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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顾珵美等五位嘉兴作家为中心 

朱则杰
1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就《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两书,对其中顾珵美等五位浙江嘉兴地区作家的有

关问题予以订补,供编撰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关键词】：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清人别集总目 嘉兴 作家 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9)01-0005-06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柯愈

春先生所撰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两种巨著。两书均为 16开三大册,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别集约四万种。特别是《清

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第 1 版,以下简称《提要》),更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代表着目前该领域研究的

最高水平。 

但不难想见,涉及这么多的对象,即以《提要》而论,这里面的各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自然也是难以尽免的。并且遗留下

来的这些问题,一般说来,其难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订正与补充,正可以使两书更趋完善。特别是关系到《提要》

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1)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在日常读书的

过程中一旦有所发现,即随时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陆续整理成文,相继分组发表,提供给编撰者以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本篇取顾

珵美等五位浙江嘉兴地区的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

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顾珵美(卷三,上册,第 49 页) 

顾珵美,《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 2册,1796。 

按周焕卿先生所著《清初遗民词人群体研究》,附录之一《明清之际词学年表》“明崇祯十年丁丑 1637”条“魏允札生”,

有关论证说: 

魏允札《东斋诗删·赠顾辉六》云:“君生乙丑我丁丑,相距无多十二年。”……允札顺康年间尚在世。当生于崇祯十年丁

丑(1637)。《全清词·顺康卷》“魏允札”条讹作明崇祯二年(1629)。《全明词》不载其生年。[2] 

                                                        
1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4ZDB076);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直接资助项目(1874) 

作者简介:朱则杰(1956－)，男，浙江永嘉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国际文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清代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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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考察魏允札的生年,引据资料弥足珍贵,令人信服。而诗句中的“君”,正指顾珵美(辉六其字),由此可知其出生于明天

启五年“乙丑”(1625)。因为该年表没有专门予以拈出,所以现在移用到这里,正好可以解决顾珵美的生年问题。同时按照该年

表的体例,还可以顺便补充《全清词·顺康卷》
[3]第 4册,2400

及其《补编》
[4]
两处顾珵美的小传。 

附带关于魏允札,《提要》同样缺少生卒年,(1)则其生年可以现成采纳该年表的结论。据有关著录,《东斋诗删》系上海图书

馆藏钞本,查阅不易。而该年表提到的《全清词·顺康卷》“魏允札”条讹其生年为“明崇祯二年(1629)”,很可能是误解了阮

元辑《两浙轩录》卷四“魏少野”(魏允札更名)《戊寅元日》一诗的首联:“不枉屠苏最后尝,已开七秩转添狂。”[5]这里“戊寅”

为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魏允札 62 岁。所谓“开七秩”,通常正是指 61 岁至 69 岁这个范围,而未满“七秩”70 岁。(2)一旦误

将“开七秩”理解作“七秩”,由此逆推,就会导致《全清词·顺康卷》那样的结果。 

又,钱澄之《田间文集》卷十四有一篇《魏州来诗序》[6]263-265,即为魏允札(州来其字)而作,但不知《东斋诗删》卷首是否有

收。而序中回忆钱澄之早年见到魏允札父亲魏学濂之际,曾连带记载: 

是时子存年才二十七,予年三十有二,州来才从塾师受句读也。[6]264 

这里涉及魏允札从叔魏学渠(子存其字)的年龄,比钱澄之小 5岁。钱澄之生年明确,为明万历四十年壬子(1612)。(3)如此则魏

学渠出生于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这同样可补《全清词·顺康卷》魏学渠小传之缺[3]第 5册,2541。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据梁佩兰《六

莹堂集·二集》卷二《赠魏青城》三首之二所云:“季冬十二月,月令建在丑。……哲人此笃生,天意良独厚。”[7]可知魏学渠(青

城其号)的生日在农历十二月。而该年十二月初五日即为公元 1618 年元旦,魏学渠《醉蓬莱·壬子初度,时客荆南》一词也曾说

“漂泊荆南,又残冬风色”[3]第 5册,2603,所以于公历很可能已经进入 1618年。至于其谢世时间,综合查慎行《齐天乐·寄祝魏青城宪

副七十寿》一词[3]第 16册,9122,与钱澄之《田间诗集》卷二十八《客隐集·己巳至庚午》内《武塘哭魏子存回,晚泊梵受庵……》一题
[8],大约在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至二十九年“庚午”(1690)之间。 

