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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总　 　 序

云南，从渺远神秘而又带着蛮荒色彩的“彩云之南”走到今天，一步一个
脚印跋涉在中华大地上。

云南山水，多娇诱人。
闻名遐迩的喀斯特地质奇观石林，奇妙无比。
迷人的高原深水湖泊抚仙湖，凝波如玉。
秘境香格里拉的高山草甸，杜鹃如火；巍峨雪山，苍茫古远。
低纬度的明永冰川，从古流到今；高黎贡山的各色鲜花，从冬开到夏。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小桥流水，版纳的原始森林，腾冲的地热奇景，

泸西的阿庐古洞，怒江的东方大峡谷，令人陶醉。
七彩云南，蕴涵的又何止是奇山美水？！
这里，有寒武纪早期生物大爆炸的典型：澄江动物化石群。这里，诞生了

中国最古老的人类：元谋人。这里，曾崛起过古滇国、哀牢国、南诏国、大理
国。这里，有蜀身毒道、秦五尺道、茶马古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这里，
有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这里，出现了中国第一个海关、第
一座水电站、第一条民营铁路。

这里，有与黄埔军校齐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这里，爆发过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重九起义。
这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率先通电全国，举起了护国运动的大旗。这

里，举办过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并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运动。这
里，曾经涌现了杨振鸿、张文光、蔡锷、李根源、唐继尧、庾恩旸、刀安仁、
杨杰等一个个热血汉子；这里，也曾经孕育出书法家钱南园、医药家兰茂、数
学家熊庆来、军事家罗炳辉、哲学家艾思奇、音乐家聂耳、诗人柯仲平、舞蹈
家杨丽萍、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大师等文化奇才。

朱德、叶剑英，在这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徐霞客、杨慎，在这里留下了
自己的千古绝唱。

这里还有神奇的云南白药、剔透如玉的云子、独树一帜的普洱茶。
这里的僰人悬棺、纳西古乐、摩梭走婚、白族三道茶、彝族跳菜等滇人风

貌和民族风情，更是诉说不尽。
“经典云南丛书”像一根线，把散落于三迤大地的粒粒圆润闪亮的珍珠串

连起来，呈现于您的眼前，让您清晰地看到云南山水奇观、人文历史和民族风
俗的经典篇章，让您在愉快的阅读体验中增加知识、增长见闻、解密未知。

“经典云南丛书”为百科式解读云南的通俗性读物，融知识性、趣味性、
探秘性与时代性为一体，以一种新的视角和叙述方式展现云南的独特之美，以
满足人们了解云南、探秘云南、遨游云南的愿望，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已达
到了。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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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南屏街，历来是昆明城市中心最热闹的街道，抗战时期的那些美
国飞虎队的飞行员们，一到假日就直奔南屏街寻求快乐。如今，从清
晨到深夜，天天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改革开放后，兴起旅游热，南
屏街改造成步行街，街头立起了４根巨型圆柱，作为展示国家级历史
文化名城———昆明的深厚文化底蕴的标志物。其中的一根巨柱上，雕
刻的是赵藩的集句联。这是昆明市人民政府继把赵藩书写、岑毓英重
立的大观楼木质长联铸铜并制成蓝底金字之后，在南屏步行街又大力
推介赵藩，使昆明的老百姓得以为有文化名人———赵藩而骄傲，使四
面八方的游客记住赵藩，记住昆明的历史文化。而在赵藩的故乡剑
川，赵藩墓掩映于金华山万松岗松林之中。千狮山景区原名满贤林，
自然是指社会贤达聚会的地方，那里也安放了赵藩的木雕半身像。

