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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黎氏原籍四川广安，其先祖黎得叙于北宋初期任昌

州刺史；有黎镩者，与苏轼为诗友；明代黎淳中天顺状元，

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世代诗礼相传。明万历年间，平定

播州杨氏土司叛乱，黎氏支脉黎朝邦率子孙迁来沙滩。

沙滩，位于遵义县城东80里的乐安江畔，是黎氏家族聚

居地。在这个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景色绝佳

的小山村里，自清乾隆后期至清末民初的百余年间，人才

辈出。道光年间，郑、莫两家迁来沙滩附近，与黎民比邻

而居，结为姻娅，互为师友。三家涌现几十位学者和作

家，数百部学术著作和诗词文集：其代表人物郑珍、莫友

芝、黎庶昌，在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享

誉海内外。由此而形成了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称为“沙

滩文化”，浙江大学在其《遵义新志》中定性为“全国知名

文化区”。

黎氏家族世代都喜欢吟诗填词，几乎人各有集。光

绪十五年(1889)，由黎庶昌编选的《黎氏家集》四十卷，在

正文部分就收载了庶昌祖父、伯父、父亲和两位胞兄、一

位从兄的诗词集和文集。这部总集，由日本一流刻工雕

版，印制十分精美。它显示了沙滩黎氏祖孙三代文学创

作的实绩，其诗词成就较高，堪称黔中一流作家；词的造

诣尤高，兆勋、庶焘、庶蕃昆仲，其佳作足以与中原名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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媲美。其后，黎氏家族世代仍然坚持创作，留下不少诗词

文集。但由于时局动荡，这些诗词文集至今未能刊印面

世。为进一步保存沙滩文人作品的完整性，为研究沙滩

文化的爱好者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们将从民间收集到的

25位沙滩文人的诗词手稿，通过点校、整理后，以《黎氏家

集续编》为名出版发行o

《黎氏家集续编》是诗集。诗，不外乎看其才，而感其

情。诗的才无非格律、音韵，这是诗的外表，外表的美，则

需要诗人的博学，更需要诗人善用。情则性情，诗人的情

感、搡守、品行，这是诗的灵魂。诗无才不美，诗无情不

活。这些诗的灵魂正是沙滩文化的精髓，也正是我们想

传播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编辑《黎氏家集续编》的目的所

在。

《黎氏家集续编》是按辈分和长幼次序编排的。但

是，我们即使去掉那些名字和作者简介，同样能看出它的

悲剧色彩。以黎丹艟的《助归草堂诗钞》为界，以上是对

沙滩文化的尽情展示，从他以后的黎竹君、黎荣木、黎培

仁就开始了无情地撕毁着那种精彩。虽然至今沙滩还有

人继续着诗歌创作，但留下的仅是沙滩文化的余音。这

无论从诗的情还是诗人的才来看，无一不是在演示着沙

滩文化的一步步衰退。
‘

．

沙滩文化的衰退决不能归罪于传承。到黎安理，沙

滩文化走向颠峰，是经过了上百年、好几代人的积淀的。

又从黎安理开始，到雪楼、雨耕，到兆勋、庶昌，到汝林、尹

融，到伯廒、丹感，传的到位，承的扎实。但我们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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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事实，他们都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状态之

