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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現存宋元啟劄類書是《全宋詞》未收詞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慶壽門」所收壽詞

的部分。本文首先比較日本尊經閣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中國國圖本《新編事文

類聚啟劄雲錦》的版本異同，釐清二書收詞的情況，由此判定《啟劄雲錦》由《啟劄天章》

剜改補版，補版部分主要在目錄及卷末。其次，「慶壽門」為啟劄類書所收最多詞作之門

類，文中考察與《啟劄天章》「慶壽門」有相似編排的靜嘉堂本《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

大德本《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三書互見之詞頗多，可據以補足《啟劄天章》引詞之

來歷，同時用以校勘現存《全宋詞》錄詞。最後，從《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所收 215

首詞整理出《全宋詞》等補輯之未收詞 46 首，為宋詞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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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宋元啟劄類書向來是保存宋代詩詞文獻的淵藪，1王仲聞與唐圭璋二先生討論《全宋

詞》的編纂體例，針對《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以下簡稱《截江網》）、《翰墨大全》等書

的輯錄情形，相繼商討如：「斷句」的認定、無名氏詞的歸屬、類書互見的情況等問題及

處置方式。2相關成果後來收編於《全宋詞》之中，1965 年版《全宋詞》於「凡例」指出

詞作底本：「是編採用詞集底本，以善本、足本為主。……其有較善之刊本而未能寓目者，

如《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僅見元刊而未見宋刊……元刊元印《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

丁集、壬集亦有缺葉而均未見完本，請俟諸他日。」3說明當時因為條件限制，未能充分利

用更完足的善本。卷首「引用書目」有《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6 卷（元刊本，北京圖書

館藏〔案：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204 卷（元刊初印本，中國

科學院圖書館藏）、《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127 卷（元刊本配抄本，南京圖書館藏）、

《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景印元泰定本），4其中無名氏的作品多來自於這些類書。 

近日各國圖書館相繼開放電子資料庫，有助於善本蒐羅、輯佚，當年唐圭璋、王仲聞

諸人未能親睹的善本，仍有機會補足。以《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為例，唐、王當時所利

用僅及中國國圖所藏《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6 卷本，此本為宋本舊版之庚集「慶壽門」，

剜去卷端「庚集」字樣，加刻目錄重印，以殘本代全本。而靜嘉堂文庫所藏全本《截江網》

共 68 卷，可補者猶多。5如佘筠珺即在靜嘉堂文庫藏本的基礎上補輯 140 首《全宋詞》未

收詞。6 

又如唐、王編《全宋詞》所參考之《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底本最全，存 205 卷（「引

                                                        
1  這類書籍以「啟劄」為訴求，書名多有「啟劄」字樣，如《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

啟劄雲錦》、《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仝建平稱之為「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本文省稱為「啟劄類

書」。 
2  王仲聞撰、唐圭璋批注：《全宋詞審稿筆記》（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如〈截江網收無名氏二詞

如何處理〉，頁 98；〈翰墨大全後戊集仍有斷句〉，頁 103；〈翰墨大全各詞錯別字多〉，頁 145；〈翰墨

大全尚有斷句待錄核〉，頁 174；〈截江網鵲橋仙祝壽詞兩首文字相同，作者署名不同〉，頁 189。他

例尚多，不逐一列舉。 
3  唐圭璋編：〈凡例〉，《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3-14。 
4  唐圭璋編：〈引用書目〉，《全宋詞》1965 本，頁 39。1999 年重新排印時，沿用並未增加。 
5  宋‧佚名編：《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靜嘉堂文庫所藏宋開慶間序刊本）。 
6  佘筠珺：〈靜嘉堂文庫本〈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に見える宋詞——《全宋詞》輯補一百四十首〉，

日本詞曲學會編《風絮》第 14 號（2017 年 12 月），頁 72-120。另有佘筠珺：〈靜嘉堂所藏《新編通

用啓劄截江網》之版本考訂及其宋詞輯錄情况〉，《古典文獻研究》第 22 輯上卷，（南京：鳳凰出版

社，2020 年 1 月），頁 127-135。《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曾由「中華再造善本」複製中國國圖本，

易於取得，臺灣國家圖書館另藏一舊抄本，善本編號 15480，據中國國圖影抄，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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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書目」誤作 204 卷），今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仝建平認為此書乃明初覆刻大德本，

全書應有 208 卷，缺戊集後 3 卷，即卷 11 至卷 13。大德本系統亦有配補、殘缺之情況，

如黑龍江圖書館所存 145 卷本，只存前集部分，缺後集。而臺灣國家圖書館藏 194 卷本是

覆刻大德本，乙集、丁集配補明初本。7現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的明初本 134 卷

已經過大量刪減，尤其在佚詞 8較集中的丁集「慶壽門」卷四，所編「排日詩詞擷英」已

改為摘句節錄，輯佚價值不大。9不過，仝建平雖詳細探討《翰墨大全》之版本與影響，卻

是以明初本來討論「前集」之編排，而非大德系統本；「後集」方利用大德系統本，不明

何故。10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翰墨大全》所失收戊集之後 3 卷為「祭禮門」，而普林斯頓大

學圖書館藏本亦 145 卷，正是大德系統之前集，末 3 卷不缺，11此 3 卷所錄內容並無詩詞，

因此，即便《全宋詞》編纂時未見，亦不影響輯錄。 

另外 1965 年版《全宋詞》所附「訂補附記」有唐圭璋、王仲聞在校對過程陸續發現

的新資料，包括元泰定刊本《新編事文類要啟劄青錢》，由此又補輯五首詞。12可見元代啟

劄類書是《全宋詞》整理時重要的資料來源。從 1965 年《全宋詞》出版後，陸續有不少

學者進行補輯，包括 1979 年《全宋詞》「訂補續記」增補詞作 28 首，131981 年孔凡禮《全

宋詞補輯》據中國國圖藏《詩淵》抄本補收 430 餘首詞，14成果收到 1999 年新的《全宋

詞》排印本。15之後的補輯還包括黃文吉〈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

及其價值〉找出 60 首宋人佚詞，16而王兆鵬〈詞學秘笈〈天機餘錦〉考述〉則對誤題作者

                                                        
7  仝建平：《《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51-52。另參元‧

劉應李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國家圖書館藏明初覆元大德十一年（1307）刊巾箱本，善本

編號 07933，明初）。覆大德本卷端大多作「翰墨大全」，明初本改作「翰墨全書」。 
8  本文旨在蒐集《全宋詞》未收詞，孔凡禮〈關於《詩淵》和《詩淵》中的宋詞佚詞〉，孔凡禮：《全

宋詞補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1-7，引「佚詞」一語。加之唐圭璋編《全宋詞》「編訂

說明」曾指出「除了在各種詞選中搜集資料以外，某些類書如《全芳備祖》、《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

《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都是輯佚的淵藪。」（《全宋詞》1965 年版，頁 9）亦作「輯佚」。本文

循前賢之例，亦以「佚詞」稱之。 
9  元‧劉應李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

書》第 169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5 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初刊本影印），頁 256-265。 
10  仝建平：《《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研究》，頁 68-89。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 年）亦有專章討論，頁 121-202。 
11  元‧劉應李編：《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明初覆大德本，明初）。 
12  唐圭璋編：《全宋詞》，頁 3901-3921。包括別集卷六輯得〈青玉案〉及〈水龍吟〉各 1 首，續集卷十

輯得〈西江月〉3 首。 
13  唐圭璋編：《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3 月四刷）「重印說明」說明編改情況，署 1979 年

3 月。 
14  孔凡禮輯：《全宋詞補輯》。 
15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 
16  黃文吉：〈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餘錦》之成書及其價值〉，《黃文吉詞學論集》（臺北：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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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所考辨。17鄧子勉、錢建平〈宋詞輯佚十四首〉從《永樂大典》卷 14125 輯錄 14 首。18

李裕民〈《全宋詞》補正〉根據《西清詩話》補輯 9 首詞。19周篤文〈《全宋詞》輯佚增補〉

從《禪宗語錄輯要》、《五燈會元》、《東山外集》三書輯錄佚詞 176 首。20彭志〈《全宋詞》、

《全金元詞》輯補二十家三十七首〉從地方志、道觀志輯錄宋佚詞 13 首。21湯華泉〈《全

宋詞》拾補九十二首〉主要來源為《永樂大典》與佛、道二藏。22萩原正樹〈和刻本『事

林廣記』に見える宋詞について——『全宋詞』未收「迎仙客」詞六首——〉輯自和刻本類

書。23其他校補者尚多，茲不備述。上述《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事林廣記》為宋元類

書，《詩淵》、《天機餘錦》為孤本秘笈，殆已難有所發現，故後來多由筆記、佛道二藏翻

檢，如李裕民、周篤文、彭志大致著力於此。由於史料來源屬性之差異，啟劄類書所錄詞

多集中在慶壽一門，其中大多數已見於《全宋詞》，部分收錄於佘筠珺的輯錄，與上述成

果並不相重疊，由「附表二：《啟劄天章》「慶壽門」所錄詞作互見表」可知相關情況。 

本文從元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輯錄《全宋詞》佚詞 46 首，該書亦屬罕見

之啟劄類書，現存兩部：一是日本尊經閣藏本，以下簡稱《啟劄天章》；24一為中國國圖藏

本，為後出本，於舊版重印時略有編改，易名為《啟劄雲錦》。經「中華再造善本」重製。

25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對中國國圖本《啟劄雲錦》之版本、編排等有專

章討論，並從《日藏漢籍善本書錄》知悉日本尊經閣藏有《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雖

未睹原書，然由於《啟劄雲錦》十集中有八集亦署名為《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推測

尊經閣本《啟劄天章》可能與國圖本《啟劄雲錦》為同一系統。26經筆者訪查，尊經閣本

《啟劄天章》為前印本，二本為同一系統，《啟劄雲錦》係出同一批版片補版、加刻目錄

的修補本。仝建平又於〈國圖藏元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探微〉指出： 

                                                        
灣學生書局，2003 年），頁 161-190。 

17  王兆鵬：〈詞學秘笈〈天機餘錦〉考述〉，《文學遺產》1998 年第 5 期（1998 年 10 月），頁 41-53。 
18  鄧子勉、錢建平：〈宋詞輯佚十四首〉，《文教資料》1999 年第 2 期（1999 年 1 月），頁 120-123。 
19  李裕民：〈《全宋詞》補正〉，《晉陽學刊》2001 年第 2 期（2001 年 3 月），頁 108-109。 
20  周篤文：〈《全宋詞》輯佚增補〉，《詞學》第 22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295-

321。 
21  彭志：〈《全宋詞》、《全金元詞》輯補二十家三十七首〉，《社會科學論壇》2016 年第 7 期（2016 年 7

月），頁 50-60。 
22  湯華泉：〈《全宋詞》拾補九十二首〉，《詞學》第 40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 年），頁

312-331。 
23  日‧萩原正樹：〈和刻本『事林廣記』に見える宋詞について——『全宋詞』未收「迎仙客」詞六首

——〉，《日本宋代文學學會報》第 8 號（2021 年 12 月），頁 131-160。 
24  元‧佚名編：《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日本尊經閣文庫藏元刊本）。 
25  元‧佚名編：《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編委會編：《中華再造善本》（北京：北

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年，據元刊本重製）。 
26  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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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戊集卷六「排日詩詞‧十三日」之劉鑒詞〈沁園春‧壽

葉西澗母〉，《全宋詞》未收。《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戊集卷六「排日詩詞‧初

九日」黎所寄〈燭影搖紅‧壽袁守魏雪軒〉詞，《全宋詞》未收黎所寄。此外，尚

可以輯補《全宋詞》作者姓名無考者數首，沒有輯錄《全宋詩》、《全宋文》價值高。

27 

 
可據《啟劄雲錦》補《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經筆者比對，尊經閣本《啟劄天

章》、中國國圖本《啟劄雲錦》兩書計有 44 闋《全宋詞》未收詞重疊，而《啟劄天章》多

了丁集卷三冠禮門之〈沁園春〉（曾記昔年）、壬集卷七干求門〈沁園春〉（隨雁南翔）計

2 首，因此共可補詞計 46 首。 

本文首先考察尊經閣藏本與中國國圖藏本之差異；其次，根據收詞最多的「慶壽門」

論列《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與《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在

