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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有千里马，也有
劣质马。发生在春秋时
期的田忌赛马，就把马
分 为 上 驷 、中 驷 和 下
驷。古代的帝王要周游
四方，都要驾驭上驷良
马，如周穆王驾驭八骏
游昆仑拜会西王母娘
娘，据说那八匹骏马都
可以日行万里。古代战
将除了要练就十八般武
艺，也要配备一匹上等
良马。如《三国演义》中所
描绘的关云长，论其武
艺与袁绍手下的大将颜
良、文丑不相上下，由于
他的坐骑是日行千里的
赤兔马，因为马快先后
把 这 两名大将斩于马
下。刘备所骑的“的卢”良
马，在后有追兵逼近时，
竟马跃檀溪，跃入溪中
时竟像飞龙一样腾上对
岸，让刘备死里逃生。由
于上等良马对古人的旅
行尤其是打仗是如此之
重要，故人们便千方百
计寻找良马，春秋时期
的奇人伯乐，就专门在
为人家寻找千里马。

由于人们崇拜并四处寻找
良马、骏马，那些可怜的老马、弱
马便被人们所忽视甚至歧视。闽
南人可能比较富有同情心，便创

造 出“ 弱 马 也 有 一 步
踢”这句俗语，其包含
着两层意思：一是在告
诫世人：你别看不起弱
马，它们还有“一步踢”
的功夫；二是在鼓励弱
马：你们要有自信不要
自卑，在许多时候还可
以 发 挥 一 踢 之 长 。事
实也是如此。因为世上
万物不可能整齐划一，
只有长短结合才能协
调发展。有一传说，周
王的车夫把伯乐选定
的四匹千里马共驾一
辕，结果四骏互不相让
一 起 奋 蹄 ，车 却 拉 不
动。伯乐说应选择不同
等级的马共一辕，让千
里马领辕，配以中下等
马，让主次协调，才能
快走如飞。“弱马还有
一 步 踢 ”由 此 发 挥 了
它 应 有 的 功 能 。社 会
也 是 一 样 ，有 年 轻 力
壮 群 体 ，也 有 残 疾 人
群体、老年人群体；有
从 事 尖 端 工 作 的 群
体 ，也 有 从 事 低 端 工
作 的 群 体 。弱 势 群 体

中的许多人不甘示弱，都在“一
步踢”中创造出精彩的业绩，人
们可千万别狗眼看人低——瞧
不起他们！

一
郁达夫于 1896年 12月出生于浙

江富阳的一个普通家庭，七岁入私
塾，九岁便能赋诗。1908 年就读于富
阳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 年考入杭
州府中学堂。1913年 9月随长兄郁曼
陀去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郁
达夫受到很大的震动，感觉到了国家
经济落后的悲哀。从那时起，他就立
志要发愤图强，热爱、建设祖国，他在
日记里写道：“然予有一大爱焉，曰：
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
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
之厌；予因爱我国，
故 甘 为 亲 戚 兄 弟 怨
而不之顾。”为实现
自 己 报 效 祖 国 的 远
大 理 想 ，1919 年 秋
天 ，郁 达 夫 毅 然 回
国，千里迢迢赶赴北
京 参 加 北 洋 政 府 组
织 的 外 交 官 考 试 和
文官考试。

1919 年 9 月初，
郁 达 夫 回 到 家 乡 富
阳，小住几日后，乘
火车前往北京。当他
路过徐州火车站，看
到 这 座 饱 经 风 霜 的
古城，有感而发，写
下了七绝《过徐州》：“红羊劫后几经
秋，沙草牛羊各带愁。独倚车窗看古
垒，夕阳影里过徐州。”此时，外国列
强正在瓜分中国，山东半岛被日本人
窃取，北京五四运动爆发。1919 年是
丁未年，按五行的说法，丁为火，未属
羊，故称红羊劫。表达了他忧国忧民
的情感。

