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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博尔都作诗不苟於文字，“虽一字句未安，必停墨再四定去留焉”（姜宸英

《白燕栖诗草序》），故无论是康熙丙子自序之刻本 《问亭诗集》，还是康熙乙酉

毛奇龄作序之十四卷钞本 《问亭诗集》，甚至选入 《诗观二集》《熙朝雅颂集》

《晚晴鋎诗汇》等诸多选本之诗作，在文字上皆有不小出入。这些文字之出入，

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博尔都对诗作进行反复修改之情况。为便於校注，特作如下

说明：

１文　献

博尔都康熙丙子自序之刻本 《问亭诗集》简称为 “刻本”，康熙乙酉毛奇

龄所序之十四卷钞本 《问亭诗集》简称为 “钞本”。

２底本与对校本

为更好地保留原貌，故刻本与钞本皆作为底本全录，以校勘价值较大的

《诗观二集》《辇下和鸣集》《熙朝雅颂集》等选集作为对校本。

３校　记

凡刻本与钞本的重出诗作，皆只出校说明重出的位置，不一一校对刻本与

钞本文字上的差?，以避赘疣。

凡清人所选清诗集中选录博尔都诗作者，若在选录诗作的数量、序次、文

字等方面与相关诗作有文字差?，则出校说明；若无文字差?，则不出校。

凡无出校价值的?体字一?统一，不一一出校。具体包括： “窗” “
!

”

“
"

”统一为 “窗”； “回” “
#

” “
$

”统一为 “回”； “闲” “盻”统一为

“闲”；“
%

”“画”统一为 “画”；“峰”“
&

”统一为 “峰”；“鮊”“妆”统

一为 “妆”； “烟” “眕”统一为 “烟”； “冰” “
'

”统一为 “冰”； “遍”

“
(

”统一为 “遍”；“盝” “栖”统一为 “栖”； “
)

” “庵”统一为 “庵”；

“鯣”“琴”统一为 “琴”。

·１·凡　　例



４注　释

凡涉及诗作年、本事、特殊的典故与名物，皆出注释说明，常识性的典

故与名物皆不注释，以避赘疣。

凡人物字号、生平等内容前已有出注说明者，後续再次出现时，只提姓名，

不再详细注释，以避赘疣。

５纪　年

文中凡涉及年号纪年者，同一注释中同一年号连续出现或重复出现者，仅

标注首次出现的纪年，以避赘疣。例如： “顺治元年 （１６４４）以军功
*

二等，

四年九月
*

一等，寻封辅国公，六年十月
*

镇国公，七年八月授正白旗满洲都

统，寻封固山贝子”，“元年”“四年”“六年”“七年”等，属於连续出现，故

仅标 “元年”。

６文　字

凡散佚、漫漶文字，径以□替代，不再一一出校，以避赘疣。

·２· 清宗室博尔都 《问亭诗集》校注与研究



康熙丙子自序刻本 《问亭诗集》

问亭诗集序

问亭先生，固我太祖高皇帝之曾孙，而辅国恪僖公之子也［１］。尝出其所赋

诗歌一编，授简於琬，命为之序。琬［２］因复於先生曰： “文者，道之舆也。而

文之菁华是谓诗，则又莫非道也。”［３］昔者周公、召公皆以周之懿亲，夹辅王

家，翼亮数世。若文、武肇造於前，成、康丕承於後，诞集大命以诒後之人，

实惟二公左右厥辟。当其
+

，戮力协心，罔不夙夜，故能使盛德大业为周室冠

宜，无暇求工於一章一句与学士大夫竞能角长审矣。然而，考诸 《诗小序》，

《豳风》：《七月》《鸱?》《东山》，周公作也；《小雅》：《常棣》亦周公作也；

《大雅》：《公刘》《竳酌》《卷阿》，召公作也；《颂》：《清庙》《
,

文》诸什，

又周公作也。其旨婉，其思深，其词舂容而典丽，後之学者虽欲规模而则盕之，

不可得也。夫德业盛大
-

如彼，诗歌典丽又如此，一何其兼长与？盖文以载道，

周、召所得於道者深，斯不求工而无不工也。今天子以［４］右文之教［５］，昭示薄

海内外，方欲举末俗而返之成周，故於万几清闲［６］，屡出御，炳炳煌煌，譬

诸列星二曜，垂象无极。於是化之者，近自本支，远
.