編排、取材方面的互見關係，最後通盤調查該書收詞情況，輯錄《全宋詞》與近人未收之

佚詞 46 首，作為補訂《全宋詞》之參考資料。 

二、《啟劄天章》之版本考察 

由藏書印可見尊經閣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中國國圖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

雲錦》兩部書的遞藏情形，《啟劄天章》有「金澤學校」藏印，於江戶時期或為藩校收藏，

書籍入庫後並無流通；反觀《啟劄雲錦》有明顯的遞藏軌跡，藏印數量多，歷代藏書著錄

或有記載。本節首先討論《啟劄天章》、《啟劄雲錦》的版本特徵及流傳，以見先後影響關

係，並指出牌記所呈現的特殊現象。其次，比較二本異同，以作為史料利用的依據。 

(一)傳本之版本特徵 

1. 尊經閣文庫《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藏於前田育德會尊經閣文庫，書多破損，曾以金鑲玉重新

                                                        
27  仝建平：〈國圖藏元刊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探微〉，《廣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55 卷第 2 期（2019 年 3 月），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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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幀。書高 18.5 釐米，廣 11.7 釐米，其版框高 15.3 釐米，廣 10.2 釐米，共分 18 冊。版

框大小與中國國圖本相近，版面相同，為同一版片重印，偶有抽換版片。 

首列「綱目」，首行作「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綱目」，分類與《啟劄雲錦》同，有「金

澤學校」朱文長方印、「明德」朱文方印。各卷子目錄分甲至癸 10 集，甲集至庚集各分 6

卷，辛集 5 卷、壬集 9 卷、癸集 7 卷，計 63 卷，每半葉 13 行，行 22 字。目錄與中國國

圖本版片不同。 

2. 中國國圖本《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由「中華再造善本」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刊本重製，分

16 冊。《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金元編》提要云：「元刻本。框高 15.5 釐米，寬 10.2 釐

米。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左右雙邊。」28版面同《啟劄天章》。又云： 

 
書中藏印有「星吾海外訪得秘笈」、「飛青閣藏書印」等，可知此書爲清末楊守敬

從日本購回之物。29 

 
二方藏印見於丁集卷四首葉，並非各集皆有。又，楊守敬（1839-1915）《日本訪書志》未

著錄此書。「中華再造善本」「總目」首葉另鈐有「黃絹幼婦」不規則朱印、「讀杜草堂」

朱文方印、「天下無雙」朱文方印、「海鹽張元濟經眼」、「涵芬樓」朱文長方印，卷端又有

「寺田／盛業」白文方印、「字士弘／號望南」朱文方印。知該書曾由日本藏書家寺田望

南（1849-1929）收藏，後由楊守敬帶回中國，傳入張元濟（1867-1959）手中，後藏於涵

芬樓，《涵芬樓燼餘書目》有著錄。30此書最後進入北京圖書館，即今中國國家圖書館。 

關於「雲錦」之名，楊士奇《文淵閣書目》卷三載：「《啟劄天機錦》一部 5 冊（闕）」、

「《啟劄雲錦囊》一部 10 冊（闕）。」31知明代內府曾藏有二書，明代前期已闕。其後，錢

謙益《絳雲樓書目》記載《啟天機錦》一書，不著撰人與卷次，32今不傳。諸本書名與中

國國圖本《啟劄雲錦》頗為近似，蓋取義於「天機雲錦」，有巧奪天工之意，而尊經閣文

                                                        
28  唱春蓮：〈《啟劄雲錦》提要〉，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編委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金元編》（北

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年），頁 1147-1148。 
29  中華再造善本編委會編：《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金元編》，頁 1147-1148。 
30  張元濟；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年）中冊，頁 621。 
31  明‧楊士奇編：〈盈字號第六廚書目〉，《文淵閣書目》卷十一，收入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

（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頁 148。 
32  清‧錢謙益藏；清‧陳景雲注：〈類書類〉，《絳雲樓書目》卷三，收入嚴一萍編：《百部叢書集成‧

粵雅堂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頁 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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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本《啟劄天章》之「天章」亦屬此命名原則。此外，《永樂大典》仍保留《啟劄雲錦裳》、

《啟劄錦語》、《啟劄淵海》、《啟劄青錢》部分內容，得窺內府所藏啟劄類書之面貌。33而

《四庫全書總目》所載《啟劄雲錦裳》8 卷、《啟劄錦語》7 卷，皆從《永樂大典》輯出，

如《啟劄雲錦裳》提要云： 

 
其書以書劄泛詞分類編次，門目猥雜，字句庸腐，蓋至陋之俗書。然《永樂大典》

全部收之，則猶元以前本矣。34 

 
可知《啟劄雲錦裳》與《啟劄雲錦》編目、性質相近，惟卷次較少。這些啟劄類書在明

代初期有多種流傳，至清代已無相關藏書著錄。今日所存中國國圖本《啟劄雲錦》清末

由楊守敬由日本攜回中國，而尊經閣本《啟劄天章》為日本所藏罕見前印本，兩部啟劄

類書的留存與日本漢籍收藏史息息相關。鎌倉後期至室町時代的中國古籍，大抵透過日

本入華僧侶取得少數漢籍再傳入日本，而武家所成立的學校與文庫，多數由僧侶管理，

《啟劄雲錦》、《啟劄天章》這兩部啟劄類書的來源可能出於相似的管道。35 

(二)傳本異同比較 

1.二本各集卷首「刊記」的特殊現象 

尊經閣本《啟劄天章》、中國國圖本《啟劄雲錦》甲集至癸集的目錄、正文首題多作

「啟劄天章」，中國國圖本有數處例外：首先是總目錄作「啟劄雲錦」；其次，乙集之目錄、

正文首題為「輿地要覽」；丙集作「姓氏源流」，餘者二本正文首題皆作「啟劄天章」。關

於「天章」與「雲錦」之名，多次出現在各集「刊記」，而「天章」、「雲錦」在這系列的

重印、新編過程，透露了舊版與新版之間的競爭關係。《啟劄天章》與《啟劄雲錦》各集

目錄首頁皆有書坊的「刊記」，比對《啟劄天章》、《啟劄雲錦》壬集、癸集的「刊記」，內

                                                        
33  見仝建平：〈《永樂大典》輯佚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第六章，

頁 251-262。 
34  《啟劄雲錦裳》8 卷，清‧永瑢修纂：《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據乾隆六十年

浙本縮印）子部類書類存目一，頁 1163。 
35  《啟劄天章》的「金澤學校」藏印與《金澤泉丘高等學校藏善本解題目錄》所收「金澤學校」印相

同，該印是在明治五年併原來明倫堂藩校改制後使用者。不過該書所錄〈明倫堂書庫〉、〈石川縣勸

業博物館附屬圖書室漢籍目錄〉皆未著錄《啟劄天章》，流傳軌跡較難尋覓，而金澤學校廢止之後，

一部分的書籍又回到尊經閣保存。由於該書早期傳播途徑不明，日本宋元本普遍流傳的情況，僅根

據大庭脩的研究進行推測。日‧大庭脩著，戚印平等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

州：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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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雖同，字體、行款、版式皆不同。（參「圖一：尊經閣與國圖本刊記比較」）且《啟劄雲

錦》的「刊記」較不易辨認，偶有形近訛誤之字，可能是重新製版刊印所致。尊經閣本甲

集之書坊「刊記」云： 

 
是編用「天章」之名，不襲舊也。今百面一新，同軌仝文，則翰墨之文固宜與時俱

新，本堂應新纂集參以時尚（按：國圖本作「持曲」）新製，名公佳作，脫去陳言，

較於舊本為有加矣。     君子幸鑒。（甲集目錄首葉）36 

 
一般來說，元刊本篇首或序文常有「同軌同文」、「大元渾一」等語用現象，刊記之「百面

一新，同軌仝文」，正反映此特色。這類刊記也出現在《翰墨大全》各集首卷卷端，而《啟

劄雲錦》主要列於各集目錄首葉。其次，《啟劄雲錦》將「時尚」改作「持曲」，應是「詩

曲」之訛。可知國圖本《啟劄雲錦》或由於版片漫漶，重刻時有訛誤，當較晚出。既然「天

章」其名其書皆在追求「與時俱新」，何以後印本（國圖本）要改名為「雲錦」？此外，

乙集之後的「刊記」多次提及「雲錦」，那麼「刊記」之「雲錦」與國圖本之「雲錦」有

何關係？ 

 

 

 

 

 

 

 

 

 

 

 

 

 

 

 

                                                        
36  元‧佚名編：《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甲集目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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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尊經閣與國圖本「刊記」比較 

上圖為尊經閣本書影；下圖為「中華再造善本」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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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書坊「刊記」提及「雲錦」者，如： 

 
校之雲錦，其功倍矣。（乙集目錄首葉） 

本堂精加纂集，除舊更新，不泛不畧，視雲錦蓋天淵矣。（壬集目錄首葉） 

刪去塵腐，易以新奇。不冗不畧，視雲錦蓋天囦矣。（癸集目錄首葉） 

 
此數則頗有自詡之意，表明《啟劄天章》在舊有的「雲錦」基礎上踵事增華、更勝一籌。

「雲錦」之名顯然在「天章」刊印時便已經存在，甚至「天章」與「雲錦」彼此之間具有

比較、競爭的關係。如此一來，「天章」、「雲錦」兩者的先後關係便顯得混淆難辨。從前

述各種線索來判斷，如國圖本《啟劄雲錦》刪去卷末若干內容，知尊經閣本《啟劄天章》

應早於《啟劄雲錦》。或存在幾個可能：一、可能存在一個不同於國圖本《啟劄雲錦》的

「雲錦」，作為尊經閣本《啟劄天章》比較與競爭的對手。二、國圖本《啟劄雲錦》「刊記」

自稱「視雲錦蓋天淵」，《雲錦》與「雲錦」爭勝，造成此類語意不明的原因，說明國圖本

《啟劄雲錦》重刻尊經閣本《啟劄天章》而目錄未加改動，顯見現存尊經閣本早於國圖本。

國圖本僅甲、乙、丙前三集首題進行剜改，目錄版片不同，實際上二本大部分皆利用相同

的版片印行，可據此推測版片易主，經後來書商改換，採取不同的商業運作模式，在「天

章」、「雲錦」的競爭關係下，國圖本選擇以「雲錦」為書名，內容根據《啟劄天章》舊有

版片刪去若干，重刊目錄，而形成國圖本《啟劄雲錦》的「刊記」出現與「雲錦」相比較

的矛盾現象。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著錄《啟劄雲錦》，指出此本內容特色與文獻價值，其云： 

 
元撰人名氏。全書十集，分三十六門。……總目稱「啟劄雲錦」，每集均改稱「啟

劄天章」。卷首各附小啟，以『應合時勢，重加纂集，遠勝舊制』為言。所列啟劄

款式及選錄名人舊制，用資模擬者，……此蓋宋時原有舊作。鼎革之後，坊賈略加

增補，以供流俗酬應之用。體例猥雜，殊無足觀，然可考見當時俗尚，言社會學者

或有取。37 

 
張元濟指出該本總目作「啟劄雲錦」，其他各集沿用「啟劄天章」之名。實際上，除乙集、

丙集改稱「輿地要覽」、「姓氏源流」，其餘仍作「啟劄天章」。這些啟劄類書在當時為流俗

酬應之用，陳陳相因且取代性高，並無多大的保存價值。時至今日，由於類書保存了生活

                                                        
37  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頁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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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其價值自不容忽視。 

2.二本甲集至癸集之異同 

從目錄編排可見尊經閣藏本內容較多，但書籍保存情況不佳，如圖一所示，尊經閣本

中縫破損的情況較嚴重。中國國圖本重印之時已刪改許多詩詞，因此對尊經閣本的調查是

了解該書原貌的重要依據。然二本各有殘損，兩者兼參方可完備。原編以天干分集，各集

有若干卷，以下分述之。 

甲集 

正文「甲集」二字「墨蓋子」陰刻，各集略同，僅國圖本目錄「甲集」別作陽文。首

題跨行大字作「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目錄」，下分六卷，列各門子目。卷之一為「諸式

