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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的序中写道：“秋槎名廷中，字幼卿，云南宜良人。”蒋因培为严廷中之好友，则其记载应当可信。

严廷中年谱简编

张一粟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严廷中是活跃于清代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的云南著名文人，他才华横溢，在诗歌、戏曲、文学

理论等领域均有著作传世。其少时随父亲仕宦在外，成年后又出仕山东，游历京师、江南等地。在江南

期间，倡春草诗社，和者众多形成风尚，在云南省内外均享有较高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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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严廷中 （１７９５年—１８６４年），字幼卿，号秋

槎①，一号岩泉山人，云南宜良人。严廷中祖籍江

苏如 ，其先祖后迁往江阴，最后迁往云南宜良。

其在诗作 《镜寰将赴曹县来姜山话别》中自注：

“予祖籍如 由如 迁江阴再迁云南。”［１］册１严氏家

族在宜良颇有文名，据 《宜良县志·卷九上·人物

志·文苑五》记载，严廷中高祖父名应昌，号时庵，

为乾隆丙辰年 （１７３６年）贡生，事母至孝，于诗文

方面亦颇有建树， “蓄诗文甚富，文以有明大家为

宗。一时学者多出其门，惜遭咸丰兵燹，诗文散

失”［２］１７１。廷中之父严?，字存吾、号匡山。少即以

才闻名乡里，后取得功名，其在诗歌领域亦有成就，

有诗集传世。“生有异禀，年七岁能文，十一入泮，

十三食饩，十六中副车，二十二领解首，二十九成

进士，三十二入词林……著有 《红茗山房诗文集》

《馆课诗》刊行于世。”［２］１７１严廷中妻名盛梦琴、先

后有姬妾王氏，陈瘦香、田慧香、李菱娥、蔻衫。

有子仕道、仕远，女琴生、庚珠。一子名阿还，早

夭。据严廷中在诗作 《怀盛梦琴孺人》中自注：

“长女琴生王姬出……幼子阿还李姬出”［３］２５３６３。

严廷中才华雅瞻，在多种文学体裁上均有所建

树，其诗集 《红蕉吟馆诗存》《岩泉山人诗稿》，词

集 《红蕉吟馆诗余》，戏曲集 《秋声谱传奇》，以及



文艺理论著作 《药栏诗话》均流传至今。其文学作

品尤其是诗词在当时即颇有声誉，好友单为 在

《词人严秋槎小传》中论道：“（秋槎）高才博览，

工诗，有 ‘蟹肥菊瘦秋如此，人去廊空月奈何’之

句，天下传诵。其 《新柳》十四首，余谓可媲美张

船山。尤工词，尝手散万金，结 ‘春草社’于江南

北，皆知名士。”［４］７３０晚清赵藩在 《仿元遗山论诗绝

句论滇诗六十首》中用一首七言绝句对严?、严廷

中父子进行了比较：“何妨翡翠戏兰苕，格调三唐艳

六朝。终是一门风雅盛，开残红茗发红蕉。”［５］赵藩

认为，严氏父子诗作如翡翠小鸟嬉戏兰草般小巧可

观，但二人诗风尚有差别，严?诗风近唐，严廷中

诗风艳丽似六朝。但终究是一门风雅。

关于严廷中的生平，学界还未有完整的年谱呈

现，对其行迹研究，关注于云南本土方志，对其仕

宦、游历在外的方志较少涉及。并且在严廷中的诗

歌作品中也有不少纪年之作，其在 《岩泉山人诗

稿》中自叙：“自嘉庆戊辰至道光丙申诗已刊于扬

州，名 《红蕉吟馆诗存》。道光丁酉至同治癸亥，

二十七年中又得诗若干卷。”［３］２５３７８因此，本谱将通

过对有关方志材料及其作品的梳理，试图清晰地展

现严廷中的生平风貌。

二、年谱

乾隆六十年乙卯 （１７９５年），一岁。
是年，严廷中在北京出生，为家中次子，有一

兄名严伯宽，一姊名严金蕊。其父严?已于两年前

即乾隆五十八年癸丑 （１７９３年）中进士，《宜良县