赵藩身处清末民初。当时，慈禧太后知道他善于理财，用他的才
干为朝廷聚财；而他由于能审时度势，成为了辛亥革命著名革命家吴
玉章称赞的“清朝官府中的开明人士”。在云南的辛亥革命过程中，
各方政治势力都想倚重于他，而他走上了大理革命政权迤西自治总机
关部总理的岗位，接受了蔡锷军政府迤西巡抚使的任命。在复辟帝制
与反复辟的斗争中，袁世凯以“典章制作之才”征他进京，他却自称
“滇男子”，率领云南士绅公开发表电文讨伐袁世凯的复辟行径，并在
护国战争中受聘全省团保局总办，负担了地方治安。护法战争中，他
以唐继尧总裁代表的身份出任广州护法军政府交通部长。鉴于赵藩在
推翻封建清王朝、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创立共和制度中立下大功
劳，黎元洪于１９２３年以中华民国总统的名义题锦笺“滇南一老”送
他，作为归乡之荣。赵藩是晚清享誉云南的“集萃轩”诗社发起人之
一，一生写诗不下万首，被《续云南通志长编》列进“滇南四杰”。
他是云南省孔教会首任会长，他还倡议创立了云南国学社。赵藩任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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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的《云南丛书》破天荒地对云南地方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
并付诸出版。２０１１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整理
出版，可见其对当代和后世的价值之大。

赵藩创作并亲自书写的成都武侯祠“攻心联”，得到毛泽东主席
称赞，胡耀邦总书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更在短短３年多的时间里３
次讲到赵藩，讲他的“攻心联”对我们今天观察形势、处理好各方面
的工作的启示作用，讲他的大观楼长联书法，称赞他是“历史上有影
响的杰出人物”。昆明大观楼长联和成都武侯祠“攻心联”，都已经成
为名扬天下的中华文化景观。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８日，是赵藩“攻心联”问世１００周年纪念日。四

川省成都市开展了“隆重纪念‘攻心联’问世１００周年”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由成都市文化局主办，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和成都市诸葛亮研
究会承办。活动内容包括纪念座谈会、《“攻心联”与赵藩研究》论文
集首发式、“攻心联”学术研讨会、“三国”文化旅游路线研讨会等。
座谈会主席台上悬挂了由８名书法家用８种不同风格的书法书写的巨
型“攻心联”，隆重、肃穆、壮观。四川省、成都市的党政领导，来
自全国各地的赵藩研究学者、专家，赵藩后裔代表和新闻界人士共数
百人参加了座谈会及其他各项活动。四川省和成都市各类媒体对系列
活动进行了充分报道， 《成都日报》还出版了纪念“攻心联”问世
１００周年特刊，《成都晚报》出了专版，而《华西都市报》则策划了
介绍“攻心联”诞生过程的纪实作品连载，由此，在四川，在成都，
再次兴起赵藩热。
２００３年８月，王明达集多年研究赵藩的成果撰写的《剑湖风流

———文化奇才赵藩传》公开出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以此为契机举办
赵藩研究讲座，邀请王明达作了《关于赵藩生涯的几个政治问题》的
学术报告。随后，省文史馆馆员到赵藩的家乡剑川进行考察，并在那
里与当地党政领导、学者专家举行赵藩研讨会。２００４年大理三月街期
间，云南省文史馆、四川省文史馆、广东省文史馆、重庆市文史馆和
２



大理白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在大理联合举办了“云南历史文化名人
赵藩学术研讨会暨赵藩书画展”活动，举行了张勇主编的云南省文史
馆“云南历史文化丛书” 《赵藩纪念文集》、张文主编的《白族历史
文化名人赵藩》和张文渤选注的《介庵楹句正续合抄选注》３部赵藩
研究著作的首发式。改革开放后兴起的赵藩研究热从此走向高潮。
２００６年，由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文化研究所赵寅松主编的“情系大理
·历代白族作家丛书”《赵藩卷》 （王明达选注）公开出版。这本书
除“前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赵藩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贡献外，分“诗
选”、“词选”、“楹联选”３个部分，从赵藩浩瀚的作品中选编了４２０
多件代表性作品，并附有较为详尽的注释。此前，赵藩的后代也编印
了一本《赵藩诗词选》，和上述研究成果一起，为赵藩研究的深入开
展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赵藩原籍故居向湖村村旁大道上竖立着一块“故里碑”，那是赵
藩的剑川籍弟子所为。他们在这块碑上给赵藩的评语“滇士之魁，清
儒之殿”，客观地反映了他一生成就；而龚自珍“为官风骨称其诗”
的诗句，则可以说是赵藩文品与人品的写照。

