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晋，字伯康，明朝贵州清平（今贵州凯
里市）人，广东巡抚李佑之子。明朝名士李大
晋在临川任知县时，于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
主持并赞助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刊行了其人
生中第一本诗集《红泉逸草》。此事沉入烟海，
虽鲜为人知，但却是明代凯里人对出版业的义
举，亦是对中国文学的史料贡献。继名臣大儒
孙应鳌对出版业的巨大贡献之后，李大晋延续
并推动形成了以清平为中心具有明显地域特
征的一个出版文化圈。

李大晋父子是明朝贵州为数不多的“父子
进士”组合之一。其父亲李佑，是与名臣大儒
孙应鳌同时代的人，先孙应鳌中进士，后官至
广东巡抚。《明史·列传第一百十》有载：“李佑，
字吉甫，贵州清平卫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
历官江西副使，邀贼瑞金有功。寻败广东贼吴
志高、江西下历贼赖清规等，皆赉银币。进江
西右参政。偕总兵官俞大猷，大破剧贼李亚
元。擢佥都御史，巡抚广东。屡败海寇林道
乾、山寇张韶南等。隆庆中，被劾罢归。”李佑
著有《南法寺驳稿》六卷，《抚粤疏草》八卷，《诗
文集》四卷。李佑于 1571 年去世，孙应鳌为其
撰写《墓志铭》。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公元 1561 年），李大
晋中举，登明穆宗隆庆五年（公元 1571 年）进
士，三甲一百十八名。初任宜宾县知县，因该
年其父李佑去世，回家守孝。后授宜宾令，补

临川知县，移啐温州通判，再守隋州，转重庆
郡贰。

1575 年，李大晋任临川知县时中国古代伟
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当年正好二十六岁，李大晋
赞助汤显祖刊行了其一生中的第一本诗集《红
泉逸草》。

汤显祖，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字义
仍，号海若、若士、清远道人。汉族，江西临川
人。汤氏祖籍临川县云山乡，后迁居汤家山
（今抚州市）。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
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
卜筮诸书。34 岁中进士，在南京先后任太常寺
博士、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

《红泉逸草》收录了汤显祖十二岁至二十
五岁的诗作约 80 首。其中，诗集中的《乱后》系
汤显祖十二岁时的诗作，是汤显祖最早的诗
作，蔚为珍贵。

李大晋亲自主持了“神童”、“奇才”汤显祖第
一本诗集《红泉逸草》的刊行。作为汤显祖家乡
的“父母官”——知县，李大晋这种鼓励的力量是
巨大的，此后，汤显祖这位年轻的诗人一发不可
收拾，第二本、第三本……诗集陆续刊行。后来，
汤显祖不仅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戏剧家，更成
其为一位出色的诗人。

那么，李大晋为什么要为汤显祖刊行诗集？
据史料记载，李大晋“少有奇才，负质奇

伟”、“十岁能文”、“博通经史”。足见李大晋也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神童”。遇见汤显祖这
样的“神童”后，自然对其才华极其欣赏。故为
其刊行诗集，皆在情理之中。

毫无疑问，李大晋此举亦深受家乡名臣大
儒孙应鳌热心出版业的影响。其对出版业的热
心之举，既是孙应鳌出版情结的延续，也是“清
平出版文化圈”发展的契机。

《红泉逸草》的刊行，李大晋功不可没。最
先发现了才华横溢的汤显祖，足见李大晋在宦
途任上慧眼识才。他的慧眼识珠，对汤显祖今
后的成长及其文学成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
作用。后来，诗集《红泉逸草》成为后世学者研
究汤显祖重要的文献史料之一。

李大晋家世显赫，父亲位居一省巡抚，父
子同为进士出身。其本人也是明朝的一位名
士，亦曾任过知府。《黔诗纪略》云：……遂解组
不仕，自号大愚。居乡温恭严恪，罔徇俗尚，喜
称人善，恤族党，人多服其隐德。

