤日寫懷 無 
 其二 無 
 馬殿傳進士歸項城 無 
 書雲中李翁傳後 無 
 邯鄲道上口占 無 
 車騎關 無 
 早發趙州夜抵梁園店 無 
 豫讓橋 無 
 相國寺

水患後寺址僅

存賈中丞重建 無 
 渡河宿北岸大公村 無 
 延津道中 無 
 比干墓 無 
 入闈 無 
 登樓遠眺 無 
 鎖院虛聽 無 
 山觀夜鐘 無 
 軒牕夕照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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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榴下酒 無 
 李與偕下第歸豫章 無 
 秋日病中 無 
 龔祖錫稼部擢通州道臬僉 無 
 和程周量出守桂林留別韻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劉允公同年令興縣 無 
 題顧見山畫 無 
 其二 無 
 馮胎仙庶子九日雨中黑龍潭集飲和韻

二首 
無 

 其二 無 
 二月十三夜大風 無 
 乞米蘇次公侍御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生日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三月書遠榭壁上 無 

 其二 無 
 賦得老鈍晝多眠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四月金悚存太常招同楊地一

少司馬曹顧菴學士沈繹堂大司成張爾

成銀臺項眉山學士雅集分韻得一東 

無 

 夏日寄快園獨步 無 
 樓眺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四月二十九日邀同館諸公雅

集寄快園和曹顧菴學士韻其一 
無 

 其四 無 
 其六 無 
 五日 無 
 閏五日 無 
 造麴糵 無 
 夜步寄快園 無 
 題小像 無 
 劉潛夫儀部貽瀛桃 無 
 題畫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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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僮於寄快園隙地盡種鳳仙花 無 
 苦雨 無 
 懷丁泰巖觀察 無 
 鄉人來言苦澇 無 
 李湘北學士以曹顧菴學士自浙至王阮

亭儀部自山左至招同沈繹堂祭酒陳說

巖學士雅集分韻其三 

無 

 其四 無 
 秋興其二 無 
 其五 無 
 送楊亭玉孝廉之淞江廣文任次梁玉立

大司農韻 
無 

 其二 無 
 金方籀令廣昌 無 
 秋感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六 無 
 九日再登遠榭 無 
 邢六吉令平順 無 
 趙日章孝廉教授敝府 無 
 柬日者 無 
 再和顧見山韻 無 
 其二 無 
 立秋後三日喜雨 無 
 燈下菊影次李與偕韻 無 
 再和 無 
 送沈雲中督學江右

沈以麟

經起家 無 
 寄懷汪北溟給諫 無 
 九月苦雨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送魏善伯還寧都
善伯久館范覲公學士

宅中 (此七首後人抄補 ) 無 
 翠蛟潭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李秋濤令岐山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雪中樓望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歲暮感懷次申隨叔太史韵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其二
(此七首後
人 抄 補 )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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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七 無 
 其八 無 
 聞先大夫入邑乘 無 
 春暮張爾成捕卿招同李書雲余「佺」

廬王北山三給諫摩訶菴看杏花其一 
春暮張爾成捕卿招同李書雲

余「銓」廬王北山三給諫摩訶

菴看杏花其一 
 春雨 無 
 春夜雨 無 
 生日劉賡子來京 無 
 外甥劉珠自嘉興來 無 
 賦得長安一片月 無 
 秋夜聽雨 無 
 病中喜雨 無 
 余岱嶼游江浙還 無 
 中秋後二日同潘楚吟藤仙弟過城北崇

慶寺秋水和尚淨室 
無 

 其二 無 
 高阜白雲 無 
 雙河碧水 無 
 遠邨樹色 無 
 靜夜聽濤 無 
 佛閣朝煙 無 
 早起野眺 無 
 苦暑 無 
 蘆溝橋望潭柘山 無 
 贈趙州和尚

