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札  记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期间,曾亲手精选了 《诗若干首 ·明

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文字依据清人沈德潜的 巛明诗别裁》,共 录杨基、杨
慎、李攀龙、谢榛等十二家诗十九首。诸家风调不同;各有佳胜,而以杨慎入选的诗为
最多 (凡丿、首,内并包括其夫人黄氏一首冫。杨慎是明代著名的学者、诗人,在统治阶
级的内部斗争中,遭到了打击,长期谪戍云南至死。 《明史》本传指出: “明世记诵之

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列朝诗集》小传说他的诗:抗衡七子,别张壁垒, “沈
酣六朝,揽采晚 (当 作初)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这都代表明清人一致的看法。他

对后代学术思想和诗歌发展,有过重要的贡献和影响。入选的这几首诗,都作于睨世宗

嘉靖三年 (I5扭冫 “议大礼”
谪戍之后。既处于罪废的困境,而世宗又 “每 问杨慎去

何”,诗篇往往用意深微。他平素论诗,崇尚自然蕴藉,滇中故实前人更少使用,致使
读者对此产生纷歧的理解。兹试为疏释,亦未必尽当。

宿 金 沙 江

往年曾向嘉陵宿,驿搂东畔阑干曲,江声彻夜搅离愁,月色中天照幽独。
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苜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嘉靖十七年冬,杨慎从云南第四次回四川,奉军令 “黎州勾当,便道还乡”。十月

从环州入蜀,明年离蜀返滇,往来都经过金沙江。《滇程记》载:“达滇有三路9自邛、

雅、建昌、会川渡金沙江,入姚安、白崖曰古路,唐曰姚嵩路。”即 巛野获编》卷二十

四 “入滇三途”的北道。明时这条道路已非官道,惟有商旅行走, 《徐霞客游记》称之

为废道。杨慎投宿丛山小驿中,因忆早年夜憩嘉陵江畔,江声月色,景色相似。当时已

感离乡孤独之苦,今谪戍远边,夜宿荒江,心情更为难堪。诗意亦分为两层,以今昔行

旅,对写离愁。王夫之 巛明诗评选》卷二特别称道它的篇法: “只两段,自开合。歌行

最忌者意冗,钩锁密也。”

嘉陵驿楼在广元县嘉陵江畔。 《蜀中名胜记》卷二十四: “古嘉陵驿在 (广元)治
西-里,后魏嘉川县设焉。唐姚鹄 巛嘉川驿楼晚望》诗:搂压寒江上,开帘对翠微。’

杨 慎 诗
王 文 才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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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时驿楼亦临水而立 9终夜可闻江声。“
搅离愁”句,万历刊本 巛升栋文集》三种皆同,

用《小雅 。何人斯》飘风搅心的意思。句法略似元稹 《宿嘉陵驿》:“一夜嘉陵江水声”
;

杜牧 巛齐安郡中偶题》:“秋声无不搅愁心。’巛明诗综》卷三十四改 “
搅

”为 “动”,似

嫌搅字太重,改作动字。朱彝尊编选前人诗词,每病以意删改,不足为据;其文字的真

实性,远不如 《列朝诗集》,但也有个别改易处,远胜原作。

瘴海头指金沙江上,这次旅程同时所作的 《犯星歌》中,有 “梦里曾游瘴海边”句

可证。按 《永乐大典》站赤条引 《经世大典》: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云南 行省

言:中庆经由罗罗斯,通接成都陆路j见立纳怜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岭雪山、大渡河毒

