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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全臺詩》第一冊之清領初期文人為考證論述對象，利用各數位資料庫以

及相關文獻史料，對於第一冊諸多詩人之小傳資料進行考證訂補，關於其生卒年、

在臺時間、仕宦經歷、生平事蹟等有了更為精確之掌握。譬如：施琅之生卒年應

為 1621-1696，施世綸為 1659-1722，施世驃為 1667-1721。王善宗可補上其離臺
年分與緣由：「康熙三十四年（1695）秩滿升任陝西興安白土關守備」，齊體物
之仕宦經歷亦可增補山東招遠知縣、漳州海防同知、臺灣知府、貴州黎平知府。

高拱乾則可增補其來臺前之仕宦履歷：安徽廣德知州、山東臨清關監督、江西瑞

州知府、福建泉州知府。林慶旺來臺之前之仕宦履歷可再增補：福建莆田縣學訓

導以及福建福安縣學訓導。李中素來臺前則曾歷任湖南湘鄉教諭、嶽麓書院山

長、福建閩縣教諭。宋永清可補上字號「號澄庵」以及離臺年分與緣由：「康熙

五十一年（1712）秩滿陞直隸延慶知府」。林華昌可增補以下兩項：「康熙十一
年（1672）舉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陞任江南常熟知縣」。周鍾瑄則可
補上生卒年 1672-1763，以及完整仕宦履歷：福建邵武知縣、諸羅知縣、山東高唐
知州、吏部員外郎、臺灣知縣、臺灣海防同知、荊州知府等。諸如此類，本文乃

不揣淺陋，嘗試拋磚引玉，或可作為全臺詩數位資料庫日後更新修訂之參考，同

時也期盼未來有更多關於《全臺詩》作者小傳之研究成果問世。

關鍵詞：臺灣古典詩、清領時期、詩人傳記、全臺詩、周鍾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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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irst book of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 Taiwan Poetry and 
investigated and corrected several historical data of the poets in the first book. This article 
provided more precise data, including the birth and death year, the period of staying 
in Taiwan, and so on. For example, the birth and death year for Shi Lang, Shi Shi-Lun 
and Shi Shi-Biao are 1621-1696, 1659-1722, 1667-1721 respectively. We could find the 
expected year that Wang Shan-Zong left Taiwan, or additional working experiences for Qi 
Ti-Wu, Gao Gong-Qian, Lin Qing-Wang and Li Zhong-Su, which have been stated clearly 
in this article. For Song Yong-Qing, I have found another middle name for him as well as 
the leaving reasons and year. I also discovered two working experiences in 1672 and 1708 
respectively. Zhou Zhong-Xuan’s birth and death year, which was 1672-1763, and his 
experiences were nicely elucidated in this article. In sum, this research coul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expending and renewal of the online digital files of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Poems. The author anticipates more studies focusing on the biography of The Collection of 
Taiwan Poems.

Key words: Taiwan classical poetry, Ching empire colonial period, biography of poets, history of 
Taiwan, The Collection of Classic Taiwan Poetry, Zhou Zhong-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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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備之詩歌總集則非《全臺詩》莫屬，洵

