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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的創社、組識、成員

與活動 
本章透過文獻考察和田野調查，針對北港地區的代表詩社 —汾津吟社與鄉勵

吟社的創社始末、創社宗旨暨詩社社名命義、詩社之組織暨社員概述、詩社的活

動方式、以及活動範園詳加說明，以期完整呈現汾津吟社和鄉勵吟社的活動實況。 

 

 

第一節 汾津吟社 

北港鎮汾津吟社，雖創社頗早（１９２２年，民國十一年），然考諸文獻，

僅有賴子清〈古今臺灣詩文社〉一文中有較詳細的記載。至於汾津吟社所存檔之

資料，部份由於輾轉搬遷流失、部份因保存不善，水漬日曝而毀壞；最後收拾倖

存之詩稿，藏於木櫃，竟佚於竊賊1，查諸地方縣、鄉誌，亦無吟社的詳細紀錄，

加之年代久遠，距今已屆八十載，該社早期社員謝世已久，經聯絡拜訪社員後代，

多已不知其詳。筆者恐其沉埋霄壤，茲將賴氏所載，引錄於后，並據日治時期頗

具代表性之詩刊 —《詩報》，再輔以筆者田野調查所得，就汾津吟社的創社始末、

創社宗旨暨詩社社名命義、組識、社員概述、活動沿革、活動方式及活動範圍加

以說明。 

 

汾津吟社 

民 國 〸 一 年 ， 嘉 義 �北 港 街 士 紳 曾 席 珍， 鑑 於 �下 鹽 水、 朴 子 、 西 螺、新

營 、 �營 、 布 袋 各 處 ， 詩 社 逐 漸 成 立 ，以培 養 知詩 習 禮之士， 乃邀該街同

志十數名，設立汾津吟社。十二年加入嘉社，延請嘉義陳家駒茂才，館於

其家，教授經書，旁及唐宋韻學。繼續三四年後，陳茂才移塾嘉義，而汾

津社員已漸解音律，因互相切磋，維持罔懈。據民國十八年嘉社社員名簿，

社員有王東燁、王金鐘、龔顯升、王希安、曾人潛、龔顯伴、蔡谷、魏金

讚 、 龔 �墩 、 高 秋 鴻 、 張 長 川 、 郭 鴻 翔 、李冠三、蕭登壽、洪清雲等〸五

名，現由龔顯升主持社務。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台灣文獻》十卷三期；台灣省文獻會，１

９５９年九、十月）

                                                 
1 據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６日訪汾津吟社創社初期總幹事王東燁之次子王慰心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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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社始末： 

汾津吟社創立於西元１９２２年（民國十一年）；創社地點為北港，創

社人為北港街仕紳曾席珍先生。 

 

二、創社宗旨暨詩社社名命義： 

汾津吟社創設之宗旨，乃為培養北港地區青年學子知詩習禮、充實智

識；而詩社命名為汾津，乃因北港又稱汾津，以之為名，望名而知所處，是

頗具地方鄉土特色的社名。 

 

三、組識暨社員概述： 

（一）組識： 

汾津吟社創社之初僅設社長一職，綜攝全社社務，首任社長可能是由曾

席珍擔任2，下設總幹事一名，由王東燁擔任，負責通知社友開會、課題、

並保存社友資料暨對外聯擊之工作3。由於民國十三年代表汾津吟社參加嘉

社活動者是龔顯升、曾人潛、王東燁三人，並未見曾席珍列名；且《詩報》

亦不曾見過曾氏之作品。相對而言，龔顯升不但活躍於當時詩壇、且常於《詩

報》發表作品，並以捷才著稱，是汾津吟社的靈魂人物。後因經營木材生意

而遠赴高雄，一去十年，期間汾津但聞社友間相互酬唱、聚會吟詠的小型聚

會 ， 卻 不 曾 見 以 汾 津 吟 社 具 名 發 表 的 課題或擊�吟錄，直到１９３９年（昭

和十五年，民國二十八年）龔氏重返北港，汾津大振4，於是年起，汾津吟

社於《詩報》發表之作品有近十次，可見龔氏於汾津吟社之重要性，曾席珍

雖首倡創設汾津吟社，然實際上真正負責、領導日治時期汾津吟社者應為龔

顯升；故賴子清撰文時（１９５９年，民國四十八年），即記錄由龔氏主持

社務。至１９６４年（民國五十三年）龔氏物故，乃由洪大川繼任5。故，

                                                 
2 由於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文僅言及由曾席珍倡組汾津吟社，並未提及是否任社長一職，
考諸文獻，又無相關記載，而訪談北港文壇耆老、詩社社員後代，由於年代久遠、已不復記憶；

僅王東燁之子王慰心明確知其父為汾津吟社之總幹事，並保有汾津吟社社印以資為證。故據

此，以倡首之曾席珍暫列創社社長，待日後文獻有新出者再補之。 
3 同註１。 
4 據《詩報》第二三七號（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１９３９年）龔顯升以「買牛翁」署名，刊
載〈再入汾津有感即寄諸子〉七律二首，其一首聯云：「封筆十年豈等閒，半因逃世半緣慳」，
而考諸《詩報》龔氏之作品，昭和六年至八年間，尚有作品刊行，自此消聲匿跡，直到昭和十

五年再有作品刊行，其間差距近十年！ 
5 據《詩文之友》第二十卷四期（１９６４年八月）所刊之各詩社名錄，汾津吟社只掛名洪大川
一人，是年龔氏物故，由洪大川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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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據此推論：首任社長為曾席珍，但實際領導人物應為龔顯升；後龔氏

乃實際擔任社長一職，為第二任社長；而第三任社長則為洪大川，直到１９

６８年（民國五十七年）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成立止。其總幹事一職則由王東

燁擔任。至於社費之 

收 付 ， 並 無 詳 細 規 定 ， 係 由 社 員 集 資 ， 統 籌 運用 ；而 課 題、 擊�吟之 例會亦

未詳加規定，常輪流由社員發起讌集、即席賦詩6。此為其組識大較。 

 

（二）社員概述： 

汾津吟社既以培養北港地區之青年學子習詩知禮，故入社規定亦甚寬

鬆。由於史載有缺，茲據賴子清所云，輔以田野調查所得，加以敘述： 

1. 日治時期（１９２２年∼１９４５年民國十一年∼民國三十四年）： 

初期社員有：王東燁、王金鐘、龔顯升（買牛翁）、王希安（字羲安）、

曾 人 潛 、 龔 顯 伴 、 蔡 谷 、 魏 金 讀 、 龔 �墩、高秋鴻、張長川、郭鴻翔、李冠

三、蕭登壽、洪清雲等十五人；後再鼓勵新社員入社，計有：蘇鴻飛、曾炳

川、蘇松林、楊金城、蔡繼昌、朱登瀛、林炳奎、陳培坤、龔晃盤、陳雙龍、

洪大川等人加入，聲勢益壯7。 

2. 光復後至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成立止（１９４６年∼１９６８年；民

國三十五年∼民國五十七年）： 

初期鼓吹呂雲騰、何三畏等人加入8；後又有蔣禮智、陳昆讚、李蔡彬、

顏連茂等人入社；至民國五十七年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正式成立止，當時加入

的汾津吟社社員計有：洪大川、顏連茂、蔣禮智、陳昆讚、余志修、陳永昌、

吳雲東、楊宗民、李蔡彬、蔡炳焜等共計十名。（據魏嘉享〈雲林縣詩人聯

吟 會 沿 革 志 〉 ， 《 古 典 詩 擊 �吟 雙 月 刊 》 第三〸五期；２０００年７月；民國

八十九年七月。） 

 

 

（三）活動沿革： 

                                                 
6 同註１；又據其所提供日治時期汾津吟社於社員楊金城家後花園讌集所攝之照片，再據《詩報》
第二三六號〈中秋夜於林宅席上拈韻〉；第二三七號〈陳培坤招飲席上分韻〉；第二五四號倪登

玉〈培坤先生邀飲賦呈〉；第二四八號買牛翁等人〈高陞樓席上賦呈諸先生〉；第二三三號林友
笛〈江山樓席上賦呈龔、蘇、陳諸兄〉等等，皆可知當時汾津吟社之賦詩並無固定場所，最常

於社員家中、或於酒樓宴請吟友，並即席賦詩。 
7 據民國八十九年７月１６日訪該社資深社員呂雲騰、並據《詩報》增補汾津吟社社員名錄。 
8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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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治時期（１９２２年∼１９４５年；民國十一年∼民國三十四

年；）： 

由於汾津吟社自存之資料毀於雨潦日曝，又佚於竊賊，茲據《詩報》 

上 有 關 該 社 刊 載 之 課 題 、 擊 �錄 ， 再 依相 關 資料製 表 於 后， 並詳加說 明：  

表３—１ ： 汾 津 吟 社 日 治 時 期 課 題 、 擊 � 、 聯 吟錄一覽表 

詩報編號 時間（昭和） 題目 詞宗 備註 

２３２ １５.９.１５ 七夕月 左：林友笛  右：葉雲梯 歡迎林友笛、葉雲梯兩詞友 

２３３ １５.１０.１ 雁字 左：施梅樵  右：蘇鴻飛 汾津吟社社員偕施梅樵往訪麗

澤詩社 

２３３ １５.１０.１ 新涼 左：黃傳心  右：邱水謀 汾 津 同 人 擊� 錄 

２３４ １５.１０.１８ 秋讌 左：施梅樵  右：朱芾亭 歡迎施梅樵、朱芾亭兩先生 

２３４ １５.１０.１８   汾津吟社唱和錄（林友笛來訪） 

２３４ １５.１０.１８   汾津吟社唱和錄（施梅樵來訪） 

２３５ １５.１１.２ 子曰店 （公選） 擊 �吟 

２３６ １５.１１.１９ 汾津夜泊 左：黃南勳  右：林友笛 汾津、麗澤聯吟錄 

２３８ １５.１２.１７ 秋 �話 舊 左：蘇鴻飛  右：黃南勳 麗澤、汾津聯吟錄 

２４０ １６.１.２０ 客夢 左：倪登玉  右：蘇鴻飛 擊 �吟 

２４１ １６.２.４ 帽影 左：陳春林  右：蘇鴻飛 歡迎陳春林先生首唱 

２４２ １６.２.１８ 牛衣 左：陳春林  右：蘇鴻飛 歡迎陳春林先生次唱 

２４３ １６.３.２ 新柳 左：吳子宏  右：高槐青 歡迎吳、高、李、王諸君子，

首唱 

２４４ １６.３.２１ 青樓月 左：李步雲  右：王惠卿 歡迎吳、高、李、王諸君子，

次唱 

２４４ １６.３.２１ 春信 左：蘇鴻飛  右：洪子衡 汾津吟社參加台南市詩會首唱 

２４５ １６.４.２ 淡溪春暖 左：龔顯升  右：郭紫涵 汾津吟社參加高雄州聯吟錄 

２４５ １６.４.２ 養花 左：陳符六  右：吳萱草 歡迎汾津吟社社員往訪台南市

詩會 

２４５ １６.４.２ 雨夜花 左：陳文石  右：林芹香 汾津吟社往訪麻豆綠社 

２４６ １６.４.１８ 老屋 左：施梅樵  右：黃南勳 汾 津 擊� 錄 

２４６ １６.４.１８ 人道橋 左：蘇鴻飛  右：鮑樑臣 汾津吟社參加高雄州聯錄 

２４９ １６.６.４ 上元讌 左：買牛翁  右：葉占梅 汾津吟社往訪高雄市吟會次唱 

２５５ １６.９.６ 漁歌 左：鄭坤五  右：許成章 汾津吟社往訪麻豆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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汾津吟社雖於民國十一年即已創社，但由於該社社員多經商、常於閑