時為藩

邸延致 無 
 雨後望家信 無 
 辛酉

(康熙二
十 年 )春偶過天寧寺有感 無 

 春夜聽雨 無 
 燝兒自東安來省余於天寧寺瀕行書此

付之 
無 

 移寓慈仁寺 無 
 移寓 無 
 其二 無 
 壬戌

(康熙二
十一年 )重九 無 

 杭仲選令崑山 無 
 送賈水方同年令婺源 無 
 王四表弟來京 無 
 焋兒歸里有示 無 
 王崑良少參再守寧紹道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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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雨嵐少參山東督學報最擢粵東廣肇道 無 
 蔣芳萼補任督理浙江驛傳道 無 
 五日 無 
 賦得秋月揚明輝 無 
 趙雄麓主簿送親歸上黨 無 
 乙丑

(康熙二
十四年 )中秋 無 

 人日
丙寅 (康熙
二十五年 ) 無 

 題潛籟軒 無 
 徐子振武狀元分守寧海 無 
 次劉止一贈韻

止一故安丘相國

弟曾官粵東參將 無 
 重陽老友送菊 無 
 嘲雁

丁卯 (康熙二
十六年 )九月 無 

 賦得涼雨消炎燠 無 
 雨中遣懷 無 
 周茂卿書來兼寄六安茶 無 
 伏日劉星五招同劉千之黃子昂李仁濟

雅集郊園遠翠亭 
無 

 其二 無 
 七月七日雨 無 
 聞蟬 無 
 立春 無 
 五日 無 
 青城孫入邑庠 無 
 默坐 無 
 久陰不雨 無 
 贈唐右章巡檢 無 
 九日無菊 無 
 師琅友宰通山 無 
 郊圃茅屋成 無 
 五日 無 
 賦得密雲不雨 無 
 客問 無 
 南發里中親友暨藤仙弟焋兒送至石橋店 無 
 河間道中 無 
 登泰山 無 
 露筋祠 無 
 登瓜州大觀樓 無 
 呂城 無 
 瓜洲阻風時大兵班師至京口 無 
 其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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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 無 
 其四 無 
 惠泉 無 
 不寐 無 
 舟中雨望 無 
 冬之夜 無 
 桐鄉道中 無 
 雪夜泊塘栖 無 
 仙人粉 無 
 題林天爻荊谿小隱圖卷 無 
 至西湖寓昭慶寺 無 
 樓牕望寶樹塔 無 
 玉泉寺 無 
 湖心寺觀放生池

僧老留鬚自言孤

竹人來此四十載 無 
 題錢塘梁承篤明府青藤古塢畫卷

畫為方

邵村筆 無 
 主僧問胡不入城謁台使賦此以示 無 
卷五 丙申(順治十

三 年 )元夕扈駕南苑賜讌 無 
 己亥

(順治十
六 年 )冬十一月 無 

 丙午
(康熙
五年 )元日蚤朝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其十 無 
 獻詩遇雨 無 
 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元旦雪 無 

 甲子
(康熙二
十三年 )元日 無 

 元旦立春雪
乙丑 (康熙
二十四年 ) 無 

 康熙二十五年閏四月二十五日同禮部

尚書湯公斌滿洲掌詹尹公泰至東宮惇

本殿前恭候進講皇太子諭云典學為道

統攸關予自幼沖躬承皇父諭教夙夜敦

勤四書周易尚書誦讀已週且曾聆受講

解茲出閣開講以爾等學優行美簡充講

官予何敢不率循蒙卦之義佇爾啟導懿

典既重禮貌宜優可免爾等跪拜賜坐進

講昭予崇儒重道之意臣等辭不敢當及

啟奏皇上云皇太子沖齡有此誠念爾等

勿負其意況賜坐進講古有此禮可勉從

之臣等奏曰免拜坐講古雖有典惟古人

克當之臣等何人敢膺斯禮上曰爾等既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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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辭著止行二禮仍賜坐進講恭紀 
 春日侍直守晚 無 
 暮春侍直西苑 無 
 閣直對雨 無 
 九日恭侍經筵 無 
 丙寅

