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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 胡迎建

江西向为“文章节义之邦”，历代诗文名家辈出，文化底蕴深厚。
柳诒徵《忏庵诗稿序》中云:“西江以诗雄天下，庐岳之气，蒸而为云，削
而为石，盘而为松，矫而为樟，喷而为瀑，渟而为渊，其锺于人者惟诗有
以肖之。”①以庐山为譬，乃因庐山峰石泉瀑，莫不有灵气有诗意，以其
峻伟的风骨、飘逸的神韵、丰厚的文化底蕴，使人产生联想。清代赵翼
则以庐山之奇峭瘦劲来比拟江西诗派的诗:“江西诗派江西人，大都少
肉多骨筋。庐山亦复犯此病，青孱片片摩青冥。”庐山以其磊珂不群的
风姿树立其鲜明的个性。灵气在山，奇峭渊深，钟于人则江西诗人似
之，真乃应了“钟灵毓秀”那句古话。

清末民初改朝换代之际，制度转轨，时局大变，民生多艰，所谓“国
家不幸诗家幸”，一大批诗人感应为诗，诗坛出现一时的繁荣。“变风
变雅”，即往往产生于这种环境，以此可窥政治。诚所谓: “乱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焉。”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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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先骕先生诗集》，第 1 页，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校友会 1992 年编印。



江西诗坛活跃，诗家辈出，著名学者、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屈万里
说: “江右多诗人，清末民初以还，上承西江法乳，务为清奇奥衍者，世
所共见。”①指出近代有一大批赣籍诗人上承宋代江西诗派传统，务求
清奇奥衍的诗风。

近代江西诗人受地域诗风影响，更易于接受黄庭坚的影响，并以
时人陈三立为楷范。由于黄、陈均为江西乡贤，地域乡土关系，近之入
手则易。现代大诗家、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胡先骕先生说: “吾乡自赵
宋以还，以文章领袖宇内，逮清而稍衰，至清之末叶尤不振。自陈散原
先生出，始重振西江绪余，夏吷庵、华澜石、黄百我、杨昀谷诸前辈，亦
能各树一帜。”② 近代江西诗坛的振兴，由陈三立领军来传承、光大江
西诗派，众人随后，但并非亦步亦趋，而应有风格的差异，各树一帜，方
有阵营的强大。如此段文字说到的夏吷庵，即夏敬观，新建人，清末任
过三江师范学堂、中国公学监督，民初任浙江教育厅长。他极为推崇
并师从陈三立: “义宁伯子真诗霸，独造深思数十年”，“格高心力上摩
天”，“我取蠡杯斟海水”( 《题伯严散原精舍诗集》)。但他于宋代学梅
尧臣之清苦，也学王安石之瘦健秀涩。华澜石即华焯，崇仁县人，清末
官翰林编修，曾得陈三立指教: “导我游太华，穿云策孤筇……愿假五
丁力，终为鞭疲慵”( 《呈陈伯严》)。他主要学韩愈、孟郊、黄庭坚。其
诗苍秀精微，古韵峻骨。黄百我，即本书论述的主要人物黄锡朋。杨
昀谷，即杨增荦，新建人，敬仰陈三立“一代诗坛铸子昂”( 《寿散原》)，
以陈子昂比拟之。又说: “江西诗派祖山谷，五百年来此绍衣”( 《柬散
原》)。认为陈三立是五百年来重振江西派的传法者。但他自己则出
入江西诗派，终自成一格。杨寿枏论其诗云: “中岁出入唐宋诸家，终
乃服膺山谷。顾其诗格不专主西江一派，古淡之趣、隽妙之思，往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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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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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万里《不足畏斋诗存》，第 1 页，载周天健《不足畏斋诗存序》，台北
1990 年印本。

胡先骕《评亡友王然父思斋遗稿》，《胡先骕文存》，第 313 页，江西高校
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孟、韦、柳之室。”①胡先骕所列举的夏、华、黄、杨四人，均为近代江
西诗坛的著名诗人，同光体赣派中的重要骨干。

黄锡朋( 1859 ～ 1915 年)，字百我，号蛰庐，都昌春桥乡黄邦本村
人，诗书世家。光绪十九年中举，任瑞州府学训导。十年后考中进士，
授工部主事。他不事钻营，平居好读书，兼治训诂之学。陈衍予以高
度评价: “清末江右多謇谔耿介之士，胡瘦唐、饶符九外，都昌黄百我
(锡朋)其一也。”②清亡后归隐故里凤凰山麓沙溪，自号凰山樵隐。