如書前〈凡例〉所述：「本書彙輯臺灣古

典詩作，旨在系統性保存臺灣文學文獻，

提供檢索、參考、研究之用」，5《全臺詩》

目前所見之相關評論資料似仍聚焦於詩作

方面，6其實在作者小傳方面，從撰成迄

今已有十餘年，隨著許多相關研究資料的

問世、歷史文獻的陸續公開、數位電子資

料庫的逐步建置完成、新觀念的引入等，

此時亦有重新深入探討之空間。

臺灣清領時期包括遊宦以及在地的古

典詩人之傳記資料，主要見於各地方志書

之中，然而當時記載或因時空背景所限，

或因文獻蒐羅匪易，敘述稍嫌簡略之處所

在多有。參與編校《全臺詩》的專家學者

在蒐集整理詩作之外，亦於「提要」部分

「依次說明作者的生卒年、字號、籍貫，

及其生平事蹟。若非臺灣本地文人，則盡

量扣住與臺灣有關者書寫」，7這些詩人

小傳對於舊志文獻已頗有彙整增補，嘉惠

研究者甚多，惟其中猶有部分詩人傳記資

料尚可略加訂補，筆者即以《全臺詩》第

一冊之清領初期文人為考證論述對象，8

壹、前言

《孟子》有云：「頌其詩，讀其書，

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1 西

方文論家勒內．韋勒克（René Wellek, 
1903-1995）亦指出：「一部文學作品的
最明顯的起因，就是它的創造者，即作

者。因此，從作者的個性和生平方面來解

釋作品，是一種最古老和最有基礎的文學

研究方法」、「傳記為系統地研究詩人的

心理和詩的創作過程提供了材料」，2誠

哉斯言，文人的生平傳記資料對於吾人理

解其作品的時代背景、創作動機、意識型

態，甚至其言外之意、意外之旨等各方

面，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在中國古典詩歌總集方面，最具代表

性的是康熙御定《全唐詩》，共九百卷，

凡得詩近五萬首，作者二千餘人，編輯者

為彭定求（1645-1719）等十位翰林，3皆

屬一時碩彥，不過近年來仍有許多學者針

對其中詩人小傳進行深入考證辨析，4對

於吾人能夠更正確的掌握《全唐詩》詩人

傳記資料皆有正面與積極之效益。

至於目前所見蒐集臺灣古典詩作最為

1 李學勤主編，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291。
2 勒內．韋勒克（René Wellek）、奧斯汀．沃倫（Austin Warren），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北京：三聯書店，

1984），68。
3 曾廣開，「《全唐詩》的成書與整理工作」，開封教育學院學報 35期（1994年 1月）：13-15。
4 如專書方面有吳汝煜、胡可先，全唐詩人名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0）；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西
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陶敏，全唐詩人名彙考（瀋陽：遼海出版社，2006）。單篇論文亦所在多有，
如朱光立，「《全唐詩》『張莒』條辨證」，中國典籍與文化 62期（2007年 3月）：32-40；王湘華，「《全
唐詩》劉采春小傳輯補」，紹興文理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5卷，4期（2015年 4月）：102-6。

5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1：4。
6 如郭秋顯，「夏之芳『紀巡百韻』輯佚考錄—『全臺詩』指瑕考辨之一」，古今藝文 31卷，2期（2005
年 2月）：25-43；柯榮三，「《全臺詩》蔡廷蘭〈請急賑歌〉之商榷—以版本及典故為主的考述」，硓

石 44期（2006年 9月）：50-68；徐德智，「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內容及其宦臺心理—附錄：《全臺詩． 
朱仕玠》補輯八首」，有鳳初鳴年刊 4期（2009年 9月）：123-42；蔣妙琴，「《全臺詩—智慧型全臺

詩知識庫》校勘記—以林玉書《臥雲吟草》為範圍」，藝見學刊 6期（2013年 10月）：75-86。
7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4。
8 《全臺詩》第一冊除了收錄明鄭時期詩人七位之外，清領時期詩人總共收錄了四十六位，其生活年代約略

在滿清領臺（1683）之後一甲子之間，亦即康熙、雍正至乾隆初期，處於清領初期。



50 臺北市立大學學報 • 人文社會類

利用各數位資料庫 9以及相關文獻史料，

略陳芻言，秉持野人獻曝之忱，但求於臺

灣清領時期古典文學研治得有綿薄之助，

尚祈學界方家，幸惠教之，則不啻百朋之

錫矣。

以下各章主要按照年代先後為依序，

再以妥適之篇幅長短將若干位詩人併為一

章，共有「施琅父子與陳元圖」、「王善

宗、齊體物與高拱乾等」、「宋永清、林

華昌與孫襄等」、「施士安、黃叔璥與李

丕煜等」共四章。10

貳、施琅父子與陳元圖

《全臺詩》輯錄之施琅詩作僅有一

首，即出自江日昇（?-?）《臺灣外紀》
之〈師泉井贊〉，至於提要中的小傳則標

示其生卒年為「?-1696」，11因施琅為率

軍攻臺之滿清名將、受封靖海候、追贈太

子少傅之達官顯宦，其生年殆非難尋，

經查《清史稿》即記載云：「三十五年，

卒於官，年七十六」，12由康熙三十五年

（1696）逆推可知其生年即天啟元年，

13若要再更詳細之記載，則為：「天啟元

年二月十五日傍晚誕生於福建省晉江縣南

潯鄉（今衙口村），康熙三十五年三月

二十一日清晨逝世於廈門任上」。14

《全臺詩》亦收錄施琅兩位兒子施世

綸與施世驃之詩作，關於施世綸之小傳有

云：「施世綸（?-?），字文賢，號潯江。
施琅之次子，以蔭生知泰州，官至兵部侍

郎，康熙二十二年（1683）隨施琅征臺。
著有《潯江詩草》、《南堂集》二十卷」，
15此段敘述所根據者為連橫（1878-1936）
《臺灣詩乘》，文句十分相似：「世綸字

