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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領時期海東山長唐壎詞中的臺灣 

蘇淑芬
 

（收稿日期：107年 1月 24日；接受刊登日期：107年 10月 9日） 

提要 

唐壎（1800-1873 後）曾在道光、咸豐年間寓臺，同治年間又來臺，前後 20 年。他的

詞集名《蘇庵詩餘》，詞作三百零四首，另有八篇政論文，紀錄咸豐 3 年（1853），鳳山

林恭民變，臺灣縣知縣高鴻飛（1797-1853）戰死，鳳山知縣王廷幹（？-1853）全家殉難。

事變中的英雄曾元福（1810-1878）、鄭元杰（生卒年不詳）搶救鳳山城邑有功。另有同

治元年（1862）臺灣道洪毓琛（1813-1863）原本榮升漢黃德道（駐湖北漢陽縣的行政長

官），因為同年，戴潮春事起，紳民懇留，暫調臺灣道，卻積勞成疾。同治 2 年（1863）

6 月卒於任。唐壎還在詞中寫臺灣山水、植物，並批評風俗。他的詞足以補足臺灣史之不

足。可惜唐壎至今仍未為學界所知，而臺灣方志資料，從未記載。本論文探析其生平、填

詞歷程、詞作內容與詞學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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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寓臺文人多能寫詩，能填詞者甚少。根據《全臺詞》，1唐壎（1800-1873 後）2是全臺

填詞第九位（其中本土詞人有三位）。他的詞集《蘇庵詩餘》共五卷，包括《小桃花塢詞》、

《乘槎詞》、《雙璅詞》、《鑷白詞》、《俟秋詞》，共三百零四首，是寫臺灣時政，風俗、景

物最多的人。其中《小桃花塢詞》、《乘槎詞》收在民國 100 年（2011），臺中文听閣出版

的《晚清四部叢刊》中。完整的五卷本，則藏在南京圖書館。唐壎也精研文字學，著有《通

俗字林辨證》。3除此盧德嘉纂輯的《鳳山縣采訪冊》，收有他的八篇有關臺灣民變的論文，

他尚有《竹西小築詞》、《仿東征集》都已亡佚。 

雖然唐壎寫下許多有關臺灣政事、風光、風俗，但唐壎究竟是何人？臺灣傳統方志，

從未見其著錄。2017 年出版的《全臺詞》僅收錄七首詞。探討者更是寥寥無幾，目前僅

林文龍〈海東書院山長唐壎小考〉4一文探討唐壎何時當海東書院山長，不過內容僅引用

《鳳山縣采訪冊》八篇論文，以及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所錄唐壎詞，並無多做說明。

另有徐人杰的《通俗字林辨證民俗語匯研究》，5裡面有關唐壎生平也是含糊帶過。本文僅

以南京圖書館藏的唐壎詞集《蘇庵詩餘》五卷為文本依據，就其中有關臺灣詞，以及相關

資料、序跋，加以爬梳整理，探討唐壎生平、學詞歷程、詞作內容以及詞學意義，期望能

就《蘇庵詩餘》所表達的政事，風俗、山水，使人更了解臺灣，也補晚清臺灣史之不足。 

二、唐壎生平 

                                                        
1  許俊雅、李遠志編校：《全臺詞》（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7年）。 
2  朱德慈：《近代詞人考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 40。 
3  清・唐壎：《通俗字林辨證》，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24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4  林文龍：〈海東書院山長唐壎小考〉，《高縣文獻》第 11期（1991年 11月），頁 185-189。 

  寫「僅知唐壎為秀水人，光緒二十年（1894）或稍前，任臺灣府治海東書院山長而已，其他則一無

所知。」又林文龍：《臺灣的書院與科舉》（臺北：常民文化出版，1999 年），頁 112。也是一樣

說法，這是錯誤的，因為這時唐壎已經九十多歲。《聽秋聲館詞話》刊於同治 8年（1869），曾言：

「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可知唐壎不可能在光緒年間當海東山長。道光 28

年（1848）任臺灣道的徐宗幹（1796-1866），非常注重教育，「力整（海東書院）學規，拔其尤者

入院肄。」當時唐壎是他幕僚。當時臺灣道兼學政，應該是他聘唐壎為海東山長。 
5  徐人杰：《通俗字林辨證民俗語匯研究》（瀋陽：瀋陽師範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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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壎（1800-1873 後），字益庵，號蘇庵老人，浙江秀水人。從小「詩文敏捷，工隸書，

屢試不售，為人司記室」。6道光 2 年壬午（1822），他曾「依金韻山河上」。7唐壎去依賴

金銓（韻山），並在金銓的袁江官舍教其兒子金眉生讀書。他在〈玉漏遲〉寫道：「金眉生

安清十歲時，曾從余讀乃尊袁江官舍」。8
 

道光 21 年（1841），唐壎去投靠因「閩防方急，遂調閩浙總督」9的鄧廷楨，「辛丑，

依鄧嶰筠制府溫陵節幙判牘」，10唐壎就在鄧廷楨泉州幕下紀錄公文。可是到任不久，道

光 21 年（1841）4 月，鄧廷楨因禁煙之事抗英，被革去職務謫戍到伊犁。11唐壎只得另謀

出路。道光 26 年（1846），他風塵僕僕到北京應京兆試，有〈水調歌頭〉自注：「道光丙

午應京兆試」，12又有〈金縷曲〉小序：「丙午，余遊京師」，13他為生活緣故，曾經到北京

應試、遊歷，並尋找機會。 

唐壎何時到臺灣，並無明確資料。只知道光 29 年（1849）5 月 9 日，臺灣道徐宗幹

上奏「前年臺灣府鳳山縣閩、粵民人挾嫌械鬥，經該總兵等督帶官兵彈壓，並先後拿獲首

要各犯，所有在事出力及捐資之文武員弁、紳士、義首人等，自應量予恩施，以昭激勸。……

增生唐壎，著給予州同銜。」14有功人士均獲得朝廷獎賞，「州同銜」相當知州副職。從

徐宗幹奏摺中「前年」，可知是道光 27 年（1847），臺灣閩、粵鬥毆時，唐壎已經在臺灣

鳳山，曾協助擒拿要犯，有功受賞。 

唐壎曾說：「咸豐癸丑（3 年，1853），臺灣亂，余佐徐樹人（宗幹）觀察、裕子厚（鐸）

太守，操籌軍務，迨首逆就捦（擒），南北路以次奠定。余將理歸棹時，小刀會匪，倡亂

                                                        
6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唐壎詞》，收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3 冊（臺北：新文豐出

版公司，1988年），頁 2811。 
7  清・唐壎：《蘇庵詩餘・乘槎詞・一萼紅》「題金韻山銓封翁收帆圖」自注：「道光壬午依公河上」。

見唐壎：《蘇庵詩餘》，收入《晚清四部叢刊》第 5編第 107冊（臺中：文听閣圖書公司，2011年），

卷 2，頁 5。《蘇庵詩餘》有 5卷，但此書僅收《小桃花塢詞》、《乘槎詞》等 2卷。完整五卷本包

括《雙璅詞》、《鑷白詞》、《俟秋詞》等，今藏南京圖書館。 
8  清・唐壎：《蘇庵詩餘・俟秋詞・玉漏遲》，卷 5，頁 9。 
9  清・趙爾巽等：《清史稿・鄧廷楨傳》，收入《清代傳記叢刊索引》第 92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11495。 
10  清・唐壎：《蘇庵詩餘・自序》：「道光辛丑，依鄧嶰筠制府溫陵節幙判牘」，頁 2。 
11  清・鄧邦康編：《鄧尚書年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 135 冊（北京：北京圖書

館出版社，1999年），頁 167。 
12  清・唐壎：《蘇庵詩餘・鑷白詞・水調歌頭》，詞題為「追弔周蔭芝憲曾、司馬李紫藩榞、陶碩卿

履誠兩大令同殉粵匪之難」，自注：「道光丙午應京兆試，與三君始訂交」，卷 4，頁 13。 
13  清・唐壎：《蘇庵詩餘・乘槎詞・金縷曲》，詞序：「丙午，余遊京師挈伊夫婦至水口分手，距今

十二年矣。」卷 2，頁 6。 
14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九日（上諭）〉，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

旨檔案彙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頁 180。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43591?AUH_TYPE=B&AUH_NS=1&AUH=%E8%87%BA%E7%81%A3%E5%8F%B2%E6%96%99%E9%9B%86%E6%88%90%E7%B7%A8%E8%BC%AF%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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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漳廈。舍弟升庵均，以上杭知縣，隨瑞仲文璸都轉，率兵平廈門，心頗憂之。」15可知

咸豐 3 年，他幫助徐宗幹與裕鐸處理臺灣林恭的亂事，奠定南北路。唐壎有個弟弟叫唐均

字升庵，當上杭知縣。《高雄縣志稿•人物志》曾記鳳山知縣：「唐均浙江嘉興秀水人，由

附生遵捐翰事例，以布司照磨用，咸豐元年（1851）三月十五日署，二年正月二十六日卸。」
16到咸豐 3 年，唐均已經返杭當官，並從上杭出兵平廈門，唐壎擔心弟弟的安危，還好弟

弟平安歸來。這年唐壎已擔任臺南海東書院山長。17並且寫下有關鳳山民變的文章，包括

〈王邑侯廷幹死難記〉、〈鳳山縣榕將軍記〉、〈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王廷幹、張樹春

之死論〉、〈曾元福守火藥庫論〉、〈高、張二子之獄論〉、〈鄭元杰、夏汝賢克復鳳山論〉、〈鄭

氏父子不善居功論〉等八篇文章。18咸豐 6 年（1859），唐壎弟弟唐均接替丁曰健，升為

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19
 

咸豐 4 年（1854）因為邵連科、裕鐸上奏，「臺灣匪徒滋事，各鄉紳、義首守城剿賊，……

洵屬好義急公，自應特沛恩施，以昭激勸」，因此 11 月 23 日上諭，「唐壎，著賞加五品職

銜」。20到咸豐 6 年（1856）9 月，因為「京倉支絀，諭令王懿德等購買臺米運送天津」，

配運有功，「浙江增監生唐壎，著以訓導不論雙單月分發浙江補用」。21
 

咸豐 6 年丙辰（1856）仲冬，唐壎等候回浙江補用時，「以事客居艋舺」，22他深感「字

學之不明久矣，循誦習傳忽不及察，廣徵博引患無所衷」，感受字義、詞義的重要。剛好

「有王子勤太守以閩版四庫書見寄，凡百餘種」。唐壎就其中五書「宋吳曾《能改齋漫錄》、

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宋袁文《甕牖間評》、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元李冶《敬齋古今

黈》」所記關於字體音義各條，「隨錄隨記，復為之芟薙複遝，裁翦句讀」，23完成《通俗

字林辨證》一書。並請當時的臺灣理番同知洪毓琛為《通俗字林辨證》寫序，洪毓琛稱「益

庵先生讀書好古，平日辨論字學頗有發明」，「熟於義理，詳通於文字」，「是書出而先生好

                                                        
15  清・梁恭辰：《勸戒錄類編・殺業之勸戒》（上海：中華書局，1921年），頁 60。 
16  謝問岑、陳子波等纂修：《高雄縣志稿・人物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 年），頁 2025。 
17  唐壎在咸豐三年，所寫的文章都是自署「海東山長唐壎（秀水）」。見清・盧德嘉纂輯，詹雅能點