臣庶，率皆竭鵰於踨苑，

回翔乎文圃，詀华撷
/

，应之若响，而先生则尤王家之卓尔者也。其学贯穿经

传，错综典故，而又深研性命之旨，博求天人之源。先生之於道也，琬诚愚陋，

不足窥测其所至。若其近体之清新，歌行之雄放，所谓载道之言之工，亦
-

传

诵而属和其一二矣。顾此，岂足以鰖先生哉？先生位虽尊，养虽厚，然犹杜门

勤学［７］，故其长隐而靡耀耳。傥天子迪简有道之佐，一旦得以懿亲出，寄心膂，

重任用，俾恢张，至治措天下於义安。然後尽发其所工者，上之播［８］为雅颂以

奏诸郊庙，施诸燕飨朝会，必能铺扬先烈，美至治［９］之形容；次之采风
0

，陈

劝戒，反覆，三致意焉，亦必与 《豳风·七月》者比。由此进厕周、召二

公之间，诚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美哉，斯编！其殆始基之矣。琬虽病且衰，谨

拭目以?，愿览观先生作之成焉。

长洲汪琬拜?

·３·康熙丙子自序刻本 《问亭诗集》



【校】

此序亦见於钞本、山师钞本以及汪琬 《钝翁续稿》卷十五。钞本、山师钞

本除个
1

字词明显因誊抄有误外，文字全同。 《钝翁续稿》题
2

“问亭诗集

序”，且文字出入较大，故用以对校。

［１］“辅国恪僖公之子也”，《续稿》作 “世祖章皇帝之再孙也”。

［２］“琬”，《续稿》
3

去。

［３］“文之菁华是谓诗，则又莫非道也”，《续稿》作 “诗又文之菁华寓焉

者也”。

［４］“以”，《续稿》作 “倡”。

［５］“教”，《续稿》作 “治”。

［６］“闲”，《续稿》作 “暇”。

［７］“杜门勤学”，《续稿》作 “未及见用，且复癴於求试”。

［８］“播”，《续稿》作 “作”。

［９］“至治”，《续稿》作 “盛德”。

【注】

汪琬，字苕文，号尧峰，一号钝翁、钝庵，江南长洲人 （今江苏苏州）。

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进士，官
4

部主事，迁员外郎，再迁刑部郎中。以病归

家，结庐於洞庭山尧峰之麓，以著书自
5

。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举博学鸿词，
授翰林编修，与修 《明史》。康熙二十年 （１６８１），告归。卒後，门人私醝文
介。汪琬通经学，善古文，生前刻有 《钝翁类稿》，凡诗稿十二卷、文稿三十

八卷、外稿十二卷；《续稿》刻於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凡诗稿八卷、文稿二
十二卷、

1

稿二十六卷。晚年重订诗文
2

《尧峰文钞》五十卷，其中诗十卷、

文四十卷。

据 《续稿》刻行时间，知此序当作於康熙二十四年 （１６８５）之前。另，序
文未以 “将军”谓博尔都，加之文中有 “长隐而靡耀”“一旦得以懿亲出”云

云，以及 《续稿》有 “未及见用”之谓，故可知汪琬作此序时博尔都尚未复

爵，结合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三月博尔都复授
2

辅国将军，故可进一步推知此

序当作於康熙十九年之前。结合 《问亭诗集》之相关诗作，博尔都与汪琬结识

当於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故此序当作於康熙十八年至十九年间。李圣华谓此
序作於汪琬入明史

6

之际①，即康熙十九年左右，时间较
2

契合。按，《钝翁年

·４· 清宗室博尔都 《问亭诗集》校注与研究

① 李圣华：《汪琬诗学思想管窥》，收录於 《中国诗学》第１５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谱》将此序定於康熙甲子 （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①，亦备一
7