李大晋经常讲：“吾历官无他长，惟不欺君，
不虐民，成败利钝，听之天命，差自信耳。”其在
乡里不徇俗尚，而喜体恤老百姓。清《清平县
志》有其传，推为乡贤。现代《贵州通志·人物
志》亦录其生平。

李大晋居庙堂之高远不及其父亲，更不能
与“贵州开省以来人物冠”孙应鳌相提并论，但
其为汤显祖刊行诗集之举，却足以让其成为

“凯里文脉”链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首推汤显祖”的李大晋
○ 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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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需要，我参加了城
区核酸检测志愿活动，见证着许
多个动人的场景。

第一次做核酸检测，时间很
紧，人员特别多。我负责两队，
让大家保持一米的间隔距离，居
民都非常配合。开始检测速度
有点慢，检测人手也不是很多，
但大家没有埋怨，默默地等着，
一点点往前挪。后来，老年人开
始多了起来，有的甚至拿个小板
凳。“让老年人先做好不好，他们

年纪大，站不上来。”我拿着小喇叭，试着说了
句，其实心里也没底。“好！”没想到，大家异口
同声地答应着，年轻人自觉地往后让，老年人
就单独排成了一队。看着那些爷爷奶奶欣慰
的笑容，我眼眶一热，觉得非常感动。

有个小朋友，大约十岁左右，做完核酸
检测并没有离开，而是拿着一把扇子帮助医
护人员扇凉风。后来，小朋友的家长在检测
点架起了几台电扇。当我们都以为他们做
得足够多时，他们又送来了十几个冰袋，逐
一绑在医护人员的肩膀上降温。当有人问
小朋友父亲做什么工作时，他父亲只是憨厚
地笑着说：“你们付出那么多，我做的这点，
不值得说呀。”真是有什么样的父母，便有什

么样的孩子。那个小朋友满脸大汗，但看得
出来，他非常快乐。

第二次核酸检测时，我们还是同一个小
区，那天一大早我就去了，看到几位老人在那
里忙碌着什么。走近一看，他们拿着粉笔，拉
着皮尺，每隔一米就做个标记。“这些让我们
来做吧，你们年纪大了不容易。”我赶紧上前
对他们说。“不碍事，我们瞌睡少，睡不着，就
寻思早点起来画记号，你们得忙一整天呢。”
有位爷爷笑着说完，又继续忙着画线了。看
着偌大的小区广场，被几个老同志画满了记
号，看了真让人感动。“我们也想尽份力，大家
都不容易，一起加油打败德尔塔病毒哈。”一
位老人说完，朝我比了个胜利的手势。我感
动地点点头，埋头开始工作了。

中午换班时，抽空到附近的店里吃点东
西垫肚子。记得当时点了份炸酱面，外加一
杯热饮。囫囵着吃完，端起饮料去结账时，老
板告知免单了，原来他看到我没来得及摘下
的红袖章，知道我是志愿者。“不仅仅针对您，
所有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来小店消费的统
统免单，”老板大气地说着，“你们在为我们拼
命，我也想着要做点什么呀。”那一刻，我喉头
有点哽咽，说句感谢就忙着去小区了。

在疫情面前，我们勠力同心，共克时艰。
一个个温暖的瞬间，凝聚成为永恒的力量。

温暖的瞬间
○ 赵自力

秋风飒爽，秋阳热烈，夏日里开得灿烂的向
日葵，依旧灿烂。不过这灿烂之下，多了一种丰
厚的底蕴，显得沉稳起来。秋天的向日葵，依旧
追日而行，与太阳一起完成每一天的圆满。

秋天的向日葵，不再像夏天时那样张扬
了。夏天的向日葵，昂首挺胸，青春蓬勃，把灿
烂的金黄色夸张成一幅炫目的水彩。到了秋
天，向日葵的头颅变得硕大，开始懂得了向世
界低头，附身之间有了虚心之态，低眉之间有
了谦逊之风。向日葵明艳的金黄色花瓣，颜色
变得深了一些。花盘上结出了一粒粒饱满的
果实，颜色由青到黄再到黑，经历了花开花谢
的过程，完成了开花结果的使命，最终修成正
果。此时的向日葵园里，散发着一种秋天特有
的气息。这种气息是果实散发出来的，有淡淡
的清香和隐约的欣喜。人置身在秋天的天空
下，忍不住要心潮澎湃。如果再看到一片秋天
的向日葵，简直要为这盛大的秋天倾倒了。

