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咸時期嶺南詞壇之考察：

以陳澧及其交遊爲中心
 ?

余佳韻

提　 　 要

嶺南向來被視爲化外之地，學術風氣不盛。十九世紀初期，阮元於廣州設

置學海堂，帶來江南考據學文化的同時，亦促進了廣東文化認同意識的形成。

向來論及嶺南詞多著重晚清世變與常州詞學之關聯，而少見道咸詞壇討

論。本文由陳澧現存的序跋題記與詞學交遊爲考察基點，試圖廓清道咸時期

嶺南詞壇之概況。首先，由於此時期的嶺南詞人先世多源出江南，加之以阮元

提倡江南學術的緣故，因而嶺南繼受江南傳統頗深。陳澧等文人論詞多以浙

西爲宗的審美觀即源於此。其次，學海堂文人意圖通過文史考證追溯嶺南歷

史至南漢，以表出嶺南文化的悠久性與特異性的意識，同樣展現於越臺詞社的

集結與《粤東詞鈔》的成書。陳澧的詞學活動和交遊亦受益於此。陳澧兼具江

南與嶺南兩種文化身分，通過考察其交遊活動，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咸時期

嶺南詞壇的審美趨向，亦能看到嶺南詞人繼受江南文化的同時，試圖建構嶺南

文化主體性之過程。

關鍵詞：嶺南　 江南　 陳澧　 交遊　 粤東詞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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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øs&》ñ4Ä»“1Àu63øÄ，õûs=§3�5ö�。”�=lõ4Ä
»ö�，13íl¿3Àø，î6*øÄb�。u=¦ ：《òøIB&øñ´|》（廣　ì：
廣　Ilî��，１９８６ Æ），Ç １５０。
《op´qr"5bòI》�：“løæòfÆb�，6�Kp¨，́ Ìîyª。”Gs��
�.¡ï"ÅOP：《op´qr"5bòI（û}）》（~û：>Ã"�，１９９６ Æ），t １３，
Ç ６２２。
¶Ùu：¤ß、=äJr：《ãûd�~.��》（廣 　ì：廣 　Ilî��，２００３ Æ），Ç
５５—７２、１２７—２１１。9�：《OI¿���》（Âà：lî��，２０１３Æ）。=ä¼，《ãû
~.Á》（廣　I：廣　I¢rÚÛ��，１９９３ Æ）。4äÉ：《廣　I6Døq��》（�s：
�s8���，２００８Æ），Ç １８７—２３５。



BÿMãûST》、/'�《��ãûNÁø�WS》&《��ãûõãËøl

_éWS》r~，q¤òó}PÔãû;ø.�ùõ_éÁ�bÑ>。瑏瑧 =l

;ø.ÏG�ô�3./+÷�。ÎîG《=l;〈�PûÅø〉õ〈è-ø

ñ〉》õBíØ、ßÖá《=l〈SøAß〉�ª�¼》，q¤½P}=l;ø.

'v。瑏瑨 û�《³S=!bø.Ö———1Ku:}3Gv》N1=läD《A

µuøq》bD¸3Gv，ô»}Tê��ô~Åy¸ZÄSÞb�。13=

læ5.�Õ�，xSø�Äy"Õ�¯·+,。瑏瑩 Bô©b+µ，·�P}

=l;ø.�ù，AZS&üpé×ãûøq;O=øB。

÷ v�，}~1=l;N0Óõ@jï~l;ø._éõö÷ý�

©i3 �，³ïàáüpé×ãûøq;O=2v。ªÒ¾Tãû~jN

Óí¾;Tæ。½Pãû~l+"Pû~j;0Ó/]，�1PÔãûø.

[&õ~j×¡bµå。+�å=l¼Ùõ;ø.)*�¢，ïNÁø�b

�Á、Á�_~;ÿ:õ73，1&=lËN;ø._é;�r，Ö�2éã

ûøB�jb+7。U*å~j"zõí¾;�w，�Tãû~j;Ï、ø.