３



一、 寿苏诗会祖传孙

赵藩，字樾村，一字介庵，别号蝯仙，晚年自号“石禅老人”，
清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农历正月初七出生于云南省剑川县向湖村白族
农家。祖父赵琦，父亲赵联元，赵藩为长子。

据赵氏家谱，赵藩的祖先为赵宋宗室，元初副使，因投诚招抚有
功，授官世代承袭，后居云南省剑川，已逾５００载。至明朝中叶，赵
氏家族出了补博士弟子者，于是以文学起家，代代相传。自明至清，
登科为官载邑志者１０余人，以军功得官者也大有其人。赵藩父娶妻二
房王氏、李氏，赵藩为李夫人所出。赵藩兄弟二人，弟名荃。

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由于清政府采取民族歧视政策，云南不
断出现回汉仇杀事件，并且愈演愈烈，导致杜文秀发动回民起义，并
在大理建立了反清政权。

赵藩的爷爷眼看战乱愈演愈烈，决定全家老小到老君山深处的小
山村躲避。老君山山高谷深，林木森森，虎狼出没。然而，读书之风
气浸透了剑川每一寸土地，浸透了每一个白族子女的血液。在老君山
白云深处的小山村，竟然还有赵藩之父赵联元的学生，赵琦一家投靠
的就是他们。

尽管早知路途艰险，早知官军难到的地方盗匪必然更多，因而赵
琦反复要求妻室儿女少带行李，但对孙子赵藩要带的书，他还是都让
带了。这个有心计的小孩，拿了一块妈妈的布，铺开来把自己读的书
整整齐齐放在上面，大人怎样打包袱，他也依样画葫芦。大人背上包
袱，他也背上包袱。父亲要他把包袱捆进马驮子里，让马去驮，他硬
不肯，闹得全家人哭笑不得。山路坎坷，还没走出二三里路，赵藩已
累得眼泪汪汪。父亲再次要他卸下包袱，他还是闷声不吭气。对他如
此爱书，全家都深受感动，只好由父亲把他连人带包袱背着走。

小山村和向湖村大不一样。村里没有三坊一照壁的砖瓦房，也没
４



有一房两耳的土木结构瓦房，只有木楞房。木楞房四堵墙都靠圆木卡
成井字型，房顶也用木板覆盖。为防止大风把木板掀飞，木板上再压
些石头。房中央的火塘白天黑夜不熄火。干柴或劈开的柴块烧得太
快，不经事，村民们习惯把一棵棵树砍回来后，砍成几大段，就直接
放进火塘里，让它慢慢烤干，慢慢着火，慢慢燃烧。由于山里太冷，
大人小孩不是到外面晒太阳，就是在家烤火。床就在火塘周边，实际
只是个土台子。床上除了一张草席，再没有其他垫盖的用品。夜里，
大人们大半坐在土床上一边烤火，一边睡觉。胸部烤烫了，他们会条
件反射地转过身来烤脊背。一夜就这么转过来转过去地烤。偶尔老人
或小孩实在坐不住了，才侧身躺一躺，但还必须得烤，因为他们穷得
实在没有什么可当被盖的东西。高寒山区的农作物只有洋芋、蔓菁、
苦荞、燕麦和稗子。稗子、燕麦和苦荞产量很低，况且收下来除了交
租纳税，还要留出一些拿去向平坝里的人换米———过年过节的时候，
总得吃顿米饭呵！于是在平日里，山里人就把洋芋当主食蔓菁当菜。

