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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诗观》是清初泰州邓汉仪（1617—1689）评选编刊的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全书共三集，成书于康熙十

一年至康熙二十八年间。编选者交游遍天下，故书中收罗宏富，仅徽州诗人便有近 170 位（入选诗作约 1800 余题）。

其中见于《皖人书录》记载者，只有 44 人；而已知今有别集传世者，尚不足 30 家。编选者对其字号、籍贯及诗集

的著录，可补正现有知见的缺失；有关评语多涉史实和创作，亦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由于入选的诗家诗作皆是与

邓汉仪同时代之近 50 年间者，故该书对于研究明末清初徽州文化当有重要作用。重视发掘总集中的徽学资料，是初

读《诗观》之后所得到的宝贵启示。 

关键词：邓汉仪《诗观》清初徽州诗人徽州诗歌文献  

 

 

《诗观》一名《天下名家诗观》，又名《十五国名家诗观》。全书共三集，初集十二卷，二集十

四卷闺秀别卷一卷，三集十三卷闺秀别卷一卷，1分别序刻于清康熙十一年（1672）、十七年（1678）、

二十八年（1689），2卷帙浩繁，选诗甚多，是清初诗歌总集中的重要一部。辑者邓汉仪（1617—1689），

江南泰州（今属江苏）人，字孝威，号旧山，别署旧山农、钵叟。康熙十八年（1679）举博学宏词

不第，以年老授内阁中书回籍。生平喜远游，“游迹所至，辄以名集”，著有诗作《淮阴集》《过岭

集》《濠梁集》《燕台集》《甬东集》等，“诗家咸推重之”。3其中脍炙人口者，有《题息夫人庙》“千

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一联。入清从事选业，所编总集今存有《东皋诗存》《慎墨堂名

家诗品》等，其中尤以《诗观》一书为世所重，人称“别裁伪体，力追风雅，海内诗家咸宗之”。4该

书每集皆有自序、凡例，正文以人为目，名下著录字号、籍贯及别集名目，入选之作多附夹批和尾

批，并时于最后对作者予以总评，评语内容丰富、语言精警，诗学思想和文献史实两擅其胜。 

 

 

关于《诗观》的文献价值，沈德潜（1673—1769）指出：“孝威与国初诸前哲游，洽闻广见，

所选《诗观》共四集，5虽未脱酬应，然亦足备后人采择。”6康发祥（1788—1865）《伯山诗话》认

为是书“虽不免泛滥重复之弊，然不谓之宏富不得也”。7至现代学者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更

评价《诗观》是“搜辑淹博，戒幽细，斥浮泛，略加点圈评次，一代文物，皆可于此略见”。8加之

书中入选之作，多“皆得自平生师友所赠”，与当时盛行之“登录启事以征诗作者不同”，9其所收作

家作品，多为它书所未载，或由该书所首刊者。而书中收录徽州人士诗作之丰富，更非不逐条翻检、

详加著录者所能想见。该书共选入皖人约 260 余位，其中 169 人为徽州人，占总人数的 65%，而



另外七府（安庆、庐州、凤阳、颍州、宁国、池州、太平）五州（广德、滁州、和州、六安、泗州）

仅占约 35%。据粗略统计，书中共选录徽人诗作约 1780 余题（同题或有多首）。如果将其整理成书，

这无疑是一部篇幅甚大的清初徽州诗歌总集。 

 

《诗观》中徽州作家的县籍分布是：歙县人 103 位，休宁人 57 位，黟县人 4 位，祁门和婺源

人各 2 位，绩溪人 1 位。歙人远居前列，这是与其府治首善之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完全吻合

的。就姓氏构成看，涉姓共约 30 种（另有释氏 2 人），前五位分别是程姓（34 人）、吴姓（24 人10）、

汪姓（18 人）、黄姓（12 人）、江姓（10 人11），以下依次为孙（9）、方（7）、郑（7）、闵（6）、

戴（6）、朱（4）、王（3）、洪（3）诸姓，许、范、姚、曹、鲍姓皆为 2 人，叶、毕、何、李、罗、

金、胡、赵、郝、夏、殷姓均只 1 人。如据《诗观》的收载来判断，两百多年后诞生一代文豪的徽

州胡氏，这时远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文学之士。 

 

徽人身处崇峦叠嶂中，希望走出大山，了解外面的精彩世界。这在书中对诗人流寓和寄籍的著

录中，亦可窥视一二。以徽人而寄寓他乡者，直接见于《诗观》记载的，便有约 40 人；而参以它

书，至少还可补上五六位。在这四五十人中，在今江苏者最多，约为 33 位，浙江有 9 人，此外湖

广两人，在今安徽芜湖、贵州贵阳、河北易县、江西赣州各一人。其中居扬州（含江都、仪真、泰

州）者为 22 人，居杭州（含仁和、钱塘）者 6 人。扬州夙为徽人在外从事商业或文化活动的重镇，

又是他们经由运河北上京城或南下苏南（居苏州、太仓、娄县、青浦各一人）的中转枢纽；而杭州

除其自身的山水名区和城市繁荣所具有的吸引力之外，之于徽州具备沿新安江水道可驾舟直达的便

利。12在出行条件尚较落后的明清时期，水路交通无疑仍然是山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途径。徽人流寓

或寄籍外地，多父子（叔侄）、兄弟共在一处。如闵氏诸人中，有一半为“扬州籍”（闵崧、闵鹏、

闵麟嗣），其亲缘关系便值得进一步研究；再如汪文桢、汪森、汪文柏，13即属昆季同居于浙江桐乡。

然而也有例外，如休宁程氏景陵籍14（先达）、广济籍15（鸿鼎）、上元籍（瑞禴）、娄县籍（元善）、

青浦籍（化龙）及寓苏州（程鼎）各一人，无一重复而居；且多在苏南或湖广，并无在徽人扎堆之

扬、杭二州者。这一具有很大偶然性或片面性的现象，不知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休宁程氏的勇

于闯荡的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品格。 

 

据粗略统计，书中共选录徽人诗作约 1780 题（一题常有多首）。录诗 1—9 题者为 100 人（其

中选 1 题者为 36 人，2 题为 15 人），10—19 题者为 40 人，20—29 题者为 16 人，30 题以上者为

13 人。两宋 300 余年间徽籍诗人今知者仅 120 余位，16已被学者誉作“蔚为大观”；而《诗观》所

涉仅明末清初约四五十年间（约 1640—1689），此一书便收徽籍诗人近 170 位。由此一书已可足证：

徽州一郡之诗学在明末清初之盛况，真让人叹为观止矣。据书中记载，作有专集者为 130 人，并有

多人不止一种诗集。然其中见于收载皖人著作之渊薮的《皖人书录》者，17为 46 家；见于著录现存



清人诗集书目版本之最全的《清人别集总目》者，18仅 26 人（方淳、江闿、许楚、吴之騄、吴苑、

吴绮、吴菘、吴麐、张习孔、张潮、汪士裕、汪士鋐、汪文柏、汪沅、汪森、汪楫、闵麟嗣、郑熙

绩、洪釴、洪琮、赵吉士、黄元治、黄生、程瑞祊、程端德、程邃）。在选诗 30 题以上的诗家中，

孙志乔、吴崇先、郑涛、程瑞社、程瑞禴、戴文柱都是尚未发现有别集传世者，吴崇先、程瑞禴入

选作品都在 50 题之上；而方淳虽见于《清人别集总目》，然其出处为《贩书偶记续编》，现存何处

尚待查找（此类以及其他未见《清人别集总目》记载之清代徽人别集，今后寄希望于徽学研究中心

查实者多矣），《诗观》收其诗则有 36 题之多。此等对于研究者来说，都是远胜于无的。 

 

作为收载徽人创作如此宏富的诗歌总集，对于徽州文化尤其是文学的研究，即便只是从文献和

史料角度来论，亦是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与《皖人书录》比较，便有许多出入之处： 

 