"zõ~l_ér�$;�S，Äer$Ú«?CIbüpé×ãûøq;

1S。

ÒL4Ê;¸，}~y1“d�”，61“üpé×”3©，Éôø.�d�

bù¹Z*�>1Ë，̧ ðv=ldÆ×5»*UVø�，xtI;ø.)*

é×òJ7üpé×K¡�qÆ（１８２７—１８６５T§），õÁ.;1 １８４０3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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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瑏瑨

瑏瑩

�u：f�Ë：《ÁÈøBÿMãûST》，《Âà���.》２０１９ Ö １ ×，Ç ５５—６４。/
'�：《��ãûNÁø�WS》，《(û.k（µ.���.�）》２００８ ÆÖ ３ ×，Ç ８９—
９３、１５５。/'�：《��ãûõãËøl_ÿWS》，《HeøùE..k（µ.���.
�）》２０１１ÆÖ ４×，Ç １２—１７。
ÎîG：《=l;〈�PûÅø〉õ〈è-øñ〉》，《ãû~Á》１９９９ ÆÖ １ ×，Ç ４３—４５。
BíØ、ßÖá：《=l〈SøAß〉�ª�¼》，《¹EG~.k》Ö ７ ×（２００７ Æ ６ Ø），
Ç ８３—１１４。6Æ©*/'�：《=l〈�PûÅø〉�S》，《廣　IA9E..k（���
.�）》２００９ ÆÖ ２ ×，Ç ５２—５６、4äÉ：《=l;ø.��》，《I�PA.¡.k》
２００７ÆÖ ４×，Ç ８１—８６、¼*¨：《=lø.Ö�S》，《#©8E..k》（µ.���
.�）２０１０ÆÖ ２×，Ç ６５—７０。
÷v=lø.Ö;�S，¶Ùuû�：《³S=!bø.Ö———1Ku:}3Gv》，《G
s~j��+.k》Ö ６３×（２０１６Æ ７Ø），Ç ２０３—２３４。



;�>y¡。瑐瑠 @次　，��=“ãûøq”6Uãûø+�.s¥ø+，̧ ðv

ø+（ｓｃｈｏｏｌ）;;Ï¸1cKbøl³=，tÖ�<hø+ÁÏ;×>õË

d；%Ö�<h£O;ø.PStÈõ[&Öù，1&öØûE;þ��5�

;編　Ï。Büpé×;ãûølAZ*ø+�Ï;ËdõÊ�;ø.tÈ，

ì7�y=ãûø+，61ãûøq1Y。

二、 文化身分的建構： 由“江南”至“嶺南”的轉折

　 　 （一）巍然高館憶江南———“江南”的文化鄉愁

=lLÃåËPû，@《Ia3"iËT》�Eí_�}�Ué�OC

bTæ，É4：“LDPû�àl（òP�ûà）。ÃWLc`R¹pñP

r，é廣　I�z。”©，《)�.pý（Ï：��Ã:，１８１３—１８８１）》î*：

“�}÷�l，<L»b�û}á，ï@N¯é#，C+zF，XwP6Â，

�L»b¯，1oRAöubu，�Ý@�。”瑐瑡=lLlð÷��O，K=

lå`��z。5ðvLl�FAZé|OC，?Þ+FK=lHÆ�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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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瑡

ø.;É�“d�”;é�äÓtyÆíË，“d�”;1C�òõBìø+;��CÊb
4ö/，õãûø.;FìJSB*Ù<。�*./íM¶Á.�¹�Á�r片　ô·b
1C，1 １８４０—１９１１;�¾Æ63d�。�ïD�s《��ø.》1“üË、pcbn，B
ìø+|Æ�;��l0¢次　2D。……KÆ�;ø.)*tI7¡�1§，���B
+=;d�。”（u~�：《��ø.》〔Âà：Gs���.��，２００４ Æ〕，Ç ３２１。）�
ï�ßä《�øÁ》�ü、p、¡、Ë、*`�;ølµD�d�;ùK，yWÀÓüËT§
×。u~�：《�øÁ》（ûà：P�8���，１９９９Æ），Ç ５３５—５３９。W/，Gãûø
bÓ×，/'�1“r片　ô·1§KË5qÆ，ãûølEò+"Õ�øB，K�hîq，
ãûøqN3B+g[，ølþ�ò1B+;ø.PS3£;。”u~�：《��ãû;ø
.�Uõ�Uø.》，《I�PA.¡.k》２００８ ÆÖ ６ ×，Ç ６７。4äÉ×36D廣　I
øq¶Ó3¿×，T×：�e ２Æ（１７９７）KüË ２０Æ（１８４０），Õ�ø+t,，��øl3
,§p、)�G；G×：üË ２０ÆKîs ８ Æ（１９１９），ðÕäB，��øl3OI¿�&
=l；§×：îs ８ÆK ３７Æ（１９４８），7Bìø+; ��¢êþ�。u~�：《廣　I6
Døq��》，Ç ３４—３５。f�ËN1.s¥3Gv，�ãûÕ�øB;:MÓ3¿×：
�、ü：,§p、)�G；ü、¡：=l；p、Ë：OI¿�。u~�：《Á、ÈøBÿMãû
TS》，《Âà���.》２０１９ÆÖ １×，Ç ５５—６４。
is¦t編　：《=l�》，t １，Ç １０７。