暇聚會讌集，並即席賦詩、評定；會後即交由總幹事集束收藏，故少有於報

章詩刊上發表。在文獻缺乏下，僅知尚有雅好棋道者，另組「詩棋八仙侶」
9，且常至關仔嶺等風景名勝遊覽，並即興賦詩題於壁上，頗稱風雅。至於

社員則多個別於詩刊上發表詩作。此後十年，因文獻不足，蓋闕如。 

而後，據《詩報》第２３２號（１９３９年；昭和十五年九月十五日），

汾 津 吟 社 所 刊 詩 題 為 〈 七 夕 月 〉 之 擊 �錄，下並註明：歡迎林友笛、葉雲梯

兩 詞 友 ； 該 次 擊 �吟 即 以 二 人 分 任 左 、 右詞宗。此次是樸雅吟社社友來訪。

關於此次聯吟，除刊載 於 《 詩 報 》 之 擊 �錄 外 ， 第 ２３３ 號 、第２３４號（同

年十月一日；十八日）亦刊載林友笛〈江山樓席上賦呈龔（晃盤）、蘇（鴻

飛）、陳（培坤）諸友、暨汾津吟社唱和錄〉、〈呈汾津吟社諸君子〉等十四

首詩作，茲錄林友笛、蔡繼昌二人詩於后： 

 

林 友 笛 

汾 津 此 夕 會 英 賢 ， 品 茗 歡 談 興 欲 仙 。 

結 隊 鷺 鷗 盟 碧 海 ， 聯 翩 裙 屐 醉 瓊 筵 。 

登 龍 喜 得 參 名 士 ， 拔 幟 還 須 讓 少 年 。 

我 幸 有 緣 陪 末 座 ， 喜 聽 雅 韻 和 吟 蟬 。 

 

                                    蔡 繼 昌 

口 吻 生 花 冠 世 賢 ， 吟 來 雅 韻 覺 神 仙 。 

雕 蟲 笑 我 申 金 谷 ， 吐 鳳 多 君 斗 酒 筵 。 

茅 塞 頓 開 親 長 者 ， 松 江 受 賜 惠 青 年 。 

斯 文 一 線 關 心 切 ， 喚 醒 汾 津 斷 續 蟬 。 

 

此次林友笛、葉雲梯的到訪，的確對汾津吟社有極大的鼓舞作用；加

之龔顯升離鄉十年、重新歸隊；菼社蘇鴻飛以北港女婿之身份，加入汾津10，

一時聲勢大振，龔顯升並於《詩報》第２３７號（同年十二月一日）發表〈再

入汾津有感即寄諸子〉七律二首： 

                          

                                                 
9 同註１；又據其提供「詩棋八仙侶」照片影本一張，可辨者有：王東燁、楊金城、曾人潛等人。 
10 同註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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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筆 十 年 豈 等 閒 ， 半 因 逃 世 半 緣 慳 。 

論 交 才 短 心 尤 愜 ， 處 理 和 平 盧 盡 刪 。 

未 起 飛 龍 況 止 水 ， 生 憎 餓 虎 出 深 山 。 

閉 門 種 萊 多 安 逸 ， 一 任 盈 虧 指 顧 間 。 

 

不 因 汾 水 冷 詩 心 ， 又 向 汾 津 刻 苦 吟 。 

鬥 韻 險 將 龜 腳 露 ， 爭 名 勢 欲 鴨 頭 沉 。 

杞 人 強 舉 擎 天 手 ， 筆 俠 難 誅 囓 字 蟫 。 

安 得 甓 中 閑 日 月 ， 移 懸 文 旆 戰 光 陰 。 

 

詩中除感慨十年封筆之無奈，重返汾津、期勉刻苦振興之志，表露無

遺。而《詩報》２３３號（１９３９年；昭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嘉義麗澤

吟 社 所 刊 行 〈 雁 字 〉 擊 �錄 ， 標 明 ： 歡 迎梅樵、鴻飛、水謀、炳圭、培坤、

龔伴諸先生，是該次乃汾津諸社員暨鄉勵吟社邱水謀，偕同鹿港施梅樵往訪

麗 澤 吟 社 所 舉 行 之 聯 吟 錄 ， 席 間 汾 津 吟社社員陳培坤暨蘇鴻飛有〈歡迎擊�

吟會席上賦呈麗澤諸吟友〉七律二首，於詩報第２３５號（１９３９年；昭

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發表，茲引錄陳培坤之作品如下： 

 

諸 羅 重 到 已 深 秋 ， 喜 晤 忘 機 舊 鷺 鷗 。 

笑 我 浮 雲 同 出 岫 ， 讓 人 匹 馬 得 封 侯 。 

閒 偷 一 日 欣 消 遣 ， 締 緣 三 生 樂 唱 酬 。 

何 用 別 尋 名 勝 去 ， 酒 杯 詩 卷 足 風 流 。 

 

同年，又有施梅樵、朱芾亭兩社友來訪，於《詩報》第２３４號刊行

汾 津 同 人 秋 季 擊 �錄 ， 詩 題 為 〈 秋 讌 〉 ，並註明歡迎施、朱二位先生。席間

賓主盡歡，施梅樵等人亦於同期詩報刊載〈過汾津吟社賦示諸賢〉暨汾津吟

社社員之和韻九首，茲錄施梅樵之作： 

 

踞 蹐 乾 坤 莽 浪 遊 ， 才 名 遠 不 及 南 州 。 

老 猶 故 我 常 思 夏 ， 熱 不 因 人 獨 感 秋 。 

大 劫 艱 危 同 壓 卵 ， 此 心 搖 動 等 虛 舟 。 

詞 場 徵 逐 知 無 謂 ， 小 技 雕 蟲 強 唱 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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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梅樵乃鹿港出身之生員，亦為愛國詩人，常藉旅遊各地和詞友來往酬

唱，以傳遞民族意識。該詩首聯從對己的感嘆起，頷聯以思夏雙關暗示思漢

（華夏祖國）以「感秋」；頸、末聯則對乙未滄桑後，諸多吟友卻流於徵逐

文字唱酬有所感觸與勸諫，頗有暮鼓晨鐘之音。 

１９３９年（昭和十五年十月一日），於《詩報》第２３３號刊載汾津

同 人 擊 �， 詩 題 〈 新 涼 〉 ， 左 詞 宗 為 黃 傳心；右詞宗為邱水謨。黃氏為樸雅

吟社社員、邱水謨為鄉勵吟社社員。如據《詩報》第２３３號，黃傳心、邱

水 謨 二 人 亦 有 詩 作 於 該 次 擊 �中 ， 故 可 知此次有上述兩社社員參加，屬聯吟

性質。《詩報》第２３５號（同年十一月二日），汾津自行月課，以〈子曰店〉

為題發表，不列詞宗，而由參與者公選。同年年末，和麗澤舉行聯吟，在《詩

報》第２３６號、第２３８號，分別刊載汾津麗澤聯吟錄，以〈汾津夜泊〉、

〈 秋 �話 舊 〉 為 題 ， 前 者 以 黃 南 勳 、 林 友 笛為左、右詞宗；後者則由蘇鴻飛、

黃南勳擔綱左、右詞宗。由於文獻不足，無法究明賓主到底為何。如由刊載

《詩報》之聯吟錄，前次以「汾津麗澤聯吟錄」為名；後者則以〈麗澤汾津

聯吟錄〉為題，推估應為互為往返、各為賓主也。是年除和其他詩社聯吟活

動頻繁之外，社員間小型雅集亦多，如：該年中秋夜於社員林炳奎家中雅集

聯吟，以拈韻聯韻方式賦詩；又有於社員陳培坤家中設席讌飲，席間亦以分

韻方式賦詩，分別刊載於《詩報》第２３６號、２３７號。 

時序進入１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民國二十九年）該社更積極對外聯

吟 ， 除 本 社 之 擊 �之 外 ， 詩 友 頻 頻 到 訪 ，而且更主動出訪。首先，台北倪登

玉來訪，於《詩報》第２４０號（１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一月二十日）刊

載 〈 客 夢 〉 擊 �錄 ， 以 倪 登 玉 、 蘇 鴻 飛 任左、右詞宗；同年於《詩報》第２

５４號（同年四月二日）刊載〈客舍話舊〉詩題，除即席分韻賦詩外，亦相

互酬唱。茲引錄數首於后： 

 

〈客舍話舊〉                          倪登玉 

逆 旅 相 逢 喜 不 勝 ， 談 心 對 酌 盡 吟 朋 。 

樽 前 無 限 滄 桑 感 ， 二 十 年 來 幾 廢 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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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呈龔顯升先生〉                 同 人 

騷 壇 健 將 久 聞 名 ， 邂 逅 今 宵 喜 識 荊 。 

旅 邸 聊 開 一 樽 酒 ， 論 文 直 欲 到 天 明 11。 

 

〈客舍話舊〉                        陳培坤 

松 � 竹 榻 拂 清 風 ， 舊 雨 聯 歡 此 夜 中 。 

畢 竟 浮 生 同 逆 旅 ， 滄 桑 變 幻 感 無 窮 。 

 

詩中皆表露對彼此聚首的歡愉和對於吟興極高的敘述，是典型酬唱之

作。後，《詩報》第２４１號（同年二月四日）刊載〈帽影〉，註明為「歡迎

陳春林先生（首唱）」《詩報》第２４２號（同年二月十八日）刊載〈牛衣〉

次唱，由陳春林任左詞宗、蘇鴻飛任右詞宗。《詩報》同期亦刊載以陳春林

氏為首的酬唱作品，詩題為〈過北港呈汾津吟社諸先生〉，並有汾津吟社數

人之和韻，茲舉二首於后： 

 

〈過北港呈汾津吟社諸先生〉       陳春林 

爪 泥 寧 忘 十 年 前 ， 此 日 重 來 話 夙 緣 。 

酒 醉 王 郎 惟 斫 地 ， 時 艱 鄒 衍 且 談 天 。 

論 文 吾 輩 無 新 舊 ， 縱 飲 朋 樽 有 聖 賢 。 

多 謝 殷 勤 主 人 意 ， 詩 成 權 作 紀 遊 篇 。 

 

〈次答陳春林先生示汾津諸同人〉   王槐庭 

春 風 一 夜 話 � 前 ， 鷗 鷺 相 逢 亦 夙 緣 。 

曠 達 如 君 能 揭 地 ， 疏 慵 似 我 也 談 天 。 

韓 蘇 詩 賦 由 來 舊 ， 班 馬 文 章 自 古 賢 。 

二 六 百 年 逢 盛 典 ， 共 欣 遙 頌 九 如 篇 。 

 

此二首亦屬一般酬唱贈答。值得注意的，是答韻王槐庭所賦末聯，點出

當時即便詩友酬唱，仍常將日皇高掛，且是年為日本創國二千六百年紀念，

在臺灣亦由官方發起熱烈慶祝，以之入詩，亦能反映當時社會一般狀況。

                                                 
11 據《詩報》第２５４號（１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四月二日）所刊載，該詩末句為「論文直
欲到天助」，助字應為手民誤植，茲據詩韻及詩意改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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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期亦有台南南社社員吳子宏、高槐青、李步雲、王惠卿等四人來訪，