校：《鳳山縣采訪冊》，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第 33冊（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年），

頁 472。 
18  清・盧德嘉纂輯，詹雅能點校：《鳳山縣采訪冊》，頁 472-480。 
19  劉寧顏編：〈職官志〉，《重修臺灣省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4 年），卷 8，頁 81。 
20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見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

彙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頁 323。 
21  〈咸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諭）〉，頁 365。 
22  清・唐壎：《通俗字林辨證・自序》，頁 2。這年唐壎弟弟唐均當臺灣府淡水撫民同知，唐壎等候

回浙江時間，可能去找弟弟唐均。 
23  清・唐壎：《通俗字林辨證・自序》，頁 2。 

http://spydus.lib.scu.edu.tw/cgi-bin/spydus.exe/ENQ/OPAC/BIBENQ/43591?AUH_TYPE=B&AUH_NS=1&AUH=%E8%87%BA%E7%81%A3%E5%8F%B2%E6%96%99%E9%9B%86%E6%88%90%E7%B7%A8%E8%BC%AF%E5%A7%94%E5%93%A1%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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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心傳」。24唐壎也自序：「咸豐六年歲次丙辰仲冬月檇李蘇庵居士書於東瀛淡水廳之艋

舺客寓」。25檇李是古地名，在今浙江嘉興西南是唐壎故鄉。這年唐壎因平定鳳山有功銓

浙江富陽司訓。離去時還捐贈銀二員（圓）給臺南的馬公廟重建，咸豐 6 年（1856），〈重

建馬公廟捐緣啟〉碑文上，還寫著「候選直隸州州同唐壎捐銀二員」。26此碑目前仍雋刻

在臺南開山路馬公廟壁上。 

咸豐 7 年（1857），唐壎榮歸富陽當司訓。9 年（1859），唐壎與《芬陀利詞話》作者

蔣敦復一起「共修富陽縣志」，用〈翠樓吟〉〈題蔣劍人芬陀利室詞鈔〉。27他也曾用〈聲

聲慢〉為蔣敦復〈題劍人紙閣雙聲圖〉。28咸豐 10 年（1860），太平軍攻富陽，與清兵交

戰。日後他在〈金縷曲〉題序寫到：「因憶咸豐庚申，余司訓富陽，髮逆未至，先為李、

米兩鎮敗兵所擾，縱火焚掠城市一空，大尹某君挈印先遁，承典悉自為避亂計。余以校官

躬任補苴，率邑紳俞潤湯煜文支持匝月，不得已稟請省委候令周君光輔代理，乃周至，而

某君突現視事，署方伯麟公轉咎余，以不為縣令掩過，憤而乞疾。」29當時太平軍還未到

杭州，李家鎮與米鎮的敗軍就燒殺，使城市不安，以致富陽長官拿印信先逃。唐壎因為是

司訓，只好率邑紳支撐一個月，不得已請省委派人代理，沒想到周代理人一到，縣令突然

現身視事，署長官竟然怪罪他，不幫長官掩過，讓他憤而稱病辭職。這也是丁紹儀在《秋

聲館詞話•唐壎詞》所言： 

 

（唐壎）益庵居秀水，余三十年前舊友也。……以殺賊功銓富陽訓導。方謂苜蓿一

盤，堪以娛老，又值杭州陷，避亂來閩，鬢髮皓然矣。30
 

 

本來以為當富陽司訓，做個小官，可以養老。因著太平軍下浙江一路作亂，唐壎只好避亂

到閩。並在〈高陽臺〉題序亦云：「咸豐庚申（1860）杭城初次失陷，婦女殉難最多。」31

他用慷慨激昂的詞調，記載有關杭城戰敗的悲慘情況，如〈滿江紅・補錄用岳武王韻弔杭

                                                        
24  沈景鴻等編輯：《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年），頁 278。 
25  清・唐壎：《通俗字林辨證》，頁 4。 
26  〈重建馬公廟捐緣啟〉，見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南部碑文集成》（南投：臺灣省文獻

委員會，1994年），頁 316。馬公廟主祀輔順將軍（馬公爺）馬仁，「禦災捍患，民生叨庇護之恩」。 
27  清・唐壎：《蘇庵詩餘・小桃花塢詞・翠樓吟》：「題蔣劍人《芬陀利室詞鈔》」，自注：「時共

修《富陽縣志》」，卷 1，頁 7。 
28  清・唐壎：《蘇庵詩餘・小桃花塢詞・聲聲慢》，卷 1，頁 10。 
29  清・唐壎：《蘇庵詩餘・雙璅詞・金縷曲》，卷 3，頁 6。 
30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8，頁 2811。 
31  清・唐壎：《蘇庵詩餘•鑷白詞•高陽臺》，卷 4，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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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陷賊〉：「嘆彷彿、紅羊劫換，灰飛火烈」。32形容杭城受到劫亂情形。《聽秋聲館詞話•

楊炳詞》記：「咸豐十年春，杭州陷，賊僅數千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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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唐壎有〈山花子〉：「弔楊子萱炳司馬杭城殉難，

即次其舊作韻。」34
 

太平軍亂事，唐壎被迫逃至福建，居閩時間，就住在福州黃樓。他在〈憶舊遊•登黃

樓志感〉自注：「余丁卯旋省寓居樓之對門。」「樓為宋賢黃賢黃先生讀書處，載福州府志。」
35丁卯是同治 6 年（1867）。但丁紹儀說：「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近

聞以言賈禍，既老且貧。」36唐壎既然在福建沒遇到貴人提攜的機會，只好又東渡臺灣，

所以他在〈蘇庵詩餘自序〉寫：「同治庚午，與新城楊臥雲中翰同渡鯤洋」。庚午為同治 9

年（1870），他又再度到臺灣，他在〈高陽臺•七十三自述〉：「七十韶華，猶未歸休」，「伴

眠鷗，曲罷成連，合住瀛洲。」37表示他還在臺灣，以後就沒有任何消息。 

三、學詞歷程 

唐壎學詞分為三個階段： 

（一）學習前賢詞作 

唐壎起初不會填詞，他自言：「余本不能詞，以心之所好，輒就前賢傳作，偶一效顰。」
38他原本不會填詞，只是心中喜好，便拿著前賢詞作著學著填詞。現存的《蘇庵詩餘》第

4 卷《鑷白詞》裡面有唐壎和唐朝、花間、南唐詞人作品，包括〈憶秦娥•和李白〉、〈瀟

                                                        
32  清・唐壎：《蘇庵詩餘•雙璅詞•滿江紅》，卷 3，頁 6。 
33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楊炳詞》，卷 6，頁 2646。曾記「咸豐十年春，杭州陷，賊僅數千

耳。甫三日，江蘇兵至，遂遁，未大創也。次年冬，復糾數十萬人至，鑿長塹於外，圍而不攻。時

江蘇全省與浙之嘉嚴各郡已為賊踞，江閩援兵不能前。城中困守兩月餘，食盡復陷。余姑夫楊子宣

在圍城，與妾陳氏同罹白刃。姑夫名炳，……今僅記〈山花子〉一闋云：「宛宛螢飛照綺疏。」 
34  清・唐壎：《蘇庵詩餘•鑷白詞•山花子》，卷 4，頁 10。 
35  清・唐壎：《蘇庵詩餘•乘槎詞•憶舊遊》，卷 2，頁 9。 
36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再錄唐壎詞》，卷 18，頁 2811。 
37  清・唐壎：《蘇庵詩餘•俟秋詞•高陽臺》，卷 5，頁 2。「殘柳棲蟬，敗荷款鷺，秋來池閣清幽。

日落溪春，西風到處生愁。嫩紅只在芙蓉渚，奈霜痕，易臼人頭。付浮漚。  老懷不為傷離別，

為月隨晦掩，歲逐星流，寥落朋簪，攜尊嬾上高樓。大錢乞與添黃覺，卜他年、臥雪優遊。伴眠鷗，

曲罷成連，合住瀛洲。」 
38  清・唐壎：《蘇庵詩餘•自序》，頁 2。  



清領時期海東山長唐壎詞中的臺灣 

 

- 163 - 

湘神•和劉禹錫〉、〈長相思•和香山〉，和花間詞包括〈菩薩蠻•和飛卿〉、〈清平樂•和

韋端己莊〉〈西溪子•和牛嶠〉、〈虞美人•和毛文錫〉等，以及〈相見歡•和南唐後主煜〉

〈山花子•和南唐中主璟〉等，詞風與花間、南唐詞頗類似，雖然沒有編年，應該是早期

學習前賢詞。也可知唐壎早期是從花間、南唐入手。 

（二）跟隨鄧廷楨學填詞 

唐壎 41 歲以前事蹟，幾乎沒有任何紀錄。直到「道光辛丑，依鄧嶰筠制府溫陵節幙

判牘，暇論及倚聲。」道光 21 年（1841），是他到鄧廷楨幕下當判牘，閒暇時才有機會和

鄧廷楨論及填詞之事。他在〈蘇庵詩餘自序〉云： 

 

余有和其〈高陽臺〉一闋，內云：「胡奴碧眼捐多寶，願蒼生、一夢齊圓」。蓋時重

禁煙也。（《蘇庵詩餘》，頁 2） 

 

鄧廷楨看完這首和詞後，覺得唐壎填詞極佳，因此： 

 

大加擊賞，並出《妙吉祥室詞》囑題。索閱舊作，前所刻《月癡子詞》一卷，公所

選定也。鄧公即以此事被譴，再起督陜甘。余則遭時既乖，投簪海曲，偶得微官，

而氊寒蓿冷，屢換泥鴻，燹亂家亡，重攜梅鶴，寄情煙墨，悽惋為多，知音不作，

而余亦以源流未析，宮羽背馳，未敢出以示人也。（《蘇庵詩餘•自序》，頁 2） 

 

兩人在幕府常論及倚聲，唐壎得到鄧廷楨的賞識。所以鄧廷楨請唐壎為他的《妙吉祥室詞》

題詞，又要求看鄧廷禎以前所選定、刊刻的《月癡子詞》。鄧廷楨也因為這詞集，被遣戍

伊犁。這詞集目前已佚，內容應該是與禁菸有關。唐壎則因為命運乖舛，兵亂家亡，只能

寄情筆墨，詞作內容都是悽婉。他自認知音不多，而且填詞時，沒有分析流派，與音律不

合，不敢出示眾人。因此這首和鄧廷楨的〈高陽臺〉詞，日後並沒有收在《蘇庵詩餘》五

卷中。 

咸豐 7 年（1857），唐壎從臺灣因功回富陽當司訓，直到咸豐 11 年（1861），因為太

平軍亂，他逃到福建，去見丁紹儀。 

 

咸豐辛酉（1861），（十一年）復遊三山，適無錫丁杏舲，有《聽秋聲館詞話》之刻，

雖蒙采錄，未愜鄙懷。（《蘇庵詩餘•自序》，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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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有采錄唐壎的作品，但唐壎對自己的詞並不滿意。丁紹儀《聽

秋聲館詞話•唐壎詞》云： 

 

