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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光绪年间云南昆明的 “莲湖吟社”，是以朱庭珍为首创立的一个重要诗社群体，在当时诗坛有

一定的影响。该社成员多达十四人，其中有享誉云南文坛的赵藩、张星柳、李坤等人。“莲湖吟社”刊有

社诗总集 《莲湖吟社稿》，是一个比较典型而又具有特色的文学社团，对 “莲湖吟社”的成立、社员构

成及交游、集会地点、社稿结集等进行初步梳理研究，可认清其在晚清云南诗坛的影响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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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云南颁布了有关经济、
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的政策，云南与中原地

区交流日益频繁。军事镇守、官员贬谪、推行科

举、兴办学校等诸多因素，推动了汉文化对云南文

学的影响，使得云南文学逐步发展。此时士阶层的

崛起，诗人群体的涌现，诗人集会活动的出现，便

成为了云南诗社产生的重要基础。诗社的产生起初

是为文人唱和与文学创作经验交流而提供的一个平

台，后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有组织者、组织规则，

以及有编纂相关典范性文选的群体。云南诗社现可

考最早的出现于明代正统年间，陶凝、汤琮、张志

学等人所结 “永昌诗社”，后有雪峰社、黄山净莲

寺诗社、桂香诗社、共联吟诗社、如兰诗社、吟秋

诗社、翠屏诗社、南雅诗社、螺峰莲社等，逐渐发

展成熟。学界对于云南诗社的研究，除袁志成的

《晚清民国文人结社的组织类型及其特点》［１］和

《文人结社与晚清民国云南诗风演变》，［２］两文从宏

观层面对晚清民国云南文人结社进行了勾勒外，茶

志高的 《“永昌诗社”考》［３］ 《陈佐才 “雪峰社”

及其遗民心态》，［４］朱则杰、黄治国的 《“翠屏诗

社”考》，［５］李超的 《紫微山房诗社考》，［６］上述四

篇文章对云南诗社个案考察较为具体。在众多云南

各地方的诗社中，晚清时期昆明的莲湖吟社是现存

为数不多辑有社稿的诗社之一。该诗社成立于光绪

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孟夏，主要集会于翠湖，《莲湖
吟社稿》云： “其例每月择日一会，公宴于集翠



轩，风雨无阻，同人以次为东道主，至则各出一月

所作，互相就正，录其隹者，传示同好”［７］２。可

见，晚清昆明的莲湖吟社已有较为规整的组织形

式。因此，笔者拟先考察晚清昆明莲湖吟社的创立

及成员组成，以及该社 《莲湖吟社稿》的基本情

况，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该社结社活动，及莲湖吟社

在当时云南昆明诸多诗社中的地位与影响。

一、莲湖吟社的创立及社员考

莲湖吟社成立于清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由
朱庭珍担任社长。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八月，
社长朱庭珍乡试中举，北上应试，莲湖吟社中断集

会。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秋冬，朱庭珍归滇，
光绪辛卯年 （１８９１年），陈鲲 《集翠轩诗钞》，朱

庭珍 《穆清堂诗钞》，均有 《辛卯端午后一日同人

复举莲湖吟社于集翠轩即事述怀》一诗，另陈鲲

《集翠轩赏菊》有言 “续起莲湖社，频开集翠

轩”［８］１０７一句，可见莲湖吟社在朱庭珍回滇后，又

恢复了集会。光绪十八年 （１８９２年），张星柳、陈
鲲、陈霖、李坤写有 《闰六月，积雨初晴，湖水

盛涨，与同人放舟近华浦登大观楼》，光绪二十二

年 （１８９６年），李坤 《思亭诗文钞》卷三有 《丙

申元日夜大雪，晓起登筱风阁，次东坡聚星堂韵，

索莲社同人和》，可见莲湖吟社复集后多年仍有社

团聚会。后可考各社员别集中关于复集莲湖吟社后

聚会的记载甚少，据赵藩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
所作 《送雷三菊凤鼎之陆凉州记室》，朱庭珍 《送