文賢，號潯江，以蔭生知泰州，歷官至兵

部侍郎，出為漕運總督，以廉明稱。著《潯

江詩草》及《南堂集》」，16其中可再補

訂者有三：第一，生卒年方面，雖然《福

建通志》只記載其卒年為「六十有四」，
17不過翻檢《八旗通志》則有記載：施世

綸「六十一年五月卒於官，年六十四」，
18林之濬（?-?）〈潯江施公傳〉亦云：「康
熙壬寅五月卒於位，年六十四」，19壬寅

年同樣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由此可

9 諸如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名權威資料庫」、國家圖書館「臺

灣記憶」系統、臺灣大學數位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愛如生公司「中國基本古籍資料庫」、

「中國方志庫」等。
10 因《全臺詩》本身即按照詩人生年排序，本文述及之詩人，次第亦與之相同，俾便讀者比對查考，至於每

位詩人需補正之項目或多或少，情況或同或異，其實無法按照主題而分類，故仿《史記．列傳》之「合傳」

體例（如〈管晏列傳〉、〈樊酈滕灌列傳〉、〈傅靳蒯成列傳〉等），將年代相近之詩人合為同一章節而

論述之。
11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78。
1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史稿臺灣資料集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506。
13 關於施琅生卒年為「1621-1796」之記載，亦見於其他工具書，譬如：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
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319-20；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578。

14 施偉青，「施琅述評」，在施琅研究，施偉青主編（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1。
15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79。
16 連橫，臺灣詩乘（臺北：大通書局，1987），21。
1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列傳選（臺北：大通書局，1987），108。
18 鄂爾泰（清）等修，八旗通志（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4551。
19 參看施世綸（清），南堂詩鈔，雍正四年（1726）施廷翰刻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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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算其生卒年為「1659-1722」。20第二，

施世綸並非「官至兵部侍郎」而「出為漕

運總督」，乃是「官至漕運總督」，21惟

當時總督依例加銜「兵部右侍郎」以及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而已。22第三，施

世綸之代表著作，在《福建通志》、23《八

旗詩話》、24《全閩詩話》25以及《國朝

詩人徵略》26皆舉其《南堂詩鈔》（見圖

1），似宜從之。

《全臺詩》中的施世驃小傳則為：

「施世驃（?-?），字文秉；施琅第六子。
從軍臺灣有功，授左都督銜，官至福建水

師提督。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之
役，統兵入臺，卒於軍次，諡勇果」，
27可增補者為其生卒年、字號以及出身：

「1667-1721」、「一字怡園」、「福建
晉江人，隸漢軍鑲黃旗」。28

同樣收錄在第一冊的陳元圖，雖現

存詩文作品甚少，然而其〈明寧靖王傳〉

卻是瞭解朱術桂生平之極具重要性與代表

性之文獻，與其詩作〈輓寧靖王〉都表現

出對於這位前朝王爺與東寧王國的哀悼

之意，至於其身分是明鄭遺臣或是清帝國

領臺之後才來臺遊宦者，尚待查考。《全

臺詩》提要之小傳僅卅字左右：「陳元圖

（?-?），清康熙年間（1662-1723）浙江
會稽人。以下詩作據清修臺灣方志所引輯

錄」，29未見字號、文壇交遊以及作品著

錄等，稍顯簡略，或可訂補重撰如下：

20 鄧之誠云：施世綸「卒於康熙六十一年，年六十五」，參看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644；江慶柏亦據之而將施世綸生卒年標示為「1658-1722」，此乃享年歲數誤記所致，參看江慶柏，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579。

21 張維屏（清），國朝詩人徵略（臺北：明文書局，1985），759。
22 「故事，直省總督、巡撫命下日，吏部疏請應否加銜。近年必奉旨允准，幾成一定之制。總督例加兵部尚書、

右都御史，巡撫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河督、漕督兼銜，同於巡撫」，參看福格（清），聽雨叢談（北

京：中華書局，1997），135。
2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福建通志列傳選，108。
24 法式善（清），八旗詩話（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642。
25 鄭方坤（清），全閩詩話，乾隆十九年（1754）詩話軒刻本，9：43。
26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759。
27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423。
2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耆獻類徵選編（臺北：大通書局，1987），680-2；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
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325。

29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80。

圖 1　施世綸《南堂詩鈔》雍正四年（1726）施
廷翰刻本內頁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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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元圖（?-?），字易佩，浙江會稽（今紹
興）人。康熙廿二年（1683）滿清領有臺
灣之後，曾與明鄭遺老沈光文、首任諸羅