下。那种状态让沙滩黎民家族的人相信：学而优则仕、则

官，诗人们虽然无一例外地大赋“离骚”，但其牢骚的对象

大多为国、为民、为离愁、为相思，他们有离愁、有相思是

因为他们能以有用之身各地宦游，字里行间溢着豪情、透

着自信。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中国一下子陷入了毫无

秩序的混乱，首先是科举制度的废除让黎氏家族的人无

所适从(如黎丹短)，再加之国家元首走马灯似地替换，学

有何用?好容易盼到新中国成立，紧接着是阶级斗争，是

文化大革命，给黎氏家族诗人的创作热情以无情打击(如
黎竹君、黎荣木、黎培仁)。这些诗人只能困守乡里，黎丹

髓在“朝饔夕膳断源来，日夜愁饥鬓发皑”、“穷极奈何枵

腹饿，要知瓶罄耻为譬”的穷饿已极的生死边缘上挣扎；

黎荣木在沙滩的大量藏书毁于一炬时大声疾呼“息我垅

头锄，还我架上书”；黎培仁在一腔壮志付流水之后感叹

“磨砺斧斤嫌树少，抽芽桃李恨霜多。”⋯⋯在急风暴雨中

依然固守着沙滩文化的尚存一息的这几位诗人，尽管他

们已在满眼迷茫、满腔忧愤中乘鹤而去，但沙滩人的行为

准则、意识形态仍然隐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但愿这本

集子的面世，能给九天之外的亡魂一丝慰籍，也能为挚爱

沙滩文化的研究者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帮助。
编 者

二o O五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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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收录范围以黎氏家族族人为主，以旧体诗词

为主。新诗酌情收入，散文、论文一律未收。凡未发表、

出版的作品尽其可能一概收入，以尽力展示黎氏家族旧

体诗词创作原貌。非黎氏族人，但有血亲、姻亲关系者以

附录收入。

二、本书编排体例为：在正文中按家族中辈份高低为

序，由高到低。同辈人以年龄长幼为序，由长及幼。

三、原稿全部系家藏手稿，现加标点，用规范汉字横

排。繁体字改简化汉字，古体字、异体字改今体字、正体

字。为不以文害意，个别繁体字仍如其旧，通假字仍按其

旧。

四、诗词集标题用二号魏体字，诗词标题用四号宋体

字，正文用小四号宋体字，诗词原注用小五号宋体字夹注

诗中，原有评语用五号宋体字列于诗末。其他人的唱和

之诗用楷体附于诗后。

五、原诗有改动者，为保留原貌，将改动文字用小五

号字标注在该诗句中或句末。

六、作者小传为编者所加，黎氏族人均有传。由于资

料关系，各传详略不一，体例无法统一。出生年月日及卒

年月日一律为夏历记年o 1949年后，以阿拉伯数字表示

的时间为公元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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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为节省篇幅，诗词一律连排，不分行排列。新诗

无标点者以“／”符号隔断。

八、由于原稿全部系家藏手稿，无法参校，对原诗脱

文用“口”符号标出，脱文较多者用“⋯⋯”标示，讹、倒文

仍如其旧o

·2·



目 录

石镜斋诗略⋯⋯⋯⋯⋯⋯⋯⋯⋯⋯⋯⋯⋯⋯黎兆勋(1)

衡斋诗钞⋯⋯⋯⋯⋯⋯⋯⋯⋯⋯⋯⋯⋯⋯⋯黎兆铨(9)

黎庶昌遗诗⋯⋯⋯⋯⋯⋯⋯⋯⋯⋯⋯⋯⋯黎庶昌(45)

夏轩诗稿⋯⋯⋯⋯⋯⋯⋯⋯⋯⋯⋯⋯⋯⋯黎庶馘(48)

黎汝弼遗诗⋯⋯⋯⋯⋯⋯⋯⋯⋯⋯⋯⋯⋯黎汝弼(109)

黎汝琦遗诗⋯⋯⋯⋯⋯⋯⋯⋯⋯⋯⋯⋯⋯黎汝琦(110)

吟香馆诗钞⋯⋯⋯⋯⋯⋯⋯⋯⋯⋯⋯⋯⋯黎汝林(113)

黎汝华遗诗⋯⋯⋯⋯⋯⋯⋯⋯⋯⋯⋯⋯⋯黎汝华(172)

祝衡诗稿⋯⋯⋯⋯⋯⋯⋯⋯⋯⋯⋯⋯⋯⋯黎尹融(173)

景梅阁悼亡诗⋯⋯⋯⋯⋯⋯⋯⋯⋯⋯⋯⋯黎尹融(213)

梦瀛词草⋯⋯⋯⋯⋯⋯⋯⋯⋯⋯⋯⋯⋯⋯黎尹融(227)

黎尹谐遗诗⋯⋯⋯⋯⋯⋯⋯⋯⋯⋯⋯⋯⋯黎尹谐(231)

啸峰诗稿⋯⋯⋯⋯⋯⋯⋯⋯⋯⋯⋯⋯⋯⋯黎文圃(235)