志·卷九上·人物志·宦迹二十》记载： “严?，

乾隆丙午解元，癸丑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

士。”［２］１７９其母不详，严廷中在诗作 《安陆舟次哭

金蕊姊四首》中有 “母死吾犹幼”［１］册１之句，盖严

廷中之母在其幼年去世，具体年龄不详。

嘉庆元年丙辰 （１７９６年），二岁。
父严?为翰林院庶吉士。

《宜良县志·卷九上·人物志·文苑五》记

载：“二十九成进士，三十二入词林”［２］１７１，又 《宜

良县志·卷九上·人物志·宦迹二十》记载：“癸

丑进士”［２］１７９。严?乾隆癸丑年二十九岁，故其三

十二岁授翰林院庶吉士当为嘉庆元年丙辰。

嘉庆十二年丁卯 （１８０７年），十三岁。
严廷中在京师，此时已小有诗名。

《宜良县志·卷九上·人物志·文苑五》：“专

精于吟咏，十三岁诗词便传诵于京华”。［２］１７１

父严?受命巡视山东漕运，后调往甘肃兰州，

后升任甘肃布政使。《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

八·列传十·严?传》： “嘉庆丁卯，巡视山东漕

运，除甘肃兰州道，?升甘肃布政使。”［６］３０７

嘉庆十三年戊辰 （１８０８年），十四岁。
是年，随父亲赴兰州上任。

严廷中在 《红蕉吟馆诗存》卷一 《侍宦集》

卷首自叙：“嘉庆戊辰随家大人赴兰州，癸酉偕伯

宽兄旋里，乙亥赴武昌，自武昌再赴兰州”［１］册１。

嘉庆十八年癸酉 （１８１３年），十九岁。
是年，随兄长严伯宽从兰州返回家乡宜良。

九月初九，行至宁羌道，作诗 《宁羌道中重

九和伯宽兄韵》。

嘉庆十九年甲戌 （１８１４年），二十岁。
是年，严廷中父亲严?任职甘肃布政使期间，

发现陕甘总督贪污，严?上奏，后入京对质。总督

革职，严?后任职湖北。

《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九十八·列传十·严

?传》：“（严?）检视库帑空虚，知为陕甘总督某

移挪侵蚀，并有诸不法事，即抗章越职陈奏，奉旨

拿问，寻复调?入京，质对属实，某督发。口?住

京候旨，忽一夜召见，密谕以 ‘闻有仇者，将不利

于卿。现无藩司缺， （只）有湖北臬司缺出，其

速赴任’云。?惶恐受命，夤夜即束装行。”［６］３０７

嘉庆二十年乙亥 （１８１５年），二十一岁。
春，从家乡宜良山行至黔阳再经水路过沅州、

常德、湘江最后至武昌。在武昌期间与王苏相交，

有 《芳草堂雨夜陪王侪峤苏年丈闲话》诗，且在

“春到毫端尽是花”句下自注 “蒙题 《铅山梦传

奇》”，故此时严廷中当著有 《铅山梦传奇》①。严廷

中还游览了黄鹤楼、伯牙台、月湖堤等风景名胜。

按 ： 《江阴县志》： “王苏，字侪峤。幼通敏

……乾隆戊申天津赐举人，乾隆庚戌成进士……著

有 《试堂集》”。［７］

０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８月

①今已不传。



夏，乘船离开武昌，在客舟中怀念家乡好友涂

子文，作诗 《舟中晚眺怀涂子文炳》。

按：涂炳，字子文①，云南景东人，经年客居

吴地。涂炳工诗善画，其在云南寓居盘山尽忠寺，

严廷中常与其在寺中梅树下吟咏。

《新纂云南通志·卷二百三十七·艺术传二·

景东直隶州》： “涂炳，字石渠，景东诸生，客于

吴，工诗，善画墨竹，笔情劲逸，潇洒出尘”。［８］

舟行安陆途中得姊金蕊之死讯，作诗 《安陆

舟次哭金蕊姊四首》，此前兄严伯宽已去世。②

秋，前往陕西。游览道教圣地玉泉院，作诗

《玉泉院》。时谢勉斋、诸松岩回里，严廷中相送

并作诗 《送谢勉斋令尹时和回里》《送松岩回里》。

冬，前往兰州。在兰州蔬香馆与金数峰、沈青叔

等集会，作诗 《冬日约金数峰岱沈青叔蔬香馆闲话》。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 （１８１６年），二十二岁。
春，在兰州蔬香馆倡蝴蝶会。