知縣季麒光（?-?）以及其他在臺文士如韓
又琦（?-?）、趙行可（?-?）、鄭廷桂（?-
?）、林奕丹（?-?）、吳蕖（?-?）、楊宗
城（?-?）、王際慧（?-?）等共組詩社「東
吟社」，彼此唱和，詩作輯為《東寧詩》，

又名《福臺新詠》，現已散佚。今存其詩

與文各一篇，30即〈輓寧靖王〉與〈明寧

靖王傳〉，見於《臺灣府志》、《重修臺

灣府志》、《鳳山縣志》等方志。31

參、 王善宗、齊體物與高拱

乾等

在《全臺詩》錄有〈臺灣八景〉組詩

的王善宗，提要之小傳僅約卌字：「王善

宗（?-?），山東諸城人。清康熙十八年
（1679）武進士。康熙二十九年（1690）
來臺，擔任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之職」，
32因遊宦文人之來臺與離臺年分皆為重要

之資訊，此段描述缺少了前者，經翻檢相

關文獻，發現可再補上：「康熙三十四

年（1695）秩滿升任陝西興安白土關守
備」，33進一步明確標出其離臺之年分與

緣由。

齊體物在《全臺詩》中的詩作不少，

共有廿八首，〈竹溪寺〉、〈赤嵌城〉、

〈臺灣八景〉等皆屬佳作，然而傳記資

料主要僅參考《臺灣府志》，顯得較為

簡省：「齊體物（?-?），號誠菴。滿
州〔洲〕人，漢軍正黃旗。清康熙丙辰

年（1676）進士。康熙三十年（1691）
由漳州海防同知調任臺灣府海防捕盜同

知」，34同樣缺少離臺年分，若要讓讀者

對這一位頗具重要性的遊宦詩人有更為

完整之瞭解，或可將其仕宦經歷敘述得較

為完整：「康熙十九年（1680）任山東招
遠知縣，35二十八年（1689）陞任漳州海
防同知，36三十年（1691）任臺灣府海防
捕盜同知，37三十三年（1694）曾署臺灣
知府，38三十六年任貴州黎平知府」。39

高拱乾不僅以〈臺灣賦〉聞名（該篇

為臺灣方志中收錄次數最多的賦作），40

30 張子文稱陳元圖「殘篇零什，散見於《重修臺灣府志》中，約略計之，可得十餘篇」，參看張子文、郭啟傳、

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502；劉昭仁則云：「陳元圖⋯⋯，著作遺稿，除見自《府志》
輓寧靖王的律詩一首及幾篇『傳記』外，未見有其他的作品」，參看劉昭仁，海東文獻初祖沈光文（臺北：

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6），99。其實，目前所見僅有其詩作與傳記散文各一篇而已。
31 黃叔璥（清），臺海使槎錄（臺北：大通書局，1987），74；蔣師轍（清），臺游日記（臺北：大通書局，

1987），92；高拱乾（清），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254；范咸（清），重修臺灣府志（臺
北：大通書局，1987），799。

32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89。
33 高拱乾，臺灣府志，85；周元文（清），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110。
34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91。
35 李蔭（清）等纂修，招遠縣續志，道光二十六年（1846）刻本，2：11。
36 謝道承、劉敬與（清）總輯，福建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27：56。
37 王必昌（清）總輯，重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276。
38 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A088；鄭喜夫纂修，重修臺
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8：29。

39 靖道謨（清）主纂，貴州通志，乾隆六年（1741）刻嘉慶修補本，18：36；陳瑜（清）纂輯，黎平府志，
光緒十八年（1892）刻本，6上：35。文中作「徐體物」，屬音近而誤。

40 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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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臺詩》亦收錄〈東寧十詠〉、〈臺

灣八景〉等詩作共廿二首，小傳資料為：

「高拱乾（?-?），號九臨。陜西榆林人。
廕生。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任分巡臺
廈兵備道，康熙三十四年（1695）秩滿陛
浙江按察使」，41其來臺前之仕宦履歷應

可補上：「歷任安徽廣德知州、42山東臨

清關監督、43江西瑞州知府、44福建泉州知

府 45」，至於「秩滿陛浙江按察使」之「陛」

應作「陞」，在斠讎學上屬於形近而誤，

雖十分明顯，卻也被多次引用承襲，如研

究論文邱清麗〈清代臺灣形勝賦與漢代「散

體大賦」體裁的比較〉、46網站「愛詩網．

臺灣古典詩主題詩選資料庫．2016游覽與
感懷」47之中關於高拱乾之簡介皆然。

林慶旺在《全臺詩》共有詩作十三

首，其小傳云：「林慶旺（?-?），福建
晉江人。清康熙副榜貢生。康熙三十四

年（1695）任臺灣府學教授，秋滿陞

山西屯留知縣」，48 文中「秋」應改為

「秩」，且來臺之前之仕宦履歷可再增

補：順治十六年（1659）任福建莆田縣
學訓導、49 康熙二十年（1681）任福建
福安縣學訓導。50

李中素在臺詩作僅見一首〈題畫秋

村疊嶂圖〉，《全臺詩》之提要云：「李

中素（?-?），字鵠山，湖北麻城人。貢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臺灣知縣。申
救冤獄，善教諸生，以勤職卒於官」，51既

