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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图书馆馆藏《即墨诗乘》十二卷，一函六
册，清周翕鐄纂辑，清黄凤文、周抡文参订。开本
25.2×15.8 厘米。小砚山房藏板，道光庚子年镌刻。
十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黑鱼尾。前有道光
二十一年秦锡九序，及道光辛丑汪封渭序。后有周抡
文跋。

即墨因故城（位于今平度市古砚镇大朱毛村一
带）地临墨水河而得名，其名称最早出现在《战国策》

《国语》《史记》等历史典籍中。春秋战国时期就是齐
国通商名衢，秦代置县。汉初成为胶东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隋朝建城于现址，已有1400多年建城史。但
由于时代久远或者邑志不载，或者家藏抄本残缺蠹蚀
等诸多原因，加之李全、杨安儿之乱，文献无徵等多方
原因，致使金元以上至汉魏千余年无即墨诗，即所谓

“即墨金元以上诗如吉光片羽之不可得”。
而自明代中叶到清末的三百多年间，即墨地区家

族文化崛起，科甲蝉联，文人辈出，著作层出，形成了
一个空前的文学繁荣时期。清代即墨周氏后人周翕
鐄广集即墨诗人之作，汇集即墨乡邑先正之诗作而以
即墨五大家族周黄蓝杨郭氏家族诗人为最多，文末附
有末附地方闺秀、流寓、方外等诗，数量虽不多，但是
也能反映出纂辑之人搜罗之密，用心之苦，正如汪序
所言“山林逸士、闺中名媛竟吐心葩，泛为墨采而方外
高纳亦存一二，足见搜罗之广而采择之严也”。

《即墨诗乘》全书共十二卷，辑录了251人的1198
首诗作，出版经费则是周抡文一人独立鬻卖田地筹得
资金。因所搜诗文多涉猎崂山风光，风土人情，因此，
捧诵之“不啻登崂山之巅瞰沧溟之远揖仙灵而上下
也”。作为即墨历史上第一本诗集《即墨诗乘》影响深
远，对于研究即墨明清文学和历史，有重要的文献参
考价值。

考之《即墨县乡土志》编纂的15 门类，设历史、人
类、户口、大姓氏等。其中“大姓氏”篇，对即墨名门望
族周、黄、蓝、杨、郭五大姓氏原籍及迁徙来墨之时间
做了专门记述。可以说，即墨五大家族曾经深刻地影
响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国计民生和文化方面做
出了卓越贡献。而家族中那些优秀的代表人物，也成
为一笔宝贵财富，滋养了他们各自家族的根脉。

今则择各大姓氏家族代表人物之诗作，以飨读者。

《即墨诗乘》里的即墨五大家族
壹

即墨周氏
代表人物周如砥，明万历十七年中进士，

官至国子监祭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穆，以文
章名天下，有“时天下士多出其门”之誉。他的文
章在当时也颇负盛名，《山东通志》称“如砥文章
名天下”。有著作《青黎馆集》传诵于世。《即墨诗
乘》纂辑者周翕鐄、付梓者周抡文均为其后人。

《黄金台怀古》
燕王台上雨初晴，沧海微茫怅独撑。
千里雄风生骏骨，百年王气枕龙城。
黄金夜色星辰动，碣石春烟草树平。
最是皋夔罗圣代，由来乐郭亦虚名。

贰

即墨黄氏
代表人物黄嘉善，字惟尚，号梓山，明万

历五年中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赠太保，1615
年（明万历四十三年）黄嘉善引疾归即墨。有

《见山楼诗草》。《即墨诗乘》参订者黄凤文即其
后人。

《感怀》
十年奔走一飘蓬，可奈愁肠处处同。
未解逢迎从宦拙，何嫌乡里笑官穷。
黄金阅世随波里，白璧投入按剑中。
鸡肋而今频自厌，已将心事属冥鸿。

叁

即墨蓝氏
代表人物蓝田，字玉甫、玉夫，号北泉。官至

监察御史巡按陕西，与弟蓝囦、蓝因被世人称为
“蓝氏三凤”。一生著述颇多，有《北泉文集》、《东
归倡和》、《白斋表话》等，纂辑至《蓝侍御集》等。

《宿巨峰白云洞》
石洞丹梯上，掀髯一笑留。
山高礙新月，潮长失孤舟。
樵笛穿林入，渔灯隔岸浮。
客怀浑不寐，直拟访丹邱。

肆

即墨杨氏
代表人物杨良臣，字顺卿，号南庄。明弘

治十一年（1498年）中举，授太平县县令，官至
太原府通判，有《南庄遗诗》。

《登云中城楼》
漠漠云烟及暮秋，偶来城上一登楼。
青山不管古今恨，白日空悬天地愁。
谁有雄才能破虏，我无奇骨可封侯。
尽将十五年前泪，洒向桑乾水共流。

伍

即墨郭氏
代表人物郭琇，三十三岁中进士，官至清

湖广总督从一品大员，成为康熙王朝著名的
“骨鲠大臣”。惜《即墨诗乘》所收录郭琇作品
仅有《恭进太皇太后輓词》和《恭和阙里释奠》，
均非其诗文，此处略过。今选其子郭廷翥之诗
作以代之。郭廷翕乾隆辛酉举人官南城县知
县，有《根葊诗集》。

《初见月》
斜见影沉钩，苍茫江水流。
余光故依草，背岸尚明楼。
暑气迎秋薄，风声作客愁。
来宵应更好，着意费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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