随父亲严?入京，与金数峰、沈青叔等友人作

别，有诗 《随家大人入都别金数峰沈青叔张怡庭

承烈》。

九月初九，在平凉。作诗 《平凉道中重九》。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 （１８１７年），二十三岁。
秋，随父亲严?再次前往武昌，严?任湖北臬

司③。有诗 《随家大人再赴武昌留别许补松佶即用

其送别韵》。

八月十五中秋，过叶县，有诗 《中秋叶县道

中晚行遇雨怀沈青叔》。

是年，经水路过安陆、汉川到武昌。途中想念

好友，怀念已逝兄姊作诗 《安陆舟次雨霁怀万香

海本龄》《舟次汉川夜梦兄姊感赋》。

按：万本龄，字香海，昆明人。其父为福建按

察使万钟杰。万本龄应试不第后入赀为中书科中

书，后任县丞。其博学多才有诗名，但境遇窘迫，

有 《香海诗集》传世。其生平见 《昆明县志》。［９］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１８１８年），二十四岁。
七月，与任稚松、王研山等人相聚。

八月十五日中秋，与友人在听月山房雅集，作

诗 《戊寅中秋感赋柬任稚松秀才焕》《中秋夜同人

小集听月山房大醉赋此》。

九月，离开家乡行至黔中，作诗柬涂子文，诗

名 《黔中再用前韵柬涂子文》。

冬，行至杨老道，严廷中有诗 《杨老道中寒

甚马上成二十字怀子文》。

是年，父严?积劳成疾卒于湖北臬司任上，严

廷中扶柩归里，期间得力于父亲好友章兰台、章

香父子。④ 归里途中严廷中怀念友人涂子文以及在

京师的好友，并通过诗作提醒好友同游吴地之

约。⑤ 心情的低落与行程的辛劳使严廷中为胃疾所

困。⑥ 其时作诗 《黔中杂感柬涂子文》 《途中怀都

门诸子》《途中学子文画梅仍用前韵柬子文》。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 （１８１９年），二十五岁。
春，偕夫人盛梦琴、妾陈瘦香及儿女前往吴地

游玩，此时严廷中胃疾仍未痊愈，在沅州调养了一

段时间，并与蒋宾交好，有诗 《沅州养疾赠蒋

宾少府寅》。舟行至无锡，严廷中夫妇与韵香女

道人同游无锡惠山，严廷中作诗 《舟至无锡韵香

女道人偕余与荆人梦琴游惠山即事赋赠兼以留

别》。后又前往苏州虎丘、南京秦淮河。在南京期

间，严廷中借寓在其所仰慕文人袁枚之故居随园。

分别有诗云 《虎丘》《秦淮》《借寓随园柳谷》。

按：盛梦琴，武进人。其兄盛熙瑞，字香谷，

曾署宜良县。

四月，从吴地回到北京，在北京构筑宅邸名偶

园。好友章香、吴春帆常来偶园拜访，有诗

《己卯四月至都门卜居偶园章香公子炜吴春帆孝

廉泰初过访香以诗见贻赋此答之》。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 （１８２０年），二十六岁。
严廷中在京师偶园常与好友雅集，开销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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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纂云南通志》将涂炳字记作 “石渠”。

《安陆舟次哭金蕊姊四首》中有 “母死吾犹幼，兄亡姊最亲”句。

严廷中在 《岩泉山人诗稿》中 《过武昌有感》自注：“先君两官楚臬，予皆随侍。”

严廷中在 《三十初度述怀》中自注 “嘉庆戊寅年方伯公卒于楚北臬任，全家得扶榇旋里者，皆武昌盐道庐江章

兰台先生力也。”