龙瘴气、金沙江烟岚 ,自 建都、武定等路分立站赤,夏月人马不能安止。
’
烟岚即烟瘴,

明时记载,金沙江 “有岚瘴,隆冬人过,虽袒裼皆流汗”。当地气温异于川滇,路僻人

稀,过客每因病至死,旧传为 “温暑毒草之地”,故云 “飘零瘴海”。

三岔驿,十字路,北去南来几朝暮。朝见扬扬拥盖来,暮看窳寂回车去。

今古销沉名利中,短亭流水长亭树。

杨慎 《滇程记》载:白水驿一名三叉路,在南宁驿东。今属寤益,为云贵交通必经

之处。他谪滇后,屡次回反川南,行经此驿。清代顺康年间,程封先后作南宁令,守曲

靖府,去任时有 《三岔驿》诗云: “藩西桥南官道北,我骑款段常迎客。”
诗后附录此

篇9因知慎作当属曲靖,不能B·

ˉ
于他处。 ·

这个驿亭,首当滇程,不知有过多少官吏朝来暮去。此诗即以讽刺那些利禄之徒,

贾矛墅暨:矍舅曩鸾蓬矗髯謇霆愆鲨F彗厌弘霄轧蓖三簟蕊啻譬云窑呈:雀翥冤喝骜菩
消沉在此中″,不免出于一时的偏激之情,但用以专指名利薰心、浮沉宦海之辈,倒也

u较飧切。
′

末句讽意,著笔幽微。历来那些 “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为自得的人,

连个泡影也没有了,正如李白所说, “古人今人若流水”。留下的,只有长亭树阅人多

矣: (姜夔词)

杨慎另有 《北挢书感》诗,其内容可与本篇相互发明: “北桥边,沙棠树,曾记将

军射角时,还忆台评醉歌处。廿载经过寻旧游,百年华屋已山丘。寄言冉冉征途者:奔
走风尘何所求:”

锦 津 舟 中对 酒 别 刘 善 充

锦江翘水星桥渡,惜别愁攀江上树;青青杨柳故乡遥,渺渺征人大荒去。

苏武匈奴十九年9谁传书札上林边?北风胡马南枝鸟,肠断当筵蜀国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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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本 《南中集》卷六载此诗,无题首六字, 《文集》本补出,有助于了解写作的

背景。嘉靖二十年,杨慎回成都参加修綦省志的工作,十月反滇,发沱江至泸县,囚病

回成都,明年七月重返戍所,详简绍芳 《升庵先生年谱》。从出贬至今,刚好是 “十九

年”。去时,刘善充在成都东锦江上置酒送行,因赋此诗。刘善充可能是慎妹丈刘泰之

的弟兄,本双流人,寓居成都。 “锦津”即指今望江楼附近码头,明时宴客饯送之处,

巳从江楼上流的合江园改到这里;古代岷江有 “五津”,故称此为锦津。 《蜀诗》卷四

改题作 “锦江”,与作者命题之意不符。近代 《华阳县志》卷二十七锦津乡条云: “旧

志称在治东百里”,亦非明人宴饯之所。 “星桥”也是借事造境
·
,当 时江楼附近述没有

兴建大桥,诗因秦汉时成都 “西南两江有七挢”,传言李冰所造,上应七星,故用星桥

泛指锦水渡处。

沈德潜 《说诗啐语》盛赞慎诗,长于 “随物赋形,空所依傍。读 《宿金沙 江》 、

巛锦津舟中》诸篇,令人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本篇情事,皆出切身感受 ,久 戍南

裔,诏还无期9暂归故乡,又当远行,对酒惜gll-自 有无限依恋。诗虽情调低沅,但生

于实境,语少矫饰,自然流露,更觉哀感动人。王夫之就此论其 “通首浑成,方是作者。

何大复但于句句觅浑,何得不入俗!” 李何诸子揣摩初盛唐歌行于字句顿挫、音节流转

之间,-部分缺乏生活内容的拟作,往往流于空泛,徒见格调。何大复是杨慎早年的诗

友,在研讨歌行方面,各有所得,亦未可全非。

《明诗综》收入此首,颇有删改, “
匈奴”

作 “流离”, “胡马”作 “代马”,显

然是在清代文网密罗之下,有意减少一些违碍的字面。 《明三十家诗选》卷三采用朱氏

改本,俱失原意。杜牧 巛边上闻胡笳》有 “游人-听头堪白,苏武曾禁十九年”句;杨

慎改 “曾禁”为 “匈奴”,自 喻戍所为边荒民族地区。朱选改作 “流离”,已觉稍泛;