(康熙二
十五年 )元日太和門侍宴 無 

 詔試詞臣於翰林院 無 
 詔遣田沛蒼少司農發漕米四百石賑淮

揚水荒 
無 

 賀劉伴阮比部蒙御書松風水月四字並

墨榻清慎勤三字之賜 
無 

 其二 無 
 和王子言宮詹奉詔觀湯泉八首其四

亭壁

有前

代宮人

怨 詩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賦得東風已綠瀛洲草

館

課 無 
 贈許曼公

曼公明末

曾罹黨禍 無 
 胡蒼恒太守與同社諸子飲臨漪亭擲骰

得六么 
無 

 崔修菴外轉漢中道備兵副使總理平西

餉務 
無 

 王晉劉外轉河南督學道副使 無 
 玄菴宗兄拜都諫 無 
 陳雷門令永城 無 
 申鳬盟歸永年 無 
 正月二日送石公家稼部司餉臨清

石公

善畫 無 
 留別范箕生 無 
 再別涵叔宗兄

時亦

左遷 無 
 中秋夜與范相野談醫卜 無 
 憶都居 無 
 柏井驛

以下

晉集 無 
 平定州 無 
 寄弟及示燝兒 無 
 寄都中諸友 無 
 元旦

平陽

作  無 
 元得家報知弟虆入邑庠季男薛鳳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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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藩故宮 無 
 賦得遷客西來還自嘯 無 
 白髮問 無 
 五日 無 
 西河朱滄起先生書來兼寄新刻詩卷 無 
 九日登蒲縣文昌閣 無 
 萬泉柏林 無 
 秋意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僧貽菊 無 
 嗅菊 無 
 己丑

(順治
六年 )春過隰州時同里陳公因之作

牧下榻殷勤未幾寇起公殉難事平其子

藹公尋骸不得茲再過其地憶舊悽然 

無 

 重過紅土寺 無 
 權店 無 
 沁州 無 
 大陽鎮 無 
 杜詩云元日至人日無有不陰時巴夔瘴

國則維其常我里亦然吟以志異 
無 

 寄宋顓愚 無 
 東郊春望 無 
 雙陸 無 
 涿鹿旅店壁上見李小有丁丑題句愴然

念其人之云亡也次元韻 
無 

 春日飲郊園 無 
 春暮書懷次金遜菴韻 無 
 次王金粟見懷韻 無 
 三月雪 無 
 清明 無 
 王若朴過郡夜酌小齋談舊 無 
 其二 無 
 屬僕買易酒 無 
 雨中飲劉季霂郊園 無 
 李過廬分藩懷慶雪中過郡相晤 無 
 雪棠吟易水范氏女未嫁殉夫奇烈特著

其家海棠一株花忽變白賦以志之 
無 

 里中雜感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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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無 
 其三 無 
 王雨若己亥

(順治十
六 年 )公車

八月再

會 試 無 
 秋日飲賈羮署齋中看茉莉 無 
 劉季霂貽桂花二株 無 
 曝書 無 
 七夕 無 
 七月十五日郊外即事 無 
 睡起 無 
 石公宗兄出守順德過郡相晤

揚州人

善 畫 無 
 老少年 無 
 驚聞 無 
 秋月 無 
 池蓮已殘約客小飲 無 
 過都中舊宅 無 
 池蓮爛熳未及燕賞秋半花凋憮焉增感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其十 無 
 寄懷張華平 無 
 題王氏節孝錄 無 
 中秋感懷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蚤起 無 
 江南捷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賦得謫官尊酒定常開即用為韻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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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過定州 無 
 己亥

(順治十
六 年 )九日蚤發阜城驛 無 

 淮陰嶺懷古 無 
 過微水 無 
 固關 無 
 平定州白衣菴 無 
 過黑砂嶺 無 
 壽陽道中 無 
 途中偶成 無 
 土橋 無 
 送王炤千同宗有六再過接待寺 無 
 駱駝 無 
 太安驛 無 
 太安驛石 無 
 不寐 無 
 太原城北野望 無 
 獨立 無 
 萬扶滄憲副從太原擢廣東大參

江西

人  無 
 其二 無 
 曉月 無 
 同寓有奕者 無 
 題寶賢亭 無 
 訪傅青主不得所在 無 
 自太原寄金冶公東粵書 無 
 胡生攜琴過訪 無 
 悶 無 
 望家信 無 
 登玄通觀閣

太

原 無 
 己亥

(順治十
六 年 )小春 無 

 撥悶 無 
 碧玉琴 無 
 柬沈玄雪 無 
 其二 無 
 旅況柬宗有六太守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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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沈玄雪近稿 無 
 柬朱靈均