赵家那么一大家子人突然到来，令赵联元的学生和父母手忙脚
乱。山里人没见过大官，他们心目中最值得敬重的就是老师和家族长
者，他们要拿最好的食品招待客人。平时，放在铁三脚架上的锅里，
煮一锅蔓菁汤，是舍不得放油的；至于盐，需要花钱买，若买来了，
把大块锅底盐敲成小砣（剑川人当时均吃啦鸡井或乔后产的锅底盐），
用细麻线悬于锅上空，待汤煮好后，只象征性地把盐放进汤里涮一
涮。今日学生的父亲把准备过年用的悬于梁上的烟熏肉解下一大条
来，煮熟捞起后，用肉汤煮蔓菁，当然算美味佳肴。荞面和燕麦面缸
已见底，好在随烧洋芋放上一碟油辣子，也算待客有礼了。

这第一餐“接风宴”后，赵家老小就只能跟着山里人三餐以洋芋
为食，或者煮一锅稗子米粥，以蔓菁为蔬了。尽管赵家带了钱，但在
山里买不到粮食；兵荒马乱之际下山买粮也很危险。但是，赵家人
多，长期下去，学生家供给不起。赵联元决计到上兰开馆教书。上兰
坝离剑川坝百里之遥，且属于高寒山区，当地粮食产量极低，居民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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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主要靠两个农忙季节到剑川坝打工换些粮食回去，维持生计，因此
暂时还未成为官家和杜文秀回民起义军争夺之要地。赵联元把儿子带
在身边，赵藩因而得以跟随父亲混口饭吃，同时也和上兰学子一起就
学。“父子围炉海样宽，相逢尽是白衣冠；一生爱吃双弓米，只见碗
底鱼眼穿”这首诗，描写的就是赵藩那段生活：父子俩围着一个火炉
烤火，怎么会有相隔如海的感觉呢？买不起柴和炭，炉火很微弱，孩
子感受不到紧贴在父亲旁边的温暖。火不旺，只得不断吹，等到第二
天父子相互一看，各人的衣服上都粘满白色的火灰。 “双弓米”是
“粥”字，“鱼眼穿”指没脱壳的稗子米，即使有一碗稗子米喝，总是
稀得看得见碗底没脱壳的稗子。

赵联元先生授徒，并非只要他们学会应付科举制的八股文，其教
以学行并重为宗旨，以开辟风气为归宿，首严践履，次授经史考据辞
章，强调学有用的知识，为社会作栋梁的本领。后来赵藩理财、治
军、行政，均能出显著成绩，应首先归功于其父的教育。联元先生对
其弟子还有“四勿”训条，即“勿废书，勿为暴，勿妄杀，勿邀奖”，
赵藩都身体力行了。

有一年的严冬季节，父亲把买到的粮食、油、盐装好筐，要赵藩
给躲在深山的家人送去。赵藩走着走着，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连绵
起伏的山峦变成了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赵藩在山上转来转去，再也找
不着路。寒风刺骨，饥肠辘辘，又急又怕，赵藩喊天天不应，叫地地
不灵，眼前一黑，倒在了雪地里。

原来，赵藩迷路后，完全走岔了，而且离家人所在山村已经很
远。幸亏一位老猎人路过，急忙把他背回家中，给他擦身灌药。一天
一夜之后，赵藩才慢慢睁开双眼。赵藩急于要去见祖父母，但他冻伤
严重，老猎人不让他走。他也几次想下床，每次又都虚弱地倒了下
去，只好听凭老猎人照看调养。老猎人看着赵藩知书达礼，聪明伶
俐，也从心底里喜欢他。在赵藩能下床后，老猎人就教他习拳练武。