又改 “当筵蜀国耢”前二字作 “当年″,更觉不合。当筵是就 “舟中对酒”而言,以指

别时,当年则指往日,不切离筵赋别之意。乐府相和乐有 《蜀国糍》曲,本 睐 蜀道 艰

难9此借用于去国就道,眷恋故土乡音;上二字改 “当年”,易淠为追怀少年游乐。

送 佘 学 官 归 罗 江

豆子山,打瓦鼓;阳平关,撒白雨。白雨下,娶龙女;织锝绢,二丈五。

-半属罗汪,-半属玄武。我诵绵州歌,思乡心独苦,送君妇,罗汪浦。

此诗原载 《南中集》卷二9是杨慎在云南时的作品。写法更为特殊, “全用 《绵州

歌》,后只缀四语送行,另是一格”(见 《明诗别栽》)。 陈琳 《饮马长城窟》中融入秦

代民谣9巳有这种篇法。本篇更以民歌为主,续成四句,语言质朴,音节错落,与古歌

谣色调相配,不见痕迹,尤难在别出新意,善 “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徐祯起

《拟古》亦佥用乐府 “道旁兔丝,何尝可络”-首,只结语添上 “人生天地间,虚名固

无益”二句,尚嫌接凑,且少新意o

冖;7汐



《绵州巴歌》始见 《五灯会元》卷十九,南岳下十四世、五祖演禅师法嗣宗泰传中。
法演是绵州人,唱的是北宋绵州民歌,用来隐喻禅机,进行神秘主义的说教。座下的涪

城宗泰和尚,忽然 “顿悟”
.机锋,便掩住法演的口,不让再唱下去。歌词虽未唱全,其

内容基本上巳算完整。宋元文人对这首歌谣都没有注意,经杨慎缀旬成篇后 ,流 行 当
时,再收入 《列朝诗集》、 《明诗综》、 《明诗别裁》等重要选集,这首民歌也得广为
流传,引起人们的燕视,却又对它的时代、地理、名物、比拟,甚至整个内容问题,发
生了不同的误解。

明清人对歌谣的时代巳多误解。罗江未设县前,本属梓潼郡涪县境地 (蜀汉至西晋
郡治今梓潼,东晋至梁郡治涪县即今绵阳冫,北魏改郡名巴西,才把涪县分为巴西、万
安两县;唐宋更郡名绵州,并改所辖万安为罗江。歌名 《绵州巴歌》正标识它的时代,

上不超过唐时,下至宋代尚在流行。就歌中地理看来,似更近于宋。因绵州 旧名巴西
郡,ˉ歌凋即用巴西土曲,故称 “巴歌”。《蜀中诗话记》云:“ 巛绵州巴歌》巴歌二字才
见,此后刘禹锡之 《竹枝词》、李绅之 巛巴女词》,皆其变体。’诗话实指其时在申唐
以前,巳不甚确,并且 “竹枝”是焚州土歌,亦不应从巴西变来。李调元 《罗江县志》
因李膺 巛益州记》称罗江为晋梓潼水,便把此歌订为 “晋绵州歌”,更出臆断,提前了
好几个世纪,至使时代与郡名矛盾。调元又误罗江即古孱亭;亦与歌滔地理不合。

·
《古

沩源》归入晋乐府,没有说明原因, 《古谣谚》卷七十五是承李调元之说而误。

歌词赞颂罗江水利,就江流所经名胜,加以幻想,采缀成文,使乡土风物洋溢着浓
郁的生活气息。为求确解歌谣的内容,必先明了罗江的流域。罗江发源安县 ,流经罗
江、中江两县,东至三台约八十里会入涪江。文同 《梓州中江县新堤记》云: “县为江
所环?因名之。其源盖出于绵之龙安 (按宋石泉军辖龙安县在今安县东北九十里冫鹿爬
山,.初若二带,其深财渐车,至神泉 (石泉军属县在今安县南五十里〉,始与诸谷瀵水
会为一。西至于罗江,南至于阳平 (今中江县西北三十里);汇东南,复吞旁流,洒浩
漾为洪波。浮于县之西郊,历坤隅,势颇壮猛,南注,折而东。”