門」，卷之四為「活套門」。若干子目尊經閣本原每半葉 13 行作上、下二列編排，國圖本

改刻作每半葉 14 行作上中下三列，版式明顯不同，目錄經改刻，屬不同版片，以下各集

目錄皆重新刊印。正文卷端首題與國圖本同，作「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卷之一」，每半

葉 13 行，行 22 字，版片相同，惟尊經閣本較國圖本清晰，當為前印。內容略同，尊經閣

本卷六末葉補鈔，而國圖本缺葉。 

乙集 

目錄首題仍作「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目錄」，國圖本改「啟劄天章」為「輿地要覽」，

其中「河東東路」「沁州」注「古威勝軍」，國圖本無；「河間府」注「古瀛洲」，國圖本作

「古并州」。尊經閣本正文各卷首題、尾題作「啟劄天章」，國圖本改為「輿地要覽」。國

圖本卷五頁 9 至頁 11 版心破損，尊經閣本完好，可相補足。卷六尾題缺，餘版面內容皆

同。 

丙集 

尊經閣本目錄、各卷卷端首題同，國圖本改「啟劄天章」為「姓氏源流」。尊經閣本

所錄內容與國圖本同。 

丁集 

尊經閣本目錄、各卷卷端首題同，丁集以下同作「啟劄天章」。尊經閣本卷三「冠禮

門」較國圖本多出「詩詞」一類。增律詩一首、〈沁園春〉2 首、〈點絳脣〉1 首。他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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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 

戊集 

尊經閣本卷三末「賢婦人劄」下缺「回謝壽儀」、「不受」、「不受再送」、「回受附」。

卷六「慶壽門」「排日詩詞」增「頌、贊、賦、樂府、記並附」，八月下增〈朝中措〉一首。

卷六末子目有「頌」以下文類，國圖本缺。 

己集 

二本目錄版片不同，編次、正文同。 

庚集 

尊經閣本目錄缺葉，少卷一後半至卷二前半子目，卷五正文末「青詞」較國圖本多「醮

父墳」、「醮母墳」、「醮父墳經」。 

辛集 

尊經閣本卷二「釋教門」子目有「詩章」4 首、「詞」1 首，國圖本改作「詩詞」。 

壬集 

此集國圖本刪改尤多。尊經閣本卷一「人倫門」末「詩章」「詞曲」二類、卷二「事

契門」末「詩章」類、卷五「藝術門」「請召柬劄」類末 17 子目、卷七「干求門」末「詩

詞」類、卷八「謁見門」「贄見詩詞」類末 2 子目、卷九「餞別門」末 7 子目（正文僅錄

2 首），國圖本俱缺。 

癸集 

尊經閣本卷二「遊賞門」末「詩詞」一類，正文計 4 葉；卷七「醵賀門」「請賀疏語」

末 4 子目，正文計 3 葉，國圖本俱缺。 

 
從上述可知，國圖本題作《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實出於《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

利用舊有版片剜改乙、丙二集之首、尾題，另改刻總目為「啟劄雲錦」，各集目錄亦重刻

新版，刪去分卷最後部分子目，刪者以詩詞為多，集中在丁、戊、壬、癸四集。其中《啟

劄雲錦》壬集卷九殘缺，有 5 首詞有目無文，計有 17 首詞是尊經閣《啟劄天章》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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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相補總計 215 首詞，可知此書收詞概況。 

三、啟劄類書的因承與異同 

啟劄類書各本編排依干支為綱，並區分若干門，各門皆有「文類」載錄各種文體，要

之以應用為目的，一般以詩文為主，詞僅佔少部分，只有「慶壽門」所收詞作獨多，包括

呈給不同對象的壽詞、排月詩詞、排日詩詞，總數遠超過其他各門，蓋當時祝壽多以「詞」

為主，故比例懸殊。仝建平指出啟劄類書的互通關係，云： 

 
元刊本《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與《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新編事文類聚翰墨

大全》兩書的對應部分相比較，三書收錄事類、文類多有相同，但看不出三書之間

互相大量抄襲或一書參照它書壓縮而成的跡象。38 

 
三部類書雖有相同的門類與編排，也有大量互見，然亦存在編排不同、此有彼無的情況，

版片亦無襲用，彼此並非單一的影響關係。 

據仝建平考察，三書編纂以《截江網》最早，卷首有開慶元年（1259）陳元善序，為

「元刊宋本」，稱「宋刊元印」較為準確。其後之《啟劄雲錦》，據乙集「州郡門」已有「大

元」之稱，編纂應在至元 8 年（1271）詔建「大元」之後。而由山西晉安府的沿革，可見

《啟劄雲錦》所記為金代政區，時間大致在 1276 年至 1279 年間，不能晚於 1288 年政區

改換之後。《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最晚，據熊禾序文署「大德之十又一年」為西元 1307

年，有大德本、泰定本、明初本三系統。39 

《啟劄天章》全書收錄 215 首詞，「慶壽門」詞作集中在「戊集」卷四至卷六，收詞

176 首，三卷佔了近八成的詞。（參附表一：《啟劄天章》詞作分布暨補輯數目表）此非單

一現象，如《截江網》、《翰墨大全》大德本之「慶壽門」皆收錄數百首之多。《全宋詞》

輯錄的祝壽詞大多源自《截江網》庚集、《翰墨大全》大德本，近人又以靜嘉堂藏本補輯

140 首，大致已輯錄完備。綜觀前述三部類書，《啟劄天章》收詞最少，然因類目編排與另

外二書相近，頗多互見之詞，如仝建平所言，三者雖無直接的承襲關係，但在編纂時曾交

                                                        
38  仝建平：《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頁 17。 
39  參仝建平：〈傳世四種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關係考察〉，《宋元民間交際應用類書探微》第五章，頁

24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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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影響，參考相似的資料來進行刪改增補。詳參後文「附表二：《啟劄天章》『慶壽門』所

錄詞作互見表」。「附表二」收錄 43 首佚詞，其中有三首他書引錄佚句。又《啟劄天章》

將〈碧瑤洞天歌〉歸於詞，然《截江網》另有詩序指出其為絕句兩章，故本文將之排除，

其餘佚詞則未見於他書，足見《啟劄天章》的資料來源有其獨立性。40 

 

 
圖二 上圖《啟劄截江網》序云「〈碧瑤洞天歌〉兩章」； 
   下圖《啟劄天章》訛作詞。 

 
相較而言，《截江網》所收詞作題序、作者最為完整，《翰墨大全》與《截江網》較為

接近，而《啟劄天章》所錄詞題多有不同，且作者失載情況頗多，就輯佚而言並非善本。

                                                        
40  靜嘉堂文庫《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有詩題為證，實為兩首詩。推測這些宋元類書所收詩詞有共同

的資料來源，卻又不是互相抄錄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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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舉各本細部差異： 

(一)各本體例編排差異 

《啟劄天章》部分內容明顯和《截江網》、《翰墨大全》不同。例如：「慶壽門」「排日

詩詞」《啟劄天章》以日為綱，月份列在細目，而《截江網》子目以「逐月排日慶賀詩詞

類」命名，是知《啟劄天章》明顯和其他二書以「月」為綱，次以日期排列的方式有別。

此外，二書另有「排年詩詞」，《啟劄天章》此目闕如。《啟劄天章》另編有「排月詩詞」，

《截江網》、《翰墨大全》則無此目，不過《截江網》在「逐月排日慶賀詩詞類」分列各日

詩詞之前，先列該月詩詞，故亦有「排月詩詞」之實。除了編排體例有所不同，部分壽詞

所繫之日期亦有差別，如： 

1.  5 月 7 日，《啟劄天章》收錄〈柳梢青‧壽人母〉（荷綻花繁），《翰墨大全》丁集

「排日詩詞」改入 5 月 6 日。 

2.  3 月 15 日，《啟劄天章》收錄〈青玉案〉（紅嬌綠軟芳菲遍），該條同見《翰墨大

全》丁集「排日詩詞」、《截江網》辛集「逐月排日」，改入 2 月 15 日。 

3.  2 月 16 日，《啟劄天章》收錄〈青玉案‧壽趙宰母〉（柳陰花底春將半），該條同

見《翰墨大全》丁集「排日詩詞」、《截江網》辛集「逐月排日」，改入 2 月 14

日。 

4.  5 月 26 日，《啟劄天章》〈念奴嬌‧壽司戶〉（綠雲霽雨），該條同見《翰墨大全》

丁集「排日詩詞」、《截江網》辛集「逐月排日」，改入 4 月 26 日。 

由此可見，《截江網》、大德本《翰墨大全》兩者不但編輯體例相近，所收詞目較多，

在資料認定上也較為接近，兩者關係較為密切。反之，《啟劄天章》則在諸多情況下不同

於二書。 

(二)各本之標題和作者註記差異 

《啟劄天章》標題和作者註記不如《截江網》、大德本《翰墨大全》完整，然三書可

互見有無。此外，也有《全宋詞》錄文不全，而據《啟劄天章》補全者，如： 

1.  「排日詩詞」12 月 30 日〈千秋歲〉；《全宋詞》錄前 4 句，見後文「輯佚」第

31 首。 

2.  11 月 15 日〈壺中天〉《全宋詞》僅輯錄 2 句；見後文「輯佚」第 40 首。 

3.  12 月 26 日〈水調歌頭‧壽陳碩人〉；《全宋詞》僅引末 5 句，見後文「輯佚」第

4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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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僅存殘句，本文在此將之補足後，也一併計入輯佚詞之中。 

(三)各本之詞作內文差異 

另有同一詞作，作品內文不同之情況，如： 

1.  〈滿江紅‧壽兄太山妻七十小山〉，和《全宋詞》相較，多有異文。 

2.  戊集卷五「排月詩詞」正月所收〈滿江紅‧壽宰相〉與「排日詩詞」11 月初 8

日〈滿江紅‧壽人帥〉，兩詞略同，僅前數句不同，前者作「窗外啼鶯，嫩晴

煦、早春清曉。」後者作「八葉蓂開，星昴應、仲冬清曉。」可相互校補、糾

誤。 

3.  「排日詩詞」6 月 17 日所收〈念奴嬌〉：「蓬弧紀節，正溫風吹暑，三庚初伏。

璧月尚仍圓夜爽，孕出精神冰玉。」《翰墨大全》丁集「排日詩詞」、《截江網》

辛集「逐月排日」5 月 17 日題作「姪慶叔」，別作「垂弧紀節，正堯天日永，

蓂飛雙綠。岳瀆鍾靈來瑞世，孕出精神冰玉。」文字頗有差異，似為另一版本

之內容。 

(四)《啟劄天章》、《啟劄雲錦》版片抽換情況 

尊經閣本、中國國圖本也存在版片抽換的情況而導致文字差異，主要集中在中國國圖

本之卷末，如戊集卷五末葉：【十二月】〈點絳唇‧壽趙僉判〉首句尊經閣本作「塞垣秋草」；

中國國圖本作「霜月清圓」。又如癸集卷之六「飲饌門」方岳〈浣溪沙〉： 

尊經閣本作「趙閣學餉蝤蚌酒香螺」： 

 
半殼含潮帶靨香。雙螯嚼雪迸臍黃。蘆花洲渚夜來霜。  短棹秋江清到底，長頭

春嘯醉為鄉。風流不枉與詩嘗。 

 
中國國圖本題作「趙閣學送白丞酒香人」： 

 
厚殼風潮帶靨香。雙螯嚼雪迸臍黃。蘆花洲渚夜夾霜。  飛不秋江清到底，長歌

春嘯醉為十。風流不枉與詩嘗。 

 
二本標題文字皆有若干差異，中國國圖本在補版改刻過程，可能臆改造成疏誤，如倒數第

二句，「十」字並不叶韻。且中國國圖版面標題文字頗不清晰，版片和尊經閣藏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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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實是經過了版片抽換。然而類似的情況僅是少數，比對這二個版本，大多數皆是利用相

