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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吴超

随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域，历史悠久，文

化灿烂，历代吟咏之作多见载记。然而，细细

考察起来，历史上文化名人并不多见。历代有

名气的文人如李白、刘长那、欧阳修、黄庭坚

等都是客居随州，或与随州有某种渊源关系，

随州本乡本土的古代文化名人，其诗文仅以散

篇残章被辑录，或仅见书目，在随州尚未见一

部完整的集子传世c 而清代随井!诗人余华祝的

诗集《品枣山房诗草》的发现，正好弥补了这

一空白和缺憾c

这部诗集分咏史和随时杂咏两个部分。咏

史部分以"唐乐府"绝句的形式，吟咏历代人
物， J: 自先秦，下迄宋亡，评论古今得失，感

慨兴亡盛衰，褒贬忠奸利弊，寥寥四语，依声

为歌，含吐不露，语近情遥，实为一部独具特

色的史诗。随时杂咏部分内容丰富，题材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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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写人状景，咏物寄情，记录时事，抒发性

灵，不仅使我幻能够了解到清末一个乡村知识

分子的坎坷命运，窥视其内J乙、世界，而旦形象

地反映了当时随州社会的→个侧面，甚至可以

说是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因此，正如该书原

序中所说，这部诗集"作诗现可也，作史观亦

可也\用今夭的眼光来看，无论其思想内容，

还是艺术水准 F 都是值得借鉴的。市政协学习

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出跟这部诗集，对于弘扬

能判传统文化，提高随井i历史文化品位，推动

随井i先进文化建设，以及对外宣传随州，都有

着重妥的意义;对于存史、资政、育人，将起

到积极的作用C

《品枣山房诗草》刊刻距今已有一百多年，

由于连年战乱，很快散亡殆尽，故鲜有知是书

者，幸存孤本传世，我们才得以继承这一珍贵

的文化遗产c 重新整理出版这部诗集并非一件

易事c 市政协干部李虎同志热爱随州文化事业

和文史资料工作，十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为原

书作了详细注释，完成了一项浩繁的工作，使

其内容更加丰富。这种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的

精神守着实令人钦佩，值得大家学习 C 读者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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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赏原诗的同时，参阅注释，会有助于对原诗

意境的理解和把握，并可以从中学到不少的历

史知识，增强阅读的趣味性。这对于扩大读者

群体，使该书传之后苦，是十分必要的。

恙而言之， {品枣山房诗草注释》的出版，

为我市的文化宝库又增加了一份宝藏，为丰富

群众的文化生活又奉献了一份精美的精神食

接。当读者在其中感受随州古典文化豆陶，领

略槌井!传统文化魅力，培养情操，陶冶性灵，
并以此"正人心，厚风信"的时候，则真正达

到了这部诗集"藏山传人"的目的。

2004 年 12 月

(作者为中共通州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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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祝和〈品枣山房诗草〉

胡?奇-兰

余华祝，字封三，又作封珊，随西大渎山

麓桂花园(今属随州市洪山镇)人，清末秀

才、诗人、教育家、书法家、史学家c 其祖父

i古学j月，号漠谷，清嘉庆庚午春入学为生员，

问年十月病卒，年仅二十七岁。道光甲午新锈

《大洪lÜ志·卷九诗下} ，辑有余学)!I{由冬青

岩登大浪山》诗c 其父余荣秩，号德斋，亦善诗。

余华祝生于清道光年间，约 1837 年前后，

卒于民国初年，享年七十余岁 C 少习经籍，后

入库为秀才，终因科场失意，仕途不达，而困

主要潦倒于空山穷谷间，终生以塾师为业c 遂寄

'胃于山水，而托之于声诗，有感而发，有触而

鸣，写下了大量诗作。其一生酷爱读书、藏

书、教书，赋诗言志，"六橡"之屋，满室书

香c 轩名"品枣山房

山房房.诗草》讥。所以E取运名"品枣出房"，乃因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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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其子植枣树，他盛赞枣树的风格，取其花