英宗治平年间,三万
人参加罗江的水利建设,在岁江、中江两县间,修筑五道堰堤,共长百三十七丈,高-
来,宽两丈,使水流就范,因患为利,灌溉两县。

豆子山在罗江县内,嘉庆间李调元修县志时,虽收此歌,未注明山之所在。同治续
修 《罗江县志》卷五 “山川志〃才实指 “豆子山县枣北交中江界,晋歌 ‘豆 子 山打 瓦
鼓
’

即某处也”。这也可能是后代因古歌而拟定山名,但能符合江流的地域。打瓦鼓不
应揣想为形容水声,当依裉 《五灯会元》解说:法演升堂时,先说了 “八十老翁辊 (即

滚字冫绣毯”,大众请他 “试辊一辊看”,法演便 “以手作打仗鼓势,操蜀音”,咱起
这支歌来。仗鼓本是唐宋流行的散乐杂伎, 《乐府杂录》称为 f三杖打撩”, 巛乐书》

称为 亻三杖鼓’。王玄策在显庆四年第三次出使时,曾见过 “五女戏”,由五女传弄三
刀, “手弄三杖刀稍枪等,掷空手接”,与抛舞鼓棒伎艺相同。至于击鼓的表演,张祜
《大醣乐》云: “双邃笑说楼前鼓,两妓争轮好落花”,则是两人对作。落 花即指 弄
杖,后代的 “打花鼓”

即源于此,也有抛弄三刀的。宋代民间女伎人敲 “三棒鼓”,仍
然 “用三杖上下击鼓”。 (见话本 《杨思温》及 《事物原始》冫 《古杭杂记》所载

“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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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弄花捧鼓”,也是 “以三四鼓捧在手,轮转抛弄”。并见 《梦粱录》、 《都城纪胜》

和 《吹剑录》,记叙相同,或又称为
“花鼓锤”。法演作 “打仗鼓”的手势,即仿当时

流行的 “三杖鼓”和 “花棒鼓”表演。仗鼓既是曲艺名称,瓦鼓便非土制乐器,应指民

间乐伎,因演出于村场瓦市之间,故称瓦鼓,犹言村市鼓伎,或直指花鼓。

阳平关原作阳平山,杨慎改山为关,避免重韵, 巛罗江县志》也随之而改。山在中

江县北,宋冯祖轲有 《阳平镇府君三郎庙记》 (见嘉庆 《中江县志》卷十二冫。蜀中道

教化迹号称二十八治,第 -阳平山治,是宋时名胜之地。下句的 “辙白雨”,更不是悬

流飞溅的形容,而是指过云骤雨,至今四川还称晴空疏雨叫下白雨。旧诗有 “云合阳平

关,千峰撒白雨”句,正用歌词本意。歌词由下雨打鼓而联想到
“娶龙女”,才正式引

出罗江流水。

龙女的形象,是从罗江经流龙洞构成。罗江有大霍洞,传为龙洞。 《云笈七签》卷

二十
``: 

“阳平治、道由罗江水两歧山曰

^,水

路四十里,治道东有龙门j扼守神水”。

《蜀中广记》七十二引 《先天传》:二十四化各有-洞 ,龙神血食, “水阜风雨,预关

于洞中焉” (`见 《太平广记》三十七阳平谪仙条)。 ∶洞在罗聩山大霍烽下,距县南十

五里 (见 《蜀申名胜记》九、同治 《罗江县志》五冫。道家传说妄移阳平罗聩二山于彭

州,宋代地志或因此而误以罗江出于九陇。民歌里的龙女,已洗去宗教色彩,成为施风行

雨的美丽象征。 “织得绢
”二句,便是对罗江的美饰。罗江二源,“初若二带”