赵藩在老猎人家既疗了伤，恢复了元气，又练了武艺，临到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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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猎人父子，已是依依不舍。老猎人父子也舍不得他，送了一程又一
程。后来赵藩到四川做了官，回剑川探亲时，曾特意上老君山去拜望
被他称为“救命恩师”的老猎人。很可惜，当年记忆中的路标，早巳
被杂木荒草淹埋，寂寥四顾，云海茫茫，恩人再也无法找到。这段萍
水之缘，从此断线，成了赵藩平生一大憾事。每每念及，令赵藩叹息
不已。

赵藩本来出身耕读之家，而在躲避战乱中，让他体味了最贫苦农
民的生活，也亲身感受了他们最质朴、善良的情怀。他跟随家人在剑
川、维西、丽江、永北（今永胜县）一带高山深谷间，一直东躲西
藏，辗转１０余年，赵藩也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凄风苦雨中长大了。

作为赵家长孙，赵藩确实被视为掌上明珠。除了祖辈疼爱有加，
由于母亲早早过世，父亲既想给他父爱，又想补予母怜。作为严父，
期望他早日成才，作为慈母，总怕他吃苦受累。尤其是赵藩的伯母，
本来就在赵藩的母亲去世后一直充当着慈母的角色抚育着他，从早到
晚，热茶添衣，无微不至；加之伯母膝下无儿，她把对赵家的后代的
希望，对儿子的那份专注感情，全用在赵藩身上，使赵藩在其雏凤之
声中令人动容地唱道：“伯母亲犹母，茫茫系梦思。平生真爱我，遗
憾痛无儿。”（《骨肉四首》之三）

家庭给予了赵藩那么多爱怜，使他这个已经遍涉经史诸子，脑子
里装满了忠孝节义的长子，时时坐卧不宁。他总觉得他已经成人，他
要挑起孝敬父辈祖辈、赡养家人的担子，他必须挣钱；他已经懂得继
承赵氏家风，读书为了报效朝廷，报效国家，耀祖光宗。赵藩１５岁这
年，全家人逃难巨甸，求得清军维西协副将张润的保护。赵藩就此投
入张润部下，作为张润的幕客，司笔札。
１８７２年夏历十二月底，建立政权十多年的杜文秀回民起义，被清

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清军论功行赏，但赵藩没邀功，而是战事一结
束就回剑川一头扎进自己的书斋，准备科举考试。

赵藩在他这几年的军旅生涯中，始终手不释卷。不管部队往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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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拔，他都要用一匹马驮书，供他夜读晨诵。经史子集，政治、经
济、历史、地理，他都广泛涉猎。但祖父和父亲对诗词的特别兴趣，
对赵藩影响尤深。１８６８年冬，在避难于巨甸的尴尬境遇中，祖父还兴
致勃勃地与徒弟们在难湾藏族喇嘛寺举行寿苏诗会。寿苏诗会，就是
借给大诗人苏轼祝寿举行的诗会。这是赵藩第一次参加寿苏诗会，在
长辈面前他没敢吟出一首诗。但寿苏诗会却被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下
来。不管是赶考还是做官，不管是在战地还是在寓所，他年年不忘与
诗友弟子举办寿苏诗会，昆明的“集萃轩”诗社是在寿苏诗会上成立
的，与著名革命文学团体“南社”诸子也结缘于寿苏诗会。再到后
来，赵藩之子赵宗瀚又接过父亲衣钵，继续与诗友举办寿苏诗会。由
是，寿苏诗会在赵家传四世而不衰。

