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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德钦县和平解放。全县设三乡一镇，即云
岭乡、燕门乡、佛山乡、升平镇。1956年，与德钦相邻的四川
乡城、稻城、得荣3县及其周边地区发生武装叛乱（史称“康
巴叛乱”），德钦境内的少数反动土司头人乘机煽动一些不明
真相的人，在红坡、阿东、西当、巴主达、斯永贡等地挑起事
端，有300余人携枪外逃，上山为匪。其中云岭乡红坡一带
匪患尤为猖獗。

为了应对叛乱分子的武装挑衅，德钦组建公安连、基干
民兵连、民族工作组，与驻军积极配合，进驻匪情严重的村
社。

云岭乡，因地处云岭山脉深处而得名，下属的红坡村，藏
语“产银的山谷”之意，坐落澜沧江峡谷东岸，人口近千人，全
是藏族。距离村寨约3公里的红坡寺（噶丹羊八景林），为藏
传佛教格鲁派大寺，僧人最多时达500余人。康巴叛乱发生
后，红坡寺反动上层僧人蠢蠢欲动，借各种机会与政府闹对
立。红坡土外委王孝顺、果念达巴组织“保族护教军”，盘踞
在红坡寺与东竹林寺（属奔子栏乡）之间白马雪山上，抢劫马
帮商队，袭击过往军人、地方干部，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德钦
县工委积极动员组织驻军和地方武装，投入平叛战斗。

4月初，红坡寺僧人头人龙巴格色，撕下伪装，纠集反动
分子10余人，公开叛乱。这伙人凭借山熟、地熟、人熟、道路
熟的有利条件，驻扎在红坡村北贡坡山岩洞（永青扎措），不
时下山活动，声言要消灭红坡工作组。针对突发的紧张局
势，4月8日驻军3709部队六连（藏三连）进驻红坡一线；一
排驻日孜村，二排驻果念村，三排驻红坡村。形成掎角之势，
便于应对匪情。11月德钦平息武装叛乱委员会成立，丽江
专区副专员张高林同志任主任，县党、政、军主要领导为成
员，贯彻落实“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后盾”的方针，全县
平叛工作全面开展，有序进行。张专员亲临前线，坐镇云岭
乡羊咱村（位于红坡西南要冲）指挥作战。在“首恶必办，胁
从不问”和“既往不咎”的政策感召下，不少匪徒自动返回家
园，交出武器，发誓不再与政府和人民为敌。但是少数死心
塌地的叛乱分子不可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方遭受突
然袭击的事件仍不断发生。

龙巴格色及其追随者狡诈、残忍、出没不定，为了弄清这
伙顽匪的底细，云岭乡公所派一村民上山查看。不料此人被
龙巴格色利用，回来谎报情况。9月20日，藏三连三排进山
剿匪，反遭土匪埋伏，林旺森、林发育、马福、李和峰、张之友
等6名战士遇难。叛匪更加猖狂，人数迅速增加到三、四十
人。

龙巴格色带着这群匪徒向南窜入燕门乡，深夜摸进赤尼
村，包围了工作组驻地，企图放火烧毁工作组住的土楼，烧死
工作组。5名工作队员，还有武装民兵一个班，在组长吴长
发（鹤庆人）指挥下奋力还击，匪徒难以接近土楼。民兵登巴
爬上楼顶喊话，劝土匪莫与政府为敌，趁早返回家乡，才是唯
一的出路。匪徒射向楼顶密集的枪弹，登巴当场牺牲。天亮
后，龙巴格色眼看阴谋未能得逞，只好带着匪徒撤离赤尼。
途经英主寺（俗称赤尼寺），抢走寺内贵重物品，逃往查拉牛
场。时在燕门下乡工作的德钦县人武部和自元（丽江纳西
族）接到情报，立即率领禹功村民兵十多人追赶，击毙土匪2
人，打伤1人，其余匪徒钻进密林，逃进白马雪山。此后，龙
巴格色匪群躲藏在东竹林寺、羊拉之用、茂顶一带，抢劫牛
羊、粮食给养，骚扰百姓，闹得地方不得安宁。