秋天的向日葵，是丰收在望的憧憬，是梦想
圆满的昭示。秋天有独特的体香，那种香来自
植物的果实，而所有植物的果实都大自然的精
华。秋天里大自然也要删繁就简，去粗取精，果
实当然会被人们重视。向日葵的果实，是对大
自然馈赠的阳光雨露最好的回报。一季风雨一
季歌，阳光永远都会善待满怀热爱的心。

秋天的向日葵，仿佛是虔诚的朝圣者，
终于要抵达心中的圣殿。想想向日葵漫长
而艰辛的朝圣之路，我们都会为之感动。曾
经酷热的夏天，别的植物都在阳光下打蔫
儿，而向日葵依旧追着太阳的踪迹奔走。烈
日有时候很残酷，但向日葵不改初衷，始终

坚守内心的方向。夸父追日，是明知追不上
也要追，而向日葵懂得，秋天一到它必定会
圆梦。向日葵把一切都当作是考验，只有经
历过千难万险，长途跋涉，才会抵达梦想之
境。向日葵是一种特别有信仰的植物，无论
遇到多大的苦难和挑战，它都会坚持信仰。
信仰不灭，生命永生。

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艺术作品中，向日葵
都充当着极为正能量的形象，人们赞美它，崇
敬它。我们对向日葵的喜爱，并不是因为它的
外表。实话说，向日葵有些硕大粗笨，没有十
分美丽的姿容，也没有特别优雅的气质，但它
那种向日而生的精神却让我们震撼。“唯有葵
花向日倾”，我们钟情向日葵，源于它的品格。

开得再美的花也容易凋谢，很多花凋谢之
后香消玉殒，不留痕迹。而向日葵则把开花与
结果连接成生命的必经阶段。外在的东西很难
长久，内涵却是永存的。如同人一样，外表是肤
浅的第一眼印象，长久的相处需要的是心灵的
和谐。向日葵以其内涵取胜，成为我们心中的
一种精神寄托。

想起梵高的名画《向日葵》，色彩明亮，花
朵绚烂，代表着画家坚定的信仰与热切的希
望。向日葵就像画家燃烧着的心，那么光彩
熠熠。向日葵让画家感到了震撼，他心怀一
腔赤诚面对世界，即使世界并不懂他。在我
看来，秋天的向日葵不再是飘在空中的梦想，
而是落到地上的圆满。像一株向日葵一样，
坚守到秋天，一切都会是水到渠成的幸福。

秋风飒飒，吹响了季节的长笛。向日葵
朝着太阳的方向，唱出秋的赞歌……

秋天的向日葵
○ 王国梁

明清两代，在清平（今凯里），除名臣大儒
孙应鳌外，文章能“自成一家”者，当属明代汪
良。其传世的《登香炉山》一诗，足见其才华横
溢，诗文劲古。诗云：

炉山之高高入云，嶙峋壁立无支分。
雄关未能容双马，杀气曾教走万军。
林翠湿衣人不觉，猿声啸壑客惊闻。
攀援直到层巅立，回首相将日已曛。
此诗收录于《黔诗纪略》。清代“西南大

儒”莫友芝对其大加赞赏，称其“文章亦劲古，
能成家”。

汪良，字明卿，清平卫（今凯里）人。明神
宗万历二十五年（公元 1597 年）举人。汪良为
人天资旷达，刚毅敢为。初授陕西环县教谕，
温厚安和，以身为教，与人言忠孝大义，娓娓不
倦。后迁路南知州，州有险溪，往来徒步多有
被冲走淹死之人。汪良捐俸薪建桥，其患乃
息，州人为他塑肖像祀之。又迁庆远同知，莫
姓土弁目无法度，图谋不轨，汪良设酒宴擒
之。两台交荐，加四品服俸。