 
序号 姓 名 《诗 观》 《皖人书录》 

1 方淇荩 
原名夏，改名兆玮。《屾

园诗稿》无原名、改名。
《岫园诗集》 

2 方 淳 朴士，江南歙县人 新安人 
3 方 熊 《清和堂诗》 无此集名 
4 王元度 字号尊素 符素 

5 朱 观 
字号自观、古愚。《松

荫堂草》 
无字号，无别集名 

6 江天一 《寒江集》 无此集名 
7 江 闿 字号雒荀 无此字号 
8 许 楚 《偶影阁草》 无此集名 
9 吴山涛 字号寒松 无此字号 
10 吴之騄 《芝瑞堂诗》 无此集名 
11 吴 度 《北征集》 无此集名 
12 吴 麐 字号仁趾，歙县人 新安人，无字号 

13 吴雯清 仁和籍，歙县人 

桐城人云据《中国人名

大辞典》，然查该书著

录为休宁人（上海书

店，１９８０年第１

版，影印商务印书馆１

９２１年版，第３２４

页）。据《明清进士题

名碑录索引》（上海古

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

第１版），此人榜名玄

石，为浙江仁和籍，榜



次为清顺治九年三甲

６２名。 

14 汪士鈜 
《稽古堂稿》《穀玉堂

近诗》 
无此两集名 

15 汪 舟 字号虚中 无此字号 

16 汪 沅 
字号右湘、秋水。《梅

麓诗存》《霞山草堂近

诗》 
无字号，无此两集名 

17 闵麟嗣 
《植雪草堂诗集》《南

郭草堂诗》 
《悟雪诗草》，无另集

名 
18 郑元勋 字号超宗 无字号 
19 郑晋德 字号蕃修。《韵阁诗稿》 无字号，无别集名 
20 郑 焘 《揽茝轩诗存》 《土览茝轩诗存》 
21 殷 曙 日戒 无字号 
序号 姓 名 《诗 观》 《皖人书录》 
22 黄士埙 歙县人 休宁人 
23 黄 生 字号黄白山樵 无此字号 

24 程瑞祊 
字号宗衍、碧川。《文

山堂新草》《北山草堂

近诗》 
无此字号，无此两集名

25 程端德 
字号古庄。《淮水山房

近稿》 
无此字号，无此集名 

26 程 邃 《萧然吟》 无此集名 
27 戴文柱  名文桂，作“咸同间人”

 

序号 姓 名 《诗 观》 《皖人书录》 

1 方淇荩 原名夏，改名兆玮。《屾园诗稿》无原名、改名。 《岫园诗集》 

2 方 淳 朴士，江南歙县人 新安人 

3 方 熊 《清和堂诗》 无此集名 

4 王元度 字号尊素 符素 

5 朱 观 字号自观、古愚。《松荫堂草》 无字号，无别集名 

6 江天一 《寒江集》 无此集名 

7 江 闿 字号雒荀 无此字号 

8 许 楚 《偶影阁草》 无此集名 

续表 

序号 姓 名 《诗 观》 《皖人书录》 



9 吴山涛 字号寒松 无此字号 

10 吴之騄 《芝瑞堂诗》 无此集名 

11 吴 度 《北征集》 无此集名 

12 吴 麐 字号仁趾，歙县人 新安人，无字号 

13 吴雯清 仁和籍，歙县人 桐城人19  

14 汪士鈜 《稽古堂稿》《穀玉堂近诗》 无此两集名 

15 汪 舟 字号虚中 无此字号 

16 汪 沅 字号右湘、秋水。《梅麓诗存》《霞山草堂近诗》 无字号，无此两集名 

17 闵麟嗣 《植雪草堂诗集》《南郭草堂诗》 《悟雪诗草》，无另集名

18 郑元勋 字号超宗 无字号 

19 郑晋德 字号蕃修。《韵阁诗稿》 无字号，无别集名 

20 郑 焘 《揽茝轩诗存》 《土览茝轩诗存》 

21 殷 曙 日戒 无字号 

22 黄士埙 歙县人 休宁人 

23 黄 生 字号黄白山樵 无此字号 

24 程瑞祊 字号宗衍、碧川。《文山堂新草》《北山草堂近诗》 无此字号，无此两集名

25 程端德 字号古庄。《淮水山房近稿》 无此字号，无此集名 

26 程 邃 《萧然吟》 无此集名 

27 戴文柱  名文桂，作“咸同间人” 

 

 

 

 

 

序号 姓名 《诗观》 《皖人书录》 

 

1 方淇荩 原名夏，改名兆玮。《屾园诗稿》无原名、改名。 《岫园诗集》 

 

2 方淳 朴士，江南歙县人 新安人 

 

3 方 熊 《清和堂诗》 无此集名 

 



4 王元度 字号尊素 符素 

 

5 朱 观 字号自观、古愚。《松荫堂草》 无字号，无别集名 

 

6 江天一 《寒江集》 无此集名 

 

7 江 闿 字号雒荀 无此字号 

 

8 许 楚 《偶影阁草》 无此集名 

 

续表 

 

序号 姓名 《诗观》 《皖人书录》 

 

9 吴山涛 字号寒松 无此字号 

 

10 吴之騄 《芝瑞堂诗》 无此集名 

 

11 吴 度 《北征集》 无此集名 

 

12 吴 麐 字号仁趾，歙县人 新安人，无字号 

 

13 吴雯清 仁和籍，歙县人 桐城人20 

 

14 汪士鈜 《稽古堂稿》《穀玉堂近诗》 无此两集名 

 

15 汪 舟 字号虚中 无此字号 

 

16 汪 沅 字号右湘、秋水。《梅麓诗存》《霞山草堂近诗》 无字号，无此两集名 

 

17 闵麟嗣 《植雪草堂诗集》《南郭草堂诗》 《悟雪诗草》，无另集名 

 

18 郑元勋 字号超宗 无字号 



 

19 郑晋德 字号蕃修。《韵阁诗稿》 无字号，无别集名 

 

20 郑 焘 《揽茝轩诗存》 《土览茝轩诗存》 

 

21 殷 曙 日戒 无字号 

 

22 黄士埙 歙县人 休宁人 

 

23 黄 生 字号黄白山樵 无此字号 

 

24 程瑞祊 字号宗衍、碧川。《文山堂新草》《北山草堂近诗》 无此字号，无此两集名 

 

25 程端德 字号古庄。《淮水山房近稿》 无此字号，无此集名 

 

26 程 邃 《萧然吟》 无此集名 

 

27 戴文柱  名文桂，作“咸同间人” 

 

至于《清人别集总目》仅署汪士裕为江都人、汪文柏为桐乡人、郑熙绩为江都人，便可能不如

《诗观》分别著录其为“江都籍歙县人”、“休宁人寓桐乡”、21 “江都籍歙县人”更接近事实。 

 

对于今有别集传世者，《诗观》的辑佚或考证的价值亦不宜低估。如程邃有顺治刻本《萧然吟》

二卷，存于上海图书馆。而《诗观》于初集选《萧然吟》15 题，又于二集选录未见传本之《会心吟》

17 题。再如《樵贵谷诗》作者吴麐，前此只知为新安人，而未及其字号、里籍和生齿，由《诗观》

“仁趾，江南歙县人。《樵谷近诗》”的记载，可证《樵贵谷诗》与《樵谷近诗》作者实为一人；再

检《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有这样一人：“吴仁趾（1638—？）号樵贵谷。清仪征人。楷从父。弱