,会于县

境东北, “两水相蹙成罗纹”(见 《方舆拄览》绵州罗江条冫,所以称为罗江,又称为纹

江。这两支水源,就是从安县塔水场流来的秀水河与安县河坝场流来的安昌水,合流于北

寺 (详嘉庆《罗江县志》三冫,以下称为罗江。民歌因二水
“
蹙成罗纹”,进一步比拟为精

美的白绢;改造迷信中的龙女,赋予生活内容,幻想秀雨的江流,是她妙手织成的素绢。

玄武即中江,北周设玄武郡,隋唐改为县,宋大中祥符莳才改名中江j中江县东南

二水夹流,-为南江西桥河,即罗江;ˉ为东江东溪河,自绵阳来,称中江。二水合于

县东南玄武山,南注三台县,东折入涪江 (见 《大明天下一统志》t十t潼川州、 巛蜀

中名胜记》三十中江县)。

词歌仅此十句,大意已能明白:豆子山前舞弄鼓乐,阳平山上白雨骤过。一片喜气

中,迎娶龙洞神女出唧来了。罗江如绵,是她织成的嫁妆礼品3江流所经,分惠两县,

给生产增添了希望。近人因对歌中地理不甚明悉,影响对内容的发掘,把这支优美的民

谣,误认是描写江油窦圈山飞流悬瀑的自然景色,失却了劳劫人民歌颂农田水利的喜悦

心情。

最高搂上俯晴川,万里登临绝塞边,碣石东浮三绛色,秀峰西合点苍烟。天

涯游子悬双泪,海畔孤臣谪九年,虚拟短衣随李广,汉家无事勒燕然。

巛春兴》八首,仿杜甫 《秋兴》,欹怀感事, “语亦多工” (见 《诗薮》冫。陈文

·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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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 巛升貉文集序》以此八篇比之杜甫 “夔州以后诗”,正因其风格相类。程封 《升罨年