严廷中在 《黔中杂感柬涂子文》中 “明岁南游须记取，吴门烟柳十分春”句下自注：“有同游吴门之约”。

严廷中在 《黔中杂感柬涂子文》中 “病到相如诗是药，医称秦缓技空神”句下自注：“时病胃服子文药未愈”。



家计日渐衰颓。遂在好友章香等人的帮助下，援

例为丞，任职山东。

是年，纳妾田慧香。

按：严廷中在壬午年诗作 《哭慧香》中自注：

“姬名意兰，本江南人，少流寓京师，年十七

归余。”［１］册１

道光元年辛巳 （１８２１年），二十七岁。
八月十五中秋，好友蒋因培因事被遣戍军台，

严廷中相送至德平，作诗 《辛巳中秋德平旅夜怀

蒋伯生明府因培时伯生缘事戍军台余送至平原而

别》。

按：蒋因培，字伯生，常熟人，监生。其父蒋

瞻岵曾任山东滕县知县。伯生曾援例任滕县、高

密、齐河等地知县，后因事被遣戍军台，未逾一年

得返。有诗集名 《乌目山人诗集》。 《光绪常昭合

志稿》卷二七蒋瞻岵传附蒋因培传。［１０］

九月十一日，邀请友人徐苏亭、徐石生赏兰，

有诗 《重九后二日徐苏亭刺史绍薪招同徐石生主

簿蚏小饮赏兰即席有怀》。

十月，任莱阳县县丞，治姜山。［１１］７４３

是年，妾陈瘦香因病去世。

按：严廷中在壬午年诗作 《哭慧香》中自注：

“陈姬瘦香去年殁”。［１］册１

道光二年壬午 （１８２２年），二十八岁。
夏，廷中游吴地，妻梦琴随同前往，妾田慧香

生病咳血未能成行，有诗 《将之吴门田姬慧香咳

血甚剧不能随行临别成此》。行至新泰、蒙阴时，

廷中感怀慧香和友人，有诗 《新泰晚行怀慧香》

《蒙阴道中怀张铭一恕蒋竹坪维》。在吴地期间，

严廷中和夫人游玩了苏州虎丘、吴宫、阊门，同游

者有涂子文。廷中有诗 《虎丘》 《吴宫》 《出阊

门》。十日之后，严廷中从吴门乘水路返回东山，

在苏州枫桥道与涂子文别，时梦琴暂留苏州。有诗

《自吴门回东山留别涂子文》《晚泊怀梦琴》。回程

途中经过丹阳、京口、金山、高明寺、扬州、平山

堂、宝应、泰安等地。

七月，借寓济南蒋伯生城南别墅，妾田慧香因

失血症去世，有诗 《哭慧香》。

八月十五中秋，在济南，有诗 《中秋杂感》。

是年，好友徐石生迁掖县县丞。

道光三年癸未 （１８２３年），二十九岁。

春，姜山干旱，严廷中率民步祷，即日大雨。

有诗 《姜山苦旱率居民步祷即日大雨口占志喜兼

示父老》。

七月初三，喜逢甘霖，廷中喜作 《七月初三

日喜雨》。

道光四年甲申 （１８２４年），三十岁。
春，赴登州、莱州，并至莱州徐石生家中拜

访，有诗 《莱州喜晤石生》。登蓬莱阁游玩，作诗

《大风雨登蓬莱阁谒东坡像即用海市韵》。

七月初七，略微染疾，作诗 《病起》。

十一月十三日，接好友章香于庐江所寄书

信，作诗 《秋分后四日接章香庐江书》。

十二月，好友翟文泉知廷中深慕白居易诗作及

为人，特镌 “拜白山房”小印赠廷中。

是年，严廷中在姜山任上，捐廉设学，使当地

文风大振。

按：严廷中在 《红蕉吟馆诗存》卷四 《姜山

吏隐集》卷首自叙：“簿书多暇，集远近生徒讲制

艺之学，予则厚颜拥 比评其优劣焉。乐哉！此

地大可养慵。”［１］册２

道光五年乙酉 （１８２５年），三十一岁。
初秋，徐石生邀请严廷中赴莱州家中一聚，廷

中因路远无马而行程未果。

九月初九，至蓬莱，与友人雅集，有诗 《抵

蓬莱张心梅留寓县斋重九日约同人集双槐轩观剧即

席用香山韵吟赠兼戏凌少尹》。

十月，徐石生至蓬莱，严廷中偕家眷探访，喜

作 《挈眷访石生》。

是年，访登州，作 《登州杂诗》。

是年，好友张心梅在济南迎娶，作 《花烛词

四章送张心梅济南迎娶》。

道光六年丙戌 （１８２６年），三十二岁。
二月，过海阳、荣成，至石岛与徐石生小聚，后

赴福山，有诗 《石岛遇石生小聚五日即别之福山》。

秋，徐石生任文登令，严廷中抵文登拜访徐石

生。有诗 《夜抵文登》《即事柬石生》《途中口占》。

是年，好友朱季真从历下来访，请严廷中为其

《怡云山馆印存》题册名。朱季真为廷中道光壬午

年借寓蒋伯生城南别墅时所交好友。

道光七年丁亥 （１８２７年），三十三岁。
三月，严廷中偕家眷重游济南。对于历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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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廷中感触颇深，作诗 《重至历城》。时梁
!

邻①将赴吴门上任，廷中作诗 《送梁
!

邻方伯章钜

之任吴门》。游览趵突泉，遇友人何岱麓，作诗

《趵突泉遇何岱麓邻泉》。

①梁章钜，字闳中，一字!

林。严廷中在诗题作
!