清末民初诗坛，同光体诗派大盛，诗坛宗尚宋诗，尤其崇尚江西
派，但他不囿于宗宋，以为如此不够，主张五古上溯汉魏晋诗，七律应
宗尚杜少陵诗，在其《复友人书》之一中更表明其不肯俯仰随人的学诗
宗旨: “近日竞奏新弦，大雅益远，建安邈矣，杜韩宏响，无人继声，高者
下涪翁(黄庭坚之号) 之拜而已。褊性不肯随人俯仰，五古欲上溯曹、
阮、陶、谢，七律愿学浣花，其愚可悯，其狂可恕也。”③浣花指的是杜
甫，杜甫在成都居浣花溪。黄锡朋有诗曰“旷焉如柴桑，未使吾道孤。
杜陵蓄深忧，嵯峨迈韩苏”( 《论诗寄漱唐》)，与此书信可互为发明。
又有诗曰“诗向陶韦寻轨辙，人从匡蠡占湖山”( 《自咏》)，表明他以陶
渊明、韦应物诗为旨归。乡里好友游梦昌在记述当时黄锡朋与他在一
起论古人诗时说: “极爱彭泽之冲澹，称之不去口。”④胡先骕有《读陈
石遗先生所辑〈近代诗钞〉，率成论诗绝句四十首，诸家颇有未予见录
者》第二十二首: “诗情闲澹比陶韦，白首为郎久息机。江海收身成大
隐，凰山樵唱首阳薇。”后来锡朋之子黄养和，感念胡先骕有卓识: “旧
学力持倾海国，乡诗平议识凰山”( 《寄怀胡忏庵》)。凰山即指黄锡
朋，以其居故里凤凰山下。黄锡朋的咏史诗也受西晋左思的影响，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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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寿枏《杨昀谷先生遗诗序》，民国二十三年刊本。
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卷 6，《民国诗话丛编》第 1 册，第 61 页。
黄锡朋《蛰庐文略》，载《都昌三黄诗文集》，第 82 页，作家出版社 2003 年

版。
游梦昌跋，《都昌三黄诗文集》，第 60 页，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思敬读其《五君咏》，认为“奇瑰直逼太冲”①，左思字太冲。
黄锡朋极为推崇陈三立: “吏部冰雪怀，濯时吐清辞。千屈不一

伸，乃以亨其诗。冥搜造幽荒，得句苍天悲”( 《五君咏·陈主事伯
严》)。从黄锡朋诗来看，与同光体赣派诗学门径相近，古风也取法韩
愈，律诗学黄庭坚。《士甘焚死不公侯》四首诗开头即取自黄庭坚的寒
食诗里的“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不过，他在吸收同光
体奥峭特征的同时，又避开同光体因过度压缩字而造成意象密集、意
脉过于跳跃以至晦涩的弊端，此或可见他的诗学观与同光体诗学主流
的差异。所以陈衍评黄锡朋“古诗皆选体，律诗妥帖排奡”，说他的古
风出自“文选体”(即南朝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律诗似韩愈、黄庭坚
的妥帖排奡。

黄锡朋的诗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往京城做官之前的
年轻时代。其诗作锐意创新，颖秀苕发。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江西境
内，庐山一带山水风物在他笔底有着逼真的描绘，如: “迢迢啸凄风，杳
杳脱层境。心随石门高，梦堕虎溪冷。澹缘送千古，禅趣娱孓影”( 《东
林寺二首》)。立意高卓，炼字奇警，诗风雄峻奥莹，而其意境是沉静内
敛而非张扬。其他如《拟李义山》诸作、《莲社十八贤咏》等，在在可见
其深厚的儒佛道文化根基。