同的版片來印製。卷末改換的方式，有時也利用挖改修版。如壬集卷二，尊經閣本原有「詩

章」一類，中國國圖本則逕行挖去，補刻尾題「卷之二」。（參圖三） 

    
圖三  壬集卷二卷末，明顯可見同一版片剜改痕跡。 

  左圖為中國國圖藏本，右圖為尊經閣本。 

 
經由上述，《啟劄天章》可以作為現存諸多壽詞的參校本，原來由《截江網》、大德本

《翰墨大全》輯錄的內容，亦可透過《啟劄天章》做進一步的修正。 

四、《啟劄天章》所見《全宋詞》未收詞 

《啟劄天章》總共收錄 215 首詞（〈碧瑤洞天歌〉不列入），《全宋詞》收錄 154 首，

其中 2 首元遺山詞見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另有 1 首方岳詞《全宋詞》未收，然見於《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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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詩詞校注》，亦不計入。41此外，有 12 首已見〈靜嘉堂文庫本〈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

に見える宋詞——《全宋詞》輯補一百四十首〉，42故本文可據《啟劄天章》補遺者計有 46

首。 

前文曾指出《啟劄天章》破損處較多，然二書破損處多有不同，加上《啟劄雲錦》由

《啟劄天章》剜改補版，二書是同一版片再翻印之前後印本，因此本文仍根據《啟劄天章》

之排列次第，輯錄如下： 

 
凡例： 

一、輯錄各詞以《啟劄天章》排列，首列集別、卷次、門類，後列各詞。 

二、各門子類以【】標記。各詞首列編號，次詞牌，後附題序，次作者，凡原書缺

作者名，不記。 

三、《啟劄天章》所輯佚詞，無他本可校，故原書字跡模糊無法辨識者，以□記標明

闕疑。 

四、所輯佚詞，乃比對《全宋詞》1965 年版，蓋其書繁體編排，附有索引，較 1999

年版檢索較易。所參其他輯錄成果，不另列舉。 

 

「丁集」卷三「冠禮門」詩詞 

1. 〈沁園春‧賀姪孫新冠，此子一歲時，其父方起屋〉 

曾記昔年，營架鼎新，跂翼翬飛。時子方襁褓，余大善禱，細看眉宇，知稱家兒。忽

十二三，巍然頭角，又是相疎群□時。加元服，開前榮饌客，和氣熙熙。  老人笑捧瑤

巵。欲以煩、寧志先以規。看冠□一篇，嚴於著八，三加之禮，鄭重如斯。願子從今，多

文為富，驤首蟾宮折桂枝。便早須，戴貂蟬螭陛，冠豸龍墀。(按：此首僅《啟劄天章》獨

收，《啟劄雲錦》未收) 

                                                        
41  元遺山詞見唐圭璋編：《全金元詞》（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方岳詞見宋‧方岳撰，秦效成校

注：《秋崖詩詞校注》（合肥：黃山書社，1998 年），此 3 則未見《全宋詞》，亦不計入。 
42  重疊者 12 闋，參「附表一：《啟劄天章》詞作分布暨補輯數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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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集」卷六「婚禮門」詩詞 

2. 〈沁園春‧賀再娶〉 

重閣燈花，重簷鵲噪，喜事重來。看瑞池蓮內，重開一朵，牡丹亭上，花發重臺。破

鏡重圓，斷絃重續，凡物重新方稱懷。□亦爾，喜離情重合，乖約重諧。  重簾重幙重

□。□珠履、重來捧勸杯。想重調鳳笛，重諧鳳枕，重披鸞扇，重□鸞釵。燕燕重飛，鶯

鶯重偶，醉擁重衾倚翠偎。百年裏，看重孫重子，頭白重催。 

「戊集」卷四「慶壽門」 

3.〈水調歌頭‧壽黎所寄〉安東山 

所樂寄何所，結屋向梅邊。瀟灑伊人如玉，事事占春先。□步向前更闊，一任東風着

意，花檻柳欄干。此屋儘清貴，金鼎在其間。  年正妙，親未老，又重懽。誰邀星駕來

駐，方外小壺天。自笑倚闌已晚，借得一枝魁樣，伴我接雙元。吟到雪中句，月浸鳳池寬。 

4.〈醉蓬萊‧壽黎所寄〉馮司理 

正嶺梅結實，院筍催班，中和天氣。一點台星，昨夜呈佳瑞。蕭水墨池，葛峯文筆，

錘作清標致。晁董聲名，杭山腳迹，澗翁地位。  嘯詠堂中，清輝樓上，國子先生，風

流才思。名在金甌，上簡吾皇記。且對春臺，滿斟霞醞，綵袖重重戲。來□□朝，蓬萊錫

宴，絲絇入侍。 

5. 〈念奴嬌‧壽楊東山〉 

甘泉獻納，又三年、幾向青雲回首。兒輩功名歧路捷，談笑招來懷袖。頗怪先生，旁

觀寂寂，未試經綸手。浮雲一餉，難移金石堅守。  誰信一念通天，功書絳闕，算等松

喬久。細數廬陵耆舊傳，還有人如公否。詩筆誠翁，諫書澹老，相業平園叟。將何祝壽，

倒傾滄海為酒。 

6. 〈卜算子‧壽張君四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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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一張星，人世如何有。瑤譜今朝慶誕申，四十仍當九。  王母剪仙桃，來勸金

杯酒。借問張星壽幾何，箕翼同長久。 

7. 和（〈滿江紅〉）大山 

七十人稀，白傅道、曾傳舊語。問天更、乞添幾歲，天應相許。世上有嫌迂闊底，山

中是着疎狂處。個形模、只合綠簑衣，魚蝦侶。  詞格調，騷章句。燈一盞，更三鼓。

學謫仙供奉，少陵工部。顏駟何須逢漢帝，姜牙也錯投周武。照曉寒、翁例掛朝冠，高松

樹。 

【自壽】 

8.〈賀新涼‧和葉大監自壽〉 

韓愈前身是。正戊申初度，人在五雲堆裏。南館東湖仍舊在，後五百年又至。記往事、

撫然興喟。五馬今人誰不愛，但平生、所學非圖此。志溫飽，笑餘子。  獲麟之外成書

幾。問長檠、紅燭何似，短檠煙翠。軻後無傳諸老去，誰作千年道計。試紬繹、殘碑缺字。

不羨先生身富貴，羨先生、周孔俱情思。充拓到，聖之事。 

「戊集」卷五「慶壽門」排月詩詞 

【二月】 

9. 〈乳燕曲‧壽稼軒〉 

蕩槳南昌去。望氤氳、瑞氣散作，浦雲山雨。恠底湖山都改觀，驚問灘頭釣侶。道元

帥、恰逢初度。楊柳絲絲初弄碧，更東湖、堤上花無數。斟玉斝，聽金縷。  我公德量

汪如許。況家傳、文章事業，有光千古。咸仰福星躔翼軫，做就太平官府。又只恐、雲龍

風虎。須信相門今有相，看鋒車、促覲來王所。人未老，作台輔。 

【三月】 

10.〈朝中措‧壽張總管〉 

去年今日事如雲。笳鼓聽將軍。回得一城生意，綠楊影裏深春。  今年最喜，纔書

上考，還慶生辰。更說殿岩深處，看看又下絲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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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11.〈滿庭芳‧王漕壽高襄陽〉 

芳草池塘，薰風庭院，近來日馭初長。岳神儲秀，賢佐為宣王。早便陞華九棘，鳴蒼

佩藹周行。如何尚，臨邊擁節，燕寢凝清香。  華堂。多樂事，風流雋客，花艷名娼。

百川看鯨吸，更酌天漿。報道鋒車下也，歸兩地、相與平章。來年好，膺難老錫，恩數出

明光。 

【五月】 

12.〈滿庭芳‧壽朱倅〉洪平齋 

泉水生涼，博山熏煖，壺天漏箭遲遲。榴花窗內，吹動竹參差。知是逍遙遊處，浮丘

伯、高挹安期。傳杯笑，光風霽月，人物一般奇。  緹屏留不住，碧雲萬里，黃鵠橫飛。

看明年此際，人在鰲扉。三十六宮端貼，還應是、題徧方歸。金蓮曉，老人星畔，扶醉舞

斑衣。 

【六月】 

13.〈瑞鶴仙‧壽丁大監〉 

滿城烘笑語。道新來因甚，五風十雨。極星瑞螺浦。正關中留相，岳神生甫。千年鶴

舞。遞天風、消盡煩暑。看家家、拂曉吹煙，薰作瑞香一炷。  初度。釀江為酒，斟斗

為杯，指山為俎。軺車且住。擁紅袖，唱金縷。恐木牛難繫，武昌門柳，趣上五雲深處。

應生松、位次三公，築沙堤路。 

【七月】 

14.〈瑞鶴仙‧壽汪朝奉〉 

待涼蟾送暑。正虛籟收聲，疎桐滴露。祥光射牛女。想抱麟懷燕，是君初度。西風院

宇。更秀入、堦庭玉樹。望人間、一點郎星，戲着老萊衣舞。  奇處。春融蠟炬，煙裊

龍香，雪翻金縷。杯行幾許。陶寫我，醉中語。記明年此日，貂蟬間坐，父子承恩帝所。

看黃花、晚節芬芳，伴秋老圃。 

【八月】 

15.〈沁園春‧壽洪憲兼帥〉 



國文學報第七十六期 

 

- 100 - 

八月明河，誰駕星槎，遊瓊圃間。有洪崖仙者，帝旁下來，為司民命，專主平反。（按：

此句失韻，間用第六部、第七部韻字）分付家氈，安排相袞，注定三槐萃一門。還知否，

□留公不做，留與蘭孫。（按：此處疑缺一領字）  嫩涼水月乾坤。□鑑水、清無半點

渾。（按：此韻有八字，疑缺一字。）念新豐雞犬，九重省記，舂陵父老，累歲祁恩。刺

史條寬，監司樣好，薄賦輕刑賜幾分。持荷近，邇中秋時節，黃繖臨軒。 

16.〈朝中措〉 

天風吹雨下蓬萊。秋意滿樓臺。怪得五雲深處，文星夜入三台。  今朝開宴，黃封

壽酒，鯨飲休推。見說有一枝仙桂，（按：此句疑衍一字。）嫦娥等得君來。 

【九月】 

17.〈踏莎行‧壽李宗丞〉 

錦障芙蓉，金鋪菊蕊。一年好景清商季。邦人重壽使君公，凝香燕寢環珠翠。  德

比仁峯，恩同文水。政聲上徹君王喜。已膺丹詔趣歸來，緝熙殿裏雍容侍。 

18.〈六州歌頭‧壽朱倅〉 

帝青空闊，朱露灑金莖。芙蓉艷，茱萸紫，菊霜明。桂風馨。吉水文山地，藹佳氣，

非煙霧，人道是，朱門裏，孕長庚。卸印秦淮散策，林泉與、鷗鷺同盟。早雲翹相約，更

着個雲英。風韻娉婷。賽雙成。  笑堆床笏，有何好，重金帶，有何榮。爭似我，閑中

樂，濁中清。傲公卿。危坐文壇上，詩推將，酒為兵。絃管鬧，詞擒鳳，量吞鯨。只恐朱

雲狂直，薛宣輩、早已知名。看年來殿上，攀檻氣崢嶸。四海人驚。 

19.〈水調歌頭〉 

黃菊九秋候，瑞氣藹鈴齋。朞年報政催班，一札自天來。好是壽星高揭，正與郎星同

換，召馹小排徊。（按：排，應作徘。元刊坊本多有俗字。）多少便民事，準擬奏堯階。  昔

渠池，今竹使，巧安排。時和歲稔，邦人鼓舞樂春臺。移取維藩手段，歸作經邦事業，金

鼎看調梅。歷遍中書考，壽域八荒開。 

【十月】 

20.〈木蘭花‧壽徐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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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簾鈎翡翠，放山色、入西樓。正蟹擘霜螯，梅傳春信，花泛新蒭。文星夜離躔次，