待风声稍稍平静，龙巴格色又回到云岭活动。红坡寺管
寺僧人是我方教育争取过来的内线，到工作组报告匪情：龙
巴格色准备从果念（位于红坡西北）过江西袭击永久村工作
组。但情报未引起上级重视，只作了简单动员，要工作组提
高警惕，而未采取防范措施。

第三天清晨，土匪包围了永久。由于事发突然，工作组
毫无准备，一时难以对付紧张局面。混乱中武装民兵旦巴、
那必、伙头劳丁等3人持枪逃出驻地，与土匪汇合，向工作组
开枪。组长孙世昌（中甸藏族）在抵抗中不幸被手榴弹误伤
腿部，仍指挥组员从牛厩挖通墙洞突围。房东爬上楼顶，为
土匪暗示洞口方位，有 12 名队员先后遇难。英名如下：格
里、扎史农布、康主、立青、鲁茸扎史、农布、提布、公曲益西、
对登、公木此里等。孙世昌等4人从大门冲出后走散。卫生
员李嘉琪（鹤庆汉族）走到永支河边准备过桥，被埋伏在桥边
的土匪抓住，用石头活活砸死后抛进河里，时年仅17岁。孙
世昌天黑后摸到永芝村，后被傈僳族群众护送下山，经甲日
顶（属燕门乡）返回县城。组员杨宗仕（升平镇人）绕道安全
到达甲日顶。阿此（女，燕门南路卡人）突围中被匪徒抓住，
脸上被砍了一刀昏死过去，后被一好心的僧人救起。这次土
匪袭击永久村工作组事件造成我方牺牲13人，丢失12支步
枪及弹药的重大损失。

195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0062部队一部，配合德钦
驻军3709部队（省边防公安一团）参加平叛。

5月2日上午，我方安插在红坡村的秘密情报员顶争到
村公所向公安干部杨学义报告：最近几天清晨，红坡山上常
出现一股青烟，不知是土匪还是牧人。杨学义与驻军藏三连
连长李国忠（藏族，德钦燕门乡人）研究后决定由杨带领几名

战士前往察看。顶争带领杨学义等人爬上对面山头，杨用望
远镜观察一整天，见有人打水拾柴，却不见牛羊，判断是土匪
无疑，旋即返回村公所用电话向上级汇报。驻军首长经过仔
细分析，认定是龙巴格色匪群，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歼
灭敌人，向李连长下达了作战命令：除留少数人守护连部驻
地外，三个排全部上山清剿。具体分工是：一排、三排从红坡
寺左右山脚向冒烟的目标（农日坡）迂回包围，二排从正面对
敌实施阻击，严防匪群窜回寺内；5月3日晨6时10分发起攻
击，要求动作快、火力猛，事前一切行动绝对保密。

当晚6时，李连长带领一、三排从驻地出发，钻密林、绕
大圈，经过11个小时急行军到达农日坡左右两侧潜伏。三
排潜伏地点已接近土匪所在地。5月3日拂晓前一个叛匪出
来打水准备烧茶，突然见解放军躲在泉水边，吓得扔下手里
的水桶往回跑，一路叫着：“汉兵来了，汉兵来了！”叫声惊醒
了正在熟睡中的土匪们，顿时乱作一团，仓皇逃跑。三排长
此里品初是红坡人，对这一带地形十分熟悉。他迅速带领几
名战士搜索前进，正遇龙巴格色手里端着德造20响手枪迎
面走来。此里品初手疾眼快，从战士达瓦手中夺过长枪，向
龙巴格色连开两枪。不可一世的匪首被送上西天。李连长
听到枪声，立即命令三排从上往下，一排从左往右合围，打得
匪群措手不及无力对抗。只可惜负责正面攻击的二排未能
按时到达配合形成包围，有十多名叛匪从缺口逃走。