又值杭州陷，避亂來閩，鬢髮皓然矣。出《竹西小築詞》屬為校正，余有獻替，應

時改定。〈謁金門〉云：「蛩語悄。……」舟行即事〈蝶戀花〉云：「一葉舟輕柔櫓

短。……。」題祝菊門孝廉瀟湘聽雨圖〈淒涼犯〉云：「夢回篷底。連宵雨、聲聲

都帶秋意。……」39
 

 

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再錄唐壎詞》，又云： 

 

益庵至閩無所遇，重渡東瀛，為書院山長。近聞以言賈禍，既老且貧，其詞未必能

刊，再錄數闋於此。〈鵲橋仙〉云：「鶯啼人倦，鵑啼人怨，……」〈迷神引〉云：「糝

瓦清霜催寒急。……。」白下高竹坡以「明月滿船歸去好，美人親手炙鱸魚」句意

繪圖索題，為賦〈摸魚兒〉云：「算年來、搖煙蕩月，狎鷗生計差近。……。」40
 

 

從這兩段記載可知，唐壎還曾寫過一本《竹西小築詞》，請丁紹儀校正，丁紹儀也給他意

見。但是〈淒涼犯〉：「夢回篷底」，〈蝶戀花〉：「一葉舠輕柔櫓短」，〈摸魚兒〉「算年來」，

這三首並沒有收在《蘇庵詩餘》五卷中，其他〈玲瓏玉〉：「鐵網兜來」收入卷二，〈謁金

門〉：「蛩語巧」，收入卷一，〈鵲橋仙〉：「鶯啼人倦」，收入卷一，〈迷神引〉：「糝瓦清霜催

寒急」，收入卷一，可見現存的《蘇庵詩餘》，是經過刪整的。 

同治 8 年（1869），丁紹儀的《聽秋聲館詞話》完成。41在《聽秋聲館詞話》中，雖

然有收錄唐壎的詞，唐壎自稱「未愜鄙懷」，42他對自己的詞作還是不滿意。 

（三）學楊希閔《詞軌》 

同治 9 年（1870），唐壎又東渡到臺灣。他的〈蘇庵詩餘自序〉： 

 

                                                        
39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8，頁 2810-2811。 
40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卷 18，頁 2812。 
41  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自序》，卷 18，頁 2561。  
42  清・唐壎：《蘇庵詩餘・自序》，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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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1870），與新城楊臥雲中翰同渡鯤洋，得讀其所選《詞軌》，溯雅追騷，分唐

別宋，蒐輯繁富，題識尤宜，知其於此事為九折肱者，傾篋就正，遂浼其製序。詞

以言情，半借閨襜以寓託諷，自歐、蘇作丈夫語，以硬語盤空，一洗五代綺靡之習，

而究之諧聲按節，仍有規矩運乎期間，則雖謂豪邁之風，與溫柔之韻，作沆瀣一家

觀可也。臥雲見序，未免溢美，惟訾余有數闋，為院本語隨筆溜入，此則余不自覺

者，因於暇時痛自芟削，良友之箴，自當奉為金石云，蘇庵老人自敘。（《蘇庵詩餘》，

頁 2） 

 

唐壎指出他與楊希閔一起到臺灣，楊希閔被聘為海東山長。同治 2 年（1863），楊希閔曾

出版《詞軌》43一書。書中「溯雅追騷，分別唐宋，搜輯很豐富，題識合宜。」楊希閔以

為詞原本是言情的，追溯到詩經與離騷，而且要分別出唐詞、宋詞。而且詞大半都是藉著

閨房之事來寄喻諷諭。自從歐陽修、蘇軾以盤空硬語填詞後，洗除五代以來的綺靡之風，

但是詞又合乎音律，有規矩可言，這樣看來豪邁與溫柔之風是可以相揉合。楊希閔還指出

唐壎有幾首詞，雜有院本語。院本的名稱，「始於金代，乃當時妓院所演唱之曲本。」44唐

壎詞中雜著詼諧語相謔之語，連自己都不自知，經過楊希閔的指正，唐壎利用閒暇時，自

己芟削詞作。並把楊希閔的話奉為圭臬。 

唐壎的詞作內容非常廣泛，不僅記錄時政，山水遊歷，懷古詠物，以及唱和酬贈，朋

友送別之作。他又精通文字，好用典故，渡海前後 20 年，歷經滄桑，詞作多樣而且沉鬱。

所以楊希閔稱：「或摩挱於銅狄，或悽愴於羅裙，或銅琶鐵撥續大江東去之詞，或減字偷

聲變烏鵲南飛之詠，雖鬢思禪榻，不無惆悵之因，而歌扇酒旗猶復豪宕似昔，堪稱詞隱。」
45楊希閔認為唐壎詞有蘇軾寫大江東去的豪放，也有曹操烏鵲南飛，老驥伏櫪，壯心未已

的心志，所以堪稱詞隱，詞中文詞曲折有隱喻。唐壎忠實地記載咸豐 3 年（1853）林恭在

鳳山的作亂，官員為維護臺灣治安而殉死。他的詞沉鬱慷慨，更可稱為蒼涼詞史，也是咸

豐年間的臺灣史。 

四、仕臺詞作 

                                                        
43  清・楊希閔：《詞軌》，收入屈興國編：《詞話叢編二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44  清・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 53。「院本者，太和正音譜

云：『行院之本也。』初不知行院為何語，後讀元刊張千替殺妻雜劇云：『你是良人良人宅眷，不

是小末小末行院。』則行院者，大抵金元人謂倡伎所居，其所演唱之本，即謂之院本云」。 
45  清・楊希閔：〈蘇庵詩餘序〉，見清・唐壎：《蘇庵詩餘》，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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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壎居臺前後 20 年。他曾言「臺灣素蠢動，自漳、廈報陷，伏莽遂竊發。」46咸豐 3

年（1853），唐壎為臺灣道徐宗幹幕僚，在鳳山民變中，他曾為徐宗幹進言：「唐子又以大

義責徐公曰：『鳳邑陷於賊久矣，無論曾元福能守火藥庫與否，即能守矣，他日大府執律

嚴詢，公將何詞以解不赴援之咎』？徐公頓悟，力促鄭行。」47這個事變中，他向長官進

忠言，幫助平定民變。他除了寫下八篇政論文，也用詞記錄這段歷史。他的《蘇庵詩餘》

第 2 卷《乘槎詞》，記載許多當時臺灣民變時，治臺官員的策略，以及功過，討論政事極

有見地，可與八篇論文相互參照。第 5 卷《俟秋詞》，也是他再度渡臺所見，描述臺灣風

俗、景物，極為寶貴。唐壎寓臺的詞可分： 

（一）哀悼治臺死喪官員 

咸豐 3 年（1853），太平軍攻佔漳州、泉州，清廷已失人心。徐宗幹〈答王素園同年

書〉：「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而閩中吏治之壞至臺灣而極。」48臺灣地處海隅，吏治腐

敗，臺人對生活很不滿。因此趁太天軍作亂時，在臺灣天地會首領林恭曾充鳳山縣署壯勇，

與無賴為伍，知縣王廷幹將他淘汰，他懷恨在心。藉王廷幹知縣是貪官，俗諺王廷幹「看

錢無看案」，49趁機在鳳山起事。為分散清廷兵力，夏 4 月，小刀會李石與楊文愛、林清

等豎旗在臺灣縣灣裏街（臺南），以「興漢滅滿」為號召，50南北兩路人馬聚眾作亂，這

是清廷所無法容忍的。臺灣知縣高鴻飛，趕來鎮壓。徐宗道《斯未信齋全集•高南卿司馬

行狀》記： 

 

（咸豐）三年四月初，內地寇亂，恐海外騷動，請團練、陳要策數事於當道。旋聞

南北兩路匪徒揭竿聚眾，慮剿除不速、滋蔓難圖，隨會營撥兵勇於是月二十八日出

城二十餘里，駐灣裏街。偵報賊勢已熾，正在稟請添兵，是夜賊麕集，奮力抵禦，

轉戰達旦，賊稍卻。復飛書告急，其子人鏡募壯丁數十人先行，途遇潰卒，紛紛皆

云賊眾復合，公被困重圍，徒步手刃數人，力竭遇害喪其元，丁胥役勇同死者數十

                                                        
46  清・唐壎：〈王邑侯廷幹死難記〉，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6。 
47  清・唐壎：〈鄭元杰、夏汝賢克復鳳山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84。 
48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全集•答王素園同年書》（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 年），頁 751。 
49  葉振輝：《高雄市俗語與傳說故事》（高雄：高雄文化局，2004年），頁 11。連橫：〈烈女列傳・

陳守娘〉，《臺灣通史》（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 年），卷 35，頁 1018。指縣署有客愛

寡婦陳守娘，姑愛客多金，害其受死。「知縣王廷幹以客故，欲寢其事。見者大譁，噪而起，磔石

以投。廷幹踉蹌走，乃上其案於府道。」 
50  連橫：〈李石林恭列傳〉，《臺灣通史》，卷 32，頁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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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51
 

 

賊勢方熾，高鴻飛駐灣裡，正請兵救援，奮力抵抗時，敵軍稍微退卻，不久又告急，高鴻

飛子高人鏡募集莊丁數十人先走，遇到潰兵，紛紛說亂賊已經復合，高鴻飛被困在重圍中，

雖然殺死數人，還是遇害，被割下人頭，一同殉難的有數十個人。52唐壎有〈滿江紅〉，

詞前有序：「高南卿鴻飛大尹，勦賊陣亡，用劉芑川家謀學博韻弔之」： 

 

似此捐軀，真不愧、祀隆瀛渤。（臺人請祀，名宦並立。專祀均蒙報可。）問多少、

鐵山蹲虎，蒼頭摶鶻。碧葬魂歸鮷渚日，黃衫血瘞鼪原月。更執戈、殉烈有汪童、

同時蹶。（同行汪韻舟大尹之子兆蕃）  誰敢拗，將軍鉞。恨未擊，司農笏。（總

兵官恒裕頓兵北教場，請援不應，同赴勦之，守備李雲龍私與賊和，先遁。高以單

身戰歿，至事定後，其子人鏡疊控大憲，始將恒鎮撤任奪職，李雲龍照軍法例治罪

棄市。）奈甘泉終靳，赤蛇當阨。（高係丁巳年生，是日戰酣兵勇渴極，思飲掘地，

見赤蛇偃臥，共擊殺之，高亦隨殞，不知其為本命也。）銜命早棄骸骨碎，歸元猶

睹鬚眉勃。（賊持首去，逾月始以三百金購得之，面色如生。）卜他年，宰木比冬

青，淩霜柏。（《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1） 

 

這首詞是用劉家謀（1814-1853）〈滿江紅〉，押第十八部的韻。53詞中上片讚嘆高鴻飛為維

持治安，如此犧牲自己，真不愧入祀祠廟。「鐵山蹲虎，蒼頭摶鶻」句，54指多少精銳有

大志者，為了保護臺人安全與安定，竟然殉葬在臺灣。「鮷渚」，55指海島臺灣。而高鴻飛

就像黃衫客56一樣見義勇為，卻因臺灣的鼠輩而遇害（鼪是鼠類，代指亂匪），和他一起

殉難的還有汪韻舟大尹的孩子汪兆蕃，他是被分屍。《癸丑日記》：「高（鴻飛）令麾眾退，

手刃拒賊，被戕，頭顱並割去。外委謝奮揚、前縣丞汪昱之子汪兆蕃助殺賊，並被殺，分

其屍。」57
 

                                                        
51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全集•高南卿司馬行狀》，頁 1323。 
52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頁 402。 
53  清・劉家謀：《劉家謀全集彙編•斫劍詞》（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可惜並未收此詞。 
54  漢・劉向輯錄：〈魏策一・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千萬。」見劉向輯錄：