第二阶段是在京城做官的十年。个性耿介的他，不屑于钻营，公
事之余，惟嗜好读书，但得二三志同道合者吟诗抒感，引以为乐。尤好
奖掖后学。其时希望为国家干一番事业，故有的诗意气飞扬。既受李
太白、韩昌黎的影响，又力创新意，如《反蜀道难送杨昀谷太守之官四
川》等七古杂言诗，奇瑰遒逸。但其时政治腐败，新旧党对立，“民变”
此起彼伏，清朝廷显露出大厦将倾、岌岌可危的颓势，使他的凌云之
志，与无力救世的情绪构成复杂难解的矛盾心态，以吟咏抒其愤懑，酿
成蕴藉悱恻的诗风。《杂诗八首》中的诗句可以寻绎其志向与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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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思敬《凰山樵隐诗钞序》，载《都昌三黄诗文集》，第 4 页，作家出版社
2003 年版。



“生民苦涂炭，欷歔天地哀。志气凌秋云，鼻息喧春雷。匹马一长剑，
为拨重阴开。金印笑如斗，黄冠归去来”; “男儿贵奇气，神绩风雨惊。
登高望燕山，日落黄沙平。壮图今已矣，哀哉伤我情”; “宫观烟尘飞，
繁华倏已歇。揽泣怀昭王，金台路殊绝”。沉著苍凉，表露理想破灭的
无奈。又其诗云:“残影西颓淡欲无”，“只恐楼台暮色侵”。其残影、
楼台恰可象征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

第三阶段是清亡以后归故里直至去世的数年。他甘愿过着躬耕
田园的清贫生活，自号“凰山樵隐”。倦鸟归林，恋阙情深。其《南还》
诗中说: “林边归倦鸟，台上感栖乌。向晚惜残日，悲秋怀故都。”山河
已改，北顾中原: “薇蕨应非周草木，桃花未识汉山河。愁看落日吟怀
远，闻道中原战骨多”( 《山居感怀》)。凄恻悲凉、黍离麦秀之音，民国
初年社会的混乱在他笔下有一定反映。与早年刻意于景物的写真不
同，更多的是注重内心情绪的吐露。大致来说，他以五古写其田园生
活，诗风有如陶渊明、韦应物的闲淡; 以七律写其心志，得杜甫诗之沉
郁。向来以为陶渊明嗜酒、杜甫有诗癖，而他认为，陶渊明并非饮酒昏
昏者，杜甫也不是嗜诗成癖者，只是因为两人都有着深沉的家国之恨，
以诗酒传达其真情至性。其诗云:“杜老岂诗癖，陶公非醉人。凄然家
国恨，同此性情真。余亦感朝市，孰知多苦辛”( 《题东轩二首》)。他
尚友古人而具理解之同情，有着凄然的家国之恨。其《闲坐》便是此诗
的最好注脚: “苍然衰鬓得闲坐，千郁百萦留此身。朝见曈曈日初上，
暮悲莽莽天无垠。思深且复托毫素，情至或能通鬼神。凿井耕田足忘
老，于今我亦陶唐民。”千郁百萦，何以解忧，唯有躬耕田园以忘老去。

黄锡朋生有两子，均工诗文，骅骝并驾，时人拟为陆机、陆云。长
子黄福基( 1898 ～ 1951) 字养和，号公佑，又号镂冰室主，以字行世。抗
战前在乡里及九江教书，闲时则以诗书篆刻自娱。日寇南侵，举家返
乡里，蛰居不出。其诗格逸气清，骨重神寒，脱弃凡近，臻于高古。其
成就不仅来自对诗艺的刻苦追求，还与其宽厚的襟怀，淡泊的性情是
分不开的。不趋时俗，正是古之所谓狷者。养和有诗云:“径自痴顽凝
道气，可能淡定养诗魂。”道出了养身与作诗的有机联系。试读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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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如“密嶂疑无缝”，“朝气裂寒雾”，寻求妙趣，炼字奇警。又: “庐峰
倒插玻璃盘，津山暗拓榑桑魂。烟青涛白玩今古，我回倦眼摩秋垠”
( 《秋日访穆庐师湖庐晚眺》)。造语绝俗入古，不着烟火气，无肥腻
味。又: “起予暂领湖天渌，遗子难持岭上云”，“诗果穷乎宁自祓，贫非
病也复何疑”。以文为诗，拗折生新，诗骨巉巉，一气斡转，沉健而灵
动。

