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人刘禹锡吟哦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固执地

以为指的便是渌口伏波岭。

微雨的清晨，渌江像一个“浓睡不消残酒”的女子，慵

懒躺卧在暮春湿漉漉的天宇下，被天地间漫无际涯的苍

翠软软拥覆。我披裹堤岸上香樟漫溢而下的芬芳，沿北岸

迤逦而行，将自己想象成唐代大历四年(公元 769年)二月

踟蹰江边的杜甫，一串沉甸甸的诗句也随之涌上心头：

“南岳自兹近，湘流东逝深……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

瓮馀不尽酒，膝有无声琴。圣贤两寂寞，眇眇独开襟。”

遭逢时艰，身世飘蓬，杜甫笔下的《过津口》不免抑郁

而沉闷，与我此刻探幽访古的闲适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诗家不幸渌口幸”，犹如沙鸥一般漂泊的诗圣能踅入渌

口，戚戚然徘徊江岸绿荫下，却是渌口的大幸。簇新的村

居高高低低，恬然散落江岸。袅袅升腾的炊烟间，我似乎

见着了从盛唐淌溢而来的一缕诗意在漫漶，也似乎明白

了居株洲鄙野的渌口，多年前何以突兀而出，成为远近知

名的“中华诗词之乡”。

缓步遐想时，岸边突现一处葱绿掩映的深潭，潭的另

一侧紧挨石壁陡崖。同行友人望着不高的崖顶，欣然说，

伏波岭到了。我心内一震，四野漫溢的文气似乎陡然消

隐，一股森然剑气扑面而来。

中学时代，偶然读到孙中山挽蔡锷的句子“万里间关

马伏波”，翻检资料后，我头一回知晓了“西破陇羌，南征

交趾，北击乌桓，累迁伏波将军”，世称“马伏波”的东汉名

将马援。《三国演义》中杀得曹操割须弃袍的蜀汉五虎将

之一“锦马超”，便是其颇有乃祖遗风的后裔。掩卷沉吟，

不免神往于马援驰骋疆场、立功万里外的壮阔人生。

到株洲工作后，得悉马援曾屯兵郊县渌口的伏波岭，

似乎自己与他瞬间有了某种交集，亲切感与自豪感油然

而生。遗憾的是，伏波岭近在咫尺，我却懒怠起来，一直不

曾登临探访。直到今天才总算成行，真切立在岭下，感受

着森森扑面的剑气。

我与友人辗转寻路，踏上青树荫覆的青石板台阶，又

拾级而上，置身于岭上草木的葱碧间，似乎自己的脚印已

与两千多年前马援的某个脚印重合，脸上一时端肃起来。

伏波岭确乎不高，与同处湖湘大地的南岳衡山之峻

拔、雪峰山之嵯峨不能比，上山的台阶不过几十级，脚力

未软已登极顶，最多算是隆起的小丘。披风岭上时，却也

一望空阔。脚下的渌江汩汩滔滔，在不远处汇入湘江，又

翻滚着浪涛，蜿蜒北去;四面群山逶迤，起起伏伏，像东海

蓦然倒灌而来，卷起一堆堆刺破苍穹的巨浪;烟雨迷离中

的渌口古镇尽收眼底，它似乎有马援的大将之风，“泰山

崩于前而色不变”，娴静若闺中处子，安谧端坐群山之间

与晨风之下。

转过身来，便是剑气漫溢的原点——伏波庙。庙宇也

不大，红墙青瓦，古朴雅致，屋顶两侧的山墙格外醒目。门

前挺立两株卫兵似的大树，亭亭如盖。庙内马援的塑像威

严而立，目光如炬。我与他默默对视良久，内心颇为激荡，

似乎终于见着了久仰的偶像。马援当年“伏波”的一幕幕

也穿尘封册页而出，耳边似乎隐隐有了“鏦鏦铮铮，金铁

皆鸣”的声响。

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 41年)，今属越南北部的交趾郡

发生叛乱，光武帝刘秀闻报，急拜善战的马援为伏波将

军，率军千里南征。马援旌旗南指，一举平叛。往返时，或

许见渌口“雄关控北流”，他便在这里屯宿。邑人为纪其

事，将屯兵的无名山丘命名为伏波岭，又集资建庙宇，供

奉香火，千年不绝。

马援为后人景仰的不止平叛之功，还有其“马革裹

尸”的家国情怀。他曾慨然说：“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

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耿

耿丹心，惊天地而泣鬼神。

毛泽东对此感佩不已。早年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就学前，他抄送给父亲一首诗道别：“孩儿立志出乡关，学