冠慕古人，诗书研幽独，老成一家之言。”并引吴楷《题从父仁趾先生诗集后》“先生刻有《樵贵谷

集》行世”。22根据“题从父”云云，可知仁趾必非此集作者之名；而由字号“仁趾”、作《樵贵谷

（诗）集》来判断，最早见于《贩书偶记》卷十四著录的“樵贵谷诗四卷新安吴麐撰康熙三十一年

刊”作者的基本情况，23便大致了解了，时年吴麐 55 岁；还不止此，《皖人书录》据《安徽文献书

目》著录的黄元治撰《樵贵谷诗遗》八卷（《清人别集总目》袭此24），由《诗观》始知两人乃同时

之同郡人，故极有可能“诗遗”乃是由黄元治序、刻的吴麐遗作。《安徽文献书目》著录此书一册，



藏于安徽博物馆，25希望有心者能进一步予以考索。还不止此，由吴麐为其从叔，不妨猜测未见《皖

人书录》记载而《清人别集总目》署为仪征人、今有《丹橘林诗》《含薰诗》两种传世的吴楷，其

歙人身份基本可定。至于黄元治，或有言其“生于清顺治、康熙年间”者，26据《诗观》二集卷六

闵麟嗣邓氏评语“癸丑经始二集”，是集始选于康熙十二年（1673），约成于十七年（1678）秋（参

二集邓汉仪自序），已于卷六选其诗《宿迁舟行至清河作》，不知是否已基本排除生于“康熙年间”

之可能。 

 

由于邓汉仪辑刊此书多“取诸同人之诗”（初集凡例之二），故其评语时有关涉作家的身世、思

想和创作的史实之处，堪称知者之见。《诗观》对入选诗人的评论，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针对某

诗具体之句的句评，形式为夹批。如三集卷一歙人姚思孝《僦居爽阁》首句“个中未狎游”，夹批

曰“石破天惊”，此类批语多就诗艺而言。二是某首诗后的篇评，形式为末批。如二集卷十三张潮

《甲寅感兴》组诗之三“兵气萧萧入大江”，末批曰“深忧隐恨，读过如闻猿啸”；组诗之六“邸舍

难同安乐窝”，末批曰“山来年方英少，而所感慨有过于老成者，于此知其用世之略”。此类批语主

论诗艺，而偶及作家身世和思想。从文献角度看，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类，即针对某一作家的身世、

思想或创作所下的总评，位置在该人入选各诗最后。现将三集中有关徽人的总评选录于下（按诗人

姓氏笔画排序）： 

 

 

朴士爱古嗜洁，所居斗室，自书册彝鼎茗香琴砚之外，未尝移怀。每至佳辰令节，

素友相过，觞酌数行，继以刻烛，盖一代之韵人、吾党之高士也。为诗率胸而吟，类皆

独造，清微灵迥，读之辄令人作数日思。至其按弦入拍，又使极意揣摩家所不能及。故

朴士诗当于笔墨无痕处另有赏会，未可草草。朴士论诗颇与时别，而每有著作，必过质

于余。曾录其新旧诗一册授余，余久藏之箧衍。戊辰九日，以尊慈在新安病笃，踉跄急

归，濒行嘱余曰：倘有续刻之例，幸勿遗忘。余感其意，因载此数首。——卷四、卷十

三方淳总评 

 

侘石农先生负才惊异而所遭衰末，遂 傺以终老。其于人伦关系处，缠绵固结，若有

不可解者。著书等身，皆藏崖屋。为诗绝去依傍，骨严而气刚，意别而识老。然按之古

法，无不吻合。令嗣又简，授经维扬，以遗诗属余点次，余嘉又简之纯孝，虽贫而不忘

其亲。因为评跋，付之剞氏。——卷十王环总评 

 

忆十年前孙君无言携诗一册见示，余极赏其英迈。无言曰：此余犹子崧仞作也。继

乃订交，则翩翩华秀，不减张绪、王恭；而深沉读书，交游不滥，有过人者。今乙丑冬，



乃得见其近什，益进而苍拔，不肯走入畦径，此道中将来能拔帜者。选以示通国，当知

渐江又有此俊。——卷六孙志乔总评 

 

闭户海隅，二三同辈罕有过而商风雅之业者，窃恐年逼桑榆，零落将尽。鹤山先生

与余三十余年之交，投契每在风尘外。其为诗，苦心淘汰，字不虚下；近作则格力益遒，

复尔姿态流逸，而每向余有杯酒论文之雅。然则香山竹林，舍君谁属？——卷十吴崇先

总评 

 

谐石卜筑邗城之外，杂莳花树，惟事读书。家虽屡空，而未尝干时。然喜结贤豪，

每见义形于色。与余交最久，而近始读其诗，调适处见法，英迈处见才，盖规矩唐人而

又能独出其意识者。亟驰语君家大阮山来曰：此竹林青云器，日当把臂，谋唱和之乐者

也。——卷五张韵总评 

 

拏周士、晋贤当山水绝胜之地，葺宇读书，而爱好词章。四方同人， 舟往会，相与

斝弹丝挥 ，刻烛飞笺，于青峰绿树间洵可乐也。两君皆获于维扬把晤，而近得季青，藻

思芊绵，足与兄敌。虽未接其声尘，而知其风度有过人者。夫富贵非难，而文采意气鼓

垞动当世为难。观于三汪，宜吾友青藜、已畦、稼山、竹 诸君称道不置也。——卷四汪

文柏总评 

 

文章声气，固有渊源。郑氏自职方、水部两公为邗江领袖，至今谈影园旧事，辄流

连不已。懋嘉承其后，所交多旧德名流。作为诗篇，醇雅英特，其发声王、谢奚疑。以

语师六，定首肯予言。——卷六郑熙绩总评 

 

永言先生骑箕以后，诗稿尽散失。闻孙恭士，为余子婿，忽从小市败簏中，得其游

草一册，购归示余。因采其幽灵奇辟之作，思登选帙。而朱子药圃乃慨然捐赀，付之剞

劂。嗟乎！古道照人，岂不重可叹哉？——卷一姚思孝总评 

 

黄氏昆仲，彬彬蔚起，而雪田、雨笠为尤著。雪田闭户读书，精研古今之业，为一

时钜公所激赏，行将驰骤天衢，所为诗疏朗高迈，尽脱时蹊；而于人伦时务，极为关切，

岂可仅以词人目之。雨笠苕年早有叔宝、思曼之誉，每一晤接，形神俱超而天才秀发。

为诗闲雅超卓，不减初日芙蓉。杜茶村、余生生二老，来客维扬。窘约之中，周旋倍至，

有为人所难为者。予在旁观，窃为三叹，盖非若世之才士飞腾而自喜者，良可敬也。—

—卷五黄时总评 



 

程禹门曰：甲子岁，余诣粤东，访家兄消息，寓羊城之新安会馆，晤黄子漱石。询

之，为吾郡祁邑人也，善画工书法。余见其翩翩风雅，知为奇士，乃索其五溪百蛮纪游

之作，以开旅怀。漱石曰无之。问曷以无，曰以未尝学诗故。余曰：有是哉？诗所以道

性情，观子之性情，骚人逸士之林也，特未知所吐露耳，试强为之。昔高达夫五十学诗，

诗重天下。子年三十，未晚也。因邀之度岭而归，同行四千余里，分题限韵，朝夕无间。

迄今岁余，富而成帙。丙寅秋，又同游广陵，遇邓孝威、黄仙裳、仪逋、家弟孚夏诸宗

匠，为之订正命梓。吾知海内之人必读漱石之诗而喜，但粤东山川不遇漱石于学诗之后

题其奥异，必含怒于瘴烟毒雾中耳。——卷十三黄洁总评 

 

竦塘黄氏为新安右族，勺亭先生负奇才异行。曾与友共事，友被雠陷，当戍边，先

生慨然代之，遂遨游燕代齐赵之墟。所过山川城郭，指画多胜算。为诗磊落有气，想其

人当在马文渊、班定远之间，而时不能用。闻孙清持翁仅拾其几章零句以传，可叹也。

清持翁虽居闱而爱静读书，晚年学道参禅，有萧然物外意。教诸子，以文武成大名。喜

为诗，清秀闲达。年虽七十余，而词炼气足，正使少俊家有所不能及。杜茶村、魏叔子

为序而行之。丙寅余客邗，楼居岑寂，因选其诗，与勺泉公并垂。——卷四黄朝美总评 

 