陈又星庚明入都并柬令弟月溪毕明》，陈鲲 《送李

厚盭孝廉坤北上》《霖儿三入闱不售，以鹾尹卜筮

仕滇寓言五首以示》，以及赵藩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
年）前往四川酉阳任知州，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年）
张星柳病逝，可见莲湖吟社成员或因做官离开昆

明，或病逝，诗社复集后尤甚，人员逐渐变少，导

致诗社日渐衰败。直至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
朱庭珍卒于会泽，陈鲲有 《哭朱小园孝廉廷珍》

曰 “才名追竹墟，吟社失莲湖”，［９］５８可推测莲湖吟

社因朱庭珍逝世而解散。

《莲湖吟社稿》有言：“自咸同军兴后，老成

凋谢，风雅日衰，心窃虑之，爰与同志诸君子结吟

社于莲湖，非流连诗酒以倡予，和女为乐也。远寻

坠绪，勉继前修，借以歌咏升平，或于雅道，不无

小补焉。”［７］１－２在时局动荡、百业凋敝的社会背景

下结社于莲湖，即今之翠湖。成立莲湖吟社，集会

于集翠轩中，是为举选时贤，“存现在之隹章，励

后来之进境”［７］３复 “古人敬业乐群之遗境”［７］３－４。

诗社以同题而作，互评诗稿的方式进行诗艺的切

磋，并将最好的诗作收入诗稿，“同人以次为东道

主，至则各出一月所作，互相就正，录其隹者，传

示同好，有持旧稿商榷者亦拔其尤，附录于后。而

于是日，公拟二题，分体分韵，各尽所长，另汇一

册，存诸社中。日月既久，积成巨帙，兹合而辑

之，选其最工者付梓，庶不负同人苦心。凡编中同

题者，社日会课作也。其不同题者，则平日所作，

及从前旧稿，经社友印，可录存者也。”［７］２以该方

式收录的社稿，包含了十四位成员的作品，以下对

十四位社员逐一进行考察。

朱庭珍 （１８４１年—１９０３年），原名庭凯，字
舜臣、梅臣，又一字筱园、小园，号诗隐，云南石

屏人，乙亥副榜，生于道光二十一年 （１８４１年），
卒于光绪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年六十三卒。与杨
高德同辑 《莲湖吟社稿》，著有 《筱园诗话》四

卷、《穆清堂诗钞》三卷、《穆清堂诗钞续集》五

卷，另有 《北征集》 《莲湖笔记》 《莲湖诗话》，

惜未见其传本。袁嘉谷先生道：“朱筱园先生 《穆

清堂诗钞》初集、续集，脍炙人口。壬寅之后，

应试汴州，有 《北征集》未刻，盖佚者不少

矣”。［１０］６６９朱庭珍为人慷慨爽朗，交游广泛，“张星

柳、陈
#

早卒，出资为刊其诗文稿”［１１］３２７，其亦爱

才惜才， “尤喜奖掖后进，其所品题，多成名

者”，［１１］３２７ “性爱才，宏奖后进，说士甘肉，厚庵

太守乃其诱导而成者”。［１０］５５５由于其才德出众，与

十余人结莲湖吟社，被推为社长，“光绪中，与山

阴陈
$

父子，石屏陈庚明，昆明张星柳、施有奎、

李坤，剑川赵藩，保山吴世钦，晋宁宋嘉俊，临川

雷凤鼎、陈宪等名士十余人，结莲湖吟社于昆明，

诸人推为社长。”［１１］３２７施有奎对朱庭珍带领该社的

成果作出了评价：“筱园结社以进同人，后生小子

蒸蒸日上”。［１２］１７９５８朱庭珍以自己的才能见识为莲湖

吟社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其与杨高德所共

辑的 《莲湖吟社稿》更是为后人研究该社留下了

十分宝贵的资料。

陈鲲，字南卿，又作兰卿，浙江山阴人，由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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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纳粟，官云南知县，擢赵州知州，候补知府，后

