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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臺賦》出版前後的研究概況

台灣學界對於台灣賦的研究起步較晚，2006年《全臺賦》出版前，有若

干單篇論文及2本碩論：暨南國際大學塗怡萱碩士論文《清代邊疆輿地賦研

究》、東海大學王嘉弘學位論文《清代臺灣賦的發展》。學者游適宏的〈地理

想像與臺灣認同──清代三篇〈臺灣賦〉之考察〉、〈十八世紀的臺灣風土百

科──王必昌的〈臺灣賦〉〉、柯喬文〈它者的觀看──清代臺灣賦的權力話

語〉、陳姿蓉〈清代臺灣賦與臺灣竹枝詞之比較研究〉、吳盈靜〈賦詠名都尚

風流──〈臺灣賦〉一文探析〉、崔成宗〈臺灣先賢洪棄生賦研究〉等，篇數

尚屬零星。

2006年《全臺賦》出版後，多少引發了學界對台灣賦的研究，大陸

學者詹杭倫〈臺灣賦論略──評《全臺賦》〉（2007）一文就《全臺賦》

的分期、範圍、體裁、題材、校點、價值提出批評討論，2008年吳炳輝有

專著《清代臺灣古典詩賦中的史蹟與名勝》，2009年游適宏《試賦與識

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內收：〈《全臺賦》所錄八篇應考作品初

論〉、〈研究物情與褒贊國家──王必昌〈臺灣賦〉的兩個導讀面向〉二

文，與台灣賦相關。之後張高評〈海洋詩賦與海洋性格──明末清初之臺灣

文學〉對周于仁〈觀海賦〉、張湄〈海吼賦〉、陳輝〈臺海賦〉、周澎〈平

南賦〉予以探討，游適宏〈文石的「應」度：試論周于仁〈文石賦〉做為高

中國文教材範文的適切度〉，建議高中國文教材編選時考慮〈文石賦〉。吳

福助、吳蘊宇有〈〈駐色酒賦〉考釋〉、陳瑤玲〈日治時期的「臺灣賦」

中的「色／戒」書寫〉一文則討論日治時期三篇（呂溪泉〈羅山彩雲歌妓

賦〉、賴献瑞〈胭脂窟賦〉、耐紅〈詩妓賦〉）「青樓賦」的書寫，並檢視

日治時期的另類書寫──「登鸞降筆賦」中的「戒色觀」。此外，簡宗梧、

林美清、韓學宏、梁淑媛、歐天發諸教授都是在《全臺賦》出版之後，利用

該書作為研究的素材，長庚大學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科集體推動的「整合型計

畫」且以「《全臺賦》研究」為議題，甚至在2010年4月22日主辦了「臺

灣賦學術研討會」，並集結成會議論文集，內收16篇有關台灣賦的研究。

編纂校勘之討論有李時銘〈論臺灣賦之編纂〉與陳姿蓉〈臺灣賦用韻考──

校勘篇〉2篇，李時銘比對《全臺文》和《全臺賦》兩者的賦篇，兼評《全

︽
全
臺
賦
︾
的
後
續
效
應
及
輯
佚

文‧

圖
／
許
俊
雅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國
文
學
系
教
授
　
　

《全臺賦》的蒐集整理，前後歷時六、七年，編撰出版費時一年半，

當初編校時特別規畫作者、提要甚至影像全文。2006年《全臺賦》出
版後，多少引發了學界對台灣賦的研究。《全臺賦》出版迄今已五年

多時間，這期間又出現了很多史料，資料庫也漸增加，對於台灣文學

史料的蒐集自然有很多方便之處，較諸2005年不可同日而語，應是進
行續編的時機了。



31│  台灣文學館通訊  2012.03  NO.34  │

一
直
都
在
台
灣
文
學
館

臺賦》一書內的編輯和標段等問題，並建議納入蕭

崇業〈航海賦〉、朱舜水〈堅確賦〉。陳姿蓉則考

察《全臺賦》韻腳使用的情形。作家論的研究有王

學玲〈晚清易氏兄弟之臺灣凝望與蹈海奮戰──從

易順豫〈哀臺灣賦〉談起〉1篇，探討易氏兄弟的