。

“固我太祖高皇帝之曾孙”云云，太祖高皇帝，即努尔哈赤；世祖章皇帝，

即顺治帝福临。博尔都乃努尔哈赤四世孙，福临之再孙，故有此言。

白燕栖诗集序

余［１］获交问亭先生，即请
2

［２］白燕栖记，诺之而未就者行十年矣。白燕栖

者，先生读书之斋，以尝有双燕来巢，其色皆白，故?而名之以此。余初至其

所，於时春也。野卉杂花，蔓开廷除，红白满地。次年再过之，庭前两榆被霜

风吹，索索有声，落叶侵人［３］屐齿，窗外藓花被砌，蜗涎缘壁。左右视，不见

一［４］人。
8

立久之，始有蹩頢老者［５］来看客而入，殆忘其
2

王孙邸第。［６］此则

白燕栖之大概。余是时不待读其诗，知其清荡有意趣深於诗者也。今年三［７］月，

先生出其诗数种［８］，令［９］余一展读而次第之。虽一字句未安，必停墨再四定去

留焉。盖先生之
2

人，标格既
9

，而又济之以研摩之力，加之以
:

受之怀［１０］，

宜其诗之深造［１１］直似古人，且日进而未有已也。昔人评［１２］赵令穰画，生长官

邸，所见唯京城外坡坂汀渚。使其流览
;

楚江山之胜，取笔就当不正，此之所

谓诗人［１３］?不出五百里者也。今先生
<

长白之奇种，天潢之秀，朝请阙下，闲

行邸墅，非有幽深汗漫瑰特之观足以畅发其心志也［１４］。然一下笔［１５］，居然有

重山砯波［１６］，烟云洄?之势。由是观之，使李、杜、王、孟之辈，不遍历名山

川［１７］，?览奇胜，将不得
2

诸公之诗乎？故知书画一理［１８］，所贵其神明超俗

耳。语曰：不善?者，务观其外；善?者，务观其内。盖耳目之取笑［１９］有尽，

神明之所含蓄者难穷，此有待与无待之
1

也。句章姜宸英
2

书［２０］。

【校】

此序见於山师钞本、姜宸英 《湛园集》卷一，未见於钞本。山师钞本除个

1

文字有抄写之误外，全同。《湛园集》出入较大，故以
2

对校。

［１］“余”，《湛园集》作 “予”。

［２］“请
2

”，《湛园集》作 “请余
2

”。

［３］“人”，《湛园集》作 “入”。

［４］“一”，《湛园集》
3

。

［５］“者”，《湛园集》作 “阍”。

［６］“邸第”，《湛园集》作 “朱邸”。

·５·康熙丙子自序刻本 《问亭诗集》

① （清）汪筠撰：《钝翁年谱》，收
!

於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７６
"

，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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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三”，《湛园集》作 “二”。

［８］“数种”，《湛园集》作 “数求序”。

［９］“令”，《湛园集》作 “复令”。

［１０］“之怀”，《湛园集》作 “集益”。

［１１］“深造”，《湛园集》作 “清丽闲远”。

［１２］“评”，《湛园集》作 “论”。

［１３］“赵令穰画，生长官邸，所见唯京城外坡阪汀渚。使其流览
;

楚江山

之胜，取笔就当不正，此之所谓诗人”，《湛园集》
3

。

［１４］“也”，《湛园集》
3

。

［１５］“笔”，《湛园集》後增一 “辄”字。

［１６］“波”，《湛园集》作 “岭”。

［１７］“川”，《湛园集》作 “水”。

［１８］“书画一理”，《湛园集》作 “立言家”。

［１９］“笑”，《湛园集》後增一 “者”字。

［２０］“句章姜宸英
2

书”，《湛园集》
3

。

【注】

姜宸英，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明太常卿姜应麟曾孙，

与朱彝尊、严绳孙号 “江南三布衣”。年七十始举进士，康熙三十六年 （１６９７）
探花，授翰林编修，参修 《明史》。能诗文，工书法，著有 《湛园集》。

姜宸英此序原文用小楷，略带行书之意。① 文末有 “姜宸英印” “西溟”