黄养和《读近代江右人诗得绝句十六首》，所咏赞者大多是同光体
赣派诗人，可见他倾心这一诗派而取径于此。《读〈散原精舍诗〉》云:
“肝肺槎枒陈吏部，吟噫风莽触胸奇。冥搜元化幽荒气，自浥灵根旷古
姿。诡语横天窥罔两，贞怀溅雪耿须眉。荷衣不与颓流老，国论渊渊
是可师。”推崇其贞怀高节。认为他的诗不仅渊源于黄庭坚，更有出乎
古人之上者:“开山妙手春秋笔，刻镂空灵乃尔工。光怪有时驱万态，
莫言嫡乳嬗涪翁。”陈三立居牯岭时，他曾上山登门拜谒请教，一了多
年宿愿: “瓣香不负平生愿”( 《谒散原丈》)。闵孝吉《苣斋随笔·散原
翁轶事》中记载了两人当时相见对话情景:

翁笃于故旧，记忆力特强。都昌黄养和以世晚请谒，翁
留饭，详问其尊人逝后家境如何。又讯养和兄弟辈各有专业
否。饭罢，养和呈所作诗一册，翁即翻视。不数首，翁笑曰:
“令先德自有家法，若贤阮所为，何其似我句调也?”养和心窃
喜，而面不敢露色，但曰: “何敢仰望长者?”越数日，养和持翁
手札并送还之诗册，中有双圈者，过相夸曰: “竭念年之力，心
摹手追，竟能得此，天不负我矣。”①

陈三立对黄锡朋颇有了解，并关心地问到黄锡朋逝后的家境。
“贤阮”乃贤侄之意，语意非常亲切。陈三立以为，黄养和诗应传其父
之家法，为什么其句调反似他。这说明陈三立对自己的格调已有认
领。黄养和心摹手追陈三立之句法，以此为志趣，故与其父有所不同。

6
① 陈隆恪著、张求会整理《同照阁诗集》，第 410 页，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黄养和对“开同光体之先声”的范当世也心存景慕: “一卷范子诗，
高吟振千响”;“为诡亦为庄，聊浪自天壤。元气摩荡之，悠悠以孤上”;
“参之坡谷间，放炼得其两”; “郁抱世已违，老怀愈崛强”( 《夜读范伯
子诗》)。范当世与陈三立是亲家，江苏通州人。其诗合东坡之雄旷与
山谷之遒健为一体。

同光体诸大家对黄养和诗极为称赞。陈三立为黄养和《镂冰室
诗》题词云:“情思沉挚，气息深静，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盖能脱凡近而
渐进于古之作者矣。”①陈衍评说: “养和风格似诗庐，而面目却肖散
原。”②诗庐即胡梓方，铅山县人，曾在京为社会教育司主事。以诗为
性命，苦心酸语，穷而后工。其家四壁贴满名贤诗作，刻意苦吟，故号
诗庐。诗风瘦健兀傲，句法拗峭。陈三立诗苍坚奥莹。后来夏敬观评
养和诗为“瘦中之腴”，瘦涩中其实有丰腴之味。湖口杨赓笙崇尚杨万
里、陆游诗，却赞誉黄家兄弟: “君家自绍涪翁法，宁向盈川派去求。”认
为能承传黄庭坚诗法，不屑于学初唐杨炯。当代西北师大老教授郑文
赞曰: “绍响同光称绝唱，镂冰室主广宗风。”指出黄养和诗能光大同光
体诗风。

次子黄仁基( 1903 ～ 1978)，字次纯，以字行，号工善，晚年号耔耘。
少年师从胡雪抱，后负笈南昌，毕业于赣省中学。早年任县秘书科长，
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教乡塾，后又作小学教师。自幼好吟咏。稍长，即
以诗寄陈三立、陈衍、夏敬观诸名家求教，甚得好评，如陈衍《石遗室诗
话》中说黄次纯诗“可采者不鲜”、“绝句犹多有味者”。③次纯《得陈石
遗丈书》诗中说: “贱子负笈游，年来气枯槁。偶读近代诗，奇瑰忽惊
倒。欣然动诗兴，含毫情转邈。写质先生前，所采颇不少。谓我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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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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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佳处饶探讨。望我意为主，然后求词好。细读才恍然，孤灯出幽
眇。抠衣欲往从，寒波隔闽岛。”诗中大意是说，他在南昌求学时，偶然
读到报刊上连载的《石遗室诗话》，由此倾慕陈衍诗之奇瑰，并将己作
寄给陈衍求教。陈衍将其诗采入不少入其诗话，并在回信中说他应探
讨时贤，作诗应先以意为主，再注意琢句炼字。他希望当面请教陈衍，
惜路途遥远。