�U;HIê@。瑐瑢 �Æ)Ñ���=l;PûMÞ7�AUs°;=�，6

¸Ä£1<=;ê*FT+1/Áõi�/。¼ôï�，=l;�ò~ûG

yé¶uNPû;Ëü¶T。ï@Ë�：“Pûü%/，�êÆòø1�Ë

Z”、瑐瑣3gl©øõËNø�ý���“Pûü%”，瑐瑤�7"´Jk��3

“¦¼=l”（Ï：¦¼3ûà%=）。瑐瑥 ¾K¼ñ\à3"¥©�“�PûÅ”

r，µ3=ly&Pû�Æ~jNÓ;1�。

Pûy·¸=l#7“äÿ;Þ!”，¡;�¸2é�òãû~lLÃ;

MÞ+7。ïõ=l_u;ru、Ã~ó（１８０６—１８５４）、瑐瑦�Dç（１８２３—

１８６０）瑐瑧õÊÓ（１８１０—１８７９）瑐瑨õÒá（１８００—１８７１）瑐瑩rl，LDµ¸åPû

ÆìÓ�ãû/。HDl�LÃ;`KO，Y�O�，�K=lHÆ�（Óî

Ö¿�）å��廣　IÏ3��l。瑑瑠 ðvHÆ��ì，ÉR�“Pû”H§L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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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瑐瑤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Ã~óPúsÿhüP#，î¼ÜÒ}=lLl;�Fy"ü#ÖÖ{。=l《¼Ã�
ÙolFõê¡Þi》�：“Ãmõl3g，öc若　�R，©[cvüLl，Ü@�z。”¡
�，t １，Ç ５２５。
¡�，Ç ６０２。
=l《Vm|ø©ø》~hî*“Pûü%3¤÷©。”¡�，Ç ３８３—３８４。
s±ì°�0¡編　：《=§3L»"´cìby》（ÁÂ：ÁÂ“ì°�0¡”，１９７９ Æ），
Ç ７、９９。
Ã~ó，�qÛ，ZV¬。LÃðÕ�OOPñ«，KÃÔÃ�.�ûs�。GsC´x
�Ï編　æA�¤j�：《GsC´x�Ï：廣　INäxæ（�zäox）》（�s：�s"
ú��，２０１３Æ），½ ２０，Ç ２５２。
�Dç，� j，�z��l。+,“��”，��廣　ì^3ûs、�zíä+Ó¹，í/1
VG3;，1��ûs，1I��z。é�廣　ì;ËCl，若　�ÒAx，qDZ?M�，�
Hvä��kxñ��，Ï3��（�C��+¤¹）。��4Ê¶Ùu：廣　ì^¹3¯
�_²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ｇｚｚｘｗｓ． ｇｏｖ． ｃｎ ／ ｑｘｗｓ ／ ｌｗｗｓ ／ ｌｗｚｊ ／ ｌｗｄ ＿ ５ ／ ２０１０１２ ／ ｔ２０１０１２０６ ＿ １９９５９．
ｈｔｍ。
《�zäox》:：“ÊÓ，�q6，Æ� ¿，ËZJ«¼l。M�ÕP�§，LDmñá
O，X`��z。”GsC´x�Ï編　æA�¤j�：《GsC´x�Ï：廣 　INäxæ
（�zäox）》，½ ２１，Ç ２７２。
《ûsäx》:：“Òá，�®k，Zn»，ûs��l。Yº�，v"\+y�，6#Jvø
)。”nrp、Î©ÅrÝ：《ûsäx》（ÁÂ：Ï~��，１９６７Æ），Ç ３１０—３１１。
����õ���©ö÷，ÓîK@Éä÷;lj]KÖ¿�å¶�æ�l，'H��
P�。1ru3�，@LlðÕ�O，KË5àÆ（１８７５）���z��ñ，å¼ÑJ�廣
　I。7��T，É�Ë±;%�NÓît*>>，¼�：“ü�廣　ìx，|bïìÞ。”廣　ì
�ru6�·¸6®ìÞ;�+，6U#7vJf¼×¡;~jMÞ+7。《op´qr
"》編　Ý¤j�編　：《op´qr"》（�s：�s8���，２００２Æ），t １５５８，Ç ６１３。



MÞ+7，�åzì*Dq;¢Ë。ô�，2µËPû;WÈ.EÖ\àK廣

　ì°y.s¥é，Ë5z�H¤HDãû~l;î 。ÉR�vPû.u;