黎楷遗诗⋯⋯⋯⋯⋯⋯⋯⋯⋯⋯⋯⋯⋯⋯黎楷(266)

明致堂诗稿⋯⋯⋯⋯⋯⋯⋯⋯⋯⋯⋯⋯⋯黎渊(267)

鸠寄庐集⋯⋯⋯⋯⋯⋯⋯⋯⋯⋯⋯⋯⋯⋯黎渊(405)．

鹪巢集⋯⋯⋯⋯⋯⋯⋯⋯⋯⋯⋯⋯⋯⋯⋯黎渊(417)

黎迈遗诗⋯⋯⋯⋯⋯⋯⋯⋯⋯⋯⋯⋯⋯⋯黎迈(419)

助归草堂诗钞⋯⋯⋯⋯⋯⋯⋯⋯⋯⋯⋯⋯黎梓(430)

黎翕遗诗⋯⋯⋯⋯⋯⋯⋯⋯⋯⋯⋯⋯⋯⋯黎翕(544)

黎竹君诗稿⋯⋯⋯⋯⋯⋯⋯⋯⋯⋯⋯⋯⋯黎竹君(545)
·1 ‘



黎桢遗诗⋯⋯⋯⋯⋯⋯⋯⋯⋯⋯⋯⋯⋯⋯黎桢(570)

荣木诗稿⋯⋯⋯⋯⋯⋯⋯⋯⋯⋯⋯⋯⋯⋯黎焕鼎(574)

黎焕纶遗诗⋯⋯⋯⋯⋯⋯⋯⋯⋯⋯⋯⋯⋯黎焕纶(616)

黎纯九遗诗⋯⋯⋯⋯⋯⋯⋯⋯⋯⋯⋯⋯⋯黎焕乾(617)

黎明燕诗录⋯⋯⋯⋯⋯⋯⋯⋯⋯⋯⋯⋯⋯黎明燕(622)
霭如诗钞⋯⋯⋯··o ol J e e e·e o etl⋯⋯⋯⋯⋯⋯黎培仁(624)
说培仁⋯⋯⋯⋯⋯⋯⋯⋯⋯⋯⋯⋯⋯⋯⋯黎焕颐(626)

心语集⋯⋯⋯⋯⋯⋯⋯⋯⋯⋯⋯⋯I g Q O Q QItO黎培炎(656)
附录： ．

，

郑珍遗诗⋯⋯⋯⋯⋯⋯⋯⋯⋯⋯⋯⋯⋯⋯郑珍(665)

莫友芝遗诗⋯⋯⋯⋯⋯⋯⋯⋯⋯⋯⋯⋯⋯莫友芝(668)
愚生诗稿⋯⋯⋯⋯⋯⋯⋯⋯．．．⋯⋯⋯⋯⋯黎以宁(671)

编后记⋯⋯⋯⋯⋯⋯⋯⋯⋯⋯⋯⋯B g O O Q OI B O 0 0·O e J Q O O(68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石镜斋诗略

黎兆勋著

黎兆勋(1804--1864)，字伯庸(一作伯容)，号檬村，晚号涧

门居士。黎恂长子。二十四岁以古学第一补县学生员，专力于诗

词创作，不喜帖括，以致十次乡试均落选。黎恂乃援永昌军例报捐

教职，道光二十九年(1849)暑理石阡府学教授，三年后补黎平府

开泰县训导，后以防御苗民起义之功选授湖北鹤峰州州判。到武

昌后，巡抚胡林翼留他署理藩照磨兼盐库大使，同治元年(1862)

调补随州州判。同治二年(1863)黎恂去世，兆勋奔丧回里，因旅

途劳顿，哀伤过度，于同治三年(18“)八月二十日逝世，终年六十

一岁。黎庶昌《沙滩黎氏家谱》有传。

兆勋一生写诗千数百首，晚年删削存四百首，编为《侍雪堂诗

钞》八卷，四十岁后始学填词。有《封烟亭词》四卷，黎庶昌编入《黎

氏家集》。兆勋为诗宗盛唐，力近王、孟，诗风清丽自然。在黎氏

诗人中，成就最高。另辑有《黎平诗系》，收录明清两代黎平府属

诗人之诗。与莫友芝共同辑录《黔诗纪略》，收集明代贵州诗作，

成书三十三卷，为保存、传播贵州地方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礼部

尚书潘祖荫评论说：“郑、莫、黎三君，皆黔之通人也。”