己未余待诏京师，与程禹门中翰为荆高饮酒欢，忽为族人所累，遂至谪官，闭门不

揖客。余亦忽忽南辕，两人不通音问者八载。丙寅初秋，禹门过海陵，访令季孚夏，乃

与余相遇于维扬，酒兴诗怀如故。而念湟榛职方死于乱，青立李丞死于贫，感慨唏嘘不

置。今孚夏以其《闽粤游草》并新诗数章嘱余论次，余时舟下茱萸湾，凉雨初过，因拔

其尤者，登诸拙选。而禹门约自云间还，与余辈论诗平山堂畔，正当有日也。——卷五

程化龙总评 

 

天有家白岳而侨居紫琅。其地滨东海，潮汐之澎湃，岛屿之萦回，固有开人怀抱、

助人吟兴者。而天有以清深雅健之才，与诸君相酬和，应独步一时。予向君家大阮云峰

座上识之，因以近什见示，予固不能蔽美也。昔与天有别于文选楼，不胜佩兰采艾之想。

继于海陵以新诗见寄，登山临水，倍多胜概；芳情俊致，挹取不穷。复采十余首，登之

梨枣。每一披览，如坐春风。——卷七、卷十三程世经总评 

 

东庐先生幼时浮家景陵，遂登楚之贤书。继遭寇乱，家业尽落，不得已，司铎随州，

萧然难给。幸直指聂公有特达之知，荐拔国博，历转部曹，竟荣登晋阳五马。性不好荣，

飘然归里。今年已八十有五，著述不倦，所吟咏最多。程君禹门索其稿见寄，值余三集



之选将竣，敬采数章，载诸卷帙，并示孚夏，用共欣赏。令嗣茂湘，诗有家风，濯濯如

春月柳，爱不忍释，因并付梓。——卷十三程先达总评 

 

范十山曰：畴昔结社山茨，得鼎庵先生为领袖。其时谢石夫旗鼓相当，诸同人瞠乎

其后。自狼山观海，旧社久虚。回忆先生执耳，已如隔世。不图今日复见长君旦伯此编，

令我叹慕不已也。清新俊逸，自是本领，而笔下无一点尘，胸中有径寸珠。信非家学有

源，不能如此。启、祯之末，淮南得玺卿范先生倡社，一时名辈景从。而十山克继前武。

其笃风雅、敦声气，正与玺卿同。今休阳程氏昆仲亦复如是，由鼎庵明府树帜于前，故

旦伯、孚夏诸君皆以诗文朋友为急务，能不与十山有苔岑之合耶？新秋点次旦伯诗，因

箎识数言于此。其诗清婉真挚，纯以性情往来，固与孚夏有埙 之应。——卷五程瑞初总

评 

 

 

自鼎庵先生得诗之嫡传，而季夏绍其家学，一洗铅华，独标正始。令弟次郊、宗衍

拈笔吟咏，秀骨妍思，一时骈集，其殆王恭、柳恽差可方拟。濮无著曰：黄山白岳，逶

迤蜿蜒，横亘千里。其敦庞清淑之气，独锺于哲匠名贤，甲东南、耀寰宇，非一日矣。

余尝三至新安，望而知为神仙窟宅，但未获畅游，至今成一恨事。程子宗衍，海阳右族

也，冲襟雅量，迥出尘表，弱冠攻制举艺，今称名坛坫。吐其余绪，发为歌咏。居衡与

箎 琱令兄孚夏、次郊酬倡盈帙，清微秀折，调叶埙 。较近日之缛丽 镂、学步效颦者，相

去径庭，岂非得诸山灵之助哉？丁卯夏酷热异常，余闭户不能见一客，笔墨都废，因之

百病交作。七夕后，天忽风雨，凉气袭人，而孚夏携其令弟宗衍新诗至。读之清新雅上，

如松涛万顷，谡谡吹人，犹一服清凉散也。——卷十、卷十三程瑞祊总评 

 

昔陈琳工于词业，曹瞒每愈头风；元章四印奇古，东坡览之病霍。余卧病今春，书

卷未触，忽案头得程子浮夏诗一册，惊喜徘徊，有若新展。久之，乃知为孚夏所定《诗

品》，愈展愈不能释。因思此册必编入《诗观》三集中，始可通行宇内。为呼梓人，急削

梨枣。而令弟次郊 、宗衍暨令侄天有辈，复滚滚以诗见示，亦并附孚夏之后，以见新安

程氏之多才也。——卷十三程瑞禴总评 

 

 

以上所引，或有助于考生齿（如黄洁、程先达），或有助于辨亲缘（如某为某之令嗣、令兄弟、

大小阮之类）；而关系到家学师承、人生志趣、品格风范、经历交游、挫折遭际、创作特色、诗歌

成就、文坛影响等等之处者甚丰（限于篇幅，已略去不少），其价值尚有待于徽学研究者的进一步



发掘。 

 

《诗观》一书之所以选录如此之多的徽州人诗作，固然真实地反映了明末清初当地文化的发达

兴盛和诗歌创作的实际成绩，还与两个因素有一定关系。其一，主编者是泰州人。泰州于明清乃为

扬州府所辖，距府治不过百华里，史载邓汉仪“暇或扁舟致郡，坐卧董子祠中，27执经问业者车马

塞路”。28其自序亦曾明言“甲寅（指康熙十三年\[1674\]——引者注）春予复至广陵，选《诗观》

之二集”。 

而扬州又是徽人蜂集蚁聚之地，既有在此经商从教或执政鸣铎者，更有经此赴任致仕或外出返

乡者，筵集倡和，诗酒投赠，结集梓行，遗稿托付，自是十分寻常的举动。作为一位名震遐迩的当

代诗歌选家，其门前“车马塞路”除了执经问业者外，也还应有呈诗托稿者在，即所谓“同人以诗

惠教者甚众”（初集凡例之二）。其二，参编者有徽州人。作为扬州府的著名文化人，邓汉仪与徽人

交谊颇密，其中有多人便直接参与了《诗观》的编选刊刻，如初集的“赞襄者”中，便有“江子辰

六闿”（凡例之十二），并启事天下“是编行后，即谋二集。鸿章赐教，祈寄泰州寒舍，或寄至扬州

新城夹剪桥程子穆倩、大东门外弥陀寺巷华子龙眉宅上”（凡例之十三），而程子穆倩即是歙人程邃

（华龙眉是江都华衮）。二集则由“同学吴绮薗次参阅”（见卷四卷首）。29至三集，十四卷中有九卷

为“同学张潮山来参阅”，另由“同学汪楫舟次参阅”、“同学吴绮薗次参阅”各一卷，真可算是邓

氏与徽人的共同成果。如此之深地参与《诗观》之编刊工作，于同乡诗人之引见和诗作之推荐，应

不乏近水楼台的便利。 

 

说到张潮（1650—？），邓汉仪长其 30 余岁，可谓忘年之交，邓氏并与其父习孔（1606—？）

为诤友。30这从《诗观》有关张氏父子的总评可以看出：“黄岳先生学穷濂洛，而诗则一准杜、韩。

丁巳冬日，予尝得其全稿论次之。而山来世其家学，诗复磊砢而英多，能无啧啧嘉叹？”(二集卷十

三)“黄岳先生诗，余十年前曾披阅一过，笔削颇严，而先生不以为罪，曰：知吾诗者，子也。乙丑

重过维扬，而先生已捐馆舍，令嗣山来出其旧本相示，纸墨宛然，不胜人琴之感。因采其最胜，并

山来《心斋稿》点定行世。先生诗高坚奡兀，如苍篆乔松；山来诗清贵安闲，如远峰别壑：为体不

同，而皆为词家上乘。至山来能以读书之余，联络友声，匡赞风雅，尤为善承家学。”（三集卷三）

第三集卷首另有“康熙庚午冬月新安张潮题于诒清堂”之序言一篇（由他人作序在《诗观》是一特

例，前两集均只有邓氏自序），张潮自称对于《诗观》“予有参订之责”，并云：“惜乎选事未竣，而

邓子忽有骑鲸之变。31 

其令嗣方回，欲与予踵其志而成之。夫予于邓子存日，尚不欲越俎而代庖，顾于其殁而遂为蛇

足乎？是以仍其旧贯，不复有所增益。”成其遗书而遵其旧制，不掠人美而无愧亡友，于此正可见

徽人之诚信风范。 

 



