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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拱辰〈仰山吟社請帖〉考釋  

林翠鳳 ∗ 

【提要】 

林拱辰 (1865~1935)，譜名瑞龍，官章拱辰，字星樞，號景其，宜蘭人，

清太學生林釗嗣子，與清代幫辦臺灣撫墾大臣林維源為叔姪。宏通經史，詩

賦尤佳。光緒丙戌 (1886)縣試，取錄秀才第一。己丑 (1889)府試，擢拔一等首

班。乙未割臺之役，曾與蘭陽士紳組團抗日。日本據臺後，改攻醫術，懸壺

濟世，仁聲遠播。明治三十年 (1897)授佩紳章。歷任宜蘭廳參事多年，以及宜

蘭廳醫生公會會長、宜蘭街協議員等職 1。  

林拱辰曾與貢生李翰卿、秀才林廷倫一起參與設立「仰山吟社」，倡導宜

蘭文風甚力。著有《冤童哂》、《醫方大成》、《林拱辰先生詩文集》 2等。詩作

編校收入國立台灣文學館出版《全臺詩》第 16 冊 3。  

昭和 9 年 (1934)仲冬，宜蘭仰山吟社輪值主辦臺北州詩社聯吟大會，身為

創社要員的林拱辰為此先行擬就請帖。此份〈仰山吟社請帖〉，收錄於《林拱

辰先生詩文集》。作者註：「昭和 9 年 (1934)，新曆 11 月 3 日，舊曆 9 月 27 日，

代宜蘭仰山吟社所撰之請帖。是日臺北州下各詩社假宜蘭舉行聯吟大會。」

臺北州，日治時期管轄範圍包括今天的臺北市、新北市、宜蘭縣、基隆市四

縣市。〈仰山吟社請帖〉帖中除公告聯吟詩會召開之外，詩人以謙恭的態度，

典雅的措辭，充分表現力邀全島吟友蒞臨與會的懇切情意，與現今一般制式

請帖的簡略草率風格，迥然異趣。  

請帖全文分為三段：首段問候語，以重陽時序開篇，歡喜祝福各地吟友。

次段為主旨說明，載明大會召開的緣由、時間、地點，表現屆時與詩友們聚

首切磋的期待與信心。末段以宜蘭著名山水恭候款待，吟社全體會員熱烈迎

接，展現邀約的熱誠。全文展現仰山吟社渾厚的氣魄，深摯的情意，感人肺

腑，令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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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林拱辰裔孫林桂川出版，臺北玉豐出版社發行，民國 66 年(1977)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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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帖文取宜蘭的溫泉、江流等區域山川風物入帖，標誌吟社所在的自