駕蒼龍、移仗下瀛洲。宵直曾眠翰苑，昕朝更立螭頭。  江邊攬轡小夷猶。玉節照清秋。

記抗疏休兵，褰裳去國，與鶴同舟。海濱縱令未起，只婆娑、竹隱也風流。政恐黃扉紫闥，

須公入告宸猷。 

21.〈百字令〉 

梅英的爍，園林占得，小春時候。清潔應無點涴，自有香浮宇宙。道骨仙風，冰姿玉

質，與歲寒相守。一輪明月，天教來伴長久。  試問百卉千葩，向來紅紫，轉眼今无有。

爭似此花常不老，標格年年依舊。結子攙先，（按：攙，應作纔。元刊坊本多有俗字。）調

羹未晚，佇看功名就。樽前一笑，只將此意為壽。 

【十一月】 

22.〈沁園春‧壽清江任守〉 

一水東流，流到清江，春風欲漪。見青帘滿市，客呼人醉，黃雲被野，翁似兒戲。玉

琯盛灰，金針約線，次第初陽欲動時。家家祝，祝先生之壽，千歲為期。  燭光瀲灩金

巵。正好是、顏紅鬢未絲。筭蓬萊萬里，終當跨鶴，蓮花千葉，且此巢龜。綠滿堂萱，青

歸獄草，事到平反天得知。（按：「反」平仄不叶）生生處，那西湖消息，已報南枝。 
【十二月】 

23.〈點絳唇‧壽趙僉判〉 

塞垣秋草，（按：《啟劄雲錦》作「霜月清圓」）梅花影落冰壺瘦。歲寒時候。常伴和

羹手。  一簇笙歌，滿勸長生酒。生朝後。春風吹透。去作新班首。 

「戊集」卷六「慶壽門」排日詩詞 

【初一日】 

24.九月〈千秋歲〉 

蓂開一葉。次第黃花節。長庚夢，重生白。妙年題雁塔，穩步陪鴛列。分竹處，棠陰

占滿西江月。  深酌金杯蠟。丹詔頻催發。烏赤好，遮行轍。版圖歸掌握，梅鼎需調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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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近也，玉皇親授長生訣。 

【初四日】 

25.四月〈滿江紅‧壽袁倅〉 

浴佛生仙，是月也、純陽六六。造英氣、鍾為人傑，渾涵清淑。只有滿腔都惻隱，更

無一點澆塵俗。問袁民、得此貳車賢，修何福。  梅霖霽，薰沉速。槐風舞，斟醽醁。

聽邦人稱頌，殷勤多祝。粹德當為天下寶，榮途早立班頭玉。更從今、細數壽如何，蟠桃

熟。 

26.五月〈喜遷鶯‧壽趙帥〉 

明朝端午。早為誰先酌，玉蒲香醑。緩帶堂前，春風亭畔，叟慶石麟初度。勘破梅花

公案，坐斷碧篸佳處。筭今日，勝當年分外，封租千戶。  自是明堂柱。袞袞璇源，接

猗蘭芳譜。五嶺浮雲，到頭無計，遮得詔書來路。門閥綉裳赤舄，名字崑臺紫府。丹砂就，

許淮南雞犬，一齊仙去。 

【初六日】 

27.二月〈蝶戀花‧壽應倅〉 

社雨初收寒帖妥。黛染青原，螺髻新梳裹。風月分來春事可。鵷行人就題輿坐。  簾

外呢喃雙燕過。夢裏飛來，還□當時麼。壽酒酹花花婀娜。明年歸近紅雲朵。 

【初七日】 

28.四月〈洞仙歌‧壽朱憲〉 

去年今日，與回翁為壽。黃鶴飛來月如晝。看青瓢玉帶，遊戲人間，八千歲、長接佛

生時候。  清吟梅雪，遍海窮頭，無限新詩炙人口。便有詔、訪蓬萊，如此江山，也消

得、先生回首。問留取、一片碧霄雲，雞犬皆仙，隨公去否。 

【初八日】 

29.四月〈沁園春‧壽岳總領〉 

千雉星羅，萬馬雲屯，瞰江建牙。望光華膚使，來臨北固，詩書元帥，小駐東淮。虎

帳風生，龍庭電掃，川水如今通漢槎。人歡樂，遍紅樓歌酒，綠野桑麻。  青州盛事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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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看全活、龜城十萬家。想前身是佛，誕彌同旦，長生不老，何事飡霞。綠鬢朱顏，冠

蟬腰玉，緩轡行吟堤上沙。思君處，有平山楊柳，后土瓊花。 

【初九日】 

30.三月〈燭影搖紅‧壽袁守魏雪軒〉黎所寄 

森戟垂弧，憩棠陰春臺滿眼。譙樓鼓漏轉分明，是處誇輪奐。次第驛亭改觀。怏朝鞭、

穩步沙堤軟。（按：此句疑衍一字。）綉韉小住，名覆金甌，已宣詞苑。  燭影搖紅，篆

香呈瑞凝清燕。蘭亭猶記晉風流，六日生申旦。南極東垣齊色。稱壽祠、德星輝煥。當年

召父，那似如今，雪軒西澗。（原注：葉西澗曾守袁） 

31.十二月〈千秋歲〉（按：《全宋詞》錄前四句） 

斗杓建丑。蓂葉初開九。賢哲降，千齡偶。胸中冰雪瑩，筆下龍蛇走。花縣裏，割雞

暫屈調羹手。  堂上游絃奏。和氣薰陶柳。逢誕節，人稱壽。頻添金獸篆，滿酌椒觴酒。

椿筭永，丹砂不用尋勾漏。 

【初十日】 

32.二月〈千秋歲引‧壽士人〉 

十葉蓂開，千葉桃熟。時節相逢稱人意。祥開南極老人現，輝聯中斗魁星瑞。看今年，

好底事，相將至。  鶚表已傳真信息。龍榜又填新姓字。萬里青雲今得志。須知富貴長

年出，新詞引個千秋歲。桂風生，桃浪煖，功名遂。 

33.七月〈醉蓬萊‧壽魯開國〉臞軒 

正金風玉露，做出清秋，帝青虛曠。節近中元，舊說生賢相。爭似如今，宰相山裏，

雅志真高尚。竹逕松關，藥寮茶竈，蓬萊方丈。  此日生申稱壽，題了新詞，小蠻樊素

齊唱。（按：此韻或作柳永體「4、4、4、4」，或有蘇軾體「6、6、4」，本文依文意斷作「6、

4、6」。）醉頰仙瞳，坐萬花臺上。笑把功名，付東閣，學取三曾樣。只約黃仙，金丹成熟，

年年相訪。 

【十二日】 

34.五月〈臨江仙‧壽女人〉 

飲罷蒲觴纔七日，月華次第團員。舉頭已見女乘鸞。當年臨此夕，曾降在人間。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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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麻姑皆姊妹，生朝盡赴華筵。推予莫遂勸觥舡。燒香遙祝壽，幾箇八千年。 

【十三日】 

35.五月〈水調歌頭‧壽人母〉 

密葉環翠幄，菡萏當歌姬。瓊牙初瀹萱花，笑臉映班衣。應道今年生日，還勝去年生

日，添個好孫兒。積善有餘慶，喜氣藹庭闈。  慶雙親，俱黑鬢，壽觴飛。人生第一真

樂，膝下侍歡娛。笑問蟠桃年紀，應有金桃佳夢，富貴太平時。今夕為君飲，和竹醉如泥。 

36.七月〈水調歌頭〉 

秋到十三日，風露已颼飀。當時孔蓋瓊節，聊作赤城遊。好是平生仁愛，多少活人陰

德，又到八閩州。處處祝公壽，香霧與雲浮。  湛虛襟，玉界尺，華蓮州。功名直浼我

爾，此志在林丘。但恐人思霖雨，未許午橋清適，早晚副勞求。從此長生酒，更數八千秋。 

37.八月〈沁園春‧壽葉西澗母〉立雪 

萬戶炊烟，篆作壽香，五臺欲春。正魯宮新作，邦侯燕母，潘輿迎侍，太守娛親。後

夜中秋，今朝生旦，疑是嫦娥先見身。嫦娥者，卻輸他有子，赤茀腰銀。  袖中壽曲休

陳。只袖出、青霄月一輪。願長生兔藥，年年人健，一株蟾桂，歲歲香新。照到中天，玉

皇案近，長做清都紫府人。那時節，一家母子，千載君臣。 

【十四日】 

38.四月〈賀新涼‧壽漕使〉 

玉帶青瓢客。向河年、乘風飛下，瓊樓珠闕。手挾欲圓明月鏡，點檢蓂開幾葉。漸一

半、麥秋時節。橫笛試騎黃鶴去，對桂山、吹裂浮雲白。還着綉，岸輕幘。  碧瞳綠髮

真仙伯。到如今、庚寅初度，離騷能說。賸種陰功梅雪外，贏取醉紅雙頰。爭指似、臺前

蒼柏。絳節霓旌難久駐，恐紫皇、詔問丹砂訣。九萬里，摶鵬翮。 

39.十月〈滿江紅‧壽石府□〉 

滿眼紛紛，算人物、似公能幾。那況是、河陽賓客，徂徠家世。判筆生花官長暖，圜

扉鞠草慈親喜。更輪囷、一腹滿盛書，囊无底。  雲葉亂，簷花止。晴乍穩，霜初試。

正輕寒暖薄，小春天氣。千歲旋從今日起，三元恰好明朝是。問東風、消息共誰來，梅花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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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日】 

40.十一月〈壺中天〉（按：《全宋詞》殘篇節錄二句。） 

今年逢臈。因個甚、不似去年時節。霜月團圓天似水，還是神仙誕日。（按：以上二

句《全宋詞》收錄殘篇）翠鬟生雲，花顏暈酒，瑞象占南極。壽筵方啟，歡聲喜氣洋溢。  

坐看諸子諸孫，登金步玉，收拾青氊物。五馬家聲重烜赫，行慶封榮大國。黛柳長青，宮

梅穩白，鏡裏饒春色。優游千歲，何須更問姑射。 

【十六日】 

41.正月〈賀新郎‧壽徐寺丞〉 

昨夜東風裏。見天官、賜福歸來，天顏歡喜。喜得廬陵賢太守，布滿陽春十里。試看

取、酒樓花市。日日閭閻霜雪處，兩年間、活得熙熙地。如此郡，世能幾。  生朝恰好

今朝是。便祿書、壽籍把筆，從頭添起。添上母夫人富貴，添上中書考弟。教綵服、年年

歲歲。鴉墨淋漓鳷鵲曉，萬華灯、猶宴三千指。宴未了，詔書至。 

【十九日】 

42.十一月〈壺中天‧壽鄭知院〉 

誕彌佳節。恰三朝春滿，無諸樂國。青鹿散花猿獻果，今日不知何日。朱極光中，紫

垣明處，昨夜添生佛。玉皇香案，仙桃長侍春色。  手持地軸天綱，刳蟇修月，光洗咸

池魄。九九金麟真瑞世，四海祥雲飛澤。綠野裴公，洛濱司馬，不是淹留客。沙堤新築，

麻經飛動天墨。 

【二十三日】 

43.九月〈沁園春‧壽葉西澗其時守袁〉 

運及生申，岳瀆儲英，乾坤產賢。記先生誕節，遇庚申歲，昌黎初度，逢戊申年。氣

數周回，名流□望，拾兩申年鍾兩仙。那堪更，這東湖南館，葉後韓前。  壽爐今日香

烟。人恰值、生韓九月天。正菊留霜節，香騰秋後，梅傳好信，花報春先。堂下兒歌，堂

中母笑，自摘茱萸浮酒舡。更相祝，一公午龜鶴，公位貂蟬。 

【二十四日】 

44.八月 〈沁園春‧壽趙守〉黎所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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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積中秋，瞥驚旬夕，桂華倍清。想長庚入夢，分輝瑤牒，嬌娥為𢆷𢆷，毓秀宗英。鬪