吳人

善畫 無 
 其二 無 
 獨酌 無 
 贈于驚遠山人

善堪

輿  無 
 其二 無 
 鬻馬 無 
 馬鬻 無 
 乞畫朱靈均 無 
 留別沈玄雪 無 
 留別朱靈均 無 
 別成友端

所著有經

書 字 考 無 
 賦得霧中看 無 
 途中書事 無 
 蘆溝橋阻風 無 
 宿天寧寺 無 
 石門口 無 
 天寧寺墖臺望西山 無 
 寺寓寫況 無 
 秋日寺寓偶感 無 
 歲暮雜感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除夕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寄荅霍亮雅 無 
 清明日陳藹公以予詩簡中書藹為靄誤

草從雲投詩見嘲步韻解之 
無 

 金雀花 無 
 三至崇善寺 無 
 郭有道祠 無 
 別崇善寺僧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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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太原醫張瑞華 無 
 蒲州河千鐵牛 無 
 九日風 無 
 慈仁寺松 無 
 送翁喆初守龍安 無 
 乙巳

(康熙
四年 )除夕 無 

 鏡中美人影 無 
 簾內美人影 無 
 月下美人影 無 
 燈前美人影 無 
 花閒美人影 無 
 水仙花詩其十三 無 
 其十七 無 
 其二十 無 
 題孫思遠小像 無 
 次李坦園相國山亭落成韻 無 
 其二 無 
 呂大呂督學秦中 無 
 沈雲中儀部督學福建 無 
 送李吉爻司李上黨 無 
 劉導九出守嶺北道 無 
 紀光甫分守青州道 無 
 書邵弘齋先生傳後 無 
 吳長文還江南

精堪輿家

言善繪事 無 
 劉公愚方伯以太翁誤菴先生崇祀鄉賢

錄來示詩以跋之
公曾

撫蜀 
無 

 石公宗兄歿十年其子鵬萬來遊太學晤

於京邸愴然有作
是歲揚

州大水 
無 

 送沈繹堂南還 無 
 白烏 無 
 其二 無 
 黃鸚鵡 無 
 別涵叔宗兄十四年來都聚晤未幾旋里

書此送之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寄題嚴封君嗜退菴 無 
 其二 無 
 張漢昭民部榷關江寧 無 
 辛亥

(康熙
十年 )清明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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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
(康熙
十年 )初度 無 

 荅曾青藜
依

韻 無 
 陳說巖侍讀移居日聞命遷官 無 
 送張幹臣學士歸廬陵

以言事

謫官去 無 
 其二 無 
 秋日登王大司空樓臺 無 
 辛亥

(康熙
十年 )除夕 無 

 書肖泉宗兄扇頭 無 
 題益詠堂 無 
 其二 無 
 初度

壬子 (康熙十
一 年 ) 五 十 無 

 五十初度 無 
 贈吳福巖山人

山人精堪

輿有內養 無 
 賀子昂姊夫伯姊七十同壽 無 
卷六 申鳬盟五十舉子乃弟隨叔太史徵詩 無 
 渡河 無 
 抵汴 無 
 聚奎樓遠眺 無 
 鹿鳴宴

壬子 (康熙十
一 年 ) 河 南 無 

 撤棘後得李九畹吏部書兼惠地黃薯蕷

九畹左遷以讀禮未補 
無 

 聚奎樓望文昌山閣 無 
 登汴梁上方寺鐵墖 無 
 雨後登汴梁明遠樓 無 
 衛輝望京樓 無 
 九日金悚存方伯招同鄧瀧江司農李毅

可觀察崔愓菴河憲孫潔初副使史省齋

督學按僉飲文昌山閣遇雨閣在廢藩邸

後可望鐵塔 

無 

 五世一堂詩贈孫鍾元徵君 無 
 其二 無 
 黑龍潭 無 
 李曉生補任山東驛傳道 無 
 張正甫督學蜀中 無 
 程蕉鹿督學貴筑

戶

部 無 
 憂旱 無 
 喜雨

叠前

韻  無 
 荅李卓人同門 無 
 癸丑

(康熙十
二 年 )歲暮雜感其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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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范筠堅歸華亭

筠堅即樹

鍭 長 郎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三月二十六日大風霾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午日感懷 無 