云「卒於官」，則卒年蓋即繼任者接篆之

年，52經查其繼任者之相關記載為：「盧

承德：鑲黃旗人，官生。康熙三十六年

任」，53由此可知李中素之卒年應為康熙

三十六年（1697），在《臺灣歷史人物小
傳—明清暨日據時期》之中，其生卒年

即標示為「?-1697」。54關於其來臺之前

之經歷，根據其他方志亦可補上「歷任湖

南湘鄉教諭、嶽麓書院山長、福建閩縣教

諭」。55

41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199。
42 何紹基（清）等總纂，重修安徽通志，光緒四年（1878）刻本，123：9。
43 「為飭催臺邑交盤錢糧事」，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內閣大庫檔案，檔號：第 104356號，臺灣歷史
數位圖書館，檢索於 2018年 11月 12日，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于睿明（清）修，胡悉寧（清）
纂，臨清州志，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1：44。

44 劉繹（清）等總纂，江西通志，光緒七年（1881）刻本，70：26。
45 陳璸（清）等纂輯，重修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303。
46 邱清麗，「清代臺灣形勝賦與漢代『散體大賦』體裁的比較」，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 130期（2012年 7月）：

32-46。
47 高拱乾，「草堂漫興」，愛詩網，無日期，檢索於 2018年 11月 12日，http://ipoem.nmtl.gov.tw/nmtlpoem? 

uid=44&pid=93
48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213。
49 廖必琦（清）纂輯，莆田縣志，光緒五年（1879）補刊本民國十五年重印本，7：48。
50 張景祁（清）纂輯，福安縣志，光緒十年（1884）刻本，16：25。
51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217。
52 清代州縣官若因病故、丁憂或突患重病而無法視事，州縣官本人或吏目、典史會立刻向督撫或本管巡道報

告，上級長官即馬上派員接署，不至於有懸缺多時之情況。可參看魏光奇，有法與無法：清代的州縣制度

及其運作（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53。
53 劉良璧（清）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360。
54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160-1。
55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424；張雄圖、王文清（清）纂，呂肅高（清）修，乾隆長沙府志（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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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宋永清、林華昌與孫襄等

在臺留下多達卅首詩作的宋永清，

《全臺詩》中的小傳云：「宋永清（?-?），
山東萊陽人。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以
漢軍正紅旗監生任鳳山知縣。善察民情，