《登香炉山》是宋诗，造诣极高。有点有
面，层次分明；有叙有感，主题突出。

浑朴秀劲、苍劲古厚、笔墨酣畅。《登香炉
山》一诗“以文为诗”，全诗散文化，极富意境，
被后世学者称之为“香炉山诗之冠”。

清平先贤孙应鳌的诗作沉雄森秀，舒和苍
润。而汪良的《登香炉山》则强而有力，有劲古
之度。

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宋人

黄庭坚有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汪良在
诗文创作上另辟蹊径，博采众长，终能“自成
一家”。

自 成 一 家 ，是 一 个 成 语 ，指 在 某 一 方 面
的学问或技术有独到的见解或独特的做法，
能自成体系。遗憾的是，汪良有《集》，但已
失传。

汪良存世一诗，不能依此下结论为“自成
一家”。但清代宋诗派代表诗人莫友芝为何认
为汪良“文章亦劲古，能成家”？无可考。但将
历代古人吟咏香炉山的诗文进行比较，便可分
出高下。

明清两代，民国期间，不乏文人吟咏凯里
香炉山之诗文。

《炉山烟雨》：炉峰奇怪自天成，非燃沉
檀 得 此 名 。 带 水 含 烟 疑 变 化 ，远 近 浓 淡 卜
晴 阴 。 山 腰 漠 漠 横 苍 翠 ，水 在 濛 濛 罩 浅
清。绝顶方塘灵莫测，为鱼为龙若多情。

《经香炉山》：炉山压千峰，雄奇冠黔服。
上溯五十年，咫尺仍异域。邹公故长者，天兵
乃生翼。放意著诗筇，敢忘剪除力。

《香炉山》：“……香炉山连亘三四层，攀缘
鸟道而上。上容百万人，穷峻极险。有瀵流一
溪，沃畴千甽（畎），聚落峰屯。”

《香炉山》：无香无火冒青烟，弥漫炉山古
话传；圣地苗乡一绝景，人到此地便成仙。

《登香炉山》：造极依稀摩碧落，十属山川
罗眼前；四周阔落山环绕，回头一览众山小；莫
怪巍巍独自尊，千寻壁立擎天表。

《炉峰烟雨》：烟雨迷离不见峰，炉山隐约
凯城东。若有若无洵难画，叠叠楼台锁半空。

……
相较汪良的《登香炉山》，这些吟咏香炉山

的诗文便不免“黯然失色”几分。
清代同治十二年仲夏首刊于金陵的《黔诗

纪略》，是晚清著名诗人、学者、书法家莫友芝
编纂的明代贵州绝无仅有的诗歌总集。全书
三十三卷一共收录明代贵州诗歌 2498 首。莫
友芝“因诗存人，亦因人存诗，旁征事实，各系
以传”。在这部极其珍贵的明代贵州诗歌总
集中，莫友芝为每一位诗人之诗作详撰注释
传证，简明点评诗人诗作之成就，……可以
说，《黔诗纪略》是“明代贵州诗歌之总貌”。

在这样一部“巨编”中，以莫氏兄弟严谨
的 治 学 精 神 ，其 对 汪 良“ 文 章 亦 劲 古 ，能 成
家”之评价，绝非泛泛而谈，亦非空穴来风。
能得莫氏兄弟如此高之评价，贵州诗者，可谓
寥寥无几。

继孙应鳌之后，凯里（古之清平）能独成
“一家之言”者，非汪良莫属也！

告老还乡后，汪良与同年乡友王瑛共撰
《清平志》。王瑛在《清平县志》“县志原叙”中
记载：“天启丙寅（1626）秋，锳以病废，里居。
戊辰（1628）夏，偶与年友汪明卿谈及卫志之
缺，不胜扼腕。明卿以笔札属余，……”

《乾隆通志》录“汪良传”，现代《贵州通志·
人物传》亦收录之。

选自《凯里文史旅游故事》

“文章自成一家”的汪良
○ 刘青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