不复回籍，解组后，筑集翠轩于翠湖东，卒年八十

四，著有 《集翠轩诗钞》二卷，《集翠轩续钞》一

卷。“南卿多才艺，风雅性成，工诗能书，尤精于

画，写生设色，妙逼南田。吾滇用兵，即佐戎幕，

军书劳午，不废啸歌，先后十有八年，积功进秩二

千石，历蜀大关丞，赵州牧，均有政声，遂以才受

知大府，而忌者多矣。罢官后，奉母寄居昆明，治

园种花为集翠轩。杜门课子，暇即娱情翰墨，精凿

别书画，与同人结诗画两社，皆极一时之盛。诗品

如元人淡绿山水，着笔不多，而云树萧疏，丘壑深

秀，自有天然气韵，昔人所谓初日杨柳，清水芙

蓉，仿佛似之。”［７］８－９陈荣昌、赵藩极为仰慕陈
$

才情，均为 《集翠轩诗钞》作序。谭宗浚曰：“太

守十载从军一行，作吏杨蕤脱颖出匣，生临虚，

吊古回天地于豪端，把酒抒怀，走风云于纸下，况

夙尚丹青之技，允足为金碧之光”。［１２］２４１８６

陈霖，字雨苍，号时斋，兰卿之子，监生，著

有 《好湖山楼诗集》。 “同社中惟雨苍年最少，家

多藏书，复无外事撄心，获以间身尽力于学，亦人

生难得之境矣。雨苍初未攻诗，社期时至时否，作

诗不多。而其诗气机清婉，词旨条畅，雅谐唐音，

则天质之美，洵有过人者。若加以学力，积久不

懈，何难深造哉？”［７］２７

朱芬，字竹虚，石屏人，朱庭珍之弟，光绪己

丑年举人，光绪庚寅年进士，官直隶新城知县。杨

竹溪曰：“竹虚赋性好书，诗笔苍秀，始工造句，既

而讲求法，渐能自出新意，诗境顿进。”［１２］２３８１４ “惜

累于家计，弗克竟学，中辍者二十余年，前岁入诗

社，仅半载，即归。故所作甚少，未知别后”。［７］５６

陈庚明，字又星，石屏人。同治癸酉拔贡，光

绪辛卯举人，历官弥勒、安宁训导，著有 《愿学

斋诗文集》，卒年六十三。 “庚明博学多才艺，尤

长于古文。诗与朱庭珍、张钊
%

齐名，二人皆以奇

横雄推之。”［１１］３２７ “又星生负俊才，未冠即以诗鸣

于?南。时朱次民先生方以诗诏后学，又星久从之

游，功力弥进，造诣日深。先生门下才士，不下数

十人，独心折又星，将掖之殷，期许之厚。虽令狐

于玉溪，顾况于香山，无以过也。诗则苦心孤诣，

力求生新，不肯一语独人，其锐笔英思，直欲洞穿

七札，横扫千军”［７］６８又星 “中年与庭珍等结莲湖

社于昆明，才名籍甚”。［１１］３２７

吴世钦，“字绍春，保山人，监生，官刑部员

外郎，著有 《袖狱庐诗钞》。绍春慷慨负用世才，

工诗，能画自雄，诗亦豪爽，肖其为人，惜仅至一

二社，所作不多，故所录止此。”［７］８１袁嘉谷道：“保

