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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荆楚

胸藏万汇凭吞吐 笔有千钧任歙张
黄文泉（沙市）

石首桃花山，北枕长江，东望洞庭，四十
五里群峰连绵，由280座大小山峰组成，是省
级自然保护区。它与湖南华容县接壤，属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湖北省长江经济带
2006年被省人民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
胜区”。

关于桃花山地名的来历，与一段春秋
历史传说有关。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诸侯割据，群
雄并起，现今的江浙一带，属于越国领域。
越国常与邻近的吴国发生战争，越王勾践
起先当了吴王俘虏，受尽屈辱；他获释回国
后卧薪尝胆，发誓报仇，依靠谋士范蠡，武
将文种，终于灭掉吴国。

战胜吴国，范蠡用了一个美人计。越国
诸暨境内有一少女名叫西施，长得貌若天
仙，美丽动人，她与范蠡本来是一对恋人，男
才女貌，心心相印。但为了振兴越国，西施
忍辱负重，依范蠡之计，用美色迷住了吴王
夫差，使他沉溺女色，难理朝政，最终被越国
打败。不过，范蠡觉得越王勾践心胸狭窄，
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他劝文种见好就收，解甲归田，保全性
命。文种不懂功高震主的道理，贪恋荣华
富贵，最后被勾践赐死。

范蠡为免遭杀身之祸，带着西施，偷偷离开了越
国。越国的东面是茫茫大海，无路可走，范蠡与西施只
得往西来。不知走了多少日，不知行了多少路，他们进
入了楚国地面，来到一个名叫东山的地方。

这里北临长江，东接洞庭，山清水秀，气候宜人。马
儿贪恋这里美味的青草，死活不肯走了，范蠡和西施在
这里定居下来。范蠡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花了一些
银两，在鹿角头脚下建了一幢房子，又在山边凿了个水
池供人畜饮水。他利用以前学到的陶艺技术，选择一
些黄土，烧做陶器，换来一些柴米油盐。人们不知道他
的真实姓名，都称他为“陶朱公”。

西施随范蠡进入楚国地面的时候，正是桃子熟了
的季节。为缓解路上饥渴，范蠡买了一袋桃子，挂在
马屁股上，俩人想吃就取。他俩在鹿角头脚下定居以
后，桃子还剩十来个，其中有七、八个已经烂了。西施
不忍丢弃，把这些桃子种在山坡上，希望它们能生根
发芽，开花结果。

冬去春来，小树苗从山坡上破土而出，数年之后，这
些桃树长高了、长大了，每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桃树上开
满了粉红色的花。一个春天的下午，范蠡从山外做陶器
买卖回来，只见西施在桃树前纺纱，明媚的阳光照在她
白里透红的脸上，鲜艳的桃花，把西施衬托得更加美丽。

范蠡看呆了，痴痴地欣赏了好一会，然后情不自禁
地走上去，说：“夫人啊！你真是天下第一美人，难怪吴
王夫差被你迷得神魂颠倒，丢了江山。”西施见丈夫回
来，忙起身给他递来一碗茶，说：“别提那件事了！小女
子本想以姿色为国效力，拯救国家，不料那越王勾践恩
将仇报，杀死文种，逼得我们背井离乡，害得你一个堂
堂大臣，竟在这山野之地，以做陶器为生。”西施说到伤
心处，激动得加大了嗓门。

范蠡抬起右手食指，贴近自己的嘴唇，“嘘”了一
声说：小声点！隔墙有耳，不要暴露了我们的身份。
我们要忘掉过去，现在这种男耕女织的生活多实在！
我们已经隐姓埋名了，我不再是范蠡，你不再是西施，
这里的人都叫我'陶朱公，你也这么叫我吧。西施妩
媚一笑，甜甜地喊了一声：“陶朱公！”范蠡应了一声：

“哎！我变成了陶朱公，我没有了权势，也没有了危
险，这是好事。虽然再没有人叫你西施，而你的美丽
却依然如故，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希望你更加美丽。”

此时，在明媚的阳光下，在鲜艳的桃花前，西施的
情绪被感染了，她说："我们是为了美好而活着，只要
你觉得这样很美，那我们以后就多种些桃树吧！"从
此，夫妻俩在东山上遍栽桃树，每到桃花盛开的时候，
十里八乡的人们都能看得见那一片片鲜艳的粉红
色。后来，人们就改称东山为桃花山。