家庭、學養與作品之發韌，兼探討清末亂世的氛

圍與有關政治書寫的作品之間的關係。鸞賦方面有

簡宗梧〈臺灣登鸞降筆賦初探──以《全臺賦》及

其影像集為範圍〉和梁淑媛〈眾神花園中善意的缺

席──《全臺賦》中的「藏名賦」析論〉，另有鳥

禽書寫、園林書寫、詠物、放逐、神話、諷刺、自

然景物等面向。如許惠玟〈美不殊於陸橘，味較勝

於胡柑──由《西螺柑賦》看臺灣在地物產書寫的

衍變〉、韓學宏〈臺灣賦中的動物書寫──以「鳥

類」為視域〉、歐天發〈臺灣風刺賦的表現形態〉

（又刊《寧夏師范學院學報》）、李知灝〈清代臺

灣賦作海洋書寫中的神怪想像──以《全臺賦》為

研究中心〉等等，韓學宏且在2011年出版了《鳥

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幾本專書的出版，都是

以相關台灣賦的研究做為升等改聘的著作，陳慶元

教授指導學生涂敏華研究〈歷代都邑賦研究〉（福

建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認為台灣賦所

描寫之都邑人文景觀頗能令人耳目一新。2011年

有韓學宏《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專書，今年

（2012）林淑媛亦出版《飛登聖域：臺灣鸞賦文

學書寫及其文化視域研究》一書。從上述的研究成

果，足見台灣古典文學中的「賦」體，具有相當豐

富的議題可以討論，台灣賦的研究視野也日漸加深

拓展。

二、《全臺賦》補遺的必要

《全臺賦》出版迄今已五年多時間，這期間又

出現了很多史料，資料庫也漸增加，對於台灣文學史

料的蒐集自然有很多方便之處，較諸2005年不可同

日而語，應是進行續編的時機了。《全臺賦》標示為

「全」，事實上也只是召喚學界的注意，期待更多

人投入台灣賦的研究，所有的「全集」，從來就不

曾有過真正的「全」，因此書一出版，就有補遺的

想法，只要輯佚相當的份量就應續編，《全臺賦》

絕不是只有一本，就像《全臺詩》也不是第一次出

版時只有5本一樣。當初《全臺賦》的蒐羅，以清領

台灣期間所修的府、縣、廳誌四十餘種中的「藝文

誌」及日治刊物如《風月》、《南方》、《三六九

小報》、《臺灣日日新報》、《詩報》、《臺灣文

藝叢誌》、《臺灣詩薈》、《新高新報》、《臺南

新報》、《臺灣時報》、《臺灣民報》系統、宗教

鸞書為主，從明鄭（1661─1683）起始，經歷清領

（1683─1895），至日治（1895─1945），前後

近三百年。戰後賦作僅收錄跨越兩代，不易分割的重

要賦家作品（如鄭坤五），凡196篇。

隨著資料的開放，後續再蒐集到的則有陳祚

年《篇竹遺藝》及期刊《臺灣教育會雜誌》、《臺

灣月報》、《臺灣愛國婦人》、《漢文臺灣愛國婦

人》、《漢文皇漢醫界》、《孔教報》及《覺悟選

新》、《醒世新篇》、《明德新篇》、《現報新

新》、《樂道新書》、《覺頑良箴》等鸞書（《民

間私藏：臺灣宗教資料彙編：民間信仰‧民間文

化》叢書）為主，初步蒐羅整理之台灣賦作尚有

近百篇，除陳祚年賦作20篇：〈寒食打毬賦（以

2006年《全臺賦》出版後，引發學界對台灣賦的研究，
足見台灣古典文學中的「賦」體，具有相當豐富的議題

可以討論，台灣賦的研究視野也日漸加深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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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楚歲時記有之」為韻）〉、〈易重一觔賦（以