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诗中

意境显然源自马援的话。多年后的 20世纪 60年代，一位

将军不愿去艰苦的非洲工作，毛泽东得悉后说：“我建议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读读《后汉书》里的《马援传》。”又说：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马援之后，是一代不

如一代哟。”

巧的是，毛泽东也曾登临渌口伏波庙。1926年，渌口

一带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伏波庙成为农民协会的办公场

所。翌年 2 月，毛泽东顶着料峭寒风，来到渌口考察农民

运动，随即登上伏波岭，在庙内召开了工农商各界骨干座

谈会。当他在剑气漫溢的庙宇中慷慨陈词，鼓动农运骨干

奋起革命时，或许想到过马援的“穷且益坚”与“马革裹

尸”。在毛泽东下岭后不几年，杨得志、晏福生、刘先胜、杨

梅生等人先后别离乡关，走上革命之路，最终成为共和国

闪烁的开国将星，也将马援的英雄气散逸到更高更远的

地方……

步出伏波庙，天空又飘起了雨丝。已辟成公园的伏波

岭上，楼阁、雕塑、翠柏与满地奇花异草挨挨挤挤，在雨中

静默而陈，伏波岭似乎更为矮小与局促了。但须臾间，它

在我眼前陡然峭拔起来，且似乎愈来愈高，耸入九重云

霄。我知道，这是因了一代忠勇的名将马援……

关于冯子振的籍贯，《元史》

早已肯定其为攸州人。由于冯子

振的名气大，至明嘉靖年间，《湖

广通志》编纂者听到湘乡知县吴

瑛记下的一句传言说：“邑有三

贤，元大德有冯子振者……”便以

此道听途说，在《湖广通志》中把

攸州冯子振说成是湘乡人。之后，

又有双峰、宁乡、东海等地各把冯

子振列为其乡人，各县冯氏子孙

亦以族中出了冯子振这样的名人

为荣耀。值得一提的是，在道光十

二年（1832年）湘乡山田冯氏三修

族谱时，在明以来数百年间族谱

资料全被火烧的情况，依据残章

断篇，便把冯子振列为湘乡山田

冯氏第九代祖，并煞有介事地修

复“山田祖居”“冯子振墓”“冯子

振祠”、“梅溪渡碑”“梅溪渡口”等

“古迹”，且收集了攸州冯子振所

写的诗文载入湘乡族谱，企图以

此确认冯子振为湘乡人。

然而，说冯子振为攸州人者，

除了冯子振在《元史》中有记载和

明以前学者承认外，还有从康熙

至光绪年间历修的《攸县志》以乡

人的身份数十处记载冯子振的事

迹。冯子振在其文学作品中，也自

述了他是湘东攸州人。表达他对

出生地攸县的乡情。攸县有罗浮

山，这是湘东各县以及湘乡湘中

各县所没有的，冯子振在《梅花百

咏》中有 6 首咏梅诗提到罗浮山。

在《罗浮梅》中叙述了他月下曾叩

酒家门的事实，在《梦梅》中，说他

沉浸在“罗浮山下赴春期”的梦

境，在《问梅》中有“一别罗浮几度

春”句。在《远梅》中说，“罗浮山下

度春风，千里相思信未通。”罗浮

山下有延寿寺，始建于五代。冯子

振在《僧舍梅》中说：“分明勘出罗

浮梦，特把淄衣换素衣。”在《竹

梅》中又一次提到罗浮山说“乘鸾

姑射下罗浮”句，应对八仙铁拐李

在罗浮山的传说。罗浮山是攸县

的地理标志，百咏诗中写冯子振

对家乡罗浮山的忆、梦、别、问，表

达他对故乡的思念和乡愁。

攸县地处湘东，从三国到南

朝，历属湘东郡，素有“湘东大门”