嬌天高，鏡湖波涌，千載風雲慶會辰。萊衣戲，羨王孫公子，詩禮盈庭。  凝香寶篆氤

氳。聽臺峽、歌謠祝壽星。稱雲璈三疊，聲金振玉，鈴香萬杵，液玉漿瓊。花甲從新，嬋

娟不老，誰道壺仙數絳人。貂蟬貴，看東歸邸第，接武雲仍。 

【二十六日】 

45.十二月〈水調歌頭‧壽陳碩人〉（按：《全宋詞》所收殘篇題無名氏作，錄末五句） 

白冰湛寒玉，翠袖擁煙□。神仙宮闕，四時光景異塵寰。好是瑤池西母，來會□□八

座，策綴紫宸班。九轉丹成日，心共白雲閑。  慶生辰，聞幕府，到梅山。新書鳳曆，

看一四日下人間。趁取來年春裏，歸去鳳凰池上，國號恰新朌。玉立諸郎秀，丹桂看齊攀。 

「壬集」卷七「干求門」詩詞 

46.〈沁園春‧干吳履齋〉劉改之 

隨雁南翔，最怕登臨，上多景樓。見遠渚平蕪，仍張舊晝，敗同衰柳，不奈清秋。雨

線牽經，風梭度緯，織盡詩人幾許愁。如何好，作鉤天一夢，著意歸投。  君侯萬卷龍

頭。今特地、籌邊建碧油。筭□□□□，周瑜談笑，輕裘緩帶，羊祜風流。燕麥兔葵，牛

溲馬浡。藥籠煩君一例收。教人道，那栖栖王粲，今已依劉。(按：此卷中國國圖本闕，尊

經閣本錄十首，補詞一首) 

 
上述 46 首為前人補輯《全宋詞》的成果所未見，其中第 9 首〈乳燕曲‧壽稼軒〉為

辛棄疾祝壽詞，為《全宋詞》所未見，彌足珍貴。43此外，輯錄第 30 首、第 44 首題名為

「黎所寄」，本名黎立武（1243-1303），字以常，號寄翁，新喻人，身處宋末元初易代，認

定頗有疑義，如《全元文》、《全元詩》皆收錄該人作品，而《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元人

                                                        
43  「壽詞」在宋元啟劄類書的收錄是頗為特殊的現象，相較於明代啟劄類書在「壽詞」收錄有摘句節

錄或消失的情況，可推知以詞體作為社交的情況在宋元相當盛行。此外，從排年詩詞、排月詩詞、

排日詩詞看來，類書壽詞的選錄以日用性質居多，如《翰墨全書》木記所云「若夫詩詞歌頌之類，

前輩亦有所不廢，此編大抵期望規儆之意為多，而諛佞夸靡之文，多在所削。」宋元啟劄類書所收

壽詞亦存在其編選原則。即使壽詞在現存詞作的文學價值並不高，但就史料保存仍展示了宋詞具有

另一層文化的面向，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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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記資料索引》兼收之。44由於《啟劄天章》大致完成於元代開國之初，故易代之人並不

特別將之歸入宋人或元人，而採取較寬泛的認定標準。另外，《啟劄天章》亦收錄元好問

詞，收編於《全金元詞》之中，所錄並非佚文，故無認定上的問題。 

《啟劄天章》雖收錄許多佚詞，但新輯的佚詞可能存在若干錯誤，如輯錄第 46 首劉

過（1154-1206）〈沁園春‧干吳履齋〉詞序是為干謁吳潛（1195-1262）之作，詞中所云：

「隨雁南翔，最怕登臨，上多景樓。」與多景樓有關。劉過曾有〈題京口多景樓〉、〈多景

樓醉歌〉、〈題潤州多景樓〉等詩作，45然劉氏卒時，吳潛為 11 歲，年紀尚幼，並無干謁可

能，是以《啟劄天章》所錄若非作者誤題，即題序有誤。此外，除了輯佚之詞作，今本已

有之詞，《啟劄天章》多了獨有的注文，如王邁〈沁園春‧鳳山出二寵姬歌余詞〉末附小注

云：「余愛妾燕燕新亡，方送其櫬歸。至是日樽前唱『玉環飛燕俱塵土』之詞，因有感坡

老『煙雨瀟瀟古渡頭』之句，遂末及之。」可補今本之闕文。46由此可略知《啟劄天章》

在《全宋詞》輯佚所具有的文獻價值。 

五、結論 

唐圭璋、王仲聞在編纂《全宋詞》之初，已利用啟劄類書作為《全宋詞》輯錄的重要

來源，這類書籍所編「慶壽門」收錄詞作尤多，《全宋詞》所錄壽詞、無名氏詞許多皆來

源於此。在《全宋詞》再版重印後，學者仍持續補輯《全宋詞》，從地方志、筆記小說、

佛道二藏搜檢隻言單篇，或從海外佚籍、昔日無法取得或未發現的罕見孤本據以補充。 

本文透過《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的考察，調查尊經閣藏本與「中華再造善本」複

製的中國國圖藏本之差異，發現「天章」、「雲錦」之別，主要根據卷首總目的首題而訂，

所編各集首題並未統一。兩者有利用相同版片重印的情況，比較之下尊經閣藏本較中國國

圖藏本為早，中國國圖本重新刊印了整個目錄，在若干部分進行刪減，主要集中在各集最

末的詩詞，故尊經閣藏本所錄詩詞較中國國圖本多。經過調查後，可確認《啟劄天章》總

                                                        
44  傳記參考二書所錄，昌彼得等編，王德毅增訂：《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鼎文書局，2001 年），

頁 3825、王德毅、李榮村、潘柏登編：《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1982 年），

頁 1952-1953。 
45  〈題京口多景樓〉詩，見宋‧羅大經著，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25-326。後二首見宋‧劉過：《龍洲先生集》，收入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69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據清抄本影印），頁 10、11。 

46  唐圭璋編：《全宋詞》，頁 2525。尊經閣本《啟劄天章》壬集卷之一〈人倫門〉，頁 2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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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收詞的情況，以作為輯錄宋詞佚文之依據。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共收錄 215 首詞，其中大多數與《全宋詞》有所重疊，蓋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與《全宋詞》所引用之《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大德本《新

編事文類聚翰墨大全》有相似的編排與資料，故資料互見之處頗多，雖無輯佚之用，但可

以補足校正現存錄文的內容。本文從《啟劄天章》所收詞中，輯錄出 46 首未見於《全宋

詞》與其他輯錄本之詞，逐步擴大《全宋詞》引用範圍，希冀能補足更多未見的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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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啟劄天章》詞作分布暨補輯數目表 

凡例： 

一、此表以《啟劄天章》統計所收詞作並補輯數目為主，《啟劄天章》兼參中國國圖本、

尊經閣本。 

二、如同為《全宋詞》未收詞而已見佘筠珺自《截江網》輯錄詞作，不採補輯數目，另

以「備註」說明。 
 

《啟劄天章》卷次門類 詞作 補輯 備    註 

丁集卷三「冠禮門」 3 1  

丁集卷六「婚禮門」 5 1 〈鵲橋仙〉（綠袍宮樣）、〈虞美人，賀納寵〉

（楚宮阿曼風流煞）已見《截江網》。 

戊集卷一「誕禮門」 7   

戊集卷四「慶壽門」之

「慶壽詩詞」 
33 6 去除〈洞瑤洞天歌〉。〈沁園春，壽太守吳皆山〉

已見《截江網》。 

戊集卷五「慶壽門」之

「排月詩詞」 
38 15  

戊集卷六「慶壽門」之

「排日詩詞」 
105 22 臞軒〈沁園春，壽趙倅〉、〈減字木蘭花〉（天孫

將嫁）、〈滿江紅，壽易庵〉（四月三朝）、〈虞美

人 壽婦人〉（庭飄一葉驚秋至）、〈鷓鴣天〉（千

佛名中淡墨書）、〈沁園春，壽萬安宰〉、〈滿江

紅，壽程宰〉、〈玉樓春〉（纔爭七日春來到）〉

已見《截江網》。 

辛集卷二「釋教門」 1  
〈浣溪沙‧好禪〉（着腳三千與大千）已見《截

江網》。 

壬集卷一「人倫門」 6   

壬集卷三「宅居門」 1   

壬集卷五「藝術門」 3   

壬集卷七「干求門」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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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集卷九「餞別門」 2  《啟劄天章》另有 5 首有目無文。 

癸集卷一「節序門」 3   

癸集卷二「遊賞門」 5   

癸集卷三「花卉門」 1   

癸集卷六「飲饌門」 1   

總計 215 46  

附表二：《啟劄天章》「慶壽門」所錄詞作互見表 

凡例： 

一、《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與《新編事文類聚啟劄雲錦》係出修版重印，《啟劄雲

錦》所錄較少破損殘闕，故本文所錄《啟劄天章》以「中華再造善本」重製《啟劄

雲錦》為主，缺損處參照尊經閣藏本補充。 

二、左欄依《啟劄天章》「慶壽門」錄詞情況編排，首列詞牌名，次列題序、作者與詞文

首句。 

三、「互見資料對照表」註記《啟劄天章》所錄詞作的互見情況，對照靜嘉堂文庫《新編

通用啟劄截江網》宋刊本(以下簡稱《截》)、《翰墨大全》大德本。《翰墨大全》大

德本(以下簡稱《翰墨》)以臺灣國圖所藏 194 卷本為主，補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藏

145 卷「前集」。未見二書者，《全宋詞》輯錄另有來源，故別附《全宋詞》收錄情

況以見其來源。 

四、未見《全宋詞》或其他輯錄資料者，依孔凡禮補輯之例，標記為【佚】。 

五、佘筠珺氏據靜嘉堂文庫《新編通用啟劄截江網》輯錄 140 首詞(刊《風絮》)，與此

互見 12 首，屬「慶壽門」者 9 首，記「《全宋詞》未收」以別之。 

啟劄天章編次 互見資料對照表 

啟劄天章戊集卷之四 

1.  水調歌頭‧壽黎所寄／安東山

〔所樂寄何所〕 

【佚】 

2.  醉蓬萊‧壽黎所寄／馮司理〔正

嶺梅結實〕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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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劄天章編次 互見資料對照表 

3.  水龍吟‧壽李總管先任臨江有風

力改任吉州〔邦人前世脩緣〕 

《全宋詞》〈訂補附記〉作〈水龍吟‧壽李府尹〉 

4.  鵲橋仙‧壽趙帥〔詩書元帥〕 《截》【制帥】作「肯堂」 

5.  驀山溪‧壽洪內翰／辛稼軒〔金

閨老，眉壽正如川。〕 

《翰墨》【朝官】、《截》【翰苑制誥】 

6.  念奴嬌‧壽楊東山〔甘泉獻納〕 【佚】 

7.  滿江紅‧壽鄒給事〔豹尾班中〕 《翰墨》【朝官】、《截》【給舍臺諫】，作「楊炎正」 

8.  木蘭花慢‧壽王實之／後村〔瀛

洲真學士〕 

《翰墨》【閏退】 

9.  沁園春‧壽太守吳皆山（闞山字）

〔欲借神螺〕 

《截》【已後詩詞竝係新奇立說】作〈全題山字爲

吳皆山壽〉，《全宋詞》未收 

10. 滿江紅‧壽盧侯舊為將軍後貶廬

陵〔綠鬢將軍〕 

《翰墨》【武官】 

11. 洞瑤洞天歌‧壽趙守〔綠文赤字

長生籙〕 

《啟劄天章》編入詞，《截》【太守】招山〈碧瑤

洞天歌‧代壽趙守〉為二絕句，應刪 

12. 乳燕飛‧壽幹官／後村〔風流八

十〕 

《截》【職幕】 

13. 卜筭子‧壽張君四十九〔天上一

張星〕 

【佚】 

婦人 

14. 滿江紅‧壽江古心母〔梅臘賓春〕 《翰墨》【壽婦人】、《截》【婦女】作「丁大監」，

《截》另有序 

15. 浣溪沙‧壽大安人〔夏果初收喚

綠華〕 

《截》【婦女】 

16. 渡江雲‧壽婦人 集曲名〔瑞雲

濃〕 

《翰墨》【壽婦人】、《截》【婦女】作「陳夢恊」 

17. 醉蓬萊‧壽友人母〔正淡煙疏雨〕 《翰墨》【壽婦人】、《截》【婦女】作「吳季子」 

18. 生查子‧壽陳宰妻〔家承閥閱高〕 《翰墨》【壽婦人】、《截》【婦女】作「李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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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眷】 