 憂旱 無 
 五月霜

山左

報聞 無 
 李昭華來得吳稽田書 無 
 寄淮鹽運使張應瑞 無 
 喜雨 無 
 夜大風雨 無 
 再送史子修 無 
 送霍玉調副將復鎮萊州 無 
 李吉爻令潞城 無 
 戈「玉」仲視鹺兩淮 戈「育」仲視鹺兩淮 
 九日登倦榭 無 
 書寄快園百可亭壁上 無 
 其二 無 
 吳稽田歸嘉禾 無 
 登遠榭望雪 無 
 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人日 無 

 莊靜菴樞部督學河南靜菴庚子典試京兆 無 
 送任海湄少司寇祭告南岳南海 無 
 陳說巖詹事祭告毉巫閭鎮 無 
 其二 無 
 題顧見山畫 無 
 再和沈繹堂祭酒 無 
 其二 無 
 再和高爾豹抝體險韻詩 無 
 題畫 無 
 其二 無 
 景元公令平湖

曾令天長時

平湖有水患 無 
 九日雨中登寄快園遠榭獨眺擬詰朝訪

菊楓臺 
無 

 何吳子令江陰 無 
 送穹窿鐵竹施真人歸江南

真人能以

符療人病 無 
 贈苗椒明羽士 無 
 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歲暮感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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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其十 無 
 其十一 無 
 其十二 無 
 初二日立春 無 
 哭范覲公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程蕉鹿督學浙江 無 
 荅吳岱觀

岱觀曾

為安令 無 
 紅碧桃 無 
 誄陳東海元戎 無 
 其二代 無 
 其三代 無 
 夏日同陳說巖詹事項眉山少詹馮胎仙

庶子雨後寄快園看蜀葵 
無 

 題蔚州李翁傳後 無 
 蘇次公少廷尉終養 無 
 吳長文歸白門

長文精堪

輿 丹 青 無 
 金長鎮守揚州 無 
 客有和蘇長公金山寺迴文七律者偶和

其和 
無 

 雨中過薛衛公給諫宅談往事 無 
 題畫冊 無 
 送顧見山出任陝西臬僉分巡洮岷道其

三 
無 

 其四 無 
 柬穎上人 無 
 維揚劉峻度令曲陽治有聲境內奏瑞禾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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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犢之異 
 曲陽雙穗 無 
 曲陽牛產雙犢 無 
 爣兒入邑庠 無 
 步月

集

字 無 
 寄題李溉林觀靜樓 無 
 和王子言白髮詩 無 
 寫況荅友人 無 
 金臺夕照

集

字 無 
 秋日同魏環溪侍郎富磐伯王子言陳說

巖三學士史子脩張孟敦趙鐵源李山公

四太史魏無偽太學集字賦得霜葉紅於

二月花 

無 

 蘆溝曉月
集

字其二 無 
 薊門煙樹

集

字 無 
 西山霽雪

集

字 無 
 冬至日雪集同人看梅 無 
 趙潔菴侍御視鹺兩浙 無 
 玉田江翠華祀鄉挍 無 
 讀林北海治河疏藁 無 
 太倉周二為與先大夫交久而善予兒時

常從之遊四十年來音問疎絕恒厪於懷

廼者其嗣子某來都晤知二為已作古人

愴然有感賦此貽之 

無 

 汴梁王烈女殉節詩 無 
 乙卯

(康熙十
四 年 )夏百可亭梁上產菌一莖狀類

荷大如甌長三寸許白莖黃蓋雲紋紫纈

香隱隱襲人衣久之質堅若木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

夏再產一莖丁巳
(康熙十
六 年 )夏連產二莖客有

見者曰芝也是為瑞余不謂然夫芝瑞草

也先人取之以字余而謂是是乎客曰抱

朴子云芝有石木草肉水菌百許種木芝

者生千歲松上狀似蓮葉名曰木威非是

而何余終不謂然賦詩紀之 

無 

 送冀公冶大司空兼寄申鳬盟昆季 無 
 其二 無 
 市閣凌霄 無 
 奎樓應宿 無 
 橫翠朝暉 無 
 蓮漪夏艷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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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郎山聳秀 無 
 雞水環清 無 
 東臯春雨 無 
 西剎秋濤 無 
 趙韞退大參分守河北其二 無 
  (以下為卷五，收七言律 83首) 
 雲社諸子應京兆試 無 
 廣陵潘楚吟來游京師僦居僻地築屋如