无艳色，果击而淡，以寓自己的"淡泊"之性。

《品枣 i扛房诗草》共八卷，重flJ于光绪二
十八年 (190匀，共收录余华祝诗作五百三卜

余首，巧其一生诗歌创作的结品c 在这部诗集

中，作者把诗歌作为自己思想的寄托，情感的

抒发，时世的见解，人物的轩程，生活的记

录，友谊的表达c 诗集内容分为两大部分:前

半部为咏史诗，有二百多首;后半部为随时杂

咏，一百多首乡总共五百余首c 这个数字，据

作者自己说是"去其半，改其半"后面得之，可见

其一生作的诗很多，市大部分未收入集中 c

作者"性浩浩，经史外无他嗜。家藏《朱

子纲目》、 《甘一史~， s 置案头，浸淫寝馈，

历数十年，其于古今得失、忠奸科弊，悉了然

于方寸r 故发!可为声也，和而不流，怨币不

怒" (金鸿刽《品枣山房诗序抖。实际上在咏史诗

中寄托了自己的志趣，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借

古讽今，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三百多首咏史诗，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岳:一是文学价值。作者以绝句形式系统吟

咏历史人楞，继承了诗与史为一义的传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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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人物白先秦至宋末，实际上组成了一部独具

特色的史诗，为文学史上所绝无仅有。二是历

史价值c 所咏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

物，作者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大都能

做到深邃公正，对于历史的是非得失、经验教

训，进行褒贬扬，弃，往往能打破正史的局限和

传统观念的束缚，表现了作者非凡的见识，每

每出人不意，见解独特，有些观点即使以现在

的眼光来看仍然是非常超卓的 C 如卷五《项

籍》一诗:"焦土万堆降卒骨，鸿门一宴放人
情c 臣虽举玉是君难动，渠欲分羹我不烹c" 项

羽虽然残暴，活埋秦降卒二十万，但鸿门宴

上，本来可以置刘邦于死地，却没有理会范增

的一再暗示，除掉刘邦，以至丧失机会，这是

他成败的关键，此后形势每况愈下。项羽被

窍，刘邦的父亲留在项羽军中，项羽威胁刘邦

说，要烹他的父亲作人肉汤喝， XlJ邦却说，要
烹就烹吧，请把煮好的汤分我一碗，项羽当然

没有去烹。这里写出了项羽的仁厚和刘邦的元

情，将二人的性格对比得十分鲜明 C 从大量的

咏史之作来看，作者身上没有迂腐的道学气。

如卷-一《隽不疑》、 <æ千秋》对二人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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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李广和~)对汉武帝的批评，卷五

《梁武帝》对梁武帝信佛、"好生"虚伪性的

揭露，卷四《张咏》对法律的质疑等，体现了

作者不随大流的观点。又如卷因《岳武穆》一

诗"难撼岳军易撼山，一朝兵为太师班c 能

辞十二金牌诏，人到黄龙痛饮还。"作者认为，

如果岳飞能勇敢地拒绝当时朝廷紧急催他撤兵

的沼令，他最后消灭金人的宏愿一定能实现。

对于岳飞的"愚忠"思想，作者显然是持否定

态度的c 再如卷兰《杨太真》一诗:"帐暖芙

蓉比翼禽，早朝未肯负香袭。马鬼坡下埋泥

土，不是长生殿上心。"杨贵妃这个人物，历

来是人们吟咏的一个主题，或鞭挝，或同情，莫

衷一是。作者在这里虽然没提出什么新论，但

能站在翻正史之案的一面，并不简单地认为红

颜祸水，人云亦云。在欣赏这类具有独到见解

的咏史诗的过程中，读者确能得到不少的教益。

跑时杂咏部分涉及面很广。妇纳起来，大

致反映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言及时事之作。如卷七《武昌夷场歌)，

反映了当时历史的一个侧面。所谓"夷场"，

就是外国列强占领的租界。"潜湃江水流昏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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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我狂言歌夷场。铁锁铁锥去海防，中原要害

处白羊。……海物来去水汤汤，问水何事载番

麓?"当时海防撤去，外国商船兵舰在中国内

河横冲直撞η 在这首诗中，流露了作者强烈的

爱国忧愤c 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强势力的入

侵，满清统治者为了媚外投降，加紧了卖国与

对人民的压榨，其反动性与腐朽性变本加厉。

在那样的情况下，给国家带来的灾祸，给人民

带来的痛苦是十分深刻的，它直接造成的后果

是战乱连年，民不萌生，作者的家乡大洪山地

区自然亦不能倒外c 这在他的诗中多有反映c

如"几处有山皆寨堡，一年元日不戈兵" (卷

五《乱中有惑} ) ，便是对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描

述c 对于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诗人以同情之

笔写道"饥民傍麓多挑菜，野老沿岩遍种瓜"