19. 八六子‧子壽父／秋崖〔喜椿庭〕 《截》【親眷】 

20. 酹江月‧壽老人／秋崖〔幅巾雲

麓〕 

《翰墨》【壽親族】、《截》【親眷】 

21. 又〔且拚春醉〕 《翰墨》【壽親族】作〈醉江月‧戊戌壽父〉 

22. 水調歌頭‧壽二親／古心〔生日

重重見〕 

《截》【親眷】作「江檢詳（萬里）」 

23. 霜天曉角‧子慶母八十〔滿前兒

女〕 

《翰墨》【壽親人】作「劉篁栗」、《截》【親眷】

作「劉圻父」 

24. 鷓鴣天‧父壽子〔楚楚吾家千里

駒〕 

《截》【親眷】作「于湖」 

25. 漁家傲‧夫壽妻〔昨日小春纔得

信〕 

《翰墨》【壽親人】作「劉篁栗」、《截》【親眷】

作楊補之〈漁家傲‧夫壽妻〉 

26. 步蟾宮‧妻壽夫／〔笙歌喜慶爭

催曉〕 

《截》【親眷】作張仲殊〈步蟾宮‧妻壽夫〉，《全

宋詞》與補輯重複 

27. 滿江紅‧壽兄大山七十／小山

〔七十古稀〕 

《翰墨》、《截》【閏退】作小山〈滿江紅‧壽大山

兄〉 

28. 和／大山〔七十人稀〕 【佚】 

【自壽】 

29. 賀新涼‧和葉大監自壽〔韓愈前

身是〕 

【佚】 

30. 滿江紅／秋崖〔說與梅花〕 《翰墨》【自壽】、《截》【自壽】並作方秋崖〈滿

江紅‧乙巳自壽〉 

31. 賀新涼〔問訊江南客〕 《翰墨》【自壽】、《截》【自壽】並作方秋崖〈賀

新郎‧戊戌自壽〉 

32 賀新涼〔天意然乎否〕 《截》【自壽】作方秋崖〈賀新涼‧己酉自康廬歸，

道中自壽，用前韻〉 

33. 最高樓‧壬寅年〔溪南北〕 《截》【自壽】作方秋崖〈最高樓‧壬寅自壽〉 

34. 醉落魄〔相看半百〕 《翰墨》【自壽】作韓南澗〈醉落魄〉、《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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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作韓南澗〈醉落魄‧生日自戲〉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戊集／卷之五「排月詩詞」正月 

35. 感皇恩‧壽張侯／元遺山〔天外

想春來〕 

見《全金元詞》 

36. 滿江紅‧壽宰相〔窗外啼鶯〕 《翰墨》【宰相】〈滿江紅〉別作「霜樹啼鴉，梅

欲放、小春清曉」。《全宋詞》置「劉過」下。 

37. 百字令‧壽馮憲〔小紅開也〕 《翰墨》【諸使者】作李仲光〈百字令‧壽馮憲是

日，宴于古羊桃花下〉、《截》【監司】作李仲光〈百

字令‧壽馮憲是日，宴于古羊寺桃花下〉 

二月 

38. 感皇恩‧壽韓侯／元遺山〔水上

覓紅雲〕 

《翰墨》【閏退】作元遺山〈感皇恩‧壽韓總管〉 

39. 瑞鶴仙‧壽葉路鈴／王臞軒〔芳

菲春二月〕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 

40. 滿江紅‧壽劉宰／前人〔輕暖輕

寒〕 

《翰墨》「排日詩詞」作〈壽趙宰〉 

41. 沁園春‧上趙宰〔快閣春邊〕 《翰墨》【縣官】作〈沁園春‧壽趙宰〉 

42. 乳燕曲‧壽稼軒（調同賀新郎）

〔蕩槳南昌去〕 

【佚】 

三月 

43. 朝中措‧壽張總管〔去年今日事

如雲〕 

【佚】 

44. 西江月‧壽鄭都倉／秋崖〔燕子

催將初度〕 

《截》【職幕】方秋崖〈西江月‧壽鄭都倉〉 

四月 

45. 六州歌頭‧壽徐樞密〔揚休玉色〕 《翰墨》【省官】作〈六州歌頭‧壽徐樞密〉 

46. 沁園春‧壽淮東制閫／洪平齋

〔飲馬咸池〕 

《翰墨》【諸使者】作洪平齋〈沁園春‧壽淮東〉 

47. 滿庭芳‧王漕壽高襄陽〔芳草池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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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 

五月 

48. 水龍吟‧壽稼軒／韓無咎〔南風

五月江波〕 

《翰墨》【朝官】作韓南礀〈水龍吟‧壽辛侍郎〉 

49. 滿庭芳‧壽朱倅／洪平齋〔泉水

生涼〕 

【佚】 

六月 

50. 百字令‧壽丁大監／朱約山〔瑞

芳樓下〕 

《截》【鄉監】作朱渙〈百歲令‧壽丁大監〉 

51. 瑞鶴仙‧壽丁大監〔滿城烘笑語〕 【佚】 

52. 水龍吟‧壽韓尚書／辛棄疾〔玉

皇殿閣微涼〕 

《翰墨》【朝官】作〈水龍吟‧壽韓尚書〉 

七月 

53. 念奴嬌‧壽侍郎〔今年秋早〕 《截》【侍從】作〈念奴嬌‧壽侍郎〉 

54. 瑞鶴仙‧壽汪朝奉〔待涼蟾送暑〕 【佚】 

八月 

55. 沁園春‧壽洪憲兼帥〔八月明河〕 【佚】 

56. 滿江紅‧壽王實之／劉克莊〔鶴

馭來時〕 

《全宋詞》、《劉克莊集箋校》卷 189 錄入 

57. 朝中措〔天風吹雨下蓬萊〕 【佚】 

58. 沁園春‧壽寧鄉令〔笑問鷗盟〕 《截》【縣官】作蕭仲昺〈沁園春‧慶寧鄉令〉 

59. 水調歌頭‧壽趙尚書／秋崖〔剡

曲一篷月〕 

《翰墨》【朝官】作「方秋崖」 

九月 

60. 踏莎行‧壽李宗丞〔錦障芙蓉〕 【佚】 

61. 六州歌頭‧壽朱倅〔帝青空闊〕 【佚】 

62. 水調歌頭〔黃菊九秋候〕 【佚】 

63. 浣溪沙‧壽潘宰／秋崖〔夜醉淵

明把菊圖〕 

《全宋詞》置「方岳」下，又《秋崖詩詞校注》

卷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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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賀新涼‧壽趙侍郎／梅亭〔鵠立

通明殿〕 

《翰墨》【朝官】作李公甫〈賀新郎‧壽趙侍郎〉 

十月 

65. 木蘭花‧壽徐憲〔風簾鈎〕 【佚】 

66. 百字令〔梅英的爍〕 【佚】 

67. 滿江紅‧壽楊東山〔蓓蕾江梅〕 《翰墨》【史館】〈滿江紅‧壽楊殿撰〉 

68. 水調歌頭‧壽劉□母〔澤國嫩寒

月〕 

《翰墨》【壽婦人】、《截》【婦女】並作〈水調歌

頭‧壽劉宰母〉 

十一月 

69. 沁園春‧壽清江任守〔一水東流〕 【佚】 

十二月 

70. 千秋歲‧壽史制帥／辛棄疾〔塞

垣秋草〕 

《截》【制帥】作〈千秋歲‧壽金陵史制帥，時有

版築之役〉 

71. 點絳唇‧壽趙僉判〔塞垣秋草〕 【佚】 

72. 錦堂春‧壽□宰〔塞垣秋草〕 《截》【縣官】作傅公謀〈錦堂春‧壽許宰〉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戊集／卷之六「排日詩詞」 

初一日 

73. 正月  沁園春‧壽趙倅／臞軒

〔正則生時〕 

《截》「逐月排日慶賀詩詞類」（以下省稱「逐月

排日」）作〈壽趙倅車〉王邁，《全宋詞》未收 

74. 三月  念奴嬌‧壽□□〔一番春

事〕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1 日作招山〈壽尚倅〉、

《截》「逐月排日」3 月 1 日作招山〈壽尚倅車〉 

75. 四月  祝英臺近‧壽張□帥〔夏

初臨〕 

《翰墨》「排日詩詞」4 月 1 日作李宗丞〈壽張路

鈴〉 

76. 五月  水調歌頭‧壽張尚□／秋

崖〔明日又重午〕 

《截》【侍從】作方巨山〈水調歌頭〉（明日又重

午） 

77. 六月  滿江紅‧壽胡漕〔夜半天

風〕 

《翰墨》「排日詩詞」6 月 1 日作招山〈壽胡漕〉、

《翰墨》「排日詩詞」6 月 1 日作招山〈壽胡運

使〉 

78. 八月  晝錦堂‧壽李真州／宋自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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遜〔荷葉龜遊〕 日作「壺山」 
79. 九月  千秋歲〔蓂開一葉〕 【佚】 
80. 十月  瑞鶴仙〔小春天未雪〕 《翰墨》「排日詩詞」10 月 1 日、《截》「逐月排

日」入 10 月首，同作哀長吉〈瑞鶴仙‧壽蕭通

判〉 
初二日 

81. 正月  沁園春‧壽□節〔意一仙

翁〕 
《翰墨》「排日詩詞」1 月 2 日作〈壽閩帥〉、《截》

「逐月排日」1 月 2 日作王邁〈壽閩帥〉 

82. 三月  鷓鴣天〔羅襪凌波洛浦

天〕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2 日、《截》「逐月排日」

3 月 2 日 

83. 四月  沁園春‧壽建陽趙宰〔瑞

應柯山〕 
《翰墨》「排日詩詞」4 月 2 日作〈壽楚陽趙宰〉、

《截》「逐月排日」4 月 2 日 

84. 七月  減字木蘭花〔天孫將嫁〕 《截》「逐月排日」7 月 2 日作題作「壽宗子」，

《全宋詞》未收 

85. 九月  沁園春‧壽章軒八十一

〔八九十翁〕 
《翰墨》「排日詩詞」9 月 2 日作「李慧之」 

86. 十月  上陽春‧壽人夫妻二子同

日〔兩日梅開〕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0 月 2
日同 

初三日 

87. 四月  滿江紅‧壽易庵〔四月三

朝〕 

《截》「逐月排日」4 月 3 日作王邁〈壽表兄易

庵〉《全宋詞》未收 

88. 七月  虞美人／壽婦人〔庭飄一

葉驚秋至〕 

《截》「逐月排日」7 月 3 日，《全宋詞》未收 

89. 九月  最高樓〔秋好處〕 《全宋詞》未收，《秋崖詩詞校注》卷 38 錄入，

題〈壽王貳卿〉 

初四日 

90. 四月  滿江紅‧壽袁倅〔浴佛生

仙〕 

【佚】 

91. 五月  喜遷鶯‧壽趙帥〔明朝端

午〕 

【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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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七月  滿江紅〔一葉知秋〕 《翰墨》「排日詩詞」7 月 4 日失題、《截》「逐月

排日」7 月 4 日題作「壽友人」 

93. 九月  滿庭芳‧壽包宰〔露白風

清〕 

《翰墨》「排日詩詞」9 月 4 日 

初五日 

94. 二月  行香子‧壽鄧宰母〔玉佩

簪纓〕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2 月 5

日同作「鈴岡」 

95. 三月  木蘭花‧慶女人〔蓂開五

葉〕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5 日同、《截》「逐月排

日」3 月 5 日作〈壽女人〉 

96. 五月  念奴嬌‧壽洪運管〔見山

堂上〕 

《翰墨》「排日詩詞」5 月 5 日作「王邁」 

初六日 

97. 正月  瑞鶴仙‧壽南康錢守〔天

基佳節後〕 

《截》「逐月排日」1 月 6 日作「哀長吉」 

98. 二月  蝶戀花‧壽應倅〔社雨初

收寒帖妥〕 

【佚】 

99. 三月  滿江紅〔曲水蘭亭〕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6 日作〈壽尚倅〉、《截》

「逐月排日」3 月 6 日作〈壽通判〉 

100.五月  鷓鴣天〔千佛名中淡墨

書〕 

《截》，題〈壽趙宰〉鈴岡，《全宋詞》未收 

初七日 

101.二月  好事近〔春事漸平分〕 《截》【職幕】作招山〈好事近〉（慶祝司理）（春

事恰平分） 

102.四月  洞仙歌‧壽朱憲〔去年今

日，與回翁為壽〕 

【佚】 

103.五月  柳梢青‧壽人母〔荷綻花

繁〕 

《翰墨》「排日詩詞」改入 5 月 6 日 

104.七月  驀山溪‧壽女人〔填河鵲

喜〕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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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九月  鷓鴣天‧壽吳倅〔恰則重