红坡战斗藏三连仅用了20分钟时间，击毙匪首龙巴格
色及拖拉八布、白马翁吉、阿主劳丁、果念达巴、西当阿茸、荣
宗滚觉等14名土匪骨干，打伤、生擒2人，缴获长短枪18支、
子弹631发、刀11把。全体指战员发扬英勇杀敌、不怕牺牲
的精神，以我方无一伤亡的战绩大获全胜。红坡战斗中，藏
三连打出了威风，名声远传，令叛乱分子谈及色变。云岭乡
境内残匪无法容身，悄然逃遁。值得提及的是，在历时三年
多的平叛过程中，藏三连经历50余次战斗，歼敌230人，荣获
昆明军区授予的集体一等功。全连指战员多人立功受奖，还
有4名战士荣获战斗英雄称号。李国忠连长因指挥果断，勇
敢顽强，亦荣记个人一等功，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后升
任迪庆军分区司令员。

云岭乡境内的剿匪战斗，是德钦县乃至迪庆州历经七
年，艰苦卓绝的平息叛乱、民主改革、建设和巩固新生的人民
政权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建国初期迪庆藏、汉和其
他民族军民团结战斗的真实写照；是边疆人民为实现美好生
活梦想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铁的见证。

云岭剿匪记
●杨增适

在孟子思想中，“廉德”一词
虽然并没有直接明确提出，但
是，透过文章的词句，究其本质、
精髓，在他的论述中“廉德”思想
还是清晰可见，闪烁着思想光芒
的。

孟子的廉德思想体现在他
独特的“养气论”之中。孟子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认
为，养浩然之气，必须保持“赤子
之心”。他说：“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者也。”所谓“大人”，就
是不丧失纯朴之心的人，如果受
到金钱、权力等方面的污染，就
会失去本心。领导干部手中的
权力，归根结底是党和人民赋予
的，他们的公共道德水准，整体
素质，社会责任感的优劣，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
命运，必须为人民掌好权，服好
务，决非为自家私利服务，这与
孟子所强调的“先义后利”“见利
思义”的观点是相通的，体现了
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义利之辩”是孟子思想的
重要内容之一。长期以来，“义
利”成为了后世儒学研究的一个
大问题。朱熹说：“义利之说，乃
儒者第一义。”程颢也认为：“大
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
下之事，惟义利而已。”陆九渊亦
云：“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
之辨。”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通
过研究孟子对“利”的内涵，“利”
的获取途径，“利”的认知进行了
思想上的丰富，从而赋予了“利”
新的内容。

孟子是较早论述义利关系
的思想家之一，孟子见梁惠王，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
利于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
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汉代司马迁对孟子的关于义利
的这段精彩论述给予高度评价，
他说：“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

‘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
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
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
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
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
司马迁这段话说明，过分追求个
人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德，就会导致国家的动乱，必
然影响甚至损害国家社会的整
体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孟子特
别强调在钱财问题上应该讲原
则：“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
廉”。若是取了不义之财，就是
伤害了廉，就会毒化社会风气，
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下交征
利的后果，这是君子所不齿的。
如果全体社会成员人人自私自
利，唯利是图，没有公德和仁爱
之心，最终会导致国家的危亡。
在义与利的取舍上，孟子提倡以
德服人，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
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
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
的德治思想，对我们开展党风廉
政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做人为官就要像孟子
所说的那样，“非其道，则一箪食
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
之天下，不以为泰。”意思是说：
如果不是顺应天理的取得，就是

“一筐饭食”，也不能接受；如果
是顺应天理的取得，就像舜承续
尧的“天下”，也不过分。孟子的
廉德思想，有很多有价值的东
西，对中国廉德文化产生了积极
的影响。

最近这段时间，央视播了第三季诗词大会盛
况，碰巧，我在读《叶嘉莹说初盛唐诗》。观察诗词
大会，配上叶嘉莹先生说初盛唐诗的解读，相得益
彰，独享初盛唐诗大餐，领略生命精彩，感怀人性
的真切。

《叶嘉莹说初盛唐诗》由叶嘉莹先生在台湾
《古典文学》杂志上连载的讲唐诗的系列讲座编纂
而成的新书。她用“老师”的口吻，亲切讲解初盛
唐诗人的生平和当时的历史，理解深刻，分析到
位，让我在感悟诗歌的恬淡与秀丽的同时，更能准
确体会作者的情感表达，从而更立体地展现出初
盛唐诗的独特魅力——那穿越千年的感发生命依
然直抵人心。