次纯诗不苟作，首首精妙，句如: “寒潮舂梦初来雨，众绿成围独闭
关”;“闲挈湖光坐石根，树压浮萍村有痕”。梦如何能舂，湖光又如何
能挈来，诗中运用想象、联想手法化虚为实。又: “异地风光艰一笑”，
以形容词“艰”字作动词。“闲持贝叶倘能空”，以“倘”字带转而蓄势
孕意。又: “尚有此庵容我懒，馀无可语觉公贤。”一句含两意，而字字
峭健。“酬对岂真如我懒，评量始欲腐群毫。”二五句法，自能崛劲。又
《泛舟至三村看桃花》: “同来打桨指深幽，水气衣香一舸浮。知否摘花
须问主，几家生计在枝头。”在师生欢声笑语中却透露出对果农生计困
苦的怜悯之情。

黄家兄弟诗学不仅得自家传与师承，也与他们转益多师有关。他
们与江西诗坛诸名家保持着联系，如父辈诗人蓝石如，师友之间如夏
敬观、胡先骕、王易、王浩、熊冰、李孑云。兄弟俩也与赣北诗人胡佩
九、蒋大川、杨介崖、闵孝吉( 肖伋)、欧阳木初，都昌诗人袁铁梅、刘严
吾、游梦昌保持经常性的联系，这一纽带就是以诗赠答。

养和、次纯兄弟俩情感深厚，师出同门，爱好相似，诗风相近。先
看其兄养和诗中，分别时有诗云: “远道书成及佳节，江湖百里梦魂
通”，“西山岚气收行箧，持语归来照酒红”( 《午日寄莼弟书》) ; “水墨
图开卧双井，几时拥鼻对清尊”( 《贻珠楼雨坐寄莼弟南昌》) ;“更使中
年念兄弟，岂容幽抱没风尘”( 《寄莼弟南昌》) ; “长递简书天更迥，待
归行李麦初秋”( 《久未得莼弟书，意其将归，寄此促之》) ; “分耽砚席
风波阔，百里邮筒各自娱。意切乡梅着花未? 寒凝萧寺有诗无”( 《莼
弟有诗见怀次韵答之》) ;“尔汝难湔离别语，浮沉乞作太平民”( 《寄怀
莼弟》)。或相聚探讨诗艺，如“深谈艺海入微茫”( 《纳凉新宅同莼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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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相携访友，有《初秋偕莼弟访沈泽存不遇》。或相约登临，如
( 《重九前五日莼弟约游横山》)。或相送难舍: “惜别尤憎今日晴”，
“冲寒襆被汝难行”( 《送莼弟之星子》)。弟有时未作诗而以诗劝莫辍
之:“愿汝吟健加餐饭，我宁虿尾书百本”( 《莼弟因病戒诗用山谷韵调
之》) ;“不妨忧患忘家国，莫废声香惜岁年”( 《莼弟自湖口归后久不作
诗，用此调之》)。或弟饥而慰之: “诗果穷乎宁自祓，贫非病也复何
疑”( 《莼弟自号忍饥以诗解之》)。次莼作为弟弟，尊称其兄为和兄，
因兄字养和。有诗云:“酬对岂真如我懒，评量始欲腐群毫”( 《招和兄
游庐山未至，有诗见寄，因次其韵》) ;“为我琢句纪奇胜，虚堂一笑心茫
茫”( 《与和兄谈匡山诸胜，并言有朱氏兄弟结庐黄岩，和兄纪以诗，因
次其韵》)，此唱和推敲之乐。又: “寄字从须待乡客，为传亲健慰离
思”( 《酬和兄浔阳见寄》) ;“思君不见百书短，隔水无多千里同”( 《和
兄寄示与债庵小院坐谈及游烟水亭诸作》)，此离别相思之苦。从中可
看出兄弟相互鼓励作诗并切磋的气氛。