“湛园所书”“白衣太史公”白文长方印。② 钱大昕有 “西溟以诸生入明史
6

充

纂修官，故有白衣太史公小印”云云，即指姜宸英以布衣荐修 《明史》事。

按，康熙二十一年 （１６８２）姜宸英应诏入
6

修 《明史》，但姜宸英迟至康熙三

十二年 （１６９３）方中乡试，三十六年方举进士，故有此谓。既然序文之末有
“白衣太史公”印，则此序当作於康熙三十二年之前。考虑到康熙二十八年

（１６８９）徐乾学败，解职南归，姜宸英偕行离京，则上限可再往前推至康熙二
十八年。故此序当作於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八年之间。

另，序有 “余获交问亭先生，即请
2

白燕栖记，诺之而未就者行十年矣”

云云，则二人结识当在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左右。按，康熙十七年 （１６７８）
底，姜宸英入京应博学鸿词，这一年博尔都与汪琬、施闰章、徐林鸿等应博学

·６· 清宗室博尔都 《问亭诗集》校注与研究

①

②

高军红：《从 〈六行轩姜帖〉看姜宸英书法的风格和历史地位》，载於 《书画世界》

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骆兆平：《天一阁藏碑帖概述》，载於 《文献》１９８９年第１期。



鸿试的人先後相识，则博尔都与姜宸英的相识亦当於康熙十七年底至十八年间，

恰与姜宸英所言相符合。

序中所言 “双燕来巢”云云，蒋进 《退庵遗稿》之 《丰乐楼·题皇孙博尔

都白燕栖》有 “
2

闻堂构初落成时，曾双飞白燕下”，索芬 《赠白燕栖主人》

（见收於 《辇下和鸣集》之 《晴云书屋稿》）有 “堂成白燕栖”，
7

的亦是博尔

都以双白燕来而筑成书斋之事。

赵令穰，字大年，宋宗室画家，宋太祖赵匡胤之五世孙，因博尔都亦
2

四

世王孙，故用以譬喻。此外，赵令穰身
2

贵族足不出京洛，擅画山水，随取郊

外作水村、烟柳、汀渚、湖塘一类景致，多作小幅平远之景，树叶以笔尖挥扫

而出，村舍以单瞃勾出，陂陀则粗笔抹出，笔?疏宕清润，设色淡雅秀润。博

尔都受宗室无外任不得随意出都的限制，足?亦在京师间，在这点上博尔都的

诗歌创作与赵令穰的绘画创作有相似处，故姜宸英用以譬喻。

自　序

凡物之鸣也，各有其时。鸟虫鸣於春秋，风雷鸣於冬夏。非时有待於物鸣，

亦非物自欲鸣於其时也。适值其会，不得不鸣，亦不可不鸣也。今天子当成、

康、文、景之时，备
=

、舜、禹、汤之德，宵衣旰食，孜孜求治，内外百职莫

不克勤克慎，以仰副圣心。驯至四海 安，时和物阜，复於万几之暇，时出御

昭示臣工，
>

然如二曜列星，垂象无极，宇内翕然风化。故都得优游盛世，

宴息寒窗，偶有篇章，无非歌盳升平，陶写性情之作也。正如芳林气暖，花下

莺啼，落木霜寒，草根虫响，风雷恒益於溽暑坚冰也。康熙丙子秋，予患脾症

百馀日，几登鬼
?