附 录：《诗观》所收徽人简介 

一、本附录对徽州人士的选择，主要依据邓汉仪在作者小传中的有关记载；极个别著名徽人，

闿如江 、赵吉士的籍贯判断，参考了相关书目。共得 169 位。然在此之外，书中或有部分为编者及

笔者所不知的徽人，未能列入此目。 

 

二、为便于检索，本附录大致按姓氏笔画排序。在姓名后，严格根据原书文字抄录有关字号、

籍贯、流寓和别集名目。一人而见于前后多集者，介绍文字重复者不再录入。 

 

三、考虑到使用和核查的需要，于各人小传后均标明出自《诗观》某（一、二、三）集，并交

代选诗题数（统计或有出入）。凡见于《皖人书录》和《清人别集总目》者，于后附载页码及左右

栏。 

 

四、释例：如第 59 位吴雯清其中“方涟，浙江仁和人。《雪啸轩诗》”见于初集卷六，收诗 15

题；二集卷九的文字是“方涟，浙江钱塘人。《雪啸轩稿》”收 3 题；三集卷十为“鱼山、方涟，浙

江仁和籍，江南歙县人。《雪啸轩诗》”，收 9 题。《皖人书录》第 353 页有记载。汰其重复，现著录

为“方涟，浙江仁和人。《雪啸轩诗》。初集 6/浙江钱塘人。《雪啸轩稿》。二集 9/（字号）鱼山，浙

江仁和籍，江南歙县人。三集 10/共收 27 题。《皖人书录》353 页左”。 

 

1.方 山：圣乳，江南歙县人。《何有集》。三集 12/收 1 题。 

2.方兆兖：乘六，原字瞻鲁，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2 题。 

3.方式玉：玉如，江南歙县人。《醉翁亭诗》。二集 8/收 1 题。《皖人书 录》108 页左。 

4.方 挺：恂如、孺庵，江南江都籍，歙县人。《碧山堂近草》。二集 7/三集 7/共收 14 题。 

 5. 屾方淇荩：（兆玮）原名夏，宝臣，江南歙县人。《 园诗稿》。二集 7/（淇荩）原名兆玮，宝

屾臣，江南徽州人。《 园集》。三集 3/共收 15 题。《皖人书录》103 页左。 

 6.方 淳：朴士，江南歙县人。《环翠轩稿》。二集 13/《环翠轩诗》。三集 4/《环翠轩新旧稿》。

三集 13/共收 36 题。《皖人书录》96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226 页左。 

 7.方 熊：望子，江南歙县人。《清和堂诗》。二集 7/三集 3/共收 7 题。《皖人书录》91 页左。 

 8.王元度：尊素，江南歙县人。《轩辕阁稿》。二集 12/收 3 题。《皖人书录》171 页左。 

 9.王 环：子如、石农，江南休宁人。《高雪堂诗稿》。三集 10/收 20 题。 

10.王 楫：汾仲，江南徽州人。初集 9/收 1 题。《皖人书录》191 页左，著录为黟县人，居金

陵。 

11.叶 荣：澹生、樗叟，江南歙县人。《庐山游草》。二集 6/收 9 题。 

12.白 氏：语生，江南江宁人，白仲调廷评女，娄东吴石叶（陆注：指歙县吴参成，吴绮子）



配。《紫石吟》。二集别卷/收 8 题。 

13. 玠孙又 ：六良、怀滨，江南休宁人。《观远堂集》。三集 12/收 9 题。 

14.孙 延：公赏，江南休宁人。《白石集》。二集 13/收 3 题。 

15.孙自益：友三，江南休宁人。《归来吟》/初集 11/收 1 题。 

16.孙志乔：松仞，江南休宁人。《怀砚斋稿》。二集 14/（字号）崧仞。三集 6/共收 30 题。 

17.孙秉铨：枚吉，江南芜湖籍，休宁人。三集 7/收 1 题。 

18.孙 益：友三，江南休宁人。《归来吟》。二集 12/收 2 题。 

19.孙 绥：文侯，江南休宁人。《栖凤阁诗》。二集 14/收 2 题。 

20.孙 暨：杏庄，江南休宁人。三集 12/收 1 题。 

21.孙 默：无言、桴庵，江南休宁人。初集 10/《留松阁诗》。二集 10/共收 14 题。《皖人书录》

269 页右，云其寓居江都。 

22.朱 观：自观、古愚，江南歙县人。《松荫堂草》。三集 5/收 11 题。《皖人书录》334 页左。

朱观辑刊《国朝诗正》凡例之七云：“予侨寓广陵最久。”32  

23.朱 绥：安公，江南黟县人，家六合县。《简庵诗存》。二集 14/收 13 题。 

24.朱 絃：阜公，江南黟县人。二集 14/《岳青堂诗存》。二集 14/共收 18 题。 

25.朱 曙：复旦，江南休宁人。《乔木山房稿》。二集 11/收 1 题。 

26.毕三复：右万，江南歙县人。《枞亭近稿》。二集 11/收 2 题。 

27. 汭江允 ：石粼、曲江，江南婺源人，通州籍。《即园集》。初集 11/收 1 题。 

28.江天一：文石，江南歙县人。《寒江集》。二集 13/收 1 题。《皖人书录》477 页右。 

29.江世栋：右李，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2 题。 

30.江羽青：霞子，浙江仁和籍，江南歙县人。二集 3/收 11 题。 

31.江 注：允凝，同里人（陆注：指与张习孔同乡）。三集 3/收 1 题。 

32.江 闿：辰六、雒荀，贵州新贵人。《蚩泠集》。初集 9/《二草集》。二集 6/共收 30 题。《皖

人书录》492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563 页左。 

 

33.江 旡益： 方，江南歙县人。《梁园》《投湘》二稿。二集 14/收 3 题。 

34.江 斌：全子，江南歙县人。《涤露集》。二集 14/收 6 题。 

35.江 湘：郢上，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10 题。 

36.许 茹：子柔，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1 题。 

37.许 楚：芳城、旅亭，江南歙县人。《偶影阁草》。二集 5/收 1 题。《皖人书录》163 页左。《清

人别集总目》594 页左。 

38.何良球：与图，江南徽州人。三集 12/收 1 题。《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著录为歙县人。 

39.吴山涛：岱观、寒松，浙江仁和籍，歙县人。初集 6/收 1 题。《皖人书录》361 页左。 



40. 騄吴之 ：耳公、达庵，江南仪真籍，歙县人。《芝瑞堂诗》。二集 4/收 9 题。《皖人书录》367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868 页左。 