陽信宿前〕 

《翰墨》「排日詩詞」9 月 7 日作「梅亭」 

初八日 

106.正月  沁園春‧壽萬安宰〔行地

龍駒〕 

《截》「逐月排日」1 月 8 日，《全宋詞》未收 

107.四月  沁園春‧壽岳總領〔千雉

星羅〕 

【佚】 

108.五月  沁園春〔長壽真人〕 《翰墨》「排日詩詞」5 月 8 日作篁栗〈慶葉鎮〉、

《截》「逐月排日」5 月 8 日作篁栗〈壽葉監鎮〉 

109.七月  鵲橋仙‧壽婦人〔星橋纔

罷〕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7 月 8

日 

110.八月  滿庭芳‧壽尚書恬退〔西

掖南宮〕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8 月 8

日 

111.十一月  滿江紅‧壽人帥（詞已

見前‧前數句不同）〔八

葉蓂開〕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1 月 8

日同題作「壽太師」 

初九日 

112.二月  蝶戀花‧壽婦人〔風雨一

春寒料峭〕 

《翰墨》「排日詩詞」2 月 9 日無作者、《截》「逐

月排日」2 月 9 日作「溪園」 

113.三月  燭影搖紅‧壽袁守魏雪軒

／黎所寄〔森戟垂弧〕 

【佚】 

114.【佚】十二月  千秋歲〔斗杓建

丑〕 

【佚】《全宋詞》錄前四句 

初十日 

115.二月  千秋歲引‧壽士人〔十葉

蓂開〕 

【佚】 

116.七月  醉蓬萊‧壽魯開國／臞軒

〔正金風玉露〕 

【佚】 

117.八月  木蘭花慢‧壽孫守／鶴山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8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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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秋光四十〕 日 

118.九月  水調歌頭‧壽真玉堂〔早

是玉堂客〕 

《截》【翰苑制誥】作〈水調歌頭‧壽真玉堂〉（早

是玉堂客） 

十一日 

119.四月  沁園春‧壽莊寺丞〔申伯

嵩神〕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4 月 11

日同 

120.五月  醉蓬萊‧壽女人〔後端陽

六日〕 

《翰墨》「排日詩詞」5 月 11 日作〈慶友人〉、

《截》「逐月排日」5 月 11 日作〈壽友人〉 

十二日 

121.五月  臨江仙‧壽女人〔飲罷蒲

觴纔七日〕 

【佚】 

十三日 

122.五月  水調歌頭‧壽人母〔密葉

環翠幄〕 

【佚】 

123.七月  水調歌頭〔秋到十三日〕 【佚】 

124.八月  沁園春‧壽葉西澗母／立

雪〔萬戶炊烟〕 

【佚】 

十四日 

125.四月  賀新涼‧壽漕使〔玉帶青

瓢客〕 

【佚】 

126.五月  驀山溪‧壽李侍郎，集曲

名〔梁州夏早〕 

見《全金元詞》 

127.七月  臨江仙‧壽判府〔長記秋

來多好處〕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7 月 14

日 

128.十月  滿江紅‧壽石府□〔滿眼

紛紛〕 

【佚】 

十五日 

129.正月  滿江紅‧壽吳□〔恰則元

宵〕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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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作歐慶嗣〈滿江紅・壽吳漕〉 

130.三月  青玉案〔紅嬌綠軟芳菲

遍〕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改入 2

月 15 日 

131.八月  天仙子‧壽陳倅／洪諮夔

〔風月分將秋一半〕 

《翰墨》「排日詩詞」8 月 15 日作「平齋」 

132.十月  水調歌頭‧壽趙提刑／馬

子嚴〔萬仞鵝湖頂〕 

《翰墨》【諸使者】、《截》【監司】同作馬古洲〈水

調歌頭‧壽趙憲〉 

133.十一月  壺中天〔今年逢臈〕 
【佚】《全宋詞》節錄二句 

十六日 

134.正月  賀新郎‧壽徐寺丞〔昨夜

東風裏〕 

【佚】，《截》「逐月排日」1 月 16 日缺葉 

135.二月  青玉案‧壽趙宰母〔柳陰

花底春將半〕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改入 2

月 14 日 

136.七月  最高樓‧壽黃宰／方岳

〔朝元了〕 

《翰墨》「排日詩詞」7 月 16 日作秋崖〈壽黃宰〉 

十七日 

137.正月  酹江月‧壽友人〔雪羅初

試〕 

《翰墨》【閏退】吳季子〈念奴嬌‧壽朋友〉（雪

羅初試） 

138.六月  念奴嬌〔蓬弧紀節〕 《翰墨》「排日詩詞」5 月 17 日、《截》「逐月排

日」5 月 17 日首韻不同，《全宋詞》作「姪慶叔‧

五月十七」前三句不同 

十八日 

139.二月  好事近〔桃李綠陰濃〕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2 月 18

日作「招山」 

140.十一月  水調歌頭‧壽傅侍郎生

日前三日冬至〔關中有

蕭相〕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1 月 18

日同作〈水調歌‧壽太守傅侍郎，前三日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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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十二月  滿江紅‧壽程宰〔雪壓

梅欺〕 

《截》「逐月排日」12 月 18 日同，《全宋詞》未

收 

十九日 

142.三月  虞美人‧壽魏倅〔二車領

卻生朝客〕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3 月 19

日同 

143.九月  生查子‧壽魏制幹／梅亭

〔萬里綵衣遠〕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9 月 19

日同 

144.十一月  壺中天‧壽鄭知院〔誕

彌佳節〕 

【佚】 

二十日 

145.三月  南鄉子‧壽牟國史〔十日

借春留〕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20 日作「吳淇」、《截》

「逐月排日」3 月 20 日作〈南柯子〉無作者 

146.四月  沁園春‧壽趙運幹〔一劍

淩風〕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4 月 20

日同作趙福元〈壽運幹趙南墅〉 

147.九月  鵲橋仙‧壽王駙馬又將親

迎〔龍山宴罷〕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9 月 20

日 

148.十一月  萬年歡‧壽侍郎〔律應

黃鍾〕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1 月 20

日同 

二十一日 

149.正月  滿江紅〔分景亭前〕 《截》「逐月排日」1 月 21 日題作「壽通判」 

150.二月  百字‧壽主簿〔武夷秀氣〕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2 月 21

日作「三槐」 

151.三月  賀新郎‧壽蔡久軒〔滿勸

黃封酒〕 

《翰墨》【省官】作王庚〈賀新郎‧壽蔡久軒參政

癸丑生〉 

152.十月  鷓鴣天‧壽友人／魏了翁

〔誰把璿璣運化工〕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0 月 21

日同作「鶴山」 

二十二日 

153.正月  三登月‧壽黃守〔過了元

宵〕 

《翰墨》「排日詩詞」1 月 22 日作「羅子衎」、

《截》「逐月排日」1 月 22 日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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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十月  瑞鶴仙‧壽木狀元〔十月

小陽春〕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0 月 22

日同 

二十三日 

155.九月  沁園春‧壽葉西澗其時守

袁〔運及生申〕 

【佚】 

156.十二月  玉樓春〔纔爭七日春來

到〕 

《截》「逐月排日」12 月 23 日，《全宋詞》未收 

二十四日 

157.正月  賀新涼／張輯〔鵲喜花間

曉〕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作張宗

瑞〈賀新涼‧壽朱湛盧先生〉 

158.六月  木蘭花‧壽隱士〔一丘一

壑〕 

《翰墨》「排日詩詞」6 月 24 日、《截》「逐月排

日」6 月 24 日同 

159.八月  沁園春‧壽趙守／黎所寄

〔雨積中秋〕 

【佚】 

二十五日 

160.四月  南鄉子／韓元吉〔新笋旋

成林〕 

《翰墨》【壽親族】作南澗〈南柯子‧壽弟〉、《截》

【親眷】南澗〈南歌子‧壽廿一弟〉《翰墨》「排

日詩詞」、《截》「逐月排日」4 月 25 日同作南澗

〈壽二十弟〉 

二十六日 

161.五月  念奴嬌‧壽司戶〔綠雲霽

雨〕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改入 4

月 26 日 

162.八月  水調歌頭‧壽王樞密又生

子〔穀旦垂弧矢〕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8 月 26

日同作〈壽王樞密又得子〉 

163.九月  水調歌頭‧壽徐大參〔九

月二十六〕 

《翰墨》「排日詩詞」9 月 26 日作「湖山」 

164.十二月  水調歌頭‧壽陳碩人

〔白冰湛寒玉〕 

【佚】《全宋詞》錄入，僅引末五句 

二十七日 



《新編事文類聚啟劄天章》所見《全宋詞》未收詞補輯 

 

- 123 - 

啟劄天章編次 互見資料對照表 

165.二月  沁園春〔毓德婺虛〕 《翰墨》「排日詩詞」2 月 27 日無題、《截》「逐

月排日」作 2 月 27 日程東灣〈沁園春‧壽信州

徐守〉 

166.六月  水晶簾〔誰道秋期遠〕 《翰墨》「排日詩詞」6 月 27 日題「上定齋」 

167.十月  滿江紅‧壽婦人又受命

〔清曉新妝〕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0 月 27

日同作「卓夫人」 

二十八日 

168.六月  滿江紅〔風露輕清〕 《翰墨》「排日詩詞」6 月 28 日 

169.八月  沁園春‧自述五十五／游

九言〔五十五年〕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8 月 28

日作「默齋」 

二十九日 

170.二月  滿江紅‧壽留守〔今日明

朝〕 

《翰墨》「排日詩詞」2 月 29 日同、《截》「逐月

排日」2 月 29 日首句作「今朝明日」 

171.三月  沁園春‧壽黃虛庵〔珠斗

闌干〕 

《翰墨》「排日詩詞」3 月 29 日、《截》「逐月排

日」3 月 29 日同作「趙福元」 

172.十二月  瑞鶴仙‧壽丘憲／秋崖

〔一年寒盡也〕 

《翰墨》「排日詩詞」12 月 29 日作方秋崖〈賀丘

憲，以梅為壽〉 

三十日 

173.二月  解佩令‧壽李宰〔曾妙年

拾芥功名易〕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2 月 30

日 

174.七月  西江月‧為妻壽〔伴我鹿

車魚釜〕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7 月 30

日 

175.九月  真珠簾‧壽游訥齋〔隔雲

一雁銜秋去〕 

《翰墨》「排日詩詞」9 月 30 日〈慶游訥齋，以

梅為壽〉 

176.十月  水龍吟‧壽劉無競／臞軒

〔橙黃橘綠佳期〕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0 月 30

日同作「王臞軒」 

177.十二月  千秋歲〔歡盈萬屋〕 《翰墨》「排日詩詞」、《截》「逐月排日」12 月 30

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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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amination of the Ci Poems Not Selected for  
The Complet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Yet Seen in  

A Newly Edited Classified Collection of Heavenly-Brocade 
Letters for Events in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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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ing letter-themed classified books published in the Song and the Yuan dynasties, 

especially the birthday ci poems selected into their “Category of Birthday Celebration,”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the ci poems not selected for The Complet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article first compares the two versions of Qi Zha Rei Su collected by Japan’s 

Sonkeikaku and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explores their differences, and clarifies their 

features of ci poem selection. Then, since the “Category of Birthday Celebration” is the category 

that collects the most poems in letter-themed classified books,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two books 

that have similar arrangements to the “Category of Birthday Celebration” of the Heavenly-

Brocade Letters. These books have a lot of overlapping ci poems, which can be used to 

supplement the origins of the ci poems. Finally, the article finds 46 ci poems not selected for The 

Complet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Keywords: The Complete Ci Poems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existing letter-themed 
classified books, Xin Bian Shi Wen Lei Ju Qi Zha Tian Zhang, Xin Bian Shi 

Wen Lei Ju Qi Zha Yun Jun,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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