二
9 月的北京，秋高气爽，枫叶尽

染。郁达夫尽管是第一次来到京城，
但是却无心欣赏美丽的风光，全力以
赴投入到紧张的备考迎战中。9 月 26
日，他参加了选拔外交官的考试，然
而，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的郁达
夫竟然榜上无名。本来踌躇满志，抱
着“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
花”心情的他未免有些失落，他在当
天的日记中愤慨地写道：“庸人之碌
碌者反登台省；品学兼优者被黜而
亡！世事如斯，余亦安能得志乎！余闻
此次之失败因试前无人为之关说之
故。夫考试而必欲人之关说，是无人
关说之应试者无可为力矣！取士之谓
何？”从此可见，当时考试托关系、走
后门之风气日盛，本是一片净土的选
士国考也充满了铜臭和黑暗，北洋政
府的腐败可见一斑。

郁达夫心灰意冷，一腔的热血变
成了满腔的愤怒，他异常郁闷地来到
一处清代王府旧地，在墙壁上题写了
一首诗，表达了此时的心情，发泄了
心中的怒火。他写道：“己未秋应外交
官试被斥，仓卒东行，返国不知当在
何日。”诗曰：“江上芙蓉惨遇霜，有人
兰佩祝东皇。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
雄歌泣数行。燕雀岂知鸿鹄志，凤凰
终惜羽毛伤！明朝挂席扶桑去，回首
中原事渺茫。”在诗末落款：“江南一
布衣题。未加冠，也未取得功名，自然
是布衣了。”

三
外交官考试的失败，为郁达夫的

心情笼罩了一层阴影。在哥哥郁曼陀
的鼓励下，他决心再备战 10 月份的
文官高等考试。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情迎来了 10月 21日文官选拔考试之
日。这一天，他心情异常激动，夜不能
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为
高等文官考试之第一日，余起床时，
刚三点半，微月一痕，浓霜满地，进东
华门时口占一绝云。”诗曰：“疏星淡
月夜初残，钟鼓严城欲渡难。耐得早
朝辛苦否？东华门内晓风寒。”

郁 达 夫 很 想 抓
住 这 次 报 效 祖 国 的
机会，志在必得。所
以他在凌晨 3点半就
起床，披星戴月赶往
东华门等候考试。夜
残将曙，晓风寒露，
一 腔 热 血 的 郁 达 夫
在黎明前的黑夜，迎
着瑟瑟秋风，站立在
庄严巍峨的宫城下，
惴 惴 不 安 地 等 待 决
定 前 程 的 那 一 刻 到
来。在考场上，他才
思文涌，思路敏捷，
把 所 学 知 识 都 倾 注
在 试 卷 上 ，笔 下 生

辉，字字珠玑，文采飞扬。他兴致勃勃
地交了卷，感觉胸有成竹。可是，意想
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一次他又名
落孙山。

这一结果，让郁达夫如五雷轰
顶，令他瞠目结舌。据知情人透露，在
考试之前，那些有权有势的考生早已
给主考官送去了重礼，疏通好了“关
节”，榜上有名者都是事前早已内定
好的，所谓的“考试”，只不过是走走
过场，掩人耳目而已。接着，这一丑闻
就见诸于京城报端，据郁达夫的《怀
乡病者》说：“这一次应该考取的人，
在未考之前早由部里指定了，可怜那
些外省来考的人，还在那里梦做洋翰
林洋学士呢！”

四
郁达夫两次应试不第，对他打击

非常大。他含恨离开北京，在与哥哥
分别时，郁曼陀为他赋诗送行：“一片
芦沟月，怜君万里行。清淡当此夜，难
尽别离情。”郁达夫和有《留别》一诗：

“迹似习蓬人似雁，东门祖道又离群。
秋风江上芙蓉落，旧垒巢边燕子分。
薄有狂才追杜牧，应无好梦到刘贲。
明朝去赋扶桑日，心事苍茫不可云。”
在诗中郁达夫表明了怀才不遇的心
情。落第后即将去日本，兄弟手足情
深，依依惜别。

1919 年 11 月，郁达夫含恨洒泪
离开北京城，再赴日本，写下了《岁暮
感愤》一诗：“岁暮天涯景寂寥，月明
风紧夜萧萧。美人应梦河边骨，逐客
还吹市上箫。穷塞寒浸苏武节，朝廷
宴赐侍中貂。士生季世多流窜，湘水
何当赋大招。”英雄壮志难酬，愤愤不
平之气盈于字里行间。