谱》据此章
“
谪九年

”
句,以为嘉靖十一年作;但各章涉及的事,却不限于一时一地。

这是第一首,总起八篇,抒写久废边庭,登楼销忧,江山虽美,闲身无补于 国:事 的 感

慨。王粲迁逝,登楼赋怀,犹思骋力高衢,气愤胸臆。杨慎谪戍,名为从军 , 时 当 边

患,却无所用其力,匏瓜徒悬,更有甚于王粲,悲愤之情,溢于词表。

最高楼应指滇中名胜,宜是昆明滇池西岸太华山的
“
缥渺飞楼 ,明黔国公沐英建

”。

因杜甫 《白帝城最高楼》: “独立缥渺之飞搂
”取名。但历来记载,太华寺楼 都没 有

“最高楼
”的专名,诗中用此三字,便成了泛指高楼。所以这样名实不-,亦由于 巛明

诗综》改字造成, 《明诗别裁》又出自朱书。费经虞 《剑阁芳华集》卷六亦同,∷疑是清

时蜀中传钞改从朱本。明刊 《文集》各本俱作
“遥岑楼

”,应从原作。慎友入永昌张含

《次均答升藩春兴长言八句》谓
“逐客连然

”,已指明此诗的写作环境是在安宁,不在

滇池。下文自称
“
海畔孤臣”,谓居环海州县,亦不拘泥于必在海边。杨慎戍滇,自 嘉

靖四年春赴永昌军营报到后 ,因得巡按御史郭楠和永昌知府严时泰的照顾,即寄居安宁法

华寺附近的遥岑楼上 (《大清一统志》三六九〓 “
法华寺在安宁州东洛阳山,大理段氏

建,中有遥岑楼〃。《新纂云南通志》四十八: “遥岑楼在 (安宁冫城东,为迤西咽喉,

明杨慎尝讲学于上”,不言楼在寺中,与扬慎集中所见地望相合)。 慎父杨廷和 巛寄王

白巷太守》: “寄谢安宁贤太守,遥岑新建慰吾儿
”指此。楼本前代名胜,所谓新建是

新加维修,暂作慎寓。稍后,四川巡抚 “
遗百金为旅居之费,太史建居,题日李公楼

”
,

园名云峰山馆,才有私寓。到嘉靖二十六年又移家滇池高蛲的海应别业,此前约二十年

都以云峰为寓所 ,

“
碣石东浮三绛色”一联,懿南中胜迹及其游踪。张含次均: “昆明东畔点苍西 ,

问柳寻花春不迷”,意正相符。碣石见 《贡禹》: “至于碣石,入于海
”。这里用以借

指滇海东面的山峦,犹 《高唐赋》的
“
浮海而望碣石”,通称沿海山岳叫碣 石 。 “三

绛
”二字似有讹误,汉三绛县故地在今会理南境,远隔滇海以北,与 〃东浮”不合。滇

中名山与绛字相关的,有 “
乌龙山,在禄劝州东北三百里,一名绛云雾山”,即唐南诏

异牟寻割据僭号日东王时封的东岳。此山不但地位异向,如改称绛云雾山为三绛,则是

生造名词。疑
“
三绛

”是 “三雾”之讹,即敕雾山的泽名,或能得其所在。杨慎 《云南山

川志》: “
敕雾山在嵩盟州东四十里,世传蒙世隆征鸟蒙得四女,归至此山,四女遥望

故乡,俯仰叹息”山巅雾结三峰。蛮谓三为敕,雾为雾。其山酱萃独峻,登眺则云南悉在

目中,又名峻葱山” (明清一统志并同)。 诗泳 “三雾
”,境地俱合,山当滇池之东 ,

浮现云际 ,宛如临海。万历间编订本集9不悉南中名胜;误为习见的 “三绛
”,至使意

不能明。

末联变用杜甫 《曲江》: “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但非泛语,实有

所指。张含次均云: “
忽来西徼有风烟”,指边境叛乱。 《明史 ·世宗本纪》:嘉靖六

年二月 〃小王子犯宣府”,七年三月
“
讨云南叛蛮

” (指凤朝文安铨叛变围攻昆明冫 ,

十二月
“
小王子犯大同”。慎后辈成都人周逊 《和升翁春兴诗》亦云: “天涯防守旧山

川,胡 马何因更入边,每见诸公忧社稷,岂无-士靖烽烟
”,更能发明原意。慎因边徼

·亻0。



多事,尤苦闲废无聊,既为戍卒,拟随军远征,扬固威于边庭,如班田勒铭燕然,竟不

可傅。 《艺苑卮言》云: “予少时见传杨用修 《春兴》,未联云云,甚关其意,为之击

节。犭”
郑赞赏其积极用世之情。 《明诗别裁》亦称此首: “忠勇之气至欲托之从军,读

者可以悲其志矣。”揭示了杨慎内心的苦痛。

夭上风云此味多,山中日月竟如何?争传鸣凤巢阿阁,又见飞鸿出蔚罗。

宣室鬼神思贾谊,中原将帅用廉颟。难教迟暮从招隐,拟把生涯学醉歌。

这是 《春兴》八首之二,细绎诗意,写的是嘉靖六、七年后政局的变化。首四句即分

别对写朝事的巨变与切身的利害,征信史迹,历历可寻。

张璁因迎合世宗旨意和适应皇族宦党夺权的需要,嘉靖六年得预机务后,阴谋陷害

所有丙阁旧臣,指使爪牙诬奏致仕杨廷和、费宏等,并及廷和子婿,欲兴大狱,根除异

己。ˉ面罢黜御史、翰院四十余人,换用亲信;ˉ面请录先年被谴诸臣,藉以收誉树势,

雎议礼中被谪戍诸人不得赦免。嘉靖七年,由张璁挂萼主修的 《大礼全书》成后,世示

亲撰序文,赐名 巛明伦大典》,六月 “颁示天下,定议礼诸臣罪”,以杨廷和为首,重

加惩罚,并揭榜承天门,以昭儆戒。这场斗争已基本定局,明世宗便假造祥瑞,粉饰太

平。史载g嘉靖七年四月 “甘露降,告于郊庙”;八年十一月祷雪, “亲诣郊坛告谢,

百官表贺”,十一.二年,四川及河南巡抚各献白兔白鹿, “自后诸瑞异,表 贺以为

常”。群臣歌功颂德,争献谀词,诸如
“
黄帝轩辕凤凰巢阿阁”-类的方士谶纬之说,

宣传开了。本沩-、 三两句,讽喻朝事,意自显豁。

在这样的风云遽变中,杨慎更感到傍徨, “幽独处兮山中
”9将来命运如何,尚难

预料。他空见