41.吴从殷：尚木，江南歙县人。《闽游》《松鳞》二集。三集 9/收 23 题。 

42.吴启鹏：云逸，江南歙县人。三集 9/收 7 题。 

43.吴寿潜：灵本，江南歙县人。二集 6/收 1 题 

44.吴 薗吴：不名，江南江都人，吴 次太守女，江辰六孝廉配。《香台集》。二集别卷/收 9 题。 

45.吴参成：石叶，江南太仓籍，歙县人。二集 6/收 1 题。 

46.吴 周：后庄，江南歙县人。《丰溪诗集》。二集 5/收 4 题。 

47.吴宗烈：北持，江南休宁人。《五陵游艺》。三集 9/收 6 题。 

48. 淯吴宗 ：方弘、沧度，江南休宁人。《枕霞阁诗》。三集 11/收 6 题。 

49.吴 苑：楞香、鹿园，江南歙县人。三集 6/收 15 题。《皖人书录》380 页右。《清人别集总

目》844 页左。 

50.吴 度：叔子，江南歙县人。《北征集》。二集 5/收 13 题。《皖人书录》348 页左。 

51.吴树诚：芋生、难三，江南歙县人。《宛鸠居诗》。初集 10/收 5 题。 

52.吴秋士：在湄、西村，方涟先生子（陆注：其父雯清为仁和籍歙县人）。三集 10/收 2 题。 

53.吴 荃：剑宜，歙县人。《花屿堂存稿》。三集 6/收 14 题。 

54.吴 涛：又山，江南泰州籍，歙县人。《芙蓉阁诗集》。三集 9/收 10 题。 

55.吴 寅：秩三，江南歙县人。三集 9/收 4 题。 

56.吴崇先：式武、鹤山，江南泰州人。《世纶堂稿》。初集 6/江南泰州籍，歙县人。《桂籍轩稿》。

二集 5/三集 10/共收 53 题。 

57.吴 薗绮： 次、丰南，江南江都人。《亭皋集》。初集 8/江南歙县人，江都籍。二集 6/共收

30 题。《皖人书录》363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851 页右。 

58.吴 菘：绮园，歙县人。三集 6/收 3 题。《清人别集总目》849 页左。 

59.吴雯清：方涟，浙江仁和人。《雪啸轩诗》。初集 6/浙江钱塘人。《雪啸轩稿》。二集 9/（字

号）鱼山，浙江仁和籍，江南歙县人。三集 10/共收 27 题。《皖人书录》353 页左。 

60.吴瞻泰：东岩，歙县人。三集 6/收 2 题。《皖人书录》392 页右。 

61.吴 麐：仁趾，江南歙县人。《樵谷近诗》。初集 9/收 6 题。《皖人书录》348 页左。《清人别

集总目》863 页左。 

62.张习孔：黄岳，江南歙县人。《诒清堂集》。三集 3/收 28 题。《皖人书录》235 页右，云其

寓居江都。《清人别集总目》1116 页左。 

63.张大年：彭子，江南休宁人。《砚庵草》。二集 6/收 1 题。 

64.张 韵：谐石，江南绩溪人。《雪巢诗稿》。三集 5/收 13 题。 

65.张 潮：山来，江南歙县人。《聊复集》。二集 13/黄岳先生令嗣。《心斋诗集》。三集 3/三集



6/共收 29 题。《皖人书录》241 页右，云其江都籍。《清人别集总目》1102 页左。 

66.李 德：若谷，江南祁门人。《枕流集》。三集 9/收 10 题。 

67.汪士裕：左严，江南江都籍，歙县人。初集 3/收 2 题。《清人别集总目》992 页左。 

68. 鈜 穀汪士 ：（汪征远）扶晨，江南歙县人。《 玉堂近诗》。二集 4/ 穀（汪征远）《 玉堂甲寅乙

卯诗》。二集 12/ 鈜（汪士 ）原名征远，扶晨、栗亭，江南歙县人。《稽古堂稿》。三集 3/三集 13/共

收 77 题。《皖人书录》528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991 鋐页右。书其名皆作士 。 