黄次纯有高足周天健( 1922 ～ 1994 年)，字子强，湖口人。初任江
西鹾署文书，谒陈三立于九江。1941 年参加国民政府考试院高等考试
及第后，历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交通大学、新加
坡南洋大学教授。尝自言斯世当有民国诗，不满于白居易诗之浅露平
直。己作诗力求深婉，求峭健，求脱俗。如: “才黄柳叶秋先树，渐白湖
光冷拂旌。云压乱山螺髻重，雨添新涨鸭头轻”( 《甘棠湖烟水亭雅
集》)。著《不足畏斋诗存》，骈文大师成惕轩序其集云:“上契涪翁，独
标宋格。炉锤在手，万有供其雕锼;斧凿无痕，三复归于平淡。”①

周天健曾有书信云:“尝与家人弟子言，一生得力于恩师启沃者特
多。”1948 年作有《奉和黄师养和见赐之作》一诗，颔联云: “抱雪镂冰
师有自，局天蹐地我何才。”自注云:“师昔从胡雪抱先生游，自号镂冰
馆主。”此言其师承之有门，溯诗风之渊源。

9
① 周天健《不足畏斋诗存序》，第 2 页，台北市永裕印刷厂 1990 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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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兄弟教书乡里，都昌、湖口一带读书子弟，争束脩投其门下。
程门立雪，绛帐春风。众多弟子如沈棣初、游衍、王鼎以及私淑弟子如
刘文约等，还有其亲友如叶竹安、袁作、王鼎、游衍、刘文约、沈棣初、刘
守中等人，都或大或小受到其诗风的影响。吟诗作赋，形成乡邦文学
的重要一脉。群体性，正是乡邦文学的重要现象之一。

旧体诗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被逐出文学正宗地位，跌入低谷。很长
一段时期，作旧诗的人恰如黄次纯所言: “枯槁寂寞，不复为世所重”
( 《复周子强书》)。在政治运动频仍的时代，更是不敢在公开场合作
诗，唯恐招祸惹身。所以那时候黄家兄弟、亲属、师生之间作诗交流，
都只能是在私下小范围内进行。直至改革开放之后，雨霁天清，中华
诗词重获生机，开始走向繁荣。黄家第三代敦艺、崇艺、铁心等人克绍
箕裘，激发诗兴，佳什迭出，不仅有乃父之风，且注入新时代精神，还有
众多父辈师弟子，重温旧日记忆，咏吟珠玉，怀念师恩。2001 年出版的
《流香诗选》即可为证。这一诗书世家家声之不坠，师友唱和与薪传不
断，乡邦诗风之不替，折射出百年来不同时代、社会的变迁，以及诗人
心灵的激荡、碰撞、交流。同时他们还整理刊行《镂冰室诗》《持轩
集》。2003 年又将历时十多年努力找到的《凰山樵隐诗钞》与《蛰庐文
略》，再收入《镂冰室诗》《持轩集》，合编为《都昌三黄诗文集》出版。
潜德重光，馨香远播。由于得窥全豹，使人们对一个世纪以来江西诗
坛之一隅，对同光体诗的渊源、价值，对地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黄锡朋的古文，文风峻洁，持论严谨，记叙得法，是研究黄锡朋思
想、学术、文才的极好资料，也是研究其家世、地域文化的绝好材料，惜
从未有人研究过，我逐篇试作述评。黄养和、黄次纯古文散佚必多，韩
陵片石，弥足珍贵，惜论述文字寥寥。

黄家与胡家，以乡谊而兼诗友，交谊非同一般。先祖父雪抱公赴
京城，谒见黄锡朋，两人无所不谈，诗酒唱和，成为忘年之交。且因此
之故，胡雪抱认识不少在京江西籍官吏。清亡以后，黄锡朋归隐故里，
自号凰山樵隐，其时我祖父胡雪抱流寓南昌，但处境艰难，曾写信问候
他并告知近况，有《无题寄语黄樵隐四首》。他兴奋回赠《得胡雪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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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诗云:
闭门愧孤陋，纡郁无欢娱。凉飙西北来，乃与云鸿俱。
飞帛通遥情，相思良已劬。乾坤惨秋气，流目荣悴殊。
荣悴何足言，白日悲西徂。谁谓天运移，嘉会终难图。
闻君困羁旅，投暗韬明珠。勖旃蕴瑰采，真赏何时无。

诗的意思大致说:他在故乡孤陋寡闻，忽接到来信，相信不久后终
能嘉会。现在你在南昌困于羁旅，明珠暗投，但珍珠蕴有瑰采，总有一
天发光，定有真赏。胡雪抱收到诗作后，步韵赋《黄百我户部寄书并
诗，感次见怀原韵》云:

开函见岫壑，结想暂心娱。浩浩樵叟歌，逸籁天风俱。
凰山白云满，采蕨若忘劬。鹓鸱信异量，所好亦悬殊。
寒阴凝八极，灵曜倏云徂。携手念东华，秋烟笼画图。
寄忧在豪素，回视尽玑珠。黄冠续前游，可胜魂断无?