雅意文教，頗有宦績。工詩，著有《溪翁

詩草》」，56因文人字號乃基本而重要之

資訊，故宋永清「號澄庵」57似宜補入，

此外，關於其離臺之年分與緣由亦可補上

「康熙五十一年（1712）秩滿陞直隸延慶
知府」。58

僅輯錄一首〈節婦鄭氏詩〉的林華

昌，提要之傳記資料也頗為簡要：「林華

昌（?-?），福建晉江縣人。舉人。清康熙
四十三年（1704），由漳州府教授調任臺
灣府儒學教授，後陞江南常熟縣」，59並

未表述其為何年舉人、何年離臺，此詩人

生平之重要資訊於臺灣方志之中皆未見記

載，惟若翻檢其故里之《晉江縣志》以

及曾任知縣之《常熟縣志》，即可據以

增補以下兩項：「康熙十一年（1672）
舉人」、60「康熙四十七年（1708）陞任
江南常熟知縣」。61

同樣僅見一首詩作〈節婦鄭氏詩〉的

諸羅教諭孫襄，其生卒年在《全臺詩》提

要標示為「?-?」，62惟相關文獻既云「年

五十四，卒於官」，63且繼任者之資料為

「陳聲：長泰人，丁卯舉人。康熙四十九

年任」，64因接任年分殆即孫襄病卒之年，

故可推算其生卒年應為「1657-1710」。

在《全臺詩》收錄二首詩作的武官張

駥，生卒年也標示為「?-?」，65 惟根據

雍正元年（1723）三月五日〈閩浙總督滿

保為調補征臺有功之洪平事題本〉所云：

「竊照福建澎湖水師右營游擊張駥病故，

遺缺例應調補」，66若按照當時消息傳遞

速度推估（例如這份題本上奏之後，約一

個月左右就獲得御旨回覆），67張駥應屬

當年病故，因此其生卒年實可標上：「?-

1723」。

周鍾瑄（見圖 2）以延聘陳夢林纂修

《諸羅縣志》、諸羅知縣任內廣興水利、68

人民感念恩澤而塑像供奉於今嘉義城隍廟

等事蹟而為後人所熟知，在《全臺詩》收

錄詩作〈水沙浮嶼〉等十五首，其小傳內

容云：

56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51。
57 周元文，重修臺灣府志，73；連橫，臺灣詩乘，117。
58 張子文、郭啟傳、林偉洲，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156-7。
59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61。
60 周學曾（清），晉江縣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819。
61 鄭鍾祥、張瀛修、龐鴻文（清）等，光緒常昭合志稿（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276。
62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67。
63 蔣師轍、薛紹元（清），臺灣通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462。
64 范咸，重修臺灣府志，128。
65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70。
66 覺羅滿保（清），「為循例調補官員事」，雍正元年三月初五日，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檢索於 2018年 11
月 13日，http://thdl.ntu.edu.tw/THDL/RetrieveDocs.php

67 同上註。
68 于蕙清、林鳳㛇，「周鍾瑄與曹謹之水治理研究」，正修通識教育學報 7期（2010年 6月）：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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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鍾瑄（?-?），字宣子。貴州貴筑
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舉人。
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五十五年
（1716）間擔任諸羅縣令，有鑑於
諸羅為新闢之地，土曠人稀，所以

特加擘畫，俾使地盡其用，人獲其

利，尤其用心修築陂塘水圳，蓄洩

灌溉得宜，使諸羅縣民富庶，民眾

感念貢獻，立肖像祀奉於龍湖巖。

又鑑於康熙年間臺灣府志雖曾多次

纂修，卻未修過縣志，乃延攬修志

能手漳浦諸生陳夢林來臺纂修諸羅

邑志，嘉慶間謝金鑾續修《臺灣縣

志》時，稱《諸羅縣志》為「臺灣

方志中之第一」；連橫《臺灣通史》

也讚譽此書為臺灣方志中之善本。

朱一貴事件平定後，在康熙六十一

年（1722）來任臺灣知縣，為使縣
內境安，雍正元年（1723），進行
圍城工事，以木城為周，並設四大

門、三小門，作為防禦出入的掌控，

又於同年重修臺灣縣儒學，致力文

教，眾民咸感其德。69

文中對於在臺仕宦之敘述頗為詳細，

惟仍缺少其生卒年、擔任臺灣知縣迄於何

年、來臺之前與離臺之後的仕宦履歷等，

經由翻檢中國方志以及相關研究論文即

可獲得解答，譬如《貴州府志》即記載

周鍾瑄「乾隆八年始離荊州⋯⋯二十八

年卒，年九十二」，70可推定其生卒年為

「康熙十一年（1672）至乾隆二十八年
（1763）」，71並且透過其他文獻也知道

他的完整仕宦經歷是：康熙五十一年任

福建邵武知縣、72康熙五十三年任諸羅知

縣、康熙五十六年（1717）俸滿陞授山
東高唐知州、73康熙五十九年（1720）捐
陞吏部員外郎、74康熙六十一年任臺灣知

縣、雍正三年（1725）曾署臺灣海防同

69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85。
70 蕭琯（清）纂輯，貴陽府志，咸豐年間刻本，76：21。
71 目前所見部分研究成果雖然正確的記載周鍾瑄之逝世年分為 1763年，不過誤以實歲 92歲計算，故將其之
生年誤記為 1671年，譬如張彥夫，「剛正愛民的黔籍名宦周鍾瑄」，貴州文史叢刊 1993年，6期（1993
年 6月）：12-5；朱崇演，「周鍾瑄對開發臺灣的貢獻」，貴州文史天地 1994年，1期（1994年 1月）：
32-4；朱國梅，「享譽臺島，政聲卓著的周鍾瑄」，貴州文史叢刊 1995年，6期（1995年 6月）：22-23。

72 王琛（清）纂輯，重纂邵武府志，光緒二十六年（1900）刻本，14：29。
7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為密封保奏事」，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上海：

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3：698-700。
74 蕭琯纂輯，貴陽府志，76：1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為密封保奏事」，3：698-700。

圖 2　周鍾瑄畫像

資料來源： 朱崇演，「周鍾瑄對開發臺灣的貢獻」，

貴州文史天地 1994 年，1 期（1994 年 1
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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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75雍正四年（1726）因遭巡臺御史禪