“飞鸿出罗”,自 己继续遭贬仍在罗中,不但感到失望,并有种种隐忧。

继以其父削籍治罪,自 己能得赦的希望便更渺茫。事实也是如此:丿、年十月刑部员外郎

邵经邦上疏论救,十年十二月御史喻希礼、石金请宽议礼诸臣,都受到下狱和谪戍的惩

治。杨慎从他父子的处境,联系到旧阁臣僚的永被废弃,所以在第三联中,接着指出:

赵王思用廉颇,汉帝召还贾谊的事,巳不可能再有了。诗亦变用杜甫 “今臼朝廷须 汲

黯,中原将帅忆廉颇”句,说明世宗巳无录旧之意。

在此绝望处境中,杨慎却不甘于避世从隐,借用 《楚词 。招隐》: “山中兮不可以

久留”,表示心情的矛盾。但又明知得赦无望,如刘长卿诗所云: “生涯岂料承优诏”

世事空知学醉歌”。这个
“学”字,带着许多勉强被迫的痛苦。醉歌不仅视为

“
销忧者

莫如酒”,更难堪的是借此逃祸。隆庆间泸州朱茹在 《杨升罨诗集序》中,书录旧时见

闻: “用修之谪戍也,世庙每询于当国者,赖以猖狂废恣对。已又询不置,将物色之,

祸几及。于是用修闻之,惕然股栗。”世宗恨恶之深,以至暗探其言行,欲置之死。杨

慎尝云g “孤臣白头困尘埃,官里犹询小秀才”,正指此事。因此不得不逃命于醉歌狂

废的生活,在答重庆太守刘绘的书中,更淋漓倾吐他的愤懑不平, “亦聊以耗壮心遣馀

年耳”。

·犭】·



《内江地区汉语拼古文字试验方案》说明

为了早日完成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 “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的共目

拼耆方向”的伟大历史任务,使我国文字改革工作尽快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

飞跃发展,我们在原 《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设计了 巛汉语拼音文字试验方案》。

《拼音文字试验方案》设计出来之后,在地方党委的领导和部队党委的支持下,戋
们遵照毛主席 阝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教导,亩

厅用了几个月时间,分别在四川省内江县、市部分工厂、农村、学校的六百多人中进行

了汉语拼音文字试点。通过试点,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我们较为广

泛地听取了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对这套方案进一步作了研究和讨论,

并进行了修订。所以,现在这套方案是人民群众在实践基础上的集体创作,已不是少数人

的意见。这套方案修订后,又经过两千多人的学习实践。在此基础上,内江县委召开了

文字改革座谈会,邀请四川省有文科的各大专院校的同志们参加了座谈讨论,再次作了

部分修改。在这里9我们对这套方案的设计作个必要的说明,供上级领导机关、各院技

以及一切关心祖国文字改革的同志们和朋友们共同研究和讨论。

一、汉语拼音文字的设计原则

对于怎样才能设计出-套适合我国情况,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满意的汉语拼音文字,△

们是经历了∵个过程的。开始。我们受汉字的影响较大,从汉字的偏旁、部首的启示中.

想制作一种能 “望文知音,望文知义”的汉语拼音文字。但是,结果很不理想。以后 ,

我们又受词儿连写的影响,想作词儿定型的尝试。但经研究后,觉得也有两个东西不好

办:ˉ是分词标准问题,这是专家们争论不清的问题;二是即使标准统-了 ,把单音节.

多音节定型词儿加在ˉ起,数量空前,令入望而生畏。实践使我们认识到,要想设计出
|

一套广大工农兵群众都感到理想的汉语拼音文字,必须认真学习毛主席、周总理和鲁Ⅱ

先生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汉字口

特点和我国文字改革的历史经验,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只靠盲目的行动和少⒒

^的瞑思苦想,是永远不可能办到的。从此,我们-面学习,-面调查研究,重新考

国汉语拼音文字设计的路子。

在设计汉语拼音文字上,主要存在着两种意见g^种是受原汉字表意文字框框

主张制作音义文字。而音义文字的致命弱点是:有限的X符难以表现无穷的思想色

固定死的表义文字不适应语义的演变。-种是受西方词儿连写的拼音文字的影咱,

响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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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安人 寄 外

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茁命,六诏风烟君浙肠.