��1&WÈ.´j;^H�Ï3}ÉRPÔõ¶6“Pû”;´Ñ。�µº

¼CD=l;“Pû”JÁ3：“�=l6�，ï¡@É.s¥;./，WÈ.;

¢ìõPû;÷æ;ð`L。N3Ö³�.s¥./，=l*�DòT�.

l;c�，7vÉ�vt,}.u»ý;廣　E��/õÓ�/�³bÆáÓ。

=lûw°³+NPûõ廣　ìHí§D;，56É+÷�/Ø%¸Pû。”瑑瑡.

s¥òó}1=l3t;HDãû~l9¨、��õûìPûõ廣　I.u~

j（#1À.3t）;ùn，ÉR�TPûWÈ.;ýÀ°³?ØAõPû.

u��。�5，ð.u"zõ´jµÇ，=l;.u÷võPûåz�à。x

ïå~jNÓ;í±õ~.+"µÇ，H³ì�Pû0Ó;ãû~lÀ¯_

"ãû~j;#?，³ïPÔ、/�õ��íC，1�±A;�ãû.u;C

ncJ。ç�Õ�.u3Âvãû;�j，Õ�~.，óKvø.;[&nm

�"¤}ãû~l;+"õGu，Ï3~lþ�õnñ; �。

�ïÈÓê（１８２７—？）《ãû¿�øLý》�ãûøl;Ö�：“¿m（r

u、�«§、�Dç）µëC!，#�ã�。……Á� 1��，Þ5Z

�……oóõÕ���ïCb�，ïçb�，¼yFç��Ë6d�Æ�

�。”瑑瑢C!3ÕP©�b�õ；� ，��3Pûc*b0ð，7���¿�L

ÃµNPûb@。13¿�æé�ãû，øB�ØìÕ�Bí，6H1õÕ

���öòAS。�ÂHDLÃµËPû;ãû~lÓî§�õMÞYÀÞ

�}���;Õò（���廣　IÏ3��l），xåË�U;~j×¡�\j

l�~ø。Pû.BvãûH1ÐÑ:MA3l++"，õ��~j#�ô

¡î*÷Õ。�Ë，ý~�Kê�：�Â¿�åËPû，ãûø.î7jËb

��ì}ËN;;ÏH·，̧ 1õÕ+öò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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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Óê：《ãû¿�øLý》，�u編　�：《�øý�}編　》，t ４，Ç １７９４。



　 　 （二）嶺南詞學的追溯———《粤東詞鈔》的成書

.s¥;í±�Pû;.u~jÎ+ì�ãû，UL}K;.uYZb

2，�±pHDãû~lHK5>$�“Pû”+��;¡3~jbn，ØïÙ

�±ãû;~j³yõí¾~jNÓ。H�“~jNÓ”（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õ.ut=>>;»Ï，瑑瑣7H³ãû~l;FTG，�¸1C´¶Á;

�T、_�;7Cà¡õãûö÷"0;²�õ編　æ，�òãû¶Á~jõB

çÓ0;c»J。�µº���Tæ=b3“~jCÓbH�”（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ÁW��3WÈ.HI.uýÀbÆÒ，ûèÁ@;W

7�¼¸ìò.lWÈ�Â;Af�©。.s¥q�.J,§p（１７８９—

１８３９）�1`�¾s;ûè3��，瑑瑤6*《ûè¾》、《ûèCPx》õ《ûè÷

-y》rÏt。@É¼P.s¥.J;.l，ïÎ+�（１７９６—１８６１）î*《û

è"》:D。.s¥l>ï�T�ãû¶Á;ÔÐD½P，í¾ãûCn;F

cJ;ëvt3vÊ。

H��vûè¶ÁCÓ;H|，îuv.s¥l;_ø1?。b+1ï

�，Æ´$¸ðv.s¥+7;O`¼M}�¸ûèìD，jï¶ÁCÓË5

¸~lé1?;bf'X。“Ù§ü”3.s¥ÕléBöÈéJb�。=

l�¼õgl=çn¡�Ù§ü，AÓ�1《ÁVH》�Æø�¡t8Dbi

y。瑑瑥“Ù§ü”ö:7O`¼NBÁìD²，“ûè�b�-3ü，��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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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ｐｐ．１２７ １６３．
ûè3µh`�¾s×6，�11�z（ò廣　ì）3Gv，̂ 5GMB�;k��Ñí±
;s�。�E4¼ò¤：“ûè�+;¢�~j，®óôµËãû}ç;X�#�，À¤
yÆK。¸ð»v°P¿�«，¾KyÆKð»v廣　ì。HÜûè¢~G。*fû*=
Ã�Â´，x�9×ÉR;�UY7û´K�íK¿�bx。”åBs;í±Kl.;P
ë，ûè¶14¸Æ�b`，~jµå=Ïe2±²;“ãû”¹�。�E4（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ä��：《2ýõÃ�：áû;s�õ�U》，Ç ２９。
=l*《ÁVH·�Ù§üìDyH》（Ô�O`¼TH）Æø，6=çn1《ÁVH》（ä
áÜËI�¿）¡tø3D。uis¦t編　：《=l�》，t １，Ç ６５８。