，伏枕捡向来所存之稿，离
2

三种［１］付梓，将以贻世。客有

讥之者曰：“夫如是无乃
2

名乎？”予应之曰： “予庸人也，岂可以圣人律我？

且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客又曰： “吾闻之词赋之学，壮夫不
2

。”予曰：

“予懦夫也。既非壮夫，安敢癴言小技乎？所谓春鸟秋虫自鸣其乐而已，庸何

伤？”客笑而退。因书之卷首，东皋渔父博尔都自题於爽园之白燕栖。［２］

【校】

此序原无标题，乃校者所加。此序亦见於钞本及山师钞本，除个
1

字词有

抄写之误外，全同。

［１］“离
2

三种”，钞本
3

去。

［２］刻本於此序之後钤有朱文 “问亭”、白文 “辅国将军章”方印。

·７·康熙丙子自序刻本 《问亭诗集》



【注】

刻本收诗体例乃以集诗，包括 《白燕栖诗草》 《东皋杂盳》 《茫茫吟》

《联句》《集句》《也红词》诸集。前三集收诗较多且集前皆有序文，故有 “离

2

三种”云云。其馀诸集皆无序文且收诗数量较少，当是附收之集。

博将军问亭诗集序 （丙子）

往牒谬徵，驱车闻驾。临流而恧，惧增怀鹤之猜；即席以思，喜与蛟龙之

选。悲含空扃，想断
:

轮。忽有玉树王孙金枝帝子，开桂堂而下士，敞椒壁以

招贤。红屏之姓氏，森然邹枚，咸在
@

榭之会盟，尚尔顾陆无多。樽酒犹
A

，

美人起舞；匣琴试抚，仙
B

狂吟。室
C

豹轩，
D

留鱼钥。於斯遇也，殊复快哉！

将军质讶天人，情忘物我。一时相得，辄勒珊瑚；片善讵遗，便书玳瑁。词江

泉盠，擅子政之忠忱；艺苑风驰，迈陈思之谠论。窃意永依丹陛，聊附文鱼，

长侍朱门，忝攀?虎，而
1

同芍药生枝，?裛冒秋露以先凋，比朝霞之易散，

屈程岁月已二十年，计越星河又三千里。君怀郑重，俨山瞸之难堪；臣节徘徊，

泣波澜之遽竭。倾聆高唱，许索荒言。恍惊稷下之齐驱；若拜河间之佳对。神

归铜辇，志绕□街。呜呼！白将盈，更作?梁之梦；丹心未化，当存入洛
之欢。

【注】

该序刻本原无，见於
;

农祥 《流铅集》卷九①。因题有 “丙子”自注，故

当是
2

刻本 《问亭诗集》所作，但不知何故刻本未收
?

此序，故将此序系

於此。

;

农祥，字庆百，号星叟，钱塘 （今浙江杭州）人，所著有 《萧台集》

《梧园杂?》《唐诗辨疑》等。
;

农祥於康熙十八年 （１６７９）曾入京应博学鸿
词，惜落选。

;

农祥至京师，客冯溥邸，与陈维崧、毛奇龄、
;

任臣、王嗣槐、

徐林鸿号 “佳山堂六子”。

结合序题所注之 “丙子”以及文中 “屈程岁月已二十年”云云，博尔都与

;

农祥的结识当於康熙十八年
;

农祥於入京应博学鸿词前後。

·８· 清宗室博尔都 《问亭诗集》校注与研究

① （清）
#

农祥：《流铅集》，收
!

於 《清代诗文集编》第１２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８１页。



目　
!

卷一 （五十八首）［１］

秋夜 （二首）［２］、砧、蛩、笳、雁、古意、七夕、夜、赠汪钝翁、香山晓

望、过友人山房不遇和壁间砋、西堤 （二首）、赠李天生、古意 （二首）、送睢

阳南?兼寄汪钝翁、九日、云骥桥、夜坐、南征、七夕、北湖、怀金子云、芦

溪寺、少年行、赠解三上人、秋日杂感 （五首）、?陈其年、望後一夕 （二

首）、和施愚山喜梅偶长至、寄怀王抡客、自君之出矣、失鹤、偶成、和?白

塔、万柳堂、盳鬃笔、将曙、报国寺古松歌、观汤季良点星图歌、答友人月夜

见怀、和友人听琴寄赠之作、寄怀梅偶长、送赵起伦、?放生池、登徐中山将

台、壁经阁、赋得新诗题罢雁初归、内城、喜王雪洲至并忆郢中诸子

【校】

［１］刻本原目
?

统计有误，卷一收诗实
2

五十七首。

［２］目
?