意思是说:开函仿佛见到故里的山谷丘壑，听到樵叟的浩然之歌
啸。凰山满是白云，您在那里采蕨，忘记了疲劳。鹓雏与鸱鹗能量不
同，爱好悬殊。此日寒凝大地，灵曜遥阻，忽忆及曾携手在京城，秋烟
笼罩，犹如画图一般。您笔下寄寓着忧郁，尽是珠玑般的好诗。希望
再接续以前的胜游。

可惜两人未能重逢，不久黄锡朋去世。胡雪抱辞去校勘《豫章丛
书》事，赴黄邦本村，整理其《凰山樵隐诗钞》与《蛰庐文略》。于葆素
斋教读其二子养和、次纯。后在景德镇教书。兄弟俩寄诗来，他高兴
回赠诗云:“夏半芙蓉出水寒，清新到此澈心肝。故人明允生儿好，诗
界元方得弟难”( 《答长和、次纯寄诗见怀》)。言兄弟俩犹如宋代苏洵
之有苏轼、苏辙，能传家学而光大之。东汉陈寔有子陈元方、陈季方，
元方之子长文与季方之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有争论，问于陈寔，陈寔
说: “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意谓两人难分高下。事见南朝宋刘义
庆《世说新语·德行》。后来养和回老家读书处，极为感怆: “廿年欢笑
成尘梦，如此荒寒眼易惊。虬柏扶烟诗共老，丛筠酣雨籁能清”( 《雨中
过葆素斋，幼时读书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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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少时就从父辈那里听说过前辈们的交往，重友谊，笃道义，肸
蚃相通，操守不变。凤凰山、黄邦本、葆素斋、昭琴馆，这些地名常令我
萦怀。

数年前，华东交通大学文学院聘我为硕士导师。从我研读的研究
生，大多以近代江西文学为研究领域。2007 年我指导我的第二届研究
生李琨撰写《黄锡朋诗研究》，2010 年获通过后，寄黄锡朋之孙黄崇艺
世兄指正。崇艺世兄欣然资助三黄诗的研究论文出版。我请李琨认
真修订，她竭其所能，我还请我的另两位毕业的研究生刘李英、樊茜加
盟并分工。由于黄家兄弟师从胡雪抱学诗，其师在两代人的诗文传承
上起到重要作用，故将南昌大学王乃清研究生所撰硕士论文《胡雪抱
诗研究》亦收入此书，详细分工见于后记中。

本书取名《坚守·风骨·传承》，意谓他们在气节、品格方面的恪
守与傲岸，道义上的相扶持，在诗文创作上的讲授与传承。“窗灯萧寂
哦新诗，诗心默默长忧噫”，二十世纪百年风起云涌的时代，能有这份
寂寞中的坚守、传承，殊为不易。他们的诗文呈现一种风骨，是一种
“绝不为皮里阳秋”之至性真情，是一种“构思沉挚，缀语峭洁”、“瘦中
之腴”之美，是一种“瘦语凌虚破水云”的健举之风骨。这一诗文家族
的传承、师友的传授，形成一处乡邦文学群体，为江西诗坛增添了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尽管在新诗、白话文的大潮冲击下，他们被湮没而不
彰，在政治运动时噤声不言，但“春风吹又生”，在洗刷岁月尘埃之后的
今天，国学复兴有骎骎之势，相信本书的出版，可以让读者了解几代人
对国学、对诗文传统的坚守、传承，这应是江西文化界的幸事。

尽管各竭其所能，但因限于水平与时间，研究得不深不透，必有诸
多不足或瑕疵，敬希黄锡朋后裔与广大读者恕之谅之。

写于南昌市青山湖畔
时在癸巳年季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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