舫顏曰停帆客競賦之積久成帙不揣續

貂真同畫虎 

無 

 毛翁移花六本於廬前 無 
 中秋潘楚吟孫衛公顧余於廬中同藤仙

弟坐月 
無 

 二瞻廬除夕感懷其三 無 
 其四 無 
 三叉口發天中墖 無 
 重登大觀樓次壁閒韻 無 
 射江干 無 
 中秋飲周子苓二丘堂 無 
 贈查二瞻 無 
 輓魏善伯

曾為范忠

貞公幕客 無 
 寄輓李與偕孝廉

博學精醫丙辰 (康熙十五年 )別
時曾以二親未葬膝下尚虛為憂 無 

 平望舟中望湖村 無 
 上天竺寺 無 
 飛來峰 無 
 登寶樹山絕頂 無 
 書淨慈寺壁上 無 
 書昭慶寺殿壁 無 
 題錢塘梁承篤明府柳村漁樂圖 無 
 天寧寺觀塔燈 無 
 賦得日日典春衣 無 
 秋快 無 
 其二 無 
 蒔菊 無 
 賦得無錢對菊花 無 
 辛酉

(康熙二
十 年 )九日登慈仁寺毘盧閣 無 

 雪後坐庭軒 無 
 三叠由字和高鏡庭稼部 無 
 吳漢槎赦歸和高鏡庭韻 無 
 聞滇捷

滇水

北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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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金豹文壻 無 
 題張隺洲小像

隺洲蜀人官行人

罷 後 流 寓 武 清 無 
 除夕寫懷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壬戌

(康熙二
十一年 )清明 無 

 夏日偶作 無 
 龍在淵令諸暨

在淵

佞佛 無 
 秦中興安鎮總戎程君孀母康太夫人甲

申罹寇變投崖死程君行賊中訪母屍至

興安遇總戎任君哀其志移師破賊且曰

子非凡人貌它日亦當建旗鼓於此程君

夜隨燐火尋得母屍出積石中面色如生

旋馘賊渠首歸而祭其母後果為興安總

戎一烈一孝一奇相術誠三絕云 

無 

 挽李坦園相國其三 無 
 其四 無 
 其五 無 
 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其九 無 
 挽施愚山侍讀 無 
 其二 無 
 送湯潛菴學士出撫江南 無 
 其二 無 
 寄挽王渭濱參戎 無 
 送譚公子南歸 無 
 題趙玉峰銀臺園亭 無 
 十月朔雨時上東巡 無 
 十二月喜雪 無 
 除日陳說巖總憲見貽黃柑羅酒且以詩

索鸂泉家釀次韻荅之 
無 

 除夕 無 
 正月九日賦得十分春色一分過 無 
 送邵戒三學士假歸武林 無 
 其二 無 
 其三 無 
 其四 無 
 嚴藕漁宮贊假歸無錫其二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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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鴻堂京邸之客舍也乙丑
(康熙二
十四年 )春」

雙燕巢梁上「蒼頭死污人衣欲驅而去

之余不許喜其輭語商量勝褦襶子刺刺

不休也五月」抱雛成白如雪「致足賞

玩」「詩紀之」 

雙燕巢梁上抱雛成白如雪「詩

以紀之」 

 廣陵潘楚吟客燕京最久顏其齋曰停帆

志不遷也乙丑
(康熙二
十四年 )思歸卜於來春南下

更而顏之曰春水船作詩見意步韻「二

章」 

廣陵潘楚吟客燕京最久顏其

齋曰停帆志不遷也乙丑
(康熙二
十四年 )

