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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喬南（1864－1918），號竹巢。彰化鹿港

人，光緒年間邑庠生。個性謹慎，博聞強記，具有

才名。日本治臺後，因科舉與當官之路中斷，遂致

力於詩的創作。與當地文人莊士勳、王秋田、王舜

年、蔡德宣等任教於鹿港文開書院；又與蔡振豐、

洪棄生等人共創「鹿苑吟社」，與同鄉詩人施梅

樵、許夢青、陳懷澄等為好友。曾在鹿港、彰化、

草湖等地設帳教學，晚年又返回文開書塾設教。教

書長達二十年之久，栽培弟子極多。兒子呂嶽（呂

申甫）、外甥朱啟南也都能寫詩 1。

《蘭雪艸堂吟稿》（簡稱吟稿）在2016年進臺

灣文學館，為目前僅見呂喬南手稿，但無法確定書

寫者是否為呂喬南本人。吟稿共收詩114題199首，

惟缺頁2頁（上有明顯裁切痕跡），另外有詩題無

內文者2首，缺詩題且內文不全者1首。

《全臺詩》第拾肆冊收有呂喬南作品，所使

用版本為《蘭雪草堂詩稿》（簡稱詩稿），詩稿共

收詩68題90首，其中〈秋月〉、〈月夜獨酌〉、〈勉

朱啟南外甥〉、〈沙子崙停車場待車〉、〈旅夜遣

懷〉、〈春閨怨〉、〈詩僧〉、〈醉後賞菊〉、〈春日

遣懷〉9題9首詩作未見於《蘭雪艸堂吟稿》，由於

吟稿缺頁2頁整，就二書重疊度完全密合來看，可

以合理推斷這9首詩作應載於所缺2頁中。

吟稿比詩稿所收詩作數量多將近一倍，以詩稿

〈和日人光明禪師原韻十首錄一〉來看，可知詩稿

為「選錄」，而完整詩作被收在吟稿之中。本書的

出土，對於補足《全臺詩》中呂喬南詩作，有相當

重要的意義。　　

館務紀要 典藏視窗　

呂喬南，《蘭雪艸堂吟稿》
林皎宏捐贈／手稿／15cm X 10.8cm／20160190001

呂喬南、呂嶽父子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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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雪艸堂吟稿》、《醉雪軒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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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嶽，《醉雪軒吟稿》
林皎宏捐贈／手稿／24.2cm X 16.7cm X 1.5cm／NMTL20150340001 

呂嶽（1901－？），字申甫。鹿港人。詩人

呂喬南之子，受父執輩詩人薰陶，奠下漢學根柢。

1914年3月入鹿港公學校。為鹿港「大冶吟社」成

員；戰後又加入臺中「中社」為社員。日治時期，

曾任臺中厚生農倉主事多年及新聞記者。戰後，任

教於省立臺中第一中學。教學之餘，亦致力於作詩

與書法。後應林湯盤之邀，辭教職入合作金庫臺中

支庫為副理。退休後到樹德家專（今修平技術學

院）擔任秘書，兼教授書法 2。

在呂申甫〈自序〉提到，民國70年時為遺

留後昆，手抄存稿，即《醉雪軒吟草》（簡稱鋼

筆版），於民國72年長子呂正雄據手寫本影印出

版，後再由龍文出版社出版。《醉雪軒吟稿》在

2015年進臺灣文學館，全書以毛筆書寫（簡稱毛

筆版）。呂嶽本身為書法名家，惟此本手稿是否

為呂嶽所親寫？實有待商榷，經比對《醉雪軒吟

稿》內頁上呂嶽的書法題辭，字跡頗有不同，但

可確認臺文館所藏者，應為出版之前的版本，經

過對照，毛筆版第一首〈應聲蟲〉在鋼筆版第124

頁，之後為〈白蓮〉，毛筆版最後為〈月夜偕友

人飲於醉月旗亭〉，鋼筆版於其後則尚有近三分

之一詩作量。鋼筆版倒數第二首〈省立臺中一中

同學將發刊二二八特刊號爰賦七絕一首當作創刊

之辭〉，毛筆版作〈本校（台中一中）同學將發

刊二二八特刊號爰賦一絕(以)當(作)刱刊之辭〉，

更可見其當為正式出版前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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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其生平參考《全臺詩》第拾肆冊，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年10月。
2.  其生平參考「《全臺詩蒐集整理編輯出版計畫》未定稿，施懿琳撰」，國立臺灣文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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