明代荆州籍进士略考（四）
□ 余大中

洪湖龙口镇三红村有前、中、后三个自然村，前村
居最南边，又沿长江，故名河沿上。追溯其历史，至今
还流传一段老故事。

清嘉庆十六年（1811 年），前村村民在江堤处种了
一片杏树，杏树花开，相伴绿色杨柳，煞是好看。因
此，人们便将前村改名杏花村。有诗为证：

韶华满眼杏花村，二月春风入酒樽。
玉印光生堂对彩，琼楼宴赏客盈门。
作者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鱼县候补知县周

大均（字陶夫）。这是他为杏花村同窗好友张羽廷的祖
母胡老孺人80大寿所献一首七绝（载《张氏宗谱》）。

杏花村村民以耕读为乐事，代有文人墨客，岁获农
业丰收。他们滨江而居，喝着江水成长，养成了耿直、
豪放、纯洁的性格；他们嫉恶如仇，眼里容不得半粒沙
子，喜欢打抱不平，热衷公益事业，深受人们点赞。

杏花村村民有习武强身的优良传统。过去，村中
长年设有武馆，馆中掌门无不身怀绝技，他们秉承“授
人以武，强人之事；伸张正义，打抱不平”办馆宗旨，培
育出许多艺高德馨的武生。到了民国初年，村中出了

“三十六条扁担（码头工人）”。三十六条好汉，名副其
实，使村庄成为闻名遐迩的武术村。

那年，一只专门打码头的黑壳洋船从上海沿江而
上，直闯龙口码头。船上的一伙武士浪人强行登岸，
逢人就打，遇物就抢。一瞬间，他们走过河坡，翻上江
堤，闯入杏花村地盘。一个高大阔脸的大汉双手挥舞
九节鞭，首当其冲，高喊，“老爷们是来打码头的，谁敢
跟老子过几招？”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挑着柴火
的大汉，甩掉柴火，操起扁担，使出一招点穴功夫，敏
捷地用扁担的一头，击中阔脸大汉。此人是杏花村

“三十六条扁担”之一，绰号“高脚鹭鸶”，用扁担近身
格斗，点穴制敌是他的绝技。黑壳洋船上的武士浪人
见阔脸大汉失手，一起围攻“高脚鹭鸶”。“高脚鹭鸶”
从容应战，一根扁担神出鬼没，接连击中几个对手。
就在以一敌众，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杏花村“三十六
条好汉”陆续赶来，与进犯者展开激烈搏斗，真是“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直打得对方落花流水，跪地求
饶。最后，这些闯码头的武士浪人被迫口念“龙口杏
花村，好汉成群。如打码头，小心性命”爬回船上。杏
花村以武护家，以正压邪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由于长江十年九水，杏花村堤外的大片杏树早已
荡然无存，因此居民沿江而居。从此，龙口人就将杏
花村改名为河沿上。

河沿上
□ 张崇宜

王其勤

王其勤（1531 年—？），字明敏，号少
月，湖广松滋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三甲第十九名进士。同科状元陈谨，
榜眼曹大章，探花温应禄，同科二甲赐进
士出身共一百零五名，同科三甲赐同进
士出身共二百八十五名。

王其勤中进士后，授无锡知县。接
受任命后，迅速赶赴无锡，紧急应对倭寇
入侵的迫切局势。无锡城墙曾在明洪武
元年（1368 年）修缮过，但因长期无战事，
城墙失修。王其勤上任时，修筑加固城
墙、抗击倭寇侵略，成为无锡的头等大
事。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二月初九
日至四月二十日，只用了七十天，就按照
王其勤规划的时间和方案，将原来的土
城垣改建成一座长十八里、高二丈一尺
的砖石城墙。

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四月二十三
日，倭寇兵临无锡城下。新城十分坚固，
倭寇一个多月也没攻下来，便打算退
兵。王其勤抓住战机，令守城将领张守
经带兵出击，乘舟自水西门出发，与倭寇
激烈搏战18天，于五月初八击毙敌酋，贼
兵四散逃命。万历版《无锡县志》记载：