思歸卜於來春南下更而顏之

曰春水船作詩見意步韻「一

章」 
 其二 無 
 送劉觀光令蒙城 無 
 乙丑

(康熙二
十四年 )除夕 無 

 楊覺山都諫乞假歸維揚 無 
 廣陵賁氏女字曹氏子曹中殤女守志不

他適曹子父母相繼歾女往執喪不食而

死許太史為作傳余讀而嘉之書其後 

無 

 梁玉立大司馬以詩見送步韻荅之 無 
 題孫文正公祠 無 
 李吉爻侍御自淮安札寄新刻 無 
 珍珠花 無 
 邵子昆明府宰敝邑廉幹著聲巡撫中丞

于公顏其堂曰真民父母賦以紀之 
無 

 蚤起看家童理花竹 無 
 蕭山人書來却寄 無 
 除夕感懷其六 無 
 其七 無 
 其八 無 
 元日試筆 無 
 荅董靖之太學次韻

時在于

中丞幕 無 
 贈宋圖南茂才

精

醫 無 
 聞浙中金悚存中丞李長白方伯信 無 
 病起憂旱 無 
 書楊忠愍公集後 無 
 題旌忠祠壁 無 
 贈唐右章巡檢

時代

縣尉 無 
 元旦寫意 無 
 十六日邀朱亶菴臬副飲學源堂 無 
 寄題黎城李萟苑鄉祠 無 
 艾葉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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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菖蒲 無 
 題畫 無 
卷七 秋祭國子監文廟詔遣分獻恭紀二十韻 無 
 辛酉

(康熙二
十 年 )秋七月廿有一日上幸西苑召

集大學士部院卿寺及翰林科道諸臣頒

賜緞幣有差仍令侍宴瀛臺恭紀六十韻 

無 

 壬辰
(順治
九年 )七月上御太和殿命定南大將

軍敬謹親王出師仍躬送於廣寧門外恭

紀八韻
御試

選館 

無 

 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元旦雪八韻和陳說巖宮詹 無 

卷八 大閱恭紀十二韻 無 
 駐蹕瀛臺恭紀 無 
 康熙二十五年閏四月二十四日皇太子

出閣講書臣棻同禮部尚書湯潛菴詹事府

滿洲詹事尹大來滿洲少詹舒一行進講

論語書經各一章於主敬殿恭紀十二韻 

無 

 喜雨 無 
 王子雍大司馬招飲怡園 無 
 張幼南廷尉張振六水部同乞假歸省 無 
 冬日遊吾道園四十韻有序 無 
卷九 蘇小小墓 無 
 西湖孫公祠 無 
 放鶴亭惜梅 無 
 喬小青墓 無 
卷十 西苑雨望 無 
 和王顓士宮贊西苑侍直即事二十首 無 
 送程周量守桂林(二首) 無 
 贈張醫 無 
 藏心亭 無 
 遠榭 無 
 藤架 無 
 老槐 無 
 酒溉梅花 無 
 題畫 無 
 書女史扇上(「三」首) 書女史扇上(「二」首) 
 雨後登遠榭望西山 無 
 題畫冊 無 
 蜀葵名一丈紅 無 
 歲暮感懷竹枝體(四首) 無 
 萬壽寺鐘 無 



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 106期 

 96

 題畫(二首) 無 
 詠骰子 無 
 都人正月賣牡丹花 無 
 題石竹梅 無 
 聞雁 無 
 訪友不遇 無 
 遠榭望月 無 
 四時從軍樂(四首) 無 
 題畫(二首) 無 
 題隺齡公畫冊 無 
 丙辰

(康熙十
五 年 )生日 無 

 題醫生騎馬圖 無 
 七夕 無 
 題萬柳居士堂 無 
 題畫冊 無 
 和李湘北弔劉富川殉節詩(二十四首) 無 
 嘲茉莉 無 
 嘲蓮 無 
 嘲新草 無 
 嘲香櫞 無 
 嘲雪 無 
 雪解嘲 無 
 德州渡河 無 
 黃河舟中作 無 
 過儀真閔家荒園 無 
 瓊花觀 無 
 文選樓 無 
 迷樓遺址 無 
 隋堤 無 
 玉鉤斜 無 
 廿四橋 無 
 董仲舒故宅

今改鹽

運 司 無 
 范文正公祠 無 
 騎鶴樓 無 
 梅花嶺 無 
 釣臺 無 
 文游臺 無 
 雪中舟望 無 
 讀范覲公七賢祠壁閒十截句敬步其韻

人琴之感情見乎詞(十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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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靈隱寺殿壁 無 
 題岳武穆祠 無 
 雪中過放鶴亭擬登孤山謁七賢祠訪何