(卷五《山居纪事} ) ，这是一片饥饿荒凉的景象c

作为一个处于那个时代底层的诗人，也只是过

着一种"苏秦金尽只空囊" (卷八《散装》其三〉和

"年荒麦饭亦羹汤"C卷六《春E耳即事川的生活 c

贫困潦{到生活的写照。这类作品在诗集中

黯处可见"回首搓距四十年，不才事事总无

缘。半生科第天能尼，五女门庭盗见怜c" 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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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五十自嘲》组诗中的一首。生活了五十

『年就劳碌奔波了四十年，事事碰壁，科第被天

所阻挠，最后穷得连小偷也要可怜他了 C 诗人

多女，只到豆十八岁才产一男， "五女门庭"

即指此。对贫穷生活写得最具体的是一首题为

《岁暮~ (卷七)的诗:"贫患无日不踵距，每

到年残唤奈何?贺节门防宾客叩，书联墨倩女

儿磨。盘飨市近嫌金少，搏酒家贫恨债多c 只

是门厨薪未积，朝朝落叶仰林荫J' 这真是一

贫如洗c 这些诗作反映出处于乱世中的乡村知

识分子命运的坎坷，同时也表现了作者甘于清

贫西不愿干求的高洁品质c

对田园生活和山水林泉之美的描述及情感

抒发。绝意科举考试后，作者便在自园生活和

山水之闰来寻找乐趣，因而他留下了很多写林

泉幽居的诗，写得情景交融，十分优美c 如

"窗供绿草生时望，门对白云深处开" (卷六

《宅或移居川、"一帘杏雨供清话，半榻兰烟度

永宵" (卷七《留宿傅璧或书馆抖，描写春日之

景;"夜月过窗松影静，暑风度圈枣花鲜" (卷

七《五十台嘲》其八) ，写夏司之静适:"深山叶

落穿斜月，老圈在鲜度早霜" (卷五《秋暮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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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秋天的疏林斜月，田羁鲜蔬; "一带浮岚似

画屏，琼瑶着地认无形" (卷六{ IJ、雪山行抖，

峰峦绵廷，瑞雪满山，如画屏列晨，美不胜

收。山阔的四时，在诗人的笔下，显得景美情

浓，诗人栖身其间，过着"幅影鞭丝稀过客，

药炉荼鼎足生涯.. (卷七《谩吟》其二)的生活，

享受着"邀得林峦都对榻，买来风月不需钱"

〈卷五《再富珠珍同杂兴》其四〉的大自然的慷慨

赐予。大洪山素有"楚北天空第一峰"之称，

其余脉形成了随州西南部大片丘陵地带，峰IIJ令

重叠，清溪萦环，肝陌纵横，村舍星布，田野

之美，时时见诸诗人笔端。"凡家烟袅村鸡唱，

万室主云归野马闲。她烂桃花开洞口，浑疑此地

隔人j司" (卷五《过珠砂肉衍，便是诗人对家乡

美景的撞绘C

朋友之间的蜡答。作者对朋友真情相交二

时有寄腾，因而这类诗有数十首。这里需要重

点说一说的是，在诗中涉及到的几十位朋友

中，井i宫只有两位，一位是给诗集作序的金鸿

销，作者在其离任时膳诗两首;另一位就是陈

蓝洲，作者在其在任时蹭诗达十二首之多。作

者生活了数十年，历任知州不在少数，为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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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两位知井|情有独衷呢?这是因为金鸿领在

随州创设了义仓，救济百姓;而陈蓝洲则更是

循声大著，颇有政绩。在其治理随州期间，老
百姓得到了暂时的休生养息，因而作者写了

《蹭邑宰陈蓝洲夫子~ (八首七绝)和《伏黯节

膳邑宰陈蓝苦H夫子~ (四首七律)两组诗相赠。

在诗中作者深情地写道"卅年身不渴琴堂，

老学彭宣一拜忙。" "名山待得生祸建，更买黄

金铸太邱。" "此身愿化梧桐树，留得丹山凤不

归c" 作者对陈蓝洲可以说敬佩得五体投地，

把他作为"半为师资半长宫"式的朋友，真情

地挽留他不要离开随井1 0 对他的政绩，作者有

这样的描写"泽饱春膏百草生，家家珑上带

云耕。役车未了篝灯试，夜静村元犬吠声。"