ü。püð�v_`õ³&é�，©�‘éÁ’。”瑑瑦Æ�“¥Ø�”v1¯8

#，3ûè§t��+íbäáÜ;Æá，瑑瑧32éýB°�b+。ü(《�ç

y·t》îò¤：“ãû¥ØÓy²4Ç，��0Æ°I��，¼¥ØTé。”瑑瑨

¾KNÁø�È1Ï±bNBÁ，�¸0�vûè;÷nùK。瑑瑩 Æ´$，

.s¥l�WÈ.Øë7廣　I÷-Áâ;W>õOP，1ö�ãû¶Á沿　ñ

A�±~j×¡。üË³¾AÆ（１８４９）《OIøL》;編　ÝõÏ"，�¶|�

.s¥l³ï�T¶Áiyõ÷-¡+å~.�$í¾C´×¡;Ït。ñ

ÇÈºZ《OIøLý》：

詞一名詩餘，談藝者多卑之。余謂詞家所填之詞，有高有卑，而詞之本

體則未嘗卑。何也？詞與詩皆同本於三百篇者也。……粤東地位南

離，人文炳焕，聲詩之道，自唐以逮國朝，大家名家，後先相望，總集别

集，遠近風行。惟詩餘則千載以來從未有人搜羅而甄綜之。吾友許君

青皋、沈君伯眉，好古多聞，尤深詞律。一日偶談及此，兩君慨然任之。

於是近覽遠稽，探幽索隱，或訪諸他鄉異縣，或求之斷簡殘編。人無論

殁存，詞無論多寡，自五代迄今，共得六十餘家。分之則各自成篇，合

之則都爲一集。雕版將竣，問序於余。余因約舉詞字多寡，詞句短長，

皆本於三百篇，以明詞體之未嘗卑。先以質諸同人，且以質諸海内之

工於倚聲者。瑒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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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２．１（２００２），ｐｐ．３９ ７５．
=íá、�ÛCt編　：《廣　ìEÖ》（廣　ì：廣　ì��，２０１５Æ），t ５２０，Ç ４２５—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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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陳澧與嶺南詞人之交遊

　 　 （一）詞體創作意識的凝聚與影響———越臺詞社的集結

_éÁ�3:k~lHI;_nF�，�3�uî�b:�，�3~Xh

�E·Ý4、am.�;ùn，µ¸�T�Æ)*�±øl³=6��;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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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Æ），Ç ５３４。
is¦t編　：《=l�》，t ５，Ç ６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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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Òá、�Dçrlµ3ø�bÏj。=l;ø.¶æ�ôø�;ÁÏ6*

+äÚ。�ï《�PûÅøËý》+�：

余少日偶爲小詞，桂星桓（即桂文燿）見之曰：“此詩人之詞也。”自是十

餘年不復作，或爲之，歲得一二闋而已。去歲黄君蓉石、許君青皋邀爲填

詞社，凡五會，而余僅成二詞。兩君謂余真詞人也。此三君皆工詞，而其

言如此。蓋詞之體與詩異，詩尚雅健，詞則靡矣。方余學爲詩，故詞少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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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今十餘年不學詩久矣，或可以爲詞歟？然亦才分薄耳。昔之詩人工

詞者豈少耶？今年下第歸，行篋書少，鉛槧遂輟。江船雨夜，稍稍爲詞，

以銷旅愁。時方以廣文待選，取杜詩語題之曰《燈前細雨詞》，並舊作都

爲一卷。甲辰（１８４４）新秋章貢舟中識。《憶江南館詞自序》瑓瑢

D*�（１８１０？—１８５９？），�DnG。D~&JøÄ，3NÁø�b��l，õ

=l¼*《s>·�Ã·次　=§3â》（ýYKÀ）r8Db�Ë，�¼õ�D

çI編　《OIøL》。瑓瑣《Ëý》3=lvªþ¥A（１８４４），GÆ²ÖûC;"