「講易見天心」為韻）〉、〈子魚通印蠔破山賦

（以題為韻）〉、〈海客狎鷗賦（以題為韻）〉、

〈二三豪傑為時出賦（以題為韻）一〉、〈二三豪

傑為時出賦（以題為韻）二〉、〈袖中有東海賦

（以題為韻）〉、〈陶淵明歸隱賦（以「樂夫天

命復奚疑」為韻）一〉、〈陶淵明歸隱賦（以「樂

夫天命復奚疑」為韻）二〉、〈海客談瀛洲賦（以

題為韻）〉、〈天臺仙女送劉阮還家賦（以題為

韻）〉、〈鶴立鷄群賦（以「如野鶴之立鷄群」為

韻）〉、〈一年七十二風賦（以題為韻）一〉、

〈一年七十二風賦（以題為韻）二〉、〈司馬題橋賦

（以「高車駟馬意氣不凡」為韻）〉、〈春兼三月閏

賦（以題為韻）〉、〈先器而識而後文藝賦（以題為

韻）〉、〈五月渡瀘賦（以「兵之道攻心為上」為

韻）〉、〈秋色賦〉、〈三箭定天山賦（以「壯士長

歌入漢關為韻）〉。另外尚有黃贊鈞〈臺灣神社祭典

感賦〉、〈勒題新年雪恭賦〉、〈秋水懷人賦（以

求之而不可得為韻）〉、吳澤民〈石畫賦並序〉、

高文淵〈秋陽賦〉、〈鼓山觀海賦〉、佚名〈讀書

人不與賭博傼為對賦〉、中村櫻溪〈石壁潭賦〉、

鷗所釣侶〈望海賦〉、莊鶴如〈梅妻賦（以只因誤

識林和靖為韻）〉、佚名〈戒吃雅片煙賦〉、郭瓊

玖〈中秋月賦（以中秋觀月會為韻）〉、縮天〈知

事賦（以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為韻）〉、李冠三〈紅

蓼花疏水國秋賦（以題為韻）〉、羅秀惠〈今上戴

冠式大典賦（以題為韻）〉、佚名〈諫果賦〉、汪

式金〈瓊島春陰賦〉、〈五指山賦〉、施少作〈戒

貪花賦（以入迷途為韻）〉、陳亢南〈教書賦（以

大半生涯在硯田為韻）〉、賴佐臣〈春遊芝山巖賦

（以題為韻）〉、〈奉祝御大禮賦（以祈聖壽無彊為

韻）〉、陳慶瑞〈不倒翁賦（以題為韻）〉、〈蓮

蓬人賦（以題為韻）〉、黃爾璇〈春山如笑賦（以

題為韻）〉、許子文〈訪夢蝶園故址賦（以題為

韻）〉、小芹〈張賦（以弓長為韻）〉、嘯雲〈春閨

怨賦（以小姑居處怨無郎為韻）〉、魏潤菴〈日月潭

賦〉、雪谷〈入獄賦（仿赤壁賦）〉、黃贊鈞〈待兔

賦（以守株為韻）〉、林天進〈正識病辨症詳明金

玉賦〉、邵葉飛〈新藥性賦〉、李德馨〈漢醫振興

（賦以題為韻）〉、金澤之〈傷寒症名要領賦〉、陳

篴潭〈討蝶檄賦〉、丘竇融〈石門賦（以勝運無雙圓

山第一為韻）〉、佚名〈賦〉、洪大川〈關嶺溫泉小

賦〉、高文淵〈秋陽賦（以秋日懸清光為韻）〉、鷹

〈石門賦〉，《孔教報》第11號，1937年8月30日。

中村櫻溪〈石壁潭賦 並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354號，1902年
11月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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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田一郎選〈玉皇賦〉、以及二十餘篇鸞體賦作：

