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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族關係考

林玫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晚清詞人余一鼇	(����-��95)	著述頗豐，然其遺作零落，罕為人知。筆者經

過十餘年之蒐集與整理，訪得其詩、詞集鈔本、稿本共二十餘種；另有眾多周邊

資料，如孫其業〈心禪居士生傳〉及余氏〈遺囑〉等，遂使相關研究得以全面開

展。

從學術研究之角度言，整理余氏之生平與作品，有下列意義：

（一）前人遺著之輯校。余氏作品及相關資料，分別藏於上海、無錫、南

京、首都、中國科學院及東北師範大學等六大圖書館。其中多屬稿本或鈔本，亦

有謄鈔後重作刪改者，須將各本內容迻錄、釋讀、比對、汰重、校勘、編次，並

予以標韻、訂律，整理難度極高；且各館將手稿列為善本，借閱匪易，是故整理

工作曠日費時。目前余氏詩集及前期詞作，筆者已發表為〈清人余一鼇之生平

及其詩詞作品〉、〈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一）至（三）
�
，其後期詞

�	 林玫儀：〈清人余一鼇之生平及其詩詞作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	卷第	�	期
（�00�	年	��	月），頁	�9�-�0�；〈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中國文哲
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	期（�005	年	�	月），頁	�9�-��0；〈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
（之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5	卷第	�	期（�005	年	6	月），頁	��5-�6�；〈余
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9	卷第	�	期（�009	年	6
月），頁	��9-�9�	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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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將陸續發表。

（二）清人別集之輯錄。余氏現存詩作，有《心禪老人詩稿》（一種）及

《心禪詩稿》（一種），詩作共四百餘首；詞作有《亦云詞》（七種）、《賡夢

餘音》（四種）、《楚楚詞》（三種）、《覺夢詞》（三種），《惜春詞》（亦

名《感春詞》，三種）及《春蠶詞》、《秋夢詞》、《寓泉詞》、《憶鵑詞》、

《柳枝詞》（各一種），汰除重複，數量超過千首。故輯錄余氏遺作，可補晚清

詩詞之一家。

（三）余氏藏書及印書之研究。余氏於文獻學界亦占一席之地，其後人編有

余氏藏書目錄，顧廷龍曾錄為副本，載於〈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一文

中；該文著錄余氏藏書六十三種，多為稿本及鈔本，其中頗多經余氏手校者
�
。

（四）余氏親族之研究。余氏本家雖然人丁單薄，其親族楊家、顧家、丁家

卻枝繁葉茂，人才輩出。經由余氏家族文獻之連結，四家族之關係得以釐清，進

而建立較完整的親屬網，此亦是當前文學社會學研究的嶄新方向。

本文重點即在透過別集、宗譜、墓誌銘、地方志等資料，建構余、楊、顧、

丁各家之親屬關係，期能闡明釐清各家族成員間之關係，以作為深入研讀文本之

基礎。茲將各家族分別考訂如下：

二、余家

考訂余家親屬，最主要的依據是孫其業〈心禪居士生傳〉（以下簡稱〈生

傳〉）及余一鼇之〈遺囑〉
�
，另上海圖書館藏有《芙蓉山館志序存稿》

�
一書，

�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云：「梁溪余氏藏書甚富，前年夏中散於吳
市，⋯⋯月前返里從王佩諍先生所得見余氏所藏祕笈書目。雖非全豹，而載目多鈔校稿

本，甚為可貴；⋯⋯所著均富，或刻或未刻，或傳或不傳，目中所有，皆未經刊行者也。

即外此各著，亦無非名家稿本。余裔編寫此目，求善價而沽之，他日各書將不識流落何

所。錄存副本，聊紀負書草堂蓄書之迹，與夫藏書家、詩詞家以資掌故也。」見《燕京大

學圖書館報》第	�0	期（�9�5	年	9	月），頁	�-�。
�	 〈生傳〉見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亦云詞》卷前，另無錫圖書館亦藏有鈔本；〈遺囑〉
藏於上海圖書館，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曾將二文迻錄並加校

訂。（見頁	�9�-�0�）
�	 楊芳燦等撰：《芙蓉山館志序存稿》，光緒賜書堂木活字本。此書包括楊芳燦《移箏
詞》、《拗蓮詞》及余一鼇所整理、楊氏手撰之地方志序例若干篇，另有余一鼇過錄余紹

元所撰之《雲陽紀事》、余一鼇撰〈鎮江嚴姨母楊太孺人墓圖記〉及余一鼇《覺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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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北京又出版《芙蓉山館師友尺牘一卷附家書一卷》一書（以下簡稱《芙蓉山

館師友尺牘》）
5
，其中有甚多資料，可供參證。孫氏〈生傳〉云：

居士姓余氏，名一鼇，字成之，晚號心禪。系出浙衢開化縣之六都，祖諱

紹元，以嘉慶戊辰第二名鄉舉，大挑知縣。歷任四川雲陽、榮昌、清溪等

縣，後補鄰水，卒於官。先是相地於榮昌南門外數里之望城坡，由開遷其

考妣之櫬，遠道窆焉。故其長孫祥鍾者，咸豐庚申通籍，即以敘府宜賓

貫云。父諱獻璋，開化庠生，四川松潘同知無錫楊蘿裳先生諱英燦之第三

女壻也。贅於錫，遂留家焉。⋯⋯有弟一鳳，少居士四歲。⋯⋯年二十三

歲，為咸豐庚申，金陵赭寇攻潰大營，四月初十，縣城亦陷，居士父子兄

弟，同時被擄。母攜一婢逃至鄉間，家遂星散。⋯⋯同治癸亥九秋，復由

楚南還至上海，冬十月尋母於琴川之柴涇廟，計大難相失，凡四十四月。

母子重逢，疑身在鏡。⋯⋯而父與弟迄不知所終，居士終身以為人生至痛

云。
6

知余氏二十三歲時，遭逢太平軍之役，全家被擄。余一鼇與母幸而脫逃，其父余

獻璋及弟一鳳則不知所終。其弟當時僅十九歲，所聘之妻尚未過門
�
。余氏將近

四年後始與母親重逢，母子相依為命，一生鬱抑以終。

余一鼇育有三子，然其《秋夢詞》中有〈琴調相思引．憶亡兒〉（穉笋摧

殘怨早霜）一首，小序云：「庚辰九月三兒病殤，予所愛也。」其上且有眉批

云：「大兒殤于己卯十月朔，三兒庚辰九月廿三也。大兒十一齡，三兒則六齡

封面有民國七年余夢齡署端：「芙蓉山館志序存稿／附蓉裳公移箏詞／鑑堂公雲陽紀事／

心禪公覺夢詞」。各篇頁次自為起迄。
5	 〔清〕楊芳燦等：《芙蓉山館師友尺牘一卷附家書一卷》，收入《稀見清人別集百種》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00�	年，影印清光緒十三年賜書堂活字印本），第	�	冊。此
書為余一鼇所蒐集整理，目錄後有余氏按語云：「光緒辛巳春三月一鼇手錄於虎墽客次，

閱八年戊子春三月始用集字板排印於錫山西溪之負書草堂。」該書與《芙蓉山館志序存

稿》同為余氏整理楊家先輩遺作之成果，版心有「芙蓉山館師友尺牘」、「賜書堂」字

樣，版式與《芙蓉山館志序存稿》一致，卷前「楊蓉裳先生小像」及孫毓英題字亦完全相

同，疑當初即是同一套。
6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9�-�99。按：庚申為咸豐十年	

(��60)，是年太平天國大軍攻陷清軍江南大營，戰況慘烈。
�	 〔清〕龔履純〈雲陽紀事跋〉云：「一鳳年十九，亦殉庚申之難。聘妻嘉善楓涇王氏，其
姨母女也，守貞而卒，尚待旌表。」見余一鼇錄：《鄰水公雲陽紀事》後，《芙蓉山館志

序存稿》，頁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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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可見三子中二子夭折。余氏〈遺囑〉下筆即云：「心禪老人囑長齡兒遵

依予言，不可違拗。」又云：「兩妹好生待他，為之擇壻嫁之，此事須細心商

量，不可草率從事為囑。」可知余氏〈遺囑〉，乃寫付予次子者
9
，其身後僅餘

一子二女。又王謇《續補藏書紀事詩》曾記載余一鼇孫女賣出余氏藏書一事：

余心禪大令一鼇，錫山人，藏其外家楊蓉裳芳燦一門風雅，稿本一篋、通行

本數十篋。哲嗣小禪，官司法，歿於京邸，令媛瓊斐女士扶櫬南歸，任我

吳東吳大學助教，思欲斥書營葬，蘇書賈江某欲以八百金盡吞其藏。女士

以目錄示余，余為之召滂憙齋後人輩保存。
�0

由此觀之，余家不但人丁單薄，且家道貧寒。然據上引資料，余一鼇祖父余紹元

原為開化縣六都人氏，曾任官四川雲陽、榮昌等地；因相中榮昌一塊墓地，遂將

先人遷葬，本人卒後亦葬於此。余紹元既在榮昌落地生根，子孫遂在該處開枝散

葉，至於原籍之開化，亦有親族居住。龔履純〈雲陽紀事跋〉記載余紹元家族遷

移一事甚詳：

右《雲陽紀事》一卷，開化余鑑堂先生作令夔州雲陽時辦理廠匪所紀事實

也。先生諱紹元，字鑑堂，浙江衢州府開化縣六都鉅溪人氏。少有文名，

舉嘉慶戊辰恩科鄉試第二，大挑以知縣分發四川。⋯⋯先是先生之令鄰水

也，卜地於榮昌縣南門外三里之望城坡，⋯⋯。自浙遷葬其考容光公、

妣方太孺人。閱一年而先生卒，亦營兆焉。配鄭氏，繼配張氏、徐氏。子

三：獻璜、獻璋，鄭孺人出；獻瑞，徐孺人出。女一，適湻安吳宜豐。鄭

孺人早卒，葬開化六都塘塢坪。獻璜字古溪，入籍宜賓，子四：祥鍾，字

覺峯，道光甲辰四川舉人，咸豐庚申進士，即用知縣，卒於京都，年三十

有五。次德鍾、次方、次澍鍾。方字燕山，以開化原籍試吏於蜀，曾署四

川江津縣典史，修榮昌祖墓，設法保護並刊其兄覺峯遺稿。女一，適山陰

李赤。獻璋字葆田，吾邑楊蘿裳先生第三婿也，開化庠生，流寓無錫，咸

豐庚申殉粵寇難。子二：一鼇、一鳳。一鳳年十九，亦殉庚申之難。聘妻

嘉善楓涇王氏，其姨母女也，守貞而卒，尚待旌表。一鼇字成之，亦字心

�	 〔清〕余一鼇：《秋夢詞》，第	���	首。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
三）〉，頁	�60。

9	 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00-�0�。余氏遺稿中，有部分
署名為「夢齡」所鈔，或為「長齡」別名。

�0	 王謇著，李希泌點注：《續補藏書紀事詩》（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9��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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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奉母居錫，辱與予友。
��

據此可知余紹元有子三人、女一人：長子獻璜，字古溪，次子獻璋，即余一鼇之

父，三子獻瑞，為繼室徐夫人所出。獻璜有子四人：祥鍾、德鍾、方及澍鍾，乃

余紹元在蜀地發展的後裔。祥鍾為咸豐十年	(��60)	庚申進士��
，由於獻璜入籍宜

賓，祥鍾應考時即隸籍宜賓，故上引〈生傳〉謂「其長孫祥鍾者，咸豐庚申通

籍，即以敘府宜賓貫云」。咸豐十年太平軍攻陷金陵大營，正是一鼇父母兄弟蒙

難之時，居住四川之祥鍾卻於是年高中進士，邁入仕途，一門之中，命運差異如

此之大，可謂造化弄人。

祥鍾雖高中進士，卻於三十五歲英年早逝。與余一鼇較有聯絡之蜀地親人，

為祥鍾之弟方（字燕山）。余一鼇詩作中提及蜀地及開化之親人者，有〈乙酉七

月二十五日燕山弟自成都書來，喜其得子，並見寄四絕。閱月夜燈悶坐，口占寄

之，聊當面話而已〉組詩
��
，其中有四首云：

卻喜吾家產石麟，開緘差慰老親嚬。丁單我怯根枝瘦，吳蜀飄零兩地均。

燕山弟書來，以四十四歲得子，為之喜慰。

憶曾故里拜松楸，屈指於今已十秋。我欲待君共攜手，斜陽芳樹話田疇。

開化六都祖塋依山，祠宇均在山下，田均余氏子孫所耕，塘水維余姓可溉，他姓則否，祖宗貽謀

至善。年來欲與燕山弟同歸展墓，作數旬之留，人事牽絆，有約未果，輒用耿耿；以後體日憊、

齒日增，恐此願難以償矣。丙子夏在家時，每夕陽西下，偕族中昆季侄輩閒步隴畔，指山話水，

時雖多病，回首思之，今更不若前矣。

大溪老屋漸荒涼，三宿因緣尚有桑。太息老成凋謝久，白頭尚幸拜中堂。

六都大溪邊親仁堂老屋尚存，年久失修。光緒丙子閏五，自西安還鄉掃墓，宿於甯壽堂數夕，尚

及見崑山伯父，茲已歸道山數年矣。

三世牛眠碧蘚封，最憐老樹逐飛烽。扶持保護嗟予季，從此青山雨後濃。

四川榮昌縣南門外小丹橋祖墓，曾祖容光公、祖考鄰水公及伯兄覺峰均葬焉。墓田及樹木，昔年

叔父以貧故，售於土人，後於左右挖石燒窑，駸有不保之勢。幸賴燕山弟籲求當道諸公設法保

��	 龔履純：〈雲陽紀事跋〉，頁	�a-9a。
��	 林葆恆云：「余祥鍾，字覺峯，四川宜賓人。咸豐辛酉進士。有《覺峯剩稿》。」見林
葆恆纂：《詞綜補遺》，卷	�，收入《北京圖書館稿本鈔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
社，�99�	年），第	�	冊，頁	�5�。按：祥鍾中進士之年份，林說與龔說不同。龔氏乃余一
鼇友人，〈雲陽紀事跋〉即因余一鼇之關係而撰寫，所言自較可信，茲據之。

��	 按：乙酉得子而年四十四，乙酉為光緒十一年	(���5)，則其生年為道光二十二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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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列入縣中忠義會中，永歸地方首事照料，我余氏子孫世世銜感圖報矣。
��

開化六都祖塋俱在，且當地余氏族人尚有不少，唯余一鼇自光緒二年	(���6)	丙

子返鄉掃墓後，即未再前往，詩詞中亦未嘗述及，可見余氏與原籍族人少有往

來，與蜀地親人反而互動較多，上引諸詩均顯示其與燕山弟之深厚情誼。余氏

〈遺囑〉曾交代身後不必廣發訃告：

身後惟福建董大表姑母、杭州強春亭表姑丈處、河南西華縣馬幹生表兄嘉

楨處、四川省城西二巷燕山七叔父處、江西臨江府嚴三表姑母處、揚州盧

三姑太太處，作函告之，此外均可不必訃知。

此「燕山七叔父」即其堂弟燕山。另又叮囑其子代還欠款：

三伯伯處，予尚欠伊洋貳拾圓，多年本利未還，時深耿耿。以後即變去

書畫等件，必須先將本錢還伊，利錢日後為予補還，以蓋予歉。至囑至

要。
�5

「三伯伯」當亦居蜀親人。然就上引詩中描述蜀地親人之境況，燕山弟四十四歲

始得子，而叔父
�6
竟貧困至將墓地出售，無怪乎余氏有「丁單我怯根枝瘦，吳蜀

飄零兩地均」之慨嘆。

余氏親族多在開化及四川，無錫僅余一鼇一家。〈生傳〉云：「父諱獻璋，

開化庠生，四川松潘同知無錫楊蘿裳先生諱英燦之第三女壻也。贅於錫，遂留家

焉。」余氏外祖楊英燦曾任四川松潘同知，其兄長亦與四川關係密切；余父與楊

氏締姻，蓋因兩家長輩俱任官四川之緣遇。

三、楊家

相對於余一鼇之門衰祚薄，其外祖楊氏則人丁興旺，且有名於當世，如一鼇

外祖楊英燦，與兄長楊芳燦、楊揆俱有文名。楊芳燦於《楊蓉裳先生年譜》（以

下簡稱《年譜》）曾敘及楊氏先世，云：

��	 以上詩作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二）〉，頁	��6、���，第	D0�、
D�0、D��、D��	首。

�5	 以上兩段引文，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00-�0�、
�0�。

�6	 據龔履純〈雲陽紀事跋〉，余紹元有子三人，余一鼇之父居次。所謂「叔父」，應指獻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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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八世祖以上，世次無可考。曾祖聲毓公，諱宗濂，邑庠生；祖端操公，

諱孝元，邑庠生；父鸞溪公，諱鴻觀，太學生。

又云：

宅有雙梧樹，枝葉扶疏，為世父笠湖公手植者。余生之前一夕，顧太夫人

夢見有五色雀，翔集雙樹間，以告端操公及大母倪太夫人。
��

知其曾祖為楊宗濂，祖父為楊孝元，娶妻倪氏；父為楊鴻觀，並有伯父號笠湖，

即楊潮觀。

楊孝元之名，各家所記皆同，如《梁溪詩鈔》云：

端操楊先生孝元，字介公，晚號端操子，亦稱蛻道人。諸生，以子潮觀

貴，累贈奉直大夫。著有《存之堂詩槀》行世。⋯⋯先生幼孤，家貧，奉

節母孝，事寡娉恭，多識前言徃行，先達爭折行輩與交。海寧中堂陳文勤

公，聞先生風，過梁溪造訪定交去。陶方伯未堂曰：「凡人罕能無愧於名

若字者，獨端操子之孝與介，諒哉！諒哉！」
��

《錫山歷朝著述書目考》（以下簡稱《錫山書目考》）亦云：

楊孝元，字介公，晚號端操子，又稱蛻道人。諸生。生甲子，壽七十四。

邑志文苑附子潮觀傳。《存之堂詩稿》
�9

《江蘇藝文志．無錫卷》（以下簡稱《無錫卷》）云：	

楊孝元	(�6��-��5�)，字介公，晚號端操子，又稱蛻道人。清金匱人。潮

觀父。諸生。《存之堂詩稿》
�0

然秦瀛為楊鴻觀次子楊揆所撰〈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志銘〉則云：「祖孝先，

即吾邑所稱介公先生者也。」
��
作「先」，蓋形近致誤。

再者，楊芳燦《年譜》「嘉慶十二年丁卯五十五歲」下記其離家二十九年後

��	 上引二段文字見於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楊蓉裳先生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
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99�	年），第	��0	冊，頁	��。

��	 〔清〕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清宣統三年文苑閣重刊本），卷	��，頁	�a-b。
�9	 〔清〕高鑅泉：《錫山歷朝著述書目考十二卷》，收入賈貴榮、杜澤遜輯：《地方經籍志
彙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00�年，影印清光緒二十八年活字本），第	��	冊，
頁	���-���。按：此書小傳後引錄著作，本文僅摘錄與文學相關之書名，並以小字表明此
部分非原文見錄，下《江蘇藝文志．無錫卷》同。

�0	 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整理研究所編著：《江蘇藝文志．無錫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995	年），頁	���。本書以下簡稱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

��	 見〔清〕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收入《清朝碑傳全集》（臺北：大化書局，�9��
年），卷	��，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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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故里事，謂「見周氏、顧氏兩姑母，先大夫鸞溪公胞姐也，俱年逾八十，

白髮垂垂，細詢舊事，嗚咽隕涕」
��
，可見楊孝元另有二女，一適周氏，一適顧

氏，當時均已年逾八十，而楊潮觀生於康熙四十九年	(���0)��
，算至嘉慶十二年

(��0�)，則已九十七年。可見二女於鴻觀為姊，於潮觀則為妹。

此外，《續梁溪詩鈔》錄有秦智鉷懷念「楊笠湖舅氏」（最愛吟風閣）

詩
��
，稱楊潮觀為舅氏，可見楊孝元尚有一女嫁予秦家（說詳下）。唯此女與潮

觀兄弟之長幼序次如何，則未能推知。

（一）楊鴻觀諸子

楊孝元有二子，長子名潮觀，次子名鴻觀。楊鴻觀為太學生，與兄潮觀均工

詩文，卻仕途不偶，以諸生終，雖無功名，卻因次子楊揆官至四川布政使，亦獲

贈同官。《梁溪詩鈔》云：

楊贈公鴻觀，字雍度，號鸞溪。工詩，喜交遊，遊跡幾半天下。客湖南

時，少獲脩脯即為父端操公梓其遺詩，并刻從兄鶴沖詩。家無擔石之儲，

親友有以窘乏告者，必傾囊給之。或勸稍節嗇，為衣食計，答曰：「君但

放開眼孔，彼節嗇者知有已矣，能長有耶？顧不永年。」所著有《真率齋

集》，其子芳燦、揆皆貴，以揆官。
�5

《無錫卷》亦云：

楊鴻觀	(����-����)	字雅度，一字雍度，號鸞溪。清金匱人。孝元次子，

潮觀弟。國子生。工詩，喜交游，游迹半天下。家無擔石之儲，卻喜急

窘者，往往傾囊助人。客湖南時，稍獲修脯，即刻父兄等遺詩。《真率齋

集》
�6

可知其人急公好義，喜交遊，有俠氣。

趙懷玉〈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以下簡稱

〈楊芳燦墓誌〉）云：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0。
��	 楊潮觀生於康熙四十九年	(���0)，卒於乾隆五十三年	(����)，見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
卷》，頁�9�；又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民國九年還讀齋校本），卷	�，頁	�a。
�5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頁��a-b。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55。高鑅泉《錫山書目考》謂「字雅度，一字鸞溪」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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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祖宗濂，祖孝元，考鴻觀，清德未耀，竝以君仲弟揆貴贈通奉大夫、甘

肅布政使。妣顧氏，封太夫人。
��

楊鴻觀妻顧氏，為顧奎光及顧斗光之妹。《年譜》「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歲」下

云：「時舅氏雙溪先生為瀘溪令。」「雙溪」即顧奎光。又「乾隆二十八年癸未

十一歲」下云：「舅氏諤齋先生工詩文，癖嗜吟詠，教余為詩。初作近體，時得

佳句，後漸能作歌行三四百言，諤齋先生喜謂太夫人曰：『嘉甥下筆不凡，吾妹

有子矣。』」「諤齋」即顧斗光
��
。另楊鴻觀卒後，顧奎光長子敏恆有〈哭鸞溪

姑丈〉詩二首（心力憂貧盡、尚記垂髫日）
�9
，其親戚關係正可相互印證。

楊鴻觀有三子四女。依序為：長女（適吳氏），次為楊芳燦（娶徐氏），三

為次女，四為楊揆（娶彭氏），五為三女（適張湜），六為四女（適嵇承裕），

最幼為楊英燦（娶吳氏，另有妾蕭氏）。其中三女、四女為妾盛氏所出
�0
。楊芳

燦及楊揆俱從顧斗光受業，資賦優異，表現特出；尤其楊芳燦，年甫弱冠，詩文

即為藝林所重。秦瀛譽為「承顧、楊兩家之學」
��
。楊英燦最幼，文名則遜於二

位兄長。

�.	楊芳燦及其子孫

楊芳燦才華出眾，與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顧敏恆一時齊名，袁枚〈仿

元遺山論詩〉「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可為佐證。其生平事跡，

以《無錫卷》所述最為簡明：

��	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0，頁	���0。
��	以上引文，分別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9。
�9	 〔清〕顧敏恆：《笠舫詩藁二》，楊芳燦等輯：《辟疆園遺集》（光緒十八年七月重排
本），卷	�，頁	�0a。

�0	 楊芳燦《年譜》於弟妹之生年亦均詳實記載。「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四歲」下云：「九
月，長妹生。」「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八歲」下云：「正月，弟揆生。⋯⋯十一月，次妹

生庶母盛孺人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十四歲」下云：「三月，三妹生盛孺人出。」「乾

隆三十三年戊子十六歲」下云：「六月，三弟英燦生。」分別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

編：《年譜》，頁	�5、��-��、��、��。再者，「嘉慶十二年丁卯五十五歲」下記載離家
二十九年後偕三弟回錫事，有云「至營橋宅見二嫂暨吳氏姊」（頁	�9-�0），此「吳氏
姊」可能為楊芳燦長姊，亦可能泛指親戚中同輩年長之女性。唯楊芳燦次妹嫁與張湜，楊

氏即稱其「張氏妹」（頁	5�），可推定「吳氏姊」應為其長姊。《年譜》乃由芳燦出生
寫起，故未及登錄其長姊生年。又按：楊英燦之妾蕭氏，即余一鼇之外祖母。說見下文。

��	 〔清〕秦瀛：〈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志銘〉，見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
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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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芳燦	(��5�-���5)	字才叔，一字蓉裳。清金匱人。鴻觀長子。善詩文，