"乌巢入夜啼声静，草掩狱廷月正高c" 这种描

写可能没有过分的夸张，因为民国时期修《清

史稿~ ，整个清朝三百多年闰入《循吏传》的

人物只有 115 位，而陈蓝酬即是其中之一，而

且他也是随井i历史上唯一一位入正史《循吏

传》的地方官。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交友

是有原则的，苟且由于对历史研究得透彻，因

而看人的眼光也是超卓的。同时也说明作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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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味地孤高自傲，对于那些能为百姓造福

的清宫好宫，作者心怀赞赏、敬饵，自然而然

地表现为诗歌的真情流露。这两组诗形象地描

写了陈蓝洲的政绩，弥补了《清史稿>> "循吏

传"中记载的不足，因而对于研究随州地方史

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c

就其艺术性来看，余华祝的诗，在当时素

有秀程之称，尤善于状景写物。如"杨梆岸前

千点雪，杏花村里一枝春" (卷五《春 a 山行川、

"→村云树诗中画，卡里楼台雨后烟" (卷五

《拟春草试帖川，皆为传i蓓一时的名句c "船拖

浅辙沙如怒，帆饱狂风岸欲飞" (卷七《舟

中)> )、 "云消绝顶天微出，山锁清溪水曲流"

(卷八《野行川等句，乃状物圭桌，亦为时人

所称道。其诗格律严谨，用典贴切，语言醇

净，颇有唐人诗味。其于七律尤为纯熟，如卷

五《哀江南》组诗，'既叹时事，尽显杜律沉郁
之气，的是上乘之作。至于像"一川流水忙如

箭，十里盘山曲假犁" (卷八《归途作})、"掌

上弄珠羞老蚌，林边反哺任慈鸦" (卷八《五十

八举子》其四〉、 "逢雾天如开倦眼，爱山人似

读奇文" (卷七《春遣》其二)、"风劲去翻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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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B 高来晤架边书" (卷七《谩吟川、 "主在随

余霞翻空下，鸦送斜阳渡水来" (卷八《野寺晚

归})等体物摹情的佳句，时时见诸篇中。咏

史诗难学亦难工。这类诗多写吉人往事，且多

典故，手法宜委婉。余民于咏史用力尤勤，通

过吟咏历史人物，感慨盛衰兴亡，总结历史经

验教训，写得语近情遥，含吐不露。如卷四

《贾假道~:"西湖寂寞画船横，一曲杭州万里程。

撤盖暴行秋 E 下，革向路摔斗悲声J' 咏史诗写

得如此行文优美，富有意境，殊为难得。

余华祝身后，曾有人讥其诗"有山林气"

认为其一生身居深山，视野不阔，且其诗所涉

内容不广。殊不知余民是一位学识非常丰富之

人，从他的交往和活动地域看，亦非一生未出

茅庐之辈c 至于"山林气"，正是其诗优点。

清人吴雷发《说诗管剧~: "诗以山林气为上。

若台商气者，务使清新拔俗，不然如格调更

低。前人早朝、应制诸诗，其拔俗者不过十之

一二，大抵此等题极易入俗……俗自不能胜

雅，以此推于诗，则山林气者为贵矣。"正是

由于余氏诗歌的高度成就，虽然他身居深山，

仍播誉于外。曾任内阁中书、随井i知州的金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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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称他"学有报抵，才元浪使"c 杭州名士、

在鄂为州县官达二十年之久的陈蓝洲十分器重

他，认为他的诗有传世的份值，特为邮寄著名

学者、武昌经斗书院院长谭献(字仲修)为其

评选。谭献对其诗卡分赞赏，特题"藏山传

人"之语为蹭。~品枣山房诗草》编定之后，
还由随邑举人李兆麟为呈曾任湖广总督的张之

洞亲阁过，张看后慨然允诺为之作序，后以李

赴宫山西，张离任湖北商未果。

《品枣山房诗草y fll行之后，由于数量不

多，加上社会动荡不安，人们温饱不及，逞论

诗书，解放前夕即己濒于失传，故大半个世纪

以来随州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诗集的存在。现在

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对原书进行整理，

出叛了这部注释本的新集子，传承文明，惠及后

世，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因而欣然写下

了上面这些文字，或许能对读者阅读此书起到

一定的参考作用，庶几不负于作者的诗Jlp 、文心

与道心，则又编注者之→愿也。斯以为序。

2∞4 年 12 月于明珠花园

(作者为随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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