山吴太守世钦，神气静穆，豪饮工诗”“生造之笔，

飘逸之思，自盛唐出，盖五塘、穆清之次”。［１０］４７７

赵藩，字樾村，一字猿仙，又字介庵，别号暖

仙，晚号石禅老人，云南剑川向湖村人，白族。举

人，官易门县训导，候选知县，著有 《向湖村舍

诗文集》《小鸥波馆词钞》 《桐华馆梦缘集》等。

生于公元１８５１年， “民国十六年 （公元１９２７年）
九月二十六日病故于昆明寓所，终年七十六

年。”［１３］１００ “剑川远在滇西，山水奇秀，代有闻人，

樾村生负异才，知名最早，于戎马业中，笃志风

雅，卓然自立，信豪杰之士矣。其诗月锻季炼，工

侯极深，各体兼长，不分唐宋。而气体高华，骨韵

生峭，笔力苍劲，法度谨严，洵人所应有尽有，人

所应无尽无也”。［７］８５

张星柳，榜名星源，字天船，昆明人。光绪丙

子年举人，著有 《天船诗集》。 “天船生负异才，

其气不可一世，少孤，遭乱家落，刻苦自励，遂以

文学知名”［１２］１８１１４其 “肆力于诗，自树一帜，雄视

滇中，尤以七古擅长。已而举贤书北上，造诣日

深。其生平论诗独宗髯苏，然古体中生刻老练处，

时出入于涪翁、放翁之间，不尽得力东坡也。”［７］１１７

朱庭珍十分欣赏他，“以女弟为其继妻，时星柳年

四十，庭珍妹甫及笄”［１１］３１５ “星柳性刚直，急朋友

之难，不畏强御，既屡困春官，又孤傲自矜，非其

人不友，非其友不交。言尤恶官吏，内而枢臣，外

而疆吏，鲜当其意者，每一谈及，唾骂不遗余力，

以此为众所嫉。郁郁不得志，年四十八卒”。
［１１］３１５许廷培曰：“天船之诗适肖天船之人，不谐于

今，必谐于古”。［１２］１８１１４

施有奎，字聚五，号文晏，昆明人，光绪丙子

年乡试第一，屡上春官不第，后退隐为商，著有述

论及文集。聚五 “性傲岸不谐俗，人称之曰 “纽

松”，有奎乐受之，不以为忤”，［１１］３１５其为人热心

“凡地方公益事，每并力为之”。［１１］３１５至于诗文，

“聚五平日以古文名，一意著书，未尝攻诗

也。”［７］１３５ “所为文辞，皆有古法”［１１］３１５ “近岁始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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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诗，笃志凝神，用心良苦。结社之初，同人皆