並於《詩報》第２４３號（同年三月二日）、第２４４號（同年三月二十一

日 ） 刊 載 〈 新 柳 〉 、 〈 青 樓 月 〉 二 次 擊 �錄，並註明：歡迎吳、高、李、王諸

君子首唱、次唱，而分由吳子宏、高槐青、李步雲、王惠卿任兩次的左、右

詞宗。 

後 許 君 山 來 訪 。 此 次 雖 未 見 有 擊 �錄 刊行 於 《詩報 》 ， 但於 同年第２ ４

４號《詩報》（三月二十一日）有該次酬唱的刊載，以〈席上呈汾津諸君子〉

為題發表數首詩，茲錄二首於后： 

 

〈席上呈汾津諸君子〉              許君山 

汾 津 不 到 卅 年 春 ， 捲 土 重 來 益 爽 神 。 

宮 號 朝 天 崇 聖 母 ， 街 稱 笨 港 盡 詩 人 。 

黃 雞 有 酒 須 常 醉 ， 青 眼 多 情 應 入 唇 。 

孔 教 斯 文 今 欲 喪 ， 諸 君 巨 手 共 扶 輪 。 

 

〈 次 � 〉                            買牛翁 

耕 春 忙 煞 買 牛 翁 ， 曉 著 輕 衫 掬 翠 紅 。 

燕 賀 登 堂 呈 瑞 氣 ， 鶯 聲 入 耳 帶 和 風 。 

眼 前 建 設 期 興 亞 ， 劊 後 勤 勞 力 奉 公 。 

� 復 文 章 堪 報 國 ， 硯 田 無 稅 樂 無 窮 。 

 

其一除言己三十年後重遊之喜；對朝天宮之美名和北港詩風之盛多所稱

讚；末聯更對儒教頹喪提出勉勵。至於第二首，作者署名為「買牛翁」，此

是龔顯升的別號，前二聯敘述麗日初春的大地美景；後二聯話峰一轉，表面

支持當局、高呼以文章報國，然末句「硯田無稅樂無窮」間接諷刺當時稅賦

苛重，饒富意義。 

又《詩報》第２４８號（同年五月十九日）刊載〈高陞樓上賦呈諸先生〉，

亦為此次許君山來訪晏飲即席之作。接著，汾津吟社展開一系列出訪聯吟的

活動。 

首先往訪台南，參加臺南市詩會聯吟，刊載於《詩報》第２４５號（１

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四月二日）詩題〈養花〉次註：歡迎汾津吟社社員次

唱，左右詞宗分別由陳符六（乃陳培坤）吳萱草二氏擔任；此次參加之汾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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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據所刊載之名錄，至少有：龔顯升、陳培坤、蘇鴻飛三人。同時亦參

加台南麻豆錄社聯吟，並以〈雨夜花〉，〈漁歌〉為題，發表於《詩報》第２

４５號、２５５號。接著往訪高雄，參加以〈淡溪春暖〉為題的高雄州聯吟

會，該次聯吟的左詞宗為龔顯升、右詞宗為郭紫涵。據《詩報》第２４５號

之刊載，此次出訪者至少有四人，為：龔顯升、蘇鴻飛、陳培坤、朱登瀛，

並於該期聯名發表以〈高雄州下聯吟會祝詩〉為題之賀詩。接著又參加高雄

州 聯 吟 會 ， 刊 載 於 《 詩 報 》 第 ２ ４ ６ 號，詩題為〈人道橋〉之擊�吟，而以

蘇鴻飛、鮑樑臣任左、右詞宗。至於刊載於《詩報》第２４９號（同年六月

四 日 ） 以 高 雄 市 吟 會 發 佈 之 擊 �次 唱 ， 詩題為〈上元讌〉，註明：歡迎買牛

翁、占梅、登玉、鴻飛、符六、登瀛諸先生，由買牛翁（龔顯升）、葉占梅

任左、右詞宗，此次應為同時往訪高雄之聯吟錄。 

以上乃據《詩報》整理分析所得之汾津日治時期活動沿革大要。爾後，

因《詩報》停刊，時局紛擾，又無相關文獻以資憑藉；欲借田野調查以輔之，

然「訪舊半為鬼」，新入社員又資淺，故僅據所得文獻予以整理，待日後有

後出文獻再加以補充。 

 

2. 光復後至民國五十七年（１９４６年∼１９６８年）： 

光復之初，台灣雖張燈結綵，短暫歡樂慶祝，然而面對掠奪式殖民帝國

之壓榨、以及政權更迭的青黃不接，對以經濟為發展重心的北港打擊更大，

加之港口淤積商機漸失，於是人口急速外流、市容蕭條極速。此時汾津吟社

亦處於老成凋謝、後繼乏人的困境；由於文獻記載不足，僅知此時期主要活

動轉往頗富鄉土特色的「燈謎」研究12。由於光復後，北港商業機能逐漸沒

落，轉而興起的是宗教活動 —北港進香，加上每年元宵節北港花燈聞名遐

爾，配合射燈謎活動熱烈展開，汾津吟社轉向頗有鄉土民俗特色的「燈謎」

發 展 ， 亦 頗 符 合 趨 勢 。 至 若 傳 統 詩 社 之擊�吟則少有舉行，如考察《詩文之

友 》 月 刊 、 《 中 華 詩 苑 》 月 刊 ， 亦 不 曾見其以「汾津吟社」具名的擊�錄發

表，僅見社員間小型往訪、小集13。直至１９６８年（民國五十七年）雲林

縣詩人聯吟會成立為止，汾津吟社乃畫下休止符。溯自１９２２年（民國十

一年）創社，至１９６８年（民國五十七年），共計四十六年。 

                                                 
12 據筆者於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５日電話訪問汾津社員蔣禮智先生所云;又據訪王東燁次子王慰心
先生，出示收藏其父「燈謎」著作一冊云。 

13 據筆者於２００１年１月１９日訪汾津吟社洪大川之子洪子豪，又據其提供之洪大川日記《汾
南書塾記事珠》一卷，文中提及洪大川和社友蔡繼昌、吟友林友笛等人來往情形，頗多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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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活動方式： 

汾 津 吟 社 之 活 動 ， 日 治 時 期 亦 以 課 題和擊 � 吟為主 。 所 謂「 擊�吟」是

一種限時、限題、限韻、限格律的即席競詩，它的起源很早，據《南史‧王

僧儒傳》云：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

曰 ： 頓 燒 一 寸 燭 而 成 四 韻 詩 ， 何 難 之 有？乃與令偕、江洪等，共打銅�立

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南史‧王僧儒傳》第１４３６頁，鼎文出

版社，１９７６年。） 

 

因 此 ， 擊 �吟 實 為 詩 人們 恃 才遊 戲 之作 ，詩成後，為求公平，分交左、

右詞宗評定高下，而且絕對服從詞宗之評定，而詞宗的產生，或由詩社社員

互推，或聘請當代孚眾望者擔任，地位崇高。由於有磨鍊詩才的作用，甚至

連 日 據 時 期 反 對 擊 �吟 最 力 的 張 我 軍 ， 也肯定它有二重作用：一是養成文學

的趣味；二是磨鍊表現的工夫。（張我軍〈 絕 無 僅 有 的 擊�吟 的意 義〉 ，《 張

我軍文集》，２７頁；１９７５年）。而課題則為詩社社員間聚會訂題習作，

藉以於平時練習不輟。 

至 於 汾 津 吟 社 聚 會 賦 詩 的 例 會 日 期 規定， 由 於汾 津 吟 社 屬於 閑�性質 取

向，故未有明確的規定。 

光復後該社則轉往「燈謎」研究，雖具地方鄉土色彩，但已脫離傳統詩

社之範疇，而別開生面。至於詩的體裁方面，以近體詩七言絕、律為主，間

或五言；其他體裁則少見。 

五、活動範圍： 

由於汾津吟社所在之北港，自古以商港著稱；又因交通便利，加上該社

喜閑詠賦詩、以詩會友，故活動力極強，尤以日治時期為盛；如社員李冠三

受聘任鄉勵吟社顧問、和該社社員時相酬唱之外；社員蘇鴻飛曾入西螺菼

社、洪大川亦曾加入新港鷇音吟社和嘉義淡交吟社；此外汾津吟社對同屬海

濱漁港性質的同區域詩社，如樸雅吟社、石社等亦時常來往；而１９２３年

（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汾津吟社即加入嘉社。至於詩友來訪方面，台

北倪登玉、鹿港施梅樵等人數次到訪；和麗澤吟社、台南綠社、台南市詩會、

高雄壽峰吟社、高雄市吟會等外地詩社皆曾聯吟互訪，綜觀乃屬全島範圍的

聯 �詩 社 。 茲 以 圖 表 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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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３—１：汾津吟社活動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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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鄉勵吟社 

 

有關鄉勵吟社之沿革，考諸文獻，較詳盡且足為徵信者有三：賴子清〈古今

台灣詩文社〉、曾仁杰〈鄉勵吟社概 �〉 、 暨 曾 人 口 《 金 湖 春 秋》 。茲 將 三份文獻

資料引錄於后，再分別析辨說明之： 

 

北港鄉勵吟社，創於民國廿二年元旦，初由黃篆、邱水謨、洪天賜、曾人

岸、李水波、林國賜、曾仁杰諸氏倡設，鄉勵志在鼓吹鄉友，互相勉勵，

共挽頹風，保存道德文化為目的。敦請林維朝、李冠三為顧問，每月朔望，

拈 韻 攤 箋 ， 當 時 社 員 僅 七 人 ， 後 有 張 清輝等〸二人入社，每屆集會，�聲

悠 揚 。 民 國 〺 四 年 �〸 節 ， 曾 由 北 港 鎮 民聲吟社，邀請汾津、汾溪、彬彬、

鄉勵諸社吟友，開慶祝臺灣光復聯吟會於北港鎮公所二樓，後鄉勵再事擴

張，鼓舞李明泰、李清水等十七人入社，越年將社址遷於口湖鄉湖口村李

西端學館，並推李西端為顧問，曾仁杰為社長，吳篆副之，李清水、李勝

彥為總務，李欽煥為會計，李榮宗為外務。一方面籌募基金，奠定將來基

礎，與嘉義、臺南兩縣下之石社、白水、鯤水、江濱諸吟社，聯絡聲氣，

每逢歲首，例舉五社聯吟，月賦課題一次，社員淳樸好學，社運蒸蒸日上。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台灣文獻》十卷三期，台灣省文獻會，１

９５９年９、１０月。） 

 

鄉勵吟社，係誕生於民國二十二（公元１９３３）年元旦，初由知友

黃篆（字瘦峰），邱謨（字雲雄號水謨），洪天賜（字達人），曾人岸（字

道登），李水波（字源濤），林國賜（字菊峰），以及筆者人傑（字師魯，

號金湖逸民）等七人，籌備倡首組織，社址設立於北港鎮，命名為鄉勵吟

社。「鄉勵」二字之意義，志在鼓吹原北港郡下鄉村士子，千鈞一髮，共

挽頹風，為我們大中華民國保存固有道德與五千年文化之觀念為目的。所

以當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我們正式樹立詩幟，飄揚於孤島之一隅。

旗鼓堂皇，開催發會式。敦聘故李冠三、林維朝兩碩儒為顧問，並擬定每

月朔望，為攤箋拈韻，鉤心�角 之 期 。 每 當 擊 �及 課 題 截 止 交 卷以 後，錄

請島內名家為詞宗，代為評定甲乙。當時創始同志僅七名而已。嗣後，由

同志們介紹入社參加互相研究者，有�梧李毓權、李水茂、金湖曾萬主、

後厝李夏、大溝陳振輝、台子莊川成、成龍李泰、蕃薯厝王慶雲、周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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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亭）、蔦松黃啟宗（字一峰）、塭底張啟（字清輝）、林厝寮林定國等陸