“城成二日而倭夷来寇，千雉翼然，竟不
能陷。”与此对照，无锡周边许多县城却
惨遭倭寇蹂躏，杀劫无数，尸横遍野。

嘉靖三十六年（1557 年）王其勤升任
南京户部主事，后转任兵部郎中，最终休
退故里。

伍文定

伍文定（1470－1530 年），字时泰，号
松月，谥号忠襄。湖广松滋人。弘治十
二年（1499 年）三甲一百一十九名进士。
同科状元伦文叙，榜眼丰熙，探花刘龙，
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九十五名，同科
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零二名。

正德十四年（1519 年）六月十四日，
宁王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而兴
兵，革正德年号。以李士实、刘养正为
左、右丞相，以王纶为兵部尚书。七月
初，以其部将守南昌，自率舟师蔽江东
下，略九江，破南康，出江西，攻克安庆，

欲取南京。王守仁举兵勤王，伍文定把
王守仁迎入吉安城中。九月二十六日火
攻，朱宸濠将士焚溺而死者三万余人，朱
宸濠被擒获。二十六日的战斗中，伍文
定任大将，冒着箭头和滚石的威胁奋勇
向前，大火烧着胡须也不退后。宸濠之
乱平定后，伍文定升江西按察使。

正德十六年（1521 年）伍文定升广东
右布政使。明世宗朱厚熜即位后，升为
右副都御史。嘉靖三年（1524 年）率兵讨
伐海盗，捉拿董效等二百多人，获敕令奖
励。嘉靖六年（1527 年）任兵部右侍郎，
升右都御史。嘉靖六年（1527 年）十一
月，云南少数族人首领安铨造反。嘉靖
七年（1528 年）三月，云南武定军民府土
舍、安铨的岳父凤朝文作乱，明世宗诏令
伍文定为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提督云
南、贵州、四川、湖广军务。

嘉靖八年（1529 年）四川巡按御史戴
金上书：伍文定只顾进攻，而不珍惜招安
机会，仅运输粮草，就白白浪费几十万
石，认为应当治罪。尚书方献夫、李承勋
等人借机诋毁。嘉靖皇帝诏令伍文定退
休。嘉靖九年（1530 年）七月，伍文定病
逝于松滋。

龚大器

龚大器（1513－1596 年），字容卿，号
春所，湖广公安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二甲八十八名进士。同科状元诸大
绶，榜眼陶大临，探花金达，同科二甲赐
进士出身共九十名，同科三甲赐同进士
出身共二百零三名。

龚大器年轻时家境贫寒，中秀才后，
教授塾学，还是难以为继。虽然屡困科
场，却不气馁。嘉靖三十四年（1555 年），
四十二岁的龚大器中举。第二年参加礼
部会试，同伴劝他：“你这大年纪，何必赴
京赶考，谋个一官半职算了。”他谢绝大
家的好意，坚持前往京城。

中进士后，龚大器授刑部主事，后辅
佐广西、江西、浙江、南直隶藩臬。隆庆
年间任广西参议，随殷正茂、俞大猷南征
古田（今属广西柳州），参与平定韦银豹、
黄朝猛的叛乱。战事结束后，龚大器游
览柳州府融州真仙洞，留有《春题真仙洞

八景》诗。不久，徐霞客也到此游览，在
《徐霞客游记·粤西游日记十五》中，全文
记载《春题真仙洞八景》，署名“荆南龚大
器”，使这篇佳作得以留存于世。

后来，龚大器从南直隶提刑按察使
司佥事任上，升河南左布政使，从二品。
为官清廉、勤政利民，从不贪占一文、从
不靡费一物，常用俸禄接济亲友、施舍
邻里，被称为“龚佛”。万历十一年（1583
年）龚大器致仕回乡。龚大器诗书传
家、代有人杰。次子龚仲敏、三子龚仲
庆先后中举人和进士。外孙袁宗道、袁
宏道、袁中道，先后中进士，都是知名文
学家，其文学流派被称为“公安派”或

“公安体”。

龚仲庆

龚仲庆（1549－1602 年），字惟长，号
寿亭，湖广公安人。万历七年（1579 年）
湖广乡试第三名，万历八年（1580 年）庚
辰科会试三十九名，三甲九十八名进
士。同科状元张懋修，榜眼萧良有，探花
王庭撰，同科二甲赐进士出身共五十七
名，同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共二百四十
二名。