尤工駢體，華贍有時譽。乾隆四十二年	(����)	拔貢生。應廷試第一，官

甘肅伏羌縣知縣。升靈州知府，內擢戶部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與修

《會典》，益務記覽。丁母憂，貧甚，鬻書以歸。主講衢杭、關中、錦

江三書院，與吳錫麒、洪亮吉、孫星衍等同時代學者并擅名海內。後入

蜀修《四川通志》，卒於成都。《清史稿》有傳。《楊蓉裳年譜》、《真率齋初

稿》、《真率齋詞》、《芙蓉山館詩稿》、《芙蓉山館詞稿》、《荊圃唱和集詩》、《荊圃唱和

集詞》、《芙蓉山館詞》、《拗蓮詞》、《移箏詞》
��

楊芳燦於學界雖聲名卓著，事功方面則未能盡其才。《蒲褐山房詩話》所論，甚

為中肯：

蓉裳驚才絕豔，綴玉聯珠，駢體之工，幾於上掩溫、邢，下儕盧、駱；而

詩則取法於工部、玉溪間，填詞亦兼有夢窗、竹山之妙。乃僅以拔萃科選

伏羌縣令，既而逆回搆亂，烽火連天，蓉裳嚴守孤城，授戟傳餐，獨當豕

突。事平久之，乃量授靈州，又偃蹇十餘年，始為農部。雖兼會典館纂

修，終不獲與於承明著作之林，殊為缺事。然京師槃敦之盟，必以君為赤

幟，蓋光燄固不能掩也。
��

關於楊芳燦之生平，第一手資料當為其自撰年譜
��
。此譜五十五歲九月之前乃楊

氏手編，同年十月至六十三歲為其外孫余一鼇所補編。前附〈無錫金匱縣宦望志

傳〉、陳文述〈皇清誥授奉直大夫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充會典館總纂修官蓉裳楊公

傳〉（以下簡稱〈楊蓉裳傳〉）、姚椿〈誥授奉直大夫戶部廣東司員外郎楊公墓

表〉，均為研究楊氏之重要資料。上文提及《芙蓉山館志序存稿》一書收錄嘉慶

十七年楊氏與修《四川通志》之部分手稿，包括《四川省志》及《南溪縣志》敘

例若干篇，經余一鼇整理印行，亦頗具參考價值。

至於「蓉裳」二字為楊氏之字或號，諸書所述不同。《無錫卷》謂「字才

叔，一字蓉裳」，以「蓉裳」為字，陳文述〈楊蓉裳傳〉、《續梁溪詩鈔》

同
�5
；而《錫山書目考》卻謂「字才叔，號蓉裳」，以「蓉裳」為號，趙懷玉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9�-59�。《續梁溪詩鈔》大致相同，唯較簡略，見侯
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a。

��	 引自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b。
��	 前引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所藏《楊蓉裳先生年譜》，為清光緒五年刻本。又上海圖書
館藏本卷後附有余一鼇識語，說明補編原始，並附記楊芳燦數事，為他本所無。

�5	 〔清〕陳文述：〈楊蓉裳傳〉，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侯學愈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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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芳燦墓誌〉、李靈年與楊忠《清人別集總目》、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

要》並同
�6
。按：「蓉裳」應是其字。〈無錫金匱縣宦望志傳〉云：「楊芳燦，

字蓉裳，……季弟英燦，字蘿裳」
��
，又趙懷玉〈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楊公揆

墓誌銘〉（以下簡稱〈楊揆墓誌〉）云「公諱揆，字同叔，一字荔裳」
��
，蓉

裳、荔裳、蘿裳極具一致性，故「蓉裳」當與「荔裳」、「蘿裳」同為字。

楊芳燦娶妻徐氏
�9
，育有二子三女，依序為長女德芸、長子承憲、次女德

嫄、次子承惠、三女德華
�0
。

（�）楊夔生一家

楊芳燦之長子，後人皆習稱為楊夔生或楊伯夔，實則原名承憲。《錫山書目

考》云：

楊夔生，芳燦子。原名承憲，字伯夔，又字浣香。國子生。薊州知州。生

辛丑，卒年六十一。邑志文苑附父芳燦傳。《真松閣詩集》六卷附詞
��

《無錫卷》亦云：

楊夔生	(����-����)	原名承憲。字伯夔，號浣薌。清金匱人。芳燦長子。

國學生。官順天薊州知州。敦敏嗜學，尤工倚聲。與袁通、袁棠交契。

《續梁溪詩鈔》，卷	�，頁	��a。
�6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6�。〔清〕趙懷玉：〈楊芳燦墓誌〉，見錢儀吉編：
《碑傳集正編》，卷	��0，頁	���0。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合肥：安徽
教育出版社，�000	年），頁	��6。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
版社，�00�	年），頁	90�。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	 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頁	�0��。
�9	 按：〔清〕梁紹壬云：「李紉蘭女史佩金⋯⋯工詞，著《生香館集》，逼真漱玉，年三十
餘卒，楊蓉裳農部芳燦之夫人為之序，孫古雲襲伯均次而刊之。」見梁紹壬：《兩般秋雨

盦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9��	年），卷	�，頁	���「李秋雁」條下。據此，楊
芳燦之妻應亦為才女。《年譜》記其妻為徐氏，未言有其他妻妾，然並未述及徐氏通文

墨。
�0	 《年譜》「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十二歲」下云：「十二月，長女德芸生。」「乾隆四十六
年辛丑二十九歲」下云：「是年六月，長子承憲生。」「乾隆五十年乙巳三十三歲」下

云：「是年，次女德嫄生於泲甯寓舍。」「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十五歲」下云：「八月，

次子承惠生。」「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三十九歲」下云：「三月，三女德華生。」分別見楊

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9、��、50、55、5�。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按：《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說
法大致雷同（分見二書頁	��50、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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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松閣集》二卷、《真松閣詩集》六卷附詞、《真松閣詞》六卷、《過雲精舍詞》二卷
��

均謂其原名承憲，丁紹儀《清詞綜補》亦云：「楊夔生初名承憲。」
��
按：楊芳

燦《年譜》謂乾隆四十六年六月「長子承憲生」，可為確證。趙懷玉〈楊芳燦墓

誌〉言及芳燦子嗣，云：

子二：承憲，候選府經歷；承惠，候選縣丞，為從兄掄後，承卭州大

宗。
��

陳文述〈楊蓉裳傳〉則云：

子二：夔生，官薊州牧；麟生以嗣從兄掄後，房山縣丞。
�5

二文提及芳燦二子，一稱承憲、承惠，一稱夔生、麟生。由楊揆三子名承懋、承

慧、承愻（詳下文），可知承憲、承惠乃是譜名；夔生、麟生當是學名或另取之

名，甚或是字，後以此行。然譜名在家族中始終不廢，故楊芳燦兼以「夔生」或

「承憲」稱之。如《年譜》「乾隆六十年乙卯四十三歲」下云：

時官閒無事，余偕雪莊及侯生士驤、周生為漢、陸生芝田、兒子夔生，逢

諸生課期即至書院分題作詩，俱編入唱和集中。

又「嘉慶五年庚申四十八歲」下云：

三月遣承憲南歸，就婚德清沈氏。其婦翁名朝宗，號葦塘，曾為甘肅秦安知縣。伉爽

有吏才，余之執友也。今任南河山安同知。
�6

可見「夔生」、「承憲」二名並行，而外界則稱之為「夔生」。

楊夔生字伯夔，向無異說。然楊英燦《聽雨小樓詞稿》卷下有〈金菊對芙

蓉〉（習氏池留）一首，題作「靈武城西有朱氏園亭，負郭臨溪，花木極盛。

春日偕王大振華、侯大春塘、林少尹月軒、大姪浣香同遊，席間各填一闋寄

興」
��
，稱其「大姪浣香」；其表姊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有〈天香〉（素影

飄溪暗瓊浮）一首，題作「探梅惠山石浪山齋，偕浣香弟作」
��
，則稱其「浣

香弟」。按：上引《錫山書目考》云「字浣香」，《無錫卷》云「號浣薌」，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0-66�。
��	 〔清〕丁紹儀：〈清詞綜補例言〉，《清詞綜補（附續編）》（北京：中華書局，�9�6
年），例言頁	�。

��	 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0，頁	����。
�5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6	 以上二條同前註，頁	60、66。
��	 〔清〕楊英燦：《聽雨小樓詞稿》（光緒十七年西溪草堂排印本），卷下，頁	�a-b。
��	 〔清〕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光緒十四年楊志濂刻本），頁	�9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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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薌」與「香」同，「浣香」、「浣薌」乃其字或號。

楊夔生有二子一女。二子一名應韶，一名應融
�9
；其女即女詞人楊琬，著有

《選雲樓詩鈔》、《選雲樓詞》。楊琬字佩貞，又作珮珍。《錫山書目考》謂其

名「楊琬貞」
50
，非是。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

表姑次子恩普官江西同知，娶楊伯夔表丈女佩貞琬，亦工詞善書。
5�

《清詞綜補續編》亦云：

楊琬，字佩貞，無錫人。知縣楊夔生女，江西知縣秦恩普室。有《選雲樓

詞》。
5�

又《無錫卷》云：

楊琬	(��09-���0)	字佩貞。清金匱人。夔生女。崇義知縣秦恩普妻。《選雲

樓詩鈔》、《選雲樓詞》
5�

以上諸書俱作「楊琬」，且丁紹儀與楊琬為表姊弟，所述自較可信。再者，楊琬

乃楊芳燦女孫，楊英燦亦有女孫名蘊輝，字靜貞
5�
，可佐證楊氏家族之名、字自

有其規範。《錫山書目考》稱為「楊琬貞」，殆因誤合「楊琬」及「佩貞」二

者。此外，顧翰《拜石山房詞鈔》有〈木蘭花慢〉（都門誰祖道）一首，題作

「津門官舍晤表姊楊蕋淵夫人暨表姪女珮珍女士為賦此闋」，又〈南樓令〉（春

色渺無邊）一首，題作「題珮珍女士山水冊六闋」
55
，可見「佩貞」又作「珮

珍」。

楊琬嫁與楊德芸之子秦恩普
56
，楊德芸為楊琬姑母，故秦、楊二人乃是姑表

�9	 趙懷玉〈楊芳燦墓誌〉云：「孫二人：應韶、應融。」見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0，頁	����。按：楊芳燦二子，承惠已過繼予其堂兄楊掄，故此處所謂「孫二人」，應
是指承憲之子。

50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云：「楊琬貞，崇義知縣秦恩普妻，生嘉慶己巳，卒缺。《選雲樓
詞》」（頁	�95）。

5�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
�9�6	年），頁	����「楊琬詞」條。下文所引《聽秋聲館詞話》，皆據《詞話叢編》本。

5�	 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卷	��，頁	����。
5�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
5�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及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俱云：「楊蘊輝，字靜貞。」（分別
見頁�9�、頁	��5）

55	 以上二詞見〔清〕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光緒二年心禪室重刊本），卷	�，頁	�b、
�b。

56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b	作「通判秦恩霈室」，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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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妹。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謂楊琬為「崇義知縣秦恩普繼妻」
5�
，唯是施

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卻謂楊琬早卒，秦恩普再娶繼室蔣氏。施氏云：

蕊淵為名父之女，風雅萃於一門，其姪佩貞即適蕊淵子恩普，有《選雲樓

詩》，早卒，繼室蔣氏合蕊淵詩刻之，名《秦氏姑婦集》，何蓮昉太守序

之。
5�

施氏所述頗詳，其言當屬可信。

前文已述及楊芳燦次子承惠（麟生）過繼予堂兄楊掄，《年譜》記楊麟生之

事殊少，或因其已嗣楊掄，與本家互動較少之故。楊夔生有〈憶江南〉（吾鄉

好）詞，小注云：「余弟子山善畫。」
59
查顧翰《拜石山房詞鈔》有〈月華清〉

（淺漵沙明）詞，題作「題子山孤山載鶴圖」，又有〈百字令〉（素春亭閣）

詞，題作「為楊二子山題雪艷圖」
60
，俱可佐證其人擅於丹青。

（�）楊德芸一家

楊德芸為芳燦長女，是著名女詞人，與顧翎、李佩金齊名
6�
，後世習稱「楊

芸」
6�
。然《年譜》「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二十二歲」下云：「十二月，長女德芸

生。」揆諸「乾隆五十年乙巳三十三歲」下云：「是年，次女德嫄生於泲甯寓

舍。」「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三十九歲」下云：「在靈州，三月，三女德華生。」

顯見楊芳燦三女皆以「德」字排行，故本名應是德芸。其字作蕊淵、蕋淵或蕊

5�	 胡文楷云：「琬字佩貞，江蘇金匱人，薊州知州楊伯夔長女，崇義知縣秦恩普繼妻。」
見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臺北：鼎文書局，�9��	年），卷	��，頁	5��-5�5
「《選雲樓詩鈔》」條。唯此書增訂本誤「秦恩普」為「秦恩霈」，見胡文楷編著，張

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00�	年），卷	��，頁
6�6。

5�	 施淑儀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上海：上海書店，�9��	年），卷	�，頁	��9。
59	 〔清〕楊夔生：《真松閣詞》（光緒元年心禪室重刊本），卷	6，頁	��a。
60	 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卷	�，頁	�a、��b。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楊蕊淵表姑芸為蓉裳外祖女，著有《琴清閣詞》，與李紉
蘭女史佩金《生香館詞》盛傳一時，海內推為閨詞之冠。」（卷	��，頁	���0「楊芸琴清閣
詞」條）。按：楊芸所撰《琴清閣詞》一卷，通行者為南陵徐氏所刻《小檀欒室彙刻閨秀

詞》本；上海圖書館另藏有瘦鶴詞人所輯《三閨媛詞合集》本，為鈔本，乃與李佩金《生

香館詞》一卷及顧翎《茝香詞鈔》一卷合輯者。瘦鶴詞人即鄒弢，曾為余一鼇詩稿作序。
6�	 如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頁	���0；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卷	�5，頁

��0�；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等，均稱「楊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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囦6�
。《錫山書目考》謂其「生乾隆甲午，卒年五十七」

6�
，則卒於道光十年

(���0)	庚寅。

又陳文述〈楊蓉裳傳〉曾記錄芳燦三位女婿之名：

女三：一適同里秦承霈，天津同知；一適閩縣龔瑞穀，睢甯通判；一適餘

姚張嗣居，四川劍州牧。
65

關於秦承霈，《聽秋聲館詞話》、《清詞綜補》均謂其字蘭臺
66
，《錫山書目

考》、《無錫卷》更謂其原名嵩源，字蘭臺，號實夫，為秦智鉷之子，生於乾隆

三十九年，卒年五十八
6�
。此等資料應屬可信。唯趙懷玉〈楊芳燦墓誌〉卻稱之

為「秦承祜」：

直隸景州知州秦承祜、山東臨清州州判龔瑞穀、候選通判張嗣敬，其壻

也。
6�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云：「楊芳燦，……女芸，字蕊淵，適

秦承祜，工詞。」
69
所據蓋即此誌。唯此名他處未見，且《年譜》「乾隆五十四

年己酉三十七歲」下云：「十月，二弟回京，秦壻承霈來署就婚。」「乾隆

五十五年庚戌三十八歲」又記嫁女一事，云：「六月，長女出嫁以署東偏公館為青

廬，秦壻備儀從親迎如家鄉禮，滿月回署。」
�0
楊芸弟楊夔生之〈蝶戀花．冬釭樂府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頁	���0「楊芸琴清閣詞」及「芝仙姑詩詞」條，又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均作「蕊淵」。顧翰：〈木蘭花慢．津門官舍晤表
姊楊蕋淵夫人暨表姪女珮珍女士為賦此闋〉，《拜石山房詞鈔》，卷	�，頁	�b；高鑅泉：
《錫山書目考》，頁	�9�	均作「蕋淵」。楊夔生：〈百字令．為蕊囦伯姊題所藏葉小鸞

眉子硯銘拓本〉（蘭牕寫韻），《真松閣詞》，卷	5，頁	�9a	作「蕊囦」。按：「蕋」、

「囦」為異體字。
6�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
65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6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表姑適秦丈蘭臺，⋯⋯丈名承霈，官通州知州，所作無
多，故詞名轉遜閨中。」（見卷	��，頁	���0-����「楊芸琴清閣詞」條）；又丁氏《清詞
綜補》「秦承霈」小傳云：「秦承霈，字蘭臺，金匱人。官通州知州。」（見卷	��，頁
�99）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云：「秦承霈	(����-����)	原名嵩源。字蘭臺，號實夫。清金
匱人。智鉷子。國子生。歷任直隸正統府經歷、承德府經歷、密雲縣知縣、涿州知州、

景州知州、天津知府等。《荊圃唱和詩草》。」（見頁	6��）高鑅泉：《錫山書目考》，
頁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5b	所記略同。

6�	 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0，頁	����。
69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頁	�。
�0	 分別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6、5�。

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

-�09-



二十四首并記〉亦曾提及「予自丙寅都下與伯姊相別……時姊夫秦君承霈為涿州

牧。」
��
皆可證楊芳燦長婿乃是秦承霈，趙懷玉所記顯然有誤

��
。

秦、楊二家聯姻，祖輩已然，並非始自秦承霈之聘楊芸。秦承霈之父秦智

鉷，乃秦兆雷之第三子
��
，《續梁溪詩鈔》錄其詩八首，其〈懷舊四首〉之一題

作〈楊笠湖舅氏〉（最愛吟風閣），稱楊潮觀為舅氏，可見秦兆雷之妻必為楊潮

觀之姊妹。換言之，秦智鉷與楊掄、楊搢，乃至於楊芳燦兄弟，均屬中表關係。

其下一代親上加親，在當時乃理所當然。

秦承霈有二子，一為秦恩普，即《聽秋聲館詞話》所謂「表姑次子」，另一

則為秦恩延，《清詞綜補續編》僅云：「秦恩延，字子惠，金匱人。官江西知

縣。」
��
《無錫卷》則有較詳細之介紹：

秦恩延（����-��9�）字子惠，號偶僧，別署無悶道人。清無錫人。承霈

子。廩貢生。江西候補知縣，加運同知。《虛白室近今詩存》一卷、《紅棠書屋詩

詞稿》
�5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所記略同。余一鼇〈遺囑〉云：

四姨婆詩稿一本，尚在劉石香先生處，可請檢付於汝，將來可同《琴清閣

詞》、秦大表姑母《選雲樓詩》抄好訂在一冊，汝有力則刻之，以成予未

竟之志。填《琴清閣詞》之秦大姨婆，是蓉裳公長女，阿娘堂姊；秦大姑

母，伯夔公之長女，秦大姨婆之媳也。秦子叔表伯，秦大姨婆之子也。
�6

上文提及楊芸之子秦恩普娶其弟楊夔生之女楊琬為妻，余氏所云，正是此層關

係。余一鼇又交代其子墓地之事，云：

��	 楊夔生：《真松閣詞》，卷	�，頁	�a-b。
��	 其誤不僅於此。楊芳燦三婿張嗣居，趙懷玉〈楊芳燦墓誌〉作「張嗣敬」，唯楊芳燦《年
譜》作「張嗣居」；楊夔生〈杏花天影〉（曉僧掃雪開松殿）一詞，題作「偕張錦漪（嗣

居）遊會稽犼山」，亦可證趙氏〈楊芳燦墓誌〉之誤。同前註，卷�，頁��b-��a。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云：「秦智鉷 (��5�-����) 字萬周，號雲漪。清無錫人。兆
雷子，禮鉷弟。廩貢生。乾隆四十九年 (����) 召試二等，肄業成均，期滿選授蘇州府學
訓導。丁內艱，服闕補通州訓導。以子承霈贈奉直大夫、直隸祁州知州。能詩。《雲漪詩

稿》、《黃梅精舍詩鈔》」（見頁 5�9）又云：「秦禮鉷 (��50-��0�)，字會嘉（一作曾嘉），
號謹齋，清無錫人。兆雷次子。國子生。任河南禹州吏目，軍功加一級，授登仕郎。」

（見頁	5�6）兄弟二人僅差一歲，可知智鉷為秦兆雷之第三子。
��	 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卷 6，頁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亦僅有簡短資料
（見卷	��，頁	��a）。

�5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6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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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老鳳從前賣地一塊與我處，在秦子惠表伯祖墳之旁，予看係熟地，未知

可用否？
��

亦可證秦恩延確是秦承霈之子。

楊芸除有《琴清閣詞》行世，又曾輯古今閨閣詩話為《金箱薈說》
��
。郭麐

《靈芬館詞話》卷二云：

蕊淵女士，中郎愛女，幼受四聲，慧辨琴絲，妙修簫譜。《琴清閣詞》，

風美流發，在《片玉》、《冠柳》之間。生香女士⋯⋯時俱從官京師，結

社分題，裁紅刻翠，青鳥傳牋，烏絲界紙，都中士女，傳為美談。
�9

可知楊芸工詩詞外，尚妙解音律，「琴清閣」云云，蓋為寫實
�0
。

�.	楊揆及其子孫

楊揆為楊鴻觀次子，乃三兄弟中官職最顯赫者。《續梁溪詩鈔》云：

揆，字荔裳，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隨大將

軍福康安征廓爾喀，以功累擢內閣侍讀，出為川北道，擢甘肅按察使，轉

布政使，調四川，會教匪為逆，揆練兵籌餉，以勞卒，官贈太常卿。著

《桐華吟館詩詞》、《駢文叢稿》，邑志宦望有傳。
��

《錫山書目考》云：

楊揆，鴻觀次子。字同叔，一字荔裳。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試，賜內閣中

書，遷侍讀，出為川北道，擢四川按察使，陞甘肅布政使，調四川護總

督。生庚辰，卒年四十五，贈太常卿。邑志宦望有傳。《桐花吟稿》十二卷、

��	 同前註，頁	�0�。
��	 〔清〕完顔惲珠編：《國朝閨秀正始集》（清道光十一年紅香館刊本）云：「蕊淵幼

承庭訓，博學工詩，兼善填詞，得元人旨趣。又曾輯古今閨閣詩話為《金箱薈說》，

陳雲伯大令為之序。」（見卷	�9，頁	5a）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亦曾引此，並
自謂編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之緣起，即由於景慕楊芸輯《金箱薈說》（見卷	�，
頁	���-��9）。

�9	 郭麐：《靈芬館詞話》，見《詞話叢編》，頁	�5��-�5��。按：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
略》節錄此文，「從官」作「從宦」、[士女」作「仕女」。唯謂出於《靈芬館詩話》，
「詩」乃「詞」字之誤。（見頁	���）

�0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	及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均謂楊芸作
《琴青閣詞》，據此知「青」乃「清」之誤。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a。

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

-���-



《楊荔裳先生詞稿》
��

又《無錫卷》云：

楊揆	(��60-��0�)	字同叔，一字荔裳。清金匱人。鴻觀次子。少涉史事，

博覽群書。工詩文，與兄芳燦齊名。乾隆四十五年	(���0)	召試舉人，授

內閣中書，入四庫全書館任編校工作。後從征衛藏。遷侍讀。出為四川川

北道，歷至四川布政使，以積勞卒於官。駢體文沉博絕麗，下筆千言。詩

初學長慶，出塞後，歷諸異境，格律為之一變。《清史稿》有傳。《桐花吟

館詩稿》、《桐花吟館詞稿》、《瓔珞香龕詞》
��

其生平梗概，可以具見。按：楊揆聰慧穎悟，髫齔即能文辭，尤長於詩，與兄楊

芳燦齊名
��
，歷任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以書生從福康安大將軍遠征塞外，戰

功彪炳，蒙賜花翎，以內閣侍讀擢用，又授四川川北道、四川按察使、甘肅布政

使、四川布政使等官職，仕途飛黃騰達，惜天不假年，四十五歲即卒。

秦瀛〈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志銘〉云：

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四川布政使楊君荔裳以勤於其職，積勞致疾卒。事

聞，天子憫其勞，贈太常寺卿，予祭葬，蔭一子為知縣。⋯⋯曾祖宗濂，

祖孝先，即吾邑所稱介公先生者也。父鴻觀，與其世父卭州知州潮觀並工

詩文，不遇，早卒。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君官。妣顧氏，封太夫人。⋯⋯	

君娶南昌彭氏贈檢討元璨女，封夫人。子承懋，三品，蔭生，捐知州；承

慧，國學生，以卹蔭例選知縣；承愻，候選知縣。女一，未字。
�5

楊揆娶妻彭氏，生三子一女，而父祖均蒙賜同官，其恩寵可見一斑。楊揆三子名

承懋、承慧、承愻，然《無錫卷》另著錄「楊慧」其人，云：「字定生，清金匱

人。蔭生，任定遠知縣。」且謂其曾修《定遠縣志》（道光）十二卷
�6
。此「楊

慧」應即楊承慧。按：楊揆乃急病而亡，楊芳燦《年譜》敘其過程甚詳，「嘉慶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6。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	 秦瀛〈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志銘〉云：「年十四，⋯⋯從其兄今戶部郎芳燦學，時戶部
已名噪里中，所交悉知名士，公亦頡頑其間，有二難之目。」見錢儀吉編：《碑傳集正