續 請 加 入 為 社 員 ， 一 時 �聲 悠 揚 於 鯤 島 ，與省內之吟社並鴐齊驅。大喜筆

花同夢，藻繪昇平。社員極其興趣，每屆集會時，全體蒞臨參加， 屐蹁

躚，極一時之盛。不料民國二十四（１９３５）年，筆者整裝歸隱金湖，

諸 同 志 亦 隨 潮 流 星 散 ， �聲 就 此 沉 寂 無 聞。想用函通知課題，又經年餘，

至民國二十九（１９４０）年，因為盟機滋事本省，無 心 及 之 ， �聲 課 題 ，

俱為沉寂。到了民國三十四（１９４５）年，臺灣重歸祖國版圖，該年雙

十節，由北港鎮民聲吟社主催，召集汾津、汾溪、鄉勵等吟友，開慶祝大

會於北港鎮公所二樓，事後由諸同志重新提出意見，再議鼓吹新社員。越

年，將社址移轉於本縣口湖鄉口湖村李西端老夫子之宅，更與石社諸君子

聯絡聲氣，每月開會及課題各一次，社員頗見熱心。我鄉勵一方面鼓吹新

社員加入，如李協、李明泰、李崑、李清水、李欽汎、蔡明、蔡清田、李

榮宗、吳住得、李啟東、李炳耀、吳老權、蔡文生、林永福、黃武郎、邱

明宗、柳南龍、李坤茂、許順、吳勝三、呂親興、洪木材、方茂山、林振

興、李榮黃、揚清定、蔡文清、李西清、李龍城、張燦庭等參拾名，皆為

後起之秀也。一方面籌募基金，奠定將來基礎，迄今社運興隆，皆賴諸社

友不辭憚煩之成果也。 

（曾仁杰〈鄉勵吟社概略〉，《雲林文獻》二卷二期，雲林縣文獻委員會，

１９５３年６月。） 

 

鄉勵吟社，係由本地詩人曾仁杰，於民國二十三年國曆一月一日（即

癸酉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倡首在北港鎮曾人岸客寓，召開成立大會。

當時社員有：曾仁杰、黃廋峰（篆）、曾人岸、邱水謨、洪天賜、李水波、

林國賜等七人，公推曾仁杰為社長，敦聘林維朝、李冠三、李西端三位前

輩為顧問。其取名鄉勵之意義，旨在鼓勵當時北港郡下的鄉村子弟，在異

族統治之下，對於我國固有文化之韻學，能互相勉勵互相切磋，而能保存

國 粹 於 不 墜 。 一 時 �聲 響 徹 於 海 隅， 珠璣紛 披 於藝 苑 。  

嗣 與 北 港 之 民 聲 、 汾 津 、 汾 溪 吟 社 互連聲 氣 ，時 相 唱 和 ，並 擊�聯吟 。

後來由社友介紹入社，互相研究者有：李毓芹、李永茂、曾萬王、李夏、

陳振輝、莊川成、李泰、王慶雲、周讀、黃啟宗、張啟、林定國等，陣容

益形堅強。 

光復後，社址移至本鄉湖口村「求得軒」書齋李西端顧問的住宅，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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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鼓吹騷風。每月均有例會及課題，一方面鼓勵新社員如李明泰、李協、

李崑、李清水、李欽煥、蔡明、蔡清田、李榮宗、吳住得、李啟東、李 

耀、蔡文生、吳老權、林永福、黃武郎、邱明宗、柳南龍、李坤茂、許順、

吳勝三、呂親興、洪木村、方茂山、林振興、李案黃、楊清定、蔡文清、

李西清、李龍城、張燦庭、呂振昇等，卅名後起之秀，競相雲從。民國四

十二年國曆十二月十三日（即癸巳年農曆十一月初八日），首次在新社址，

舉 行 慶 祝 二 〸 週 年 紀 念 ， 召 集 諸 吟 友 舉開擊�吟大會，公擬「聲楫」為題，

時有龔顯升、黃秀峰等十餘位來賓參加，盛況一時。 

民國五十二年國曆十二月十五日（即癸卯年農曆十月三十日），再在

原址，舉行慶祝三十週年紀念詩會，少長名流，濟濟於一堂，時公擬以「詩

友 」 為 題 ， 舉 開 擊 �吟 詩 ， 趙 凌 霜 、 呂 雲騰等〸餘人，被延為貴賓，一時

冠蓋雲集。 

民國四十九年，歲次庚子農曆五月，前社長曾仁杰不幸作古，諸吟友

乃公推邱水謨先生為社長，繼續鼓吹騷風以迄今。 

民國五十五年，全縣各詩社為聯絡聲氣，團結力量以弘揚國粹，乃成

立雲林縣臨時詩人聯吟會於水林法輪寺，由洪大川先生擔任臨時會長。迨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六日，始向政府正式立案，並舉行成立大會於雲林縣政

府禮堂。⋯⋯。」 

（曾人口《金湖春秋》，１３８頁-１３９頁；１９７８年。） 

 

以上三份資料中，最早者為曾仁杰，完稿於１９５３年五月三十日。由於曾

氏為鄉勵吟社創社人，親自撰筆自是最詳實可徵。其次為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

社〉，完成於１９５９年九月，其所依據者，乃「馳函各地詩社主持人，乞其錄

示沿革」所得（見該文序文，《台灣文獻》十卷三期，２０１３頁）雖是二手資

料，且必經其增刪，然因距曾氏之文又後六年，其間亦有新增資料可供參考。最

晚者為曾人口《金湖春秋》。該書出版於１９７８年，曾氏雖非屬鄉勵吟社社員，

然與曾仁杰為族親、交情深厚；雖遷居他鄉，而自言乃曾仁杰之門人，加之與鄉

勵 吟 社 社 員 淵 源 頗 深 ， 而 該 文 引 用 曾 仁 杰〈鄉勵吟社概�〉，故文亦多所可採；

且曾仁杰歿於１９６０年（民國四十九年五月），有關鄉勵吟社此後之概略，正

可由此補充。除上述三者之外，日治時期之《詩報》正涵蓋該社創社後之活動，

亦為極重要之參考資料。此外，再輔以田野調查所得，鄉勵吟社梗概亦大體可述。

以下茲就該社之創社始末、創社宗旨暨詩社社名命義、組織及社員概述、活動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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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活動方式、活動範圍等詳加說明。 

 

一、創社始末： 

鄉勵吟社創立於西元１９３３年（民國二十二年）元旦14；創社地點為

北港曾人岸客寓15；乃由曾仁杰倡首16，初期創社會員為：曾仁杰（字師魯、

號金湖逸氏）、黃篆（字瘦峰）、邱謨（字雲雄、號水謨）、洪天賜（字達人）、

曾人岸（字道登）、李水波（字源壽）、林國賜（菊峰）等七人，敦聘前清秀

才林維朝、汾津吟社李冠三及求得軒齋塾師李西端為顧問。 

 

二、創社宗旨暨詩社社名命義： 

鄉勵吟社創立宗旨，乃為保存漢文化、藉詩教傳承、教育鄉民子弟。曾

仁杰云： 

 

『鄉勵』二字之意義，志在鼓吹原北港郡下鄉村士子，千鈞一髮，共挽頹

風，為我們大中華民國保存固有道德與五千年文化之觀念為目的，所以當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下，我們正式樹立詩幟，飄揚於孤島之一隅，旗鼓

堂皇，開催發會式。 

 

面對異族統治之下的高壓滅漢文化政策，曾氏等人仍能不畏強豪、標舉

大纛，對於侷促海濱一隅的邊陲鄉野，實屬不易。如再考查當時該社社員，

面對強權，仍冒下獄之危，大膽於詩報刊詩表達思漢及待聖王之心，比之櫟

社諸人，何遑多讓！茲舉數首如下： 

                                                 
14 關於鄉勵吟社創社年代，為１９３３年（民國二十二年）元旦自無疑義；但據曾人口《金湖
春秋》１３８頁所載為民國二十三年元旦，又下註：即癸酉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則有一年誤

差。經考癸酉年農曆十一月十六日，歲次為民國二十二年元旦；再據《詩報》第７３號（１９

３ ３ 年 ； 昭 和 九 年 一 月 一 日 ） ： 該 社 於本期 刊載發 會 式擊�吟，詩題為 〈寒衣〉，故創社日期為
民國二十二年元旦殆無疑義。 

15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正文中並未提及創社地點；然於所附表格之鄉勵吟社條下，註明
地 點 在 口 湖 。 但 是 據 曾 仁 杰 氏 〈 鄉 勵 吟 社 概 �〉 一文 明 標 地點 為 北港 ； 曾 人 口《金 湖春 秋 》所
載，更明確指出在北港鎮曾人岸客寓。考查《詩報》第６９號（１９３２年；昭和八年十一月

一日）刊載署名曾人傑之七律一首〈次和黃瘦峰、寄懷曾人傑、人岸兩昆仲韻〉，即標明：客

北港；而其時曾人岸於《詩報》發表之詩作，地點皆標明：寓北港。故曾人口之記錄，乃屬正
確無誤。 

16 同上註所引，賴子清以黃篆等為創社人；黃篆係１９０１年生，長曾仁杰六歲。據筆者於２
０００年７月９日訪曾人口所得，確為曾仁杰倡首。而曾仁杰於〈 鄉 勵 吟 社 概 �〉 一 文將黃 篆
列首，而以自己忝列七人之末，推究之，或因尊賢；賴子清據此不查，依序錄之，故有此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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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事〉七絕                          曾人傑 

一 島 孤 懸 大 海 東 ， 千 秋 人 憶 鄭 成 功 。 

平 蕃 政 策 覃 王 化 ， 誰 與 斯 人 一 樣 同 。 

（《詩報》４４號，昭和七年十月一日；１９３１年） 

 

〈觀書有感〉七絕                     曾人岸 

滄 桑 何 敢 話 臺 灣 ， 欲 破 天 荒 第 一 關 。 

寄 語 同 胞 須 進 取 ， 心 香 一 瓣 拜 中 山 。 

（《詩報》４２號，昭和七年九月一日；１９３１年） 

 

〈偶感〉七絕                          洪天賜 

南 � 寄 傲 意 纏 綿 ， 感 慨 滄 桑 機 變 遷 。 

回 憶 聖 風 頹 倒 日 ， 文 星 寥 落 總 堪 憐 。 

（《詩報》４６號，昭和七年十一月一日；１９３１年） 

 

三、組織及社員概述： 

 

（一）組識： 

鄉勵吟社初僅設社長一職，綜理全社社務。創社之初公推曾仁杰擔任

首任社長，任期自１９３３年（民國二十二年）始。後因東亞戰事迭起、時

事紛擾，詩社活動屢屢中輟。光復後，於１９３６年（民國二十五年），重

聚社員於口湖「求得軒」齋，再度推選曾氏續任社長一職、而黃篆副之；以

李清水、李勝彥為總務、李欽煥為會計、李榮宗為外務17。而該社並無例定

社費之收取，遇有詩會宴集，皆由社員共同集資以襄盛舉。至１９６０年（民

國四十九年），曾氏歿後，再公推邱水謨任第二任社長、張清輝任副社長、

李清水任總幹事。１９６８年（民國五十七年），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正式成

立，鄉勵吟社亦併入，然鄉勵吟社仍偶有社集。至１９８４年（民國七十三

年）邱水謨作古、加之李清水遷居台北，再推張清輝任第三任社長、李丁紅

任總幹事18。張清輝歿於１９９０年（民國七十九年），遺缺遂懸而未補。 

 