然地理特色。尤其「囑令龜山匍匐，翹首望塵；好共蛇崙蜿蜒，折腰候駕」

的修辭，將宜蘭地標龜山島與蜿蜒沙丘生命化，以匍匐折腰的姿態，凸顯受

邀貴賓的尊崇，從而形塑仰山吟社主辦這次大會極其懇切熱誠的形象，是本

文的一大特色。  

帖文中大量運用四六句，鋪排出長短有致，錯而不亂的節奏感。以駢儷

的修辭，整齊的句式，展現雅麗的風格。作者發揮其內蘊的詩學涵養，使得

這份請帖不僅具有公告邀約的功能性，更以富於美感的文字藝術，而達到動

人的文學性。本文確實是台灣「尺牘文學」中少見的佳作，值得仔細品賞。  

【原文】 

仰山吟社請帖﹝1﹞ 

重陽﹝2﹞迫近，風景一新。藉悉  貴社諸先生吟祉日增﹝3﹞，潭祺時

若﹝4﹞，賀之。 

謹啟者，本州下聯吟大會，者番﹝5﹞敝社輪值，預定於本十一月三日即

古舊九月廿七日，開於敝街公會堂﹝6﹞。屆期敬邀列位諸先生，高揚父旆

﹝7﹞，辱赴騷壇﹝8﹞。就菊花以騁懷，文藻采而凝思。新知舊雨﹝9﹞，扢

雅揚風﹝10﹞，孰謂霜降肆威，頓令風流﹝11﹞卻步？ 

忝﹝12﹞有湯圍泉湧﹝13﹞，溫灑吟身；兼之沙湳水流﹝14﹞，浩添詩

興。果惠好而肯適﹝15﹞，定倡和以偕來。囑令龜山匍匐﹝16﹞，翹首望塵；

好共蛇崙蜿蜒﹝17﹞，折腰候駕。群慕執鞭﹝18﹞恐後，曷禁倒屣﹝19﹞趨

前以待。虔修信鯉﹝20﹞，乞賜回鴻﹝21﹞。 

順請  秋安，統維  惠照百吉。 

【考釋】 

﹝1﹞﹝仰山吟社﹞清嘉慶 17 年 (1812)，臺灣知府楊廷理於噶瑪蘭 (今宜蘭 )

創建仰山書院，作有〈蘭城仰山書院新成志喜詩〉，後組「仰山社」，定

期以文會友。日治時期大正 3 年 (1914)，在宜蘭市西門仰山書院故址成

立「仰山吟社」，由廩生林拱辰倡設，貢生李翰卿、秀才林廷倫會同地方

士紳所共組，為蘭陽平原擊鉢吟之嗃矢。  

﹝2﹞﹝重陽﹞節日名。古以九為陽數之極，重陽節是舊曆九月九日，故稱「重

九」或「重陽」。魏、晉後，習俗於此日登高游宴。南朝梁庾肩吾〈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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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宴樂游苑應令〉：「獻壽重陽節，迴鑾上苑中。」  

﹝3﹞﹝吟祉日增﹞書信中的祝頌用語。意謂誦讀詩歌的幸福，每天不斷增

高。祉，福祿。  

﹝4﹞﹝潭祺時若﹞書信中的祝頌用語。意謂四時和順，安泰無憂。潭，深邃。

祺，吉祥安泰。時若，四時和順。唐白居易〈為宰相賀雨表〉：「臣聞

聖明在上，刑政葉中，則天地氣和，風雨時若。」宋蘇軾〈春祈諸廟

祝文〉：「願疾沴之不興，庶風雨之時若。」  

﹝5﹞﹝者番﹞這番，這次。者，指示代詞，相當於「這」。  

﹝6﹞﹝公會堂﹞日治時期稱公眾集會的禮堂為公會堂。宜蘭街公會堂位於宜

蘭公園內，昭和 4 年(1929)募款重建。1945 年 12 月國民政府通令全島

各地，改稱「公會堂」為「中山堂」。 

﹝7﹞﹝父旆﹞敬詞，類似「尊駕」，指其乘駕車輛。父，同「甫」，對有才德

的男子的美稱。《詩‧大雅‧大明》：「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馬瑞辰

通釋：「『父』與『甫』同。『甫』為男子美稱。」旆，指車駕或車輛。 

﹝8﹞﹝騷壇﹞詩壇。騷，詩體的一種，即楚辭體。  

﹝9﹞﹝新知舊雨﹞新知，新加入聯吟大會的會員。舊雨，聯吟大會老會員。

唐杜甫〈秋述〉：「常時車馬之客，舊，雨來；今，雨不來。」謂過去

賓客遇雨也來，而今遇雨卻不來了。後以「舊雨」作為老友的代稱。  

﹝10﹞﹝扢雅揚風﹞闡揚詩教。扢，ㄑ〡ˋ，張揚。風雅，指《詩經》中的

《國風》和《大雅》、《小雅》。清陳夢雷〈擬〈古詩十九首〉序〉：「膏

沐誰容，何暇鏤金錯采；朽苴恨晚，寧云扢《雅》揚《風》。」  

﹝11﹞﹝風流﹞指灑脫放逸，風雅瀟灑的吟友。《後漢書‧方術傳論》：「漢世

之所謂名士者，其風流可知矣。」  

﹝12﹞﹝忝﹞羞辱，有愧於，自謙之詞。  

﹝13﹞﹝湯圍泉湧﹞湯圍，指今宜蘭礁溪湯圍溝溫泉。「湯圍溫泉」為清代蘭

陽八景之一。湯圍溝溫泉位於宜蘭縣礁溪鄉德陽村，主要分布溫泉溝

溪谷中。分類上屬於沉積岩區的溫泉，溫泉熱水儲存於四棱砂岩層 (變

質砂岩 )的裂隙中，源頭是自第四紀沖積礫石層中湧出。臺鐵宜蘭縣礁

溪車站前即為溫泉湧出區，站正前方溫泉路至山邊德陽路一帶溫泉飯

店、溫泉旅館林立。一出站即可見到溫泉路上的足湯。在礁溪鄉仁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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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旁，有一座在 2005 年底完工啟用的「湯圍溝溫泉公園」。整個公園