《戰國策》（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年），卷 22，頁 790。蒼頭，以青頭巾裹頭的兵卒，

比喻精銳部隊。 
55  南齊・張融〈海賦〉：「照天容於鮷渚，鏡河色於魦潯。」見梁・蕭子顯：《南齊書》（臺北 : 藝

文印書館，1993年），卷 41，列傳 22，頁 340。鮷渚，水邊小洲，此指臺灣。 
56  此處黃衫客應是唐傳奇〈霍小玉傳〉中的黃衫客，象徵見義勇為。 
57  清・徐宗幹：《斯未信齋全集•斯未信齋雜錄•癸丑日記》，頁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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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片寫到高鴻飛將軍的斧鉞，誰敢反抗，「司農笏」句，58指請援不應，守備又與賊

應。詞轉為憤怒，最無奈的是丁巳（1797）蛇年出生的高鴻飛，因為兵士爭戰太激烈，口

渴想喝甘泉，挖地見到赤蛇偃臥，合力把它打死，不知這是高鴻飛的本命。其實當高鴻飛

領受朝廷命令時，他已置生死於度外。當他被砍的人頭，以三百金購還後，眉鬚仍然英勇

蓬勃栩栩如生。「宰木比冬青」句，59是猜算日後，高鴻飛墳上的樹木，一定比南宋時種

在帝、后妃遺骸墳上的「冬青」，更淩傲霜雪。整首詞特別點出高鴻飛的英勇捨生，無奈

士兵渴飲甘泉，竟殺高鴻飛本命赤蛇，言下十分無奈與悲憤。 

唐壎所哭弔的另一人叫洪毓琛，山東臨清人。咸豐元年（1851）擢臺灣府兼南路理番

同知，因治理臺灣和收復鳳山有功，10 年（1860）閏 3 月署臺灣府知府，加按察使銜，

署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長官。同治元年（1862）遷任湖北漢黃德道，未赴任，調臺灣道。

以平彰化戴潮春起事，日夜操勞，病卒。60民有「洪菩薩」之稱。61臺南曾設有洪公祠感

念。不過目前已被拆除。唐壎寫〈湘月•哭洪潤堂毓琛觀察〉：  

 

勞君籌筆，甚西風吹斷，愁思如雨。卷盡寒濤怎忍見，海上魚龍罷舞。赤羽驚飛，

白眉徂謝，借箸謀偏左。出師未捷，一編吟剩梁父。    猶憶生縛孫恩，十年前事，

壯行間旗鼓。名在丹墀枉負了，豸節教移三楚。（先升任湖北漢黃德道，以軍務奏

調臺澎）草草戎旃，小兒趙括，知是兵書誤。長城嚙缺，量沙疇識心苦。（掌兵者

勦辦無功，以籌餉力竭逝世。）（《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6） 

 

〈湘月〉，即〈念奴嬌〉別名。洪毓琛曾在咸豐 5 年（1855）為唐壎的《通俗字林辨證》

一書寫序，可見兩人關係。詞的上片寫洪毓琛因運籌帷幄而勞心勞力，但為何西風吹斷，

讓人愁思如雨，海面上捲進水波，不忍心見到魚龍罷舞，洪毓琛本已經調升湖北漢黃德道，

因為紳民懇留，奏調臺澎道。但「時賊勢猖獗，所在風鶴，兼之羽書旁午，請兵請餉，日

不暇給。」62「赤羽驚飛」指飛書傳遞軍情，請求援兵與糧餉，毓琛百計維持，以顧大局，

                                                        
58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司農笏》詩：「司農手中無寸鐵，奪笏擊賊賊腦裂。」收入《景印文淵

閣四庫全書》第 125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 150。  
59  元・陶宗儀撰，王雪玲校點：《南村輟耕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年），卷 4，頁 420：

「（唐玨）乃斲文木為匱，復黃絹為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蕝地以藏，為文

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唐葬骨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樹，植於

所函土堆上。唐葬骨後，又於宋常朝殿掘冬靑樹。」宰木指墳上樹木。 
60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340。 
61  清・林豪：《東瀛紀事》，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8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年），

頁 10。  
62  清・林豪：《東瀛紀事•郡治籌防始末》，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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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倚以為重。「白眉徂謝」，63指洪毓琛這麼優秀的將才，卻不幸操勞過度而病死。真是

出師未捷身先死，如諸葛亮般徒留下梁父吟一編。 

下片歌頌洪毓琛在 10 年前生抓林恭之事。「丹墀」句，64指他已經名列在朝廷。同治

元年（1862 年）3 月，已調升湖北漢黃德道，許多人勸他快走，他卻言：「吾受朝廷厚恩，

民情愛戴，一旦有變，委而去之，於心何安」。65洪毓琛修城垣，備器械，抽厘勸捐，調

選兵勇，以對抗戴潮春賊。「草草戎旃，小兒趙括」句，66指洪毓琛派挂印總兵林向榮全

師北上，可是林向榮紙上談兵判斷錯誤，「長城嚙缺，量沙疇識心苦」67句，指國家長城

已病死，他為安定軍心，如檀道濟以沙當做米，量時高呼數字，來製造假像來迷惑敵人，

用心良苦。此詞沉痛悲苦，為臺灣痛失英才而怒。 

（二）歌頌治臺官員 

鳳山經過民變，知縣王廷幹被殺，全縣被賊包圍，陷於危急。新知縣鄭元杰克復鳳山。

唐壎有〈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 

 

縣令為親民之官，自漢、唐以來，論治行者，首重其選。然不過曰繭絲保障而已，

曰撫字催科而已。從未有膺軍旅之寄，掃蕩群醜，復我疆土，策又安於干戈擾攘之

秋，振瘡痏於兵燹交罹之際，如古名將者然。有之，自我鄭侯元杰始。68
 

 

唐壎讚嘆鄭元杰不僅是撫字催科的縣官，還是掃蕩群醜的勇將，恢復疆土，安定人心，自

古以來鄭元杰是第一人。唐壎〈高陽臺〉詞，題序：「鳳山縣廟宇燬於賊，鄭雲舫元杰大

                                                        
63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盧弼集解：〈馬良傳〉，《三國志集解》（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3年），卷 39，頁 836：「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白眉」喻兄弟或儕輩中的傑出者。 
64  漢・張衡〈西京賦〉：「右平左墄，青瑣丹墀。」見梁・蕭統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3年），卷 2，頁 39。「丹墀」，原指朱色平臺，用在宮殿正殿儀典性的建築物前。 
65  清・林豪：《東瀛紀事•郡治籌防始末》，頁 11。 
66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

頁 988：「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

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小兒趙括」，指只會紙上談兵。 
67  梁・沈約：〈檀道濟傳〉，《宋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 43，頁 653：「初道濟見

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量沙疇識心苦」，唐・李延壽：〈檀道濟傳〉，《南

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15，列傳 5，頁 208：「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

其上。」 
68  清・唐壎：〈鄭邑侯克復鳳山縣碑記〉，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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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手定瘡痍，次第葺治，規製一新，余既為補題聯額，填此奉贈。」 

 

甃石驅狐，支杗磔鼠，西風劫換紅羊。仙吏舂容，琴聲吹過銀墻。綠榕庭院聞鼛鼓，

早名花、種遍河陽。敞虛堂、判罷丹毫，就印施牀。  苔痕碧漬萇宏血，料埋忠

地下，碎骨猶香。（前尹王仲甫全家殉難於此）剗盡愁雲，重攜翰墨登場。六房水

樣鈔書靜，閟簾陰燕語雕梁。漫徜徉、錦字籤齊，卍字欄長。（《蘇庵詩餘•乘槎詞》，

卷 2，頁 2） 

 

詞的上片指出在鳳山林恭亂時，大尹鄭元杰有如甃石般堅固，可以驅趕狐狸。「支杗磔鼠」

句，69指鄭元杰如房屋的大樑，又用手磔為非作歹的鼠類。等亂事平定後，鄭元杰大尹有

如仙吏般露出從容優雅的態度治縣，琴聲吹過銀牆，綠榕樹下聽到止役的鼛鼓聲。70鄭元

杰就如當年潘岳當河陽縣令時，令全縣種滿桃花，美化縣容。百姓澆花息訟，甚得百姓喜

愛。71他的公署常時像敞開的虛堂，因為一切平和，以朱筆判案蓋印，竟然是無用的事。 

下片鳳山廨宇的苔痕上，還流著以前大尹王廷幹仲甫一家的血漬，想這些殉難者流的

血是馨香的。現在已掃盡造反作亂的愁雲，衙門中的六房（吏、戶、禮、兵、刑、工），

在幽靜的簾子下，都可以安靜以水墨抄書，還有雕樑下燕子的呢喃。「錦字籤齊」句，72指

公署內的圖書排列整齊（古代書卷稱牙籤錦軸），卍字的砌欄圍著長長的迴廊，人們又可

徜徉在內。 

唐壎又歌頌事變時守彈藥庫的曾元福，號輯五，福建晉江人。道光、咸豐間在臺曾任

鎮標右營守備，及北路營都司。73小刀會林恭作亂攻佔鳳山時，曾元福堅守火藥庫，唐壎

寫〈曾元福守火藥庫論〉： 

 

鳳山既陷，城四面皆賊，分其眾圍郡城。有人焉，獨能固守一隅，使賊不敢正視，

不特保郡城，兼保全臺者，曰署南路營參將曾元福。……賊固欲得之以為利者也。

率眾攻之不破，放火箭焚附近民屋逼之又不破。決渠水灌之，賴守禦力，卒以完固。

                                                        
69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史記・張湯傳》，頁 1281。 
70  《周禮・地官司徒・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漢・鄭玄注：「鼛鼓，長丈二尺。」唐・賈公彥

疏：「起役止役皆鼛鼓」。見東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周禮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

1993年），卷 12，頁 189。 
71  唐・白居易：《白孔六帖》「潘岳為河陽令，種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收入《景印文

淵閣四庫全書》第 89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 77，頁 1097。 
72  唐・韓愈撰，朱文公校：〈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昌黎先生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67年），卷 7，頁 70：「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籖，新若手未觸。」 
73  郭啟傳：《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頁 566-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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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他讚嘆曾元福被賊逼迫，卻能固守一隅而保護全臺。也寫〈山亭宴•飲曾輯五元福參戎

署〉： 

 

淡雲零雨秋剛半。逗微風、竹聲敲亂。芒角酒腸撐，況相對、豪情未換。晚衙鼓角

助吹鐃，早吟過、射熊亭館。起舞弄明蟾，渾不問、墻陰轉。    玉枰靜論棋中

劫，縛孫恩、英姿酣戰。隻手障危城，祇剩取、名留青汗。功名燕頷不尋常，也付

與、浮萍等幻。引滿尉遲杯，我已（醉）、扶歸倦。（《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

頁 4） 

 