另外,《提要》著录的顾珵美《上巳野集诗》一卷,从书名来看不像个人独撰的诗歌别集,而像某次上巳修禊集体创作的诗歌

总集,如果确实属于总集则本条应当删去。 

二、沈受祺(卷三,上册,第 52 页) 

沈受祺,《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 2册,1040。 

按沈受祺家族在历史上曾经是浙江嘉善的巨族,建有著名的“北山草堂”。其后裔已故沈耕心先生,曾辑录本族诗歌总集《北

山草堂诗稿》,原以钞本形式流传。最近其公子“心静如水”(化名)先生的博客,分 15次(篇)连续予以发布,
(1)
使我们有机会读到

该书。而其中所录作品最多的,正是“十五世祖”沈受祺,从第 4次一直到第 9次,几乎占了全书一半的篇幅。 

《北山草堂诗稿》的体例,正如其他众多规范的总集一样,每位作者开头都添有小传。并且,这些小传还很可能有家谱作为依

据(参见下文),大都记载有各人的生卒年乃至更为具体的生日和忌日。其中沈受祺小传,就叙及: 

生万历四十年[壬子]四月九日[公元 1612年 5月 9日],卒康熙十八年[己未]十月五日[公元 1679年 11月 7日],年六十有八。 

联系所录作品《丙戌重九日,次峨雪曹少宗伯韵,祝卞子厚先生七秩》自注“万历壬子岁四月九日为余生辰”来看,有关记载

应该是值得相信的。 

需要注意的是,沈受祺由于吕留良的关系,学术界曾对其卒年有过推算,通常都定为康熙十七年戊午(1678),依据则都是吕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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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吕用晦先生续集》卷三《质亡集小序》“沈受祺宪吉”条。(2)但是,该条从康熙十六年(1677)“丁巳春”一路叙述到“越一

年而宪吉死矣”(宪吉其字,一作献吉,号吉广),中间还穿插另一友人的事情,时间跳跃性大,表达模糊,显然不如上引小传翔实可

信(另可参见下文)。 

附带关于《北山草堂诗稿》所录下一家“十六世祖”沈梥(“松”的古字),小传说: 

沈梥,更名辛柳,字未公,号樗全,吉广公子也。……为邑名诸生,贡入成均。……生崇祯…… 

这里最末“生崇祯”之后的省略号,系原文如此。联系封治国先生《与古同游——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上编第二章第三部

分《交游》之二“地方生活、文人、鉴藏家”考察“沈氏家族”时所引乾隆稿本《北山沈氏大宗谱》沈梥传,刚巧也止于此处并

注明“以下空白”[9],可知这正是由于家谱残缺所致。好在彭孙贻《茗斋集》卷十六“茗斋诗·七言律”《赠内甥麟溪沈未公四

十诗》,小序说: 

沈子名松,字木公;以先贤父讳更名楙,又以家讳嫌名更名辛柳,字曰未公。未公以辛未[崇祯四年,1631]六月七日[公历 7月 5

日]生,“辛”取岁之干,“柳”取日之躔,“未”取令之建也。从麟溪邮寄《更名更字说》,问诗于贻。今年未公方四十……[10]第 52

册,296 

这样,沈梥不但出生时间可以补足,而且更名、更字的过程也都十分清楚了。今人编纂的《全明词》[11]《全清词·顺康卷》[3]

第 4册,2479
,都曾经收录沈梥的词作,而作者小传都只有“字木公,(浙江)嘉善人”,则同样可以参酌上文补充修订。 

又曹溶《静惕堂诗集》卷三十六有《表弟沈未公年四十九矣,刻四十寿诗,余为补作一首》、《预祝未公五十》连续二题,[12]从

集内作品前后排序可知其作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秋季,逆推沈梥生年正相一致,可以佐证。而两诗一派喜庆风光,这也说明沈