抗战爆发后，郁达夫回国，投身
到抗日救亡中去。1945 年 8 月 29 日，
郁达夫在印尼不幸被日本宪兵逮捕
并秘密杀害。

郁达夫的“国考”
⊙郑学富

“夏至阴生景渐催，百年已半亦
堪哀。葺鳞不入龙螭梦，铩羽何劳燕
雀猜。雨砌蝉花粘碧草，风檐萤火出
苍苔。细观景物宜消遣，寥落兼无浊
酒 杯 。”这 是 明 朝 刘 基 的《夏 日 杂
兴》，诗人借夏至节气，抒发了自己
杂乱的心境和难抑的
悲悯，读后如淋夏至
节气的阴雨天气。

夏至，是二十四
节气之一，也是最早
被确定的一个节气。
夏至这天，白天最长，
夜间最短，代表的寓意是炎热将至，
开始有暴雨、梅雨、高温桑拿天气。
虽然是烈日炎炎，但古往今来的诗
人却文思泉涌，留下了许许多多美
好的“夏至诗”。

“长夏村墟风日清，檐牙燕雀已
生成。蝶衣晒粉花枝舞，蛛网添丝屋
角晴。落落疏帘邀月影，嘈嘈虚枕纳

溪声。久斑两鬓如霜雪，直
欲渔樵过此生。”这是宋代

张耒《夏日三首》中的其中一首，本诗
通过夏日午夜燕雀、蝴蝶、蜘蛛等意
象的描写表现了诗人对清净、安宁生
活的喜爱。抒发了诗人淡泊名利、厌
恶世俗，想要归隐田园的情怀。

唐代贾弇的《孟夏》诗中道：“江
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编。蜃气为楼
阁，蛙声作管弦。”诗说一进入夏天，
慈竹长得密集而有序，远望云气如

楼阁，幻同似境，耳边还有青蛙奏
乐，夏天真是迷人啊。

“符箓玉搔头，艾虎青丝鬓。一
曲清歌倒酒莲，尚有香蒲晕。角簟碧
纱厨，挥扇消烦闷。唯有先生心地
凉，不怕炎曦近。”宋代史浩的《永遇
乐·夏至》，描写了诗人夏日的情景，
天炎暑热，诗人挥扇解烦闷，却又在
末尾告诉我们：只有先生心中凉快，
不怕这暑气的天。

宋代范成大的《夏至》诗，读来
轻松愉快：“李核垂腰祝饐，粽丝系
臂扶羸。节物竞随乡俗，老翁闲伴儿
嬉。”夏至和端午相去不远，所以，范
成大的夏至日，还用粽丝系臂，祈求
健康。夏至这天，生活十分闲适，君不
见，那老翁伴着孙辈玩得很开心吗？

宋朝苏辙的《夏至后得雨》：“天
惟不穷人，旱甚雨辄至。麦乾春泽

匝，禾槁夏雷坠。一年失二雨，廪实
真不继。我穷本人穷，得饱天所畀。
夺禄十五年，有田颍川涘。躬耕力不
足，分获中自愧。余功治室庐，弃积
沾狗彘。久养无用身，未识彼天意。”
说的是老天不会让人永远贫穷，干
旱久了，雨就来了，麦子干了，春雨
就下下来了。我是无用之人，无力躬
耕，却还享受着收获，实在惭愧。

同样写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

《竹枝词》，却借用夏至以后雷
阵雨骤来疾去的天气，写出了
另一种景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
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
是无晴却有晴。”

夏至，虽以进入炎夏，但在诗人
的笔下却透着无限美好。唐朝权德
舆《夏至日作》云：“璇枢无停运，四
序相错行。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

生。”还有唐代韦应物的
《夏至避暑北池》：“昼晷
已云极，宵漏自此长。未
及施政教，所忧变炎凉。
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
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
可当。亭午息群物，独游

爱方塘。门闭阴寂寂，城高树苍苍。
绿筠尚含粉，圆荷始散芳。于焉洒烦
抱，可以对华觞。”再有宋朝张耒《夏
至》诗：“长养功已极，大运忽云迁。
人间漫未知，微阴生九原。杀生忽更
柄，寒暑将成年。崔巍干云树，安得
保芳鲜。几微物所忽，渐进理必然。
韪哉观化子，默坐付忘言。”这些诗
作都对“夏至”这个节气进行了
传神的描述，读来如临其境。