〈山亭宴〉：「調見張先詞集，有美堂贈彥猷主人作，蓋自度曲也。」75此詞最後二句，應

是「三、三」句式，唐壎少填一個字。此詞是咸豐 3 年，收復鳳山後，曾元福升為因功陞

北路協副將，位居總兵之下。但在論功行賞時被忽略，心有不甘，和唐壎夜飲，吐露心聲，

唐壎藉詞勸慰他。詞的上片剛過中秋一半，秋風微吹，敲亂響竹韻。「芒角酒腸撐」，是對

論功的事比喻滿腹牢騷，所以唐壎會寫「鳳邑克復，人以推鄭（元杰）、夏（汝賢）功，

而不知曾亦不出鄭、夏下也。」76當兩人在官署中對飲，元福的豪性仍是不改。傍晚時都

已吹過鼓吹鐃吹，「射熊亭館」77比為官署。兩人就在明月下起身跳舞，都不管牆角的陰

影轉動，時光流逝。 

下片「玉枰靜論棋中劫」句，78指曾元福英勇，如在棋盤中靜論戰爭，生擒林恭，英

姿猛戰，能隻手力擋成為鳳山城的屏障，必能名留青史。「功名燕頷」句79，指他相貌威

武且立下大功，實非尋常事。唐壎安慰曾元福，雖論功時沒被擺第一，但至終功名、容貌

                                                        
74  清・唐壎：〈曾元福守火藥庫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81。 
75  清・王奕清主編：《康熙詞譜》（臺北：洪氏出版社，1980年），卷 30，頁 5。 
76  清・唐壎：〈曾元福守火藥庫論〉，見清・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 481。 
77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漢書•揚雄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92年），

頁 1531：「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長楊：宮名。在今陝西周至縣東南。宮門曰射熊

館。 
78  唐・令狐德棻等：〈儒林傳•樂遜〉，《周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45，列傳卷

37，頁 338：「譬猶棊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營大，先保封域，不

宜貪利邊陲，輕為舉動。」「棊劫」，指圍棋的劫爭。亦用以喻爭戰。 
79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臺北：正中書局，1971 年），頁 3，第一回：「玄德回視其人，身長

八尺，豹頭環眼，燕頷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燕頷」，形容相貌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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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如浮萍一樣無定，非永恆的。「引滿尉遲杯」80句，那就斟滿一大杯酒，一切都不用太

計較。結句我已喝醉，須扶倦而歸。 

（三）歌詠臺灣山水 

清領時期歌詠臺灣玉山的詩、文較多，如陳夢林（1670-1745），完成於康熙 56年（1717）

以前的〈望玉山記〉81、〈玉山歌〉82；周鍾瑄（1671-1763）〈望玉山〉83等詩文作品。柯

培元（生卒年不詳，號易堂，山東歷城人）作於道光 15 年（1835）間的〈望玉山〉、〈玉

山積雪〉84。以詞歌詠玉山，唐壎應是臺灣詞史上第一位。他的〈憶舊遊•見臺灣玉山〉： 

 

漸層巒剖璞，疊巘堆瓊，雲翳全開。點綴溪橋景，對山靈欲笑，淺露玫瑰。漫猜此

鄉多寶，虹采吐瀛萊。看白向天邊，璸璘一片，幻出樓臺。  徘徊。疑是雪，怕

戰罷銀龍，鱗爪潛回。積玉追元圃，問何年愚叟，擎掌移來。更誰摩厓刻楮，慚愧

郄郎才。只吉兆能占，花前聞喜同舉杯。（《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87） 

 

上片寫玉山的外貌，山巒一層層相疊堆，雲翳逐漸散去，點綴著溪橋的景色。對著山靈淺

露出玫瑰顏色，讓人淺淺欲笑。徒自猜想這鄉一定蘊藏許多寶物，好像仙山上有著彩虹。

看著遠天有著如玉般光芒，幻化出樓臺，上片指玉山為臺灣仙山，蘊藏豐富的寶藏。 

下片寫徘徊山下，懷疑山上積雪，怕是銀龍戰後潛逃回來，才會如此銀亮。「元圃」，
85指傳說中崑崙山頂的神仙居處，有奇花異石，且山頂一片雪白。問到底是何方愚公把它

移來，「摩崖石楮」，指是誰在這矗立的天然的石壁上摩刻，連大有奇才的「郄郎中」86都

感到慚愧。整首詞歌頌玉山有如仙境，山頭積雪，如瀛洲、蓬萊吐出虹彩，其鬼斧神工顯

                                                        
80  明・楊慎：《詞品•詞名多取詩句》：「尉遲敬德飲酒，必用大盃，故以名曲。」，收入唐圭璋編：

《詞話叢編》第 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頁 428。 
81  清・陳夢林：〈望玉山記〉，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

委員會，2005年），卷 11，頁 327-328。 
82  清・陳夢林：〈玉山歌〉，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卷 11，頁 337-338。 
83  清・周鍾瑄：〈望玉山〉，見清・周鍾瑄：〈藝文志〉，《諸羅縣志》，卷 11，頁 339。 
84  清・柯培元〈望玉山〉，見清•柯培元：〈藝文志〉，《噶瑪蘭志略》（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3年），卷 13，頁 189、192。 
85  漢・張衡〈東京賦〉：「左瞰暘谷，右睨玄圃。」見梁・蕭統編：《文選》，卷 3，頁 65。「元圃」，

為玄圃，避玄燁諱。神話傳說中仙人居住的地方，在崑崙山頂。 
86  南朝宋・劉義慶著，梁・劉孝標注，清・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寵禮》（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 年），頁 722：「王詢、郗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郄郎才」，指郄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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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玉山「蓬萊仙境」的景象。只有吉祥的徵兆能占卜出，我們就在花前歡喜高舉酒杯。 

唐壎另有寫淡水到新莊美景，如〈扁舟尋舊約•自滬尾至新莊，淺水準沙，綠波如畫，

兩岸山樹，送暝推晴，風景似我浙之富春、西興間。余來海上，周歷南北，惟此足適幽抱，

因填此闋扣舷歌之〉： 

 

艣劃圓波，橈穿淺溜，輕潮欲落還生。扁舟纔活，秋光界眼，夕陽樹色偏明。依稀

三折水，但爭箇、風吹墖聲。老漁導我，碧琉璃卷，盪入浪痕平。  最愛是，人

行圖畫裡，有一村煙暝，兩岸峰晴。浮生若寄，驚濤歷盡，何如穩載閒情。遲他新

月上，準相約、鷗盟鷺盟。從茲歸去，請攜海客談八瀛。（《蘇庵詩餘•乘槎詞》，

卷 2，頁 3） 

 

《康熙詞譜》：「〈飛雪滿群山〉調見《友古詞》。因詞有『長記得、扁舟尋舊約』句，更名

〈扁舟尋舊約〉。」87本詞是唐壎從滬尾（今淡水）前往新莊，途中所見美景，好像他故

鄉浙江的富春到西興之間景致，他在江湖中南北奔波，覺得這段路最適合他優雅的情懷，

就填此詞扣舷而歌。詞的上片寫從淡水泛舟到新莊，船楫划動畫出圓形水波，船槳穿越岩

石旁淺淺的水流，輕輕地潮水落下又生起。在秋光中扁舟向前劃動，夕陽下樹色仍是明亮。

「依稀三折水」，88浙江水以形三折名，指沿途水道彎曲，像故鄉的水。聽見風吹燈塔的

聲音，在老漁翁導引下，搖槳划入如碧琉璃的水浪中，水靜波平。 

下片寫到最愛兩岸景緻，好像行在圖畫中，村落炊煙暝暗，兩岸山峰卻仍晴朗。感受

到人生如寄，歷經過多少驚濤駭浪，該如何穩載人生閒情。新月緩暖升起，應該約好早日

歸隱，從此歸去，和一些旅行海外的人談論世界的奇事。「八瀛」，89原指中國四方四隅皆

有瀛海環其外，以後借指世界。 

唐壎從臺灣到澎湖一路美景，他也寫下〈臺城路•自臺郡赴澎島，波濤不興，一帆悄

渡喜占〉： 

 

東風禁得天吳舞，片帆移過蠔鏡（地名）。曲記紅鹽，尊攜綠酒，勾引天涯歸興。

六更（海乘以六十里為一更水）水迅。聽耶許聲消，驚魂真定。試展篷窗，波心微

                                                        
87  清・王奕清主編：《康熙詞譜》，卷 34，頁 25。 
88  清・吳省欽：《白華後稿•乙卯恩科浙江鄉試錄序》：「臣三至三折水之鄉。」收入《清代詩文彙

編》第 37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 1。「三折水」，浙江。 
89  《舊唐書•代宗紀論》：「雖神禹之乘四載，玄冥之灑八瀛。」見五代・劉昫：〈代宗本紀〉，《舊

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年），卷 11，頁 185。「八瀛」，指中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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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帽檐影。    春潮來尚未準，任老魚浴暖，涼鷺催暝。我本忘機，無夷無險，

說與陽侯應信。乘蓮安穩。指八罩荒灣，船頭已近。閃落鼇睛，一燈西山與頂（八罩

西山與俱澎湖分島）。（《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11） 

 

上片「天吳」句，90寫到從臺灣到澎湖，一路水波不興。東風禁止河伯在水中作浪，輕舟

飛過明淨的水面，轉眼已過蠔鏡。「曲記紅鹽」句，91記得唱一曲「紅鹽」曲，攜起一尊

綠酒，就勾起天涯歸鄉的情懷。經過三百六十里水道，聽搖櫓的聲音也漸消，心頭才安定

些。嘗試打開小舟的篷窗，水面上已經露出層山與屋簷的影子。 

下片寫到尚未知春潮是否準時來，隨老魚在溫暖的水波中游浴，白鷺在空中飛催促著

天色將晚。自認本是忘卻榮辱，毫無機心，一切平安無事，「說與陽侯應信」，92說給水神

聽，他應該相信。結句是搭乘的船很安穩，直航向澎湖荒涼的島灣，閃落著好像馱著大山

的的眼睛，而西嶼島上的燈火正如閃亮。全詞歌頌從臺灣到澎湖水波不興，平穩通暢。 

（四）歌頌臺灣植物 

臺灣有許多奇花異卉如綠珊瑚。蔣師轍在《臺遊日記》寫：「綠珊瑚，亦名綠玉樹。

多椏技而無花；葉光潤，雅與名稱，種自呂宋來。」93乾隆年間來臺的朱仕玠，在其《小

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對綠珊瑚的註解： 

 

綠珊瑚，木名，一名綠玉，種出呂宋，無花，葉高可丈餘，色深碧，宛似珊瑚，民

居多種之。94
 

 

唐壎是第一個用詞歌詠綠珊瑚的人。他的〈玲瓏玉•臺俗插竹為籬，間以草樹，有一種不

                                                        
90  晉・郭璞注：《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2004 年），卷 4，頁 256：「天吳，八首八面，

虎身，八足八尾，系青黃色，吐雲霧，司水。居住在暘谷，形象是八首人面，虎身十尾，身青黃色，

能吐吞雲霧。」「天吳」，傳說中的水伯。 
91  清・馮金伯編纂：《詞苑萃編•紀事九》：陽羨生詩：「一曲紅鹽數行淚，江南祭酒不勝情」。收

入唐圭璋編：《詞話叢編》第 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卷 18，頁 2134。「紅鹽」，