舍白道士未果 
無 

 放生池竹枝詞 無 
 題小像 無 
 題扇上墨石榴 無 
 題徐立齋總憲小像卷 無 
 癸亥

(康熙二
十二年 )除夕 無 

 苦暑 無 
 寄題李晉陽萬柳林 無 
 鵲噪 無 
 種竹遇雨 無 
 種竹移石 無 
 題漁家樂圖 無 
 丁卯

(康熙二
十六年 )除夕 無 

 戊辰
(康熙二
十七年 )元旦有感 無 

 中秋臥病 無 
 十六日叠前韻 無 
 霜降移盆菊 無 
 人日有感

己巳 (康熙
二十八年 ) 無 

 春病 無 
 生日 無 
 題道服小像 無 
 人日有感

庚午 (康熙
二十九年 ) 無 

 正月九日紀異 無 
 正月廿九日喜雪 無 
 鵲巢書屋樹 無 
 春塘觀魚 無 
 有歎 無 
 題茶梅畫幅 無 
 結豆棚 無 
 聾懊 無 
 贈雲閒張陶菴處士(二首) 無 
 題吳門袁重其負母看花圖卷(二首) 無 
 無 百鵑聲

有引(「卅一」首) 

由表列得知，六卷本除了未收錄的篇目之外，尚有：(1)同篇題所收錄

的篇數不同，如：<廣陵潘楚吟客燕京最久顏其齋曰停帆志不遷也乙丑(康熙二

十四年 )

思歸卜於來春南下更而顏之曰春水船作詩見意步韻>，十卷本作 2 章而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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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本作 1 章；<書女史扇上>，十卷本作 3 首而六卷本作 2 首；<百鵑聲>，

十卷本有 100 首而六卷本僅 31 首。 

(2)篇題字數的多寡不同異字，如：<「雪鴻堂京邸之客舍也乙丑(康熙

二十四年 )春」雙燕巢梁上「蒼頭死污人衣欲驅而去之余不許喜其輭語商量

勝褦襶子刺刺不休也五月」抱雛成白如雪「致足賞玩」「詩紀之」>，六卷

本僅題<雙燕巢梁上抱雛成白如雪「詩以紀之」>。 

(3)篇題相同但有異字，如：<戈「玉」仲視鹺兩淮>，六卷本作<戈「育」

仲視鹺兩淮>；<春暮張爾成捕卿招同李書雲余「佺」廬王北山三給諫摩訶

菴看杏花其一>，六卷本則作<春暮張爾成捕卿招同李書雲余「銓」廬王北

山三給諫摩訶菴看杏花其一>。 

清王企埥<(學源堂詩鈔)序>云：「己亥(康熙五十八年，1719)秋，余以

少司農奉使出山海關，學士之季子石霞司鐸樂亭視余於永平旅舍，謂是集

乃老友所編，去取尚有未協。余披閱月餘，手抄若干首。」所云「去取尚

有未協」，而「手抄若干首」，上述所見三種差異，或即王企埥有意為之矣。 

三、結語 

經由上述的比對，不論是東海所藏的十卷本或是北京圖書館所藏的十

卷本，二者皆有缺葉，因而<目錄>所載之篇數與實際篇數不符之情況，究

竟是刊刻時的計算有誤，或是流傳過程中的散佚所導致，尚不得而知。查

檢「中文古籍書目資料庫」與「台灣地區善本古籍聯合目錄」，僅查得郭

棻參預纂輯的《保定府志》二十九卷及《清苑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等兩

種作品，但檢索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書館，則藏有民國 28 年鉛印本的《學

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十卷，台北文海出版社曾據以影印收錄在《近

代中國史料叢刊》。《古籍版本題記索引》 20則未見收錄，而《北京圖書館

古籍善本書目．集部．清別集類》21收錄：「《學源堂文集》十九卷《詩集》

十卷，清郭棻撰，清康熙三十年刻本，十二冊，十行二十字，白口，四周

雙邊」，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所據以縮印者。若能再得民國 28 年鉛印

本加以比對，或可得其詳矣。 

 

                                                 
20 羅偉國、胡平編，上海．上海書店，1991 年 6月第 1版。 
21 見頁 2513，北京圖書館編，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 年<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