                                                 
17 賴子清〈古今台灣詩文社〉一文，黃篆誤植為吳篆，乃筆誤也。 
18 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訪李丁紅先生，據稱：當時第三任社長之推選，因社員四散、
詩社活動早已中輟，故並未經全體社員推選，乃因張清輝氏齒德俱尊而孚眾望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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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員概述： 

鄉勵吟社創立之宗旨既以鼓吹漢文化、教育鄉弟子為目標，故入社條

件極為寬鬆；且鄉勵吟社社員多為口湖鄉鄉賢李西端設帳教授漢學之私塾 

「求得軒」齋門弟子，故凡該塾學弟子，稍解詩韻者，即可加入鄉勵吟社，

故鄉勵吟社社員人數無法詳列，實可理解。茲據曾仁杰、賴子清及曾人口之

所載，分期條列如后： 

1. 創社初期：１９３３年∼１９３５年（民國二十二年∼民國二十四

年） 

以「鄉勵七子」為創始社員，即：曾仁杰、黃篆、邱謨、洪天賜、 

人 岸 、 李 水 波 、 林 國 賜 等 人 。 後 由 同 志 介 紹入社 互相 研 究者 有：�梧 李毓權、

李永茂；金湖曾萬主、後厝李夏、大溝陳振輝、台子莊川成、成龍李泰、蕃

薯厝王慶雲、周讀（字玉亭）、蔦松黃啟宗（字一峰）、塭底張啟（字清輝）、

林厝寮林定國等十二位社員入會，由於當時社員皆年少興濃，一時缽聲悠

揚、為海畔鄉野增添不少文士雅風。 

2. 第二階段：１９３６年∼１９４０年（民國二十五年∼民國二十九

年） 

由於社長曾仁杰氏自北港歸隱金湖、再轉赴嘉義入淡交吟社，至民國二

十六年蘆溝橋事變，再轉返水林鄉19；而社員則多四散困頓，若莊川成、劉

國賢旅寓嘉義亦入淡交吟社，後劉氏歸中埔鄉灣潭村；周讀（玉亭）遷嘉義

入麗澤吟社20，黃篆長子因案被日人下獄死之而受打擊21。加上盟軍轟炸臺

灣，一時社員隨風飄零，致缽聲沉寂。此時期新入社員殆劉國賢、莊川成二

人爾！ 

3. 第三階段：１９４１年∼１９４４年（民國三十年∼民國三十三年） 

此時外在局勢為戰事正酣，但日軍已漸露敗象，對台灣政、經、文教更

趨高壓。而鄉勵吟社社長曾仁杰決志重返金湖，重整旗鼓。此階段新加入社

員，有吳水鏡、曾牪、周籐、薛石樵等人22。 

                                                 
19 據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２５２頁∼２５４頁，淡交吟社沿革，載明曾仁杰（師
魯）、劉國賢、莊川成等人曾入淡交吟社而補充之。 

20 同上註，２５５頁∼２５６頁，麗澤吟社沿革，載明周玉亭氏入麗澤吟社。 
21 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１日訪黃篆次子黃博儒，據云：時黃篆長子黃漢民受聘僱而任職左
營日軍某單位，因案受累下獄死之，對其父打擊甚大、哀痛逾恆。 

22 據《詩報》第２６３號（１９４２年；昭和十七年一月一日）暨第２８７號（１９４３年；
昭和十八年一月一日）鄉勵吟社所刊載之兩則賀年啟事，載明社員若干人，除原有社員之外，
有吳水鏡、曾牪、周籐、薛石樵等四員，據此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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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階段：１９４５年∼１９６８年（民國三十四年∼民國五十七

年）： 

台灣光復後，百廢待舉。越年，將社址移至口湖鄉鄉賢李西端先生之 

宅，定每月開社會及課題各一次。此時鼓吹新加入的社員眾多，有：李協、

李明泰、李崑、李清水、李欽汎、蔡明耀、蔡清田、李榮宗、吳住得、李啟

東、李炳耀、吳老權、蔡文生、林永福、黃郎、邱明宗、柳南龍、李坤茂、

許順、吳勝三、呂親興、洪木材、方茂山、林振興、李榮黃、楊清定、蔡文

清、李西清、李龍城、張燦庭等參拾名新秀加入，後又有「求得軒」同儕能

詩者十數人加入，若陳金昌、李文進、孫朝明、李勝彥、王太郎、李丁紅、

李忠義、孫義光、林金池、蔡鳳基、洪玉璋、王玉川、林金郎等人23，一時

聲勢大壯，缽聲響徹海濱，而有「海濱鄒魯」的美譽24。後因傳統詩日漸沒

落、後繼無人；新式教育漸興，塾學關閉；加上重要社員遷居他鄉，若邱水

謨、張清輝遷居嘉義、李勝彥遷居台南，入延平詩社；洪玉璋、李清水徙台

北；蔡鳳基移豐原，致缽聲漸寂，至西元１９６８年（民國五十七年）雲林

縣詩人聯吟會成立，鄉勵吟社社員僅得邱水謨、洪天賜等二十五名25。至此，

以鄉勵吟社為名之詩社活動乃告停止。 

 

（三）活動沿革： 

1. 日治時期：（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５年） 

由於鄉勵吟自存資料毀於祝融，今據《詩報》上該社相關刊載之課題、

擊缽錄製表列於后，再根據此加以詳細說明。 

 

表３—２：鄉勵吟社日治時期課題、擊缽、聯吟一覽表 

詩報編號 時間（昭和） 題目 詞宗 備註 

７３ ９.１.１ 寒衣  發會式擊缽吟、順序不拘 

７３ ９.１.１ 寒衣 袁金茂 發會擊缽吟 

７６ ９.３.１ 撮合山 曾人傑 邱水謨、陳雪花新婚擊缽吟 

８０ ９.５.１ 春草 朱芾亭、曾人傑 擊缽吟 

８２ ９.６.１ 詩興 李冠三 擊缽吟 

                                                 
23 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訪李丁紅、林金池、李文進、李啟東等人，據其所云而列之。 
24 孔龍：〈一代儒教宗師李西端簡介〉，《詩文之友》二十二卷一期，１９６５年５月。 
25據魏嘉亨〈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沿革志〉３９頁，《台灣古典詩擊缽吟》三十五期，民國八十九
年七月（２０００年７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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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９.６.１５ 新婚燭 李冠三 擊缽吟 

８５ ９.７.１５ 擇婦 李冠三 課題 

８７ ９.８.１５ 農家嘆 黃傳心、袁金茂 課題 

８８ ９.９.１ 竹 曾人傑 擊缽吟 

９６ １０.１.１ 眼波 李冠三 課題 

１０６ １０.６.１ 首夏即景 李冠三  

１１２ １０.９.１ 商鞅 黃瘦峰 擊缽吟 

１２６ １１.４.２ 金湖泛舟  鄉勵小集 

１３２ １１.７.１ 夏日即事感作  臨時擊缽吟 

１３５ １１.８.５ 戰鬥機 黃瘦峰 擊缽吟 

１５６ １２.７.６ 鄉勵盟鷗圖 曾師魯 擊缽吟 

２４２ １６.２.１８ 曝網 鮑梁臣 課題 

２４５ １６.４.２ 拓海 鮑梁臣 課題 

２４９ １６.６.４ 賣藥 許君山 課題 

２５５ １６.９.６ 國旗臺 左：龔顯升 右：吳紉秋 秋季總會擊缽錄 

２５８ １６.１０.２０ 月 � 龔顯升  

２６３ １７.１.１ 新月 許君山 課題 

２６５ １７.２.６ 勸學 許君山 課題 

２７０ １７.４.２０ 塔影 吳紉秋 課題 

２７２ １７.５.２０ 春夢 左：陳月樵  右：蔡如笙 課題 

２７３ １７.６.５ 鄉勵 左：陳月樵  右：蔡如笙 詩鐘 

２８０ １７.９.５ 唯肥舍 左：蔡如笙  如：邱水謨 擊缽吟 

２８４ １７.１１.２５ 空中列車 左：蔡如笙  右：林友笛 課題 

３００ １８.７.２７ 稻花 左：黃傳心  右：黃瘦峰 課題 

３１４ １９.４.２５ 雁影 左：蔡漁生  右：黃秀峰 課題 

３１５ １９.５.９ 友松 左：陳月樵  右：黃秀峰 歡迎月樵等五位先生，首唱 

３１７ １９.７.７ 鷺群 左：薛咸中  右：黃瘦峰 歡迎月樵等五位先生，次唱 

 

鄉勵吟社雖創社自１９３４年（民國二十二年），然在該社成立之前，

有一重要集會 —「大林新高俱樂部」，應可視為鄉勵社之前身。據《詩報》

第６１號（１９３２年；昭和八年六月十五日）所刊載以該俱樂部為具名之

文藝小集，詩題為〈盤郢〉，與會者有：僧仁潔（曾仁杰之化名）、邱水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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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水波、曾人岸、林菊峰（國賜）、李毓權等人，皆為鄉勵吟社初期重要核

心成員；又據《詩報》第７１號（１９３２年；昭和八年十二月一日，）所

刊載，曾時邱水謨、曾人岸即以「鄉勵」具名發表詩作，可見鄉勵吟社之成

立，係經深思熟慮後乃產生；再考其創社宗旨及詩社社名之命意，實有其深

切 意 旨 ， 自 和 一 般 以 閑 �雅 集 、 吟 弄 風 月之詩社性質大不相同，其苦心孤詣

之微，尚需用心體察。 

１９３３年（民國二十二年元旦；昭和九年一月一日），曾仁杰等人於

北港曾人岸客寓，倡組鄉勵吟社，該詩社正式成立。隨即以〈寒衣〉為題，

擊 �催 詩 ， 並 於 《 詩 報 》 第 ７ ３ 號 （ １ ９３３年；昭和九年一月一日）刊載

此 次 發 會 式 擊 �吟 ， 正 式 揭 開 鄉 勵 吟 社 活動序幕。其時亦有詩友賀詩，茲錄

二首於后： 

 

〈祝鄉勵吟社成立〉             黃 傳 心 

旗 鼓 堂 堂 振 笨 津 ， 扶 輪 有 責 勵 鄉 民 。 

雄 揮 健 筆 文 章 麗 ， 繼 起 騷 壇 面 目 新 。 

一 代 仙 才 欽 李 杜 ， 三 生 友 誼 結 雷 陳 。 

珊 瑚 海 底 誠 難 取 ， 還 賴 關 心 把 網 人 。 

（《詩報》第７４號（１９３４年，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 

 

詩中對該社的成立充滿期許，不但盼其振興北港詩風，也對鄉勵吟社創

社的教育鄉弟子重責大任多所勉勵。 

自 發 會 式 擊 �錄 後 ， 「每月 朔望 ， 為攤箋 拈 韻 、 �心 �角 之 期 。 每當擊

�及 課 題 截 止 交 卷 後 ， 錄 請 島 內 名家為詞 宗 ，代為 評定 甲 乙。 」26此時社員

雖 僅 有 七 人 ， 然 每 次 聚 首 擊 �， 為 求 相 互砥 礪 ，常邀 他 社 社 員參 與， 故倒也

有聲有色、趣味盎然。由於該社自存資料已毀於祝融，故僅能從《詩報》窺

知一二。《詩報》第７６號（１９３３年；昭和九年三月一日）刊載詩題〈撮

合 山 〉 之 擊 �吟 錄 。 此 次 主 題 乃 為 慶 祝 社員邱水謨與陳雪花女士新婚，由曾

人傑任詞宗，社內充滿一片喜氣。爾後以此為主題者，尚有《詩報》第８３

號 （ １ ９ ３ ３ 年 ； 昭 和 九 年 六 月 〸 五 日）刊載詩題〈新婚燭〉之擊�錄，由

顧問李冠三任詞宗；同年七月十五日，《詩報》第８５號刊載詩題〈擇婦〉

之課題，亦由李冠三任詞宗。此外，同年該社在《詩報》上刊載，計有：第 

                                                 
26 曾仁杰〈 鄉 勵 吟 社 概 �〉 ， 《 雲 林 文 獻 》 二 卷 二期，雲 林 縣文獻 會，１ ９５ ３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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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號（１９３３年，昭和九年五月一日）〈春草〉，詞宗為朱芾亭（麗澤吟

