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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嚴滄浪詩友朋釋 

一、嚴滄浪詩中出現之友朋，依詩歌編序表列如下： 

人次 姓名 篇名 編序 

1 李友山 答「李友山」山中留別 20 

臨川送「周月船」入京 27 2 周月船 

三衢邂逅「周月船」論心數日臨分賦此二首 66.67 

3 張季遠 送「張季遠」入京 29 

4 益上人蘭若 訪「益上人蘭若」 30 

5 甯山人 尋「甯山人」所居 36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37 6 陳聘君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47 

7 吳樗鄉 江樓夜月懷故山友人陳聘君「吳樗鄉」 37 

江上有懷「上官長史」 38 

送「上官偉長」 40 

和「上官偉長」蕪城晚眺 74 

8 上官長史 

（上官偉長） 

（閬風山人） 

有懷「閬風山人」 41 

9 張少尹父子 將往豫章留別「張少尹父子」 43 

10 賴竹莊 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 47 

11 張奕 「張奕」見訪逆旅 49 

逢「戴式之」往南方 54 12 戴式之 

送「戴式之」歸天台歌 123 

13 周子俊 天末遇「周子俊」自行在還言石屏消息 58 

14 杜子野 秋日廬陵送「杜子野」還攝鍾陵糾掾 68 

15 鄭遐 臨川逢「鄭遐」之雲夢 69 

再送「賴成之」出都 70 16 賴成之 

「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作 17 

17 吳季高 客中別表叔「吳季高」 73 

18 郭招甫 寄「郭招甫」時在潯陽 75 

19 王史君 

（王潛齋） 

早春寄潛齋「王史君」 77 

20 崔九 送「崔九」過丹陽 上荊門省親 78 

21 吳儀甫 送「吳儀甫」之合淝謁杜帥 81 

22 趙立道 送「趙立道」赴闕仍試春官即事感興因成五十韻 83 

23 呂仲祥 贈「呂仲祥」 85 

24 嚴次山 送「嚴次山」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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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山操為「吳子才」賦 115 25 吳子才 

錢塘潮歌送「吳子才」赴禮部 122 

劍歌行贈「吳會卿」 125 26 吳會卿 

送「吳會卿」再往淮南 131 

27 （主簿兄） 送「主簿兄」至德化任 126 

28 張南卿 寄贈「張南卿」兼答文篇之貺時張南卿在鄱陽 127 

惜別行贈「馮熙之」東歸 128 29 馮熙之 

相逢行贈「馮熙之」 130 

30 廖叔仁 滿江紅送「廖叔仁」赴闕 138 

31 董叔宏 沁園春為「董叔宏」賦溪莊 139 

31 吳景仙 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 143 

 

二、嚴滄浪詩友朋於《宋史》、《宋詩紀事》、地方志有傳者，表列如下： 

人次 姓名 字 號 籍貫 著作 史志 

1 王埜 子文 潛齋 金華  《宋史》卷420〈列傳〉第179 

《宋詩紀事》卷62 

2 李賈 友山 月洲 光澤縣  《邵武府志》卷21 

〈人物‧文苑〉31 

3 上官長史 偉長 閬風山人   《邵武府志》卷21〈人物‧文苑〉

20 

《宋詩紀事》卷63 

4 戴復古 式之 石屏 天台 石屏詩鈔 《宋詩紀事》卷63 

《江湖小集》卷273 

5 杜耒 子野 小山 旴江  《宋詩紀事》卷65 

《鶴林玉露》 

6 嚴仁 次山 樵溪、樵丈人 邵武 清江欸乃集 《宋詩紀事》卷63 

《邵武府志》卷21 

〈人物‧文苑〉20 

7 馮取洽 熙之 雙溪翁 延平  《宋詩紀事》卷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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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嚴滄浪友朋之史志資料： 

史志資料 
人次 姓名 

史志 資料內容 

《宋史》卷420 

〈列傳〉第179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廕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

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之禮。德秀欲授以

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奧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

器重之。 

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參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

石，親勒兵討之。後為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遣使講和，時

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

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

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命樞密院下三閩諭旨。嘉熙元

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

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 

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

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

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

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

民兵船守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米綱不便，

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 

知江西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十里，調兵捍禦，以守

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

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艦，就揚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

之。是冬，揚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 

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邵

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

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

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封吳邵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

贈七官，位特進。 

埜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弟，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

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埜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

詢，署書尤清勁。 

論曰：⋯⋯⋯王埜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 

1 王埜 

《宋詩紀事》卷 62 埜字子文，號潛齋，金華人。嘉定十三年進士。理宗朝，拜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提舉洞霄宮卒。有文集。 

 

劉後村〈跋潛齋詩〉：「本學術，隆師友，扶忠賢，絀邪佞，愛君如

愛親，憂民如憂已，合於詩人之所謂六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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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賈 《邵武府志》卷 21 

〈人物‧文苑〉31 

李賈，字友山，號月洲，工詩，與嚴羽友善，唱和無虛日。 

《邵武府志》卷 21 

〈人物‧文苑〉20 

上官偉長，號閬風山人。與嚴羽友善，工詩。 3 上官良史 

《宋詩紀事》卷 63 良史，字偉長，號閬風山人。 

《宋詩紀事》卷 63 復古，字式之，號石屏。嘗登陸放翁之門，以詩鳴江湖閒，有石屏集。 

 

姚雪篷跋：「式之詩天然不費斧鑿處，大似高三十五輩，晚唐諸子當

讓一面」。 

 

方萬里跋：「石屏詩清健輕快，自成一家。」 

 

瞿佑〈歸田詩話〉：「戴式之嘗見夕照映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

夢中夢』對之，而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山外山』，不愜意。後行村中，

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上下始相稱。須實歷

此境方見其奇妙。 

《江湖小集》卷

273 

字式之，天台人，居南塘石屏山，因自號焉。孝宗乾道三年（西元一

一六七年）生，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少孤，痛父東 子遺言，收拾殘稿，

遂篤志於詩，從雪巢林景思、竹溪徐淵子講明句法，復登放翁之門，而詩

益進。南遊甌閩，北窺吳越，逾梅嶺，窮桂林，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

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歸老委羽之下。遊歷

既廣，聞見益多，為學益高深而奧密，以詩鳴江湖間五十年。 

4 戴復古 

《宋詩鈔‧石屏詩

鈔》 

復古平生著作甚富，趙懶庵選百三十首為小集，觀者謂趙於古少許

可，而此篇獨特博。袁蒙齋又選為續集，蕭學易選為第三稿，李友山、姚

希聲選為第四稿，鞏仲至又為摘句。復古自云：「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

句或經年而成篇。」由此可見其鍛鍊之苦，師友琢削之精也。 

有石屏集六卷。 

5 杜耒 《宋詩紀事》卷 63 耒，字子野，號小山旴江人。 

 

《鶴林玉露》：「嘉熙閒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

見士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許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

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幙客杜子野詩人也，

亦死焉。」 

《邵武府志》卷 21 

〈人物‧文苑〉20 

嚴仁，字次山，別號樵丈人。好古博學，蜀吳曦叛，楊巨源誅曦，安

丙惎而殺之。仁嘗作〈長憤歌〉為時所傳誦。有《清江欸乃集》行於世。 

6 嚴仁 

《宋詩紀事》卷 63 仁，字次山，號樵溪，邵武人。有欸乃集。 

7 馮取洽 《宋詩紀事》卷 63 取洽，字熙之，號雙溪翁，延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