关於一题数首的组诗的标注体例是：首标诗题，次标序次。例

如，《秋夜》组诗的标注方式是 “秋夜二”，又如 《秋日杂感》组诗的标注方式

是 “秋日杂感二、三、四、五”，这样的标注方式在整理的时候多有不便，故

一?改
2

在诗题后标注数量的方式，如前二例的标注方式是 “秋夜 （二首）”

“秋日杂感 （五首）”，目
?

後文皆以此体例标注，不再详细
7

明。

卷二 （五十七首）

喜长沙岳州捷音踵至、留
1

睢阳、送徐大文南还、即事、雨後招毛大可梅

偶长邵培风集爽园分得时字、答施愚山过访见寄、春词 （五首）、过友人斋中

和砋、雨夕忆友、嘲友 （二首）、雨後对客、送友、送友?
E

东、送王四及南

旋、送周道士还山、秋、送李天生归养、答闲园内兄、春日送
1

邵培风 （三

首）、纪恩诗、谑友、西山道中、来青轩观海棠、洪光寺石磴、十八盘、碧云寺

听泉、退谷、烟霞窟、五花阁、玉泉山 （二首）、玉泉山遇风、望湖亭、?山、

西堤、太液晴波、玉泉垂虹、西山霁雪、居庸砯翠、临高台、访解三上人、秋

日杂感 （二首）、皎皎、雨中寄毛十九大可、元夕 （二首）、梳妆楼、白塔、钱

翁寿

卷三 （五十六首）

赠金子云、病中口号 （二首）、秋日怀澹士素庵出使口北 （二首）、坐容斋

·９·康熙丙子自序刻本 《问亭诗集》



迟孙
F

紫不至、杂盳、车中美人、景帝陵、秋雨、杂盳 （二首）、送毛大可南

归王咸中北?、招隐、听枫轩騭集、集晴云书屋、题
;

仲圭卷子、题王勤中画、

盆荷、题恽正叔画菊、书小儿扇、晚晴、和王阮亭题偶长画、读阮亭谢愚山敬

亭
@

雪茶作诗以索之、东行留
1

邵培风、送毛季莲、马上偶占、题文与可画竹、

?十里河园林 （二首）、
1

友人、暮秋怀王四及时在乐亭、题陈其年洗桐图、

与王阮亭约盳人日不果诗以促之、孙澹轩拥书堂听再远上人弹琴、寄怀汪钝翁、

悼睢阳、赠澹士内兄、东行留
1

阮亭钝翁愚山其年大可蝶园诸子 （三首）、再

呈诸子、送
1

汪钝翁、宿烟郊寄京中诸友、五里桥寄京中诸子、登
1

山、宿
1

山、香花寺、北平道中、九峰山端阳日作、望海楼、海岸怀友、姜女坟、秋怀、

短歌祝石先生暨李夫人六?、客至

卷四 （六十六首）

送素庵监牧口北、雨夕怀蒋度臣、夜坐、秋夜忆旧、送友人南归、席上有

赠、无题、杜门、饮炼石居、嘲友人纳姬 （二首）、答古香见赠之作原砋、早

朝、野望、宿石碑驿、淋河、翠屏山、石门、宿蓟州城西寺题壁、宿鸟鸣山、

鸟鸣山、烟郊闻笛、蓟州、同友人坐话、盘山、怀澹士内兄随驾出猎口北、盳

红叶有感 （二首）、春日送
;