編》，卷	��，頁	�0��。又陳文述〈楊蓉裳傳〉云：「君天姿英敏，年甫冠，所為詩文已
為藝林所重。與弟荔裳有二楊之目。」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可見
楊芳燦、楊揆二人，當時確甚特出。

�5	 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卷	��，頁	�0��-�0�9。另趙懷玉〈楊揆墓誌〉所敘略同，見
同上書，卷	��，頁	�0��。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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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甲子五十二歲」下云：

五月，姪慧、甥顧筠自四川藩署來應京兆試，得二弟書，知痰飲舊疾是年

增劇，右手風痺，不能握管，時余心竊憂之。既又念甥姪能遠來應試，弟

自量精力尚可支持，服藥調治可望痊愈也。六月朔日，甥姪赴監考，到回

寓，凶問忽至，驚慟摧剝，不知所為。⋯⋯聖心軫念隨征勞績，著照軍營

病故例賜卹，贈太常寺卿，廕一子知縣，諭賜祭葬。
��

由於楊揆賢勞卓著，朝廷恩寵特厚，得蔭一子為知縣。秦瀛謂承慧「以卹蔭例選

知縣」，楊芳燦《年譜》亦云「廕一子知縣」，而《無錫卷》著錄之「楊慧」既

為「定遠知縣」，又是「蔭生」，或即是同一人。另《年譜》「嘉慶十一年丙寅

五十四歲」下載家人為楊揆築墓安葬事云：

是年二弟諭塋成，於十二日安葬。余到時諸姪皆在錫，次日，五姪慧、六

姪承愻歸，大姪承懋以塋前立碑、種樹各工未竣，留錫度歲。
��

稱楊揆長子「承懋」、三子「承愻」，唯獨稱其次子為「慧」。考《年譜》中

凡提及此姪均作「慧」，不作「承慧」
�9
。然楊慧字「定生」，與其堂兄弟「夔

生」、「麟生」具一致性，故「楊慧」當是楊揆次子楊承慧。此外，林葆恆《詞

綜補遺》亦收錄「楊慧」，云：

楊慧，字子山，江蘇金匱人。湖北黃梅縣知縣。
90

按：子山乃楊芳燦次子承惠之字，此書僅收錄「楊慧」〈聲聲慢〉（竹如人瘦）

詞一首，題為「題蕋淵伯姊琴清閣填詞圖」；既稱楊芸為伯姊，亦可證作者當為

楊承惠，林氏蓋因「慧」、「惠」音近致誤。

�.	楊英燦及其子孫

楊英燦為楊鴻觀三子，其生平梗概，〈無錫金匱縣宦望志傳〉云：

季弟英燦，字蘿裳，令四川安縣，建倉以備凶荒，調成都，官民爭地，積

久不決，英燦折之，訟始平。擢松潘、直隸同知，輔蠻夷有法紀。
9�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	 同前註，頁	�9。
�9	 「嘉慶九年甲子五十二歲」下稱「姪慧」，因述及楊揆病卒事，故又稱「孤姪慧」，然均
不稱「承慧」，同前註，頁	��-��。

90	 林葆恆纂：《詞綜補遺》，第	�	冊，卷	��，頁	��00。
9�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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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山書目考》云：

楊英燦，鴻觀叔子。字文叔，一字蘿裳。國子生，四川松蕃同知。生戊

子，卒年六十。邑志宦望附兄揆傳。《聽雨樓詞稿》（見續志）、《綠雲吟館詩

稿》
9�

又《無錫卷》云：

楊英燦	(��6�-����)	字文叔，一字蘿裳。清金匱人。鴻觀三子，芳燦弟。

國子生。官四川安縣知縣，調成都，擢松蕃同知。所致有政聲。卒於官。

《聽雨吟館詩稿》一卷、《聽雨小樓詞稿》二卷
9�

據此可知，楊英燦歷任安縣知縣、四川松潘同知、直隸同知等職位，與兄長楊芳

燦及楊揆相較，遠有不及；在詞壇之表現，亦未能與二位兄長等量齊觀，此蓋因

性向不同所致。《聽雨小樓詞稿》卷前有楊英燦自記云：

余伯仲兩兄皆工詩詞，惟余馳心外務，未嘗學問，竊自愧焉。而兩兄則循

循然使學為小令，偶爾得句，必深許可；且云余筆與詞最近，好為之，毋

自棄。余總未能專力相從兩兄於筆硯之間，二十餘年所有倡和之作悉皆散

失。迨兩兄歿後，決意閣筆，此調不談久矣。傷兩兄之無祿，嗟一雁之孤

飛。⋯⋯一自之官松衛，益復無聊，展讀兩兄詩詞，尚有附余舊作，因憶

前言「余筆與詞最近」之語，遂復為之詞，補於今題，思其舊意之所到，

語不求工，聊以自娛，用消岑寂；固無心於傳世，并不可以示人。所恨者

不及就正於兩兄，未知此六、七百闋中，還有一二可取者否？嗟乎！鶯

鳴春後，聲便淒涼；蟲到秋深，語還嗚咽。情在於是，安能無言。英燦自

記。
9�

可知楊英燦原無心治詞，其傳世詞作均作於二兄歿後。然上海圖書館藏有詞稿一

冊，經葉恭綽考訂，作者乃楊英燦，遂著錄為《楊英燦詞稿》。此書收錄多首未

見於《聽雨小樓詞稿》之作，書後附有葉恭綽識語，謂其「詞格不高，間有可

取」，此殆因填詞非其畢生志業之故。《聽秋聲館詞話》云：

三為蘿裳司馬英燦，生稍後，詞亦稍遜。然如〈蘇幕遮〉云⋯⋯雜之《芙

蓉山館》、《瓔珞香龕稿》中，正恐莫辨。
95

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0。
9�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5-6�6。
9�	 楊英燦：《聽雨小樓詞稿．序》，頁	�a-b。
95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楊英燦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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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頗為中肯。

楊英燦娶妻吳氏，《年譜》「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三十六歲」下云：「九月三

弟回錫就婚。」又次年「三十七歲」下云：「五月，三弟偕弟婦吳孺人至署。一

堂侍奉，妯娌敦睦，慈顏大悅。」
96
可知楊英燦元配姓吳。楊英燦為余一鼇外祖

父，然余氏屢次提及外祖母「蕭太孺人」，如孫其業〈生傳〉云：「居士以道光

戊戌八月二十五日，生於城東師古河上。幼經外祖母蕭太孺人保抱，隨同臥起者

十載。」
9�
又余氏〈遺囑〉云：「予幼從外祖母蕭太孺人臥起十餘年，至蕭太孺

人歿，始獨睡，今則暫傍蕭太孺人墓側，雖暫時之厝，亦寸心之所願也。」
9�
余

一鼇自幼由蕭太夫人照顧，歷時十餘年，可推知蕭氏晚年長期居住無錫。楊英燦

有〈滿江紅．送姬人蕭氏攜女還成都〉（悵好春光）一首，既稱「姬人」，可知

其身分為妾
99
。

楊英燦之子名廷錫，《錫山書目考》云：

楊廷錫，英燦子。原名慤，字謹堂。直隸補用知縣。生甲戌，卒年六十。

《古懽書屋文集》
�00

又《無錫卷》云：

楊廷錫	(����-����)	原名 。字謹堂。清無錫人。英燦子。官甘肅秦州州

吏目、直隸補用知縣。《古歡書屋文集》
�0�

《錫山書目考》謂其生於嘉慶十九年	(����)	甲戌，卒年六十，故當卒於同治

十二年	(����)	癸酉；《無錫卷》則謂楊廷錫生於一八一四年，卒於一八七三

年，其說並同。唯余一鼇於《聽雨小樓詞稿》書後跋語卻謂「同治甲戌謹堂舅氏

歿於保陽」
�0�
，甲戌乃同治十三年	(����)，然則二書所載均誤。

廷錫娶妻秦瑗。秦瑗，字鳳儀，有詞傳世
�0�
。顧廷龍云：「楊廷錫字謹堂，

96	 俱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6。
9�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9�。
9�	 同前註，頁	�0�。
99	 楊英燦：《聽雨小樓詞稿》，卷下，頁	�9b。

�00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0。
�0�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9。
�0�	 余一鼇：《聽雨小樓詞稿．跋》，跋頁	�a。
�0�	 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收秦瑗詞一首，小傳云：「秦瑗，字鳳儀。」（見卷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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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誠齋，配秦瑗，字鳳儀，皆擅詩文。」
�0�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亦謂秦氏

「江蘇金匱人，楊蓉裳子婦，楊蘊輝女史之母」，並據《閩川閨秀詩話續編》著

錄《梅花吟草》
�05
。然胡氏另又據《閩川閨秀詩話續編》著錄毛氏之《蟬花閣吟

草》，云：「江蘇無錫人，楊某妻，閨秀楊蘊輝母。」
�06
按：楊蘊輝乃楊廷錫之

女，可見廷錫已有妻室秦瑗，又娶毛氏，毛氏當是繼室或妾。

廷錫有女二人，長女楊蘊輝乃是知名女作家，《無錫卷》云：

楊蘊輝	(����-�9��)	字靜貞。清金匱人。英燦孫女。福建閩縣董敬箴妻。

善畫。工諸體詩，詠物中時見寄託。少時隨宦甘肅，既長于歸閩嶠，老年

就養粵東。山川身世之感，一寓之於詩。〈甲申仲秋感事〉四首，猶可作

詩史讀。《吟香室詩草》二卷、《吟香室詞》
�0�

謂楊蘊輝生於道光十二年	(����)，卒於民國二年	(�9��)。按：《芙蓉山館師友尺

牘》書後錄有數位女性親屬之題款，均題於「光緒戊子春三月既望印成後」一行

之後，其中楊蘊輝題云「適董姪孫女蘊輝謹讀於福州，時年五十有七」
�0�
，戊子

為光緒十四年	(����)，依此推算，其生年果為一八三二年，可印證《無錫卷》之

說不誤。

楊蘊輝工詩詞，擅繪素，由《無錫卷》於秦氏、毛氏皆稱「楊蘊輝母」，可

見其人當世已享大名。蘊輝為余一鼇表姊，余氏生於道光十八年	(����)，較蘊輝

小六歲；其〈遺囑〉交代身後要通知的「福建董大表姑母」，即楊蘊輝。余氏曾

於光緒七年	(����)	辛巳赴福建探視蘊輝，並有〈浪淘沙〉（屈指計分離）詞記

其事，詞前小序云：

溯自道光甲辰七齡時，與蘊輝大表姊相別，迄今三十七年矣。慈闈眷念，

兩地同情，頻約來閩省視，輒因病不果行。今秋稍癒，慈命適此。抵閩

時，計辛巳十月望日也。旬日以來，敘談往事，昕夕靡間，不覺身在客

�0�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頁	�。
�05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卷	��，頁	���。南京師範大學編
《無錫卷》亦云：「秦氏，清金匱人。楊英燦媳，楊蘊輝母。《梅花吟草》」（頁	�06）

�06	 《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同前註，卷	�，頁	��0。《無錫卷》亦云：「毛氏，清金匱
人。楊蘊輝母。《蟬花閣吟草》。」同前註，頁	���-��5。

�0�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又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云：「楊蘊輝，字
靜貞，金匱人。同知英燦女，閩縣知府董敬箴室。有《吟香室詩》，附詞。」（卷	�5，
頁	����）按：丁紹儀與楊蘊輝為表兄妹，不可能誤蘊輝為「英燦女」，此處蓋漏一
「孫」字。

�0�	 楊芳燦等：《芙蓉山館師友尺牘》，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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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廿五夜雨窗兀坐，偶成小令兩闋，俚俗自慚，聊資一笑。
�09

欣悅之情，溢於言表，因姊弟情深，雖長年異地相隔，亦不影響彼此情誼。此次

會面，尚有二大收穫，一是與丁紹儀相識，二是完成為其外祖刊印詞集之心願。

余一鼇《聽雨小樓詞稿．跋》云：

外祖蘿裳公《聽雨小樓詞稿》，一鼇幼時見有數抄本。慈親諭云尚有顧蒹

塘、蘭厓兩表丈選定後抄出擬刻之本，則未經見。咸豐庚申粵寇陷城，外

氏藏書並手抄稿本悉付兵燹。一鼇陷賊十月，流離三年，孑身歸來，片紙

隻字俱無矣。同治甲戌謹堂舅氏歿於保陽，旅櫬南歸，詢知蘿裳公詞稿尚

存，亟索觀之，則全本也。序係公手書，詞則抄胥所錄，完好無缺，珍藏

並錄副本。至光緒辛巳冬，省視蘊輝表姊於福州。姊，公長孫女也。客中

就識丁杏舲表兄，兄深於詞者。歸後次年郵寄副本，請其閱定。數月後書

來，已與周季貺司馬選定若干闋，句斟字酌，可為定本矣。
��0

丁紹儀對詞學有精湛研究，日後成為余氏整理、刊印先人詞集之同道；而楊英燦

之詞集多年前擬刻而未果，亂後幸存，復經丁紹儀協助選定，得以排印出版，終

能了卻楊氏家族一大心願。

關於楊蘊輝之子女，《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云：

蘊輝生於道光十二年	(����)，卒於民國二年	(�9��)。字靜貞，江蘇金匱

人。楊英燦孫女，福建閩縣董敬箴妻。善畫。少時隨宦甘肅，既長于歸閩

鄉，老年就養粵東。山川身世之感，一寓之於詩。⋯⋯其子元龍等作〈家

慈六十乞言序略〉作於光緒十七年。
���

柯氏謂蘊輝子元龍等撰有〈家慈六十乞言序略〉，然此篇筆者未見，但由柯文觀

之，董元龍當為楊蘊輝長子。另據余一鼇詩詞及其排印之《聽雨小樓詞稿》，可

知楊蘊輝另有二子董元度與董元亮。

按：余一鼇曾有詩記在閩時與蘊輝之子共遊事，一為〈憶辛巳初冬，與董季

友表甥同游福州西湖，賦此卻寄〉，另一為〈辛巳冬，偕季友甥同游福州之鼓

山，再宿白雲堂，昨宵夢境似復到此，覺而賦之，悵惘殊不能已，即寄季友福

州〉
���
，另有別後寄懷〈浪淘沙〉詞二首（彈指十年中、寒雨晚瀟瀟），其一題

�09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三）〉，《秋夢詞》，頁	�55，第	09�	首。
��0	 余一鼇：《聽雨小樓詞稿．跋》，跋頁	�a-b。
���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6�6。
���	 二詩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二）〉，頁	 ���、���，第	 D��、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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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寄懷董仲容表甥津門」，另一題作「和季友表甥寄兄仲容津門原韻」
���
，後

者並附董元亮原作。故知董元度乃楊蘊輝次子，字仲容，董元亮則是四子，字季

友。《聽雨小樓詞稿》前列有選、訂及襄校人名，中有「外曾孫董元度／董元亮

襄校」字樣，亦可佐證元度為兄、元亮為弟。

另據《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其中列有董元度、董元亮二人之資

料，謂董元度「字肇洪，號仲容，行二」，董元亮「字肇培，號季友，行五」，

另有「胞兄用和，原名元鋆，號伯紀」、「胞兄弟元直，號叔詹」，據此，則元

亮應行四，何以謂其「行五」？且由上文所云，尚有元龍其人，兄弟應有五人，

唯依伯仲叔季排序，前四人均有所屬，又與上文以董元龍為楊蘊輝長子之推論不

合。唯此書謂蘊輝之夫董敬箴「字成榘，號子方」，又謂余一鼇為元度、元亮之

共同受業師，亦頗有補苴之功
���
。楊廷錫次女不知何名，唯是楊英燦《聽雨小樓

詞稿》襄校者中，有「孫壻強紹嵩」，知此人為廷錫二女婿。又余一鼇〈遺囑〉

云：

身後惟福建董大表姑母、杭州強春亭表姑丈處⋯⋯作函告之，此外均可不

必訃知。

此「強春亭表姑丈」，應即強紹嵩，由此乃知其字春亭。

至於楊英燦之女，據余一鼇〈鎮江嚴姨母楊太孺人墓圖記〉，至少有四人。

該文云：

姨母為外祖楊蘿裳先生之第二女，與吾母及四姨母同為蕭太孺人所出，於

蓉裳公、荔裳公為胞姪女，為河南按察使、四川川東道諱士鋐，字筠亭嚴

公之長孫媳；湘鄉縣知縣諱學淦，字麗生公之長媳；太學生諱廷栻，字子

壽公之德配也。女五：長適無錫施文恩彬卿；次適無錫嵇文桂枝香；三適

鳳陽王之蕃小初，江西補用道臨江府知府；四適閩縣陳森培少梅，湖南淥

口巡檢。⋯⋯光緒戊子三月十九日姨外甥余一鼇謹記。
��5

四女中三人為蕭太夫人所出，其中排行第三者為余母。次女嫁與嚴廷栻。《清詞

首。
���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三）〉，《秋夢詞》，頁	�55、�56，第	09�、

099	首。
���	 來新夏主編：《清代科舉人物家傳資料匯編》（北京：學苑出版社，�006	年），第

69	冊，頁	���-�5�。
��5	 見楊芳燦等：《芙蓉山館志序存稿》，頁	�a-b。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三十八期

-���-



綜補》謂嚴氏「字子壽，丹徒人。諸生，有《樗寮詞》。咸豐十年避亂常熟，城

陷殉難。」
��6
嚴廷栻對余一鼇影響甚鉅，余氏《亦云詞．自序》云：

憶予十七八時，偶作小詞，輒為姨丈丹徒嚴子壽先生許可，謂予詞筆甚

佳，勿自暴棄。
���

余氏一生沉緬於詞，應受嚴廷栻激勵甚大。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

目〉載錄余一鼇珍藏書籍，即有《丹徒嚴子壽先生詩詞手稿》與《樗寮秋士詞》

二種，可見余一鼇對嚴廷栻作品極為珍惜。余氏〈遺囑〉交代身故後需通知的親

人中，有「江西臨江府嚴三表姑母」；乃余氏之表妹，由上文「三適鳳陽王之蕃

小初，江西補用道臨江府知府」觀之，可推知此即嚴廷栻之三女。〈鎮江嚴姨母

楊太孺人墓圖記〉又云：

子壽公以咸豐十年在常熟殉難，因亂未能合葬，⋯⋯恐世久年遠，或虞遺

湮無可稽考。今於重脩賜書堂外氏家乘之役，繪刊墳圖，另詳世系，附列

蘿裳公   灣五代祖塋墳圖之末，俾後人有所遵循。
���

說明將姨母墓圖收入《楊氏家譜》之原因，文末有「第三女絳仙自江西臨江府寄

資敬刊附存賜書堂外氏家譜內」一行，又可知此女名「絳仙」。再者，《芙蓉山

館師友尺牘》書末，有「適王從外孫女嚴絳仙謹讀於臨江府，時年五十有四」
��9

之題款，題於「光緒戊子春三月既望印成後」一行之後，更可推知其生年為道光

十五年	(���5)，較楊蘊輝小三歲。

楊氏第四女應是楊鳳祥。余一鼇〈遺囑〉曾囑其子云：「四姨婆詩稿一本，

尚在劉石香先生處，可請檢付於汝，將來可同《琴清閣詞》、秦大表姑母《選

雲樓詩》抄好訂在一冊，汝有力則刻之，以成予未竟之志。」余夢齡之「四姨

婆」，即余一鼇之四姨，此處雖未說明其集名為何，然而《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

部書目》中「閨秀」部分，與余家有關者，除楊芸「《琴清閣詞》一卷」、楊琬

��6	 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頁	��0。
���	 見余一鼇：《亦云詞》，收入張宏生編：《清詞珍本叢刊》（南京：鳳凰出版社，�00�
年），第	�6	冊，頁	6��。

���	 此篇為獨立編排，頁次為「乙」。收入《芙蓉山館志序存稿》。按：此書中楊芳燦之《志
序存稿》、《移箏詞》、《拗蓮詞》及此〈楊太孺人墓圖記〉四文，版心均有「楊氏家

譜」、「賜書堂」字樣，此蓋為余一鼇擬編之書，即所謂「重脩賜書堂外氏家乘之役」。

〈雲陽紀事〉及《覺夢詞》版心則作「福履堂」，此乃余家文獻，與《楊氏家譜》無關，

應為余夢齡附入。
��9	 楊芳燦等：《芙蓉山館師友尺牘》，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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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雲樓詩鈔》一冊」、楊蘊輝「《吟香館詩鈔》二卷續刻一卷一冊」、顧翎

「《茝香詞鈔》一卷」外，尚有楊鳳祥「《曉霞閣詩鈔》一冊」。《無錫縣立圖

書館鄉賢部書目》云：

《曉霞閣詩鈔》一冊，清楊鳳祥著，余氏鈔本，余夢齡捐。夢祥為楊芳燦

四女，歸嘉善王氏。
��0

其下注明是由余夢齡捐贈之「余氏鈔本」，故可推知作者楊鳳祥即余一鼇口中之

「四姨婆」。楊鳳祥其人，《續梁溪詩鈔》、《無錫卷》、《無錫縣立圖書館鄉

賢部書目》、《歷代婦女著作考》均著錄，然有異說。《續梁溪詩鈔》云：

鳳祥，英燦第四女，嘉善王洤室。早卒，著《曉霞閣詩鈔》。
���

《無錫卷》云：

楊鳳祥，清金匱人。芳燦孫女，蘊輝妹。嘉善王泉妻。早卒。《曉霞閣詩

鈔》

《曉霞閣詩鈔》

余氏鈔本。見《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目》。

按：《續梁溪詩鈔》卷二十一收其詩九首。
���

上引資料中，《無錫卷》之說最不足信，其所據乃《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

目》及《續梁溪詩鈔》。然而前者謂楊鳳祥是芳燦四女，後者謂是英燦四女，雖

有不同，卻同為楊氏兄弟之兒輩；《無錫卷》作芳燦孫女，則成了孫輩。且既謂

其為「蘊輝妹」，則應是楊英燦孫女，而非芳燦孫女。故知楊鳳祥為芳燦孫女之

說並不足信。唯是楊鳳祥無論是「英燦第四女」或是「楊芳燦四女」，余夢齡均

可稱其為「四姨婆」。然而由楊芳燦於《年譜》中詳記弟妹與子女之生辰年月，

並未提及有四女，且其三女分別名德芸、德嫄、德華，楊鳳祥應非出自楊芳燦。

故合理之推斷，應以英燦之女為是。

再者，上引《續梁溪詩鈔》、《無錫卷》、《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

目》，對楊鳳祥究為何人之女固有異說，然一謂「嘉善王洤室」、一謂「嘉善王

��0	 劉書勛輯：《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目》（民國九年鉛印本），頁	�6。「夢祥」應作
「鳳祥」，蓋涉上而誤。《歷代婦女著作考》亦著錄楊鳳祥《曉霞閣詩鈔》，云：「鳳

祥，江蘇無錫人，楊芳燦四女，嘉善王洤妻。早卒。」胡氏自謂據《無錫鄉賢書目》著

錄，唯《無錫鄉賢書目》並未明言鳳祥夫婿為王洤。見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

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卷	��，頁	6��。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5b。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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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妻」、一謂「歸嘉善王氏」，「洤」、「泉」為異體字，三書對其婚配嘉善王

氏之說法一致。上文提及龔履純跋《雲陽紀事》，曾謂余一鳳「聘妻嘉善楓涇王

氏，其姨母女也」，顯見此即楊鳳祥之女。

唯是《續梁溪詩鈔》曾錄楊鳳祥詩作九首，其中〈暮春游惠山偕五妹聯句〉

（風景江南好）一首，由署名可知鳳祥又有「五妹」名「芝田」
���
，似乎楊英燦

另有第五女，唯因堂妹、表妹亦可稱「妹」，故難以論定。

此外，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於楊鳳祥名下錄有《曉霞閣詩

鈔》及《吟香館詩稿》二書，云：

《曉霞閣詩鈔》，楊鳳祥，顧蒹塘手跋原稿本，一冊。

《吟香館詩稿》，楊鳳祥，先曾祖慈楊太夫人手鈔本，一冊。
���

唯據《無錫縣立圖書館鄉賢部書目》，《吟香館詩稿》乃楊蘊輝所撰，余氏子孫

蓋誤記。

（二）楊潮觀諸子

楊鴻觀之兄為楊潮觀，《梁溪詩鈔》云：

楊刺史潮觀，字閎度，號笠湖，乾隆丙辰恩科舉人。齠齔時稱神童。年

十五，鄂西林中堂開藩于吳，試吳中多士。笠湖以總角冠軍，名籍甚。既

登賢書，上實錄舘，期滿出為令，於晉於豫於滇，皆有惠政，今豫省志載

焉。擢簡州，再擢卭州、瀘洲，以老乞歸。笠湖晚好禪悅，著有《心經指

月》、《金剛寶篾》，皆蜀幕府中作也。
��5

又《無錫卷》云：

楊潮觀	(���0-����)	字宏度，號笠湖。清金匱人。孝元長子。性和易。

乾隆元年	(���6)	舉人。除林縣知縣，移固始。為政廉敏有聲，人稱楊固

始。擢卭州知州，調簡州、瀘州，署雅州知府告歸。少以詩筆著名，兼工

書法，善畫竹。中年雅好絲竹，寄情聲律，尤工度曲。乾隆三十四年知卭

州時，覓得卓文君妝臺舊址，建吟風閣，創作《吟風閣雜劇》，招集藝人

演唱。回鄉後復自建吟風閣，親自指點藝人演出。《笠湖詩稿》、《吟風閣詩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6b。
���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頁	�。
��5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頁	�5b-�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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鈔》、《吟風閣雜劇三十二折》四卷附《吟風閣譜》二卷
��6