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镊约;何 日金鸡下夜郎。

简绍芳 巛升蔫年谱》载:正德十四年
“已卯继室得遂宁黄简肃公珂女”。慎继娶黄

饿,字秀眉,嫁时年二十二。嘉靖五年廷和寝疾,滇自滇归,°七月携家就戍所
’。

`、

年廷

和卒, “纪纲家务,以付慎继室黄氏” (语 见赵贞吉 巛杨文忠公神道碑》冫。此后黄饿

即留新都,隆庆三年卒,年七十二:

《艺苑卮言》云: “杨用修妇亦有才情,杨久戍滇中,妇寄-律云云。”黄 饿能

诗,始传此篇。但 “诗不多作,亦不存稿,子弟不得见也,” 虽慎从子有仁也没有见过

她的诗稿。隆庆间,俞宪辑成 巛杨状元妻诗集》-卷,实只三首,并误峨为王氏,成都

人,其得之传闻可知;甚至将梨园 I日 曲误入饿集,慎友人已辨其非。万历间蜀中所传,

别出五首;江南所传,又增二首,膺伪杂存。明清选集更无溢出此十首以外之作,比较

可靠的唯此首及简绍芳 巛西窑诗话》所引 “才经赏月时”等篇。 巛阁剑芳华集》谓:颀

治间有坊刻黄氏诗集百余首,实多散曲,否则不会骤蹭至此之多。后代误传,饿有诗隼

二卷;是展转意测而成之数。

王昶 《滇行日录》: “访升奄谪居故址,~今为甲杖库。入视之,有楼三楹,颓坏不

可憩矣。楼下有人书黄夫人三春花柳律句,庭前有桃数株。余作诗云:朝阳楼阁上,独

照断肠篇。”杨慎在永昌的故址,后已建为祠,乾隆时用兵边境,改为军装库,以后又

重建新祠在太保山。饿寄慎诗,明时即巳盛传,故曾刻于旧祠;明清选集几无不选录,

题目字句彼此异同。首句 “衡阳”与腹联重韵,高泽外改作
“衡湘”。王呜盛等认为改

字较安,但选集皆仍存旧。

全诗多融铸旧句, “袭故弥新”,自 戍名篇。朱彝尊举出-三两联,本出郎士元送

李敖诗: “莫信湖湘书不到,年年秋雁过巴东”;黄庭坚寄苏轼: “美人美人隔秋水,

其雨其雨怨朝阳” (上句本杜甫|下句出阮籍冫。其实第一联更近于高适送人贬 长沙

“衡阳归雁几封书”,而加以变化,谓慎远在衡阳之外,寄书尤难。第三联又改旧句,

用 《采薇》曰归曰归,与下句 《伯兮》其雨其雨成对,同是 《诗经》征人思妇之词,使

事最土。未联用汉乐府藁砧刀头的隐语,洽如其分。结句亦出李白 《流夜郎》诗: “我

愁远谪夜郎去,何 日金鸡放赦还。”因其作法较奇,顾起伦怀疑 “
似用修代内作,以其

思多深僻也”。这个看法,具有一定的理由,但不得遂以为非峨所作。对此类艺於传诵

已久的名作,虽有疑点,还应采取审慎态度。点化陈句固是用修所长,并不排斥饿诗经

他润色修改的可能。

长洲熊湄 《寄远》云: “几回闻雁忆沣然,天末遥将锦字传。万里飘流羁远客,十

年迢递隔回船。浮云目断苍山外,落月魂消洱海边。何日刀环遂初约,免教 暗 卜掷 金

钱。
”
此诗仿拟黄峨之作,用事造话亦颇工整。

·犭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