社社友）和曾人傑；第８３號（１９３３年，昭和九年六月一日）詩題為〈詩

興〉，由李冠三選；第８７號（１９３３年，昭和九年八月十五日）詩題〈農

家嘆〉，詞宗乃聘自樸雅吟社的黃傳心和袁金茂；第８８號（１９３３年，

昭和九年月一日）；詩題為〈竹〉，曾人傑任詞宗。總計該年鄉勵吟社在詩報

上刊載者計有七次，以當時詩社林立，而刊載園地頗為不足、且常因稿件過

多而刪者眾的情況下，此種成績殊為可貴。對此盛況，曾仁杰亦於《詩報》

第８２號（昭和九年六月一日）發表〈感懷〉詩，記敘當年社員的豪氣： 

   〈感懷〉           曾仁杰 

年 來 鷗 鷺 締 神 交 ， 萬 里 平 沙 共 築 巢 。 

只 為 傾 心 如 好 � ， 可 同 騷 客 訂 同 胞 。 

 

落 魄 書 生 氣 尚 豪 ， 手 中 握 有 筆 如 刀 。 

琴 棋 書 畫 年 年 事 ， 第 一 逍 遙 是 我 曹 。 

 

詩中對於自我精神的滿足和書生的豪情壯氣充滿十足的欣悅和期盼。然

而此時社友曾人岸卻旅居台北數年27，而查諸這段期間鄉勵吟社的活動，擊

�吟 ， 曾 氏 多 列 名 ， 可 知 社 員 向 心 力 之 強， 雖 �旅台北 ， 仍排除 萬難參加，

精神可貴。 

昭和十年，鄉勵吟社於《詩報》上刊載三次，分為：第９６號（一月一

日）課題〈眼波〉，由李冠三任詞宗；第１０６號（六月一日）詩題〈首尾

即 景〉 ， 詞 宗 同 上 ； 第 １ １ ２ 號（ 九 月 一日）擊�錄〈商鞅〉，黃瘦峰任詞宗。

是年由於該社社員林國賜（菊峰）新婚，社內亦籠罩於喜氣之中28，而社內

亦 �聲 不 輟 。 昭 和 〸 一 年 ， 於 《 詩 報 》 上 刊載 者凡三 ： 第 １ ２６ 號（ 四月 二

日）詩題為〈金湖泛舟〉，屬社員小集，故不列詞宗；第１３２號（七月一

日 ） 詩 題 為 〈 夏 日 即 事 感 作 〉 ， 此 次 為臨時擊�吟，亦未列詞宗；第１３５

號（八月十五日）詩題為〈戰鬥機〉，由黃瘦峰任詞宗。至於昭和十二年，

刊載於《詩報》者僅一次，為第１５６號（１９３５年；昭和十二年七月六

日 ） 以 〈 鄉 勵 盟 鷗 圖 〉 為 題 刊 載 之 擊 � 錄，由 曾師 魯 任詞 宗。自此之後，  

                                                 
27 據《詩報》第９５號（昭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和第９７號（昭和十年一月十五日），曾人岸
刊詩皆署「客台北」，可知此期間曾人岸旅居台北。 

28 據《詩報》第９６號（昭和十年一月一日）曾人傑（師魯）有詩〈戲祝菊峰兄新婚〉，菊峰為
林國賜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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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勵 吟 社 竟 �聲 沉 寂 了 近 三 年 。 究 其 原因， 應是社 長 曾 仁杰 自北港歸 隱金

湖，生活困頓29，後又入淡交吟社30、劉國賢亦於此時期入嘉義參加淡交吟 

社31，周讀亦入麗澤吟社32；而另一大將黃瘦峰，因其子被日人下獄而死之

事而哀痛自責33，後亦多次參加麗澤吟社聯吟34，諸此，鄉勵吟社一時間竟

面臨瓦解危機。待１９３９年（昭和十五年；民國二十八年）曾仁杰、黃瘦

峰、邱水謨三人聚首，決議重整旗鼓，乃發起邀約社員拾餘名，於新港重新

擊 �催 詩 ， 以 〈 鄉 勵 雅 集 〉 為 詩 題 ， 公 推黃瘦峰任詞宗，並決定此後例會擊

�場 所 為 新 港便 利 食 堂35。 由 於 此 次 擊 �錄 並 未 刊 於 《 詩 報 》 ， 據 曾仁 杰《 金

湖吟草》３０頁，詩題〈鄉勵雅集〉，可見其時曾氏對重振詩風的深切期許： 

 

竹 弟 松 兄 會 一 堂 ， 飄 然 吟 幟 更 新 張 。 

深 期 筆 化 中 流 柱 ， 好 把 文 風 振 海 疆 。 

 

而邱水謨亦於《詩報》第２３９號（１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一月一日）

有〈鄉勵吟社重整旗鼓感作〉七律一首： 

 

鄉 勵 社 開 續 舊 緣 ， 扶 輪 有 志 著 鞭 先 。 

更 敦 酒 興 詩 情 動 ， 不 為 名 � 利 鎖 牽 。 

眼 底 風 雲 空 入 夢 ， 胸 中 邱 壑 自 成 篇 。 

騷 壇 無 限 晨 星 感 ， 珍 重 斯 文 一 線 延 。 

 

１ ９ ４ ０ 年 （ 昭 和 〸 六 年 ） 鄉 勵 吟 社於《詩 報》 上發 表 之課 題、擊� 吟

共計五次，分別是：第２４２號，課題〈曝網〉，由鮑樑臣任詞宗；第２４

５號，課題〈拓海〉，詞宗同上；第２４９號，課題〈賣藥〉，由許君山任詞 

                                                 
29 同註１３，文中作者自敘；又據曾仁杰《金湖吟草》３５頁，有〈退職感賦〉一首，雖未繫
年，然參考《詩報》其歷年來作品和《金湖吟草》之編次，應係有年代次第，據此推論應為歸
隱 之作。至於其所退何職？為何歸隱？則不得其詳。 

30 同註１９。 
31 同註１９。又據《詩報》同時期，麗澤吟社之 擊 �錄 ， 劉 氏 亦 多 次 列 名 其中 ，是 否 亦入該社，
亦或僅以吟友身份參加，則待考。 

32 同註２０。 
33 據《詩報》第１６７號（１９３６年；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黃瘦峰有〈哭聰兒〉一詩，
足見其悲。 

34 考《詩報》同時期，黃氏亦多列名其中。 
35 據《詩報》第２２８號，（１９３５年；昭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刊載之騷壇消息，有「新
港 鄉 勵 吟 社 重 整 旗 鼓 」 消 息 一 則 ， 對 該 次 重 振及擊�過 程 有詳 盡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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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第２５５號，詩題〈國旗臺〉，左詞宗龔顯升、右詞宗吳紉秋；第２５

８ 號 ， 秋 季 擊 �錄 〈 月 �〉 ， 龔 顯 升 任 詞宗；是年該社的確努力振興，不但

詩社內部吟聲不輟，亦積極和外社聯絡，建立良好的社際關係，近者若龔顯

升為汾津吟社，遠者若鮑樑臣、許君山為高雄壽峰吟社，皆有酬唱來往，而

許君山亦親往參加聯吟36。１９４１年（昭和十七年），日軍戰事方酣，而

鄉勵吟社不畏局勢紛擾，更加勤課詩文，是年刊載於《詩報》者多達七次，

分為：第２６３號課題〈新月〉，許君山任詞宗；第２６５號課題〈勸學〉，

詞宗同上；第２７０號課題〈塔影〉，吳紉秋任詞宗；第２７２號課題〈春

夢〉，左詞宗為陳月樵、右詞宗為蔡如笙；第２７３號詩鐘〈鄉勵〉（鳳頂格），

左右詞宗同上；第２８０號詩題〈堆肥舍〉，左詞宗蔡如笙；右詞宗邱水謨；

第２８４號詩題〈空中列車〉，左詞宗蔡如笙；右詞宗林友笛。該年除和高

雄壽峰吟社保持密切關係外，漸轉而和臨近的樸雅吟社、岱江吟社、石社聯

吟，奠定光復後三社－－石社、鄉勵吟社、江濱吟社聯吟；以及後來加入鯤

水、白水吟社之五社聯吟的深厚基礎37。 

自昭和十八年至台灣光復期間（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５年）由於日軍戰

況不佳、敗象漸露，不僅在經濟上實施管制措施而導致民生日艱，而皇民化

運動更如火如荼地展開，對思想箝制更趨嚴厲，尤其１９４５年，嘉義遭盟

軍轟炸重創，左近鄉鎮更是風聲鶴唳，受此外在大環境侷限，大規模、跨區

域的聯吟活動實在難以進行，鄉勵吟社乃轉而加強在地域性質上相近、有濃

厚農、漁村特色的沿海地區詩社聯吟，如：樸雅吟社、石社、岱江吟社等。

此時期見諸《詩報》者有：第３００號（１９４２年；昭和十八年七月二十

七日），課題〈稻花〉；第３１４號（１９４３年；昭和十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課 題 〈 雁 影 〉 ； 第 ３ １ ５ 號 （ 同 年 五 月 九日）擊�吟〈鷺群〉，其中〈友松〉

和 〈 鷺 群 〉 擊 �， 皆 註 ： 歡 迎 月 樵 、 秀 峰 、咸中、星槎、策勳諸先生，應是

和樸雅吟社之聯吟活動。爾後，因《詩報》停刊、戰事日艱，又無其他可稽

文獻，故此後活動皆不可考，有待後出資料再補充之。 

2. １９４６年∼１９６８年（光復後至民國五十七年） 

光復之初，雖台灣籠罩在一片歡欣鼓舞之中。然而，面對舊秩序的破壞、 

                                                 
36 據《詩報》第２４５號（１９４０年；昭和十六年四月二日），有高雄許君山七律〈車至新港
口 占 〉 ， 同 期 曾 仁 杰 亦 有 〈次 許君山先 生 口 占�〉以和，可知許君山氏確曾到訪。 

37 據《詩文之友》月刊，自第二卷一期始（１９５３年；民國四十二年），即有石社、鄉勵吟社
聯吟之刊載；第二卷三期亦有石社、鄉勵、江濱三社聯合課題；至第九卷三期始，加入鯤水、
白水等共 五社聯吟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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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秩序未就序；加之經日軍掠奪後的殘破經濟，民生之困苦可想而知，故初

期鄉勵吟社之吟友莫不在謀生中艱難奮鬥38，期間鄉勵吟社所存之資料毀於

祝融，而同時期臺灣可供參考的詩刊稀少，直到１９５３年（民國四十二年）

《詩文之友》和《中華詩苑》相繼刊行，情況才有改善。是故自西元１９４

５年至１９５２年（民國三十四年至民國四十一年）共計七年，有關鄉勵吟

社之活動在文獻上一片空白，有待後出文獻補足。茲據上述二刊，將鄉勵吟

社 此 時 期 的 相 關 課 題 、 擊 �錄 製表於 后 ，再據此詳加說明。  

 