古诗词里赏“夏至夏至”
⊙魏益君

崇祯五年（1632 年）一月二十四
日，黄道周上疏劝崇祯皇帝“小人勿
用”，影射权臣温体仁。龙颜震怒之
下，黄道周被削籍为民。这是崇祯继
位后，黄道周第二次因直谏惹恼了这
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

第一次是崇祯二年（1629年），袁
崇焕被捕下狱事件震惊朝野，连累次
辅钱龙锡。满朝文武皆知钱龙锡被冤
枉，却没有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除了黄道周，他孤身为钱龙锡鸣
冤，规劝崇祯不能乱搞株连、滥杀无
辜。崇祯很生气，让他好好反省。黄道
周非但没有悔意，反而一再坚持自己
的主张，并且逐渐得到朝野舆论的支
持，弄得崇祯很尴尬。最终没能枉杀
钱龙锡，而黄道周却被停职了。

第二次的削籍为民，等同于今天
的“被开除出公务员队伍”。

二月初九，黄道周挂帽出东门，
携家眷离京。黄道周沿着运河南下，
还乡沿途游山玩水。五月初三至初
五，在南京观象台测量日晷。六月，留
蔡玉卿母子于南京，携两仆西溯长
江，游牛首山、池山、齐山、九华山、浮
山、湖口、庐山。既自庐山还，黄道周
到常州寻好友郑鄤，恰巧遇上徐霞
客。盘恒数日，黄道周告别郑鄤，告别
常州，同徐霞客游历太湖。他七月初
七致信杭州的学生曹振龙，安排蔡玉
卿母子暂到杭州落脚。

算来这是徐黄两人的第三次会
面。徐家世居江阴，徐霞客走出家门，
沿水路便可直达太湖。太湖又名五
湖、笠泽，烟波浩渺，古有“三万六千
顷波涛”之说。湖中大小岛屿错落，连
同沿湖的山峰和半岛，号称“洞庭七
十二峰”。徐霞客雇了一条小船，驶入
湖中。离岸渐远，四望空阔，真是莫知
天地之在湖海，湖海之在天地。黄道
周放眼但见山青水绿，天蓝云苍，夕
阳橙黄，晚霞桃红。如画的风景让人
安适，也让人省思。他于是联想到范
蠡助越王勾践报仇复国，功成身退与
西施归隐太湖的故事；想到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
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
衣……”

暮霭苍苍，一叶扁舟消失在垂柳
深处。黄道周、徐霞客游太湖兴尽而
返，路过苏州，夜宿石湖旁的楞伽山。
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临歧之际，两人
灯下赋诗。行将离别触发了两人的身
世之感，他们乃以“孤云独往还”为
韵，各作五律五首。第一首落“孤”字，
第二首落“云”字，第三首落“独”字，第
四首落“往”字，第五首落“还”字。

徐霞客诗先完成。全诗如下：
秋空净无极，兀兀片云孤。
不与风同驶，遥令雨自苏。
卷舒如有约，尺寸岂随肤。
我欲神相倚，从之径转无。

为霾并为电，弥天总是云。
谁能绘霄汉，了不作氤氲。
捧日开朝霁，飞霞散夕曛。
此中无一系，何处着纷纷？

出岫何幽独，悠然扬碧空。
遥分秋水影，忽度夕阳风。
长天不留迹，冷月若为容。
归宿应何在？崆峒第一峰。

彩霞竟何往，苍狗自徜徉。
出没千峰迥，夷犹一壑长。
鹜飞难作伴，龙跃岂相忘。
不待为霖日，方令天汉章。

卷舒有妙理，谁云倦始还。

垂天宁幻态，触石岂无关。
神远群俱涣，情空迹自闲。
始知能体物，造化掌中删。
第一首，“孤”字是诗眼。“不与风

同驶，遥令雨自苏”，云是那么的高蹈
独立；“卷舒如有约，尺寸岂随肤”，云
又是那么遵从自我的价值。显然，这
里的云已注入了诗人强烈的主观情
感，带有人格化的特质。孤云既是徐
霞客自己的化身，丈量名川大山、云
游履迹无定；也是徐霞客眼中黄道周
的清高形象，卓然独立、不趋时流。