關於比試勝出一事，袁枚撰〈卭州知州楊君笠湖傳〉中曾有詳細介紹，云：「雍

正間，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

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
���
雖謂潮觀其時為

十四齡童子，與《梁溪詩鈔》年十五之說略異，然楊潮觀之才情，可以想見一

斑。該文尚提及其妻與子：

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夫人孔氏，子掄，官太平

縣令；次子搢，歲貢生。
���

謂潮觀長子名掄，次子名搢。按：楊掄字蓮趺，楊芳燦稱其為「大兄」或「蓮趺

大兄」；楊搢字蘊山，楊芳燦稱其為「蘊山三兄」。如：

六月移寓兵馬司前街，蘊山三兄偕江西先方伯來京，相聚七日。⋯⋯七

月，大兄來京謁選。（嘉慶十年乙丑五十三歲）

七月二十一日⋯⋯次日得淛中承惠來信，蓮趺大兄以六月朔日病歿省寓，

身後積逋纍纍，旅櫬未能旋里。⋯⋯（嘉慶十一年丙寅五十四歲）

余離家已二十九年矣。先至北里⋯⋯此屋余赴甘肅後，蘊山三兄居焉。三

兄時客江右，其寡媳暨姪女出拜，俱不相識。（嘉慶十二年丁卯五十五歲）
��9

又余氏〈遺囑〉後附有楊搢〈鬬蟋蟀賦〉，其後有余一鼇識語，云：「蘊山先生

名搢，字永叔，金匱人，笠湖先生第三子。」
��0
在在可證楊潮觀實有三子。楊芳

燦《年譜》「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三十二歲」下云：「是秋，從兄拱以時疾卒於官

舍。」
���
楊鴻觀僅有兄弟二人，故楊芳燦之從兄必然是潮觀之子，其次子當即楊

拱。楊芳燦曾為楊搢《雙梧桐館集》作序，云：「余同祖昆季六人，短算促齡，

偏傷二仲。雁行中斷，似坼離爻；華萼方榮，忽遘否運。士衡嘆逝，大都辛苦之

辭；蘭成思舊，惟以悲哀為主。」
���
謂堂兄弟有六人，而兩家次子皆早卒，正可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9�-50�。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	作
「字閎度」。

���	 〔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臺北：文海出版社，�9��	年），卷	��，頁	�a。二說一
謂十四歲，一謂十五歲，然其早慧則是不爭之事實。

���	 同前註，卷	��，頁	�a-9a。
��9	 以上三段引文，分見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6-��、�9。
��0	 此文在〈遺囑〉正文之後，接書於余一鼇所撰〈生查子〉十九首及〈金縷曲〉（不食嗟來
食）一首之後。見上海圖書館藏《余心禪遺囑》。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	 見楊芳燦：〈序〉，收入〔清〕楊搢：《雙梧桐館集》（嘉慶十八年刻本），序頁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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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佐證。

關於楊拱其人，《錫山書目考》、《無錫卷》等書均無記載。唯是楊掄生於

乾隆七年	(����)	壬戌，楊搢生於乾隆十一年	(���6)	丙寅，揆諸情理，楊拱當生

於乾隆九年	(����)	甲子前後，《年譜》謂其卒於乾隆四十九年	(����)	甲辰，則

得年約四十一歲。

�.	楊掄及其子嗣

楊潮觀長子楊掄博學多才，為乾隆四十三年	(����)	進士。《錫山書目考》

云：

楊掄，潮觀子。字方叔，又字蓮浦。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天台知縣。生壬

戌，卒年六十五。邑志文苑有傳。《春草軒詩詞稿》、《芙蓉湖棹歌》
���

又《無錫卷》云：

楊掄 	(����-��06)	字方叔，號蓮趺。清金匱人。潮觀子，雍正十一年

(����)邑庠生。乾隆三十九年	(����)	舉人，四十三年	(����)	進士。官浙江

天台縣知縣。《芙蓉湖棹歌》、《春草軒詩存》、《春草軒詩餘》四卷
���

楊掄無子，以楊芳燦次子承惠為嗣。楊芳燦《年譜》述及此事，云：

大兄無子，余以次子承惠繼兄後。世父笠湖公係大宗，不可缺冢孫也。有

告文，詳家譜中。
��5

唯《芙蓉山館師友尺牘》書後余一鼇跋，謂承惠有二子，「長賡、次弼，弼字輔

臣，還嗣伯夔公，後嘗為河南考城尉，以咸豐丙辰歲卒，年甫四十二，無子，有

女三……。」
��6
「還嗣伯夔公」云云，頗令人不解。楊伯夔有二子應詔、應融，

何以還須由承惠之子繼嗣？或因二子不幸早逝。然楊弼無子，此亦無可奈何之

事。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6�-56�。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謂楊掄著
作「今存《春草軒詩存》一卷，又名《芙蓉湖櫂歌》。」（見頁	���）按：《芙蓉湖櫂
歌》（清光緒十年萱蔭堂刻本）卷後余一鼇跋語，謂楊掄原有《春草軒詩存》、《春草軒

詩餘》各四卷，僅有手錄稿本，已在若存若亡之間，余氏為其梓行，限於資費，僅能先刊

《詩存》一卷，即《芙蓉湖櫂歌》（見跋頁	�a-�a）。故此書卷端名「春草軒詩存」，次
標題即作「芙蓉湖櫂歌一百首」。

��5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嘉慶十年乙丑五十三歲」下。
��6	 楊芳燦等：《芙蓉山館師友尺牘》，頁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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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搢及其子嗣

有異於楊家諸人之得意科場，楊搢則終身不遇。《無錫卷》云：

楊搢	(���6-����)	字永叔，號蘊山。清金匱人。潮觀子，掄弟。太學生。

工詩文。才思豪邁，於書無所不讀。久困場屋，遂棄舉業。客游秦、蜀、

閩、楚間，為大府佐理章奏文案。福康安、畢沅尤倚重之。《雙梧桐館集》

二十六卷
���

謂其「久困場屋，遂棄舉業」，應屬可信。《雙梧桐館集》前有楊搢自序，云：

顧少壯時銳意科名，區區小慧，半耗于帖括間，十赴省試不遇，乃捐金為

千夫長。昔相如以貲為郎，子雲疲於執戟，彼以此始，吾以此終。悲夫！

早知窮達有命，捐棄故技，更受要道，其所成就，寧第止是。茲春秋五十

有五矣，兩子先後歿，一孫尚稚齒，寂寂身後，事概可知。
���

楊芳燦〈序〉亦云：

乙丑孟秋蘊山三兄入都，計與兄別二十七寒暑矣。⋯⋯共逼中年，各值多

故，兄則射策不售，獻玉屢擯，顋暴龍門，翮傷鷁路。⋯⋯況乎膝下蘭

摧，掌中珠碎，窈冥難問，粵宛無言，遂使雄獨之氣鬱成僾噫，諧婉之音

激為噍殺。
��9

可見楊搢非但仕途失意、門庭衰落，且「膝下蘭摧、掌中珠碎」，嚐盡人間苦

痛。楊芳燦《年譜》提及嘉慶十二年	(��0�)	返回故里，與楊搢之「寡媳暨姪

女」見面，彼此俱不相識（已見上文），知其二子俱喪，乃是實情。楊搢二子名

號無考，其詞作亦未記二子事，然有〈漁家傲〉（無賴西風江上急）一詞，題作

「寄懷幼女端妍」
��0
，可知幼女名「端妍」。既稱「幼女」，則非僅一女。考顧

翎《綠梅影樓詩詞存》中，有〈有懷諸姐妹兼呈端華表姐〉（憶昔蘭閨未嫁時）

一詩，此「端華」亦可能為楊搢之女
���
。另《清詞綜補》收錄楊掄〈河傳〉（綠

淨）一首，題作「題瑞和女姪倚竹圖」
���
，因楊搢女均以「端」字命名，故「瑞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5��。又《錫山書目考》（頁	�5�）、《清人詩文集總
目提要》（頁	���）及《清人別集總目》（頁	69�）均有楊掄小傳，唯較此簡略甚多。

���	 楊搢：〈雙梧桐館集自序〉，《雙梧桐館集》，自序頁	�a。按：此序作於嘉慶五年	(��00)
	 七月。
��9	 楊芳燦：〈序〉，同前註，序頁	�a-b。
��0	 同前註，卷	��，頁	9a。
���	 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詩存頁	�a-b。
���	 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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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能是楊拱之女。

四、顧家

顧家亦是大家族。顧、楊二家之關係，除楊芳燦之母為顧奎光、顧斗光二人

之妹外，顧奎光《雙溪詞》中有〈疏影〉（新涼殘暑）一闋，題作「悼楊端操姑

丈兼勗齋先生即寄雍度」
���
，楊端操即楊孝元，雍度即楊鴻觀，顧奎光稱楊孝元

為姑丈，故楊孝元之妻乃其姑母。奎光、斗光之父名顧郢，則楊孝元之妻應是顧

郢之姊妹。唯是楊芳燦《年譜》曾二次提及其祖母倪太夫人，卻從未提及另有祖

母顧氏，筆者認為當是顧氏早歿之故。按：《年譜》提及倪太夫人，其一在一歲

時，謂出生前夕，其母夢見五色雀翔集雙樹間，「以告端操公及大母倪太夫人」

（已見上文所引），另一則在「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八歲」下，云：「九月十八

日，倪太夫人卒。」
���
據《無錫卷》載，楊孝元生於康熙二十三年	(�6��)	甲子，

卒於乾隆二十二年	(��5�)	丁丑。楊芳燦出生時，孝元已六十九歲，芳燦五歲時

孝元卒；至八歲，倪太夫人亦卒。可能楊芳燦出生之前，顧氏已歿，是以《年

譜》未提及。

顧郢為顧珍
��5
之子，《梁溪詩鈔》云：

顧贈公郢，字楚望，號雪客，以子奎光桑植縣知縣，贈如其官。公性寬

厚，犯而不校。早歲即工舉業，困于小試，卒年四十有六。
��6

謂其「字楚望，號雪客」，《無錫卷》同
���
，然《錫山書目考》卻謂「字雪客，

號楚望」
���
。按：「楚望」與「郢」相應，當為字。楊芳燦《年譜》於「乾隆

二十八年癸未十一歲」下云：

余外祖母黃太宜人自瀘溪歸，見芳燦，絕憐愛之。
��9

可知顧郢娶妻黃氏。顧郢二子均學識淵博、工詩擅詞，長子顧奎光一脈更是枝葉

���	 〔清〕顧奎光：《雙溪詩集》（清乾隆三十一刻本），卷	9，頁	��b。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5	 顧珍，字天聘，號電紫，乃顧宸次子。詳見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南京師範
大學編：《無錫卷》，頁	���-���。

��6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頁	�0b。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0�。
��9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9。

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親族關係考

-��5-



繁茂，光照文壇。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	

祖孫父子兄弟掇巍科膺膴仕者，代不乏人。其均善詩文者已少，均工詞者

尤少。獨余外曾祖雙溪顧公家詞學相傳，世罕其匹。公諱奎光，由進士宰

湖南之桑植，未中壽歿，著有《雙溪詩詞集》。
�50

其言甚是。

（一）顧奎光兄弟

關於顧奎光生平，《錫山書目考》云：

顧奎光，郢長子。字星五，號雙溪。乾隆十年進士，瀘溪、桑植等知縣。

舉博學鴻詞，不赴。生己亥，卒年四十六。《湖南通志》有傳，邑志文苑

有傳。《雙溪文稿》十卷《詩集》八卷《詞》二卷
�5�

《無錫卷》云：

顧奎光	(���9-��6�)	字星五，號雙溪。清無錫人。宸曾孫，郢長子。乾隆

十五年	(��50)	進士，授湖南瀘溪知縣，後調桑植，卒於任，政績頗著。

博學多識，於經尤長《春秋》。生平砥行勵學，時稱其為人有三不惑：

酒、色、財；居官有三不愧：清、慎、勤。著述亦富。《顧雙溪集》九卷
�5�

皆可見其志節之一斑。唯是中進士之年份，二書所記不同。《錫山書目考》作

「乾隆十年」，《梁溪詩鈔》、《清詞綜補》、《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同；

《無錫卷》則作「乾隆十五年」，《清人別集總目》
�5�
同。按：《顧雙溪集》中

有楊熙之所撰顧氏小傳，云：「顧奎光，字星五，江蘇無錫人，博學多識，乾

隆十年進士……。」
�5�
又，《顧雙溪集》之作品依年編列，「乙丑」年下即收有

〈五月朔日傳臚〉（雲氣爐煙惹佩紳）一詩，可知應以乾隆十年	(���5)	為是。

再者，二書均謂顧奎光卒於乾隆二十九年	(��6�)	甲申，然楊芳燦《年譜》

於「乾隆三十年乙酉十三歲」下卻云：

�50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奎光雙溪詩詞集」條。
�5�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
�5�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
�5�	 分別見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9，頁	��a-b；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
頁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66�；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
目》，頁	��9�。

�5�	 〔清〕楊熙之：〈傳〉，收入顧奎光：《顧雙溪集》（清光緒二十一年木活字本），傳略
頁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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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雙溪舅氏卒於官，舅母黃太孺人挈諸外弟扶櫬歸。
�55

謂顧奎光卒於乾隆三十年	(��65)	乙酉，則其終年應為四十七。然顧敏恆有〈哭

傅爰弟〉詩，云：「粵在甲申歲，吾父卒遠疆。」
�56
甲申為乾隆二十九年，且

《梁溪詩鈔》顧光旭為奎光所撰小傳云：

甲申秋，有白虹起，長數十丈，貫城端，占者曰：「我侯殆矣。」冬十二

月卒于官。
�5�

非但明謂二十九年，且指明是冬十二月。按：顧光旭字華陽，號晴沙，又號響

泉，與奎光兄弟同七世祖
�5�
，彼此時相往還（詳見下文），其說可為佐證，楊芳

燦所記蓋誤。

至於顧斗光，仕途雖乏善可陳，學問上卻成就斐然。《無錫卷》云：

顧斗光	(����-���6)	字曜七，號諤齋。清無錫人。奎光弟。乾隆四十五年

(���0)	貢生。《翠苕軒詩鈔》十四卷、《翠苕軒詞》四卷、《列女樂府》八卷�59

謂顧斗光生於雍正二年	(����)，卒於乾隆五十一年	(���6)，《清人詩文集總目

提要》亦持此說
�60
。然而顧敏恆有〈哭諤齋叔父〉（季春吾弟歿）詩云：「季

春吾弟歿，哭之有餘哀。甯知七月中，叔父歿黃梅。」
�6�
謂顧斗光與顧敭憲同

年而卒，考敭憲應卒於乾隆五十年	(���5)（說見下），據此，斗光卒年亦應以

一七八五為是。

顧斗光在學術界之成就，《梁溪詩鈔》云：

顧明經斗光，字曜七，號諤齋，歲貢生，雙溪之弟也。短身豐貌，博學能

文，工詩，與兄齊名而卒困於場屋，就家教授諸姪，即雙溪四子敏恒、斆

愉、敬恂、敭憲，及兩甥楊芳燦、揆也。皆稟異姿，不數年，蜚聲文苑。

諤齋晚遊楚蜀間，為黃州書院山長，竟卒於黃。
�6�

�55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0。
�56	 顧敏恆：《笠舫詩藁六》，見《辟疆園遺集》，卷	6，頁	�a-�a。
�5�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9，頁	��b。
�5�	 顧光旭生於雍正九年	(����)	辛亥，卒於嘉慶二年	(��9�)	丁巳，年六十七。高鑅泉：《錫
山書目考》，頁	��5	及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5�	俱有傳。又《梁溪詩鈔》有
顧光旭所撰顧奎光小傳，云：「兄于光旭同七世祖厚山公。」（見卷	�9，頁	��a-��a）

�59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按：《錫山書目考》（頁	���）、《清人別集總
目》（頁	����）所述與此同，唯較為簡略。

�60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695。
�6�	 顧敏恆：《笠舫詩藁六》，見《辟疆園遺集》，卷	6，頁	�a-9a。
�6�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6，頁	�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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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生出身卻能擔任黃州書院山長，可見時人對其學問之肯定。楊芳燦《年譜》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十二歲」下更云：

外兄顧立方敏恆自楚南歸，⋯⋯外兄長余五歲，性沈靜，工詩、古文辭，

與余一見如舊相識，談詩論文，亹亹不倦。黃太宜人命余與外兄俱從諤齋

先生習舉子業，閒作詩歌，筆力馳騁相上下。舅氏每曰阿士、阿咸，皆異

才也。
�6�

《聽秋聲館詞話》亦云：

雙溪公三甥，長楊蓉裳農部芳燦，次荔裳方伯揆，均受業諤齋公門下，蔚

為通人。
�6�

家族中人對其淵博學識，知之甚諗，故將深具發展潛力之後輩交予栽培；而顧斗

光亦不負眾望，顧敏恆、楊芳燦及楊揆日後均能功成名就、耀祖光宗。

有關顧斗光之子息，《梁溪詩鈔》、《續梁溪詩鈔》、《錫山書目考》、

《無錫卷》均無記載，然顧翱之《竹素園詩鈔》卷前有顧森書所撰〈漢游公詩小

傳〉，云：

族祖漢游公諱嶸，字蓮陂，著《竹素園詩》，余弟銘書得之於友，署名

翱，有阮文達公、洪北江先生暨蕑塘公題辭。稽家乘，記載有異，請於族

祖達夫先生雲麟，曰：翱為公原名，本生祖諤齋公諱斗光，本生父端裕公

諱敦恕。幼時出痘，勢瀕於危，腰際有赤痕環繞如帶，醫謂不可治，本生

母朱孺人夜夢傅爰公，云：「如畀予為子，當匄冥司活之。」既醒，禱而

諾，翌日果瘳，遂為傅爰公後。
�65

故知顧斗光之子敦恕，生子顧翱，因出痘，危殆幾瀕於死，其妻朱氏夢顧敭憲予

以施救，因過繼予敭憲為子，改名顧嶸。此事雖屬靈異，然就情理推想，顧敦恕

當不止一子，惜已無由稽考。另顧奎光〈阻風作〉三首之三云：「原上脊令鳴且

飛，雲中鴻雁行相隨。有弟有弟獨離居，……韞爾璞中玉，奪爾掌上珠。」有小

注謂「時弟喪子」
�66
。此詩作於「癸未」，即乾隆二十八年	(��6�)，知此為另一

子。

�6�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0。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楊英燦詞」條。
�65	 〔清〕顧翱：《竹素園詩鈔》，頁	�a-b，收入顧森書編：《勤斯堂詩彙編》（光緒二十二
年本）。此書為顧森書所編，前有「光緒丙申冬日鋟板」牌記。

�66	 顧奎光：《顧雙溪集》，卷	�，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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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顧奎光之子女

顧奎光有四子：顧敏恆、顧斆愉、顧敬恂、顧敭憲，俱聰慧穎悟、天才俊

逸，且力學不倦，當世即負盛名。尤其長子顧敏恆，聲譽更為卓著，與吳錫麒、

洪亮吉、孫星衍、楊芳燦等齊名
�6�
。惜兄弟四人均年壽不永，相繼殂逝；其中顧

敏恆在世最久，亦僅四十五歲。四人歿後，楊芳燦兄弟曾輯其遺作為《辟疆園遺

集》，包括《笠舫詩稿》六卷附《笠舫文稿》一卷、顧斆愉《靄雲草》一卷、

顧敬恂《筠溪詩草》二卷及顧敭憲《幽蘭草》一卷，於乾隆六十年	(��9�)	乙

卯刊行。至光緒年間，其書幾已湮沒不存，後由余一鼇集資，於光緒十八

年	(��9�)	壬辰秋七月重新排印。

關於顧敏恆之生平梗概，《無錫卷》所述最為簡明：

顧敏恆	(����-��9�)	字立方，號笠舫。清無錫人。奎光長子。乾隆五十二

年	(����)	進士，官蘇州府學教授。善讀書，好吟詠，詞筆婉麗，駢體文

尤古艷。與同里楊芳燦齊名，時人比之「顏謝」，從學者甚眾。少時嘗

游貴池。代人撰〈昭明太子廟碑〉，袁枚嘆為六朝高手。《笠舫詩稿》六卷、

《綠蔭軒稿》
�6�

有關顧敏恆之生年，楊芳燦《年譜》謂「外兄長余五歲」，楊氏生於乾隆十八年

(��5�)	癸酉，則顧敏恆當生於乾隆十三年	(����)	戊辰。《錫山書目考》謂其「生

戊辰，卒年四十五」
�69
，可相互印證。至其卒年，諸書多僅謂四十五歲而卒，如

楊揆〈顧立方詩集小傳〉
��0
、《梁溪詩鈔》

���
、《聽秋聲館詞話》

���
皆然。按：

《年譜》「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四十歲」下云：

十月，余充武闈同考官。外兄顧立方卒於蘇州教授任，余為位哭之慟，時斐瞻、傅爰皆

歿矣。為輯其昆季遺 ，得十卷。
���

明謂敏恆卒於乾隆五十七年	(��9�)	壬子十月。若以上文敏恆生年為乾隆十三年

�6�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90�。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
頁	��9�	所述概同，然較簡略。

�6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9。
��0	 〔清〕楊揆：〈顧立方詩集小傳〉，見《辟疆園遺集》，卷	�，傳頁	�a-b。
���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9，頁	�a。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奎光雙溪詩詞集」條。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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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推算，至乾隆五十七年壬子，恰為四十五歲。

此外，敏恆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各書多無異說，《年譜》「乾隆五十二年

丁未三十五歲」，小注云：「顧立方成進士」
���
，尤可為證。唯《錫山書目考》

卻謂「乾隆二十二年進士」
��5
，敏恆於乾隆二十二年	(��5�)	年僅十歲，其誤至為

明顯。

敏恆《笠舫詩藁》中有〈哭內子朱孺人〉（生別尚傷神、忍淚不敢哭、和風

扇天地、人生處一世）四首，〈夢朱孺人〉（三年如一夢）、〈追悼內子朱孺

人〉（斯人不久生、我行自外歸）二首等詩
��6
，詞情淒切感人。其中〈哭內子朱

孺人〉四首小序云：

僕少失怙，既冠而娶，以奉晨昏，舉家相慶，謂得淑配。迺自秋及春臥

疾，四月甫舉一子，踰月病歿，天之阨我又何酷哉！悲來如何？歌以當

哭。
���

可見敏恆與妻朱氏伉儷情深卻緣慳分淺，只得三年相聚。由小序看來，朱氏應死

於產難。

顧奎光次子顧斆愉，才華洋溢，得年僅二十六歲。《無錫卷》云：	

顧斆愉	(��6�-��9�)	字學和。清無錫人。奎光仲子，敏恆弟。太學生。《靄

雲草》一卷
���

謂斆愉生於乾隆三十二年	(��6�)	丁亥，卒於乾隆五十七年	(��9�)	壬子；《清人

詩文集總目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皆從之。唯《錫山書目考》云：

顧斆愉，奎光仲子。字學和。太學生。生丁丑，卒年二十六。邑志文苑附

兄敏恆傳。《靄雲草》
��9

丁丑為乾隆二十二年	(��5�)。按：顧奎光三子顧敬恂生於乾隆二十四年	(��59)，

四子顧敭憲生於乾隆二十六年	(��6�)（詳見後文），故斆愉生於乾隆三十二年

(��6�)	之	說，其誤易見��0
。按：顧敭憲有〈哭學和兄〉詩，云：

���	 同前註，頁	55。
��5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9。
��6	 顧敏恆：〈哭內子朱孺人〉四首，《笠舫詩藁一》，見《辟疆園遺集》，卷	�，頁	�a-�a；
〈夢朱孺人〉、〈追悼內子朱孺人〉二首，見《笠舫詩藁二》，同上書，卷	�，頁	�a-b。

���	 同前註，卷	�，頁	�a。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
��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
��0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云：「斅愉生於乾隆三十二年	(��6�)，卒於乾隆五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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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生命不辰，丁丑重九日。八歲遘家難，丁年賫志歿。