过去，读唐诗时，我只会表面理解诗情诗意，
对作者身处的政治环境和生活环境了解不多，导
致对作者托诗的情感认识不准，理解不深。读这
本书，为我弄懂诗人表达的意境开了窍，特别是聆
听叶嘉莹先生对初盛唐时期一些代表诗人人品的
评价，我感受到“初唐四杰”的人格魅力，为人处世
心态。所有诗句都是情感的寄托物，读来是情感
流淌，回味起来诗人的身世再现。比如，王勃喜欢
卖弄文采，但诗句往往停留在事物表面，思想高度

不够，境界不深，有些苍白无力之感；骆宾王相对
王勃而言，性格比较稳重，不轻言事不盲动，更不
喜欢卖弄个人的聪明才智。对大家熟悉的诗仙李
白，先生认为他是一个不受约束的天才，行马由疆
走天涯，放荡自由的生活，纵横的诗中便是佳句；
而王维的对事物的悟性高，表达情感的方式多种，
寄言于物，托情于事，样样精通。遗憾的是，他的
诗里少了真挚的感情表达。先生能够查阅历史，
对照诗人的作品，反复体味，细细琢磨，跨越千年
历史寻找各个诗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做事风格，
总结其真实的人品状况，实属不易。先生评价到
位，说理透彻，入木三分，佩服之情，油然而生。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叶嘉莹在此书中说，诗里
面要传达一种感发的生命。同样使人感动，而这
种感发生命却有厚薄、大小、深浅、高低等种种不
同。譬如王勃，他的诗虽然在艺术性上非常不错，
但他永远不能成为真正好的第一流诗人。因为他
本身感发的生命不够。而这一点，既与他死得太
早有关，也与他自身性格方面的缺点（人品）有
关。由王勃的诗，我自然想到古代的诗人，那些经
历坎坷的人，胸怀大度的人，能够在苦难中感受生
命的珍贵，感受人与人交往的重要，纵然是一杯浊

酒，一杯清茶，一次拱手，一个鞠躬，就能在诗人笔
下表达不同的情感。推衍开来，现实生活中，那些
能够主动接纳他人，能够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能
够用脚丈量大地的人，也能写出好诗，写出好文
章。这点感悟，从叶嘉莹的讲解中，我有了较深的
感受。

“要衡量批评中国的文学，不仅要有微观的认
识，还要有宏观的认识。前者是说，你要对文学作
品有很细微的观察，对于其艺术性的每一个字、每
一个词，以及这些字、词的每一个作用，都能够有
清楚的了解与分析；后者是说对于文学要有整体
性的理解与把握。”叶嘉莹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有
自 己 独 到 的 见
解 。 先 生 对 初
盛唐诗的批评，
正 是 包 含 了 先
生 的 观 念 和 见
解，展现了先生
睿智思想，高深
知 识 ，丰 富 阅
历，令人无比佩
服。

那年我到马德里旅行，恰逢“世界读书
日”。于是朋友特意要带我上街去看看那些
与书相关的风景。朋友告诉我，“世界读书
日”的建议是1995年由西班牙人提出来的，
灵感源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一个古老
的传说：一位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困于深山，
勇士乔治只身战胜恶龙，解救了公主，公主
回赠给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从此，书成为
胆识和力量的象征，4月23日也就同时成为
了“圣乔治节”。

漫步于马德里街头，我们兴致极高。阳
光下，每家书店都敞开大门，读者们络绎不
绝地进进出出，其中尤以年轻人居多。朋友
告诉我，因为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所以如
同情人节一样，可用图书传达爱意。不少姑
娘会在今天向男友赠书，希望他能在知识的
海洋中汲取智慧，事业成功。而小伙子们则
会送姑娘娇艳的玫瑰，表达爱意和多读书的
决心。

我们去了马德里有名的旧书市。书市
很热闹，徜徉其中，满心欢喜。朋友淘到几
本旧书，开心地告诉我，旧书折价一半，很划
算。

随后我们又走进一家刚刚开业的书
店。一进门，就看见一条引人注目的好消
息：“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本店所有图书均
降价10%，欢迎惠顾。”