濟布參劾而解職、76洗刷冤屈之後在雍正

八年（1730）任荊州知府、77雍正十一年

（1733）因荊倉米石虧缺等事而遭革職 78

等，可見他雖然頗能為民興利然而恐因不

想同流合污於當時官場習氣，特立獨行，

導致多次被以各種藉口打壓，仕途頗為

坎坷，不過仍然堅毅自持，經歷康雍乾三

朝，獲享耆壽。

伍、 施士安、黃叔璥與李丕

煜等

在《全臺詩》僅收一首詩作〈依仁

晚道〉的在地文人施士安，其提要之小傳

云：「施士安（?-?），字伯欽，清康熙

五十四年（1715）例貢。參與監刻《重修

福建臺灣府志》。乾隆三年（1738）曾於

彰化地區修築八保圳陴」。79缺其生卒年、

里居、出身等，許多重要的生平敘述亦未

述及，根據相關史料文獻，可以補上以下

數項重要資料：生卒年為「1694-1749」、

籍貫與出身為「原籍鳳山縣，後遷諸羅

縣，即八堡圳興築者施世榜之長子」、重

要事蹟有「捐資二百兩修葺鳳邑學宮，又

置田千畝，充海東書院膏火」等。80

黃叔璥（1682-1758）以《臺海使槎
錄》獲享盛名，在《全臺詩》亦輯錄其詩

作共卅六首，提要之小傳敘述其生平頗為

完整扼要，惟文中敘述黃叔璥甫蒞任巡視

臺灣監察御史之際，「當時臺灣甫經朱一

貴事件，黃叔璥安輯流亡，掃除朱氏殘餘

勢力」，81殆參考《清史列傳選》所云：

「至則翦餘孽、釋脅從，反側遂安」，82

觀乎相關方志所載：「辛丑之變，群賊俱

巳〔已〕伏誅；惟王忠潛匿，年餘未獲。

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璥等摺奉勒限緝

拿，總督覺羅滿保以中營千總何勉嘗出力

用命，專委搜緝」，83亦與實情相符。惟

小傳中遣辭用句似頗採滿清帝國之官方立

場，其實當時臺灣吏治敗壞、剝削嚴重，

苦難人民在朱一貴領導之下揭竿起義，頗

具正當性，雖然最後不幸失敗，但是卻是

臺灣史上唯一的一次攻下府城、光復全島

之起義行動，嚴重打擊了封建殖民政權，

7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為奏臺地官員罰俸事」，雍正三年十月十八日，在雍正朝內閣六科史書．吏科（桂

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23：237-40。
76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為奏臺灣縣解任知縣周鍾瑄遭搆陷事」，雍正四年三月十日，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臺

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7），5：693。
77 倪文蔚（清）纂輯，荊州府志，光緒六年（1880）刻本，38：15。
7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為周鍾瑄玩誤怠忽職守恭請革職治罪事」，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六日，在軍機檔

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微捲 1．雍正內政：240-5。
79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98。
80 楊二酉（清），「臺灣諸羅縣貢生施士安請捐置水田千畝」，在明清宮藏臺灣檔案匯編，臺灣歷史數位圖

書館，檢索於 2018年 11月 12日，http://thdl.ntu.edu.tw/index.html；王瑛曾（清）編纂，重修鳳山縣志（臺
北：大通書局，1987），254；鄧傳安（清），蠡測彙鈔（臺北：大通書局，1987），39；黃富三，臺灣水
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6），128-41。

81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399。
8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清史列傳選（臺北：大通書局，1987），170。
83 劉良璧纂輯，重修福建臺灣府志，476-7。
84 顧敏耀，「藍鼎元傳記資料考述—兼論其〈紀水沙連〉之內容與意涵」，成大中文學報 42期（2013年 9
月）：13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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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敗猶榮，84若改稱黃叔璥「鎮壓朱一貴