谓恐非所长，而聚五每题到手惨淡经营，不轻落笔

既成，往往再易其稿，必求当意，始快数社之后，

诗境日进。其合作出以苍劲之笔，不惟能造句且能

造意，几与老手无殊。”［７］１３５

李尚德， “字懋卿，云南昆明人，廪生，著有

《诗雅堂诗集》。懋卿，隐于陶朱，计然之术，遨游四

方，商不废学，旋里后折节读书，有声庠序，与同人

结社刻意为诗，可谓英年有志之士。其诗皆社中所

作，清老深秀，动合古法，且能时见作意”。［７］１４２

宋嘉俊，“字荩臣，云南晋宁州人，廪生，著

有 《赋梅馆诗集》。荩臣诗骨清雅，笔力轩轩，而

能按声调谐音节，殊不易得。惜终岁设帐，暇日绝

少，社期多以事不至，诗甚寥寥”。［７］１４７

陈度，字古仪，一作 “古逸”，云南广西直隶

州，廪善生，原籍江西，“民国后一度任外交司，遂

终隐于滇。晚年殚心佛法，四方崇仰，夙工书画，

尤长倚声”［１４］６６３著有 《爱影斋诗集》《皱波词》《昆

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 “古仪诗笔工丽，始则专

求，秀句以晚唐为宗，品近元人。自入社后，力变

旧体。所选诸作，皆典雅苍健，落落大方，格在中

盛之间，渐入佳境矣。古仪年少力强勤学，好古其

精进，正未有艾。吾初见其诗目，以艳才不意进，

而弥上如是之连殊，笑向者所知之浅也。”［７］１５３

雷凤鼎， “字仪臣，一字菊农，江西临川人，

监生，官主事，著有 《灵谷山房集》 《柄瓯词》。

菊农天资颖悟绝人，自幼酷嗜风雅，所为诗如谢家

子弟，挥銮清谈，望而知其英俊。与子宜厚庵尽臣

诸君结社于昆华，互相切磋，值吾滇老成凋谢，提

唱乏人，无识者转自笑之。老友杨竹溪邀予入社，

相得甚欢，三载以来，赏奇析疑，极诗酒友朋之

乐，而浮议息矣。诸君子少年英才，萃于一时，得

同社砥砺，相与有成，亦艺林佳话也。菊农诗自入

社而一变，语必求生新，法必求细密，骨必求坚

卓。而傲岸不群之气，时溢于笔墨之外，至其清快

处，几于并刀剪水矣”。［７］１７０

李坤，字厚庵，一字栎生，别号思亭生，昆明

人，廪生，著有 《思亭诗文钞》《发华堂诗集》《雪

园诗钞》《云南温泉志》 《明滇诗拾遗》 《齐风说》

等。“坤生于甘肃，六岁背诵四子书，终卷不遗一

字。稍长还滇，师事大理杨高德、昆明施有奎，二

人皆器之。后复从石屏朱庭珍游，学业愈进”。［１１］３１５

“厚庵好学深思，孜孜不倦，锐意以古作者自期。其

诗真而能腴，朴而能雅，高而有韵，秀而有骨，一

种清华之气，扑入眉宇。自结社后，日相过从，精

究唐宋大家义法。于是练笔练意，心摹手追，壁垒

改观，旌旗生色，知良工心苦，不徒恃得天之忧也。

南海谭叔裕先生，持节滇中，以古学试士，少当意

者，顾最激赏厚庵，每课皆拔冠一军，临行不

置，所以勉励期望之者至殷。虽先生好士之诚，亦

厚庵才有以致之，吾滇后起之彦，其在斯乎。”［７］１８７

莲湖吟社的成员主要由居住于昆明当地的人组

成，他们之间或为至交，或是亲人，或为师生，其

所组成的关系网成为了莲湖吟社结社的主要成员构

成，呈现出云南晚晴时期结社的鲜明地域性。

二、莲湖吟社结社活动及社稿结集

莲湖吟社的集会时间一般是 “每月择日一

会”，所选的一日有时会是某个传统节日，如重阳

节，则登高而作，如 《九日登螺峰顶望滇池放

歌》。或是某位先贤的生日或祭日前后，如 《十二

月十九为苏文忠生日同人置酒集翠轩礼像赋诗》，

则为纪念苏轼十二月十四的生日所作。还有许多泛

指的时间无法具体考证，有时会是刚好某种花盛开

时，则会选择一处赏花的胜地，写景抒情，如春光

正好，茶花、水仙花盛开的日子，夏日荷花盛开的

时候，或是冬日里龙泉观正好赏梅的时候，如

《华亭寺看茶花》《水仙花》《菜海看荷花》《龙泉

寺观梅花》。

关于集会的地点，一般是 “公宴于集翠轩”，

但外出观赏人文景观和自然的景观的时候也有很多。

文人集会多讲求风雅， 《莲湖吟社稿》中记录最多

的则是怀古之作，社员们时常会去一些具有文化意

蕴和历史记忆的遗址中去追忆昔日的风雅，如 《陈

圆圆梳妆楼故址》，“当年粉黛已凋零，愁煞吴宫草

尚青。翠羽明征幻影，缁衣禅榻似通灵。半生缘

分同残月，一代雄藩愧小星。独幸滇南留艳迹，至

今凭吊惜娉婷”，［７］１３１抒发了对于陈圆圆下场的惋惜

之情。如 《碧书院感怀杨文宪》一题，社稿中收

入了朱庭珍、赵藩、李尚德、张星柳、李坤五人的

诗作，李坤所写的其中一段道：“惜哉春华掩秋实，

齐梁绮丽矜皮肤。夕阳渐下烟模糊，打门叶碎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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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明朝更寻石淙路，仰止高山无处无”，［７］３１４张星