之称，冯子振回乡寓居长沙，作

《谷两星沙杂咏》诗曰：“湘东门外

园堪赏，荷插相从学种瓜”，在谷

雨种植时节正还家时，思念起湘

东门外攸县老家荷锄种瓜的情

景，自然流露他是湘东攸县人的

线索，而湘乡在湘江之西，隶属湘

中，不属湘东。

攸县东门陈氏族谱和《攸县

志 . 流寓》均有“陈允恭（号爱云）

与同邑冯子振友善”之记载。同邑

者，攸县也，冯子振曾作《爱云逸

叟记》，赞扬陈允恭取爱云之号的

来由。

另一线索则来自旧《攸县志》

所载“金水井”——“在距县 80 里

的北江乡（今属宁家坪镇），相传

有杨仙在乡民张氏家求水，老妪

从三里外汲水而供，杨仙甚为感

动，于是在其屋前钻石成窟，泉水

涌出。世人以其水贵如金，而号金

水井。”冯子振有《金水井》诗曰：

“一泓秋水锁秋烟，传是仙家导引

泉。脉脉琼浆经劫老，散为玉珠洒

江天。”说出了对攸县故土风情的

热爱。

作为一个文学家，其作品都

有或多或少有关家乡人和事的记

述，以表达他的乡情乡愁，这恰恰

证明冯子振是道道地地的攸县

人，而不是什么湘乡人，因为从冯

子振目前所留下的歌咏诗篇中，

还没有发现有一篇作品表达对湘

乡县域风情的故土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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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掩映下的伏波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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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性耐寒，故有“梅花香自苦寒来”
句，诗人常咏梅花，以自比清高、坚贞之
意。唐诗宋词中，咏梅诗者不计其数，宋时
林逋，浙江钱塘人，结庐西湖孤山，不趋荣
利，逋不娶无子，所居多植梅畜鹤。客至则
放鹤致之，人称梅妻鹤子。又宋时李琪爱
梅，作梅花百咏诗一卷，广为梅花吟唱，是
为咏梅之滥觞，惜佚久不传。

元时，攸州有冯子振者，素爱梅，家居
地常植梅树百株，时有“梅城”之谓，其寓
居苏州时，更有夜咏梅诗百首之雅事，至
今仍为后世所津津乐道。

●咏梅百篇一夜成

冯子振，元代散曲名家，字海

粟，自号瀛洲洲客、怪怪道人，湖

南攸县人。自幼勤奋好学。元大德

二年(1298年)登进士及第，时年 47

岁，人谓“大器晚成”。朝廷重其才

学，先召为集贤院学士、待制，继

任承事郎，连任保宁（今四川境

内）、彰德（今河南安阳）节度使。

晚年归乡著述。世称其“博洽经

史，于书无所不记”，且文思敏捷。

下笔不能自休。一生著述颇丰，传

世有《居庸赋》《十八公赋》《华清

古乐府》《海粟诗集》等书文，以散

曲最著。

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冯

子振因写诗赞誉宰相桑哥，后桑

哥谋乱兵败，冯子振被削职，遣返

回乡。元贞元年（1295年），冯子振

复被召入京，官复原职。大德十一

年（1307 年）又被免职，仕途几经

波折，冯子振有些心灰意冷，但他

常以梅花自慰，以保留清白之志。

此时，禅宗临济派中峰明本禅师

来到苏州，结庐于阊门之西的雁

荡，传播他的“禅净合一”的主张，

正值冯子振在吴地闲游，欲寻安

心清静之地，闻中峰禅师主张的

禅风，遂有心心相印之意。

冯子振与同时荐辟为官的赵

孟頫为好友，便来到吴地的赵家，

和他相约同去晋见中峰禅师。在

赵家，冯子振见到墙上一幅梅花

图，便心生灵感，联系故乡梅城的

梅花胜景，即以梅花为题，一夜完

成咏梅诗百首。中峰禅师也乘兴

步韵写成咏梅诗百首。赵孟頫读

后，赞赏不已，题为《百梅双咏》，

托人刻印发行。

冯子振创作的《梅花百咏》，

是继李琪之后在文学史上咏赞梅

花的又一绝作。无论诗歌体裁、结

构雕镂、逸韵藻思等各方面都独

具风骚，与前者相较，有过之而无

不及。表现出冯子振的绝世才华，

其中《孤梅》：“标格清高迥不群，自

开自落旁无邻。天寒岁晏冰霜里，

青眼相看有几人？”《移梅》：“新劚

孤根手自栽,和锄和雨破苍苔。寒

窗岁晚多清况，直伴幽芳带雪开。”

诗中流露的性情，可见其品格高

标。又有《野梅》诗曰：“花开花落春

不管，清风明月自绸缪。天然一种

孤高性，真是花中隐逸流。”这哪里

是写花，分明是在写自我。仕途沉

浮中的冯子振，是那样清高。

据说中峰禅师见到冯子振的

《梅花百咏》，于谈笑中，啧啧赞

叹，连称：“真梅花知己也！”