歌曲名。 
92  明・程登吉撰，馬自毅譯：《新譯幼學瓊林・地輿類》（臺北：三民書局，2016 年），頁 17：「水

神曰馮夷，又曰陽侯。」漢・劉安著，東漢・高誘注：《淮南子注・覽冥》（臺北：世界書局，1974

年），頁 89：「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陽侯」，水神。 
93  清・蔣師轍：《臺遊日記》第 9輯（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卷 3。頁 70。 
94  清・朱仕玠：《小琉球漫誌•瀛涯漁唱（上）》，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3種（臺北：臺灣銀行

經濟研究室，1957年），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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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而幹蔥翠可愛，名曰綠珊瑚，亦海外之異卉也。以此賞之〉： 

 

鐵網兜來，疎籬外、翠影莎籠。煙消七尺，全飛火齊殷紅。遮遍油簾小閣，怕龍鬚

誤竹，虯爪疑松。玲瓏。溜瓊釵、斜掠鬢蓬。  細認毘耶別種，稱徐陵架筆，寫

出鄉風。試折柔條，付詩人、玉樣遊笻。何須綴枝密朵，早襯遍、苔階涼月，屐印

弓弓。渾不見，綠衣娘，飛上淺茸。95（《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2） 

 

這是一首詠物詞。上片寫綠珊瑚的形狀，外貌。籬笆的外面，用鐵絲網兜住，綠珊瑚翠綠

的影子好像寬鬆的莎籠圍住。這種綠色植物長得有七尺高，「全飛火齊」句，96指比火紅

的花毫不遜色，因為葉光潤，有如油簾般遮遍小閣。綠珊瑚看來就像海底的珊瑚，擔心它

的龍鬚被誤為是竹，虯爪被誤為是松。綠珊瑚像玉釵一樣，斜插在蓬鬆的秀髮上看來玲瓏

有致。 

下片寫到「細認毘耶別種」，97細看綠珊瑚真是外來種。「徐陵架筆」句，98指綠珊瑚

不是真正的珊瑚，不能成為徐陵筆架，來寫出故鄉的風味。嘗試折下綠珊瑚的柔條，來送

給詩人，當美好的竹杖。珊瑚已經夠光綠美好，何必要再點綴濃密的花朵，早就在涼月下，

配襯長滿青苔的臺階，美人踏過的足印。因為滿眼是綠油油的一片，所以看不見「綠衣娘」，

即鸚鵡飛上綠茸茸的草地。 

詞中讚頌連臺灣人都不太清楚的綠珊瑚，由它的外貌，高度七尺，油亮，而且是外來

種抒發，甚至還聯想到徐陵的珊瑚筆架，描寫極有特色。  

（五）評論臺灣習俗 

150 年前的臺灣，民風未開，許多民俗對大陸而來的官員，面對臺灣人吃檳榔，原

民黥面、百姓普渡等風俗，都覺得不可思議，所以他的詞評論臺人的風俗，如〈金縷

曲•古盂蘭會乃苾芻幾輩，施放瑜伽燄口，所謂無遮法食也。臺人盛行普渡，淡水尤甚，

                                                        
95  在清・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玲瓏玉》：「鐵網兜來，疏籬外、翠影莎籠。煙梢七尺，賽他火

齊殷紅。遮斷蘆簾紙閣，怕龍鬚誤竹，虯爪疑松。青蔥。倩瓊釵、簪向鬢蓬。    細認毗耶別種，

稱徐陵架筆，越樣玲瓏。試折纖柯，配詩人、瘦削遊筇。何須綴枝密朵，早襯遍、苔階涼月，屐印

弓弓。渾不見，綠衣娘、飛一淺茸。」與《蘇庵詩餘》內容不盡相同。唐壎出版時有更改過。 
96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詠拙政園山茶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262：「吐如珊瑚綴火齊，映如螮蝀淩朝霞。」「火齊」，火齊珠。 
97  毘耶是毘耶離，原指印度古城。 
98  唐・羅隱撰，李之亮注釋：《羅隱詩集箋注•詠史詩》（長沙：岳麓書社，2001 年），頁 246：「徐

陵筆硯珊瑚架，趙盛賓朋玳瑁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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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臺演劇，聚眾觀瞻，以牲禽果品纍若邱山，任人爭攫，謂之搶孤。主會者必請有司彈壓，

懼因以滋鬧也。錮習未能驟革，填此嘲之〉： 

 

說是無遮會。仗僧伽、酸文唱徹，虔施懺悔。大酒肥魚何為者，薦果裝成嵬 。（臺

人有所謂薦果者，以果品層累至一二尺許，以為慶弔之用，若普度所需，竟有高至

丈餘者，殊無謂也。）更鞠部、登場幾輩。人哭人歌明月夜，破秋燐沸語真如海。

蠻方俗，焉能改。  何來屠伯稱無賴。逞錢刀、閆浮提界，從中掏彩。朝服觀儺

司土職，到此難持威愛。看幻出、青紅變態。幾見黃泉沾一滴，只虛將故事存禳禬。

若敖鬼，依然餒。（《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5） 

 

在詞序中說明，臺灣盛行普度，築臺演戲，尤以淡水為甚，「苾芻」是男子出家受具足戒

者的通稱。「瑜伽燄口」，是指他們「口吐焰火，頂髮煙生，身形醜惡，肢節如破車之聲，

饑火交然，咽喉似針鋒之細」99，就稱為無遮法食。接著還有搶孤活動，許多祭品讓人任

意搶。主辦者還要有關單位彈壓，怕成為鬧事爭端，這種習俗至今沒有革除，因此寫這首

詞諷刺。詞上片說明在無遮法會中，靠著一些僧人唱一些酸調，還要施行懺悔，「𡾔㠑」

句，100指祭祀時把水果堆得比小山高。在月夜之下，還有戲班登場，幾人哭幾人笑。「燐，

螢火也。」整個場面真是擁擠，人擠人的盛況，如秋天小小燈火和鼎沸的人語，真像大海

一般。 

下片指那裡來的一些酷吏，像無賴一樣。閆浮提界，即「南閻浮提」，泛指人間世界。

此句指酷吏拿出錢刀，從中撈點好處，竟然還穿著朝服，去觀看祭祀活動，這樣很難維持

官長的威信與關愛百姓。在火燒中只看到幻化出的青紅變幻，根本沒有一滴酒流到地下，

給亡者吃。「禳禬」，101為消災除病而祭祀。只將故事存在消災的虛幻中，那些餓鬼仍然是

餓鬼。詞中對百姓的迷信，對僧人的收斂，官員的剝削很不滿。 

唐壎又有譏諷臺灣歌妓吃檳榔的習俗。從前臺灣婦女普遍嚼食檳榔，黃叔璥云： 

 

臺地多瘴，三邑園中多種檳榔；新港、蕭壠、麻豆、目加溜灣最多，尤佳。七月，

                                                        
99  網址： http://www.093.org.tw/page_view.aspx?siteid=&ver=&usid=&mnuid=1357&modid=102&mode=

（最後瀏覽日期：2018.01.05） 
100  漢・張衡〈西京賦〉：「上林岑以 。」見梁・蕭統編：《文選》，卷 2，頁 42。「 」，高

聳。 
101  五代・劉昫：〈李泌傳〉，《舊唐書》，卷 130，列傳 80，頁 1796：「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

集眾工，編刺珠繡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禬。」「禳禬」，消災除病而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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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次成熟；至來年三、四月，則繼用鳳邑瑯嶠番社之檳榔乾。102
 

 

當時臺灣多瘴癘之氣，所吃檳榔可以除瘴。劉家謀〈海音詩〉寫到「婦女吸生煙、吃檳榔，

日夜不斷。」103一百五十多年前，歌妓吃檳榔是習俗。唐壎卻覺得此風不好，特寫詞評論。

如〈虞美人•嘲臺妓〉： 

 

朝來記得鴛衾夢。愁壓眉山重。裙擡春草步珊珊。道自水仙王廟踏青還。 玉簫教

曲人何處。似聽金鸝語。齒牙春色欠些些。一口扶留小卷嚼紅霞。（《蘇庵詩餘•俟

秋詞》，卷 5，頁 8） 

 

詞的上片寫早上來時，猶記得兩人共寢在繡鴛鴦被的美夢，憂愁緊壓著眉頭，穿著層層的

裙子踏著春草，腳步珊珊，自言是從水仙王廟踏青回來。下片聽到玉簫聲，好像聽到金鸝

鳥的輕聲細語，卻不見人影。雖然是春天可惜歌妓的牙齒卻欠一點春色。「扶留」又名扶

留藤，吃後可以去瘴除惡，並且忘憂。俗謂「檳榔為命賴扶留」。104指臺灣歌妓一口扶留、

石灰捲檳榔，嘴邊都染成紅色，如咀嚼著紅霞。 

又有〈沁園春•讀泰雲堂番社竹枝詞衍成此闋〉： 

 

舞罷天魔，聯臂歌來，如聞唄聲。正山柑團翠，全消秋瘴，（山柑，花開則無瘴。）

佛來吐赭，喜趁春晴。雞羽黏竿，鵝翎蘸墨，負弩先占蓽雀鳴。（蓽雀，鳥名，番

人以占吉凶者。）囤居好，有篔簹代瓦，溜雨瑽琈。（架竹為室名曰囤居。）  雕

青麻達多情。（男女未婚者曰麻達。）看白苧裙拖夜露行。更漉螯作聘，帕籠眉葉，

佩魚結隊，（以金線織成魚型懸之額間，以為美飾。）琴語唇櫻。（琴語以弓綴於口，

角爪其弦以作聲。）水社營巢，火峰照影，身手由來習射聲。阿羅漢，（游手無業

之稱。）任隣舂相應，聚向貙氓。（《蘇庵詩餘•俟秋詞》，卷 5，頁 10） 

 

《泰雲堂集》是孫爾準（1770-1832）的詩集。道光 6 年（1826）5 月，彰化械鬥，爾

準親駐廈門，遣將分往彰化、淡水搜山圍捕，復渡海督剿。105《泰雲堂集》卷十四有〈番

                                                        
102  清・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卷 3，頁 145-146。 
103  清・劉家謀：《劉家謀全集彙編•海音詩》，100首之 33，頁 600。 
104  明・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頁 1831︰「檳榔生食必以扶

留藤，古賁灰為使，相合嚼之。……俗謂檳榔為命賴扶留」，以此。古賁灰即蠣蚌灰。 
105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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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竹枝詞〉八首，記載原民婚俗生活情形。上片詞中唐壎以為原民婦女酒後跳舞有如天魔，