“我欲神相倚，从之径转无”，言精神
一契，身影难随，笃友客里相逢，此番
良晤就此别过。

第二首，前四句写雨前景象，云
气塞空；后四句写拨云见日，阴转晴
明。咀嚼该诗，其中自有徐霞客对黄
道周的殷殷宽慰。黄道周触犯龙鳞，
被削籍，处境可谓“为霾并为电，弥天
总是云”。他寄望挚友来日东山再起，

“捧日开朝霁，飞霞散夕曛”，同时以
禅宗的“缘起性空”劝勉黄道周远离
烦恼，莫计较一时的得失。

第三、四首，诗意从陶渊明《归去
来兮辞》的“云无心以出岫”化出。“遥
分秋水影，忽度夕阳风”写两人乍逢
又别。“长天不留迹，冷月若为容”写
雪鸿泥爪，人事无常。“鹜飞难作伴，
龙跃岂相忘”言海内存知己，天涯常
惦念。“不待为霖日，方令天汉章”言
黄道周的忠耿青天可鉴，无需等到朝
廷为其“平反”正名，反映出徐霞客的
知己之情。

第五首借云之淡泊超然以申心
志。末两句“点睛”，言从云所获得的
感悟：若人心能洞察事物的微妙，则
透过世间万象的表象，删繁就简，许
多问题也就易于化解了。“体物”，摹
状事物。西晋陆机《文赋》：“诗缘情而
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也是徐霞客
临别时对朋友的赠言勉励：希望黄道
周以平常心对待人生中遇到的坎坷。

徐霞客这五首五律纯以神行，一
以贯之，黄道周读后“喜其词意高
妙，备极诸长”，并誊录纪念。

“共赋孤云独往还”，黄道周当时
也写有五首五律，惜已亡佚，我们目
前见不到了。不过，作别徐霞客之后，
黄道周某日依照徐霞客这五首诗的原
韵，“和诗”一组寄给友人，“灯下依韵和
徐振之（徐霞客，字振之）孤云独往还之
作，并书请正，不能如振之之体物备妙
也。弟道周再识。”黄道周和诗如下：

野水笑人旷，深秋知客孤。
江枫催雨老，渔火报灯苏。
家计分浮梗，乾坤动剥肤。
柴桑行可觅，能得隐邻无？

笠泽无停棹，杖头不系云。
帆随风意致，山与梦氤氲。
古洞扃幽户，残崖倒暮曛。
每逢巢鸟尽，萝月想缤纷。

不忍閟幽独，因思别凿空。
闲过长喙峡，戏织打头风。
绝壁三分篆，坚匏五石容。
心知无一可，更上最高峰。

虚逃无所往，白醉此商羊。
古迹有代谢，时人空短长。
同心宜送远，得句偶难忘。
昨夜蒹葭月，又涵霜露章。

何处不仙峤？长游已大还。
猿鱼新换径，虎豹久迷关。
天纵几人逸，生扶半世闲。
楞伽言语外，别寄与谁删。
第一首起篇两句，黄道周就给出

一个寥落的自画像。一个“笑”字是自
嘲也是自宽；一个“孤”字是热闹边缘
的阑珊风味。“深秋知客孤”，应理解
为“孤客知秋深”。秋在自然为时令，
在人心为离愁。“乾坤动剥肤”一句指
被削籍一事。“剥肤”，语出《易·剥》：

“剥床以肤，切近灾也。”谓灾祸近身。
“家计分浮梗”一句指黄道周一路携
家南归。“浮梗”，典出《战国策·齐策
三》，喻飘流无定。“柴桑行可觅，能得
隐邻无？”黄道周自问：此行我寻觅到
陶渊明那样的高士，但我能同他归
隐，比邻而居吗？陶渊明故里在柴桑，
故“柴桑”指代陶渊明。显然，诗将徐
霞客比作陶渊明。而比邻而居是心向
往之的念想而已。

第二首，黄道周追述与徐霞客同
游太湖一事。“笠泽无停棹，杖头不
系云。帆随风意致，山与梦氤氲。”景
随船动，湖山逶迤的画面在记忆深处
徐徐展开。黄道周想起随徐霞客探幽
涉险，“古洞扃幽户，残崖倒暮曛”；想
起秋江泊舟的朦胧夜色，“每逢巢鸟
尽，萝月想缤纷”。