69.汪允让：礼常，江南歙县人。《半舫斋稿》。三集 4/收 2 题。 

70.汪元晖：遥光、 鞶扶桑，江南歙县人。《 溪诗稿》。三集 12/收 5 题。 

71. 摛汪文柏：季青、莨溪，周士、晋贤弟。《 藻堂诗》。三集 4/收 6 题。《皖人书录》498 页左，

云其休宁人，寄籍嘉兴（陆注：桐乡为其辖县）。《清人别集总目》994 页右。 

72.汪文桢：周士，江南休宁人，寓桐乡。《缬林集》。二集 8/（字号）六州。《喷饭集》。三集

4/共收 18 题。 

73.汪光祥：旋士、觉庵，江南歙县人。《彭城》《越游》诸集。三集 9/收 11 题。 

74.汪 舟：虚中，江南歙县人。《岸舫斋诗》。三集 6/收 8 题。《皖人书录》511 页右。 

75.汪 达：中和，江南歙县人。《友竹斋诗集》。二集 14/收 2 题。 

76.汪 沅：右湘、秋水，江南歙县人。《梅麓诗存》《霞山草堂近诗》。三集 6/收 18 题。《皖人

书录》517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979 页左。 

77.汪 祉：膺繁、退斋，江南歙县人。《用余堂稿》。三集 4/收 6 题。 

78.汪 度：千顷、山图，江南歙县人。《藏山阁集》。二集 14/收 3 题。 

79. 搢汪黄赞： 斯，直隶易州籍，歙县人。《目耕堂集》。初集 9/收 2 题。 

80.汪 弼：望襄、真谷，江南歙县人。二集 13/收 3 题。 

81.汪 曾：师鲁，江南休宁人。《薜萝草堂稿》。二集 13/收 4 题。 

82.汪 森：晋贤、玉峰，江南休宁人，山东莱芜籍，寓桐乡。二集 8/《裘杼楼诗稿》。三集 4/

共收 26 题。《皖人书录》531 页右。《清人别集总目》985 页左。 

83.汪 楫：舟次，江南休宁人，扬州籍。《山闻集》。二集 5/（字号）悔斋，江南仪真籍。三集

1/共收 34 题。《皖人书录》539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986 页左。 

84.汪献文：西岩，江南歙县人。三集 10/收 2 题。 

85.闵 思：左来、蒲人，江南歙县人。《西墅园诗集》。三集 11/收 12 题。 

86.闵 宽：大临，江南歙县人。《饮桂楼诗草》。二集 14/收 3 题。 

87.闵 恭：恭先，江南歙县人。《深翠山房诗草》。二集 14/收 1 题。 

88.闵 崧：于天，江南歙县人，扬州籍。《冷砚斋集》。二集 6 收 14 题。 

89.闵 鹏：扶苍，江南歙县人，扬州籍。《古砚斋诗草》。初集 9 收 16 题。 

90.闵麟嗣：宾连、铸尘，江南歙县人。《植雪草堂诗集》。初集 6/扬州籍。《植雪草堂诗存》。



二集 6/（字号）檀林。《南郭草堂诗》。三集 4/三集 13/共收 72 题。《皖人书录》864 页右。《清人别

集总目》975 页左。 

91.罗教善：临思，江南歙县人。《咫闻斋诗草》。二集 7/《咫闻斋近草》。三集 5/共收 19 题。 

92.范宣诠：道文，江南休宁人。二集 13/收 2 题。 

93.范满珠：劬淑，江南休宁人，戴邵虞配。《绣余草》。二集别卷/《绣余二集》。二集别卷/共

收 19 题。 

94.郑为光：次严，江南歙县人，江都籍。二集 4/收 1 题。 

95.郑元志：诗言、劲节，江南歙县人。二集 11/收 1 题。 

96.郑元勋：超宗，江南江都籍，歙县人。二集 12/收 1 题。《皖人书录》903 页左。 

97.郑 昂：若千、湘渔，江南歙县人。《山水间诗草》。三集 9/收 11 题。 

98.郑晋德：蕃修，江南歙县人。《韵阁诗稿》。三集 5/收 11 题。《皖人书录》903 页右。 

99.郑 茝焘：溥如，江南仪真籍，歙县人。《揽 轩诗存》。三集 10/收 32 题。《皖人书录》907

页左。 

100.郑熙绩：懋嘉，江南江都籍，歙县人。《含英阁诗草》。二集 12/《漱芳轩诗草》。三集 6/

共收 20 题。《清人别集总目》1506 页左。 

101.金之麟：汉白，江南歙县人。《三余斋稿》。三集 5/收 12 题。 

102.姚思孝：永言，江南江都籍，歙县人。《康山草堂集》。二集 5/《游笥》。三集 1/共收 25

题。 

103.姚 曼：东只，江南歙县人。《即庐草》。初集 11/《焚余草》。二集 8/共收 4 题。 

104.洪宫谐：谓韶，江南歙县人。《香祖集》。三集 5/收 5 题。《皖人书录》578 页左。 

105.洪 琮：瑞玉、谷一，江南歙县人。二集 8/收 1 题。《清人别集总目》1672 页右。 

106.洪 鉽：孝仪，江南歙县人。《啸吟草》。三集 5/收 6 题。《清人别集总目》1671 页右，著

釴录作者名“ ”。 

107. 祐胡绳祖：斯 、劲斋，江南休宁人。《有秋堂近什》。三集 9/收 3 题。 

108.赵吉士：天羽、恒庵，浙江钱塘人。初集 10/二集 5/（字号）恒夫。三集 7/《万青阁归隐

诗》。三集 13/共收 28 题。《皖人书录》751 页右，云其休宁人。《清人别集总目》1544 页右。 

109.郝士仪：羽吉，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1 题。 

110.夏羽仪：仲蜚，江南休宁人。《乔木山房稿》。二集 6/收 2 题。 

111.殷 曙：日戒，同里人（陆注：指与张习孔同乡）。三集 3/收 1 题。《皖人书录》444 页左。 

112. 鷴曹应 ：僧白、烟翁，江南歙县人。《虎墩稿》。二集 8/收 1 题。 

113.曹鸣远：文季、篁峙，江南婺源人。二集 6/收 1 题。 

114.黄士埙：伯和、瀛山，江南歙县人。/三集 8/收 1 题。《皖人书录》686 页右。 

115.黄之柔：静宜，江南江 薗都人，吴兴太守吴 次配。《玉琴斋集》。三集闺秀别卷/收 3 题。《皖



人书录》684 页左，著录为歙县人。 

116.黄元治：自先，江南黟县人。二集 6/收 1 题。《皖人书录》680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2005

页右。 

117.黄 对：书思，江南仪真籍，歙县人。二集 13/（字号）雪田。《望石楼诗集》。三集 5/共收

20 题。 

118.黄 生：黄生、黄白山樵，江南歙县人。《一木堂诗稿》。三集 9/收 10 题。《皖人书录》682

页右。《清人别集总目》1989 页右。 

119.黄龙官：羲臣，江南歙县人。三集 11/收 1 题。 

120.黄 时 曆：禹 ，江南歙县人。二集 13/（字号）雨笠。《藏心阁诗集》。三集 5/共收 22 题。 

121.黄 律：鸣六，江南歙县人。《存古楼诗》。二集 13/收 4 题。 

122.黄 洁：漱石，江南祁门人。《光启堂稿》。三集 13/收 9 题。 

123.黄朝美：荩臣、清持，江南歙县人。《拳石居诗集》。三集 4/收 19 题。 

124.黄 霖：雨相、南岩，江南休宁人，江都籍。《西亭诗》。初集 11/二集 11/共收 6 题。 

125.黄 瀚：以容、勺泉，江南歙县人。《遗余草》。三集 4/收 12 题。 

126.程一中：圣传、执庵，江南休宁人。《藏密阁诗》。二集 6/收 5 题。 

127.程士光：用寰、国宾，江南休宁人。《晚宜堂稿》。三集 5/收 1 题。 

128.程士芷：茂湘、芳沅，江南休宁人。《听松楼新旧诗集》。三集 13/收 11 题。 

129.程允生：信庵，江南歙县人。《东山草堂稿》。二集 13/收 2 题。 

130.程元善：长人，江南娄县籍，休宁人。《吐凤轩诗草》。三集 7/收 3 题。 

131.程化龙：禹门、念蒿，江南休宁籍，青浦人。二集 14/江南青浦籍，休宁人。《开卷楼近什》。

三集 5/共收 24 题。 

132.程世经：天有、鹤林，江南休宁人。《梧栖近草》。三集 7/三集 13/共收 27 题。 

133.程世英：千一，江南丹徒人。初集 11/江南丹徒籍，歙县人。《晓山诗集》。二集 5/共收 10

题。 

134.程世统：又梁，江南休宁人。《行余近草》。三集 7/三集 13/共收 14 题。 

135.程先达：质夫、东庐，湖广景陵籍，江南休宁人。《天香阁新旧诗集》。三集 13/收 22 题。 

136.程先泽：子乘，江南歙县人。三集 9/收 7 题。 

137.程 守：非二、蚀庵，江南歙县人。《省静堂集》。二集 2/《省静堂诗》。三集 3/共收 11 题。

黄容《明遗民录》云其“徽郡城人，籍钱塘”。33 

138.程羽丰：培公，江南休宁人。二集 14/收 2 题。 

139.程邦彩：采臣，江南休宁人。《探月楼稿》。三集 7/收 13 题。 

140.程应骐：子德，江南休宁人，育先之子。二集 11/收 1 题。 

141.程应鹏：翼天，江南休宁人。《绿荫园诗集》。三集 9/收 12 题。 



142.程 奇：公望，江南休宁人。初集 11/收 4 题。 

143.程 祎：允文，江南休宁人。《尚友斋近草》。二集 6/（字号）郁庵。三集 8/共收 8 题。 

144.程树德：季丰，江南休宁人。二集 12/收 1 题。 

145.程 洪：丹问，江南歙县人。二集 12/收 3 题。《皖人书录》417 页右。 

146.程 祐：叔子，江南休宁人。《文园近草》。二集 11/收 5 题。 

147.程 兼：抑若、樵髯，江南歙县人。《樵吟》。二集 10/收 7 题。 

148.程 焕：尧章、石雷，江南休宁人。《御风草》。二集 12/收 1 题。 

149.程鸿鼎：六飞、劲斋，湖广广济籍，江南休宁人。《餐胜楼集》。三集 12/收 4 题。 

150.程 禄：子天、在夫，江南休宁人。《乐志堂稿》。三集 5/收 10 题。 

151.程 谦：山尊，江南歙县人。《一石山房稿》。初集 11/《春帆集》。二集 7/共收 18 题。 

152.程 鼎：耳臣，江南休宁人，流寓苏州。《寄园诗草》。三集 12/收 10 题。 

153.程瑞初：旦伯，江南休宁人。二集 11/（字号）讷庵、松轩。《正诚堂偶钞》。三集 5/共收

15 题。 

154.程瑞社：次郊，江南休宁人。《孝友堂近草》。二集 6/（字号）澹园。《餐胜楼稿》。三集

10/三集 13/共收 40 题。 

155. 祊程瑞 ：宗衍，江南休宁人。《文山堂新草》。二集 6/（字号）碧川。《文山堂近稿》。三集

10/《北山草堂近诗》。三集 13/共收 25 题。《皖人书录》404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2237 页左。 

156. 禴程瑞 ：孚夏、云峰，江南上元籍，休宁人。《罗浮近草》。二集 2/《文山堂集》。二集 11/

《北园诗选》。三集 3/三集 13/共收 58 题。 

157.程 毓：育先，江南休宁人。《文草堂诗集》。初集 11/《遥香集》。二集 11/共收 6 题。 

158.程端德：午公、古庄，江南休宁人。《槐水山房近稿》。初集 11/（字号）鼎庵。《文山堂诗

集》。二集 2/共收 29 题。《皖人书录》401 页左。《清人别集总目》2238 页右。 

159.程 邃：穆倩、垢区，江南歙县人。《萧然吟》。初集 11/《会心吟》。二集 9/共收 32 题。《皖

人书录》417 页左，云其家广陵。《清人别集总目》2222 页右。 

160.鲍忠敕：畏简 篸，江南歙县人。《瑶 集》。二集 8/收 4 题。 

161.鲍夔生：子韶，江南歙县人，家赣州。《江上集》。初集 11/收 1 题。 

162.戴元琛：楚白，江南休宁人。《琴台小草》。三集 12/收 6 题。 

163.戴文柱：景韩，江南休宁人。二集 7/《借竹楼稿》。三集 7/三集 13/共收 40 题。《皖人书

录》647 页右，署名“文桂”。 

164.戴文敏：颖生，江南休宁人。《行余草》。三集 7/收 14 题。 

165.戴世敞：扶升，江南休宁人。三集 7/收 5 题。 

166.戴 珩：玉子，江南休宁人。《松溪草》。三集 13/收 15 题。 

167.戴 玺：闺韫，江南休宁人。《荆山小草》。二集别卷/收 4 题。 



168.释弘仁：无智、渐江，江南歙县人。二集 6/收 1 题。《皖人书录》272 页左。 

169. 跡释超潭：淼粟，江南歙县人。《 霜草》。初集 8/收 1 题。 

 