中进士后，龚仲庆授福建道御史，与
拥戴张居正者为伍，与反对张居正者为
敌，成为“后张居正时代”的风云人物之
一。《明史·列传·卷一百一十七》记载，隆
庆二年（1568 年）进士沈思孝，万历初年
任刑部主事，因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夺
情”不服丧，与艾穆上疏，遭受廷杖，戍守
神龟卫。张居正去世后，不仅官复原职，
而且升光禄少卿、太常少卿。作为御史，
龚仲庆弹劾他宽恕冒名顶替的举人，沈
思孝调任南京太仆卿，官职降三级。

龚仲庆一生嗜书如命，曾收藏各种
图书数万卷，而且亲自校对，自己则著有
《遯庵集》。龚仲庆对外甥袁宗道、袁宏
道、袁中道有很大影响。万历八年（1580
年）龚仲庆曾在公安结“阳春社”，袁宗道
写《送夹山母舅之任太原序》予以记载。
袁中道《龚春所公传》叙述：“三袁舅龚仲
庆司理汝南时，常遣善书吏数十人，往其
家抄录古今书数百部。袁宗道往访，或
与此有关。”

地
名
趣
谈

疑似马明方批注疑似马明方批注的的《《张江陵年谱张江陵年谱》》
□ 谢葵

最近在昆明旧书市场淘得一本杨铎
编著的《张江陵年谱》，1938年长沙商务
印书馆出版。商务原在上海，为何又出
现在长沙呢？

据邓云乡先生回忆：“五六十年代，
我在上海，与《金石学》作者朱剑心先生
同事，他当时在商务做编辑，编《国学丛
书》，“八·一三”后，随王云五领导的商务
撤退人员，先到香港，工作了一个时期，
又到长沙，长沙大火，部分人去了重庆，
部分人又回到香港，常常说起当时辗转
逃难情况……”（邓云乡《百年商务话沧
桑》）这本《张江陵年谱》正是当年出版的
《国学丛书》之一。

本 书 是 明 代 大 政 治 家 张 居 正
（1525-1582 年）的年谱。因张居正是湖
北江陵人（今 荆 州 区），故以地称张江
陵。全书共 126页，其中正文部分仅 81
页，记述颇简略，附录张居正子懋修《先
公致祸之由敬述》、宋学洙《张文忠公遗
事》及著者选辑《评论集要》《江陵名言
钞》《江陵文集可读录》。书上的骑缝已
锈蚀，纸已泛黄，封面仅“国学丛书、张
江陵年谱、商务书馆印”三行宋体铅字，
无任何装饰。扉页有张氏画像和手迹
各一。

60多年前，日寇凭凌，国难方殷，大
批学者毁家纾难，以学术文章报国，表现
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本小书就是历史
的见证。它能历经兵燹保存至今，显得
弥足珍贵。更为难得的是，原书主在此
书附录《江陵名言钞》作了几十条批语，
蝇头小楷书写于页面的空白处，字迹整
齐娟秀。批语多的数十字，少的不过二
字，有评有赞，也有笺注，言简意赅，不乏
灼见。略举数例如下：

原文：知我者天，即违俗而遑惜；许
身于国，惟尽瘁以为期。

下批二字：气魄。
原文：吏 职 有 一 之 未 修 ，皆 臣 表 率

之无状；民生有一之未遂，皆臣调燮之
多乖。

下批：铁肩担起。
原文：分省纲纪，必欲振肃；朝廷法

令，必欲奉行；奸宄之人，必不敢姑息，以
挠三尺之公。

下批：知人则哲。
有的加以阐发和诠释：
原文：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

宜猛。
下批：于理不悖，谓之顺情；出于偏

爱，谓之徇情。小罪小罚，重罪重罚，谓
之严；轻罪重罚，谓之猛。

原文：夫命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
所以防奸，二三则玩。

下批：今人往往强调“客观发展”，粉
饰自己的“数易”，教育部亦不乏其例。

原文：近年来，习尚尤靡。致使是非
毁誉，纷纷无所归究。议论风兴，实绩罔
效 。 所 谓 怠 则 张 而 相 之 时 也 。 受 事 以
来 ，一 切 付 之 大 公 ，虚 心 鉴 物 ，正 己 肃
下。法所宜加，贵近不宥；才有可用，孤
远不遗。务在张公室，杜私门，省议论，
核名实，以尊主庇民，率作兴事。亦知绳
墨不便于曲木，明镜见憎于丑妇，然审时
度势，政固宜耳。