受祺此时包括上一年还没有谢世,不然沈梥处在守制期间,应该不会大张旗鼓地为自己举行祝寿活动。 

另外《北山草堂诗稿》此后属于清代的作者,还有沈梥之子“十七世祖”沈燎光,以及“十八世祖”沈培远,生卒时间分别

为:“顺治己丑[六年,1649]二月二日[公历 3月 14日]生,雍正癸卯[元年,1723]八月九日[公历 9月 8日]卒,年七十有五。”“生

康熙壬子[十一年,1672]八月十五日[公历 10月 5日],卒康熙丙申年[五十五年,1716]六月廿九[公历 8月 16日],年四十有五。”

现在一并附记在这里。 

三、陆洽原(卷四,上册,第 71 页) 

陆洽原,《提要》已定其生年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而“卒年不详”。 

按陆洽原的卒年,此前多有异说。 

江庆柏先生编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据光绪《平湖县志》卷十六《人物[二](列传·二)》“国朝”陆洽原本传所说“年

八十卒”
[13]
,推算其卒年为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

[14]426
。 

又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卷三陆洽原小传说:“卒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年八十六。”[15]《清人别集总目》

著录陆洽原,也采用此说。[1]第 2册,1219其依据,从《提要》有关介绍来看,大概是其集内“诗……止于康熙三十四年”。 

但是,《提要》接下去只大致推测:“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年已八十有六,盖不久去世。”这反而更为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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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凡例》订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的沈季友辑《槜李诗系》,卷二十九“陆汶川洽原”小传明确记载:“年八十七

卒。”[16]696据此推算,陆洽原应该卒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这与《提要》的推测,完全吻合。至于县志本传,很可能是“八

十”之后脱漏了一个“七”字。 

四、沈延铭(卷五,上册,第 90 页) 

沈延铭,《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著录康熙二年癸卯(1663)刻本《静园集句》十卷、《别集》一卷;而作者介绍,《清

人别集总目》仅有籍贯浙江“嘉兴人”,[1]第 2册,1034《提要》也只据书名增添一项“号静园”。 

按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前后成书的孙鋐辑《皇清诗选》,卷首《皇清诗选姓氏》亦即作者名单“浙江”有沈延铭,字“太

常”;籍贯“海盐”[17],则是嘉兴府的属县。又明末胡震亨撰《海盐县图经》,卷十五《人物篇第六》之六“国子生”“万历中”

有沈延铭[18],由此可以知道其科名。后世某些著作称之为“诸生”,似乎并不准确。另外表字“太常”,有时候也容易误作官名。 

关于《静园集句》,《提要》没有提到序文。而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三“集韵”条曾说:“沈太常延铭集唐至数十卷,各体

俱备,乩仙吕纯阳为之序。”[19]特别是前及彭孙贻《茗斋集》,卷二十一《茗斋杂著》末尾“附录”有一篇《静园集唐诗序》,其

中叙及: 

吾邑太常沈先生,集唐至千百首。古、律、绝、六言,体无不备。乃至诗余长短句,无不出以唐音。人巧极,天工错矣。……

先生少有“黄童”之目,籀篆八法、琴阮诗词,无不擅绝。而隐退不求名位,世鲜知者;布衣行歌,泊如也。
[10]第 52册,527

 

这不但可以了解此集,而且还有助于了解沈延铭其人。 

又《茗斋集》卷十一“茗斋诗·七言律”内,先后有《贺沈太常先生八旬除夕生子》二首、《代吴门客贺沈太常隐君八十除

夕生子》两题[10]第 52册,100、105;卷十二“茗斋诗·五言绝句”内,有《为沈太常先生题画十首》,并且还有跋语: 

太常先生,贻大父行也。八十生子,词人皆有诗矣,画史复为之图,因各系小言,志喜之不尽也。[10]第 52册,139 

这两卷诗歌,据编年分别作于康熙六年“丁未”(1667)、七年“戊申”(1668);而卷十一“七言律”该两题,据内部排序作于

“立春”前后。因此,沈延铭“八旬除夕生子”,一定是康熙五年丙午(1666)之事。由此逆推,可知沈延铭出生于万历十五年丁亥

(1587)。 

此外,当代不少著作如《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二〇之七”《沈延铭致闇翁函》,收藏者注释曾叙及沈延铭“卒年八十