舉臂唱歌如梵唄聲。孫爾準原注：「酒酣婦女連臂踏歌，似梵唄語不可曉。每一節齊咻一

聲，以鳴金為起止。」106柑橘開花葉翠，正可以消除瘴癘之氣。佛來是佛桑花，一名朱槿。

正吐著紅花，開心的趁著春天放晴出去走走。「雞羽黏竿」句，指原民「善射，箭以細竹

為之，粘雞羽作翎，發必中」。107「鵝翎蘸墨」，孫爾準原注：「習紅毛字者曰教冊，用鵝

毛管剡其端，蘸墨橫書皆左行，紙厚如帛，反復書之。」他們出草前會先聽鳥聲來占卜。

「囤居好，有篔簹代瓦，溜雨瑽琈」，原民作室稱囤居，上面以竹為瓦。當雨聲來臨有如

玉佩相撞擊的清脆聲。 

下片寫「雕青麻達」，指刺青未婚的男女非常多情。「看白苧裙拖夜露行」句，孫爾準

注為：「多揉藤皮為裙，色如白苧，曉行以禦草露」。108「更漉螯作聘，帕籠眉葉，佩魚結

隊」句，結婚的聘禮物，要以車螯作聘，以帕和金線織成魚型的飾品，遮懸在額頭當裝飾。

在水社旁營建新居，點火照影，有學習射箭之聲，鍛鍊身手，那些無業的遊民，任鄰居舂

米的聲音相呼應，聚向群眾。 

（六）懷古詞  

唐壎的懷古詞在《蘇庵詩餘》最後一卷《俟秋詞》中，應該是他再度來臺時的作品。

有〈虞美人•臺陽懷古〉： 

 

南風吹墮蠔洲月。蟀語先秋咽。天星冷照故王宮。只有佛桑花傍女牆紅。    海濤

不觸靈胥怒。也作魚龍舞。蝶園夢醒霸圖荒。忍向五妃墓下弔斜陽。（《蘇庵詩餘•

俟秋詞》，卷 5，頁 6） 

 

這首詞上片寫天冷星稀，照在寧靖王朱術桂所居住的府邸裡，蟋蟀在秋天先鳴，只有朱槿

花依傍在牆旁。下片寫夢蝶園109主人李茂春竟然失去復國的霸圖夢，一種孤臣無力可回天

的無奈，他何忍面對殉國的五妃。五妃的主題，在臺灣文人中「視為有所寄託的符碼，借

                                                        
106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頁 597。 
107  清・翟灝：《臺陽筆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 年），頁 7。 
108  清・孫爾準：《泰雲堂集》，頁 597。 
109  清・高拱乾：〈人物志•流寓〉，《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0 年），卷 9，

頁 219。李茂春為明鄭時期鄭經之諮議參軍，陳永華之好友，退隱蓋夢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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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諷今，以過往史事，寓寫自己的懷抱。」110
 

唐壎又有〈大江東去•登紅毛樓望海弔鄭成功，用東坡赤壁韻〉： 

 

鯨濤怒卷，卷不盡、一代滄洲人物。曾見東海，雲氣湧、手拓扶餘半壁。漢使帆開，

波臣贐獻，戈偃樓船雪。龍孫已矣，識時那愧英傑。 當日碧眼陰謀，一牛地遠，

荒草憑春發。戰壘分屯，如列宿、一霎芒消焰滅。地軸鯤身，天關鹿耳，屏翰張窮

髮。茫茫宙合，永明空紀年月。（《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4） 

 

早期漢人稱荷蘭人為「紅毛」，而「紅毛樓」是當年荷蘭人在臺灣所建築的普羅民遮城，

即今日臺南中西區的赤崁樓。「鯨濤怒卷」句，指雖然怒濤洶湧，但捲不去一代的英雄人

物。唐壎登上紅毛樓，彷彿見到當年的鄭成功抗清復明，到臺那段篳路藍縷的歲月。「手

拓扶餘半壁」，此指南明王朝。「漢使」以下指南明使節往來海上；「波臣贐獻」指海上諸

島國，獻貢的財貨。這指安南、日本、琉球諸國向南明朝廷進貢稱臣。這一帶兵戈偃息，

皆為鄭成功之功。可惜「龍孫已矣」，111指桂王兵敗身死，南明覆滅，真是愧對鄭成功。 

下片「當日」句，指順治 18 年（1661），鄭成功圍荷蘭據點，一共圍城七個多月，終

於將荷蘭趕出臺灣。「一牛地遠」，指牛聲所及之地，指相距極近，兩軍近距離對峙。「荒

草憑春發」謂此事已經久遠，當年鏖戰之地，已長滿野草，詞後寫開鄭成功鄭成功兵臨城

下，趕走荷蘭，遮蔽保衛。「屏翰張窮髮」句，112指鄭成功鎮守一方，並開發臺灣，建設

鹿耳門與鯤身，他的功績永垂不朽。113詞中對鄭成功扶明抗清功績無比崇仰之情。 

五、唐壎詞的時代意義 

                                                        
110  李嘉瑜：〈殉國殉夫淚有痕──臺灣古典詩對殉節五妃的詮釋〉，《成大中文學報》第 14期（2006

年 6 月），頁 205：「在脫離清帝國的統治後，臺灣文人對於五妃形象的詮釋，除了殉夫外，更強

化其殉國面向，使五妃呈唯一兼具殉夫殉國亦涵的忠義典範。而日治時期具反日意識的臺灣文人在

書寫五妃主題時，往往非單純詠史，視為有所寄託的符碼，借古諷今，以過往史事，寓寫自己的懷

抱。」 
111  《前漢書平話》：「數內一人甚惡，卻回常山王語：你甚聖主？常山王：「寡人龍孫，怎敢無理。」

收入作者不詳：《三國志平話》（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83 年），頁 317。「龍孫」，指帝王的

後裔。 
112  屈萬里：《詩經釋義•大雅•板》（臺北：華岡出版部，1971 年），頁 235：「價人維藩，大師維

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屏翰」，指鎮守一方之長官。清‧王先謙注：《莊子集釋•逍遙遊》

（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頁 8：「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窮髮」，指極北不毛

之地。 
113  賀新輝主編：《清詞鑑賞辭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頁 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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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壎是第一位用詞記載臺灣時事、生活、山水、風俗的詞人，他的寓臺詞，大都沉鬱

悲涼，且喜愛用長調慢詞、典故，來抒發內心的感懷。他的詞是屬「存經存史」，114具有

時代性而且是真實流露臺灣情。他的詞呈現出的時代意義： 

（一）以詞補足臺灣史的不足 

唐壎自詡要效法「南史、董狐」，忠實紀錄史事，補足正史之不足。他曾有〈滿江紅•

自題《仿東征集》〉： 

 

一束蠻牋，挾多少、戈雲弩雨。是依樣、葫蘆畫本，要將闕補。鼠輩弄兵真豕突，

虎賁作將慚蛙怒。賴天瓢、急瀉海東來，韜鼙鼓。    睢陽守，鄰何助。新息死，

疆纔固。有幾人紓難，幾人破虜。聚鐵八州防鑄錯。見方三步先規武。付書生、直

筆效南狐，貽千古。（《蘇庵詩餘•乘槎集》，卷 2，頁 1） 

 

《東征集》一書，是清康熙 60 年（1721），臺灣朱一貴事變時，藍鼎元為統帥藍廷珍運籌

帷幄時所著的公檄、書稟、告諭等，書中極有見解。唐壎可能打算要出版《仿東征集》，

所以用〈滿江紅〉調填寫此詞。可惜這書已佚。上片指讀過《東征集》的書牋，中間挾著

許多的戈弩征戰，我只是依樣畫葫蘆，想要補足歷史的闕失。然而鼠輩們橫衝直撞，到處

作亂。「虎賁作將慚蛙怒」句，115指勇猛的將領起來指揮領導，戰鼓咚咚作響消滅亂匪。 

下片「睢陽守」，用典借睢陽守將張巡城陷，卻無人來相助。「新息死」句，116指等將

軍死後，疆域才鞏固。到底有幾人能紓難？能打勝強虜？「聚鐵八州防鑄錯」，117指各方

防範恐出錯。「見方三步先規武」句，118指戰時要先效法前人的腳步走。結句指他要效法

齊史官南史、晉史官董狐，直筆不諱寫史的任務，那麼就將這任務交給書生我來執行，傳

                                                        
114  清・陳維崧：〈詞選序〉，《湖海樓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文集卷 2，頁 31。 
115  漢・孔安國注：《尚書•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臺北：藝

文印書館，1993年），頁 157。戰國・韓非著，清・王先慎注：《韓非子集解•內儲說上》（臺北：

世界書局，1974 年），頁 172：「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

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 
116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漢書•馬援傳》，頁 313。「新息」指東漢伏

波將軍馬援。 
117  宋•歐陽脩：〈羅紹威傳〉，《新五代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3 年），卷 39，雜傳

卷 27，頁 578：「聚六州四十二縣鐵，鑄一個錯不成。」「聚鐵鑄錯」，指失誤無可挽救。  
118  漢・司馬遷撰，南朝宋•裴駰集解：《史記•樂書》，頁 480：「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見

方三步先規武」，原指將戰時兵士出陣行三步以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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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後代。 

臺灣地屬海隅，清朝正史較難關注，許多史事少被記載，唐壎自比為「南、狐」史筆，

不僅希望真實的紀錄歷史，更能補足正史的闕漏。所以他的《蘇庵詩餘》有大部分是以詞

紀錄史實。尤其是咸豐 3 年林恭之亂，唐壎〈滿江紅〉，寫高鴻飛化為赤蛇被斬，暗示他

原本是異人，加入傳說，提升高鴻飛的神化色彩。寫高鴻飛被砍頭，三百金贖回的頭，「歸

元猶睹鬚眉勃」，還栩栩如生。還有殉難的汪兆蕃為這個小孩立名。 

當鳳山廨宇被毀，縣令鄭元杰「手定瘡痍，次第葺治，規製一新」。縣令王廷幹全家

殉難在鳳山官舍，「前尹王仲甫全家殉難於此」。唐壎也寫為臺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臺

灣道洪毓琛，明明可回大陸升官，因為臺人需要他，又留下來，賣命累死，讓臺人感恩並

為他立祠。唐壎也在詞中讚嘆守衛臺灣的真英雄曾元福，因著他的勇敢與冒死拯救全縣、

全臺人，功勞之大，卻被忽視而抱不平。唐壎的詞是真正的詞史，是一部不朽的臺灣史。 

這些可歌可泣的史事都是早被遺忘，或是正史沒有紀錄，唐壎用「南、狐」筆清楚記

錄，褒揚他們忠貞品節，行徑足讓後人感恩與懷念。 

（二）使用長調，帶領風氣 

清領臺灣時期，因「風氣未開，風濤之險，瘴癘之惡，之官者皆視為畏途。」119康熙

30 年（1691）上諭：「臺灣各官，自道員以下、教職以上俱照廣西南寧等府之例，將品級

相當現任官員內揀選調補；三年俸滿既升。如無品級相當堪調之員，仍歸部選。」120雍正

11 年（1733），雍正帝再次下詔只要仕臺期滿就能升官的獎勵，但官員仕臺仍有臺灣是文

化沙漠，心中只想念故鄉，期待早點任滿返回中原。121也有以「臺灣膏腴之地，故凡渡海

宦遊者，率視為金穴；其他利病，概未暇講求」。122四面繞海的臺灣好像升官、得財的跳

板。 

咸豐年間，在臺灣會填詞的人寥寥無幾。詞原本是艷科，娛賓遣興，以柔媚婉約為主。

仕臺官員思鄉，處事只要圓滿，不出差錯，期滿回到大陸就可升官，因此打開《全臺詞》，

發現他們所填詞不僅數量少，內容大多贈別、酬唱、題畫為主，沒有寫到對臺灣各方面的

感受與政事討論。主要原因是按譜填詞，本是不易之事，會作詩者不一定能填詞，加上詞

                                                        
119  清・蔣師轍：《臺遊日記》第 9輯，頁 38。 
120  清・王瑛曾：《重修鳳山縣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61年），頁 230。 
121  參考翟勇：〈異域冒險與理想建構──康熙年間宦臺詩人的放逐意識〉，《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7年第 3期（2017年 6月），頁 104-106。 
122  清・林豪：《東瀛紀事•叢談下》，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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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的缺乏，所以這期間存詞甚少，而且多用小令。 