对赵藩爱好诗歌，影响较大的除祖父和父亲外，还有李玉湛。李
玉湛（１８２７ ～ １８８７年），字会侯，又字韬川，晚年自号一笑先生，同
治庚午科举人。赵藩家避乱巨甸，赵藩投身清军张润部以后，从李玉
湛与自己的祖父的交往中，赵藩得知李玉湛学问很深，而且诗写得
好，便央求祖父、父亲向李玉湛求情，收他为徒。当时李玉湛也在张
润军中供职，与赵藩时常在一起，便时时悉心指教。赵藩从李玉湛那
里学到了知识，也学到了为人，师生结下了深厚情谊。李玉湛去世
后，赵藩将他的作品重新整理编定，取名《一笑先生诗文集》。赵藩
曾在回忆老师时说： “先生品质为之不可及，而可惜先生未尽其用，
俾国家增一艰难宏济之才也。”在《一笑先生墓表》中，赵藩又评价
其老师说：“先生于为诗，初嗜庾信，继宗杜甫，盖身世所遭，关山
烽火，骨肉死丧，百感纷来，而忠孝缠绵，一语百咽，与古人上契神
明，非苟求形似者比，亦非独感时记事之篇可备来者考证而已。”
１８７３年，赵藩参加科考，在录取正榜上名列一等，得补廪，成为

廪生。廪生在学历上比秀才稍进一步，且由此可望出贡。什么叫“出
贡”？就是可以享受岁贡生的学位了。得了这个学位，可以到部请拣
发，从而获取一州同、州判官职。赵藩于乙亥年（１８７５年）中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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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光绪登基加科的恩科举人。恩科乡试的第二年，相应的也要举行
加科会试。因此，赵藩丙子年（１８７６年）就可参加京城恩科会试。丁
丑年（１８７７年）又是京城正科会试，赵藩第一年如果落选，有接着考
一年的机会。

京城会试称“春闱会试”，入场期为夏历三月初八日。考试与秋
闱乡试一样仍分３场，初八日是第一场，十一日进第二场，十四日进
第三场。赵藩向进京参加过会试的先贤打听了进京路程，从边远的云
南省进京，就算从昆明直接出发，一路靠役夫舟车，至少也得８０余天
才能到达京城。如果路上出现停留，３个月就轻轻过去了。而眼下赵
藩手中没那么多盘缠，必须回家筹措经费，何况出远门，也不能不拜
别高堂，安抚娇妻；但从昆明回到家乡剑川，也有足足半个月的路，
打来回就又是一个月了。赵藩进京，仅耗费在路上的时间，紧打紧
掐，也要４个月。云南举子参加春闱会试之难，非比寻常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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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直面现实的诗人

赵藩在京城两应会试而不中，使他的经世抱负受到沉重打击。
１８７７年，赵藩离开京城，沿着南回的路，已走过良乡、涿州、新城、
徐水、保定地界，广袤千里的华北平原，黄沙滚滚，哀鸿遍野，鬼哭
狼嚎，一片恐怖气氛。赵藩既是书生，也是农家子弟，尤其是因为成
长于战乱年代，他自小穿草鞋，奔波于泥滑路烂的村中小道，稍稍长
出点个头儿就培养起了“扶犁爱向田头立”的务农情感，看到千顷良
田颗粒无收，看到和自己的父母兄妹一样的农民们流离失所，他能不
气愤吗？联想到当时小国日本敢于攻击台湾，清政府却在与日本签订
的《北京专条》中称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事实上承认日本垂涎
的琉球是日本的属国，内忧外患使赵藩捶胸顿足：

芦沟渡过又滹沱，满目哀鸿奈尔何。
大野沙黄生意尽，空林月黑戒心多。
难图惨淡流民槁，自倚悲凉烈士歌。
台省诸公共忧国，愿修人事感天和。

（《饥饿载道，感愤成诗》）

再往南走，从清苑、定州、正定到柏乡，一样是“田野饥雁鹜，
草短瘦牛羊”。

穿越了大半个河北省，走到河北南部沙河县，拉车的千里龙驹早
已变得“皮骨空存筋力倦”，任随骡夫怎样鞭笞，龙驹也无力让那深
陷黄沙的车轮转得快一点点。燕赵之地一年接一年的灾荒，使得不断
被驱驰的龙驹连起码的料豆都吃不上，它哪里还有力气拉车呢？将心
比己，坐在车上的赵藩觉得自己和龙驹息息相通：“矫首长鸣向人立，
君不能言我心识。英雄失路烈士伤，岂独尔驹堪太息。”（《负辕驹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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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善蹄，骡夫箠之过甚，悯而为辕驹叹》）赵藩真想为一步一嘘唏的
龙驹唱一首安慰歌，可惜他难过得实在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