〈貪財賦（以題為韻）〉、〈戒唆人爭訟賦（以題

為韻）〉、〈教書賦（以誤人子弟為韻）〉、〈正

心福善賦（以題為韻）〉、〈德馨如松賦（以題為

韻）〉、〈慶月賜川賦（以題為韻）〉、〈文真

江波賦（以題為韻）〉、〈心田介卿賦（以題為

韻）〉、〈吟水旺咏準繩賦（以題為韻）〉、〈戒

食洋煙賦（以宜痛改為韻）〉、〈洋煙賦（以害業

傾家為韻）〉、〈戒飲賦〉、〈戒財賦〉、〈戒

勢賦〉、〈戒力賦〉、〈戒洋煙賦〉、〈勸孝賦

（以能竭其力為韻）〉、〈戒廉賦（以非義莫取為

韻）〉、〈勸節賦（以心存冰潔為韻）〉、〈戒煙花

害人賦（以題為韻）〉、〈啟明堂賦（其一）〉、

〈啟明堂賦（其二）〉、〈臺灣形勝賦（不拘

韻）〉、〈戒不遵訓誨文（以題為韻）〉、〈陰律

難逃文（以題為韻）〉、〈樂善堂賦〉、〈勸孝

賦〉，另10篇缺文存目之賦：〈勸幼學賦〉、〈勸

忠賦〉、〈勸仁賦〉、〈勸義賦〉、〈勸禮賦〉、

〈勸信賦〉、〈勸智賦〉、〈戒恥賦〉、〈戒嫖

賦〉、〈戒賭賦〉等。此外尤侗〈蘇臺覽古賦〉、

章太炎〈木犀賦〉、歐陽鎰〈天山賦并序〉、定洋

〈招寶山望海賦〉、情荃〈水繪園賦〉、慎侯〈半淞

園賦〉則是刊登台灣刊物的賦作，是否選入可以再

思考。另據許惠玟《悶紅館摘錄》文物說明，提及

「內收《豊州書院賦抄》25頁40篇、《瀛奎玉律》

及《賦海蠡測》共29頁，前者28篇，後者33篇、夏

思沺《少喦賦草箋注》四卷共37頁79篇，餘皆為賦

作合集，有可能是書院為因應科舉的習作，如《豊州

書院賦抄》收有曾錫圭、王慶卿等人的〈擬庾子山

小園賦〉、戴鳳儀、洪璋的〈桃花源賦〉等，以及

〈夜歸鹿門賦度，皆為詩臺〉、〈擬江文通別賦〉諸

題。」除《瀛奎玉律》及《賦海蠡測》、《少喦賦草

箋注》不論外，其他習作之賦可列入收錄之列。

這批作品除延續《全臺賦》傳統都邑、自然

景觀及宗教鸞書性質的賦篇，以庶民生活為主的題

材，時帶諷刺意味及勸世勉人之作外，特別是發現有

關醫療的賦作，台灣漢醫界通常具儒道背景，有些人

同時參與鸞堂、詩社、孔教會，或許因其身分之流動

性，他們的賦作流露一些道德教訓，如果本身是醫

家，也會撰寫與醫療、醫病相關題材的賦篇。當時報

刊雜誌有〈痘疹辨疑賦〉（據游適宏考證，作者可

能是明人龔廷賢，而龔廷賢又可能沿襲自萬盛齋）

和〈戒庸醫賦〉等醫病題材之作。在日治重西醫抑

《臺灣皇漢醫報》52號，1933年。

〈傷寒症名要領賦〉刊《臺灣皇漢醫報》

第35期，昭和六年（1931）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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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醫情況下，復有《臺灣皇漢醫報》出現的〈正識

病辨症詳明金玉賦〉、〈新藥性賦〉、〈傷寒症名

要領賦〉及羅東人士李德馨〈漢醫振興（賦以題為

韻）〉等等特殊之作，值得留意。鸞體賦、醫體賦二

者皆傳承自中國大陸，但目前鸞體賦見於台灣，醫體

賦則以大陸為多。醫體賦是用古漢語記載，文字古奧

難懂，尤其古字通用現象甚為普遍，加上賦文本來就

較難懂，醫療賦體之作如果沒有基礎醫學知識，則無

異讀天書。鸞體賦則顯得容易些。後續補遺將提出

台灣漢醫藥方面的賦篇，使台灣賦呈現更為多元的

面向。同時，因更多作品的整理，我們將發現1915

年之後鸞堂活動雖不致中斷，但鸞書刊行減少近一

倍，尤其是1916、1917年皆無鸞堂新增著善書，此

一現象或與西來庵事件帶來的衝擊有關，殖民統治政

策因之變本加厲。原先日治初期總督府為了安定民

心，對於台灣傳統宗教採取「放任溫存」的態度，並

無太多干涉。此時期神社的建造，除「開山神社」及

「臺灣神社」外，數量不多，宗教法令亦不完備。

1915年，余清芳等人以齋堂為據點，藉宗教名義發

動武裝抗日，稱「西來庵事件」。事件發生後，總督

府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宗教調查，西來庵因余清芳而

遭受魚池之殃。林漢章〈余清芳在西來庵事件所使

用的善書〉，論述事件相關善書，使《警心篇》大

受矚目，而《警心篇》所刊的〈臺灣形勝賦（不拘

韻）〉又是相當特殊的一篇作品，可以與章甫〈臺陽

形勝賦〉、卓肇昌〈臺灣形勝賦〉到林夢麟〈臺灣形

勝賦〉並觀討論。而鸞體賦、醫體賦以及詼諧之風的

作品與唐代俗賦、清末民國以來報刊雜誌的詼諧之作

（詩、文、賦都有）亦有相當關係，甚或有些賦作直

接從上海報刊轉載，吾人可以更清楚掌握當時兩岸文

學文化的流動狀況。

三、結語

《全臺賦》的出版有其亟待改進之處，除了

必然的不「全」之外，由於賦作本身較深奧，用典

較多，其中標斷錯誤亦難避免。但團隊已盡了最大

努力，並無快速出版、搶頭香的心態，《全臺賦》

的蒐集整理，前後歷時六、七年，編撰出版費時一

年半，當初編校時特別規畫作者、提要甚至影像全

文，即是希望提供研究者方便，不需再耗費時間蒐集

材料，而將精力放在研究上。如果要全面蒐羅完備再

出版，事實上不可能，當台灣文學史料還不是那麼方

便應用時，當時只能先出版以提供研究，並且期待因

為出版而獲致修正的機會，因此當我閱讀簡宗梧老

師、詹杭倫、李時銘教授的大作之後，內心只有感激

與感動。也因此機緣，得以思考《全臺賦》輯佚一

事，透過輯佚續編讓《全臺賦》更完善呈現。

〈戒吃雅片煙賦〉，《臺法月報》6卷12期，1912年12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