邻。

九月十六日，偕家眷返回姜山，廷中怀念好友

张六琴、徐石生，柬诗 《挈家眷返姜山怀六琴石

生即寄之济南》寄之。

是年，严廷中在历城染疫几死，好友蒋竹坪为

其奔走求药。

道光八年戊子 （１８２８年），三十四岁。
三月，贺耦耕调任金陵，廷中以三律寄呈。

四月十五日，房屋修成，廷中喜作 《葺室新

成雨中饮酒》。

八月，招弟子雅集，有诗 《秋日约及门诸子

小集亦园成二十二韵》。

九月初九重阳，偕弟子登城楼，作诗 《重九

日入城偕同人登城楼远眺》。

是年，由莱阳、姜山县丞任福山县知县。［１２］６４９

是年，好友蒋竹坪殁于历城，其灵柩随粮船南

返，廷中哭作 《闻蒋竹坪柩附粮艘南返哭送以诗》。

道光九年己丑 （１８２９年），三十五岁。
二月十二日，廷中在福山亦园。沉浮于仕途的

廷中对名利有了淡然的心境，有诗 《亦园春事》。

四月二十九日，严廷中将友人所赠树苗、花苗

都亲自种于院中，有诗 《春分后五日》。

是春，因妻未随同前往福山，廷中作诗 《福

山寄内》。

冬，妻盛梦琴来福山，廷中喜作 《喜梦琴至

福山》。

道光十年庚寅 （１８３０年），三十六岁。
正月，离任福山县知县。［１２］６４９

是年，友蔡季瞻迁员外郎，廷中与其在姜山话

别，作 《蔡季瞻明府绍洛以栖霞令援例为员外郎

将北上来姜山话别》。

是年，徐石生自吴地返山东，廷中喜作 《闻

徐石生自南返却寄兼怀令弟玉友》。

道光十一年辛卯 （１８３１年），三十七岁。
元日，与家人喜迎新年，有诗 《辛卯元日》。

二月初七，严廷中俸满将去省城济南述职。

是年初春，严廷中在莱州与好友翟文泉小聚三

日，廷中喜作 《莱州晤翟文泉》。

秋，前往招远游览。

道光十二年壬辰 （１８３２年），三十八岁。
是年，任文登县知县。［１３］廷中在文登颇有政声，

其在诗作 《文登纪游》中自注：“邑人为予悬 ‘甘棠

留荫’匾，时无旅费返姜山，居民以车马相送且计数

顿之费。有欲赴省郡公呈乞留者以格于例而止。”［１］册２

是年，友宋典传辞招远幕来姜山，廷中与其小

聚，作诗 《宋典传辞招远幕来姜山用其罗峰留别

韵赠之》。

道光十三年癸巳 （１８３３年），三十九岁。
正月十七日，严廷中偕妻盛梦琴、妾李镜波登

蓬莱阁游玩，有诗 《正月十七偕闺人盛梦琴姬人

镜波登蓬莱阁》。

按：严廷中将 《红蕉吟馆诗存》卷十命名为

《菱波集》，其在卷首对李镜波作了介绍：“姬人李

菱娥字镜波，雅好翰墨。洗砚、焚香、掌笺、司茗

皆能会主人意。是集之成，侍书时为多取其名与字

名集”。［１］册３

二月，任蓬莱县知县。［１４］３６４

道光十四年甲午 （１８３４年），四十岁。
元旦，严廷中与家人共享团鬫之乐，邑人约请

廷中共尝腊酒，廷中试笔作 《甲午元旦试笔》。

二月，离任蓬莱县知县。［１４］３６４

八月十五中秋，偕妻子盛梦琴登招远超然台拜

谒苏轼像。

道光十五年乙未 （１８３５年），四十一岁。
缪尔纾 《严廷中传》记载：“道光乙未莱阳大

饥。是冬，廷中乞归，以囊中千数百金分给姜山贫

民，并设局育婴，全活甚众。以是乏归里资，全家

流滞扬州、江宁，阅两年不得行。”［４］７３１

道光十六年丙申 （１８３６年），四十二岁。
正月十九日，从姜山出发经水路去吴地游玩。

途中经过李家庄、清江浦、淮安、宝应，最后到达