範圍從仁愛路一直延伸到礁溪路，面積大約 0.9 公頃。  

﹝14﹞﹝沙湳水流﹞指蘭陽溪。沙湳，即今宜蘭三星鄉，位於蘭陽溪出山谷

處。三星在清朝時期稱為「叭哩沙湳」，乃噶瑪蘭平埔族 pressionwan

社的漢譯。漢人對宜蘭平原的拓墾，是自北而南，而後由東向西進行，

所以蘭陽溪北邊的溪北地帶是最早墾拓的區域，再來就是溪南一帶的

土地，最後則是位處宜蘭平原扇頂部分，易有洪水氾濫，並且是蘭陽

溪行水區的三星。清代「沙湳秋水」為蘭陽八景之一，也是當時遊宦

宜蘭的騷人墨客時常吟詠的題目。  

﹝15﹞﹝肯適﹞答應前來，光駕蒞臨。  

﹝16﹞﹝龜山匍匐﹞龜山，指浮於宜蘭東北方海面上的龜山島，屬火山島地

質，其岩層主要是由安山岩質的熔岩流和火山碎屑岩所分別構成，目

前仍有溫泉及硫氣孔等火山相關活動。從宜蘭縣各處所看到的龜山

島，樣貌各有不同，有時可以看到龜山頭，有時龜山頭為龜身所隱，

而龜山頭的外型可能形似烏龜頭 (從頭城鎮東北角如石城、大溪一帶觀

看 )，也可能呈現三角形 (從羅東鎮、五結鄉觀看 )，這樣隨著地點轉換

而形象變異的特色，使得龜山島名聲遠播，而造成的原因是因為蘭陽

平原海岸線呈現弧形，視線可環繞龜山島，因而出現如「龜山轉頭」

等這樣的流行詞語。龜山島是從北部進入蘭陽平原，首先看到的明顯

地標，因而成為傳統文學熱門題材，「龜山朝日」為蘭陽八景之一，清

代黃學海、李祺生有〈龜山賦〉。  

﹝17﹞﹝蛇崙蜿蜒﹞一般是指蘇澳至大里間的沙丘，一說是東澳烏石鼻或是

北方澳的七星嶺，都具有阻擋強風直襲蘭陽平原的作用。蛇崙與龜山

島相呼應，彷彿龜蛇聯合守護蘭陽平原。《噶瑪蘭廳誌》：「廳之形勢，

北有龜山嶼，在海中，為天關；南有沙汕一道，蜿蜒海口，為地軸；

故堪輿家以為『龜蛇把口』之象。」  

﹝18﹞﹝執鞭﹞持鞭駕車，以表敬仰之意。《史記‧管晏列傳》：「假令晏子而

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19﹞﹝倒屣﹞古人家居，脫鞋席地而坐。客人來，急於出迎，把鞋子倒穿。

《三國志‧魏志‧王粲傳》：「 (蔡邕 )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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屣」形容熱情迎客。  

﹝20﹞﹝信鯉﹞書函。《玉臺新詠》漢蔡邕〈飲馬長城窟行〉：「客從遠方來 ，

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雙鯉魚」，聞一多《樂府

詩箋》：「藏書之函也。其物以兩木板為之，一底一蓋 (按，書信就夾在

這中間 )，刻線三道，鑿方孔一，線所以通繩，孔所以受封泥也。……

此或刻為魚形，一孔以當魚目。一底一蓋，分之則為二魚，故曰『雙

鯉魚』也。」余冠英《漢魏六朝詩選》：「『烹』，煮。假魚本不能煮。

詩人為了造語生動，故意將拆開書函說成烹魚。」後因以「鯉」為書

信的代稱。  

﹝21﹞﹝回鴻﹞回信。鴻，《漢書‧蘇武傳》載有大雁傳書之事，大雁即鴻雁，

故用以指書信。  

 

《全臺詩》第 16 冊林拱辰詩作〈提要〉及〈湯圍溫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