中峰禅师，杭州钱塘人，俗姓

孙，9 岁丧母，15 岁出家吴山圣水

寺，得法高峰原妙禅师，为禅宗临

济宗第 25代弟子。大德年间，筑茅

庵于佳山，取名幻住庵住之，此时

正逢赵孟頫与冯子振来访，见冯

所呈《梅花百咏》诗卷，大为惊叹。

恰冯子振“索中峰禅师和章”，中

峰当即应答，于“谈笑间，不逾日

而尽答之”。

禅师和诗，即以冯诗同题同

名同意境而咏，并融入禅师的“禅

净融合”的禅风，煞是风趣。如冯

诗《庭梅》：“阑干六曲护春风，白

雪生香满院中，夜静明月么凤下，

半窗疏影隔簾拢。”禅师则和诗云

“曲阑干外玉成行，犹似当年虢国

粧。不是化工私冷艳，自缘红紫怯

冰霜。”如和《罗浮梅》云：“高卧花

林醉复醒，不知月落与参横。人生

总是南柯梦，独有师雄一梦清。”

禅师不解冯诗《罗浮梅》中的故乡

情，巧以师雄梦广东罗浮山一事

相和。和《西湖梅》则云：“花发苏

堤柳未烟，主张风月小壶天。清波

照影红尘外，冷看游人上画船。”

又如冯诗《钓矶梅》云：“谓川东畔

春光早，傍水幽花带雪开。一任风

霜头白尽，不随渔父出山来。”禅

师则和诗云：“苍苔石上老烟波，

手把长竿倚玉柯。闲系孤舟月明

霞，寒香一夜沁渔蓑。”

冯子振一气呵成的《梅花百

咏》，雄浑浩大，恢弘瑰丽；中峰禅

师不逾日走笔和成的《和梅花百

咏》，才思奔放，出奇制胜。二人联

诗，堪称中国诗坛咏梅史上的佳

话，诗品言：“裁冰镂雪、摩绘入

神，而逸韵藻思，实堪伯仲。”是中

国文学咏梅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巨

大的影响，明于谦称赞说：“海粟

才俊应绝世，中峰道韵不婴尘者。

岂虚语哉？”

●“改诗”公案

冯子振、释中峰遗世不久，有

履靖者，因受梅花咏诗与和诗影

响，亦作和诗百首。据《四库全书》

编纂者言，该作者的和诗“扯曳枯

谈不堪与二公涤砚矣。”意思是说

水平太差，完全不能与冯子振、释

中峰的佳作相提并论。

由于二公诗集的流失，后来

收辑二公诗成集时，中峰和诗有

的字句偶异，而冯子振诗则有面

目全非者，原因是“出于不解事者

之妄改耳”。如《矮梅》诗云“大材

未必难为用，禹殿云深锁栋梁。”

指大禹庙中有梅梁，而不明事者

改为“云锁杏梁”。《庾岭梅》云：

“枝南枝北元同干，何事东风亦有

偏 ”句 ，则 改 成“ 几 阵 东 风 玉 蕊

研”，与“元同干”毫不相干，原来

收辑者不知庾岭梅南枝已落而北

枝方开，有寒暖之别。一种东风有

两般之意。这些讹解，在收入《四

库全书》时均已校正，刊误。

到了明末清初时，和冯子振

《梅花百咏》风气盛行。据《船山全

集》称 ：南 明 隆 武 丙 戌 岁（1640

年），湘籍诗人洪业嘉（字伯修）、

龙孔蒸（字季霞）、欧阳淑（字予

私）三人各有和冯子振《梅花百

咏》诗，沿用冯韵，相示与王船山，

并 邀 王 共 缀 其 词 。庚 寅 年（1650

年），王船山不忘百梅之约，以冯

诗之题为题，自用韵，写成《梅花

百咏》，且对冯诗中的一些“错讹”

之处做出订正。如王诗《罗浮梅》

云“客路相逢散旅愁，恍粮月落海

天悠。何当移向神仙种，得共师雄

赋白头。”在诗序中称“本纪云，赵

师雄将归罗浮则梅花一梦。因在

道中竟云罗浮者，相承之伪，诗为

订正。”冯子振是攸州人不假，可

攸州也有罗浮山，山下亦有罗浮

洞，洞中出水流称罗浮江，为攸水

源头之一，罗浮江有罗浮鱼，前人

均有诗赞，收入旧《攸州志》中。

攸县罗浮山之名，早见于唐五

代时，冯子振写《罗浮梅》，表达他

的思乡之情，此罗浮山非广东罗浮

山，是王船山也不知攸县罗浮山，

以为冯子振之误，其实是他自己错

误。攸人洪璜也有和冯子振百梅诗

咏，被王船山说成为“攸县狂人”。

●籍贯之谜

冯子振像

冯 子 振 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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