冰持归里、题闲园内兄引苍亭 （六首）、与蒋度臣

夜坐、口号嘲友人纳姬、集晴云书屋、送刘继庄南旋、金水桥望月与孙澹轩分

砋、招毛季莲蒋度臣集白燕栖、和王孝阳题扇诗、秋日过故人墓、宿石门、西

山道上、桃花寺、桃花寺壁间读沈文敏诗有感、独乐寺太白楼、送闲园内兄北

征、翠微山访济上人不遇、送友人北征、送澹士内兄北征、怀闲园内兄 （二

首）、送梅偶长还里、送易斋出使口北 （二首）、春尽日 （二首）、淫雨四章章

四句 （四首）、题宋声求送舅还乡图、赠王石谷、赠苦瓜和尚

卷五 （四十六首）

题友人山房、退谷广泉寺、友人丧姬、中秋集留云轩、送康义生中丞之任

蜀中 （二首）、题李营丘万松金阙图、弹琴峡、关外作、登矱鸣山、送冯文子

南旋 （三首）、寄怀王麓台、索王麓台画、赠歌者并嘲白太仆隋太史 （五首）、

题巨然画、题
G

子久晴峦暖翠图、题董北苑万壑响松风百潭度流水图、题赵大

年画、题赵子昂水村图、题王烟客画、宋声求招集孙北海碧梧轩、登高不果、

春?曲、题王麓台癮倪高士画、月下美人、?姜司谏、题怀来店壁嘲易斋 （二

首）、留
1

、怀?西山诸子、香山、欲?五花寺不果、登独乐寺观音阁有怀李

白、送王四及 （二首）、幽意、题王叔明庐山高图、潞河晓发、毛季莲蒋度臣

宴集白燕栖分赋、有赠

·０１· 清宗室博尔都 《问亭诗集》校注与研究



卷六 （五十六首）

冬日喜华子千至得浮字、慰毛季莲落第、送毛季莲南还、送陈叔毅南还、

?安和王园林有感、题闺秀徐昭华凤凰於飞楼诗集 （二首）、赠顾梁汾次韩元

少砋、送顾梁汾南还、答纳仁庵、?仙、送拙斋随驾北巡、送苦瓜和尚南还、

谢审籁惠鹤、题徐周臣携琴小像、盳雪、题米元章潇湘风雨图 （二首）、雪中

同麓台闲园素庵子千集听枫轩、有待、除夕、怀关外友人 （二首）、赠兼山、

湖干曲、素庵晴云书屋成同
;

天章陈叔毅沈客子宴集分砋、题倪云林画、雨後

同澹士素庵集闲园、盳灯花、怀关外友人、杂忆 （三首）、无题、贺素庵太仆

（二首）、同澹士素庵集闲园、题海月上人行
H

图 （二首）、雨中和古香、归来、

题云深处、题画赠
G

尊古、赠素庵、戏赠素庵纳姬 （二首）、有赠、题沈客子

林屋山居图 （四首）、送华子千南归和元少砋、又呈子千［１］ （四首）

【校】

［１］“又呈子千”，正文标题仅作 “又”。

卷七 （五十四首）

秋日早朝、盳篱、景山御前较射、题高房山云山图、赠王石谷、送李万资

北?、送古香出塞、同马继人约斋潞河泛舟 （二首）、有感而作 （二首）、题兼

山画蝶、索公园作、西峰草堂盳
G

叶、秋夜怀澹士素庵果亭出塞、雨後坐闲园、

哭蒋度臣、喜杨玉符奉诏归田 （二首）、盳百蝶扇、赠内、长至送
1

王孝阳出

塞、冬夜集古香斋分砋、冬夜集红兰室小饮分砋、赠
G

尊古 （二首）、赠陈二

健夫 （二首）、和季伟公过访留
1

原砋 （二首）、再和前砋 （二首）、三和前砋

（二首）、四和前砋 （二首）、秋日送
1

季伟公还馀杭、秋夜与毛季莲对月、秋

日怀毛大可、寄怀季伟公、索麓台画、送澹士素庵随驾出塞 （四首）、畅春园、

有怀、嘲素庵、送朱赞皇南还和古香砋、送王东发丁艰南还、秋日过红兰室、

哭华子千、惆怅、题画赠
G

亦陶

卷八 （五十九首）

纸鸢、兼山自塞外以缭绫手帛子书怀予诗二首见寄漫成二绝 （二首）、怀

兼山出塞、题兼山出塞诗後、再题出塞诗後、题兼山画得蝴蝶忽然满芳草图、

古香过访?贻
I

章赋答 （二首）、送根洁上人南还并柬伟载上人、寄题王景州

草堂、赠张山来、寄查二瞻、题
;

江双节妇传後、送王石谷宋声求杨子鹤诸子

南还、题叶季良小像、赠渔阳隐者、和青砶春日过访见怀原砋、送儿子成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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