G，ôPöËÃí»%H¶!b,+�。@Gò¤《�PûÅø》̧ ªþ

（１８４４）NÁ�§¹Æ，=l�ù¿¾`3bT%�+Ïb《¬T«Ëø》3w

}，+�@§+òÝ;fûø�³ô6Ï;ø�。瑓瑤 =l`Æòø¼JglÃ

~ój=3“_lbø”。瑓瑥 ÎKNÁ8Dé，�Â=lø�yc，�"¤}ø

�Ïj;uñ，í±}É;òøËÛb2，�Ö×}《�PûÅø》;Ï"õA

§ø._é;ln_]。

詞　 人 詞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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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群體的審美指標———厲鶚詩詞文集的閲讀與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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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2q》Ï3ãû~l·ö73;"�Ë，~lñøîò1è-、nÓröE

Jã。瑝瑦 �G�§Õ+vPûCÀ;Ö×Â�¢3B+'6�bé，ãûÆC

ôC��6，P§ÿ�y�，Küpé×Ø¸âcvÕ��B。

ãû~l¨"PûWÈ.;:k，³ï�T÷-WÈõ¶ÁÔ>HK;

�ãû ／廣　ICn~j;×¡óv，¡;¶uv~.�$。《OIøL》+";

ø�æ1s�（�）øl，#@¸õ=l<µ;.s¥l�n3ò，B編　/ÔÐ

廣　Iø.Kûè3å;>ï，�ò.s¥~l³�í¾ãû~.Á;>è。

AÚ，.s¥~l7ø�8D1?bn，�Bëûè�¸õbö÷;¶ÁÓ�

3¡©��;¡á，ïd§ü、NBÁrûèìDr。

１５３道咸時期嶺南詞壇之考察： 以陳澧及其交遊爲中心　

瑝瑥
瑝瑦

�Dç：《Vm¹¾øL》，Ç ９、２１& ４０。
Ï：《Ó-3øBý》3Ë5�Æ（１８８０），=lTDTíÆ;�n，¶|�=l�ËN.
ø¶æ;5Á。u：is¦t編　：《=l�》，t １，Ç ３７３。



5b，=l;ø._éòó}üRå~j�$W�üpé×ãûøq;

¶Ä，ÊYCn×¡>>Fì、Õ+[&vãû;"zõäj，1&d�廣　I

ø.>>õþ�t©;äÚõs�J3;ö÷Jr。òûlS&6�廣　Iø

qòåd�s=õ#jËn;�w，³ïðr片　ô·øí¾Dz“øÁ”;È

�F�。5ãûøq;Fì3é¾Ô，@6;ø.B�õ÷�;¸©îç�

d�O=s36äz。U*�T=l_éW;È�，ô¸.;���ãûø

q;Fì;��Z_b�，A1�3 �，A§�¤°ìKîsãû ／廣　Iø

.r��ÓÝ。

?陳澧及其交遊人物示意圖（簡版）其中有字樣者，爲陳澧之學生輩。

（作者：臺灣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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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Æ）®"

Ú©)：《�¥¦Åø�》，µ�V編　：《ø�ú編　》，Âà：Gá"â。２００５Æ。

BíØ：《��SøAßq編　》，ÁÂ：ák"â，２０１０Æ。

Gs���.¡ï"ÅOP：《op´qr"5bòI（û}）》，~û：>Ã"�，１９９６ Æ。

GsC´x�Ï編　æA�¤j�：《GsC´x�Ï：廣 　INäxæ（�zäox）》，�s：

�s"ú��，２０１３Æ。

nrp、Î©ÅrÝ：《ûsäx》，ÁÂ：Ï~��，１９６７Æ。

9�：《OI¿���》，Âà：lîE.��，２０１３Æ。

¶Ë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 Ｅｌｍａｎ）�、=|�：《åP.¤�.———Gáýsd×5=õ��zj$

$Ö》，ûà：P�lî��，１９９７Æ。

f5µ：《=l》，廣　ì：廣　Ilî��，２０１０Æ。

ru：《ç¼År�》，�Ì：́ }Càï"Å«，Ë5¾Æ}。

r�«：《=IaL»Æ%》，ÁÂ：~s��，１９７２Æ。

�Dç：《Vm¹¾øL》，ÈÉ：¡~"ú，１９７２Æ。

�Dç、DnG編 　：《OIøL》，=íá、�ÛCt編 　：《廣 　ìEÖ》，廣 　ì：廣 　ì��，

２０１５Æ。

õE«：《廣　IK¸》，.q、B9mt編　：《õE«r�》，Âà：lî~.��，１９９６Æ。

SjÊ：《ÒBø�》，µ�V編　：《ø�ú編　》，Âà：Gá"â，２００５Æ。

ù廣　»：《V¿z¶ø�》，µ�V編　：《ø�ú編　》，Âà：Gá"â，２００５Æ。

�E4（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ä��：《2ýõÃ�：áû;s�õ�U》，ûà：P�lî�

�，２００９Æ。

Áw�，=lñ，i©äTy：《è-ül´�》，É¯：É¯E.£oDï"Å«，¡�¾ÆÝ

ã)£ÅÕ}。

¿�：《ÐÞ��》，�s：+�¼¥-Ä}，１９２４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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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ø.》，Âà：Gs���.��，２００４Æ。

D�s、ã:e、�«編　：《�lø�》，ûà：û�E.��，２０１２Æ。

Ã~ó：《�Ø¼¥ø》，廣　Iä±G¼ï"Å、G¼E.ï"Å編　：《îsû:}ÖÆæ》，廣

　ì：廣　Ilî��，２０１６Æ。

ÊÓ：《̧ �¾ø》，=íá、�ÛCt編　：《廣　ìEÖ》，廣　ì：廣　ì��，２０１５Æ。

Î¡B：《]d�I�》，�s：Gá"â，１９３６Æ。

¼*¨：《~+Ñ_ø��》，Âà：Gs���.��，２０１２ Æ。

=ä¼：《ãû~.Á》，廣　I：廣　I¢rÚÛ��，１９９３Æ。

=¦ ：《òøIB&øñ´|》，廣　ì：廣　Ilî��，１９８６ Æ。

=íá、�ÛCt編　：《廣　ìEÖ》，廣　ì：廣　ì��，２０１５Æ。

ü(、,Ö�：《�çy Púçly》，�s：�s8���，２０１２Æ。

È��、,N虞　�æ：《¼Gè�ø》，Âà：Gá"â，１９８３Æ。

¤ß、=äJr：《ãûd�~.��》，廣　ì：廣　Ilî��，２００３Æ。

is¦t編　：《=l�》，�s：�s8���，２００８Æ。

æ¥Ò、fg：《¶�SøAßq�》，Âà：ÂàE.��，２０１４Æ。

æ&*：《Cn~jõs�×¡：d�1µ廣　I~jÖ;;Ï》，Âà：»)·3"·KÀ¿Õ

"ú，２００６Æ。

DnG：《G&Å)û》，ÂàøùE.ï"Å編 　：《ÂàøùE.ï"Å«²u�l��ú

Õ》，Ãß：廣　�øùE.��，２００７Æ。

�u編　�：《�øý�}編　》，ûà：MN��，２０１３Æ。

ãsÊ：《µNøSû》，{ì：ÕP8���，１９８８Æ。

�çá：《¥ÖC³øL》，�Ì：́ }Càï"Å«，Ë5¿ÆQVd}。

�µ¹編　：《r�øL》，Âà：Gá"â，１９８２Æ。

s«�編　《È¼l0:B（Æ）》，Âà：Gs~Á��，２０１４Æ。

4äÉ：《廣　I6Døq��》，�s：�s8���，２００８Æ。

�EB：《¾Ñ3PKy》，《op´qr"》編　Ý¤j�編　：《op´qr"》，�s：�s8�

��，２００２Æ。

ïàþrp、Á¹rÝ：《廣　ìNx》，廣　ì：Ë5`ÆO`"¡}。

�ßä：《�øÁ》，ûà：P�8���，２００１Æ。

ÒSO：《��õ_L》，ÈÉ：ÈÉG~E.«，üË³¾ÆÆ}。

ÒÅ：《~¥ø�》，《ø�ú編　》，Âà：Gá"â，２００５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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Òá：《ux¥_�》，《��_~�}編　》編　Ý¤j�編　：《��_~�}編　》，�s：�s8�

��，２０１０Æ。

Á�“ì°�0¡”編　：《=§3L»"´cìby》，ÁÂ：Á�“ì°�0¡”，１９７９Æ。

（³）S~

f�Ë：《ÁÈøBÿMãûST》，《Âà���.》２０１９ÆÖ １×，Ç ５５—６４。

�fâ：《³S=!bø.Ö———1Ku:}3Gv》，《Gs~j��+.k》Ö ６３ ×（２０１６

Æ ７Ø），Ç ２０３—２３４。

/'�：《��ãûNÁø�WS》，《(û.k（µ.���.�）》２００８ ÆÖ ３ ×，Ç ８９—

９３、１５５。

/'�：《��ãû;ø.�Uõ�Uø.》，《I�PA.¡.k》２００８ÆÖ ６×，Ç ６４—６８。

/'�：《=l〈�PûÅø〉�S》，《廣　IA9E..k（���.�）》２００９ ÆÖ ２ ×，Ç

５２—５６。

/'�：《��ãûõãËøl_ÿWS》，《HeøùE..k（µ.���.�）》２０１１ Æ

Ö ４×，Ç １２—１７。

zàÃ：《.s¥W》，《ãû.k》Ö ３ ½Ö ４×（１９３４ Æ １ Ø），Ç １—１４８。

ÎîG：《=l;〈�PûÅø〉õ〈è-øñ〉》，《ãû~Á》１９９９ÆÖ １ ×，Ç ４３—４５。

=µ�：《ç0ïÙÏ3À>：SGdµãûç0"È》，《GË~.》Ö ５０ ½ １ ×（２０２１ Æ ３

Ø），Ç １９—６０。

¼*¨：《=lø.Ö�S》，《#©8E..k（µ.���.�）》２０１０ ÆÖ ２ ×，Ç

６５—７０。

BíØ、ßÖá：《=l〈SøAß〉�ª�¼》，《¹EG~.k》Ö ７ ×（２００７ Æ ６ Ø），Ç

８３—１１４。

4äÉ：《=l;ø.��》，《I�PA.¡.k》２００７ÆÖ ４×，Ç ８１—８６。

4äÉ：《��îs廣　Iøl»VÆW¼》，《~Å》２００８ÆÖ １×，Ç ３８—３９。

¶ËÆ（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 Ｅｌｍａｎ）�、¾ê¯�：《.s¥õR~À.7廣　I;�)》，《!ûE..

k（���.�）》２０½Ö ２×（２００６Æ ３Ø），Ç １３—２０。

廣　ì^¹3¯�_²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ｚｚｘｗｓ．ｇｏｖ．ｃｎ ／ ｑｘｗｓ ／ ｌｗｗｓ ／ ｌｗｚｊ ／ ｌｗｄ＿５ ／ ２０１０１２ ／ ｔ２０１０１２０６＿１９９５９．ｈｔ

¨ät�_

ｈｔｔｐｓ：／ ／ ａ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ｔｒｏｎ．ｎｅｔ ／ ｐａｉｍａｉａｒｔ０１０１４９０２５６ ／

¨äÃu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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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ｓ：／ ／ ａ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ｔｒｏｎ．ｎｅｔ ／ ｐａｉｍａｉａｒｔ０１０１４９０２３４ ／

二、英文

（Æ）®"

Ｓｔｅｖｅｎ Ｂ． Ｍｉｌｅｓ，Ｔｈｅ Ｓｅａ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牶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Ｓｔｅｖｅｎ Ｂ． Ｍｉｌｅｓ，Ｕｐｒｉｖｅｒ Ｊｏｕｒｎｅｙｓ牶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１５７０ １８５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２０１７．

（³）S~

Ｅｌｍａ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Ａ．，“Ｃｈ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Ｃｈｉｎｇｓｈｉｈ ｗｅｎｔｉ，４． ６

（１９８１），ｐｐ．１ ４５．

Ｐ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Ｍｏｒｒｏｗ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Ｓｏｕｔｈｌａｎｄ ａｓ ｓｙｍｂｏｌ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ｓｔ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５．

ｐｐ．１ １８．

Ｓｔｅｖｅｎ Ｂ． Ｍｉｌｅｓ，“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ａｎ （９１７ ９７１）：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Ｈａｒｖａｒ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６２．１（２００２），ｐｐ．３９ ７５．

６５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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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ｕｎｇｈｓ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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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Ｃｈｅｎ Ｌｉ ａｎｄ ｈｉｓ ｆｅｌｌｏ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ｔｏｏｋ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Ｈ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９１７ ９７１）ｂｙ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Ｘｕｅｈａｉ ｔａｎｇ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ｃｌｕｂ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７５３道咸時期嶺南詞壇之考察： 以陳澧及其交遊爲中心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 Ｌｉ，ａｎ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ａｎｄ 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Ｘｕｅｈａｉ ｔａｎｇ，ａｎｄ 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ｕ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Ｌｉｎｇｎａｎ ｃ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ａｎｄ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ｂｕｔ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ｕｓ ｂ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ｐｏ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ａｎｇｎａｎ，Ｃｈｅｎ Ｌｉ，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ｉｐｏ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ｔｏ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８５３ 　 人文中國學報（第三十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