第三首，黄道周写别后途中对徐
霞客的思念。首联说一人难忍孤寂，
在离别的路上想起挚友。“閟”，同

“闭”。“因”，于是。“凿空”，开通道路，
此指路途。唐徐彦伯《胡无人行》：“十
月繁霜下，征人远凿空。”颔联想象徐
霞客路上的情景。长喙峡，像鸟嘴长
长的峡谷（疑或指地名，待考）。打头
风，指逆风。颈联转到自身沿途所见：
那像古篆字形曲折陡峭的绝壁、那可
容纳五石、形如葫芦的岩洞。尾联说
心中颇少欢悰，于是登上高处，回望
友人远去的身影。

第四首承接上一首，转入议论和
抒情。首联说何处能逃避世俗呢？举
杯消愁，喝醉了且像商羊般纵情起舞
吧。“白醉”，浮白酒醉，即喝酒。“商
羊”，古代神话中一只脚的神鸟，每当
大雨到来之前便会翩翩起舞。颔联感
世事之兴衰。“代谢”，新旧交替。唐孟
浩然《与诸子登岘山》：“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短长”，短处和长处，是
非。颈联说知交虽远隔天涯，但酬唱让
心意近在咫尺。“同心”，志同道合、情
投意合。“得句”，诗人觅得佳句。唐贾
岛《题诗后》：“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
流。”尾联寄思怀远。“蒹葭月”，芦苇深
处的月色。“涵”，包含。“霜露章”，典出

《诗经·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第五首再次点明自己与徐霞客
相知相契。首联谓自己世路已惯，身
处何处都觉得泰然。更何况长游归
来，已近家乡。“仙峤”，仙山。唐李白

《送贺监归四明应制》：“瑶台含雾星
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颔联上句说
南归一路猿鱼作伴，意指放浪山水；
下句说朝廷局势波谲云诡。“虎豹”，
天庭去的重门有虎豹把守，喻凶暴残
虐的弄权之臣，典出屈原《招魂》：“虎
豹九关，啄害天下人兮。”颈联点明对
徐霞客的赞誉。上句说上天赋予徐霞
客奇才，高逸脱俗；下句说徐霞客好
旅游，足迹半天下，消受了半世清闲
的福分。值得一提的是，徐霞客的“霞
客”别号是陈继儒取的，黄道周也曾
为其取别号“霞逸”，可惜没有流行开
来。这里的“天纵几人逸”是颇高的评
价。尾联说和诗用文字，然而文字之
外还有我们彼此精神的契合。这句由
追忆两人曾宿楞伽山想到佛教的楞
伽经典，借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
传”之意表达对徐霞客的思慕。

黄道周这组和诗未落纪年款，通
过以上分析可以确定是写于此次削

籍南归的途中，从第一首的“深秋”
判 断 ，诗 应 完 成 于 崇 祯 二 年（1629
年）的十月。当时，黄道周携家眷正循
浙、闽沿海入乡。当他们抵达漳浦北
山墓庐，时已入冬。

徐霞客收到黄道周的和诗，难免
又挂怀起老友。隔年秋，徐霞客第三
次入漳，专程探望黄道周。这是徐黄
两人的最后一次会面，此不赘述。

徐霞客珍视黄道周的墨宝，美誉
其字画“为馆阁第一”。若非徐霞客收
藏并请人碑刻，我们今天或许就读不
到徐霞客所赋“孤云独往还”诗及黄
道周后来的唱和诗。徐霞客生前将其
交游得来的学者朋友的墨迹精品勒
石保存。在晴山堂碑刻中有黄道周三
件书法作品。这两件诗作是楷书，写
得精、刻得也精。如今，当我们试图
藉《晴山堂法帖》里这两件小楷重返
历史现场已不可能，我们只能隐约望
见千里之外的太湖斜晖脉脉：过尽千
帆皆不是，闲云一片空悠悠。

孤云独往还 交契两心知
☉黄舒哲 文 吴明晖 供图

黄道周和诗并书

郁达夫