長我裁五齡，歡愛兩情切。搜句嘗分題，綴文多共閱。

相親若師友，雖近不狎昵。依依二十年，不信緣斷絕。

⋯⋯
���

明謂斆愉生於「丁丑重九日」，再者，顧斆愉之父顧奎光之《顧雙溪集》，係

依作品編年，其卷五「丁丑」年下有〈九日〉（森森暮雨濕寒廳）一詩，「近

營家累更添丁」句末小注云：「適舉次子」
���
，亦可佐證斆愉確生乾隆二十二年

(��5�)	丁丑九月九日。

至其卒年，楊芳燦《年譜》「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十九歲」下云：

九月，長妹壻顧學和卒於官舍，太夫人甚痛之，余作誄辭。
���

又楊揆〈顧學和詩集小傳〉云：

顧斆愉，字學和。太學生。為立方仲弟。少工文，嗜學尤篤。先君子奇其

才，以余姊字焉。中表相依，與余齒相若，交最厚。⋯⋯學為詩，筆力雄

厚。稍長遂肆力於應舉之文，手抄口誦，幾忘寢食。每出一藝，雖老宿皆

為歛手。歲庚子，余伯兄官甘肅伏羌令，延學和至官舍，主朱圉書院講

席，邊隅人士皆服其年之少而學之醇也。次年擬就京兆試，不果行而奄奄

遘疾，賫志以沒，年二十有六。
���

庚子次年即辛丑，此說與《年譜》同。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亦云：

余與立方為中表兄弟，學和又余之姊丈，也兼師事焉。庚子之春，伯兄出

宰西土，學和憐余廢學，遂共遠遊⋯⋯是秋立方書來，云斐瞻、傅爰同時

入泮，將就南闈，令學和北上赴京兆試，於是學益力、業益進，而病亦自

此始矣。⋯⋯年二十有六而死，時九月十有四日也。
��5

據此可知其卒日乃是九月十四日。楊氏兄弟之說法基本一致，均謂斆愉卒於乾隆

四十六年	(����)，楊揆及楊英燦且謂其得年二十六。唯是斆愉既生於乾隆二十二

年 	(��9�)」（頁 	�0�9）；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亦謂其生卒年為
「一七六七—一七九二」（頁	��99）；顯然皆是據《無錫卷》為說，並誤。

���	 〔清〕顧敭憲：《幽蘭草》，見《辟疆園遺集》，卷	�0，頁	�b-�a。《梁溪詩鈔》亦收錄
此詩，略有異文。（見卷	50，頁	�6b-��a）

���	 顧奎光：《顧雙溪集》，卷	5，頁	�5b。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	 楊揆：〈顧學和詩集小傳〉，見《辟疆園遺集》，卷	�，傳頁	�a。
��5	 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見同前註，序頁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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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丁丑，以二十六歲推算，應卒於乾隆四十七年	(����)。按：顧敬恂有

〈哭傅爰弟〉（衰門仗弟兄）詩，云：「吁嗟壬寅秋，仲兄沒荒徼。聞訃逼歲

除，相對心懆懆。……」
��6
壬寅正是乾隆四十七年，敬恂為斆愉親弟，所言自當

可信。

此外，《梁溪詩鈔》云：

顧上舍斆愉，字學和，國子生，雙溪兄仲子。善讀書，楊蓉裳宰伏羌，招

之徃為伏羌山長，生徒數百人，會講，老宿皆驚服焉。會逆回蘇四十三作

亂，學和率生徒嬰城而守七晝夜，賊始退，尋病，卒年二十六。著有《靄

雲草》。
���

謂斆愉抗敵而死，無據
���
。顧敭憲〈哭學和兄〉長詩敘述斆愉赴伏羌途中備嚐苦

辛，在圍城中又飽受驚嚇，此殆為其病倒之主因。亂起時考期將屆，斆愉因病不

克赴考，後且病歿，何能率眾禦敵？據《年譜》，平亂者乃楊芳燦，《梁溪詩

鈔》蓋張冠李戴。

奎光三子顧敬恂，亦年壽不永。《錫山書目考》云：

顧敬恂，奎光叔子。字斐瞻，號筤園。拔貢生。生己卯，卒年三十二。邑

志文苑附兄敏恒傳。《筠溪詩鈔二卷》
��9

《無錫卷》云：

顧敬恂	(��59-��90)	字斐瞻，號筤園。清無錫人。乾隆五十四年	(���9)	拔

貢生。《筠溪詩草》二卷
�90

《清人別集總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所述並同
�9�
。按：楊揆〈顧斐瞻詩

集小傳〉云：

��6	 顧敬恂：《筠溪詩草二》，同前註，卷	9，頁	��a。
���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9，頁	��a。
���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記回亂一事頗詳，然無一言涉及斆愉率徒禦城事。（見頁

�6-��）再者，顧敭憲〈哭學和兄〉詩云：「五月溽暑蒸，行潦泥沒膝。旅舍不得休，冒
雨中夜發。陸行意未慣，羸馬恐一蹶。崎嶇到伏羌，辛苦不堪詰。⋯⋯前年蘭州圍，賊氛

就殄滅。宦海多風波，觸事為戰慄。從茲少歡 ，抑鬱遂成疾。」顧光旭等纂：《梁溪詩

鈔》，卷	50，頁	��a-b。敘述斆愉至甘旅途備極艱辛及在圍城中飽受驚嚇之事極詳，亦可
資參考。

��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5。
�90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09。
�9�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9�；柯愈春著：《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
頁	95�。唯柯書作「字裴瞻」，乃形近而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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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敬恂，字斐瞻。乾隆己酉拔貢生，朝考入都，未及與試而卒。⋯⋯與季

弟傅爰同補博士弟子員，聲華籍甚。⋯⋯庚戌春就余於京師，時別將十

年，學和、傅爰俱已逝世。小牕燈火，每話舊遊，相對零涕。居數月，悒

悒不驩，顏色慘悴，勸以服藥自攝，則云年來心力多耗，恐非醫藥可治，

惟靜養冀其自愈。然爾時都下名流傾耳盛名，爭求識面，往還問訊，殆無

虛日。斐膽力益不支，頹然掩關，竟爾長逝。余為經紀其喪，附舟南返，

緘書與立方，附一絕句，云：「才命相妨信有之，荊花又折第三枝。休將

遠道傷心事，遽與高堂白髮知。」以誌痛也。
�9�

可見敬恂確卒於乾隆五十五年	(��90)	庚戌。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述及此

事，謂敬恂擬參加朝考而北上，館於楊揆家，相處甚歡，不意「五月而仲兄書

至，言斐瞻得羸疾，殗殜不斟，數月而沒，年甫三十有二」�9�
，蓋因其體格本已

羸弱，復因應考過勞而喪生。敬恂甫於乾隆五十四年	(���9)	己酉擢明經�9�
，隔歲

即卒；天不假年而賚志以殁，令人唏噓。而《筠溪詩草》有〈悼內子秦孺人〉詩

五首
�95
，又知其妻亦早卒。

奎光四子顧敭憲，於顧、楊兩家表兄弟中年齒最幼，亦是最短壽者，僅得

二十五歲。關於顧敭憲，其名與字各家頗有異說，如楊揆〈顧傅爰詩集小傳〉

云：

顧颺憲，字傅爰。邑廩生。中表昆弟中，傅爰齒最少。⋯⋯顧體弱多病，

研習不休，遂抱瘵疾不起，年甫二十有二。
�96

《錫山書目考》云：

顧敭憲，奎光季子。字傅爰。諸生。生壬午，卒年二十五。邑志文苑附兄

敏恒傳。《幽蘭草》
�9�

《無錫卷》云：

�9�	 楊揆：〈顧斐瞻詩集小傳〉，見《辟疆園遺集》，卷	�，傳頁	�a-b。
�9�	 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同前註，序頁	�a。按：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亦謂其
「選貢生，未及朝考，沒於京，年三十二」。（見卷	50，頁	�a）再者，丁紹儀：《聽秋
聲館詞話》謂顧斆愉、顧敬恂、顧敭憲「咸未三十而夭」，顯然非是。（見卷	6，頁	�6��
「顧奎光雙溪詩詞集」條）

�9�	 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同前註，頁	�a。
�95	 顧敬恂：〈悼內子秦孺人〉（百歲壽大齊、秋風一何勁、嗟予生不辰、朝日照虛牖、夜起
視河漢）四首，見《筠溪詩草二》，同前註，卷	9，頁	5b-6b。

�96	 楊揆：〈顧傅爰小傳〉，同前註，卷	�0，傳頁	�a。
�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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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揚憲	(��6�-���6)	字傳爰。清無錫人。奎光子，敏恒弟。諸生。《幽蘭

草》一卷
�9�

又《清人別集總目》云：

顧揚憲	(��6�-���6)，字傳瑗，無錫人。諸生。《幽蘭草》一卷�99

而《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則云：

《幽蘭草》一卷。顧敭憲撰。敭憲生於乾隆二十七年	(��6�)，卒於乾隆

五十一年	(���6)。字傳愛，江蘇無錫人。奎光子，敏恒弟。諸生。此集輯

入《辟疆園遺集》。
�00

其名有「颺憲」、「敡憲」、「揚憲」、「敭憲」四種，其字則有「傅爰」、

「傳爰」、「傳瑗」與「傳愛」四類。考《辟疆園遺集》一書中，無論是楊英燦

〈辟疆園遺集序〉，或楊揆〈顧立方詩集小傳〉、〈顧斐瞻詩集小傳〉、〈顧傅

爰詩集小傳〉，均作「傅爰」，顧森書跋《顧雙溪集》亦復如此。可見其字當為

「傅爰」，作「傳爰」、「傳瑗」及「傳愛」者，俱形近而訛。至於其本名，楊

揆〈顧傅爰詩集小傳〉云：「顧颺憲，字傅爰。」而《辟疆園遺集》卷十《幽蘭

草》卷端署名「梁溪顧敡憲傅爰」，由昆仲之名均从「攴」（攵）觀之，應以作

「敭」為正，作「颺」或「揚」，俱因同音之故，作「敡」則為形近之故。

關於顧敭憲生年之推算，顧敏恆有〈哭傅爰弟〉詩，云：

粵在甲申歲，吾父卒遠疆。吾弟甫四齡，從母涉沅湘。生長楚邊徼，未

識梓與桑。嘔啞效蠻語，嬉戲繞母旁。六歲就家塾，誦讀聲琅琅。十歲

通六經，十一學文章。聰明由夙悟，見者稱才良，嶄然露頭角，事業未可

量。二十遊泮宮，廿一餼於庠。癸卯試棘闈，拔幟入文場。一瑕棄全璧，

鎩翮不及翔。闈中得弟文，擬魁已定，以策中訛一字被貼。舉家為歎惜，弟也置若

忘。⋯⋯去春吾弟婚，承歡上高堂。甯知紅顏婦，轉盼為孤孀。憶弟嬰病

日，容顏漸羸尪。⋯⋯生年二十五，顏子未為殤。伊予昆弟四，仲弟歿伏

羌，今又喪余季，顧影益悲涼。兩弟皆好學，共言異尋常。
�0�

謂喪父時敭憲甫四歲。顧敬恂亦有〈哭傅爰弟〉（衰門仗弟兄）詩，云：「憶

�9�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
�99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5。
�00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9��。
�0�	 顧敏恆：《笠舫詩藁六》，見《辟疆園遺集》，卷	6，頁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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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失怙時，諸昆俱年少。余季方四齡，神姿最清劭。」
�0�
亦謂其時年僅四歲。

顧奎光卒於乾隆二十九年	(��6�)	甲申，按正常算法，敭憲乃生於乾隆二十六年

(��6�)。此外，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謂「庚子之春，伯兄出宰西土，……是

秋立方書來，云斐瞻、傅爰同時入泮，將就南闈，令學和北上赴京兆試」，庚

子為乾隆四十五年	(���0)，對照上引顧敏恆〈哭傅爰弟〉詩謂敭憲「二十遊泮

宮」，則其生年當在乾隆二十六年。然而顧斆愉驟逝時，敭憲曾撰〈哭學和兄〉

詩，其中有「兄生命不辰，丁丑重九日。八歲遘家難，丁年賫志歿。長我裁五

齡，歡愛兩情切」數語，斆愉生於乾隆二十二年	(��5�)	丁丑，晚生五載，正是

乾隆二十七年	(��6�)	壬午。上引《無錫卷》、《錫山書目考》、《清人別集總

目》、《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均主此說。

有關敭憲生年之異說，皆來自骨肉至親，卻相差一年。筆者以為，紓衡二說

證據之輕重，應以乾隆二十六年之說為是。按：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之說，有顧敏

恆、顧敬恂〈哭傅爰弟〉二詩及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彼此互相印證；而

二十七年之說，主要僅據敭憲之〈哭學和兄〉詩，《錫山書目考》「生壬午」云

云，有可能即由推算而來。唯是斆愉既生於「丁丑重九日」(��5�)，以顧奎光卒

於乾隆二十九年	(��6�)	推算，其時正是八歲，可見〈哭學和兄〉詩中「八歲遘

家難」云云，正指顧奎光盛年遽逝。然則，父喪之時，斆愉八歲，敭憲四歲，二

人相差四歲，正與上文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之推論吻合。敭憲所以稱「長我裁五

齡」，蓋因斆愉生於九月九日，若是敭憲生於乾隆二十六年	(��6�)	年底，則二

人年歲相差四年有餘，取其整數，謂「長我裁五齡」，亦近於情理。由此角度詮

釋，亦無至親說法彼此扞格之問題。

至於敭憲在世年歲，顧敏恆〈哭傅爰弟〉詩及《梁溪詩鈔》、《錫山書目

考》
�0�
均謂年二十五，楊揆〈顧傅爰詩集小傳〉卻謂其年二十二。顧敏恆與敭憲

乃至親骨肉，且〈哭傅爰弟〉詩述其生平甚悉，當較可信。上文據此詩「粵在甲

申歲，吾父卒遠疆。吾弟甫四齡」推算敭憲生於乾隆二十六年，此詩又謂其「生

年二十五，顏子未為殤」，則其卒年當為乾隆五十年	(���5)	乙巳。

顧家四兄弟俱為雋才，卻相繼下世。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曾詳敘此事：	

�0�	 顧敬恂：《筠溪詩草二》，同前註，卷	9，頁	��b。
�0�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云：「顧秀才颺憲，字傅爰，諸生，雙溪兄季子也。弱冠名噪
文壇，與諸兄埒。靜而敏，好讀《易》，時有所開悟。初補博士弟子員即餼於庠，踰年而

病，病而死，年二十五。」（見卷	50，頁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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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與立方為中表兄弟，學和又余之姊丈，也兼師事焉。⋯⋯年二十有六而

死，時九月十有四日也。⋯⋯閱二年而傅爰亦卒。⋯⋯五月而仲兄書至，

言斐瞻得羸疾，殗殜不斟，數月而沒，年甫三十有二。立方遂因此鬱鬱，

不一年而卒於官，亦止四十有五齡耳。
�0�

顧敏恆與三位弟弟手足情深，然九年之間，三人全部亡故，且親叔父兼為恩師之

顧斗光亦隨之謝世，且與敭憲之喪只相距數月。顧敏恆〈哭諤齋叔父〉（季春吾

弟歿）詩云：

季春吾弟歿，哭之有餘哀，甯知七月中，叔父歿黃梅。

半載斷消息，中心頗疑猜，猶未信浮沈，不料凶問來。

⋯⋯

親朋盡永訣，放筆從此殂。緘書寄叔母，與汝長契濶，

魂魄歸泰山，何能兩存活？焉知叔病時，叔母先奄忽，

泉途多密親，相見痛倉卒。⋯⋯

去年黃梅飢，食用強撙節，況無賢主人，反覆心蘊結。

經史雖滿腹，不療旦夕飢，著作雖等身，不能使家肥。
�05

字裏行間，情辭悽惻，傷痛逾恆。蓋斗光雖是病歿，其病根卻是貧困。且由詩意

觀之，非但斗光滿腹經綸而飢寒交迫，其妻更先之而逝。顧敏恆感舊傷離，不久

亦鬱鬱而終。《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謂顧敏恆卒後，楊揆為編《笠舫詩稿》六

卷、《笠舫文稿》一卷，輯入《辟疆園遺集》
�06
，此說有欠周全。按：顧氏四人

歿後，楊芳燦與兩弟為纂《辟疆園遺集》，楊芳燦〈序〉云：

《辟疆園遺集》者，余外兄弟顧立方昆季之所著也。惜其稟命不融，相繼

夭歿，清詞麗句，蘊而莫傳，爰偕兩弟輯其詩歌，都為一集。
�0�

楊英燦〈序〉亦云：

甲寅之秋，仲兄觀察巴西，余奉板輿自朔方赴蜀，與伯兄別。伯兄謂余

曰：「《辟疆園遺集》搜羅散失及曩時寄贈諸作，已得十卷，此間剞劂不

易，弟可攜至蜀中，與仲兄校閱，梓以問世。」因念立方、學和、斐瞻、

傅爰以翩翩著作之才，天不假之以壽，數年之間，盡登鬼錄，何忍使其緒

�0�	 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見《辟疆園遺集》，序頁	�a。
�05	 顧敏恆：《笠舫詩藁六》，同前註，卷	6，頁	�a-9a。
�06	 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5�-�59。
�0�	 楊芳燦：〈辟疆園遺集序〉，見《辟疆園遺集》，序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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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餘論蘊而莫傳耶？敬受而弆之行橐焉。�0�

楊氏兄弟或撰序，或作傳，或校訂，字裏行間，流露深摯情感。蓋兩家昆仲合共

七人，均為一時翹楚，傳為佳話。諸人才華相埒且情投意合，直如同胞兄弟，豈

料不數年間，顧家四人相繼凋零，真是情何以堪。

�.	顧斆愉等之子孫

顧家四兄弟中，除顧敏恆得年四十五，勉強可稱中壽外，顧敬恂三十二歲、

顧斆愉二十六歲、顧敭憲二十五歲，俱早夭，故其子嗣資料可考者甚少。茲將斆

愉、敬恂、敭憲子孫綜考如下：

顧斆愉《靄雲草》後有余一鼇識語，云：

先生嗣子名筠，字夢湘，蓉裳、荔裳、蘿裳三公之外甥也。善書法，為河

南商水令，內艱服闕，謁選得廣東龍門縣知縣，未之任卒。今有孫名舒，

字伯裕，為巡檢司。於粵東尚藏三公手蹟，皆致夢湘表舅之函，並竹畦表

丈手蹟。
�09

稱顧筠為顧斆愉「嗣子」，乃因顧筠原為顧敏恆次子，後過繼斆愉為子，以續其

嗣。按：顧敏恆〈哭學和弟〉八首之六云：

竟絕刀鐶望，空閨形影孤。病中唯憶母，夢裡或將雛。

夢弟抱子授予，遂生次子，因以為後。

旅殯悲秋草，幃堂哭夜烏。泉臺逢弱女，能識阿爺無？

弟有一女，早殤。弟行時女生未數月也。
��0

謂顧斆愉生前無子，僅有一女，且早夭；某次夢見斆愉抱子相授，後遂生次子，

故將此子過繼斆愉，即是顧筠。顧敭憲〈哭學和兄〉長詩云：

生平百不遂，垂死志猶熱。即今尚無嗣，幼女先夭卒，

寡嫂常吞聲，心摧願同穴。土伯胡不仁，兄乎獨何害？

⋯⋯

終當藉慶餘，後嗣其逢吉，重泉慎勿悲，有後真可必。
���

亦可為證。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卷末有楊志濓識語，云：

�0�	 楊英燦：〈辟疆園遺集序〉，同前註，序頁	�a-�b。
�09	 同前註，卷	�，頁	��a。
��0	 顧敏恆：《笠舫詩藁六》，同前註，卷	6，頁	��b。
���	 顧敭憲：《幽蘭草》，同前註，卷	�0，頁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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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先曾大母顧太安人遺稿也。太安人考笠舫公，諱敏恆，以名進士任教

授，提倡風雅。太安人既幼嫻庭訓，弟蒹塘公諱翰、夢湘公諱筠、竹畦公

諱蕙生；從弟蘭厓公諱翃，復皆擅才藻，以詩、古文、詞相頡頏。
���

《續梁溪詩鈔》顧翎小傳亦云：

翎，字羽素，蘇州府學教授敏恆女，贈儒林郎楊春樵室，誥封太安人。幼

嫺庭訓，弟翰、筠、蕙生、從弟翃竝擅才藻，詩、古文、詞相頡頏。
���

又顧翃小傳云：

翃，字蘭厓，歲貢生，官宣城、昭文訓導。祖奎光，父敬恂並著才望，翃

紹文強學，內行篤謹孝友，聞於邦族。從昆弟翰、筠、蕙生皆一時雋才，

翃與齊足並馳，礱勵藝業，詩文為士林楷式。
���

綜上所引，均表明顧翰、顧筠及顧蕙生乃是一家。顧筠有子名舒，字伯裕，見上

引余一鼇識語，茲不贅述。

有關顧筠之資料不多，《錫山書目考》及《無錫卷》並有「顧筠」其人。前

者云：

顧筠，光旭孫。字貫時，號湘浦。生己亥，卒年四十。《二榆草堂詩集》
��5

後者云：

顧筠，字貫時，號湘浦。清無錫人。光旭孫。《二榆草堂詩集》
��6

二書皆謂此人乃顧光旭之孫。按：顧光旭乃顧氏另一支派，其輩分與奎光兄弟相

埒，故楊芳燦稱之為舅，顧敏恆稱之為叔。顧奎光有〈寄晴沙弟〉八首
���
，顧斗

光亦有〈寄晴沙弟〉、〈答晴沙弟川中來書〉等詩，且有〈選輯梁溪詩寄晴沙

弟〉
���
二首，可見奎光兄弟與顧光旭時相酬唱，顧斗光且曾與光旭合力編纂《梁

溪詩鈔》
��9
。非僅同輩如此，顧、楊二家晚輩亦與光旭交往密切。楊芳燦《年

���	 見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書後附載，頁	�a。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b。
���	 同前註，卷	�，頁	�a。
��5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50。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6��。
���	 顧奎光：《顧雙溪集》，卷	�，頁	��b-�5a。
���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6，頁	��b-��b、��a-b；卷	�6，頁	��a。
��9	 有關《梁溪詩鈔》之編纂，顧敏恆〈題諤齋叔父翠苕軒詩稿後〉小序云：「響泉叔選輯
《梁溪詩鈔》，吾叔父嘗襄其事。叔父歿，敏恆掇其篇什登之集中，詩以志感。」（見

《辟疆園遺集》，卷	6，頁	9a）。實則此書雖成於顧光旭，卻始編於顧斗光。按：顧光旭
〈梁溪詩鈔跋〉云：「乾隆丙申冬，余歸自蜀，從兄諤齋既輯《梁溪詩鈔》，南塘黃可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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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八歲」條下云：

以詩文寄蜀中，笠湖公大喜，作書寄鸞溪公，有吾家千里之譽。響泉舅氏

諱光旭時任四川觀察，見余詩寄三絕句云⋯⋯「辟疆園後雙溪去，惆悵聊

為擁鼻吟。甥如其舅更何疑，歎絕無梁殿裏詩⋯⋯。」
��0

可見顧光旭與楊潮觀、鴻觀等人共同傳觀楊芳燦之詩作，對此傑出後輩同樣鼓勵

有加；楊芳燦又有〈臺城路．為晴沙舅氏題春風啜茗小照〉
���
詞相贈；又顧敏恆

〈九月七日晴沙叔父生辰是日偕胡君一亭遊惠山，歸示詩命和，次韻奉祝〉
���
二

詩，乃是奉和之作；皆可見諸人與顧光旭來往密切。此種情形下，若謂同有一孫

名「顧筠」，顯然不合情理。且由前文所論，顧、楊二家子孫命名取字均有其規

範，此二「顧筠」，一號夢湘、一號湘浦，皆取義瀟湘斑竹，亦頗為接近。然

《錫山書目考》謂其生於己亥，己亥為乾隆四十四年	(���9)，若此人真為顧翰之

弟，而顧翰生於乾隆四十八年	(����)	癸卯，卻又扞格。姑誌其疑以俟考。

顧敬恂有一子顧翃，《錫山書目考》云：

顧翃，敬恂子。字駿孫，號蘭厓，又號南厓。歲貢生，宣城、昭文訓導。

生乙巳，壽七十七。邑志文苑附兄翰傳。《金粟菴詩文集》
���

《無錫卷》亦云：

顧翃	(���5-��6�)	字駿孫，號蘭岩，亦作蘭崖、南岩。清無錫人。敬恂

子。道光八年	(����)	貢生。歷任昭文、宣城諸縣訓導。詩學李商隱，為

文雅健有法度。《金粟庵詩稿》、《金粟庵詞》
���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所述並同
��5
。按：上文曾論及顧敬