扬州。

在扬州期间，廷中倡春草诗社，写 《春草》

诗，和者众多，与友人多在香雪居、香雪廊雅集。

四月，时蒋伯生在江苏虞山，廷中与其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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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诗 《携侍儿镜波次儿莲因访蒋伯生先生于虞山

留居燕园苔岑阁今欢旧绪不能无诗》 《为伯生题

〈生圹种梅图〉》《童初仙馆与伯生饮酒》。

五月初八日，苏州虎丘举行龙舟竞渡，廷中亦

渡之，有诗 《五月初八日泊虎丘是日龙舟竞渡粉

黛如云而余以三尺小舟混入其中颇堪一笑》。

五月十五日，金竹鋎招廷中等友人在延月山房

小集，廷中有诗 《金竹鋎招同人小集延月山房分

韵得阅字》。

七月初八日，妻梦琴赴曹县，廷中在邗江与之

别，有诗 《七月初八日梦琴赴曹县临别成此》。

九月初九重阳，友程与九携诗作拜访廷中请其

题卷，有诗 《重九日程与九得龄携枣花楼诗集过

访辄题其卷》。

十月，在扬州遇二十年未见之好友顾秋碧，廷

中作诗 《与顾秋碧别二十年矣丙申十月遇于扬州

执手话旧忽忽如梦次日秋碧以七律八首见赠依韵奉

答》。

按：顾飄三字秋碧，江宁人。①

是年，《红蕉吟馆诗存》② 在扬州付梓。

按：严廷中在 《岩泉山人诗稿》卷首自叙：

“自嘉庆戊辰至道光丙申诗已刊于扬州，名 《红蕉

吟馆诗存》。”［３］２５３７８

道光十七年丁酉 （１８３７年），四十三岁。
四月，严廷中在南京。因仰慕袁枚才华，时常

至随园瞻仰凭吊，有诗 《随园看牡丹怀子才太史》

《四月朔偕雪舫鹰巢上人携子仕远女琴生放舟青溪

寻不二庵遂至随园追念旧欢都成陈迹抚今思昔怅然

成咏》。

是年，严廷中返回家乡宜良。临行，好友携酒

至舟边相送，有诗 《解缆前一日汤雨生俞生香汪

邺楼孙雨村鹰巢长老高兰洲薛竹虚唐默庵各携酒肴

来舟中话别次日移舟江口野泊步月有怀》。舟行至

湖北、湖南，廷中之父严?曾任湖北臬司，廷中途

中有所感，有诗 《过武昌有感》《黄鹤楼怀王侪峤

年丈苏》《洞庭舟夜大风》。

道光十九年己亥 （１８３９年），四十五岁。

春，严廷中回到故里宜良。

五月，幼子阿还③夭折，五日后妻子盛梦琴

去世。

九月，凉秋渐寒，廷中怀已逝妻子盛梦琴，作

《怀盛梦琴孺人》。

在家乡宜良期间，严廷中时常与友人在宜良岩

泉寺雅集，有诗 《苏晴圃广文以台招同许耕南明

府士杰樊晓村广文谢朴庵少尹德纯集岩泉寺感事书

怀即呈同座》。时廷中内兄盛香谷在宜良任职，时

时招饮，有诗 《重九日招盛香谷别驾熙瑞小饮》。

是年，蒋因培逝世。

据庄一拂在 《古典戏曲存目汇稿》中考证：

“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年）归故里今是园，作 〈秋

声谱〉，（周）乐清为之付梓。”［１５］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 （１８４７年），五十三岁。
是年，严廷中从故乡宜良至黔阳，后经水路至