西班牙图书出版业的年产值近30亿欧
元，年出版书目8万个、图书2.8亿册，年图
书出口近5亿欧元。西班牙14岁以上人口
中，每天读书或一周读书一两次的人约占
40%，一个月读几次书的人约占14%，如果加
上读报刊的人，这一数字将更高。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马德里城灯光璀
璨，仿佛要举办一场全民庆典。全城200多
家书店、图书馆、文化机构和400多位作家、
艺术家共同参加活动，市民几乎是倾巢而
出：有的到书店购买新书，有的到图书馆浏
览阅读，有的聆听作家讲座，并与作家交流
沟通，有的去看艺术家即兴作画……不眠的
夜晚，成为名符其实的“读书之夜”。

那天，朋友送我一本《堂吉诃德》。他
说，读书日还是西班牙文学巨匠塞万提斯辞
世纪念日。几百年来他的书在世界各地广
泛传播经久不衰，更证明经典中蕴涵着永恒
力量。

汤显祖（1550—16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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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汤显祖多
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还
魂记》、《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
川四梦”，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
作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传播到英、日、
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
品。汤氏的专著《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也是
中国戏曲史上论述戏剧表演的一篇重要文献，对
导演学起了拓荒开路的作用。

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
汤显祖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即使是

认为他用韵任意，不讲究曲律的评论家，也几乎
无一不称赞《牡丹亭》，如晚于汤显祖20多年的沈
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
令《西厢》减价”，又说他“才情自足不朽”。和沈
德符同时的戏曲家吕天成推崇汤显祖为“绝代奇
才”和“千秋之词匠”。王骥德甚至说，如果汤显
祖没有“当置法字无论”和其他弱点，“可令前无
作者，后鲜来者，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由于汤
显祖的影响，明末出现了一些刻意学习汤显祖、
追求文采的剧作家，如阮大铖和孟称舜等，后人
因之有玉茗堂派或临川派之说，实际上并不恰
切。《牡丹亭》中个性解放的思想倾向，影响更为
深远，从清代的《红楼梦》中也可看出这种影响。

明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1550年9月24
日），汤显祖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原居临川文
昌里（今临川文昌桥东太平街汤家山），后移居沙
井巷，建“玉茗堂”（内有揽秀楼、清远楼、毓霭池、
金柅阁等），故又自号清远道人，晚年又号茧翁。
其祖上4代均有文名：高祖、曾祖藏书、好文；祖父
汤懋昭，字日新，博览群书，精黄老学说，善诗文，
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个知识渊
博的儒士，为明嘉靖年间著名老庄学者、养生学
家、藏书家，重视家族教育，为弘扬儒学，他在临
川城唐公庙创建“汤氏家塾”，并聘请江西理学大
师罗汝芳为塾师，课教宗族子弟，生子汤显祖、汤
儒祖、汤奉祖（汤凤祖）、汤会祖、汤良祖、汤寅祖；
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还从事过戏曲活动，母亲
自幼熟读诗书。

虽然汤懋昭、汤尚贤父子门派不同，但均是满
腹经纶的学者，祖辈的认真求学的态度，在汤显
祖幼小的心灵中打下深刻的烙印。汤显祖天资
聪慧，从小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5岁时进家塾
读书，12岁能诗，13岁（嘉靖四十一年）从徐良傅
学古文词，14岁便补了县诸生。21岁中了举人。
按他的才学，在仕途上本可望拾青紫如草芥了。
但是，跟随整个明代社会一起堕落的科举制度已
经腐败，考试成了上层统治集团营私舞弊的幕后
交易，成为确定贵族子弟世袭地位的骗局，而不
以才学论人。

万历五年（1577）、万历八年（1580）两次会试，
当朝首辅张居正要安排他的几个儿子取中进士，
为遮掩世人耳目，又想找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人作
陪衬。他打听到海内最有名望的举人无过于汤