恂之妻早逝，敬恂曾撰〈悼內子秦孺人〉詩五首，其第二首（秋風一何勁）云：

亦有《梁溪詩匯》，二君但序時代，尚未按甲科編訂前後，其人不見於史乘者俱無傳，而

其槀則盡歸於余。⋯⋯參之諤齋、可亭二選，各有增刪⋯⋯。」（序頁	�a-�a），據此可
知二人乃是先後參與《梁溪詩鈔》之編纂工作。

��0	 楊芳燦編，余一鼇續編：《年譜》，頁	��-��。
���	 楊芳燦：《芙蓉山館詞》，收入陳乃乾輯：《清名家詞》（上海：上海書店，�9��	年），
第	6	冊，頁	��。

���	 顧敏恆：《笠舫詩稿五》，卷	5，頁	�0a-b。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0。
��5	 分別見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96；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
目》，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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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言別尊嫜，下言撫嬌兒。吞聲有餘恨，掩袂從此辭。」
��6
據此推知其妻在世

時已育有一子，殆即顧翃。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斐瞻公子蘭崖丈翃，以明經官昭文訓導，詞

尤富贍。」
���
其《清詞綜補》曾選錄顧翃詞五首，其中〈高陽臺〉（柳老絲煙）

一首，題作「同蒹塘兄、竹畦弟芙蓉湖秋泛」
���
，可知顧翃年紀介乎二人之間。

余一鼇為楊英燦排印《聽雨小樓詞稿》，書後有識語，謂楊英燦詞集「尚有顧蒹

塘、蘭厓兩表丈選定後抄出擬刻之本」。顧翰為知名詞家，顧翃詞集則未經見，

然既同為楊英燦選定詞作，則其亦深於詞。丁紹儀謂其「詞尤富贍」，殆非虛

語。

顧敭憲有一子顧翱，原為顧敦恕之子，因出痘病危而過繼敭憲，已詳上文。

《錫山書目考》云：

顧嶸，敭憲嗣子。原名翺，字蓮陂，號漢游。生戊申。咸豐庚申遇粵寇，

赴池殉難，時年七十三。《竹素園詩草》
��9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亦云：	

《竹素園詩鈔》一卷。顧嶸撰。嶸生於乾隆五十三年	(����)，卒於咸豐十

年(��60)。原名翱，字蓮陂，號漢游，江蘇無錫人。死於戰亂。��0

顧翱即是顧嶸，由其家族同輩昆仲之名皆從羽，知「翱」確為本名。

�.	顧敏恆之子孫

（�）顧翎

相對於顧斆愉等人，顧敏恆之子女均擅才華，在詞壇或藝界聲譽卓著。敏恆

有三子一女。其長女顧翎乃著名之女詞人，《錫山書目考》云：	

顧翎，敏恆女。字羽素，楊毓勳字春樵妻。生乾隆己亥，壽七十二。《綠

梅影樓詩詞集》、《茝香詞集》
���

��6	 顧敬恂：《筠溪詩草二》，見《辟疆園遺集》，卷	9，頁	6a。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奎光雙溪詩詞集」條。
���	 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頁	6�9。
��9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按：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所記與此
同（頁	���9），唯「蓮陂」作「蓮坡」，或形近之誤。

��0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9。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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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無錫卷》云：

顧翎(���9-��50)字羽素。清無錫人。敏恒子，楊敏勛妻。《綠梅影樓詩存》一

卷、《綠梅影樓詞存》一卷、《茝香詞》一卷
���

其夫婿一作「楊毓勳」，一作「楊敏勛」，勳、勛二字可通，作「毓」當是形近

致誤。其生卒年二書說同，唯《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及《清人別集總目》皆謂

顧翎生於乾隆四十三年	(����)，卒於道光二十九年	(���9)���
。按：《綠梅影樓詩

詞存》後有顧翎曾孫楊志濂識語，謂其「壽至七十有二」，又云「嗚呼！太安人

歿三十五年矣」。該識語作於光緒十年	(����)	甲申，故上推顧翎生年，確為乾

隆四十三年，於道光二十九年辭世，正是七十二歲。

顧翎工詞，其詞集《茝香詞》廣為人知，另有《綠梅影樓詩存》及《綠梅影

樓詞存》，所錄較《茝香詞》多十餘首
���
。楊志濂識語云：「太安人……迨歸我

曾大父儒林公，中饋餘閒，不廢吟詠。性愛梅，顏所居曰綠梅影樓，作填詞圖，

徵題詠，一時名公才媛應者甚夥。」
��5
可知其詞集命名之旨。又丁紹儀《聽秋聲

館詞話》云：

丈之姊羽素表姑翎，幼慧，多巧思，每出新意，繡人物花卉，得價恆倍。

亦工詞。
��6

楊英燦有〈滿江紅．題顧羽素姪女詞集後〉一首，對顧翎詞才讚揚備至：

蕙性蘭心，洵靈秀、偏鍾於女。不信道、十年重見，有才如許。好把琉璃

裝硯匣，不教玳瑁為奩具。更燃脂、暝寫與晨書，耽吟苦。　　絲五色，

金針度。花五色，香毫吐。寫折枝花樣，頻翻繡譜。福慧已兼休賦恨，才

華獨擅能吟絮。壓詞壇、好句竟如仙，吾慚汝。
���

綜上所引，足見顧翎多才多藝，工詩詞、擅刺繡，可謂才德兼備。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56。
���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
頁	���5。

���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卷	�0，頁	�05。
��5	 楊氏識語見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書後附載，頁	�a。按：顧翰有〈高陽臺〉（折竹
敲風），題作「題羽素女兄綠梅影樓填詞圖」，可資參證，見顧翰：《拜石山房詞鈔》，

卷	�，頁�a。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蒹塘拜石山房詞」條。
���	 楊英燦：《聽雨小樓詞稿》，卷上，頁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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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翰

顧翎之弟顧翰亦工詞，有《拜石山房詞鈔》傳世。《無錫卷》云：	

顧翰	(����-��60)	字木天，號簡堂，別號簡塘、蒹塘。清無錫人。敏恒

子。嘉慶十五年	(���0)	舉人，以教習官京師，出為涇縣、宣城知縣，調

泰和。工詩詞，室名拜石山房。晚年嘗主講東林書院，咸豐十年	(��60)

死於戰亂。《拜石山房集》四卷、《宜雅堂詩錄》六卷、《拜石山房詩鈔》、《拜石山房詞

鈔》四卷、《綠秋草堂詞》一卷
���

又《清人別集總目》云：	

顧翰	(����-��60)，一作瀚，字兼塘、簡塘，號孟平，無錫人。敏恆子。

嘉慶十五年舉人，官涇縣知縣。後主大梁、東林書院講席。《拜石山房近稿》

一卷、《拜石山房詩鈔》八卷、《宜雅堂詩錄》六卷
��9

顧翰之名一作「瀚」，未見他書稱引，唯顧敏恆、顧敬恂、顧敭憲諸子之名均屬

「羽」部，作「翰」應是譜名；「瀚」字從水，恐非。《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

云：

翰生於乾隆四十八年	(����)，卒於咸豐十年	(��60)。字木天，號兼塘，

又號簡堂，江蘇無錫人。敏恒子。嘉慶十五年舉人，官安徽涇縣、宣

城知縣。晚年主講東林書院。工畫。⋯⋯楊芳燦評其詩，謂「如碧桃滿

樹」。
��0

謂顧翰生於乾隆四十八年	(����)，與上引二書異，蓋沿用袁行雲之說。袁氏敘錄

顧翰《拜石山房詩鈔十卷補遺一卷》，謂顧翰生年，云：

據卷二〈檢點少作〉詩注：「歲在辛亥，余年九歲，始學為詩。」當為乾

隆四十八年生。
���

所論極是。至於謂顧翰工畫，由《拜石山房詞鈔》題畫之作俯拾皆是，可證其人

固深於畫。顧、楊家人多擅繪事
���
，此蓋遺傳及家族風氣使然。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6�-66�。按：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	及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9�5	年），卷	��，頁	���	所記與此
同，唯較簡略。

��9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9。
��0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
���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99�	年），卷	60，頁	�065。
���	 如《拜石山房詞鈔》中即有〈高陽臺．題羽素女兄綠梅影樓填詞圖〉（折竹敲風）、〈湘
月．題伯夔與鷗為客圖〉（浮家計好）、〈月華清．題子山孤山載鶴圖〉（淺漵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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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翰卒於太平軍戰亂中，《聽秋聲館詞話》敘其事蹟，云：

嘉慶庚午，蒹塘丈舉於鄉。時甫冠，後以教習官京師，賣文自給。久之，

出為涇縣令，歸主東林講席，年七十矣。第三子灝，余姊夫也。官山左州

同，余為加銜請封。咸豐十年，丈寄余書，言於元旦易五品服，戲引東坡

簪綵勝為比。詎是年四月邑城陷，竟以被傷殞。丈談襌，善吐屬，在京困

甚。
���

咸豐十年	(��60)	庚申，太平軍攻陷江南大營，余一鼇本家及顧、丁家等親屬多

殉此難，顧翰未能倖免，且倉卒掩埋，難知墓穴所在。余一鼇經過九年尋訪，始

尋獲遺骨，為其歸葬。孫其業〈生傳〉云：

先是庚申之難，顧丈蒹塘以叱賊受傷，歿於昭文。時寇亂倉卒，叢殯虞山

西麓，年久幾不可辨處所。居士於同治八年訪問得之，具槥遷骨歸葬顧氏

祖塋。後又重刊《拜石山房詞集》六卷，報知遇也。
���

余一鼇有悼顧氏詩，題為「寒夜追念平生知己，如顧蒹塘表丈、嵇月生丈、陳子

奉觀察、子固司馬，愴然有作，以誌悲懷，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5
，既可看出二

人感情之深摯，亦可佐證死事之慘烈。

關於顧翰之子嗣，上引《聽秋聲館詞話》提及其三子顧灝為丁紹儀之姊夫，

丁氏又云：	

余女兄弟四人，姊早亡。姊夫顧叔梅灝，官山左，遇賊受傷成廢而歿。
��6

可知顧灝字叔梅。《錫山書目考》及《無錫卷》亦收顧灝其人，前者云：

顧灝，字影恬。候選布理問。生戊午，早卒。邑志行義有傳。《經鋤居日

錄》
���

後者云：

顧灝	(��9�-？)	字影恬。清無錫人。候選布理問。早卒。《經鋤成日錄》���

〈高陽臺．蕊淵屬題琴清閣圖照〉（偶仿迴文）等詞，諸人精繪事，可見一斑。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蒹塘拜石山房詞」條。
���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一）〉，頁	�99。
��5	 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二）〉，頁	���，第	D��	首。按：余一鼇之外
祖楊英燦與顧翰之父顧敏恆為中表兄弟，余一鼇之母楊氏為楊英燦三女，則楊氏與顧翰亦

為表親，顧翰應為余一鼇表舅。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楊祖學詞」條。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66�。
���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00。按：二書出處一作「經鋤居日錄」，一作「經鋤
成日錄」，疑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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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引二書均言其字為「影恬」，與丁氏所述有異，且《無錫卷》謂顧灝生於

一七九八（嘉慶三年戊午），顧翰生於乾隆四十八年	(����)，父子相差十五歲，

以情理推算，若為一母所生，第三子出生應不能早於婚後三年，若此顧灝果為顧

翰三子，則顧翰在十二歲時即生長子，殊不合理，顯見二書所錄之「顧灝」乃同

姓名之人，當非翰子。

此外，顧灝既為「第三子」，顧翰至少有三子；又《拜石山房詞鈔》有〈南

鄉子〉（襦袴錦斑斕）一首，題作「調兩幼女」
��9
，可見顧翰至少另有二女，唯

文獻難徵，俟考。

（�）顧翥

顧敏恆次子顧筠，過繼斆愉為嗣，已詳上文；其幼子為顧翥。《聽秋聲館詞

話》云：

笠舫公長子蒹塘丈翰，有《拜石山房詩詞》。季竹碕丈蕙生，為余姑夫，

工詩，善繪事，年弱冠即為百文敏齡掌箋奏，疆吏爭相延致。顧久困場

屋，以上舍生終。
�50

謂顧翥擅丹青。按：顧翰《拜石山房詞鈔》有〈蘇幕遮〉（上栽桑），題作「偕

蘭厓、竹畦遊滸溪，行荷香柳影中，數里不絕。竹畦取摩詰田家詩意作圖，余與

蘭厓各賦一闋題其上。」又〈高陽臺〉（早雁書空），題作「篋中撿得山水小

幅，疏林古驛，遠水斜帆，彷彿淮浦道中風景，題有『幾樹夕陽投驛騎，一帆秋

水渡江人』之句，蓋癸酉歲竹畦所作也，感賦此解，以寄竹畦。」又〈鵲踏枝〉

（石插江中青幾片），題作「以竹畦畫山水幅貽蕋淵，屬題其上」
�5�
。此外，楊

夔生《真松閣詞》有〈水龍吟〉（虎頭癡絕翩翩）一首，題作「顧蕳塘拜石山房

詞題竹畦翥所畫秋水歸帆圖」
�5�
，皆可佐證其人擅繪。

顧翥，字竹畦，或作竹碕，一般均稱之為顧蕙生，如《清詞綜補》云：「顧

蕙生，字竹畦，無錫人。監生。」
�5�
《詞綜補遺》云：「顧蕙生，字竹碕。」

�5�

��9	 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卷	�，頁	�a。
�50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顧奎光雙溪詩詞集」條。
�5�	 分別見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卷	�，頁	�b-�a；卷	�，頁	5b-6a；卷	�，頁	�a。
�5�	 楊夔生：《真松閣詞》，卷	5，頁	9b。
�5�	 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頁	650。
�5�	 林葆恆纂：《詞綜補遺》，第	6	冊，卷	�6，頁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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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梁溪詩鈔》顧翃下云：「從昆弟翰、筠、蕙生皆一時雋才。」又顧翎下

云：「弟翰、筠、蕙生、從弟翃，竝擅才藻，詩、古文、詞相頡頏。」亦已見

上文所引，均是其證。顧翥娶丁氏，《無錫南塘丁氏真譜》（以下簡稱《丁氏

真譜》）
�55
之世系表論及此女婿，亦云「適六品軍□□頂顧蕙生」

�56
，稱「蕙

生」而不稱其本名「翥」。甚至顧翎《綠梅影樓詩詞集》後楊志濓識語，亦稱其

「竹畦公諱蕙生」，逕稱其名諱為蕙生，顯然「蕙生」之名已頗習用。然由其兄

姊「顧翰」、「顧翎」之名均從「羽」，可見顧翥應是本名，「蕙生」原或為

字，或是其後取之名，後以此行。上引楊夔生〈水龍吟〉之詞題中仍稱其名為

「翥」，猶可見其端倪。

五、丁家

丁家亦多能詞者，《聽秋聲館詞話》著錄其原生曾祖丁如琦、原生祖父丁

瀚、叔父丁彥和、其妹丁淑媛、妹婿楊祖學、其姑丁善儀、姑夫楊炳等人詞作；

唯因太平天國戰亂中，丁家死難慘重
�5�
，作品亦湮滅不傳。故相較於楊、顧兩

家，丁家子孫在政壇或文學界之知名度，皆有不及；然因丁善儀及丁紹儀等名

家，於詞學中亦能獨樹一幟，尤其丁紹儀兼為詞論家，聲名頗為卓著。

《聽秋聲館詞話》中有多處論及親人及姻親之生平及詞作；近年出版之《丁

氏真譜》亦提供甚多丁氏家族資料，是研究丁家及其與顧、楊、余家族關係之重

�55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無錫南塘丁氏真譜》（一）、（二）、（三），收入國
家圖書館地方志家譜文獻中心編：《清代民國名人家譜選刊續編》（北京：燕山出版社，

�006	年），第	��-�9	冊，以下簡稱《丁氏真譜》。
�56	 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0。
�5�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云：「余叔暢之公彥和，⋯⋯歲庚申，邑為賊陷，強驅至學宮
前，堅不行，被戕。二子揚烈、成烈，咸死於賊，家亦燬。⋯⋯邑陷時，族之殉難者，從

叔候選巡檢汝楫，從九品銜霖，從兄前浙江海鹽縣典史文炳，從弟從九品銜粹然，伯祖妾宋

氏，叔祖母王氏、汪氏、陳氏、羅氏，伯母張氏、龔氏，嬸母周氏、鄒氏、趙氏，叔妾曹

氏，從兄嫂張氏、陶氏、孫氏，弟妻鄧氏，從妹大寶、二寶、細寶，或身膺白刃，或縊，

或投水，非先期遠避者，均相率就義。」（見卷	6，頁	�6�5-�6�6「丁彥和詞」條）唯是據
《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所載，丁彥和二子乃是丁燕翼、丁鳳翼，

燕翼為長子，後過繼予其兄丁槩為嗣（頁	���-���），丁紹儀乃誤記。又按：前引文字
中，「從弟從九品銜粹然」一句，同治八年序刊本《聽秋聲館詞話》作「從弟壽然、監生粹

然」，據〈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所載，壽然、粹然分別為丁集之次子及三子，均於庚

申被難（頁	�90-�9�），可見同治八年序刊本所載乃確然有據，疑《詞話叢編》本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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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獻。以下即據此為基礎，參用地方志等資料，董理丁氏之親族關係。

（一）丁瀚及其諸子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記其先人事跡，並錄其存詞，云：

先曾祖菊圃公，登乾隆癸酉秋榜，官浙之常山縣。著《詩鈔》四卷，附詞

十餘闋，與先高祖逸園公詩草版，均儲藏三先伯叔才公家，傳之從兄蓉舲

文炳，亦知珍庋。歲庚申，邑為賊陷，從兄殉難，詩版譜牒悉遭焚燬，今

祗存《逸園詩草》一卷。菊圃公詩詞已無存本，僅記春日憩管社山〈浪淘

沙〉云：⋯⋯題友人漁隱圖〈解珮令〉云：⋯⋯公諱如琦。
�5�

其原生高祖即丁鶚起，顧棟高曾為撰墓誌銘
�59
，《無錫卷》云：

丁鶚起	(�69�-��5�)，字鳴九，號逸園，清無錫人。雍正五年	(����)	薦孝

友端方。卒後門人私諡文裕先生。
�60

其原生曾祖為丁如琦，阮元曾為撰墓誌銘
�6�
，《無錫卷》云：

丁如琦	(����-��00)，字器淳，號菊圃，榜姓常。清無錫人，鶚起子。乾

隆十八年	(��5�)舉人，建德訓導，改教諭，擢常山知縣。《菊圃吟香詩鈔》四

卷附詞
�6�

《錫山書目考》所記大致相同
�6�
。丁如琦能詞，惜已亡佚，僅《聽秋聲館詞話》

錄其二首。紹儀原生祖丁瀚亦工詞，《聽秋聲館詞話》錄其詞四首，且云：

先祖西公著有《西園賸稿》、《瑣述》二種。《瑣述》記遺聞佚事，《賸

稿》則詩詞雜文。皆叔才公鈔撮收藏，因循未梓，亦遭賊燬。幸昔年在里

鈔存《瑣述》數則並詞數闋。悔未全錄，致手澤與音容俱渺，追恨無及

�5�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頁	�5��-�5��「丁如琦詞」條。其中「從兄蓉舲」後
小字，《詞話叢編》原作「方炳」，同治八年序刊本《聽秋聲館詞話》則作「文炳」。

按《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云：「文炳，槦子，號蓉舲。」（頁

���-���）；又《丁氏真譜》（一）〈忠節表〉云：「文炳，浙江海鹽縣典史。咸豐庚申
城陷殉難⋯⋯。」（頁	55�）；且上註丁紹儀所列受難親友名單中，即有「從兄前浙江海
鹽縣典史文炳」，可見「方炳」云云，乃《詞話叢編》誤植，茲據同治八年序刊本逕改。

�5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5。
�60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
�6�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6。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0。
�6�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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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
�6�

《清詞綜補》錄其詞六首，其中四首與《聽秋聲館詞話》同
�65
。

關於丁瀚生平，《無錫卷》云：	

丁瀚	(��60-����)	字西園，號默甫，又號西園。清無錫人。紹儀祖父。

國子生。任永善、中部知縣，歷遷陝西寧羌州知州。《西園瑣述》、《西園剩

稿》、《菜根書屋詩抄》
�66

《錫山書目考》則云：

丁瀚，字四周，號默甫。國子生。永善知縣，調中部，陞寧羌州知州。生

庚辰，卒年六十八。《菜根書屋詩鈔》、《西園賸稿》、《西園瑣述》
�6�

「四周」之字，未見於他書徵引，疑為「西園」之訛。丁瀚所撰《西園瑣述》、

《西園賸稿》二書，前者乃記遺聞佚事，後者則為詩詞雜文。丁瀚亦曾參與修纂

《中部縣志》，其〈續修中部縣志序〉云：

余幼年隨宦，少長，即往來於伯叔兄季之任，皆無不以志乘為急務。余始

疑其事之曠，既而稟承明訓，⋯⋯實為吏治之大端也。後二十年幕於汴京

江廣間，亦常以志事為居停計，⋯⋯嘉慶丁卯秋知中部縣事無錫默甫氏丁

瀚書。
�6�

可知丁家成員多以編修志乘為己任。六十年後，丁紹儀亦撰成《東瀛識略》
�69
，

家學淵源，其來有自。

丁瀚有七子四女，孫爾準〈陜西甯羌州知州默甫丁公墓誌銘〉有詳細記載：

公諱瀚，字西園，號默甫，江蘇無錫人。⋯⋯曾祖諱詮，安慶訓導；祖諱

鶚起，潛德弗仕；父諱如琦，浙江常山知縣。配趙氏，候選知州麟照女；

繼楊氏，直州同知濟川女，先公卒。子七：長榮，郡庠生，山西徐溝縣典

史；次榕，嘉慶戊辰順天南元；次槦，直隸獲鹿縣典史；次棠，後補知

縣，署福建龍溪縣事；次棣；次楹，四川江津縣典史，署西昌縣丞；次召

�6�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頁	�5��「丁瀚詞」條。其中二首亦見錄於葉恭綽編：
《全清詞鈔》，卷	��，頁	59�。

�65	 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5，頁	�69-��0。
�6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
�6�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
�6�	 〔清〕丁瀚修、張永清等纂：《中部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9�0	年，影印嘉慶
十二年修民國二十四年重刊本），頁	�。

�69	 丁紹儀：《東瀛識略》（臺北：成文出版社，�9��	年，影印清同治十二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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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候銓從九。女四。孫十。孫女七。
��0

由上可知丁瀚七子之名。另據《丁氏真譜》，丁瀚長子丁榮，字紹宗，號子初；

次子丁榕，字鳳千，號雙梧；三子丁槦，字俊之，號藥圃。四子丁棠，字藹之，

號琴香；五子丁棣，字端之，號兼人；六子丁櫿，字補之，號覺生；七子丁召

棠，字勉齋，號小洲
���
。其中第六子「丁櫿」，與孫氏〈墓誌〉作「楹」者異。

按：《丁氏真譜》云：

櫿，瀚六子，字補之，號覺生，清太學生，任四川榮縣典史，署平武縣縣

丞，⋯⋯配嵇氏，慶陽知府承裕女，敕封孺人，誥贈太恭人，生嘉慶壬戌

三月十六，卒咸豐辛亥八月初十，年五十。
���

敘述丁櫿生平事蹟甚詳，且明謂丁櫿久宦四川，道光庚戌以後事，均由其致錫家

書中錄出，自較孫氏之說確然可據。由上引資料中更可知其妻乃嵇承裕之女，嵇

承裕為楊鴻觀女婿，此又為四大家族多重聯姻之另一例證。

再者，丁瀚三子丁槦，《丁氏真譜》僅謂其「字俊之，號藥圃」，上引《聽

秋聲館詞話》曾提及「三先伯叔才公，傳之從兄蓉舲（文炳）」，可知其又字叔

才；而「蓉舲」即叔才之子。

《丁氏真譜》錄有廉泉為丁文炳所作家傳，云：「君丁氏，諱文炳，字蓉

舲……父槦，直隸獲鹿縣典史，兼祧父榕，嘉慶戊辰恩科順天南元。」
���
因丁榕

早卒無子，故丁文炳乃兼祧之。

《聽秋聲館詞話》另有丁紹儀稱之為「先伯父」者二人，其一為「子初

公」：

昔年十五，雖捉筆為文，實無所解。先君子請先伯父子初公課讀，⋯⋯今

獲有一知半解，皆伯父曲成之。乃老大無成，徒呼負負，愧也奚如。伯父

為諸生，久困公車，以流外官需次晉中，與大吏忤，謫戍烏魯木齊。道光

元年，特旨釋回。平生詩文咸信筆直書，不求工而自然穩練。
���

子初即丁榮，由丁父央其為紹儀開蒙授業，可知其學識淵博；然一生仕途多舛，

��0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6-��9。
���	 丁榕見同前註，〈家乘四〉，頁	���-��9，其餘諸人分別見《丁氏真譜》（三），〈堯年公
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0-���、��9-��0、���-���、���-���、���-���。