本书收录为兆勋佚诗。

莫友芝序

伯庸承过庭之教，于侪辈中最有诗声。少作千余篇，

无存稿。既自风骚汉魏逮乎近代名家制作，靡不含咀熟

烂。彻其正变源流，窗然得所以置我，乃摭壮艾以来迄开

泰校官为《侍雪堂诗集》若干卷。之鹤峰判后别题《石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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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以江夏寓庐负高冠山，昔曾掘出石镜，放翁《入蜀记》

所谓鄂州访黄鹤楼故址，在石镜亭南楼之间，出汉阳门，

仙洞少南即石镜山也。咸丰庚申秋，余自京师还，道鄂，

尊酒话旧，流连浃辰，皆颓然老境，无复昔年豪纵。亟待

付梓其诗，而《侍雪》半不存箧中，因先以《石镜游集》而为

之引其端。

十月五日书于石镜斋

咸丰辛酉年：

洪流

波臣腾小海，神女怨行云。风雨漭无极，江湖浩不分。

潦途沦上隽，逋寇怯南军。拯溺全民命，惟应策水敷。南岸
之贼为水所阻不能进窜。

战舰

长龙严部伍，飞端乱旌旗。今忆攻蛮虏，洪流赖水

师。爪牙千般错，肘腋九江持。水师驻九江。君视蕲黄贼，

毋嫌搦[队迟。对岸之贼不能渡江，为战舰所阻也。

海客 ，

上海程途远，三朝到武昌。人扶江梦坐，船挟火轮

翔。魑魅依番舶，锱铢括楚疆。此曹多意计，祸水籍重

洋。客皆粤东及浙闽奸民。

部曲 i

将星光坠地，军帐影凄烟。一哭余双泪，孤忠竟十
·2‘



年。酬恩虚有日，黜罪岂非天。敢谓任安去，犹依素旒
眠。

李眉生驾部自长沙至武昌，移寓我室，时晴

复雨，新得菊花数种，深夜对酌，各书所怀

落木窗虚菊影疏，也偕迁客到吾庐。南楼灯火初繁

夜，岁晚何人念索居。

哀时身世感离群，花事今年绝见闻。客梦已同秋影

瘦，鬓丝禅榻我怜君。

尽敛才华难人道，细参禅悦不离香。临风三嗅杜陵

老，凉夜潇潇共此堂。

芙蓉木末水迢遥，风雨寒江暗落潮。坐念陶家孤隐

处，一樽谁与寄山椒。谓子尹

联床听雨作离声，花气清寒望晓晴。别后寻思渺陈

迹，不如吟对短灯檠。

附录：和黎伯庸夜雨书怀之作(李眉生)

春明门内邵亭诗，短簿风流梦想之。霜菊上肩螯扎

手，去年十月见君时。

居然春饼上秋筵，况有霜花照晚天。唤起黄州三月

梦，孤城斜日断炊烟。

监利奇士龚子贞，予旧好也。三年不见，音问
亦绝。昨夜梦泛小舟游湖曲，濒湖多人烟竹

木，船人指予日：龚君家也。亟舣棹登岸访

之，扣门则子贞出．白发飘萧。予惊其老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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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与坐谈，为予诵近作七律数首。寐后不能