吴地最后至山东，一路有诗 《杨林至易隆道中》

《郎岱道中诸峰》《响琴峡》《镇远河楼与镜波小饮

二首》《泊舟黔阳登芙蓉楼》《泸西野泊》《桃源》

《衡山》 《南宋故宫》 《西湖》 《虎丘》 《潍县旅

夜》。

除夕，在山东，因思乡作 《除夕》。

是年，幼女庚珠出生。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 （１８４８年），五十四岁。
是年，复任莱阳县县丞。［１１］７４３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 （１８４９年），五十五岁。
元旦，在莱阳。冬寒清冷，廷中有感作 《己

酉元旦》。

咸丰三年癸丑 （１８５３年），五十九岁。
是年，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扬州、江宁。严

廷中心忧国事与好友，有诗 《江宁扬州失守十阅

月矣二三良友皆在围城近有传闻忧疑莫释》 《?

金陵》。

咸丰四年甲寅 （１８５４年），六十岁。
是年六十，廷中有诗 《六十初度镜波蔻衫置

酒为寿各酬一诗》。

咸丰五年乙卯 （１８５５年），六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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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顾秋碧在 《红蕉吟馆诗余》序中自序其为江宁人。

《红蕉吟馆诗余》附其后。

廷中九月作诗 《怀盛梦琴孺人》中注幼子名阿还，另一诗 《阿宜亡一日矣遣其兄姊往视其墓》将幼子名阿宜。



严廷中儿女姻娅李岱霖在 《红蕉吟馆启事

序》中写道：“秋槎先生莱阳二尹右迁两淮盐参

军，以疾引退。”［１６］册１蒋寅所撰 《清诗话考·下编

·清诗话经眼录》中记载严廷中 “官两淮盐运使

经历”［１７］。

按：笔者查阅 《同治续纂扬州府志·秩官

卷》［１８］未见严廷中，盖其未上任即辞官。

咸丰六年丙辰 （１８５６年），六十二岁。
冬，时廷中儿女亲家李岱霖权平度，廷中来平

度游。

按：李岱霖，字伯鰎。《续平度县志》：“李岱

霖，清苑人，举人。”［１９］

咸丰七年丁巳 （１８５７年），六十三岁。
是年，《红蕉吟馆启事》付梓。李岱霖为 《红

蕉吟馆启事》写序，落款为 “咸丰丁巳仲夏□□
弟李岱霖序于平度州署之槐西旧馆。”［１６］册１

咸丰十一年辛酉 （１８６１年），六十七岁。
二月，自平度来莱阳，定居于此。严廷中在诗

作 《平莱道中》自叙：“咸丰辛酉二月在平度，闻

寇警，携家之莱阳。”［３］２５３７５

八月十五日中秋，贼寇亦犯莱阳，廷中有诗

《辛酉中秋与李念仔翼清管敬伯晏管方叔乐同作》。

同治元年壬戌 （１８６２年），六十八岁。
元日，新帝即位，廷中颂作 《同治元年壬戌

元日作》。

春，僧格林沁督理山东、河南军务，廷中喜作

《同治元年春奉旨以两江总督曾公国藩督理江浙军务

秋以僧邸督理山东河南军务欣忭之余赋诗以?》。

同治二年癸亥 （１８６３年），六十九岁。
元夕，好友单伯平引疾辞官，以诗留别，廷中

答诗 《同治二年元夕接单伯平人日书曰将引疾回

高密以诗留别依韵寄答用?依依》。

同治三年甲子 （１８６４年），七十岁。
九月二十七日，卒于莱阳，葬于马山埠东。

按：单为锶所撰 《词人严秋槎小传》记载：

“同治甲子九月二十七日，秋槎卒于莱阳旅寓，年

七十。”［４］７３０

《莱阳县志·卷三之一上·人物职官三十》记

载：“卒 后 葬 马 山 埠 东，孙 礼 裕 附 生 居 穴

房庄。”［１１］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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