下批：民主集中制。
原文：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

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
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

下批：辨证之至。
原文：天 生 一 世 之 才 ，自 足 一 世 之

用，故持衡者每杂之以私意，持之以偏
见，遂致品流混杂，措置违宜，乃委咎之
才，误矣。

下批：私意偏见，就是主观。
原文：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

所枉，虽疏贱必申。
下批：法宜严。
原文：安 民 可 与 行 义 ，危 民 易 与 为

非，其势然也。
下批：有业可安，则为富民；无业可

安，则为危民，危民既起，铤而走险，谓之
起义可也，谓之叛乱亦可也。

原文：窃闻治理之要，惟在于安民，
安民之道，察其疾苦而已。

下批：坐洋楼上听汇报，不能彻底了
解民间疾苦。穿制服下农村考察，亦看
不出真象（相）。

原文：国家欲兴其事功，非有重赏必
罚，终不可振。

下批：按劳取酬原则。
原文：夫民之亡且乱者，咸以贪吏剥

下，而上不加恤，豪强兼并，而民贫失所
故也。

下批：自古就主张打倒贪官污吏。
原文：法无常良，行之在人耳。
下批：唯物辩证。
原文：法不可以轻变也，亦不可以苟

因也。苟因则承敝袭舛，有颓靡不振之
虞，此不可事事之过也。轻变则厌故喜
新，有更张乖序之患，此大多事之过也。

下批：马列主义之至。
原文：法无古今，惟其时之所宜，与

民之所安耳。时宜之，民安之，早庸众之
所建立，不可废也；戾于时，拂于民，早圣
哲之所创造，可无从也。

下批：通达之论。
原文：车之不前也，马不立也，不策

马而策车，何益？法之不行也，人不力
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夫天下之治始
乎严，常卒乎驰，而人之情始乎奋，常卒
乎怠。

下批：多开会无益。

综合上面批语分析，点评者具有
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将中国古
人言论归于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固
然有点牵强，但张氏语录中也的确有
某些辩证思想。从“今人往往强调‘客
观发展’，粉饰自己的‘数易’，教育部
不乏其例”“坐洋楼上听汇报，不能彻
底 了 解 民 间 疾 苦 。 穿 制 服 下 农 村 考
察，亦看不出真象（相）”“多开会无益”
几句批语推断，其批注时间当在建国
初期，作者应为一个有相当地位的党
内高级干部。

此书无款署，仅封面有毛笔行书“汝
舟”二字，或即书主之名，汝舟何许人
也？上网查询，找到一点线索：

马明方（1905～1974 年）又名汝舟、
济民。陕西米脂县人，是陕北革命根据
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32年
代理中共陕北特委书记，和刘志丹等共
同领导陕北游击活动。1934年当选陕北
省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陕北省委书
记。1953～1960 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
副部长、办公厅副秘书长、财贸部长。
1967 年被“四人帮”强加“叛徒”罪名关
押，1974 年含冤去世。1979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隆重追悼
会平反昭雪。

批注《年谱》的汝舟是否就是马明
方？从理论上来说，他具备批注此书的
客观条件，请看这段批语：

原文：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
源，功作为大，天地交而能成化育之功，
上下交而能成和同之治。

下批：拆墙为急！
四字下面打了一个大惊叹号，表明

作者对此深有感触，寥寥四字透露出批
注的时间、地点和有关批注者身份的重
要的信息。

谢按：1953 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提出
《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
指出北京古城“是封建帝国的防御工事，
在新时代已经毫无用处，还妨碍了交通
限制首都的发展，因此，应该拆除城墙，
墙 砖 可 以 用 于 建 造 房 屋 或 者 铺 设 马
路。”1953 年 8 月，毛泽东在全国财经工
作会议上说：“拆除城墙这些大问题，就
是经中央决定，由政府执行的。”（《反对
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5 卷，1977 年 4 月第 1 版，90－97 页）当时
身为财贸部长的马明方完全有可能与会
并亲聆这一讲话，因而在书上作了这一
批语。

马明方是否就是批语的作者？由
于线索中断，缺少旁证，现在很难确定，
但无论何人所作，其批语在几十年后的
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较高的史
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