显祖和沈懋学等人，就派了自己的叔父去笼络他
们。声言只要肯同宰相合作，就许显祖等中在头
几名。以宰相之威势，加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诱
惑，沈懋学等出卖了自己，果然中了高科；但汤显
祖却洁身自好，一无所动。他虽然并不反对张居
正的政治改革，但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
憎恶这种腐败的风气，因而先后两次都严肃地拒
绝了招揽。说：“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结果
是可想而知的：汤显祖名落孙山。而且，在张居
正当权的年月里，他永远落第了。但因此，汤显
祖却以高尚的人格和洁白的操守，得到海内人士
的称赞。张居正死后，张四维、申时行相继为相，
他们也曾许他以翰林的地位拉显祖入幕，汤显祖
都拒绝了。34 岁，汤显祖以极低的名次中了进
士，布满荆棘的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北京礼观
政（见习），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
一住七年。

万历十九年（1591），汤显祖在南京礼部祠祭
司主事的任上，上了一篇《论辅臣科臣疏》，严词
弹劾首辅申时行和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
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的罪行，疏文对
万历登基二十年的政治都作了抨击。疏文一出，
神宗大怒，一道圣旨就把汤显祖放逐到雷州半岛
的徐闻县为典史。一年后遇赦，内迁浙江遂昌知
县。在遂昌，他“去钳剭（杀戮），罢桁杨（加在脚
上或颈上以拘系囚犯的刑具），减科条，省期会”，
建射堂，修书院。有时下乡劝农，常年则与青衿
子秀切磋文字。这种古循吏的作风，终于使浙中
这块僻瘠之地大为改观，桑麻牛畜都兴旺起来。
也许汤显祖是把这里当作他的理想王国了，在上

述善政之外，竟然擅自放监狱中的囚犯回家过
年，元宵节让他们上街观灯，为实施自己的政治
主张一无顾忌。这使他的政敌终于抓住了把柄，
待考核官员的时机一到，他们就出来暗语中伤。
汤显祖自然知道有人想赶走他。万历二十六年
（1598），听说朝廷将派税使来遂昌扰民，他不堪忍
受，便不待别人攻击，给吏部递了辞呈；他也不等
批准，就扬长而去，回到家乡。

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汤显祖接连送走母
亲和父亲

汤显祖一生蔑视封建权贵，常得罪名人。晚
年淡泊守贫，不肯与郡县官周旋。这种性格作风
使他同讲究厉行气节、抨击当时腐败政治的东林
党人顾宪成、邹元标等交往密切，《明史》记他“意
气慷剀”，“蹭澄穷老”，这评语颇能概括其生平之
要。

汤显祖修建了玉茗堂，开始专心写作戏曲，并
教导故乡戏班演习。“临川四梦”除《紫钗
记》外，其余三部都在故乡完稿，很快风行
全国，各地戏班争相排演。

《紫钗记》《牡丹亭》以男女情入戏，倡
导人性要得到释放。《牡丹亭》用杜丽娘因
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来阐释真
情可以超越生死的梦想。《南柯记》《邯郸
记》则是用梦来演绎官场之荒诞，人生之
无常。无论是《南柯记》里“大槐安国”的
帝王将相，还是《邯郸记》中卢生在吕祖仙
枕上入梦后享受的荣华富贵，都是现实官
场的映射。

汤显祖的乡居生涯是很凄苦的，因为

没了官职，也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当时又
没有现代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他的剧本被众多
戏班排演却收不到费用。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
诉说“室人交谪”——连老婆也埋怨他不会挣
钱。尽管贫苦不堪，但汤显祖仍傲骨铮铮，不愿
乞食于富豪。一位朋友愿意做中介，劝说他去一
趟商贾众多的徽州府，为附庸风雅的富商写一些
吹捧的软文以换取钱财，他拒绝并写下一首五
绝：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
到徽州。

“黄白”乃双关，既值徽州名山黄山和白岳，也
指黄金白银。这首诗现在屡被引用，但多用来称
赞徽州之美，与作者原意何啻十万八千里？

“临川四梦”写就，汤显祖的人生已无梦。他
在万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接连送走85岁的母亲
和88岁的父亲，完成了他最后的义务。

汤显祖：一段伤心画出难
★祁建

在唐诗中领略生命的精彩
——读《叶嘉莹说初盛唐诗》

★张培胜

廉德之美
○付岩芹

在西班牙过“世界读书日”
○夏爱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