 
A scattering Discussion about Huizhou’s Poets Collected by a Overall 

Anthology Named "Poems Observed"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Lu Lin 

 

Abstract： "Poems Observed " is a large-scale poetry collection chosen and edited by Deng Hanyi (1617—1689) 

of Huizhou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is book was written from the 11th year to the 28th year of Kangxi and 

complete in three volumes. As the editor associated with all area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is book collected 

abundantly. There are about 1800 poems written by 170 poets of Huizhou alone. Among these chosen poets, 

there are only 44 ones recorded by "bibliography of the Wan’s People". Furthermore, among the 44 poets, there 

are no more than 30 ones handed down through other collections, the editor recorded their styles, literary name, 

hometown and poetry anthology which can fill and correct the absence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and viewpoints. 

His concerned comments almost touched upon historical facts and creation, which also has higher value of 

document. Since all the recorded poets and poems emerged during the 50 years closed to the period of Deng’s 

living, this book has a great effect on researching Huizhou’s cult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fter his first reading to "Poems Observed ", the author realized the valuable enlightenment is to pay 

attention to and develop the material of "Science about Huizhou" in this collection, 

Key words: Deng Hanyi, "Poems Observed", the poets of H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oem documents of 

Huizhou. 
 
                                                        
1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著录“《诗观》十四卷别集二卷，内府藏本”一种，云：“是编

皆选辑国初诸人之作，别集则闺阁诗也。”（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第１版，第１７７２页下栏）与初、二、三集

卷数皆有异。如“别集二卷”系二集之“别卷一卷”之误，则应明言“二集”为是。此条提要文字甚略，或因内

府仅藏该书第二集，四库馆臣敷衍塞责而成文者。 
2 除康熙原刻本外，后有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深柳读书堂重刻本和清书林道盛堂刻本。 
3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１版，第１３３２９页。 
4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５７９４页。 
5 《诗观》仅三集，谢正光、余汝丰先生《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辨之甚明，参该书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１５３页。 
6 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版，第２８１６页。 
7 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康熙朝卷》，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２８１６页。 
8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１年第１版，《集部》第３册，第６８４页。 
9 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版，第１５１页。 
10 歙县吴参成妻白氏为江南江宁人，以其夫家姓氏、籍贯统计。 
11 江姓９人，另释弘仁（即浙江）俗姓江，故视其为江姓。其诗《画偈》，有民国《安徽丛书》第一期影印本，以

汪世清辑《浙江资料集》（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修订本）所收“诗录”为较备，因《中国丛综录》列为明



                                                                                                                                                                            
人，以致《清人别集总目》失载。 

12 徽州文献课题组：《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言及“广泛收集资料”时，主要查阅的著作包括“徽

商活动较多的地方如扬州、南京、武汉、镇江 的地方志”（《徽学》２０００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版，第３７０页）。建议在实际编写时，杭州能从“等地”中跃出，而能得到较多的关注。 
13 储大文《汪君森墓志铭》云其兄弟四人：伯鼒，仲文桂，叔森（字晋贤），季文柏（《清代碑传全集·碑传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１版，第３１０页），而未及文桢（字周土）；然据《诗观》三集卷四文柏小传“周

士、晋贤弟”，文桢或为森和文柏之堂兄。 
14 景陵为旧县名，今为湖北天门市。参《中国古仿地名大辞典》（１９３１年版）“景陵县”条、《辞海》（１９８９

年版）“天门”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5 广济为旧县名，今为湖北武穴市。参《辞海》（１９８９年版）“广济”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中

国地图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16 胡可先：《两宁徽籍诗人考》，《徽学》２０００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版，第３１５页。 
17 蒋元卿：《皖人书录》，黄山书社，１９８９年第１版。 
18 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版。 
19
云据《中国人名大辞典》，然查该书著录为休宁人（上海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１版，影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１年版，

第３２４页）。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版），此人榜名玄石，为浙江仁和籍，

榜次为清顺治九年三甲６２名。  
20 云据《中国人名大辞典》，然查该书著录为休宁人（上海书店，１９８０年第１版，影印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１年

版，第３２４页）。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版），此人榜名玄石，为浙

江仁和籍，榜次为清顺治九年三甲６２名。 
21 《诗观》于文柏未署籍贯，仅云其为汪文桢、汪森之弟。此是据文桢所注，另汪森名下注为“休宁人，山东莱鞠

籍，寓桐乡”。 
22 赵国璋主编：《江苏艺文志·扬州卷》，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版，第４１４页。 
23 孙殿起：《贩书偶记（附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版，第３４７页。 
24 《清人别集总目》“黄”姓条目系笔者所撰，难辞其责。 
25 安徽省图书馆编：《安徽文献书目》，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１版，第２６５页。 
26 徽州文献课题组：《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徽学》２０００年卷，第３９７页。 
27 董子祠在今扬州市内。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九第５５则：“北柳巷在南柳巷之北，有董子祠，先为正谊书院，

明正德间改正谊祠，礼汉丞相董仲舒。”中华书局１９６０ 年第１版，第２０７页。《扬州府志》卷二五《祠祀》

一“甘泉县”：“董子祠……相传为董子故宅，明正德间移建于北柳巷。”清嘉庆刻本。 
28 《清史列传》卷七一，《文苑传》二，第５７９４页。 
29 汉仪与吴绮本有秦晋之约，虽因“掌珠忽殒”而未成其好，但“两人怀抱依依如故”。此段因缘见二集闺秀别卷

白氏（吴绮媳）总批。 
30 张习孔生卒向无介绍，今据其《家训》序言“万历丁未，吾生二岁”和落款“已酉仲冬月黄岳老人书，时年六十

有四”，可确考其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清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尚在世，二十四年前已卒（参下

引《诗观》二集卷十三、三集卷三张潮总评）。张潮生于清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当今基本已成共识，而卒年尚

未见有可靠考证。《徽州文献与〈徽人著述叙录〉的编撰》著录为１６５９－１７０７（《徽学》２０００年卷３

８９页）。另李梦生先生认为其卒于１７０９年（见所著《中国禁毁小说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十版，第３６２页）。两说当有所据，恳盼有关先生能形成专文，以飨学人。得注意的是，张潮《虞初新志》一

书涉年最者似为卷十七孙嘉洤（１６８３－１７５３）《南游记》。其游始于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二月，终于

“四序已周”的下一年冬季，文成最早也应在康熙六十一年；待编入“新志”并刊行问世，按常规总也要至雍正

初年了。此篇甚长，原刻抽禁本未收，见于乾隆以后刊本，文末有“张山来曰”６３字。如系张潮原评，则是考

辨其人卒年的重要线索（其时约七十余岁，并非没有可能）；如属后人窜入，亦有助于辩析其书版本的前后异同。

因此条材料从未经人道及，而张潮又是徽学乃至清代前期文化界的重要人物，故略书数语，以待高明者详考。 
31 三集尚未竣工便已仙逝，此是《诗观》无四集之确证。因《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未载张潮序文，亦未引以为证，

故附记于此。 
32 谢正光、佘汝丰：《清初人选清初诗汇集》，第２８７页。 
33 谢正光、范金民：《明遗民录汇辑》，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版，第８３７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