���	 同前註，〈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
���	 〔清〕廉泉：〈卹贈雲騎尉世職丁君家傳〉，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乘
四〉，頁	��0-���。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頁	�59�「先伯父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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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遭戍邊疆。《聽秋聲館詞話》錄其詞三首，可知其詩詞俱工。另一則為丁

榕。《錫山書目考》記其生平梗概，云：	

丁榕，字鳳千，號仲鵾，別號雙梧。嘉慶十三年順天鄉試，南元候選知

縣。生壬寅，卒年二十八。《西神樵士文集》、《雙梧吟稿》
��5

《全清詞鈔》亦云：

丁榕，字鳳千，號雙梧，江蘇無錫人。嘉慶十三年舉人。有《雙梧

詞》。
��6

二書所載，與《聽秋聲館詞話》相去甚遠，該書錄丁榕詞五首，並云：

先伯父雙梧公榕，嘉慶戊辰舉京兆第二人
���
。次年春闈報罷，不無 ，

偶感寒疾，時館勒侯保家，誤服參蓍，遂不起，年僅二十有四。詩文均散

佚，祗存數詞。
���

戊辰為嘉慶十三年	(��0�)，次年丁榕即一病不起，年僅二十四，則其生於乾隆

四十一年	(���6)	丙申。《錫山書目考》謂其生於壬寅，即乾隆四十七年	(����)，

相差竟達六年。按：《丁氏真譜》錄有潘世恩〈丁南元雙梧墓誌銘〉，述其得病

遽亡之狀甚詳：

其年十月，其尊人默甫刺史，膺薦入都，生侍居逆旅而病，恐攖父憂，且

赴任有程限，陰囑醫者以愈告，遂還館舍。而病益篤，朋輩為書招其兄。

比至，已十日不能言，僅及視含而已，時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得年僅

二十有八。
��9

世系表亦明載其生卒為「生乾隆壬寅七月十一，卒嘉慶己巳十二月十一，年

二十八。」
��0
故知丁紹儀「年僅二十四」之說實誤。

��5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5�。
��6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	��，頁	���。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屢次提及此事，如謂「包丈慎伯世臣究心世務，與先伯父同
舉戊辰秋榜。」又云：「余伯父雙梧公應嘉慶戊辰秋試，為相國所取第二人。」（分別見

卷	�0，頁	�699「包世臣詞」條；卷	�9，頁	����「吳縣潘氏詞」條）
���	 同前註，頁	�59�-�595「丁榕詞」條。
��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四〉，頁	�50-�5�。按：《丁
氏真譜》另錄有果齊斯歡〈例授文林郎嘉慶戊辰恩科順天南元候選知縣丁君雙梧傳〉，可

資參考（見〈家乘四〉，頁	���-��9）。
��0	 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唯嘉慶十四年
固為西元一八○九年，然「十二月十一日」依西曆計算，已在一八一○年一月十五日，故

以西元記丁榕之生卒，當是一七八二年生，一八一○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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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四子丁棠則為丁紹儀之父。《丁氏真譜》有陶樑為丁棠所作之傳云：

君諱棠，字少伯，一字琴香，世居江蘇無錫縣城南。祖如琦，以孝廉為浙

江常山令；父瀚，陜西甯羌州牧，生君於常山署，甫四月，母氏趙見背，

出繼再從伯升為嗣。君讀書穎敏，屢試不售，遂省親之陜，佐治者七年。

道光元年考職縣佐，需次福建。⋯⋯歲乙未，議叙以知縣選用，適嗣母氏

顧卒於寓，君自傷少孤，哀毀過甚，痰眩者日數發，遂致不起。⋯⋯君生

於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六月初五日，卒於道光十九年己亥十月二十六日，得

年四十有九。配畢氏，子二：紹儀，湖北候補布經歷；紹廙，業儒。
���

謂丁棠字少伯，又字琴香。唯世系表則謂「棠，升嗣子，字藹之，號琴香」，故

知「琴香」乃是其號。然《清詞綜補》有丁紹儀女婿胡鑑所撰〈外舅丁先生述

略〉，云：

先生姓丁氏，名紹儀，字杏舲，又字原汾，琴軒先生長子。
���

又可見丁棠別號琴軒。

又，陶傳及世系表均提及丁棠過繼丁升為嗣之事，世系表記載丁升云：

秉銓三子，原名繼曾，字旭丹，號曉堂。清附貢生，以嗣子棠例贈文林

郎，以長孫紹儀晉贈儒林郎，湖北布政司經歷；以次孫翼例贈武功將

軍。⋯⋯配顧氏，乾隆壬戌進士桑植縣知縣奎光女，⋯⋯以瀚四子棠為

嗣。女五：適太學生殷學曾，適邑庠生□用□，適太學生龔理，適六品軍

□□頂顧蕙生，適九品銜楊逸園。
���

丁升之妻為顧奎光女，亦即顧敏恆四兄弟之姐妹，敏恆有〈春日懷丁三旭丹〉

（幽鳥啄階石）及〈秋夕懷丁三旭丹〉（彈鋏悲遊子、旅雁落寒聲）三詩
���
，

「丁三旭丹」云云，蓋為暱稱。而丁升第四女又嫁與顧蕙生（即顧翥），為顧敏

恆之子。丁棠既過繼與丁升，此女即成為丁棠之姐妹，對丁紹儀而言，乃是姑

���	 〔清〕陶樑：〈署福建龍溪縣知縣少伯丁公傳〉，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
乘四〉，頁	�66-�69。按：《聽秋聲館詞話》曾云：「儀生彌月，隨先君子至陝，七歲方
離州廨，園中風景，猶約略能記，今四十餘年矣。」（卷	�，頁	�5��「丁瀚詞」條）敘及
丁紹儀自襁褓即隨父赴陜，前後七年，與陶樑所記蓋同一事，可見丁棠赴陜乃在結婚生子

後。
���	 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序頁	�。又收入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
（一），頁	���-��9。

���	 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0。
���	 顧敏恆：《笠舫詩藁二》，《辟疆園遺集》，卷	�，頁	�5a；《笠舫詩藁一》，見同上
書，卷	�，頁	�0a。又見同前註，《丁氏真譜》（二），〈傳家集〉，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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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故《聽秋聲館詞話》述及顧翥，曾謂「季竹碕丈（蕙生），為余姑夫」，而

丁紹儀祖母既是顧奎光之女，故《聽秋聲館詞話》稱顧氏為「外曾祖」，均見上

文所引，茲不贅。

至於丁棠何以過繼丁升，則必須追溯丁瀚與丁升之關係。按：丁升與丁瀚乃

是同高祖之兄弟，高祖即為丁明俊，秦松齡〈君蕃丁公暨配馬孺人墓誌銘〉云：

按狀翁諱明俊，字樹滋，號君蕃。⋯⋯男子子四：煌，郡增廣生；濟美，

歲貢生，候選教職；煐，太學生，候選州佐；詮，歲貢生，現任安慶府訓

導。女子子三。
��5

丁明俊四子中，長子丁煌字涵昭，號赤菴，娶妻黃氏，為顧奎光之再從母
��6
；次

子丁濟美字雯昭，號筠皐
���
，為丁升之曾祖。丁濟美生丁鵬起，丁鵬起生丁秉

銓
���
，丁秉銓生三子，丁升最小

��9
。

丁明俊之三子丁煐字元昭，號鴻洲
�90
。其四子丁詮字南昭，號約齋，則為丁

瀚之曾祖。據華希閔〈丁約齋先生傳〉與朱藻〈約齋公墓誌銘〉，可知丁詮有六

子，分別為：鶚起、鶴起、蛟起、文起、霞起、蔚起
�9�
，長子丁鶚起即是丁瀚之

��5	 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乘二〉，頁	�60-�6�。另有張英〈君蕃公傳〉與丁紹
美〈從叔父君蕃公暨從叔母馬孺人合傳〉可資參考，同上書，頁	�5�-�55、�56-�59。

��6	 顧奎光〈赤菴丁公暨配黃孺人合傳〉及世系表，同前註，前者見《丁氏真譜》（一），
〈家乘二〉，頁	�69-���；後者見《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5。

���	 華希閔：〈鳳陽府壽州儒學訓導筠皐丁君墓誌銘〉及世系表。〈墓誌銘〉云：「君姓丁氏，名
濟美，字雯昭，號筠皐。⋯⋯娶華氏，側室陳氏。子男五，華出者二：鵬起，州同知⋯⋯」，

唯《乾隆庚午無錫縣志》則作「字雯照」。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乘二〉，

頁	���-���；《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6-���；《丁氏真譜》
（一），〈家乘六〉，頁	5�6。

���	 〈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云：「鵬起，濟美長子，字雲翮，號實齋。清太學生，考授州
同知，例授儒林郎。」又云：「秉銓，鵬起子，字世綸，號莘樂。清太學生。」同前註，

《丁氏真譜》（三），頁	��6-���。
��9	 秉銓長子丁泰，原名超曾，字岳青，號可齋。清太學生。秉銓次子丁震，原名顯曾，字
電紫，號霽堂，附貢生。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6-��9。
�90	 丁煐曾任廣東廉州府同知，見張鏞〈郡司馬鴻州丁君傳〉及世系表，同前註，《丁氏真
譜》（一），〈家乘二〉，頁	���；《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
頁	�0�。又見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卷	��，頁	��b-�9a；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
卷》，頁	�0�；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0。

�9�	 丁詮配秦氏，孝廉嚴煜女；卒，繼娶秦氏，翰林院編修靖然女。子六人：鶚起，國學生；
鶴起，封邱主簿，署開封府北河同知；蛟起、文起、霞起、蔚起，皆業儒。同前註，《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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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已詳上文。綜上所述，丁瀚與丁升就譜系言，雖隔頗遠，唯是由丁瀚以其

四子過繼丁升為嗣觀之，二家關係實頗親近。

　（二）丁棠之子孫

�.	丁紹儀及其兄弟姐妹

丁棠有二子四女，長子丁紹儀，為晚清重要詞論家，所撰《聽秋聲館詞話》

與所纂《清詞綜補》，均為詞學研究重要資料。《無錫卷》載其生平云：

丁紹儀	(���5-����)	字原份，號杏舲。清無錫人。國子生。幼隨父至陝。

曾任東湖知縣、福建經歷、署汀州府同知。道光二十七年	(����)	為臺灣

道襄理度支，勾留臺八閱月。後被大吏劾罷歸。《東瀛識略》八卷、《國朝詞綜

補》五十八卷、《國朝詞綜補後編》二十二卷、《聽秋聲館詞話》二十卷
�9�

《丁氏真譜》世系表謂其「生清嘉慶乙亥二月初二，卒光緒甲申六月初七，壽

七十」
�9�
，即生於嘉慶二十年	(���5)，卒於光緒十年	(����)，《無錫卷》所載甚

是。《辟疆園遺集》有余一鼇後記，謂光緒甲申遊福州，丁紹儀病中檢贈《辟疆

園遺集》及雙溪先生詩集，囑其擕歸重刊，不久即逝，所記亦可佐證
�9�
。按：余

一鼇與丁紹儀為中表兄弟，丁紹儀長住福建，光緒七年	(����)	辛巳，余氏前往

福州探視楊蘊輝，始與紹儀相識，爾後過從甚密：余一鼇為先人出版書稿，丁

紹儀協助蒐求遺籍，選定詞作
�95
；余一鼇自撰詞集，寄呈丁氏指正

�96
，又協助丁

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丁氏真譜》（一），〈家
乘二〉，頁	���-�9�、�9�-�9�。

�9�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所述相同而較為簡
略，唯著錄其作品有「國朝詞譜續編」，恐屬名近而誤（頁	���）。

�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

�9�	 余一鼇後記，見《辟疆園遺集》，頁	�a。
�95	 如為楊英燦編定詞集事，已見前所引。另胡鑑〈外舅丁先生述略〉謂丁紹儀「藏書甚富，
搜求鄉先生遺書尤勤，顧奎光《雙溪集》及《辟疆園遺集》既散失，賴先生出家藏本，復

傳於世。」亦可為補充。見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序頁	�。又見丁錫鏞等主修，丁
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四〉，頁	��9。

�96	 如余氏之《春蠶詞》、《秋夢詞》合冊，扉頁有長條紅紙，上書「恭求誨政並賜刪削
為幸，余一鼇呈草」，書中〈菩薩蠻〉（古人投筆封侯夢）一首有小序云：「壬午九月

二十二日姑蘇寓次抄畢，將以寄呈丁丈杏舲於榕垣，口占此闋於后。」可知所恭求誨正者

正是丁紹儀。見林玫儀：〈余一鼇生平及作品資料輯校（之三）〉，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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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儀編纂《國朝詞綜補》。二人魚雁往還，彼此反覆商榷
�9�
，皆可見其相契之一

斑。

丁棠次子原名紹廙，後改名翼。《丁氏真譜》世系表云：

翼，棠次子，原名紹廙，字雲龕，號玉舲。福建撫標參將，賞戴花翎，候

補副將，歷署順昌撫左參將，協鎮福建雲霄城守等處副將，例授武義都

尉，晉授武功將軍。⋯⋯配林氏，⋯⋯側劉氏，⋯⋯子二：承祿、承祐，

俱側劉出。女六⋯⋯。
�9�

丁翼亦能詞，有《浣花山莊詞》，《全清詞鈔》曾錄其一首
�99
。

丁棠有四女。《丁氏真譜》世系表曾列舉其四婿名字，云：「女四：適山東

候補州吏目顧灝，適犢山周建標，適陽湖楊祖學，適六品翎頂德化典史武進胡益

源，俱畢出。……」
�00
《聽秋聲館詞話》亦自言有姐妹四人：	

余女兄弟四人，姊早亡。姊夫顧叔梅灝，官山左，遇賊受傷成廢而歿。次

妹即瑤真，三妹壻楊心淵祖學，工詩善畫，兼通申、韓學。己酉庚戌間，

浪遊江浙無所遇。⋯⋯迨遊閩中，罄脩脯所入，得官府經歷，權邵武令，

擢知縣。居父喪，復理舊業，客漳州府廨。同治三年，粵匪李世賢由江

右竄閩，日行三百里，突躪漳郡。心淵陷城中，致書於外，思為內應，謀

泄，受禍甚慘。生平手跡，百無一存。
�0�

其姊夫顧叔梅，即顧翰之三子顧灝，已詳上文。三位妹妹中，次女即丁紹儀所謂

「二妹」。《清詞綜補續編》錄其詞二首，小傳云：

丁淑媛，字瑤真，無錫人。知縣棠陳宇填諱女，署正銜周建標室。咸豐十年

遇亂，投水殉難。
�0�

《聽秋聲館詞話》述其生平事跡，云：

賊之陷吾邑也，余妹瑤真方居鄉，不十日，賊至，懼被辱，囑妹婿周準

�9�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一文抄錄之余氏藏書中，有《丁杏舲先生尺牘真跡
附邊笠潭先生尺牘真跡》一本，注云：「均與心禪公商榷《國朝詞綜補》選政者。」（頁	
�）

�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5-�96。

�99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	�6，頁	��50。
�00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0。
�0�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6��「楊祖學詞」條。
�0�	 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卷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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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奉母遠避，自投屋後邵家池死。準之名建標，犢山觀察鎬孫，為文喜僻

澀，愛書古字，致屢試不售，入貲得光祿寺署正銜。家濱太湖，匿跡年

餘，未蓄髮，為賊所脅，遂託疾絕粒而亡。其母亦卒。妹名叔媛，幼知

書，能詩，每經準之改，至晦不可解。尚記其小詞二闋，乃余所點定，以

非準之所嫻也。⋯⋯妹於女兄弟中最柔懦，不意見危授命，勇決如此。
�0�

可見此女多才擅詞章，而性行貞烈，於亂世之中，為恐受辱而投水殉難。字裏行

間，可見出丁紹儀對其愛憐之情。然而其人名字則略有異說。《清詞綜補續編》

謂「丁淑媛，字瑤真」，《聽秋聲館詞話》又謂「余妹瑤真……妹名叔媛」，則

「瑤真」為字；《丁氏真譜》錄周建標〈亡室丁安人節烈行略〉、蕭穆〈孝烈丁

安人傳〉及丁福保〈書丁安人傳後〉均謂「諱瑤貞，字叔媛」
�0�
，則「瑤真」是

名。孰是孰非，今已難以論斷。若僅就「淑媛」、「叔媛」而言，此女為丁紹儀

二妹，似無名「叔」之理，當以「淑媛」較合情理。

丁紹儀之三妹婿楊祖學為江蘇陽湖人，同治三年漳州城陷殉難。《全清詞

鈔》及《清詞綜補》錄其詞作數首
�05
。

世系表謂紹儀之四妹夫為「胡益源」，據《東瀛識略．自序》：

道光丁未秋，余以歸妹至彰化，及冬禮成，省黃浣雲師於臺灣郡廨，時守

臺者父執仝  南太守適兼臺灣道，篆囑余襄理度支，並佐浣雲師稽核臺郡

交冊，勾留者八閱月，凡臺事之堪資談助者，入耳經目，輒筆識之，並附

綴管窺所及，竟得八卷。
�06

可知丁紹儀曾有一妹嫁至臺灣，丁紹儀與臺灣結緣，且撰作《東瀛識略》，均與

此妹有關。考胡益源曾任德化典史，參與修纂《臺灣省通志》，遠嫁臺灣者，應

即四妹。此外，《東瀛識略》提及本書出刊過程中資金短絀，二女婿所捐之資

已然用罄，此時「黃星樵妹壻惜其半途而廢，慨然以番銀三十枚見助，乃克告

成」
�0�
。稱黃星樵為「妹壻」，然丁紹儀三位妹婿之名氏已考論如上，可見此並

非紹儀胞妹。

�0�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丁叔媛詞」條。
�0�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二），〈傳家集〉，頁	��9、���、�9�。
�05	 葉恭綽《全清詞鈔》僅錄一首。（見卷	�6，頁	����）丁紹儀《清詞綜補》錄三首。（見
卷	5�，頁	�0�0-�0��）

�06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5。
�0�	 同前註，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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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紹儀之子女

丁紹儀之妻小，其長婿胡鑑所撰〈外舅丁先生述略〉有簡要說明：

以長子承禧貴，誥封通奉大夫。配張夫人，幼嫺禮教，于歸後得翁姑歡，

施與無少吝，皆稱先生有內助云。子三人：承禧、承祜、承祿。女三：

長適胡氏，即鑑也；次適江蘇候補縣丞鍾葆；三適福建候補府經歷朱炳

烺。
�0�

謂其第三子名「承祿」，唯世系表作「承祖」；另有「承祿」，為紹儀弟丁翼之

長子。紹儀諸子為胡鑑之妻舅，揆之情理，不可能混淆諸人名字。然世系表中於

紹儀名下謂其三子名「承祖」、丁翼名下謂其長子名「承祿」，而「承祖」名下

又注明「紹儀三子，字岱雲」
�09
，並有生卒等簡明小傳，而「承祿」名下亦注明

「翼長子」
��0
，說法一致，應有所據，茲從世系表。

丁紹儀以長子而得誥封，丁承禧於官場上應有特殊表現。然而遍查紹儀著

作，僅《聽秋聲館詞話》自序有「積久成帙，禧兒請付手民」一語，及《東瀛識

略》有「戊辰夏，禧兒承乏噶瑪蘭，將行，因檢錄數條畀之。」、「書刊未半，

資已不敷，禧兒又以鄰封及民捐事橫罹降秩，心情煩劣」數句
���
，略有敘及，另

於其他二子，則無片言提及，殊為可惜。

關於丁紹儀的三位女婿，上引胡鑑文後有落款云：「賜進士出身廣東順德縣

知縣胡鑑謹述」，而丁紹儀〈清詞綜補例言〉有云：

初編四十餘卷，無力付刊，久儲篋笥。光緒二年及四年洊罹水火，幾遭滅

沒，幸焚浸均止邊際，尚堪揭補。近日申宜軒大令保齡、⋯⋯余成之少尹

一鼇暨胡壻衡齋鑑復為蒐輯，遠道寄將，遂克成此巨編。
���

可知胡鑑字「衡齋」。其次婿鍾葆，丁紹儀於《東瀛識略》自序提及此書編寫及

刊印過程，曾謂「去歲歸省松楸，次壻鍾偉臣請任刊資，隨遣佛奴三十輩來，爰

�0�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一），〈家乘四〉，頁	��9。按：中華書局
一九八六年版《清詞綜補續編》錄胡氏此文，「承祜」作「承祐」；「鍾葆」作「鍾葆

三」，疑前者乃形近而誤，後者乃涉下而衍（序頁	�）。
�0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9�。
��0	 同前註，頁	�95。
���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5、6。
���	 丁紹儀：〈清詞綜補例言〉，《清詞綜補》，例言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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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付之手民」
���
，知其字「偉臣」；然此書末尾又有「壻鍾保元校字」字樣

���
，

則鍾葆又作「鍾保元」。至於三婿朱炳烺，為福建候補府經歷，已見上引〈外舅

丁先生述略〉，茲不贅論。

（三）丁芳洲等之子孫

《聽秋聲館詞話》又提及丁彥和與丁善儀，前者云：

古人詩句，往往成讖，詞亦有之。余叔暢之公彥和，詩宗義山，工筆札，

久客大吏幕。晚歲節縮脩脯，葺故居數椽，將徜徉終老。曾賦晚霞〈鳳凰

臺上憶吹簫〉云⋯⋯。歲庚申，邑為賊陷，強驅至學宮前，堅不行，被

戕。二子揚烈、成烈，咸死於賊，家亦燬。余幼從叔學，每憶「繁華夢

醒」語，猶有餘痛。就余所記，尚有〈清平樂〉云⋯⋯。餘與詩文胥歸刼

火矣。
��5

後者云：

余前謁芝仙姑於嘉禾，知有《雙清閣詩》，匆匆返櫂，未及請讀。後為子

宣姑夫攜置行篋，杭州陷，竟歸浩劫。鈔撮叢殘，僅存十一。⋯⋯姑工

書，嫻繪事，有三絕稱。所臨《靈飛經》，見者謂長洲曹墨琴夫人不得擅

美於前。曾隨宦滇南趙北，復自浙右避亂閩中，游歷幾萬里，洊經變故，

吟詠遂罕。幼在都中，曾執贄楊蕊淵表姑，故偶作小詞，亦有原本。如

〈憶王孫〉云⋯⋯姑見示《靈飛經》書冊中，有暢之叔題五律二章云⋯⋯

叔氏著述，悉遭賊燬，幸存片羽，無異兼金矣。
��6

二人均能詞，丁善儀為知名女詞人。丁彥和作品雖流傳不多，然《全清詞鈔》及

《清詞綜補》均錄其作
���
。庚申亂中，丁彥和因城陷身殉，丁善儀雖逃過一劫，

其夫婿楊炳卻未能倖免。《聽秋聲館詞話》云：	

余姑夫楊子宣在圍城，與妾陳氏同罹白刃。姑夫名炳，江西新城人，幼

孤，力學，屢應京兆試不第，由謄錄敘勞官直隸庫使，擢雲南知縣，改浙

江，方以同知需次。所刊《惜味齋詩》，與未刊詩詞，悉成灰燼。幸余姑

���	 丁紹儀：《東瀛識略》，頁	5。
���	 同前註，頁	�9�。
��5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5-�6�6「丁彥和詞」條。
��6	 同前註，卷	��，頁	����-����「芝仙姑詩詞」條。
���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	��，頁	��9�；丁紹儀：《清詞綜補》，卷	��，頁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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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一年來閩，獲免於難。
���

丁紹儀既稱丁彥和為「叔」、稱丁善儀為「姑」，又稱楊炳為「姑夫」，可見屬

同一家族。關於丁彥和，各書均謂其為丁芳洲之次子。如《無錫卷》云：	

丁彥和	(��9�-��60)	字暢之。清無錫人。芳洲次子。國子生。以善駢儷為

林則徐所知，居其幕最久。喜藏鑒金石陶器，富而精，人以兼金而不予。

後因病廢。全家卒於太平軍戰事中。善詩，時評其風格「華而不靡，清而

不癯。」《怡石齋詩稿》一卷
��9

然據《丁氏真譜》，卻謂丁彥和為丁芳洲之四子。世系表中載明丁芳洲之子女，

云：

芳洲，尹志次子，字步青，號仲漁。⋯⋯配元和黃氏，⋯⋯側連氏⋯⋯李

氏，⋯⋯。子七：枋、士果、槩、彥和，俱黃出；榦，側連出；玉藻、彥

楨，俱側李出，榦嗣寶洲後。女四⋯⋯。
��0

而丁彥和下則云：

彥和，芳洲四子，字暢之，太學生，工詩文，著有《怡石齋詩稿》，邑志

文苑有傳。生清乾隆癸丑七月十五，咸豐庚申四月，粵逆犯，縣城陷，被

難，崇祀忠節祠，載邑志紳民表。配秦氏，⋯⋯側曹氏，咸豐庚申，城陷

被難，崇祀忠節祠⋯⋯子二：燕翼、鳳翼，俱側曹出，燕翼嗣槩後，又以

榦長子椿榮兼祧。女三⋯⋯。
���

芳洲諸子，於世系表中俱明載字號、生卒及生平簡歷
���
，應屬可信。

���	 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6，頁	�6�6「楊炳詞」條。按：楊炳之字，《清詞綜補》
亦作「子宣」。然《清人別集總目》謂「字子萱」，顧翰《拜石山房詞鈔》有〈國香慢〉