表３—３ ： 鄉 勵 吟 社 光 復 後 之 擊 � 錄、課題 一 覽表 39 

 

卷／期 時間 詩題 詞宗 備註 

１／１ 42.4.20 介之推 陳乙舟  課題 

１／２ 42.5.20 竹影 左：洪大川 右：洪達人 課題 

１／４ 42.8.1 春耕 左：黃瘦峰 右：張清輝 課題 

２／１ 42.11.15 秋聲 左：張清輝 右：黃秀峰 石 社 鄉 勵 聯合擊�吟  

２／２ 42.12.15 黃花酒 左：黃瘦峰 右：洪天賜 擊 �錄 

２／２ 42.12.15 重陽菊  石社、鄉勵、江濱三社

聯吟 

２／３ 43.1.15 擊楫 左：龔顯升 右：蕭嘯濤 鄉勵吟社二十週年紀

念大會 

２／３ 43.1.15 早梅 左：李德和 右：楊嘯天 三社聯吟 

２／４ 43.3.1 戰馬 左：曾仁杰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錄 

２／４ 43.3.1 搓 � 左：李德和 右：楊嘯天 三社聯合課題 

２／５ 43.5.1 時雨 左：洪大川 右：黃秀峰 慶祝黃瘦峰社友當選

水林鄉長 

２／６ 43.6.15 時錶 洪達人 課題 

３／１ 43.10.1 祈雨 左：黃秀峰 右：張清輝 三社聯吟 

３／１ 43.10.1 寒食節 左：曾仁杰 右：張清輝 本社課題 

                                                 
38 據筆者於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２日訪李丁紅先生，據其所言，光復之初，由於位居鄉野，故
鄉民謀生極艱。 

39 表二所據，乃《詩文之友》月刊；該刊創刊自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初期或因草創致常有未按
月出刊情形，然至後漸入佳境，延續至民國八十二年，頗足參考；不足者再依《中華詩苑》相
關資料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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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43.12.1 泉聲 左：蕭嘯濤 右：薛咸中 三社聯吟 

３／３ 43.12.1 暮春威懷 左：楊嘯天 右：笑峰 三社聯吟 

３／４ 44.2.1 花朝 左：張清輝 右：黃秀峰 三社聯吟 

３／４ 44.2.1 戰時月 左：洪天賜 右：李明泰 本社課題 

３／５ 44.3.1 詩題荷扇 左：邱水謨 右：洪天賜 本社課題 

４／２ 44.4.1 上元鼓 左：辜一漚 右：洪大川 三社聯吟 

４／２ 44.4.1 金湖春曉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社課題 

４／３ 44.10.1 汾津覽勝 左：薛咸中 右：蕭嘯濤 石社、鄉勵聯合課題 

４／３ 44.10.1 待重陽 左：蕭湘漁父 右：黃瘦峰 石社、鄉勵聯合課題 

２／２ 44.10.16 民防  據《中華詩苑》補 

４／６ 45.1.1 雙簫聲 左：黃秀峰 右：黃瘦峰 1. 石社、鄉勵二社聯吟 

2. 邱水謨令郎邱燦堂花燭

之喜 

５／３ 45.4.1 絳帳春風 左：李西端 右：黃瘦峰 本社課題 

６／５ 46.1.1 民族血 左：張清輝 右：洪天賜 本社四十五年雙十節擊缽吟 

５／３ 46.3. 江賓春色 左：薛咸中 右：洪天賜 據《中華詩苑》補 

石社、江濱、鄉勵、鯤

水、白水五社聯合課題 

５／５ 46.5. 秧針 左：曾仁杰 右：李笑霖 五社聯合課題 

７／４ 46.7.1 心花 左：黃瘦峰 右：洪天賜 本 社 擊� 吟 

８／３ 46.12.1 閏中秋 左：黃秀峰 右：張清輝 五社聯合課題 

８／５ 47.2.1 磨鏡 左：黃傳心 右：邱水謨 五社聯合課題，慶祝顏

禹門社友長子   雄新

婚 

９／１ 47.4.15 元旦雨 左：黃傳心 右：洪大川 本 社 擊� 吟 

９／１ 47.4.15 春榜 左：龔顯升 右：黃傳心 五社聯合課題 

９／２ 47.5.1 春餅 左：洪天賜 右：楊圖南 五社聯合課題 

９／３ 47.6.1 選花 左：李德和 右：辜一漚 五社聯合課題 

９／４ 47.7.1 鴛鴦瓶 左：曾仁杰 右：張清輝 本社詞友李榮宗君新

婚 擊� 

１０／２ 47.10.1 電氣熨斗 左：邱水謨 右：洪天賜 本 社 擊� 吟 

１０／３ 48.1.1 秋月 左：黃傳心 右：曾人杰 五社聯合課題；詩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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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 48.1.1 菊籬 左：邱水謨 右：黃秀峰 五社聯合課題 

１０／４ 48.2.1 曉雞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１０／４ 48.2.1 氣象台 左：張清輝 右：李笑林 五社聯合課題 

１０／５ 48.3.1 瘦菊 左：羅星塔 右：蔡明耀 本社課題 

１０／６ 48.4.1 春宵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社課題 

１１／１ 48.5.1 新鶯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１０／１ 48.7. 秋宵  據《中華詩苑》補 

本社課題 

１１／２、３ 48.7.1 荷風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１１／２、３ 48.7.1 新娘酒 左：李勝彥 右：林金郎 本 社 擊 �吟 ，祝 孫朝明

社友新婚 

１１／４ 48.11.1 雲海（一唱） 左：黃傳心 右：邱水謨 海鷗吟會；詩鐘 

１０／５ 48.11. 火傘 左：蕭玩索 右：張清輝 海鷗吟會課題，據《中

華詩苑》補 

１１／４ 48.11.1 熱水瓶 左：洪寶昆 右：顏禹門 本社課題 

１０／６ 48.12. 釣月 左：黃傳心 右：吳莫卿 海鷗吟會課題，據《中

華詩苑》補 

１０／６ 48.12 晚秋  本社課題，據《中華詩

苑》補 

１１／１ 49.1. 兄弟雁 左：洪天賜 右：李明泰 海鷗吟會課題，據《中

華詩苑》補 

１１／１ 49.1 婚書 左：施少峰 右：洪天賜 本社李勝彥結婚誌

喜，據《中華詩苑》補 

１１／２ 49.2. 么鳳 左：黃傳心 右：曾仁杰 海鷗吟會課題；顏禹門

社友令長孫週歲誌

喜；據《中華詩苑》補 

１２／３ 49.4.1 村夫子 左：黃瘦峰 右：曾仁杰 本 社 擊 �吟 ，祝 黃瘦峰

詞友卸任水林鄉長賦

歸設帳 

１２／４ 49.5.1 嘴花 左：張清輝 右：李勝彥 本 社 擊� 吟 

１５／５ 49.6.1 海鷗雅集 左：黃傳心 右：黃秀峰 海鷗吟會聯合課題 

１１／６ 49.6 成龍大橋通車紀念  本 社 擊�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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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49.10.1 同 心� 左：洪天賜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祝 本社友

邱水謨令次郎丞漳君

新婚 

１２／６ 49.12. 潮流 左：李笑霖 右：洪大川 海鷗吟會聯合課題 

１４／１ 50.2.1 鳳凰儔 左：洪天賜 右：李明泰 本 勒 擊 �吟 ，祝 李明泰

社友令四弟新婚 

１４／１ 50.2.1 春鳥 左：黃傳心 右：洪大川 海鷗吟會聯會課題 

１４／５ 50.7.1 蒼蠅 左：黃傳心 右：黃秀峰 海鷗吟會聯會課題 

１５／２ 50.11.1 雲程 左：張李德和 右：薛咸中 海鷗吟會聯合課題，祝

社友林水波當選東石

鄉民代表會主席 

１５／５ 51.2.1 原子塵 左：李可讀 右：張清輝 海鷗吟會聯合課題 

１６／２ 51.5.1 問月老 左：蔡啟東 右：洪天賜 海鷗吟會聯合課題 

１６／３ 51.6.1 畫春 左：蕭嘯濤 右：蔡啟東 海 鷗 吟 會 擊�吟  

１６／４ 51.7.1 春江載酒 左：許黎堂 右：黃少卿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６／５ 51.8.1 夏日江濱垂釣 左：陳月樵 右：蔡元亨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６／５ 51.8.1 騷壇拔幟 左：李步雲 右：吳紉秋 五 社 競 賽 擊�吟  

１６／６ 51.9.1 看雲 左：楊乃胡 右：陳子波 五 社 競 賽 擊�吟  

１７／２ 51.11. 江村曉雨 左：周定山 右：楊嘯天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７／３ 51.12. 詩網 左：白劍瀾 右：郭茂松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７／４ 52.1. 耕耘機 左：鄭玉波 右：蕭乾源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７／５ 52.2. 秋宵話舊 左：謝景雲 右：王隆遜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７／６ 52.3. 海國盟鷗 左：蔡清福 右：蕭嘯濤 海 鷗 吟 會 擊�吟  

１８／１ 52.4. 得勝鼓 左：張達修 右：高泰山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８／２、３ 52.6. 元旦炮 左：蔡錦棟 右：李可讀 海 鷗 吟 會 擊�吟  

１８／４ 52.7. 步芳 左：黃啟堂 右：薛咸中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８／５ 52.8. 避暑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１８／６ 52.9. 滅火彈 左：白劍瀾 右：蕭文樵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２ 52.12. 夢筆生花 左：曾文新 右：施子卿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２ 52.12. 蟬琴 左：陳月樵 右：王隆遜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４ 53.2. 炭  左：黃森峰 右：陳昌言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４ 53.2. 夢梅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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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53.2. 聞雞 左：王養源 右：周定山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５ 53.3. 詩友 左：趙凌霜 右：黃瘦峰 本社創社三十週年紀

念聯吟大會 

１９／６ 53.4. 蝴蝶蘭 左：謝鐸庵 右：吳步初 海鷗吟會課題 

１９／６ 53.4. 春夜 左：洪天賜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２０／２ 53.6. 攀桂手 左：蕭乾源 右：蔡元亨 海鷗吟會課題 

２０／４ 53.8. 祖逖  養修軒第一次詩課 

２０／４ 53.8. 結褵訓 左：李步雲 右：張達修 本 社 擊 �吟 ，慶 祝張清

輝社友令長女淑娥與

鄭啟良吉席 

２０／４ 53.8. 防謠 左：蘇鴻飛 右：吳子健 海鷗吟會課題 

２０／５ 53.9. 思鱸 左：李步雲 右：張達修 本社課題 

２０／６ 53.10. 種菜 左：林斐卿 右：黃少卿 本社課題 

２１／３ 54.1. 種菊 左：洪大川 右：黃秀峰 本社課題 

２１／４ 54.2. 月餅  養修軒月課 

２１／５ 54.3. 稻浪 左：薜玉田 右：薛咸中 本社課題 

２１／５ 54.3. 稱意花 左：邱水謨 右：洪天賜 本社李勝彥社友令弟

春 男 君 結 婚擊� 吟 

２１／６ 54.4. 傍春氣 左：邱水謨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２１／６ 54.4. 續絃 左：張清輝 右：洪天賜 祝本社社友洪天賜（字