四”[20]。如此依生年下数,则可知沈延铭卒于康熙九年庚戌(1670)。 

五、彭长宜(卷五,上册,第 92 页) 

彭长宜,《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
[1]第 3册,2150

。 

按彭长宜卒年可以确考。先说光绪《海盐县志》卷十五《人物传·一》“明”本传记载: 

彭长宜,字德符,御史宗孟长子。与弟期生同举万历乙卯[四十三年,1615]浙榜。……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始成进士,授上

海知县。……南都失守,解印归里。遇兵丰山下,伤脰垂绝。舁归,悲痛不食,扼吭而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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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道光年间海盐李聿求撰《鲁之春秋》,卷十一汤芬传叙及: 

汤芬……海盐人……崇祯十六年成进士,授山阳知县。……南都破,归。……海盐义兵起,奉芬为主。……大兵剿澉浦,过丰

山,里人彭长宜、彭原广、彭孙绳……皆被杀。[21] 

这里称彭长宜“被杀”,与县志不同,容后再论;但所说时间比较明确,即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 

彭期生之子亦即彭长宜侄子彭孙贻,所撰《茗斋集》卷二“茗斋诗·七言律”有关于彭原广、彭孙绳、彭长宜等人的挽诗《哭

伯父孝起征君八首》、《哭子羽弟四首》、《哭伯父上海令公八首》等(各以表字或官职为称)[10]第 51册,332、332-333、334-335,据集内作品编次均

作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又李天植《李介节先生全集·蜃园诗后集》卷二“五言律”《挽彭德符》小序说: 

德符与余同采芹府泮。……变故后,归家。中秋丰山之难,长君殁焉。忧惫成疾而卒。[22] 

这首先说明,彭长宜确实卒于其子彭孙绳等人之后,当时在丰山只是负伤而没有“被杀”。彭孙贻集内有关挽诗的排序,也能

够反映这一点。而李天植此诗后面第五题为《九日雨中,家棠舒携酌斋头》,假如集内排序无误,则可以进一步推测彭长宜谢世的

具体时间在该年的中秋与重阳之间。至于彭长宜等人当时在丰山有没有作为义兵而与清兵直接战斗过,这一点不是很清楚。 

彭长宜的生年,目前仍旧不详。前及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曾经依据《崇祯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定彭

长宜生年为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
[14]741

。其后他人不少论著,也都沿袭此说。但是,这只要从县志记载彭长宜万历四十三年乙卯

(1615)已中举人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显过迟,因为当时彭长宜不可能还只有 14岁,更何况同年其弟彭期生也已经考中举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彭孙贻《茗斋集》最末卷二十三为彭期生(曾官太仆寺少卿)而撰的《太仆行略》,开头部分自注叙及彭

期生同胞兄弟凡六人(除去早夭者称“丈夫子四”): 

长伯父上海公讳长宜,二、三早殀,次伯父文学孝起公讳原广,次为府君,又次叔父太学应侯公讳弘保。[10]第 52册,538 

又末尾自注详细记载有彭期生的生卒时间: 

府君生于万历四[二]十一年癸巳[1593]十二月八日午时,殁于丙戌[顺治三年,1646]十月四日辰时,年五十有四。[10]第 52册,558 

如此,则彭长宜作为长子,就算只大五弟彭期生 4岁(平均一年一子),也必然出生于万历十七年己丑(1589)以前。前述《崇祯

十六年癸未科进士三代履历》记载为万历三十年壬寅(1602),至少往小里说了 13岁。而《提要》收在本卷,相去自然更远。 

附带关于《提要》引近人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二编》卷九载”,说彭长宜“所著《瞿瞿斋诗稿》,内有《天启宫词》”。

而其最早的依据,应该是清初朱彝尊辑《明诗综》卷六十九下彭长宜小传有关介绍
[23]3481

,以及所录作品内有《天启宫词》一首
[23]3482

。

此外同时沈季友辑《槜李诗系》卷二十二“彭上海长宜”小传叙及彭长宜还曾经刻有一种《小草吟》[16]507,可以作为《提要》的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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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要》见卷九,上册第 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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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合卷)《人物志·士品·下》“明”,惟行文不尽相同,见同册第 228-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