记忆，且谓予日：吾以山水待君久也。二子亦

侍侧，屡止予行，予以公事谢之。及出门，水

天星汉，非来时景色。次夜坐帐，念旧游，以
诗纪之

朔风振虚馆，缺月窥勾陈。积雪带庭宇，孤灯怀故人。

念昔石城别，三载不见君。频聆空中书，征鸿渺无闻。自

惭所守薄，荒伧难远亲。昨梦荆渚游，寻君湖水滨。结庐

带茆茨，蔼蔼嘉禾春。新诗递矜许，词意多艰辛。太息勖

出处，各自勤其勤。残阳动斋壁，烟篆萦炉熏。二子适侍

侧，阻止情意真。我言未可留，行当来卜邻。出门水天

异，恍惚攀三辰。苍苍青冥天，下有孤飞云。飘遥映林

壑，历乱霏烟尘。狂狷对所与，富贵神所嗔。惟念长往

人，委心耕稼民。夫子意能尔，寤寐劳予神。

风雪行招徐处士邦燮，常州人

窗寒烛明风雪粗，凝愁悄坐思吴都。此邦讵为我乡

里，推愁若去行复吁。哀哉吴会旧相识，落落数子皆吾

徒。去岁毗陵走蛮虏，鬼车号导趋姑苏。其时我友北楚

客，惊魂逐队飞勾吴。已因乡信哭庐墓，更雪涕泪伤妻

孥。鹦鹉洲寒惨春色，酒人散尽黄公垆。琴樽一载倏零

落，深夜念之孤影孤。人言吴师素胆栗，畏贼如虎为贼

奴。长城一坏事已矣，可惜死者张提督与徐巡抚。逃亡半已

成饿殍，死妇不复携生雏。此时达官远奔窜，拥兵卫己矜
．4·



良图。国家财富东南区，扬一益二称上腴。数年尽弃为

贼有，未必天意非庸夫。江南之哀赋庾信，中有悲愤能续

无!天寒月黑梦不到，或有斗酒堪歌呼。城东滑哒莫嫌

远，明朝蜡屐君行乎?

石太守诗

高允常揖中常侍，汲黯不拜大将军。古人立朝峻风

概，黔虽小国今有人。石公一官自落拓，雁门太守歌天

津。燕冠虽无子孙侍，书马乃必四足真。伤心离宫之厄

惊燕云，道茂所请非虚云。此时郡守不屈节，岂有呵护烦

神明。吾皇圣鉴邀特识，大官胡乃嗔孤臣。为公作诗记

岁月，想见肝胆森轮困。

曲阜刘瑞符十一兄铃为予述梦游
兼及山左兵事，率赋

君所思兮在岱东，夜深忽窥海Et红。醒来两眼荡寒

碧，神马尚蹀天门风。五岳未登我愁积，齐鲁风烟君恨

剧。虚言蠡勺窥三韩，孰假风云排六翮。东方明星低复

高，青天白龙不可招。樽桑上古跃九日，下有风尘灏洞不

息之波涛。君家去海千余里，迩闻群盗纷如蚁。夜阑坐

念昌平乡，十年游宦离妻子。神州沉陆公莫怨，在昔隋何

不能武。平乘楼上悲中原，至今人怨王夷甫。君持乡梦

攀峻螬，使我东望心飞腾。会须岳云河雨净海岱，相与行

睹东封瞻孔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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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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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何夕歌苦寒，门外苍精龙影蟠。白玉庭阶门径

窄，四尺五尺雪成石。雪能死蝗活江国，正苦今年民乏

食。春夏之民复菜色，不死于蝗死于贼。连朝雪气寒塞
天，人说今年甚去年。老翁冻死不足惜，可怜万户无炊

烟。近日徽州一带数igm，饥民冻饿死者甚众。

读欧阳涧东诗 ．

晴窗春意静，坐读涧东诗。文字不相替，古怀徒尔

思。江空残梦回，岁晚旅人悲。为问九歌意，哀时知者

谁7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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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月登石镜山望江上夜景
i

寒月邀人去，微行上岭斜。峭风催暮鼓，独树语栖

鸦。星火昏黄散，林山暗淡遮。逾高才咫尺，眯眼动尘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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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戌年： 』 ．

．．
．

．

-’ 春夜江雨声
二 ‘‘

更定群动息，掩关人未眠。悄闻檐滴溜，起看云满天。

寒暝赴清同，夜声归静妍。甫疏入从筱，徐密依修椽。泽

润朝市下，心舒原堤先。农事重岁始，孰云情虑捐!

索钱湘曙定显二尹游蒙泉之作 ，

早闻陆夫子，讲学荆南州。蒙泉惕深省，瀹坎昌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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