（花墮銀釭）詞，題作「題楊子萱扇上秋江照影圖」，正作「子萱」。《清人詩文集總目

提要》則云：「炳字子萱，又字子軒」。見丁紹儀：《清詞綜補》，卷��，頁�9�；李靈
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69�；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卷�，頁�b；柯
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6�。

��9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6�9-690。另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5�；《清
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0；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所記並
同。

��0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0-���。

���	 同前註，頁	���-���。
���	 據〈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芳洲長子枋，字馭之，號筠舫。次子士果，字貽之，號又
思。三子槩，字平之，號雪牕。五子榦，字練之，過繼寶洲為嗣子。六子玉藻，字采之。

七子彥楨，字升之。同前註，頁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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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丁善儀，《錫山書目考》、《清詞綜補》、《全清詞鈔》、《無錫

卷》、《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歷代婦女著作考》、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等均有傳
���
，知其為楊炳妻，生於嘉慶四年	(��99)	而卒年

不詳，有《雙清閣詩詞》等，其中《無錫卷》、《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與《清

人別集總目》且提及其為丁寶洲之女，然均甚簡略；《丁氏真譜》錄丁善儀詩

詞，且後附丁福保識語，則對其親族提供較多信息。丁氏云：

曾王姑芝仙，步珍公諱寶洲女，善詩詞，工楷法，嫻繪事，有三絕稱。所

臨《靈飛經》，見者謂長洲曹墨琴夫人不得擅美於前。著有《雙桂軒尺

牘》，適江西秀水縣知縣楊炳。棣香其女也。適無錫秦穀貽。
���

知丁善儀嫁楊炳為妻，並有一女名棣香。

丁善儀之嫂乃是知名女詞人馬師班
��5
之妹馬師孟。《續梁溪詩鈔》於馬師班

小傳後引《閨秀正史集》，云：「……妹師孟，字誦光，亦工詩，字丁生權，未

婚守志，尋以身殉。」
��6
謂丁善儀之兄名「丁生權」，《丁氏真譜》卻云：

權，寶洲長子，字高生，太學生。生清乾隆癸卯八月二十七，以嘉慶辛酉

三月初三殤，年十九。聘馬氏，乾隆己酉優貢、吳江訓導燦女，小字玉

姝。年二十一聞公歿
���
，截耳自誓，會喪哭，臨成禮歸旬餘，得咯血疾，

���	 分別見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95；丁紹儀：《清詞綜補續編》，卷	�6，頁
����；葉恭綽編：《全清詞鈔》，卷	��，頁	���0-����；南京師大編：《無錫卷》，頁
�0�；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李靈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
目》，頁	��；胡文楷編著，張宏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卷	�，頁	���；施
淑儀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	�，頁	�6�。

���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二），〈傳家集〉，頁	�95。侯學愈纂《續
梁溪詩鈔》所敘，與此雷同而較簡略（卷	��，頁	��a）。

��5	 馬師班小傳，詳見施淑儀輯：《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	�，頁	��9；胡文楷編著，張宏
生增訂：《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卷	��，頁	�96。

��6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a-b。按：師孟守志殉節，貞烈可風，丁善儀、
馬師班、顧翎、楊琬等並有詩詞悼之。如丁善儀有〈題嫂氏馬遺照〉詩（我痛雁行斷），

見《續梁溪詩鈔》，卷	��，頁	��a。顧翎有〈金縷曲．題貞女誦光遺照〉（苦鶴遙天
泣）、〈浣溪紗．集飲水詞題馬誦光遺稿後〉（淚浥紅箋第幾行），分別見《綠梅影樓詩

詞存》，詞存頁	��b-��a、��a-b。楊琬亦有〈題貞女馬誦光遺照〉（黃鵠何孤飛）詩，見
《續梁溪詩鈔》，卷	��，頁	�0a。其中丁善儀詩作，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亦徵引，作
「題馬誦光伯母遺照五古」（見卷	��，頁	����）。

���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收顧翰〈梁溪兩貞女詞〉之二（貞女未結褵），其下有小注
云：「貞女馬氏，字誦光，雲題學博次女，少字同里丁生，年未及筓而丁生歿，貞女涕泣

不食，父母偵其意，以歸於丁，未幾卒。」與《丁氏真譜》「年二十一」之說不合，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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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治遂卒。郡人劉逢祿書其事，道光辛卯以事上聞，尋奉旨旌表貞烈，崇

祀慧山貞節祠，邑志列女有傳。生清乾隆辛丑十月初十，卒嘉慶辛酉十一

月十九，年二十一，葬蕭家灣。
���

明謂寶洲長子名「丁權」。此文具載馬氏殉節事甚詳，自屬可信。疑其人本名

「丁權」，「生」乃稱謂。

丁紹儀為丁瀚之孫，丁彥和為丁芳洲之子，丁善儀為丁寶洲之女，就世系

言，丁瀚與丁芳洲、丁寶洲是同高祖之兄弟，二人僅是同宗長輩而已；由《聽秋

聲館詞話》觀之，丁紹儀與此叔父及姑母卻甚為親近；可見家族關係在於實際生

活之接觸，與血緣親疏並無必然關係。

以下簡單說明丁瀚與丁芳洲兄弟之關係。據《丁氏真譜》，丁瀚高祖名丁明

俊，其四子丁詮有六子，長子丁鶚起即是丁瀚之祖父，其次子丁鶴起，即是丁芳

洲兄弟等之祖父。有關丁鶴起之生平，梁國治〈誥贈朝議大夫廣東高州府知府前

安徽安慶府同知聞菴丁君墓誌銘〉敘之甚明：

曩余視學至皖，識無錫丁君聞菴，君時為安慶府同知。⋯⋯君服官數十

年，教其三子皆廉潔。卒於皖，不克返葬。及君仲子尹志守廣州，以假

歸，始獲吉壤，葬有日矣。而君長子亭遽歿，於是尹志與弟雲銘、兄子寶

洲，遣人持書走京師，合辭請誌君墓曰。⋯⋯君姓丁氏，諱鶴起，字乾

九，號聞菴。⋯⋯配華氏，後君七年卒。子三：亭、尹志、雲銘，均為牧

令，有政聲。
��9

其長子亭，原名常亭，《丁氏真譜》云：

亭，鶴起長子，原名常亭，字中臺，號蘭谷。⋯⋯生清康熙戊戌正月

二十二，卒乾隆丙午二月初二，壽六十九。配錢塘詹氏，⋯⋯繼常熟蔣

氏，⋯⋯繼鎮江支氏，⋯⋯側邵氏，以子寶洲誥贈太宜人；萬氏以子善洲

敕封太孺人。子二：寶洲，側邵出；善洲，側萬出。女三⋯⋯
��0

丁亭有二子丁寶洲、丁善洲，丁寶洲即丁善儀之父。《丁氏真譜》云：

孰是。（見卷	6，頁	��a）
���	 見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5。
��9	 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5-���。另有錄自《嘉慶癸酉錫金縣
志》之〈聞菴公傳〉，見同上書，〈家乘六〉，頁	5��-5��。

��0	 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另有錄自《道
光庚子錫金縣志》之〈蘭谷公傳〉，見《丁氏真譜》（一），〈家乘六〉，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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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洲，亭長子，字步珍，號瑤圃。太學生，以通判銜投效東河，由議敍

籤掣北河，補直隸張家灣漕運通判，署楊村通判，升石景山同知，調河

西務同知，誥授奉政大夫。生清乾隆癸未十一月二十七，卒道光甲午十二

月十五，壽七十二。配許氏，⋯⋯繼孫氏⋯⋯繼陽湖潘氏⋯⋯子三：權，

許出；松，孫出；又以芳洲五子榦為嗣。女一，名善儀，著有《雙桂軒尺

牘》，後改名《高等女子尺牘》，適永嘉縣知縣江西新城楊炳，潘出。
���

其弟善洲，生平資料罕見他書記載，《丁氏真譜》云：

善洲，亭次子，字步英，號翰齋。由考職任河南蘭陽縣縣丞，調永城縣縣

丞，歷署洛陽、鞏縣、湯陰等縣知縣，⋯⋯敕授修職郎。生清乾隆丙戌五

月二十六，卒道光壬寅十月十五，壽七十七。
���

丁鶴起之次子尹志，字襄城，一字澹齋
���
，即丁芳洲之父。楊懋珩〈廣東廣州府

知府澹齋丁公墓誌銘〉謂其子四人，依序為瀛洲、芳洲、桂洲、閬洲
���
。丁芳洲

為次子，《續梁溪詩鈔》云：

芳洲，字仲漁，乾隆癸卯舉人，廣東番禺知縣，以廉敏稱。兄瀛洲，江西

萬載知縣。丁氏數世，克敦友愛，瀛洲之去官也，虧公帑至數千金，芳洲

與弟閬洲醵金為之清償，亦輓近之所難矣。邑志宦望附父尹志傳。
��5

《無錫卷》云：

丁芳洲	(��5�-����)	字步青，號仲魚。清無錫人。乾隆四十八年	(����)	舉

人，番禹知縣，升連平知州。
��6

《錫山書目考》、《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清人別集總目》等書所記，亦大

致均同
���
。尹志三子丁桂洲，《錫山書目考》及《無錫卷》均謂其人字步蟾，號

秋溪，所載皆甚簡略
���
，唯《丁氏真譜》則敘之較詳，云：

桂洲，尹志三子，字步蟾，號秋溪。附監生，中乾隆戊申順天鄉試副榜，

���	 同前註，《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頁	���-��5。
���	 同前註，頁	��6-���。
���	 同前註，頁	���-���。
���	 同前註，《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0。
��5	 侯學愈纂：《續梁溪詩鈔》，卷	�，頁	�6b。
��6	 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9�。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頁	���-��9；李靈
年、楊忠主編：《清人別集總目》，頁	�0。

���	 高鑅泉：《錫山書目考》，頁	��9；南京師範大學編：《無錫卷》，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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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陜西華州州判，道光戊子舉鄉飲大賓，敕授徵仕郎。工詩文，著有

《秋爽齋詩稿》，附載邑志流寓張海客傳。生清乾隆癸酉正月二十七，卒

道光甲午八月二十九，壽八十二。
��9

尹志長子瀛洲及四子閬洲之生平資料甚少，可由《丁氏真譜》見其梗概：

瀛洲，尹志長子，字步登，號松濤。太學生，考職州同知，任江西萬載縣

知縣，歷署長甯、南城等縣知縣，敕授文林郎，以孫秉燮恭遇覃恩，貤贈

通奉大夫，政績載邑志宦望傳。生清乾隆辛未四月初三，卒道光丁亥正月

二十七，壽七十七。
��0

閬洲，尹志四子，字步高，號藕仙。太學生，授甘肅甯遠縣知縣，調山

丹、皐蘭等縣知縣，⋯⋯嘉慶十四年恭遇覃恩，敕授文林郎，誥授奉政

大夫，政績載邑志宦望傳。生清乾隆甲申五月二十二，卒嘉慶甲戌正月初

四，年五十一。
���

至於丁鶴起之三子，原名雲錦，後改名雲銘，字文煇，號捧齋。有吳璥〈廣西藤

縣知縣捧齋丁先生傳〉，具載《丁氏真譜》中
���
。

綜合觀之，丁氏家族人丁亦甚興旺，親族眾多，以上僅就與丁紹儀及楊、

顧、余家等相關者略作敘述。

六、結語

經由上文分析，可見余、楊、顧、丁四家因多重聯姻所形成之緊密關係。作

家研究必須了解其相關背景；然而所謂背景，往往只重視作家本身之生平與際

遇，甚少考及其家族。筆者認為，欲深入探討作家之內心世界，了解其親友關係

乃是不可或缺之條件。蓋人無法離群索居，一生中發生的大事往往亦見於親人或

友朋之記載中，此等材料具有互補或作為佐證之價值。再者，作品中提及之人

物，或是酬唱之作，若不知此人與作者之關係，則難以深入體會其間情感之深

淺。故作家研究應兼從家族及友朋的角度著眼，方能見其全貌，對生活面較為狹

小之女性作家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如何知悉作家之親友關係，以便循線蒐求資

��9	 丁錫鏞等主修，丁寶書纂修：《丁氏真譜》（三），〈堯年公支紹虞派世系表〉，	頁��5。
��0	 同前註，頁	���-��9。
���	 同前註，頁	���-���。
���	 同前註，頁	�50-�5�；吳璥所作傳見《丁氏真譜》（一），〈家乘三〉，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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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則端賴親友關係網之建構。

筆者近年研究陽湖左氏才女左錫璇，即先以錫璇、錫嘉為主的左氏一門親

人，包括諸人之配偶、子女等作為對象，透過「據人訪書，因書知人」
���
之方

式，相互為用，嘗試建構其親屬關係網絡；相關研究成果，已發表為〈試論陽湖

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建立親友關係網對作家研究之重要性──以清詞

為例〉、〈鶼鰈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卷葹心苦苦難

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諸

文
���
，發現先建構親屬網絡，再據以進行研究，有助於還原某個時空環境下的作

家遭遇及其作品意涵，確能拓展觀察的視角，對於研究之開展有莫大助益。而如

此研究方法，不應僅局限於女性。

以余一鼇為例，余家勢單力弱，余氏亦於五十餘歲即鬱抑以終，似乎未在學

界引起注意。然而余氏作品甚多，且其姻親楊、顧、丁三家均為重要家族，經由

余氏相關文獻之連結，方能建立較完整的親屬網，進一步了解諸人之關係。此中

關鍵，即是余一鼇。余氏本深於情，由於歷經大難，受盡骨肉離散之椎心磨折，

余氏對親人有一份異於常人的留戀及珍惜，由其花費四十四閱月尋回母親及訪尋

顧翰遺骨為之遷葬祖塋二事，即可概見其餘。也因此，余氏將其餘生用以出版先

人遺作。凡其親屬先輩之作品，無不盡力蒐羅，為之整理、排印，而在整理過程

中，又留下大量相關註記，可賴以追索其親屬關係。如《芙蓉山館志序存稿》及

《芙蓉山館師友尺牘》二書，乃是余氏整理其外家楊氏資料之具體成果，其中家

書、墓誌，尤其是其〈生傳〉及〈遺囑〉，保存親族間來往之記錄，留下大量有

關各家關係之線索。若非透過余一鼇留下之眾多相關記載，楊、顧、丁三家之關

���	 所謂「據人訪書，因書知人」，是先全面蒐集及檢閱家族主要成員的作品，將其中人名、
稱謂、人際互動等資料包括詩題、詞題、雜文、序跋，題辭，乃至於作品中之附注等逐一

摘出，再配合墓誌、傳記、宗譜、年譜及日記等資料，整合建檔。若因此發現新的人際關

係，網絡則可逐步擴大，又可再訪尋相關著作。二者互增並長、相輔相成，則可由點及

面，所建構之網絡亦可日趨完整。
���	 林玫儀：〈試論陽湖左氏二代才女之家族關係〉，《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0	期
（�00�	年	�	月），頁	��9-���。〈鶼鰈情深手足情重——左錫璇的感情世界初探〉，見世
新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從風騷到戲曲——第一屆兩岸韻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009	年），頁	�5�-��5。〈建立親友關係網對作家研究之重要
性——以清詞為例〉，《清代文學研究集刊》第	�	輯（�009	年	�0	月），頁	95-��6。〈卷
葹心苦苦難伸，始信紅顏命不辰——晚清女作家左錫璇、左錫嘉在戰亂中的情天遺恨〉，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0	卷第	�	期（�0�0	年	6	月），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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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將難以釐清。本文透過諸人作品中之人事訊息及相關地方志，披沙揀金，建構

四家之親屬網絡，以作為深入研讀諸人作品之基礎。

為更有效見出諸人之關係，筆者特別製作圖表，附於文末。此圖共分八列，

代表八個世代，以後五個世代為主。每個世代左邊之括號代表血緣關係，右邊之

括號則代表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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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
楊
、
顧
、
丁
、
余
四
家
親
族
表
）

顧
郢
（
楚
望
/雪
客
）

　
黃
氏

楊
孝
元

（
介
公
/端
操
子
/蛻
道
人
）

　
倪
氏

　
侯
氏

　
顧
氏

顧
珍
（
天
聘
/電
紫
）

楊
宗
濂
（
聲
毓
）

秦
兆
雷

　
楊
氏

楊
潮
觀

（
宏
度
/閎
度
/笠
湖
）

　
孔
氏

楊
氏
　
周
□
□

楊
氏
　
顧
□
□

楊
鴻
觀

（
雅
度
/雍
度
/鸞
溪
）

　
顧
氏

　
盛
氏

余
□
□

（
容
光
）

　
方
氏

楊
氏

秦
□
□

秦
禮
鉷
（
會
嘉
/曾
嘉
/謹
齋
）

秦
智
鉷
（
萬
周
/雲
漪
）

楊
掄
（
方
叔
/蓮
浦
/蓮
趺
）

楊
拱

楊
搢
（
永
叔
/蘊
山
）

楊
氏
　
吳
□
□

楊
芳
燦
（
才
叔
/蓉
裳
/嘉
郎
）

　
徐
氏

楊
揆
（
同
叔
/荔
裳
）

　
彭
氏

楊
氏
【
盛
氏
出
】

　
張
湜
（
澄
予
）

楊
氏
【
盛
氏
出
】

　
嵇
承
裕
（
蓉
圃
/容
圃
）

楊
英
燦
（
文
叔
/蘿
裳
）

　
吳
氏

　
蕭
氏

余
紹
元
（
鑑
堂
/即
鄰
水
公
）

　
鄭
氏

　
張
氏

　
徐
氏

秦
嵩
源
/承
霈
（
蘭
臺
/實
夫
）

楊
承
惠
/麟
生
（
子
山
）

【
係
楊
芳
燦
次
子
】

楊
□
□

楊
□
□

楊
端
華

楊
端
妍

楊
德
芸
/芸
（
蕊
淵
/蕊
囦
/蕋
淵
）

楊
承
憲
/䕫
生
（
伯
䕫
/浣
薌
/浣
香
）

　
沈
氏

楊
德
嫄

　
龔
瑞
穀

楊
承
惠
/麟
生
（
子
山
）
【
嗣
楊
掄
】

楊
德
華

　
張
嗣
居
（
錦
漪
）

楊
承
懋

楊
承
慧
（
定
生
）

楊
承
愻

楊
氏

嵇
氏

楊
愨
/廷
錫
（
謹
堂
/誠
齋
）

　
秦
瑗
（
鳳
儀
）

　
毛
氏

楊
氏

楊
氏
【
蕭
氏
出
】

　
嚴
廷
栻
（
子
壽
）

楊
氏
【
蕭
氏
出
】

楊
鳳
祥
【
蕭
氏
出
】

　
王
洤

余
獻
璜
（
古
溪
／
崑
山
）

【
鄭
氏
出
】

余
獻
璋
（
葆
田
）
【
鄭
氏
出
】

余
獻
瑞
【
徐
氏
出
】

余
氏
　
吳
宜
豐

秦
恩
延
（
子
惠
/偶
僧
/無
悶
道
人
）

秦
恩
普
（
子
叔
）

　
蔣
氏
【
繼
室
】

楊
應
韶

楊
應
融

楊
琬
（
佩
貞
/珮
珍
）

楊
蘊
輝
（
靜
貞
）

　
董
敬
箴
（
成
榘
／
子
方
）

楊
氏
　
強
紹
嵩
（
春
亭
）

王
氏

余
祥
鍾
（
覺
峯
）

余
德
鍾

余
方
（
燕
山
）

余
澍
鍾

余
氏
　
李
赤

余
一
鼇
（
成
之
/心
禪
）

余
一
鳳

董
元
鋆
／
用
和
（
伯
紀
）

董
元
度
（
肇
洪
／
仲
容
）

董
元
直
（
叔
詹
）

董
元
亮
（
肇
培
／
季
友
）

余
□
□

余
夢
齡
/長
齡
（
小
禪
）

余
□
□
（
忠
良
）

余
氏

余
□
□
（
多
壽
）

楊
賡
楊
弼
（
輔
臣
）

　
王
氏



丁
明
俊
（
樹
滋

/君
蕃
）

　
馬
氏

丁
煌
（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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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鼇與楊芳燦、顧翰、丁紹儀諸家

親族關係考

林玫儀

作家親族、群體關係之釐清，是當前文學社會學研究的新方向。過去有關作

家背景之研究，往往只重視作家本身之生平與際遇，甚少全面查考其家族。想深

入探討作家之內心世界，了解其親友關係是不可或缺之條件。蓋人無法離群索

居，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往往亦見於親人或友朋之記載，此等材料具有互補或作

為佐證之價值；而作品涉及的人物或是互相酬唱的情形，若不考察其人與作者之

關係，亦難以深入體會其中情感之深淺。故作家研究應兼從家族及友朋的角度著

眼，方能見其全貌。

本文以清末余、楊、顧、丁四家族及其互動關係為主要研究目標，四家因多

重聯姻而關係緊密，而四大家族之關係得以連結的關鍵人物，乃是余一鼇。余氏

為清末詞人，其遺作零落，罕為人知。筆者經過十餘年之蒐集與整理，覓得詩

集、詞集之鈔本、稿本共二十餘種，另有余氏〈生傳〉及〈遺囑〉等資料，遂使

相關研究得以全面開展。余氏畢生蒐羅出版親族遺作不遺餘力。在整理過程中，

留下頗多註記，透過此等文獻之連結，其親族關係方得以釐清。本文更綜合諸家

作品中之互動訊息及宗譜、墓誌銘、地方志等資料，披沙揀金，建構余、楊、

顧、丁四家之親屬網絡，以作為深入研讀諸家作品之基礎。期盼本文的論點，乃

至研究方法與資料運用等，對詞學相關研究能有促進的作用。

關鍵詞：清詞　晚清詞家　詞學文獻　家族研究　文學社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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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ilial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Yu 
Yiao, Yang Fangcan, Gu Han, and Ding Shaoyi

LIN	Mei-yi

Explorations	 into	 writers’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shed	 important	 new	 light	
on	 the	 works	 and	 the	 writers’	 inner	 selves.	Traditional	 biographical	 studies,	 however,	
are	 concerned	 mostly	 with	 the	 details	 of	 the	 writers’	 lives,	 and	 seldom	 delve	 into	 the	
spectrum	of	their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one’s
experiences	 and	 momentous	 life	 events	 are	 often	 represented	 in	 the	 words	 of	 one’s	
friends	and	families.	These	materials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s,	the	inner	
life	of	the	writer,	and	the	outer	world,	and	should	be	brought	into	consideration	in	any	
attempt	at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amilial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u,	
Yang,	Gu,	and	Ding	familie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these	four	
families	constituted	a	tight	network	in	which	Yu	Yiao	was	a	centripetal	figure.	Yu	was	
a	 late-Qing	 ci	 poet	whose	works	 are	not	generally	 available.	For	many	years,	 I	 have	
labored	 to	 collect	Yu’s	 writings,	 and	 some	 twenty,	 hitherto	 unexamined,	 manuscripts	
of	his	shi	and	ci	poetry,	among	other	biographical	materials,	are	now	in	my	collection.	
Taken	 together,	 these	 materials	 allow	 me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connection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Yu,	Yang,	Gu,	and	Ding	families,	which	in	
turn	will	hopefully	break	new	ground	in	ci	studies.	

Keywords:	 Qing	ci      late	Qing	ci	families						sources	of	ci	studies
	 family	research						literature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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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儀吉編：《碑傳集正編》，收入《清朝碑傳全集》，臺北：大化書局，�9��	年。

顧光旭等纂：《梁溪詩鈔》，宣統三年文苑閣重刊本。

顧廷龍：〈梁溪余氏負書草堂祕笈書目〉，《燕京大學圖書館報》第	�0	期，�9�5	年	9	月頁
�-�。

顧奎光：《雙溪詩集》，乾隆三十一刻本。

＿＿＿：《顧雙溪集》，光緒二十一年木活字本。

顧敏恆：《笠舫詩藁》，收入《辟疆園遺集》第	�-6	卷，光緒十八年七月重排本。

顧斅愉：《靄雲草》，收入《辟疆園遺集》第	�	卷，光緒十八年七月重排本。

顧敬恂：《筠溪詩草》，收入《辟疆園遺集》第	�-9	卷，光緒十八年七月重排本。

顧敭憲：《幽蘭草》，收入《辟疆園遺集》第	�0	卷，光緒十八年七月重排本。

顧翎：《綠梅影樓詩詞存》，光緒十四年楊志濂刻本。

顧翰：《拜石山房詞鈔》，光緒二年心禪室重刊本。

顧翱：《竹素園詩鈔》，收入顧森書編：《勤斯堂詩彙編》，光緒二十二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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