直到唐壎的出現，他的《蘇庵詩餘》第 2 卷《乘槎詞》，第 5 卷《俟秋詞》，有如歷史

般記載臺灣的時政。他用長調來詠時事，有時慷慨激昂，有時沉痛欲絕，讓人情感縈回。 

咸豐前在臺詞人喜愛用婉約的小令來寫酬唱、題畫等詞。唐壎愛用長調，豪放的詞牌，

帶領當時臺灣詞壇風氣。他的〈滿江紅•高南卿鴻飛大尹，勦賊陣亡，用劉芑川家謀學博

韻弔之〉，慷慨激昂，讓人感動，在詞壇激起共鳴。咸豐 11 年（1861），任宜蘭頭圍縣丞

的王修業（生卒年不詳），字袖海，安徽六安人。他存詞二首，都是以〈滿江紅〉以及同

韻，來哭悼高南卿司馬殉職的事。另有同治 8 年（1869）來臺的楊浚（1830-1890）存詞

二首，也是用比較豪放的〈大江東去〉、〈滿江紅〉題孫壽卿司馬曾經滄海圖兼送榮行，雖

然也是題圖兼送行詞，但用慷慨豪放的詞牌，以及入聲韻。胡傳（1841-1896）來臺 3 年，

僅存兩首詞，用〈大江東去〉「華嚴世界，任憑我、踏遍雲山千疊」，寫送別。又用〈疏簾

淡月〉詠雁，〈疏簾淡月〉是〈桂枝香〉別名，也是豪放調子。王甲榮（1850-1930），光

緒 17 年（1891）前遊臺，他存詞一首，也是用〈大江東去〉調寫「海天蒼莽，送君行何

處，蠻煙如織。」徐德欽（1853-1889），存詞一首也是用豪放的〈沁園春〉寫臺灣實景。
123這些唐壎以後來臺詞人，跟著唐壎都是用屬豪放的長調，有別於唐壎以前人所寫的小令

或婉約詞。 

（三）開啟詞人，關心時政 

唐壎是關心時政的人，對於臺灣所發生的民變，唐壎都忠實的以詞記錄，如〈山亭宴•

飲曾輯五元福參戎署〉：「隻手障危城，祇剩取、名留青汗。功名燕頷不尋常」。張景祁也

以〈望海潮〉124，詞序云：「基隆為全臺鎖鑰，春初，海警狎至，上游撥重兵堵守，突有

法蘭兵輪一艘入口游奕，傳是越南奔北之師，意存窺伺。越三日始揚帆去，我軍亦不之詰

也。」詞寫「尚有樓船，鱟帆影裡矗危旌。追思燕頷勳名」，法軍軍艦環伺臺灣的情形，

兩詞都提到建立功名之事。 

唐壎有〈滿江紅〉紀同治壬戌事： 

 

一片寒濤，驀幻作，蜃樓餘氣。是何物、盧循小丑，稱戈如戲。老馬識途空汗血。

秋鷹立雪先揚臂，賸霜臺，力疾寫降書，身殲矣。    鋤非種，宜除弊，怒不率，

                                                        
123  以上引詞皆用參考許俊雅、李遠志編校：《全臺詞》，頁 113-143。 
124  清・張景祁：《張景祁詩詞集》（新北：龍文出版社，2012年），卷 6，頁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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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談利。算金甌，奠定十年而已。（咸豐初鳳山逆匪林恭滋事。）倉促誰當君子隊，

遷延枉搵將軍涕。恨殘軀，難比棄繻生，徒顏泚。（《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

頁 22） 

 

此詞是記壬戌同治元年（1862）戴潮春造反事。盧循是東晉末農民起義領袖，出自范陽大

族盧氏。此借盧循比戴潮春作亂。戴潮春本臺中一帶的地主，曾擔任北路協稿書等職務，

但因被長官勒索未果，而被辭退職位，繼承兄長的堂主地位，加入天地會，勢力擴張，乾

脆造反。125他真是如盧循一般的跳樑小丑，以干戈為兒戲。「賸霜臺，力疾寫降書，身殲

矣」，指按察使銜臺灣道員孔昭慈抵達彰化捕殺叛賊，以後因等不到救援，服毒自殺，副

將夏汝賢等大小官員則紛紛被殺。城內奸細王萬打開城門，戴氏於鼓樂之中騎馬入城。下

片唐壎對此事非常憤怒，認為斬草要除根，人也要除弊端。算算從咸豐 3 年，林恭作亂至

今才 10 年，又發生民變，「棄繻生」，126指漢終軍。此句只恨自己已衰老，無法如終軍

般立大志衛國，真是汗顏。張景祁的〈秋霽•基隆秋感〉：「最斷魂處，惟見莽莽神州，暮

山銜照，數聲哀角」。127在夕陽西下中，國家被列強欺侮，數聲悲愴的號角聲，最是讓人

傷魂。他同樣紀錄時事，擔憂國家的安危。 

（四）懷古詞中，緬懷明朝 

唐壎在臺灣有兩首懷古詞，他所看到的，所感懷的，也與其他官員，或是本土詞人相

異，如〈大江東去•登紅毛樓望海弔鄭成功，用東坡赤壁韻〉：「地軸鯤身，天關鹿耳，屏

翰張窮髮。茫茫宙合，永明空紀年月。」（《蘇庵詩餘•乘槎詞》，卷 2，頁 4）他感佩明朝

鄭成功安定東南，對臺灣的貢獻。 

然而乾隆年間舉人，黃朝輔（生卒年不詳），臺灣縣人，他所寫的〈滿江紅•登赤崁

樓懷古〉，同樣都是登赤崁樓，黃朝輔寫的是「祗今來，瀛海沐恩波，歌皇德。」128在赤

嵌樓上看到的荷蘭遺跡，但是身在臺灣，卻沐浴朝廷的恩澤，心中充滿感謝皇恩。唐壎所

                                                        
125  連橫：〈戴潮春列傳〉，《臺灣通史》，卷 32，頁 973。 
126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清‧王先謙集解：〈終軍列傳〉，《漢書》：「軍曰：大丈夫西游，

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卷 64下，頁 1286。 
127  清・張景祁的〈秋霽・基隆秋感〉：「盤島浮螺，痛萬里胡塵，海上吹落。鎖甲煙銷，大旗雲掩，

燕巢驚危幕。乍聞唳鶴，健兒罷唱從軍樂。念衛霍，誰是漢家圖畫壯麟閣？    遙望故壘，毳帳淩

霜，月華當天，空想橫槊。卷西風、寒鴉陣黑，青林凋盡怎棲託。歸計未成情味惡。最斷魂處，惟

見莽莽神州，暮山銜照，數聲哀角。」《張景祁詩詞集》，卷 6，頁 565。 
128  清・謝金鑾、清・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藝文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4年），頁 1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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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卻是鄭成功的功勳，安定海外諸國，感傷桂王的死亡真是愧對鄭成功。 

又有乾嘉人士程師愷（生卒年不詳），所寫〈滿江紅•登赤嵌樓懷古〉：「對驚濤洶湧，

憑何利濟。沙鳥迴翔頻聚散，雲山層疊成迢遞。問浮槎，去客幾時還，長凝睇。」129他只

關心「憑何利濟」，該靠什麼才能幫助自己，讓離鄉的遊子何時能歸回故鄉？表達想歸中

原的心。 

從這三首不同時間的登赤崁懷古，感受都不同。對唐壎的緬懷明朝，自鴉片戰爭後，

不僅打破中國的閉關自守，也使道光國勢更衰弱，使中國成為列強環伺的國家，並簽下不

平等條約。因此唐壎會在詞中有意無意的緬懷明朝。〈虞美人•臺陽懷古〉:「蝶園夢醒霸

圖荒。忍向五妃墓下弔斜陽。」也是對李茂春的不想繼續反清復明，感到失望，讓他不忍

在為國守節的五妃墓前憑弔。 

六、結論 

唐壎在臺前後 20 年，雖然方志都沒有他的資料，但不影響他關心臺灣的心，從他的

詞中寫咸豐 3 年林恭造反事件，害得知縣高鴻飛、王廷幹全家殉難。同治年間，又因戴潮

春事件，害得臺灣道員孔昭慈等不到救援自殺、洪毓琛為籌軍餉累死，許多為守住臺灣人

民安全官員殉難，現在可能少有人記得，當時臺人為感念他們所立的祠堂，也都被拆除，

重讀唐壎記載他們可歌可泣的詞篇，讓人感佩。唐壎除了記載時政事，也讚美臺灣山水，

尤其是第一位用詞歌詠玉山的人，他也注意到原住民青年男女婚俗生活的情形，不像一些

官員看到原民生活充滿輕視，他則是用欣賞的眼光。唐壎也評論臺灣的普度時搶孤鬧事以

及吃檳榔習慣，到現在仍未改善。唐壎是所有仕臺詞人，真正關心臺灣者。 

 

 

 

 

 

 

 

 

                                                        
129  清・謝金鑾、清・鄭兼才總纂：《續修臺灣縣志•藝文志》，頁 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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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 Haidong School Principal Tangxun’s Lyrics during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over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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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ngxun used to work as an official in Taiwan during the year of Daoguang and Xianfeng. 

In the year of Tongzhi, he came to Taiwan again. In short, he had stayed in Taiwan for twenty 

years. His collection of poetry was called Suan Shiyu; meanwhile, he made 304 lyrics and eight 

political commentary articles, which recorded the Mass Uprising of Lingong in Fengshan 

during the third year of Xianfeng (1853)—Taiwanese county head magistrate Gao Hongfei was 

killed; Fengshan county head magistrate Wang Tinggan and his whole family were died of 

martyrdom. The heroes of the incident, Ceng Yuanfu and Zheng Yuanjie, had made contributions 

to save the cities of Fengshan. Besides, Taiwanese senior official Hong Yuchen was originally 

prompted as the chief executive who stationed in Hanyang county in Hubei province; however, 

because of the occurrence of the Tai Chaochuen Incident and the begging (for stay) from the 

citizens, Hong was temporarily transferred to Taiwanese county. Unfortunately, he fell ill from 

constant overwork and died in 1863 (the second year of Tongzhi) when he was on his duty. 

Tangxun also wrote/described Taiwanese mountains, rivers, plants and criticized the social 

custom of Taiwan in his lyrics. His lyrics was enough to make up the deficiency of the 

Taiwanese history. Sadly, he was not known in the academic field.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Taiwan didn’t record any of his information, either. Thu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study, and 

analyze Tangxun’s life profile, the opportunities/motivations he stayed in Taiwan, the process he 

made his lyrics, the content of his lyric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udy of Tang’s lyrics. 

 

Keywords: Tangxun, Taiwanese lyrics, Suan Shiyu, and the Rule of the Qing Dynasty 

over Taiwan(Taiwan under Qing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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