達人）先生續絃誌慶 

２２／１ 54.5. 冬防 左：高泰山 右：蕭嘯濤 本社課題 

２２／１ 54.5. 冷峰 左：黃少卿 右：施少峰 本社課題 

２２／３ 54.7. 擇友 左：洪天賜 右：李勝彥 本 社 擊� 吟 

２２／３ 54.7. 養鴨 左：黃秀峰 右：蔡玉修 本社課題 

２２／５ 54.9. 太空衣 左：黃瘦峰 右：林友笛 本社課題 

２２／５ 54.9. 情火 左：江達人 右：王太郎 祝本社社友王太郎與

侯美貴小姐結婚誌慶 

２２／６ 54.10. 村居 左：楊乃胡 右：李可讀 本社課題 

２３／１ 54.11. 涼棚 左：張清輝 右：李勝彥 本 社 擊� 吟 

２３／３ 55.1. 養兔 左：洪天賜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２３／５ 55.3. 斧鑿痕 左：蔡和泉 右：蔡啟東 本社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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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 55.4. 中和節懷顏思齊 左：張達修 右：鮑樑臣 本社主辦鯤南七縣市

丙午年春季詩人聯吟 

２３／６ 55.4. 汾津燈市 左：蕭文樵 右：楊乃胡 本社課題 

２４／１ 55.5. 賣菜女 左：黃秀峰 右：蔡玉修 本社課題 

２３／６ 55.4. 負暄 左：邱水謨 右：李勝彥 本 社 擊� 吟 

２３／６ 55.4. 論詩 左：洪天賜 右：張清輝 本 社 擊� 吟 

２４／２ 55.6. 歸燕 左：邱水謨 右：洪天賜 本 社 擊 �吟 ，歡 迎李水

波社友回鄉話舊 

 57.7. 芸窗話舊 左：陳昌言 右：呂左淇 求 得 軒 同 學擊� 錄  

  新春話舊  鄉勵吟社社友聚會 

自西元１９５３年（民國四十二年）《詩文之友》和《中華藝苑》相繼

出刊，由於國民政府撤守台灣，欲藉詩教教化民心，尤其何志浩、于右任、

賈景德等軍、政要員坐鎮其中，致全臺傳統詩又出現一片榮景，鄉勵吟社活

動亦再度恢復，自《詩文之友》一卷一期始，即刊行課題〈介之推〉共襄盛

舉 。 爾 後 即 �聲 不 斷 ，連 續 刊 載 〈 竹 影 〉 、〈春耕〉、〈黃花酒〉等擊�錄；且

光復後，相繼和石社、江濱吟社、白水吟社、鯤水吟社等社，於西元１９５

１年（民國四十年）組「海鷗吟會」： 

 

由黃秀峰、林眠雲、邱水謨、張清輝、洪天賜、曾仁杰、顏禹門等熱

心倡起，是年元旦，在東石鄉港墘國校裡禮堂舉行成立典禮，公選顏禹門

為 會 長 、 張 清 輝 為 副 社 長 ， 每 年 元 旦 開大會，春秋聯吟，月課二題，擊�

隨興所至而開，會址設於江濱吟社（引自江寶釵《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

史》第３４２頁，１９９８年６月。） 

 

自此開啟了五社聯吟的局面，並且不斷在《詩文之友》月刊上發表聯吟

擊 �錄 、 課 題 ， 如 ： 西 元 １ ９ ５ ３ 年 （ 民國四〸二年）和石社聯吟錄〈秋聲〉；

和江濱、石社組三社聯吟，發表課題〈搓糰〉；西元１９５６年（民國四十

五年）五社共同發表詩題〈江濱春色〉，皆頗有鄉土漁村特色。西元１９５

３年（民國四十二年），正逢鄉勵吟社成立二十週年紀念，該社擴大慶祝，

廣邀聯吟社友同歡，龔顯升、黃秀峰、蕭嘯濤、林有福、薛石樵等人皆為席

上 佳 賓 。 會 中 以 〈 擊 楫 〉 為 題 ， 開 �催 詩，並以龔顯升、蕭嘯濤兩社友分任

左、右詞宗。時有張清輝於《詩文之友》二卷三期發表七律二首，以茲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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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 勵 吟 社 成 立 二 〸 週年擊 �吟 大會喜賦〉  

光 陰 不 覺 廿 年 經 ， 國 粹 文 章 重 典 型 。 

旗 鼓 飄 揚 聯 石 社 ， 騷 壇 雅 禊 比 蘭 亭 。 

韻 賡 白 雪 心 偏 興 ， 筆 寫 梅 花 句 自 馨 。 

今 日 衣 冠 欣 濟 濟 ， 海 天 一 角 耀 詩 星 。 

 

＜同   題＞ 

群 英 稱 慶 集 聯 翩 ， 二 十 欣 逢 癸 巳 年 。 

漫 感 斯 文 留 一 線 ， 端 憑 大 雅 負 � 肩 。 

騷 壇 鏖 戰 揚 旗 鼓 ， 鷗 鷺 閒 盟 締 海 天 。 

節 屆 隆 冬 開 盛 會 ， 蘭 亭 韻 事 繼 前 賢 。 

 

汾津吟社龔顯升亦有詩以賀： 

 

〈參加大會席上賦呈鄉勵吟社諸君子〉 

勝 會 欣 陪 興 靡 窮 ， 海 傛 鄒 魯 入 吟 膧 。 

田 開 水 井 財 源 湧 ， 樹 藝 � 梧 物 產 豐 。 

湖 口 有 舟 皆 士 鯽 ， 客 窗 無 座 不 春 風 。 

詩 成 併 向 諸 君 頌 ， 彩 筆 干 霄 氣 吐 虹 。 

 

這一年，該社社員黃篆，為服務鄉里，毅然決定投入水林鄉民選鄉長選

戰，憑其廉潔清譽、當選鄉長，該社於二卷五期發表〈時雨〉課題，以茲慶

賀 ， 此 後 �聲 不 輟 ， 連 續 在 《 詩 友 之 友 》刊載作品極豐。另外，有鑑於社員

漸稀，為圖振興，乃極力鼓吹新社員加入，計有：李協、李明泰、李崑、李

清水等共計參拾名社員入社，有此批生力軍加入，海畔再度響起嘹亮吟聲，

相較於當時傳統詩壇的日漸凋零，鄉勵吟社可謂獨樹一幟。１９６０年（民

國四十九年），社長曾仁杰遽逝，頓失棟樑；乃改選第二任社長，由邱水謨

擔任、張清輝副之，而李清水任總幹事。至１９６３年（民國五十二年），

時值該社創社三十週年紀念，特別擴大舉行，廣邀友社、吟友參加，以〈詩

友 〉 為 題 ， 擊 �催 詩 ， 蒞 會 嘉 賓 包 括 ： 樸雅吟社社員趙凌霜、汾津吟社社員

呂雲騰等人；本社則有：李西端先生領銜、邱水謨、黃篆、洪天賜、薜萬、

李清水、李春風、王明慶、劉石川、陳金昌、李欽煥、張清輝、張燦庭、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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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璋、王玉川、蔡 鳳 基 、 王 明 和 、 邱 �年 ， 李 丁紅、 李 龍堯、李忠義、李

文進等共計二十二名參加、會後並合照紀念。時邱水謨等人於《詩文之友》

十九卷五期，有詩以紀： 

 

〈鄉勵吟社三十週年紀念感賦〉七律      邱水謨 

一 幟 飄 揚 樹 海 陬 ， 年 經 三 十 好 春 秋 。 

裁 詩 勵 志 皆 鄉 黨 ， 指 水 盟 心 皆 鷺 鷗 。 

自 有 筆 花 開 上 苑 ， 寧 無 砥 柱 屹 中 流 。 

今 朝 莫 作 滄 桑 感 ， 願 繼 騷 壇 韻 事 悠 。 

 

當 年 因 吟 風 頗 盛 ， 除 本 社 課 題 、 擊 �之外， 另有王玉 川 、李 當榮、李 春

風、王明慶、蔡鳳基、李丁紅、林金郎等人又自組「養修軒」，於《詩友之

友》發表〈祖逖〉、〈月餅〉等課題。爾後該社亦續吟不輟。西元１９６６年

（民國五十五年四月），該社主辦鯤南七縣市丙午春季詩人聯吟大會，首唱

〈中和節懷顏齊〉；次唱〈汾津燈市〉，不論懷古或論今，頗有北港地域特色。 

時序進入西元１９６６年（民國五十五年），由於大環境新式教育已全

面施行、傳統詩習者漸稀，加上鄉勵吟社社友多人遷徙外地，致社員漸少。

同時期雲林地區亦面臨後繼乏人、青黃不接的困境，乃共議籌組雲林縣詩人

聯吟會，於水林鄉法輪寺召開會員成立大會，並推選洪大川、呂雲騰為第一

屆正、副會長，李清水為總幹事。由於該會屬臨時性質，迨西元１９６６年

（民國五十七年四月六日），向政府立案，雲林縣詩人聯吟會正式成立，由

陳輝玉當選理事長，而將雲林縣境各詩社予以合併，計有：鄉勵吟社、汾津

吟社、以及斗山吟社、菼社等吟友，鄉勵吟社自此正式停止活動，劃下句點。 

溯自西元１９３３年元旦創社始，至西元１９６６年併入雲林縣詩人聯

吟會止，共計三十六年寒暑；其間所經歷的歲月，正好見證了台灣詩壇由日

治時期的光采絢爛，逐漸完成歷史使命而歸向沒落、平淡。鄉勵吟社雖在文

獻上停止於西元１９６６年（民國五十七年），但該社社員並未曾放棄該社

創社時宏揚詩學的宗旨，即若遷徙他鄉，亦堅守詩壇，若該社大將劉國賢氏

入淡交吟社、轉麗澤吟社；周玉亭、張清輝入麗澤吟社，和該社老將羅朝海、

蔡策勳等人分庭亢禮；至筆者截稿止西元２００１年（民國九十年）仍由鄉

勵吟社社友林金郎任麗澤吟社社長。另一後起之秀李勝彥遷居台南，加入延

平詩社，頭角崢嶸，屢拔詩幟。而遷台北之洪玉璋、李清水；遷豐原之蔡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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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等，亦創作不斷，仍堅持傳統詩作，精神感人。 

 

四、活動方式： 

鄉 勵 吟 社 之 活 動 方 式 ， 可 分 課 題 與 擊�吟兩種。創社 之 初， 每月一課 ，

並 舉 行 擊 �吟 。 至 於 詩 鐘 部 分 ， 則 偶 爾 為之。詩的體 裁 以七 絕為主， 輔以七

律，五絕五律則少見，至於其他體裁則未見之。 

 

五、活動範圍： 

鄉勵吟社地處邊隅，日治時期雖交通不便，但若曾仁杰氏、劉國賢氏加

入淡交吟社；後亦有黃篆、周讀等社員參加麗澤吟社；和高雄壽峰吟社關係

亦密，至於和左近的汾津吟社、石社、樸雅吟社，江濱吟社、白水吟社、鯤

水吟社等亦結盟聯吟。茲以圖表示之： 

 

圖３—２：鄉勵吟社活動範圍示意圖 

 

 

 

 

 

 

 

 

 

 

 

 

 

 

 

 

 

 

 

鄉勵吟社 

汾津吟社 白
水
吟
社 

鯤
水
吟
社 

江
濱
吟
社 

石
社 

樸
雅
吟
社 

麗
澤
吟
社 

淡
交
吟
社 

壽
峰
吟
社 

（
高
雄
） 



 82

北港地區傳統詩社研究 

 

 

據上表可知：鄉勵吟社除和高雄壽峰吟社來往密切外，活動範圍多在雲

嘉境內，尤以和同屬沿海區域的各詩社關係密切，可見區域環境內，相近的

自然環境和人文社會間的密切關聯，可緊密結合並影響該區域內的文學發

展，而形成區域特色—典型漁村風貌。關於此點將在下章專章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