柳道：“登临幽绝著谁称，孤臣放士和诗狂。公之神

灵应恋此，招魂未肯归故乡。”［７］１２４五人所作该题无

不对杨升庵的才华大家赞赏，又对其被贬谪感到愤

愤不平，同时对其最后魂未得归故里，卒于戍所感

到痛惜。其次，除集会于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古迹

外，还会选择风景绝佳处，写景抒情。在湖光山色

中，赏美景，述时情，写佳作。在三百二十八首古

体诗中，写于翠湖所见美景的就有十四首，如 《菜

海杂咏》《菜海看荷花》《碧漪亭观鱼》，见滇池之

景，有感而发的诗作有七，《由滇池泛舟至晋宁登梁

王山纪游四首》《九日登螺峰顶望滇池放歌》，还有

《题海心亭雪浪石屏》《龙泉观看梅花》等。还有很

少一部分是集会于诗社社员居所所作，如 《题赵樾

村明府藩剑湖鱼隐图》，该题同社有五人诗作被收入

社稿，赵藩家住剑川，居所旁即剑湖，“遥青环簇山

苍苍，小舟垂钓湖中央。微风荡漾烟波长，偕隐况

复携红妆。先生家在湖之旁，数椽老屋相低昂。庭

纳山色窗湖光，桃源讵许夸仙乡”。［７］１７７通过以上论

述，会发现莲湖吟社活动虽有固定的集会场所，但

实际上还有许多的 “户外活动”，除集翠轩集会外

以昆明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为主。

莲湖吟社的结社活动主要以集会和编选诗文总

集的文学活动为主，集会活动形式简单，每次由一

位社员统一出题，每位社员有轮流出题的机会，其

余社员根据同一个主题进行写作活动，最后由评判

人进行评判，选择其中较好的作品收入诗集中。评

判人一般由德高望重且诗学功底深厚的人担任，如

杨高德以及社长朱庭珍。集会所出的主题类型有针

对某一景色感怀而作的，如 《圆通寺》 《潮音洞》

《仙蝶园》《题海心亭雪浪石屏》。有对某一历史典

故进行阐发的，如 《凤凰来》源于 “凤止阿房”

的典故，《白水谶》出自王莽进行第四次货币制度

改革，铸造了 “货币”和大量的 “货泉”的历史

事件，《五斗粟》源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

事。还有一些对画作书法为引用对象的，如 《观

赵文敏金书法花经残本》 《观吴道子画大士像石

刻》《题钱南园侍御仿赵子昂八骏图》。有一些是

为感怀先贤而作的，还有更有趣的一些会以食物、

游戏等贴近生活的事物为主题，如 《鸡枞》 《槟

榔》《诈马》《什榜》《相扑》。另外，除所规定的

题目对诗歌创作有所限制外，有时对于诗歌分韵也

会有所要求，如 《谒升庵先生祠三十韵》《谒升庵

先生祠二十韵》《论宋元明诗绝句二十首》。

至于 《莲湖吟社稿》，其中收录了陈
$

诗４０首，
陈霖诗２２首，朱庭珍诗３３首，朱芬诗２５首，陈庚
明诗１６首，吴世钦诗３首，赵藩诗３８首，张星柳
诗２５首，施有奎诗５首，李尚德诗５首，宋嘉俊诗
１２首，陈度诗２９首，雷凤鼎诗４１首，李坤诗３４
首，共古今体诗３２８首。其中只刊刻每人社中会课
之作，“凡平日诗，概从割爱”。［７］３另外，每人名下

各作小传，使读其诗之人兼知其人。收录诗人先后

按岁数排序，年长者先录。另外，据赵藩 《向湖村

社诗初集》 《向湖村舍诗二集》中对于赵藩所作诗

歌年份的记载，又莲湖吟社所作诗均每课同题而作，

可知诗集中所收录的题为 《拓边楼晚眺》 《礼像赋

诗》《补群贯宫中晓寒歌》《钱南园侍御杜少陵垂鞭

&

鍵图》均为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所作，《龙泉
观看梅花》《白水谶》《青城哀》《凤凰来》《鹦鹉

梦》《菜海看荷花》《菜海杂咏》《碧书院感怀杨

文宪》 《水仙花》 《昆明怀古》均为光绪十三年

（１８８７年）所作，《永北壶山石壁吴道子画大士像》
《唐庄宗李存勖》《晋高帝石晋塘》《鸡枞》《槟榔》

《观赵文敏金书法华经残本》 《圆通寺》 《咒龙台》

《明月石》《潮音洞》 《采芝径》 《衲霞屏》 《招鹤

堂》 《仙蝶园》均为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所作，
以上题目为名的诗作已占 《莲湖吟社稿》所收录诗

作半数之多，由此可见其中所收录的诗大都于光绪

十二年 （１８８６年）至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年）所作。
而随着社员或病逝，或去往外地做官逐渐减少，也