殘部」或「打擊倖存的朱一貴勢力」等，

似乎較為貼近臺灣人民之立場。85

在臺詩作留有四首的遊宦文人李丕

煜，其小傳云：「李丕煜（?-?），直隸
灤州人。清歲貢。康熙五十六年（1717）
由南平知縣轉調鳳山知縣。重修縣署學

官，頗有作為」，86缺少關於字號以及離

臺年分之記載，在詹雅能《鳳山縣志．點

校說明》則有較為完整之小傳：「李丕煜，

字昞叔，一字省齋，直隸灤州人，歲貢生。

康熙五十四年任南平知縣，五十六年春由

南平縣調補鳳山知縣。在臺任職期間曾捐

俸建城隍廟，重修縣署、儒學及文廟，並

纂輯完成第一本《鳳山縣志》。後於康熙

六十年陞任安徽穎州知州」，87與《南平

縣志》88以及《江南通志》89中關於李丕

煜之仕宦履歷敘述相符，足資參照。

《全臺詩》錄有三首詩作的吳觀域，

其生卒年標示為「?-?」，來臺仕宦歷程
則云：「康熙五十九年（1720）任臺灣縣
知縣。調任臺灣甫一月，遇朱一貴事件。

平定之後，被議」。90實則吳觀域在朱一

貴起義之際，因與其他文武官員一同倉皇

乘船逃亡至澎湖，到了翌年，「十有二月，

總督滿保在廈親審諸文員，將原任臺廈道

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域、朱夔、

知府王珍屍柩，委海澄營遊擊安奎，賫令

箭押送之臺，十有八日甲戌決于市」，91

亦即所謂「被議」並非僅是革職而已，乃

是「斬立決」，日期為康熙六十年十二月

十八日（1722 年 2 月 3 日），此可作為
其卒年標示之依據。

王禮在《全臺詩》中有詩作七首，

小傳資料為：「王禮（?-?），字立山，
順天宛平人。清監生。康熙五十八年

（1719）任臺灣海防同知。康熙六十年朱
一貴事件曾退至澎湖，事件平定後被議。

任中聘陳文達修《臺灣縣志》、《鳳山縣

志》」，92其卒年依據前文所述，同樣可

標示為 1722年，在臺仕宦經歷則可略加
增補「康熙五十八年（1719）任臺灣海防
同知，同年秋攝理臺灣知縣」。93

陸、結論

本文以《全臺詩》第一冊之清領初

期文人為考證論述對象，利用各數位資料

庫以及相關文獻史料，對於第一冊諸多詩

人之小傳資料進行考證訂補，關於其生卒

年、在臺時間、仕宦經歷、生平事蹟等有

85 可參考學者林美容之論述：「人民史觀就是從人民的立場來看歷史，而不是從統治者的立場來看歷史，官

方的歷史不是全部的歷史，人民的歷史才是真實的歷史」、「這一套人民的史觀如果沒有去適當地瞭解、

發掘，我們對這塊土地及其過往，就無法產生切身的聯繫，放任自己歷史的解釋權被剝奪，就是放棄作為

主人的權利，就是放棄先人們在臺灣努力奮鬥的成果」。參看林美容，臺灣文化與歷史的重構（臺北：前

衛出版社，1996），55。
86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416。
87 詹雅能，「點校說明」，在鳳山縣志，李丕煜（清）主修（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13-14。
88 朱夔（清）纂輯，南平縣志，康熙五十八年（1719）刻本，11：7。
89 尹繼善（清）纂輯，江南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10：20。
90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421。
91 藍鼎元（清），平臺紀略，龍威祕書本，39。
92 施懿琳主編，全臺詩，1：418。
93 王禮（清）主修，臺灣縣志（臺北：大通書局，19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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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為精確之掌握。譬如：施琅之生卒年

應為 1621-1696，施世綸為 1659-1722，
施世驃為 1667-1721。王善宗可補上其離
臺年分與緣由：「康熙三十四年（1695）
秩滿升任陝西興安白土關守備」，齊體物

之仕宦經歷亦可增補山東招遠知縣、漳州

海防同知、臺灣知府、貴州黎平知府。高

拱乾則可增補其來臺前之仕宦履歷：安徽

廣德知州、山東臨清關監督、江西瑞州知

府、福建泉州知府。林慶旺來臺之前之仕

宦履歷可再增補：福建莆田縣學訓導以及

福建福安縣學訓導。李中素來臺前則曾歷

任湖南湘鄉教諭、嶽麓書院山長、福建

閩縣教諭。宋永清可補上字號「號澄庵」

以及離臺年分與緣由：「康熙五十一年

（1712）秩滿陞直隸延慶知府」。林華昌
可增補以下兩項：「康熙十一年（1672）
舉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陞任
江南常熟知縣」。周鍾瑄則可補上生卒年

1672-1763，以及完整仕宦履歷：福建邵
武知縣、諸羅知縣、山東高唐知州、吏部

員外郎、臺灣知縣、臺灣海防同知、荊州

知府等。

諸如此類，本文乃不揣淺陋，嘗試

拋磚引玉，或可作為全臺詩數位資料庫日

後更新修訂之參考，同時也期盼未來有更

多關於《全臺詩》作者小傳之研究成果問

世。

謝詞

承蒙本刊三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許多

寶貴意見，深感受益良多，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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