沙河有大路通山西，听到山西来的人诉说山西灾害更严重，赵藩
对层层官吏不能尽职十分不满： “忍死沟渠不为盗，国恩须念人人
深。”（《河北所在转徙闻山西尤甚》）能够忍耐到抛尸沟渠都不去当
强盗，不起来反抗的老百姓，到哪里去找呵？政府的层层官吏难道都
不能出来为百姓们做点什么！他认为天灾人祸，祸根在贪官恶吏，因
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盘盘落旋窝，险绝邕子洞。
酷吏慎勿来，请君先入邕。

（《寓中无事，杂摭抚沅滩名，为小诗十二首》之二）

赵藩到达河南许州，天色已晚，投宿灵井镇荒野小店。店主是一
位精神矍铄的老翁。老翁很好客，饭后过来和赵藩聊家常。他说，他
已年过花甲，还未离开过本乡本县。他家世世代代当农民，永远只配
守着贫贱的生活。言谈中，对赵藩读书游历，奔走于科举之道表现出
羡慕来。又谁知赵藩正为科举之路比登天还难，造成万里奔波白辛
苦，骨肉数年见不了一面而伤感呢！老翁的话，引得赵藩那么一条二
十六七岁的男子汉在暗地里落泪如霰。
１８７９年，赵藩滞留昆明。而夏季的昆明城上空，好像通了洞。这

雨水一下就是一个多月，总也停不下来。城东南地势低洼，田地早已
淹没，许多房屋也被水毁。滇池边不时传来树倒堤溃的坏消息。赵藩
寄居的屋子，屋顶漏雨，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移动卧榻；由于房
间太过于潮湿，土筑的墙壁已长出绿绿的青苔来；而门外，则泥淖没
靴，无法下脚。这洪涝之灾，折磨得赵藩钻进了被窝，却难以成眠。
他恨自己帮不了灾民的忙，让杜少陵的“安得广厦千万间”成为无法
落实的空话。直等到有一天太阳终于钻出厚厚的云层，一条彩虹斜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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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赵藩的心情才稍稍有些宽松：

彩虹忽出射斜日，东雨西晴傥可必。
虹渴还应下饮水，愿吸东南水见底。

（《喜晴》）

这一头，赵藩还在担心遭受了这么严重的涝灾之后，昆明的庄稼
还会不会有收成；那一头，北来的客人又告诉他山西的旱灾还在延
续。在山西，树皮草根都吃完了，人们已到了不得不在肚子里填些观
音土去见阎王的地步。在那么凄惨的境况下，连小孩子都担心父母会
疯狂，会产生弱肉强食之心，把自己杀吃了。赵藩贫瘠的家乡剑川屡
遭水旱灾害，对于山西百姓目前的苦难，他可想而知，他痛心疾首：

观音土
万落千村空雀鼠，树皮草根俱乏煮。
翳桑幸有观音土，观音慈悲悯尔饥。
食之一饱还归西，不食亦死食亦死。
且缓臾须对妻子，妻子号啕泪零雨。
顷刻彭亨腹如鼓，吁嗟乎，观音土！

小儿哭
小儿哭，泪簌簌，自甘惨昏风刮屋。
西家杀儿啼声哀，东家小儿观之回。
回家嫛儿告阿母，吾家可须儿作俎？
屠刀在颈儿心悸，果欲杀儿俟儿睡。
（《客有述晋灾者，闻之惨然，作新乐府二章》）

再看父母官们，照样锦舆昂然，前呼后拥，不可一世。而衣衫褴
褛、疲惫不堪的轿夫，冒雨抬轿，泥滑路烂，但稍有哪一步走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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