导致了后期诗作的收录社稿中并不多。

三、莲湖吟社的影响与贡献

云南诗社现可考最早的是明代的永昌诗社，后

有嘉靖时期黄山净莲社，明末雪峰社等，清代云南

诗社，有清中期以苏鳾、彭南池为首在大理弥渡成

立的紫薇山房诗社，咸丰时期云南顺宁以袁谨倡为

首创建的吟秋诗社。莲湖吟社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是继吟秋诗社二十几年后，创立的第
一个晚清民国云南文人社团，其为后继云南社团的

纷纷建立，如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年）创立的翠
屏诗社，光宣时期的如兰诗社，民国三年的桂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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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以及民国二十二年 （１９３３年）的南雅诗社，有
着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翠屏诗社社员有六十余人

之多，与莲湖吟社一样，由一人出题，众社员同题

创作，每月汇课一次，佳作则入诗稿。如兰诗社主

要成员许印芳，南雅诗社重要成员袁嘉谷与莲湖吟

社的部分社员来往甚密，颇有渊源。袁嘉谷 《卧雪

诗话》中多有提及其与朱庭珍的交往，以及与其老

师许印芳三人的唱和之景：“惟记少时从筱园谈诗，

筱园云：‘歌中不苟凭依乃足贵，屈伸在己，藤犹龙

大可删去。’”［１０］４９５ “句町三洞以泸江之水横穿山底，

伏流数里，可谓奇境。咏三洞者如阿迷万端友句云：

‘白云来往红尘杳，两窍容光天罅小。虚布折旋笑俗

人，足音空洞声声晓。’五塘师句云：‘马蹄踏碎冈

峦影，路转冥然堕眢井。’筱园句云： ‘曲曲水外

水，直直峰上峰。峰峰互离合，水水交横纵。不雨

雨气墨，不风风涛洪。时出时入云，半枯半活松。’

皆难状之景。”［１０］５２１－５２２袁嘉谷与李坤师出同门，都

是许印芳的弟子，“厚庵同年，诗才直嗣遗山，久有

定评。当谭叔裕观察莅滇时，提倡风雅，于五塘、

向湖、穆清相契最深。年少英才，则以厚安为最。

厚安深思苦读，卓然成一家言，可谓不负所知。经

正院中诗才林立，五塘师极赏厚安，厚安称余五律，

而余称厚安七律。七律本不易言工，厚安外当推小

帆，同调虽多，罔不敛手。”［１０］５４０袁嘉谷与陈度，也

多有交往，“古仪同年同研，同谱同官，同居同老。

今六十矣，两诗祝之”，［１０］６９９ “古仪工吟，夙有神

慧，赠余诗”。［１０］７７３另外，赵藩与南雅诗社成员赵式

铭同为大理白族人，赵藩曾多次为赵式铭举荐工作，

“宣统三年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经赵藩推
荐，返回昆明任云南都督蔡锷的纪实”。［１３］２４２ “民国

五年 （１９１７年），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因赵藩
之荐，任交通部路政司司长兼八省铁路督办公署秘

书。民国八年 （１９２０年）政局变动，随赵藩还滇，
供职省府督署”。［１３］２４２

以上论述可知莲湖吟社成员与其他诗社成员多

有交集，不难推测莲湖吟社为其他诗社的创立产生

了一定影响。南雅诗社倡建者由云龙，在其 《定

庵诗话续编》中提及莲湖吟社道： “闻道管领骚

坛，两开南雅，莲社风流继”，［１４］６６３重现莲社风流

已成创立诗社的目标，开创莲湖吟社所带来的诗风

已成人们心中的向往。《卧雪诗话》有云：“滇中

风雅自髯翁、荔扉、栗亭、寄庵、古村、矩卿后，

五塘师提倡指导，传书为多。惟五塘重自修，不重

结社。同时有竹溪先生，独倡莲湖吟社，名流憬

集。兰卿、筱园、向湖、天船、聚五、镜澄、古

抑、厚安、菊农、雨苍，其著也。刻立，能诗文，

工象棋，时艺尤高。高年硕德，宏奖后进。”［１０］７４３

可见这样 “名流憬集”是人们心中所愿，而以创

建诗社来 “宏奖后进”的方式培养人才，更是为

促进云南地方文学的繁荣做出了极大贡献。总言

之，莲湖吟社为晚清民国时期重振诗坛，重现雅道

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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